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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家建設發展的工業人力需求談

工職教育的因應之道

黃進和

 、前二@一別言

 81．年國家建設研討會剛剛落幕(元月11.^^ )，計有二百六十位國內外的專家學者參

 與此項盛會，本次研討會的主題以「我國昂首闊步邁向二^一世紀之現代化國家」為總

 目標，針對政府現正積極推動之「國家建設六年計畫」為主要討論核心，期望藉由與會

 學者貢獻其智慧及經驗，提出更多有關施政興革的建議，使國家發展步向康莊大道。配

 合「國家建設六年計畫」的推展，政府計畫在公元二千年前使我國正式邁入已開發國家

 。屆時國人的年所得將超過一萬二千五百美元，我國的經濟及科技發展亦將邁入另一個

 紀元。

 國家建設首重人才之培育，而教育則為培育人才的主要途徑，更是國家進步發展的

 原動力。過去技職教育的發展與國家建設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技職教育提供國家建設所

 需人力，國家建設提供技職教育所需之資源。因此技職教育的發展可說是一個國家建設

 發展的基礎，亦即一項重要指標。．"'

 我國的經濟結構;由過去農業社會轉變成土業社會型態，從勞力密集的工業型態轉

 變成技術密集與資本密集的工業型態，更預期在公元二千年前能邁入已開發國家之高科

 技時代。各種跡象顯示，未來的人力需求將更專業化，知能的基礎將需更紮實。因此教

 育部正規劃「自願就讀高級中學」方案，成立新的技術學院或增加新科系，期望能大幅

 提升國人知識水準。值此國家面臨轉型的階段，身為技職教育體系中之一環的工職教育

 ，便不能冷眼旁觀，而應以更積極的態度，配合社會的轉變，國家建設發展的需求，培

 育有用的人力。

 二-、國家歹毛設的人力需求

 高科技與自動化是國家高度發展的特色之一，由於高科技與自動化的結果，工業技

 術人力的需求便更專業化與複雜化。行政院經建會曾調查我國工業生產自動化結果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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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自動化後，廠商認為管理、技術或操作人員應具有的基礎知識水準、技術水準

 、認真工作態度皆應比自動化前為高」。(民72年)

 在一項以「科技進步與工業技術人力培育」為題的調查研究中(許瀛鑑、彭台臨、

 李景峰等，民幼年)提到一一產業自動化後對工作要求的影響可就知識、技能與態度來

 談:

 廿知識:因科技快速變遷，使得工作內容常發生改變，且常面臨職業轉變，因此基礎

 知識能力，加語文。數學、溝通及分析等可轉移或可類化的能力更形重要。

 口技能:

 1．自動化的初期對於工作技能要求會提高，但到某一階段後，技能要求將降低，而

 對於手工藝、負重體力和操作的技巧性將減少。

 2．技能程度不變，但必須具備多種相同程度的技術，也就是工作技能必須具有廣度。

 3．必須具有比自動化前更高的技術，也就是原有基礎能力與電子計算機運用能力。

 惟此種層次的技能也會在專業知識、分析判斷，和管理的能力上要求較高的層次。

 固態度:在使用自動化設備後，工作態度的要求毆以往為高。使用自動化設備必須具

 備守時的觀念與責任感，並具有適應單調工作的能力。

 彭台臨、張國照與饒達欽(民79年)分析民國76．?78．年技術變動對工廠技術人力結

 構影響發現:生產操作人員之比例顯著減少，行政管理、工程師、技術員及技工、領班

 皆增加，尤以高生產技術工廠之工程師比例增加餃大。

 再者，就產業界的需求而言，由於高科技的結果使產品的品質提高，生產成本降低

 ，在面對市場激烈的競爭下，勢必加緊研究、更新生產設備及開發新產品，因此，對於

 蛟高的技術水準，及具備研究發展、產品設計、市場行銷、系統分析與管理等能力的工

 作人力需求蛟以往為高。

 綜合以上的分析可知，國家建設所需的人力結構將隨高科技及自動化時代的來臨而

 轉變，其影響將使白領工作人力需求增加，工作者的教育程度提高，須具備毆多樣的能

 力與專業知能。在技術人員方面「高中職程度是最低要求，專業技術至少要大學程度」

 (許瀛鑑等，民80^年)，勞動力趨向高學歷化。

 三、工月我孝丈育的工見元冗手導因兄惡之立道

 憲法第一五八條規定，職業教育係以「教授青年職業智能，培養職業道德，養成健

 全之基層技術人員為宗旨」。教育部於民國六十三年修訂的我國高級工業職業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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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培養青年為工業基層技術人才，以配合國家建設需要。

