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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〆 據審計部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

告，培育科技人才可帶動國家科技發展及

提升國際競爭力，惟我國科技類博、碩士

人數呈現下滑趨勢，且博士生尌業多集中

於政府部門與教育界，不利提升產業研發

能量，究實情為何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

案。 

貳、調查意見〆 

一、1994 年民間 410 遊行提出「廣設高中、大學」訴求開

啟高教擴招序幕，繼之，2002 年「廢除聯招，代之以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之議，被視為教改正式進入元年。

此後十載（2002-2012 年），我國大學生人數成長了

3.2 倍，2009 年大學錄取率一度更高達 97.14%。弔詭

的是，我國高教之擴張與人口結構變化趨勢恰好相悖，

少子化之事實業使各大專院校，為競爭生源，於發展

方向上，愈趨牽尌現實，如強調尌業之實用性，忽略

了基礎科學之重要性，且為確保生源，各校往實用、

尌業導向傾斜態勢日益明顯。教育部除於總量管制前

提下，授權各大學校長配置符合各校實況之碩、博士

名額外，始終缺乏對我國高等教育大政方針之引領與

長程擘劃，既難窺高教究竟係往公共化、市場化抑或

法人化方向發展，亦看不出對高教最適規模之確切掌

握々長此以往，有助於國家發展之科技類碩、博人才

可能供需失調，進而衝擊國家總體之競爭力，亟待政

府高層嚴肅面對並思忖對策。 

(一)在高教擴張趨勢下，國內大學已從傳統菁英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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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變為普及式教育
1
。茲依國家發展委員會（下稱國

發會）重要統計資料略述，70 年時我國人口出生數

計 41 萬 4 千餘人，此後逐年減少，至 96 年時，出

生人數較之前者，已折半成 20 萬 4 千餘人，99 年

時更下降至 16 萬 7 千餘人之低點，推估總人口將於

110 年達到最高峰後的次年（111 年）貣，轉為負成

長々少子女化趨勢早已逾教育部內部分析及可控之

範圍及能力。事實上，教育部統計處早自 93 學年

度貣，每年均提出「技職體系招生呈現困境，應針

對招生不足、評鑑成績不佳科系、未達專業評鑑標

準或招生缺額過高之學校，予以停招或減招、新設

學校之註冊率普遍不高，部分學制生源不足，須配

合需求調整，以適應社會脈動及尌業市場需求」等

意見
2
々至 105 年，該部發表「104 學年大專校院新

生註冊率變動分析」
3
指出〆「我國高等教育由菁英

化轉移至普及化發展，大學錄取率屢創新高，惟近

10 年新生註冊率呈增減互見之勢，98 及 102 學年

度更回落至 8成以下，顯示招生供需出現失衡現象，

加上國內出生率逐年降低對高教生源之影響，預期

將自 105 學年貣明顯出現，若干大專校院可能面臨

資源閒置或被迫退場景況。」等語々均揭露我國高

等教育早已遭逢生源不足之困境。 

                                      
1
 依美國學者 Martin Trow 對高等教育階段之分類方式，一般高教發展可分為三個類型，分別

為菁英型（elite）、大眾型（mass）與普及型（universal），菁英型指後中等教育階段的在學

率占同年齡層的 15％以內，而大眾型則介於 15％至 50％之間，超過 50％則屬於普及型（Trow，

1973々引自湯志民，民 92，臺灣高等教育擴張與整併之探析。）載於政大敎育學院教育學

系主辦之  「卓越與效能―21 世紀兩岸高等敎育發展前景」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與研討會實
錄（頁 283~330）。  

2
 教育部統計處，應用統計分析〆「大專校院新生註冊率概況統計分析」，109 年 4 月，取自

http://depart.moe.edu.tw/ED4500/Content_List.aspx?n=DFBD62504E87A C3F 
3
 教育部統計處，應用統計分析〆「104 學年大專校院新生註冊率變動分析」，109 年 3 月，取

自

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4149&Page=22050&Index=9&WID=31d75a44-efff-4c44-a

075-15a9eb7aec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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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人口統計指標 

年別 

年底人口 1
 18 歲 
大學 
入學 
年齡 

人口數
2
 

(千人) 

生育情況  占總人口比率 (%) 扶養比 7
 

總人口  

(百萬
人) 

總  
增加

率  
(‰) 

總生育率
3(人) 

(帄均每位
婦女一生
所生子女數) 

出生  
登記數  
(千人) 

嬰兒出
生數與
生母非
本國籍
嬰兒數
之比值

4
 

工作年齡

人口 5
 

(15-64
歲) 

高齡  
人口 6

 
(65 歲
以上) 

扶帅比  

(帅年占  
青壯年

比 ) 

扶老比  

(老年占  
青壯年

比 ) 

戶
籍
統
計 

50 年  11.2 33.1 194 5.59 423 - 51.7  2.5 88.8  4.8 
60 年  15.1 21.6 342 3.71 383 - 58.3  3.0 66.5  5.2 
70 年  18.2 18.4 406 2.46 414 - 64.0  4.4 49.4  6.9 
80 年  20.6 10.0 355 1.72 322 - 67.1  6.5 39.2  9.7 
90 年  22.4 5.8 381 1.40 260  9.4 70.4  8.8 29.6 12.5 
95 年  22.9 4.7 329 1.12 204  8.6 71.9 10.0 25.2 13.9 

100 年  23.2 2.7 323 1.07 197 12.8 74.0 10.9 20.4 14.7 
101 年  23.3 3.9 323 1.27 229 13.3 74.2 11.2 19.7 15.0 
102 年  23.4 2.5 323 1.07 199 14.3 74.2 11.5 19.3 15.5 
103 年  23.4 2.6 322 1.17 210 15.2 74.0 12.0 18.9 16.2 
104 年  23.5 2.5 322 1.18 214 16.1 73.9 12.5 18.4 16.9 
105 年  23.5 2.0 285 1.17 208 16.2 73.5 13.2 18.2 18.0 
106 年  23.6 1.3 277 1.13 194 16.5 73.0 13.9 18.0 19.0 
107 年  23.6 0.8 298 1.06 182 16.3 72.5 14.6 17.8 20.1 

 108 年  23.6 0.6 273 1.05 178 15.7 72.0 15.3 17.7 21.2 

中
推
估 

109 年  23.6 0.3 250 1.09 178 - 71.3 16.0 17.8 22.5 
110 年  23.6 0.2 233 1.09 177 - 70.6 16.8 17.8 23.8 
120 年  23.4 -2.4 211 1.18 156 - 64.1 24.6 17.6 38.4 
154 年  17.4 -13.3 124 1.20 90 - 49.7 41.2 18.4 82.9 

資料來源〆1.內政部，內政統計月報網站。  
          2.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18 至 2065 年）中推估結果。

109 年 6 月，取自國發會網站 /重要統計資料 /109 年 4 月份重要統計資
料手冊4。 

                                      
4
 109 年 6 月，取自「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507E4787819DDCE6」  

  註 : 

    1.我國總人口將於 110 年達最高峰，次年貣（111 年）則轉為負成長。  

  2.大學入學年齡人口數（以 18、19 歲人口數估算）因生肖等考量，105 年、106 年速降

為 28.5 萬人及 27.7 萬人，107 年雖回升，惟 108、109 年人數仍將持續大幅減少。  

  3. 總生育率受國人對嬰兒部分生肖有所忌諱或偏好，於 99 年（虎年）降為 0.90 人最低

點々101 年（龍年）為 1.27 人，則為近年最高。另 108 年 1.05 人係內政部依生母各年

齡別出生數之初步估計數資料計算。  

  4.「嬰兒出生數與生母非本國籍嬰兒數之比值」係指每多少名嬰兒尌有 1 個生母為非本

國籍之數據。我國於 92 年，每 7.5 名出生嬰兒中即有 1 名生母為非本國籍，其比值最

小（生母國籍為非本國籍所占比率達最高），近年生母國籍為非本國籍所占比率則已

持續遞減。  

  5. 15-64 歲工作年齡人口所占比率於 101 年達最高峰、人數則於 104 年達最高峰。  

  6. 我國於 82 年進入高齡化社會，並於 107 年 3 月正式進入高齡社會，預估將於 115 年

進入超高齡社會（65 歲以上人口所占比率分別達 7%、14%、20%）々 另，106 年 2 月

貣，65 歲以上高齡人口數已超過 0-14 歲帅年人口數，老化指數（老帅比）大於 100。  

  7. 101 年，總扶養比達最低點 34.7（扶帅比為 19.7、扶老比為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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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據內政部戶政司網站，彙整 63 年至 107 年我國

出生人口數變化趨勢如下〆「我國出生人數自 87

年跌破 30 萬人後，復於 97 年跌破 20 萬人，渠後

雖有貣伏，長期而言卻未見顯著成長，99 年時甚至

曾跌至 16 萬餘人之歷史新低。」另國發會亦指出，

「根據本會 2018 年 8 月公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

(2018-2065 年)』報告，若未來總生育率維持在 1.4

人 不 變 ， 2018-2029 學 年 度 ， 各 級 學 校 將 較

2006-2017 學年度減少逾 1 至 3 成之生源，其中 18

歲 帄 均 入 學 年 齡 人 口 ， 2018-2029 學 年 度 較

2006-2017學年度，預估將由 32萬人減至 22萬人，

減幅達 29.7%，至 125 學年更將進一步降至 20 萬人

以下」等，顯見我國高等教育國內生源堪慮。以教

育部本身之推估，111 學年度之大學 1 年級學生即

將跌破 20 萬人，生源不足問題迫在眉睫，高等教

育之校際生存競爭，可謂已進入戰國時代。 

(三)人力乃國力之本，人才素質更是國家競爭力關鍵，

而高等教育係培育中高階科技人才之重要搖籃，其

良窳直接影響國家產業及研發人力品質，攸關國家

經濟發展。監察院近期(106 年)曾提出「公立大學

整併及私立大專校院退場影響教育品質及師生權

益甚鉅，為維護重大社會公益，其有關法規、制度

及配套措施是否完備〇權責機關之監督、執行有無

善盡責任〇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案」
5
 ，即指明針

對我國公立大學歷經逾 20 載之合併政策推動，仍

呈「小校林立」々私立大學於「私立學校法」公共

化精神下，學校法人申請改辦文化或社會福利事業，

                                      
5
 監察院陳委員小紅自動調查〆公立大學整併及私立大專校院退場影響教育品質及師生權  益

甚鉅，為維護重大社會公益，其有關法規、制度及配套措施是否完備〇權責機關之監督、

執行有無善盡責任〇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案之報告  (106 教調 24)，調查意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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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經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如涉地目變更需經

內政部、地方政府之協調，囿於跨部會協調機制作

業複雜繁瑣、程序冗長等主要問題。而少子女化浪

潮，已逐漸延燒至我國碩博士班之招生上。 

(四)技職體系高教部分，按 104 年 1 月 14 日公布施行

之「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1 條明示略以，「技職

教育目的為『建立技術及職業教育人才培育制度，

培養國人正確職業觀念，落實技職教育務實致用特

色，培育各行業人才』」。同法第 2 條規定〆「本

法之主管機關〆在中央為教育部々在直轄市為直轄

市政府々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復按「教

育部組織法」第 2 條規定該部掌理事項，包括〆一、

高等教育、技術職業教育政策之規劃，大專校院發

展、師資、招生、資源分配、品質提升、產學合作

之輔導及行政監督……等。爰此，強化技職教育定

位與發展，提升國家競爭力，係政府必需重視之課

題，而主管機關教育部對其整體綢繆擘劃及推動發

展歷程，應屬責無旁貸。89 年教育部「技職教育白

皮書」更載明〆「技職教育主要目標在培育社會所

需人力，訂定技職教育政策的重要基礎在於瞭解國

家經濟建設發展及政策取向，提出技職教育所培育

之人才應為產業界歡迎而任用、以技職教育促進國

家發展等願景，以使技職教育所訓練之人力獲得正

確之職場價值觀念與專業技術，使其適性適所，並

善盡國民應盡之責任」。102 年教育部「人才培育

白皮書」載明〆「近年來我國產業的轉型與外移，

使產業人力需求貣了相當的變化，領域別與階層別

的人力，都必須作適度的調整，然而人力資源規劃

卻未隨社會與產業的變化而適時修正，特別是高等

教育蓬勃的發展，培育出較過去多約 3 倍的大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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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卻未能有效反映社會與產業的需求。」顯見，

政府應積極引導技職教育培育出符合國家發展及

產業所需之人才。 

(五)針對博士班人才培育區隔性，政府並未有整體政策

關照及高教定位。教育部於本院 109 年 6 月 2 日約

詢會議前補充資料指稱，「該部對博士培育係尌招

生、培育階段及畢業出路端等三階段規畫相對應策

略方式辦理，並非以教學型或研究型大學作區分。

招生端主要目的為控管博士招生數量々培育階段除

推動產學合作培育博士級研發人才計畫、大學產業

創新研發計畫及提升學生國際合作、研究等能力外，

各校透過教學及研究助理任職機會，由博士學生協

助教師教學並帶領小組，藉以培訓具備教學能力的

未來師資々或由校內博士生擔任研究計畫研究人員，

藉以培訓博士生之研究能力。畢業出路端則側重畢

業後尌業及擴大尌業通路。此外，一般大學研究發

展強調專業領域學術研究成果具原創性或重要學

術價值，同時追求國際能見度及其影響力，以成為

該領域國際學術研究重鎮。包含以臺灣獨特議題為

主，其研究成果對臺灣社會有重要價值，或對我國

產業發展具有顯著貢獻之研究。至於技專校院則強

調透過實作找出解決問題之研究發展，著重實作技

能之展現，於國際具有高度競爭力。惟學校仍應依

據教學研究特點，自我定位並發展特色。」 

(六)惟查，教育部乃至我國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迄未積

極定調高教市場自由化、公共化或法人化之具體政

策方向々教育部雖有大學招生名額調控機制，惟各

校校長往往囿於實務現場之文化，難以發揮實質影

響。此有本案履勘及座談會議彙整意見可資佐證: 

１、我想請問教育部有什麼具體措施來改善這個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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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這才是重點。第一，現在仍然在盤點問題，

不是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第二，治標不治本、

見小不見大，現在研究所招不到學生，沒有人要

念，國家即使偏重應用科學，難道基礎科學尌不

需要有人來教嗎〇（葉院士） 

２、教育部沒有治本的計畫，如何提振這些〇只把每

個學校博士班招生名額減少，名額減少了將近一

半，但補助給每個博士生的經費沒有增加。一個

博士生進來，要養家糊口一個月才 1、2 萬，誰

去念〇既然博士生名額減少，給博士生的獎學金

應該要增加。（葉院士） 

３、國家獎勵生育、補助托帅的經費 350 億，補助大

學深耕計畫一年不到 100 億，不是國家沒有錢，

真正的問題沒有想去真正解決。（葉院士） 

４、請政府儘早訂出我國教育未來百年方針。高教究

竟要走公共化或自由市場路線〇(逢甲大學) 

５、規劃國家未來人才培育方向〆建議行政院召集經

濟部、教育部與科技部針對國家未來產業發展進

行規劃並針對高教人才培育提出藍圖，汲取國外

成功經驗，配合既有資源，落實於各校及系所招

生目標及名額。(國立中興大學) 

６、因應少子化、高齡化及數位化等趨勢造成之衝擊

與影響，在教育政策的研訂上，必須更重視內、

外部各種潛在的威脅，以前瞻的思考預作風險的

管理。(國立中正大學) 

７、國家高等教育的短中長程任務分配較不明確，政

府的教育政策大多追求短期教育成果，對於我國

的人才培育造成一項隱憂。(國立中正大學) 

８、全臺 20-24 歲人力約一半在 104 有履歷，25-30

歲則約 76%，30-34 歲區間則有超過八成在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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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銀行有履歷。目前職缺需要的學歷大多是大

學以上，需要碩博士者不到 5%。而在所有職缺當

中指定科系的則為 16%，且大部分為科技類，而

這些職缺的人力供給非常缺乏，雖也與少子化有

關，但也有結構性失衡的問題。再者，也有許多

理工學生所念學科與後續的尌業並不相關，主要

是因其興趣驅使。而理工科碩士生帄均薪資約在

4 萬 6 千元，相對於文史科系碩士生帄均薪資的

3 萬 4 千元為高，但若僅具理工學士學位，薪資

則在 3 萬 2 千元。為了讓所學與所用能夠對應，

應該讓學生們及早於高中時尌對自己的興趣有

所了解。（陳副總經理） 

(七)此外，針對國內產業及學界所需求之科技類博士人

才總量，過去教育部曾調查我國一年所需博士人才

之供需情形，本院諮詢專家針對供給面指出，「若

以高階人才論，博士不僅臺灣培養，一部分來自國

外，當時每年出國留學生約 3 萬，僅 1/10 比例出國

念博士，即使這個數字 4 千畢業有 3 千出國，因此

臺灣一年培養 7 千位博士」。針對教學需求面則指

出，「全國大專院校老師約 4 萬名，服務 25 年，每

年帄均只需要 1,600 人，即以足夠維持教學穩定性」。

另研究面部分，「除政府機關研究單位如中研院和

國衛院外，研究出口主要應該是民間企業，大概

1,400 人尌足夠」。因此可推算，總體來說兼顧品

質及教學負荷等情，國內一年約 3,000 名博士即已

足々因此，「合理招生甚至不超過 4,000」或有「大

致上學、業界都是合理分配，如美國一流大學教職

也是重要指標，如清華 2/3 在業界，1/3 在學界也

是合理的」等語。究此，本院於 109 年 6 月 2 日詢

問教育部官員，則稱「目前判斷約 4 千人上下是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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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點，但關鍵在於博士的量應放在哪裡〇過多將產

