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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與台灣職業教育的變革 
張嘉琪  鐘聰美 

摘   要 

職業教育在發展過程中跟隨著社會經濟的脈動，推動台灣產業結構改變和技術

的創新，對台灣經濟發展有莫大貢獻，隨著產業結構、勞動人口的轉變、國民所得

水平提高與社會價值觀的改變，使得職業教育出現嶄新的面容。由於經濟及教育政

策等環境因素，各年代所實施的「課程標準」，其教育目標、課程結構、教學領域及

內涵，均有相當程度的變革，本研究旨在分析不同年代職業教育內涵之差異，並探

討當下的環境條件、思維背景、及其特色，提出建立職業學校和企業的合作及連結、

加強就業指導、重建社會觀念與職業學校尋求有特色的發展，作為職業教育發展要

修訂的反省和檢討改進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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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職業教育的發展與經濟的脈動息息相關，經濟脈動導致職業教育產生巨大

變化，因應行業的新興與更迭、新職場技能引進與汰換以及新教育理念的變革與衝

擊，教育勢必改革，無論是開發中國家或已開發國家，均難以退避。過去的 50 年期

間，台灣自國民政府遷台以來，對職業教育的投注與努力甚鉅，各類教育中與經濟

發展最相關的莫過於職業教育，其能將知識直接化為生產力，可說是奠定台灣工業

基礎的推手，培育了眾多的企業基層人才。 

貳、經濟發展與台灣職業教育發展歷程概述 

由於年代的不同，職業教育的發展，必須考量當下經濟發展之產業結構與人力

市場需求，故教育的制度與結構均隨年代的演變而有相當程度之差異，分述如下： 

一、50年代經濟復甦、技職教育的初期發展 

（一）在經濟發展方面 

台灣職業教育自日治時期到民國 40 年代以來因應經濟發展歷經不同時期的改

革，此階段政策採「農業為主，工業為輔」，當時是將職業學校分成農業、工業、商

業、水產、護理助產及家事等六類（施溪泉，1990）。最初以農業學校為發展重心，

如表 1，兩者相輔相成（吳文星，1994），農業扶植工業發展的使命，農工生產量大

幅提升，帶動了臺灣經濟發展並為台灣奠定深厚經濟基礎，國民生產毛額也高於工

業產值。農業生產提高，經濟成長快速，台灣開始推動各項經濟建設，生產力大增，

技術人才大量需求，勞力密集型和民生工業開始萌芽，拓展對外貿易，間接推動工

業職業教育，為台灣經濟發展培養大量基礎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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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職業教育發展方面 

1954 年教育部令頒「建教合作方案」使教育與訓練更密切配合，強調學生實習，

舉辦工業調查，為學徒制的開端（黃柏叡，2004）。1962 年開始進行工業職業學校

課程修訂（教育部中教司，1962），於民國 1964 年 10 月 10 日公布「工業職業學校

課程標準」之後，1968 的九年國民義務教育實施，國民小學畢業後再進入國民中學

就讀三年，政府因應經濟結構發展考量，停止辦理五年制職業學校，中等教育以職

業教育學校為主流，開始擴建職業教育的數量，1962 年「史丹福教育中程計畫」、

1963 年「長期教育發展計畫」提議將高中職學生就讀比例慢慢轉變為 6:4 雖就讀高

中的人數還是較高，但工職與商職學校都持續擴張中，工業類科設置雖有其需要性，

但因政府的財政困難，工業類科發展稍緩（楊朝祥，2007）。 

表 1  1945～1949 年度台灣各類科職業學校校數表 

年 農業 工業 商業 海事 醫事 家事 合計 

1944 9 9 8 1 0 0 27 

1945 0 0 0 0 0 0 78 

1946 35 15 14 2 1 9 76 

1947 36 15 17 2 1 4 75 

1948 36 15 18 3 1 4 77 

1949 36 15 18 3 1 4 77 

資料來源：台灣省行政院長官公署統計室（1969）。台灣省五十一年來統計題要。台

北：編者，1211、1224-1227。 

二、60年代輕工業發展、全面提升國民素質 

（一）在經濟發展方面 

糧食危機、國際石油價格暴漲，金融衰退，經濟建設受到阻礙，「穩定中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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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為當時政策，政府開始發展「重化工業」（何美瑤，2005）。1973 時代背景正面

