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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 本次參訪重點係瞭解大陸技職學校軟、硬體設備投入情形，並透過實地訪視觀

察教師授課方式及學生實習等面向，以作為雙方未來交流及合作之注意事項，

及我國技職教育政策調整方向。 

二、 透過拜訪福建醫科大學、福建工程學院、福建信息職業技術學院、福建船政交

通職業學院等校，參觀所設相關實驗室、研究中心及教學設備，進一步做為我

國技專校院發展之參考。 

三、 本次參訪提出之建議事項說明如下： 

(一) 持續投入技職教育所需相關經費，提升國家競爭力 

(二) 借重技專教師專業實務能力，增進雙方學習交流 

(三) 擴大辦理契合式人才培育專班，回應企業需求 

(四) 審慎研議專升本之政策規劃，增加陸生來臺就學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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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目的 

    自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來，技職教育投資便受到政府極度重視與投入，另為使企

業尋求合適的技術人才，改善學用落差情形，大陸地區技職教育發展朝向職業技術

教育為核心，強化學生專業技能，以培養技術技能型人才。 

    我國經濟發展與技職教育人力培育具強烈的關連性，技職教育強調務實致用，

讓學生從實作經驗累積學習成效，配合產業發展提供所需之人力，學制銜接完整，

高等技職教育發展成熟，兩岸技職教育近年亦互有交流，希望藉由此次參訪行程，

實地考察瞭解大陸技職學校情況，並作為我國技職教育借鏡及未來交流之方向。 

 

二、參訪重點 

    中國大陸技職教育發展內涵包括終身學習理念、與就業活動緊密結合、推展學

校與企業合作等模式，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為加強職業教育的

基礎能力建設，確保職教品質所需的硬體條件，中國政府除增加職業教育的資金投

入，另一方面強調就業導向教學目標，培育企業所需人才。 

    本部並於 102 年 4 月依循大陸地區高等學校採認採逐步開放、擇優採認高等專

科學校之原則，完成大陸地區專科學歷認可名冊並發布，首度採認大陸第 1 期「示

範性高等職業院校建設計畫」95 所學校（簡稱示範學校），以及第 2 期「示範性高

等職業院校建設計畫」96 所學校（簡稱骨幹學校）。 

    本次參訪重點即為瞭解大陸技職學校軟、硬體設備投入情形，透過實地訪視觀

察教師授課方式及學生實習等面向，作為雙方未來交流及合作之注意事項，並提供

我國技職教育政策調整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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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訪人員 

 

姓名 任職機關 職稱 

李彥儀 教育部 司長 

張惠雯 教育部 科長 

陳映璇 教育部 專員 

樊國恕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副校長 

顏昌瑞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副校長 

張鴻德 南臺科技大學 副校長  

陳順智 南臺科技大學 組長 

 

參、行程 

 

日期 時間 行程 

12/1(一) 

11:00~14:00 抵達福州長樂機場 

15:30~17:30 參訪福建醫科大學 

12/2(二) 

09:00~12:00 參訪福建工程學院 

14:00~17:00 參訪福建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12/3(三) 

09:00~12:00 參訪福建船政交通職業學院 

14:00~16:00 前往福州長樂機場 

18:00~21:00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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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訪學校概述 

一、福建醫科大學 

    福建醫科大學設有護理學院、基礎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醫學技術與工程學

院、藥學院、外國語學院、人文學院等學院，發展方向包含教學、醫療、預防和社

會服務，2003 年被福建省人民政府確定為重點建設高校。 

    本次參訪學院為護理學院，護理學院設有內科護理學教研室、外科護理學教研

室、婦產科護理學教研室、兒科護理學教研室、護理學基礎教研室及人文護理學教

研室，並建構模擬病房、重症監護實驗室、康復護理學實驗室、老年護理學實驗室、

社區護理實驗室、婦兒科護理實驗室、護理學研究室、護理技能實驗室等。 

    該校所設相關實驗室及研究中心，皆考量學生未來就業可能面臨情境，提供相

似之模擬環境，重視護理學生實習及操作經驗。該校護理學院發展護理相關特色課

程，強調學生畢業後之就業情形，所培育學生均維持高就業率。 

 

