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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 為強化雙邊高等技職教育之交流合作，奧國科研部邀請教育部與技專校院

組成代表團於 105 年 6 月 19 日至 22 日訪奧，並續辦第二屆「臺奧高等技

職教育論壇」。 

二、 此外，為使技專校院教師教學及早因應工業 4.0 進行調整，藉由本次訪問

契機，與奧地利洽談技職教師國外培訓之合作方案，另訪問德國卡爾司魯

厄科技大學了解其於工業 4.0 之人才培育與產業端之相關配套措施，並至

荷蘭瓦特尼根大學洽談技專校院教師培訓合作計畫。 

三、 透過訪問過程，對我國高等技職教育推動實務教學及產學合作建議如下： 

（一）技職體系具備實務經驗的教師應更受重視並建立支持系統：奧地利與德

國對於技職大學教授有實務經驗之要求，在教師升等上亦自有系統與標

準，重視專業及產學合作。我國法令雖已明訂技專校院新聘教師需有一

年以上業界經驗，教師任教滿六年亦需至產業半年研習或研究，然仍有

待各校實務上落實推動，並提供教師完善之支持系統。 

（二） 產業參與學徒制訓練的理念值得我國企業學習：德國產業運用完善之

空間及設備訓練學徒，落實企業在人才培訓的角色，提供學徒扎實訓練。

現行我國並無類似德國工商總會運作機制，建議未來可仿照德國師徒

制精神，研擬促進企業參與人才培育之有效機制。 

（三） 在推動國際交流合作的作法可更加深化：本次參訪奧地利、德國及荷蘭

大學，各校熱切表達除簽訂合作備忘錄形式外，期待能有更實質的合作

目標及雙方互動成果。建議未來國際交流目標除學生國際移動能力提

升，亦可朝技職研究與國際連結或跨校聯盟方式推動。 

（四）務實教學與研究仍為科技大學提升能量的關鍵：荷蘭瓦特尼根大學在農

業科技專業研究為世界成功典範，惟並未走往學術高塔，而落實大學對

社會的責任，實實在在為國家及人類解決問題，務實而專精的研究精神，

值得我國學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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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臺奧高等技職教育論壇暨國際產業實務交流 

壹、前言 

一、依據 

奧地利專業高等學院會議前於 103 年 6 月 15 日與國立科技大學協會及私立科技

大學協進會簽署互相採認學士及碩士學歷之合作協議。為延續此合作協議，促成臺奧

雙方學校間之具體合作，奧地利聯邦科學研究及經濟部率團與奧國專業高等學院於

104 年 11 月訪臺，並由我國教育部舉辦首屆「臺奧高等技職教育論壇」，以高等技職

教育新哲學：落實學用合一、提升學生全球移動力為主題進行雙邊報告與意見交流。

為強化雙邊高等技職教育之交流合作，奧國科研部邀請我國教育部與技專校院組成代

表團於 105 年 6 月 19 日至 22 日訪奧，並續辦第二屆「臺奧高等技職教育論壇」。 

此外，因應工業 4.0 趨勢產業發展所需人才變化，教育部已啟動技專校院未來跨

領域人才培育所需課程模組建置，為使技專校院的教師教學能及早因應工業 4.0 進行

調整，藉由本次訪問契機，期與奧地利洽談開展技職教師國外培訓之合作方案及其他

交流項目，另訪問德國卡爾司魯厄科技大學了解其於工業 4.0 之人才培育與產業端之

相關配套措施，並至荷蘭瓦特尼根大學洽談技專校院教師培訓合作計畫。 

二、訪問目的 

（一）開啟與奧國高等教育實質交流管道，以作為互訪交流之基石。 

（二）瞭解奧國職業教育政策之運作現況，以作為政策研擬之參據。 

（三）建立與歐洲國家學校日後教師交流及培訓之合作機制，以促進技專校院之人

才培育與交換。 

三、訪問時間 

105 年 6 月 18 日至 6月 26 日 

(全程為期九天，6月 19 日及 6月 25-26 日為搭機時間)。 

四、訪問地點及參訪團成員 

（一）訪問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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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奧地利：奧地利學術交流總署、維也納科技專業高等學院、維也納校園

專業高等學院、上奧地利專業高等學院、薩爾茲堡專業高等學

院、茵斯布魯克專業高等學院、提洛邦教育廳 

2.德國：卡爾斯魯厄應用科技大學、慧魚集團總部 

3.荷蘭：瓦特尼根大學 

 （二）參訪團成員 

序號 姓名 職稱 單位 

1 馬湘萍 司長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2 胡士琳 科長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3 曾志朗 系統校長 臺灣聯合大學系統 

4 姚立德 校長 / 理事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中華民國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5 陳孝行 國際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6 廖慶榮 校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7 恒勇智 資深校務顧問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8 侯春看 校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9 林君維 國際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0 戴昌賢 校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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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梁智創 國際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2 陳振遠 校長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13 許正義 國際長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14 覺文郁 校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5 胡智熊 國際長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6 呂文祺 助理教授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7 戴謙 校長 南臺科技大學 

18 王永鵬 國際長 南臺科技大學 

19 龔瑞璋 校長 正修科技大學 

20 張豪賢 組長 正修科技大學 

21 李如蕙 助理設計師 中央研究院腦磁波實驗室 

22 顏君倫 行政組員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五、訪問重點 

（一）瞭解奧國高等技職教育之政策規劃及發展現況，供國內技專校院推動未來發展

方向之參考及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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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奧地利及荷蘭開展實質教師合作交流，以提升我國教師之國際移動力與實務

經驗。預計將我國與歐洲最新合作教師實務增能計畫，優先推廣至典範科技大

學，並在未來擴大至各技專校院。 

（三）了解德國如何透過人才培育有效帶領企業共同合作滿足工業 4.0 之人才需求。 

（四）提升訪團技專校院之國際知名度，並與歐洲 3國(奧地利、德國及荷蘭)建立更

多實質具體合作交流之機會。 

 