臨十大建設的推動，創造了許多就業機會，勞力密集為此時最大特色，但就業市場

出現勞力不足現象，政府積極加強職業教育的發展，就讀高職比例在當時極速增加，

並鼓勵畢業後即投入就業市場，以解決基層勞力短缺的問題。因此，職業教育在當

時提供了大量人力，也提升了工業建設的技術水準，順勢帶動臺灣經濟的發展。 

（二）在職業教育發展方面 

政府修訂各類高級職業學校課程標準，擴建實習廠房和實習設備，1971 年私立

高職的數量遠遠超過公立高職，就讀高職人數不斷增加。此時工業發展逐漸提升，

但配合產業需要，在農職學校中以慢慢加入工業類科的課程，改設農工職校且數目

一再增加，1974 年純粹的農業學校僅剩 6 所（楊朝祥，2007)。同年，應我國經濟

與工業迅速發展之需求創立第一所技術學院台灣工業技術學院，現改制為台灣科技

大學，專收專科畢業生。 

三、70年代重化工業發展、提高職業教育品質 

（一）在經濟發展方面 

國民所得大幅提高，有賴於發展策略性工業，其中以電子、機械為主，不再強

調重化工業，市場需求大量人力，尤其以基層勞工為主，工業就業人數佔大宗，同

時自動化產業的推動減輕人力不足的困境，本時期技術密集工業發展迅速。產業發

展係以能源密集度低、附加價值高的技術密集及知識密集為重點，亦即積極發展機

械、資訊、電子、電機、及運輸工具等策略性工業（李大偉，1989）。 

（二）在職業教育發展方面 

為滿足各種產業人才的需求及基礎建設的技術人員，到 1980 年高中職學生比

例為 3:7。如表 2（施溪泉，1990）。職業學校蓬勃發展，以應付社會所需人力，職

業教育有了新的契機。在此時期除了檢討改進「單位行業訓練課程」的缺失外，乃

採行群集課程，1982 年進行能力本位教學，1983 年試辦「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

民教育」大量增加高中、高職、五專、補校招生名額，創辦「延教班」即後來的「實

用技能班」（目前全名為「實用技能學程」），1986 年公布實施「高級職業學校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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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標準」開始改進工業職業教育及專科教育，大量投入硬體設備。同年亦實施「群

集課程」內容先廣後專，具彈性和統整性（李大偉，1989）。爾後陸續開辦技術學

院，辦理高等教育，全面提升國民知識和水準，不只是注重經濟的層面，也從教育

方面徹底改善。 

表 2  70 年代高級中學、職業學校校數變化 

 年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高中 180 175 176 176 176 175 171 168 168 

高職 196 202 202 201 201 204 209 212 214 

資料來源：教育部統計處（2008）。綜合高中、高級中學與職業學校數量，2009 年 5

月 14 日，取自 http：//www.edu.tw 2008。 

四、80年代~迄今高科技工業、高等教育蓬勃發展 

（一）在經濟發展方面 

80 年代經濟主要著重技術、知識密集的工業，不再有勞力密集情況，工業生產

毛額比率逐漸下滑、經濟成長逐漸下降、服務業快速增加、產業開始外移、製造業

人口減少、人力需求結構改變、部分傳統產業引進外籍勞工取代本地勞工等等，政

府開始發展高科技產業促進傳統產業升級，技術代工改為技術創新產業，催化了職

業教育的改變。近年來景氣低迷，失業率居高不下，畢業生就業狀況不佳，產業結

構迅速轉變，以致高級人才供需失衡，摩擦性失業問題逐漸呈現，政府便於 2003

年宣佈新十大建促進經濟成長，帶動民間需求，擴大就業機會，舒緩通貨緊縮壓力，

誘發技術進步（楊朝祥，2007）。 

（二）在職業教育發展方面 

1993 年起教改聲勢銳不可擋，民眾紛紛走上街頭，廣設高中、大學，技職教育

採取擴展第二條國道政策。綜合高中、高級中學、職業學校數量變化，如表 3，專

科學校紛紛爭取改制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1991 年成立雲林及屏東技術學院，1996

