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未來將面臨理工科人才短缺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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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統計，美國2001年時9年級（高一）學生約有400萬餘名，4

年後順利畢業者約280萬人，升入大學者約130餘萬，其中主修理工

科系者約為27餘萬人，至2011年順利取得理工學位者約僅16餘萬

人。簡言之，400萬餘的高一學生最後大概只有4％從大學理工科畢

業。 

全國保險公司（Nationwide Insurance）也在此時對旗下36,000

名員工進行調查，結果讓老板也吃了一驚，因為人數佔最多的員工類

別竟然與保險業務無關，反而卻是屬於「科技」類。美國企業-高等

教育論壇（Business-Higher Education Forum， BHEF）執行董事

Brian Fitzgerald藉著這個故事告訴大家美國的職場人力已起了戲

劇性的轉變。結果呢？該公司的整個高階電腦科技團隊必須全部由印

度引進，因為公司總部所在的俄亥俄州無法供應這麼多的人才。他補

充說，未來不管你是賣保險還是賣汽車，每一家的美國公司都早已蛻

變成一家科技公司了。 

這情形並不是只發生在全國保險身上，根據美國國科會的資料，

美國人取得電腦學位的人數從2004到2007年共減少了27％。而且

也不是只是電腦科系如此，全美各大學或高中選擇攻讀數理或理工等

科系的學生都嚴重地不足。不管是怪罪高中太爛、或是大學課程脫

節、或是學生太懶都好，總而言之，危機已經發生了。 

再換一個角度來看，根據美國航太工業協會的統計，美國每產生

一名物理博士的同時，也產生了50名企管碩士及18名律師；而且大

學裡理工科系畢業的學生有半數以上選擇了與科技無關的行業。ACT

測驗成績也顯示，12年級學生中只有17％是對理工科有興趣而又數

學程度夠的。就算進入大學選修理工科系，能順利獲得理工學位者只

有一半。因此，美國各級學校的理工科老師的短缺情形已是非常嚴

重，據兩年前的最新資料，美國國內從事與理工科技相關工作的員工

約有60％年齡都在45歲以上。 



 

 

各大學一向對於理工科系的人才培育顯得不太在意，這種情形在

google還未存在或是科技人才沒有那麼急切需要的年代以前也許不

是那麼嚴重的事。然而，大學現在也有所警覺了，也開始有所轉變了。

大學的微積分課程一向被看做是「理工科的殺手」，現在很多大學已

試著揚棄以往的被動式講課的教法，而改採讓學生與電腦的互動方式

來學習。有些工學院已在教材中引進更活潑的解決實際生活上問題的

方式來教學生。歐巴馬政府則把注意力集中在教育生態鏈的基礎部

分，今年年初，總統已宣佈將動用2億5千萬美元的聯邦經費預算及

投資來增僱數以千計的數學及理工科老師。 

在這種情形下，一些以往視為當然的假設也須重行思考，譬如大

家一向總認為小班教學績效較佳。但雷神公司的系統工程師們在研究

運用提高薪資來吸引稱職的理工科老師的成效時發現，可能最後必需

與其他行業競搶人才。光只採小班教學將因師資不足只能找到一些不

稱職的老師。Fitzgerald自己很清楚所面臨挑戰之嚴竣，當年他自

己原也先是主修化學，最後卻拿了一個文學學士畢業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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