貳、訪問過程 

一、第 2屆臺奧高等技職教育論壇（2016 年 6 月 20 日） 

地點：奧地利學術交流總署，第七大樓，1010 室 

主題：奧地利－臺灣高等技職教育論壇：「高等技職教育新紀元：跨國人才

培育與高教品質之提升」 

（一）論壇時程表 

時間 活動 

09:00 

| 

09:15 

開幕式致詞 

 奧地利學術交流總署 執行長－Stefan Zotti 先生 

重要貴賓致詞 

 駐奧地利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大使－史亞平女士 

 臺灣教育部技職司 司長－馬湘萍女士 

 中華民國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理事長－姚立德先生 

09:00 

| 

09:15 

重要貴賓致詞 

 奧地利聯邦科學研究及經濟部  國際總司長－ Barbara 

Weitgruber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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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5 

| 

10:15 

專題討論－ 

「奧地利應用科技大學及區域經濟間的創新與知識傳遞」 

主持人 

 奧地利聯邦科學研究及經濟部  國際總司長－ Barbara 

Weitgruber 女士 

與談人 

 奧地利聯邦科學研究及經濟部 駐臺總幹事/AS 副部長－Elmar 

Pichl 先生 

 維也納校園專業高等學院 副校長－Heimo Sandtner 先生 

 PHOENIX CONTACT 公司 總經理－Thomas Lutzky 先生 

10:15 茶敘時間 

10:40 

| 

11:00 

主題演講－ 

「創新談判和溝通協商的治理觀點分析」 

主講人 

 上奧地利邦專業高等學院學務副校長－Regina Aichinger 女士 

11:00 

| 

11:20 

主題演講－ 

「應用科技大學端的品質保證：計畫評定與品質稽核」 

主講人 

 奧地利教育品質保證與認可局局長－Achim Hopbach 先生 

11:20 

| 

11:40 

主題演講－ 

「跨國教育與國際化策略－以克里姆斯專業高等學院為例」 

主講人 

 克里姆斯專業高等學院執行長－Karl Ennsfellner 先生 

11:40 

| 

11:55 

主題演講－ 

「產業 4.0 的人力資源增能: 不止是變革或文藝復興，其實是演化!」

主講人 

 臺灣聯合大學系統 系統校長－曾志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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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 

| 

12:10 

主題演講－ 

「臺灣的大學中產學合作新趨勢」 

主講人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理事長暨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長－姚立德

先生 

12:10 

| 

12:25 

主題演講－ 

「臺灣對於工業 4.0 之人才培育：課程、師資及規劃」 

主講人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校長－廖慶榮先生 

12:25 

| 

13:30 

奧地利學術交流總署午宴 

 

（二）論壇過程概述 

紀錄學校：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本次論壇延續 104 年於台灣舉辦之首屆臺奧論壇，由奧地利聯邦科學研究及

經濟部邀請我國教育部與技專校院共同舉辦第二屆臺奧高等技職教育論壇。論壇

地點於奧地利學術交流總署舉行，奧方與會貴賓包含奧地利學術交流總署執行長

Mr. Stefan Zotti、奧國科研部國際總司長 Ms. Barbara Weitgruber、奧國科

研部駐臺總幹事 Mr. Elmar Pichl、奧地利專業高等學院會議秘書長 Kurt 

Koleznik 及與談學校等，我方與會貴賓則包含我國駐奧地利臺北經濟文化代表

處史亞平大使、我國教育部技職司馬湘萍司長、中華民國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姚立德校長及參訪團學校。 

1. 論壇開幕式 

由奧地利學術交流總署執行長 Mr. Stefan Zotti 及我國駐奧地利臺北經濟

文化代表處史亞平大使進行開幕式致詞，並由本次參訪團團長教育部技職司馬湘

萍司長對於臺灣技職教育以及臺奧兩國之間的合作方式及方向進行介紹。 

2. 專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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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主題為「奧地利應用科技大學及區域經濟間的創新與知識傳遞」，

由奧國科研部國際總司長 Ms. Barbara Weitgruber 主持，進行內容如下： 

（1）由奧國科研部駐臺總幹事 Mr. Elmar Pichl 介紹奧地利專業高等學院以及

產業之間的連結，並提供參訪團發表於歐盟教育與文化報告內的文章：

Austria-the establishment of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s，內

容詳細介紹奧地利專業高等學院學制的由來與未來發展。 

（2）由維也納專業高等學院副校長 Mr. Heimo Sandtner 及 PHOENIX CONTACT 公

司總經理 Mr. Thomas Lutzky，一同介紹專業高等學院如何與企業如何進

行產學間的連結。該校與 PHOENIX CONTACT 的合作，可追溯到 2012 年，學

校經由與公司總經理 Mr. Thomas Lutzky 聯繫，於校園內設立 The Phönix 

Contact Technology Competence Center，直接培養學生至畢業並進入

PHOENIX CONTACT 企業工作。而 PHOENIX CONTACT 也是秉持著回饋社會的

精神，與該校合作培育人才。透過 PHOENIX CONTACT 公司接收到的商業訂

單、以及其他從公家機關、社福機構的需求，雙方以四種方式進行產學合

作：包含學位論文、補助計畫、委辦計畫及贊助、募款或捐贈計畫。該校

將研發及實際經驗結合，推動並支持與企業及其他大學進行合作研究計畫。

此外，也聘用產業專家作為教職員，人數佔總教職員人數的 50%，這些產業

專家並積極參與研究活動，學校的學生亦參與產學合作計畫，該校預計在

2020 年前讓 100 位學生透過此類研究計畫進入產業工作。 

（3）維也納專業高等學院副校長 Mr. Heimo Sandtner 強調專業高等學院的強項

在於培育企業所需要的研究人才甚至是企業家，對於我方提議未來臺奧兩

國之間的學生可以互相交換實習，我方可以提供實習機會給奧地利學生，

也希望奧方這邊的學校可以提供類似的合作空間，抑或運用在奧地利專業

高等學院內產業界的師資以及設備，進行雙邊合作計畫。 

3. 專題演講 

（1） 上奧地利邦專業高等學院學務副校長 Ms. Regina Aichinger 主講「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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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之專業高等學院：創新談判和溝通協商的治理觀點分析」： 

