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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技職學生留學政策的省思51

摘

 近數世紀以來西方的科技文明，一文獨秀的導引著科技的巨輪無阻的前行。西方

 的強勢科技能力與表現，已然化成不同的殖民型式在世界各地加以實踐，處於弱勢的

 科技輸入國，不接受卻也無力拒絕，更無力反撲。儘管近年來若千第三世界國家藉著

 捍衛西方科技入侵的藉口，出現了許多零星的反動，卻無助於改變科技弱勢的事實。

 順著國內教育改革之勢，促使教育市場更加的自由化與國際化，加以政府政策面

 的鼓勵，正逐步導引著我國後申學教育階段畢業生出國留學的風潮。加以國內158所

 技職校院及眾多職業學校每年培育出的人才為數可觀，其中不乏有期望藉由出國留

 學，能獲得國際競爭力者，此對提升我國人力素質的長遠需求確有其需要，更值得鼓

 勵。

 因此本文旨在對當前我國技職學校學生出國留學問題提出省思。首先對當前西方

 科技先進的知識與技術的學習作哲學的省思，其次以新加坡及中國大陸為例，舉出其

 出國留學之概況，繼而提出我國技職學生留學政策的若千省思，最後再提出我國技職

 學生留學政策的策略性思考圖作為建議，俾作為我國未來擬定留學政策之參考。

 關鍵詞:技職學校、職業學校、留學、策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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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言

 近代自瓦特發明蒸氣機以來，西方科技文明導引著世界科技發展巨輪永無停歇的

 滾動前進。西方科技知識的崛起，以及以知識為導向所發揮的主導強度，其科技知識

 表現的型式(矽口如智慧財產權)或實質內涵，甚至成為殖民實踐的一部分。儘管時序進

 入二十一世紀，雖不再有實際形式的殖民地或次殖民地區，但藉著科技強權的延伸，

在後殖民時代仍可看到西方科技在科技邊陣地區鑿痕歷歷以及不同型式的資源掠

 奪。不可否認的，以歐美為主的西方科技文明，仍是世界科技知識發展的主流與驅動

 歸納近年來科技輸入國或弱勢國，其採行的共同現象之一出現在:

 一、西方強勢科技長期的壓迫，形成弱國的潛在反動意識

 西方強勢科技挑動著本土性民族的神經，藉由民族血脈與民族性格的覺醒，形成

 對西方科技文明的潛在反動意識。循著這股脈絡，看到了試圖將科技知識入侵的無

 奈，轉化為共同的民族情感進而凝聚成焦點。當其無力感達到最高點時，則採取反動

 性的行動高於融合西方科技的毀滅性作法。當反動意識內嵌成為文化的一部分，或思

 維的表面形式之後，常以民族情感或文化的共同特質或信仰為藉口，捍衛著西方科技

 文明的入侵。其「勢」莫之能禦，其「果」常是玉石俱焚。美國911恐怖攻擊事件，

 似乎透露出此一訊息和現象。

 二、科技知識藉由全球化形成強權，有著不迎合即無法生存的無奈

 申華民國是一個追求現代化的國家，無論產官學研界均能體認全球化浪潮的必然

 性，發揮了民族生存的高度彈性，在西方科技強權的夾縫中，追求永續生存的生機與

 凸顯存在的必要性與重要性。世界上小國寡民的若干國家或地區，其國家整體的表現

 在瑞士世界風險評估機構(BER^)排名及國際銀^^(IMF)的競爭力排行中，均可看到許多

 成功的典型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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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留學才是取得先進國家尖端科技發展心法的最佳途f工

 赴科技先進國家留學是取得先進科技知識的最佳途徑之一，也是技職畢業生的生

 涯出路選擇之一。科技知識的發展有其脈絡可循，科技知識的學習貴在其深層的知識

 發展方法(methodo^ogy)以及科技知識發展結果的內隱性know-how學習。這些轉化的心

 法，即使透過技術移轉、科技價購仍無法達成先導性的科技生根，仍端賴留學政策真

 正的發揮效果才能克盡全功。

 留學政策的標的對象，過去的印象泰半以一般大學生的生涯進路為主，在教育自

 由化與國際化的浪潮下，技職學校畢業生有其科學與技術的堅強基礎作後盾，出國學

 習先進的科技不是夢，技職畢業生更不可缺席。而此處本文所指之技職畢業生，即涵

 括了高級職業學校、專科學校、技術學院、科技大學等層級。

 貳、臨近國易乙留學概況

 以新加坡和中國大陸為首的留學熱潮，已普遍受到東南亞諸國的重視。茲分述如

 后:

 一、新加坡留學概況

 新加坡是一個由59個小島組成，面積643平方公里僅及台北縣1057平方公里的二

 分之一強的叢爾小國。但其在2000年之前的各項國際競爭力排名均為前三名，其關鍵

 即在於重視人才的培育與運用(張吉成，民87)，並且以優渥的條件吸引全球的優秀人

 才前往新加坡工作。

 新加坡是一個極為重視留學的國家，充分重視和鼓勵後中學階段的學子出國留

 學。其在教育制度的設計上，已在後中學教育階段透過教育制度作嚴格的人才分流，

 在高中階段分流出最優秀的學生，這些優秀高中生全面性接受英語教學，各項評量測

 驗直接採用英國系統，因此畢業生可直接以畢業成績申請進入英國劍橋大學就讀，或

 申請進入優異的美國大學深造(ITE,^995)。顯然其採行之策略在於消除優秀學生的語

 文障礙，將國家的留學策略內嵌為優秀學生個人未來的生涯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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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兩年新加坡的經濟表現並不如預期，科技能力能否快速提升被視為新加坡繼續

 發展的命脈所繫。為了鼓勵優秀人才出國留學，新加坡甄選智商達到1^200或以上的

 學生，大量送往美國矽谷(Slljcon Valley)留學，以加速提昇新加坡的科技能力(千龍新

 聞網' 2003) o

 二、中國大陸留學概況

 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中國已經迅速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留學生派出國。舒

 惠國(2003)指出目前中國在外留學人員總數達46萬人，分佈在全球至少103個國家和地

 區，包括歐、美、日、澳大利亞、加拿大及其他地區。其中單上海每年赴英留學人數

 約有1500人。

 僅美國一地，中國留學生人數更突破三十五萬人之譜，每年在美花費達到數億美

 元。早在1998年美國的傳播媒體即已披露，高等教育已成為排在軍火、電于等行業出

 口創收的第5位。除美國之外，加拿大的十多萬外國學生申高達20%為中國學生。

 留學歐洲方面，中國大陸留學英國包括倫敦、劍橋和牛津地區，以及倫敦以外的

 英格蘭、蘇格蘭和北愛爾蘭等地亦不在少數，依各大學、專業領域區分大體以研究生

 為主。在英國的中國留學生總量約4萬人，僅在2002年當中就新增了1．7萬人左右。在

 愛爾蘭留學也達到3萬人。留德則共約3萬人其中近三年赴德的留學人數約2萬人。

 亞洲方面，赴新加坡的留學生目前約IJ5萬人，往日本留學的中國的留學生數量

 更占日本外國留學生總數的60%^留澳方面，萬胤忠(2003)指出澳大利亞是除美國外，

 接收中國留學生最多的國家，而大學以下的小留學生，往澳大利亞者為最多，其中2000

 年赴澳留學就讀高中課程的中國學生達到53%。至2001年六月為止的一年內，申請澳

 洲學生簽証的外國人增加16%，達到75594人，為澳洲賺取了22億美元的外匯。

 從中國大陸海外留學情形可看出，自大陸經濟快速發展，國民生活改善之後，海

 外留學熱潮預期末來二十年間恐尚無消褪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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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我國技職學生留學政策的省思 7心

 一、者量矢嗎哉經濟與科技領域強項需要，確立留學著力區塊

 若將1992年知識經濟在美國興起，迄今日知識經濟的發展已滿十年，以數學的二

 維方式區分，在概念上取知識經濟表現強弱，以及科技能力強弱作為區分的指標，則

 概可區為四個主要向度，其中桅圓部位應是我國技職學生主要留學政策著力的區塊。

 對技職學生留學政策的擬訂而言，系統性的全面關照是有其必要的。例如:

 (-)第一象限區塊:選定專門領域、學門，甄選青年學子出國留學是常見的作法，

 但當政策面提供的誘因(^ncentive)逐漸取消，或政策工具逐漸失靈之後，其後續

 的期望效果有多高，實難以達成預期目標。

 (^)第二及第四象限兩大區塊:是否宜採行科技聯盟策略，將其視為科技轉口輸入

 的申繼站．…，亦或擴大鼓勵出國留學額度，均將是重要的思考重點。技職留

 學生在此兩大區塊，均可發揮許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三)第四象限區塊:如何建立以傳統產業為主的科技輸出灘頭堡，應是值得思考的

 重點，而非僅限於醫療團與技術團的單向人道援助。技職學生的留學政策上，

 適可以運用其已具備技術基礎的優勢，發揮留學兼技術輸出的功能，奠定我國

 在這些國家永續發展的基石。一個明顯的事例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

 為非洲查德代訓了一千名科技人員，今日這些人才都已成為查德政府中的主要

 中堅份子了(張吉成，民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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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我國技職學生留學政策著力區塊分析圖