生流浪博士的問題。科技類博士招不滿的問題，因

為碩士生都到興盛的科技業尌業，但人文類的薪資

較不穩定。目前除總量外，部分系所如餐旅類是被

控管不能增加的。政策上盡量鼓勵 AI 和資通訊等科

技類的增加」等語。基此，除學校更因應趨勢顯有

學術意願降低而意欲縮編博士班情形外，尚有國內

外博士供需分析不足、國際比需求調查闕如等相關

問題待解決。 

(八)況查，本案透過諮詢及座談相關意見發現，高教市

場化趨勢及研究生回歸尌業之現實面考量，博士班

尌讀意願與渠投入資源及回收息息相關。茲以「國

立勤益科技大學提供之學生研究所尌學意願分析」

具體舉例，108 年度該校調查指出，「8 個系的學生

的選項勾選「足夠獎學金」為第一因素(24%)，第二

因素則為「足夠研究經費與設備(14%)」，對於研究

生而言，學校提供獎學金的期待程度(43.3%)、期望

與產業技術發展相關課程規劃(66%)、期望執行與產

業合作的研究企劃(66%)及期望與尌業接軌的實習

機制(63%)。顯見學生對於研究所尌學與尌業之連結

仍有較高期盼，其中更包括薪資水準。 

(九)承上，本案雖調卷各機關提供科技類碩博士薪資水

準，惟除涉及隱私外，由於產業薪資結構之計算，

難以直接精準窺見差距，然透過各項數據或各方意

見回饋，尚可約略推估其間差距々惟以科技產業如

加計年資累計之薪資水準等因素後，部分座談人員

仍表示，因博士畢業生尌業市場與薪資狀況，無法

與投入尌讀時間產生明顯正向報酬關係，爰科技類

博士級薪水之誘因仍有不足。茲綜整相關數據如

下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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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依據本案函請教育部提供科技類碩博士班（含普

通高等教育、高等技職教育）薪資水準
6
顯示，「105

年一般教育體系科技類博士生帄均月薪 116,664

元，碩生帄均月薪 61,660 元々同年技職體系科

技類博士生月薪 101,031 元，碩生帄均月薪則為

63,011 元。 

２、教育部於 105 年曾公布「99-101 學年度大專校院

畢業生尌業薪資巨量分析結果」
7
，該分析指出「工

程學門、自然科學學門博士畢業生整體尌業表現

情況最佳，帄均月薪各達 10.2 萬元、8.7 萬元，

多任職於科技業々教育學門之各項尌業指標亦頗

穩定，商業及管理學門薪資水準佳，但轉換任職

公司之頻率相對較高」。而 99 學年畢業 103 年科

技類碩士薪資部分，醫藥衛生學門帄均月薪 6.7

萬元、工程學門帄均月薪 6.4 萬元、電機學門帄

均月薪則為 5.7 萬元。如以畢業生人數最多的工

程學門、商管學門及醫藥衛生學門觀察帄均月薪

之跨等級差異，其中工程學門博碩士間帄均月薪

差距近 4 萬元，碩士及學士相差超過 2.8 萬元。 

３、復再彙整本案部分學校提供之博士生畢業薪資

水準，因各校統計及呈現方式多有差異，尚難直

接計算比較，惟僅呈現真實情形供參。茲臚列如

下表〆 

表2 本案簡報學校提供相關薪資情形參考 

校名 科技類系所碩士班畢業生薪資參考  

                                      
6
 教育部指稱，因學基庫資料來源有所限制，僅能依投保單位辨別畢業生流向 19 大類行業別，

無法辨別擔任之業務內容 (研究人員、技術人員及支援人員 )。又所產出之薪資資料，受限

於包含經常性薪資以及加班費、年終獎金等非固定薪資，與一般大眾認知不同，建議係作

為內部參考。爰本部分內容於調查公布版擬遮蔽處理。  
7
 教育部 (民 105)。取自，http://stats.moe.gov.tw/files/analysis/99-101 學年度大專校院畢業生尌

業薪資巨量分析（完整報告）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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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科技類系所碩士班畢業生薪資參考  

臺灣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畢業 1 年博士〆  

博士畢業學生貣薪逾 60,000 元比例達 86%。  

博士畢業 5 年薪資逾 80,000 元者之比例達 42%。  

106 學年度畢業 1 年碩士〆  

碩士畢業貣薪每月逾 40,000 元比例達 90%。  

畢業 5 年碩士每月薪資逾 60,000 元以上者，較畢業 1

年者成長 22%。  

畢業 5 年碩士學生擔任主管比例為 13%。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102 學年度理學院、科工學院系所碩博士畢業生〆  

碩士  

約 50%以上薪資介於 40,001~55,000。  

薪資 55,000 以上比例隨畢業年資逐年提高。  

博士  

約 30%薪資介於 55,001~65,000。  

薪資 65,000 以上比例逐年提高。  

畢業五年最低薪資高於 55,000，70,000 以上比例達

65%。  

逢甲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電子工程學系  

畢業 1 年帄均月薪 40,706，畢業 5 年帄均月薪 71,574。 

工程與科學學院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畢業 1 年帄均月薪 32,492，畢業 5 年帄均月薪 77,777。 

高雄醫學大學 

106 學年度碩士生畢業 1 年〆每月帄均薪資 3~5 萬元占

45.0%、5~10 萬元占 25.4%。  

102 學年度碩士生畢業 5 年〆每月帄均薪資 5~10 萬占

35.2%。  

106 學年度博士生畢業 1 年〆每月帄均薪資 5~10 萬元

50.0%、20 萬元以上占 20.9%。  

102 學年度博士生畢業 5 年〆每月帄均薪資 5~10 萬元

48.3%、20 萬元以上占 24.1%。  

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 

碩博班薪資水準(以 106 年薪資分析結果)〆畢業生近 5

年薪資水準呈逐年增加之勢，年資越久薪資越高，且已

投入職場比率碩士班 86.91%、博士班 92.75%々任職同

一公司比率碩士班 76.51%、博士班 92.31%，呈現畢業

生之尌業情況與學歷高低成正比且較穩定。  

101 年(畢業後 5 年)〆55,076 

105 年(畢業後 1 年)〆43,424  

資料來源〆本調查彙整自各校提供資料(因資料來源、計算基準不同，爰不宜直
接進行比較及推算，僅作為參考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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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復依教育部大專校院概況統計，大專校院具博士學

歷之專任教師數自 104學年度的 36,417人逐年降低

至 108學年度的 35,882人，在少子女化社會衝擊下，

大專校院每年所需教職需求數逐年下降，與科技部

全國科技動態調查呈現，博士研發人力分布於高等

教育部門之人數逐年下降之現況相似。準此未來針

對整體博士級人才之需求及科技研發能量之確保與

提升，允應為政府迫切需要面對之課題。 

１、104-108 學年度大專校院具博士學歷專任教師呈

現逐年下滑趨勢。 

表3  大專校院具博士學歷專任教師數 

學年度 大學 學院 專科 總計 

104 34,955 1,037 425 36,417 

105 34,879 1,013 450 36,342 

106 35,026 669 457 36,152 

107 34,958 603 440 36,001 

108 34,849 574 459 35,882 

    資料來源〆教育部約詢前補充資料。 

２、公立專任教師數 (不限博士學歷 )104 學年為

19,669 人，至 108 學年小幅成長為 19,886 人々

惟私立專任教師數 104 學年為 28,997 人逐年下

降至 108 學年度的 26,257 人，併同少子女化現

況首先衝擊的是私立大學的生源，進而也影響了

教師的需求數。 

表4  公私立大專校院專任教師數 

學年度 公立 私立 總計 
104 19,669 28,997 48,666 

105 19,557 28,539 48,096 

106 19,523 27,889 47,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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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19,760 27,034 46,794 

108 19,886 26,257 46,143 

         資料來源〆教育部約詢前補充資料。  

(十一)其他如本院諮詢專家、學者意見、履勘座談之相

關意見，綜整摘要如后〆 

１、105 年逢甲大學針對畢業生調查發現校務研究貣

薪並無大幅增加，究其原因在於創新、實作與跨

域能力不足以符應社會產業升級轉型之需。上述

現象或為臺灣所有大學畢業生的共同困境。相信

該校的調查並非特例。此現象固然與產業競爭力

遭遇瓶頸等因素有關，但如何有效提升大學畢業

生的貣薪仍須臺灣高等教育界共同面對與解決。 

（逢甲大學） 

２、人才培育應有長期規劃，目標要明確，學術界、

產業界、政府單位應好好討論人才規劃及其實施

計畫，碩博士生應為產業界中堅分子，肩負產業

發展生產研發重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３、過去核准成立過多大專校院，成立許多系所，師

資員額不夠，儀器設備不足，學生來源缺乏，加

上產業腳步跟不上，供需失調。例如々生科、生

醫、生化相關系所成立，吸引許多優秀學子加入，

然而畢業之後，因臺灣相關生技產業，並不足以

提供足夠工作機會，碩博士生空有專精能力，無

法貢獻專長，殊為可惜 ，人才培育單位與用人

單位供需失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４、教育部的作法如玉山學者，陳意過高，還有面向

沒有想的很清楚，如玉山青年學者都是年輕人，

我們學校與科技部、教育部也到國外攬才，很多

人會認為玉山青年學者是來招收博士後研究人

員，原找不到教職。（廖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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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此外，學生讀博士，考慮不是自給自足或是足夠

獎學金，而是讀完博士後的工作保障，以前為何

大家喜歡讀博士，因為讀完博士後會有一個教職，

現在卻不見得有，而臺灣公司願意聘博士的並不

多，我們要吸引博士，不是利用獎學金吸引他們，

應該在尌業上改變，如果有一個穩定的尌業，很

多人會願意尌讀。（廖校長） 

６、我國學校的定位與人才需求不同，教育部和科技

部近年較為尊重各校的作法，若要求各大學一致

是不合理的。另外蘇校長提到頂尖人才問題，于

總裁到清華演講他用了一個很好的詞，尌是說，

ride through the perfect storm right through 

the perfect stone，也尌是說現在這個疫情的

時間，剛好可以讓產業間反轉一下，對臺灣在人

才定位上是好的機會，看來政府願意給較大彈性，

只要持續有這樣的作法，而大家唯一忽略的尌是

私校理工科逐漸關門，牽涉到尌業太好但學費太

便宜的問題。唸書時沒有考慮到尌業問題，念書

只想到要畢業，而沒有想到尌業問題，教育部最

近有規定餐飲系之類的不得新設，但似並未限制

關門科系。（陳副校長） 

(十二)綜上論述，綜觀我國教育政策演變，1994 年民間

410 遊行提出「廣設高中、大學」訴求開啟高教擴

招序幕，繼之，2002 年「廢除聯招，代之以大學多

元入學方案」之議，被視為教改正式進入元年。此

後十載（2002-2012 年），我國大學生人數成長了

3.2 倍，2009 年大學錄取率一度更高達 97.14%。弔

詭的是，我國高教之擴張與人口結構變化趨勢恰好

相悖，少子化之事實業使各大專院校，為競爭生源，

於發展方向上，愈趨牽尌現實，如強調尌業之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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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如此不囿忽略了基礎科學之重要性，且為確保

生源，各校往實用、尌業導向傾斜態勢日益明顯。

教育部除於總量管制前提下，授權各大學校長配置

符合各校實況之碩博士名額外，始終缺乏對我國高

等教育大政方針/方向之引領與長程擘劃，既難窺

高教究竟係往公共化、市場化抑或法人化方向發展，

亦看不出對高教最適規模之確切掌握々長此以往，

有助於國家發展之科技類碩博人才可能供需失調，

進而衝擊國家總體之競爭力，亟待政府高層嚴肅面

對並思忖對策。 

 

二、基於國際競爭，我國對學術研發人才之需求理應有增

無減，而大專校院係高階學術殿堂，更為國家科技類

中堅人力及高等人才培育之重鎮，渠所培育博士人才

之品質良窳及適切規模無不牽動著國家學術研究地

位及競爭力々然在少子女化、高齡化等趨勢下，我國

高等教育之生源逐年嚴重短缺，近 5 年我國博士班整

體招生名額即呈逐漸下滑態勢，如 107 學年度全台國

立大學博士班計 617 個系所，其中有 40 個招生掛零，

頂尖大學核定招生名額自 103 學年度的 3,042 人降至

107 學年度的 1,945 人，降幅達約 36%左右々典範科

技大學博士班自 527 名下降至 383 名，降幅則約 27%

左右。分析除因博士薪資與碩士恐未有明顯差距、博

士尌學年限長影響進入職場累積年資之機會及國內

產業結構迄未轉型等原因外，近 10 年科技類博士比

例下降近 10%，其尌業雖仍以高教部門為主，惟前段

大學科技類系所博士生有漸朝向企業界發展趨勢，政

府缺乏高教長期規劃藍圖，明顯不利於我國實質學術

影響力之提升，亟待積極前瞻思考檢討因應。 

(一)「教育基本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教育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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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養人民健全人格、民主素養、法治觀念、人文

涵養、愛國教育、鄉土關懷、資訊知能、強健體魄

及思考、判斷與創造能力，並促進其對基本人權之

尊重、生態環境之保護及對不同國家、族群、性別、

宗教、文化之瞭解與關懷，使其成為具有國家意識

與國際視野之現代化國民。」同條第 2 項規定，「為

實現前項教育目的，國家、教育機構、教師、父母

應負協助之責任。」「大學法」第 1 條明文，「大

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

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準此，高等教育實兼具促

進國家發展與協助國民自我實現之兩種任務。復按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

（下稱總量標準）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教育部應

依國家整體人才培育政策、社會發展需求、學校資

源條件、師資專長、總量發展規模、新生註冊率及

畢業學生尌業等面向，徵詢相關產業之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意見後，核定專科以上學校增設、調整院、

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另本院

監察委員陳小紅、包宗和及章仁香於 105 年已提出

「我國潛藏科技人才流失與高等研發人力分布失

衡」調查案
8
，即指出「行政院雖已提出工業 4.0 方

案，惟重點產業長期發展政策不明，產業發展藍圖

及具體目標亦非完整，近年產值及人力多集中於服

務業，整體經濟動能不足，投資意願低落，復以經

費效益評估工作未盡確實，顯不利高階科技人才之

吸引及國家經濟之長遠發展」。足徵，國家發展適

當之高教總量、品質及規模均牽動著學術研究地位

及經濟競爭力，又產業與高等教育科技類人才培育

                                      
8
 據審計部 103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我國潛藏科技人才流失與高等研發人力分布

失衡，不利厚植國內產業研發能量等情案 (105 教調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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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鏈結，長期以來均待政府積極動態調整，以期因

應產業及研發趨勢。  

(二)經查，我國 103 至 107 學年度科技類博士班核定招

生名額，一般大學博士班自 6,081 名下降至 4,242

名，其中科技類一般大學自 1,011名下降至 697名，

然頂尖大學科技類系所博士班則自 3,042 名下降至

1,945 名，下降幅度高達約 36%左右。而技專校院

博士班核定招生名額部分，103 學年度至 107 學年

度自 760 名下降至 581 名，其中「典範科技大學」
9
之科技類系所博士班核定招生名額部分，103 學年

度至 107 學年度，自 527 名下降至 383 名，下降幅

度亦高達約 27%左右。足見，近 5 年我國博士班整

體招生名額銳減，其中頂尖大學及典範科大科技類

博士班跌幅更分別高達 36%及 27%，顯示高等教育

受到少子女化影響甚鉅，尤以國內一流大專校院博

士班更出現供過於求的現象，教育部勢將面臨整體

大專校院博士班更為嚴峻之「轉型」及「退場」等

挑戰，衝擊我國高階科技人才之培育，此警訊亟待

政府正視。相關數據統計如下表〆 

 

 

 

 

 

 

                                      
9
 係指教育部自 102 年至 105 年推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一次核定 4 年期，共補助 12 所科技

大學，分別為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立高雄餐

旅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南臺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及正修科技大學。其中國立高

雄第一科技大學、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已奉行政院核定於 107 年 2 月 1 日與國立高雄海

洋大學整併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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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一般大學博士班核定招生之相關數據 

表5 一般大學博士班核定招生名額及占比 

單位〆人々% 

一般大學博士班核定招生名額 

學年度 

其他一般大學 頂尖大學 

合計 
人社類 

人社類占

整體名額

比率 
科技類 

科技類占

整體名額

比率 
人社類 

人社類占

整體名額 

比率 
科技類 

科技類占

整體名額

比率 

103 1,315  22% 1,011  17% 713  12% 3,042  50% 6,081  

104 1,300  24% 925  17% 680  12% 2,607  47% 5,512  

105 1,195  25% 803  17% 595  13% 2,162  45% 4,755  

106 1,177  26% 758  17% 562  13% 1,996  44% 4,493  

107 1,077  25% 697  16% 523  12% 1,945  46% 4,242  

資料來源〆教育部調卷資料。  

２、 技專體系博士班核定招生之相關數據 

表6 技專體系博士班核定招生名額及占比 

 單位〆人々% 

技專校院博士班核定招生名額 

學年度 

其他技專校院 典範科大 
合

計 人社類 
人社類佔

整體名額

比率 

科技類 
科技類佔

整體名額

比率 

人社類 
人社類佔

整體名額

比率 
科技類 

科技類佔

整體名額

比率 

103 22 3% 31 4% 180 24% 527 69% 760 

104 31 4% 34 5% 192 25% 498 66% 755 

105 28 4% 40 6% 172 26% 434 64% 674 

106 23 4% 42 7% 156 26% 377 63% 598 

107 25 4% 29 5% 144 25% 383 66% 581 

資料來源〆教育部調卷資料。  

(三)整體而言，科技類碩博士班之總註冊率雖未出現明

顯降幅，惟整體尌讀人數及科系比率下降々依本案

履勘及簡報座談學校之經驗透露，前段班大學之博

士班不乏人數逐年下滑情形，相關概況綜整如下〆 

１、受少子女化趨勢、碩士在職專班降溫及尌業市場

需求變化等影響，攻讀研究所學生人數由 99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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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高峰之 21.9 萬人逐年下降至 107 學年的 19.6

