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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德國的技術大學（Technische Hochschule, Technische Universita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國內多翻譯為工業大學）與專科學院（Fachhochschul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由於都是負責德國工程教育與技職教育的高等學府，很容易
被外界混淆及誤解。此次赴德國考察，拜訪了慕尼黑技術大學、斯圖加特管理與

技術學院、科隆大學、亞琛技術大學及亞琛技術專科學院。與各校主管交談請教，

並研讀攜回之書面資料，對德國的科技教育與技職教育有更深的認識，以本文提

供各界參考。

專科學院在德國蓬勃發展，最主要是因為它能縮短養成教育年限。相當於我

國之學士學位的課程。因此廣受企業及學生之認同。技術大學的學生維持穩定甚

至減少，主要因為其受教育年限較長相當於我國的碩士學位的課程。社會對這個

層級的菁英工程師需求並沒有如學士學位的需求大。德國目前正在朝向學士及碩

士的學制修改，而且以暢通專科學院與大學生之間的管道為目標，我國目前技術

學院畢業生已能報考碩士班，並無此問題。

綜合而言，德國的科技與技職教育體系與我國的工程與技職教育體系很像。

廣泛增加技術學院的學生名額確實是符合企業界的需求的。研究所碩士班及博士

班的名額也應隨著社會需求調整。工程教育其實就是技職教育，應該要與產業密

切結合，以收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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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與過程

目的

考察德國的技術大學（Technische Hochschule, Technische Universita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國內多翻譯為工業大學）與專科學院（Fachhochschul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瞭解德國工程教育與技職教育的高等學府，釐清
外界混淆及誤解，並探討可資我國借鏡之處。

過程

此次赴德國，拜訪了慕尼黑技術大學、斯圖加特管理與技術學院、科隆大

學、亞琛技術大學及亞琛技術專科學院。與各校主管交談請教，並研讀攜回之書

面資料，對德國的科技教育與技職教育有更深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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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與建議

一、前言

德國的技術大學（Technische Hochschule, Technische Universita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國內多翻譯為工業大學）與專科學院（Fachhochschul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由於都是負責德國工程教育與技職教育的高等學府，很容易
被外界混淆及誤解。此次赴德國考察，拜訪了慕尼黑技術大學、斯圖加特管理與

技術學院、科隆大學、亞琛技術大學及亞琛技術專科學院。與各校主管交談請教，

並研讀攜回之書面資料，對德國的科技教育與技職教育有更深的認識，以本文提

供各界參考。

二、德國科技與技職教育體系創立的沿革

（一） 大學、技術大學及專科學院

德國的大學制度創立於 600年前，西元 1386年海德堡大學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的建立，是德國的第一所大學。此次訪
問的科隆大學（University of Cologne）創立於西元 1388年，是第二
所大學。慕尼黑大學則創立於西元 1472年，都有五、六百年歷史。
由於創立當時，主要為教育統治階段的王公貴族子弟，因此均屬菁

英教育，所設科系多為人文、社會、建築、法律、藝術、醫學及科

學等，並無工程或職業教育。直到西元 1828年才有德烈士登技術大
學（Technische Universitat of Dresden）的創立。

由於工業革命後的社會需求，技術大學於十九世紀大量創

立。慕尼黑技術大學即創立於西元 1868年，亞琛技術大學則創立於
西元 1870年，至今大約有一百三十年的歷史。這些技術大學為配合
工業革命的發展，主要的教育與研究目標均與產業界密切結合。不

但教授們來自產業界，學生畢業後也都進入產業界工作，不再進入

政府統治階級，產業界也大量資助技術大學，於是工程與技職教育

遂蓬勃發展。

技術大學為了提供工業社會所需人才，主要科系為工程、建

築、科學及醫學等。對德國過去一百年來的產業界貢獻很大。德國

工業因為有技術大學的基礎而強大，技術大學也因為有產業界的支

持而蓬勃發展，更因為市場廣大而受歡迎，開啟了技職教育的大門，

也為德國工業奠定強大紮實的基礎。

約三十多年前，德國政府有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重建人

才的缺乏，而大學生養成教育時間太長，為求縮短求學年限，讓學

生可以提早就業，遂於西元 1968年各邦總理之基礎宣言倡議創建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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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院，到 1993年已有一百五十七所專科學院。

