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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議題重要性

       由於全球化競爭之故，促使知識經濟除了對⾼等教育⼈才需求孔殷外，更使⾼等教育成為驅動國家經濟蓬勃發

展的新興產業。⽇本⾃明治維新時期開始，便打破鎖國政策，積極學習⻄⽅先進國家發展經驗以推動國家現代化，

提出「殖產興業」政策，並將職業教育發展列入殖產興業政策中，透過職業教育培育各類層的技術⼈才與勞動⼒，

為⽇本經濟發展提供基礎需求的⼈⼒。

       然⽽，隨著少⼦化的趨勢，在⾼等教育階段，私立⼤學及短期⼤學將可能⾯臨招⽣困境的衝擊，且⾯對⺠間企

業界要求縮短產學落差的聲浪，⽇本政府開始正視新型態⼤學產⽣的可能性，擬以既已存在的⼤學、短期⼤學等改

制轉型為專⾨職業⼤學，不設定修業年限，學⽣若集中學習，有可能半年⾄1年即可畢業，採較彈性的修課⽅式，

並企圖強化特定研究領域與基礎研究，藉以培育更多投入職場的專業⼈才，促進國家經濟成⻑（駐⽇本代表處教育

組，2015a；2015b）。

       ⽬前我國⾼等教育階段仍採學年學分制的修業規定，⾄少必須達到系所規定之畢業學分，⽅得畢業投入就業市

場。因此，本文乃將初步整理分析⽇本專⾨職業⼤學彈性學制之作法，以供我國⾼等教育相關政策規劃之參考。

貳、主要國家（⽇本）具體作法與改⾰趨勢

       在Clark（1983）所提出各國⾼等教育系統「三⾓協調」（the triangle of coordination）之經典模型中，闡釋

影響⾼等教育系統發展的三重⼒量，即國家權⼒（state authority）、學術權威（academic oligarchy）與市場

（market），⽽⽇本的⾼等教育體制則是介於學術權威與市場之間，然⼜偏向市場⼒量主導，⽬前⽇本的⾼等教育

亦漸漸往市場需求的實務發展。

       ⽇本政府在產業競爭⼒會議上公布將於⼤學導入「職業教育學校」⽅針，並納入成⻑策略項⽬主軸，其中提及

⽇本政府擬由國立⼤學及新設立的⾼等教育機關取代以往⺠間企業主導的研發及⼈才培育，期使⼤學成為技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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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推⼿（駐⽇本代表處教育組，2015c）。