年「教育部遴選專科學校改制技術學院，核准設置專科實施辦法」此方案使技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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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和科技大學迅速成長（簡明忠，2005），職校畢業生升學機會大幅增加，成立「技

職教育一貫課程規劃小組」，邀集職校與四技二專之課程專家和學校代表共同研議

課程修訂事宜（教育部，1998）。1994 年辦理國中技藝教育班，招收有志接受職業

教育或就業的國中三年級學生，1996 年開始實施綜合高中，許多高職增設「學術學

程」高職數目快速減少，眾多學者提出「廢除高職」、「讓高職成為歷史」等看法，

無形扼殺和扭曲職業教育的發展。近年來「少子化」的問題、經濟發展受挫，失業

率居高，使的許多偏遠公立職業學校及私立職業學校、技專校院招收面臨困難，儼

然這將是棘手問題（楊朝祥，2007）。 

表 3  綜合高中、高級中學與職業學校數量的變化 

 年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綜高 118 444 662 777 1121 1144 1151 1159 1162 1163 1157 

高中 217 228 242 253  277  295  302  308  312  314  318 

高職 204 204 201 199  188  178  170  164  161  157  156 

資料來源：教育部統計處（2008）。綜合高中、高級中學與職業學校數量，2009 年 5

月 14 日，取自 http：//www.edu.tw 2008。 

叁、經濟發展對台灣職業教育的衝擊 

技職教育近年在產業結構、社會環境、教育目標的影響下產生重大的衝擊與挑

戰，茲略述如下： 

一、產業結構的改變與過時的教育發展目標 

回顧台灣經濟發展，服務業已逐漸超過製造業，勞動型的密集產業也紛紛外

移，使得傳統產業有逐漸式微的現象（吳佩玲、劉一慧、羅希哲、孟祥仁，2007），

目前的產業結構以高科技、自動化發展為主。前幾年發生了百年僅見的金融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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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解決經濟發展蕭條與結構性失業的困境，政府推動「愛台十二建設」及「重點

扶持六大新興產業」，但多數傳統產業未有明顯改善，故加速傳統產業調整成為解

決結構性失業的重要途徑（蔡宏明，2010）。經濟發展方向的調整與修正，對人才

的定義有了新的要求。 

我國高職課程標準自民國 75 年陸續公布實施以來，迄今已超過二十年，教育

部鑑於產業變遷的因素，原有之課程標準已無法符合社會及學校師生之需求，乃於

民國 85 年起，著手進行各類型高職校課程之修訂（黃政傑、李隆盛，1996）。95

學年度開始實施「職業學校群科課程暫行綱要暨設備基準」，強調虛群實科之規劃

觀念，將現行的 78 科整合為 15 群，而其部定課程發展以統整學科、加強專業核心

能力為主軸，並於 99 學年度正式實施，但因高職課程注重專業知識與技能培養，對

於人文素養與基礎學科的培育不足，使得知識程度未能提升，又由於高等職業教育

內涵與產業需求有落差，未能跟上產業脈動，導致職業教育技術人力的培育受到社

會大眾的質疑。 

台灣職業教育應以培育國家經濟建設人才為導向，為了確保教育發展的目標，

職業教育的政策必須隨著經濟發展而改變。學校教育規劃需要掌握產業需求與人

力、能力缺口，將產業人才供給調查「制度化」，藉以修正學校課程以達到既定目

標（蔡宏明，2010）。 

二、觀念和社會主體意識使職業教育地位不高 

受升學主義與文憑制度的影響，士大夫觀念影響至深，認為職校畢業後即進入

市場，無學歷也可能只能從事技術層面工作，無形中貶低了技術價值，重學輕術，

學制尊嚴不夠（黃靖惠、姜樹仁，2003）。雖大眾了解職業教育對社會、國家競爭

力的重要性，但普遍認為職業教育為「重要但不受重視的教育」，認為選擇高中或

是普通大學是第一選擇，職業教育為二流學生，此情形反映在錄取分數上，中產階

級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下，普遍期盼子女就讀普通教育進而繼續升大學。 

可以看出政府在配合經濟發展中，中等教育階段不斷擴充高中，例如：戰後高

雄市僅有女子商職 1 所，1942 年 2 月因應地方教育之需，將女商改為淑德女中，其

後又改為市立初級女中。花蓮縣亦將原廳立專修農業學校改為鳳林初中附設農業



38 南港高工學報 

 