（二） 任務及特性

技術大學、專科學院與一般大學一樣，有下列諸項任務[1]：

a. 透過研究、教學致力於學術及藝術之維護與開發。
b. 為要求運用學術知識與方法或藝術能力之職業工作做準備。
c. 促進國際（特別是歐洲）高等教育之合作及交流。
d. 促進學術知識及科技之轉移。

除了上述諸項任務之外，技術大學認為他們的任務還應該

包括[2]：

a. 訓練資質較優秀的學生對商業及工業與研究及教學要有同樣強
烈的責任感。

b. 在各領域的研究均需最高品質。
c. 研究與發展必須密切與科學、工程、藝術及醫學相結合。
d. 提供前瞻問題的解答以改善生活環境。
e. 轉移研究成果為應用實務，讓德國工商業受益。
f. 加強學界與社會的公開對話，以促進社會對科技及醫學進步之
認同、態度。

g. 擴展長久穩定之國際接觸。
至於專科學院在德國高教體系內則另有其特性：其教學及課程係

特別針對職業工作上之要求及需求量作考量，其研發工作亦以應用導

向為主，因此，應用導向之研究及開發工作亦為專科學院另一重要任

務。同時應用導向之研究工作也使專科學院之教授更能將教學與職業

上之實務工作及其發展緊密結合。由於專科學院之招生及設科特別顧

及設校地區之經濟需求情形，因此專科學院並無一致之設校標準，八

十年代以後，專科學院之規模逐步擴充，並特別致力於技術及知識轉

移工作，專科學院對地區經濟發展之意義更形重要[1]。
（三） 師資及學生

大學與專科學院人事結構是一樣的，都分為學術工作人員與非

學術性之行政人員。1998年，德國專科學院計有學術工作人員 14,500
人，行政人員 13,500人，註冊學生約 403,700人。由於入學學生人
數持續成長造成實際就讀人數遠超過可容納之就學位置，1998年專
科學院可容納之就學位置僅有 210,000個[1]。

相對於專科學院的快速成長，大學生人數近年來反而逐年下

降，即使技術大學學生人數亦有減少，亞琛技術大學學生人數從 1991
年的 37,000人，逐年減至目前 27,421人。顯示戰後德國學生亦傾向
接受技職教育提早投入產業界。

專科學院與技術大學一樣，教育工作由教授負責。教授需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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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學術工作能力之證明，一般係指博士學位，或具有從事藝術工

作之特別能力。此外尚須具備教學資格，此資格一般以教學經歷或

曾受教育學方面之訓練取代之。另外，還必須至少有五年以上之職

業實務經驗，其中至少三年為非大學校院之工作。每週授課 14∼18
小時[1]。技術大學教授則每週課時數為 6∼8小時，與我國大學類
似。

德國大學及專科學院都不聘用剛畢業的博士當教授。技術大學

教授的職業實務經驗，雖然德國大學法規定為五年，但是像亞琛技

術大學及慕尼黑技術大學教授都遠超過五年。通常是在產業界已工

作多年，在公司職位已相當高，對產業的教育與研發需求有深刻認

識者，技術大學才會延攬。延攬過程約需兩年，俾使雙方充分溝通

瞭解。教授進入技術大學後，通常會將公司所需研發的計畫帶到學

校而由公司資助，且由於教授來自公司，與公司同仁較易溝通，雙

方合作容易。因此德國工業界與技術大學研發工作的結合非常密

切。

專科學院與大學的主要差異如表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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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專科學院與大學的主要差異[3]

二、 教學與研究

(一)入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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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科 學 院 之 入 學 條 件 為 具 有 專 科 學 院 之 入 學 資 格

Fachhochschulreife。此項資格之取得有不同之途徑。一般以獲得專業
高等學校(Fachoberschule)十二年級之畢業資格為主。入學專業高等學
校之資格為實科中學（十年級）畢業取得中間成熟（Mittlerereife）之
學歷資格或同等學歷。取得中間成熟資格學歷者在專業高等學校修習

