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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人才培育方案的執行成效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 張國保

依
據行政院主計處的統計顯示，平均每年失業率最高的期間大多落在

7 ∼ 9 月間最多，主要是每年 6 月都是驪歌高唱的畢業旺季，畢業對一

個學子而言，是一個階段性學習的圓滿結束，對人才培育的規劃與應用而言，

畢業也是另一個新階段挑戰的開始，是學子踏入社會非常重要的關鍵時刻。受

到 97 年底經濟不景氣的影響，98 年 7 月的失業率 6.07% 及同年 8 月 6.13%，

創 30 年來最高點，在政府有效調控及景氣持續復甦影響，100 年 5 月的失業率

已降至 4.27%，而 5 月勞動力參與率為 57.97%，較 4 月上升 0.06 個百分點。

此時正是產業用人殷切的時刻，期待一群國家社會中堅，自大專校院信心滿滿

的加入產業陣容，為國民所得的提高奉獻心力，誠全民之福。

上（98）學年畢業的大專畢業生 315,039 人，預估本（99）學年更接近 32

萬人，雖然景氣回溫與就業機會增加，仍令人擔心這批剛畢業的新生之犢即將

面臨就業的挑戰、適應與勝任問題。值得關切的是青年學子須花多長時間才能

找到初次工作 ? 有多少的就業機會 ? 第一份工作能待多久 ? 首次就業的待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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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專業能力如何 ? 與自己所學專長是否相符合 ? 這些一連串的問題，不得不

聯想到教育與產業間的連結關係。固然不少專家認為教育不應過度偏重就業的

選擇，更應該重視品格陶冶、職場道德、團隊合群精神的養成、溝通與解決問

題的展現；惟若大專畢業生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畢業即失業，對整個國家的

產業升級、人力資源利用、社會安定以及教育的投資，又將情何以堪 ?

近幾年來，政府的人才培育以重視實用導向的產學連結為政策目標。自 95

年行政院發布「產業人力發展套案」，針對教育學用落差、創新研發人力資源缺

口等問題，整合推動建立供需調查整合機制、發展重點產業職能培訓、擴大產

業專班培育計畫、啟動產業人力扎根計畫、活化高等教育學制彈性、重新建構

技職教育體系、積極提升教育之國際化、加值產學（研）合作連結創新及競逐

延攬國際專業人才等 9 項重點人力發展計畫。此方案讓政府相關部會更加重視

產業發展須以人才為後盾的重要性，也呼籲大專校院從系所調整、招生名額管

控、課程規劃、教師專業、教學實習、證照考試、就業輔導、創新研發等教育

歷程，務須緊密的與產業合作，共同培育業界所需人才，再創台灣的經濟奇蹟

與產業競爭優勢。

在政府人才培育政策的規劃與因應配套發酵之後，讓整個社會及產業安然

度過了 97 年金融海嘯危機、98 年景氣低迷引致高失業率及業界員工放無薪假

等風險。但不可否認的是，台灣由於天然資源的受限，人力素質與充沛的人力

資源，方能再造台灣經濟穩定成長的動能。因此，人才培育與人力資源的有效

規劃與運用，成為政府施政的重要方向。為使人才成為經濟競爭發展的推手，

97 年 11 月 7 日行政院核定《98 ∼ 101 年促進就業方案》，期有計畫的促使經

濟成長率達 6%，國民所得 3 萬美金，失業率降至 3% 之經濟政策目標。雖然

此項理想猶待努力，至少顯現出政府的明確目標與企圖心。是故，行政院於 99

年 1 月 23 及 24 日召開「全國人才培育會議」，強調知識及創新經濟時代，優

質的人力資源為提升國家競爭優勢的重要關鍵，人才培育是政府提升國家競爭

力的主軸核心。會中針對「培育量足質精優質人力」、「新興及重點產業人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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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精進公共事務人力」、「強化教育與產業的聯結」及「布局全球人才，