科、原市立商業實踐女學校改為成功初中附設家事科（高雄市政府總主編，1953）。

影響所及，職業教育漸居於次要地位，是值得注意的現象（陳雲林總主編，2007）。

故此，在經費的投入、資源分配、辦學條件的差別下對職業教育支持不夠，導致職

業學校降低門檻，形成分數低素質下降情況，其根本原因在於職業教育的注入成本

太高，學校難以有足夠資源來設計所需要的課程，此因素造成職業教育的畢業生就

業準備不足、技術不精、職業道德與工作態度不吻合，前途發展不及普通教育的畢

業生，造成職業教育模糊化特色逐漸消退。 

三、教育目標與定位不明 

周燦德（2004）指出，早期的技職教育工具性色彩較濃，其目的在配合國家經

濟發展需求培養產業技術人才。因此各級技職教育均以人力養成及安置就業為目

標，具終結教育的性質，與普通（非技職）教育之區隔十分明顯。然而，近年台灣

一直存在高等教育學校數量多，生育力低的問題，加上技職體系過度擴張，重新以

「技術學院」、「科技大學」等方式改制升格，人人有大學可唸，使的數量和規模

不斷擴大更加速問題的嚴重性，加上以往農職、商職、工職之傳統架構已經模糊，

而與普通教育系統重疊，學校未能結合產學特色，系所規劃未符合市場需求（廖年

淼，2004）。 

大學錄取率高，使升學風氣的盛行也蔓延至職業教育體系，許多高職與專科學

生為了也能上大學，透過補習教育以做為升學考試之用，不能專注於技能學習，也

因未具備良好的學科基礎知識，競爭力不及普通高中學生，雖然學生選擇更多元化，

但是未來畢業後與普通大學畢業生之競爭能力並無法突顯技職教育特色，故應當避

免與普通大學科系重複，落實健全證照核發制度、建構技職體系尊嚴（吳佩玲、劉

一慧、羅希哲、孟祥仁，2007）。如此，將勝過「人人有大學念」有學歷卻無實力

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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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經濟發展中職業教育因應對策 

