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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協助青年順利完成從學校過渡到職場的就業，政府近年挹注大量資源於青

年職業訓練領域，其目的係為儘量減少學校教育與企業實務間的「學用落差」，並

降低求職端與求才端之間的「交易成本」，其中「產學訓合作計畫」與「雙軌訓練

旗艦計畫」除讓學員除了取得文憑外，亦獲得大量在職業訓練或職場實習的「經

驗值」，較同齡者在勞動市場上更添幾分競爭力。由於上述兩個計畫已然施行多

年，已達必須檢視計畫是否符合績效之階段。然而評估訓練計畫的績效，其重點

在於執行面及訓後所產生的實質效益是否符合政策目標作為檢視的主軸。 

    本研究透過多元方法的操作來蒐集資料，其中包括文獻分析、問卷調查、訪

談法及焦點座談法的操作，針對「產學訓合作計畫」與「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在

事業單位、學校及學員所進行的問卷、訪談及焦點座談上的資料蒐集。 

本研究在問卷的重要研究發現如下： 

1、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受訪學員畢業後的就業選擇依序是於相同產業其他事業

單位任職（39.8%）、跨領域就業（24.1%）、留任原事業單位（22.9%）、創業（2.3%）；

留任原事業單位及於相同產業其他事業單位任職兩者合計達 62.7%。產學訓合作計

畫受訪學員畢業後的就業選擇依序是於相同產業其他事業單位任職（54.5%）、留

任原事業單位（18.3%）、跨領域就業（15.0%）、創業（3.3%）；留任原事業單位及

於相同產業其他事業單位任職兩者合計達 72.8%，高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的

62.7%。 

2、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受訪學員對於參加本計畫各方面的滿意度都傾向滿意

（小於 3），例如，整體滿意度 2.12。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效益方面，受訪學員

47.8%有丙級證照，8.0%有乙級證照，4.1%有國際證照。學員會建議別人參加本計

畫的主因包括學業和工作可以兼顧（76.1%）、參加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

（67.9%）、考量志趣因素（24.9%）等。參加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學員近七成（67.9%）

認為參加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也近七成（68.4%）會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主

要是本計畫可以兼顧學業和工作，可說相當符合學員預期。產學訓合作計畫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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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對於參加本計畫各方面的滿意度都傾向滿意（小於 3），且高於雙軌訓練旗艦

計畫學員者；例如，整體滿意度 1.99。產學訓合作計畫的效益方面，受訪學員 68.0%

有丙級證照，90.7%有乙級證照，8.1%有國際證照，這些都較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

員的占比為高（尤其是乙級證照）；平均每月薪資也高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者。 

  3、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受訪事業單位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品質都「傾

向滿意」（小於 3）；例如，事業單位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整體的滿意度

2.19。受訪事業單位參加本計畫的效益主要是能夠獲得本公司所需人力（77.4%）、

能夠培訓公司所屬產業所需的人力（71.0%）、在本計畫期間能有穩定的人力供給

（69.4%）、能夠協助到有經濟需求的學生就學（53.2%）、本計畫結束後能夠立

即僱用這些人力（48.4%）。顯示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事業單位七成七（77.4%）可

以獲得所需要的人力，近半事業單位（48.4%）可以在計畫結束後立即僱用這些人

力，後者是服務業類科顯著高於其他業類科者（64.0%>35.9%）。 

4、產學訓合作計畫受訪事業單位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品質都「傾向

滿意」（小於 3），略優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事業單位意見。受訪事業單位參加本

計畫的效益主要包括能能夠獲得本公司所需人力（59.2%）、夠培訓公司所屬產業

所需的人力（44.9%）、在本計畫期間能有穩定的人力供給（40.8%）、本計畫結

束後能夠立即僱用這些人力（38.8%）、能夠傳承相關的技能訓練給訓練生（36.7%）

等。此顯示，產學訓合作計畫的事業單位近六成（59.2%）可以獲得所需要的人力，

近四成事業單位（38.8%）可以在計畫結束後立即僱用這些人力。 

   5、影響訓練計畫效益之關鍵因素討論上，影響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或產學訓合

作計畫效益之關鍵因素包括：計畫品質被學員和事業單位肯定。學員若可及早確

立職涯或參加計畫後喜歡該職類的職涯，則較會留任該事業單位單位或該產業。

由於事業單位單位不一定符合學員結訓後的需求，故儘管部分學員結訓後不會留

任原事業單位單位，但仍在相同產業就業，本計畫在這方面還是有正面價值。學

員和事業單位若可以有更多的雙向選擇，則較可篩選出適合該職類職涯的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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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也較可以選擇結訓後會留任的事業單位，從而提高在訓練的事業單位之留任

率。事業單位若有人力需求，則較可留任學員。事業單位若有完善的訓練計畫，

則對學員的效益較高。事業單位若可讓學員兼顧學業和工作，則學員對計畫效益

的肯定會更高。由於產業環境對跨領域的需求，故儘管部分學員結訓後會轉業，

本計畫在這方面還是有正面價值。 

 6. 在產學訓合作暨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之受訪學員比較分析：（一）專業證照考

取(產學訓學員占比高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二）平均月薪資(產學訓學員

高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三）對社會幫助面-幫助製造業發展(產學訓學員

比率較雙軌訓練學員者為高)；（四）整體滿意度(產學訓學員滿意度高於雙軌訓練

旗艦計畫學員)；（五）產學訓學員較會建議別人參與訓練；（六）雙軌訓練旗艦計

畫學員認為參加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高於產學訓學員；（七）改善建議部分，事

業單位選擇增多以及增加崗位技能都是兩計畫受訪學員的主要建議。另外在產學

訓合作暨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之受訪事業單位比較分析：（一）產學訓受訪事業單位

留用學員人數略低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二）產學訓受訪事業單位的滿意度略優

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受訪事業單位；（三）產學訓受訪事業單位繼續參與計畫意

願優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受訪事業單位；（四）改善建議部分，學員可以增加和宣

導可以加強為兩計畫受訪事業單位的主要建議。 

    在訪談及焦點座談定性分析中得到以下結論：（一）雙軌訓練旗艦計畫：雙軌

訓練旗艦計畫的正向效益如下：(1) 訓練期間較長可作周延的學習安排；（2）提供

良好的專業人力；（3）建構良好之職場磨合平台與機制；（4）提供專業的連結與

就業之定向與定位；（5）理論跟實務的結合；（6）提供學員充分的產業定向連結；

（7）勞動條件之提升，計畫後留用狀態與就業技能提升：從事業單位到學校，都

對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不管是在專業技能及工作態度的養成上，都是抱持著相當

肯定的意見。在勞動薪資之調整：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學員整體而言在參與產業

類別以服務業為主。因此在計畫結訓之後的薪資調整及福利上有蠻為顯著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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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但卻有部分學員反應，在勞動薪資層面上，在計畫參與結束之後並未有太大

的變動。此亦顯示仍有許多事業單位並未將計畫結束之持續受僱學員，有其他調

整與配套上的安排。在勞動位置之調整：多數受訪單位指出，雙軌計畫的時間較

長。許多學員都在該事業單位擁有完整的歷練。在規模較小的事業單位，畢業後

學員成為正式員工上並沒有什麼變動，但規模較大的事業單位便會給予職位上的

調動，調整到從學員變成正式職員的適當位置。（8）建立職場參與的自信；（9）

未來職涯規劃之助益。在計畫的負向效益分析：（1）退場機制之複雜設計；（2）

無法符合申請單位之人數需求；（3）部分產業類別缺乏高度參與及學制問題；（4）

對於落軌學員應有更為積極之輔導；（5）學校在承接計畫過程未有良好的規劃；（6）

學校與企業在配合上的問題；（7）政府部門配套作為。 

    在產學訓合作計畫正向效益分析為：（1） 人才取管道；（2）提供平台強化就

業連結與交流；（3）技能訓練強化與證照取得；（4）工作技能之外的軟實力；（5） 

建置較能切合事業單位的需求；（6）勞動條件之提升：在勞動薪資之調整：在勞

動薪資的考察上，在產學訓合作計畫的考察結訓之後，是具有相當薪資調整的效

果。勞動位置之調整：在較大的企業會進行部門輪調工作，讓學員得以適應及瞭

解所有部門的工作屬性。但在規模比較小的事業單位，其所從事的工作，其實多

數已經屬於正式職務的工作安排。因此在計畫結束之後的調動也比較不容易；（7）

職涯發展及年資累進之助益；（8）就業向度確認與獨立作業能力訓練；(9)多元化

訓練技能培訓與實務課程操作。產學合作負向效益分析：（1）期程太短及規劃與

語言訓練問題；（2）學員參與態度的問題；（3）部分產業類別無法取得學員；（4）

增加核定學員之名額；（5）導入方向的確認與協助；（6）強化學校的諮商與輔導

工作；（7）計畫年限的延長；（8）學校配合問題及學費調整；（9）未符合計畫執

行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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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兩計畫間的比較評估分析指出：（1）雙軌與產學訓的評估分析：在計

畫效能的比對分析上，有部分的學校認為，在服務業的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之推動

上其效能似乎遠較產學訓的參與學校來的滿意許多，但近幾年來在雙軌訓練旗艦

計畫的推動上，受到教育部總量管制的束縛下，使得參與的人數逐年產生缺乏的

現象；（2）學校與企業配合上的思考：在事業單位的配合上，有許多企業在投入

過程中認為，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推動多為學校單位在思考是否可以獨立成班招

生，在素質及參與度上都較為薄弱。使得期學員在參與過程的配合度上較為困難；

（3）企業配合的困難度：企業配合上面必須深具人才培育及勞動法令制度規範上

的遵守，針對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配合特質，有許多學制上的問題導致企業在配

合上面容易產生問題。反倒是在產學訓合作計畫因為完全與內部人員在訓練規制

上是一樣，比較符合企業用人及培育制度上所發生的問題；（4）學員配合事業單

位的合宜性：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由於其計畫特質，每星期在事業單位訓練時間為

四天，又有寒暑假期間。但產學訓合作計畫則是配合事業單位的上班期間皆為每

星期五天，而且沒有寒暑假的區隔。整體而言，較能配合製造業事業單位的人力

運用需求；（5）計畫訓練強度及進入學員屬性差異：產學訓合作計畫的軸心在於

訓練的強化，雙軌訓練旗艦計畫雖然也有訓練的功能，但未能有產學訓合作計畫

那麼有計畫性的安排。產學訓的學員在考取不同等級的證照上，皆比雙軌訓練旗

艦計畫高出甚多。亦凸顯出產學訓合作計畫的訓練目標。此外，由於雙軌訓練旗

艦計畫在進入成員屬性上較為多元，產學訓合作計畫則是與專屬科系直接連結，

促使進入該產業的學員皆是相關科系；（6）學員目標較為確認：產學訓合作計畫

在學員參與上是較為直接的，因此，事業單位在計畫參與上較能取得與該產業直

接類近的學員來參與訓練，在訓練成效上也比較能夠被突顯出來，這是較之於雙

軌訓練旗艦計畫更為清楚的效益產出。 

   本研究針對「雙軌訓練旗艦計畫」與「產學訓合作計畫」所進行的評估分

析，從制度層面的變革、產業特質之思考及計畫政策目標三個層面進行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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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討論，茲分述如下：一、制度層面的變革：（一）雙軌訓練旗艦計畫：01.計畫期

程之彈性與變化；02. 計畫申請範疇上的擴張；03. 建構更為簡化的申請與操作程

序。（二）產學訓合作計畫：01. 擴大計畫的需求量能；02. 模式設計上的延伸；

03. 強化學校輔導諮商的介入；04. 慎選導入之事業單位。二、產業特質上的思考：

（一）雙軌訓練旗艦計畫：01. 產業類別效益差異化之思考；02. 增加部分產業類

別的事業單位；03. 強化事業單位對訓練過程之管考；04. 建構參與前之輔導諮

商。（二）產學訓合作計畫：01. 擴大製造業參與之導入；02. 擴充事業單位及提

供學員更多選擇空間；03. 擴大計畫參與之宣導。三、計畫政策目標之思考：（一）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01.留用作為計畫目標；02. 磨合下的就業穩定效益；03. 勞動

薪資審核機制。（二）產學訓合作計畫：01. 職業訓練及技能強化；02. 強化訓練

過程學校的督導；03.嚴格審核事業單位之執行能力；04. 提升計畫訓練過程的伙

伴平台。 

 

關鍵詞：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產學訓合作計畫、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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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緣起與目的 

 

全球化下經濟波瀾震盪，促使青年就業族群勞動失業持續攀升。國際勞工組

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最新的研究報告結果。根據《金融時報》報導，

全球青年（15～24 歲）失業率將從今年的 12.7％，上升到 2017 年的 12.9％，高

於 2007 年金融風暴時的 11.6％。雖然已開發國家的青年失業率，有可能從今年

的 17.5％，下降至 2017 年的 15.6％，但同樣高於 2007 年 12.5％的水準。更令人

憂心的是，未來 5 年，這些地區青年失業率下降的原因並非是就業市場復甦，而

是因為有更多的年輕人放棄求職，退出就業市場，成了名副其實的「失業世代」

（jobless generation）。因此，「促進青年就業」一直是各國政府施政的優先議題

之一。根據我國行政院主計總處（2015）的統計資料顯示，臺灣在「15-19 歲」

此年齡細層的失業率大致為整體國民失業率的 2 至 2.5 倍；在「20-24 歲」則擴

增約為 3.2 至 3.5 倍；「25-29 歲」則約為 1.7 倍左右。必須加以注意的是，其中

「20-24 歲」失業率倍數在近幾年來呈現穩定上升走勢，顯示青年自學校畢業後

雖仍可藉由各種管道進入就業市場，但所面對的就業情勢仍然愈趨險峻。 

為助青年順利完成從學校過渡到職場的「最後一哩(last mile)」，並朝值得努

力的未來前去，政府近年挹注大量資源於青年職業訓練領域，其目的係為儘量減

少學校教育與企業實務間的「學用落差」，並降低求職端與求才端之間的「交易

成本」，其中「產學訓合作計畫」與「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均係讓學員除了取得

文憑外，亦獲得大量在職業訓練或職場實習的「經驗值」，較同齡者在勞動市場

上更添幾分競爭力。由於上述兩個計畫已然施行多年，已達必須檢視計畫是否符

合績效之階段。然而評估訓練計畫的績效，其重點在於執行面及訓後所產生的實

質效益是否符合立案精神。如「產學訓合作計畫」目的1載明：結合學校學制、

職業訓練與企業資源，規劃符合產業需求之專班課程，以強化青年就業技能，培

                                                      

1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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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產業所需人才。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之預期效益2也提到：培育契合企業

職場需求的人力，使有貢獻能力及意願，並促使技職教育及企業職業訓練雙軌合

流。 

綜合以上說明，本研究計畫的研究目的述說如下幾個重要的研究主軸： 

（一）學員結訓後，繼續留在原事業單位或相同產業領域就業之意願，抑或另行

轉換跑道? 其中考慮的因素為何? 

（二）學員結訓後，在職場的就業條件及未來相關職涯規劃，是否符合預期？若

能重新選擇一次，是否仍選擇參訓？ 

（三）事業單位是否從訓練過程中，獲得企業真正需要的人力？訓練計畫對於營

運面的影響？持續參與訓練計畫的動機？ 

（四）彙整事業單位、學校單位、結訓學員對於計畫的反饋意見，分析影響訓練

計畫成效之關鍵因素，並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2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申請作業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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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文獻回顧 

第一節 青年失業現象 

各國漸趨嚴重的青年失業現象已儼然成為全球普遍發展的趨向。目前各國的

青年失業率，已嚴重到超過成年人失業的 3 倍。國際勞工組織的資深顧問

O’Higgin(1991)認為，青年明顯身處在比成年人更高風險的就業結構之中。2104

年的「經濟學人」指出，全球化下青年的勞動失業情況日益嚴重，整體青年失業

人數之俱，逐漸衍生出「失業世代」的話題。報告並指出，全球年輕人失業情況

嚴重的主要肇因，一為西方國家職場工作機會未被創造與中高齡者延後退休效應，

促使青年就業參與空間更為嚴峻。其二為各國在勞工市場功能不彰的效應下，缺

乏提供工作機會補充至勞動市場的量能，致使諸多國家職場產生逐漸萎縮之疲態

與現象。馬財專（2016）隨著各國青年勞動失業現象的加劇，多數福利國家皆認

為解決青年失業問題的良方，便是持續經濟創發與成長與就業機會之創造。然而

此部分的構思卻為現階段臺灣，所相對忽略的。 

    Cabasés, Pardell & Strecker (2015)近期的研究更指出，全球化經濟危機下的

歐洲，在不同國家地區的青年失業率亦顯著上升，導致歐洲理事會建議對青年就

業議題的持續關注。期待可以解決青年變成啃老族，同時規定年齡小於 25 歲的

青年，在就業、教育或訓練培訓上應在 4 個月內盡速提供相關協助。如果青年族

群在就業不穩定和不安全性逐步增加，則必須思考如何重新分配現有的勞動位置，

協助青年在就業參與上得以轉換成穩定的就業參與模態。至於在青年就業保障不

足上，過度資源的投入可能引發其他社會政策和國家發展產生負向的副作用。結

論是勞動政策的制訂應該從青年的需求角度出發，才得以深入了解對於年輕人就

業的其他影響，進而制訂合宜的勞動政策。而學校與就業培訓的部分也是急需注

意之一環。協助青年與企業間的媒合及轉銜問題做為解決就業的參考趨向，了解

企業的人才需求與青年的喜好之後，期待可以藉以改善勞動市場上所存在的青年

就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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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 OECD（2014）的調查指出，青年高失業率的主因為青年對就業市場不

熟悉、就業準備不夠及產業結構與人力供給之間有落差等因素。而各國行政部門

為補足學校與職場落差與不足之處，無不針對青年就業的弱勢特質與問題，陸續

推出協助青年從校園接軌至職場為主軸之計畫方案。 

我國政府的重點政策包括職業訓練(如「青年就業旗艦計畫」3
)、訓練加就業

（「青年就業讚計畫」4屬訓練加就業，但經費是在就服組；「明師高徒」也屬訓

練加就業，但經費是在訓練組）、實習(如大專企業實習方案)等；以上方案都是

補助雇主。不過，我國雖然多次擴增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第 1 項的「特定對象」

範圍，但始終並未將「青年」納入為「特定對象」中。 

除就業參與困境之外，青年的低薪化現象亦為本研究計畫之討論議題。根據

勞動部去年調查發現，臺灣 15 到 29 歲青年勞工平均薪資僅 27425 元，較 7 年前

首次調查時縮水 1931 元，減幅高達 6.6%，創歷年調查新低。其中有近 64% 約

109 萬名青年月薪未達 3 萬元，使得「青貧族」比率劇增；更令人扼腕的是，7

年來的消費者物價漲幅卻高達 9%。低薪化的現象主要源自，青年就學比率偏高，

故從事非典型工作如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比率逐年增高。台灣青

年世代在勞動市場的就業處境，不僅需面臨非典化導引、高失業及重複失業之風

險威脅外；青年失業者淪為長期失業者之比率亦逐年攀升。然至今政府部門對於

青年在職場邊陲化困境之輕忽與解讀，可能促使政策方案與資源產生錯置的現象，

此將造成青年高失業率之持續。  

在勞動場域中，諸多勞動族群，如婦女、中高齡及青少年勞工、身心障礙者

及原住民等特定勞工族群，在勞動市場上皆屬弱勢族群。造成其弱勢情況，辛炳

                                                      
3
青年就業旗艦計畫是：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為結合產、學、訓之資源，提升事業單位僱用青年 

 之意願，提供青年務實致用之職業訓練，以增加十五歲以上二十九歲以下青年之就業機會，特 

 訂定該計畫。青年就業旗艦計畫屬「職訓補助」, 不是「工資補助」，與青年就業讚計畫是不同。 

4
青年就業讚計畫是：勞動部為鼓勵青年強化技能及提升就業能力，以促進就業，提供青年參加 

 訓練學習課程自付額補助，協助其順利就業，特訂定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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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2005）指出，除了勞動生產力較低之外，其實最重要的是來自勞動市場中的

雇主歧視。因此，提高勞動生產力與排除歧視在近年來成為政府解決特定勞工弱

勢族群就業問題之主要策略。最近幾年來，對於人力資源的積累成為台灣經濟發

展的原動力，透過相關策略，如強化職業訓練及輔助計畫，藉以改善勞動品質是

重要勞工政策的發展方向。因此，就業弱勢或經濟弱勢青年就業問題，在勞動參

與上將是其所必須立即面臨的問題。在進入勞動職場之前，勞動市場所存在隱性

之結構困境，如邊際及彈性化的勞動參與結構，進而在職場中產生排除性或區隔

性的勞動效應。早期針對青年失業問題，政府亦對此議題推動了許多的因應對策，

如行政院勞委會的「青少年就業服務措施」、「大專院校的就業學程專案」、「92 

年度促進青少年就業實施計劃」、「高中職的就業專精訓練實施計畫」及「展翼

計畫」，以及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的「協助青少年職業生涯發展」、「青年創

業教育」、「大專畢業青年新興服務產業人才培訓計畫」和「增進青少年工作經

驗及技能培訓」等政策（ 林佩瑤， 2003 ； 郭振昌，2003）。Herschbach (2009)

在其研究指出，策略的制訂適用於技術和職業教育與培訓（TVET）對於青年族

群都相當重要。從政策研究可得知，在任何領域的勞動政策中，都有許多不同的

政策選項是導因於既有的教育結構和不同培訓技能方法之選擇。技能培訓的過程

中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起伏及難題。然而最需思考的應是，對於青年必須作出正

確的判斷及方向的導引才是最為重要的。許多國家都在努力制訂新的教育和培訓

體系，因為經濟增長停滯、社會混亂且政治意識崩解都會產生負面的效應，這些

都是體制必須嚴肅加以面對的問題。 

 

第二節 青年就業連結 

    在就業歷程的討論上，Tannock(2003)的研究曾指出，過去青年雖然都會在

服務業工讀或打工，但是現今的就業環境已與過去不同。企業為了節省成本和彈

性運用人力，釋出許多臨時性、非典型工作等就業型態，對於剛畢業、初入職場



6 
 

的青年而言，由於缺乏足夠的專業技能和工作經驗，不得不從事這些臨時性的工

作以維持生計。但是這些工作通常與工作不穩定、低薪、低技術的工作相結合，

不僅在就業和經濟所得上處於不安全的位置，甚至缺乏勞動保障或被排除在社會

安全制度的體系之外。這些現象，使得青年失業與就業的議題成為近十年歐洲國

家與國際組織關注的重要社會問題。有鑑於此，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當前也正致

力於青年失業問題的因應對策。 

    Barry(2005)則試圖從社會納入的積極面來討論相關的青年失業的問題（包括

教育、住宅、所得及就業），其認為在現代社會中，許多青年面臨缺乏就業、地

位和權利，不僅是因年齡而產生之弱勢，更因其處於從保護及依賴的兒童階段，

過渡到自立的成人階段兩者之間不穩定的階段，促使青年被逐漸邊緣化，進而成

為底層階級。基於就業歷程的片段化，青年在不斷進出勞動市場或失業的期間，

會有幾種情形發生：（一）青年中途會有參與政府勞動市場計畫或職業訓練的狀

況。而青年若是參與政府勞動市場計畫，正是一種隱藏性失業的情形；（二）青

年在找工作時會有教育與職業不相稱(mismatch between education and work)的結

果，青年可能為了要請領失業給付，使得青年不得不進入任何一個空缺的工作，

不管這個工作是否符合他的資格；而不同領域的工作經驗有可能會影響日後青年

的工作生涯和生命歷程，未來可能尋找較低階的工作；（三）青年在這期間從事

非典型就業的機率增加(Hammer, 1996)。在連續失業期間，青年可能從事具有工

作契約的工作，這暗示了青年只有暫時性的工作，但暫時性的工作契約有很高的

失業風險（轉引自葉祖欽、謝文元與李易駿，2007）。而青年在就業期間，可能

會因為就業未能持續穩定一段時日，儘管參與社會安全方案，卻無法累積足夠的

繳費期，而喪失了福利資格，被排除在社會安全體系之外。 

在臺灣，面對青年勞動失業、就業與低薪之困境，青年應該建立「具競爭力

的勞動力(competitive workforce)」（藍科正、吳啓新、林志興，2014）；馬財專（2014）

建議下列幾點改進方向：（1）儘速彌補青年學用落差的現象：顯示青少年求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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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之技能與就業市場需求面之期待有所落差。因此，減低供需雙方對就業能力

認知的落差將更為重要；（2）強化與職場的橋接：例如從澳洲對於青年的橋接計

畫指出，青年明顯與職場當中的連結相當不足；因此，政府應提升職業與技術教

育，並加強學校與企業之間的關係。如師法德國推動技職/學徒制之雙軌，強化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之執行與制度連結機制，提升青年與職場之間的橋接成效；（3）

強化青年對職場的就業資訊之瞭解；以減低青年受到退休年齡延後的衝擊；（4）

減緩青年易落入非典型勞動參與；避免青年落入薪資低落化，進而產生工作貧窮

的現象；政府更應從宏觀視野逐步引導產業進行轉型，改變低薪化的結構困境。

並應於轉型陣痛期間，透過積極產業結構調整之協助，改善供需落差來帶動薪資

調整；（5）減少青年就業穩定性低及高度流動之現象；以減少青年族群成為怯志

勞動者及長期失業之困境。協助青年擺脫「22K」的流沙，在競爭職場中展現其

個人的勞動價值；（6）重新調整國內高教政策，避免高學歷低就現象：根據教育

部資料顯示臺灣1993年到2013年20年間，大學部畢業學生從28萬俱增到103萬，

碩士從3萬增加到18萬，而博士更從7千8百人增加到3萬2千人。激增的高教畢業

生在初次尋職過程倍受磨難，更有投遞履歷百封，卻未曾受任何青睞的案例。因

此尋職過程，除需注重專業化養成之外，更應注意教育內容是否符合勞動市場之

需求。 

藍科正（2014）認為，為協助青年跳脫就業困境，青年必須嚴肅面對全球化

的趨勢、掌握產業發展變化、了解自己的優勢／劣勢／機會／威脅、提高移動就

業力，俾利於不敗之地；雇主應提高企業社會責任，多給青年任職的機會；政府

則需改善高等教育促進就業的功能，縮短學用落差，提前一步到校園提供就業服

務；改善青年職業訓練的辦理，提高訓後就業的效果；強化青年創業的協助，以

提高其成功機率等。度假打工亦成為青年築夢的選項之一，洪羽潔（2016）對赴

澳洲和美國度假打工青年的研究指出，出國度假打工是青年畢業後追求較高工資

的擇業選項之一，但青年應該出國前就作好職涯的規劃，讓出國對其職涯發展具



8 
 

加分效果，才不會浪費青春，因為雇主對於度假打工返國青年並不會優先錄取或

加給薪資，除非外語能力很強。 

在青年失業的特質分析上，從勞動力發展署（2015）的調查指出，青年失業

的原因以非初次尋職者較多，25 歲至 29 歲平均失業週數高於全體平均週數。失

業週期延長，促使就業等待期漸長，與勞動市場的長期區隔，亦將直接影響就業

穩定性。台灣青年世代在勞動市場中的就業不穩定，其實源自青年不僅需面臨非

典化導引、高失業及重複失業之風險威脅外；青年失業者淪為長期失業者之比率

亦逐年攀升。然至今政府部門對於青年在職場邊陲化困境之輕忽與解讀，皆可能

促使政府部門之政策方案與導入之資源產生嚴重錯置與流失，此將造成青年高失

業率現象之延續。在國內，政府部門在近幾年來面對青年如何勞動市場產生無縫

接軌，導入了相當多積極性勞動政策屬性之促進就業方案，不管是從雇主之「僱

用獎助」抑或是從青年的「薪資補貼」政策方案，都直接或間接的對於青年與職

場接軌承載著多元的影響關係。 

針對青年就業的相關政策為數不少，但多數是屬於小型方案或計畫，缺少完

整的策略規劃及制度的改革。當前政府的青年就業方案是要協助青年順利的從學

校轉換到職場中，較屬於促進青年就業方面，且強調一般青年的需求甚於弱勢青

年的就業需求，故政策上對於特殊或弱勢的青年關注稍顯不足（曾敏傑、林佩瑤，

2005）。郭振昌（2003）亦指出，當前政府所提出的就業政策，皆屬一般性的就

業政策，並未針對長期失業青年或弱勢青年（如身心障礙者、低收入、中途輟學

者）制訂政策方案。基此，現階段台灣對此的政策回應仍有「重視中高齡失業」

輕忽「青年失業」、重視「青年就業促進」輕忽「青年失業協助」，以及重視「一

般性青年就業需求」輕忽「弱勢青年就業需求」的現象（曾敏傑、林佩瑤，2005）。 

     在「青年失業危機」方面，國際勞工組織 ILO 在「2015 年全球就業與社會

趨勢」報告中強調，2014 年的全球青年失業率高達 13%，有多達 7,400 萬名 15-24

歲的青年處於失業困境中，而且全球青年失業率是全球成人失業率的近 3 倍，顯



9 
 

示全球的青年失業危機仍然十分嚴重。既然青年就業是全球性勞動參與關注的焦

點，在歐洲各國方面，許多國家都針對青年失業問題推動相關的政策。例如在英

國，新工黨政府針對失業的青年，主要是藉由新協定計畫(New Deal)、福利促進

工作(welfare-to-work)，以及薪資貼補政策(make work pay)，強調工作福利的思維

（工作的權利與義務）及再整合進勞動市場的政策模式(Hewitt, 2002)。在法國，

從 1989 年開始，由國家提供訓練、津貼補助，以及在職訓練以協助失業中的青

年(Sliver & Wilkinson,1995)，並將「個別性信託」(Credit de formation individualisé; 

CFI)、青年訓練等合併納入就業政策。另外於 2002 年，法國政府更進一步訂定

「青年企業協定」(The Youth-in-business Contract)，針對 16 到 22 歲的青年，設

立青年結束初期職業訓練的就業管道，並促進青年的長期就業 (European 

Commission, 2004)。在青年就業促進之討論上，Manathung, Boreham,  Mellick & 

Lant (2012)的研究亦指出，在促進學生就業的研究經驗上，雖可透過一些國家在

研究方法及結果產生積累，但可追蹤研究畢業生的實際就業準備和就業結果系統

的評價依然不甚完整，導致就業促進的政策思考與判斷上仍需小心以對。各國在

促進青年就業措施的規劃上，在 2012 年後皆鎖定下列六種類型做為推展主軸：

（一）總體產業政策；（二）青年創業政策（稅賦減免與補貼、信用貸款）;（三）

教育與訓練政策（技能教育、學徒制、職涯轉換）;（四）刺激勞動需求（薪資

補貼、社會福利捐減免）;（五）勞動法規（部分工時、定期契約及其他適用於

青年的契約、反歧視立法）;（六）積極勞動市場政策（公共就業、就業服務）。 

德國採行職業與教育並行的「雙軌制度」，這樣的制度盛行在萊茵河地區的

國家，以德國為主，其他國家有奧地利、丹麥、瑞士、以及晚近的挪威（鍾琳惠，

2007）。雙軌制度也稱作「學徒制（apprenticeship）」或「三明治制度」，類似

於台灣的「建教合作」學制。透過學校教育與職業訓練合作，在求學期間搭配進

入至職場學習，在學校學習理論，在職場累積實務操作經驗；透過學校、企業甚

至工會、政府等在雙軌制下形成一種夥伴關係，有益於將理論與實務結合使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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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與市場需求脫軌，對就學青年也有累積進入職場能力的正向效益。因此，德國

在 1900 年立法正式通過進修補習學校後並陸續進行修正，奠定職業補習教育的

基礎以及雙軌制度的養成訓練模式，但此制度仍有需要調整之處，甚至在推廣上

仍有所阻礙（鍾琳惠，2007）：（一）缺乏實習場所，尤其是特殊實習場所的缺

乏，例如：身心障礙學生、特殊文化問題的學生等；（二）雙軌制度的發展，與

經濟榮景與否有密切的關係，也與企業規模大小有關，因規模太小的企業無法提

供實習場所；（三）企業越專門化的發展，也使得雙軌制度不容易推動，使訓練

的供給與企業需求之間出現不配合的現象；（四）企業也發現，太專注提供學徒

訓練反而導致企業較不易因應企業外在市場變化的挑戰，結果大多數中小型企業

反而傾向於直接僱用在勞力市場中的技術勞工，而不願意參與學徒訓練；（五）

部分企業抱怨，學校教育品質低落，難以配合企業不斷提昇技術水準的需求。 

我國的「明師高徒」頗具創意，但也因為階段性任務達成，而不再持續。蕭

晴惠、林國榮（2013）以 CIPP 的架構，問卷調查結訓和參訓學員以及辦訓單位

（但未調查已離訓者），也辦理焦點座談，來評析「青年就業讚計畫」。該文指出，

該計畫的優點包括促進自主學習、有利職涯導引，缺點包括：成本比專班高約 2

至 3 成。電腦補習班是最大贏家；學員認為資訊宣導不足，常係由辦訓單位告知

才申請；部分青年無法預先繳費而未參訓；就業諮詢的篩選難以精確判斷申請者

是否適合參訓，尤其是訓後是否有就業意願。該文建議，未來可加強青年就業讚

計畫訓後就業的功能；可結合職能基準之提供，以利參訓者選擇參訓職類；對辦

訓單位要強化訓後就業的輔導責任等。成之約、許雲翔（2015）指出，我國青年

長期的高失業顯示結構性失業現象，如高學歷高失業率；該文認為，改善青年結

構性失業現象的模式有二：一是整合政府、產業、學校資源的夥伴模式，如產學

訓合作計畫、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二是透過教育、就業、失業、社福等巨量資料

分析的循證政策模式，強制淘汰績效最差的一定數量計畫，將省下的預算挪移至

績效較佳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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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相當重視青少年職業教育與訓練，以年齡為基準將教育體系劃分為初級、

中級、高等和職業教育四部分；5-12 歲的學生完成初等教育後，便進入中等教育，

在中等教育初期以學習共同的核心課程為主，接下來便以學生的導引測試（Guide 

test）成績以及「導師建議」，作為選擇大學準備教育（VWO）、高級中學（HAVO）

或初級預備職業中學（VMBO）的分流課程之基準（黃能堂、張翠玲，2009）。

雖然荷蘭在青少年就業相關政策與其他歐洲國家較不相同，多著眼於教育之上，

甚至將職業教育訓練包含在教育體系之中。換言之，與其在升學時因從未思考或

認識未來升學或就業規劃而失去方向，不如提早確定自己的興趣以發展屬於自己

的生涯規劃，更能避免因青少年失業或就業困難所造成對其身心發展或社會發展

不利的影響。 

新加坡在亞洲國家中屬於西化較深的國家，其相當積極與其他各國發展企業

的合作，在教育學術上也多與先進國家有所交流。其在青少年就業政策上有以下

幾個作法：（一）主動提供勞動資訊：透過「職涯指引（Career compass）」讓

青少年能夠了解現在和未來就業趨勢與市場的機會與需求；（二）提供「技能策

略清單（Strategic skills list）」：透過此清單能讓青少年掌握目前人力需求最多

的行職業及進入此職場所需的技能；（三）提供「雙元訓練機制」：自 1990 年

代開始，新加坡便積極與世界先進國家進行學術上的交流，因此除在教育上有所

提昇外，青年可透過「雙元訓練機制」獲得同時教育及就業的工作的機會，在教

育上透過技術學院之課程補充其不足，在職場上累積就業經驗及技術的精進。 

在東亞區塊，各國也增相著墨於青年就業政策上的推動，韓國對其青年就業

促進的對策有許多值得參酌之處。例如（1）推動青年職場體驗計畫：提供青年

求職者多元化的職業選擇與職場體驗，實施「志願就業制」與「志願研修制」兩

種措施。志願就業制（實習制），實施對象為 18 歲以上 30 歲以下未就業青年或

除役軍人身分（年齡限制可提高至 33 歲）之希望實習就業者。參加就業實習者

可獲得 60 萬韓元以上的津貼補助，為期 3 個月，而僱主在其 3 個月內實習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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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可補助 60 萬韓元，實習後若企業採用成為常僱員工時，可再延長補助 3 個

月，總計補助 6 個月 360 萬韓元；志願研修制，實施對象為 18 歲以上 30 歲以下

之未就業青年（學歷不高者），參加研修者可獲得每月 30 萬韓元以上的津貼補助

（限 6 個月），並依所規定的學習規則，其學分可獲得認定；（2）青年職業輔導

課程：青年（15~29 歲）求職者（含在學生），提供為期 5 天 27 小時之教育訓練

課程，透過職業輔導與生涯規劃，協助其填寫履歷表、求職面試技巧等，並提供

探索就業、職訓能力與檢索職業情報資訊，以協助其瞭解自身的出路與決定其所

選擇的職業；（3）促進青年就業博覽會：為協助青年就業，辦理相關就業與職業

訓練博覽會，於現場提供直接面試媒合機會、安排職業訓練單位提供職訓資訊、

舉辦模擬面試活動、多媒體求職館、職場體驗、諮詢服務、診斷履歷表、協助撰

擬自我介紹（自傳）等相關就業服務；（4）提供職業心理測驗：為協助青年選擇

適合自己興趣的職業，實施多樣化的職業心理測驗。研發「青年用職業興趣測驗」，

測定青年所關心領域與職業興趣，以協助生涯規劃；研發「青年用性向測驗」，

測定青年之性向或潛能，並瞭解適合自己個性的學業與職業；（5）強化青年職業

指導，提供多樣化的僱用資訊：在大都市人口密集地區綜合僱用安定中心設置「青

年就業申請處」，並推動設立「Job World」，提供綜合職業資訊；（6）提供「僱用

失業青年獎勵金制度」：為鼓勵企業僱用長期失業青年，推動企業採用有期限的

僱用失業青年獎勵金制度，最長期限為 3 年（李健鴻，2011）。 

日本自 2008 年至今，其「促進青年就業方案」是協助不斷轉換部分工時工

作的青年延長工作期間，進而成為全職受僱者。在方法上除了提供青年自我探索

及職業訓練之外，較特別的是成立「工作俱樂部」(job club)青年與其他勞工有非

正式的交流管道。此外，亦委請中小企業人資人員提供工作面談機會給青年作為

練習，透過厚生省提出「工作卡」(job cards)之建制，得以讓技能評估的結果與

工作經驗的紀錄清楚呈現於職場的參與及其就業轉銜（李健鴻，2015）。  

Thune & Gulbrandsen (2011) 的研究分析大學與產業合作越來越多使用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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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結構，例如透過「研究中心」的架構與合作形式，來建立長期互動的公共資

