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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職業教育可培養有用的人力資源、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協助個人自我

實現並進而解決社會就業問題（張天津，1983）。廣義的職業教育泛指協

助個人具備從事某種工作技能的教育，而狹義的職業教育則指大專程度以

下，協助學習者從事某特定行業工作，所做的職業準備教育（Smith-Hughes 
Act, 1917）。職業教育雖有廣義與狹義之分，但在我國現行的學制系統中，

與職業準備教育相關的教育稱為技術職業教育（技職教育），技職教育包括

職業教育、專科教育及技術學院（科技大學），技職教育對個人、社會及國

家而言均有其獨特的價值（張天津，1983）。就個人而言，技職教育是有利

於個人的才能發展和生涯規劃；從社會的觀點而言，技職教育是人力資本的

投資，除可改善技術人力素質、培育社會發展所需人才外，亦可導引社會變

遷、加速產業結構改變、提升產業競爭力（吳清基，1998）。

在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中，早期並無正式之「職業教育」教學活動，中

外有關職業技能之傳承，大多透過師徒關係或家族世襲的方式學習相關知能

（教育部技職司，2008）。例如，我國在秦朝以前的封建社會，除各行各業

多以世襲方式或師徒傳承技藝外，連部分政府之官職亦以世襲方式為之，秦

統一天下後雖有郡國察舉士人為官員的制度，但社會上各行各業仍以世襲或

學徒制為主（周談輝，1985）。

但我國從漢武帝獨尊儒術、外加上後續朝代科舉制度推波助瀾的影響，

而漸次形成根深蒂固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士大夫觀念。因此與

技藝學習有關的「技職教育」常被視為次等教育，較不被重視、也較難以推

廣，因而對我國科技發展影響至為深遠（張天津，1983）。雖然，在我國古

代即有一些特別專門的技術人才，如政府中掌管天文、曆算、占卜、音樂、

醫藥等相關領域的「專家」，亦多採世襲的方式傳承職位，而當代朝廷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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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這些「專家」，也常因應而設立專屬機構培育人才。但這些專屬機構都

以為國育才、服務政府為目的，因此與協助個人從事行業的職業準備教育仍

存有明顯的差異（周談輝，1985）。

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促使農業社會逐漸瓦解，而工業生產需要大量的技

術人力，西方社會傳統的學徒訓練已無法符合工業生產之需求，因此新式的

「職業教育」乃應運而生並開始蓬勃的發展（Terry, 2006）。

我國新式實用技藝學校創始於清同治年間，我國技職教育歷經百年的淬

鍊，為回應不同階段的政治、經濟環境變遷與人力需求，也曾多次相對調整

技職教育學制與課程，以培育各階段國家經濟建設所需的技術人力，進而促

進產業結構加速變遷，提升產業的競爭力，促進國家經濟的繁榮與發展。本

文將回顧我國技職教育發展歷程中內外在環境變遷對技職教育學制與課程變

革之關鍵影響，並針對技職教育之現況與未來展望提陳看法與建議，期能對

我國技職教育之發展略盡棉薄之力。

貳、自強救國倡導實用技藝課程

在清朝末年，各國強權先後侵略我國，相繼發生中英鴉片戰爭、英法聯

軍、甲午戰爭，清廷被迫簽訂了辱國喪權、割地賠款的條約，當時朝野為抵

抗外侮而倡導自強運動，希望藉由引進「新式的教育」來培育對抗列強「船

堅砲利」威脅的實用技藝人才，也間接揭開我國技職教育的序幕，使我國實

用技藝之傳承，開始跳脫傳統世襲或師徒之模式，藉由新式學堂之創辦，對

我國技職教育的後續發展，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

為解決內憂外患燃眉之急，清廷創辦新式教育教導實用技能，以培育專

技人才進入軍事機構或政府機關服務。例如，清同治元（1862）年開設北京

同文館、1863年開設上海同文館與1864年開設廣州同文館，都是以培養通譯

人才為主，學成之後多半從事專業譯事的工作，勉強可算是我國技職教育的

濫觴（周談輝，1985）。

而以講求實用技藝為目的而創設的學校，則以同治5（1866）年由福建

總督左宗棠（1812-1885）所創辦附設於馬尾福州船政局的「船政學堂」最

具代表性，福建「船政學堂」設立後至清光緒年間，各地紛紛設立類似的船

政學堂，因此「船政學堂」被視為是我國正式「技職教育」的開端（吳清

基，1998；周談輝，1985；張天津，1983；楊朝祥，1985）。然而，當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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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技藝學堂（技職教育），多側重在國防人才的培植，之後為求達到富強