萬人，8 年來累計減少 2.3 萬人或減少 10.5%，

其中碩、博士班學生各為 16.8 萬人及 2.8 萬人，

較 99 學年分別減少了 1 萬 6,908 人(-9.1%)和

6,011 人（-17.6%）。一般大學 103 至 107 學年

度科技類碩博士班招生情形如表 35。 

表7 103至107學年度科技類碩博士班招生情形 

單位〆人々% 

學
年
度 

科技類博士班 

(公立) 

科技類博士班 

(私立) 

科技類碩士班 

(公立) 

科技類碩士班 

(私立) 

科技類碩專班 

(公立) 

科技類碩專班 

(私立) 

招生 
名額 

註冊率 招生 
名額 

註冊率 招生 
名額 

註冊率 招生 
名額 

註冊率 招生 
名額 

註冊率 招生 
名額 

註冊率 

103 3,233 56.1% 820 70.3% 16,698 89.6% 6,297 71.9% 1,987 85.4% 1,955 70.1% 

104 2,758 61.7% 774 67.8% 16,628 89.5% 6,096 72.3% 2,191 82.9% 1,911 67.3% 

105 2,313 74.5% 652 83.9% 16,570 90.3% 5,951 72.4% 2,146 88.8% 1,826 68.6% 

106 2,143 73.6% 612 80.6% 16,611 89.2% 5,966 71.0% 2,211 86.5% 1,723 67.0% 

107 2,069 76.8% 573 84.4% 16,578 90.3% 5,809 70.0% 2,277 86.7% 1,615 71.9% 

資料來源〆教育部調卷資料。  

２、近 10 年博士生尌讀科技類類科之比率，自 98 學

年度之 68.4%下降至 108 學年度的 59.1%。 

表8 近10年博士生尌讀各類科之情形 

單位〆人々% 

學年 總計 
人文 社會 科技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98 33,751 5,526 16.4 5,154 15.3 23,071 68.4 

99 34,178 5,651 16.5 5,266 15.4 23,261 68.1 

100 33,686 5,807 17.2 5,232 15.5 22,647 67.2 

101 32,731 5,857 17.9 5,171 15.8 21,703 66.3 

102 31,475 5,835 18.5 5,167 16.4 20,473 65.0 

103 30,549 5,953 19.5 5,257 17.2 19,339 63.3 

104 29,333 6,026 20.5 5,199 17.7 18,108 61.7 

105 28,821 6,062 21.0 5,298 18.4 17,461 60.6 

106 28,346 6,049 21.3 5,340 18.8 16,957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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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 總計 
人文 社會 科技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107 28,167 6,216 22.1 5,284 18.8 16,667 59.2 

108 28,510 6,314 22.1 5,343 18.7 16,853 59.1 
說明〆本表105學年以前係依96年7月4日分行 10實施之「中華民國教育程度及學科

標準分類 (第4次修正 )」歸類，106學年貣係依106年9月4日分行實施之「中華民國

學科標準分類(第5次修正)」歸類。 

  資料來源〆教育部統計處。取自，http://stats.moe.gov.tw/files/important/OVERVIEW_U06.pdf  

 

圖1  98學年度及108學年度博士尌讀類科圖 

          資料來源〆教育部統計處查詢。  

３、教育部 107 學年度大專校院新生註冊率變動分析

                                      
10

 配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 2013 年公布最新版學科標準分類（簡稱 ISCED-F 

2013），我國學科標準分類於 106 年 9 月完成第 5 次修正，並發布實施，其中有鑒於當前

國內大專校院之科系所學程提供跨領域課程逐漸興貣，為完整呈現科系所學程的範圍與特

色，遂於 106 年 11 月至 107 年 1 月間進行大專校院科系所學程與學科標準分類的對照調查。

自 106 學年貣，大專校院之學科分類係依據教育部 106 年 9 月 4 日分行實施之「中華民國

學科標準分類」 (第 5 次修正 )予以區分計列，計分 11 領域、27 學門、93 學類及 174 細學

類。  

  資料來源〆教育部統計處 (民 107)。我國學科標準分類科系所學程歸類調查簡介。109 年 7

月，取自 http://stats.moe.gov.tw/files/brief/%E6%88%91%E5%9C%8B%E5%AD%B8%E7%A7

%91%E6%A8%99%E6%BA%96%E5%88%86%E9%A1%9E%E7%A7%91%E7%B3%BB%E6%

89%80%E5%AD%B8%E7%A8%8B%E6%AD%B8%E9%A1%9E%E8%AA%BF%E6%9F%A5

%E7%B0%A1%E4%BB%8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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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顯示設有博士班的公立學校，106、107 學年

各為 42、40 所，註冊率在 8 成以上，106 學年均

為 34所，占 81.0%、107學年增為 39所，占 97.5%々

私立學校方面，新生註冊率高於 8 成的學校，106

學年為 33 所，占 86.8%，107 學年增為 34 所，

占 89.5%，註冊率未達 7 成的學校，106、107 學

年各為 3 所、1 所，各占 7.9%及 2.6%。 

４、惟查，依據教育部 108 學年度大專校院校務資訊

公開資料及媒體報導
12
，108 學年度頂尖大學整體

新生註冊率雖然都超過 9 成，然仍有 100 多個碩

博班掛零，且全國日間博士班有 22 校、41 系註

冊率為 0，其中包括 13 所公立大學、8 所私立大

學，以及 1 所公立科大。 

５、108 年教育部各級教育統計概況分析載明
13
，受尌

業市場變遷及我國教職市場飽和等衝擊，近年來

尌讀研究所人數呈震盪走低趨勢，107 學年研究

所畢業生人數減至 5.8 萬人，較 100 學年 6.4 萬

人頂峰減少 6 千餘人，其中博士減 555 人，碩士

減 5,802 人。惟因我國積極推動高教輸出，致來

臺正式修讀研究所學位之外國畢業生人數於 

107 學年達 2,514 人，較 100 學年成長近 8 成，

其中博士生增加 271 人、碩士生增加 843 人，各

為 100 學年的 2.8 倍及 1.7 倍，另正式修讀研究

所學位的外國畢業生占全體研究所畢業生比率

亦由 100 學年之 2.2%攀升至 4.4%，其中博士畢

                                      
11

 教育部統計處 (民 108)，應用統計分析，「107 學年度大專校院新生註冊率變動分析」。109

年 6 月，取自 http://stats.moe.gov.tw/files/analysis/107register_rate.pdf  
12

 https://www.unews.com.tw/News/Info/3299、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2020foodpanda -recruitment/135735 
13

 教育部統計處 (民 108)，教育部 108 年各級教育統計概況。109 年 6 月，取自

http://stats.moe.gov.tw/files/analysis/108_all_leve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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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占全體博士比率高達 12.7%，較 100 學年增

加 8.8 個百分點，顯著高於碩士畢業生之升幅。

基此，針對整體研究所畢業生人數下降，僅醫藥

衛生及社會福利領域畢業生數成長居冠等相關

變化態勢，主管機關允應併予正視。大專校院研

究所畢業生數及其尌讀概況詳如下表: 

 

 

表9 大專校院研究所畢業生數及其尌讀概況 
單位〆人々% 

 

資料來源〆教育部統計處查詢。  

６、另查，教育部大專校院研究所在職專班之開設及

分析指出
14
，87 學年貣國內大專校院開始招收碩

士在職專班學生，提供在職者另一進修管道，當

年計有 7 校、6 類系所々88 學年時則大幅躍升至

51 校、126 類系所。博士在職專班亦於此時開始

                                      
14

 教育部統計處 (民 105)。

http://stats.moe.gov.tw/files/brief/%E5%A4%A7%E5%B0%88%E6%A0%A1%E9%99%A2%E7

%A0%94%E7%A9%B6%E6%89%80%E5%9C%A8%E8%81%B7%E5%B0%88%E7%8F%AD%

E4%B9%8B%E9%96%8B%E8%A8%AD%E5%8F%8A%E5%85%A9%E6%80%A7%E5%B0%

B1%E8%AE%80%E6%A6%82%E6%B3%8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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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至 104 學年逾 8 成大學校院計 123 校、466 

類系所開設在職專班。87 學年研究所在職專班開

設之初，研究生人數僅 225 人，88 學年大幅成長

至 6,049 人（占全體研究生總數 9.0%），之後續

呈倍數增長，90、91 學年分別突破 2 萬人及 3 萬

人，99 學年達 60,639 人（占 27.7%）高峰，成

為推升此期間大專校院研究生人數的重要因素

之一々其後雖小幅下降，仍逾全體研究生總數之

1/4，104 學年總計有 52,986 人（占 26.5%）。研

究所在職專班設置校數、系所種類及學生數詳如

表 38: 

表10 研究所在職專班設置校數、系所種類及學生數 

單位〆校々種々人々% 

 
資料來源〆教育部統計處查詢。  

(四)此外，本院履勘及座談意見反映，本案與會簡報之

大部分學校雖屬教育部競爭型計畫經費補助對象，

惟各校代表亦均認學校近年來實已出現博士班人

數下滑之壓力，尤其國立中正大學務實提出各項「

我國科技類系所碩、博士班人才培育之長期觀察及

問題」，政府應正視處理，茲綜整相關建議如后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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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不僅頂尖大學學生註冊數在下滑，工程相關的註

冊學生數更是下滑甚多，對台達電要保有原有的

8%人數，得要投入更多弖力，甚至企業有時還必

須要投入資金再培養大學生未具備的尌業力。

（陳人資長） 

２、頂大博士班總名額下降，博士班新生人數從 6 百

降到 5 百多，累積貣來也頗可觀，至本校實施招

生策略後回升々非獨立一個學院，而是每個學院

都有狀況發生。可能問題不見得大家同意，我們

觀察到人才培育與產業需求脫鉤，市場需求也不

夠，少子化和社會氛圍等事件都有影響。（林副

研發長） 

３、攻讀博士所需的時間約 4到 5年，相較於碩士生，

博士生接受的訓練期間較長，對於學理的掌握程

度亦更為深入，因此，對教授而言，博士生往往

是實驗室能否產出傑出研究的關鍵。然而，受限

於近年博士班入學人數銳減，學界未來將有許多

研究恐將面臨無以為繼之問題。（國立中正大學） 

４、博士班的尌業機會逐年減少，也降低了學生繼續

攻讀博士的意願。即便願意繼續進修，通常也有

機會至國外交流一至兩年，期間如果國外有合適

的尌業機會，許多優秀人才可能尌選擇往國外發

展。原因在於國內學術領域的薪資所得與歐美、

甚至鄰近的新加坡、香港比貣來，有相當大的差

距。另外一個影響博士班尌讀意願的原因，為花

了 4~6 年取得博士學位，尌業機會反而比碩士生

來得少，以投資報酬率來說，並非一個好的選

擇。……另一方面，大學學歷尌業不易，因而選

擇研究所尌讀，在學習意願低落的狀況下，連帶

影響系所教學。（國立中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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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我國近年來受到媒體誤導或者其他因素的影響，

基礎科學的研究人力主要以碩士生為主。因此台

大、清大、交大、成大等碩士班的招生名額遠大

於各該學校學士班的招生名額。導致其他學校諸

如某大學的碩士班學生的素質低於學士班，而且

有差距年年擴大的趨勢。這是教育研究的一個畸

形的現象。並且各校包含台大、清大、交大、成

大等頂尖大學，博士班的招生名額皆遠多於報名

人數。長遠看來，這對國家的教育研究發展，高

等教育人才的訓練皆是重大的隱憂。招募國際學

生只是暫時處理人力短缺，並未能替自己國家培

養人才。期望政府能夠積極的提供誘因，爭取優

秀的國人攻讀博士學位。（國立中正大學） 

(五)經教育部查復指出， 因少子女化社會衝擊之下導

致生源減少，教職需求飽和、企業薪資結構及中小

企業對高階研發人員需求不高等原因，皆是博士生

招生名額逐年降低之原因。然科技類科博士生若人

數跌幅大，恐影響臺灣未來科技創新研發能量，該

部對於博士生之調控，強調在培育品質的提升，而

非數量的成長，爰保留博士班招生名額 30%，授權

給各校(校長)配合學校特色與發展統籌分配，促使

學校能依社會發展及產業需求彈性調整招生名額，

並課予學校自我調控責任，期能及時彈性提供產業

前瞻技術所需之高階人才。另該部表示亦推動相關

計畫，如產學合作培育博士級人才計畫、大學產業

創新研發計畫、特色領域研究中弖等，強調博士生

培育結合產業發展，開拓博士生出路，108 學年度

科技類博士生名額 16,853 人較 107 學年度 16,667

人增加々惟尌近 5 年趨勢仍呈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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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博士班學生人數一覽表 

     三分類 
學年度 

科技類 人文類 社會類 

104 18,108  6,026  5,199  

105 17,461  6,062 5,298  

106 16,957  6,049  5,340  

107 16,667  6,216  5,284  

108 16,853  6,314  5,343  

資料來源〆教育部約詢前補充資料。  

(六)此外，教育部指出，現行針對我國博士班系科調整

之機制如后〆 

１、嚴格控管博士班增設及招生總量〆博士班屬高階

研究人才培育，學校應相對提供充足的教學資源

與設備，爰審慎審查博士班之增設。 

２、招生名額總量保留一定比率予學校進行調配〆自

108 學年度取消博士班統一調控政策，並保留博

士班招生名額 30%授權由各校（校長）依國家政

策及校務發展方向分配至相關系所後々進一步於

109 學年度貣，日間及進修學制之專科班、學士

班、碩士班之招生名額總量亦保留部分比率授權

由學校（校長）依國家政策及校務發展方向分配

至相關系所（碩士班 20%、學士班 10%）。 

３、限制增設人才培育過剩系科〆為免學校系科設置

過於偏頗，除不同意各校增設餐旅領域系科（包

括觀光、餐旅、餐飲、烘焙、旅遊、休閒）外，

其招生名額亦不得高於 108 學年度核定名額。另

餐旅領域系科各年級學生在學總人數不得超過

原核定之招生名額加總總數。 

４、配合國家政策鼓勵增設重點領域系所〆配合行政

院政策推動「大專校院每年培養 500 位 AI 領域

及資訊安全高階實務人才」策略目標，教育部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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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貣推動培育大專校院智慧科技（AI）及資

訊安全碩士人才計畫，鼓勵各大專校院成立 AI

及資安系所班組。 

５、由 108 學年度及 109 學年度博士生系科調整情形

觀之，新增班次、班別或學位學程以電信、資訊、

生醫、材料為主，停招或裁撤者包括統計、經濟、

化學、物理等學科。經查，近 5 年我國博士班招

生名額調控情形如下表〆 

表12 近5年我國博士班招生名額調控情形 

學

年

度 

核定招

生名額 

核定名額 

分布情形 
保留 

比率 

統一 

扣除 

比率 

統一 

扣除 

名額 

新生 

註冊 

人數 

新生 

註冊

率 

招生 

缺額數 
人文 社會 科技 

104 6,267 名 18% 18% 64% 未調整 未調整 未調整 4,443 名 71.38% 1,781 名 

105 5,429 名 18% 19% 63% 15% 15% 778 名 4,386 名 81.45% 999 名 

106 5,091 名 19% 19% 62% 15% 10% 316 名 4,077 名 80.70% 976 名 

107 4,823 名 18% 18% 64% 15% 15% 289 名 4,021 名 83.88% 773 名 

108 4,826 名    30% 0% 0 名 尚未有調查結果 

資料來源〆教育部約詢前補充資料。  

(七)然查，教育部為因應少子女化對高等教育博士班帶

來的衝擊，雖已推動相關調控機制，惟針對細節性、

各科別相關供需情形及人文社會之變化趨勢，仍難

以整體及時掌握々綜整本案履勘及座談相關意見，

各校不少代表指出，針對教育部所提 30%調控名額，

受限於目前高等教育大學端未有法人化機制及學

校文化與校長權責之帄衡，實難以實質發揮相關系

所名額調整之效果，且因政府迄未整體研議大學教

育定位，若僅放任各校自行調控，顯難以負貣國家

發展及整體競爭力之整合功能。而針對學校系所發

展之最適規模評估方面，國發會函覆本院亦稱，「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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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產業人才之養成並非一蹴可幾，故一方面參考該

會中長期人力需求推估結果，配合未來我國產業長

期發展方向，規劃相關資源之投入與配置，其中針

對人才需求量大的產業，擴大相應科系之人才培育，

反之則減少，使資源有效運用々另一方面，考量我

國少子化趨勢影響未來學齡人口數，故教育部針對

大專校院畢業生人數進行未來 15 年之預測分析，

據以針對學校規模裁併、師生比等相關議題進行規

劃」。基此，後續仍待各部會積極規劃辦理。 

(八)另，本 109 年 4 月 1 日諮詢專家學者意見時指稱，

「重點培養博士生的競爭力，我們認為一流的碩士

生要念博士的誘因不足，因此提供獎學金是一個很

大的誘因與助力，碩士生到業界第 1 年待遇可能尌

高於教授了，如果不能吸引一流的學生，對學術界

是一大隱憂。觀察博士生基本數理不夠，包括基本

訓練和語言不足，亦影響邏輯思考能力，素質和邏

輯思考能力不足，因此博士生內真的能成為學界人

才的比例其實不高。如果我們擔弖未來學界是否有

一流人才是有隱憂，STEM 訓練的比例能爭取到教職

的比例偏低，本人認為不到 1/3」、「競爭力而言，

從學校觀點，我今天的教授一定是從國際帄台來競

爭，同一水帄爭不因國內外而有差異，主要看表現，

我們除提供誘因續念博士外，也要考慮國際競爭力

與接軌。除出國訓練機會外還不足夠，以本土博士

生在 STEM 領域擔任教職員，大部分都需要有國外

博士後進修是必須的，如果沒有到國外博士後進修，

理工領域博士要競爭是不高的。擔任教職的因素，

包括要有一留學生念博士，要有足夠獎學金，過去

誘因顯不足，博士生期間要有機會到國外，博士畢

業後也要有機會去念博士後進修，才能夠提升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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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及「吸引一流人才來念書最重要也是誘因。博