助計畫模式。此趨勢的驅動之目的是進一步探討在跨部門合作透過制度化進程所

可能產生的影響及效能評估。主要研究的問題涉及到透過正式結構或平台來促進

大學與產業間合作關係，其制度化的程度與運作模態將會深深影響青年未來的穩

定就業與參與空間的塑造。在大學和產業的合作關係之間，雙方跨部門合作制度

上的日益正規化，透過跨部門合作和實證研究之分析，檢視大學與產業間合作的

案例研究，並得以藉此對照我國在舉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和產學訓合作計畫中，

在學校端與企業端的合作關係，對於計畫之受訓學員的影響成效。 

Eom & Lee (2010)利用韓國工業大學和政府研究所（IUG）之合作關係，以

及其對企業績效所產生的影響關係。在韓國，大學和公共研究機構已成為國家創

新體系（NIS）的重要組成部分。每個國家都有其創新體制之推展，每個國家產

學之間的聯繫採取多樣化的形式，並承載著不同的功能。研究調查後來的大學和

政府研究機構（GRIS）在快速追趕型經濟發展上扮演著很重要的作用，其重點

在於大學與企業的合作關係所可能呈現的性能。研究顯示在政府的支持與重要政

策之研擬上，可以促進民間企業產生積極的創新。 

另外從 Dev & Venkatanarayana(2011)在印度的青年就業觀察上也指出，增

加青年人口的比重由於人口紅利或青年膨脹似乎是未來經濟增長的重要關鍵。在

印度雖然大學增加入學率，青年在勞動力的比例仍持續下降，顯示青年失業和就

業不足的問題仍是印度相當嚴重的問題。文中還提供增加生產性就業和減少失業

的政策建議給予青年。在職場中，勞動力的就業狀態不佳，終將會妨礙到其人口

優勢，必須要從改善教育程度和技能發展方向來改善青年就業狀態。從 Kluve et 

al(2015)的研究指出，在中低所得國家中，以職業技能訓練及創業對青年的效益

最大，特別是在薪資表現上。不過，創業型態的促進青年就業政策成效在各國變

異性相當大，需要進一步觀察。 

第三節  產學訓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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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為培育青年成為專業技術人才，結合職訓、學校、企業三方資源，推

動「產學訓合作訓練」計畫，透過學科、術科及工作崗位訓練等完整的課程實施

與歷練，訓練前期先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在白天提供免費的專業技術

養成訓練並輔導考取技術士證照，晚上由合作學校提供學校教育課程，訓練後期

則由合作企業進行工作崗位訓練，同時僱用學員並提供薪資。讓學員在訓練期間

既可兼顧理論與實務的學習，又能及早進入職場就業歷練，立即學以致用。勞動

力發展署（2015）指出，「產學訓合作訓練」計畫讓學員取得專業技能(證照)及

學位之餘，也能擁有工作經驗，使技能、學位及就業一步到位。 

    其計畫內容在適用對象為 15 至 29 歲國中、高中(職) 及大專畢業生；提供

服務項目為：一、術科專業訓練；二、技專院校課程。而其計畫重點/服務內容

為強化青年專業知能及就業技能，縮短學用落差，特結合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

職業訓練與公私立高級職業學校（含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大專校院及企業資源，

辦理產學訓合作訓練，以就業為導向的課程與措施，發揮產、學、訓與就業整合

功能，提升青年職場應用能力，及時提供產業所需人才，培育有準備勞動力，也

特別制訂了相關作業規範。作業規範適用於勞發署所屬北基宜花金馬分署、桃竹

苗分署、中彰投分署、雲嘉南分署及高屏澎東分署（以下簡稱分署）。計畫之相

關辦理單位及分工說明如下： 

（一）指導單位：1.教育部：教育課程審核與協調等事項。2.勞發署：訓練計畫

之督導、協調與審核等事項。 

（二）主辦分署：1.負責計畫之規劃、執行與協調，及就業專精養成訓練、就業

輔導與相關經費編列執行等事項。2.徵求合作學校及合作企業，並辦理畢

業生就業成效追蹤等各項品質管控工作。 

（三）合作學校：1.專案報請所屬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同意開辦本研究所核定相關

職類班別，辦理招生事宜及實施共同及專業必（選）修課程教學。2.結合

分署職業訓練與企業資源，共同研提產學訓計畫，規劃相關課程，並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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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署與企業單位訂定合作契約。3.主動協助及輔導參訓學員至企業就業安

排及就業輔導等相關工作。 

（四）合作企業：1.與各地分署、合作學校共同進行產學訓相關課程規劃。2.能

提供就業機會之標竿企業或用人事業單位，使參訓學員於在學期間及結訓

畢業後皆能充分及穩定就業，達到訓用合一之目的。 

在辦理過程中，各分署依下列計畫模式辦理產學訓合作訓練，並以 15 歲至

29 歲有意願投入職場之國中、高中(職) 及大專畢業生為招生對象，各計畫

模式說明如下，分署得依轄區需求選擇計畫模式辦理。其模式可概分為下列

三種模式：（一）3+4 計畫模式：指結合分署職業訓練、公私立高級職業學

校（含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大專校院及企業資源，辦理 7 年制產學訓合

作訓練，兼顧高中(職)與學士學位及就業技能，其實施期程如下：1.高中(職)

一年級在學校接受正規教育課程。2.高中(職)二年級於分署接受就業專精養

成訓練，訓後並輔導取得技術士證照，並利用夜間或假日繼續完成學校正規

教育課程。3.高中(職)三年級至四技一至四年級日間由分署推介赴合作企業

受僱就業取得實習學分，並利用夜間或假日繼續完成學校正規教育課程。（二）

1+3 計畫模式：指結合分署職業訓練、公私立大專校院及企業資源，辦理 4 

年制產學訓合作訓練，兼顧學士學位與就業技能，其實施期程如下：1.大學

一年級於分署接受就業專精養成訓練，訓後並輔導取得技術士證照，並利用

夜間或假日接受學校正規教育課程。2.大學二至四年級日間由分署推介赴合

作企業受僱就業取得實習學分，並利用夜間或假日繼續完成學校正規教育課

程。（三）1+1 計畫模式：指結合分署職業訓練、公私立大專校院及企業資

源，辦理 2 年制產學訓合作訓練，兼顧學士學位（第二專長）與就業技能，

其實施期程如下：1.第一年每週四天於分署接受就業專精養成訓練，訓後並

輔導取得技術士證照，每週二天在學校接受正規教育課程，一年即取得畢業

證書。2.第二年由分署推介赴合作企業受僱就業。透過不同模式的建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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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達到產學訓合作計畫的政策標的，有效培育青年專業技能與證照取得，

並得以跟業界產生適度的就業連結。 

  任一項計畫要成功，規劃、執行與監督都是關鍵面向。面對全球嚴峻的青年

就業情勢，必須拉近勞動供需落差，而產學訓合作計畫是拉近勞動供需落差的有

效策略。為促進該計畫成功的執行面內容包括：涉及的利害關係人，包括執行的

事業單位、學校、學校和事業單位的師資、學員、監督單位等；影響執行面的因

素，包括：利害關係人對計畫目標的認知、執行能力、外在環境等。完美規劃加

上完美執行，計畫效果必然明顯；反之，即使產學訓合作計畫的規劃完美，但利

害關係人在任何一個環節的執行，若未能充分落實完美的規劃，則計畫效果必會

因此打折扣（藍科正，2016）。 

Thune（2011）分析挪威四個大學的產學訓合作個案時指出，產學訓合作計

畫的成功關鍵有三：一是脈絡因素（如選擇合作夥伴、鄰近與否），二是過程因

素（如管理溝通、社會資本），三是組織因素（如正式化、組織承諾、投入資源）。

其次，產學訓合作內容與樣態不一，有的採非正式，有的採正式簽約（如還約定

大學要為 

其員工開設成人教育課程）；有的有長期合作關係；合作模式不一（如整合

研究和教育、使之商業化、課程實用化、教育方式活潑化）。再者，產學訓合作

的效果可以從企業、大學、學生三方面，來評估。此外，成果評估「成功」往往

失諸主觀，宜避免；成功的夥伴不一定是有效率的夥伴，愉快的夥伴不一定是有

生產力的夥伴。 

  Elmore（1979）指出，政策執行評估過去常採行「向前映圖」（forward mapping）：

列出政策制定者的目標→各層次的具體執行步驟（含需要的技術）→滿意結果的

指標；其缺失包括政策制定者自以為能控制會影響結果的組織、政治、技術的過

程；事實上，單靠政策制定者的意願和方向，不保證執行過程完美。該文提倡採

行「向後映圖」（backward mapping）：也列出政策制定者的目標，但質疑政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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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者應該或可以控制執行過程的假設，也質疑政策制定者從目標、執行步驟、到

滿意結果的宣示會自動完成。「向後映圖」始於（公共）行政管理與私人選擇之

間的互動，最後才是執行過程的頂端；它注重執行過程最底層的特定行為是否是

政策所需，從該行為→訂出目標→組織運作→結果；它會自問：底層單位有何能

力來影響政策目標？底層單位有何資源來達成如此結果？ 

  Mackaway & Seeto（2011）指出，「參與式學習」（learning through participation）

（課程）的評估要注意有效性（例如，探討構面包括就業力、取得工作技能、整

合理論和實務、擴大學習、個人發展、社區參與等）、客觀性（例如，調查、報

告、測驗、觀察）、不同利害關係人的角色和期望、學習和評估之反省等；「參與

式學習」的評估步驟包括：發展評估變數之圖像、引導問題、決定最適當的評估

工具等。 

 

第四節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勞動部為促進青年就業，及培訓契合企業需求之優質專業技術人力，自2003

年與教育部合作，引進德國「雙軌制」(Dual System)職業訓練模式，推動「台德

菁英計畫」，欲縮短學用落差，並以德國雙軌制訓練制度為基礎，發展本土化之

雙軌訓練制度。經檢討施行成效，為契合國內產業及社會環境需求，自2009年起

以本土化為主要導向，進行計畫再造，並更名為「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另自2012

年起交由各分署辦理各項業務，以期深耕區域產業，發展在地化特色。迄2013

年，雙軌旗艦訓練計畫整體的訓後留用率約8成5。申請的公司中，連鎖餐飲、飯

店／百貨公司的餐飲、便利商店不少；但多缺少撰寫計畫書的經驗。有公司生意

很好，學生長工時（也是想要多賺錢）卻抱怨太忙；抱怨一般是由學校與公司溝

通處理，分署也會進行訪視關懷（藍科正，2016）。 

目前「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整合事業單位及大專與高職體系資源，訓練生每

週分別在業界實習至少3日、學校上課2~3日，不但可學習理論課程，還可增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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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經驗，降低學校教育與職場技能的落差。另外，訓練生除可享有學費之優惠補

助外，每月由事業單位提供津貼，以減輕經濟負擔。訓練生於訓練期滿且成績合

格者，可取得教育部授予之正式學歷文憑與勞動部及事業單位共同核發之結訓證

書。 

依據過去幾年推行雙軌制職業訓練之經驗，「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對於有意

繼續升學，又擬提早踏入職場之青年，提供另一就業與升學雙軌並進的選擇。此

計畫不但提供技職體系學生的就業機會，升學及就業兼顧，也同時為企業提供優

質的募才、育才及用才途徑，塑造了一批基礎厚實的技術人才，達到企業與青年

雙贏的局面。該計畫之主要目的在降低國內青年初次尋職及因技術缺乏而產生的

就業困難。藉由鼓勵事業單位積極參與職業訓練，結合國內大專校院，透過各職

類雙軌制訓練，共同培育國內青年成為事業單位核心專業人員，促使產業結構調

整與升級時，能獲得穩定人力資源，奠定事業單位未來強化經營體質、增加產品

附加價值、提高生產力及國際競爭力。 

其業務推動之內容包含：（一）本計畫合作學校辦理之訓練、輔導與招生宣

導業務，及事業單位辦理之技術訓練，均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所屬分署推

動辦理職業訓練補助要點」所列「職業訓練」之範疇；（二）本計畫補助合作學

校訓練生輔導經費、招生活動費用、報名費用、依身分別辦理訓練生學（雜）費

補助，及補助事業單位訓練經費，均屬「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所屬分署推動辦

理職業訓練補助要點」所列「訓練津貼」之範圍。其適用對象下列經核定參與本

計畫者：（一）國內各事業單位；（二）國內大專校院及高中職校；（三）本研究

訓練之青少年，簡稱訓練生；（四）協助或合作推動本研究之單位；（五）國內大

專教育、職業訓練及人力資源之專家學者。 

    巫國琳（2010）指出，對學校與企業來說，生育率的持續下降，導致學校面

臨招生日益艱鉅，甚至在未來部分學校將會因為招不到學生而面臨倒閉。過去雙

軌訓練中的各合作學校辦理多種職類，常常出現同一企業在同一區域與多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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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情形，但企業所提供的名額有限，在各校爭食下百害而無一利。因此雙軌

訓練將協助學校依照本身教學資源與特色，搭配相關企業開設專班，朝經營各校

特色、劃分市場區隔的目標發展，找回培育專業技術人才的初衷。對企業則是可

供選擇的人才越來越少，要能尋覓到適合的人才無疑更是雪上加霜。以雙軌制的

精神而言，企業可以決定人才培育的方向，由學校擔任基礎教育與協助執行企業

訓練的角色，透過彼此的分工合作，滿足人才培育的極大值。為此，雙軌訓練採

取「專班開設」，讓學校可以從企業文化為出發點來經營「專班」，也可以配合

企業的要求量身打造專屬的課程。例如企業困擾的同業挖角問題，導致訓練無法

延續與傳承，但是透過雙軌專班模式，使得訓練生（學生）不論在公司或是學校，

都處在一個擁有共同文化與語言的環境，藉此提高對組織的認同度與向心力，挖

角自然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巫國琳，2010）。 

    在雙軌制的運作過程中，「輪調訓練」是建立多元職能非常重要的一環，事

業單位必須安排訓練學員每 3 至 6 個月進行部門或技能的輪調。訓練學員藉著多

元化的角度去觀察和實際操作，來瞭解工作的全貌，在學習的過程當中一直接觸

新的技能、知識，培養訓練學員持續學習的動力和適應環境的能力。訓練學員透

過多元的接觸引起繼續學習的興趣後，依照個人的興趣決定朝某領域發展，那時

再去做專精式的學習，工作道路反而走的更快樂、更長久。再者，透過輪調訓練

與不同的群體相處，學習尊重他人、產生同理心，也有助於職場人際與群體之溝

通。對於企業來說，訓練學員在訓練期間就能透過輪調制度累積實力，不論企業

面臨轉型或是內部跨部門合作時，這批人員可以快速調整方向發揮所長。雙軌訓

練經過人才「技術」的訓練，將教學回歸到「教」的本質，營造出臺灣雙軌的核

心價值—培養「專注」的態度。藉由雙軌制的推動幫助訓練學員體驗社會化的經

驗，培養認真敬業的態度，不再只是流於「匠氣」的呈現，而是以成為「達人」

的熱情持續學習。當以每位雙軌訓練學員為中心，藉由老師和師傅的協助，讓他

們從教育與訓練當中找到發展的方向，開創出一條嶄新、充滿熱情與永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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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在大學和產業的合作關係之間，雙方跨部門合作制度上的日益正規化，透

過文章中分析跨部門合作和實證研究，來觀看大學與產業間合作的案例研究，以

利對照我國在舉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和產學訓訓練計畫中，在學校端與企業端的

合作關係，對於計畫之受訓學員的影響成效（巫國琳，2010）。 

然而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在實施過程中有其相關缺失，如鍾琳惠（2007）所指

出，例如在學校端容易產生：（一）課程時間的安排皆是有利於提供事業單位彈

性時間的勞動力；（二）實習場域的勞動強度使得學生身心疲憊，課堂教學也趨

向簡單化，學生無法有效習得益於技術的知識。而在雇主端的部分則是：（一）

事業單位未能保有培訓心態，反而剝削學生，計劃初衷無法有效落實；（二）學

生成為廉價、超時的勞動力，展現在低薪、排班制度、休假等問題；（三）事業

單位權力恐遭到濫用，能依其主觀認定處罰學生(如開勸導單等)，實習過程事業

單位的考核也能夠決定學生能否取得文憑，因而容易產生過度管理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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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依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本調查計畫在研究設計此章，包括以下五個部分小

節之討論： 

 

第一節 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 

本研究將透過文獻分析法，蒐集、整理、歸納、分析「產學訓合作計畫」

與「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等相關文獻及次級數據資料，透過系統化的方式處理、

分析、整合成有組織性的資訊。文獻的彙整範疇包括了：（1）國發會、主計總處、

勞動部等相關部會青年就業研究報告及統計、調查資料；（2）先進國家有關促進

青年勞動參與措施之作法與經驗之期刊、論文或出版品。透過政府部門相關統計

資料，藉由次級資料分析之進行了解國內青年勞動力參與之特性和（如性別、年

齡、產業別、家庭等）。 

第二節 問卷調查法 

（一）樣本範圍：依分署在本研究之原則性要求下，本研究調查對象與目的不同，

分述如下表 3-1-1 所示： 

表 3-2-1 計畫調查說明 

調查

對象 

調查

方式 

調查範圍及說明 調查方向 

訓後

學員 

問卷

調查 

1. 累計截至 104 學年度結訓學員

人數(估計)，「產學訓合作計畫」

為 834 人，「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為 1,524 人，調查回收樣本數至

少為結訓學員人數之 40%。本研

究合計回收? 份問卷作為分析。 

2. 考量兩項計畫屬性不同，調查問

卷分開設計與發放。 

基本資料、目前就業情況、參

訓動機、參訓考量因素、訓練

過程滿意度、訓練效益滿意

度、未來職涯規劃與訓練計畫

的相關性等 

事業

單位 

問卷

調查 

1. 累計目前產學訓合作訓練合作

事業單位為 98 間，雙軌訓練旗

參訓動機、目前推動情形、推

動過程遭遇到哪些困難、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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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

對象 

調查

方式 

調查範圍及說明 調查方向 

艦計畫合作事業單位為 128

間，調查回收樣本數至少為事業

單位總數之 50%。本研究共計回

收?分問卷。 

2. 考量兩項計畫屬性不同，調查問

卷分開設計與發放。 

現行計畫管理機制的建議、對

於訓練效益的看法、相關政策

建議、後續持續參與計畫意願

及動機等 

 

本研究透過多元管道蒐集問卷及回收，經過多次的催收與聯繫，以 10 月 2

日作為本研究最後截止蒐集時間點。在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暨產學訓合作計畫之問

卷發放狀況說明如下：（參表 3-2-2） 

1. 雙軌廠商：8/1 以電子郵件方式發 101 份，截至 10/2 已回收 64 份(包含學校

窗口協助 26 份:僑光科技大學協助 11 家、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協助 12 家、建

國科技大學協助 3 家)； 

2. 產學訓廠商：8/9 以電子郵件方式發 98 家，截至 10/2 已回收 64 份(包含學

校----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協助 25 家)。 

3. 雙軌學員：7/22 與 8/9 以紙本問卷方式寄出 1238 份，截至 10/2 已回收 611

份(包含學校協助 547 份:僑光科技大學協助 126 位、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協助

317 位、建國科技大學協助 70 位、朝陽科技大學協助 20 位、南開科技大學

協助 14 位)； 

4. 產學訓學員：8/15 以紙本方式寄出 835 份，截至 10/2 已回收 334 份(包含學

校----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協助 259 位) 。 

（二）問卷資料處理程序 

1.問卷審核 

對回收之問卷資料進行檢查篩選、完成編碼及 key in 的問卷，由助理負責問卷

審核和整理的工作，以確保調查對象準確及調查問項填答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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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料檢誤 

將依問卷內容，透過 SPSS 電腦程式檢查，以檢出（a）不合規則（b）不合常

態，及（c）不合邏輯三大有問題之資料，加以修正。經過電腦檢誤所發現

錯誤，可利用電腦自動更正者，即逕予更正；需由人工加以核對研判

再更正者，由電腦列印錯誤資料清單，交由人工輸入處理更正。最後，

將對所篩選出有效問卷之樣本，進行編號，以便日後核對之用。       

3.調查資料之統計分析 

調查資料之處理將事先訓練電話訪問員，進行當面問卷調查後資料檢查、編碼、

電腦資料過錄。資料之運算與統計分析將依委託單位之需求，除運用一般描述

統計方法之外，並針對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服務業和非服務業，以及產學訓合

作計畫的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業和非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業，就

適當的項目，進行差異性檢定（F-test、Pearson 卡方檢定），以達分析目的。 

 

表 3-2-2 問卷母體及回收數與占比 

 

調查對象 問卷母體 回收(占母體比率) 

雙軌學員 1525 611   (40.07%) 

雙軌事業單位 128 64    (50.0%) 

產學訓學員 835 334   (40.0%) 

產學訓事業單位 98 49    (50.0%) 

 

第三節 焦點團體座談 

本研究透過 2 場專家學者焦點座談，藉以蒐集「產學訓合作計畫」及針對「雙

軌訓練旗艦計畫」。焦點團體座談具有深度資料蒐集的優點，藉由團體的互動，

可以協助受訪者深入描述對所要討論主題的個人認知及評價（張紹勲，2000）。

焦點團體座談通常較適合以 7 至 10 人進行問題的探索可以補充問卷調查結構化

的選項反映不到的背後思維或目的，群體的異質性儘量不要太高，以免成員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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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回答的退縮（Krathwohl, 2000）。焦點團體座談問項的設計可以非結構性或結

構性問題，非結構性問題較適合由較專業的主持者主導座談，優點是可發掘

出人意表的資料，但資料分析不易；而結構性問題的優點是當樣本特定時較

為適合，且資料分析和歸納將會較容易（Krathwohl, 2000）。 

 

（一）邀請對象     

本研究設計由於採用焦點團體座談法蒐集資料，一般進行質性研究較無考量

樣本規模的問題，其重點在於參與座談者所能提供資料的完整與豐原性而定，因

此，本研究採理論性抽樣(theoretical sampling)選擇參與座談對象，亦即被選擇的

對象符合資訊需求或能提供可貴及有用資料的特性(Krathwohl, 2000)。本研究共

計辦理 2 場次產官學焦點團體座談，舉辦 2 場次之之焦點座談會議分別為第一場

次有關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之焦點座談（執行地點於台灣高鐵台中站多功能會議室）

及第二場次有關產學訓合作計畫之焦點座談（執行地點於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

針對「產學訓合作計畫」及針對「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專業回應蒐集資料，每

場次邀請了 6 位參與座談。每場次焦點座談的邀請對象包括學者（2 位）、事業

單位（2 位）、公部門（1 位）及學員（1 位），以對該計畫方案有深入瞭解及高

度參與者為重要的邀請對象。焦點座談大綱於執行問卷及訪談之蒐集分析之後進

行研擬，送分署審核後進行，亦針對初步的研究成果與結論作為討論的主題。 

（二）焦點團體座談大綱：座談題綱層次如下表 3-3-1： 

表 3-3-1  焦點座談研究前架構 

      資料內容分析 業界 政府部門 學界 學員 

現 

況 

層次一：效益層面，如目前「產學訓合

作計畫」與「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所

存在功能效益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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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層次二：未來「產學訓合作計畫」與「雙

軌訓練旗艦計畫」有何改進之處？ 

    

重要研究發現的討論     

    

    依循上表 3-1-3 的架構，本研究在焦點座談的題綱設計上，進一步針對「雙

軌訓練旗艦計畫」與「產學訓合作計畫」的座談導出下列表 3-3-2 四個主要的座

談會題綱，內容分述如下： 

 

表 3-3-2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與產學訓合作計畫題綱內容 

題項 題綱內容 

一 目前「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產學訓合作計畫)所存在功能與效益為

何？ 

二 未來「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產學訓合作計畫)有何改進之處？ 

三 長期以來，計畫執行面集訓後所產生的實質效益是否符合計畫目

標？ 

四 針對此計畫後續之運作，在政府、事業單位、及學校及學員各有何

建議？ 

 

第四節 深度訪談 

 

主要是利用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的口語交談，達到意見交換與建構，是一種

單獨的、個人的互動方式，受訪者藉由訪談的過程與內容，發覺分析出受訪者的

動機、信念、態度、作法與看法等。此研究方法是一種訪談者與受訪者雙方面對

面的社會互動過程，訪問資料正是社會互動的產物（李美華、孔祥明、林嘉娟、

王婷玉譯，1998）。 

本研究針對「產學訓合作計畫」與「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兩個計畫的學員個

別 20 位學員合計 40 位學員，在學校端部分合計 10 間學校及企業端合計 18 間企

業，整體如下表 3-1-5 共計 68 個單位進行訪談工作（訪談大綱詳見附錄七至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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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十二）。畢業生受訪者的安排則分為留任與未留任兩種類別進行平衡的受訪配

置，藉以蒐集更為周延的相關資訊。 

 

表 3-4-1 受訪樣本配置 

計畫名稱/受訪類別 參訓學員 企業單位 參與學校 

產學訓合作計畫 20(編碼

AA1~AA20) 

8(編碼 AB1~AB8) 2(編碼

AC1~AC2)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20(編碼

BA1~BA20) 

10(編碼BB1~BB10) 8(編碼

BC1~BC8) 

共計 68 位 

 

表 3-4-2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受訪者編碼及資料 

編碼 職稱/名稱 訪談日期 

BA1 學員 105/08/31 

BA2 學員 105/08/31 

BA3 學員 105/09/22 

BA4 學員 105/09/21 

BA5 學員 105/09/23 

BA6 學員 105/09/23 

BA7 學員 105/10/02 

BA8 學員 105/09/29 

BA9 學員 105/09/29 

BA10 學員 105/09/30 

BA11 學員 105/09/30 

BA12 學員 105/09/30 

BA13 學員 105/09/30 

BA14 學員 105/09/30 

BA15 學員 105/09/30 

BA16 學員 105/09/26 

BA17 學員 105/10/12 

BA18 學員 105/10/12 

BA19 學員 105/09/29 

BA20 學員 105/10/12 

BB1 副總經理 105/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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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2 會計 105/08/19 

BB3 人資處副理 105/07/29 

BB4 主任 105/10/18 

BB5 組長 105/10/17 

BB6 人資室經理 105/10/12 

BB7 人資專員 105/10/19 

BB8 人資專員 105/10/26 

BB9 副管理師 105/10/19 

BB10 主任 105/10/21 

BC1 書記 105/08/02 

BC2 科技大學主任 105/08/07 

BC3 科技大學組員 105/10/14 

BC4 科技大學約聘職員 105/10/31 

BC5 科技大學人事室主任 105/10/12 

BC6 科技大學書記 105/10/25 

BC7 科技大學行政組員 105/08/02 

BC8 科技大學專案助理 105/11/04 

 

表 3-4-3 產學訓合作計畫受訪者編碼及資料 

編碼 職稱/名稱 訪談日期 

AA1 學員 105/09/08 

AA2 學員 105/09/20 

AA3 學員 105/09/20 

AA4 學員 105/09/13 

AA5 學員 105/10/01 

AA6 學員 105/09/19 

AA7 學員 105/09/15 

AA8 學員 105/09/15 

AA9 學員 105/09/15 

AA10 學員 105/10/21 

AA11 學員 105/10/21 

AA12 學員 105/10/12 

AA13 學員 105/10/12 

AA14 學員 105/10/12 

AA15 學員 105/10/12 

AA16 學員 105/10/12 

AA17 學員 105/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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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18 學員 105/11/01 

AA19 學員 105/11/01 

AA20 學員 105/10/12 

AB1 會計人資 105/07/27 

AB2 副總經理 105/07/27 

AB3 人資課長 105/10/14 

AB4 人資處課長 105/10/14 

AB5 人資處組長 105/10/17 

AB6 人事人員 105/10/21 

AB7 人資室主任 105/10/12 

AB8 人資處經理 105/10/12 

AC1 科技大學 105/10/27 

AC2 科技大學 105/08/02 

 

本研究透過上述兩個計畫方案進行共計 68 位受訪者訪談資料之蒐集，得以

更為深入的瞭解「產學訓合作計畫」與「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不同計畫的意涵、

推動執行之困境與計畫之執行效益之討論。68 位受訪者的訪談錄音檔內容，皆

轉譯為文本逐字稿（提供紙本作為參考），並進行主題歸納資料分析的工作。經

由研究者對文本資料編碼，並從受訪者敘述的文字中，歸納產生次類別

(subcategories)與類別。深入訪談後所蒐集的學員、企業單位及學校資料將採用主

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分析所蒐集到的資料，以系統性分析的方法，試圖

從零散、雜亂無章的素材中歸納與研究問題有關的主題；也就是主題分析法想要

找出一個特定現象的意義，以及該現象如何被經驗，研究者必須回歸文本，理出

感覺並「看見」真正的涵義（高淑清，2002）。本研究以高淑清（2001）提出的

「整體－部份－整體」的詮釋循環解析步驟，逐一進行文本分析。 

資料分析的目的在於有系統地搜尋和組織研究者所蒐集到的資料，以增加研

究者對資料的理解，並進而展現研究者對研究的發現。本研究資料分析的過程以

高淑清（2008）所提的主題分析架構（圖 3-4-1）為藍本，以下便將資料分析所

進行的七個程序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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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 主題分析的概念架構圖 

（一） 研究倫理 

研究倫理有如職業道德，是從事教育研究者專業精神與專業態度的重要表徵，

如缺乏研究倫理的規範，研究的結果可能會危害教育學術的發展，也可能影響教

育的實際，研究者不可不慎。從以上各單位及團體所列的研究倫理規範，大致可

以將研究倫理歸納為以下四大項： 

1. 研究設計之初，審慎考慮人性尊嚴的研究價值： 

在形成研究問題時，要以同時 以科學研究價值與人性尊嚴作為衡量研究價值

的標準，如果兩者發生衝突，要確定研究的結果對於當事人母群，有重要的

直接，間接的助益。 

2. 研究實施的過程，遵守意願、安全、私密、誠信的原則： 

研究實施時，要直接向當事人或其監護人告知研究的性質，並尊重其參與的

意願。在研究過程則要確實考慮是否會響研究對象的身心問題，並應維持在

「最低傷害可能」的範圍之內，如超過此一範圍，必須慎重考慮並以書面方

式告知研究對象。另外，不呈現個別的研究資料，也不洩露研究者身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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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不得欺騙研究對象，但如確屬不可避免，必須於事後予以委婉補救、說

明。 

3. 客觀、正確分析及報導研究結果： 

研究進行時要採用最適當的分析方法，針對蒐集到的所有資料進行分析，不

可刻意選擇或捨去實際的資料。分析之後，客觀詮釋資料所代表的意義，並

詳實報導分析的結果，不可刻意隱瞞或遺漏，客觀呈現研究結果。 

4. 尊重智慧財產，分享智慧財產： 

報導的資料要確實正確無誤，如在出版後發現有報導錯誤情形，應補救更正。 

 

（二）效度上三角檢證 

本研究採用三角檢測（triangulation）方式，去求證各個單獨的觀測與該研究

發現之間是否一致，以作為研究的信效度檢證。而三角檢測又可分為五個種類，

分別為： 

1.資料來源的三角檢測，資料來源可分為人員、時間、地點等。 

2.方法的三角檢測，指運用觀察、訪談與文件分析等方法。 

3.研究人員的三角檢測，指同時有兩人以上的研究員進行同一個研究。 

4.理論方面的三角檢測，不過此法因採不同的理論易產生衝突故問題較多。 

5.資料型式的三角檢測，如運用質的文字、紀錄資料、與量化資料（張芬芬譯，

2006）。 

考量本研究的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及可行性，採取資料來源取得位置(學員、

企業單位及學校)與不同研究方法(文獻分析法、訪談法及焦點座談)的三角檢測方

式在訪談與座談分析時進行資料分析之檢證操作。 

 

第五節 研究計畫流程與進度規劃 

計畫研究流程的設計，本研究之調查依據研究設計與計畫需求擬定流程如

圖 3-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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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1   研究流程圖 

  

文獻及次級資料 

蒐集、彙整及分析 

 我國青年勞動力相關文獻蒐集與
分析 

 先進國家促進青年勞動力勞動相
關文獻(或專題報導)資料蒐集與
分析 

 彙整國內青年參與勞動之制度與
結構困境 

分析我國青年勞動參與相關

問題 

產、官、學焦
點團體座談 

兩個計畫青年勞動問
卷調查 

國際促進青年勞動
參與之政策 

◎釐清學員結訓後，繼續留在原事業單位或相同產業領域就業之意願，抑或 

另行轉換跑道? 其中考慮的因素為何? 

◎瞭解學員結訓後，在職場的就業條件及未來相關職涯規劃，是否符合預期？ 

若能重新選擇一次，是否仍選擇參訓？ 

◎瞭解事業單位是否從訓練過程中，獲得企業真正需要的人力？訓練計畫對於營

運面的影響？持續參與訓練計畫的動機？ 

◎彙整事業單位、學校單位、結訓學員對於計畫的反饋意見，分析影響訓練計畫

成效之關鍵因素，並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相關方法執行後之分析與討論 

提交研究報告與行動方案建議 

期末審查 
(主辦單位修正意見) 

深度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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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量化問卷分析 

  本章分別就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產學訓合

作計畫學員、產學訓合作計畫事業單位等的回收問卷，進行分析。 

 

第一節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回收問卷分析 

一、回收樣本特徵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回收問卷共 611 份，男性占六成二（62.4%），女性占

三成七（37.2%）；年齡以 24 歲和 23 歲為多，平均 23.78 歲；學制類別以二專居

首（54.0%），二技居次（38.4%）；學校以勤益科大居首（56.1%）；科系以餐飲

居首（32.1%），再者依序是機械（21.1%）、企管（20.6%）、休管（16.0%）（勾

選「其他」者之文字彙整）；畢業年度從 94 年到 106 年，以 104 年居首（30.9%）；

實習單位的員工人數規模以 100 人以上居首（30.0%）。（參表 4-1-1） 

 

表 4-1-1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回收樣本特徵 

性別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11)百分比 

1、男 381 62.4% 

2、女 227 37.2% 

參與本計畫學制類別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11)百分比 

1、高職 2 0.33% 

2、二專 354 57.94% 

3、二技 252 41.24% 

4、四技 48 7.86% 

參加本計畫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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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11)百分比 

1、勤益科技大學 343 56.14% 

2、僑光科技大學 133 21.76% 

3、建國科技大學 79 12.92% 

4、朝陽科技大學 22 3.60% 

5、南開科技大學 14 2.29% 

6、修平科技大學 2 0.32% 

7、嶺東科技大學 9 1.47% 

8、中洲科技大學 4 0.65% 

9、臺中科技大學 3 0.49% 

10、其他 2 0.32% 

參加本計畫的科系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11)百分比 

1、餐飲 196 32.07% 

2、機械(其他選項) 129 21.11% 

3、企管(其他選項) 126 20.62% 

4、休管(其他選項) 98 16.03% 

5、其他 62 10.14% 

畢業年度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11)百分比 

1、104 年 189 30.93% 

2、103 年 136 22.25% 

3、105 年 101 16.53% 

4、其他(94-102 年、106 年、遺漏 1) 185 30.27% 

參加本計畫的實習單位人數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11)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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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員工 100 人以上 183 29.95% 

2、員工未滿 30 人 151 24.71% 

3、員工 50-99 人 110 18.00% 

4、員工 30-49 人 108 17.67% 

5、其他(不清楚、遺漏 1) 59 9.65% 

 

二、參與動機 

參與動機主要依序是能夠獲得大學學歷（91.3%）、就學期間能夠賺到金錢

收入（70.5%）、能夠增加自己的職場體驗（63.2%）、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

爭力（38.1%）、有學校去宣導（28.2%）。（參表 4-1-2） 

 

表 4-1-2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參與本計畫的動機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11)

百分比 

1、能夠獲得大學學歷 558 91.33% 

2、就學期間能夠賺到金錢收入 431 70.54% 

3、能夠增加自己的職場體驗 386 63.18% 

4、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力 233 38.13% 

5、有學校去宣導 172 28.15% 

6、能夠獲得就業所需的技能訓練 157 25.70% 

7、畢業後能夠很快找到工作 139 22.75% 

8、家長建議參加 100 16.37% 

9、畢業後能夠立即在本計畫的實習單位就業 61 9.98% 

10、畢業後的工作薪資較同輩為高 52 8.51% 

11、能夠通過丙級/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或取

得其他相關的國際證照 

17 
2.78% 

12、其他 7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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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效益 

  受訪者中，47.8%有丙級證照，8.0%有乙級證照，4.1%有國際證照；平均每

月薪資以 NT$22,001-24,999（22.4%）和 NT$25,000-29,999（22.4%）為多，平均

是 3.59（介於 NT$30,000-34,999 之間）；目前工作類別以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為

最多（47.5%），居次的是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或勞力工（15.2%）

（參表 4-1-3）。目前工作職位名稱居前者依序是服務員（18%）、主管（15%）、

技術員（10%）、工讀（10%）、當兵（9%）、正職人員（8%）等。 

  表 4-1-3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參與後的效益 

有無取得證照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11)

百分比 

1、丙級(單選題) 292 47.79% 

2、乙級(單選題) 49 8.02% 

3、國際證照(單選題) 25 4.09% 

現在的平均每月薪資大約是多少錢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11)

百分比 

1、NT$22,001-24,999 137 22.42% 

1、NT$25,000-29,999 137 22.42% 

3、NT$22,000 或以下 109 17.84% 

4、NT$30,000-34,999 85 13.91% 

5、目前待業中 30 4.90% 

6、其他選項(含遺漏 1) 113 18.49% 

目前工作的職類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11)

百分比 

1、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290 47.46% 

2、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 93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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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51 8.35% 

4、目前待業中 38 6.22% 

5、專業人員 24 3.93% 

6、民意代表、主管或經理人員 16 2.62% 

7、自營作業者 9 1.47% 

8、事務支援人員 8 1.31% 

9、其他 82 13.42% 

 

  參加本計畫後對自己的幫助方面，主要依序是能夠獲得大學學歷（89.7%）、

就學期間能夠賺到金錢收入（72.2%）、能夠增加自己的職場體驗（66.6%）、

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力（43.9%）(參表 4-1-4)，對應參與動機的排序（參表

4-1-2）。 

 

表 4-1-4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參與後對自己的幫助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11)百

分比 

1、能夠獲得大學學歷 548 89.69% 

2、就學期間能夠賺到金錢收入 441 72.18% 

3、能夠增加自己的職場體驗 407 66.61% 

4、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力 268 43.86% 

5、家長建議參加 185 30.28% 

6、有學校去宣導 182 29.79% 

7、能夠獲得就業所需的技能訓練 173 28.31% 

8、畢業後能夠很快找到工作 147 24.06% 

9、畢業後的工作薪資較同輩為高 98 16.04% 

10、畢業後能夠立即在本計畫的實習單位就

業 

84 
13.75% 

11、能夠通過丙級/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或取

得其他相關的國際證照 

17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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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其他 1 0.16% 

 

