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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技術及職業教育 

第一節 基本現況 

我國技術及職業教育之發展，係隨著國家經濟之成長、人力之需求、產業

之轉型、社會需要以及科技之發展而不斷調整。民國 40年代前後，國內產業結

構屬於勞力密集產業，技術及職業教育以招收國小畢業生之初職為主；民國 50

年代後期，政府有鑑於國內產業結構逐漸由勞力密集轉向技術密集，遂停辦初

職，全力發展高職，以因應就業市場的基礎技術人力需求，並大量興辦五年制

及二年制專科學校，培育基礎技術人力及中級實用專業技術與管理人才。 

民國 60 年代初期，由於技術密集產業已具轉型成效，正邁向資本密集之

型態，遂成立第一所臺灣工業技術學院。民國 80年代為因應未來科技整合及科

技人才通識教育之需求，一方面增設技術學院，輔導專科學校改制為技術學院；

另一方面輔導技術學院充實增設人文、管理等相關學術研究領域，改名為科技

大學，朝向具實務特色之綜合性大學發展，並相繼成立碩士班及博士班，以培

育高級技術及管理人才。 

近年來，我國技術及職業教育的改革，以學制與體制為重點。在學制上，

技術學院改名為科技大學、專科學校改制為技術學院並得附設專科部、辦理綜

合高中、推動回流教育等，已建立具有多樣、完整及一貫特性的學制。在體制

上，進行行政、組織、課程、招生、學籍等事項的鬆綁與自主，促進技職教育

的多元化、專業化、特色化的發展。這些改革措施的績效卓著，普獲社會的肯

定，以及企業、學生及家長的回響與支持，也提高技術及職業教育的社會地位。 

技術及職業教育涵蓋三層級四類型學校：職業學校（含高中附設職業類

科）、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尚包括國中技藝教育班、高職實用技能

班、綜合高中職業學程及大學校院附設二年制技術系等，構成一貫而完整的技

術及職業教育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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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數及學生數 

一、學校數 

八十八學年度技術及職業教育之學校數及比例如下： 

各級技職學校總校數中，職業學校 199所，占 71.1%；專科學校 36所，占

12.9%；技術學院 38所，占 13.6%；科技大學 7所，占 2.4%，總計 280

校（見表 5-1）。 

另有 1,443校設有國中技藝教育班；165校設有高職實用技能班，高職補校

218校，高中附設職業類科 89校；專科進修補校 41校；技術學院及科技

大學附設進修學院學士班者 3校、設有研究所者 7校；大學校院附設技術

系者有 23校（見表 5-2）。 

表 5-1 88學年度各級技職學校校數及比例 

           類別 
職業學校 專科學校 技術大學 科技大學 合  計 

校  數 199 36 38 7 280 

比  例 71.1% 12.9% 13.6% 2.4% 100% 

資料來源：1.中華民國教育統計資料 (頁 85)，教育部，民 89，台北市：作者。 

2.中華民國技術及職業教育業務簡報，教育部，民 89，未出版。 

二、學生數 

八十八學年度技術及職業教育之學生數及比例如下： 

88學年度技職校院學生人數中，職業學校正規班學生人數 467,207人，占

45.2%；專科學校(正規班、在職班)學生人數 457,020人，占技職學校學生

數 44.2%；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 (四技、二技正規班及在職班)105,632人，

占 10.2%；研究所 4,429人，占 0.4%（見表 5-2）。 

另有國中技藝班 38,079人;高職實用技能班 47,167人，高職補校 128,891

人;專科補校 61,390 人;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的進修學院 2,149 人（見表

5-2）。 

校 
數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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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88學年度各級技職學校學校數、教師數及學生數 

層級 校數 教師數 學生數 

國 中 國中技藝班 1,443班  38,079 

正規班 
實用技能班 
補校 

199 
165 
218 

20,203 476,207 
47,167 

128,891 高 職 

合計   643,265 

五專   195,101 

二專正規班 36 12,243 99,231 

二專在職班   162,660 
進修補校 41  61,390 

專 科 

合計 77  518,382 
四技正規班   26,804 
四技在職班 47 13,145 6,641 
二技正規班   33,571 
二技在職班   38,616 
進修學院 3  2,149 

技術學院 
科技大學 
(學士班) 