的目的，才漸次及於農業職業學校。在這時期的實用技藝學堂，只是零星設

立，且無整體規劃與學制系統可言（周談輝，1985）。

參、頒布欽定學堂章程技藝教育納入學制

光緒28（1902）年，清廷頒布欽定學堂章程，即所謂的「壬寅學制」，

「壬寅學制」是我國第一次由政府頒布的學校制度，在「壬寅學制」中「實

業學堂」教導實用技藝課程（技職教育課程），技職教育也正式成為我國教

育學制的一部分，「壬寅學制」雖經頒布，但未實行，次（1903）年，清廷

另頒布「癸卯學制」。

在「癸卯學制」中，等同初中階段的高等小學堂設立「初等實業學

堂」、「實業補習學堂」及「藝徒學堂」，「初等實業學堂」為三年制的初

級職業學校；在等同高中階段的中學堂設立「中等實業學堂」與「初級師

範」，「中等實業學堂」之預科2年、本科3年畢業，「中等實業學堂」與我

國現行的五年制專科學校相仿；而在等同於我國現行學制大學三年級至研究

所碩士班的階段的「高等學堂」中設立「高等實業學堂」，「高等實業學

堂」預科1年、本科3年畢業。因此，自同治5（1866）年福建「船政學堂」

創立至光緒29（1903）年的「癸卯學制」，才正式奠定技職教育在我國教育

系統中的地位（周談輝，1985）。

在「癸卯學制」中，雖然依教育階段分級設立「初等實業學校」、「中

等實業學校」與「高等實業學校」，但各級「實業學校」彼此間並無相互銜

接之規劃，各級「實業學校」均屬「終結性課程」之性質，因此仍未形成技

職教育的學制系統（周談輝，1985）。

肆、民國肇建技職教育納入學制體系

民國肇建，教育部於1912年在北平召開臨時教育會議，同（1912）年

公布「壬子學制」，「壬子學制」與清末之「癸卯學制」並未大幅調整，

僅在修業年限上予以縮短。「癸卯學制」自初等小學堂至大學，共計21年；

而「壬子學制」自初等小學至大學，共計18年（小學減少2年，中學減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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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壬子學制」中將「實業學堂」分為「甲種實業學堂」、「乙種