  參加本計畫後對社會的幫助，依序是幫助家庭經濟（57.0%）、改善社會青

年就業率（53.0%）、提高社會青年工作收入（50.3%）、改善社會青年的工作

態度（37.6%）、幫助製造業發展（16.9%）（參表 4-1-5）。 

  

表 4-1-5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參與後對社會的幫助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

(N=611)百分比 

1、幫助家庭經濟  348 56.96% 

2、改善社會青年就業率 324 53.03% 

3、提高社會青年工作收入 307 50.25% 

4、改善社會青年的工作態度 230 37.64% 

5、幫助製造業發展 103 16.86% 

6、其他 10 1.64% 

 

  畢業後的就業選擇依序是於相同產業其他事業單位任職（39.8%）、跨領域就

業（24.1%）、留任原事業單位（22.9%）、創業（2.3%）（參表 4-1-6），主因依序

是自己職涯另有規劃（50.9%）、志趣因素（25.0%）、產業特性的因素（19.0%）、

升學進修（12.8%）等（參表 4-1-7）。 

表 4-1-6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畢業後的就業選擇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11)

百分比 

1、於相同產業其他事業單位任職 243 39.77% 

2、跨領域就業 147 24.06% 

3、留任原事業單位 140 22.91% 

4、創業 14 2.29% 

5、其他 62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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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畢業後就業選擇的主因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11)

百分比 

1、自己職涯另有規劃 311 50.90% 

2、志趣因素 153 25.04% 

3、產業特性的因素 116 18.99% 

4、升學進修  78 12.77% 

5、家庭因素 60 9.82% 

6、雇主因素 51 8.35% 

7、學校因素 6 0.98% 

8、其他 19 3.11% 

 

四、滿意度 

  受訪者對於參加本計畫各方面的滿意度都傾向滿意（小於 3）；例如，整體

滿意度 2.12、參加本計畫學校「訓練師資」的整體滿意度 2.06、參加本計畫學校

協助「訓練過程」的整體滿意度 2.14、參加本計畫學校「訓練設備」的整體滿意

度 2.23、參加本計畫工作崗位單位「訓練師資」的整體滿意度 2.24、參加本計畫

學校「教材與課程」的整體滿意度 2.25、參加本計畫工作崗位單位「訓練設備」

的整體滿意度 2.27、參加本計畫工作崗位單位「工作環境」的整體滿意度 2.29、

參加本計畫工作崗位單位「訓練過程」的整體滿意度 2.29（參表 4-1-8）。 

 

      表 4-1-8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對雙軌計畫的滿意度(N=611) 

項目 滿意度平均值 

1、參加本計畫學校「訓練師資」的整體滿意度 2.06 

2、參加本計畫學校協助「訓練過程」的整體滿意度 2.14 

3、參加本計畫學校「訓練設備」的整體滿意度 2.23 

4.、參加本計畫工作崗位單位「訓練師資」的整體滿意度     2.24 

5、參加本計畫學校「教材與課程」的整體滿意度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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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參加本計畫工作崗位單位「訓練設備」的整體滿意度 2.27 

7、參加本計畫工作崗位單位「工作環境」的整體滿意度 2.29 

8、參加本計畫工作崗位單位「訓練過程」的整體滿意度 2.29 

9、參加本計畫的整體滿意度 2.12 

  受訪者中，68.4%會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參表 4-1-9），主因包括學業和工

作可以兼顧（76.1%）、參加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67.9%）、要考量志趣因素

（24.9%）等（參表 4-1-10）。 

表 4-1-9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是否會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 

項目 餐飲 電機 
美容美髮 

其他 合計(占回收數

[N=611]百分比) 

1、會 142 13 9 254 418(68.41%) 

2、不會 2 1 0 19 22(3.6%) 

3、不一定 40 1 3 111 155(25.37%) 

 

表 4-1-10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會否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的主因  

項目 餐飲 電機 美容美

髮 

其他 合計──會 

 (占樣本數

[N=418]百分

比) 

合計──不會 

(占樣本數

[N=22]百分比) 會 不

會 

會 不

會 

會 不

會 

會 不

會 

1、學業工作可以兼顧 113 - 12 - 7 - 186 4 318 

(76.1%) 

4 

(18.1%) 

2、參加本計畫的效益

符合期望 

91 - 11 - 5 - 177 1 284 

(67.9%) 

1 

(4.5%) 

3、要考量志趣因素 33 - 6 - 2 - 63 4 104 

(24.9%) 

4 

(18.1%) 

4、要考量交通因素 13 - 1 - - - 12 1 26 

(6.2%) 

1 

(4.5%) 

5、參加本計畫的效益

不符合期望 

3 2 - - - - 3 13 6 

(1.4%) 

15 

(68.1%) 

6、學業和工作無法兼

顧 

1 1 - 1 1 - - 3 2 

(0.5%) 

5 

(22.7%) 

7、其他 1 - - - - - 4 - 5 

(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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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改善建議 

  受訪者的改善建議主要包括事業單位選擇可以增多（66.5%）、可以增加工作

崗位技能訓練（53.2%）、宣導可以加強（39.8%）、事業單位對訓練要有完善

的標準作業流程（32.6%）等（參表 4-1-11）。 

 

表 4-1-11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對本計畫未來可以改進的項目之建議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

(N=611)百

分比 

1、事業單位選擇可以增多 406 66.45% 

2、可以增加工作崗位技能訓練  325 53.19% 

3、宣導可以加強 243 39.77% 

4、事業單位對訓練要有完善的標準作業流程 199 32.57% 

5、可以提供職涯適性諮商 162 26.51% 

6、學員名額可以增加 154 25.20% 

7、事業單位要指派適當的指導員 139 22.75% 

8、參加本計畫期間的諮詢輔導可以增多 126 20.62% 

9、學校課程可以增加 91 14.89% 

10、其他  110 18.00% 

六、服務業和其他業類科的對照 

  本小節以專班科系屬服務業類科（208 人）或其他業類科（電機、機械，400

人）（3 人遺漏填寫此項），區分一些項目的回答，以便對照分析。 

（一）參與動機 

參與動機多數項目是服務業類科者的比例低於其他業類科者，例如，能夠獲

得大學學歷（92.8%>88.9%）；相反的項目包括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力

（40.9%>36.7%）、畢業後能夠很快找到工作（24.5%>21.7%）、能夠通過丙級/

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或取得其他相關的國際證照（3.4%>2.5%）；服務業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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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類科之間呈現（雙尾 10%以下）顯著差異的項目包括能夠獲得大學學歷、能夠

獲得就業所需的技能訓練、有學校去宣導、家長建議參加等（參表 4-1-12）。 

 

表 4-1-12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參與本計畫的動機──服務業和其他業類科的

對照 

 服務業類科

(N=208) 

其他業類科

(N=401) 

Pearson

卡方值 

漸進顯

著性(雙

尾)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能夠獲得大學學歷 185 88.9% 372 92.8% 6.856 0.031** 

2、就學期間能夠賺到金錢收入 134 64.4% 296 73.8% 7.777 0.100 

3、能夠增加自己的職場體驗 120 57.7% 265 66.1% 5.955 0.203 

4、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力 85 40.9% 147 36.7% 1.147 0.563 

5、有學校去宣導 48 23.1% 124 30.9% 4.954 0.084* 

6、能夠獲得就業所需的技能訓練 52 25.0% 103 25.7% 5.836 0.054** 

7、畢業後能夠很快找到工作 51 24.5% 87 21.7% 1.469 0.480 

8、家長建議參加 25 12.0% 75 18.7% 4.863 0.088* 

9、畢業後能夠立即在本計畫的實習單

位就業 

19 9.1% 41 10.2% 3.756 0.153 

10、畢業後的工作薪資較同輩為高 17 8.2% 34 8.5% 4.452 0.108 

11、能夠通過丙級/乙級技術士技能檢

定或取得其他相關的國際證照 

7 3.4% 10 2.5% 0.442 0.802 

12、其他 1 0.5% 6 1.5% 1.270 0.530 

 

（二）參與效益 

  受訪者中，有丙級證照、有國際證照、平均每月薪資 NT$22,000 以下至

NT$25,000-29,999、目前待業中、目前工作類別是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等，服務

業類科者的比例高於其他業類科者；有乙級證照、平均每月薪資 NT$30,000- 

NT$34,999 至 NT$40,000-44,999 和 NT$50,000 以上、目前工作類別是技藝有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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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或勞力工、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等、則是服務業類科者

的比例低於其他業類科者（參表 4-1-13）。 

 

表 4-1-13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參與後的效益──服務業和其他業類科的對照 

   有無取得證照  服務業類科(N=208) 其他業類科(N=403)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丙級(單選題) 110 52.9% 180 44.7% 

2、乙級(單選題)  11 5.3% 38 9.4% 

3、國際證照(單選題) 9 4.3% 16 4.0% 

現在的平均每月薪資大約是多少錢  服務業類科(N=208) 其他業類科(N=403)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NT$22,001-24,999 50 24.0% 87 21.6% 

2、NT$25,000-29,999 52 25.0% 84 20.8% 

3、NT$22,000 或以下 42 20.2% 67 16.6% 

4、NT$30,000-34,999 25 12.2% 60 14.9% 

5、目前待業中 13 6.3% 17 4.2% 

6、其他選項 25 12.0% 86 21.3% 

目前工作的職類 服務業類科(N=208) 其他業類科(N=403)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31 63.0% 158 39.2% 

2、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

作及勞力工 

15 7.2% 77 19.1% 

3、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7 3.4% 44 10.9% 

4、目前待業中 13 6.3% 25 6.2% 

5、專業人員 9 4.3% 15 3.7% 

6、民意代表、主管或經理人員 2 1.0% 14 3.5% 

7、自營作業者 3 1.4% 6 1.5% 

8、事務支援人員 2 1.0% 6 1.5% 

9、其他 26 12.5% 58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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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本計畫後對自己的幫助方面，絕大多數都是服務業類科者的比例低於其

他業類科者；只有「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力」（44.2%>41.4%）和「家長建

議參加」（32.7%>29.2%）兩項，服務業類科者的比例是高於其他業類科者；服

務業和其他業類科之間呈現（雙尾 10%以下）顯著差異的項目包括能夠獲得就業

所需的技能訓練、畢業後能夠立即在本計畫的實習單位就業等（參表 4-1-14）。 

 

表 4-1-14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參與後對自己的幫助──服務業和其他業類科

的對照 

   服務業類科

(N=208) 

其他業類科

(N=401) 

Pearson

卡方值 

漸進顯

著性(雙

尾)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能夠獲得大學學歷 181 87.0% 365 91.0% 2.604 0.272 

2、就學期間能夠賺到金錢收入 148 71.2% 292 72.8% 0.680 0.712 

3、能夠增加自己的職場體驗 129 62.0% 277 69.1% 3.317 0.190 

4、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力 92 44.2% 174 43.4% 2.607 0.272 

5、家長建議參加 68 32.7% 117 29.2% 1.673 0.433 

6、有學校去宣導 56 26.9% 125 31.2% 1.574 0.455 

7、能夠獲得就業所需的技能訓練 56 26.9% 115 28.7% 5.288 0.071* 

8、畢業後能夠很快找到工作 48 23.1% 98 24.4% 0.878 0.645 

9、畢業後的工作薪資較同輩為高 30 14.4% 67 16.7% 2.250 0.325 

10、畢業後能夠立即在本計畫的實

習單位就業 

24 11.5% 58 14.5% 13.577 0.001*** 

11、能夠通過丙級/乙級技術士技能

檢定或取得其他相關的國際證照 

5 2.4% 12 3.0% 0.233 0.890 

12、其他 - - 1 0.2% 0.525 0.769 

 

  參加本計畫後對社會的幫助方面，大多數都是服務業類科者的比例低於其他

業類科者，例如，改善社會青年就業率（40.3%<60.4%）、提高社會青年工作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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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43.7%<54.3%）、幫助製造業發展（4.4%<23.5%）；至於「幫助家庭經濟」

（63.1%>54.5%）和「改善社會青年的工作態度」（47.6%>32.8%）兩項，服務

業類科者的比例是高於其他業類科者；服務業和其他業類科之間呈現（雙尾 10%

以下）顯著差異的項目包括改善社會青年就業率、提高社會青年工作收入、改善

社會青年的工作態度、幫助製造業發展、其他等（參表 4-1-15）。 

 

表 4-1-15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參與後對社會的幫助──服務業和其他業類科

的對照 

 

 

  畢業後的就業選擇方面，服務業類科者的比例高於其他業類科者的項目包括：

留任原事業單位（27.1%>20.9%）、跨領域就業（25.1%>23.7%）、創業（2.4%>2.3%）

等，服務業類科者的比例低於其他業類科者的項目包括：於相同產業其他事業單

位任職（37.7%<41.6%）、其他（7.7%<11.6%）（參表 4-1-16）。主因方面，服務

業類科者和其他業類科者的居首項目都是「自己職涯另有規劃」；服務業類科者

 服務業類科 

(N=206) 

其他業類科

(N=396) 

Pearson

卡方值 

漸進顯

著性(雙

尾)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幫助家庭經濟  130 63.1% 216 54.5% 6.054 0.195 

2、改善社會青年就

業率 

83 40.3% 239 60.4% 23.148 0.000*** 

3、提高社會青年工

作收入 

90 43.7% 215 54.3% 7.964 0.093* 

4、改善社會青年的

工作態度 

98 47.6% 130 32.8% 16.326 0.003*** 

5、幫助製造業發展 9 4.4% 93 23.5% 36.455 0.000*** 

6、其他 1 0.5% 8 2.0% 31.32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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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次項目是「志趣因素」，第三項目是「產業特性的因素」；其他業類科者的的

居次項目是「產業特性的因素」，第三項目是「志趣因素」（參表 4-1-17）。 

 

表 4-1-16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畢業後的就業選擇──服務業和其他業類科的

對照 

 服務業類科

(N=207) 

其他業類科

(N=397)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於相同產業其他事業單位任職 78 37.7% 165 41.6% 

2、跨領域就業 52 25.1% 94 23.7% 

3、留任原事業單位 56 27.1% 83 20.9% 

4、創業 5 2.4% 9 2.3% 

5、其他 16 7.7% 46 11.6% 

 

表 4-1-17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畢業後就業選擇的主因──服務業和其他業類

科的對照 

 服務業類科

(N=206) 

其他業類科

(N=396)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自己職涯另有規劃 103 50.0% 208 52.5% 

2、志趣因素 84 40.8% 68 17.2% 

3、產業特性的因素 41 19.9% 73 18.4% 

4、升學進修  33 16.0% 44 11.1% 

5、家庭因素 21 10.2% 38 9.6% 

6、雇主因素 23 11.2% 28 7.1% 

7、學校因素 1 0.5% 5 1.3% 

8、其他 7 3.4% 12 3.0% 

 

（三）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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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對於參加本計畫的滿意度方面，服務業類科者的滿意度顯著優於其他

業類科者的項目包括：參加本計畫工作崗位單位「訓練設備」、參加本計畫工作

崗位單位「訓練師資」、參加本計畫學校「訓練設備 」、參加本計畫學校「教

材與課程」等（參表 4-1-18）。 

 

表 4-1-18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對雙軌計畫的滿意度──服務業和其他業類科

的對照 

項目 服務業類科

滿意度平均

值(N=208) 

其他業類科滿

意度平均值

(N=403) 

F 檢定 顯著性 

1、參加本計畫學校「訓練師

資」的整體滿意度 

1.93 2.12 0.211 0.646 

2、參加本計畫學校協助「訓

練過程」的整體滿意度 

2.09 2.17 0.090 0.765 

3、參加本計畫學校「訓練設

備」的整體滿意度 

2.14 2.27 2.803 0.095* 

4.、參加本計畫工作崗位單位

「訓練師資」的整體滿意度 

2.14 2.30 11.306 0.001*** 

5、參加本計畫學校「教材與

課程」的整體滿意度 

2.13 2.31 6.616  0.010** 

6、參加本計畫工作崗位單位

「訓練設備」的整體滿意度 

2.13 2.34 21.733 0.000*** 

7、參加本計畫工作崗位單位

「工作環境」的整體滿意度 

2.25 2.31 1.355 0.245 

8、參加本計畫工作崗位單位

「訓練過程」的整體滿意度 

2.26 2.31 0.691 0.406 

9、參加本計畫的整體滿意度 2.11 2.12 0.826 0.364 

 

  受訪者中，會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方面，服務業類科者的比例高於其他業類

科者（參表 4-1-19）；主因在「學業和工作可以兼顧」（79.5%>74.2%）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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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類科者的比例高於其他業類科者，「參加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63.6% < 

70.4%）、「要考量志趣因素」（23.2%<25.8%）則是服務業類科者的比例低於其

他業類科者等（參表 4-1-20）。 

 

表 4-1-19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是否會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服務業和其他業

類科的對照 

 服務業類科

(N=196) 

其他業類科 

(N=399)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會 151 77.0% 267 66.9% 

2、不會 2 1.0% 20 5.0% 

3、不一定  43 21.9% 112 28.1% 

 

 

表 4-1-20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會否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的主因──服務業和

其他業類科的對照 

 服務業類科 其他業類科 合計 

會 

(N=418)  

合計 

不會 

(N=22) 

項目 會

(N=151) 

不會 會

(N=267) 

不會 

1、學業工作可以兼顧 120 

(79.5%) 

- 198 

(74.2%) 

4 318 

(76.1%) 

4 

(18.1%) 

2、參加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 96 

(63.6%) 

- 188 

(70.4%) 

1 284 

(67.9%) 

1 

(4.5%) 

3、要考量志趣因素 35 

(23.2%) 

- 69 

(25.8%) 

4 104 

(24.9%) 

4 

(18.1%) 

4、要考量交通因素 13 

(8.6%) 

- 13 

(4.9%) 

1 26 

(6.2%) 

1 

(4.5%) 

5、參加本計畫的效益不符合期望 3 

(2.0%) 

2 3 

(1.1%) 

13 6 

(1.4%) 

15 

(68.1%) 

6、學業和工作無法兼顧 2 

(1.3%) 

1 - 4 2 

(0.5%) 

5 

(22.7%) 

7、其他 1 

(0.7%) 

- 4 

(1.5%) 

- 5 

(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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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善建議 

  受訪者的改善建議中，等，服務業類科者的比例低於其他業類科者包括：事

業單位選擇可以增多、可以增加工作崗位技能訓練、宣導可以加強、學員名額可

以增加等，服務業類科者的比例高於其他業類科者包括：事業單位對訓練要有完

善的標準作業流程、可以提供職涯適性諮商、事業單位要指派適當的指導員、參

加本計畫期間的諮詢輔導可以增多、學校課程可以增加等。（參表 4-1-21）。 

 

表 4-1-21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對本計畫未來可以改進的項目之建議──服務

業和其他業類科的對照 

  服務業類科

(N=207) 

其他業類科

(N=401)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事業單位選擇可以增多 116 56.0% 289 72.1% 

2、可以增加工作崗位技能訓練  92 44.4% 232 57.9% 

3、宣導可以加強 71 34.3% 170 42.4% 

4、事業單位對訓練要有完善的標準作業流程 79 38.2% 120 29.9% 

5、可以提供職涯適性諮商 59 28.5% 103 25.7% 

6、學員名額可以增加 45 21.7% 108 26.9% 

7、事業單位要指派適當的指導員 57 27.5% 81 20.2% 

8、參加本計畫期間的諮詢輔導可以增多 50 24.2% 75 18.7% 

9、學校課程可以增加 39 18.8% 51 12.7% 

10、其他  6 2.9% 6 1.5% 

 

七、留任學員的特徵 

（一）樣本特徵   

  本小節針對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140 位留任原事業單位的學員，分析其特徵。

留任學員中，男性占五成一（50.7%），女性占四成七（47.1%）；年齡平均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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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學制類別以二專為主（62.1%）；學校以勤益科大居首（45.7%）；科系以餐

飲居首（35.0%）；畢業年度以 104 年居首（32.1%）；實習單位的員工人數規模

以 100 人以上居首（32.9%）。（參表 4-1-22） 

 

表 4-1-22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留任學員樣本特徵  

性別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140)百分比 

1、男 71 50.7% 

2、女 66 47.1% 

3、其他(遺漏) 3 2.1% 

參與本計畫學制類別 

1、高職 - - 

2、二專 87 62.1% 

3、二技 54 38.6% 

4、四技 12 8.56% 

參加本計畫的學校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140)百分比 

1、勤益科技大學 64 45.7% 

2、僑光科技大學 37 26.4% 

3、建國科技大學 24 17.1% 

4、朝陽科技大學 4 2.9% 

5、南開科技大學 5 3.6% 

6、修平科技大學 - - 

7、嶺東科技大學 3 2.1% 

8、中洲科技大學 1 0.7% 

9、臺中科技大學 1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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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其他 - - 

參加本計畫的科系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140)百分比 

1、餐飲 49 35.0% 

2、電機 4 2.9% 

3、美容美髮 7 5.0% 

4、其他科系 79 56.4% 

5、其他(遺漏) 1 0.7% 

畢業年度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1、104 年 45 32.1% 

2、105 年 36 25.7% 

3、103 年 26 18.6% 

4、其他(94-102 年、106 年、遺漏) 33 23.6% 

參加本計畫的實習單位人數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140)百分比 

1、員工 100 人以上 46 32.9% 

2、員工未滿 30 人 34 24.3% 

3、員工 30-49 人 25 17.9% 

4、員工 50-99 人 23 16.4% 

5、其他(不清楚、遺漏) 12 8.6% 

 

（二）參與動機 

留任學員的參與動機主要依序是能夠獲得大學學歷（90.0%）、就學期間能

夠賺到金錢收入（76.4%）、能夠增加自己的職場體驗（62.9%）、能夠提高自

己的就業競爭力（40.7%）等。（參表 4-1-23） 

 

表 4-1-23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留任學員參與本 計畫的動機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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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1、能夠獲得大學學歷 126 90.0% 

2、就學期間能夠賺到金錢收入 107 76.4% 

3、能夠增加自己的職場體驗 88 62.9% 

4、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力 57 40.7% 

5、能夠獲得就業所需的技能訓練 49 35.0% 

6、畢業後能夠很快找到工作 41 29.3% 

7、有學校去宣導 33 23.6% 

8、後能夠立即在本計畫的實習單位就業 30 21.4% 

9、家長建議參加畢業 16 11.4% 

10、畢業後的工作薪資較同輩為高 12 8.6% 

11、能夠通過丙級/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或取

得其他相關的國際證照 

2 
1.4% 

12、其他 1 0.7% 

 

（三）參與效益 

  留任學員中，50.7%有丙級證照，7.9%有乙級證照，4.3%有國際證照；平均

每月薪資以 NT$25,000-29,999（25.7%）和 NT$22,001-24,999（24.3%）為多；目

前工作類別以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為主（66.4%）（參表 4-1-24）。 

 

表 4-1-24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留任學員參與後的效益 

有無取得證照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140)

百分比 

1、丙級(單選題) 70 50.0% 

2、乙級(單選題) 11 7.9% 

3、國際證照(單選題) 6 4.3% 

現在的平均每月薪資大約是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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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140)

百分比 

1、NT$25,000-29,999 36 25.7% 

2、NT$22,001-24,999 34 24.3% 

3、NT$22,000 或以下 27 19.3% 

4、NT$30,000-34,999 19 13.6% 

5、NT$35,000-39,999 14 10% 

6、NT$40,000-44,999 7 5% 

7、NT$50,000 或以上 1 0.7% 

8、其他選項(含遺漏) 2 1.4% 

目前工作的職類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140)

百分比 

1、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93 66.4% 

2、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4 10% 

3、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

工 

12 8.6% 

4、民意代表、主管或經理人員 7 5% 

5、專業人員 6 4.3% 

6、事務支援人員 2 1.4% 

7、其他 6 4.3% 

 

  留任學員參加本計畫後對自己的幫助方面，主要依序是能夠獲得大學學歷

（85.0%）、就學期間能夠賺到金錢收入（85.0%）、能夠增加自己的職場體驗

（71.4%）、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力（48.6%）(參表 4-1-25)，對應參與動機

的排序（參表 4-1-23）。 

 

 

表 4-1-25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留任學員參與後對自己的幫助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140)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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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比 

1、能夠獲得大學學歷 119 85.0% 

2、就學期間能夠賺到金錢收入 119 85.0% 

3、能夠增加自己的職場體驗 100 71.4% 

4、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力 68 48.6% 

5、能夠獲得就業所需的技能訓練 60 42.9% 

6、家長建議參加 46 32.9% 

7、畢業後能夠立即在本計畫的實習單位就

業 

44 
31.4% 

8、畢業後能夠很快找到工作 38 27.1% 

9、有學校去宣導 37 26.4% 

10、畢業後的工作薪資較同輩為高 25 17.9% 

11、能夠通過丙級/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或取

得其他相關的國際證照 

2 
1.4% 

 

  留任學員參加本計畫後對社會的幫助，依序是幫助家庭經濟（53.6%）、提

高社會青年工作收入（52.1%）、改善社會青年就業率（49.3%）、改善社會青

年的工作態度（41.4%）、幫助製造業發展（12.1%）（參表 4-1-26）。 

 

表 4-1-26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留任學員參與後對社會的幫助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百分比 

1、幫助家庭經濟  75 53.6% 

2、提高社會青年工作收入 73 52.1% 

3、改善社會青年就業率 69 49.3% 

4、改善社會青年的工作態度 58 41.4% 

5、幫助製造業發展 17 12.1% 

6、其他 8 5.7% 

 

  留任學員如此選擇的主因依序是志趣因素（49.3%）、自己職涯另有規劃

（28.6%）、雇主因素（25.0%）、升學進修（23.6%）、產業特性的因素（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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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參表 4-1-27）。其中，「志趣因素」特別高於全體學員者（參表 4-1-7）。 

 

表 4-1-27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留任學員畢業後就業選擇的主因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140)

百分比 

1、志趣因素 61 49.3% 

2、自己職涯另有規劃 40 28.6% 

3、雇主因素 35 25.0% 

4、升學進修 33 23.6% 

5、產業特性的因素 28 20.0% 

6、家庭因素 17 12.1% 

7、學校因素 3 2.1% 

8、其他 5 3.6% 

     

（四）滿意度 

  留任學員對於參加本計畫各方面的滿意度都優於全體學者（參表 4-1-8）；

例如，整體滿意度 1.95、參加本計畫學校「訓練師資」的整體滿意度 1.96、

參加本計畫學校協助「訓練過程」的整體滿意度 2.14、參加本計畫學校「訓

練設備」的整體滿意度 2.03、參加本計畫工作崗位單位「訓練師資」的整體

滿意度 1.96、參加本計畫學校「教材與課程」的整體滿意度 2.07、參加本計

畫工作崗位單位「訓練設備」的整體滿意度 2.01、參加本計畫工作崗位單位

「工作環境」的整體滿意度 2.07、參加本計畫工作崗位單位「訓練過程」的

整體滿意度 1.99（參表 4-1-28）。 

 

表 4-1-28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留任學員對雙軌計畫的滿意度(N=140) 

項目 滿意度平均值 

1、參加本計畫學校「訓練師資」的整體滿意度 1.96 

2、參加本計畫學校協助「訓練過程」的整體滿意度 2.14 

3、參加本計畫學校「訓練設備」的整體滿意度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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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參加本計畫工作崗位單位「訓練師資」的整體滿意度     1.96 

5、參加本計畫學校「教材與課程」的整體滿意度 2.07 

6、參加本計畫工作崗位單位「訓練設備」的整體滿意度 2.01 

7、參加本計畫工作崗位單位「工作環境」的整體滿意度 2.07 

8、參加本計畫工作崗位單位「訓練過程」的整體滿意度 1.99 

9、參加本計畫的整體滿意度 1.95 

 

  留任學員中，84.3%會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參表 4-1-29），高於全體學員者

（參表 4-1-9）；主因包括學業和工作可以兼顧（77.1%）、參加本計畫的效益符合

期望（65.7%）、要考量交通因素（43.6%）、要考量志趣因素（32.8%）等（參

表 4-1-30）。 

 

表 4-1-29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留任學員是否會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

(N=140)百分比 

1、會 118 84.3% 

2、不會 1 0.7% 

3、不一定 15 10.7% 

 

表 4-1-30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留任學員會否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的主因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140)百

分比 

1、學業工作可以兼顧 108 77.1% 

2、參加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 92 65.7% 

3、要考量志趣因素 46 32.8% 

4、要考量交通因素 15 43.6% 

5、學業和工作無法兼顧 2 1.4% 

6、參加本計畫的效益不符合期望 1 0.7% 

7、其他 4 2.9% 

 

（五）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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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任學員的改善建議主要包括事業單位選擇可以增多（61.4%）、可以增加工

作崗位技能訓練（46.4%）、宣導可以加強（40.0%）、事業單位對訓練要有完

善的標準作業流程（37.9%）等（參表 4-1-31）。 

 

表 4-1-31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留任學員對本計畫未來可以改進的項目之建議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

(N=140)百

分比 

1、事業單位選擇可以增多 86 61.4% 

2、可以增加工作崗位技能訓練  65 46.4% 

3、宣導可以加強 56 40.0% 

4、事業單位對訓練要有完善的標準作業流程 53 37.9% 

5、學員名額可以增加 48 34.3% 

6、事業單位要指派適當的指導員 35 25% 

7、可以提供職涯適性諮商 30 21.4% 

8、參加本計畫期間的諮詢輔導可以增多 28 20% 

9、學校課程可以增加 23 16.4% 

10、其他  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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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回收問卷分析 

一、回收樣本特徵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回收問卷共 64 份，學員學制類別以四技為主

（78.1%），配合的學校以勤益科大為最多（64.1%）；專班科系類別以餐飲為最

多（32.8%），機械居次（18.8%），電機第三（17.2%）；事業單位的員工人數規

模以 100 人以上為主（68.8%）（參表 4-2-1）。進用學員人數從 1 到 100 人，平均

是 13.95 人。 

 

表 4-2-1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回收樣本特徵 

參加本計畫的學員學制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4)百分比 

1、四技 50 78.13% 

2、二專 17 26.56% 

3、二技 17 26.56% 

4、高職 1 1.56% 

參加本計畫配合的學校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4)百分比 

1、勤益科技大學 41 64.06% 

2、朝陽科技大學 16 25.00% 

3、僑光科技大學 15 23.44% 

4、建國科技大學 12 18.75% 

5、修平科技大學 4 6.25% 

6、嶺東科技大學 2 3.13% 

7、臺中科技大學 2 3.13% 

8、中洲科技大學 1 1.56% 

9、南開科技大學 1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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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本計畫的專班科系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4)百分比 

1、餐飲 21 32.81% 

2、機械 12 18.75% 

3、電機 11 17.19% 

4、美容美髮 4 6.25% 

5、其他 31 48.44% 

事業單位規模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4)百分比 

1、員工 100 人以上 44 68.75% 

2、員工 50-99 人 12 18.75% 

3、員工 30-49 人 5 7.81% 

4、員工未滿 30 人 3 4.69% 

 

二、參與動機 

  受訪事業單位參加本計畫的主要動機是能夠獲得本公司所需人力（79.7%）、

能夠培訓公司所屬產業所需的人力（75.0%）、在本計畫期間能有穩定的人力供

給（60.9%）、能夠協助到有經濟需求的學生就學（60.9%）、本計畫結束後能

夠立即僱用這些人力（56.3%）等。（參表 4-2-2） 

 

表 4-2-2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參與本計畫的動機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4)

百分比 

1、能夠獲得本公司所需人力 51 79.69% 

2、能夠培訓公司所屬產業所需的人力 48 75.00% 

3、在本計畫期間能有穩定的人力供給 39 60.94% 

3、能夠協助到有經濟需求的學生就學 39 60.94% 

5、本計畫結束後能夠立即僱用這些人力 36 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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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能夠傳承相關的技能訓練給訓練生 33 51.56% 

7、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的就業競爭力 26 40.63% 

8、能進用到年輕人 21 32.81% 

9、能夠提高本公司的營運效益 16 25.00% 

10、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的工作薪資水準 14 21.88% 

11、能夠建立內部技能訓練的制度並培育業師 12 18.75% 

12、人力品質優秀 10 15.63% 

13、訓練這些人力的成本低 4 6.25% 

14、這些人力的管理成本低 1 1.56% 

15、其他 1 1.56% 

 

三、效益 

  受訪事業單位參加本計畫的效益主要是能夠獲得本公司所需人力（77.4%）、

能夠培訓公司所屬產業所需的人力（71.0%）、在本計畫期間能有穩定的人力供

給（69.4%）、能夠協助到有經濟需求的學生就學（53.2%）、本計畫結束後能

夠立即僱用這些人力（48.4%）(參表 4-2-3) ；這些對應事業單位參加本計畫的

動機之排序（參表 4-2-2）。 

 

表 4-2-3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參與本計畫的該公司效益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2)

百分比 

1、能夠獲得本公司所需人力 48 77.42% 

2、能夠培訓公司所屬產業所需的人力 44 70.97% 

3、在本計畫期間能有穩定的人力供給 43 69.35% 

4、能夠協助到有經濟需求的學生就學 33 53.23% 

5、本計畫結束後能夠立即僱用這些人力 30 48.39% 

6、能夠傳承相關的技能訓練給訓練生 27 43.55% 

7、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的就業競爭力 21 3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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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能進用到年輕人 19 30.65% 

9、能夠提高本公司的營運效益 18 29.03% 

10、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的工作薪資水準 12 19.35% 

11、人力品質優秀 10 16.13% 

12、能夠建立內部技能訓練的制度並培育業師 10 16.13% 

13、這些人力的管理成本低於原先的估算  3 4.84% 

14、訓練這些人力的成本低於原先的估算 2 3.23% 

15、其他 1 1.61% 

   

  受訪事業單位認為，參加本計畫對社會的幫助主要是改善社會青年就業率

（76.6%）、學員未來若轉職也較他人容易被錄取（69.2%）、幫助學員家庭的

經濟（69.2%）等（參表 4-2-4）。 

 

表 4-2-4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參與本計畫對社會的幫助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

(N=64)百分

比 

1、改善社會青年就業率 49 76.56% 

2、學員未來若轉職也較他人容易被錄取 43 67.19% 

2、幫助學員家庭的經濟 43 67.19% 

4、學員未來若轉職也較他人容易賺取到較高工資 26 40.63% 

5、幫助製造業發展 19 29.69% 

6、提高社會青年工作收入 18 28.13% 

7、其他 1 1.56% 

 

  受訪事業單位在本計畫留用學員人數平均是 6.90 人，占進用學員人數平均

值（13.95人）的49.46%；其留用學員的主因是學員結訓後有留任意願 （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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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有人力需求（78.1%）、學員品質（60.9%）等，不留用學員的主因是學

員結訓後沒有留任意願(76.6%)（參表 4-2-5）。 

 

表 4-2-5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留用與不留用學員的主因 

留用學員的因素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4)百分

比 

1、學員結訓後有留任意願 54 84.38% 

2、本公司有人力需求 50 78.13% 

3、學員品質佳 39 60.94% 

4、學員薪資合理   14 21.88% 

5、學校配合度高 8 12.50% 

6、其他 2 3.13% 

     不留用學員的因素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4)百分

比 

1、學員結訓後沒有留任意願 49 76.56% 

2、學員態度的品質不佳 30 46.88% 

3、學員技能的品質不佳 18 28.13% 

4、學員整體的品質不佳 18 28.13% 

5、本公司沒有人力需求 13 20.31% 

5、員知識的品質不佳 13 20.31% 

7、學員要求的薪資太高 4 6.25% 

8、學校配合度低不留用 1 1.56% 

9、其他 8 12.50% 

 

四、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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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單位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品質都「傾向滿意」（小於 3）；例如，

事業單位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整體的滿意度 2.19，對於學員知識的滿意

度 2.25，對於學員技能的滿意度 2.17，對於學員態度的滿意度 2.14（參表 4-2-6）。 

 

表 4-2-6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對本計畫的滿意度(N=64) 

項目 滿意度平均值 

1、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整體的滿意度 2.19 

2、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態度的滿意度 2.14 

3、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技能的滿意度 2.17 

4、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知識的滿意度 2.25 

 

  受訪者中，68.8%會繼續參加本計畫（參表 4-2-7），主因包括人力數量的考

量（56.8%）、人力品質的考量（50.0%）、本公司因素（45.4%）、參加本計畫

的效益符合期望（47.7%）、訓練這些人力的成本考量（38.6%）等（參表 4-2-8）。 

 

表 4-2-7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是否會繼續參加本計畫 

項目 餐飲 電機 美容美髮 其他 合計(占回收數

[N=64]百分比) 

1、會 18 26 - - 44(68.75%) 

2、不會 3 - - - 3(4.69%) 

3、不一定  4 12 - - 16(25.00%) 

 

表 4-2-8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是否會繼續參加本計畫的主因 

項目 餐飲 電機 美容

美髮 

其他 合計 

會 

(N=44) 

合計 

不會 

(N=3) 會 不

會 

會 不

會 

會 不

會 

會 不

會 

1、這些人力品質的考量 8 1 14 - - - - - 22 

(50%) 

1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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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這些人力數量的考量 10 - 15 - - - - - 25 

(56.8%) 

- 

3、本公司因素  3 2 17 - - - - - 20 

(45.4%) 

2(66.6%) 

4、參加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

望  

6 - 15 - - - - - 21 

(47.7%) 

- 

5、訓練這些人力的成本考量   6 - 11 - - - - - 17 

(38.6%) 

- 

6、這些人力結訓後在本公司

所屬產業就業的願意 

6 - 8 - - - - - 14 

(31.8%) 

- 

7、這些人力的薪資是否合理 3 - 11 - - - - - 14 

(31.8%) 

- 

8、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

投分署因素  

4 

 

1 9 - - - - - 13 

(29.5%) 

1 

(33.3%) 

9、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

投分署的行政配合 

5 2 6 - - - - - 11 

(25%) 

2 

(66.6%) 

10、學校因素   5 - 6 - - - - - 11 

(25%) 

- 

11、參加本計畫的效益不符

合期望  

2 2 - - - - - - 2 

(4.5%) 

2 

(66.6%) 

12、這些人力結訓後在本公

司就業的意願 

5 - - - - - - - 5 

(11.4%) 

- 

13、其他類似計畫的效益  - - 2 - - - - - 2 

(4.5%) 

- 

14、其他  - - 1 - - - - - 1 

(2.3%) 

- 

 

五、改善建議 

  受訪事業單位的改善建議主要包括學員名額可以增加（54.7%）、宣導可以加

強（48.4%）、學校單位選擇可以增多（31.3%）、可以事前提供職涯適性諮商

（31.3%）等（參表 4-2-9）。 

 

表 4-2-9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對本計畫的改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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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4)