1993 年，於奧地利的教育上發展了一全新高等教育之分支，這正是應用科

技大學(或稱專業高等學院)的開端。專業高等學院在行政組織上有別於一般傳統

認知的學校，通常不是獨立的單純教育機構，而是由不同民間組織、公司來籌辦，

甚至只是該組織之下的一個小部門。但教學執行是由聯邦科研究委託相關單位辦

理監督、評鑑與認可。在這樣的結構下，提供專業高等學院程單位數量會有較大

變動，隨著工商業界的需求，課程數量與內容也會隨之調整。由於具備極大彈性

因此該體系之下的畢業生多能符合工商界當需求，在職場上極具優勢。無論如何，

經專業高等學院畢業所取得的學位文憑是具有與國立大學一樣的地位。 

副校長提供了許多專業高等學院創新治理觀點的實例。在經費籌措方面，專

業高等學院需跟奧方科研部簽署合約，根據所提供之課程專業度，每年都可以調

整所能獲得的經費。有關立法方面，各個專業高等學院都會被邀請至立法諮詢會

議，並且提供意見來修訂法案。在與高教部的合作方面，專業高等學院也可參與

自 2012 年所實施的高教論壇，提供意見或建議，進而影響高教的策略。評鑑認

證的部分，與奧地利教育品質保證與認可局(AQ Austria)合作，將各校所提供之

學程及相關資料提交給專家審查。 

（2） AQ Austria 局長 Mr. Achim Hopbach 主講「專業高等學院端之品質保證：

計畫評定與品質稽核」： 

AQ Austria 於 2012 年成立，宗旨在於從制度層面及課程層面來評鑑專業高

等學院及其他私立大學，另外也稽查專業高等學院及公立大學之內部品質管理。

課程層面的評鑑，由六個面向來評斷：學位課程及管理制度、教職員工、品質管

理、經費來源及基礎設施、應用研究與發展及本國及國際合作。 

（3） 克里姆斯專業高等學院執行長 Mr. Karl Ennsfellner 分享跨國教育與國

際化策略如何達到 AQ Austria 的要求： 

執行長分享了該校推動的跨國教育與國際化策略，如何達到 AQ Austria 的

要求，相關作法與臺灣各校提升國際知名度及國際化策略相同，包含締結海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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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姊妹校、選送交換學生等。 

（4） 我方專題演講： 

首先，由臺灣聯合大學系統校長、中研院曾志朗院士分享「產業 4.0 的人力

資源增能：不只是變革或文化復興，其實是演化！」。曾院士從腦神經的發展來

探討人力資源增能，奧方聽完後大感興趣，認為提供了他們完全不同的觀點。其

次，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長姚立德校長主講分享臺灣大學中的產學合作新趨勢，

報告中提到我國跨部會的合作以利進行產學合作，與奧方所實施之策略有所不同；

最後為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廖慶榮校長分享「臺灣對於工業4.0之人才培育：課程、

師資及規劃」，說明我國對於技專校院教師增能提升之目的，以及技職體系針對

工業 4.0、農業 4.0 及商業 4.0 如何發展課程、師資及配套規劃。 

 

（三）論壇實錄 

 

奧地利學術交流總署執行長 Mr. Stefan Zotti 進行開幕式致詞 



12 
 

 

我國駐奧地利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史亞平大使致詞 

 

專題討論 專題討論問與答(1) 

 

專題討論問與答(2) 論壇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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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也納科技專業高等學院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UAS) 

Technikum Wien 

紀錄學校：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一） 參訪過程概述 

參訪時間：2016 年 6 月 20 日下午 2:00-3：30 

1. 維也納科技專業高等學院在 1994 年成立，並在 2000 年成為第一個維也納專

業院校。自 2012 年以來，維也納科技專業高等學院是歐洲大學協會（EUA）

的成員。非常歡迎國際學生交流和合作方案。 

2. 校長 Dr. Fritz Schmöllebeck 進行致詞後，由國際處處長 Dr. Sandra 

Allmayer 進行該校簡介，到目前為止，維也納科技專業高等學院已經有超

過 8000 畢業生和 4000 名在學學生，是奧地利最大的專業高等學院，該校提

供 13 個學士及 17 個碩士學位課程。 

3. 該校副校長暨社會能力與管理學院長 Dr. Martin Lehner 分享該校「技術性

大學之教授法：機會與觀點」，簡報中提出他們成功的法則為三列並行之模

式：科技、經濟、及個人發展，讓學生可以同步發展三項長才的教授法。且

跟台灣技職教育體系一樣注重理論與實作的並行，該校也將自身教學指標定

義為行動主導的教學及學習。 

4. 該校國際處研究員 Prof. Christoph Veigl 說明該校「輔助科技(Assistive 

Technology)研究」之起源及現況。嵌入式系統科系於 1999 年成立，目的是

為了連結電子工程系及計算機科學系之間不足之處，接著因應 2011 年世界

衛生組織(WHO)關於失能(disability)的報告，決定專注在輔助科技上。目

前該校輔助科技研究已由歐盟補助，進行中的計畫有 Cloud4All、

Prosperity4All 等。主要目標是開發出所有人都適用的輔助科技，除了實用

性之外，也有低成本輔具發展研究，如 FABI (Flexible Assistive Button 

Interface)及 FLipMouse (Finger- and Lip- Mouse)。每年維也納科技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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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高等學院也會舉行輔助科技之工作坊及夏令營，展示最新的研究結果。 

5. 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與該校洽談選送技專校院教師赴奧地利實務研習之工

業 4.0 課程探討，並進行兩校之工業 4.0 MoU 合作協議簽署儀式，藉由簽訂

此協議，期待舉辦第一次的教師研習營後，能跟奧國及該校有更密切的工業

4.0 研究合作關係。 

6. 由該校應用工程科技系主任 Dr. Erich Markl 及資訊工程系副主任 Dr. 

Sylvia Geyer 帶領參訪團前往 ENERGYbase 大樓，進行該校工業 4.0 實驗室

工廠參訪，以對該校進行更深度的了解。 

 

（二）參訪心得 

維也納科技專業高等學院對於國際化發展相當有策略，且積極開發姊妹校及

雙聯學位，藉由本次選送技專校院教師赴奧地利實務研習，可望與該校有更進一

步的密切合作。另該校於輔助科技方面著有特色，今年暑假也舉辦了輔助科技的

夏令營，後續學校於機電整合相關系所可與該校輔助科技方面進行交流及合作，

並讓學生實際參與輔助科技的應用與設計。 

（三）參訪實錄 

 

國際處處長 Dr. Sandra Allmayer 進行該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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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工業 4.0 課程討論會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與維也納科技專業高等學院簽署工業4.0合作協

議書，並由教育部馬湘萍司長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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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工業 4.0 實驗室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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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也納校園專業高等學院 

 