實業學堂」兩種，各修業3年，分別相當於「癸卯學制」中的「中等實業學

堂」與「初等實業學堂」。而在1913年教育部所頒布的「實業學校令」，改

「實業學堂」為「實業學校」，將「實業學校」分為「甲種實業學校」、

「乙種實業學校」兩種，以「教授農、工、商業必須之知識、技能為目

的」，並在同（1913）年頒布的法規中，首次使用「職業學校」之名稱。

1922年，教育部修正1921年全國教育聯合會制定之學制改革草案，頒布

6—3—3—4，新學制，職業教育在新學制中將「乙種實業學校」改為「初級

職業學校」，而「甲種實業學校」則改為「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農、工、

商科。

因此自清末至民初所沿用之「實業學堂」或「實業學校」的名稱在1922
年正式由「職業學校」一詞所取代；其次在新學制中，學制形式由雙軌制轉

變為單軌制，原單獨設立之「職業學校」、「師範學校」與普通中學合而為

一，成為綜合性中學學制，學生可自由選科就讀（周談輝，1985）。

有鑑於前期中學、師範、職校合併成單軌制之缺失，教育部於1932年公

布《小學法》、《中學法》、《師範學校法》及《職業學校法》，於1933年
公布小學、中學、師範學校以及職業學校規程，這些法案以中等教育改革

為重心，分別訂定各類學校法規，在學制形式上將普通中學、師範學校與職

業學校，各自獨立設校。而職業學校以「單科設校」為原則，並在「職業學

校規程」中暫定農業、工業、商業、家事及其他職業等五類職業教育（周談

輝，1985）。

教育部於1935年及1947年2次修訂職業學校規程，將職業學校分為初級

職業學校與高級職業學校，初級職業學校招收小學畢業或具有相當程度，年

齡在12至18足歲者，修業1至3年，而高級職業學校招收初級中學畢業或具有

相當程度年在15足歲至22歲者，修業年限3年；而招收小學畢業或相當程度

年在12足歲至20足歲學生之高級職業學校，修業年限為5或6年。

伍、�配合早期經濟建設計畫推動單位行業
課程

日本在占據臺灣期間，推行「農業臺灣、工業日本」之政策，實施奴化

之殖民地教育，設立初級的農、工、商、水產職業學校，訓練初級生產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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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從事各行業的生產運銷工作，以掠奪臺灣資源。臺灣光復後，政府即以

「職業學校應遵照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培養青年生活之知識

與生產之技能」為教育宗旨（周談輝，1985）。臺灣光復初期之職業教育，

以初級職業學校占大多數，初高級合設之職業學校居次，而高級職業學校僅

有1所，即使在初級職校學生面臨升學主義挑戰與嚴重失業問題情況下，光

復初期之職業教育學制仍然以初級學制為主體（安後暐，2010）。政府雖在

1946年制定「臺灣省推進職業教育計畫」，大量增設職業教育班級與安排畢

業生就業，期能達成培育技術人才，以配合5年經濟建設計畫的目標。但因

光復之初，教育經費不足，而未能有效達成培育國家基層技術人力的目標

（安後暐，2010）。

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開始援助臺灣，在經費的協助下，彌補光復初期

教育經費不足的窘境，政府亦得以延續既定之教育政策，並改善職業教育面

臨的問題（安後暐，2010）。但在美援協助臺灣教育的過程中，改善職業教

育是政府遷臺後教育計畫的重心，美援教育計畫特別重視農、工兩類職業教

育，並採取辦理農、工「示範學校」的方式，希望藉由各農、工示範學校達

到推廣與改革職業教育的觀念，以配合自1953年後所實行的「以農業培養工

業、以工業發展農業」之第1期的四年經濟建設計畫（安後暐，2010）。

1953年教育部組織工業教育視察團，視察全省工業職業學校及專科以

上學校後，美國顧問於1954年建議將示範學校擴充為8所，並建議臺灣高級

工業職業學校部分課程，改採美國工職學校之單位行業訓練課程（安後暐，

2010）。單位行業訓練課程透過工作分析，以詳細而有系統的列出從事某種

職業所需的技能、知識與態度的過程來界定行業訓練課程內涵（楊朝祥，

1985）。

工業職業學校實施單位行業訓練課程，以實習為主、理論為輔，使學生

精習一類技能；農業職業學校實施綜合農業課程，以現代農民所需具備的技

能與知識作為課程設計的依據，教學內容以農事生產之操作為主，相關理論

為輔，並強調「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教學方法；商業職業學校增

設實習銀行、實習商店和商業服務實習，水產職業學校增設實習漁船及建教

合作校外實習，家事職業學校增置縫紉、烹飪、示範家庭及兒童保育等實習

設施，使教學內容符合社會需要。

教育部於1955學年度起啟動「工職示範計畫」，選定8所示範工業職業

學校實施單位行業訓練課程（張天津，1983），並強調各示範學校實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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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課程計畫，應配合各該地區工業活動規劃，以達到建教合作的目的，且

充分利用工廠設備以利學生實習（安後暐，2010）。示範工職由於實習時數

與教學設備的改善，使學生技術能力提升，而單位行業科目亦彈性增加至16
科，符合社會需求並獲得企業界肯定，畢業生就業率也因此大幅成長（安後

暐，2010）。

1957年，示範工職校長座談會一致認為單位行業訓練為工業職校教育必

經之路。因此，決議不僅當時已實施單位行業訓練的學校要繼續推行，而且

應該根據工業調查的結果，並配合國家經濟建設之規劃，增設新的單位行業

科別，以培育國家經濟建設所需的基層技術人力（安後暐，2010）。

1964年10月10日教育部修正公布，農業、工業、商業、水產、護理、助

產、家事職業學校課程標準，明訂職業教育之目標，在於培養並增進青年實

用之職業知識、技能及服務道德，以配合國家發展經濟建設，人力資源之需

求。強調職業教育應培育國家發展經濟建設所需的技術人力。

教育部於1965年訂頒「五年制高級職業學校設置暫行辦法」，訂定高級

農、工、商、家事職業學校教學科目及每週教學時數表，五年制高級職業學

校招收國小畢業生，實施5年的職業教育，以改善初級職業學校畢業生嚴重

的失業問題。在教育政策主導下，五年制職校的推廣，由最初的農職校逐漸

擴及工、商、家事等類職業學校。1974年，政府再度修訂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課程標準，仍保留單位行業訓練課程之特色，並擴大實施至其他類別（安後