合計 50  107,781 
技術學院 碩士班   3,918 
科技大學 博士班   511 
(研究所) 合計 7  4,429 

正規班 282  826,343 
在職班 248  255,084 
進修教育 262  192,430 總 計 

合計 792 45,591 1,273,857 
註：1.高職學生數包含高中附設職業類科 89校之學生數。 

2.總計不含國中技藝教育班。 

3.表內空白格為數據未能確定。 

資料來源：技術及職業教育業務簡報，教育部，民 89，未出版。 

貳、師資 

師資多元化之後，各大學教育學程或教育系所亦可參與培育職校師資，各

級技術及職業教育之師資現況如下： 

一、職業學校 

職業學校師資 20,203人，分別來自國內外大學及研究所，並由三所師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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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負責主要師資培育工作；另有部分專業及技術教師來自產業界。 

配合師資培育法施行，師資培育多元化，大學修畢教育學程學分後，經初

檢、實習及複檢合格後，始得受聘任教。  

二、專科學校 

專科學校師資，分為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及教授四級。88學年度專任 

教師人數計有 12,243人，大都畢業於國內外大學及研究所，獲有碩士以上

學位。 

其中以碩士以上學位為主占 82.85%，部分教師並具有企業界的實務工作經驗。 

三、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 

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的師資 13,145人，分為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及教

授四級。分別來自國內外大學研究所，以獲有博士、碩士學位者為主。 

參、經費 

八十八會計年度各級學校教育經費約新台幣 4,530 億元，除科技大學及技

術學院因係列計於大學校院經費中，未能單獨列述外，專科學校之經費占各級

學校總經費的 6.45%，職業學校之經費占各級學校總經費的 8.43%。 

肆、法令 

技術及職業教育方面，88年 8月至 89年 12月(88學年度及 89學年度上學

期)所發布之重要法令如下： 

一、修正「職業學校法」第六條、第七條及第十條條文( 總統 89.2.2華總(一)

義字第 8900028510號令)。 

二、修正「專科學校法」第二條、第三條之一及第六條條文( 總統 89.2.11華

總(一)義字第 8900028490號令)。 

三、修訂發布「高級中等學校技(藝)能優良學生甄試及甄審保送入學實施要

點」(88.8.26台(88)技(二)字第 88104201號函)。 

四、訂頒「技術學院改名科技大學審核作業規定」(88.10.14台(88)技(二)字第

88122207號函)。 

五、修正「專科學校五年制推薦甄選入學方案實施要點」(88.10.11台(88)技(二)



第五章 技術及職業教育 

 

141

字第 88122212號函)。 

六、訂定「實用技能班結業生資格考驗辦法」(88.12.2台(88)參字第 88150546

號令)。 

七、修正「專科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及「建教合作實施辦法」第三條條

文(88.12.10台(88)參字第 88155110號令)。 

八、修正「專科學校規程」部分條文及「職業學校規程」部分條文（88.12.14

台(88)參字第 88155543號令）。 

九、訂頒「技專校院考招分離制度試行方案」((88.12.30 台(88)技(二)字第

88164503號函)。 

十、修正「職業學校學生成績考查辦法」(89.1.7台(89)參字第 89001946號令)。 

、「專科學校技(藝)能優良學生甄試及甄審保送入學實施要點」(89.1.13台

(89)技(二)字第 89004322號函)。 

伍、重要活動 

八十八年八月至八十九年十二月，技術及職業教育的重要活動如下： 

一、舉辦「高中職社區化座談會」。 

二、辦理技專校院例行、專案評鑑。 

三、辦理震災學校修復重建貸款補助。 

四、辦理第十五屆技職教育研討會。 

五、辦理技職校院通識教育研討會。 

六、審查通過核定高雄餐旅學校等十六校 89年 8月 1日起改制技術學院。 

七、辦理 88年專科學校畢業程度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 

八、核定國立高雄科學技術學院、私立崑山技術學院、私立嘉南藥理學院及

樹德技術學院等四校 89年 8月 1日起改名科技大學。 

九、公布「高中高職社區化實施方案」，自 89年 9月起試辦高中職社區化。 

十、召開「技專校院招生入學指導委員會」，指定台北科技大學成立「技專

校院招生策進總會」，雲林科技大學成立「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金門二專分部動工。 

、舉辦 89年技職校院博覽會。 

、舉辦「原住民暨偏遠地區職校技職教育研討會」。 

、辦理「89學年度四技二專聯合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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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88學年度職校評鑑」。 