FH Campus Wien 

紀錄學校：正修科技大學 

（一） 參訪過程概述 

參訪時間：2016 年 6 月 20 日下午 4：00-5：30 

1. 由該校校長Dr. Barbara Bittner開場致詞，再由副校長Dr. Heimo Sandtner

進行校務簡報，及由工程系與應用生命科學系之系主任進行系概況簡報： 

（1） 該校學士班學制修業年限為三年，且絕大多數為在職進修之學生，師資部

份除 170 位專任教師外，另有約 850 位兼任業師，師生比 1:5。奧地利聯

邦政府規定，技職專業高校最高僅得提供碩士學位，博士學位需與國內綜

合大學或其他國外大學合作，方能規劃授予。 

（2） 該校多為在職學生，授課過程兼顧其工作需求，亦可配合以遠距教學方式

進行。在研發特色及產學合作情形方面，由於該校位於奧地利生醫技術園

區，與諸多生醫與醫療科技業公司合作密切，故該校之 R&D 多能與業界合

作，進而提供學生（特別是碩士生）直接於職場實習之需求。 

（3） 課程規劃除加強學生實務經驗之本職學能外，於後續碩士學位進修過程中，

特別於各系所增加管理學課程(MBA)，得以配合學生畢業後於職場升遷之

需求。 

2.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南臺科技大學

等四校與該校簽署 MoU 後，參觀該校之虛擬放射治療訓練室、Phoenix 自動

化研究室與 F1 學生賽車模型展示解說。 

（二）參訪心得 

1. 該校發展特色為提供在職學生進修發展之需求，故一方面活化各類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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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利用遠距教學之各種方法，全校僅約 5000 名學生（每年約 1200 學生），

但已屬奧地利規模較大之學校，其專兼任教師超過一千人以上，師生比極佳，

此為國內應考慮落實之處。 

2. 學校利用地理位置特色，加強生物技術與生醫產業之發展。例如直接接軌其

國內之職業證照考試類別，於「虛擬放射治療訓練室」中，利用業界提供之 3D

模擬操作機器與軟體，訓練學生之就業需求。 

3. 校園重視學生學習環境，除走廊有貼心之靠牆座椅安排，更善用樓梯口與建

築角落，設置休息討論區，方便師生隨時交談互動。此外更於校園內利用空

間種植大片薰衣草及其他花草，美化校園環境，融入自然環境。 

4. 未來可藉由該校之協助，擴大與奧地利境內各國際性生醫技術企業之發展與

合作機會，譬如簽署合作協議，以提供台灣交換生直接進入該國業界實習之

機會。另該校之 3D 列印技術與車輛工程設計方面（如學生 F1 賽車設計），

亦有其特色之處，國內技職校院設有相關系所與研發中心者，亦可考慮建立

學術交流，進行實務經驗交換。 

（三）參訪實錄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與維也納校園專業

高等學院簽署 MoU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與維也納校園專業

高等學院簽署 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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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與維也納校園專業高等

學院簽署 MoU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與維也納校園專業

高等學院簽署 MoU 

 

參觀維也納校園專業高等學院「虛擬放射治療訓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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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維也納校園專業高等學院教學及研討室 

參訪維也納校園專業高等學院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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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奧地利邦專業高等學院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Upper Austria (FH Oberösterreich) 

紀錄學校：南臺科技大學 

（一） 參訪過程概述 

參訪時間：105 年 6 月 21 日上午 10:00-12:00 

1. 上奧地利邦專業高等學院校長 Dr. Gerald Reisinger 致歡迎詞後，由該校國

際副校長 Prof. Andreas Zehetner 介紹學校，另有工學院院長 Dr. Günther 

Hendorfer 及工學院國際副院長 Dr. Burkhard Stadlmann 與參訪團進行交流

座談。 

2. 該校共有四個校區，包含：Hagenberg 校區(資訊、傳播與媒體專業)、Linz 校

區(應用健康與社會科學專業)、Steyr 校區(管理專業)、Wels 校區(工程專

業)。四個校區學生人數總計約 5,600 餘人，Wels 校區約 1,900 名學生，學

生人數最多；若以學生專業區分，工程領域最多(約 3,500 人)，其次為商業

領域(約 1,500 人)，再者為社會科學領域(約 400 餘人)。教職員總數約 740

人，其中教師 224 人，研究助理 240 人。學校開設 60 個學士與碩士 program，

沒有博士學位專業，欲讀博士之學生，引薦至其他夥伴學校(一般型大學)。 

3. 上奧地利邦專業高等學院主要研究領域包含智慧型製造、能源、醫學工程與

健康、食品科技與營養、運輸與物流等領域。各校區主要研發方向如下： 

（1）Hagenberg 校區：軟體科技與應用、資訊傳播系統、媒體與知識科技、高齡

長者生活品質。 

（2）Linz 校區：應用社會科學與非營利管理、醫學科技、高齡長者生活品質。 

（3）Steyr 校區：物流管理與公司網絡、產品與運籌管理、商業數位化、競爭管

理。 

（4）Wels 校區：自動控制工程與管理、生植能與食品科技、能源與環境、創新

與科技管理、材料與生產工程、量測與測試科技。 

4. 在與產業界之間的合作情形方面，該校與超過 1,000 個企業夥伴進行產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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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其中 140 個為國外企業夥伴，每年產學合作案金額達 1,380 萬歐元，現

在尚有 342 個業界研發計畫在進行。該校約有 225 位教授與 260 位研究助理

參與產學合作計畫，幾乎是學校所有教授都參與產學合作計畫。 

4. 該校有超過 440 門專業課程是以英語授課，主要分佈在電機工程、全球市場

與行銷、汽車機電與管理、能源資訊、創新與產品管理、互動媒體、醫學工

程、行動計算、永續能源系統等專業。 

5. 對於鼓勵學生創業的推動情形，該校在 2007 年成立奧地利第一個大學學生創

業中心，提供課程、研究、諮詢與輔導，成立至今該校畢業生總共創立了 52

間公司，現在該中心內尚有 15 個創業計畫進行中，成效卓著，其中最有名的

一間是 Rantastic，該公司在 2013 年被媒體集團以 2200 萬歐元購買，2015

年時再次被愛迪達公司收購。 

6. 參訪團中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南臺科技大學及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三校與該校

簽署學術合作備忘錄。 

 

（二）參訪心得 

1. 該校極為重視產學合作，與 1,000 個海內外企業建立合作關係，所有教師均

參與產學合作計畫。此外，也極為重視學生創業，為奧地利第一所成立學生

創業中心之大學，成立至今該校畢業生總共創立了 52 間公司，成效卓著。 

2. 該校在醫學科技研究領域發展各式輔具，以人為本，改善高齡人士生活品質，

非常具有特色，臺灣將逐漸進入高齡化社會，該校在此領域之研發成果與經

驗，非常值得臺灣各校參考，未來可透過教師交流、邀請該校教師前來短期

授課與研討會之方式，發展國際合作研究之機會。 

3. 該校和多數奧地利大學相同均無博士班，但產業技術能力並不遜色，此機制

値得臺灣技職校院參考，檢討技職教育博士班教育究竟在產業發展中鷹扮演

何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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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訪實錄 