暐，2010）。

陸、因應環境變遷彈性調整技職教育比例

1968政府正式公布《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並自1968學年度開始，

臺灣省、臺北市與福建省金馬地區同步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為因應九年

國民義務教育實施，職業教育之變革包括：停辦「初級職業學校」與「五年

制高級職業學校」、擴充高級職業學校數與招生容量，推行高級中學職業選

修課程、修訂《各類高級職業學校課程標準》與《職業學校法》、加速調整

職業教育結構與併類高級職校（周談輝，1985）。

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後，初級職業學校及五年制高級職業學校停招，

大量國中畢業生的升學需求，致使高職學生人數急遽增加，外加上產業結構



我國技職教育之變革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59

由農業轉型至工業，由勞力密集產業移轉至技術密集產業，對於技術人力

的需求也隨之殷切（楊朝祥，2007），因此為配合經濟發展對基層技術人力

的需求，高中與高職在學人數逐年調整為3：7之比例（張天津，1983；楊朝

祥，2007）。

表1
臺灣經濟發展與技職教育發展關係表

時代 經建發展 技職教育發展
學生比例
高中：高職

1950年代
土地改革成功
農業生產提高
勞力密集民生工業萌芽

職業學校自戰後復元
發展工業職業教育

6：4

1960年代
發展勞力密集民生工業
拓展對外貿易

實施九年國教
擴增職業教育數量
開辦二專、改進五專教育

6：4

1970年代
開發十大建設
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工業

改進工職教育及專科
教育質與量

4：6

1980年代
發展高科技產業
發展石化工業

全面提升職業教育及專科教育
開辦技術學院

3：7

1990年代
發展知識經濟產業
籌劃亞太營運中心

增設技術學院
績優專科學校改制技術學院
績優技術學院改名科技大學
開辦綜合高中

5：5

2000年代 發展兩兆雙星產業
全面發展技職教育質與量
拓展國際技職教育

5：5

資料來源： 教育部技職司（2008）。臺灣技術及職業教育簡介（頁8）。取

自http://www.tve.edu.tw/Public/Aboutus/20086191811447055.pdf

如表1所示，技職教育政策配合我國各階段之經建發展重點及人力需

求，彈性調整高中、高職學生之比例，1980年代高中、高職學生比例為3：
7，近年則漸次調整為5：5。

柒、增進學生就業彈性實施群集職業課程

隨著我國產業結構轉變，外加上科技的快速變遷，以及社會形態與工作

環境日趨複雜，自1955年推動單位行業訓練課程，雖然對我國經濟發展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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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磨滅的功勞，但因單位行業訓練課程所培養的技術工人，所學習的技術範