百分比 

1、學員名額可以增加 35 54.69% 

2、宣導可以加強  31 48.44% 

3、學校單位選擇可以增多 20 31.25% 

3、可以事前提供職涯適性諮商 20 31.25% 

5、事業單位參加資格可以放寬  19 29.69% 

6、到單位實習的篩選可以改善 15 23.44% 

7、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行政

配合的改善 

14 
21.88% 

8、科系選擇可以增多 8 12.50% 

9、參加本計畫期間的諮詢輔導可以增多  7 10.94% 

10、學校課程可以增加 3 4.69% 

11、其他 9 14.06% 

六、服務業和其他業類科的對照 

  本小節以事業單位參與的學制屬服務業（25 家）或其他業（39 家）類科，

區分一些項目的回答，以便對照分析。 

（一）參與動機 

  受訪事業單位參加本計畫的主要動機方面，服務業類科的比例高於其他業類

科者主要包括：能夠培訓公司所屬產業所需的人力、能夠獲得本公司所需人力、

在本計畫期間能有穩定的人力供給、本計畫結束後能夠立即僱用這些人力、能夠

協助到有經濟需求的學生就學等，服務業類科的比例低於其他業類科者主要包括：

能夠傳承相關的技能訓練給訓練生、能夠提高本公司的營運效益、能夠建立內部

技能訓練的制度並培育業師、人力品質優秀等；服務業和其他業類科之間呈現（雙

尾 10%以下）顯著差異的項目包括人力品質優秀、能夠建立內部技能訓練的制度

並培育業師、能夠提高本公司的營運效益等（參表 4-2-10）。 

 

表 4-2-10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參與本計畫的動機──服務業和其他業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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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對照 

 服務業類科(N=25) 其他業類科(N=39) Pearson 卡

方值 

漸進顯著

性(雙尾)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能夠獲得本公司所需人力 20 80.0% 31 79.5% 0.002 0.960 

2、能夠培訓公司所屬產業所需

的人力 

21 84.0% 27 69.2% 1.772 0.183 

3、在本計畫期間能有穩定的人

力供給 

17 68.0% 22 56.4% 0.860 0.354 

3、能夠協助到有經濟需求的學

生就學 

16 64.0% 23 59.0% 0.162 0.688 

5、本計畫結束後能夠立即僱用

這些人力 

17 68.0% 19 48.7% 2.302 0.129 

6、能夠傳承相關的技能訓練給

訓練生 

11 44.0% 22 56.4% 0.939 0.332 

7、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的

就業競爭力 

13 52.0% 13 33.3% 2.201 0.138 

8、能進用到年輕人 9 36.0% 12 30.8% 0.189 0.664 

9、能夠提高本公司的營運效益 1 4.0% 15 38.5% 9.649 0.002** 

10、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

的工作薪資水準 

6 24.0% 8 20.5% 0.108 0.742 

11、能夠建立內部技能訓練的

制度並培育業師 

1 4.0% 11 28.2% 5.859 0.015** 

12、人力品質優秀 1 4.0% 9 23.1% 4.205 0.040* 

13、訓練這些人力的成本低 1 4.0% 3 7.7% 0.354 0.552 

14、這些人力的管理成本低 0 0.0% 1 2.6% 0.651 0.420 

15、其他 0 0.0% 1 2.6% 0.651 0.420 

 

（二）參與效益 

  受訪事業單位參加本計畫的效益方面，服務業類科的比例高於其他業類科者

主要包括：能夠獲得本公司所需人力、在本計畫期間能有穩定的人力供給、本計

畫結束後能夠立即僱用這些人力、能夠協助到有經濟需求的學生就學、能夠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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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青年畢業後的就業競爭力、能夠傳承相關的技能訓練給訓練生等；服務業類

科的比例低於其他業類科者主要包括：能夠培訓公司所屬產業所需的人力、能夠

提高本公司的營運效益、能進用到年輕人、人力品質優秀等；服務業類科和其他

業類科之間呈現（雙尾 10%以下）顯著差異的項目包括本計畫結束後能夠立即僱

用這些人力（64.0%>35.9%）、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的就業競爭力（52.0% > 

20.5%）、能夠提高本公司的營運效益（4.0%<43.6%）、人力品質優秀（4.0% 

<23,1%）、能夠建立內部技能訓練的制度並培育業師（4.0%<23,1%）等（參表

4-2-11）。 

 

表 4-2-11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參與本計畫的該公司效益──服務業和其

他業類科的對照 

 服務業類科

(N=25) 

其他業類科

(N=39) 

Pearson

卡方值 

漸進顯

著性(雙

尾)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

比 

  

1、能夠獲得本公司所需人力 19 76.0% 29 74.4% 0.022 0.882 

2、能夠培訓公司所屬產業所需的

人力 

16 64.0% 28 71.8% 0.431 0.512 

3、在本計畫期間能有穩定的人力

供給 

19 76.0% 24 61.5% 1.445 0.229 

4、能夠協助到有經濟需求的學生

就學 

13 52.0% 20 51.3% 0.003 0.955 

5、本計畫結束後能夠立即僱用這

些人力 

16 64.0% 14 35.9% 4.831 0.028** 

6、能夠傳承相關的技能訓練給訓

練生 

11 44.0% 16 41.0% 0.055 0.814 

7、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的就

業競爭力 

13 52.0% 8 20.5% 6.851 0.009*** 

8、能進用到年輕人 6 24.0% 13 33.3% 0.636 0.425 

9、能夠提高本公司的營運效益 1 4.0% 17 43.6% 11.812 0.001*** 

10、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的 5 20.0% 7 17.9% 0.042 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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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薪資水準 

11、人力品質優秀 1 4.0% 9 23.1% 4.205 0.040** 

12、能夠建立內部技能訓練的制

度並培育業師 

1 4.0% 9 23.1% 4.205 0.040** 

13、這些人力的管理成本低於原

先的估算  

0 0.0% 3 7.7% 2.018 0.155 

14、訓練這些人力的成本低於原

先的估算 

0 0.0% 2 5.1% 1.323 0.250 

15、其他 0 0.0% 1 2.6% 0.651 0.420 

 

  受訪事業單位認為，參加本計畫對社會的幫助方面，服務業類科的比例低於

其他業類科者包括：改善社會青年就業率（60.0%<87.2%）、幫助學員家庭的經

濟（64.0%<69.2%）、幫助製造業發展（4.0%<46.2%）、學員未來若轉職也較他

人容易賺取到較高工資（40.0%<41.0%）、提高社會青年工作收入（20.0%<33.3%）

等，服務業類科的比例高於其他業類科者只有「學員未來若轉職也較他人容易被

錄取」（68.0%>66.7%）；服務業和其他業類科之間呈現（雙尾 10%以下）顯著

差異的項目包括改善社會青年就業率、幫助製造業發展等（參表 4-2-12）。 

 

表 4-2-12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參與本計畫對社會的幫助──服務業和其

他業類科的對照 

 服務業類科

(N=25) 

其他業類科 

(N=39) 

Pearson

卡方值 

漸進顯

著性(雙

尾)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改善社會青年就業率 15 60.0% 34 87.2% 6.272 0.12** 

2、學員未來若轉職也較他人容易被

錄取 

17 68.0% 26 66.7% 0.012 0.912 

2、幫助學員家庭的經濟 16 64.0% 27 69.2% 0.189 0.664 

4、學員未來若轉職也較他人容易賺

取到較高工資 
10 40.0% 16 41.0% 0.007 0.935 

5、幫助製造業發展 1 4.0% 18 46.2% 12.969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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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提高社會青年工作收入 5 20.0% 13 33.3% 1.340 0.247 

7、其他 0 0.0% 1 2.6% 0.651 0.420 

  受訪事業單位在本計畫留用學員的原因方面，服務業類科的比例低於其他業

類科者包括：本公司有人力需求（75.8%<82.1%）、學員品質佳（54.2%<56.7%）、

學員薪資合理（12.5%<28.2%）等，服務業類科的比例高於其他業類科者只有「學

員結訓後有留任意願」（91.7%>82.1%）（參表 4-2-13）。 

 

表 4-2-13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留用與不留用學員的主因──服務業和其

他業類科的對照 

留用學員的因素 

 服務業類科(N=24) 其他業類科(N=39)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學員結訓後有留任意願 22 91.7% 32 82.1% 

2、本公司有人力需求 18 75.0% 32 82.1% 

3、學員品質佳 13 54.2% 26 66.7% 

4、學員薪資合理   3 12.5% 11 28.2% 

5、學校配合度高 3 12.5% 5 12.8% 

6、其他 0 0.0% 2 5.1% 

     不留用學員的因素 

 服務業類科(N=24) 其他業類科(N=39)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學員結訓後沒有留任意願 19 79.2% 30 76.9% 

2、學員態度的品質不佳 11 45.8% 19 48.7% 

3、學員技能的品質不佳 3 12.5% 15 38.5% 

4、學員整體的品質不佳 5 20.8% 13 33.3% 

5、本公司沒有人力需求 1 4.2% 12 30.8% 

5、學員知識的品質不佳 - - 13 33.3% 

7、學員要求的薪資太高 1 4.2% 3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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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學校配合度低不留用 - - 1 2.6% 

9、其他 5 20.8% 3 7.7% 

 

（三）滿意度 

  事業單位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品質之滿意度方面，服務業類科顯

著優於其他業類科者僅有「事業單位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整體的滿意度」

（參表 4-2-14）。 

 

表 4-2-14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對本計畫的滿意度──服務業和其他業類

科的對照 

項目 服務業類科滿意度

平均值(N=25) 

其他業類科滿意

度平均值(N=39) 

F 

檢定 

顯著性 

1、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

學員整體的滿意度 

2.28 2.13 3.716 0.058* 

2、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

學員態度的滿意度 

2.20 2.10 1.625 0.207 

3、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

學員技能的滿意度 

2.24 2.13 0.016 0.899 

4、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

學員知識的滿意度 

2.32 2.21 0.170 0.681 

 

  受訪者中，會繼續參加本計畫方面，服務業類科認同的比例高於其他業類科

者（參表 4-2-15）；多數原因是服務業類科的比例低於其他業類科者（如人力數

量的考量、人力品質的考量、本公司因素），服務業類科的比例高於其他業類科

者主要是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的行政配合、學校因素等（參表

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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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5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是否會繼續參加本計畫──服務業和

其他業類科的對照 

 服務業類科(N=25) 其他業類科(N=38)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會 18 72.0% 26 68.4% 

2、不會 3 12.0% - - 

3、不一定  4 16.0% 12 31.6% 

 

表 4-2-16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是否會繼續參加本計畫的主因──服務業

和其他業類科的對照 

項目 服務業類科

(N=18) 

其他業類科

(N=26) 

合計 

會 

(N=44) 

合計 

不會 

(N=3) 

會 不會 會 不會   

1、這些人力品質的考量 8 

(44.4%) 

1 14 

(53.8%) 

- 22 

(50%) 

1 

(33.3%) 

2、這些人力數量的考量 10 

(55.6%) 

- 15 

(57.7%) 

- 25 

(56.8%) 

- 

3、本公司因素  3 

(16.7%) 

2 17 

(65.4%) 

- 20 

(45.4%) 

2(66.6%) 

4、參加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  6 

(33.%) 

- 15 

(57.7%) 

- 21 

(47.7%) 

- 

5、訓練這些人力的成本考量   6 

(33.3%) 

- 11 

(42.3%) 

- 17 

(38.6%) 

- 

6、這些人力結訓後在本公司所

屬產業就業的願意 

6 

(33.3%) 

- 8 

(30.8%) 

- 14 

(31.8%) 

- 

7、這些人力的薪資是否合理 3 

(16.7%) 

- 11 

(42.3%) 

- 14 

(31.8%) 

- 

8、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

分署因素  

4 

(22.2%) 

1 9 

(34.6%) 

- 13 

(29.5%) 

1 

(33.3%) 

9、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

分署的行政配合 

5 

(27.8%) 

2 6 

(23.1%) 

- 11 

(25%) 

2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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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學校因素   5 

(27.8%) 

- 6 

(23.1%) 

- 11 

(25%) 

- 

11、參加本計畫的效益不符合

期望  

2 

(11.1%) 

2 - - 2 

(4.5%) 

2 

(66.6%) 

12、這些人力結訓後在本公司

就業的意願 

5 

(27.8%) 

- - - 5 

(11.4%) 

- 

13、其他類似計畫的效益  - - 2 

(7.7%) 

- 2 

(4.5%) 

- 

14、其他  - - 1 

(3.8%) 

- 1 

(2.3%) 

- 

 

（四）改善建議 

  受訪事業單位的改善建議方面，多數項目是服務業類科的比例低於其他業類

科者，包括：宣導可以加強（32.0%<59.0%）、事業單位參加資格可以放寬

（16.0%<38.5%）、學校單位選擇可以增多（28.0%<33.3%）、可以事前提供職

涯適性諮商（28.0%<33.3%）、到單位實習的篩選可以改善（12.0%<30.8%）等；

服務業類科的比例高於其他業類科者，包括：學員名額可以增加（68.0%>46.2%）、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行政配合的改善（28.0%>17.9%）、科系選擇可

以增多（20.0%>7.7%）等（參表 4-2-17）。 

表 4-2-17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事業單位對本計畫的改進建議──服務業和其他業

類科的對照 

 服務業類科(N=25) 其他業類科(N=39)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學員名額可以增加 17 68.0% 18 46.2% 

2、宣導可以加強  8 32.0% 23 59.0% 

3、學校單位選擇可以增多 7 28.0% 13 33.3% 

3、可以事前提供職涯適性諮商 7 28.0% 13 33.3% 

5、事業單位參加資格可以放寬  4 16.0% 15 38.5% 

6、到單位實習的篩選可以改善 3 12.0% 12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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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行政配合的改善 

7 28.0% 7 17.9% 

8、科系選擇可以增多 5 20.0% 3 7.7% 

9、參加本計畫期間的諮詢輔導可以

增多  

2 8.0% 5 12.8% 

10、學校課程可以增加 2 8.0% 1 2.6% 

11、其他 3 12.0% 6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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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產學訓合作計畫學員回收問卷分析 

一、回收樣本特徵 

  產學訓合作計畫學員回收問卷共 334 份，男性占九成六（95.8%），女性占不

到一成（4.2%）；年齡以 23 歲和 25 歲為多，平均 24.98 歲；科系以工具機與精

密模具設計製造居首（51.8%），機電控制居次（46.1%）；畢業年度從 98 年到 105

年，以104年居首（19.2%）；實習單位的員工人數規模以100人以上居首（40.7%）。

（參表 4-3-1） 

 

表 4-3-1 產學訓合作計畫學員回收樣本特徵 

性別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

(N=334)百分

比 

1、男 320 95.81% 

2、女 14 4.19% 

參加本計畫的專班科系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

(N=334)百分比 

1、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  173 51.80% 

2、機電控制  154 46.11% 

3、其他(含遺漏 1) 7 2.10% 

畢業年度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

(N=334)百分比 

1、104 年 64 19.16% 

2、102 年 60 17.96% 

3、101 年 53 15.87% 

4、103 年 48 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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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5 年 47 14.07% 

6、100 年 34 10.18% 

7、其他(含 98-99 年 25 份、遺漏 1) 26 7.78% 

參加本計畫的實習單位人數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

(N=334)百分比 

1、員工 100 人以上 136 40.72% 

2、員工 50-99 人 63 18.86% 

3、員工 30-49 人 58 17.37% 

4、員工未滿 30 人   45 13.47% 

5、其他(含不清楚 31、遺漏 1) 32 9.58% 

 

二、參與動機 

參與動機主要依序是能夠獲得大學學歷（47.9%）、能夠增加自己的職場體

驗（45.5%）、能夠獲得就業所需的技能訓練（38.6%）、就學期間能夠賺到金

錢收入（34.7%）、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力（26.7%）（參表 4-3-2）。對照雙

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表 4-1-2)，此處的「能夠獲得就業所需的技能訓練」排序第

三，較為前面，而「有學校去宣導」排序較後面。 

表 4-3-2 產學訓合作計畫學員參與本計畫的動機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

(N=334)百分比 

1、能夠獲得大學學歷 160 47.90% 

2、能夠增加自己的職場體驗  152 45.51% 

3、能夠獲得就業所需的技能訓練  129 38.62% 

4、就學期間能夠賺到金錢收入  116 34.73% 

5、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力 89 26.65% 

6、能夠通過丙級/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

或取得其他相關的國際證照 

77 
23.05% 

7、畢業後能夠很快找到工作 65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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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家長建議參加  52 15.57% 

9、畢業後能夠立即在本計畫的實習單

位就業 

35 
10.48% 

10、畢業後的工作薪資較同輩為高 33 9.88% 

11、有學校去宣導 18 5.39% 

12、其他  29 8.68% 

三、效益 

  受訪者中，68.0%有丙級證照，90.7%有乙級證照，8.1%有國際證照，這些

都較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的占比為高（尤其是乙級證照）；平均每月薪資以

NT$30,000-34,999 為最多（25.5%），平均是 4.87（介於 NT$35,000-39,999 之間），

高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者；目前工作類別以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

作或勞力工為最多（36.2%）（參表 4-3-3），勾選「其他」者主要是「電機相關」

（42 人，12.6%）、「技術相關」（29 人，8.7%）、「當兵」（22 人，6.6%）、「服務

業」（11 人，3.3%）等。目前工作職位名稱居前者依序是工程師（106 人，31.7%）、

技術員（98 人，29.3%）等。 

 

表 4-3-3 產學訓合作計畫學員參與後的效益 

有無取得證照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

(N=334)百分比 

1、丙級(單選題) 227 67.96% 

2、乙級(單選題) 303 90.72% 

3、國際證照(單選題) 27 8.08% 

現在的平均每月薪資大約是多少錢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

(N=334)百分比 

1、NT$30,000-34,999 85 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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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T$25,000-29,999 61 18.26% 

3、NT$35,000-39,999 40 11.98% 

4、NT$22,001-24,999 30 8.98% 

5、NT$40,000-44,999 29 8.68% 

6、目前待業中 29 8.68% 

7、其他選項 60 17.96% 

目前工作的職類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

(N=334)百分比 

1、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 121 36.23% 

2、目前待業中 32 9.58% 

3、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20 5.99% 

4、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4 4.19% 

5、專業人員 11 3.29% 

6、自營作業者 6 1.80% 

7、事務支援人員 1 0.30% 

8、其他 129 38.62% 

 

  參加本計畫後對自己的幫助方面，主要依序是能夠增加自己的職場體驗

（51.5%）、能夠獲得就業所需的技能訓練（39.2%）、能夠獲得大學學歷（38.6%）、

就學期間能夠賺到金錢收入（32.3%）、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力（28.1%）

（參表 4-3-4），大致對應參與動機的首五項排序（參表 4-3-2）。 

 

表 4-3-4 產學訓合作計畫學員後對自己的幫助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

(N=334)百分比 

1、能夠增加自己的職場體驗  172 51.50% 

2、能夠獲得就業所需的技能訓練  131 39.22% 

3、能夠獲得大學學歷  129 38.62% 



78 
 

4、就學期間能夠賺到金錢收入  108 32.34% 

5、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力   94 28.14% 

6、能夠通過丙級/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或取得

其他相關的國際證照  

82 
24.55% 

7、畢業後能夠很快找到工作  80 23.95% 

8、對製造業職場更能接受  61 18.26% 

9、職涯發展更明確  37 11.08% 

10、畢業後能夠立即在本計畫的實習單位就業 34 10.18% 

11、畢業後的工作薪資較同輩為高  32 9.58% 

12、其他  28 8.38% 

  參加本計畫後對社會的幫助，依序是幫助家庭經濟（58.1%）、幫助製造業

發展（25.2%）、改善社會青年就業率（24.3%）、改善社會青年的工作態度（24.3%）、

提高社會青年工作收入（14.7%）（參表 4-3-5）。其中，「幫助製造業發展」的

比率較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者（參表 4-1-5）為高。 

 

表 4-3-5 產學訓合作計畫學員後對社會的幫助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334)

百分比 

1、幫助家庭經濟  194 58.08% 

2、幫助製造業發展  84 25.15% 

3、改善社會青年就業率  81 24.25% 

3、改善社會青年的工作態度   81 24.25% 

5、提高社會青年工作收入 49 14.67% 

6、其他 71 21.26% 

   

  畢業後的就業選擇依序是於相同產業其他事業單位任職（54.5%）、留任原事

業單位（18.3%）、跨領域就業（15.0%）、創業（3.3%）（參表 4-3-6），主因依序

是自己職涯另有規劃（44.0%）、產業特性的因素（18.6%）、志趣因素（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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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因素（7.5%）等（參表 4-3-7）。對照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者，「自己職涯

另有規劃」都居首位，而此處「升學進修」的比例較低、「產業特性的因素」和

「雇主因素」的比例較高。 

 

表 4-3-6 產學訓合作計畫學員畢業後的就業選擇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

(N=334)百分比 

1、於相同產業其他事業單位任職 182 54.49% 

2、留任原事業單位 61 18.26% 

3、跨領域就業 50 14.97% 

4、創業 11 3.29% 

5、其他 30 8.98% 

 

表 4-3-7 產學訓合作計畫學員畢業後就業選擇的主因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

(N=334)百分比 

1、自己職涯另有規劃 147 44.01% 

2、產業特性的因素 62 18.56% 

3、志趣因素  36 10.78% 

4、雇主因素  25 7.49% 

5、家庭因素 24 7.19% 

6、升學進修 15 4.49% 

7、學校因素  7 2.10% 

8、其他 48 14.37% 

 

四、滿意度 

  受訪者對於參加本計畫各方面的滿意度都傾向滿意（小於 3），且高於雙軌

訓練旗艦計畫學員者；例如，整體滿意度 1.99、對於參加本計畫訓練中心「訓練

師資」的整體滿意度 1.93、對於參加本計畫訓練中心「訓練環境」的整體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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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對於參加本計畫訓練中心「訓練過程」的整體滿意度 1.97、對於參加本計

畫訓練中心「訓練設備」的整體滿意度 1.99、對於參加本計畫訓練中心「教材與

課程」的整體滿意度 2.02、對於參加本計畫實習單位「訓練過程」的整體滿意度

2.19（參表 4-3-8）。 

 

表 4-3-8 產學訓合作計畫學員對本計畫的滿意度(N=334) 

          項目 滿意度平均值 

1、對於參加本計畫的整體滿意度 1.99 

2、對於參加本計畫訓練中心「訓練師資」的整體滿意度 1.93 

3、對於參加本計畫訓練中心「訓練環境」的整體滿意度 1.97 

4、對於參加本計畫訓練中心「訓練過程」的整體滿意度 1.97 

5、對於參加本計畫訓練中心「訓練設備」的整體滿意度 1.99 

6、對於參加本計畫訓練中心「教材與課程」的整體滿意度 2.02 

7、對於參加本計畫實習單位「訓練過程」的整體滿意度 2.19 

 

  受訪者中，81.7%會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參表 4-3-9），主因包括學業和工

作可以兼顧（79.4%）、參加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26.7%）、要考量志趣因素

（13.2%）等（參表 4-3-10）。其中，「學業和工作可以兼顧」遠高於雙軌訓練旗

艦計畫學員者（參表 4-1-10）。 

 

表 4-3-9 產學訓合作計畫學員會否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 

項目 工具機與精

密模具設計

製造 

機電控制 冷凍空調

與能源 

其他 合計(占回

收數

[N=334]百

分比) 

1、會 143 126 - 4 273(81.74%) 

2、不會 3 11 - - 14(4.19%) 

3、不一定  27 17 - 2 46(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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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0 產學訓合作計畫學員會否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的主因 

項目 工具機與精密

模具設計製造

(N=143) 

機電控制

(N=126) 

冷凍空

調與能

源 

其他(N=4) 合計 

會 

(N=273) 

合計 

不會 

(N=14) 

會 不

會 

會 不

會 

會 不

會 

會 不

會 

1、學業工作可以兼顧 119 

(83.2%) 

- 95 

(75.4%) 

- - - 3 

(75.0%) 

- 217 

(79.4%) 

- 

2、參加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

望 

48 

(33.6%) 

- 22 

(17.5%) 

- - - 3 

(75.0%) 

- 73 

(26.7%) 

- 

3、要考量志趣因素 21 

(14.7%) 

- 13 

(10.3%) 

3 - - 2 

(50.0%) 

- 36 

(13.2%) 

3 

(21.4%) 

4、要考量交通因素 6 

(4.2%) 

- - - - - - - 6 

(2.2%) 

- 

5、學業和工作無法兼顧 1 

(0.7%) 

1 1 

(0.8%) 

- - - - - 2 

(0.7%) 

1 

(7.1%) 

6、參加本計畫的效益不符合

期望 

1 

(0.7%) 

1 - - - - - - 1 

(0.3%) 

1 

(7.1%) 

7、其他 8 

(5.6%) 

1 22 

(17.5%) 

8 - - - - 30 

(10.9%) 

9 

(64.2%) 

 

五、改善建議 

  受訪者的改善建議主要包括事業單位選擇可以增多（27.3%）、可以增加工作

崗位技能訓練（23.1%）、可以提供職涯適性諮商（19.8%）、宣導可以加強（17.1%）

等（參表 4-3-11）；前兩項都與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者類似。 

 

表 4-3-11 產學訓合作計畫學員本計畫改進的建議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334)

百分比 

1、事業單位選擇可以增多 91 27.25% 

2、可以增加工作崗位技能訓練  77 23.05% 

3、可以提供職涯適性諮商 66 19.76% 

4、宣導可以加強  57 17.07% 



82 
 

5、學校課程可以增加 47 14.07% 

6、參加本計畫期間的諮詢輔導可以增多 46 13.77% 

7、學員名額可以增加 27 8.08% 

8、其他 171 51.20% 

 

六、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以及其他科系的對照 

  本小節以專班科系屬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173 人）或其他科系（160

人）（1 人遺漏填寫此項），區分一些項目的回答，以便對照分析。 

（一）參與動機 

參與動機各項目中（「其他」除外），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回答的比例

都高於其他科系者，差距最大者是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力（35.3%>16.9%），

差距居次者是能夠獲得就業所需的技能訓練（46.8%>29.4%）；兩群居首的項目

都是能夠獲得大學學歷、能夠增加自己的職場體驗、能夠獲得就業所需的技能訓

練、就學期間能夠賺到金錢收入、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力；工具機與精密模

具設計製造以及其他科系之間呈現（雙尾 10%以下）顯著差異的項目包括能夠增

加自己的職場體驗、能夠獲得就業所需的技能訓練、就學期間能夠賺到金錢收入、

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力、畢業後能夠很快找到工作、畢業後能夠立即在本計

畫的實習單位就業、能夠通過丙級/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或取得其他相關的國際

證照等﹙參表 4-3-12）。 

 

表 4-3-12 產學訓合作計畫學員參與本計畫的動機──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

造以及其他科系的對照 

 工具機與精密模

具設計製造

(N=173) 

其他科系

(N=160) 

Pearson

卡方值 

漸進顯

著性(雙

尾)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能夠獲得大學學歷 86 49.7% 73 45.6% 1.647 0.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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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夠增加自己的職場體驗  88 50.9% 63 39.4% 5.502 0.064* 

3、能夠獲得就業所需的技能訓練  81 46.8% 47 29.4% 12.266 0.002*** 

4、就學期間能夠賺到金錢收入  68 39.3% 47 29.4% 5.628 0.060* 

5、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力 61 35.3% 27 16.9% 17.136 0.000*** 

6、能夠通過丙級/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

或取得其他相關的國際證照 

45 26.0% 31 19.4% 5.412 0.067* 

7、畢業後能夠很快找到工作 43 24.9% 22 13.8% 6.783 0.034** 

8、家長建議參加  29 16.8% 23 14.4% 0.546 0.761 

9、畢業後能夠立即在本計畫的實習單

位就業 

25 14.5% 10 6.3% 6.077 0.048** 

10、畢業後的工作薪資較同輩為高 22 12.7% 11 6.9% 3.296 0.192 

11、有學校去宣導 12 6.9% 6 3.8% 1.712 0.425 

12、其他  14 8.1% 15 9.4% 0.268 0.875 

 

（二）參與效益 

  受訪者中，有丙級證照、有乙級證照、有國際證照、平均每月薪資

NT$40,000-44,999 的占比等，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回答的比例都高於其他

科系者；目前工作類別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者泰半（56.6%）是技藝有關

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或勞力工，其他科系者六成三（63.1%）是「其他」5（參

表 4-3-13）。 

表 4-3-13 產學訓合作計畫學員參與後的效益──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以

及其他科系的對照 

有無取得證照 

 工具機與精密模

具設計製造

(N=173) 

其他科系

(N=161)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5
「其他」主要包括「電機相關」（35%）、「技術相關」（24%）、「當兵」（18%）、「服務業」（9%）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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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丙級(單選題) 131 75.7% 95 59.0% 

2、乙級(單選題) 157 90.8% 145 90.0% 

3、國際證照(單選題) 17 9.8% 10 6.2% 

現在的平均每月薪資大約是多少錢 

 工具機與精密

模具設計製造

(N=173) 

其他科系

(N=160)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NT$30,000-34,999 43 24.9% 42 26.3% 

2、NT$25,000-29,999 39 22.5% 22 13.8% 

3、NT$35,000-39,999 17 9.8% 23 14.4% 

4、NT$22,001-24,999 12 6.9% 17 10.6% 

5、NT$40,000-44,999 20 11.6% 9 5.6% 

6、目前待業中 15 8.7% 14 8.8% 

7、其他選項 27 15.6% 33 20.6% 

目前工作的職類 

項目 工具機與精密

模具設計製造

(N=173) 

其他科系

(N=160)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 98 56.6% 23 14.4% 

2、目前待業中 18 10.4% 14 8.8% 

3、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0 5.8% 10 6.3% 

4、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8 4.6% 5 3.1% 

5、專業人員 7 4.0% 4 2.5% 

6、自營作業者 3 1.7% 3 1.9% 

7、事務支援人員 1 0.6% 0 0.0% 

8、其他 28 16.2% 101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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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本計畫後對自己的幫助方面，各項目中（「其他」除外），工具機與精密

模具設計製造者的占比都高於其他科系者；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以及其他

科系之間呈現（雙尾 10%以下）顯著差異的項目包括能夠獲得就業所需的技能訓

練、能夠獲得大學學歷、就學期間能夠賺到金錢收入、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

力、能夠通過丙級/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或取得其他相關的國際證照、對製造業

職場更能接受、職涯發展更明確、畢業後能夠立即在本計畫的實習單位就業等（參

表 4-3-14）。 

 

表 4-3-14 產學訓合作計畫學員後對自己的幫助──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

以及其他科系的對照 

 工具機與精密模

具設計製造

(N=173) 

其他科系

(N=160) 

Pearson

卡方值 

漸進顯著

性(雙尾)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能夠增加自己的職場體驗  93 53.8% 78 48.8% 1.779 0.411 

2、能夠獲得就業所需的技能訓練  78 45.1% 53 33.1% 5.636 0.060* 

3、能夠獲得大學學歷  79 45.7% 49 30.6% 9.525 0.009*** 

4、就學期間能夠賺到金錢收入  69 39.9% 38 23.8% 11.989 0.002*** 

5、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力   67 38.7% 27 16.9% 20.022 0.000*** 

6、能夠通過丙級/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或取得

其他相關的國際證照  

50 28.9% 31 19.4% 7.155 0.028** 

7、畢業後能夠很快找到工作  48 27.7% 32 20.0% 3.054 0.217 

8、對製造業職場更能接受  48 27.7% 13 8.1% 21.660 0.000*** 

9、職涯發展更明確  26 15.0% 11 6.9% 5.735 0.057* 

10、畢業後能夠立即在本計畫的實習單位就業 26 15.0% 8 5.0% 9.257 0.010* 

11、畢業後的工作薪資較同輩為高  20 11.6% 12 7.5% 1.688 0.430 

12、其他  11 6.4% 17 10.6% 2.062 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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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本計畫後對社會的幫助方面，各項目中（「其他」除外），工具機與精密

模具設計製造者的占比都高於其他科系者；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以及其他

科系之間呈現（雙尾 10%以下）顯著差異的項目包括幫助製造業發展、改善社會

青年的工作態度等（參表 4-3-15）。 

 

表 4-3-15 產學訓合作計畫學員後對社會的幫助──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

以及其他科系的對照 

 工具機與精密模

具設計製造

(N=169) 

其他科系

(N=158) 

Pearson

卡方值 

漸進顯

著性

(雙尾)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幫助家庭經濟  104 61.5% 89 56.3% 2.395 0.663 

2、幫助製造業發展  55 32.5% 29 18.4% 9.497 0.050* 

3、改善社會青年就業率  48 28.4% 32 20.3% 6.832 0.145 

3、改善社會青年的工作態度   52 30.8% 28 17.7% 11.191 0.024** 

5、提高社會青年工作收入 30 17.8% 19 12.0% 3.183 0.528 

6、其他 29 17.2% 42 26.6% 5.963 0.202 

 

  畢業後的就業選擇方面，於相同產業其他事業單位任職、留任原事業單位、

跨領域就業等項目，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者的占比都低於其他科系者；創

業、「其他」等項目，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者的占比則高於其他科系者（參

表 4-3-16）。畢業後的就業選擇之主因方面，其他科系者逾半（51.3%）是自己職

涯另有規劃，遠高於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者的占比（37.0%）；產業特性的

因素、志趣因素、雇主因素、家庭因素等，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者的占比

都高於其他科系者（參表 4-3-17）。 

 

表 4-3-16 產學訓合作計畫學員畢業後的就業選擇──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

造以及其他科系的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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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

(N=173) 

其他科系

(N=160)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於相同產業其他事業單位任職 87 50.3% 95 59.4% 

2、留任原事業單位 28 16.2% 33 20.6% 

3、跨領域就業 25 14.5% 24 15.0% 

4、創業 8 4.6% 3 1.9% 

5、其他 25 14.5% 5 3.1% 

 

表 4-3-17 產學訓合作計畫學員畢業後就業選擇的主因──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

計製造以及其他科系的對照 

 工具機與精密模

具設計製造

(N=173) 

其他科系

(N=160)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自己職涯另有規劃 64 37.0% 82 51.3% 

2、產業特性的因素 34 19.4% 28 17.5% 

3、志趣因素  20 11.6% 15 9.4% 

4、雇主因素  16 9.2% 9 5.6% 

5、家庭因素 19 11.0% 5 3.1% 

6、升學進修 13 7.5% 2 1.3% 

7、學校因素  5 2.9% 2 1.3% 

8、其他 17 9.8% 31 19.4% 

 

（三）滿意度 

  受訪者對於參加本計畫的滿意度方面，對於參加本計畫訓練中心「訓練師

資」、對於參加本計畫訓練中心「訓練環境」、對於參加本計畫實習單位「訓練過

程」等項目的滿意度，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者都顯著優於其他科系者；對

於參加本計畫的整體滿意度，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者和其他科系者的滿意

度無顯著差異（參表 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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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8 產學訓合作計畫學員對本計畫的滿意度──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

造以及其他科系的對照 

          項目 工具機與精密

模具設計製造

滿意度平均值

(N=173) 

其他科系滿

意度平均值

(N=160) 

F 檢定 顯著性 

1、對於參加本計畫的整體滿意度 1.95 2.04 0.003 0.955 

2、對於參加本計畫訓練中心「訓練

師資」的整體滿意度 

1.90 1.97 5.101   0.025** 

3、對於參加本計畫訓練中心「訓練

環境」的整體滿意度 

1.94 2.02 2.909  0.089* 

4、對於參加本計畫訓練中心「訓練

過程」的整體滿意度 

1.95 1.99 1.661 0.198 

5、對於參加本計畫訓練中心「訓練

設備」的整體滿意度 

1.92 2.06 1.756 0.186 

6、對於參加本計畫訓練中心「教材

與課程」的整體滿意度 

1.99 2.05 0.466 0.495 

7、對於參加本計畫實習單位「訓練

過程」的整體滿意度 

2.09 2.29 8.113    0.005*** 

 

  受訪者中，會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方面，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者略高

於其他科系者（參表 4-3-19）；會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的主因，包括學業和工作

可以兼顧、參加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要考量志趣因素等，工具機與精密模具

設計製造者都高於其他科系者（參表 4-3-20）。 

 

 

表 4-3-19 產學訓合作計畫學員會否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工具機與精密模具

設計製造以及其他科系的對照 

 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

製造(N=173) 

其他科系 

(N=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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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會 143 82.7% 130 81.8% 

2、不會 3 1.7% 11 6.9% 

3、不一定  27 15.6% 18 11.3% 

 

表 4-3-20 產學訓合作計畫學員會否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的主因──工具機與精

密模具設計製造以及其他科系的對照 

項目 工具機與精密模

具設計製造

(N=143) 

機電控制

(N=130) 

合計 

會 

(N=273) 

合計 

不會 

(N=14) 

會 不會 會 不會 

1、學業工作可以兼顧 119 

(83.2%) 

- 98 

(75.4%) 

- 217 

(79.4%) 

- 

2、參加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 48 

(33.6%) 

- 25 

(19.2%) 

- 73 

(26.7%) 

- 

3、要考量志趣因素 21 

(14.7%) 

- 15 

(11.5%) 

3 36 

(13.2%) 

3 

(21.4%) 

4、要考量交通因素 6 

(4.2%) 

- - - 6 

(2.2%) 

- 

5、學業和工作無法兼顧 1 

(0.7%) 

1 1 

(0.8%) 

- 2 

(0.7%) 

1 

(7.1%) 

6、參加本計畫的效益不符合期望 1 

(0.7%) 

1 - - 1 

(0.3%) 

1 

(7.1%) 

7、其他 8 

(5.6%) 

1 22 

(16.9%) 

8 30 

(10.9%) 

9 

(64.2%) 

 

（四）改善建議 

  受訪者的改善建議方面，各項目中（「其他」除外），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

製造者的占比都遠高於其他科系者（參表 4-3-21）。 

 

表 4-3-21 產學訓合作計畫學員本計畫改進的建議──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

造以及其他科系的對照 

 工具機與精密模

具設計製造

其他科系 

(N=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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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66)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事業單位選擇可以增多 60 36.1% 31 19.5% 

2、可以增加工作崗位技能訓練  57 34.3% 19 11.9% 

3、可以提供職涯適性諮商 46 27.7% 19 11.9% 

4、宣導可以加強  42 25.3% 15 9.4% 

5、學校課程可以增加 34 20.5% 12 7.5% 

6、參加本計畫期間的諮詢輔導

可以增多 

38 22.9% 7 4.4% 

7、學員名額可以增加 21 12.7% 6 3.8% 

8、其他 60 36.1% 111 69.8% 

 

七、留任學員的特徵 

（一）樣本特徵   

本小節針對產學訓合作計畫 61 位留任原事業單位的學員，分析其特徵。留

任學員中，絕大多數（95.1%）是男性，女性占不到一成（4.9%）；年齡平均 24.85

歲；科系以機電控制居首（50.8%），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居次（46.0%）；