南臺科技大學與上奧地利邦專業高等學院簽署合作備忘錄 

 

 

考察團與上奧地利邦專業高等學院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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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上奧地利邦專業高等學院校園研究與教學實驗室 

  



25 
 

五、薩爾茲堡專業高等學院 

 
Salzbur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FH 

Salzburg) 

紀錄學校：正修科技大學 

（一） 參訪過程概述 

參訪時間：105 年 6 月 21 日下午 3:30-4：30 

1. 薩爾茲堡專業高等學院校長 Dr. Gerhard Blechinger 致歡迎詞後，由執行長

Dr. Doris Walter 進行校務簡報，及該校觀光創新及管理學系、多媒體藝術

系及多媒體科技系之代表進行簡報。 

2. 該校屬於規模較小之特色學校，目前約有學生約 2500 人，但其中 2000 人來

自當地與鄰近區域，且多為在職學生。由 320 名職員與 1000 名外聘業師，協

助規劃執行地區性之特色產業發展，包括觀光產業與多媒體等創意產業。國

際化之具體執行方式，一方面擬從擴大招收國際學生推廣特色產業，一方面

希望集中強化少數姊妹校之交流，推動雙學位之授予。於三年的學習過程中，

規劃第五學期出國學習。目前已與越南、泰國、日本等多個亞洲國家，進行

長短期教師培訓與學生交換等活動。 

3. 於台灣技職發展簡介短片後，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

立虎尾科技大學、南臺科技大學等校與該校簽署 MoU。 

（二）參訪心得 

1. 該校為配合地區觀光產業發展之特色學校，並配合多媒體之創意產業，強化

整體行銷規劃，提昇旅遊週邊產值。課程規劃除強調與業界實務結合外，各

碩士學位亦提供管理學程，並強調創新之重要性。 

2. 外籍生免學費並提供各項生活協助之政府與學校之辦學策略，確能有效吸引

國際學生前來，並強化後續與外籍生母國之交流互動。 

3. 該校發展觀光產業與異業結合之經驗值得效法，國內設有相關系所的學校應

可先透過簽署合作協議，從教師及學生之交換互訪，學習落實學生實習經驗，

以及強化產業結合，擴大產值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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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該校設有特殊之創新創意育成中心，為異業結合之重要窗口，國內單位應可

借鏡其經驗，強化當地各類產業特色，與在地化人才培育之需求。 

（三）參訪實錄 

正修科技大學致贈薩爾茲堡專業高等學院紀念品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與薩爾茲堡專業高等學院簽署 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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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與薩爾茲堡專業高等學院簽署 MoU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與薩爾茲堡專業高等學院簽署 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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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與薩爾茲堡專業高等學院簽署 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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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茵斯布魯克管理專業高等學院（提洛邦庫夫史坦專業高等學院、

弗拉貝爾邦專業高等學院） 

 

MCI Management Center Innsbruck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Kufstein 

(FH Kufstein Tirol BildungsGmbH)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Voralberg (FH Vorarlberg GmbH) 

紀錄學校：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一） 參訪過程概述 

參訪時間：105 年 6 月 22 日上午 10:00-12：00 

1. 本日前往茵斯布魯克專業高等學院參訪，另外兩校弗拉貝爾邦專業高等學院

及提洛邦庫夫史坦專業高等學院代表亦聚集於該校，與參訪團進行交流。 

2. 弗拉貝爾邦專業高等學院由執行長 Dr. Thomas Madritsch 進行簡介，該校於

1997 年成立，有 19 種學程及 250 名師資提供 1200 名學生一流的教育。在擁

有最佳的教授/學生比例以及小班制的環境中，學生能受到最好的教育。該校

不僅有高科技的設備和寬大國際關係網，也重視高效率及實際應用之教法。

校內的 5 間研究中心更是緊密地連結了教學與研究。弗拉貝爾邦專業高等學

院的核心競爭力為：企業管理、技術、媒體設計以及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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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洛邦庫夫史坦專業高等學院由副執行長 Dr. Franz Geiger 進行簡介。該校

是應用科學技術學系、經濟學系和社會學系等領域的國際大學。大學本身有

共 21 個學士、碩士和 MBA 課程，授課語言有英文和德文，全校有 2000 名學

生及 450 名教師。高品質的教學已獲得多個獎項。符合國際的需求，庫夫史

坦專業高等學院與 170 家國際大學合作，並有非常熱絡的國際教師和學生的

交流。庫夫史坦專業高等學院最迷人的地方是，他位於阿爾卑斯山的心臟地

帶。學生和教師充滿了創新、並擁有最先進的教學環境和高品質的生活。 

4. 茵斯布魯克專業高等學院(MCI)由校長 Prof. Andreas Altmann 進行該校簡

介，MCI 這幾年以來成功將自己定位與德語國家大學排行之前幾名。已有 3000

名學生，1000 名校内外教職員，7000 名畢業生，幾千家企業以及研究合作夥

伴，並擁有全球 200 家姐妹校。MCI 大學的研究及進修課程是由來自多種領

域教授授課，因此該校課程提供豐富跨領域的科技内容及來自商業界的第一

手資訊，並據有國際化及服務導向的特點。 MCI 得過無數獎項，許多調查及

排行可認證該校具有高品質及國際聲望。 

5. MCI 與北科大、雲科大及南台科大簽署交換生或校對校 MoU；弗拉貝爾邦專業

高等學院與台科大及北科大簽署 MoU；庫夫史坦專業高等學院與北科大、高第

一及南台科大簽署 MoU。 

（二）參訪心得 

此參訪行程一次與三校會面，三校出席人員相當踴躍，然也因人數眾多，參

訪團各校無法與所有學校有較多時間深入討論，但仍透過 MoU 簽署儀式建立後續

洽談合作基礎，各校與此三校簽署 MoU 後應持續追蹤，並依照所簽訂之協議與該

校對口單位進行實質交流。 

（三）參訪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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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貝爾邦專業高等學院執行長 Dr. Thomas 

Madritsch 進行簡介 

提洛邦庫夫史坦專業高等學院副執行長

Dr. Franz Geiger 進行簡介 

茵斯布魯克專業高等學院(MCI)校長 Prof. 