二年並通過考試則可取得專科學院入學資格;倘已受完三年之學徒訓
練並取得中間成熟資格者，則僅需在專業高等學校修讀一年並通過考

試即可取得專科學院入學資格。（此一經由專業高等學校取得之專科

學院入學資格亦可經由其他職業學校輾轉取得專科學院入學資格）另

專科學院入學資格之取得亦可於一般文科中學（Gymnasium）十二年
級結業後另具實習證明或學徒訓練結業證明申請獲得專科學院入學

資格。一般文科中學十三年級畢業取得大學入學資格 Hochschulreife
（Abitur）者亦可申請入學專科學院，惟一般亦均要求出具學徒訓練
結業證明或實習證明。目前在專科學院之新生中約有 50％為取得一
般大學入學資格者，且其中大部分均已受完學徒養成訓練。[1]
德國教育系統的基本結構如圖一。1993 年學生人數分佈如圖

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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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德國教育系統的基本結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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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993年學生人數分佈 [3]
(二)課程
專科學院之科系以工科為重點（除工科 18個科

系及其他如企管、行政、法務、財稅、社會教育、社會工作、醫



11

療（音樂治療、藝術治療）營養、家政、資訊、圖書館、檔案、藝術

設計及古物維修外，尚有許多特殊之科系如媒體管理、出版業務管

理、觀光、公共衛生管理等），設科規劃事宜均由各邦因地制宜專責

辦理。與一般大學之自由選課不同，專科學院承繼往昔德國專業學校

之傳統，採較嚴格且密集之課程結構，修讀年限較短，且強調實務應

用取向之養成訓練。課程內容與一般大學不同，以跨科系及解決問題

取向為主，學術專業科目之理論分析則退居其次[1]。
專科學院之修業年限一般為八學期，惟事實上平均修讀期間為

4.7 年。專科學院的課程分為基本課程（Grundstudium）及主要課程
（Hauptstudium）。基本課程之修讀期限依科系不同分為二至四個學
期。修畢通過中間考試可獲 Vordiplom文憑並可修續修主要課程。在
主要課程階段學生可選擇不同之重點及必修之選修課程。上課之型式

分為聽講課（Vorlesung）、討論課（Seminar）、練習（Ubung）及實習
等。授課亦以十五至三十人之小班型式為主。每學期實際授課時間（與

一般大學相同）最高十九週，每週上課時數平均三十小時，每年寒暑

假總計三個多月，比一般大學生之五個月短[1]。
目前各邦均對專科學院學生規定在修讀期間需有實習學期，意即

每位學生均需利用一個學期（Bayern及 Baden Wurttemberg規定兩學
期）赴所相關之機構從事實習。由於專科學院學生畢業論文之題目以

研究處理職業工作實務上之問題為主，大部分專科學院學生均利用實

習學期在學習機構協助及合作下從事畢業論文之研究（約 60％∼70
％之工科畢業論文均與實習機構合作完成）。

技術大學的課程，結構與專科學院類似，亦可分為基本課程及主

要課程兩階段。工程類一般約需五年畢業。暑假較專科學院長，學生

通常於暑假期間到公司實習而不另花一學期去實習。學位論文約需 3
∼9個月才能完成，也多半與公司實務相結合。
（三）頒授學位

各專科學院畢業考試之規定不一，惟絕大部分均包括畢業論文、

筆試、及口試三部份。筆試與口試及格及論文審查通過則獲頒學位。

（如 Diplom 、Ingineur (FH)）。自 1998 年德國大學綱要法修正後，
專科學院亦得比照德國一般大學開設英、美學制之 BA及 MA課程，
BA 修讀時間最少三年，最長四年，MA 修讀時間為一至二年，BA
與MA總共修業期間不得超過五年。[1]
依據德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章程規定，僅大學或學術性質之獨立