提升國家競爭力」等 5 項中心議題，共提出 23 項議題結論，並形成 7 項焦點

結論。經行政院院長吳敦義指示，請經建會彙整研提「人才培育方案」，99 年 8

月 10 日奉行政院核定實施，並請政務委員曾志朗負責協調相關事宜，以引領台

灣立足世界，邁向永續發展之路。

綜觀上述，政府的人才培育政策兼顧現在與未來、國內與國際情勢發展、

國家與個人競爭力、培育單位及產業角色等之需求，並將當前所面臨的危機化

為轉機，對未來社會所需人力做長遠的擘劃，以為國家未來發展、長治久安的

基礎，並規劃出一個全面性「育才、留才、攬才」的人才培育政策，達到培養

優質人力，全面提升人力素質。不難看出政府對人才培育的積極重視以及努力

程度，一方面滿足產業用人的需求，透過優質的人才用以提升產值，再創經濟

的起飛；另方面提供大專校院針對人才培育方向，積極縮小產學間的落差，進

而以產學合作、共創雙贏的理念來調整與改變教學、研究與服務的傳統觀念，

讓學子所學、所能、所用不再一味的唱高調，而是以「務實致用」的精神培育

學生就業力的提升，符應產業的用人需求。因此，歐美不少大學的發展緊密與

產業連結，不以研究型大學為己足，更邁向創業型大學的來臨，其最終目標乃

在培育具產業競爭優勢的卓越人才。是故，政府的政策方向足與國際發展趨勢

相結合。

 《人才培育方案》共有培育量足質精的優質人力、新興及重點產業人才培

育、精進公共事務人力、強化教育與產業之聯結、布局全球人才提升國家競

爭力等五大子計畫，公布實施迄今僅短短 1 年期間，對百年樹人的教育大業

而言，尚有持續扎根、努力深耕、穩健成長及向上發展的空間。此部分可由

國內教育程度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之比率，100 年 5 月大專及以上程度者為

44.22%，高於高中（職）程度 34.06％與國中及以下程度者 21.72％，顯見大

專及以上程度者就業人數之大幅提升，一方面肯定產業用人趨向有朝高學歷化

發展，同時也可肯定大專及以上程度者之教育成果與發展潛力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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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效落實《人才培育方案》的相關配套措施，本文提出以下淺見，以供

政府、產業、大專校院及大專學生共同努力精進。

首先，政府應重視各子計畫的追蹤管考成效，依據原訂計畫確實施行，落

實經費的足額編列與挹注，定期檢討績效並滾動式的改進缺失，適時對外公布

執行成果，建立專屬網站聆聽產業、學校及民眾的建言，獎勵執行本方案有功

之政府相關部門、產業、學校及人員。此外，政府更有必要強化學校與產業間

的連結成果，建立人才專長資料庫平台及資歷架構系統，協助產業用人及提高

媒合民眾就業機會。

其次，產業用人的職能標準、條件、職級類別及相關需求，有必要由產

業界提出具體需求，一方面讓社會大眾暸解，同時作為大專校院人才培育的課

程規劃、教學實習及能力檢核的參考指標。此外，產業界更有必要提供相關設

施，作為學校人才培育的實習場所，支援相關專業技術人員作為雙師教學與專

業實務輔導的重要資源，使產學攜手共育所需人才。

大專校院方面，因應少子女化趨勢的來臨，有必要實施組織改造，調整

（重組）相關系所及招生名額，開設產業需求的訂單式客製化人才培育合作課

程，邀請產業共同規劃課程，依據職場需求提供人員指導、實習機會及證照檢

定的協助，培育具有實務經驗的尖兵，也為產業本身培植領導人才。

大專學生方面，必須體認知識經濟時代產業發展的迅速變革，相關理論固

然不可缺，但在面對未來競爭激烈的環境與條件下，無論升學、就業或創業，

都必須了解產業趨勢，掌握市場脈動，如此方能贏在起跑點，使自己畢業立即

就業，就業就能立即上手，短期內躍升成為職場菁英，裨益未來的職涯發展。

人力就是國力，人才更是國家的重要資產。《人才培育方案》的宏觀規劃以

及面面俱到的子計畫內容與標竿措施，彰顯政府的決心與魄力。好的方案必須

持之以恆，而階段性的績效管控與檢討修正，更能落實方案的精緻化。深信只

要主政者常以「為者常成，行者常至」的信心與理念，必能使優質的人才，再

創台灣經濟發展奇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