Andreas Altmann 進行簡介 

高第一與弗拉貝爾邦專業高等學院簽署

MoU 

北科大與提洛邦庫夫史坦專業高等學院簽署

MoU 

雲科大與茵斯布魯克專業高等學院簽署

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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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奧地利提洛邦教育廳 

（一）參訪過程概述 

參訪時間：105 年 6 月 22 日上午 11:30-12：30 

1. 由在駐奧教育組之安排下，由教育部技職司馬湘萍司長前往提洛邦教育廳拜

會提洛邦教育廳副廳長 Dr. Reinhold Raffler，藉以瞭解奧地利及該邦的職

業教育概況。由副廳長 Dr. Reinhold Raffler 致歡迎詞，副廳長並另邀請教

育廳督學 Roland TeiBi（負責技職教育及學徒制）及一所工業學校校長共同

與會座談。 

2. 奧地利實施九年義務教育，但實際學制為 4-4-4 制，從小學至初中畢業只需

8年進入高中職完成第 1年課程後才算完成九年義務教育。由於奧地利高中以

下教育完全免費，因此幾乎所有國民在完成義務教育後皆選擇繼續就讀、完成

高中職教育。學生在小學就讀四年畢業後，程度較佳的學生將通過考試進入文

理中學初中階段就讀（AHS），日後朝學術研究方向發展；另大多數學生則進入

普通中學（Hauptschule），朝職業訓練方向發展，畢業後再進入高中職就讀。

因此，奧地利學童在相當於臺灣國小五年級之年紀，即面臨分流的選擇決定未

來的走向。 

3.  學生在 14 歲之後，就讀文理初中的學生繼續就讀文理中學高中階段，而選

擇職業學校的學生，則有三種發展，其一為學徒制，其二為三年制的職業高中，

其三為五年制的職業專科學校。 

4.奧地利的學徒制與其他國家的學徒制有所不同： 

（1）在接受九年義務教育之後，若要成為學徒，可透過工商總會公告的缺額（共

153 種學徒類科）找到企業，簽訂契約後成為學徒。各種學徒類科中包含自

營商、企業、工廠等等，最多學徒需求的類科為手工、木工、機械等類，

因為這些職類較少為大型工廠或公司，多半為中小企業。學徒的訓練期間

為 2-4 年（通常為 3-4 年僅有約五種類科可於 2年內完成），以機械方面的

學徒為大宗。 

（2）辦理學徒教育的學校，由於本質仍為教育，學校經費來源為政府，學校中

的機械設備經費來自地方政府，人事費則為地方政府及中央政府各負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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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企業在學徒教育中的角色並不出資辦學，而是提供接受學徒訓練的學

生工資（其中部分工資來自工商總會的補助）。 

（3）學校除了教授專業課程外也強調校內的實作課程。學校教學上有基本課綱

（包含通識、專業、實作），實作課程的比例依各類科會有所不同，而學徒

在企業接受訓練期間也有課綱。學徒制進行可分為兩種模式：其一為在學

校上 10 週課，其他時間均在企業；另一種則為每週部分時間在學校、部分

時間在企業。在學徒課程結束後，會由奧地利工商總會頒發結業證書。 

（4）接受學徒教育的學生可加強修習相關課程，透過考試取得證明後進入大學

繼續就讀。不過，大多數的學徒畢業生都是自己成立公司，僅有少部分學

徒會有進修需求。奧地利目前 30％的自營商都是接受學徒訓練的人。 

5. 五年制的專科學校經費由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共同分攤，此類學校並非學徒

制的學校，因此不會和企業有工作契約，但此類學校仍屬為高職階段，因此在

學校發展上會與學徒制學校有競爭關係。此外，五年制的專科學校亦與一般文

理高中有競爭關係，不過五年制專科學校比起文理高中多一年修習時間，每週

上課時數也較多（專科生每週學習 37 小時，高中生每週學習 33 小時）。其中

在五專生每週 37 小時的學習時間中，有一半以上是普通課程，30-40%為專業

課程，另約 20％為在校內的實作課程，額外有 8 週的企業實習課程，大部分

是沒有薪資的。 

6. 五年制的專科學校也強調專業知識與專業實作能力的培養，學校老師都是有

工作經驗的業界教師，因此五專學校畢業生具有競爭力，畢業生加上三年的工

作經驗後，即可以被稱為「工程師」，目前奧地利多數電工、工程領域的中小

企業主為五專體系的畢業生。 

7. 在詢問奧地利的學校是否也面臨少子化的衝擊時，副廳長提到雖有衝擊，但

目前對學校經營尚無太大影響，但少子化趨勢下，該國目前確實也逐漸面臨社

會及家長重視文憑的現象，學生逐漸不想當學徒，此外，該國也面臨國際評比

的壓力（奧地利國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偏低）。 

（二）參訪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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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奧地利提洛邦無論是學徒制的學校或是五年制的專科學校，在學校期間的教

學都極為重視專業實作能力的培養，因此可對應產業的人才需求。 

2. 學徒制的學校除了教授專業課程外，亦強調校內實作課程訓練，再加上學徒

制學生在企業接受訓練期間，也依據工商總會訂定的課綱進行，學校與企業共

同合作下可確保專業實作能力的培養，畢業後達到產業所需能力，並由工商總

會頒發結業證書。 

3. 在此產學共同培育的學徒教育下，學生畢業後若非留用於訓練單位，亦有能

力自己經營公司，因而，較不易出現產業人才短缺或斷層問題。奧地利與我國

都是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體系，該國推動學徒制的經驗值得未來借鏡學習。 

 

（三）參訪實錄 

教育部技職司馬司長致贈紀念品予提洛邦教育廳副廳長 Dr. Reinhold Raff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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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技職司馬司長與提洛邦教育廳副廳長 Dr. Reinhold Raffler 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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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德國慧魚集團 

Fischer Group of Companies

紀錄學校：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一） 參訪過程概述 

參訪時間：105 年 6 月 23 日上午 10:00-12:00 

1. 慧魚集團簡介：慧魚集團於 1948 年成立，為德國典型的家族式中小企業體 

(SME)，企業特色在於其卓越的研發能力，該公司員工人均專利數達德國值 20 

倍；迄今，該集團在全球 33 個國家設有子公司，近 4 千 5 百名員工，年營

業額達 7億歐元。 

2. 參訪團前往德國慧魚集團總部對該公司自動化生產線及培訓中心參訪。由業

務協理 Laurenz Wohlfarth 進行解說前，先要求所有參訪團員皆穿上螢光背

心，並且於工廠內全面禁止拍照，可感受到該集團對於遵守紀律的重要性。 

3. 該公司工廠生產線已是全自動工業 4.0 的生產線，只需要少許的人力就能監

控整間工廠的生產，透過精密的計算及程式，使生產線的機器人彼此溝通完

成生產,只需少數人力並使品質管控最佳化。此次參觀之生產線，雖然產品皆

是小小螺絲零件，卻是從開模沖床，完全使用自動化生產，工廠環境整潔乾

淨，跟台灣生產螺絲工廠有很大差別。產出產品猶如藝術品，可以運用於精

密工程設計。 

4. 該公司亦設有培訓中心進行師徒制教育，公司對於培訓新進人員不遺餘力，

每人安排一台模擬機器實際操作，且一旁皆會有資深人員協助並監督，進而

指導並提升新進人員技術。Laurenz Wohlfarth 分享師徒制於德國實施已久，

也提出親身實例。有鄰居的小孩在校成績不佳，於是轉進公司進行師徒制並

取得學位，現在取得一技之長還能在公司取得學位及職位並為公司服務。 

 