學院具頒授博士學位權。因此專科學院不得頒授博士學位。惟依據

1992年 12月 3日各邦文化（教育）廳長會議決議，成績優良之專科
學院畢業生得赴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而不須經由先取得大學之畢業學

位後再攻讀博士。此規定自 1998 年起廣獲各邦接受。該法規中並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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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專科學院之教授可參與指導博士生並參與博士學位考試。另由於專

科學院可開設 BA及 MA課程，且修讀 BA後可改赴其他大學繼續攻
讀，大大提高了德國高教體系內之融通性[1]。

(四) 研究發展
除教學外，應用導向之研究工作亦屬專科學院 重要任務。此項

工作並於 1992 年獲聯邦教育暨研究部以『專科學院之應用導向研究
與開發計畫』專案補助，此項補助逐年增加，1999年為 1,100萬馬克，
2000年增為 1,450 萬馬克 ，此項補助旨在改善專科學院爭取第三財
源之能力。從 1992年起至 1999年間共計有三千八百件申請補助案向
聯邦教育部提出，其中 500件申請補助案即已超過 7,500萬馬克，由
此數字足見專科學院從事研究工作意願遠超過補助計畫之經費能

力。不斷增加之與企業界合作研究案，以及獲企業界提供之研究資

助，在在證明專科學院作為企業界之研究開發合作伙伴已被充分肯定

[1]。
技術大學與專科學院之不同，主要在於技術大學可以授予博士學

位而專科學院不准。雖然 1998 年以後，專科學院教授可以參與指導
博士生並參與博士學位考試，但是整體而言，研究水準與技術大學仍

有很大差距。2000 年所有聯邦教育暨研究部補助『專科學院之應用
導向研究與開發計畫』經費為 1,450萬馬克[1]，但是光亞琛技術大學
一個學校的額外預算經費（Extra-budget Funding）即達 2億 4千萬馬
克，這些都只是教授自籌的研究經費，類似國內建教合作及國科會計

畫。

德國大學多為公立的，僅有少數由教會辦的私立大學。大學生免

繳學費，學校規模龐大，預算也多。亞琛技術大學今年學生有 27,421
人，教授 410位，學術性職員 1,941人，非學術性職員工 5,623 人。
其預算 12 億 6 千萬馬克，約折合台幣 190 億元。其中政府預算 10
億 2仟萬，其餘 2億 4仟萬為前述「額外預算經費」屬教授自籌的研
究經費[4]。研究經費有 41.6%來自民營基金及工業界，31.2%來自德
國國科會（German Research Council , DFG），18.8％來自政府其他部
門，8.4％來自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其中 DFG資助基礎研究，
而聯邦教育及研究部（ Research Ministry）資助應用研究，平均每位
教授年額外預算經費 135萬馬克[2]。慕尼黑技術大學有學生約 19,000
人，教授約 400人，教職員工約 6,000人，附屬醫院員工約 3,000人。
年預算亦達 16 億馬克，折合台幣約 240 億元，其額外預算經費約一
億馬克。研究水準相當高，歷年來該校教授獲得諾貝爾獎的有四位。

德國大學得自民營公司捐贈研究大樓或實驗室也很多。慕尼黑技

術大學電機大樓即為 Siemens公司捐贈，大小約合本校（國立台灣科
技大學） 電子、電機、營建、化工及管理學院之總和。校園內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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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基金會的研究實驗室，最有名的是 Fraunhofer Institut，此次訪問
的兩家技術大學都有此基金機構設在校區內。教授也多半兼任機構內