、辦理「綜合高中試辦學校訪視工作」。 

、辦理「88學年度技藝教育方案推動工作」。 

第二節 重要施政措施與執行成效 

教育部民國 88年 8 月至 89年 12月，在技術及職業教育方面的重要施政

措施與執行成效如下： 

壹、技職教育願景之規劃 

一、編撰「技職教育白皮書」，於 89年 4月經部務會議審議通過，訂名為「追

求卓越的技職教育─建立人文科技島，提升國家競爭力」。 

二、擬訂「技術及職業校院法」，目前已完成一讀之立法程序。 

三、推動「社區學院設置條例」之立法工作，目前已完成一讀之立法程序。 

貳、學制的調整與發展 

一、有關學制方面的重要措施包括下列各項： 

(一)績優技術學院改名為科技大學。 

(二)績優專科學校改制為技術學院。 

(三)大學附設二年制技術系。 

(四)開放私人籌設技專校院。 

(五)護理職校改制護理專科學校。 

(六)推動辦理綜合高中課程。 

(七)推動相對弱勢族群學生的技職教育。 

(八)辦理技專校院增調所系科班。 

二、體執行措施包括： 

(一)積極輔導專科學校改制技術學院並附設專科部、大學增設二年制技術學

系及輔導績優技術學院增設人文、管理系所改名為科技大學。至 89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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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止，將有 54所專科學校改制為技術學院並附設專科部；25所大學附設

二年制技術學系；11 所技術學院改制為科技大學，以建立技職教育一貫

體系及彈性學制。 

(二)訂頒「建立技職回流教育體系實施方案」及「技專校院加強推動回流教

育共同注意事項」。 

(三)加強辦理國中技藝教育班及高職實用技能班，推動第十年國民技藝教育。 

參、教育資源的分配與調整 

一、公立學校預算之編列 

(一)擴大實施校務基金：公立學校擴大實施校務基金，除國立戲曲專科學校

外，其餘 18所國立技專校院全部施行校務基金，並放寬校務基金運作之

彈性。 

(二)公立學校預算分配：衡酌學校基本需求、延續性工程及發展需求，給予

學校概算總額度，由學校在總額度內自訂優先順序，編列概算送審。 

二、實施學雜費彈性調整方案 

技專校院自 88 學年度起實施學雜費彈性調整方案，各校依基本規範核算

各項收支資料後，訂出學雜費調幅及收費標準。 

一、 獎補助款之分配 

(一)私立技專校院獎補助款之分配，除放寬使用用途之彈性外，並調整核配

公式。 

(二)優先補助改制學校之學校重點發展項目、專業教室整合運用、充實共同

科教室及視聽教學設施等。 

肆、多元化入學制度之建立 

一、技職教育多元化入學制度之規劃，包含入學管道、錄取標準、錄取比率

及考招分離等項目，以增進技職教育的多元與彈性。 

二、配合 89學年度辦理「高職五專免試登記入學方案」，除規劃辦理國、英、

數三科定期考查統一命題外，特補助各招生區規劃成績處理系統及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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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等必要的準備工作。 

三、配合 90學年度推動「高職五專多元入學方案」，以國民中學基本學力測

驗取代傳統聯招考試，除積極發展測驗外，並補助各職業學校及五專改

善教學設施及調整類科，以促進各地區技職教育資源的均衡發展。 

四、繼續擴大辦理推薦甄試、申請登記入學、特定對象學生入學等入學管道

的招生人數。 

五、繼續擴大辦理綜合高中，自然調節高中、高職學生比例，增進學生適性

發展，導引國中正常教學；同時配合推動技職校院多元入學方案及考招

分離制度，促進技職教育多元彈性發展。 

伍、技職教育課程之調整、實驗及研究發展 

一、專案委託學術單位進行「各類技職課程中心功能之檢討與改進」專案研

究。 

二、配合技職一貫體制之建立，進行「跨世紀技職體系一貫課程之規劃」，

做為設計跨世紀技職體系一貫課程改革方案的重要基礎。 

三、因應 89學年度高職實施新課程，規劃與推動師資培訓等八大配合措施。 

四、修正國中技藝教育課程，每週以 6或 7節設計；高職實用技能班之課程，

則採群集架構設計。 

陸、師資水準之提升 

一、合理擴增教師員額，除公立學校就額度適度調配外，私立學校部分，科

技大學(含技術學院)每班不得少於 2.5員，專科學校每班不得少於 2員。 

二、鼓勵教師以技術性著作升等，及適度增聘專業技術人員外，並辦理教師

乙級技能檢定及赴公民營機構參加實務研習。 

三、整體規劃並辦理教師進修活動，包括職前訓練、教學素養、專業知能及

職場經驗等四類。 

柒、教育夥伴關係之建立 

一、加強技專校院夥伴關係之建立，88學年度計有 22校擬訂百餘項計畫參

與試辦。 

二、加強技術中心及技藝中心夥伴關係之建立，已完成 8所高職附設技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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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及 81所高職或國中附設技藝中心之評估。 

