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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現在面臨的高
等教育環境為何？ 

 



整體實力的不足 

全球化下高等教育變成競賽，各
國無不用其資源、環境挖頂尖教
授與學生。 

圖片來源：中央通訊社 



不均衡發展 

高教大餅未增，分食者卻有增無
減。五年五百億更讓強者愈強，
弱者愈弱。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少子化風暴襲擊 

圖表來源:天下雜誌617期(2017.02) 



106年大學指考分發  
錄取率96.92% 

資料來源：青年日報 

大學招生慘 南部學校衝擊大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所以這種新聞似乎早習以為常 



面對這樣的環境，
主管機關提出的因

應措施是？ 
 



輔導大學轉型或退場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崇華國小 

興國管理學院→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永達技術學院（退場） 

台灣觀光學院（輔導） 

蘭陽技術學院（輔導）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輔導） 



進行大學整併 
東華大學 
清華大學 
台中科大 
台北市大 
康寧大學 
 

＝東華大學＋花蓮教大 
＝清華大學＋新竹教大 
＝台中技院＋台中護專 
＝台北體大＋北市教大 
＝立德大學＋康寧護專 
 
 



另一方面，大學
間也展開眾多因

應策略。 



創新數位課程與認證服務 

→特色ＭOOCs課程 

深根大陸、國際市場與成人教育 

→大陸、東南亞、進修推廣教育 

強化產學研究與創新研發 

→增加財源 

大一不分系與大學策略聯盟 

→成大、政大傳院 



我們身處的 又做了什麼 



國立臺灣大學系統 

學院、系所整併與專業學院設置 

雙學位學程 

新設特色系所 

→國際時尚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海外華語師資數位碩士在職專班
→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新系所的成立是否可永續發展，具
備穩定的生源將是一重要因素。 

因此，擬定妥適的招生與輔導策略
將可強化學生入學意願與提升學生
素質。 

本組試圖以「創新思考與問題解決」
之步驟與概念方法，為107學年度
將運作之「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
位學程」擬定招生之道。 

💰 



創新思考解決問題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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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勒這麼久，問題
是？ 



高教海嘯是否對師大有影響？ 
本校103-105學年度學士班新生註冊、缺額比率 

學年度 
教育部核定 
招生名額 

總量核定名額 
註冊人數 

保留入學 註冊率 缺額比率 

105 1708 1664 0 97.42% 2.58% 

104 1710 1670 0 97.66% 2.34% 

103 1710 1676 1 98.70% 1.30% 

科技學院工業教育學系學士班近三年新生註冊、缺額比率 

學年度 
教育部核定 
招生名額 

總量核定名額 
註冊人數 

保留入學 註冊率 缺額比率 

105 42 40 0 95.24% 4.76% 

104 42 41 0 97.62% 2.38% 

103 42 42 0 100% 0% 

結果顯示：近三年學士班註冊率呈現緩步下
降趨勢，而科工業教育學系近兩年註冊率低
於全校平均值之下。 



Why？ 



個案分析-以工教系新設學位學程為例 

工教系可謂科技學院之母 



魚骨圖 

分析問題產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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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學生面向 

• 經濟弱勢學生增加：申請就學貸款人數逐
年降低，具備中低收、低收入資格學生數
增加。 

• 選擇與未來不確定性：景氣低迷讓學生對
於未來充滿不確定感。 

• 就業模式改變：「青年就業領航計畫」 鼓
勵先出社會，再上大學。 

• 就業能力弱：產學脫鉤，學歷與實作力不
等值 ─學校教不出可用的人才。 

 

 

 



學校面向 

• 技職院校競爭：本校並非以技職體系聞名，
學生通常以北科大為首選，無法成為學子
心中的第一志願。 

• 募款困難、資源有限：校友多數任職各級
學校，多為小額募款，難以跟其他學校競
爭。 

• 產業連結弱：課程規劃雖具備實作課程，
惟與產業合作實習課程不足。 

 

 

 

 



產業面向 

• 職場工作辛苦，轉職率高：第一線人員薪
資不高，吸引力不如輪機、飛機或捷運系
統相關工作。 

• 國際化動能不足：除主要較具規模公司外，
臺灣以中小企業為主就業形態，難以在全
球化過程中與國際接軌。 

 

 

 

 



社會面向 

• 工作屬性負面印象：社會對於黑手、修車
等相關工作評價低。都師大畢業了，怎麼
會做這個…。 

• 學歷無用論：技職教育主要注重技術訓練，
學歷再高不如一技在手來的實際。 

• 師培學校科板印象：雖已轉型為綜合大學，
社會仍存有培育優秀教師既有印象，使學
生有所卻步。 

 