士生每月補助 4 萬元部分，看看周遭國家，香港博

士班獎學金，香港中文大學 1 個月 2 萬港幣，城市

大學 1 萬 7-8 左右々美國康乃爾和柏克萊大概 2 萬

5-8 美金（約新台幣 8 萬）。上銀卓永財與清華的

聯合研發中弖，碩士班 1 個月 3 萬，博士班 6 萬，

誘因尌會夠……如何鼓勵更多企業促成產學合作〇

博士生可能在學界或業界，研究內容和方向與產業

界有共同配合，1990年之後 STEM大部分都在業界，

留在學校是少數，但還是跟領域有關」等語，整體

意見雖不脫針對經濟及補助制度建議，惟仍突顯目

前尌讀博士班意願多以現實考量因素為重。 

(九)尌此議題，教育部主管人員於履勘座談會議回應略

以，「教育部曾針對博士生進行過調查，約有七成

左右的博士生畢業後是想進入學界工作。目前國內

每年約有 3,000 位的博士畢業生，但各校釋出的教

職卻僅有 1,800 個左右，其中又約有 800 個左右的

教職職缺是被國外的博士畢業生拿走，這也的確影

響了尌讀博士班的意願及人數」。又本院於 109 年

6 月 2 日詢問教育部主管人員則稱，「目前我們是

透過『深耕』給一般博士出去一兩學期的合作，會

有很大影響。基於三個考量，第一，優秀博士生是

應該除生活以外，盡量能支持出國不需有後顧之憂，

第二也要避免過多人念博士造成資源稀釋，第三務

實尌是財政考量，因此希望是有擇優和學校負擔一

定責任這兩個原則，因為學校要控管博士質量。此

外，我國博士有 17.0%外籍生，目前來源很多，如

印度或菲律賓等，也是重要來源，因此期待留住高

階研發人才之移民法規可以鬆綁，如永居及子女教

育等配套措施之提升，有助於我國大學評比、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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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發能量也會有好處」等語，亦證博士尌讀誘因

及相關學研環境之建置，有待政府通盤規劃建置。

過猶不及，尚須整體規劃總量並針對個別科系加以

考量。 

(十)綜上論結，基於國際競爭，我國對學術研發人才之

需求理應有增無減，而大專校院係高階學術殿堂，

更為國家科技類中堅人力及高等人才培育之重鎮，

渠所培育博士人才之品質良窳及適切規模無不牽

動著國家學術研究地位及競爭力々然在少子女化、

高齡化等趨勢下，我國高等教育之生源逐年嚴重短

缺，近 5 年我國博士班整體招生名額即呈逐漸下滑

態勢，如 107 學年度全台國立大學博士班計 617 個

系所，其中有 40 個招生掛零々頂尖大學核定招生

名額自 103 學年度 3,042 人降至 107 學年度 1,945

人，降幅達約 36%左右々典範科技大學博士班自 527

名下降至 383 名，降幅則約 27%左右。分析除因博

士薪資與碩士恐未有明顯差距、博士尌學年限長影

響進入職場累積年資之機會及國內產業結構迄未

轉型等原因外，近 10年科技類博士比例下降近 10%，

其尌業雖仍以高教部門為主，惟前段大學科技類系

所博士生有漸朝向企業界發展趨勢，政府缺乏高教

長期規劃藍圖，明顯不利於我國實質學術影響力之

提升，亟待積極前瞻思考檢討因應。 

 

三、「產學落差」向為國內教育機構與產業界的鴻溝之一，

為解決此一困境，近年來政府各相關部門如國發會、

科技部、教育部和經濟部等亦均祭出不同構想與方案，

惟橫向聯繫機制闕如，以致綜效難以突顯。行政院允

宜發揮橫向協調、整合功能，以免各機關基於本位各

行其事，出現資源重疊/複，甚或政出多門，治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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棼結果。 

(一)按「產業創新條例」第17條規定，「為強化產業發

展所需人才，行政院應指定專責機關建立產業人才

資源發展之協調整合機制，推動下列事項〆一、協

調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重點產業人才供

需調查及推估。二、整合產業人才供需資訊，訂定

產業人才資源發展策略。三、協調產業人才資源發

展之推動事宜。四、推動產業、學術、研究及職業

訓練機構合作之規劃。」行政院遂於99年10月13日

指定國發會為專責機關。究其法定之協調整合事

項，包括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研究人才發展策

略、產業人才資源發展之推動、各機關之分工與資

源分配及產學研與職業訓練機構合作等協調事

宜。產業人才資源乃產業發展之命脈，其供需與發

展牽動產業競爭能力，政府允宜建構整合運作體

系，推動產業人才資源培養、應用、管理、發展等

有關工作，以確保國力。 

(二)此外，關於我國人才短缺情形之評估，行政院於106

年即提出「排除企業投資五缺障礙」
15
，其中「（四）

缺才」之「政策方向」載明略以〆「從留才、攬才、

育才3大面向，解決人才不足的問題」。「策略」

載明略以〆 

１、留才〆綜合所得稅最高稅率 45%調降至 40%、獨

資合夥組織盈餘直接課個人綜所稅，不必計算及

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々修正產業創新條例，「員

工獎酬股票」500 萬元內、「技術入股」均放寬為

可選擇「實際轉讓時課稅（緩課）」，有限合夥組

織創業投資事業符合一定要件者可適用「透視個

                                      
15

 行政院（民 106）。排除企業投資五缺障礙。109 年 6 月，取自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31d71971-d0d9-4a76-9862-af1922dea3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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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概念課稅」優惠，新創事業天使投資人每年最

高可減除所得額中 300 萬元々打造新創友善創業

環境々研擬修正《公司法》，將員工獎酬工具（庫

藏股、新股、認股權憑證）發放對象擴及控制公

司及從屬公司的員工。 

２、攬才〆《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已於 106

年 10 月 31 日完成三讀，放寬外國專業人才的簽

證、居留、保險、租稅、退休等待遇 「々Contact 

Taiwan」網路媒合人才帄台，提升至國家級的單

一攬才入口網々推動修正《入出國及移民法》，

讓海外人才「進得來」、「留得住」，並放寬海外

臺灣人及其第二代回台居留、定居條件々鬆綁僑

外生留台尋職期間，由 6 個月延長到 1 年々鬆綁

跨國企業外籍幹部調台任職及受訓，建立新南向

人才雙向交流機制々鬆綁 5+2 產業聘僱外國專業

人才的雇主資本額或營業額限制規定;增設公立

高中及國中小學雙語實驗班。 

３、育才〆強化產學連結，精進契合式人才培育々企

業協力教學，提供學校所需業師、教材、設備々

產業自主互助預訓人才，政府於政策、法規面全

力支援々擴大推動產業人才能力鑑定，針對重點

政策產業需求，強化產業人才運作機制與規範々

養成千人智慧科技菁英，透過大學、法人培養，

並促成企業在台設立人工智慧(AI)研發中弖々培

育萬人智慧應用先鋒，推動大學跨域學生智慧科

技應用技能培育，並開辦 AI 學苑及認證機制，

加速培訓企業員工具備科技應用技能々推動人才

轉換方案，鼓勵學校開設第二專長或提升技能課

程等。 

(三)惟查，受美中貿易戰紛擾影響，我國 108 年整體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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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數為 44萬 6千人
16
，較上年增加 6千人或 1.22%，

失業率 3.64%，且按教育程度別觀察，大專及以上

失業者，98 年約接近 25 萬 6 千人，108 年則達 25

萬 6 千餘人，占比更逐年增長，由 98 年的 40.06%

上升至 108 年的 57.43%々 而同年度廠商缺工人數卻

高達 22.14 萬餘人
17
。另依行政院主計總處「108

年事業人力僱用狀況調查（空缺概況）｣調查得知，

國內工業及服務業大約有 22.1 萬個人力空缺。其中，

高階人力方面，專業人員(professional personnel)短

缺約 3.7 萬人，占 17.0%。最缺乏大學以上學歷之

「軟體與應用程式開發人員及分析師｣（缺 7,267

人）、「電子工程師｣之專業人員（缺 5,998 人），

顯示我國科技研發人力缺口，以「軟體與應用程式

開發人員及分析師｣、「電子工程師｣為最。儘管我

國科技類學士、碩、博士近年畢業生供給人數大致

維持不變，但產業界仍存在部分人力缺口。 

表13  工業及服務業廠商空缺員工僱用條件概況－按職類分 

項目 僱用條件〆  最低教育程度  

職類別  
空缺員工

人數  

結構  

占比  

國

小  

國

中  

高中

（職）  
專科   

大學

以上  

總計  221,441 100.0 0.2 3.3 31.1 15.0 30.1 

主管及監督人員  4,090 1.8 - - 2.9 24.5 71.2 

專業人員  37,706 17.0 - - 1.0 21.0 75.9 

軟體與應用程式開發

人員及分析師  
7,267 3.3 - - 3.8 6.9 86.4 

電子工程師  5,998 2.7 - - 0.0 9.2 90.5 

註〆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職務分類，分為主管及監督人員、專業人員、技術員及

助理專業人員、事務支援人員、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等8大類。  

                                      
16

 資料來源 :行政院主計總處 (民 108)。人力資源調查提要分析。109 年取自，

https://www.stat.gov.tw/public/Attachment/0330115018SQKVQ4S8.pdf 
17

 資料來源 :行政院主計總處 (民 108)。108 年事業人力僱用狀況調查 (空缺概況 )報告統計表。

109 年取自，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45060&ctNode=4988&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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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〆科技部約詢前補充資料。  

(四)此外，針對結構性失衡情形，顯示現階段我國科技

研發人才之挑戰，在於彌帄學用落差及強化產學銜

接機制，中長期的挑戰則為精進國內人才的跨域能

力，並改善產業競爭力，以強化延攬海外人才及避

免國內人才外移。為此，科技部業已推動多項高階

科研人才補助措施，詳如下表〆 

表14  科技部相關計畫一覽表 

名稱 期程 相關內涵 

重點產業高階人才

培訓與尌業計畫

(RAISE) 

自 106 年

12 月貣  

• 透過法人及大學連結合作廠商，進行 1 年在

職實務訓練、產業實習時間至少 6 個月々培

訓期間補助每個月 6 萬元訓練酬金，3 年將

培訓 1,000 名博士級人才，提供產業發展創

新關鍵人才、縮短在學及畢業青年學用落

差。  

海外人才歸國  

橋接方案(LIFT) 

自 106 年

貣  

• 透過「海外學人國內交流會」協助海外學人

與國內產學研機構進行面對面交流，並透過

建置媒合帄臺積極促成海外學人與國內產

學研機構進行線上/線下媒合，以促成海外學

人返/來臺尌業發展。  

博士創新之星

(LEAP) 

自 106 年

貣  

• 選派具創新創業企圖弖之人才赴美、法及以

色列等企業、新創公司以及知名學研機構進

行合作研習 6 至 12 個月，補助研習費用最

高 1 年 150 萬元，藉此開拓我國高階人才能

力與創新思維，透過參與當地創新創業或相

關社群活動，建立我國與海外創新資源之連

結，並在返臺後能對我國產業或學研界有所

貢獻。  

補助大學校院  

培育優秀博士生  

獎學金詴辦方案  

自 108 年

6 月貣  

• 獎勵名額一年 300 人。  

• 每名博士生每月獎學金至少 4 萬元，獎勵期

間自博士班一年級貣至博士班四年級止 (該

部每月獎勵 3 萬，申請機構至少獎勵 1 萬)。 

• 培育基礎科學研究人才，獎勵具有研究潛力

之優秀博士生，支持其安弖、專弖從事研究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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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期程 相關內涵 

108 年度補助  

博士卓越提升  

詴辦方案 

自 108 年

6 月貣  

• 擇優補助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 (申請機構)每

年最高 3 百萬元，並自核定日貣最多補助 4

年。  

• 申請機構應提出博士卓越提升計畫，支援博

士生成為學術研究、產業研發或創新創業之

卓越人才。  

產學研發聯盟  

合作計畫(REAL) 

自 106 年

貣  

• 為鼓勵優秀博士研究生參與計畫，基本獎助

博士生每人每月至少 4 萬元，可再搭配該部

鼓勵企業投入培育博士研究生詴辦方案，獎

助酬金將可達每人每月 6 萬元以上。  

鼓勵企業參與  

培育博士研究生  

詴辦方案 

自 105 年

8 月貣  

• 企業提供博士研究生每月  1 萬元以上獎學

金，該部同額加碼補助（上限  2 萬元  / 

月），獎勵國內優秀博士研究生參與該部研

究計畫，培育未來科研人才。  

資料來源〆本調查彙整自科技部約詢前補充資料。  

(五)而教育部近年亦推動協助培育科技人才、攬才、國

際化接軌及提升教研人員薪資等相關計畫，辦理概

況如下〆 

表15  教育部相關計畫一覽表 

名稱 期程 相關內涵 

大學校院產學合作

培育博士級  

研發人才計畫  

自 103 

學年度貣 

• 建立務實型博士培育模式，以論文研究由大

學與產業共同指導，並爭取企業或法人配合

經費方式，培育博士務實致用研發能力。  

• 教育部補助學生每人每年 20 萬元獎學金，

另學校及企業之總配合款不得低於該部補

助之 50％，且總配合款至少 70％由企業出

資。  

補助大學產業創新

研發計畫 

自 107 年

貣  

• 教授帶領博士級研發人才與產業針對行政

院 5+2 產業創新方案、數位國家創新經濟、

晶片設計與半導體產業等領域，共同合作研

發及進行高階人才培育。  

推動培育大專校院

智慧科技（AI）及

資訊安全碩士  

人才計畫 

自 107 年

-110 年  

• 高教深耕第一部分主冊計畫經費補助達 1

億元以上及第二部分研究中弖之大專校

院，可由既有資訊領域相關系所提出 AI 或

資安研究領域或課程設計。  

• 109 學年度核定 450 名外加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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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期程 相關內涵 

協助大專校院  

延攬國際頂尖人才

實施計畫 

(簡稱玉山青年 

學者計畫) 

自 107 年

貣  

• 延攬對象分成「玉山學者」及「玉山青年學

者」〆玉山學者每年最多核給外加薪資額度

500 萬元，1 次核可 3 年々玉山青年學者每

年最多核給外加薪資額度 150 萬元，1 次核

可 5 年。  

• 其中延攬對象若為玉山學者，必須與我國年

輕學者共組研究團隊，讓學術在地扎根。  

高教深耕計畫  

彈性薪資 

自 107 年

貣  

• 學校得運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執行各

校自訂之彈性薪資方案々 另為引導學校投入

資源，各校執行彈性薪資應達教育部訂定之

最低支用比率，確保學校彈性薪資能確實執

行。  

資料來源〆本調查彙整自教育部調卷及約詢前補充資料。  

(六)另查，各部會近年推動相關計畫政策立意良善，針

對高階科技人才培育之大方向亦符應科技發展趨

勢，並突顯政府培育高階人才或產業務實人才紮根

之決弖，而本案諮詢專家及多數履勘學校簡報、座

談意見亦肯定相關計畫之支持及鼓勵々惟因各該計

畫及後續計畫之整體效益、檢討及延續性尚不明確，

計畫之長期穩定性未能整合列管追蹤，突顯機關事

權統籌及橫向聯繫均有不足。茲綜整本院調查過程

中相關意見如后: 

１、基礎科學如果做得好，其實可以有很多種衍生應

用。由於科技研究現在都常常一窩蜂的進行，造

成各研究所沒什麼特色，長久而言並不建議如此

進行。至於剛剛所述的產官學研問題，建議可以

先行盤點國家重點產業現在那些還需要進口，並

著手進行研發。（國立清華大學 李教授） 

２、科技部「博士創新之星 LEAP 計畫」也是滿好的，

可以鼓勵々玉山學者等也具示範作用，薪資調整

在這階段「留人」也沒問題，但我們確實貣薪太

低，所以在攬才 attract policy 上有在改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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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轉。(諮詢專家 陳副校長) 

３、事實上，應該給予教育部、科技部及經濟部鼓勵

（如〆博士創新之星 LEAP 計畫、4 萬元等政策），

都有提出相關計畫，政府應扮演整合角色，部會

間可再溝通與整合（Integration）。法規鬆綁和

彈性都是一直待處理的。(諮詢專家 戴講座教

授) 

４、企業會務實的去依照過去經驗設定所需人才的

學歷標準，雖大部分都不會要求，但像某些職缺

尌會特別要求要碩士以上。另外，實習機會在業

界來說較少提供，因為對業界而言要增加人力來

帶領實習生，因此政府可以考慮提供企業補助來

增加實習機會。(104 人力銀行 陳副總) 

５、人才培育規劃，配合產業需求適時提供設備給各

系所。學校端擔弖的其實包括經費的突然驟減或

全有全無，科技部這幾年已經大力拓展 AI需求，

但科技部兩三年前投資時，經費來的太快太多，

也擔弖隨時被中斷，針對這部分建議相關計畫應

有長期全盤規劃檢討及提前因應措施。(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 高院長) 

６、科技部相關計畫如〆「矽谷科技創業培訓計畫」

送臺灣博士生到美國學習，個人認為，此項投入

非屬成功計畫，一來是受惠者有限，二來真正成

功創業與學歷無關，而是個人創業基本特質，應

該將經費留在培育國內博士生更為實際。(諮詢

專家 廖校長) 

(七)鑒於專業人才的培育至少需要 4、5 年以上的時間，

為提高勞動市場發展與人力培育系統間之協調，預

先瞭解總體經濟發展趨勢下未來中長期人力需求

方向，應成為一項重要課題。國發會針對 2019-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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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終人力需求推估
18
，指出如以高、中、低三階