三、加強推動技專校院與國內外學校、企業、機關及社區，建立多元性、前

瞻性及雙向交流的關係。 

四、推動技專校院國際合作，成立國際合作諮詢委員會及國際合作工作小組，

規劃推動國際合作業務。 

五、推動綜合高中跨校選修，提供學生更多選課機會。 

六、推動高職績優學生赴技專學校預修進階課程。 

捌、社區化之推動  

一、繼續推動「社區學院設置條例」之立法作業。 

二、組成研究規劃小組研擬「高中高職社區化實施方案」，併入教改方案辦

理，並規劃相關配合措施及遴選學校試辦。 

三、輔導技專校院發揮社區學院之功能，目前正推動「技專校院與校外學習

型組織建立教育夥伴關係」及「高等技職回流教育實施方案」。 

玖、違失或糾紛案之處理與輔導 

除積極處理有關私立學校董事會、校長及教師之間糾紛案，及學校校地校 
務案等之處理與輔導外，並辦理相關研討會及觀摩會，加強輔導學校正常運作。 

拾、技職教育品質之提升 

有關提升技職校院教育品質的相關措施包括下列各項： 

一、改進技專校院評鑑。 

二、推動大學附設二技觀摩訪視。 

三、專科改制技術學院專案訪視。 

四、高職校務評鑑。 

五、訂定技專校院提升教育品質實施方案。 

六、編撰我國技職教育百科全書。 

具體執行措施包括： 

一、專科改制技術學院之學校，在改制後五年內每隔二年應接受專案訪視，

以考評改制計畫書及改制審查意見的執行績效。 

二、規劃大學附設二技學系的觀摩訪視，業已完成訪視指標及相關表冊的訂



中華民國教育年報 

 

146 

 

定。 

三、檢討改進技專校院評鑑制度，重建評鑑指標、規範與相關表冊，並建立

評鑑資訊管理系統。 

拾壹、新興重點工作 

一、推動技職教育資訊傳播網，各技職學校建置技職教育的專屬網站，向社

會大眾公開學校的辦學績效及可提供服務的資源，每年並舉行競賽活動

激勵各校建置有特色的網站及加強資料的更新與維護。 

二、繼續推動在校生技能檢定，並修法規定持有技術證照者改以選修學分或

筆試方式換證，不得直接換證。 

三、訂定相關法規，辦理技專校院設立分校分部有關審查事宜。 

四、推動 921及 1022地震校園重建工作，訂定災區學校修復、重建教學建築

與設施專案利息補助作業要點等相關法令，配合執行。 

第三節 問題與對策 

壹、教育問題 

一、技職教育發展的整體規劃相關問題 

如高職教育督導業務是否劃歸中部辦公室管轄；大學附設二技是否繼續設

系增班；技職學校附設進修學校或學院與在職專班有無整合必要；近年來中小

學學生數逐年減少，高職招生嚴重不足等問題。 

二、技專校院推動多元入學方案的相關問題 

技專校院考招分離制度無法比照大學模式辦理，而係整合現有多元入學管

道，所涉及範圍與影響層面甚廣，問題亦多。 

三、推動綜合高中學制的相關問題 

綜合高中是中等教育改革的重點政策之一，惟目前中等教育有關法令、組

織編制、課程、師資、招生規劃及行政督導等，仍未能充分配合綜合高中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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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趨勢而作調整。 

四、技專校院違失糾紛案的處理 

技專校院違失糾紛案，在處理過程中常有多方壓力介入，決策難以執行，

甚至造成許多困擾。 

貳、因應對策 

一、儘速完成技職教育相關法案的立法 

持續推動「技術及職業校院法」及「社區學院設置條例」之立法工作，以

利技職教育發展之整體規劃工作。 

二、增加員額與經費配合實施多元入學方案 

諸如成立技專校院招生策進總會、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以便統籌辦理

入學測驗研發及宣導事宜等。 

三、規劃綜合高中學制相關配合措施 

針對綜合高中的實施現況及法令、組織編制及課程等問題，進一步檢討與

改進，以增進綜合高中的辦理成效。 

四、建立技專校院違失糾紛案的處理模式 

建立技專校院違失糾紛案的處理模式，並能快速處理、有效排除壓力，以

免糾紛持續擴大。 

第四節 未來發展動態 

壹、未來施政方向 

一、繼續調整與建構技職教育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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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績優技術學院改名為科技大學，績優專科學校改制為技術學院，擴大

