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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攜手合作計畫開創共贏局面之 

實施成效與面臨問題 
廖錦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教授 

 

一、前言 

政府於 2006年推出了產學攜手合作計畫（以下簡稱產攜計畫），其背景建立

於高等教育受「市場化」及「產業化的影響」，將其目標由高級菁英知識人才的

培育，轉向強調與產業的結合及就業知能之養成（楊瑩，2008）。這種產學攜手

合作模式結合技術型高中、技專校院與產企業（或職訓中心）等三方面。在技專

校院就讀的學生，安排到產企業工作的職位，稱為實習生，在廠工作的性質與正

式員工是有所區別。因此，為能因應社會發展潮流，在 2018 年從實習生重新定

位為依據勞動基準法規定的正式員工，除了享有勞健保相關保障之外，增進技專

校院與產企業的合作與交流（教育部技職司，2022），例如依據產企業工作性質

需求，規劃客製化的實務課程，在職進修員工可以配合工作需求輪值大夜班，迎

合員工對薪資上的需求。 

在 2021 年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經濟部及

勞動部，進行跨部會協調會議，針對技術型高中執行的產攜計畫，針對教育部就

業導向專班、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及產學訓合作訓練計畫，整合成為「產學攜手合

作計畫 2.0」（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機電工程學系，2022a），可以更能夠符應技術型

高中、技專校院與產企業等三方的發展需要，學生在學校就學，以及在產企業工

作的過程中，領取每月 5,000元助學金、實習津貼或至少保障基本工資以上的薪

水，更有利於經濟弱勢家庭對於金錢上的需求（教育部技職司，2021），同時可

以順利完成大學學歷，甚至於在大學畢業之後，能夠繼續留任的工作保障，落實

在地化人才培育計畫，專業技術人才根留臺灣的願景。 

二、實施成效 

為能因應學生在求學及就業上的需要，政府提出「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2.0」，

開啟技術型高中端、技專校院端與產企業端（含公協會）等三方共贏的局面，歸

納相關文獻（教育部技職司，2021；教育部技職司，202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機

電工程學系，2022a、2022b），茲就這三方的實施成效概述如下： 

(一) 技術型高中端 

1. 學生可以針對升學軌、就業軌及升學兼就業軌等三種就學就業進路，依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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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個人興趣、性向、才能，適性選擇其中一軌學習發展，同時能夠結合證

照制度，培育實用技術人才，契合產企業端對於在質與量的人力需求，同時

學生能夠厚植自己職涯發展的優勢。 

2. 學生在技術型高中端，參加輪調式、階梯式、實習式 6 週以上或其他式（銜

接式、三明治式、類階梯式）或非建教合作 2年辦理 10週以上校外實習等，

選擇不同型態中的一種建教合作班就讀。在學校全時讀書期間，每月可以領

取 5,000 元獎助學金；在廠工作期間則享有每月基本工資的保障，靠自己的

能力兼顧賺錢貼補家庭經濟，以及就學之綜效。 

3. 課程規劃能夠兼顧與技專校院端的縱向連貫與統整性，所學知能立即應用在

產企業端工作崗位的實務應用場域，能夠落實產學攜手合作的人才培育成效。 

4. 選擇產攜計畫專班要比別人花更多的時間在課業及工作上，過程雖然辛苦，

但能夠比一般班級學生更早踏入社會，淬鍊出理論與實務結合的能力，以及

迎合產企業就業力需求的優勢。 

(二) 技專校院端 

1. 大學配合產攜計畫運作方式，可以多元化招生來源，即為技高端銜接技專校

院方式，包括技高+二專（3+2）、技高+二專+二技（3+2+2）、技高+四技（3+4）、

四技（0+4）、國中+技高+四技（1+3+4）等，提供給學生及學校適性選擇，俾

利於更適合計畫推動，以產出成果及獲致成效。 

2. 產攜計畫之教學模式包含有：(1)421 制：採每週工作 4 天、上課 2 天、休息

1 天；(2)331 制：採每週工作 3 天、上課 3 天、休息 1 天；(3)白天上班、晚

上上課（比照進修部上課時間上課）；(4)66輪調式：6個月在校學習、6個月

在廠工作。在前述各階段的學生，定位為產企業的正式員工，目前以 421 教

學模式，最被廣為推動實施且符合產企業正式員工的工作型態。 

3. 技專校院、技高及產企業，透過共同簽定產學攜手合作合約書，彼此獲得權

益保障與共同遵守的憑據，能夠達到預期成效。依據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

核定一覽表，110 學年度核定 75 件，111 學年度核定高達 227 件，成長三倍

之多，顯示產攜計畫已經受到各界的肯定與支持。 

4. 配合政府推動重點產業人力需求，合作產業與類別包括：(1)特殊類科或嚴重

缺工產業，包含智慧機械半導體（IC設計）、資料服務、造船、智慧農業等；

(2)政府提倡新興產業，包含資訊及數位、資安卓越科技、臺灣精準健康、綠

電及再生能源、國防及戰略、民生及戰備等，以及(3)其他產業。藉有產攜計

畫，推動國家產業政策，能夠密切配合人力資源培育與需求之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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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產企業端（含公協會） 