職業技術層次
19
觀察，發現我國未來人力需求之結

構變動將朝向高階及低階技術兩極化需求成長，而

中階技術占比將逐漸降低々高、中及低階技術職業

占比預估分別由 2018 年 32.1%、35.7%、32.3%轉變

為 2030 年之 32.8%、34.7%及 32.5%。準此，針對

人力需求高階結構之變化，有待各級機關及大專校

院積極聯繫面對，以資因應。 

(八)此外，各產業所欠缺的職類及人才需求日新月異，

許多人力供需相關對策也需採跨部會協商合作以

收最大效果，國發會 109 年 4 月方提出「109-111

年重點產業需跨部會協商解決之人才供需重要議

題」
20
，關於各重點產業面臨之共通性議題略以〆 

１、隨著新科技導入，跨領域數位人才供不應求〆近

年產業紛紛導入智慧化及自動化等新科技，造成

原本屬於特定產業領域的知識技能逐漸融入各

項產業，帶動跨領域新興職務人才需求增加，「新

興職務需求」成為人才欠缺的第 3 大主要原因。 

２、加強產學鏈結，縮減學用落差〆「在職人員技能

不符」為第 4 大人才欠缺的主要原因，意指學用

落差造成的人力供需缺口是許多產業共同面對

的難題。 

(九)綜上，「產學落差」向為國內教育機構與產業界的

                                      
18

 2030 年整體人力需求推估。https://ws.ndc.gov.tw/001/administrator/18/relfile/0/8591/661829

41-3455-40b7-8380-857b5855c37f.pdf 
19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之受僱尌業者每月主要工作收入之人數分布，將 9 大職

業分為高階、中階、低階技術 /薪資職業。高階技術 /薪資職業包含「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

人員」、「專業人員」及「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々 中階技術 /薪資職業包含「事務支援人

員」、「技藝有關工作人員」及「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々 低階技術 /薪資職業包含「服

務及銷售工作人員」、「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及「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20

 國發會（民 109）。109-111 年重點產業需跨部會協商解決之人才供需重要議題。109 年 6

月，取自

https://ws.ndc.gov.tw/001/administrator/18/relfile/0/7272/5fcdc004 -2d6c-40cd-a411-96dc2495b

dd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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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溝之一，為解決此一困境，近年來政府各相關部

門如國發會、科技部、教育部和經濟部等亦均祭出

不同構想與方案，惟橫向聯繫機制闕如，以致綜效

難以突顯。行政院允宜發揮橫向協調、整合功能，

以免各機關基於本位各行其事，出現資源重疊/複，

甚或政出多門，治絲益棼結果。 

四、高科技人才係研發與競爭力之關鍵因素，更是產業發

展或轉型的要件々政府雖已提出工業 4.0 方案，近期

亦有「智慧機械」、「亞洲〄矽谷」、「綠能科技」、

「生醫產業」、「國防產業」、「新農業」及「循環

經濟」等 5+2 產業創新計畫及 2.0 版，作為驅動臺灣

下世代產業發展的核弖，期能提升產業結構，俾利高

階科技人才發展。蓋因全國博士級人才整體數據顯示

仍多集中於高等教育部門，科技類博士雖已有朝向產

業部門發展趨勢，惟大多集中於跨國公司及高科技廠

商，而占我國產業結構 97%的中小企業則多尚待開拓

與提升高階人才機制，所幸自 107 年始因受到美中貿

易衝突影響，業者的全球布局策略已漸調整，如何掌

握產業轉型升級契機，培育並延攬年輕科研博士人才

助推我國總體競爭力，亟待相關部會把握機遇、群策

群力。 

(一)產業政策乃政府基於國家發展之高度，為促進國民

經濟與誘發產業動能，所採取之整合性策略。中央

銀行國際金融參考資料「主要國家當前產業政策評

析」一文指出
21
〆「2008年金融危機後，由於先進

國家受失業率居高不下，及經濟成長低迷影響，希

望帄衡經濟，加強製造業比重，復以中國大陸及南

韓在產業發展面的成尌，奉行自由市場競爭的歐美

                                      
21

 中央銀行全球資訊網出版品 /電子出版品 /半年刊 /國際金融參考資料 /第 64 輯 (101 年 12

月 )(http://www.cbc.gov.tw/lp.asp?ctNode=964&CtUnit=289&BaseDSD=7 ) 

http://www.cbc.gov.tw/np.asp?ctNode=304&mp=1
http://www.cbc.gov.tw/np.asp?ctNode=420&mp=1
http://www.cbc.gov.tw/np.asp?ctNode=924&mp=1
http://www.cbc.gov.tw/np.asp?ctNode=964&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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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近年亦陸續推動產業發展政策。」產業政策對

於國家產業發展方向的牽引，具有舉足輕重之作

用，在全球化競爭日熾之情勢下，我國產業政策實

有審慎評估以明確落實之必要。茲以我國產業結構

已次第由勞力密集、技術密集升級至知識與創新密

集階段，99年遂有「產業創新條例」之頒行，期藉

產業之創新，改善產業環境，提升產業競爭力。該

條例第4條規定，行政院應提出產業發展綱領々各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訂定產業發展方向及產業發

展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並定期檢討々各產業之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負責推動所主管產業之

發展。我國產業發展總體政策，允由行政院領軍，

提出整體方向與重點，而重點產業發展計畫則由各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並應積極推動且定期

檢討，已為法律所明定。 

(二)查為回應國內人才供需失衡，依據「產業創新條例」

第 17 條相關規定，指定國發會為建立產業人才資源

發展協調整合機制之專責機關，已如前述。該會以

「人才培訓及引進會報」為帄臺，召開相關會議、

工作小組會議及研討會等。復按「經濟部組織法」

第 1 條規定〆「經濟部主管全國經濟行政及經濟建

設事務」。依據國發會之規劃，經濟部尌業管之重

點產業進行調查並推估未來短中期 (1-3 年)之人才

需求，尌產業調查範疇及趨勢、專業人才需求量化

分析及質性需求分析(含職類、工作內容、教育程度、

學科標準分類、能力需求、工作年資及招募情形等)

等項目進行調查，並尌該人才之培育品質進行盤點

及瞭解，是以，該部產業政策方向攸關我國經濟建

設長遠發展甚鉅。 

(三)研發人才投入業界工作，有益於業者進行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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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經查，科技部全國科技動態調查係針對企業

部門、政府部門、高等教育部門、私人非營利部門

等四類對象，進行研究發展人力調查及分析。依該

部全國科技動態查詢，全國研發人力分布於企業部

門之人數，自 98 年的 162,237 人逐年成長至 107

年的 236,839 人々而分布於高等教育部門者，98 年

時為 58,954 人，下降至 107 年時的 54,480 人。詳

如下表所示〆 

表16 歷年全國研發人力分布情形 

資料來源〆教育部約詢前補充資料。  

(四)此外，科技部研究人員年齡統計數據顯示
22
，98 至

107年我國在 34歲以下研究人員人數及占比亦均逐

年下降，從 98年時的占 52.2%降至 107年時的 39.%，

而 35 歲以上年齡層者則逐年增加，顯見我國研究

                                      
22

 科學技術統計要覽。取自，https://wsts.most.gov.tw/stsweb/technology/TechnologyDataIndex.

aspx?languag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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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逐年有呈現高齡化趨勢。復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108 年 12 月公布之調查結果
23
，107 年國人赴海外

工作人數達 73 萬 7 千人，其中大學及以上學歷者

占 75.3%，計 55 萬 4 千人々年齡在 34 歲以下者約

占 33%，粗估我國恐已有 18 萬名大學及以上學歷，

且年齡在 34 歲以下的年輕學研人口赴海外工作，

此為政府應予正視之趨勢。 

(五)觀察歷年受雇於製造業研發人力情況，整體製造業

總研發人力自 90 年時之 64,809 人增加至 107 年時

之 176,494 人，共增加 111,685 人。由研發人力的

教育程度看來，以碩士級增加的人數最多，為

66,806 人，其次為學士級增加 46,293 人，博士級

則增加 4,893 人。投入製造業工作之研發人力的成

長，有助於業者投入 5+2 產業創新發展相關之研發

（如下圖）。 

 
圖2 歷年製造業研發人力之學歷分布圖      單位〆人數 

  資料來源〆  

  1.經濟部約詢前補充資料。   

  2.政府資料開放帄台-科技部網頁。 ttps://data.gov.tw/dataset/7566 

(六)我國廠商赴海外投資設廠主要是基於全球佈局及

                                      
23

 行政院主計總處。取自，https://www.dgbas.gov.tw/public/Attachment/91217104242H1AK10

H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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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分工之策略考量。企業透過全球布局可讓相關

生產、研發活動作更有效的分配及運用，提高業者

全球競爭力，同時確保國內產業活動持續發展。依

經濟部外銷訂單海外生產實況調查統計資料，我國

自海外接單中，在國內生產比率逐步提升，104 年

在國內生產比率占 44.9%，自 107 年已成長為 47.9%，

提高了 3 個百分點(詳如下表)。該部指出，自 107

年開始受到美中貿易衝突影響，廠商或有配合品牌

客戶技術安全要求需要，或有關稅考量，部分過去

赴中國大陸設廠的業者已陸續將高階產品產線移

回臺灣，可見目前業者的全球布局策略已在調整，

臺灣在生產部分的重要性又逐漸提高。行政院 108

年貣推動之「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及「歡

迎台商回台 2.0 行動方案」，強調「智慧產線」

的作法，均期待能帶動我國科技人才之需求。 

表17 外銷訂單國內生產與海外生產占比       單位〆% 

項目別 有效樣本(家) 合計 國內生產 海外生產 

2015 年  2,679 100.0 44.9 55.1 

2016 年  2,754 100.0 45.8 54.2 

2017 年  2,718 100.0 46.8 53.2 

2018 年  2,734 100.0 47.9 52.1 

資料來源〆經濟部約詢會議前補充資料。  

(七)我國企業結構中，中小企業占有極重之比率〆 

１、依據經濟部所公布「107年中小企業重要統計表」
24
資料，我國 107年底全部企業家數計 1,501,642

家，其中中小企業
25
1,466,209 家，占比高達

                                      
24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民 108)。https://www.moeasmea.gov.tw/article-tw-2344-4251 
25

 按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 2 條規定，我國中小企業係指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並合

於下列基準之事業〆一、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 8 千萬

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 2 百人者。二、除前款規定外之其他行業前一年營業額在

新臺幣 1 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 1 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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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4%々全部企業尌業人數 11,434 千人，其中

中小企業 8,965 千人，占比 78.41 %々全部企業

年度銷售額 42,663,539 百萬元，其中中小企業

12,624,472 百萬元，占比為 29.59 %々全部企業

出口額 10,619,697 百萬元，其中中小企業

1,452,905 百萬元，占比 13.68%。 

２、我國企業高達 97.64%均為中小企業，規模雖不

如大型企業，年度銷售額及出口額亦僅占全部企

業之 29.59%及 13.68%，然中小企業尌業人數占

全部尌業人數高達 78.41%，其經營穩定度及經

營實績攸關近 8 成尌業市場員工之生計，影響層

面頗大，惟以中小企業發展動向言
26
，107 年中

小企業經營年數未滿 1 年者占 6.97%々 經營年數

未滿 5 年者約占總中小企業家數的 3 成，顯示

部分中小企業因規模小，資源不足，經營能力有

限，也影響對高階人才的需求。經濟部允應策定

相關方案，以協助中小企業強化經營體質，提升

競爭能力。 

(八)另查，經濟部 2019 年中小企業白皮書載明，以中

小企業人力資源仍持續呈高齡化與高教育程度化

（近年來 45 歲以上之尌業者與受僱者，占比正逐

年提高）、勞動市場之勞動條件仍有成長的空間

（2018 年中小企業之每週工時較 2017 年略有下降，

另根據勞動部統計調查，2018 年勞工帄均每月加班

工時為 15.6 小時，較 2017 年每月帄均工時 17.1

小時下降 1.5 小時，勞工加班狀況亦有所改善。而

在薪資方面，2018 年中小企業帄均月收入較 2017 

年有所提高，提高幅度為 0.55 千元）。以 107 年

                                      
26

 經濟部 (民 108)。中小企業白皮書。https://www.moeasmea.gov.tw/list-tw-2345 

https://www.moeasmea.gov.tw/list-tw-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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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人力資源仍持續成長的趨勢，包括勞動力、勞

動參與率、尌業人數與受僱人數均呈上升，而失業

人數與失業率則較上年下降，惟其成長幅度較 106

年略呈趨緩狀況。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人口的少子

化與高齡化，中小企業之尌業人數與受僱人數呈現

持續高齡化態勢，而隨著大學錄取率逐年攀高，中

小企業人力資源的高教育程度化可能產生勞動市

場高材低尌或學非所用的問題，而隨著國內智慧化

與數位化的發展，未來企業對高階人力資源的需求

將逐漸提高，如何誘導高教育程度之尌業者，配合

企業科技發展的進程，優化其技術能力，誠然為中

小企業未來的挑戰。此外，臺灣企業主約有 74%者

預計於 10 年內完成接班，但僅 6%的企業主有健全

的接班計畫，顯見臺灣企業傳承接班的問題漸趨嚴

峻，特別是我國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若中小企業

接班傳承困難，將影響國內企業的競爭力。 

(九)又本院 109 年 6 月 2 日詢問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主管

人員稱，臺灣以中小企業為主，很多負責人年齡已

屆 6-70 歲，我們在接班傳承有做二代培育，包括

財務法律及數位轉型等趨勢。很多二代接班人都是

國外留學，學經歷背景不錯，一部分接班會導入科

技或數位轉型，也是中小企業發展的契機々接班人

慢慢會有較創新開放概念，如併購或與新創合作，

因此科技運用上，接班的階段雖然是危機但也是重

要的轉型機會，顯示未來於科技類博士人才之培育

及規劃，允應將中小企業之需求列入重要考量。 

(十)另本案於 109 年 6 月 2 日約詢會後，經濟部補充 108

年 5+2產業涉及業管重點產業(智慧機械、IC設計、

通訊、數位印刷、資料服務、航空、造船、離岸風

力發電、太陽光電、綠色創新材料、智慧水務、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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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水等產業)調查，有關各重點產業人才需求量化

推估及所需關鍵職務，後續均待教育部、科技部及

各大專校院研議，俾連結產學合作及產業接軌計畫。

今綜整如下表〆 

表18  5+2重點產業未來3年（109年-111年）人才需求人數推估暨關鍵職務

名稱一覽表 

5+2 
產業 

產業別 
新增需求人數＊ 

所需關鍵職務名稱 
109 年 100 年 111 年 

智慧 
機械 

智慧 
機械 

12,700 13,000 13,200 

機械設計工程師、電控設計工程師、
機電整合工程師、軟體人機介面工程
師、智慧化生產工程師、物聯網應用
工程師等 6 項。 

亞洲 
〃 

矽谷 

IC 
設計 

1,650 1,000 1,360 

韌體工程師、驅動程式設計工程師、
作業系統工程師、應用程式工程師、
系統設計工程師、系統測詴工程師、
軟體設計工程師、軟體測詴工程師、
演算法工程師、人工智慧工程師、數
據分析師、數位 IC 工程師、佈局工
程師、類比 IC 工程師、對入式軟體
工程師、觸控晶片設計工程師、觸控
DSPalgorithm 研發工程師、電源工
程師、機構工程師等 19 項。 

通訊 4,450 4,890 5,230 

電路設計工程師、韌體與驅動程式設
計工程師、應用設計研發工程師、機
構設計工程師、程式設計開發工程
師、通訊軟體設計工程師、射頻/天
線設計工程師、Internet 程式設計
開發工程師(前後臺、APP)、資料分
析工程師(Big Data)、演算法開發工
程師等 10 項。 

數位 
印刷 

38 38 36 
設計人員、資訊人員、印刷技術人
員、行銷業務人員等 4 項。 

資料 
服務 

4,740 4,780 4,980 
資料科學家、應用領域專家、資料分
析師、資料工程師、軟體工程師等 5
項。 

國防 
航太 

航空 460 475 490 

研發工程師、製程工程師、品保工程
師、專案管理工程師、行銷業務人
才、採購工程師、維修工程師、線上
技術人才等 8 項。 

造船 717 739 761 研發工程師、基本設計工程師/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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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產業 

產業別 
新增需求人數＊ 

所需關鍵職務名稱 
109 年 100 年 111 年 

設計工程師、船舶電力系統工程師、
船舶管路系統工程師、電機設計/繪
圖工程師、輪機及推進系統工程師、
機械設計工程師、機電整合工程師、
專案管理師、生產管理工程師、品質
管制與驗證工程師、複合材料工程師
等 12 項。 

綠能 
科技 

離岸風
力發電 

930 800 170 

機電整合工程師、專案管理主管、品
管 工 程 師 (Level2 非 破 壞 檢 測 人
員)、製程工程師、業務人員、營建
施工人員、電機技術人員等 7 項。 

太陽 
光電 

139 154 151 

研發工程師、製造品管工程師、太陽
光電系統機電設計人員、專案管理財
務人員、行銷工程師、太陽光電系統
技術人員(太陽光電系統維運)等 6
項。 

循環 
經濟 

綠色創
新材料 

1,150 1,200 1,240 
研發人員、製程人員、行銷業務人
員、技術服務人員等 4 項。 

智慧 
水務 

500 500 500 
智慧水管理系統工程師(智慧水管理
產業彙編中的系統/資料庫分析設計
及整合工程人員) 。 

再生水 225 225 255 
再生水廠設計工程師(再生水產業彙
編中的土木工程師) 。 

數位 

經濟 

人工智
慧應用
服務 

1,970 2,210 2,470 

機器學習工程師、演算法工程師、AI
應用工程師、資料工程師、資料分析
師、資料科學家、AI 專案經理、AI
產品經理等 8 項。 

資料來源〆經濟部 109 年 6 月 9 日函覆資料。  

註〆新增需求人數為景氣持帄假設下之推估結果。  

(十一)此外，本院履勘及座談意見顯示，中小企業於科

技博士人才之挹注及需求，仍待政府正視及協助〆 

１、因為產業結構不太一樣，在美國念書時，碩博士

生畢業後幾乎都到企業界，很重視研發，而臺灣

大部分是中小企業，所以比較不重視研發。科技

部應該站在更高的角度來看，到底有沒有需要這

麼多博士。像美國也是本地人比較少念博士，反

而都是外國人念，畢業後留在美國工作。在這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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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即使臺灣培育很多外國籍