 

 

 



提出對策 



招生 
• 具競爭力招生策略 

• 強化特色招生活動 

• 系所教師在招生工作上的角色功能 

就學 • 加強全方位輔導 

• 弱點分析提供有效策略 

就業 
• 產業連結 

• 支援系統 

當招生策略不只是提高招生率 



優勢 

• 車輛動力發展，使得車輛與能源
的專長融合度趨於密切。 

• 新課程設計，培養雙專長。 

• 頂尖大學光環。 
• 臺灣大學系統資源分享。 

 

機會 

• 車輛技術發展因自主品牌與國際
車廠進駐後，朝專精與多元邁進。 

• 再生能源、能源應用、新能源材

料等課題日漸重要。 
• 配合政府與相關單位能量與資金

投入，研發人才需求大增。 

劣勢 

• 高職學生在共同科目上知識較缺
乏，容易延畢。 

• 教師本位課程論述及教學創新可

能性。 
• 社會對師範大學刻版印象。 
• 產學合作機制薄弱。 

威脅 

• 與一般科技大學共同競爭生源。 
• 少子化危機。 
• 國際化浪潮下各國名校分食優

秀學生。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SWOT分析 



提出因應之道 



學生面向 
• 設置企業公費生：透過建教合作、落實學用結
合，弱勢學生不因經濟困窘而可安心就讀。 

• 提供本職學能輔導機置：微積不再是危機，而
是人生的轉機。 

• 雙聯學制，強化國際競爭力：發揮1+1>2的優
勢，拓展學生國際觀。 

• 引進技術師資，強化學生技能：知識X技術=
光明未來。 

• 學生職涯發展規劃諮詢：提供學生一盞人生的
光明燈。 

 

 

 



學校面向 
• 強化目標學校聯結，形成策略聯盟：與目標高
中職實質合作，如透過共同科展執行，提高優
秀學生入學意願。 

• 拓展多元生源：配合政策吸引體制外學生就讀。 

• 彈性修讀制度：如大一不分系、五年一貫招生
策略、提供技職國手如金牌書院學習輔導。 

• 產學合作、接軌業界：增加實習時間、提供產
學合作計畫參與；建立亮點核心技術，提升專
業技術與產學之連結，進而主動推薦優秀學生
進入業界。 

 

 

 



產業面向 
• 配合企業公費生，提供優渥薪資：於企業工作
期間，薪資高於市場平均。 

• 強化畢業生流路：厚實人才資料庫，辦理經驗
分享會或聯誼會，建立提攜後輩傳統。 

 

 

 

 



社會面向 
• 設置名人講堂，破除迷思：邀請相關領域名人
成功經驗分享，形塑車輛與能源產業具備精密
性特質。 

• 強化媒體公關：透過置入性行銷，或與合作企
業進行聯合行銷、網路多媒體平台公關規劃。 

 

 

 

 



教育大學 

師資培育 
綜合大學 

專業人才培育 

工教系能源應用/車
輛技術組 

高職冷凍空調
/汽車科師資

培育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程 

能源專長 
車輛專長 
雙專長 

能
源
工
程 

能
源
服
務
管
理 

車
輛
工
程 

車
輛
服
務
管
理 

呼應綜合大學 
以「專業技能人才培育」為目標 



車輛與能源
工程學士學
位學程

（技術、理
論與管理三
方向兼容的
課程設計）

能源專長

車輛專長

能源與車輛雙專長

專業技術訓練
選修課程方向：以實作技術
為主的選修課程

企業實習
選修課程方向：均衡選修實
作技術、理論與管理兼顧的
選修課程以及高考技師考試

輔導

專題研究
選修課程方向：以理論為主
的選修課程。

專業課程
（規劃專長學程分流）

專長分流統合課程

技術教學導向
出路：創業、高職教師、職
業訓練師以及能源與車輛企
業技術教育訓練人員

業界就業導向
出路：創業、工程師、設計
師以及企業教育訓練人員

學術進修導向
出路：國內外相關專長碩、
博士班繼續進修

出路規劃

技術、理論與管理課程選擇

專業課程、專長分流與出路規
劃輔導的整合服務 



隨著能源與車輛的技術層面提升以及結構上
的轉變，未來對於高階能源與車輛專長人才

的需求也會愈形迫切，技術學院與科大學生
將是能源與車輛工程行業人力主流。高職與
能源與車輛相關科系學生近來以升學為導向，

目前大多數能源與車輛工程行業業者招聘員
工標準，已提昇至大學程度，對於未來學生
就業實則有利。 

 

結語 



Q & A 
歡迎大家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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