相關實驗室主任。因此，教授往往有二、三間實驗室位於不同大樓。

技術大學教授研究領域比專科學院教授的研究領域寬廣，除了聯

邦教育與研究部資助的應用研究以外，德國國科會也資助基礎研究等

較前瞻性的研究，民間基金會及產業界也資助相關研究。教授也可以

擔任公司負責人，將研發成果轉移到工商界應用或銷售，各種權利金

則可由教授與廠商一起研訂合約規定。某些專長的建築系教授甚至不

要求博士學位而要求教授必須要有自己的事務所。慕尼黑技術大學建

築系主任本人就沒有博士學位，而且其建築事務所設在英國倫敦，每

週三天在慕尼黑教書，三天在倫敦執業，其研究計畫設計『微建築』

（Micro Architecture）幫美國 NASA設計無重力實驗室，設計隨風向
調整的大樓等，都是相當前瞻先進的設計。

技術大學教授薪水大約只有其在產業界時的二分之一，因此大學

准許教授擔任公司負責人或相關職務主管，也因此教授的研發工作與

業界可以密切結合。亞琛技術大學機械學院汽車系某位教授即幫

Benz公司及 BMW 公司設計及測試其產品。其個人除了擔任系內教
授兼 Fraunhofer Institut director以外，還擁有一家 800個員工的公司。
技術大學可以授予博士學位，大學生修完基本課程通過中間考試

後續修主要課程時，要將所學應用於實際產品上，完成一個實務專題

論文。相當於我國碩士論文，其題目及內容通常由學生、教授及公司

共同討論決定。學生畢業時已具備相當於我國碩士學位水準，而畢業

後多半進入產業界，因此德國工程教育即技職教育，工學院畢業生多

半以就業為主，只有約 15％由教授同意進入博士班研究。
博士班研究生同時也必須是學校的學術性職員，平時必須幫忙講

課、帶實驗、改考卷、或執行研究計畫的實驗。待有相當經驗後，還

必須自己寫研究計畫向資助單位申請研究經費，申請到以後還要負責

執行及管理該計畫，因此博士訓練即是專案經理（Project Manager）
的訓練。畢業後通常進入公司工作，通常是高級主管，往往就是該計

畫實施的經理。

由於德國大學法明訂教授必須要有五年以上職業實務經驗，其中

至少三年為非大學校院工作，因此博士生畢業後，多半進入產業界工

作，只有少數留在學校擔任學術性職員，如博士後研究員者。博士後

研究員不能升為教授，拿到博士學位者，若要擔任大學教授，仍然必

須到公司工作至少三年以上，因此博士論文研究通常都與產業界密切

結合。而博士的訓練也多以產業界高級主管態度來訓練。

（五）畢業生之就業機會

全德國之社會工作及社會教育方面之人才幾乎全出自專科學院，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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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二工程師及百分之五十電腦及企管人才亦來自專科學院，由此

更彰顯了專科學院在德國高教體系及就業體系內之特殊重要性。專

科學院所開科系在專門技術上及經營管理學上的重點均係針對私

人企業工廠之各種職業來安排，畢業生的特別資格能力亦正能滿足

企業界所需之接受實務導向養成之高等教育專門人才，這些人才同

時亦具備了工業界及服務行業上解決日益複雜任務之能力基礎。因

此企業界過去一再強調主張一個分化之高等教育體系，並大量擴充

專科學院。由於專科學院畢業生備受企業界肯定，近十年來一般大

學畢業生及專科學院畢業生之起薪待遇及升遷機會已逐漸拉近。近

幾年許多企業工廠用人已不再依據大學及專科學院之學歷來區

分。惟在公務機構兩者之起薪待遇及晉升仍有差距[1]。

德國大學仍採用菁英教育，工程類的學生三分之一由技術大學培

養，三分之二由專科學院培養。技術大學要求學生對商業及工業與

研究及教學都要有同樣強烈的責任感，要提供前瞻問題的解答以改

善生活環境，轉移研究成果為應用服務，讓工商業受益。而不只是

運用知識作職業工作之準備。因此其起薪與晉升，都比專科學院

高。甚至教授薪水也比專科學院教授高。但是因為德國大學文憑相

當於我國碩士文憑，企業界對專科學院需求比大學生多。這也代表

企業需要的學士比碩士多。而且專科學院畢業生也很受企業界肯

定。近幾年來，專科學院擴充速度很快。而技術大學則維持菁英教

育，人數以不超過工程類學生人數的三分之一為原則。

三、 國際合作

專科學院亦與國外大學校院進行雙邊或多邊之合作交流關係，目

前計共有 92個國家之姊妹校，建立約 3,450個合作關係。由於推動國際交流合
作成果良好，1987年起亦被德國學術交流協會（DAAD）接納成為該會之成員。
依據德國大學校長會議（HRK）及各邦教育廳長常設會議（KMK）決議，自 1998
年起對外之校名稱為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以方便外國給予該校適當之
定位。DAAD亦特別提供獎學金補助專科學院學生赴國外從事畢業論文研究及
實習，另 Carl Duisburg Gesellschaft及 Fullbright-Kommission亦提供專科學院獎
學金，加強該校與國外大學校院進行合作交流[1]。