福建醫科大學護理學院學生上課情形 福建醫科大學護理學院教學設備 

 

二、福建工程學院 

   福建工程學院設有機械與汽車工程學院、土木工程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院、建築與城鄉規劃學院、生態環境與城市建設學院、管理學院

等教學單位。 

    該校依據西岸經濟區建設需要，加強與產業之合作，並與 200 多家企業、科研

院所等簽訂產學研合作協議，形成關係緊密的產學研發與合作關係，如與西門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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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等知名企業建立先進實驗室。 

    該校培育學生目標除以產業需求為主外，並透過學科競賽和課外科技活動，發

展學生創新實踐能力，同時與美國、英國、澳洲大學進行交流和合作，近年更與我

國多家科技大學簽署合作辦學協議，為中國大陸建築、機械、電子電氣行業專業人

才重要的培育搖籃。 

 

福建工程學院教學設備 福建工程學院重點實驗室 

 

  

三、福建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福建信息職業技術學院設有電子工程系、機電工程系、計算機工程系、商貿管

理系、建築工程系、應用語言系、傳媒藝術系等，係以工科為主、工商結合，並以

資訊技術為特色的高職院校，2010 年成為國家示範性高等職業院校建設計畫之「國

家骨幹高職院校」。  

    該校並與富士康、三元達、新大陸、網龍、神州數碼網絡等企業進行訂單班培

養，強化學校與產業連結，重視學生畢業即就業之落實，以致學生就業率及一次性

就業率均表現亮眼，充分展現學校特色。 

    該校與我國多所學校(如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龍華科技大學、建國科技大

學、聖約翰科技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萬能科技大學、環球科技大學、中國科

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和春技術學院、桃園創新技術學院等)建立

姊妹校關係，每年來臺進行專業交流與觀摩，並以我國技職教育為學習對象，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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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多項課程教材與實驗訓練室，效訪我國「實務專題」課程並於校內推廣，促進

雙方交流與合作。 

    本次行程除參訪學校所建實驗室及特色項目成果教室外，學校亦表示近年強調

閩臺高職聯合培養特色， 由雙方學校進行共同制定教育目標和設計課程，由臺灣

聘請專家教授至大陸授課，學生畢業後由合作的臺商企業優先聘用，提升學生整體

教育品質及能力。 

 

 

與福建信息職業技術學院交流座談 參訪人員合影 

 

四、福建船政交通職業學院 

    福建船政交通職業學院現設有安全技術管理系、道路工程系、管理工程系、航

海技術系、機械工程系、交通經濟系、建築工程系、輪機工程系、能源工程系、汽

車運用工程系、信息工程系、外語系等教學單位，為國家首批示範性高等職業院校。 

    該校積極與企業合作與交流，大力推行校企合作、工學結合，並與國內多家企

業共同進行教材設計、課程規劃、師資規劃、技術交流等合作面向，並推行訂單培

養人才模式，強調「入學即就業，招生及招工」。學校與豐田汽車、東風雪鐵龍、

蘇寧電器、富豪建築設備等 20 多家公司長期合作，分別舉辦了豐田 T—TEP 學校、

雪鐵龍班、蘇甯班等專班。學校亦實施定向人才培養，與福建煤監局合作培養礦山

地質、礦山機電、煤礦開採技術等專業的煤礦緊缺人才。 

    學校積極開展對外交流合作辦學，並與我國多所科技大學進行合作，並簽署交

流合作意向書，邀請臺灣老師赴陸授課，並送學生及教師來臺研習，共同培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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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校並與德國 BSK 國際教育機構合作實施畢業生赴德專升本和攻讀碩士學位，擴