 □傳授各類行業之貿用知識與熟練技能，以增進工業生產力量。

 目養成青年之服務精神與領導能力以促進工業社會之發展。

 回建立工業職業學校為當地工業社會之建教中心，以增進職工之技能。

 從教育目標可知，工職教育除了肩負培養工業基層技術人力外，同時可提供許多在

 職訓練的機會，例如延教班、職訓班等課程，供各界已就業者能再進修，發展自己的專

 業智能。然而由於科技發展的快速變遷，人力需求層次的提升，工職教育面臨轉型的要

 求。根據教育部統計(民79．)，目前技職教育人力結構，技術學院、專科學校、職業學

 校的學生數比為: 0.6  :  22.^    :  76．5。高級技術人力、中級技術人力、基層技術人力

 三者間的比例，已不能配合當前社會需求，面對產業升級，技術及資本密集時代的來臨

 ，人力培育結構需重新規劃調整(毛高文，民79．)。

 檢視目前工職教育發展所面臨的問題，亟需加緊革新調整者有下列幾項:

 口建立完整的技職教育體系:誠如上面人力需求的敘述，將來技術人力的層次將提升

 ，更上一層的技術教學會愈來愈重要。然而目前工業技術學院僅有台灣及雲林兩所

 ，工業類科二年制專科學校只有35．校，造成工職畢業生的升學管道狹窄。國人「萬

 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使得高工成了國中畢業生的第二選擇，將來^^^

 年國教實施後，工職教育亦將成為次級教育體系。因此妥善規劃技職教育，．建立完

 整且一貫的技職教育體系，使學生願意且樂意就讀工業學技實為當務之急。

 □提升課程內涵:工職教育的課程除了應配合工業界的需求，使畢業的同學具有足夠

 的專業技術就業，同時應考慮將來升學後課程的銜接。群集課程買施後，使畢業同

 學在就業及轉業上更具彈性，但各界的反應是專業知識及技術未能相對提升，因此

 ，隨著工業科技進步，應實施全國性工業調查，做為工職教育課程發展的依據，以

 落貿工職教育的目標。

 再者，加強工職學生數理基礎及語言、設計管理等能力，以適應未來社會的需求。

 過去工職教育均以發展學生職業技能為目標，強調技能的學習，但隨著國建計畫的

 推展，社會結構將步入高科技與自動化的型態，屆時人力基本能力的需求將提高，

 故基本智能的加強也是未來工職教育改進的重點。

 曰充實及更新教學設備:科技進步，設備亦不斷改良，學校的教學設備總有跟不上工

 業進步的感覺，而且設備費用動則數百萬，因此除了基本設備的更新外，費用毆昂

 貴者可透過建教合作的方式，或辦理技術教學中心，使教學設備能跟上工業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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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畢業生能馬上投入生產行列。

 回加強文化教育，培養人文素養:科技進步固然帶給人類充裕的物質生活，然而卻也

 同時帶來了許多破壞。為了避免文明的破壞，使國家朝向更合理和諧的現代化發展

 ，工職教育應加強人文素養的培育，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因此，今後的工職教育對

 於科技文化教育、資源及能源的開發，環境品質維護、工業安全與衛生、休閒與娛

 樂等精神文明教育應予重視，使國人能擺脫「富裕的貧窮」的生活，建立一個具有

 文化的現代化社會。

 固充實工職師資買務經驗，提升教學品質:工職教育的師資多來自師範院校畢業生，

 學生畢業後即分發到學校任教，很少有實際在工廠工作的經驗，實務經驗缺乏，專

 業知識及技能未能深入。因此應給予工職教師更多實際工作的經驗，以使教育的結

 果與產業真正結合。故建議今後工職師資的培育，能開設學分讓學生實際到工廠學

 習專業技能，在職教師也能利用寒暑假前往工廠學習更新的技術，如此教學內容才

 能跟上工業發展的腳步，教學品質才能提升。

 四、絮吉言吾

 過去四十年來，工職教育對於國家建設與經濟發展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展望

 未來的工職教育仍將是國家建設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國家高度發展後的人力結構必

 將發生轉變，基層技．術人需求將減少，中高級技術人力需求將增加，工職教育應在既有

 的基礎上繼續進步，而不能眷念著過去的成果，只定位在發展基本的職業技能上。

 未來工職教育除了仍肩負基層技術人力的培育之外，同時應加強學生的數理、語言

 等基本知能，使畢業生具有繼續進修的能力，以及具備適應未來社會快速變遷的能力。

 在人文素養的培養方面，工職教育必須加強實施，尤其在職業道德、企業倫理、服務觀

 念與專業精神的培育，以改變過去只重技術不重文化的教育模式。

 期望教育當局在進行規畫的教育改革，能將工職教育納入改進計畫中，使工職教育

 能受國人重視，能招到更多優秀的學生，有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五、摻二考文獻

林聰明中華民國技術及職業教育現況與展望工職教育雙月刊九卷二期

王永慶不能再讓考試來領導教育一一我對十二年國教及技職教育的看法工職教育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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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刊八卷六期

 許瀛鑑彭台臨李景峰等科技進步與工業技術人力培育工職教育雙月刊十卷:
期

李錫津技職教育的人文導向工職教育雙月刊七卷二期

毛高文轉型期的技職教育技術及職業教育雙月刊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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