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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產學合作的成果，藉由學界的研究能量，及產業界的經費

補助與合作，讓產業、學界向上提升。

教育部自三、四年前開始推動產學合作計畫，教育部常務次長周燦

德說，因為臺灣98％的企業屬中小型，受限於成本，無法像大企業一

般設置研發部門，而臺灣總研發能量的八成則潛藏於大學校院中，若

能結合學界的研發能量，協助業界提升產能，一定能發揮最大效用。

教育部推動產學合作，目前設有6個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及40個技

術研發中心，負責媒合及研發工作。周燦德說，教育部鼓勵產學合

阿嬤的被單布，透過學生與老師的巧思，化身為時尚流行的婚紗及晚禮服，

並與婚紗業者合作，在臺中的知名百貨設櫃；

廢棄農作物發酵後，不僅產生熱門再生能源－氫氣，

剩餘物質還做成土壤改良劑，成功改善土壤，

提高農作物質與量。

技職校院評鑑
產學合作應重於研究論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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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君，在教育部表演調酒絕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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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去年提供四千多萬元補助款，只要企

業與學校共同提案款獲通過，教育部會相

對補助研究費，業者則另外補助部分，由

學校負責研發。去年學校提案多，成效不

錯，且有教育部把關，學校的智慧財產權

及產出，都能獲得保障。

因為教育部積極鼓勵，產學合作成為各

校積極發展的重點，一方面可增加學校研

究經費來源，為學校帶來部分收入，更重

要的，產學合作在技職校院的評鑑中也是

評鑑項目之一，而這當然與學校的獎補助

款及增設系所相關，所以技職校院無不重

視。

不能只重單純研究  產學合作更重要

「產學合作」在評鑑過程的配分權重比

例不高，約僅有5％，雲林科技大學校長

林聰明、崑山科技大學校長楊明興、臺北

科技大學教務長姚立德都認為，技職校院

與普通大學不同，產學合作是目前發展的

重點，也是技職校院能量的展現，應該提

高評鑑時的配分權重，讓技職校院的特色

能展現。

林聰明說，目前技專校院的評比，仍相

當重視研究論文的數量，他不否認SCI等

論文數目對學校發展的重要性，但技職校

院發展，更不能忽視技術報告，只作單純

研究不適合技職體系，必須要有更多研發

與技術，才能顯示技職校院的特色。

林聰明說，技術研發與產學合作在評

鑑的權重應該拉高，對技職校院會比較公

平，政府希望技職校院走出特色，卻不在

評鑑或發展上重視產學合作或技術研發，

反而只重視論文篇數，將會扭曲發展，並

誤導方向，反而對技職校院不利。

楊明興完全贊成提高權重，他質疑，教

育部在推產學合作，但評鑑時卻不重視，

這不是矛盾嗎？過去二、三十年來重視論

文數的作法及思維模式，已經落伍，一定

要改進。

項目增加   完整評鑑

目前產學合作評鑑的項目，包括「研發

成果專利數」、「技術轉移」、「產學合作總

數」、「產學合作總金額」，周燦德、楊明

興及姚立德都認為已經涵括了產學合作的

重點。

林聰明則提出建議，認為產學合作應該

再重視幾個項目，包括：教師實務導向研

究的質與量、學生實務專題的績效、學生

考取證照的績效、學生海內外實習情況、

學生就業情形、推廣教育績效、建教合作

績效等。

林聰明認為，目前的四項重點已經包

含產學合作評鑑方向，但若能再加上學生

表現、推廣教育等，一定能更完整評估學

校產學合作狀況，對用心辦學的學校更公

平。

避免產學合作造假  評鑑不可不慎

不過，技職校院的產學合作，仍受到

結構因素限制，姚立德說，技職校院與一

般大學相較，產學合作機會仍低，因為業

界普遍認為，大學的研究能量優於技職校

院，故選擇與大學合作，因此，若評鑑權

重不夠，學校便不會重視，技職校院發展

不起來，就更沒有合作機會，技職校院發

展會更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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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合作機會少外，「研究生不足」

是另一個受限原因，姚立德表示，研究生

成長是這兩年的事，僅有臺科大的研究生

數量較為足夠，比較晚改制為科大的學校

如北科大，受限於學校員額總量管制的影

響，無法提高研究生數量，也造成研究受

限，連帶影響產學合作。

技職校院的評鑑也確實存在部分缺失，

林聰明指出，部分委員不夠專業，有來自

普通大學的委員，以評鑑普通大學的方式

來評鑑技職校院，對他們不公平；另外，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產學合作列入

評鑑項目，但評鑑時卻不難發現，部分學

校心態不正確。

林聰明說，有些學校想要製造學校產

學合作成果優秀的假象，會與部分公司合

作，密集簽訂多件小額如10萬、20萬元

的產學合作計畫，部分學校甚至高達一半

以上的合作項目都是如此，這都是學校為

了評鑑而做的假合作案，非常不可取，這

將是未來評鑑產學合作發展時，更該注意

的重點。

「系科本位課程規劃」列入評鑑

除了目前的四個項目外，未來也許將聽

取各大學意見，將更多產學合作項目納入

評鑑，不過，目前可以確定的是，教育部

已將「系科本位課程規劃」列入評鑑。

周燦德說，產學合作除上述研發能量提

升外，更重要的是藉此培育專業人才，而

各校系的「系科本位課程規劃」就是專業

人才培育計畫。

周燦德舉例，過去各大學校院的「資管

系」課程內容差不多，臺北醫學大學、高

雄餐旅學院及臺北科大的學生學習內容相

去不遠，不過，進入業界就發生問題，因

為醫院、飯店、工程公司使用的資訊管理

系統不盡相同，學生卻沒有足夠的專業能

力，應付職場需要，不僅就業困難，業者

更得花時間重新訓練，等於浪費資源。

為了讓各校培育更專業的人才，並發

展各校特色，教育部推出「系科本位課程

規劃」，要求學校第一步先定位各科系特

色，確定該系將要培育的學生專長，例如

北醫資管系能專門培養到醫院資訊部門上

班的人才，高雄餐旅培養能完全掌握飯店

資訊系統的學生，一方面能讓學校找到適

合的學生就讀，學生也知道未來的路怎麼

走，畢業後能立即進入職場，企業也能減

少重新培養人才的成本，一舉數得。

重視產學合作  學校致勝利器

「系科本位課程規劃」第一步確定科系

本位特色後，第二步學校必須開始進行課

程設計，除學校教授外，須邀請業界人才

協助課程規劃，包括「核心專業能力」（如

所有資管系學生都要學習的課程）、「職場

所需能力」（如目前業界使用的資訊系統

差異等，在學校先行學習）、「通識能力」

（如在醫院的資訊部門應該具備的基本醫學

知識與能力等），讓學生培養充足的能力，

畢業後能立即上手，有優秀表現。

周燦德說，「系科本位課程規劃」未

來將與技職校院評鑑結合，與各校獎補助

款、員額調整、增設系所甚至是技職校院

的退場機制掛勾，所以技職校院一定要重

視產學合作，及這些配套，才能讓學校脫

穎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