畢業年度以 104 年居首（23.9%）；實習單位的員工人數規模以 100 人以上為主

（60.7%）。（參表 4-3-22） 

 

表 4-3-22 產學訓合作計畫留任學員樣本特徵 

性別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

(N=61)百分

比 

1、男 58 95.1% 

2、女 3 4.9% 

參加本計畫的專班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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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1)

百分比 

1、機電控制  31 50.8% 

2、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 28 46.0% 

3、其他(含遺漏) 2 3.2% 

畢業年度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1)

百分比 

1、104 年 14 23.0% 

2、105 年 13 21.3% 

3、101 年 10 15.4% 

4、102 年 9 14.8% 

5、103 年 8 13.1% 

6、100 年 1 1.6% 

7、其他(含 98-99 年、遺漏) 6 9.8% 

參加本計畫的實習單位人數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1)

百分比 

1、員工 100 人以上 37 60.7% 

2、員工 50-99 人 11 18% 

3、員工 30-49 人 5 8.2% 

4、員工未滿 30 人   2 3.3% 

5、其他(含不清楚、遺漏) 6 13.1% 

 

（二）參與動機 

留任學員參與動機主要依序是能夠獲得大學學歷（62.3%）、能夠增加自己

的職場體驗（42.6%）、能夠獲得就業所需的技能訓練（44.3%）、就學期間能

夠賺到金錢收入（39.3%）、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力（36.1%）（參表 4-3-23）；

其中，「能夠獲得大學學歷」的比例遠高於全體學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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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3 產學訓合作計畫留任學員參與本計畫的動機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1)

百分比 

1、能夠獲得大學學歷 38 62.3% 

2、能夠獲得就業所需的技能訓練  27 44.3% 

3、能夠增加自己的職場體驗  26 42.6% 

4、就學期間能夠賺到金錢收入  24 39.3% 

5、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力 22 36.1% 

6、畢業後能夠很快找到工作 17 27.9% 

7、家長建議參加  17 27.9% 

8、畢業後能夠立即在本計畫的實習單

位就業 

13 
21.3% 

9、能夠通過丙級/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

或取得其他相關的國際證照 

12 
19.7% 

10、畢業後的工作薪資較同輩為高 9 14.8% 

11、有學校去宣導 4 6.6% 

12、其他  3 4.9% 

 

（三）參與效益 

  留任學員中，62.3%有丙級證照，83.6%有乙級證照，8.2%有國際證照；平

均每月薪資以 NT$30,000-34,999 為最多（24.6%）；目前工作類別以技藝有關工

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或勞力工為最多（49.2%）（參表 4-3-24）。 

 

表 4-3-24 產學訓合作計畫留任學員參與後的效益 

有無取得證照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1)

百分比 

1、丙級(單選題) 38 62.3% 

2、乙級(單選題) 51 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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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際證照(單選題) 5 8.2% 

現在的平均每月薪資大約是多少錢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1)

百分比 

1、NT$30,000-34,999 15 24.6% 

2、NT$25,000-29,999 12 19.7% 

3、NT$35,000-39,999 9 14.8% 

4、NT$40,000-44,999 8 13.1% 

5、NT$22,001-24,999 7 11.5% 

5、NT$50,000 或以上 4 6.6% 

4、NT$22,000 或以下 2 3.3% 

5、NT$45,000-49,999 1 1.6% 

7、其他選項 3 4.9% 

目前工作的職類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1)

百分比 

1、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 30 49.2% 

2、專業人員 5 8.2% 

3、目前待業中 1 1.6% 

4、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 1.6% 

5、其他 24 39.3% 

 

留任學員參加本計畫後對自己的幫助方面，主要依序是能夠獲得就業所需的

技能訓練（45.9%）、能夠獲得大學學歷（45.9%）、能夠增加自己的職場體驗

（39.3%）、就學期間能夠賺到金錢收入（39.3%）、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

力（34.4%）、畢業後能夠很快找到工作（34.4%）（參表 4-3-25）；對照全體學

員的觀點（參表 4-3-4）可知，留任學員較為重視能夠獲得就業所需的技能訓練

以及能夠獲得大學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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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5 產學訓合作計畫留任學員參與後對自己的幫助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1)

百分比 

1、能夠獲得就業所需的技能訓練  28 45.9% 

2、能夠獲得大學學歷  28 45.9% 

3、能夠增加自己的職場體驗  24 39.3% 

4、就學期間能夠賺到金錢收入  24 39.3% 

5、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力   21 34.4% 

6、畢業後能夠很快找到工作  21 34.4% 

7、畢業後能夠立即在本計畫的實習單位就業 15 24.6% 

8、對製造業職場更能接受  15 24.6% 

9、能夠通過丙級/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或取得

其他相關的國際證照  

13 
21.3% 

10、職涯發展更明確  13 21.3% 

11、畢業後的工作薪資較同輩為高  10 16.3% 

12、其他  7 11.5% 

 

  留任學員參加本計畫後對社會的幫助，依序是幫助家庭經濟（73.8%）、幫

助製造業發展（27.9%）、改善社會青年就業率（31.1%）、改善社會青年的工

作態度（27.9%）、提高社會青年工作收入（19.7%）（參表 4-3-26）。對照全體

學員的觀點（參表 4-3-5）可知，留任學員特別肯定參加本計畫後能夠「幫助家

庭經濟」。 

 

表 4-3-26 產學訓合作計畫留任學員參與後對社會的幫助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1)

百分比 

1、幫助家庭經濟  45 73.8% 

2、改善社會青年就業率  19 31.1% 

3、幫助製造業發展  17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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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改善社會青年的工作態度   17 27.9% 

5、提高社會青年工作收入 12 19.7% 

6、其他 7 11.5% 

   

  留任學員會留任原事業單位的主因依序是產業特性的因素（29.3%特高）、自

己職涯另有規劃（21.3%特低）、雇主因素（13.1%較高）、志趣因素（8.2%較低）

等（參表 4-3-27）。對照全體學員的觀點（參表 4-3-7）可知，留任學員對「產業

特性的因素」占比特高、對「自己職涯另有規劃」占比特低、對「雇主因素」占

比較高、對「志趣因素」占比較低。 

 

表 4-3-27 產學訓合作計畫留任學員畢業後就業選擇的主因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1)

百分比 

1、產業特性的因素 18 29.5% 

2、自己職涯另有規劃 13 21.3% 

3、雇主因素  8 13.1% 

4、志趣因素  5 8.2% 

5、學校因素  4 6.6% 

6、家庭因素 1 1.6% 

7、升學進修 1 1.6% 

8、其他 17 27.9% 

 

 

（四）滿意度 

留任學員對於參加本計畫各方面的滿意度都全體學員者（參表 4-3-8）；

例如，整體滿意度 1.87、對於參加本計畫訓練中心「訓練師資」的整體滿意

度 1.82、對於參加本計畫訓練中心「訓練環境」的整體滿意度 1.87、對於參

加本計畫訓練中心「訓練過程」的整體滿意度 1.97、對於參加本計畫訓練中

心「訓練設備」的整體滿意度 1.85、對於參加本計畫訓練中心「教材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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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體滿意度 1.93、對於參加本計畫實習單位「訓練過程」的整體滿意度

1.97（參表 4-3-28）。 

產學訓合作計畫學員對本計畫的滿意度 

表 4-3-28 產學訓合作計畫留任學員對雙軌計畫的滿意度(N=61) 

          項目 滿意度平均值 

1、對於參加本計畫的整體滿意度 1.87 

2、對於參加本計畫訓練中心「訓練師資」的整體滿意度 1.82 

3、對於參加本計畫訓練中心「訓練環境」的整體滿意度 1.87 

4、對於參加本計畫訓練中心「訓練過程」的整體滿意度 1.97 

5、對於參加本計畫訓練中心「訓練設備」的整體滿意度 1.85 

6、對於參加本計畫訓練中心「教材與課程」的整體滿意度 1.93 

7、對於參加本計畫實習單位「訓練過程」的整體滿意度 1.97 

 

 

  留任學員中，83.6%會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高於全體學員者（參表 4-3-9）；

主因包括學業和工作可以兼顧（72.1%）、參加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34.4%）、

要考量志趣因素（9.8%）等（參表 4-3-29）。其中，「學業和工作可以兼顧」遠高

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者（參表 4-1-10）。 

  

表 4-3-29 產學訓合作計畫留任學員是否會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1)

百分比 

1、會 51 83.6% 

2、不會 - - 

3、不一定 10 16.4% 

 

表 4-3-30 產學訓合作計畫畫留任學員會否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的主因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1)

百分比 

1、學業工作可以兼顧 44 72.1% 

2、參加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 21 34.4% 

3、要考量志趣因素 6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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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業和工作無法兼顧 3 4.9% 

5、要考量交通因素 2 3.2% 

6、參加本計畫的效益不符合期望 - - 

7、其他 12 19.7% 

 

（五）改善建議 

  留任學員的改善建議主要包括可以提供職涯適性諮商（27.9%）、事業單位

選擇可以增多（23%）、宣導可以加強（23%）、可以增加工作崗位技能訓練（21.3%）

等（參表 4-3-31）。 

 

表 4-3-31 產學訓合作計畫留任學員對本計畫未來可以改進的項目之建議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61)

百分比 

1、可以提供職涯適性諮商 17 27.9% 

2、事業單位選擇可以增多 14 23% 

3、宣導可以加強  14 23% 

4、可以增加工作崗位技能訓練  13 21.3% 

5、學校課程可以增加 8 13.1% 

6、參加本計畫期間的諮詢輔導可以增多 8 13.1% 

7、學員名額可以增加 5 8.2% 

8、其他 30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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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產學訓合作計畫事業單位回收問卷分析 

一、回收樣本特徵 

  產學訓合作計畫事業單位回收問卷共 49 份；96-105 年參加本計畫，主要是

103 年（28.6%）和 104 年（26.5%）。專班科系類別以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

造為主（71.4%），機電控制居次（22.5%）；合作模式以「1+3 計畫」6為主（67.4%）， 

「3+4 計畫」7居次（28.6%）；受訪事業單位的員工人數規模以 100 人以上為主

（42.9%），71.4%是傳統製造業、10.2%是科技製造業（參表 4-4-1）；受訪事業

單位進用學員人數從 0 到 128 人，平均是 12.02 人。 

 

表 4-4-1 產學訓合作計畫事業單位回收樣本特徵 

參加本計畫年度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49)百分比 

1、103 年 14 28.57% 

2、104 年 13 26.53% 

3、其他(96-102 年、105 年、遺漏 1) 22 44.90% 

專班科系類別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49)百分比 

1、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 35 71.43% 

2、機電控制 11 22.45% 

3、冷凍空調與能源 1 2.04% 

4、其他 4 8.16% 

參加本計畫合作模式 

                                                      
6第一年在分署參加 1,800 小時職業訓練、第二年於合作事業單位實習、第三至四年正式受僱於

合作企業，並利用夜間或假日完成學校正規教育課程。 
7包含高職 3 年及大專校院 4 年，自 95 年起與中部地區學校合作辦理。第一年在學校上正規教育

課程、第二年於本分署參加 1,800 小時職業訓練、第三年在合作事業單位實習，並利用夜間或假

日完成學校正規教育課程。第四至七年，以技優入學方式就讀四技院校，日間在合作事業單位實

習，利用夜間或假日完成四技學校正規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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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百分比 

1、1+3 計畫 33 67.35% 

2、3+4 計畫 14 28.57% 

3、其他 1 2.04% 

事業單位規模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49)百分比 

1、員工 100 人以上 21 42.86% 

2、員工 50-99 人 14 28.57% 

3、員工 30-49 人 8 16.33% 

4、員工未滿 30 人   6 12.24% 

事業單位行業別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49)百分比 

1、傳統製造業 35 71.43% 

2、科技製造業 5 10.20% 

3、服務業 - - 

4、其他 9 18.37% 

 

二、參與動機 

  受訪事業單位參加本計畫的主要動機是能夠培訓公司所屬產業所需的人力

（71.4%）、能夠獲得本公司所需人力（57.1%）、能夠傳承相關的技能訓練給

訓練生（53.1%）、本計畫結束後能夠立即僱用這些人力（38.8%）、在本計畫

期間能有穩定的人力供給（36.7%）等。（參表 4-4-2） 

表 4-4-2 產學訓合作計畫事業單位參與本計畫的動機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49)百

分比 

1、能夠培訓公司所屬產業所需的人力 35 71.43% 

2、能夠獲得本公司所需人力 28 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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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夠傳承相關的技能訓練給訓練生 26 53.06% 

4、本計畫結束後能夠立即僱用這些人力 19 38.78% 

5、在本計畫期間能有穩定的人力供給 18 36.73% 

6、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的就業競爭力 15 30.61% 

7、能夠協助到有經濟需求的學生就學 11 22.45% 

8、能進用到年輕人 8 16.33% 

9、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的工作薪資水準 7 14.29% 

10、人力品質優秀 6 12.24% 

11、能夠建立內部技能訓練的制度並培育業師 6 12.24% 

12、這些人力的管理成本低 3 6.12% 

13、訓練這些人力的成本低 2 4.08% 

14、能夠提高本公司的營運效益 2 4.08% 

15、其他 5 10.20% 

 

三、效益 

  受訪事業單位認為，參加本計畫後對事業單位的幫助主要包括能夠獲得本公

司所需人力（59.2%）、能夠培訓公司所屬產業所需的人力（44.9%）、在本計

畫期間能有穩定的人力供給（40.8%）、本計畫結束後能夠立即僱用這些人力

（38.8%）、能夠傳承相關的技能訓練給訓練生（36.7%）等（參表 4-4-3），大致

對應參加本計畫的主要動機。 

表 4-4-3 產學訓合作計畫事業單位參與本計畫對該公司的幫助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49)百

分比 

1、能夠獲得本公司所需人力 29 59.18% 

2、能夠培訓公司所屬產業所需的人力 22 44.90% 

3、在本計畫期間能有穩定的人力供給 20 40.82% 

4、本計畫結束後能夠立即僱用這些人力 19 38.78% 

5、能夠傳承相關的技能訓練給訓練生 18 3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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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力品質優秀 13 26.53% 

7、能夠協助到有經濟需求的學生就學 13 26.53% 

8、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的就業競爭力 12 24.49% 

9、能進用到年輕人 8 16.33% 

10、能夠建立內部技能訓練的制度並培育業師 7 14.29% 

11、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的工作薪資水準 7 14.29% 

12、能夠提高本公司的營運效益 3 6.12% 

13、其他 4 8.16% 

註：「這些人力的管理成本低於原先的估算」以及「訓練這些人力的成本低 

於原先的估算」無事業單位選擇。 

 

  受訪事業單位認為，參加本計畫對社會的幫助主要是幫助學員家庭的經濟

（57.1%）、幫助製造業發展（55.1%）、改善社會青年就業率（53.1%）、提高

社會青年工作收入（42.9%）等（參表 4-4-4）。 

 

表 4-4-4 產學訓合作計畫事業單位參與本計畫對社會的幫助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49)百

分比 

1、幫助學員家庭的經濟 28 57.14% 

2、幫助製造業發展 27 55.10% 

3、改善社會青年就業率 26 53.06% 

4、提高社會青年工作收入 21 42.86% 

5、學員未來若轉職也較他人容易被錄取 19 38.78% 

6、學員未來若轉職也較他人容易賺取到較高工資 16 32.65% 

7、其他 3 6.12% 

 

  受訪事業單位在本計畫留用學員人數平均是 5.21 人，占進用學員人數平均

值（12.02 人）的 43.34%，略低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其留用學員的主因是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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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訓後有留任意願（57.1%）、本公司有人力需求（46.9%）、學員整體品質佳

（42.9%）等，不留用學員的主因是學員結訓後沒有留任意願（55.1%）（參表

4-4-5）。 

 

表 4-4-5 產學訓合作計畫事業單位留用或不留用學員的主因 

留用學員的主因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49)百分

比 

1、學員結訓後有留任意願 28 57.14% 

2、本公司有人力需求 23 46.94% 

3、學員整體的品質佳 21 42.86% 

4、學員態度的品質佳 20 40.82% 

5、學員技能的品質佳 19 38.78% 

6、學員知識的品質佳 9 18.37% 

7、學校配合度高 4 8.16% 

8、學員薪資合理 3 6.12% 

9、其他 7 14.29% 

不留用學員的主因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49)百分

比 

1、學員結訓後沒有留任意願 27 55.10% 

2、學員態度的品質不佳 13 26.53% 

3、學員技能的品質不佳 7 14.29% 

4、學員整體的品質不佳 4 8.16% 

5、本公司沒有人力需求 2 4.08% 

6、學員知識的品質不佳 2 4.08% 

7、學校配合度低 1 2.04% 

8、其他 14 28.57% 

註：不留用學員的主因中，「學員要求的薪資太高」無事業單位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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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滿意度 

  事業單位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品質都「傾向滿意」（小於 3），略優

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事業單位意見；例如，事業單位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

學員整體的滿意度 2.12，對於學員知識的滿意度 2.12，對於學員技能的滿意度

2.14，對於學員態度的滿意度 2.14（參表 4-4-6）。   

 

表 4-4-6 產學訓合作計畫事業單位對本計畫的滿意度(N=49) 

 

  受訪者中，79.6%會繼續參加本計畫（參表 4-4-7），高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的事業單位意見（參表 4-2-7）；主因包括人力品質的考量（69.2%）、參加本計

畫的效益符合期望（64.1%）、這些人力結訓後在本公司就業的意願（51.3%）

等（參表 4-4-8）。 

 

表 4-4-7 產學訓合作計畫事業單位會否繼續參加本計畫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49)百

分比 

1、會 39 79.59% 

2、不會 5 10.20% 

3、不一定  5 10.20% 

 

 

項目 滿意度平均數 

1、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整體的滿意度 2.12 

2、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知識的滿意度 2.12 

3、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技能的滿意度 2.14 

4、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態度的滿意度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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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8 產學訓合作計畫事業單位會否繼續參加本計畫的主因 

項目 工具機與精密

模具設計製造 

機電控制 冷凍空調與

能源 
其他 

合計 

會 

(N=39) 

合計 

不會 

(N=5)  會 不會 會 不會 會 不會 會 不會 

1、這些人力品質的考量 16 1 7 - 1 - 3 - 27 

(69.2%) 

1 

(20%) 

2、這些人力結訓後在本公

司就業的意願 

10 - 8 - - - 2 - 20 

(51.3%) 

- 

3.參加本計畫的效益符合

期望 

12 - 10 - 1 - 2 - 25 

(64.1%) 

- 

4、這些人力數量的考量 6 - 3 - 1 - 3 - 13 

(33.3%) 

- 

5、本公司因素 6 - 2 - - - - - 8 

(20.5%) 

- 

6. 訓練這些人力的成本

考量 

2 - 2 - - - - - 4 

(10.3%) 

- 

7、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

彰投分署因素 

3 - 1 - - - 1 - 5 

(12.8%) 

- 

8、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

彰投分署的行政配合 

2 - 4 - 1 - 1 - 8 

(20.5%) 

- 

9. 這些人力結訓後在本

公司所屬產業就業的願意 

1 - 1 - 1 - 2 - 5 

(12.8%) 

- 

10、其他類似計畫的效益 3 - 2 - - - - - 5 

(12.8%) 

- 

11、參加本計畫的效益不

符合期望 

- 1 - - - - - - - 1 

(20%) 

12. 學校因素 1 - - - - - - - 1 

(2.6%) 

 

13、其他 6 3 1 - - - - - 7 

(17.9%) 

3 

(60%) 

   五、改善建議 

  受訪事業單位的改善建議主要包括學員名額可以增加（28.6%）、到單位實習

的篩選可以改善（22.5%）、宣導可以加強（20.4%）等（參表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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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9 產學訓合作計畫事業單位對本計畫的改進建議 

項目 個數 占回收數(N=49)

百分比 

1、學員名額可以增加 14 28.57% 

2、到單位實習的篩選可以改善 11 22.45% 

3、宣導可以加強 10 20.41% 

4、事業單位參加資格可以放寬 4 8.16% 

4、學校課程可以增加 4 8.16% 

6、訓練中心的教材可以改善 3 6.12% 

7、訓練中心的設備可以改善 2 4.08% 

8、訓練中心的師資可以改善 2 4.08% 

9、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行政配合的改善 2 4.08% 

10、其他 14 28.57% 

 

六、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以及其他科系的對照 

  本小節以事業單位合作的專班科系屬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41 家）

或其他科系（7 家）（1 家遺漏填寫此項），區分一些項目的回答，以便對照分析。 

 

（一）參與動機 

  受訪事業單位參加本計畫的主要動機方面，絕大多數項目是工具機與精密模

具設計製造者回答的比例低於其他科系者，包括：能夠培訓公司所屬產業所需的

人力（67.5%<100%）、能夠獲得本公司所需人力（52.5%<87.5%）、能夠傳承

相關的技能訓練給訓練生（52.5%<62.5%）、本計畫結束後能夠立即僱用這些人

力（37.5%<50.0%）、在本計畫期間能有穩定的人力供給（32.5%<62.5%）等；

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以及其他科系之間呈現（雙尾 10%以下）顯著差異的

項目包括能夠獲得本公司所需人力、在本計畫期間能有穩定的人力供給、能夠培

訓公司所屬產業所需的人力、這些人力的管理成本低、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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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業競爭力、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的工作薪資水準、能夠協助到有經濟需

求的學生就學、能進用到年輕人等。（參表 4-4-10） 

表 4-4-10 產學訓合作計畫事業單位參與本計畫的動機──工具機與精密模

具設計製造以及其他科系的對照 

 工具機與精密模

具設計製造

(N=41) 

其他科系 

(N=8) 

Pearson

卡方值 

漸進顯著

性(雙尾)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能夠培訓公司所屬產業所需

的人力 

27 67.5% 8 100% 3.598 0.058* 

2、能夠獲得本公司所需人力 21 52.5% 7 87.5% 3.824 0.051* 

3、能夠傳承相關的技能訓練給

訓練生 

21 52.5% 5 62.5% 0.342 0.559 

4、本計畫結束後能夠立即僱用

這些人力 

15 37.5% 4 50.0% 0.507 0.476 

5、在本計畫期間能有穩定的人

力供給 

13 32.5% 5 62.5% 2.731 0.098* 

6、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的

就業競爭力 

9 22.5% 6 75.0% 8.869 0.003*** 

7、能夠協助到有經濟需求的學

生就學 

6 15.0% 5 62.5% 8.809 0.003*** 

8、能進用到年輕人 5 12.5% 3 37.5% 3.138 0.077* 

9、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的

工作薪資水準 

3 7.5% 4 50.0% 9.959 0.002*** 

10、人力品質優秀 5 12.5% 1 12.5% 0.001 0.981 

11、能夠建立內部技能訓練的

制度並培育業師 

5 12.5% 1 12.5% 0.001 0.981 

12、這些人力的管理成本低 1 2.5% 2 25.0% 5.928 0.015** 

13、訓練這些人力的成本低 1 2.5% 1 12.5% 1.731 0.188 

14、能夠提高本公司的營運效

益 

1 2.5% 1 12.5% 1.731 0.188 

15、其他 5 12.5% 0 0.0% 1.334 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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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效益 

受訪事業單位認為，參加本計畫後對事業單位的幫助方面，絕大多數項目是

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者回答的比例低於其他科系者，包括：能夠培訓公司

所屬產業所需的人力（39.0%<75.0%）、能夠獲得本公司所需人力（53.7%<87.5%）、

在本計畫期間能有穩定的人力供給（34.1%<75.0%）、本計畫結束後能夠立即僱

用這些人力（31.7%<75.0%）、能夠傳承相關的技能訓練給訓練生（29.3%<75.0%）

等；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者回答的比例高於其他科系者，包括：人力品質

優秀（26.8%<25.0%）、能夠建立內部技能訓練的制度並培育業師（14.6% < 12.5%）；

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以及其他科系之間呈現（雙尾 10%以下）顯著差異的

項目包括能夠獲得本公司所需人力（53.7%<87.5%）、能夠培訓公司所屬產業所

需的人力（39.0%<75.0%）、在本計畫期間能有穩定的人力供給（34.1%<75.0%）、

本計畫結束後能夠立即僱用這些人力（31.7%<75.0%）、能夠傳承相關的技能訓

練給訓練生（29.3%<75.0%）、能夠協助到有經濟需求的學生就學（17.1%<75.0%）、

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的就業競爭力（17.1%<62.5%）、能進用到年輕人

（12.2%<37.5%）、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的工作薪資水準（9.8%<37.5%）等

（參表 4-4-11）。 

 

表 4-4-11 產學訓合作計畫事業單位參與本計畫對該公司的幫助──工具機與精

密模具設計製造以及其他科系的對照 

 工具機與精密模具

設計製造(N=41) 

其他科系 

(N=8) 

Pearson

卡方值 

漸進顯著

性(雙尾)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能夠獲得本公司所需人力 22 53.7% 7 87.5% 3.174 0.075* 

2、能夠培訓公司所屬產業所需

的人力 

16 39.0% 6 75.0% 3.502 0.061* 

3、在本計畫期間能有穩定的人

力供給 

14 34.1% 6 75.0% 4.625 0.032** 

4、本計畫結束後能夠立即僱用

這些人力 

13 31.7% 6 75.0% 5.285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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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能夠傳承相關的技能訓練給

訓練生 

12 29.3% 6 75.0% 6.024 0.014** 

6、人力品質優秀 11 26.8% 2 25.0% 0.011 0.915 

7、能夠協助到有經濟需求的學

生就學 

7 17.1% 6 75.0% 11.523 0.001*** 

8、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的

就業競爭力 

7 17.1% 5 62.5% 7.470 0.006*** 

9、能進用到年輕人 5 12.2% 3 37.5% 3.138 0.077* 

10、能夠建立內部技能訓練的

制度並培育業師 

6 14.6% 1 12.5% 0.025 0.875 

11、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

的工作薪資水準 

4 9.8% 3 37.5% 4.208 0.040** 

12、能夠提高本公司的營運效

益 

2 4.9% 1 12.5% 0.677 0.411 

13、其他 4 9.8% 0 0.0% 0.850 0.357 

註：「這些人力的管理成本低於原先的估算」以及「訓練這些人力的成本低 

於原先的估算」無事業單位選擇。 

 

受訪事業單位認為，參加本計畫對社會的幫助方面，絕大多數項目是工具機

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者回答的比例低於其他科系者，包括：幫助學員家庭的經濟

（56.8%<87.5%）、幫助製造業發展（54.1%<87.5%）、改善社會青年就業率

（51.4%<87.5%）等；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者回答的比例高於其他科系者

有「提高社會青年工作收入」（48.6%>37.5%）；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以

及其他科系之間呈現（雙尾 10%以下）顯著差異的項目包括改善社會青年就業率、

幫助製造業發展、幫助學員家庭的經濟等（參表 4-4-12）。 

 

 

表 4-4-12 產學訓合作計畫事業單位參與本計畫對社會的幫助──工具機與精密

模具設計製造以及其他科系的對照 

 工具機與精密模

具設計製造

(N=41) 

其他科系 

(N=8) 

Pearson

卡方值 

漸進顯著

性(雙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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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幫助學員家庭的經濟 21 56.8% 7 87.5% 3.598 0.058* 

2、幫助製造業發展 20 54.1% 7 87.5% 4.056 0.044** 

3、改善社會青年就業率 19 51.4% 7 87.5% 4.553 0.033** 

4、提高社會青年工作收入 18 48.6% 3 37.5% 0.112 0.738 

5、學員未來若轉職也較他人容易

被錄取 

14 37.8% 5 62.5% 2.267 0.132 

6、學員未來若轉職也較他人容易

賺取到較高工資 

12 32.4% 4 50.0% 1.308 0.253 

7、其他 3 8.1% 0 0.0% 0.624 0.430 

 

受訪事業單位在本計畫留用學員的原因方面，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者

回答的比例都高於其他科系者（「其他」除外），包括：學員結訓後有留任意願 

（52.5%<87.5%）、本公司有人力需求（42.5%<75.0%）、學員整體品質佳

（35.0%<87.5%）等（參表 4-4-13）。 

 

表 4-4-13 產學訓合作計畫事業單位留用或不留用學員的主因──工具機與精密

模具設計製造以及其他科系的對照 

留用學員的主因 

項目 工具機與精密模具

設計製造(N=41) 

其他科系(N=8)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學員結訓後有留任意願 21 52.5% 7 87.5% 

2、本公司有人力需求 17 42.5% 6 75.0% 

3、學員整體的品質佳 14 35.0% 7 87.5% 

4、學員態度的品質佳 15 37.5% 5 62.5% 

5、學員技能的品質佳 12 30.0% 7 87.5% 

6、學員知識的品質佳 6 15.0% 3 37.5% 

7、學校配合度高 3 7.5% 1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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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學員薪資合理 1 2.5% 2 25.0% 

9、其他 7 17.5% 0 0.0% 

不留用學員的主因 

項目 工具機與精密模具

設計製造(N=35) 

其他科系(N=7)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學員結訓後沒有留任意願 23 65.7% 4 57.1% 

2、學員態度的品質不佳 9 25.7% 4 57.1% 

3、學員技能的品質不佳 5 14.3% 2 28.6% 

4、學員整體的品質不佳 4 11.4% 0 0.0% 

5、本公司沒有人力需求 1 2.9% 1 14.3% 

6、學員知識的品質不佳 2 5.7% 0 0.0% 

7、學校配合度低 0 0.0% 1 14.3% 

8、其他 11 31.4% 3 42.9% 

註：不留用學員的主因中，「學員要求的薪資太高」無事業單位選擇。 

 

（三）滿意度 

事業單位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品質之滿意度方面，工具機與精密模

具設計製造者的滿意度未顯著異於其他科系者，亦即，兩群的滿意度統計上無差

異（參表 4-4-14）。 

 

表 4-4-14 產學訓合作計畫事業單位對本計畫的滿意度──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

計製造以及其他科系的對照 

項目 工具機與精密模

具設計製造滿意

度平均數(N=41) 

其他科系滿

意度平均數

(N=8) 

F 檢定 顯著性 

1、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

整體的滿意度 

2.12 2.13 0.672 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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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會繼續參加本計畫方面，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者回答的比例高

於其他科系者（參表 4-4-15）；原因大多數是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者回答

的比例低於其他科系者，包括：人力品質的考量（50.0%<87.5%）、人力數量的

考量（18.8%<87.5%）、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的行政配合（6.3%<75.0%）

等，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者回答的比例高於其他科系者，包括：參加本計

畫的效益符合期望（37.5%>25.0%）、這些人力結訓後在本公司就業的意願

（31.3%>12.5%）.（參表 4-4-16）。 

 

表 4-4-15 產學訓合作計畫事業單位會否繼續參加本計畫──工具機與精密模具

設計製造以及其他科系的對照 

 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

(N=41) 

其他科系(N=8)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會 32 78.0% 7 87.5% 

2、不會 5 12.2% - - 

3、不一定  4 9.8% 1 12.5% 

 

 

表 4-4-16 產學訓合作計畫事業單位會否繼續參加本計畫的主因──工具機

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以及其他科系的對照 

項目 工具機與精密

模具設計製造

(N=32) 

其他科系 

(N=8) 

合計 

會 

(N=39) 

合計 

不會 

(N=5) 

會 不會 會 不

會 

2、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

知識的滿意度 

2.15 2.00 0.932 0.339 

3、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

技能的滿意度 

2.17 2.00 1.333 0.254 

4、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

態度的滿意度 

2.15 2.13 0.337 0.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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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這些人力品質的考量 16 

(50.0%) 

1 7 

(87.5%) 

- 23 

(59.0%) 

1 

(20%) 

2、這些人力結訓後在本公司就業的意願 

 

10 

(31.3%) 

- 1 

(12.5%) 

- 11 

(28.2%) 

- 

3.參加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 12 

(37.5%) 

- 2 

(25.0%) 

- 14 

(35.8%) 

- 

4、這些人力數量的考量 6 

(18.8%) 

- 7 

(87.5%) 

- 13 

(33.3%) 

- 

5、本公司因素 6 

(18.8%) 

- 2 

(25.0%) 

- 8 

(20.5%) 

- 

6. 訓練這些人力的成本考量 2 

(6.3%) 

- 2 

(25.0%) 

- 4 

(10.3%) 

- 

7、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因素 3 

(9.4%) 

- 2 

(25.0%) 

- 5 

(12.8%) 

- 

8、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的行政配

合 

2 

(6.3%) 

- 6 

(75.0%) 

- 8 

(20.5%) 

- 

9. 這些人力結訓後在本公司所屬產業就業的

願意 

1 

(3.1%) 

- 4 

(50.0%) 

- 5 

(12.8%) 

- 

10、其他類似計畫的效益 3 

(6.3%) 

- 2 

(25.0%) 

- 5 

(12.8%) 

- 

11、參加本計畫的效益不符合期望 - 1 - - - 1 

(20%) 

12. 學校因素 1 

(3.1%) 

- - - 1 

(2.6%) 

 

13、其他 6 

(18.8%) 

3 1 

(12.5%) 

- 7 

(17.9%) 

3 

(60%) 

 

（四）改善建議 

  受訪事業單位的改善建議方面，絕大多數項目是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

者回答的比例低於其他科系者，包括：學員名額可以增加（28.1%<62.5%）、宣

導可以加強（18.8%<50.0%）等；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者回答的比例高於

其他科系者主要是「到單位實習的篩選可以改善」（31.2%>12.5%）（參表 4-4-17）。 

表 4-4-17 產學訓合作計畫事業單位對本計畫的改進建議──工具機與精密

模具設計製造以及其他科系的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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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機與精密模

具設計製造

(N=32) 

其他科系 

(N=8)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1、學員名額可以增加 9 28.1% 5 62.5% 

2、到單位實習的篩選可以改善 10 31.2% 1 12.5% 

3、宣導可以加強 6 18.8% 4 50.0% 

4、事業單位參加資格可以放寬 1 3.1% 3 37.5% 

4、學校課程可以增加 3 9.4% - - 

6、訓練中心的教材可以改善 3 9.4% - - 

7、訓練中心的設備可以改善 1 3.1% 1 12.5% 

8、訓練中心的師資可以改善 2 6.3% - - 

9、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行政配合的改善 2 6.3% - - 

10、其他 12 37.5% 2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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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一、量化分析的結論 

（一）學員結訓後，繼續留在原事業單位或相同產業領域就業之意願，抑或另行

轉換跑道? 其中考慮的因素為何? 