圍較為狹窄，因此工作內容較缺乏彈性，也無法適應產業結構與社會快速變

遷的需求，因此開始規劃群集職業課程，希望學生能習得較寬廣的基礎行業

知識與技能，以增加其就業彈性與轉業的能力（楊朝祥，1985）。單位行業

訓練課程之缺失有四：第一，設科過細，學生所學技能範圍狹窄，不易適應

新技能變遷且難符合我國中小型工廠所需較寬廣基礎之要求；第二，過早職

業分化，學生失去職業試探的機會，影響潛能發展；第三，設科太多而班數

少，在行政管理、經費、課程與師資調配面臨困難，較不符合經濟原則；以

及第四，學生集中在少數類科，造成學生就業與適應困難與人力規劃與調適

不周的缺失（楊朝祥，1985）。

職業群集課程通常將有相同或相類似工作內容、工作環境、技能水準的

職業歸類成一個群集，基於教學時間與職業準備之考量，職業群集通常都僅

包括數目不多，工作內容相似，技能水準相差不遠，學習時間相近，以及從

事者所需人格特質相似的職業。為學生生計認知、生計導向與生計試探的目

的，而將各類的職業歸併的群集稱為生計群集（career cluster）：而為了職

業準備的目的所歸類而成的群集，則稱為職業群集（vocational cluster）。實

施職業群集課程的目的是希望某職業群集課程的畢業生，可較容易在同一職

業群集中轉換工作而不需太多的再訓練（楊朝祥，1985）。

基於現實與減少衝擊之考量，國內採行內容群集（content cluster）課

程，內容群集課程第1年學習群集中各科均需要的共同基礎課程，第2年除繼

續學習部分共同基礎課程外，再添加該科之專門課程，第3年則學習較以往

單位行業課程還要狹窄的專修課程（楊朝祥，1985）。以圖1工藝群集課程

之美工科為例，該群集包括美工與印刷2科，此2科學生在一年級時均修習共

同基礎課程，二年級時學生分別修習本科之專門課程，而在三年級學生則可

根據興趣，選修木屬、金屬、陶瓷、塑膠與石材等5組課程中之1�2組作為

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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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美工科群集課程圖

木屬工藝 金屬工藝

美工科專門課程

美工、印刷共同基礎課程

資料來源： 楊朝祥（1985）。技術職業教育理論與實務（頁109）。臺北
市：三民。

七○年代以後的工業發展策略，為更具體的「加速經濟升級，積極發

展策略性工業」，工業建設以發展技術密集工業、國防工業及重化工業為

重點，並力謀既有工業升級。以能源密集度低，附加價值高的技術密集及知

識密集的產業為重點，亦即發展機械、資訊、電子、電機、及運輸工具等

策略性工業。職業教育因應社會環境變遷也有很多重大的改革，包括：1982
年繼續實施第2期工職教育改進計畫，注重質的提升，以繼續提升工職教育

水準，加速我國工業技術人才之培育；1983年為改正單位行業課程之缺失，

以因應未來科技迅速的變遷，乃進行工職課程修訂，採職業群集課程，並於

1985年公布實施，新課程分甲、乙類課程，甲類採職業群集課程，乙類仍保

留單位行業課程，以因應新課程實施初期所面臨的困擾。

群集課程將原有36科單位行業課程歸併為機械、電機電子、土木建築、

化工、工藝等五大群集，群集課程設計採先廣後專的方式設計，以協助學生

適應社會行業變遷與轉業之需求（周談輝，1985）。

捌、�擴增高等技職校院暢通技職教育「第
二條國道」

1968年，教育部成立「專科職業教育司」主管專科及職業教育。為提升

技術教育水準，建立技術教育一貫體制，籌設成立技術學院（國內第1所技

術學院為國立臺灣工業技術學院，現已轉型為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共
同
基
礎
課
程

共
同
基
礎
課
程

美
工
科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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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技職教育與普通教育升學管道「涇渭分明」，職業學校的畢業生

升學之主要管道為二專、技術學院、科技大學，自成一貫體系，五專畢業生

如欲進修，二年制技術學院是主流。

1970年召開第五次全國教育會議，在教育革新案中列有「技職教育應

有更多的彈性，並建立系統，直至與大學平行」之革新原則（張天津，

1983），並依據民1973年修正公布之《教育部組織法》規定，將「專科職業

教育司」之名稱改為「技術及職業教育司」，業務職掌除原有的職業教育、

專科教育外，另增加技術學院及其相關事項（引自周談輝，1985）。同時，

為因應我國經濟與工業迅速發展之需求，以培養高級工程技術及管理人才為

目標，同時建立完整之技術職業教育體系，於1974年八月成立國立臺灣工業

技術學院（張天津，1983）。

其後為因應科技整合及科技人才培育之需要，教育部於1995年底在函報

行政院之「技術職業教育的轉型與革新」方案中，提出輔導技術學院轉型科

技大學，朝向綜合性大學發展的構想；1996年公布實施「教育部遴選專科學

校改制技術學院，並核准設專科部實施辦法」，專科學校得申請改制為技術

學院。同時，教育部也依《大學及分部設立標準》、《各級各類私立學校設

立標準》受理技術學院改名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之校數與學生數

因而快速成長（引自簡明忠，2005）。

圖2  普通及技職教育體系圖

資料來源： 教育部技職司（2008）。臺灣技術及職業教育簡介（頁26）。取
自http://www.tve.edu.tw/Public/Aboutus/20086191811447055.pdf