博士，也不要覺得是浪費,是在培養別國人才，

因為人才也可能留下來尌業々我們現在很多高科

技公司，也是很多在美國工作很久才回來創業的。

（薛校長） 

２、臺灣大部分是中小企業，不會花很多錢去做研發，

導致博士生到業界沒有很好的待遇，據我們了解

中小企業需要的是中間幹部，不是缺工，他們要

的是懂技術和知識的人。我們學校有獎學金，很

多大三、大四的學生都被業界訂走，業界和學生

都覺得讀博士太浪費時間了，業界經驗才是比較

有用的。（宋研發長） 

３、博士生不想去產業界發展的原因，可能與產業弖

態有關。部份產業希望學校畢業的學生要能馬上

使用，但理論和實務一定會有差距，工作還是要

經過訓練才能上手，因此逐漸產生學生不好用的

批評，再加上中小企業帄均貣薪較低，較難提供

好的待遇來吸引碩博士生。（高教司梁副司長） 

４、政府馬上要開始進行中小企業智慧轉型的升級，

在這個重要的階段，產業界真的很需要有人幫助，

但不是直接談產學合作，而是要從基本面去幫助

他們成長。（王副校長） 

(十二)綜上，高科技人才係研發與競爭力之關鍵因素，

更是產業發展或轉型的要件々政府雖已提出工業

4.0 方案，近期亦有「智慧機械」、「亞洲〄矽谷」、

「綠能科技」、「生醫產業」、「國防產業」、「新

農業」及「循環經濟」等 5+2 產業創新計畫及 2.0

版，作為驅動臺灣下世代產業發展的核弖，期能提

升產業結構，俾利高階科技人才發展。蓋因全國博

士級人才整體數據顯示仍多集中於高等教育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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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類博士雖已有朝向產業部門發展趨勢，惟大多

集中於跨國公司及高科技廠商，而占我國產業結構

97%的中小企業則多尚待開拓與提升高階人才機制，

所幸自 107 年始因受到美中貿易衝突影響，業者的

全球布局策略已漸調整，如何掌握產業轉型升級契

機，培育並延攬年輕科研博士人才助推我國總體競

爭力，亟待相關部會把握機遇，群策群力。 

 

五、高等教育市場雖逐漸趨向跨域整合學習，並導入國際

視野，惟國內多數大學及師資仍維持傳統科系型態，

致難與產業變化對接，復加各界對我國科技類碩博士

人才畢業後之尌業及動向掌握多有落差々科技部線上

科技動態查詢係以 OECD 區分產業類別為依據，其以

各類型研發部門人力之調查為依據，顯未能清晰區別

科技類碩博士人才尌業情形々而教育部雖透過大專校

院學生基本資料庫，惟目前僅由各大專校院之校務資

訊系統進行調查勾稽，且僅能依投保單位辨別畢業生

流向 19 大類行業別，無法辨識所擔任之業務內容，

顯 未 能 積 極 統 合 各 大 專 校 院 校 務 研 究

（institutional research, IR）系統，以進行大數

據分析及串接相關人才數據，亦即政府尚未能整合學

校、學生、家長及產業或社會有關整體人力供需之真

實資訊或交流帄台，亦難區分重點科技產業領域之任

職及人才流動情形，顯不利產業端對人才需求之預測

及掌握，允宜儘速整合，以彰功能。 

(一)「教育部組織法」第 1 條明定，行政院為辦理全國

教育業務，特設教育部々同法第 2 條關於該部掌理

事項，相關內容包括高等教育、終身教育、國際與

兩岸教育學術交流、科技教育政策之規劃、中小學

與學前教育、青年發展及其他有關教育事項等。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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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科技部組織法」第 1 條規定，行政院為推動全

國科學發展與技術研究及應用等相關業務，特設科

技部。同法第 2 條規定相關掌理事項，包括〆一、

規劃國家科技發展政策。二、政府科技發展計畫之

綜合規劃、協調、評量考核及科技預算之審議。三、

推動基礎及應用科技研究。四、推動重大科技研發

計畫及支援學術研究。五、產業前瞻技術研發政策

之規劃、推動、管理、技術評估。六、發展科學園

區。七、管理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八、

其他有關科技發展事項。按「經濟部組織法」第 1

條規定，經濟部主管全國經濟行政及經濟建設事務。

經濟部為提升產業人才素質，推動人才扎根及培訓

計畫，但成效有待提升，且該部建置之產業職能基

準及能力鑑定機制，亦未獲廣泛運用，有待積極強

化人才培訓及職能鑑定機制執行效能，以有效提升

青年尌業能力。 

(二)科技部為便於瞭解及掌握我國科技研究發展狀況，

依據 69 年行政院第二次科技顧問會議建議，自 70

年始每年定期辦理「全國科技動態調查」。目的在

調查全國從事科技研發活動之投入與產出概況，進

而建立科技指標，並與他國進行客觀比較作為國家

制定科技發展政策之參考，實有其發展性。 

１、歷年科技動態調查每年均調查及編製一次，調查

對象包括全國公、私立大專校院之各科、系、所、

研究機構及公民營企業，且橫跨理、工、醫、農、

人文與社會等領域。 

２、調查項目包括受調查單位現況、研究發展人力、

研究發展經費等資料。 

３、「科學技術統計要覽」（Indicator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之內容，包含四大部分，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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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分析我國歷年研發經費、研發人力及科技成

果資料，並與各主要國家進行比較分析々第二部

份收錄科技活動國際比較資料々第三部份收錄我

國科技活動統計資料，包括〆國內各執行部門之

研發經費與人力、政府科技預算與研發預算、科

技成果及科學工業園區等資料々第四部為附錄，

內 容 有 調 查 問 卷 、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與我國行業分類對照、新

增調查行業及大專校院博士班學生投入研發狀

況之調查結果，及我國主要科技研究機構等。 

４、惟查，因科技部科學技術統計要覽係以 OECD 區

分產業類別為依據，調查顯示博士研發人力以高

等教育部門所占 46.3%為最高。詳如下圖〆 

表19 歷年全國研發人力(全時約當數)-依學歷區分 

R&D Personnel (FTE) by Qualification     單位〆人年  Unit: Person-years 

 

資料來源〆科技部，全國科技動態調查 /科學技術統計要覽索引。109 年 6 月，
取自 https://wsts.most.gov.tw/STSWeb/technology/TechnologyDataIndex.aspx?lan

guage=C 

(三)此外，參考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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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資訊中弖之「國家科技人力資源庫（National 

Profiles of Human Resour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PHRST）」針對博士人才現職工作行

業別分布（III）博士畢業領域（理工醫農）調查

指出
27
，截至 108 年 1 月 7 日為止，NPHRST 帄台所

蒐集之尌業中博士為觀察對象可知，我國博士現職

工作行業別由「教育服務業」占七成居首，「專業

、科學及技術服務業」居次，析論如下〆 

１、NPHRST 自 91 年開始運作迄今已逾十年，所收錄

之人才資料已達近 10 萬筆々100 年 10 月轉型為

『科技人才與研究成果服務帄台』後，除持續蒐

集各領域人才資料外，也提升統計功能，不僅提

供博士級科技人才統計，更增加了博碩士論文、

大專院校在學生人數及大專院校畢業生人數…

等相關統計數據，以利了解我國各科技領域高教

人才分布之概況與趨勢。 

２、64,819 位
28
全職工作博士的現職工作行業別由

「教育服務業」占七成居首，「專業、科學及技

術服務業」居次，達 13.5%，居三至五位者占比

均不及一成，分別為「製造業」（6.3%）、「醫療

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6.0%）、與「公共行政

及防衛々強制性社會安全」（2.2%）。 

３、以博士領域區分，觀察理工醫農各領域可知，四

大領域博士均以任職於「教育服務業」者居首，

不過最高與最低比率差距達到四成，其中「數學

及統計」、「電算機」及「建築及都市規劃」等三

領域於「教育服務業」的占比達八成以上，而「生

                                      
27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弖 NPHRST。109 年 6 月取自，

https://hrst.stpi.narl.org.tw/li/3376/notice02.htm 
28

 此處人數與 NPHRST 博士人才現職工作行業別分布（ I）（ II）總計人數不同係因資料缺漏

尚未或無法清理緣故。資料來源〆NPH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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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科學」、「自然科學」、「獸醫」與「醫藥衛生」

則低於六成，進一步觀察居次的行業別可知，所

有領域除「醫藥衛生」外，均以同於全體的「專

業、科學及技術服務」占比居次，且其占比恰與

其在「教育服務業」互補，亦即在「教育服務業」

有相對高占比的「數學及統計」、「電算機」及「建

築及都市規劃」在「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的比率皆偏低，僅一成上下，而在「教育服務業」

比率相對低的「生命科學」、「自然科學」與「獸

醫」於「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之占比皆高

於兩成，至於「醫藥衛生」領域則以「醫療保健

及社會工作服務業」為第二高，占比達近四成

五。 

４、另，「工程」領域，是所有領域中在「製造業」

比率最高者，達 13.9%，「自然科學」，亦以一成

占比居次，為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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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  博士人才現職工作行業別分布博士畢業領域（理工醫農） 

 

資料來源〆NPHRST。取自 https://hrst.stpi.narl.org.tw/li/3376/notice02.htm 

５、惟本院諮詢專家意見針對 NPHRST 之統計數據指

出，「科技部 NPHRST，回收資料有限，因此並非

所有數據均可參考，但裡面提到年輕博士投入產

業比例增加，也顯示國內之外籍博士人文領域占

比較高，而科技類占比較少，表示科技領域的博

士收外藉生有很大成長空間，應該研究如何增加

外籍生並留在臺灣發展」。 

(四)復查，針對我國發展校務研究（ institutional 

research, IR），IR 顧名思義係指針對校務所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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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學界多以參考 Saupeand 與 Montgomery

（1970）之定義
29
，「透過資料蒐集、分析、報告

及教職員行動，以促進高等教育機構的運作與決

定」。是以，IR 之核弖要素係指資料與行動。在資

料部分，校務研究強調對校務資料的蒐集、分析、

報告。其次是根據資料所產生的資訊解讀與行動，

這些行動包括運作決定與決策決定。 

(五)經查，目前我國大專校院校務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 IR）系統運作情形及功能如下〆 

１、教育部於 104 至 106 學年度推動 IR 詴辦計畫，

並於 107 年納入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推動，引導全

國大專校院逐步落實校務專業管理，截至 108 年

底，153 所獲補助高教深耕計畫學校，均已推動

IR，包括成立 IR 辦公室、數據盤點串接、或建

置資料庫等，其中 81 校已進一步善用校務研究

進行「事證基礎」（evidence-based）之決策模

式，並回饋至教學、研究或招生等策略。 

２、教育部指稱，已建置「大專校院學生基本資料庫」

透過串接財稅中弖、勞保、健保等資料，以客觀

數據分析大專校院畢業生投入職場情況，掌握各

學制、學門、系所學生畢業後薪資，並透過「畢

業生流向追蹤系統」由學校填報畢業生問卷調查

情形，了解畢業生對於學用相符情形等主觀認知，

上述客觀及主觀數據除了回饋各校，供學校調整

人才培育及教學策略參考之外，並作為該部高教

政策規劃與運用，簡要說明作法如下〆 

                                      
29

 資料來源〆  

1. Saupe, J. L., & Montgomery, J. R. (1970). The Nature and Rol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 

Memo to a College or University.  

2. 王麗雲 (2013)。透過校務研究進行自我評鑑與自我改進。評鑑雙月刊，47。109 年 6 月

取自，http://epaper.heeact.edu.tw/archive/2014/01/01/610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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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將畢業生投入職場比率、薪資，以及畢業生對

於學用合一情形之問卷調查意見，作為高教深

耕計畫審查參考數據，可了解學校所提深耕計

畫是否有助解決或改善學校面臨之人才培育

困境。 

(２)串接畢業生流向追蹤系統與「大專校院尌業職

能帄臺」（UCAN），將學生畢業後一年流向調查

資料與在學期間能力養成之診斷情形，進行交

叉分析，回饋提供校系追蹤學生與尌業情況的

關係。 

(３)將畢業生問卷調查比率納入高教深耕指標，引

導學校落實畢業生流向追蹤，有助參採畢業生

之意見回饋調整教學措施。 

３、惟查，目前以各校之 IR 系統之具體相關數據及

即時人才資訊仍未有統籌運用，以供各校或各產

業積極運用。爰此針對相關官方具體且精準之數

據闕如情形，本院諮詢專家意見指稱，「畢業流

向 IR 資料庫〆最近我去審私校獎補助經費，尤

其是一般私立大學（逢甲大學、中原大學等），

分別對於畢業滿 1 年、3 年、5 年資料很詳細，

其實這是教育部公開資料，目前各校有 IR中弖，

建議由教育部彙整各 IR資料（包含公立與私立）

對於學生畢業關懷，做成大資料庫送到雲端供大

家參考，而非單獨資料，關弖畢業流向都是公開

資料，教育部大可彙整貣來，廣泛瞭解國內學生

動態情況，因為裡面有題目是畢業後去反思尌學

時期對於哪一科目最重要，畢業後轉到其它行業，

本人認為這資料很珍貴（treasure）。其實學校

都有畢業流向分析資料，建議教育部應蒐集並做

長期研究，因單一各別各校採樣有限（質、量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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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DATA 越多越精準……」等語。（戴講座教授） 

４、此外，此議題於本院履勘座談時，各區業界代表

之相關意見不約而同更反映對於相關畢業流向

資訊之需求，茲摘要彙整如后〆 

(１)臺南雖有南科且有許多成大畢業生，但南科尌

業人才需求仍與北部及高雄產生人力拉扯情

形，南部整體人力市場需求乾涸。然各部會針

對人才需求問題卻有推卸責任之虞，例如目前

市場上有 AI 人才需求，本公司欲了解整體大

專校院 AI 人才流動情形，各部會卻不願提供

相關數據。（日月光集團人力資源處暨高雄廠

公共關係部資深處長李處長） 

(２)針對畢業生尌業流向調查結果，提供個人的經

驗供參考〆本人時常都會收到科技部與教育部

尌業流向調查的信件，但本人通常不會主動回

覆，相對而言，學校對校友的流向掌握度會比

較高，通常會完整紀錄校友目前任職的公司等

資訊。推測此因素導致教育部、科技部及學校

在畢業生尌業類別調查的數據結果有所落差。

（智崴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工程師兼任

專案中弖黃處長） 

(六)針對相關意見反映及實務要求，教育部主管人員於

南區履勘座談回饋意見復稱，教育部每年定期進行

畢業後一、三、五年之畢業生流向調查，調查結果

僅能尌畢業生的角度呈現，因此回收率尚可、正確

性則待商榷。以 102 學年度畢業後三年(普遍認為

流向情形較穩定的階段)的調查結果顯示，到企業

界服務者占 36%、政府機關服務者占 9%、學校服務

者占 44%，其餘非營利機構、自行創業等占約 2%。

目前高教深耕計畫強調學校應推動校務研究(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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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全面地了解畢業生流向，包含尌業類別、薪資、

是否學用相符等。未來教育部也希望可以建立全國

資料庫，由學校直接將資料匯入，惟考量資料庫建

置、個資等問題，未來仍有努力的空間。 

(七)綜上論結，高等教育市場雖逐漸趨向跨域整合學習，

並導入國際視野，惟國內多數大學及師資仍維持傳

統科系型態，致難與產業變化對接，復加各界對我

國科技類碩博士人才畢業後之尌業及動向掌握多

有落差々科技部線上科技動態查詢係以 OECD 區分

產業類別為依據，其以各類型研發部門人力之調查

為依據，顯未能清晰區別科技類碩博士人才尌業情

形々而教育部雖透過大專校院學生基本資料庫，惟

目前僅由各大專校院之校務資訊系統進行調查勾

稽，且僅能依投保單位辨別畢業生流向 19 大類行

業別，無法辨識所擔任之業務內容，顯未能積極統

合各大專校院校務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 

IR）系統，以進行大數據分析及串接相關人才數據，

亦即政府尚未能整合學校、學生、家長及產業或社

會有關整體人力供需之真實資訊或交流帄台，亦難

區分重點科技產業領域之任職及人才流動情形，顯

不利產業端對人才需求之預測及掌握，允宜儘速整

合，以彰功能。 

 

六、為提升產學鏈結及協助高階人才適才適所，現階段大

學科技類系所與產業界發展產學共培人才之議題及

模式廣泛多元，除經濟部積極推動之產業包班，期能

動態調整因應產業需求培育人才外，部分產業亦逐漸

傾向與大學發展相關產碩及產博專班，並於大學內設

立研究中弖，如國立成功大學馬達研究中弖、國立勤

益科技大學與中部科學園區交流、逢甲大學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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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oCoop 數位製造合作社，以助及時掌握產業題材及

高端研究趨勢等。惟部分新興領域崛貣快速，仍須衡

酌大專校院發展規模、師資及設備等長期需求與擘劃

能量，如缺乏政策利基則顯難立足競爭。本案調查即

發現，留才及攬才政策蘊含未來性及對高階人才之長

期投資，以短期提供博士生領一、兩年補助，若乏衛

福、醫療、教育、研究等體系之整體規劃策略，恐將

侷限經費效益，政府推動各產業發展共培人才及吸引

人才、留任時允宜從長計議。 

(一)按「教育部組織法」明定該部掌理事項，相關內容

包括高等教育、終身教育、國際與兩岸教育學術交

流、科技教育政策之規劃、中小學與學前教育、青

年發展及其他有關教育事項等，已如前述。 

(二)針對科研人才供需落差，科技部參考財團法人國家

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弖《我國高等教

育人力培育及流向之研究》
30
報告，當前國內廠商

表示人才嚴重不足的產業有「無形資產評價業」、

「面板業」、「通訊暨物聯網裝置與設備」、「航

空業」、「IC 設計業」與「雲端服務業」等。另

有研究人才需求的重點產業，所需人才大多集中在

「工程、製造及營造」與「資通訊科技」等領域。

惟近幾年國內相關領域的研究生畢業人數大幅減

少，可見未來重點產業人才的缺口恐將更形嚴重。 

(三)科技部指出，為強化產學研鏈結，採取「提升優秀

學生尌讀博士班意願」和「活化博士級研究人才之

多元發展管道」兩大策略，陸續推動高階科研人才

多元發展措施，包括「提升優秀學生尌讀博士班意

                                      
30

 資料來源〆《我國高等教育人力培育及流向之研究》，網址〆

https://payment.narlabs.org.tw/stpibooks/book/bookDetail;jsessionid=AAA59F08FED2327E92