1、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受訪學員畢業後的就業選擇依序是於相同產業其他事業

單位任職（39.8%）、跨領域就業（24.1%）、留任原事業單位（22.9%）、創業（2.3%）

（參表 4-1-6）；留任原事業單位及於相同產業其他事業單位任職兩者合計達

62.7%。針對畢業後的就業選擇，服務業類科者的比例高於其他業類科者的項目

包括：留任原事業單位（27.1%>20.9%）、跨領域就業（25.1%>23.7%）、創業

（2.4%>2.3%）等，服務業類科者的比例低於其他業類科者的項目包括：於相同

產業其他事業單位任職（37.7%<41.6%）、其他（7.7%<11.6%）等（參表 4-1-16）。

此顯示，參加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學員六成以上（62.7%）會在原事業單位或相

同產業其他事業單位任職，而服務業類科者的比例（64.8%）高於其他業類科者

（62.5%）。 

  學員如此就業選擇的主因依序是自己職涯規劃（50.9%）、志趣因素（25.0%）、

產業特性的因素（19.0%）、升學進修（12.8%）等（參表 4-1-7）。 

2、產學訓合作計畫 

  產學訓合作計畫受訪學員畢業後的就業選擇依序是於相同產業其他事業單

位任職（54.5%）、留任原事業單位（18.3%）、跨領域就業（15.0%）、創業（3.3%）

（參表 4-3-6）；留任原事業單位及於相同產業其他事業單位任職兩者合計達

72.8%，高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的 62.7%。針對畢業後的就業選擇，於相同

產業其他事業單位任職（50.3%<59.4%）、留任原事業單位（16.2%<20.6%）、跨

領域就業（14.5%<15.0%）等項目，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者的占比都低於

其他科系者；創業（4.6%<1.9%）、「其他」（14.5%<3.1%）等項目，工具機與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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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模具設計製造者的占比則高於其他科系者（參表 4-3-16）。此顯示，參加產學

訓合作計畫的學員七成以上（72.8%）會在原事業單位或相同產業其他事業單位

任職，而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者的比例（66.5%）低於其他科系者

（80.0%）。 

 學員如此就業選擇的主因依序是自己職涯另有規劃（44.0%）、產業特性的因

素（18.6%）、志趣因素（10.8%）、雇主因素（7.5%）等（參表 4-3-7）。  

 

（二）學員結訓後，在職場的就業條件及未來相關職涯規劃，是否符合預期？

若能重新選擇一次，是否仍選擇參訓？ 

1、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受訪學員對於參加本計畫各方面的滿意度都傾向滿意（小

於 3），例如，整體滿意度 2.12（參表 4-1-8）。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效益方面，

受訪學員 47.8%有丙級證照，8.0%有乙級證照，4.1%有國際證照（參表 4-1-3）。

參加本計畫後對自己的幫助方面，主要依序是能夠獲得大學學歷（89.7%）、就

學期間能夠賺到金錢收入（72.2%）、能夠增加自己的職場體驗（66.6%）、能

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力（43.9%）（參表 4-1-4）。因此，68.4%的受訪學員會建

議別人參加本計畫（參表 4-1-9），服務業類科者的比例高於其他業類科者（參表

4-1-19）。 

  學員會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的主因包括學業和工作可以兼顧（76.1%）、參加

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67.9%）、考量志趣因素（24.9%）等（參表 4-1-10）。

此顯示，參加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學員有近七成（68.4%）會建議別人參加本計

畫，主要是本計畫可以兼顧學業和工作、參加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 

2、產學訓合作計畫 

  產學訓合作計畫受訪學員對於參加本計畫各方面的滿意度都傾向滿意（小於

3），且高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者；例如，整體滿意度 1.99（參表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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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訓合作計畫的效益方面，受訪學員 68.0%有丙級證照，90.7%有乙級證照，

8.1%有國際證照，這些都較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的占比為高（尤其是乙級證照）；

平均每月薪資（參考 4-3-3）也高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者（參表 4-1-3）。參

加本計畫後對自己的幫助方面，主要依序是能夠增加自己的職場體驗（51.5%）、

能夠獲得就業所需的技能訓練（39.2%）、能夠獲得大學學歷（38.6%）、就學

期間能夠賺到金錢收入（32.3%）、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力（28.1%）（參

表 4-3-4）。所以，產學訓合作計畫受訪學員 81.7%會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參表

4-3-9），也高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者；而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者會

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的比例略高於其他科系者（參表 4-3-20）。 

  學員會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的主因包括學業和工作可以兼顧（79.4%）、參加

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26.7%）、考量志趣因素（13.2%）等（參表 4-3-10）。

其中，「學業和工作可以兼顧」遠高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者（參表 4-1-10）。

此顯示，參加產學訓合作計畫的學員儘管只有 26.7%認為參加本計畫的效益符合

期望，但超過八成（81.7%）會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主要是本計畫可以兼顧學

業和工作，可說相當符合學員預期。 

 

（三）事業單位是否從訓練過程中，獲得企業真正需要的人力？訓練計畫對於

營運面的影響？持續參與訓練計畫的動機？ 

1、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受訪事業單位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品質都「傾向

滿意」（小於 3）；例如，事業單位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整體的滿意度 2.19

（參表 4-2-6）。受訪事業單位參加本計畫的效益主要是能夠獲得本公司所需人

力（77.4%）、能夠培訓公司所屬產業所需的人力（71.0%）、在本計畫期間能

有穩定的人力供給（69.4%）、能夠協助到有經濟需求的學生就學（53.2%）、

本計畫結束後能夠立即僱用這些人力（48.4%）（參表 4-2-3）。服務業類科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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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類科之間呈現（雙尾 10%以下）顯著差異的項目包括本計畫結束後能夠立即僱

用這些人力（64.0%>35.9%）、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的就業競爭力（52.0% > 

20.5%）、能夠提高本公司的營運效益（4.0%<43.6%）、人力品質優秀（4.0% 

<23,1%）、能夠建立內部技能訓練的制度並培育業師（4.0%<23,1%）等（參表

4-2-11）。 

  此顯示，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事業單位七成七（77.4%）可以獲得所需要的

人力，近半事業單位（48.4%）可以在計畫結束後立即僱用這些人力，後者是服

務業類科顯著高於其他業類科者（64.0%>35.9%）。受訪事業單位在本計畫留用

學員人數平均是 6.90 人，占進用學員人數平均值（13.95 人）的 49.46%；其留用

學員的主因是學員結訓後有留任意願（84.4%）、本公司有人力需求（78.1%）、

學員品質佳（60.9%）等（參表 4-2-5）。 

再者，受訪事業單位近七成（68.8%）會繼續參加本計畫（參表 4-2-7），其

中，服務業類科認同的比例高於其他業類科者（參表 4-2-15）；主因包括人力品

質的考量（50.0%）、人力數量的考量（56.8%）、本公司因素（45.4%）、參加

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47.7%）、訓練這些人力的成本考量（38.6%）等（參

表 4-2-8）。 

2、產學訓合作計畫 

  產學訓合作計畫受訪事業單位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品質都「傾向

滿意」（小於 3），略優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事業單位意見；例如，事業單位對

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整體的滿意度 2.12（參表 4-4-6）。受訪事業單位參

加本計畫的效益主要包括能夠獲得本公司所需人力（59.2%）、能夠培訓公司所屬

產業所需的人力（44.9%）、在本計畫期間能有穩定的人力供給（40.8%）、本

計畫結束後能夠立即僱用這些人力（38.8%）、能夠傳承相關的技能訓練給訓練

生（36.7%）等（參表 4-4-3）。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以及其他科系之間呈

現（雙尾 10%以下）顯著差異的項目包括能夠獲得本公司所需人力（5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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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5%）、能夠培訓公司所屬產業所需的人力（39.0%<75.0%）、在本計畫期間能

有穩定的人力供給（34.1%<75.0%）、本計畫結束後能夠立即僱用這些人力（31.7% 

< 75.0%）、能夠傳承相關的技能訓練給訓練生（29.3%<75.0%）、能夠協助到有

經濟需求的學生就學（17.1%<75.0%）、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的就業競爭力

（17.1%<62.5%）、能進用到年輕人（12.2%<37.5%）、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

後的工作薪資水準（9.8%<37.5%）等（參表 4-4-11）。 

  此顯示，產學訓合作計畫的事業單位近六成（59.2%）可以獲得所需要的人

力，近四成事業單位（38.8%）可以在計畫結束後立即僱用這些人力，後者是工

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者顯著低於其他科系者（31.7%<75.0%）。受訪事業單

位在本計畫留用學員人數平均是 5.21 人，占進用學員人數平均值（12.02 人）的

43.34%，略低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其留用或不留用學員的主因是學員結訓後有

留任意願（57.1%）、本公司有人力需求（46.9%）、學員整體品質佳（42.9%）

等（參表 4-4-5）。 

  再者，受訪事業單位近八成（79.6%）會繼續參加本計畫（參表 4-4-7），高

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事業單位意見；其中，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者認同

的比例低於其他科系者（參表 4-4-15）；主因包括人力品質的考量（69.2%）、參

加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64.1%）、這些人力結訓後在本公司就業的意願（51.3%）

等（參表 4-4-8）。 

（四）事業單位、結訓學員對於計畫的反饋意見  

1、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1）學員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受訪學員的改善建議主要包括事業單位選擇可以增多

（66.5%）、可以增加工作崗位技能訓練（53.2%）、宣導可以加強（39.8%）、

事業單位對訓練要有完善的標準作業流程（32.6%）等（參表 4-1-11）。 

（2）事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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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受訪事業單位的改善建議主要包括學員名額可以增加

（54.7%）、宣導可以加強（48.4%）、學校單位選擇可以增多（31.3%）、可以

事前提供職涯適性諮商（31.1%）等（參表 4-2-9）。 

2、產學訓合作計畫 

（1）學員 

  產學訓合作計畫受訪學員的改善建議主要包括：事業單位選擇可以增多

（27.3%）、可以增加工作崗位技能訓練（23.1%）、可以提供職涯適性諮商（19.8%）、

宣導可以加強（17.1%）等（參表 4-3-11）；前兩項都與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者

類似。 

（2）事業單位 

  產學訓合作計畫受訪事業單位的改善建議主要包括學員名額可以增加

（28.6%）、到單位實習的篩選可以改善（22.5%）、宣導可以加強（20.4%）等

（參表 4-4-9）。 

（五）影響訓練計畫效益之關鍵因素 

  綜上，影響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或產學訓合作計畫效益之關鍵因素包括：計

畫品質被學員和事業單位肯定。學員若可及早確立職涯或參加計畫後喜歡該職

類的職涯，則較會留任該事業單位單位或該產業。由於事業單位單位不一定符

合學員結訓後的需求，故儘管部分學員結訓後不會留任原事業單位單位，但仍

在相同產業就業，本計畫在這方面還是有正面價值。學員和事業單位若可以有

更多的雙向選擇，則較可篩選出適合該職類職涯的學員，學員也較可以選擇結

訓後會留任的事業單位，從而提高在訓練事業單位的留任率。事業單位若有人

力需求，則較可留任學員。事業單位若有完善的訓練計畫，則對學員的效益較

高。事業單位若可讓學員兼顧學業和工作，則學員對計畫效益的肯定會更高。

由於產業環境對跨領域的需求，故儘管部分學員結訓後會轉業，本計畫在這方

面還是有正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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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訪談及焦點座談分析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在推展過程，因為其計畫特質是將學員與配合事業單位在

參與過程進行連結。計畫學員每週分別在業界實習至少 3 日、學校上課 2~3 日，

不但可學習理論課程，還可增加實務經驗，降低學校教育與職場技能的落差。在

連結之後共計有四年的時間。 

 

第一節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訪談分析 

一、參與動機 

   有鑑於學校在畢業學生就業連結上所產生的困境;以及職場中不同行業別的

事業單位在人力招募逐漸面臨到缺工困境的發生。架構在學校、事業單位及學員

之間的平台計畫的推動變成為學校及事業單位在就業及媒合上積極參與的路徑

與管道。 

其實很單純的就是就⼀個技職院校來講，本來是升學跟就業，它本來就是掛在⼀起，那 

推廣中心那時候，呃僑光的推廣中心它在萌芽，它剛在啟蒙而已，那它需要呃... 它希望 

有⼀個⽐較⼤的計畫案進來，對，那所以說，他們就試著就...去參與這樣的⼀個計畫， 

其實最早的動機，沒有那麼明顯。（BC1） 

    ⽬前我們就是服務業的部分，其實人力來講，確實可能是⼀個我們的面臨到的問題點 

，那當然⽬前我們有⼀些產學有⼀些合作，但可能⾯對⼀些實習⽣的部分喔，可能時間 

上來講，當我們培訓完成，可能他時間上太短，可能對我們來講就是我們的困難點、⾯ 

對的問題，那當時我們接觸到雙軌，其實我們能夠接觸到這個雙軌計畫的時候，我們暸 

解其實他的學⽣進來到這邊，他的時間上是給予我們四年能夠有⼀個四年期，那對我們 

來講的話，對我們來講是⼀個優勢喔，就是說我們能夠完完全全的把⼀個訓練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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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在他訓練完成之後，他能夠確實在我們這邊能夠完全的發揮他最⼤的作⽤處。(BB1) 

    因為本校位於大里工業區且鄰近台中工業區、精密科學園區及中部科學園區，事業單位有才 

    需求，因此才會參與此計畫，參與此計畫前有參與過教育部產學攜手合作計畫。(BC3) 

    提供有別於制式學制的教學方式，增加學生就學方式的選擇。(BC2) 

   

    若從學員及企業端看參與動機，其實另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雙軌訓練旗艦計

畫在執行過程中的第一年對於學員有補助，補助期間以一年為限。許多學員及事

業單位會因為有此補助而對此計畫的推動與參與更有其動力。 

 

   剛剛是從企業角度來看雙軌制度，當然對弱勢學生來說，因為政府有補助他們一半的學 

   費。他們第一年有補助我們企業，像上學期每一位是 3600 元，下學期的金額我要再確認 

   一下，大概是這樣的金額。這兩個部分對於弱勢學生當然有學費的補助，再來，他對企 

   業也有補助。但是剛剛是從企業的角度來講，如果企業只有人力的考量，那我們就不會 

   去考量這些教育訓練的成本，可是進到公司裡面，假設要工作 8 小時，我們會讓他做 7 

   個小時，剩下一小時我們會讓學長姐去針對技能方面的需求來訓練。(BB3) 

    

     從參與學員角度分析，有許多受訪學員皆因為減輕家庭經濟負擔，並有薪

資與學歷取得的伴隨思考，而選擇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參與。在計畫中補助的制

度誘因仍然成為學員選擇參與計畫與否的重要因素。 

 

   會看到雙軌是因為家長建議的然後想說一方面讀書一方面工作，然後學習雙管齊下的感 

   覺，所以才參加。(BA1) 

   高中畢業想說要打工 剛好有這個機會可以邊賺錢邊拿學歷就來了。(BA2) 

   家中基本都是媽媽在開銷，想說別讓媽媽那麼辛苦，看到這計畫想說可以邊上課邊上班， 

   就來了。(B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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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會選擇這個計畫，是因為高職老師建議我去念這個專班，自己也覺得說可以減輕家 

   裡負擔，累積職場上的經驗，比別人更有早接觸實務經驗。(BA8) 

   其實最主要的思考是想邊學邊做邊賺錢。(BA13) 

   可在就學當中體驗到專業技能的工作學習，基本上，這是一個非常良好及難得的學習經驗 

   。(BA16) 

 

二、訓後留任 

   訓後留用比例是一個觀察計畫推動的成效指標。畢竟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是期

待透過計畫的連結能讓學員及參與之事業單位能有更為長期的磨合期間，讓彼此

雙方都能更加認識。當學員結訓之後便可以直接留用在其實習的事業單位，成為

穩定青年就業，並相對減少失業的重要效能。計畫訓後的留用比例做為計畫效能

與持續推動與否的指標已然成為政府推動重要就業促進政策的思考方向。因此，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在此部分的呈現算是良好的，有其固定比例的留用效能。 

 

其實應該是這麼說，在整個計畫參與的過程當中，其實它有種自然淘汰的模式，---如 

果今天這個孩子他全程的計畫，2 到 4 年的話，其實基本上事業單位沒有不留他的理由， 

因為這對事業單位來說，以本校來說我們都是做商管類，也就是以服務業居多，他們都是 

缺席的，且以 2 到 4 年的經驗其實對我們的孩子來說，基本上他已經是正常上班，且 

可以獨當一面了，企業不會不要他，那如果真的要去講說企業不要他的狀況之下，其 

實我覺得在求學這個階段裡，其實我會認為說學習的問題會造成事業單位怯懼的部分最主 

要是來鬧的，他會拿法規來說你違反勞基法之類的。（BC1） 

 第⼀，當然你說學員他留或不留，當然⾃⼰他本⾝他可能會覺得說我在這邊是不是有 

學到他想要的東西，那站在企業的層⾯，我們考量的就是這個⼈他在這邊他的學習的能 

⼒還有他的觀念、他的態度正不正確，他是不是能夠配合我們公司的⼀個理念去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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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並不把他當成是⼀個學員，其實我們把他當成確實是我們酒店呃⼀個成員在 

去對待，所以我想這樣的他才能夠在這個環境，才能夠有更多的收穫嘛，當然如果他 

在這邊變成是說呃我們覺得他的觀念、態度不正確的時候，可能我想，在這個層⾯可 

能會是我們最⼤的⼀個考量點，因為當他沒有辦法去融⼊這個環境，沒有辦法去配合 

我們執⾏的時候，他跟⼀般基本的員⼯，其實我們考量的層⾯是同⼀個的考量。我當 

然他在這邊有⼀個四年期的時間啦，四年期的時間我想其實不算短，⼀般來講，他進 

來到這個⾏業，其實可能在半年左右，我們就可以看的出來，那我們就會覺得他是⼀個 

我們適合，或許我們未來可以把他成為是我們⾧期培育的⼈才。(BB1) 

當然就是他有沒有認真，然後是不是想從這⼀⽅⾯去學習、是不是能夠貢獻，其實就是 

這樣⼦，因為⼀個⼯作簡單就是要負責。其實我覺得這個有⼀部分也是公司的責任啦 

，感覺他們好像會不會留下來我不太確定， 但是有部分的學⽣覺得欸...還在⾄少現在 

的⼯作崗位上現在還滿認真的，就是他會覺得說欸 公司交代我的任務我就是要把它完 

成。(BB3) 

 

    若從學員的角度來思考計畫的留用原因，多數學校單位皆認為雙軌訓練旗艦

計畫的事業單位多願意將在參與學員在該單位的計畫年資併入年資計算，這是留

用的重要誘因。部分事業單位也認為這部分應該可以讓多數參與的學員願意留用，

以及彼此之間的長期合作關係也有良好留用基礎。但是在學員部分卻是呈現兩極

化的反應，有部分的學員認為這是非常重的留任思考，但也有部分學員認為事業

單位並不好或想再到別的單位試試看，讓自己有更為多元的勞動選擇，以及部分

因為想要繼續升學而未留用參與。因此，學員的選擇留用與不留用因素仍是呈現

相當多元發展趨向，並未有絕對的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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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在於公司薪資福利及升遷制度是否良好，而且計畫參與了四年，參與的事業單位願 

    意累計我們的年資併入計算，是一個很大考量因素。(BC3) 

   雇主提供的薪資待遇、工作內容與環境、離家遠近、交通住宿問題。(BC2) 

    目前當兵回來還是在原單位上班。為了退伍能馬上有收入，但是如果有更好的機會就會 

離開。(BA2) 

    沒有，合約到期就沒有留下來了。因為覺得店裡的管理組相處不太好，就離開了。(BA4) 

    不會留任，因為當時學制只有到二專，本來有二技不知道什麼原因取消了，想完成學歷 

    只好去讀日間部。(BA5) 

    目前選擇留在原參訓之事業單位，會留在原事業單位是因為自己待在這間公司已經 4 年 

    了，熟悉這間職場生態也稍微了解未來發展性。目前留在原公司，但想調任至其他單位 

，往自己想發展的領域，繼續往前走學習更多。(BA8) 

    我會留用，因為我覺得我學習到了很多想要繼續做下去。(BA12) 

    我會留下來 ，因為技術性專業技能的學習，透過計畫參與，可能讓我未來在就業上能有 

    更為穩定的發展。(BA16) 

 

    許多學員因為有其他相關規劃而未留用，如同在上面所提及未留用的學員其

實在訪談的學員上是占相當多數的。繼續升學、想去別家公司、或去嘗試其他工

作，以及部分埋怨事業單位給的勞動薪資過低都是形成學員在參與長達四年的合

作關係下，仍未能產生留用的重要影響因素。 

 

    我結束計畫後因為出國就沒有繼續留在原本的公司，也是因為有一些自己的人生規劃， 

    所以沒有留在那繼續工作。(BA1) 

    不會想留用，因為想要做別的職業試試看，不想提早定型。(BA6) 

    不會想被留用，因為可以試著去不同的地方試試看自己還能嘗試哪些工作。(BA7) 

    不會想留用，因為錢少，事多。而且我要回家幫忙。(B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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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因為我還想多嘗試別的工作去試試看。(BA11) 

    不會留用，主要是因為錢太少，而且做的事情多，還要兼做主管的事。(BA13) 

 

二、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正向效益分析 

（一）訓練期間較長可作周延的學習安排 

    由於雙軌旗艦在學制配合上的安排，到事業單位的配合時間相當長。各事業

單位指出，在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運作過程中，事業單位可以將學員在其單位的

配置有良善的時間可以進行安排。對於事業單位的人力運用及技能養成培育都有

相當正面效果，而從學員端的反應也都多數認為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搭配，讓他

們得以在學業與實務的配合上能夠更為堅定的留下來，也讓他們更有充裕的時間

好好涵育其技能的成長與轉化，對於技能提升與職場需求有著更進一步的了解。 

 

    有感覺有差，我不能說是絕對⽐較好，因為每個⼈能⼒值是不⼀樣的，可是我覺得他就 

    是觀念⽐較有觀念，⽐較有學到這種東西，像我剛剛跟你講的，像電⽅⾯，可能我們以 

    前他對電完全沒 有邏輯及能力的。(BB2) 

 

（二）提供良好的專業人力 

    在專業人力的養成上，所有參與的事業單位及學校皆反應出，雙軌訓練旗艦

計畫的推動及參與，其實受益的不僅是學員，事業單位在參與過程中因有長期的

訓練配合與規劃，所以學員在訓練過程，不管是在當下或未來都是提供充分的專

業人力與支援。當然事業單位與學員之間都存在著相對的選擇權，面對這樣長期

的磨合期間，都成為事業單位的專業人力，部分事業單位也希望這樣的專業人力

就算不能為其所用，也希望他們所訓練的實務專業人力能留在相同產業為大家所

用。 

 



127 
 

    我覺得在這⼀點喔，我倒是⾮常的認同喔，我覺得如果以我們跟⼀些學校的合作來講， 

    確確實實就像我剛才所提到的，我覺得他確確實實能夠為我們能夠帶來⼀些我們希望的 

    ⼀些⼈才，因為他是⼀⽅⾯同時在現場的有⼀些實際的操作。那我覺得這是⼀個在雙⽅ 

    ⾯都能夠給他滿多的⼀些經驗跟⼀些知識的⼀個成⾧，那我覺得這對我們企業來講其實 

    是⾮常好的。..營運⾯的部分嘛，事實上我們這邊遇到最⼤的困難就是說，我們如何能 

    夠網羅更多⼀個好的⼈才，那事實上剛 剛如果說我們這些學員，他在這邊的時間是那 

    麼⾧，所以他可以跟我們配合的、可以磨合的那種時間可能會縮短 ，當我們的⼈⼒是 

    充⾜，我們的品質提升了，那我們的營運整個就⼀定會往上提升。(BB1) 

    在符合企業裡面各部門的人才培育需求，我們對所有大四畢業之後的學生，我們只有考 

   量兩條路，他如果適合在公司裡面當技術人員，我們當然希望它透過訓練師的模式來交 

   導新進的學員；如果他有溝通協調和領導的能力，我們就希望能留下來當作基層幹部來 

   培訓。可是相對的，很多學生進來，畢竟學生和企業有選擇權，企業會考量如果學生在 

   工作態度或能力方面沒辦法符合企業需求，那我們就會委婉的鼓勵他去尋求其他相同的 

   產業，但是有些學生的目標可能對某些領域沒有興趣，我們在學生受訓過程中都會有不 

   同的考量。(BB6) 

   我個人專業能力得到許多進展，我在專業技能(美髮的部分)的提升，也讓企業會欣賞我 

   在專業能力上的養成，而願意給我工作機會。(BA16) 

 

    乃至於學員訓練期間結束，有部分學員選擇留用在訓練單位，都提供了該單

位長久專業人力的運用機會。這些計劃機會的建置在學員與參與之事業單位形成

了相當穩健的連結關係。這種長期的強制性也直接避免學員在計畫過程中產生

「落軌」複雜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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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增加自己的工作技能，更了解實務操作，也學習了一些新的機台操作。(BA8) 

 

（三）建構良好之職場磨合平台與機制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提供較為長期且穩定的期間，讓參與學員能有更為良好的

時間與空間，跟就業及訓練單位有更為堅實的實務訓練之磨合，以及建立穩健的

連結關係。從學員、學校及實習單位多數都認為雙軌在計畫過程中提供了良好的

職場磨合機會給予在學之學員，也是在這樣的機制與平台下，才能將學員與職場

拉的這樣的貼近，並取得穩定的專業人力。但目前仍有部分事業單位將計畫參與

學員當成臨時淡旺季人力調整上的思考，使學員成為該事業單位的彈性人力。 

 

    其實是雙軌給他最基礎的⼀個訓練，然後讓他⼀直往上累上去的，其實真的雙軌給孩⼦ 

    很多，只是說孩⼦可能在短時間裡⾯他感受不到，可是當他如果經過五年以上的歷練的 

    時候，他再回頭看的時候，他其實是可以看到⼀點我們的成效。(BC1) 

    他的穩定性會⽐較⾼。因為你像⼀般來講，你不論說他是實習⽣，或者⼀般我們平常所 

    ⾃⼰招募的暑期⼯讀的部分，他可能或許他的想法呃...可能他會覺得是說有的他就會想 

    說我實習不過就是可能兩個⽉的時間，但坦⽩講，兩個⽉要我去培訓⼀個⼈來講， 對 

    我來講時間真的太短，所以通常坦⽩講企業他⽐較不會想⽤這麼短的⼀個⼈⼒，但是礙 

    於⽬前可能就是說有時候在暑假我們的客源本來就是⽐較多的情況之下， 他可能還是 

    必須得要⽤，但是這樣來講就是說我必須要花費這樣⼀個時間去培養這樣兩個⽉的⼈才 

   ，那如果與其這樣的話，我有⼀個四年期跟⼀個兩個⽉的⼀個⼈員來去相較的話，我願 

    意投⼊的是這個四年期，因為我可以花的時間去培訓他之後，他可能會願意成為我們在 

    職的⼀個成員。(B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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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們配合產學訓或雙軌的部分，我們不把它當作人力替代，而是當成人才培育，當然 

    在過程當中難免有學生不適任，但是有些學生可能會順利完成受訓目標，所以我們對這 

    方面也會去考量人才的需求。(BB6) 

 

（四）提供專業的連結與就業之定向與定位 

    從事業單位及學員的反應皆指出，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運作提供了兩造雙方

共同的機會，在雇主端提供了專業且長期的訓練機會給予參與之學員，而學員亦

透過這計畫的參與，逐漸了解自己所學的實務技能，以及逐漸釐清自我在職場中

未來的就業定向及參與之定位為何。 

 

    我覺得這樣是讓他有⼀個可能呃...多元化的⼀個學習能⼒，不單是現場，就是還有學校 

   ，我覺得這樣真的滿好的⼀個⽅式。其實我想，當然就是說，⽬前學員的部分喔，他在 

   我們這邊，當然酒店他分的單位是⾮ 常...⾮常的多，那可能在⼀些在專業的部分喔，我 

   覺得他在這邊其實可以學的東西可以，可能甚⾄學校帶給他的⼀些專業的知識，我覺得 

   他來這邊我覺得他都能夠完全的去發揮、運⽤。(BB1) 

   當然如果雙⽅配合得好，其實是可以啦，因為這個...學⽣嘛，他...其實現在最頭痛的就是 

   學⽣啦，因為他的⼼態還是學⽣。(BB3) 

   我覺得是說，因為說實在的，我們開始教，如果他先有邏輯，然後學校再教，如果⼜剛 

   好是學習這⽅⾯的，⼀⽅⾯的，我們會覺得說他就會⽐較認真，對，啊當然因⼈⽽異啊 

  ，有些也是茫茫渺渺啊，不曉得當然，對，各種都有可能啦，可是我們會覺得說，如果他 

   願意學 習這個東西的話，相輔相成我是覺得還不錯。(BB2) 

   學員比較能適應職場，且很清楚自己未來將從事的工作方向。(BC2) 

   會~像現在我就在做就是做保險顧問，也透過在訓練過程取得良好社會經驗與工作態度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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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BA15) 

 

(五)理論跟實務的結合 

    理論跟實務的長期結合的計畫機制，是事業單位認為提供給參與學員最大的

收穫。畢竟現今職場中學用落差現象相當嚴重，如果未能有事業單位來提供計劃

位置給這些學員，可能學員在學校的學習過程也無法擁有這麼長期的磨合機制與

平台。促使學習的場域可以從學校延伸到職場直接進行接軌，除了實務技能的提

升之外，在工作態度及對人處事的社會學習歷程上，也讓參與學員有著更多的磨

練機會與自我調整的空間與時間。 

 

    其實當然就是說是這樣講，有時候或許在學校可能他會有⼀些理論上跟現場實際操作⾯ 

    來到現場為什麼是這樣⼦，那我是不是可以，當時他可能可以考量就是說學校有教我這 

    樣的東西，我來到現場我實際上⽤這樣的⽅式去操作的時候，他是好像可以融⼊在⾃⼰ 

    的想法的時候，或許...那個時候其實是對他來講是⼀套最好的⼀個操作⽅式，我覺得⾮ 

    得⼀定是說他學校或者⼀定說是現場，我覺得有時候這樣⼦可以刺激我們學員，他能夠 

    更有⼀些⾃⼰的想法的存在，我覺得這樣是滿好的。(BB1) 

    我覺得⼀定會有它的效益啊，因為你學習的話只是紙上談兵啦，你不⾒得會做，你⼀定 

    要實際的去操作，我覺得那就是不⼀樣啦。(BB2) 

    在實務技能的專業操作方面有所提升。(BA2)  

    速度變快，將心比心，更能忍耐奧客。(BA4) 

    在寫報告方面與人相處部分都有所提升。(BA5) 

    可以試著去體會到原來學校所教導的與實際的社會工作場所有所不同之處。(BA7) 

    對於在相關產業的機台操作上有更多的認知與熟悉。(B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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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在銷售跟管理方面都學到蠻多的東西。(BA14) 

 

(六)各單位充分連結提供良好就業輔助與穩定化效益 

    有許多學員透過計畫參與，才開始正式面對自己未來就業上的思考。計畫在

政策輔助上效應是充分的展現在參與學員在計畫配合單位的過程中。也透過這長

期計畫的參與，使得未來的出路逐漸與目前參與的產業向度積極產生連結，進而

產生生涯定向穩定化的發展。 

 

    ⽬前因為我們配合的都還滿 ok 的，跟學校的互動上⾯，都還算滿 ok 的，對，我覺得學 

    校對這些學員的部分也都⾮常的關⼼喔，我覺得這個本來就是應該要學校跟我們的企業 

    ⼀定要做⼀個密切的聯繫，對，我覺得這很必要，就是⼀個溝通，如果說你單單學校只 

    是把⼀個學⽣丟在這裡，對，但是當學⽣他有什麼事情他回到學校去反映的時候，你學 

    校必須要呃...要再跟我們企業做出...我們三⽅⾯的⼀個三⾓形的⼀個溝通，我覺得只要 

    這個溝通我們的整個 流程是⾮常順暢的時候，我覺得基本上學員⾃⼰應該也不會有很 

    ⼤的問題，我覺得在橫向溝通的部分，我們⼀定要⾮常⾮常的完善。(BB1) 

    雙軌這部分跟產學訓不一樣，雙軌他不需要再透過職訓中心的訓練，然後再透過成績考 

    核去做分發，他只要透過學校、企業、學生三方媒合之後，他就能夠進到職場。所以這 

    種學生的素質有些落差，當然我們在雙軌的考量，因為他希望我們能有實務面的訓練， 

    所以我們比較不會去考慮國立或私立學校的差別。因為我們覺得他在職場的技術跟態度 

    面向比較重要，當然以學生的角度來看，大多會比較想要進入國立科大，可是對進到單 

    位的人我們都是一視同仁，我們只會針對他進到公司三個月或半年後的考核去做晉升的 

    標準。(BB6) 

    是的，在此計畫中可促進產學雙方的瞭解與合作。(B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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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並沒有給我們選擇是哪方面的東西 公司分配下去之後才漸漸喜歡我目前所學的技 

    術。(BA2) 

 

（六）提供學員充分的產業定向連結 

    政府推動雙軌訓練旗艦計畫，除了要讓學員與企業端產生積極連結及穩定就

業之外，其實另一層面是期待這群參與學員不管是否有留用在計畫實習單位，都

希望他們的勞動就業連結區塊，能與其專業技能的培育產生連結。才不會使得政

府的相關經費因而浪擲。 

 

    其實應該是這麼說，他會留在這個業態，但是他不會留在原公司，他可能不會留在這個公 

    司，但是他留在這個業態是絕對的，因為呃...服務業的特質，其實如果他今天撐過四年， 

    其實這孩⼦他就是服務業的特質了，他在怎麼跑，其實都還是在這個圈⼦裡⾯，他都在這 

    個範疇裡⾯，所以我覺得我覺得其實沒有跳...很跳 tone 的，那唯⼀的就是說，因為我們背 

    景給他的就是說，我們⼀直都是配企管，我們會配企管的原因，像我會跟孩⼦說我沒有要 

    你⼀輩⼦端盤⼦，我希望你晉升到管理職，所以說我們的孩⼦他雖然在服務業裡⾯，可是 

    他可能就是到後階段的時候，他是從事管理職的或是從事研發的，可是就是還是在這個⾏ 

    業裡⾯，他就是會留在這⼀個⾏業裡⾯去做他的轉圜這樣⼦。(BC1) 

    企業裡⾯他有學習這麼多的單位，他看到的不單只是⼀個點⽽已，他看到的是這麼多， 

    可能單單他是在什麼部，但是可能當他踏進來，他去接觸的時候，他可能對⾃⼰，對， 

    他就會有想法，就是譬 如說未來，我可能、我希望我再次回到這家酒店的時候，我可 

    能會對⾃⼰有更⼤的期許，期許⾃⼰能夠做到什麼樣的⼀個⽬標，這個肯定對他來講⼀ 

    定會有，對他來講⼀定會有嘛，因為他前⾯他也⽐⼈家花了更⾧的時間，你說⼀般的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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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有沒有⼀定會待到四年起，不⾒得⼀定會有這麼⾧的時間點。所以你如果站在我們 

的層⾯去看的話，我覺得這個⼀定會有，對，只要說他願意花這麼⾧的時間去付出了， 

當然他對⾃⼰⼀定會有⽬標啊，他不可能在這四年的時間裡⾯就是好像打混摸⿂過⽇ 

⼦這樣，他肯定⼀定會撐不下去。(BB1) 

    在有關於職場生態與工程設計，以及模具組立的學習都有成效，有助於未來就業。(BA5) 

 

（七）勞動條件之提升 

    計畫的推動最主要便是須檢視其效能之呈現，以便作為後續推動之參考。本

研究計畫效能的分析上，主要是聚焦於計畫結束後的留用狀態、薪資的提升及勞

動位置的變動三個部分來進行檢視。 

 

01. 計畫後留用狀態與就業技能提升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目標是期待透過此計畫的運作，得以在育才及留才上都

能有其效能的產生。計畫結束後相關參與計畫的學員，期待能在計畫結訓之後，

能夠為實習單位所用，留在原單位產生持續穩定就業的發展。若是未能在訓練單

位留用，也期待結訓學員能留置在原來專長的產業進行就業參與，避免訓練資源

的浪費。 

    我們的雙軌⽣他⾃⼰說他要再回到酒店這邊來，我說 ok 啊，⾮常好，⾮常的歡迎啊，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來去做安排，讓他做⼀個更多元化的學習，⽽不要讓他就好像是說我 

    在呃... 這邊結訓之後，我就是還是只能待在原來的⼀個單位做學習，我說既然我們的 

    學員是這麼的有⼼，我們的成員是這麼有⼼想要再回到這邊，我們要給他⼀個更⼤的舞 

    台去讓他去發揮， 那這樣我覺得在他前⾯雙軌的時候，他也會覺得說，我這樣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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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值得的他當時的 呃...這樣的努⼒撐下來，他覺得是值得的，因為他前⾯的努⼒、這 

    樣的堅持，所以他到今天 再回到這家酒店的時候，他能夠有更好的⼀個發揮的空間。 

    (BB1) 

    之後並無留在原事業單位，而是選擇同校的電子工程系二技就讀，是想要學習不同的專 

    業知識，並想完成大學的學業。(BA3) 

 

    另外在就業技能提升部分，從事業單位到學校，都對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不

管是在專業技能及工作態度的養成上，都是抱持著相當肯定的意見。在這些硬實

力及軟實力的技能養成，就算是未能為事業單位所繼續留用。但至少是幫業界培

育了優秀的生力軍，留在該產業繼續貢獻其專業技能。 

 

    其實我覺得推動這個東西，我覺還不錯的原因是，我說了實務部分，然後也⼀樣你在中 

    學你就可以透過這個...這個是不是你未來的路，這個本⾝就⾃⼰會去想得到的地⽅啦， 

    對不對，所以我們是覺得說，為什麼我覺得這個雙軌是可⾏的，我覺得就是說，他來做 

    這個企業之前他就有，啊他能不能做得住，你看他如果說畢業了，其實⼤部分啦百分 

    之...我覺得百分之 6、70，應該就會在這個領域當中，那你是不是為這個領域培養出這 

個⼈才出來，姑且不論他是不是在我這邊，問題是他有學到東西了。(BB2) 

    能促進學員結訓後提升的部分為實務技術及溝通協調能力。(BC3) 

    系上教學內容有針對學生需求設計，且提供教學與生活輔導。本系本專班學生在機械加 

    工的技能上較為札實。(BC2) 

    電腦繪圖方面以及機械原理有提升。(BA1) 

    在公司中能學到的東西有限因為人力上的安排只能學到單一的技能。(BA3) 

    一半一半，例如: 如何跟客人應對，但是在麥當勞會炸薯條，做漢堡，以後的實習公司 

    也不怎麼會用到。(B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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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計畫訓練上使我們知識上與實際操作的技術有產生進步。(BA7) 

    原本只會機械製圖的我，待在公司四年學習，學會研磨、CNC 操作等，讓自己有了多 

    項技能，讓自己更有競爭力，對於未來更有一些不同經驗。(BA8) 

    參與計畫上的訓練，讓我比較不怕生提升了我與人溝通的能力。(BA12) 

 

 02.勞動薪資之調整 

   在薪資的調整上，隨著不同科系及進用類別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理工科系

的學員在事業單位的進用上在計畫運作過程中即是以月薪作為薪資給予。而管理

學院及其他學院計畫參與的事業單位多以計時薪資作為給予的基準。所以在計畫

結訓之後，理工科系的學員普遍在薪資幅度的變動上並沒有很大，反觀其他科系

的學員在結訓之後，若轉正職之後，其薪資計算之基準便從計時薪資轉變成為月

薪，相對而言，在變動幅度上則相對增加。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學員整體而言在

參與產業類別上多以服務業為主。因此在計畫結訓之後的薪資調整及福利上有蠻

為顯著的變動。 

 

    可能會 20%左右。幾千塊吧!其實喔，我覺得要看他的表現啦，很多事情是相輔相成的 

   。如果他表現好，有做到那⼀點，我就會給他更⾼，如果說⽐較慢，我就是維持，就先 

    維持這樣⼦。可是如果表現好，我們是會調薪。在薪水上。其實⼀般⼈沒有很低，因為 

    他們是時薪啊，學校要求的 130、140 啊，對啊，我們還有加 個全勤啊，問題是他們禮 

    拜⼀只有上到禮拜四⽽已啊! 對，你不覺得嘛，因為他也⾟苦了四年，對不對？⽽且 

    說實在的，你要是專業有夠，四 年下來的話，你說像他們為什麼說⼤學出來，他們才幾 

    K？他們的薪⽔⼀定會超過他們的， 因為有經歷過這四年的磨練，⼜不⼀樣。(冷凍空調) 

    應該要這麼說，因為⼤部分商業類的孩⼦，他都是⾛時薪，所以他畢業之後他成為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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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之後，基本上他都是⾛⽉薪，那他⾛⽉薪就不⼀樣了我們講⼀個最簡單的呃...今年 

    有⼀ 個巧福的孩⼦好了，巧福的孩⼦他今年要準備晉升店⾧，晉升店⾧的時候他其實 

    ...你看他的薪資，他本來只有領⼀萬多塊，你可以看到他的薪資⾺上跳到三萬五左右， 

    然後那個每個⽉超過多少營業額的配不算。因為⼯業類他本來的薪⽔就好就墊⾼，他就 

    墊在那裡，所以說他的變化就沒有那麼⼤，可是以服務業來講，他是變化很⼤的，他就 

    等於說他⼀畢業他就翻倍，所以說為什麼我們的孩⼦，還是願意留在這個業態裡⾯，其 

    實很簡單啊，因為這個薪⽔就是很容易看得到，哪怕是⼀個兩萬五的薪⽔，都⽐你原來 

    的薪⽔翻倍。(BC1) 

    勞動薪資提升須看學生本身在職場的表現，但技能部份是有提升。(BC3) 

    薪資與技能均有提升。且更容易投入相關產業。(BC2) 

    會做調整，其實就像剛剛我有跟教授這邊報告就是說其實學員他⼀旦進來，其實我們就 

    是把它當成是我們的正職⼈員去培訓他，那當然在他結訓之後，他願意再繼續留在我們 

    的酒店這邊繼續來做⼀個這樣的⼀個學習，那我們當然就是說，在他前⾯的累積的⼀個 

    資歷這是不可抹滅掉的，對，這還是把它，相對地把它當成是我們⼀般的職員，在他之 

    前所做的努⼒，我覺得在他結訓之後，我們本來就應該要給他⼀些⿎勵，包含不管說是 

    在他的薪資⽅⾯、職務⽅⾯，我們都會願意去幫他做⼀個⿎勵的⽅式，有關他的薪資跟 

他的職務⽅⾯的調整。(BB1) 

     因為我們從進來之後三個月或半年有考核，一般我們給他們是兩萬一到兩萬二，還有 

     包含獎學金，不過近來之後我們會對學生的職能去做評估和考核，有些大三生的薪資 

     已經到達兩萬八了。因為我們跟服務業比較不一樣，我們工作的技能要夠扎實到能獨 

     立操作，起碼要半年到一年的時間，那我們本身也有設定工作專業職能的考試，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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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剛剛總經理提到，如果一個大三生符合我們的訓練需求，那學到一定技能之後，我 