辦理綜合高中及調整國中技藝教育班與高職實用技能班的各項教育措施。 

二、檢討與調整技職學校的職類與所系科別 

配合科技產業發展的需要，建構技職教育課程的一貫體系，依「新職群」

的理念，採調整整併的原則發展職校的科別與規模，以滿足高科技產業的人力

需求。 

三、繼續調整、實驗及研究發展技職學校課程 

繼續鼓勵技專校院擴大試辦學程，加強推動通識教育及各類技職課程中心

的功能，並將「跨世紀技職體系一貫課程規劃案」之成果，轉換為行動方案，

提出跨世紀技職校院一貫課程改革方案。此外，並委託台灣師大進行全國技職

學校課程上網之規劃。 

四、繼續擴大辦理綜合高中 

對於已辦理學校，朝全年級規模辦理，落實綜合高中輔導與選修制度，推

動綜合高中跨校選修，建立綜合高中多元入學管道。 

五、推動高中高職社區化 

研訂相關辦法，獎補助學校充實教育設施，獎勵優秀國中畢業生升學當地

高中職，補助私立高中高職學生學雜費，以落實高中高職社區化的目標。 

六、改進私立技專校院獎補助款作業 

檢討私立技專校院獎補助款作業，將充實儀器設備與改善師資二類專款改

為輔導各私校整體發展計畫獎補助。 

七、提升技專校院教育品質 

輔導技專校院參照本身的條件、資源與學校發展理念，建立教育品質指標

及行動方案與管制機制。 

八、提升師資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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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擴增公私立技專校院教師員額；加強教師的實務能力，辦理教師技能

檢定及赴公民營機構參加實務研習。 

九、推動技專校院教育夥伴關係計畫 

辦理第二階段教育夥伴關係計畫，同意十九所技專校院繼續推動以學校為

核心的教育夥伴合作方案，並檢討辦理方向，修訂試辦要點。 

十、加強技專校院國際合作交流 

補助技專校院辦理國際合作交流，及辦理國際合作連絡網、資訊網及研習

會等活動。 

、加速推動 921及 1022地震校園重建工作 

核撥災區學校辦理災後重建工作經費，訂定災區學校修復、重建教學建築

與設施專案貸款利息補助作業要點，並以推薦甄選外加名額方式優待災區考生

參加技專校院考試。 

貳、未來發展建議 

一、加速技職教育改革的速度 

配合知識經濟體系的環境與需求，加速執行「技專校院學制改革案」、「建

立高等技職回流教育實施方案」、「技專校院實施考招分離制度方案」、「跨世紀

技職校院一貫課程改革方案」、「促進技專校院與校外學習型組織之教育夥伴關

係實施方案」、「技專校院增調所系科班總量管制作業方案」、「技專校院教師進

修整體規劃案」、「技專校院專業教師建立分級聘任及升等規劃案」及「技專校

院提升教育品質實施方案」等重要改革案。 

二、提升技職學校教育功能 

加強回流教育及社區化，提供終身學習的環境，滿足在職人士學習的需

求；對於新增所系科別，將以知識密集產業為優先考量；鼓勵技職學校與中外

學校、機構、企業建立夥伴關係，縮短學校與企業在知識、科技發展上的距離；

培育學生具有溝通、自我管理、自我學習成長、團隊工作、創造思考、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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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及使用科技等核心能力，提升學生的「知識競爭力」，期培養知識經濟社會所

需的人力，促進個人職業生涯的順利發展。 

三、提升技職學校師資水準 

在提升師資素質方面，繼續辦理教師進修活動，並輔導技專校院提升助理

教授以上人數比例；鼓勵學校辦理教師評鑑，並兼重教學與服務績效；研議專

業教師分級聘任及升等辦法，重新定位專業教師的角色及建構專業教師的聘任

與升等制度，提升專業教師的水準。 

四、擴大推動夥伴關係的建立 

在擴大推動夥伴關係的建立方面，推動技專校院與校外學習型組織及社區

建立多元性、前瞻性及雙向交流的夥伴關係；推動技職學校與上下游學校間的

專業輔導教育夥伴關係，加強專業領域的合作與整合；積極協助與輔導技專校

院推動國際合作，如推動中澳合作，增辦學生海外巡迴實習；繼續強化綜合高

中的跨校選修及高職學生赴技專校院預修進階課程；繼續強化技術教學中心及

技藝教育中心的功能。 

五、繼續提升技職教育品質 

除改進技專校院評鑑、推動大學附設二技觀摩訪視、專科改制技術學院專

案訪視，及高職校務評鑑等例行業務外，有效執行技專校院提升教育品質實施

方案，以輔導學校加速提升教育品質。 

(撰稿：張明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