普通教育體系

普通及技職教育體系

技職教育體系

大學研究所

大        學

科技大學、技術學院研究所

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大學部

二年制 四年制

二   專
五   專

高   職綜合高中

國  民  中  學

高    中

國  民  小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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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2所示，臺灣之技職教育體制已自高職、專科（五專、二專）、技

術學院（四技、二技）、科技大學（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形成一個

完整、且在全世界獨具特色的技職教育體系，技職學生之進路寬廣順暢，技

職教育的「終結教育」標籤已不復存在，技職教育「第二條國道」已與普通

教育「第一條國道」並駕齊驅發展（吳清基，1998）。

玖、全面關照規劃技職體系一貫課程

自1990年代以來，技專校院相繼改制升格為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也因

此使得我國的技職教育層級結構更為完備，技職體系學生之升學管道更為暢

通。就技職教育學制而言，高職、專科、技術學院（二技）與科技大學層

級劃分明確，但就課程規劃而言，先前各層級縱向與橫向之課程並未作好銜

接的工作。因此教育部依據政策方針、參酌國內產業與世界潮流、以職場導

向與職校自主之技職課程發展理念，自1997年開始規劃與推動技職教育體系

一貫課程，力求一貫課程在上下層級、課程與類科、普通課程和職業課程、

學校與業界、教育部規範的課程和學校發展的課程均能達成無縫銜接的理想

（教育部技職司，2008）。

2000學年度修正高職課程標準時，教育部明確將高職課程分成7大類70
科，且《職業學校法》第2條明定，「職業學校以分類設立為原則，並按其

類別稱某職業學校，必要時得併設二類；……」（教育部技職司，2006）。

2006學年度發布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暨設備標準，依專業屬性將課程劃分

成15群，並規劃群核心課程，強化學校本位課程之特點（教育部，2005）。

技職學校學生之進路與轉銜如圖3所示，技職一貫課程先進行全國規

劃，以完成高職、五專、四技與二技課程綱要（四技、二技只供學校參考，

屬建議性質），再由學校根據課程綱要發展學校課程計畫（含各科系組及學

程之課程計畫），亦即課程綱要之規劃除各群通用的實施通則外，以分群方

式貫穿高職（含綜高專門學程）、專校與科大三級五類學校之課程規劃（李

隆盛，無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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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  技職學校學生的轉銜圖

說明：高級中等學校以高職及綜合高中之專門學程為主。

拾、結語

光復之後臺灣產業發展的主軸，從農業、輕工業、重化工業、到高科技

工業；產業政策的重點也從加工生產轉為研究發展。臺灣的經濟發展成績舉

世稱奇，而臺灣產業的發展能有如此的成果，政府政策的領導固然功不可

沒，但其實配合經濟發展的教育政策才是臺灣經濟發展最主要的原動力，也

是臺灣長期維持競爭力優勢之所在。

自1990年代起，臺灣的高等教育蓬勃發展，除了增設許多的公私立大學

外，專科學校逐步改制為技術學院、科技大學，碩士班、博士班更如雨後春

筍般設立（楊朝祥，2007）。

雖然，教育部在《臺灣技術及教育簡介》中列舉：高中職社區化，建立

社區終身學習中心；高中職優質化；推動策略聯盟整合教學資源；鼓勵產學

攜手計畫職能連結無缺口；深化多元入學，推動繁星計畫；鼓勵學生取得證

照落實技能教學；照顧弱勢族群實現教育機會均等；強化學校系科本位落實

高級中等學校

四        技

五                  專

二專

學校 職場

二技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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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改革；深化產學合作──教學實務化，研發產業化；提升教師專業邁向

教學卓越；加強評鑑功能提升教育品質；因應全球化加強國際合作等為我國

技職教育主要發展重點（教育部，2008）。

上述發展重點雖已獲致部分成果，但在臺灣總生育率低迷、少子化、人

口老齡化、人口結構多元化等人口結構變遷的衝擊下（黃能堂，2007），各

級技職教育均出現招生不足的現象，因此各級技職教育均應戮力以赴，分析

內外之環境與趨勢，重新自我定位，以因應環境變遷的衝擊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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