     們會有專業激勵會加給他，所以比較優秀的學生現在薪水有兩萬七到兩萬八。那剛剛 

      教授有提到配合跟效益的問題，我覺得還是多少有建議，因為我們都是機械產業在配 

      合，那薪資的部分是學校要求我們必須給月薪，可是我們知道有些服務業是給計時， 

      不過中彰投分署對我們比較嚴格，我們都把學員視為正式員工。(BB5) 

      比較在乎我們雙軌生工作的時數。薪資也有多一點，雖然才幾塊，但算不錯了。(BA4) 

 

    雖然多數受訪企業皆指出，在計畫結訓之後對於薪資的調整部分都有進行適

應性的個別調整。但在受訪學員上，卻也有不在少數的部分學員反應，勞動條件，

特別是在勞動薪資層面上，在計畫參與結束之後並未有太大的變動。此亦顯示參

與計畫之事業單位，仍有許多事業單位並未將計畫結束之持續受雇學員，有其他

調整與配套上的安排。 

 

     勞動條件也沒有太大的變化。(BA1) 

     勞動條件並沒有甚麼太大的變化。(BA3) 

     個人覺得還好，無太大變化。(BA2) 

     我個人感覺在訓後並沒有甚麼感覺，也沒什麼改變。(BA13) 

 

03.勞動位置之調整 

   多數受訪單位指出，雙軌計畫的時間較長。許多學員都在該事業單位擁有完

整的歷練。在規模較小的事業單位，畢業後學員成為正式員工上並沒有什麼變動，

但規模較大的事業單位便會給予職位上的調動，調整到從學員變成正是職員的適

當位置。 

 

    雙軌的部分，我是之前就有稍微參與，但是在他們的薪資的這個部分，我可能待會要跟 

    ⼈資這邊，請他來跟你做⼀個報告。那基本上，如果說在調幅的部分，我們會以我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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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的考量點，當然他到了⼀個...假設他在這邊四年都表現得⾮常好，或許他有機會能夠 

    到我們的⼩主管，例如小組長。(BB1) 

 

(八)建立職場參與的自信 

    有部分的參訓學員及學校皆指出，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在長時期的磨練下，使

得參與學員有越來豐富的經驗。在就業穩定的效益下，讓這群青年學員越來越具

有其職場參與上的自信。這部分是相當然能可貴的訓練特質，使得參加計畫的學

員有著更為積極思考的想法。 

 

    ⽽且像這種孩⼦我們都不擔⼼他找不到⼯作欸，他們都很清楚喔，他⾃⼰ 要休息多久 

   ，然後未來要繼續做什麼，他就慢慢鋪陳，對，我就覺得很好，很有⾃信啦，我覺得孩 

    ⼦在尤其是職場的時候兩三年之後一定能發光發熱。(BC1) 

    讓我有了在職場提升了與人溝通的能力。(BA12) 

    計畫的參與有讓我認清我真正喜要的工作為何，也增強了自己對職場未來的信心。(BA15) 

 

(九)未來職涯規劃之助益 

     從參與學員的角度來分析，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想法。尤其是在參與計畫後的

對未來職涯規畫定性上的討論，證照的取得在計畫參與過程是許多學員的重要規

劃歷程。也有部分學員因計畫參與過程，參與了機台的接觸，而逐漸了解自己未

來的定位。當然也有部分學員，認為其在計畫參與之後，似乎在職涯規畫上仍沒

有任何釐清的作用。 

 

    就是希望能夠不要再做現場，因為做現場的話真的比較累一點所以就會想考慮盡量能夠 

    多考一些開發的執照和證照。(B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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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的職涯規劃並不會產生太大的改變。(BA3) 

    有幫助，實習這段期間，在偶然間，稍微接觸了日本機台，讓自己有興趣了解日本人如 

    何要求機台，讓自己學習做好機台品質。(BA8) 

    沒有甚麼改變，因為我目前為止，還在迷茫及混亂當中。沒有特別想做甚麼，整體而言 

    ，就混學歷。 (BA10) 

    我感覺讓我想要去試試看其他不同的工作，我接下來想去幼稚園做事看看。(BA13) 

 

二、計畫的負向效益分析 

（一）退場機制之複雜設計 

    部分計畫配合的事業單位指出，在參與學員上，他們比較沒有辦法進行選擇。

計畫過程進來的學員，皆依計畫內容進行，但在過程中有學員未能配合計畫規定

且在實習過程產生問題。必須在多次勸導及積極輔導之下，亦透過學校進行輔導，

然而皆未能取得良善改進的情況下，才得以讓學員退場。計畫在退場機制的複雜

化設計，得以用來處理這樣表現欠佳的學員，往往造成企業與學校端的共同困

擾。 

    計畫參與過程中，有時我們會碰到一些有問題的學員。態度真的很不好，也未能配合 

    我們的需求，準時來上班。工作過程經常很懶散，我們一直跟他說明及規勸，也希望 

    學校能加以輔導來協助，但是經過很久，都沒有任何起色。但是計畫都是希望我們在 

    一直輔導，說實在，學員自己不想改變，我們輔導老半天也都沒用，反而浪費我們許 

    多時間及人力。到最後還不是走掉。這在退場機制的運作上對公司或學校都是很大折 

    磨與挑戰。(BB1) 

    其實我認為沒有退場機制是讓學生進來之後可以認份的好好學習，這是它的初衷，可是 

    一個年輕人他哪有那種判斷能力，能夠在一開始就知道哪家企業對他們未來四年是適合 

    的，而且還要符合未來他技術的養成跟生涯規劃，我認為不見得。所以我認為現在雙軌 

    的退場機制是給學生很明確的規範，如果你不適合就可以離場，可是我認為要讓企業跟 

    學生有比較好的平衡，因為雙軌的配合企業，不是說現在學生他不適合了就可以轉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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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要企業願意接納才能做轉廠的動作。(BB6) 

 

（二）無法符合申請單位之人數需求 

    部分受訪參與計畫事業單位反應，該公司在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每一年度所提

出申請的學員人數與實際核撥人數落差甚大，核撥學員人數皆較該公司申請人數

短少很多。與其所計畫申請人數的高度落差，使其在訓練的安排上，無法符合該

公司在計畫培訓上的相對人力需求與部門配置。 

 

    讓多⼀點想從事這⽅⾯的，⼀⽅⾯他可以在學校學習，⼀⽅⾯他⼜可以有實務經驗，對於 

    他、對於公司、對於學校都是三贏的，我覺得你控制那個⼈數幹什麼，因為每⼀家需求⼜ 

    不⼀樣，我覺得你講到重點。(BB2) 

    ⽬前來講，其實我也問他說欸那申請的部分是不是有限定⼀個名額的部分，他是說基本上 

    可能就是在他我們申請是不是⼀定都會給我這樣的⼈⼒，他倒是不⾒得⼀定會給⾜這樣⼦ 

    ，但是以⽬前來講，我們申請兩名，當時是因為我們的需求這樣，但是我有問我們⼈資 

    是不是有可能去多申請個再稍微調⾼⼀點名額，但是我們⼈資這邊，可能也是他剛銜接， 

    對，變成我們如果申請他也不⾒得⼀定會給⾜這樣⼦，那我是告訴他說還是試著再去稍 

    微把我們的再增加試試看，為什麼是說不能申請到這樣的⼀個名額的原因是什麼。(BB1) 

 

（三）部分產業類別缺乏高度參與及學制問題 

    部分參與事業單位指出，部分參與學員並不熱衷於該產業的計畫安排與學習。

因此在計畫過程的安排上，在各培訓過程的階段上並未有積極的參與。事業單位

雖然有尋求學校端來協助並進行輔導，亦曾透過位置調整期待其參與上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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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似乎都沒有成效，依然無法改善此問題。另外因為工作期間的安排上與一般正

式員工有所差異，例如工作天數不一樣，還有寒暑假，這些在事業單位對於人力

上的調度，常會存在許多問題。 

 

    部份學員因在職場訓練表現優異，因此結訓後獲得晉升的機會，但有些學員再參與計畫 

    後，反而發現自己對機械沒興趣，而選擇退出雙軌或在結訓後轉換跑道。(BC3) 

    對營運方面最直接的就是上班模式，對工作方面的安排或流程有最直接的衝擊，因為現 

    場設備的安排不能說禮拜一到禮拜四有人負責，禮拜五沒有人負責，所以對企業就必須 

    去考量人力方面的協調。第二個部分，因為一簽約就是四年，如果一次有比較大量的人 

    員進來，必須要去考量到學生考試的需求，當他們必須要考試的時候，工作方面就會有 

    協調的困難。這也是我們會用不同的模式跟學校，因為這樣能把這些問題的影響降到最 

    低。我們會去做比較，會去看他們都是大一生，或是其他年級在工作天數、時數上的不 

    一樣，那我們如何去把不同學制學生的心理建設，對公司來講是一個很大的考量，因為 

    不同制度的學生在工作天數不一樣，那我們會有不同的方式去輔導他們，讓他們減少因 

    為工作天數的不平衡所帶來的衝擊。(BB6) 

 

（四）對於落軌學員應有更為積極之輔導 

    部分學員在計畫過程中，並未能全然依循計畫各階段推展之進行。在參與過

程便轉出雙軌計畫，在學校端雖有進行輔導及轉介。但整體而言，學校應有更為

積極之諮詢及輔導工作，了解其落軌之原因，以及進一步協助完成其後續在學校

之安置。 

 

    因為我們的孩⼦落軌落得⼀進來很多，可是他的上半年落軌是⼀個很⼤的挑戰，所以他 

    們不願意，但其實總量管制內就是有這種好處，他其實我落掉了明年就是學校彌補回來就 

    好，我們是補得回來，就⽤插班考補回來，那是 ok 的，可是問題學校不願意冒這個險。 



142 
 

    (BC7) 

    因為我們公司有配合國立跟私立科大，所以我們當初在招募的時候有感覺到國立的學生 

    大多是為了升學才來念這雙軌班，不見得是因為家庭或弱勢族群。那因為他們沒有接受 

    訓的部分，變成是說他們大一就進來職場工作，可能在做了之後，學生才發現這不是它 

    的興趣或志向，那就會主動提出落軌或重考的學生也是有，也有遇過學生說這樣的比較 

    累，後來希望能轉到一般的夜間部。有點高耶，像第一年的時候有招募八位，目前三年之 

中，大概每年都有一至二位做離廠。(BB5) 

 

(五) 學校在承接計畫過程未有良好的規劃 

    各參與學校有時在不同的行政系統上轉變，容易發生計畫在運作過程中產生

執行監督與銜接上的困難。有時這些銜接上的困境也會具體轉化在督導過程中產

生多頭馬車的現象。 

 

    有部分學校嘛，他們雖然是放在教務處，可是他們⼜是另外⼀個專任⽼師⾃⼰在做這樣 

    ⼀個計畫，然後再聘⼀個專⼈這樣，甚⾄是像朝陽，他剛開始的時候是系科做，那他也 

    是做到今年他才轉到教務處去，所以這是看每⼀個學校他的⾏政體系，他怎麼去規劃這 

    樣⼦就很特殊，像他們放在進修部，那像有學校他們雖然是放在教務處，可是他們⼜是 

另外⼀個專任⽼師⾃⼰在做這樣⼀個計畫，然後再聘⼀個專⼈這樣。另外有學校他剛開 

始的時候是系科做，那他也是做到今年他才轉到教務處，所以這是看每⼀個學校他的⾏ 

政體系，他怎麼去規劃這樣⼦。(BC1) 

 

(六)學校與企業在配合上的問題 

 

   有部分事業單位指出，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在運作流程上有著行政作業，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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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還是反應有過度複雜的問題。如果事業單位在以往的配合經驗不佳，如未能

提供良好的訓練，學校亦會透過學員給予人數的監控，來進行調整。畢竟有部分

的事業單位在計畫運作過程中是有它相對的困難存在。 

 

    嗯......因為這我也是第⼀次啦，所以就除了流程⽐較繁雜，比較麻煩以外，其他我覺得 

還好欸。(BB2) 

    我應該這麼說，不是只有企業在淘汰我們雙軌，我⾃⼰本⾝也在淘汰企業，其實這樣⼀ 

    路⾛過來，我們常常...我常常淘汰企業，就是說恩...我覺得不 ok，因為你的⼈員，就是 

    說你的師⽗⼀直沒有辦法去得到認同，那相對的我就沒有辦法把孩⼦撥給你，我就會做 

    這樣的...其實會採⼀種⾃然的淘汰，像譬如說同樣是⿆當勞跟肯德基，講實在話，我不 

    會把孩⼦撥給肯德基，不是肯德基不好，為什麼我會給⿆當勞我不給肯德基？原因很簡 

    單，肯德基的⼈事 ⼀直不穩定，然後它⼀直沒有辦法好好照顧我的孩⼦，所以相對的我 

    把它淘汰掉了，你要進來，我們在檯⾯上你要申請我還是讓你申請，可是當孩⼦進來⾯ 

    試，當他進來填志願的時候，我⾃然⽽然會把它轉掉，我會讓你沒有學⽣，然後就流掉 

    了。(BC1) 

    因雙軌學生一週只能工作 4 天，另外兩天回學校上課，固定休假一天，對於傳統機械產 

    業來說，事業單位在生產線人員調度上的安排較困難，且學員上班 4 天薪水仍是給最低薪資 

   ，部份事業單位對於薪資計算會覺得有困難，影響日後申請雙軌計畫的意願。(BC3) 

    還好~沒有特別有感觸的地方。而且部分參與的訓練單位，根本沒有給予跟學校所說的 

    薪資－有被欺騙的感覺。（BA15） 

 

    另外在學員反應上的分析，亦有部分學員反應在計畫訓練的過程中有訓練期

待上落差的產生。亦有少數的受訪學員指出，計畫參與過程，其在工作技能上的 

訓練仍顯不足的狀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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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一半其實沒有差太多，因為公司開的跟寫給學校的都有點差異。(BA1) 

    訓練並沒有想像中的有幫助。(BA3) 

 

    另外計畫推展過程中，亦曾有在事業單位配合的困境上，從學校端思考，尋

找績優的配合事業單位是相當重要事情，因為會直接影響計畫參與上的未來成果

之呈現。有些事業單位因為在參與過程中面臨到學員在參與過程上產生人員流失

的現象。計畫進行過程中容易浪費掉學校其既有的招生名額與成本，促使有部分

的學校也已產生拒絕再參加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之推動。 

 

    有事業單位配合就好喔，如果沒有事業單位配合怎麼辦。那本來在都會區裡⾯他就是商業類，

他 

其實在⼈⼒需求各⽅⾯是⽐較⼤的，所以我說雖然分署⼀直想要做⼯業類的，他想把他 

    做很⼤，可是他做不上來，最⼤的原因就是因為以僑光來講，僑光不可能幫你做⼯業類 

    ，可是僑光在商業類可以幫你做，朝陽也是啊，他能做商業類，可是他⼯業類是有限的 

    ，那可是你說 他沒有需求嗎？其實商業類的需求⽐⼯業類更⼤，因為這是⼀個都會型 

    態，對，那像以雙軌來講，本來中部原額已經很⼤，就是以分各區來看，我們覺得中部 

    ⾮常⼤。應該是說...我們對的是總管理處的⼈資，那⼈資對雙軌的計劃⾮常了解，所以 

    他基本上他是 ok 的，可是其實當我們把問題拋給⼈資之後，其實⼈資最⼤的問題是在 

    於跟店鋪的溝通，因為店鋪的溝通必須要取得⼀種認同。(BC1) 

    不會想再參與，學員流失率過多，且招生決定權以事業單位為主，事業單位可不足額錄取，

造成 

    招生缺額無法補足，本校目前招收四屆的雙軌生有三屆是不足額開班，加上目前雙軌已 

    納入總量管制，對私立學校來說會有營運上的顧慮。(B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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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因招生不易，已停止辦理。---且學校較注重學生課業與輔導，但產業界較注重工作 

    表現與工作態度。有時可互補，合作愉快。但有時會有溝通與認知上的差異。(BC2) 

    我認為如果是 511，那對於企業方面的穩定性就會比較高，我覺得說企業用 511 就像是 

    現在產學訓的方式，只不過雙軌沒有透過訓的模式，是透過企業媒合學生的方式，比較 

    沒有辦法在一開始凸顯學生的好壞。不過整體看來，企業用 511 的模式比較好，甚至於 

    以目前雙軌比較好的優勢在於學生可以加班，不過現在的年輕人，除非他真的缺錢，否 

    則加班意願不高。因此讓學生有這樣的媒合方式，讓學生的壓力不要那麼大，因為如果 

    讓學生禮拜六日上課的話大多不太能接受，因為他沒有可以去休息的時間，因此我覺得 

    稍微退回來，讓學生在禮拜一到五能夠挑兩三天的時間去上課，因為她有學費的補助， 

    這樣會比較好。不要說要完全沿襲德國的模式，因為對台灣，尤其是製造業來講一定有 

    衝突，他服務業本來就可以調整，可是製造業不可能用這種模式。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 

    ，尤其現在中部產學訓合作的推動相當積極，以目前在產學訓合作模式裡面，1+3 或 3+4 企 

    業的配合意願比較高，除非他覺得雙軌一綁可以綁四年，那企業才會積極參與，不然如 

    果用正規企業的邏輯來思考，因為勞基法的關係，企業不是把他當作實習生，全部進來 

    勞動法令需求都一樣的時候，那成本會非常的高。 (BB6) 

 

(七)政府部門在配套作為 

     政府部門對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缺乏支持的態度具體展現在學員人數的控

管，促使越來越多的計畫事業單位所需的人數嚴重產生不足的現象。相關部門在

計畫推動過程如果有思考其區位與功能，便能將其計畫的推動與相關鄰近區域的

事業單位產生密切的配合，讓其學生有更為良好的事業單位可以在學校端進行導

入與參與，學員可學習到更為先先進與紮實的實務經驗。 

 

    因為我覺得教育部他就⼀直在打壓這個部分，上次我們會談我不是有講，你把它納⼊總 

    量管制內，我沒有辦法做，好，那中部學校變成誰能做？只有郊區的，郊區的才可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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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有些學校⼯業類有事業單位嗎？不知道，商業類有事業單位嗎？沒有，只有學校，那怎

麼辦？ 

你孩⼦要在都會區裡⾯⼯作，然後再回郊區去上學嗎？不可能。那你學校收的學⽣，你 

應該要收你 local 地區的孩⼦，可是你收你 local 地區的孩⼦的時候，他沒有就業機會， 

因為他沒有事業單位，所以其實以雙軌計畫來講，我覺得他本⾝啦，就以某部分來講他真的 

是⼀個都會型的，以商業類來講他真的是⼀個都會型的計畫，可是以⼯業類的時候，其 

實到雲林的那個時候，那真的就是要做輔導，其實你應該要在 local 地區找孩⼦，可是 

多少⼈願意做這個部分？(BC1) 

雙軌計劃或是某些計劃申請,申請文件及作業過繁雜; 雙軌計劃工作團隊小組成員分工過 

細;對企業而言, 會不知應該要對應誰才是? 例如:系統作業或是審查文件準備及回寄函 

文都是不同的人寄的 EMAIL; 所需文件重覆但回傳時間不一, 造成企業困擾;是否可以 

統合一下作業模式? 單一對口? By account/企業. 企業可能在一周內收到三封來自不同 

人發寄的 Email, 要求配合計劃作業真的很紊亂。雙軌系統很不親民，登入常不得其門 

而入，帳號管理也很紊亂，畫面常當掉。（BB9） 

    除了產業型態的調整之外，因為雙軌的學生的確沒有經過訓的部分，所以看可不可以拉 

    長一點時間，讓他們能去做職場體驗，好比說可以先來一個月，讓他們能夠適應說應不 

    應該念這種學制，不然到大二的離退率比較高。(BB6) 

 

    另外是事業單位在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承接上所必須付出的成本亦為重要的

討論。畢竟因為時間上的差異，使得企業在使用上，尤其是在製造產業上經常會

產生問題。在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學員運用上，比較無法符合事業單位的要求。 

 

    因為雙軌當初是配合服務業，那後來中部地區因為發展精密機械產業，那後來才發展出 



147 
 

    這樣的模式，對我們來講，我們都很願意配合政府來推動各個計畫或模式，也希望能夠 

    讓更多的企業或學生找到適合自己參考的模式或途徑。我們這幾年對於雙軌在業界或學 

    界的暸解，其實現在運作有稍微的困難，因為早期雙軌是沿襲德國的模式，它的主要意 

    涵是企業把進廠的學生當成是它的員工，讓員工透過禮拜五、六去進修理論上、學術上 

    的知識，可是在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大多中小企業在目前都面臨產業轉型的競爭壓力 

    ，目前修平和勤益好像不願意再配合，因為招生困難，而且現在年輕人比較不願意吃苦 

    耐勞。再來對企業來講，雙軌的成本，比較不符合現在公司訓練的要求，因為你要進職 

    場是要創造附加價值的，而不是很多的學生進廠是認為他們來學習的，這樣會讓企業認 

    為這些人沒有達到企業對人才的需求，企業做這制度的話，這些人一個月做 16 天，如 

    果遇到國定假日，各方面的成本相對來說會非常高。所以我們會讓進廠的人員清楚他們 

    不只是領薪資而已，公司給予的各方面成本每個月大概是三萬塊，但他們每個月只有工 

    作 16 天，那成本會非常高。所以盈錫是有意願跟著政府去推動這制度，因為用這學制 

    進來的學生不多，盈錫可以負擔這樣的成本，但如果用這方面的族群，那成本的壓力就 

    會沉重很多。(BB5) 

 

第二節 產學訓合作計畫訪談分析 

一、計畫參與動機 

    由於勞動市場中競爭日益，人才取得相對不易。參與計畫的事業單位最主要

是想藉由產學訓合作計畫平台與機制來取得公司人才。透過這些人才的培育，期

待未來可以成為公司長期人力的基礎培育，因此從不同受訪者的角度分析，其實

都有相同類近的共識，便是透過計畫的參與在事業單位端、學校端與學員端都能

得到良善的訓練，在學員就業及企業取材，都能有共同的結果。 

 

     最主要是找人才與培訓人才，因為像這種傳統產業，真的大家真的想要去 7-11，不會 

想要來這裡，其實說真的我們老闆要找人才，真的是蠻有困難，真的是要謝謝你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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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計畫。(AB1) 

剛開始是我發現到人力資源的結構必須要從教育端這邊來著手，對整個企業它的技術 

    的升等還有技術的生化應該會比較直接，所以是我個人去找的，還有當時的職訓局他 

們還有一些網站再做廣告，所以後來我也有去了解這一些的情況，所以從這邊開始再 

導入內部專詢，經過八年之後我覺得績效還不錯…每一年我們大概都有六到八位甚至 

有一度曾經達到十位。（AB2） 

是我們公司找到適合穩定的專業年輕人才的重要管道、也同時可以節省人才培訓時間 

與費用。（AB3） 

公司需要培育人才以解決公司人手不足的問題。（AB5） 

當初參與這個計畫是因為那時候就是有考量到可能未來的一些，出社會的一個出路吧 

，那因為我念的是精密鑄造科，那鑄造這個行業他算是一個...夕陽產業，那他因為他 

有輔導考證，就是可以培訓出一技之長這樣子，那因為那時候想要考想要念是想說因 

為他那時候是想說既有考證照培養一技之長之外，那我們在高三的時候會有工廠的實 

習。（AA1） 

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又能學到新的東西，離開職訓中心，又能繼續待在業界實習， 

一舉數得。（AA9） 

因為那時候想說就是呃...第⼆年有⼀整年的時間可以在中區職訓局訓練，然後還可以 

讓你考到補助你考上證照，所以就是想說本來就是以⼀技之⾧會⽐較好，所以才會⾛ 

這個體制。(AA13) 

    因為這個班是我哥哥他有念過，所以他覺得不錯，然後他就有跟我講，我就來考這樣 

。 (AA15) 

在這個計畫中可以不放棄學業還可以學到專業技術，而且公司很重視學生，並且非常 

要求員的專業知識，而且不會因為是學生薪水就領底薪。（A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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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校參與動機的分析上，皆存在相當多元化的思考。除了可以帶動學

生於在學過程中對於公司事務的參與，皆可以讓學生在計畫訓練結束之後立

即產生就業。 

 

學生可以在學校學得知識、職訓中心學得技術、至公司實習學得經驗，讓學生可以 

順利畢業後即可就業，目前有參與產攜、雙軌產學計畫案。（AC1） 

 

二、留用分析 

    在產學訓合作計畫中，參與學員的工作與積極學習態度是兩個相當重要的面

向。學習過程中必須要有耐力才能夠在工作與學習壓力下存留下來，否則在過程

中，很容易流掉而產生流動。 

 

     主要的原因唷，留下來的那些人，有能力願意認真學習的人會留得住，然後那些留不 

住的人，通常是沒有能人沒有認真學習的人會留不住，因為他會有工作上的壓力，會覺 

得他怎麼都學不會，學不會之後他就會有挫折，挫折之後他搞不好就離開。(AB1) 

    我覺得第一個因素是他對這個產業有沒有心要在這個產業作發展就是有沒有興趣，然 

後再來是他的態度，然後再來是他發揮潛力的資質，我覺得這幾個部分要分成兩方面 

來講，一方面是他的偏好但是對企業一定要有貢獻這兩個條件一定要通通存在他下來 

才有意義，我是有這個部分在做思考但是這兩個如果取其一，我以學生為觀點來做這 

一個部分的分析和討論，我以學生為第一考量第二才是企業的收益。所以那時候剛開 

始的時候產學訓它學生會留不住，後來前年開始就留不住，留不住就有一些產業的原 

因出來了，因為你都要用產業去做老師認為吃虧的事情你長久的話沒有一個產業會做， 

那後來有一個產業技師培育計畫就是我剛剛就得就是全能教學，它必須要有產業界技 

師去到學校去做授課的一個部分，它比較合理能讓產業比較有一個誘因去做，我跟他 

們講到說這對整個產業跟對學生你看不到學生一個反應我覺得這才是我們真正要去看 

的要點，後來產業技術培育課繼續用下來，所以我覺得教育部分不能光只看在學生端 



150 
 

，我覺得也要看在企業端也要考慮進去才對。（AB2） 

   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又能學到新的東西，離開職訓中心，又能繼續待在業界實習， 

一舉數得。(AA9) 

    我很願意被留用；因為跟自己生活作息很吻合，公司待遇也不錯。(AA10) 

    雖然說機械這範圍很廣，可是我們不會想要⼀輩⼦⾛在現場裡⾯。也是會想從事不⼀ 

樣的⼯作，相同的⼯作做久了總是會膩。所以也是會考慮說有別的機會，然後還 ok， 

你就也會去試試看。(AA12) 

 

     除了留用分析之外，留用評估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指標。從每間參與的事

業單位都會有其針對學員自我的留用評估模式，也會透過各種不同的管道，例如

透過座談的輔導，期待這些學員在訓後都可以留用下來，成為他們在計畫參與管

道的穩定人力招募來源，這也是參與計畫最為重要的思考。在面臨兵役問題所產

生的中斷上，往往是繼續留用與否相當重要的影響因素。部分事業單位會透過學

長及其他多元管道聯繫結訓學員，在兵役結束後的回流，這部分的處理方式在處

理效益都得到不錯的回流結果。 

 

我覺要看合適不合適，因為每個部門跟他的興趣還有他真正的條件，依我個人來講的 

話，我個人就好像他們在學校的老師一樣，我是企業，我都有不定期跟他們做座談， 

剛來的時候第一天一定是半個小時，第一個月我們半個小時，再來每一季會一次，經 

過一年之後每半年一次，我都這樣不斷地跟他們做溝通，當看他們對工作的興趣之後我 

會評估他們是不是適合這個產業，。此外，我們會透過一些他原來在公司比較要好的 

同事他們有時候會比較聯絡，因為他們對一些高階主管就會比較怕，所以我們會透過 

他們年紀比較接近的去互動打聽看他有什麼樣的想法他能不能回來，那打聽之後他有 

意願回來那趕快請他回電請他到公司再跟他聊聊。（AB2） 

從這個產學計畫我們公司可以培育出我們需要的人才，再來我們公司都是以機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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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為主，以及在整個計畫的尾端公司有一套考核制度來審核最後學員是否能繼 

續待在本公司服務，學員透過學習、透過實務操作他們的專業知識還有職場的適應 

力都有明顯的提升。（AB5） 

 

    若從青年角度評估留用的思考指標出發，可以得知參與學員在參與過程中亦

會針對專業技能能否提升，是否得以穩定就業以及順應工作環境，以及歸屬感的

形成來做為是否要選擇留用的指標。部分學員是認為事業單位的福利相當良好，

又有完善的休閒設備，認為公司很重視員工的休閒活動。然而亦有部份的意見指

出，在學校課業的部分，也希望能夠得到加強，而非僅止於實務上的操作。也有

學員留用是思考到公司整體的勞動環境相當健全良好而留下來的不同思考向

度。 

 

     學員會不會留用－他們也在評估我們。例如良好的培訓規劃、健全的福利、制度，可 

更精進自己的專業技能，藉以提升競爭力等。（AB3） 

     現行產學訓留下來的同學，覺得公司可以提供一個穩定的職場生態,也同時可以學習到 

技術，故會想留下。至於不想留下來的同學，主因是無法適應工廠工作環境條件 Ext. 

無法像科技業衡溫空調。（AB4） 

     當然留下來的學員是對我們這間公司感到認同並且有歸屬感，當然最重要的是喜歡這 

份工作;那對於不留下來的學員可能對這個產業的領域不是很喜歡也不適應，當然也有 

在公司學習的很好自己想出去闖蕩的學員。（AB5） 

    我不會想留下來，我想試試其他行業看看。（AA2） 

     在這個計畫結束後我沒有留在原事業單位，因為離家太遠交通方面有問題，所以就沒 

     留在那邊。(AA4) 

     不會想留用，只是想試試看。計畫完想嘗試不一樣的規劃，轉換不一樣的軌道，發現 

自身不適合，沒有以往對於求知的熱情。（AA7）  

有部分有關也有所成長，但大多還是要實際遇到問題才知道。因為人生常常會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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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變化和機會再等你，但要懂得把握學習的機會。因為是我很希望的東西；但是希望 

     我能再多一些積極在課業方面的教授，而不單單只在技能的部分。(AA11) 

     可能不是那麼的理想，或是說對於學⽣的⼀些待遇不是那麼的好，那他們當然會 

     畢業完就直接跳了。(AA13) 

就是基本的三節禮⾦啊、還有⼀些員⼯旅遊，然後就是還有⼀些公司內部社團活動， 

就是還滿覺得還滿接近學校的⽣活，就有社團可以玩。主要我還是會較注重環境啦 

(AA14) 

     就是我覺得如果能多看就想多出去看看，因為待在這邊也一段時間了，然後就出去 

看看，再稍微想想看。(AA15) 

     就上級對我們很好啊，然後也給我們機會發揮，然後就可以去教⼀些學弟啊，讓⾃ 

     ⼰可以學不⼀樣得東西，然後公司福利⽅⾯啊，就是福利⽅⾯就⽐⼀般的企業⽐起 

來就是更好這樣。(AA16) 

 

三、產學訓合作計畫正向效益分析 

（一） 人才取管道 

    多數參與產學訓合作計畫的事業單位都將計畫參與視為該公司在人力招募

的重要管道。也因為現今的勞動市場環境，在嚴重缺工發展脈絡下，充足及專業

人力的取得是職場招募上相當困難的工作。在計畫參與上，得到素質不錯且有經

過分署訓練過的學員，再透過不同模式的參與時間來訓練與磨合，都是參與計畫

事業單位的重要人才取得路徑。 

 

    當時人力資源部分做調整會有幾個現象，一個是目前在職員工的教學，另外一個是新 

     的員工的來源，那當時發現到說新的員工的來源，我們藉網路的一個104也好1111人 

     力銀行也好，或是518也好，這些人力的平台，我們找不到我們想要的人，所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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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那是不是我們從我們內部的教育訓練之外，就換一個我們來做跟大學、大專院校 

    、技職系院，或是一般的研究所大學也好，做一些有關類似於產學官的一些合作，所 

以才會有那個時候不叫中央管委署叫台中職業訓練中心，那台中職業訓練中心它當時 

有跟大學這邊有一個案子就是所謂產學訓練，它是跟教育部，以前是職訓中心還沒有 

勞動部，所以我們就跟台中職訓中心、教育部還有科大聯合，我們聯合做產學訓練的 

學生的培養，一直到現在已經第八年。（AB2） 

不只專業技能提升，也可訓練自己溝通協調的能力，及團隊合作的能力，讓他們在出 

社會後可以快速融入。（AB3） 

可以得到長期需要的人力。目前有三位都是在當完兵後又再回公司任職選取的標準為 

有抗壓性、可以撰寫程式、獨立作業人員。結訓後的學員，就業技能在公司指派的任 

務與程式撰寫上可以有較詳細的規劃。（AB5） 

 

（二）提供平台強化就業連結與交流 

   產學訓合作計畫提供相當良好的實習平台，讓學員在不管是任何計畫模式參

與方式都能與事業單位產生結合。尤其時間早上訓練，晚上直接在學校上課，參

與學員的作息上都相當固定。在分署一年的訓練課程上，也已提供相當良好的訓

練基礎。透過不同模式的參與上，能讓學員在同時有課程學習，也有課程訓練的

機制，促使產學訓計畫的運作平台，能讓學員每天直接上工，進行良好的實務訓

練與課程銜接。 

 

對中小企業來講，會出現成本上面的一個問題，比如說你們會要用一個設備要一百也 

會對你們造成很大的困擾，或許這個東西我們也會透過這個部份來反應。剛剛已經有 

講，在選人的部分都是以態度的部分齁，是作為選擇的標準及平台，在技能的部分都 

是來自同科系，比較不會有這部分的問題啦！（AB1） 

我也會參加產學訓合作計畫的方案，對，因為那時候我有報考另外一間學校的，他是產 

學合作在做機械加工的，那因為他...我機械加工的...因為念機械加工的比較多人做，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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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爭，那就是我沒有錄取，那後來錄取到另外我這個專業的那個精密鑄造，因為按 

照傳統的老一輩的人的講法，在我們的科系雖然是講精密鑄造，可是如果用一個傳統 

行業的學名來講它叫做還刷，就是用台語講，那他們就是老一輩他們都不喜歡讓小孩 

子， 如果他不知道這個行業的話，做這些...粗重啦然後又危險的工作，所以那時候其 

¹ê© À §Ú Ì³o¤@¬ìªº¤H ä̈¹ê¤£¦h計畫讓我們有就業上的連結。（AA6） 

會參訓，專精的訓練不容錯過，不過重新選擇可能會因為自己想法改變而有不同選擇 

的班別，不過我能說這種產訓是所有產學裡面最好的選擇。（AA7） 

結訓前教的東西比較偏向理論學術性的，而進入職場是直接實際操作，可以先了解理 

論，再來實作時會更輕鬆不少。後續也會找相關性質的產業，能學習到更多的專業技 

術，又有業界可以讓我們學習。(AA9) 

就是每個領域都有它就是...他可以學到的部分，然後就是來到了這個...領域，就是 

來到這個學制以後，就是可以不管是⾃⼰在⼯作上所遇到的事情或是像我同學他們做 

的，他們做的我也懂，就可以互相交流分享，然後就覺得很好這樣。(AA16) 

 

（二） 技能訓練強化與證照取得 

對於學員在技能養成的部分是產學訓合作計畫推動與執行的最重要政策核

心。在這部分討論上從事業單位，學校及學員的意見上都得到較為肯定的意見。

對於計畫的推動過程，學員在事業單位訓練計畫的帶動下，皆得以逐步累積他們

實務技能的能量。 

 

對沒錯，上次我有遇到，稍微跟他聊一下，他也是跟我說，他以前知道金屬可以切削 

什麼的，可是他現在來我們公司，他可以實際運用真的還蠻開心的，因為他說學校那 

邊上的是課程，然後來這邊是實際運用，所以他感覺就是說，他覺得蠻符合他想要的 

東西。（AB1） 

以百分比來說剛開始的時候他們沒辦法分辨，還有有一個人是教官我們一對一教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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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然後再來是一對三然後是他有辦法一個人組裝作業，慢慢的就呈現他的技術的 

提升，如果研發繪圖的話還是要的，後來他又知道怎麼運用工廠知道怎麼樣去運用零 

件的組合去把它畫出來，然後再裁圖然後再把圖片變成零件圖在架構，之後再去瞭解 

說有沒有機械是設計變因的條件慢慢能夠符合我們的課程，客製化要的東西我們能夠 

符合他，這東西都是他們成長的一個軌跡我認為三年他們一定會有所得，現在主要就 

是在三年之後如果他們再回來才是重點。 (AB2) 

企業選取的標準：希望學員是真心想習得一技之長及於配合的產業中扎根學習，而並 

非參與產學訓的心態是為了得到學歷的資源。結訓後的學員，因已有實務的工作經驗 

，在職場的適應能力皆會有所提升、若配合公司的培育進度，相信專業能力皆大有提 

升。（AB7） 

讓我在機械廠這一塊比較熟悉啦，還有比較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事情，還有考取一些相 

關的重要證照－這很重要。（AA1） 

我感覺在實際操作方面的技能有提升。（AA2） 

     因為在高中的時候就有丙級證書，但在產學訓後結束我就拿到了乙級，我想這就是最 

大的差別。我會再次參加這個計畫，這個學制真的幫助我很多，因為可以讓我學到更 

專精的技能。有超過我預期的好，原本沒想到可以學到這麼多實用的技能。 (AA4) 

如果單純說在鑄造這個專業領域上面來講的話是...一定會有提升啦，就是不管是實 

務上的、還有技術上的部分都會比較純熟一點，那二來其實像我現在念碩士了，因 

為以那張證照為傲，因為畢竟說...這個產業現在也是很沒落的產業，幾乎...台灣人大 

部分都不做啦，大部分都是外勞在做，所以我會很慶幸的想說至少...如果到時候這個 

論文寫不出來，還有這張證照可以用。（AA6） 

除了能暸解了工作上工具的使用方法，並學會使用。這是個很好的計劃，可以學以致 

用，並協助我們提早適應社會。（AA8） 

     原因是就是剛剛說的⼀些⽐如說證照啊、學業部分那些，都是穩紮穩打起來，對，然 

     後不會像⼀般⼤學你可能出來，你只有理論上的模型，然後真正到⼀家公司去實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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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會做，可能你是⼀個碩⼠⽣畢業，去到⼯作場合⼈家會覺得啊你學歷那麼⾼啊你 

     實務經驗卻什麼都不會，可是這兩種都兼具在⼀起，我覺得這樣是不錯的。(學員 14) 

