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職教育 

我國技職教育涵括中等及高等技職教育兩大體系：中等技職教育

體系包括國中技藝教育、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附設專業群科或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程）；高等技職教育體

系包括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因此，形成從國中、高級中

等學校、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到研究所碩博士班的完整體

系，學制間注重縱向銜接與橫向的彈性轉軌，且與回流教育管道相互

暢通，使在學青年與社會人士，均可找到與自身程度相適應的求學管

道。為讓技職教育能對接產業所需人力，相關重點工作如下： 

一、 產學合作契合式人才培育 

(一) 推動學生實作扎根：引導學校結合產業共同規劃問題導向設計

之實務課程，提升學生跨域學習及實務專業技術能力，並鼓勵

學校開設校外實習課程，增進學生體驗職場與學習實務的機

會，以培育具有業界實務經驗之專業人才。112學年度高級中等

學校核定補助99校、4,220人次學生至業界實習課程；111學年

度技專校院計78校辦理校外實習課程，約10萬9,365人次修習。

(二) 推動產學合作的培育模式：鼓勵技專校院與產業建立人才共育

機制，推動「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及「產業學院計畫」，由產業

與學校共同量身打造專班學程，為產業儲備人才或提供員工在

職進修。112學年度41所技專校院共核定239件計畫，開設技高

端450班，技高端學生9,371名，技專校院學生1萬1,621名參與「產

學攜手合作計畫」。 

二、 辦理「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 

(一) 配合政府創新產業發展政策及各項前瞻計畫所需人才，以及因

應國內外新產業與新技術之發展，以「技職教育再造計畫」為

基礎，自106至110年已推動「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

投入教學設備與建置實習場域，並與產業共構實務導向課程及

資源共享機制，培養具有跨領域、符應國際產業發展脈絡之技

職人才。

(二) 本計畫共核定補助技專校院136案，包含建置跨院系實作場域91

案、建立產業菁英訓練基地26案、培育類產業環境人才19案，



 

獲補助計畫總計開設5,691門實作課程，培育學生近23萬人次，

協助區域產業員工代訓近5.2萬人次，並與夥伴學校及外部單位

共享教學資源，與夥伴學校設備共享約18萬人次，開辦課程或

營隊達20.6萬人次。另配合經濟部iPAS實作考科需求，補助8所

學校於北中南三區共建置34座實作考場，配合各鑑定項目每年

辦理鑑定考試場次，提升學生職場所需知能。 

(三) 充實高級中等學校基礎教學實習設備

為配合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之實施，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充實教學及實習設備要點」，補助設

有專業群科之高級中等學校充實教學實習設備，112年度共計補

助394件。

三、 推動「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 

(一) 為鼓勵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探索自我，透過職場、學習及

國際體驗，累積多元經驗，俾其更清楚自己未來目標，推動「青

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分為「青年就業領航計畫」搭

配「青年儲蓄帳戶」（職場體驗）及「青年體驗學習計畫」（學

習及國際體驗）。

(二) 「青年就業領航計畫」由教育部及勞動部每月分別撥入 5,000

元，至多 3 年，作為青年未來就業、就學或創業之用；「青年

體驗學習計畫」透過國內外志工、壯遊等學習類型，訓練青年

企劃能力，探索並確立人生方向。112 年申請職場體驗計 3,083

人，就業計 1,072 人；申請學習及國際體驗計 131 人，執行計

畫計 43 人。

四、 推動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 

(一) 轉型機制：學校得利用現有資源，重新思考校務經營之轉型，

如改制、新設其他教育階段學校、拓展回流教育生源等，發展

多元之面向。另得依「私立學校法」第 50 條第 1 項規定，申請

設立與教學、實習、實驗、研究、推廣相關之附屬機構，利用

現有資源，調整現行營運模式。



 

(二) 退場機制

1.因應國內少子女化趨勢，「私立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

於 111 年 5 月 11 日奉總統公布，完善退場機制，並維護教職

員生權益；成立「私立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基金」，補助

學生轉學安置所需費用，維護學生權益；墊付專案輔導學校

教職員工薪資等所需必要費用，學校法人應於清算完成前將

墊付款項繳還退場基金。

2.訂定「教育部私立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審議會組織及運作

辦法」及「預警學校與專案輔導學校認定輔導及監督辦法」，

並成立「私立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審議會」，依退場條例

規定，就學校財務、教學、師資結構等問題，經提退場審議

會審議認定，公告列為專案輔導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