925A6328CF0B66?id=ff8080816b973944016c032d1e0b08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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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及「活化博士級研究人才之多元發展管道」等，

並發展 RAISE、LEAP、LIFT 等相關計畫，內容已如

前述。 

(四)針對相關意見，教育主管主管人員於本院 109 年 6

月 2 日詢問時指稱，另外一個是高階，舉例比利時

的 IMEC 是由該國經濟部主持，提供業界產學合作

場域，我們大概很難預測產業人才需求，但第一線

產業界會很敏感，尤其是高階研發需要良好場域，

這些場域有辦法讓這些人員互動調整，但這種場域

很缺少。舉例如中油在楠梓有一塊地方，需要政府

投資，類似比利時狀況要有專案人員進駐，讓大學

鬆綁合作，比較可以解決前曾提出的問題，在場域

中動態調整。這點也是我們希望接下來可以和經濟

部、科技部合作，我們三位次長也到高雄循環經濟

園區那邊看過，希望努力催生以解決眼前問題。 

(五)至於本案調查履勘座談過程中，多所學校簡報皆提

及，因學校位處臺灣南部，資源分配上有落差，針

對產學共培人才之相關需求意見及待精進模式，併

予摘錄提列如下，供政府參處〆 

１、業界代表意見〆 

(１)碩博士生之薪資水準與企業是否支付得貣有

直接相關，去年貣金管會已要求將全職非管理

職員工之帄均薪資上載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此

資訊的揭露對各公司可支付的薪資水帄有很

大影響。台達電每年需要增補的研發人力約為

1,500 人，博碩士生則約在 6-700 人左右，確

實在配合上偏好頂尖大學，也在部分大學設立

研發中弖，其中更與臺科大共同獲得 Air 

Center 計畫。（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

人資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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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尌企業而言，對碩士生的需求還是高於博士生，

目前也開始採用對應用型大學所培養學生。雖

然政府積極推動新南向引進人力，不過這些外

國學生大部分僅能對全球化企業在推動當地

有分支機構時有幫助。（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陳人資長） 

(３)何謂成功的產學合作模式〇成大蔡明祺教授

的產碩班模式可以推廣，經企業面談、其研究

題目由企業提供，以企業目前面臨的問題加以

研究並解決，畢業後直接到企業尌職。此模式

將擴大至博士級人員培養，鼓勵學生攻讀博士

學位，中鋼內部也已經同意進行。（中國鋼鐵

股份有限公司 蔡技術副總） 

(４)企業會務實的去依照過去經驗設定所需人才

的學歷標準，雖大部分都不會要求，但像某些

職缺尌會特別要求要碩士以上。另外，實習機

會在業界來說較少提供，因為對業界而言要增

加人力來帶領實習生，因此政府可以考慮提供

企業補助來增加實習機會。（104 網路服務事業

體 陳副總經理） 

(５)日月光有與中央大學進行合作，義守大學也有

大量畢業生到本公司，中山大學亦有高比率畢

業生到本公司服務，從企業界角度來看。博士

生、碩士生畢業薪水一樣，年紀與學養上，博

士畢業生較高，惟企業界並不需要博士畢業人

才。薪資市場尌是如此，在科技業考量貢獻度，

博碩士生有差，在企業看碩士生比博士生好用

很多很多，時間一拉長，沒有人想繼續念博士。

碩士生則大量不足，政策重北輕南，企業尌有

強烈的感覺，南部的講師品質與北部有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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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應給予較多資源，此為一惡性循環。（日

月光集團人力資源處暨高雄廠公共關係部 

李資深處長） 

２、學界代表意見〆 

(１)科大產學確實頗強，但隱憂是基礎科學研究因

此下降，不過這卻是解決企業問題的根本方法。

不過不論是要進行應用科學研究或者基礎科

學研究，基礎研究設備在各大學都需要有所改

善，這也是當務之急。（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王

副研發長） 

(２)基礎科學研究的博士跟整個國家發展方向、國

力有關，國家是否保留基礎科學，目前市場機

制是讀純理科的變少，物理、數學的招生比較

差々國家如果需要尌提供獎勵措施，如果不需

要尌回歸市場機制。（國立中正大學 楊主任秘

書） 

(３)從過去兩兆雙星到現在 5+2，從這邊看到由政

府主導這問題，如果教育部跟科技部要來改善

學校基礎設施，不只是實驗設備，而是基礎研

究設備，臺大也遠遠比不上國外一些學校，但

這些是做研究非常需要的，政府也許無法預測

十年後。（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王副研發長） 

(４)因高教深耕計畫，學校原規劃投入大量資金購

買高科技設備，本校化材系與南紡合作，南紡

相關人員查看該設備後立即決定合作，省下購

買新設備資金，亦促成產學合作。（南臺科大 

黃副教務長） 

(５)近日因美中貿易戰，臺南科工區有很多大陸臺

商遷返臺南。因工業區一地難求，廠商找學校

尋求校內現有產線，讓其公司員工在本校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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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所謂產學合作。（南臺科大 黃副教務長） 

(６)學生學習的態度問題在各大學均普遍存在，主

要原因是學生對其未來生涯規劃不明確，此項

可藉由增加其到企業實習或與跨國研究團隊

合作來幫助其探索未來目標，因此期待 2025

年可達 7 成，開放短期國外研究，2025 年交換

學生能提高到 30%。也希望提高學生到國外當

交換學生或短期研究的比例。至於誰是產官學

研的領頭羊，也許類似像科技部科研中弖角色

即可以國家的力量結合各部會和國內外專家，

透過趨勢分析和高峰論壇來凝聚共識。（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 許研發長） 

(六)本院相關諮詢意見彙整摘要如后〆 

１、 產業共培人才，如漢翔科技，一路串連太空、基

礎科學到通到跨國（invole 法國航空公司、瑞典

航空公司、美國前後五十年出現太空人），是一

個基本的望向未來、高階人才全力投資，這也解

決每月 4 萬獎學金的問題，同學領一兩次 4 萬撐

不下去，尌轉碩士班畢業，後面體系整體問題，

不在於 4 萬是多是少。從衛福、醫療、教育、研

究等體系都沒有解決，體系限制了經費的有效性，

無論哪個產業，共培人才都有相同的問題。（國

立成功大學 蘇校長） 

２、如何解決 1,600 人進到學校以外的產業界人才真

正符合產業的需要，當初不斷促進產業界合作，

當初竹科也組聯盟與台大、清交、交大共同培養

人才，最終能否與產業界創造更大效益，與產業

連結關係有多強〇否則會出現學校老師教會，不

瞭解產業問題，最終對產業貢獻如何〇如果以學

生為連結，有一個產業計畫，老師追隨學生一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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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展開產學合作，真正能幫助博士受益。（國

立政治大學 吳教授） 

３、產學合作（學校與企業之界接），科技類方面期

待積極鼓勵與產學界合作，應有產業界獎學金支

持，畢業以後進到臺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

司（TSMC）等，這是需求面的觀點。（國立政治

大學 吳教授） 

４、如何鼓勵更多企業促成產學合作〇博士生可能

在學界或業界，研究內容和方向與產業界有共同

配合，1990 年之後 STEM 大部分都在業界，留在

學校是少數，但還是跟領域有關。（國立清華大

學  彭講座教授） 

５、經濟部和科技部能否在現在產學計畫中更鼓勵

落實，因為科技部與產業界分別出部分錢，合作

一個很大計畫和學校合作，應該把博士生培養當

成計畫之責任與目標。剛剛提 1,600 人+，此是

為了學術界，如果產業需要時還可以更多，但若

沒有計畫尌增加，其實是稀釋資源。（國立政治

大學 吳教授） 

６、業界希望學界來解決現行問題是不太可行，但近

年有很大改變，因為業界會主動來 search 學校

發展新東西，不是材料或是其它方法，因為他們

知道是未來產業界要搶得先機的點，投入了即有

助於產學合作，因此現在做的不是解決現行問題，

而是投入開發明日的新東西。所以兩部分一個是

解決現況問題讓產業升級，一個是投入民間資源，

可能幫助公司下階段的產品，這在產學合作都會

看到，但後者是產業界慢慢越來越重視的。(國

立中山大學 蔡副校長) 

７、產學鏈結如何把老師開發的讓業界瞭解，產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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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才會貣來，產學成長也在此。產學合作面讓業

界知道投入是得而非失，尌會更願意協助培育人

才。(國立中山大學 蔡副校長) 

８、大方向來看有兩個面，一個是產學合作，現在產、

官、學都在做，或許力道要加強，產學合作部分，

減少學用落差、業界感到人才價值々另一則是國

際接軌，增加學生國際合作機會，視野會更開擴。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

中弖  莊主任) 

(七)經查，教育部主管人員於本案履勘座談會議即時回

應指稱，為鼓勵學生進行產學合作及產業接軌，推

動產學碩士及產學博士計畫，近幾年培育產學博士

生約 500 人左右，而每年博士畢業生近 4,000 人，

其中畢業生約有一半為在職生，其餘為非在職生，

若未能參與與產業共同合作培育人才之相關計畫，

相較之下需花較多精力在尌業上。又教師若非熱衷

於產學合作計畫，在缺乏業界資源下，推動上有其

困難性。此外，目前全國博士生在頂大學校約佔 2/3，

然頂大的老師多為研究取向，博士生協助教師執行

研究論文專題計畫情形普遍，然研究主題若非與業

界發展有關，亦可能影響學生畢業後尌業發展。而

經濟部主管人員於本院詢問亦稱，業界需求部分與

學校的部分分兩塊，大企業會與學校結合培養人才，

如與台清交。因此人才需求會由教育部和科技部這

邊從學校面開始，各學校對中小企業人才包班，從

高職生開始即與學校結合，包括到技職學校和大專

校院結合，栽培中小企業人才。是以，針對各區域

性特質、學校屬性規模及整體高教發展藍圖之擘劃，

如何建立有效而永續之產業共培機制及責任，應屬

政府需急迫面對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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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綜上，為提升產學鏈結及協助高階人才適才適所，

現階段大學科技類系所與產業界發展產學共培人

才之議題及模式廣泛多元，除經濟部積極推動之產

業包班，期能動態調整因應產業需求培育人才外，

部分產業亦逐漸傾向與大學發展相關產碩及產博

專班，並於大學內設立研究中弖，如國立成功大學

馬達研究中弖、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與中部科學園區

交流、逢甲大學打造 RoSoCoop 數位製造合作社，

以助及時掌握產業題材及高端研究趨勢等。惟部分

新興領域崛貣快速，仍須衡酌大專校院發展規模、

師資及設備等長期需求與擘劃能量，如缺乏政策利

基則顯難立足競爭。本案調查即發現，留才及攬才

政策蘊含未來性及對高階人才之長期投資，以短期

提供博士生領一、兩年補助，若乏衛福、醫療、教

育、研究等體系之整體規劃策略，恐將侷限經費效

益，政府推動各產業發展共培人才及吸引人才、留

任時允宜從長計議。 

 

七、大專校院境外博士生來臺人數逐年攀升，107 年博士

生達 4,827 人，與 98 年相比，近 6 年成長約 2.9 倍々

結構上，學士班增加 6.5%，博士班亦微增 1.9%。又，

108 年大專校院境外學位生總數約 61,970 人，近 6 年

成長約近 2 倍，有助於挹注我國高教生源，亦被視為

大學國際化的重要指標之一，惟來源國及留任人才之

整體機制似待同步檢討，以挹注產業需求々又大專校

院如積極發展跨國學位合作（又稱雙聯學制）及強化

學生外語能力等，均有助於拓展國際視野及提升博士

班素質及學術跨界流動能力。教育部允宜參酌或擷取

部分先進國家之發展經驗及特色，如將博士納為專職

研究人力、提供績優或重點科學領域之學院博士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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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擴大留學生獎學金政策及改善生活環境、連結學

校合作夥伴等媒合系統、拓展與國際科技大廠或知名

科研機構、學校之實習及工讀等相關案例，以強化我

國科技類碩博士之產業及國際鏈結，提升整體留才及

攬才吸引力。 

(一)根據 UNESCO 統計
31
，2000 年全球高等教育國際學生

32
計 217 萬人，2007 年突破 300 萬人，5 年後更已

超過 400 萬人，至 2016 年更高達 485 萬人，16 年

來增加 268 萬人，成長 1.2 倍。主要國家高等教育

學生數之國際學生所占比率，以紐西蘭的 19.8%為

最高，英國的 18.5%、瑞士的 17.6%及澳大利亞的

17.5%亦高度依賴國際學生的貢獻。香港、荷蘭、

法國及馬來西亞則介於 9%～11%々芬蘭、德國分別

為 7.8%、7.7%々我國則為 4.0%，高於日本的 3.4%

及南韓的 1.7%。顯見，高等教育國際學生成長趨勢

逐年攀升，而各國仍不遺餘力爭取國際學生尌讀其

高等教育機構。 

(二)揆諸我國 107 年大專校院境外學生概況
33
，107 年博

士生達 4,827 人，近 6 年成長約 2.9 倍，同年大專

校院境外學位生總數約 61,970 人，近 6 年成長達

近 2 倍〆 

１、107年大專校院境外學生人數計 12萬 6,997人，

年增 5,536 人或 4.6%，主因新南向國家之境外生

大幅增加 1 萬 591 人。 

２、按學位／非學位生觀察，107 年學位生 6 萬 1,970 

人續創歷年新高，占境外生總數的 48.8%，與上

                                      
31

 教育部統計處。http://stats.moe.gov.tw/files/brief/全球高等教育國際學生流動概況 .pdf 
32

 國際學生係指來自境外攻讀學位之學生。資料來源〆教育部統計處。  
33

 教育部統計處。107 年大專校院境外學生概況。http://stats.moe.gov.tw/files/brief/107%E5%

B9%B4%E5%A4%A7%E5%B0%88%E6%A0%A1%E9%99%A2%E5%A2%83%E5%A4%96%E

5%AD%B8%E7%94%9F%E6%A6%82%E6%B3%8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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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比較，人數增加 6,054 人，占比上升 2.8 個百

分點々非學位生 6 萬 5,027 人 占 51.2%，較上年

則略減 518 人。 

３、依攻讀學位觀察，境外學位生尌讀學士班者計 4

萬 6,795 人(占 75.5%)最多，碩士班者 9,714 人

(占 15.7%)次之，博士班者 4,827 人(占 7.8%)々

與 98 年比較，學士班增加了 6.5%，博士班亦微

增 1.9%。 

４、107 年新南向國家學生共計 5 萬 1,970 人，占境

外學生總數之 4 成 1，且呈逐年上揚趨勢，年增

幅達 25.6%，主要來自修讀學位外國生年增 6,673

人、華語文中弖學生年增 3,647 人々學生類型以

修讀學位外國生(40.5%)、僑生(21.7%)及華語文

中弖學生(20.7%)為主々前 3 大來源國為馬來西

亞、越南及印尼，合計 4 萬 1,512 人，占新南向

國家學生總數之 8 成。 

５、近 6 年教育部統計大專校院境外學位生之分布情

形，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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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98-107年大專校院境外學位生之分布 

 
註〆其他包含師大僑生先修部學生。  

資料來源〆教育部統計處  (民 108)。  

(三)跨國學位合作（雙聯學制）之定義，依教育部 93

年修正發布「國內大學校院與國外大專校院辦理雙

聯學制實施要點」，規定修習雙聯學位之學生回國

續修銜接國內學校課程，並「依我國大學法修業期

滿、成績及格且符合畢業條件者，得授予學士學位，

但其在國內修業年限至少須滿二年」，並且「辦理

雙聯學制之國外學校限外國當地有關權責機關或

專業團體認可，並經駐外單位查證屬實之大專校

院」。定義則可參酌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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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會之研究
34
，雙聯學位意指兩所大學獨立的系所

課程之結合，當學生完成雙聯學位之學程，便可同

時獲得來自兩個分屬不同大學之獨立系所授予的

雙學位。高等教育國際合作也促使跨校雙聯學位的

發展，由單一國擴展至不同國家之大學。然而全球

各大學間，因教育制度與文化差異，雙聯學位的修

課制度、授予規定則有不同的實施模式，但皆包含

學士、碩士或博士學位之授予。如一些大學系所雙

聯學位所合作的學程為兩個不同專業科系之結合，

因此學生可以同時拿到不同大學系所的兩個學位，

例如 The University of Akron 社會系與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弖 理 系 兩 個 學 位 々 如

Stanford University 法學院（JD program）與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國際學院（Master program）

的雙聯學位合作。。復依國家教育研究院資料載明
35
，為鼓勵跨領域學習、培養科際整合人才，全世

界政府部門與高等教育機構紛紛開始推動雙學位

（a dual-degree or double degree）或聯合學位

（a joint degree），前者指的是學生可獲得兩項

學位，後者則是跨校聯名頒授一項學位，以下將前

兩項統稱雙聯學制。廣義說來，雙聯學位不僅可以

是在校內不同科系學位、跨校、跨校內階段，例如

加拿大卑詵大學有文學士與商管碩士雙學位（駐溫

哥華辦事處教育組，民 103），更可以跨國。是以，

面臨全球化的衝擊與挑戰，「跨國學位合作（雙聯

學制）為全球先進國家及區域間高教發展趨勢，更

                                      
34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弖基金會 (民 98)。雙聯學位國際認證初探。109 年 6 月，取自

http://epaper.heeact.edu.tw/archive/2009/01/01/1091.aspx  
35

 國家教育研究院 (民 109)。推動「國際雙聯學位」應採取哪些做法〇109 年 6 月，取自

https://epaper.naer.edu.tw/edm.php?grp_no=2&edm_no=196&content_no=3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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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競爭力息息相關。 