此外，亦有許多專科學院開設跨校際之課程，課程中包括德國境內專科學院課程

及國外姊妹校課程兩部分，或包括與國外合開之課程。1994年德國拜爾藥廠與
埃森市私立經濟管理專科學院合作開發出一結合學徒訓練，拜爾藥廠在職工作及

赴英國南部 Surry大學進修之課程模式，全部修讀時間為 4.5年[1]。

技術大學的國際合作比專科學院多而且深，亞琛技術大學 99/00年的 29,000名學
生中有 4,368位外籍學生，約佔總人數 15％[2]，與外國大學或企業機構合作計
畫更是不計其數，不但合作研究，也有合作教學計畫，透過德國學術交流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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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 DAAD）與世界各國合作。因此，對學生
的外語能力要求也比較高。

近年來，德國學界有感於德語教學導致國際化的困難，因此努力推動英語教學。

慕尼黑技術大學即有『老子計畫』（Links to Asia by Organizing Traineeship and
Student Exchange , LAOTSE）。與外國學校交換學生，由多家公司參與資助。學
生可以到外國大學去學習，也接受外國學生到德國上課或到公司實習，但不授予

學位。目前已有 15位學生從外國到慕尼黑技術大學上課，而有 35位學生從該校
到外國學校上課。主要是學習語言文化。

另外巴登伏登堡邦（Baden Wurtemberg）則在斯圖加特成立一所半私立的學院，
斯圖加特管理與技術學院（Stuttgar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模
仿美國學制，設立MBA課程，以英語教學為主。學生 80％為外國籍，20％為德
國人，要繳學費，但幾乎都能拿到德國公司的獎學金，到德國公司實習。畢業後

可進入德國公司上班，而且往往成為該公司派駐外國分公司的主要幹部。這是德

國大學教育國際化很重要的一項嘗試。

四、 結論

（一） 角色與地位

專科學院是德國新興的高等教育機構，它與大學、藝術（音樂）學院、教育

學院同為德國高等教育中重要一環，並有其特定的功能與任務，在德國高等教育

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相當重要，茲就其任務功能、學制課程、受教育對象等三

方面說明其在德國高等教育的角色與地位。

a. 從功能與任務來看

目前德國所有的高等教育機構共有 324所，而專科學院為 152所，約佔全部
高等教育機構的 47％。其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見。專科學院主要以訓
練工商企業及社會教育界之實用專業人才為主，其畢業生亦廣為企業界歡迎與肯

定。目前全德國 2/3的工程師及 1/2之管理專業人才出自專科學院，統一前西德
高等教育機構中亦以專科學院為企業界培育最多之專業人才;70％的工程師、50
％的資訊及管理專業人員為專科學院之畢業生。尤其以專科學院 80年代初期以
來致力於知識及技術移轉方面之工作成果更使專科學院對設校地區之經濟（企

業）界塑造了自身之重要性[1]。

b. 從課程來看
專科學院教學與課程之特點為：

＊ 在教與學上學術及實務之緊密結合。

＊ 較短之修讀時間。

＊ 應用取向之研究及開發。

專科學院施教者（教授）之資格需具備至少五年之職業實務經驗以及學生在

學習過程中赴實務機構實習之規定均對學術訓練及實務應用結合之教育目標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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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有效之保證。此外，教授法之重視小班授課，個案研究取向之理論應用的重視