大學生國際視野，提升辦學交流品質。 

    本次參訪目的包含學校所建相關實訓中心，如汽車系實訓中心、輪機模擬器操

控、航海模擬器之實習體驗外，亦於綜合座談瞭解該校畢業生就業情形，用人企業

對畢業生滿意度達 90%以上，形成報考率高、錄取分數高、報到率高、就業率高、

就業品質高之品牌，並分析該校學生來臺就讀意願及學生在臺生活適應情形，有助

本部後續招生規劃及宣導政策。 

  

福建船政交通職業學院教學設備體驗 與福建船政交通職業學院交流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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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 

一、政府資源挹注之設備成果 

    大陸政府近年依據各校學術成就、地方特色及資源分配等條件發展重點學科，

並對高等教育投入相當資源，本次參訪無論是福建醫科大學或者是船政交通職業學

院等校，皆依據學校教學特色及屬性，購置所需之教學設備，並搭配學生未來就業

之產業環境，建構相似之教學環境，使學校軟、硬體設備能與產業接軌，提高國家

經費之投資效率。 

 

二、培育產業人力之教育目標 

    大陸職業技術教育強調除強調專業知識培養外，亦強調學生實習與職場相關等

體驗，培育學生目標係以就業為導向，符應產業人力需求及脈動。富士康科技集團

為適應自動化生產的發展和產業升級的需要，專門成立自動化機器人事業處，全面

開展工業自動化技術應用與推廣，從 2011 年開始與大陸地區部分學校開設機器人

定向班。其中福建信息職業技術學院係與富士康共同培育機器人定向班之合作之學

校，緊密鏈結產業與學校雙方資源，由學校提供產業所需專業人才，即時回應產業

需求。 

 

三、學生升學意願之提升 

    近年大陸地區高等專科生已逐漸重視升學概念，我國現行提供大陸地區學生二

年制學士班所授予之學士學位，與大陸辦理普通專升本所授予的學位具一致性，因

目前僅招收廣東、福建 18 所學校高專畢業生，本次參訪學校福建船政交通職業學

院，對於前往臺灣就讀學生亦有持續之追蹤輔導，適應情形大致良好，惟該校其他

學生非以升學為唯一出路，臺灣技專校院可藉由設立系所眾多，學費較先進國家低

廉、語言與文化相近等優勢，增加陸生來臺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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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建議事項 

一、持續投入技職教育所需相關經費，提升國家競爭力 

    面對知識經濟的到來，高等教育品質為國家競爭力之重要來源，中國大陸高等

教育面對開放性的全球競爭，透過投注相關經費資源，提升整體教學及研究水準，

我國目前亦刻正推行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未來應持續強化我國高等技職教育

實力，厚植國家競爭力。 

  

二、借重技專教師專業實務能力，增進雙方學習交流 

    為強化技職教育務實致用特色，我國技專校院所聘教師與一般大學目標有所不

同，強調技職教師專業實務能力，鼓勵學校聘任具業界經驗之新進專業科目教師，

並以技術報告或產學研發成果升等及納入教師評鑑指標等範疇。相較於中國大陸職

業技術教育之發展，我國技專校院教師具備之專業實務知能等軟實力，可增進雙方

交流及教育輸出機會。 

 

三、擴大辦理契合式人才培育專班，回應企業需求 

    為培育產業所需人才，技專校院應持續與業界共同合作，針對業界需求開設各

類型產學合作專班或學程，研議專題製作等實務課程訓練，由合作業界提供業師協

同教學，給予學生實習機會及相應之實習津貼，對焦產業核心技術，專班之結業學

生亦由合作企業直接聘用，減少教育資源浪費。 

  

四、審慎研議專升本之政策規劃，增加陸生來臺就學機會 

    本部自 102 學年開放陸生來臺就讀二年制學士班，招收大陸專科學生應屆畢業

生來臺，目前僅放福建和廣東 2 省市，惟成效仍有進步之空間，除與陸生專升本報

考率不佳與門檻高、開放省市較少等因素有關，加上大陸技職教育仍以就業傾向為

主，建議未來可進一步擴大招生省市、增加入學方式之彈性，並持續強化宣導工作，

增加大陸地區學生來臺意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