 技職學生的價值觀。影響留學後的收益

 科技的發展對國內而言，至少可以從三個向度討論:

 (-)科技輸入:新科技知識概念的引介、導入、購買以及藉由先進機具、設備、

 儀器．‥等採購行為所附加之新科技引入與技術移轉;

 (^)科技學習:著眼於各領域科技人才的培育，推動短、中、長期的留學研究

 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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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科技產出:以科技群聚策略形成科技交乘發展的效果，建立獨立自主的科

 技永續發展能力，透過後中學階段以上各層級的教育與訓練作薪火相傳。

 儘管上述無論在科技輸入、學習過程和產出的每一種型式，都會有某種程度交會

 的比例，在這塊共同的土地上過去數十年運作極為順暢，各層級技職學生出國留學者

 亦不在少數。但隨著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等多元環境的改變，此一系統中的技職

 體系科技人才的數量正在快速的消長。一個重要的警訊出現在技職學生身為科技人的

 價值觀，順著全球化國際化之勢正在加速模糊化。技職科技人力就業的流動(manpower

 mob^l^ty)現象逐年加劇，具豐富經驗的技職科技人才基於個人生涯進程規劃的需要，

 退出技職科技領域勞動市場，並且有逐步流向彼岸的趨勢，此從國內傳統產業的技職

 畢業生工作者，及台積電、聯電等科技大廠近年來離職人員的生涯發展進路趨勢，即

 可看出此一端倪(周談輝、黃文雄、張吉成，民90)。於是我國留學政策在價值觀與職

 業道德的建立上恐需要同時著力，科技人的旋轉門條款似乎在人才流向彼岸之後，不

 再具有任何意義。

 三、留學的各領域之標的重心，應著重在心法的貫通

 就在二十世紀末兩岸關係由農業的移植，而工業技術導入與設廠生產，進而到高

 科技業深怕落人後搶進大陸之際，我們要深思的是我們未來的下一代科技優勢在那

 裡?留學是學習西方優勢科技的最佳途徑之一，但我們要思考的也恰如道家傳說中的

 達摩祖師，質疑其門下弟子一樣，是學習到其「表皮」?「神情」?「骨架」?還是

 「神髓」?若從佛家的觀點，在現代視角下世間眾生相依相存，世界是由「因緣和合」

 而成的，每一個體、每一部分都需要依賴於其他部分或他人、他類才能存在並發揮作

 用(王月清，民91)。無論從宏觀、鉅觀、微觀的各個角度作哲學省思，我國的技職學

 生留學政策重心不應只是對標的國研究領域中的流程(Process)學習，而應是可打通

 任、督二脈心法(methodo^ogy)的學習。此從印度近年來高科技人才的崛起，並且能在

 高科技領域佔有一席之地，即能體會印度學子所學的是「表皮」還是「精髓」?其答

 案似已瞭然於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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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建議-．一叫弋結語

 一、鼓勵優秀技職學校畢業生出國進修，學習先進科技

 技職學生的留學問題，是我國留學政策中的一個重要環結之一。留學政策的擬訂

 我們要思考的面向很多，但是第一個前題有必要先釐清的是，留學是手段，其最終目

 的在獲得科技自主?亦或科技出超?雖然台灣在科技能力，尤其晶圓代工上在全球占

 有一席之地，但是我們的晶圓關鍵技術卻操之在日(如Toshiba)、美兩國，從這個角度

 認知我們的科技則是入超國。而每年由158所技職校院培育出的人才甚為可觀，其中

 不乏有一部分人希望藉由出國留學，能獲得個人在全球化視野下更具有國際競爭力，

 此有俾於我國長遠人力素質提升，以及尖端科學知識與先進的技術之引進更值得鼓

 勵。

 二、激發拉職學生追求先進科技知識與技術的內在熱^^

 第二個前題是如何找回追求科技知識的內在熱忱。當前產、官、學、研各界均能

 深深體會先進科技知識引介的重要性，但無論是國內或國際研討會，每一場次的出席

 人數太少，卻是讓承辦單位最為戒慎擔心的最大難題。追求科技新知的聽眾在那裡?

 新科技知識或技術引介的規劃與執行面的落差，正降低了我們的熱忱，斬傷了我們的

 國際形象，降低了科技引介的效果。似乎教育面在科技人才的培育上，全面的關照仍

 需要更多的著力，尤其在系統性的規劃與擬定上更彰顯了需多努力的空間。

 三、擬定兼具鼓勵機帝叮的技職生留學策略規劃

 於是木文提出下圖二以為參考，其中在策略與方法上宜作系統性的研究與分析，

 而後匯結國內產官學研界的智慧，共同擬訂出我國未來技職學生的留學政策應更具有

 週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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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我國技職學生留學政策的策略性思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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