1. 技職教育是重要人才培育體制，與產業脈動息息相關，藉由產攜計畫，推動

在地產業聚落的緊密鏈結，透過學用接軌理念，回應產企業在各層級的人力

資源需求，有助於促進我國產業升級。 

2. 結合學校發展在地產業特色課程，培養在地人才、產界在地用才，讓產業留

住好的人才，更能對未來產業發展趨勢培育具有發展優勢的人才，促進產業

發展更加欣欣向榮，再次創造臺灣經濟奇蹟。 

3. 產企業端訓練員工正確的工作態度，孕育具有耐心與潛能的人格特質，在過

程中學到產企業界最新穎的科技新知，以及待人處事的道理，形塑產企業優

質技術人力。 

4. 新虎將機械工業李世傑總經理指出（臺中市政府，2022）：產攜計畫是產企業

尋求人才的重要管道和來源，產業界可以從這裏面去發掘、去培養公司重要

的儲備幹部。 

(四) 產攜計畫的成功案例 

1. 陳泰宇練就一身接合管線的好身手，代表臺灣參加 2022 年在德國舉辦的第

46 屆國際技能競賽，能夠出國跟世界頂尖好手比拚，勇奪 2022 國際技能競

賽配管與暖氣職類「銅牌」，彰顯臺灣教育的特色亮點之一（國立教育廣播電

臺，2022）。陳泰宇其實從臺中市太平國中三年級，就正式開啟他的技藝教育

養成之路，參加技藝教育班，學習焊接，以及冷凍空調知能，契合式專班提

供很多學習資源，包括工具、材料，教師細心指導與陪伴訓練，不只訓練技

術，更與就業無縫接軌，例如成立 1+3+4（1：國中技藝教育；3：技高端建教

合作；4：科技大學端產攜計畫專班）一條龍培育制度，歷經篩選、技藝教育

課程、廠校媒合、在產業界工作。開設班別包括冷凍空調技術、智慧工具機、

裝潢人力培育，以及臺電專班等。在工作時已經是正式員工，並且受到相關

法令的保護，同時保送到科技大學繼續進修。泰宇說：選手並不是一味的去

追求名次與別人競爭，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戰勝自己，並且把自己推向人生的

最高峰，當你戰勝自己的時候，你已經是人生的贏家了（臺中市政府，2022）。 

2. 援引某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智慧製造應用專班的李晟嘉同學為例（臺中市政

府，2022），在大一就被安排在產業界學習鏟花、精度校正、鈑金安裝等技術，

剛從技術型高中畢業就已具備智慧工具機組裝技術員必須擁有的知識與技

能。這條學習路漫長而孤獨，每週都要面對在工廠從事生產工作、再回到科

技大學上課，以及 1 天的假日休息，每天從早到晚工作 8 小時，雖然很忙、

很累、很操，但是付出的時間跟心血，是可以穫得非常大的回報，回想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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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產攜班是正確的選擇。 

三、面臨問題 

1. 辦理產攜計畫不夠完善，可能會流於「廉價勞工」之弊，尤其學校若缺乏審

慎規劃及周詳的督導，不但無法拉近學校與產業界間的學用落差，亦將無助

於解決產業缺工、缺人才的窘境。 

2. 傳統觀念就是「學校送學生去產企業實習」的被動角色，產攜班學生在產業

界沒有合適的職缺與位階，衍生出被產企業排擠或成為被忽視的員工。 

3. 技專及技高學校端對「課程與實習課程規劃」與「合作機構」的實際人才需

求能力有落差，以及未邀請合作機構針對人力需求，共同規劃專班之課程，

將不利於人才培育。 

4. 如果學校系科目標與合作機構專業訓練關聯性低，產攜班學生進廠能力所能

涵蓋範圍將偏向窄化，以及合作廠商工作內容與學校規劃理論課程屬於低關

聯等問題，則會衍生層出不窮的問題，社會各界將會對產攜計畫產生負面的

觀感而減損其辦理成效。 

5. 合作廠商未能具備相關職群系科之訓練能力、缺乏指導技術人員、崗位輪調

未確實或缺少技術縱深、沒有健全之設備或違反勞動法規等問題，在維護學

生的權益上就會落空。 

6. 學校若未能依規定指派教師，每二星期至少一次機動訪視合作機構，則無法

掌握產攜學生在接受職業技能訓練，以及錯失合作機構的動態訊息。 

7. 學生與合作機構、學校簽署訓練定型化契約，未能依規定落實執行，在職場

適應不良或輔導轉安置沒有到位，將會有損產攜學生的權益。 

8. 在進行合作機構實地考核如果沒有確實執行，現實狀況存在的問題或困難，

未能及時掌握且無法獲得解決，將不利於產攜計畫的順利推動。 

四、結語與建議 

依據前述實施成效及面臨問題，提出結語與建議如下： 

(一) 結語 

產攜計畫提供學生兼顧升學及就業的管道，產業界亦能減緩人力短缺的問

題，安排產攜班學生到合作機構從事工業級的技能學習，結合證照制度培育高質

量之技術人才。因此，呼應「在地人才，在地培育」，學生畢業後即刻就業，產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3，12（5），頁 41-47 