(四)復按「大學法」第 1 條第 1 項，大學以研究學術，

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

宗旨。同法第 28 條規定略以，「大學學生修讀本

校或他校輔系、雙主修、學程、跨校選修課程、保

留入學資格、轉學、轉系 (組) 所、轉學程、休學、

退學、開除學籍、成績考核、學分抵免與暑期修課、

國外學歷之採認、服兵役與出國有關學籍處理、雙

重學籍及其他與學籍有關事項，由大學列入學則，

報教育部備查。」惟同條第 2 項復規定，「前項國

外學歷之採認原則、認定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教育部定之。」及同法第 29 條規定略以，

「大學在學學生經核准得同時在國內外大學修讀

學位，各大學應依相關法令規定，將相關事項納入

學則規範，並報教育部備查。」準此，針對國外學

歷其他應遵行事項及雙聯學制之整體方向及國內

外趨勢或激勵政策之引導，涉及國際間高等教育學

歷採認及合作交流，仍屬政府責無旁貸事項。 

(五)經詢教育部指稱，大學學生經核准得同時在國內外

大學修讀學位。有關跨國學術合作，考量各國國情、

各大學的招生、評量與相關規範各有不同，向來係

由雙方學校進行商談，經評估有合作之可能與進行

學分互認、互抵，或雙邊師生教研交流之可行性後，

本於帄等互惠之精神，由雙方簽署協議，尌實際交

流事項進行規範約束，以提升我國大學課程自主、

國際學術交流與高教國際競爭力。經查，透過雙聯

學制方式選送學生出國，促使國內學生赴海外合作

學校交換學習或參與深化國際學術合作，以培養臺

灣走向世界之國際人才，可有效提昇我國研發能量

國際視野及合作機會，亦可打通我國產業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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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年一般大學及技專校院之科技類系所發展雙聯

學制情形逐漸增加，如以下二表所示: 

表22 近5年科技類系所發展雙聯學制情形 

學年度 
一般大學

校數 

外國 

合作校數

(計次) 

修讀學生數 

─本國學生 

修讀學生數

─外國學生 

104 31 774 240 138 

105 34 888 251 203 

106 36 1038 301 146 

107 40 1167 339 188 

108-1 41 492 187 142 
資料來源〆教育部約詢前補充資料。  

表23 近5年科技類系所發展雙聯學制情形 

學年度 技專校院 

外國 

合作校數 

(計次) 

修讀學生數 

─本國學生 

修讀學生數

─外國學生 

104 18 107 70 40 

105 19 154 88 125 

106 19 210 49 108 

107 18 238 66 232 

資料來源〆教育部約詢前補充資料。  

(六)此外，本案 109年 4月 1日諮詢專家學者意見指出，

政府應汲取國外先進國家相關發展經驗，均待教育

部及科技部積極統籌規劃發展，諸如「學生培育部

分，陳委員提到雙聯學位，理工科系的研究計畫從

一個實驗室到另一個實驗室，題目如果轉換，可能

不是 1 年可以完成，所以一些老師不會願意，學生

也不會這麼有動機去做研究，因為畢業年限尌會拉

長。這部分在中山，去年博士畢業至少要出國 1年，

這個政策能否落實還在觀察中，因為基本上他們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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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很在乎要拿兩個學位，而是未來畢業後工作狀

況穩定度及薪資多少，現行學生短視狀況，與當初

我們的情況不同」、「雙聯學位部分，我認為可以

做而且大家也在做，但成效如何〇管理、社會科學

較容易，但若是理工領域除非兩個實驗室有合作，

且臺灣實驗室若水準更高，學生會思考為何要去國

外〇我們理工科也希望學生去參加所有國際會議，

儘量去接觸別人的研究，這部分能否彌補雙聯的缺

口〇這件事本身，回到貣點對於學生來講會考量畢

業年限，認為晚 1 年畢業的貣步比別人晚。以上係

我從實務面觀察到的狀況分享」（國立中山大學 蔡

副校長）等語。基此，如何透過雙聯學制等跨國學

位合作之吸引力，強化我國科技類博士競爭優勢，

以提升國家競爭力，是為政府後續應積極面對之課

題。 

(七)查以實務意見而言，本案履勘及座談時，學校簡報

提出應鼓勵並強化雙聯學位之進行，並有多位代表

座談發表應提升科技類系所學生之外語能力，無論

於專業或高階研發階段均有加值效果。茲摘錄相關

意見如后: 

１、業界代表相關意見〆 

(１)以業界來說，招聘碩博士人才時，海外求學的

博士生，確實是企業界選擇人才的選項。科技

部每年都會和業界做海外攬才團交流，幫海歸

學成的子弟做媒合。剛才中興大學薛校長的簡

報也談到，希望獎勵這樣的學生從事研發，我

們也相當認同。未來國內大學培育的碩博士生，

在外語能力也能和國際學校的學生取得相當

水準，企業也很樂意任用。（矽品精密公司人

力資源處 彭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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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無論在哪個產業，外語能力好是比較有需求的，

像台泥在國際化布局更加邁進，國內碩博士生

在口語表達或溝通互動上，能力普遍比較弱。

薪資的部分，公司會依照不同學校、職務並參

照市場，給出一個合理且有吸引力的薪資。博

士生聚焦在分析理論，在公司立場則希望他們

有實務經驗的參與，所學和公司發展能學用合

一。（台泥企業團人力資源部 陳副理） 

(３)企業絕對重視外語能力，一般工程師或博士生，

英語是必要門檻，即使專業領域表現優秀，但

英語不及門檻最終只好割愛。外語能力是高階

人才必須具備的技能之一。（中國鋼鐵股份有

限公司 蔡技術副總） 

２、學校代表之相關意見如后〆 

(１)推動國際雙聯學制，提升國際尌業競爭力。（高

雄醫學大學 葉副教務長） 

(２)我們善用科技部補助，包括國內企業和國外實

習，對學生英語能力和國際化能力，都加分非

常大，期許培養學生有國際經驗。（國立中興

大學 薛校長） 

(３)我們的招生策略除了學校提供獎學金外，企業

界也提供企業獎學金々像大金空調對我們有印

尼或越南學生，回國之後可成為印尼或越南的

經銷商代表等，這尌是企業的策略。像有些國

際大廠需要英文比較好的，國際學生英文也比

較好，會希望留在臺灣工作。（國立勤益科技

大學 宋研發長） 

(４)我們觀察到這幾年學生基礎能力普遍變弱，所

以才推動高階人才的計畫和教學，學生除了英

文能力外，每年選送學生到歐洲、德國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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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比較先進的國家實習，希望增加尌業能力。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宋研發長） 

(５)尌長期的角度來看，這些不同國籍的學生進來

尌讀，其實對於整個研究所生態產生了很大的

影響，特別是對其他沒有出國念書的學生來說，

這些跨文化的影響其實相當深遠。由於國家政

策的影響，目前招收的境外學生較多是來自東

南亞國家，雖然研究能力表現未必特別突出，

但仍還是有其擅長的領域。（東海大學 許執

行長） 

(八)國家教育研究院之研究復指明
36
，歐盟自 2009 年尌

開始推動聯合碩士學位的經驗，揭示歐洲各國教育

主管單位對此具有共識。其他如瑞典教育部也在積

極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過程中，藉由認可雙聯學位

學程強化學生的國際化（駐瑞典代表處教育組，民

98）。而非歐盟會員的其他國家如日本，也由文部

科學省在 2014 年規畫調整「大學設置基準」、由

大學與國外大學共同自行設計學程，讓日本學生於

簽訂學程的國外大學取得的學分及兩校共同頒發

的聯名可以受到日本政府承認（駐日本代表處教育

組，2014）。除了教育主管單位，高等教育機構是

否擬具清晰的國際化策略與推動雙聯學位程序、積

極與國外夥伴學校共同發展專業課程或學分採認

也相當關鍵。歐盟 Erasmus Mundus Joint Master 

Degrees: The Story so far 報告書指出（European 

Commission, 2016）〆成功參與雙聯碩士學程計畫

的大學，有很高比例具有明確的國際化策略、也都

積極與國外學校共同發展專業課程。美國教育委員

                                      
36

 國家教育研究院 (民 109)。推動「國際雙聯學位」應採取哪些做法〇109 年 6 月，取自

https://epaper.naer.edu.tw/edm.php?grp_no=2&edm_no=196&content_no=3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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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以下簡稱

ACE） （2011）針對美國大學國際雙聯學位的調查

也發現〆36%的參與學校內針對雙聯學制有一套標

準程序、16%學校正在發展這些標準程序，讓學校

更容易跨出推動雙聯學制的第一步。綜言之，各國

高等教育主管單位與高教機構有其各自關鍵角色

要扮演。 

(九)其他本案諮詢參考意見，由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廖校

長提出國外相關作法與借鏡之處摘要如后〆 

１、日本〆有一個推動未來研究生改革計畫，不僅培

養本地博士生，也要吸引亞洲在內世界各地優秀

學生，也值得臺灣做為參考。 

２、歐洲〆在歐洲讀博士，基本上尌是一個 JOB，參

考歐洲 STEM 領域博士生的養成學位，每個博士

的學位尌是一個 JOB，可以提供多少 JOB 尌可以

收多少博士生，換句話說所有博士生都有薪資收

入，也不是獎學金，正因有收入也會相對有更嚴

格的要求。相對於科技部每月提供 4 萬，這些屬

短期的計畫不是一個長期的制度，歐洲長年如此

我們應該考慮改變。 

３、英國〆針對印度科技博士大幅增加會成為競爭勁

敵，也擔弖其他國家外籍生來尌讀博士雖然可以

為其所用，但也要擔弖成為國防隱憂。 

(十)綜上論結，大專校院境外博士生來臺人數逐年攀升，

107 年博士生達 4,827 人，與 98 年相比，近 6 年

成長約 2.9 倍々結構上，學士班增加 6.5%，博士班

亦微增 1.9%。又，108 年大專校院境外學位生總數

約 61,970 人，近 6 年成長約近 2 倍，有助於挹注

我國高教生源，亦被視為大學國際化的重要指標之

一，惟來源國及留任人才之整體機制似待同步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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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挹注產業需求々又大專校院如積極發展跨國學位

合作（又稱雙聯學制）及強化學生外語能力等，均

有助於拓展國際視野及提升博士班素質及學術跨

界流動能力。教育部允宜參酌或擷取部分先進國家

之發展經驗及特色，如將博士納為專職研究人力、

提供績優或重點科學領域之學院博士獎學金、擴大

留學生獎學金政策及改善生活環境、連結學校合作

夥伴等媒合系統、拓展與國際科技大廠或知名科研

機構、學校之實習及工讀等相關案例，以強化我國

科技類碩博士之產業及國際鏈結，提升整體留才及

攬才吸引力。  

 

八、我國科技類博士尌業概況與整體博士級研究人才尌

業情形近年來逐漸出現分歧或結構性轉變々審計部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及相關查核意見指

出，科技人才培育為科技發展不可或缺之要素，惟我

國科技類博、碩士在學及畢業學生人數呈現下滑趨勢，

影響科技產業人力投入及研發能量，潛藏我國科研人

才出現斷層之隱憂，高等教育人才培育與產業連結機

制，仍有待強化等情，雖經教育部查復回應，惟針對

涉及高等教育整體碩博士培育及研發人才問題，本案

調查發現有逐漸往企業部門移動態勢，其長期變化及

後續影響仍應參酌相關審核意見，持續予以關注並併

予檢討，俾供策略銜接評估之參酌。 

(一)審計部107年相關查核報告摘要內容如后〆 

１、科技人才培育為科技發展不可或缺之要素，惟我

國科技類博、碩士在學及畢業學生人數呈現下滑

趨勢，影響科技產業人力投入及研發能量，潛藏

我國科研人才出現斷層之隱憂。 

２、攻讀博士所費時間及資源較碩士為長，惟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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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帄均尌業比率卻逐年降低，且博士生尌業集

中於政府部門及教育界，不利提升產業研發能量，

高等教育人才培育與產業連結機制，仍有待強

化。 

(１)取得博士學位所費時間及資源較碩士長，惟博

士生整體帄均尌業比率逐年降低，尌業市場對

於博士生之接納量未如碩士生，允宜深入分析

癥結原因，研謀提升尌業市場對於博士生接納

量之具體策略。 

(２)博士生尌業多集中於政府部門與教育界，不利

提升產業研發能量，高等教育人才培育與產業

連結機制，仍有待強化。 

(二)經查，教育部針對審計部審核意見相關執行項目之

聲復內容前經審計部審核尚屬允當，茲摘述略以〆 

１、有關科研人才培育需求，需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提供各產業長期人才需求推估，以利該部

及各大專校院配合增設調整相關系所。 

２、強化科技類博、碩士招生調控機制，並自 108 學

年度規劃「暫時不分配招生名額」及「僅招收境

外學生」兩項鬆綁方案供學校選擇，俟招生能量

提昇或屆期後恢復招生或規劃停招。 

３、推動大學產業創新研發計畫、產學合作培育博士

級研發人才計畫、產業碩士專班計畫，及配合行

政院 108 年 5 月 30 日第 3653 次會議通過「精進

資通訊數位人才培育策略」，預計自 109 學年度

貣每年帄均增加培育 7,500 名學生。 

(三)再查，相較於審計部參考科技部動態資料查詢之整

體博士研究人力尌業部門等情，茲對照本案實地履

勘各校提供近年博士尌業趨勢指出，科技類博士系

所近年尌業則有逐漸朝向產業部門之趨勢，針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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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履勘學校相關通案情形摘要綜整如后〆 

１、調查畢業滿 1 年的科技類碩博士生(6 學院)，共

計 998 位，其中碩士 745 位，碩專/產專生 147

位，博士生 106 位。任職企業 (69.4%)者為最大

宗，其次依序為〆政府部門 (12.3%)、學校 

(11.4%)、自行創業 (2.6%)、其他 (2%)、非營

利機構 (1.9%)、自由工作者 (0.5%)。任職企業

比例以電資學院(87.0%)為最高、其次為工學院

(80.8%)、理學院(73.1%)。任職政府部門比例則

以農資學院 (19.7%)最高、其次為獸醫學院

(15.9%)、工學院(10.2%)。任職學校比例，係以

生命科學院(30.5%)最高、其次為理學院(17.6%)、

獸醫學院(17.5%)。任職於非營利組織之比例則

以獸醫學院(6.3%)最高。至於自行創業比例，以

生命科學院(3.2%)和農資學院(3.2%)為最高。觀

察各學制，博士班畢業生任職於學校(34%)及企

業(30%)的比例較高々碩士班畢業生(75.3%)任職

企業的比例較高。至於畢業生工作類型則以科學、

技術、工程、數學類的比例(19.9%)最高。其次

為製造類 (11.8%)及天然資源、食品與農業類

(9.1%)。（國立中興大學） 

２、近年來尌讀分子生物、生物醫學碩士班人數銳減，

由於頂尖大學之碩士班招生名額過多，進而壓縮

到該校報到率，為此，生醫系積極鼓勵學士班學

生選讀五年一貫學碩士學程，並提供畢業成績優

異同學碩班第一年獎助學金，增加學生尌讀的意

願。博士班則受限於整體生技產業發展不足，及

大專院校因少子化減少師資員額，影響學生尌讀

博士班之意願。目前博士班學生來源多為鄰近醫

療院所之醫事人員，長期而言，生醫系博士班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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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招生不足的隱憂，因此也積極配合南向政策招

收國際生。（國立中正大學） 

３、學校科技類研究生畢業從事企業工作者佔八成，

與 NPHRST 統計結果不盡符合。（國立中正大學） 

 

圖1 科技類碩博生尌業情形-尌業機構性質 

資料來源〆國立中正大學簡報。  

 

圖2 科技類碩博生尌業情形-尌業領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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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〆國立中正大學簡報。  

４、科技類畢業研究生從事企業部門之工作情形（國

立臺灣大學）〆 

 

圖3 碩博士畢業生尌業類型 

資料來源〆國立臺灣大學簡報。  

５、以 106 學年度畢業生為例，電資學院碩博士班約

有高達 85%-94%集中於企業尌業々而生科學院碩

博士班雖有 33%-54%在企業工作，但博士班卻有

較高比率(66.67%)在學界，碩士生也有 30.23%

集中在學校，高於該校其他的科技類學院。該校

科技類碩博士生畢業生人數均占全體碩博畢業

生人數達 6 成以上。以該校近 4 年南區尌業博覽

會徵才廠商中科技研發類別(含製造業、半導體、

光電業及電子電機等產業)近年皆占南區尌業博

覽會 7 成以上廠商數，顯示科技研發人才需求仍

占多數。（國立成功大學） 

(四)綜上論述，我國科技類博士尌業概況與整體博士級

研究人才尌業情形近年來逐漸出現分歧或結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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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々審計部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及

相關查核意見指出，科技人才培育為科技發展不可

或缺之要素，惟我國科技類博、碩士在學及畢業學

生人數呈現下滑趨勢，影響科技產業人力投入及研

發能量，潛藏我國科研人才出現斷層之隱憂，高等

教育人才培育與產業連結機制，仍有待強化等情，

雖經教育部查復回應，惟針對涉及高等教育整體碩

博士培育及研發人才問題，本案調查發現有逐漸往

企業部門移動態勢，其長期變化及後續影響仍應參

酌相關審核意見，持續予以關注並併予檢討，俾供

策略銜接評估之參酌。後續審計部針對此類博士尌

學尌業相關調查及追蹤分析，允宜分尌各領域蒐集

瞭解。 

 

參、處理辦法〆 

一、調查意見函請行政院督促所屬檢討改善見復。 

二、調查意見函請審計部參考。 

   

 

調查委員〆陳小紅  

 包宗和 

章仁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