等均與一般大學之課程重點不同。專科學院除缺少基礎研究，無法攻讀博士外，

其實用性、學習時間短，正是其優點。在專科學院內，學生能於四、五年間完成

學業並於日後工作中備受肯定。而過長的大學修業期限，對個人及國家都是一種

浪費。因此，在倡導大學教育改革之際，擴充專科學院，減少大學就學人數之呼

聲日益增高。

技術大學與專科學院在教學上都是學術與實務之緊密結合。專科學院有赴實

務機構實習之規定。技術大學則由學生自行利用暑假赴實務機構實習。技術大學

學生花在專題研究上的時間較長，方向也比較朝向前瞻性。技術大學與專科學院

兩者結合，構成完整的企業人才體系。

c. 從受教對象來看 70年代初專科學院普遍設立，打破高等教育為
文科中學（Gymnasium）畢業生所壟斷，並使職業教育體系畢業生不必經由文科
中學而獲得接受高等教育之機會。專科學院之入學條件以經由專業高等學校畢業

（或其他職業高級學校）取得專科學院入學資格為主。其後因應社會變遷及經濟

發展，逐漸接受更多之文科中學畢業而取得一般大學入學資格之畢業生入學。惟

專科學院之基本理念並未改變，堅持『培育實用專業人才』之政策，使德國部分

高等教育機構走向實用性之路途，並為職業教育體系之受教者提供進入高等教育

機構繼續進修深造的管道。同時，亦在提升人力素質及經濟發展上扮演重要角

色。此為專科學院所獨具，其他大學無法替代，故專科學院有其獨特受教對象，

有別於其他大學。

德國專科學院另一個主要的功能是為職業教育體系之受教者提供進入高等

教育機構繼續深造的管道。優秀的學生，畢業後亦可再進入大學修讀博士。此學

制與我國之技術學院是一樣的。因此德國技術大學比較像我國一般大學工學院碩

士班，而專科學院則類似我國之技術學院及工學院學士班。兩者的教育都是為產

業培養人才，畢業後以就業為主的技職教育。

（二） 未來展望

專科學院自創立以來，即呈穩定的發展。校數及學生數均持續增加。鑑於歐

洲聯盟國家中，德國大學校院畢業生進入就業體系之平均年齡最高（且過高），

復以近年大學就學人數激增，且高等教育經費緊縮，專科學院之養成教育及其擴

充之問題在高等教育改革聲中備受重視。聯邦及各邦均規劃提高專科學院新生人

數比例，（擬提高至佔全部大學校院新生人數之 40％），欲達此目標，則需擴大
專科學院之開設。惟以目前之經費限制及部分科系僅限於在大學開設之現況短期

內恐難獲實現，新修訂之大學綱要法固提供了專科學院開設 BA及 MA課程之法
源基礎，倘專科學院未能開設適合其特性之科系，恐難與大學競爭。此外，建立

一個專責審核開設 BA及MA新課程之機構並評估其 BA及MA課程畢業生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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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市場接受及其畢業生轉赴大學繼續攻讀深造事宜，實屬刻不容緩。專科學院係

屬德國高等教育之一環，專科學院能否有效擴充並在高等教育中扮演更重要之角

色，端賴整體高等教育之徹底改革方能成功。

專科學院在德國蓬勃發展，最主要是因為它能縮短養成教育年限。相當於我

國之學士學位的課程。因此廣受企業及學生之認同。

技術大學的學生維持穩定甚至減少，主要因為其受教育年限較長相當於我國

的碩士學位的課程。社會對這個層級的菁英工程師需求並沒有如學士學位的需求

大。德國目前正在朝向學士及碩士的學制修改，而且以暢通專科學院與大學生之

間的管道為目標，我國目前技術學院畢業生已能報考碩士班，並無此問題。

德國技術大學還有一個趨勢是朝向大學的型式發展。增加人文、數理等科

系，但是仍維持以工程、技術為主。斯圖加特技術大學就改名為斯圖加特大學，

與一般大學沒有不同。

綜合而言，德國的科技與技職教育體系與我國的工程與技職教育體系很像。

廣泛增加技術學院的學生名額確實是符合企業界的需求的。研究所碩士班及博士

班的名額也應隨著社會需求調整。工程教育其實就是技職教育，應該要與產業密

切結合，以收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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