 

產學攜手計畫之成效和問題 主題評論 

 

第 45 頁 

業同時也能夠留住人才，達成共贏的局面。推動產攜計畫的過程，成效顯著且能

受到社會各界的認同與肯定。好比如在學成績完全沒有Ａ級程度的國中學生，參

加國中技藝教育班學習冷凍空調銲接，選擇技術型高中建教合作班鍛鍊冷凍空調

修護技術，最終勇奪國際技能競賽配管與暖氣職類的國際級銅牌，並且進入國立

科技大學機電技優領航專班就讀。因此，產攜計畫能肩負扶弱、固本及拔尖的教

育功能，讓學生擁有屬於自己的職涯藍天。 

(二) 建議 

1.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方面 

(1) 在推動中的產攜計畫，難免會衍生出在執行過程中的問題或困難，宜能

持續建立蒐集各界建言與意見回覆的機制，虛心接受並檢討改進，再結

合產、政、學、研等各界力量，運用統合綜效的加乘效果，期能促進「在

地培育人才、產企業就地取材」的多方共贏成效。 

(2) 由主管機關組成考評小組赴學校進行實地考核，包含行政措施及運作、

課程及教學設施、產攜班學生之實習及輔導訪視、學校與建教合作機構

之聯絡及協調，前一年度考核意見之改進、辦理特色及具體成果、困難

及建議等，要能依規定控管執行成效，並且落實檢討改進。 

2. 產業端方面 

(1) 從制度及觀念上定位為「產企業將員工送去學校在職進修」的勞資一體

關係，企業接納產攜班學生為正式員工。 

(2) 合作廠商具備相關職業科別之訓練能力、提供充足的指導技術人員、健

全設備、崗位輪調及遵守勞動法規等，期能成為培養產攜班學生優良工

作態度、安全認知及職業道德之合作機構。 

3. 技術型高中及技專校院端方面 

(1) 針對從業人力培育方向，應該要考量合作機構人才的能力需求，推動技

專及技高學校端與合作機構等三方，一起討論合作模式（含工作條件、

培育目標等），共同進行「課程與實習課程規劃」。若三方間的銜接課程

無法契合，或課程與資源互動交流措施未臻理想，宜列為契合式課程發

展輔導團優先輔導之對象。 

(2) 學校在辦理產攜計畫宜有審慎規劃及周詳的督導機制，致力於消彌學用

落差，在解決產業缺工、缺人才的前提下，亦能保障學生的權益，進而

提升技職教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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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宜提高合作廠商的多樣性以符應產攜班學生的適性發展需求，以及依據

企業所需能力，規劃契合崗位需要之客製化課程，符應產學攜手計畫技

術銜接與縱深進階性之精神。 

(4) 學校要能依規定指派教師，每二星期至少一次機動性訪視合作機構，確

實掌握學生接受職業技能訓練及合作機構的動態訊息，以及了解合作機

構能夠依合作契約、訓練契約執行情形，輔導學生獲得良好的技能訓練。 

(5) 簽訂合作契約書要能明訂清楚且確實依規定執行，包含訓練系科別及人

數、辦理方式、合作機構詳細資料、合作期限、學校行政配合事項、系

科課程與產業性質的銜接與配合程度、適切的教學設計與實施、成績考

查方式、合作機構場址與學校上課地點的合理交通距離、生活輔導計畫，

學校師資、合作機構訓練人員及生活輔導人員、薪資（或生活津貼）、

保險、福利及住宿與交通、結業與就業等計畫。 

(6) 落實執行職業技能訓練計畫，例如職業技能訓練學要能提供採計之技能

項目，合作機構與學校能依據產攜班學生就讀系科別之專業課程範疇落

實執行，且安排學生在職場工作崗位訓練項目，合作機構要有增加補充

實施職業技能訓練課程，包含訓練項目、訓練課程、實習崗位、職業技

能訓練方式、訓練時間、解約或停止契約機制，落實維護學生的權益並

且獲得保障。 

(7) 學生與合作機構、學校簽署訓練定型化契約，明定學生在合作機構接受

職業技能訓練期間，雙方之權利與義務，要能依規定落實執行，照顧學

生的權益。 

(8) 要能確實進行合作機構實地考核，組成考核小組赴合作機構進行實地考

核，其考核項包含行政措施及運作、職業技能訓練、生活照顧及輔導等，

要掌握實際現場狀況，俾利於產攜計畫的推動與成效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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