（二）參訪心得 

1. 從德國工業 4.0 計畫的推動，顯見目前工業先進國家正運用智能製造帶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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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力的提升，而全球製造業亦尋求轉型之道，以因應產業變革提升國際競爭

力。參訪該企業除了對其研發產能背後的資源投入加以了解外，也可針對德

國企業如何在此股浪潮下創造其成長動能進行了解。 

2. 另外，透過企業的角度，了解產學合作到底在德國是怎麼實施，未來建議可

以邀請企業一同前往，讓本地企業了解國外企業是如何全力配合、甚至自行

進行產學合作。學校後續亦可考慮選送學生至該集團進行實習，甚至進行師

徒制的雙聯學位。 

 

（三）參訪實錄 

參訪團員皆穿上螢光背心為參訪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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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協理 Laurenz Wohlfarth 為大家解說 

參訪團員於慧魚集團總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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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德國卡爾斯魯厄應用科技大學 

Karlsruh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紀錄學校：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一） 參訪過程概述 

參訪時間：105 年 6 月 23 日下午 3:00-5:00 

1. 由卡爾斯魯厄應用科技大學綜理國際事務之副校長 Dr. Dieter Höpfel 進行

學校簡介，並由國際處處長 Dr. Joachim Lembach 補充說明。該校前身為創

立於 1878 年的 Grand Duchy of Baden College of Building，後於 1971 年

取得大學資格。目前有 8,600 名在校學生、210 名教授、390 名講師及 450 名

行政人員。 

2.與德國國立大學相似，卡爾斯魯厄應用科技大學不收取學費。該校有六個學院：

建築工程、電腦科學與商業資訊系統、電子工程與資訊技術、資訊管理與媒體、

管理科學及工程、機械與電機工程，共提供 23 種學士課程、19 種碩士課程。

與奧地利的應用科技大學一樣，德國的應用科技大學也無博士學位授與權，只

得以與他校合作方式進行博士班課程。 

3.卡爾斯魯厄應用科技大學致力於發展為國際化大學，外國學位生佔該校總學生

數 14%，大約有 40%在校生出國實習，與 40 個國家超過 120 所大學締結為合作

協議學校。該校也提供全英語授課之碩士班課程，如感知系統科技及測量與空

間資訊。 

4.由該校網路通訊系系主任 Prof. Dr.-Ing. Rüdiger Haas 協助帶領參訪團前

往參觀機械生產實驗室。 

 

（二）參訪心得 

1. 該校最為特別之全英語課程為「全球事務研究跨洲碩士學位學程」，該校與我

國國立中興大學及墨西哥蒙特雷大學，三校共同成立跨洲學程，第一學期於卡

爾斯魯厄應用科技大學修習 18 個學分、第二學期於國立中興大學修課、第三

學期於蒙特雷大學克雷塔羅校區修課，最後一學期則於三地擇一優秀廠商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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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完成碩士論文。 

2. 此學程引起參訪團員高度興趣，並希望技職教育這端也能建立類似跨國或跨

洲學程。建議可向該校取經有關成立跨洲學程之過程及困難之處，並向國立中

興大學詢問有關立法或其他行政程序。 

3.該校提供非常多外語課程，如英語、法語、西班牙文、葡萄牙文、中文、韓語、

俄語及德語。對於交換生，並提供免費兩周密集德語訓練課程，且每月生活費

(含住宿費)與在台北生活之花費相仿，應多鼓勵學生前往該校進行交換，加強

德語能力並進一步提升自身全球移動力。 

 

參訪機械生產實驗室 於卡爾斯魯厄應用科技大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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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荷蘭瓦特尼根大學 

Wageningen University 

紀錄學校：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一） 參訪過程概述 

參訪時間：105 年 6 月 24 日下午 2:30-4:00 

1. 由瓦特尼根大學校長 Rector Arthur Mol 作迎賓致詞，再由該校溫室科技研

究組長 Dr. Silke Hemming 介紹此校溫室技術發展。 

2. 瓦特尼根大學（Wageningen University）和 DLO Foundation（DLO 爲荷蘭語，

Dienst Landbouwkundig Onderzoek，英語指 Agricultural Reserch Service）

爲合作夥伴關係，兩者結合統稱爲 Wageningen UR (University & Research 

centre)。該校的研究經費一年經費約 3.2 億歐元，其中約 1.7 億歐元之經費

來自荷蘭政府補助，約 1億歐元來自研發計畫，約 2千 5 百萬歐元來自學費，

剩餘約2千萬歐元來自其他管道。而其研究中心本身一年經費約3.3億歐元，

其中約 1.3 億歐元來自政府部會委託研究案，約 1.5 億歐元來自業界研發計

畫，其餘的約 5千萬歐元來自其他管道。 

3. 除了政府提供研究經費進行基礎研究之外，許多業者也提供研究經費進行應

用相關的研究。研究領域包含：動物科學、植物科學、食品科學、環境科學、

農業科技等。投入經費的廠商非常多，規模龐大的計有：FrieslandCampina、

Yakult(養樂多)、Unilever(聯合利華)、Silliker 等。WUR 也經常應其他國

家之委託提供技術支援，協助建設農業設施與環境監控站。目前，已經在亞

洲、歐洲、非洲等地都有非常多的成功案例。 

4. 該校未來會更強調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教育和研究的結合。就研究而言，

WUR 將繼續強化與荷蘭和國外的政府，社會和商業夥伴的合作關係。主要研

究主題鎖定：(一)更健康的人類、動物與植物；(二)更有效率地利用資源；

(三)更彈性的生態與經濟社會系統；(四)更有效率地解決都市地區生活問題；

(五)發展新的生物系統。上述研究主題會依據 WUR 每年的發展實況，調整優

先順序，以一步一步實現研究計畫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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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戴校長與該校 Dr. ir. J.E. van den Ende 進行簽署教師