       此次⾼等教育改⾰主要的原因，乃是由於⺠間企業對於研發投資⽇趨低迷。根據經濟產業省（經濟部）的數據

顯⽰，有潛⼒但需花5年以上⻑期研發的新技術，在2010年度的研發整體費⽤中僅剩10%左右。然⽽，新技術往往

是經濟成⻑的關鍵，為解決投資減少的問題，⽇本政府擬增強⼤學的研發體制，進⽽取代企業成為經濟成⻑的動⼒

（駐⽇本代表處教育組，2015d）。

       再者，業界對於學⽣在進入職場必前須具備的實務知識、技術等需求越來越強烈，有關課程編排等，⽇本政府

將進⼀步聽取業界的意⾒，以期能活⽤IT技術促進服務業業績提升及新創事業的企劃提案等，並以實際的例⼦作為

學習內容。同時，也希望學校可以安排企業參訪等活動讓學⽣了解熟悉職場環境（駐⽇本代表處教育

組，2015a）。

       ⽇本文部科學省的專家會議提出設置與⼤學、短期⼤學相同層級，且以實務性、職業教育為導向的「專⾨職業

⼤學」建議案。新型態的「專⾨職業⼤學」修業年限設定在2⾄4年，畢業⽣將可獲得取代⽬前的「學⼠」學位的新

學位，學⽣若集中學習有可能半年⾄1年即可畢業，修課時間較⼤學彈性；再依學⽣在學時間⻑短，分別頒授相當

於⼤學畢業學歷的「學⼠」學位，或相當於短期⼤學畢業的「短期⼤學⼠」。招收對象主要以專⾨⾼中（類似⾼

職）畢業⽣或是以要提升技能為⽬標的社會⼈⼠為對象，並頒授學位，提升社會認同感。

       由於⽇本企業提供職業訓練的機會呈現逐漸減少趨勢，為了因應⼯作所需之⾼度化知識與複雜化技術，因此專

家會議認為設置實施⼤學層級職業教育的教育機關是有其必要性。文科省希望能透過專⾨職業⼤學培育看護現場的

領袖或是活躍於海外的廚師等核⼼職業⼈才；並對有意升學的⾼中畢業⽣進⾏IT、⾦融等領域等實務教學，導入實

務職業教育於⾼等教育機關的相關議題。

       師資部分，則希望延攬具有實務經驗、具備教授最先端實務內容的⼈才擔任教師，以實務為導向的⼈才培育策

略。課程設計⽅⾯，由學校與企業合作規畫課程內容；比起上課教學，將更重視實習、實作及實驗，並特別強化有

關職業教育的教育措施，例如：免除通常被規定必須學習的古典或哲學等與該職業無太⼤直接關係的研究，以密集

性實習來取代；同時也會導入解決課題的訓練課程，積極⿎勵學⽣參加企業公司的⻑期就職體驗（駐⽇本代表處教

育組，2015a；2015b；2015d）。

參、我國現況概述

       依據我國《⼤學法》第26條規定，學⽣修讀學⼠學位之修業期限，以四年為原則，並得視系、所、學院、學程

之性質與需要延⻑修業年限；修讀碩⼠學位之修業期限為⼀年⾄四年；修讀博⼠學位之修業期限則為⼆年⾄七年。

⽽學⼠學位畢業應修學分數及學分之計算，由教育部定之；碩⼠學位與博⼠學位畢業應修學分數及獲得學位所需通

過之各項考核規定，由各⼤學分別訂定，報教育部備查。在⾼等教育學位取得⽅⾯，該法第27條明定學⽣修畢學分

學程所規定之學分者，⼤學應發給學程學分證明；學⽣修畢學位學程所規定之學分，並經考核成績及格者，⼤學應

依法授予學位。

       職業教育修業學分之規定，根據《職業學校法》第14條，職業學校學⽣畢業應修學分數不得少於150學分；依

規定修畢應修課程及學分，成績及格者，由各校發給畢業證書。《專科學校法》第33條明定，專科學校畢業應修學

分數，⼆年制不得少於80學分；五年制不得少於220學分。⽽專科學校學⽣修畢應修學分成績優異者，或學校性質

特殊之科別者，得報教育部核定增減修業年限。由我國相關法規命令可知，我國在修業年限及應修學分數都屬於較

制式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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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等教育隨著就業市場需求的改變，有越來越多⼤學放寬課程選讀限制，讓學⽣能更輕鬆的⾃由選擇不同

的專⻑，如清華⼤學的「多專⻑」學⼠班，學⽣在既有的128畢業學分內，能⾃由選擇第⼆、第三專⻑，只要滿⾜

核⼼課程規定，就能在畢業證書上加註；以及中央⼤學的「第⼆專⻑制」，在128畢業學分內，滿⾜第⼆專⻑系列

課程的20學分，就能取得證明，讓畢業證書加值。臺灣⼤學則是從今年起推出「輔系事後核可制」，免去選修前的

事先申請，只要完成輔系規定的課程、學分數，畢業時亦能獲得輔系證明（陳⾄中，2016）。

       ⽬前我國的彈性修課⽅式，偏向於在既有的畢業學分及修業年限規定中，在主修學科為基礎的立基上，讓學⽣

多⽅選讀有興趣的學科，透過第⼆專⻑等彈性課程的探索，建立⽇後從事研究或踏入就業市場的競爭⼒。

肆、對我國的啟⽰與建議

       ⽬前我國部分⼤學因少⼦化之衝擊，正⾯臨整併或退場之考驗，⽽隨之⽽來的社會、經濟和環境變遷的挑戰，

將造成我國產業結構改變，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布未來10年整體就業⼈⼒推估，企業對技術⼈才需求將增加，未來5

年技職⽣就業吃香（余佳穎，2015）。技職教育亦漸漸被賦予務實致⽤的期待，因此，參考⽇本⾼等教育導入職業

教育學校⽅針，實施彈性學制之政策，對我國未來技職教育相關制度之發展建議如下：

⼀、參考⽇本將⾼等教育導入職業教育學校⽅針，並進⾏彈性學制之⽅法，進⾏學校轉型或系所特⾊化，將更明顯

分化「學術型⼤學」與「職業導向⼤學」之特⾊，使未來⾼中職畢業⽣選校更能適性發展，達成適性揚才之理念。

⼆、若以彈性學制為修課⽅式，免除⽬前規定必須學習的古典或哲學等與該職業無太⼤直接關係的研究，以實務導

向為核⼼課程，已就業社會⼈⼠將以提升技能為⽬標再次進入⼤學就讀，不受學年學分制之規定局限，可更彈性修

業，且⾃課程中學習到最新資訊與設備器材相關知識，強化基礎研究，更符合市場需求，藉以帶動國家經濟成⻑。

三、將彈性學制導入⾼等教育，⾼等教育將與終⾝學習接軌，⼈⼈可依不同階段之需求再度進入校園學習，並可在

短時間完成階段性的課程研修，隨時增強就業能⼒、投入就業市場，且有助於部分學校轉型，亦能將我國打造成終

⾝學習之國家，藉以加強國家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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