根據經濟發展對台灣職業教育的衝擊，探討職業教育目前所面臨的問題，提出

以下建議，可作為職業教育發展政策參考： 

一、建立職業學校和企業的合作及連結 

職業教育所「供應」的人才，應以社會和產業組織的需求為導向，分析勞動力

市場，合理設置專業科別，將職業類科課程與當前產業結構同步調整並適應區域經

濟的發展，重新分配資源及學校課程內容。故此，職業教育的課程設置須和實際需

要結合，做出調整，課程內容概括配合性、前瞻性、重點性和時序性（張天津，2000），

尤其實習課程部份，透過校外實習、參訪他校、產學合作增加實務性、操作性，或

讓業界參與學校的課程規劃，進行實務教學，使產學緊密銜接，讓業界和人才需求

結合，加速職業教育跟上產業脈動的腳步。 

當前政府所提出的「技職教育再造方案」中指出職業教育諸多的教育問題，在

「強化務實致用特色發展」及「落實培育技術人力角色」之定位下，逐步逐階段執

行，這一套因應對策將重整台灣職業教育，促使職業教育精緻化，從就業問題、實

務經驗的習得、證照落實互相結合，可以預期「技職教育再造方案」的提出與推動

能夠提升職業教育品質，擴大辦學效益產生正向作用（教育部，2010）。 

二、加強就業指導 

就業的水準在於教育品質，大學的普及化改變高等教育的理念，使其從經濟導

向變為教育導向（孫震，2007），當今教育的核心困難即是就業問題。根據 1111

人力銀行 2009 所做的統計，專科學校畢業生在畢業後 3 個月找到工作有 23.2%，技

術學院 34.95%，科技大學畢業生有 28.85%，有此可知，台灣的職業教育成效與預期

畢業後擁有一技之長可加速就業的目標有極大差距（王彥然，2009）。 

行政院主計處公布 2008 年上半年平均失業率為 3.87%；青少年及高職程度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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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率偏高，八十六年以來各教育程度別失業率中，以高職程度者之失業率最高，

九十年高職程度者之失業率更高達 5.21％，居各教育程度之冠。尋職過程遭遇的主

要困難，青少年多為「工作性質不合」及「技術不合」，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專業

分工愈趨精細，企業對專業技術人力之需求日益增加 (行政院主計處，2002)，學校

應當充分提供學生職業準備教育，建立一個開放彈性、專精、多元化的職業教育體

系，並將生涯發展融入課程中，隨時提供學習及進修的機會，及早準備、及早應對、

及早收獲（楊朝祥，2004）。 

三、重建社會觀念 

中國傳統「萬般皆下品，唯有讀書高」及士大夫的觀念根深蒂固，導致社會的

不當偏差概念，普通中學之增加明顯高於職業學校，甚至將職業學校改為普通中學

者（歐素瑛，2010）。而具有專業知能的職業學生常受到企業不平等的待遇，因此

可以透過產業界參訪學校的研習活動、成果展示與產學合作，使其直接了解職業教

育的成效，藉此提升職業教育的地位與尊嚴。近年，企業愛用職業學校學生，卻鮮

少正視這群學生已改變的事實，學校可配合國家技能檢定，展現職業教育的教學成

效，重建實作教育的地位，讓政策、學校、業界調整，使技術人才與理論人才一樣

平等（吳佩玲、劉一慧、羅希哲、孟祥仁，2007）。 

四、職業學校尋求有特色的發展 

當高等教育從菁英教育轉變為普通教育時，學校就應當發展不同特色，發揮不

同功能，滿足複雜化社會中的不同需要（孫震，2007）。分析自身的優勢與劣勢，

配合現有資源，設置優勢學科，即使是新增或升格的科技大學與技術學院也應走向

特色發展，方能區隔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的差異性，然而目前都是表面的分化，學

校要尋求定位，可依現狀情境的分析與學生需求的評估，配合學校特色與願景的發

展，擬定課程發展的重點與目標，明確的目標能夠精準的指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

方向、重點和價值。各級學校的教育內涵都應兼顧教學、研究與服務三大領域，進

一步發展基礎，而不是每所學校都要追求卓越（林騰蛟，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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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 

目前職業教育應強調養成教育及職業準備訓練，重視職場實用專精技能的學

習，習得該行業領域的廣泛且基礎之專業知能，透過學校進行專精訓練，具備實務

能力，方能迅速提供業界急需之人才，實為從事職業教育者應努力方向。近年公布

的職校課程，改變傳統單一模式，課程內容呈現時代性、多元化，未來如何讓我國

之經濟發展、社會結構、及教育特性完善的融入職業教育，發展出特色獨具之課程，

亦為目前面臨的重要課題。 

然而面對少子化的時代來臨，各職業學校及大專院校卻又迅速擴充，造成市場

競爭激烈，若學校未能結合地區的產業發展特色，無法吸引學生就讀，學校勢將成

為艱困產業，故此，學校間若能整併也可達到資源整合的功用。 

由上述職業教育成立的時代背景可得知，職業學校課程變革的發展史和社會經

濟、教育變遷有所關聯，可說是國家經濟、政治、社會、及文化的演變史，為我國

的工業發展有相當大助益。經濟發展靠人才，人才培育靠教育，教育隨著產業及社

會而發展，產業亦因教育的配合而獲得高素質的人力資源，故經濟發展與職業教育

兩者息息相關，密不可分，然而面對未知的產業升級未來，變革必是職業教育的重

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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