研習合約儀式後，由該校植物科技組公關組長 Dr. Erik Toussaint 帶領參訪

團實地瞭解該校所設溫室生產流程。 

（二）參訪心得 

1. 瓦特尼根大學研究中心包含幾個研究所：農業經濟調查研究所(LEI)、綠色世

界研究所(ALTERRA)、土地開墾和改進國際研究所(ILRI)、應用植物研究所

(PPO)、動物疾病控制中心研究所(CIDC)、國際農業中心(IAC)、國際植物研

究所(PRI)與食品安全研究所(RIKILT)。大學環境優良非常適合研究人員與學

生求學。大學距離瓦特尼根小鎮中心不遠，就算騎腳踏車也不過 10 分鐘。居

民生活樸實，對國際人士也非常友善。 

2. 此校教職員約 6500 人，其中 185 爲教授，學生數約 9500 人，其中大學部約

4000 人，研究所約 4000 人，博士生約 2000 人。瓦特尼根大學暨研究中心是

目前全世界非常獨特的學術組織，結合了基礎、策略與應用研究，並且提供

創新的大學、碩士與博士教育。 

3. 雖然荷蘭是小國家，但瓦特尼根大學農業科技卻可以獨步全球，其農業技術

超越英國、德國、法國等先進國家。可見此校之經營模式確實有效提升學校

研發能量與校譽。該校之所以會如此成功，主要是因爲辦學與研究定位明確，

專精於研究與開發農業相關技術，且作法務實。 

4. 爲了貼近業界需求，此大學系統特別透過幾個研究所直接解決業界難題，推

動校内研究動力，再藉由教學單位吸收國內外優秀研發人才負責執行研究計

劃，達到永續經營之目標。此經營模式尤其確實適合資源有限的小國家。 

5.瓦特尼根大學在荷蘭高等教育指南上高居榜首，在生命科學領域是歐洲大學的

領頭羊，有非常多的研究强項。主要以農業技術、食品科學、動植物科學、動

物疾病控制等領域都值得我國借鏡。 

（三）參訪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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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特尼根大學校長Rector Arthur Mol

歡迎台方參訪團並介紹該校 

屏東科技大學戴昌賢校長與瓦特尼根

大學溫室科技執行長 Dr. ir. J.E. 

van den Ende 簽署教師研習合約 

屏東科技大學戴昌賢校長與瓦特尼根

大學溫室科技執行長 Dr. ir. J.E. 

van den Ende 致贈禮物 

參訪團與瓦特尼根大學於會議結結束

後在 LUMEN 大樓內拍照留念 

溫室植物科技組公關組長 Dr. Erik Toussaint 帶領台方參訪團實地參觀瓦特

尼根大學 UNIFARM 溫室設施並解說如何應用科技引領高端農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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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議事項 

（一） 技職體系具備實務經驗的教師應更受重視並建立支持系統 

奧地利與德國對於技職大學教授有實務經驗之要求（一般大學教授如果想成

為技職大學的教授，必須先要有三年的實務經驗，否則並不具備資格到技職大學

任教），在教師升等上亦自有系統與標準，重視專業及產學合作。反觀我國技專

校院過去由於師資進用、敘薪、升等、獎勵申請等機制與一般大學教師無明顯區

隔，過去學校對教師要求強調學歷及相關學術表現，升等仍多為學術論文升等。 

目前技術及職業教育法已明訂技專校院新聘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需有

一年以上業界工作實務經驗，教師亦需每任教滿六年至產業半年研習或研究，未

來建議從奧地利與德國技職教育經驗，強化各校實務上落實推動，並促使學校對

於技術專業及具備實務經驗教師提供更完善之支持系統，以期能建立技職體系教

師強而有力的實務發展機制。 

（二） 產業參與學徒制訓練的理念值得我國企業學習 

德國產業運用完善之空間及設備訓練學徒，落實企業在人才培訓的角色。雖

係由於政府法令及工商總會規範，要求產業必須扮演培訓的角色，但企業並未馬

虎行事，不僅對學徒扎實的訓練方案及專業的指導，亦提供完成學徒培訓的學生，

可轉為正式員工繼續服務的機會。而奧地利辦理學徒制的產業，在學生接受訓練

期間，亦依據工商總會訂定的課綱進行培訓，透過學徒制學校與企業共同合作下

可確保專業實作能力的培養，畢業後達到產業所需能力，並由工商總會頒發結業

證書。 

在此產學共同培育的學徒教育下，學生畢業後若非留用於訓練單位，亦有能

力自己經營公司，因而，較不易出現產業人才短缺或斷層問題。現行我國並無類

似奧地利或德國工商總會運作機制，但兩國師徒制對於學子習得一技之長後順利

就業，及對於企業人才需求之滿足均有雙贏效果，建議未來可參考奧地利及德國

師徒制精神，研擬促進企業參與人才培育之有效機制。各校亦可循此精神下創造

發展出屬於我國特有的產學共同人才培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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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推動國際交流合作的作法和策略可更加深化 

奧地利跟德國兩國之大學在推動國際化及進行國際交流方面均相當積極，

藉由低負擔的優勢（奧德兩國大學幾乎不需學費，僅由學生負擔住宿費及生活費），

並透過提供豐富的跨領域及英語課程，本次參訪學校的外國籍學生及修習領域均

相當多元。各校除簽訂合作備忘錄形式外，期待能有更實質的合作目標及雙方互

動成果。 

建議未來各校推展國際合作面向，除促成雙邊學生交換外，提升學生國際

移動能力外，亦可思考如何提升學校可提供外國學生的課程質量，亦可加強學校

相關研究研發領域之國際連結，及朝跨校聯盟或跨國合作方式推動。 

（四）務實教學與研究仍為科技大學提升的關鍵 

荷蘭瓦特尼根大學在農業科技專業研究為世界成功典範，惟並未走往學術

高塔，而落實大學對社會的責任，實實在在為國家及人類解決問題，該校認為一

所好的研究型大學，並非僅研究或論文成果豐碩，而應實實在在為國家解決問題，

甚至為人類解決問題。同樣的，上奧地利邦專業高等學院為奧地利的專業高等學

院體系學校，該校除極為重視務實教學，專注於培育學生具備未來就業時所需專

業能力，該校仍極為強調教師必須從事研究，原因是在於教師必須不斷精進及與

外界連結，才能不斷自我提升及改善教學，而透過研究計畫的進行，亦可使學生

有機會實際參與，成為未來公司所需人才。務實而專精的研究精神，值得我國學

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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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件 

新聞稿網址：http://www.cna.com.tw/news/ahel/201606240122-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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