在學校和職訓局學到的都只是基礎，而在公司能學到的是實際應用，所以我在實習後 

才發覺要真正能靈活運用只有在職場上才能學到。CNC 這塊原本是中部地區的重要產 

業，但現今已逐漸衰弱，未來不排除有轉換跑道的可能。雖然那張乙級證照沒有太大 

的幫助，但能在職訓中心整整一年真的有幫我打好基礎，而在公司這五年更讓我將之 

前所學的靈活運用。（AA17） 

透過職訓中心訓練學生 CNC 車床、銑床訓練，以及勞動部 CNC 車床、銑床乙級檢定 

，學生具有基本能力，至公司實習時較易上手，縮短學生在公司學習時間。（學校 2） 

 

(三)工作技能之外的軟實力 

     技能強化之外，透過職場的參與及互動，可進一步修正自我的工作態度 

 及應對與群體合作的能力。這些對於剛入職場青年之未來就業上，將會有相當

大的協助。 

  

   ⼀⽅⾯可以學東西，學包含學校跟職場，對，然後當然可以多學⼀技之⾧沒錯，也可 

    以學到在公司裡⾯跟同事之間的相處，這是在普通的⼤學學不到的，所以如果再讓我 

再選⼀次，我會再選這個學制。(AA11) 

    就是除了⼯作經驗、然後跟⼀些抗壓性，還有其他的就是如果今天未來的學⼦真的有 

    想要考慮得話。主要就是⼯作經驗的學習。(AA13) 

    像在⼤⼀就學了很多東西啊，像繪圖啊，還是⼀些我們平常在書上說到的鑄造之類的 

東西，還是呃實務經驗，我覺得各⽅⾯都有提升啦，還有來到公司以後的⼀些解決的 



157 
 

    態度啊，解決事情的態度或者是在教導我們的學弟之類的⼀些思維，都會有所提升。 

    (AA16) 

協助企業人才培育、奠定基本 CNC 車床、銑床技能、良好的工作態度。(AC2) 

 

（四） 建置較能切合事業單位的需求 

    與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比較起來，產學訓合作計畫提供的訓練時間較為完整，

也比較切合產業發展脈絡下的人力需求，在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日間固定的實務訓

練與安排。比較能切合製造業事業單位的工作時間需求，比較不會發生像雙軌訓

練旗艦計畫推動過程每周工作四天，其他日期都在放假一樣。引發其他管道進來

的員工產生心理不平衡的狀態發生。 

 

產學訓學員因同時具有學生身份，在營運層面，企業需考量學校端的一些作息，如考 

試、相關活動參與、而給予休假，也無法比照一般正職員工，要求配合產能加班等。 

我們仍會參加產學訓計畫，計畫在執行過程中，希望能加入更多事業單位的共同徵選(如幫 

忙升學時的面試，因能減少同學至事業單位端實習時，容易有不適應產業，或者避免許多 

學生念此計畫專班，卻無法了解自己的性向是否能夠兼顧學業及產業實習)。或者透 

過更明白的宣導：讓同學實際了解此專班的精神。（AB7） 

一間福利及薪資制度完善的公司真的很重要，台灣真的有太多太黑暗的公司了，沒有 

良善的工作與休息規劃制度，在選擇工作前一定要先選好公司。（AA17） 

 

（三）勞動條件之提升 

01.勞動薪資之調整 

    參加產學訓合作計畫的事業單位多以製造業為主，原本都以鐘點費給予參與

計畫的學員。因此在計畫結訓後若產生留用成為正式員工。其在勞動薪資的調整

上是差異相當大的，因此在勞動薪資的考察上，在產學訓合作計畫的考察上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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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大的效果。部分企業指出，縱然沒有留用，其觀察在計畫結束後，學員的

相關技能已相當純熟，在勞動薪資上一定會產生相當大幅度的變動。 

 

有調整啊！其實我們會看的工作能力，還有工作的效率，或是認不認真，有啦，其實員 

工認真的，我們老闆其實會給他算蠻多的。---像你們的產學，一開始就22，可是接下來 

滿三個月後，我們老闆都會酌量的在做一些調薪，可是當然囉，兩個人進來，就比較 

的那個就調比較多，另一個就比較沒在調，就是變成說進來之後，我們老闆會依據工作 

能力那些做判斷的。一年之後，其實我們老闆在還沒一年後，都已經給他調了內，我們 

老闆差不多都調兩次了，差不多有兩千了。（AB1） 

我告訴各位如果今天他們來了兩三年，因為我們每一年當然也有景氣不好的時候一千塊 

到四千塊的調薪不等，他們到大三到大四畢業之後一定至少能夠兩萬六左右，那拿到兩 

萬六左右畢業之後我們至少還會加三到五千左右，我會看他努力的成果和看他對公司的 

貢獻度，我們會跟他協議願意留下來給你加三千到五千不等我們是盡量在他畢業之後能 

夠滿足他三開頭，如果會想要留下來他就會是一個不差的員工所以應該都會三開頭以上。 

（AB2） 

    會依照公司考核制度與結果進行調薪，進行考核，主管與學員進行面談了解   

     學員未來目標，並提供協助與培訓計畫。(AB3) 

若同學表現良好，配合度及工作態度佳；有留才政策：調薪及轉為正式同仁享有一切福利。 

（AB4） 

會增加到大約三萬元左右，表現好的學員在結訓後如果想要離開的話，我們當然是會 

試著挽留他，畢竟他對公司來說未來可能是重要的一部分，但當然留不住的話，還是 

會祝福他之後事業順利。（AB5） 

調高薪資會等退伍後他們要有回廠的意願。（AB6） 

我們會調高學員薪資。對於符合公司需求的學員，企業除給予希望留任意向外，會保有 

學員之前的年資、調高薪資水平，並給予未來在職位上的發展平台及受訓資源。有產生 

影響，因了解產業及實務技能的累積，未來求職能更具優勢及能取得優於其它求職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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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水平，若留任原單位，優秀者也較有機會爭取公司的升遷平台。（盈錫） 

    ⽐，以現在的社會新鮮⼈來說，之前不是吵的很...很激烈，22K，像我們現在 都⾼於 22 

Ｋ，我現在才⼤三。(AA11) 

    基本上是要說，我已經不算在這個計畫，因為我現在是已經 3+4 結束⼀段了，然後碩⼠ 

    是我⾃⼰再繼續進修，並不是公司促使我去，對，那針對這部分我覺得我⾃⼰的能⼒有 

    在⾃⼰提升，那是不是公司對我的公司可以增加⼀些。(AA14) 

台灣企業有太多不願給員工應得的薪水，我是在一間還不錯的公司，同班同學裡到畢業 

還是有在領基本底薪的，根據這點，我希望未來若是還有這項計畫，應密切追蹤雇主對 

學生的福利及薪資待遇，以預防學生權益受損。（AA17） 

依據畢業生薪資調查，學生薪資大約落在 28000~45000 間，學生具有 CNC 車床、銑床 

乙級證照、工作經驗，勞動薪資有向上提升。（AC2） 

 

02.勞動位置之調整 

   產學訓計畫部分因多數參與事業單位屬於製造業事業單位，在比較大的企業

也會進行部門輪調工作，讓學員得以適應及瞭解所有部門的工作屬性。但在規模

比較小的事業單位，其所從事的工作，其實大多已經屬於正式職務的工作。因此

在計畫結束之後的調動也比較不容易。 

 

     基本上都有符合我想學到的事情，但最主要還是要有想學習的心態，想學的話公司 

不會虧待你。計畫結束後我有轉變我的職務，我從現場技術員轉為現場助理幹部教 

官。（AA5） 

     因為我原本是做現場作業，然後我也沒想過說我會⾛到管理階層做 ⽣管的作業，然 

後是也因為上級他們的⽀持，所以我才可以做⼀些這種跨單位的調部⾨的動作，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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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他們對我期望很⾼，我也很感謝上級的⼈對我的⽀持，然後讓我可以有更多的 

未來有更多的發展。(AA14) 

 

（五） 職涯發展及年資累進之助益 

    學員在參與過程中，部分事業單位會提供學員在未來生活及活動上的重要參

考資料。透過參與釐清自我在未來職涯發展及規劃上有著那些重要規劃與思考。

有部分的同學在參與計畫之後，對於自己的未來規劃將會有更為重要的選擇與留

用。也比較自我需求上的評估，除了強化專業技能之外，為自我的未來進行轉化

與更為長遠的職涯規畫。 

 

我覺得會，因為他在我們這邊學的越多，他知道譬如說，有時候客人，客人來第一個 

跟他接觸嘛，他車出來的東西，客人喜歡就會誇獎他，他做出來客人就會馬上跟他說 

，唷這個他不喜歡，他就會會進而讓他，哦! 我要如何做出讓客人最喜歡的東西出來 

，就是他有這樣跟客人接觸之後，我相信他一定會越做越好。然後目前這一個，我有 

聽到客人的反應是說還不錯，大部分的人會覺得他車出來的很滿意。（AB1） 

我相信現在做的任何工作都會成為學員日後成長的養份。有些學員在一開始表現的十 

分極積但可能受到同學或學長的影響，在訓後則選擇了與先前受訓與工作上毫無相關 

的工作。有些學員則是能在本職學能上發揮所長，但可能信心不足，所以不敢再往前 

一步。每個人的情況都是不相同的。（AB6） 

     我⽐⼈家多了五年的⼯作經驗。我有聽過很多演講的，其他的公司的主管都認為說⼯ 

      作年資⼤於你學校的學歷。(AA11) 

      我念碩⼠就是從現場想要轉調做管理階層的事情，然後就是你轉調管理階層，你已經 

      有⼀個現場的基底，所以在做⼀些事情的話，可能原本在那個位置有盲點的⼈你可以 

      去突破他，或是你給他⼀些不同的⾒解，所以我會想要轉管理階層，看得更遠。(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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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我是不想要死薪水，就是大學畢業以後，就是大學生兩萬九很好，可是那是純粹只有 

      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很好，阿如果今天你有家人有小孩你有父母親要養，這樣可能就 

      不太夠，就是會想要更多一點，負擔比較不會那麼重。(AA15) 

我們認為訓後學生未來的職涯規劃有產生影響，導師會輔導學生生活、技術上問題， 

讓學生有良好的工作態度、具有 CNC 車床、銑床技能。（AC2） 

 

（六） 就業向度確認與獨立作業能力訓練 

    計畫參與過程中可以協助參與學員釐清自我未來就業的參與向度，如果過程

真的確認不是自己所有興趣的參與工作，便得以提前釐清及適時產生轉業的思考

與安置。這對於青年參與之學員亦是相當重要的過程。 

 

     他也是參與這計畫後才想去做直銷，因為有些同學其實，他原先是想要做服務業，不 

     是想要去做製造業的部分。他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他是原本是不太清楚，做了之後 

     才感覺出我真的不想要這個，還是他本來就不想要做個。都是譬如說，都是有些人， 

     譬如說怎麼講，蠻有自主權的，他覺得來這邊不是那麼開心，或是他覺得他對這方面 

     不是那麼有興趣，他就會想要離職，這樣反而是好。可是有些人心態是說，我想要領 

     薪水，然後，這樣子的人他不會快樂真的。（AB1） 

至少就是說在當初高中的這個階段培養出的一個比較特殊的一個專長，對，就像我講 

的，因為他是一個比較勞力型的，所以根本在台灣人他現在不會有人想要去考這個證 

照，甚至是說從事這個行業，那坦白來說，就是說...呃他等於是一個我可能我未來出 

社會的最後一道保障，至少我最後還有這一個保障，那我前面如果想做有其他規劃， 

我就是可以再做其他規劃，就是說我不用擔心說我沒有工作之類的這樣，也很清楚我 

未來的方向。（AA6） 

     你不會排斥，但是就是我今天在機械產業這⼀塊⾛得還滿穩的，也習慣你還是會繼續 

     。雖然其他不排斥，但是也不會可能我想要放棄我原本已經學了好多年的年資去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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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AA13) 

     我原本分派站別的時候，我是選擇精密裝備，那是主⼒刻尺模，那時當是可能會覺得 

     ⾃⼰沒辦法去完成這個東西，那到後來可能訓練個兩三個⽉，然後你完全可以做⼀個 

     獨⽴作業，然後對於異常你也可以排解，然後就是會對⾃⼰很驚訝，應該就是說原本 

     你覺得⾃⼰沒辦法勝任這個⼯作，但是你最後會看⼀下那些過程你會覺得很驚訝⾃⼰ 

     怎麼可以完成這些事情。(AA14) 

 

(七)多元化訓練技能培訓與實務課程操作 

    在多元化訓練技能操作上，透過長期訓練強化職場的專業化能力，在各個不

同層面的課程實習規劃上，讓學員技術能力得以整體提升。透過一些課程的建置

除了專業能力的建構外，亦透過一些通識課程的安置培育學員職場溝通協調的能

力。 

 

    教育訓練的部分當然會分幾個層面一個是我們專業能力的教學面，各自不同譬如我們 

     研發有研發的教育訓練、我們品管有品管程序的教育訓練、組裝有組裝能力的教育訓 

     練、業務有業務如何去開拓這個市場的教育訓練，那再來還有一個是通識課程去訓練 

     他們未來的領導能力，主要去訓練他們未來能夠溝通協調的能力去訓練他們未來有市 

     場企畫能力，這麼多能力在加上未來他們是不是也有能力這個都是我們希望他們所得 

     到的，在教育訓練中我們會呈現多元化不同教育訓練的方向讓他們去做勾選。（AB2） 

對於肯學習的學員，整體能力來說，肯定技能是有所提升。在案子上整體的規劃上可 

以做到較面面俱到的顧慮。（AB6） 

 

學員在參與過程多數皆反應事業單位所提供的技能養成訓練跟學校與職訓

中心的訓練上都有落差。在職場的實務課程訓練相對而言，較能直接運用在工作

過程。當然這也是個別企業他們專屬的訓練需求，所進行的紮實的課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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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職訓那一塊有學到滿多東西的。在學校分派的公司方面就和學的東西用不太像這 

樣，在公司要重新學一些東西。就是學校學的性質還有公司的工作性質不太一樣。 

（AA1） 

 基本上因為我認為這公司對學⽣的培訓真的很⽤⼼。就是他們是以把公司的所有部⾨ 

     分成六個站別，他每個站別都是停留兩個⽉做訓練，然後就是把⼀些⽐較基本功的會 

     由⽐較經驗⽼道的師傅帶我們，所以到時候就是12個⽉也就是⼀年之後，他會按照你 

     的興趣啊還有你的喜好去挑選你想要的單位。基本上在實作經驗⼀定會提升很⼤，⽐ 

     起跟學校教的真的差很多，⼀定要實作然後還有⼀些因為我們有⼀個內訓課程是由我 

     們總經理親⾃教導我們的，然後會學到很多就是學校可能也不知道的事情。如說課本 

     上⽼師教的⽐較沒辦法跟實務結合，但是在我們公司因為都是⼀些實務經驗的前輩， 

     那他們會把這些理論跟實務結合在⼀起，然後舉⼀些你親⾝在公司經歷到的事情，所 

     以你會⽐較印象深刻了解這個原理和這個動作為什麼要有相互，就是之間有什麼相互 

     關聯會很明⽩。(AA14) 

 

二、產學訓合作負向效益分析 

（一）期程太短及規劃與語言訓練問題 

    部分企業認為產學訓計畫的期間較短，所以在安排實習上會比較困難。較之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在時程上較短，所以較難以安排所有相關部分訓練之機會。部

分學員希望在學校端能增強英文專業課程更多的訓練。其實未來在企業國際的路

途上，或許可以提供更多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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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統整計劃資源的對口過雜；外包或執行調查或整合需求單位過多；造成企業困擾(一 

天到晚都有不同的單位來要求問需求或要求填寫問卷或配合訪談；之後卻沒有得到效 

益或實質的幫助)。（AB4） 

當然會，但是比較需要改進的地方就是綁約的時間太短了，對於人才培育來說時間是 

非常不夠的，再來還有退訓機制不完善，這些都對我們公司造成一些困擾。（AB5） 

    其實那裡面就包括很多東西，它就是把常用的重要的會遇到的拉出來，就像一些比較 

    用的就會減掉這樣子，所以我覺得這三年來就是學到蠻多的，然後所以如果說有沒有運 

    用的話，其實有蠻多的。我覺得說是如果我們這個班痾，我覺得缺點是語言能力的提升 

    不夠，我覺得像我們公司就語言能力是我們比較欠缺的。是我們讀這個班比較欠缺的， 

    因為從高中這三年的時候上課的內容就比一般生來的少比較簡單，像我高一上的英文就 

    相較其他高中生就比較簡單一點。(AA15) 

 

（三） 因屬性差異，學員在參與態度上較不積極 

部分事業單位觀察，若是參與學員不適合這個產業，便會在參與過程中逐漸

浮現相關問題，參與態度上會明顯較不積極。在計畫配合上，也是有氣無力，較

無法全心全意的來進行產業訓練規劃之配合。 

 

聽到資深員工的或者是自己親身體驗過這個產業可能很有熱忱而全心全意的投入這份 

工作，那也可能發現自己不適合這個產業包括上班時間，常常需要加班之類的問題無 

法接受而離開這份工作。（AB5） 

    就是因為學⽣可能素質都不⼀樣，然後可能我們公司對員⼯真的超好，如果遇到那種學 

    習態度或是說學習狀況不太好的學⽣，他們不會說...直接就是 fire 他的，還是會把他們 

    留下來，就是等到他們真的是對這間公司很失望的時候，讓他們⾃⼰⾛，那但是這種態 

    度⽐較不好的學⽣，他們會造成現場師傅帶領他們⼀些的問題點就是，可能要安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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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安排，會要看他們的個性去安排，很⿇煩，然後可能或是會有頂撞上司的問題出現 

   ，這是針對就是企業對我們的問題點在這邊，然後也會有⼀個...因為他是 3+4，然後三年 

    ⾼中畢業之後就要考所謂統測嘛，那有些學⽣會把這三年當作⼀個跳板，就是讀完這三 

    年，然後⾼中就是跟他們解約，⾃⼰⼜去選擇其他的學校。(AA14) 

 

（三） 部分產業類別無法取得學員 

    部分產業因為較少人投入，導致在計畫實施過程申請的學員與事業單位需求

人數落差甚大。從學校端到事業單位端都認為整體人數額度都未增加，然參與產

學訓合作計畫之事業單位日益增加之情況下，導致參與人數在額度分配上升逐年

減少的現象進而促使某些產業類別無法取得參與學員。 

 

我覺得是沒有了內，可是硬要說的話，我覺得是不夠全面性，我為何會這樣說，因為我 

曾經跟那個還不錯的勤益的聊過，你們班上全部的人都來做這個產業嗎？他說沒有內， 

他們班好像大部分三分之二的人都跑去7-11阿，不然就或是其他服務業，這樣子就沒有 

用了，這樣很可惜。所以說我覺得像這種產學的東西，看能不能擴大一點。（AB1） 

因為此計畫可以讓公司的技術不會有斷層，也能補充公司不足的人力，也能為公司的 

培育出好的人才。（AB5） 

 

（四）核定學員太少 

有關參與各單位參與學員的人數部分，一直多數事業單位所詬病的問題。因

為參與產學訓合作計畫的事業單位多以製造業為主，製造產業本來在人力需求相

對因為嚴重缺工，所以所需量能相對擴張，因在人力需求與培育上都相對有較大

之需求。因此在計畫參與過程多反應計畫核定學員人數過少之問題，期待能夠有

所調整能夠配合其人力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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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就變成說是，因為計畫年度久了之後，會變成說更多企業事業單位知道這件事情，所 

以可能都會每年申請的件數部分就會增加，所以他就會慢慢的去要求，沒有設定的基 

準，但是設定這樣的基準。---我真的覺得你們產學真的很好，應該是說要多拉，我聽 

說就是說現在企業很多徵產學的學生，可是要參加產學的學生很少，所以看有沒有辦 

法用別得方式，讓更多產學的學生加入這一塊，因為現在是，像我們老闆講的，去年 

沒有消防，為何今年有消防，就是企業要的人太多，可是我們學生太少，所以我覺得 

說政府應該要想辦法去克服學生比較少加入這一塊。（AB5） 

 

（五） 導入方向 

提供機會是在協助這產業整體的提升，其實企業都有這些需求，也期待這部

分的計畫參與可以在部分的產業能有更多的導入，以及如同前面所談及，能夠有

更多學員人數上的配額，才能在此部分得到更為充分的協助。 

 

如果以現在進行式來講的話，我們是有補足人力資源的部分但是如果以長久人力資源 

的考量來講的話培植性是有限的，因為我們提到很多當完兵之後就不再回來了，因為 

你在這裡學習三年事後你沒有在我們這邊作發展那在這邊三年幾乎都浪費掉了，那這 

部分通常留根率就比較低那這部分我們人才沒辦法完全符合企業的期待也是其中一個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部分的教育體系跟我們的訓練方式跟大家目前都主推的觀光、 

餐飲拉，或是主推所謂的服務業台灣有必要這麼多的需要，我覺得這方面要思考一下 

，機械是基礎工業，機械本業的部分人數反而是一直再降低的我覺得這個也不對，所 

以在這個體系我覺得可以做一些挑戰。（AB1） 

     我覺得這個班這樣算很好，可以學一技之長，可是出發點是一樣，但是結果也許是稍 

     微不同，因為他們是想要往更精進的，就是工程師什麼的去發展，阿我們的話就是學 

     技術，而且有時候覺得讀這個班，一開始覺得很不錯，但是如果你到了一家，假設我 

     今天來到這個工廠覺得很好，可是今天如果我的同學去一家就是稍微不好一點的，可 

     能他會覺得說跟他想的好像稍微不太一樣，而且公司的出發點是要賺錢，他不是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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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念的很強很強，他可能就是你剛好來，有這個缺給你。(AA14) 

     就會只是想鑽研⽐較不⼀樣的東西，畢竟我現在做的事⽐較...產業上⽐較特殊，⽐較 

     沒有的，就跟我之前學的就⽐較沒有相關性，然後想去做更多有關於機械這領域⽅⾯ 

     的專業吧! (AA16) 

 

（六）學校的諮商與輔導工可再增強 

學員在事業單位參訓的過程中，難免會碰到挫折。挫折的承擔與排解，都是

必經的歷程讓學員進入到下一個階段的重要歷程。當然事業單位會協助進行此部

分的輔導，但其輔導及諮商能力跟學校比較起來相距甚遠。因此，若發生較為嚴

重的問題，應該在學校端能協助更多的輔導，協助學員能持續的計畫參與。 

 

單位在執行當中應該是可以事先跟學生溝通一些他們到企業來應該要有的態度既變的 

這種因素，他們來的時候會遇到很多挫折，他們挫折的回復力是不是能夠很快速的得 

到一些平撫安撫他們情緒是不是得到一些回復，這個部分我覺得是很多年輕人必須學 

習的，有一些人就會我不要這樣我自尊心受傷害了我剛剛講得挫折的回復力就有一些 

弱化了，那這部分可以做一些加強對一些位來自己職業生涯的規畫，因為目前很多年 

輕人對他們未來的規畫都是沒有目標的沒有管理能力，規畫完之後我們在討論看看， 

我認為他們對自己未來的發展有靈活的規劃，這也需要跟學校來配合才好，學校亦應 

強化這部分的功能。（AB2） 

 

（六） 計畫年限的延長 

針對產學訓計畫的推動，有部分受訪事業單位指出，若許可計畫時間再往上

延展，可能能夠提供他們在人力運用上更多元的規劃。對於學員在碩士級的參與

上面，能有更為專業的時間來進行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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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他是可行的部分我覺得他可以在三年之後他可以繼續往碩士端推，如果今天 

他有意願他們同樣這梯次繼續往碩士端去推同樣的晚上去念碩士白天在公司，那五 

年之後他的碩士端他還可以服替代役，替代役還有三年那八年如果他對這個產業已 

經達到他不想再換了他未來就是幹部人才，我覺得這樣繼續相傳下去。（AB2） 

 

(七)學校配合問題及學費調整 

     

 部分受訪學員指出，在計畫推動過程，到了後端大四時，因為已經沒有什麼

科目要修。但是還是必須繳交學校全部的學雜費。以及學員指出學校端在課程推

動的設計上，課程的重複性太高，根本沒有學到新的專業知識。這些都是從學校

端必須要去進一檢視的問題。 

 

很貴欸，學費很貴，⽽且到了第四年，我真是不得不說，根本是沒有什麼課，然後還就 

    是收⼀樣的價格。希望學校能有調整收費的空間。(AA13) 

    可能是學分啊、學校跟公司的部分啊，你覺得可能有哪些部份你覺得可以再去做調整， 

    然後對你來說可能會更有幫助。我覺得學校的話就是....我們有修很多同樣的東西，然 

    後就是⼤⼀修，現在像我們現在⼤四⼜再修⼀次，然後是⼀樣的東西，就是重複了， 

    我想就是...機械領域就是會有很多東西就是要讓我們學不⼀樣的東西，⽽不是只重 

在⼀⽽再再⽽三的學相同的東西，雖然是學第⼀次跟學第⼆次會有不⼀樣的領悟跟思 

悟，然後就是⼀樣的東西幹嘛浪費錢、浪費學分在那上⾯。所以就是在學校的課程選 

擇部分應多元化⼀點不要就是這麼死板，然後重複性過⾼。(AA16) 

 

（八）未符合計畫執行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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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受訪學校指出，在其長期觀察計畫運作過程中，有事業單位給予學員

較為低薪，其實是有剝削學員之實。這也是相當值得注意的問題，部分事業單位

認為學員就是來學習的，所以窮盡其能的壓低學員薪資。把它們當作低廉的勞動

力來看對與對待，對參與學員都是很不公平的。另外也有給學校的職務與學員在

事業單位工作內容差異甚大之事實，變成在訓練上的功能委縮的問題發生。 

 

學生在公司上班，公司提供薪資普遍較低，工作職缺與實際上工作內容不符。（AC2） 

 

第三節 兩計畫間的比較評估分析 

(一)雙軌與產學訓的評估分析 

    在計畫效能的比對分析上，有部分的學校認為，在服務業的雙軌訓練旗艦計

畫之推動上其效能似乎遠較產學訓的參與學校來的滿意許多，但近幾年來在雙軌

訓練旗艦計畫的推動上，受到教育部總量管制的束縛下，使得參與的人數逐年產

生缺乏的現象。 

 

     當然是雙軌較有效能啊!其實這裡⾯，並不是產學訓不好，產學訓還可以換事業單位欸，對 

    ，但是問題就是說其實雙軌這個計劃⾮常的完整，他完整到什麼程度，你看他從..申請計 

    畫、審核計畫 然後到最後學⽣進來之後，所有計劃控管、然後甚⾄包括他還做訓練， 

    針對你這群師⽗...這些成本算真的很⾼，可是相對的其實他的成效真的⾮常的漂亮，其 

    實就是為什麼教育部⼀直卡，現在⽬前啊，雙軌被納⼊總量管制內，可是產學訓並沒有 

    ，他還是⼀個外加原額，那為什麼他要去卡你總量管制內，他其實因為你招的到學⽣， 

    你不⽤怕，就不⽤怕這個部分，所以我們才會覺得說今天你雙軌變成總量管制內的時候 

    ，其實是我們⽐較受傷害，因為我們...⾃⼰本⾝學校就可以招到幾乎百分之百滿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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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越來越瞭解雙軌，你會發現這個雙軌計畫真的很好，你會發現它真的很好，真的，沒 

    有⼀個計畫對孩⼦這麼照顧了，因為你看喔，孩⼦只要不想超時⼯作，你公司就不能超 

    時⼯作，對不對，喔那這個哪有這麼好。你看教育部不管是什麼補助啊，都必須是低收 

    ⼊⼾、什麼什麼之類的，可是雙軌的孩⼦每⼀個⼈都有學費補助耶，這真的差很多欸， 

     你本來讀個⼤學要 40 萬，你現在只要變不到 20 萬，然後你每天...每個⽉有收⼊ (AC2) 

    這⽅⾯我覺得倒是很好，真的就是說以雙軌跟⼀般的我們產學訓合作的⼀個學⽣來⽐較的 

    話，倒是覺得是說，他好像確確實實是⽐起這樣來講，他的好處是⽐較...⽐較真的是⽐ 

    較有優勢的啦，對，就這分⾯來講的話。(BB1) 

    像一般外面的員工團保都是一百萬，我們全部都是用兩百萬，我們認為多給保障是重要 

    的，當然在雙軌部分可能會遇到一些困擾，其實另外一個模式就像剛剛有看到的三三輪 

    調，就是三個月在企業、三個月在學校的方式，我們願意更扎根的從高一開始配合，可 

    是高一生的薪資結構，如果比照大一生的話，其實是不公平的。可是一般企業給大一生 

    兩萬塊，大多覺得成本很高了，更何況是高一生。但是在建教法裡面的規範是非常多的 

    ，企業有些人認為找三三輪調的人力考量是不用去管人才培育的，你來只要負責做重複 

    性的工作，可是依我們來說，我們是用人才培育的方式來做，因為他是銜接勤益 3+4 的 

    模式，未來我們可能也會銜接佛光、朝陽，我們都會用同樣的邏輯。雖然有些時候的成 

    本偏高，但是我們可以從中找到符合我們想要的人才，這兩年我們提供很多場的產學觀 

    摩，很多單位來看到我們雖然是中小企業，但是我們利用比較彈性的作法讓年輕人才留下 

    來，這是我們積極推廣產學訓合作的目標。(AB7) 

 

（二）學校與企業配合上的思考 

在事業單位的配合上，有許多企業在投入過程中認為，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

推動多為學校單位在思考是否可以獨立成班招生，在素質及參與度上都較為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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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期學員在參與過程的配合度上較為困難。 

 

雙軌計劃以整體而言，企業需投入的準備文件及辦理過程，比其它產學訓計劃來得繁雜 

許多，校方部份也純重視自校的招生效益。要求企業配合一堆，只是為了學校招生，怕 

招不到學生，所以很多部份是寫一套，做一套。公司這邊配合起來真的很吃不消。若是 

同學素質不佳或是工作態度懶散，真的對公司而言，沒有太多誘因想再去應對這些對公 

司沒幫助的作業。參與計劃的學校，政府應謹慎篩選及要求，而不是一味只要求企業主 

工作福利等。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校只在乎招生成班與否，其它一概忽視及無謂，那自然同 

    學的素質很難提升及要求。作業紊亂造成企業困擾!!要配合回傳的文件之多; 未深切的 

    去以企業主的角度立場思量; 如何可達到雙贏? 公司所要投注在雙軌計劃的時間及人 

    力成本和實際效益不成正比。（AB4）  

    因為公司跟其他企業比較不一樣，我們有比較，因為我們有很多不同的計畫，我們將雙 

    軌視為一至四年的人才培育，可是他的基礎教育能力比較弱，因為進來的管道不一樣， 

    素質會有落差。雖然他對我們人才培育方面有些困擾，有些學生只是為了升學而進來， 

    我們公司在基礎的訓練上面也是有一些落差，所以學員進來之後我們要做很多的培育， 

    對於企業來說會面臨比較的問題，像產學訓 1+3、3+4 的學生是禮拜一到禮拜五工作， 

    可是雙軌是禮拜一到禮拜四，這部分公司就會面臨兩類學員在工作天數或能力方面的問 

    題，可能他會的能力你們不會，要怎麼去衡量是問題。當然經過一、兩年的訓練，每個 

    人的能力跟學習態度可能不一樣，通常來到大三、大四能力就會相差懸殊，有能力的人 

    可以操作高階的車錫、複合了，沒有能力的人可能還在做上、下料，後者可能是願意做 

    但不想學習，所以這階段他們只是透過這裡來做升學。因為現在很多學校會透過這個來 

    做為招募學生的方式，當然很多學生也利用這管道來做升學，可是企業做這塊的話，因 

    為要多元運作，必須要跟很多學校、很多學制來配合，所以我們是從不同的學制裡面來 

    找到需要的人才。雖然他是我們教育訓練的一環，但很多教育訓練還是在企業的部分， 

    所以說以後雙軌會比較難推，因為所有的訓練成本是企業出，而且學員上班時間很短， 

    他對一般公司營運方面會有困擾。(A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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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業配合的困難度 

    企業配合上面必須深具人才培育及勞動法令制度規範上的遵守，針對雙軌訓

練旗艦計畫的配合特質，有許多學制上的問題導致企業在配合上面容易產生問題。

反倒是在產學訓合作計畫因為完全與內部人員在訓練規制上是一樣，比較符合企

業用人及培育制度上所發生的問題。 

 

    當然用比較具體來說，雙軌源於德國優良的體制，讓企業、學校及學生三方能互相配合 

    ，可是在台灣的產業屬性來說，以目前勞動市場變化的狀態來看，很多的企業在生存都 

    有困難，他要如何去培育人才，很多的機制跟勞動法令有所衝突，針對員工休假的方面 

   ，雖然是學制的考量，我認為要考量到企業的角度。因為在產學訓合作方面，像廠商他們 

    的模式比較特別，他只有用產學 3+4，他只要用自己銜接的學生，他不去用外面的學生 

   ，對他們來說很注重產學的學生，每年都有 10 到 12 個進來，不好的就淘汰，可是要進 

    去的學生要有很好的心理建設，如果不努力的話，沒有進步的話，會有很大的競爭壓力 

   。當然以盈錫我們在產學訓合作裡面，我覺得要有穩定的人才培育的模式，當然透過政府 

    的配合非常好，因為現在大學畢業生，他在職場的穩定性非常低，因為他隨時都可能流 

    動，但產學模式他畢竟還是有被約束。也因為我們公司早期比較不具規模，所以才用產 

    學模式，讓人員比較穩定的進來，那現在的是希望能讓比較好的平台，讓有能力的人有 

    好的發揮空間。而且在學校招生這塊也面對很大的改變，在所謂的 1+3 或 3+4 現在有很 

    多學生都會報考，1+3 或 3+4 不只企業認同，連學生都很認同。(AB7) 

 

（四）學員配合事業單位的合宜性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由於其計畫特質，每星期在事業單位訓練時間為四天，又

有寒暑假期間。但產學訓合作計畫則是配合事業單位的上班期間皆為每星期五天，

而且沒有寒暑假的區隔。整體而言，較能配合製造業事業單位的人力運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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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參加雙軌計畫，相較之下我們覺得產學是比較好的，因為雙軌有個規定是只能上 

四天班而產學是可以上五天班，雖然只差了一天但對公司來說上四天班造成我們排 

班上很大的困擾，產學可以上五天班的話對我們來說排班是可以很順利不會有什麼 

問題的。（AB5） 

產學訓因為有涵蓋訓練的部份，目前為企業界最能認同的計畫，效益不錯。（AB7） 

 

(五)計畫訓練強度及進入學員屬性差異 

    產學訓合作計畫的軸心在於訓練的強化，雙軌訓練旗艦計畫雖然也有訓練的

功能，但未能有產學訓合作計畫那麼有計畫性的安排。產學訓的學員在考取不同

等級的證照上，皆比雙軌旗艦要來的高許多。亦凸顯出產學訓合作計畫的訓練目

標。此外，由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在進入成員屬性上較為多元，產學訓合作計畫

則是與專屬科系直接連結，促使進入該產業的學員皆是相關科系。 

 

      產訓與雙軌計畫互相比較就是差在第一年的訓練以及乙級證照考取這部分，當初選擇 

的時候因為這部分我認為在以後相關職場能夠凸顯優勢，雖然與事業單位合作僅一年，不 

過這一年也是自己沉澱思考的時候，自己究竟適不適合？順便體驗【職場】如果不適 

合可以約到即走，合適可以繼續待下去。雖然最後結果來說，我們賺的比起雙軌少一 

年，但我們專業訓練的比起雙軌多不少，會比較是因為我朋友在雙軌班，以及當初在 

抉擇的時候我們深思熟慮過這部分，雖然之後很可惜人生規劃轉變沒繼續留在該單位 

，不過也見識過、做過。（AA7） 

(六)學員目標較為確認 

     產學訓合作計劃在學員參與上是較為直接的，因此，事業單位在計畫參與上

較能取得與該產業直接類近的學員來參與訓練，在訓練成效上也比較能夠被突顯

出來。 

 

      因為雇主可以用很低的薪資，獲得最好的人才；但實際還是要看雇用的人，他實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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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到底有沒有這樣的價值；但與日間部大四的實習有許多雷同的地方；但比較推產 

      學訓，可是來學習的人一定要有自己來學的目標及毅力。(AA11) 

 

第四節 焦點座談分析 

    本節透過兩場「雙軌訓練旗艦計畫」與「產學訓合作計畫」的執行，進行

各方專家焦點座談所蒐集的多元意見進行彙整與分析。透過兩場次焦點座談的具

體分析，本研究具體歸納的結果分述如下： 

 

一、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座談分析與整理 

 

    從不同的角度可針對計畫呈現出差異化的看法。透過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中各

部分參與人員就其個別意見所進行的歸納如下： 

 

（一）從企業角度參與此計畫可能為了取得低廉的勞動力而參與此計畫。此外，

學員與企業皆應透過計畫參與共同成長。而雙軌參與學員可能造成事業單

位排班的問題，皆得自企業願意提供機會。 

（二）從政府部門的角度，則必須強化學員、企業單位及學校之間的三方溝通會 

談。此外，期望未來將雙軌導向製造業，但得先解決工廠工作環境的問題，

目前有 60~70%聚集在服務及觀光業。未來可能調降服務業的計畫參與學

員之人數。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參與上的優點是讓學員白天上課與上班，較

不會讓學員產生過度疲勞的問題。 

（三）在教育部的總量管制下，容易讓學校減少參與意願，學制也會影響到正常

的招生名額。學雜費的補助是雙軌生參加計畫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學校參

與此計畫最大誘因是為了增加招生管道，利用操作讓學生轉至夜間部。期

許未來學校仍可持續參與雙軌計畫。 

（四）目前易因產學訓計畫方案受到重視，雙軌相對會越來難以執行。此外，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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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學員比較沒有實務經驗，許多參加雙軌計畫的學員皆為學歷或者是學費    

便宜，學費補助應該要設有低收入戶才能申請的限制。 

(五)在人力學習及運用上有許多是休假的問題，造成許多學生的反彈。企業端希  

   望能將(4+2+1)調成(5+1+1)，給事業單位更多完整工時以及休假上彈性的空間。

一 

   星期只能上四天的制度，容易造成排班上的問題，也很容易造成學習態度上 

   的問題。學員相當多元，差異化也甚大，部分只想混學歷而不想學習，希望 

   事業單位給予簡單的工作；但相對也有很求上進的學員。在留用上思考上，

許多結 

   訓的學員都會想出去闖蕩，進一步去比較不同公司以及產業的差別。 

(六)參與事業單位會有培訓儲備幹部的動作，但有時反而學員卻放棄機會，原因 

   是想出去體驗與嘗試其他事業單位。此外，部分學員都將計畫企業當成跳板， 

   為取得學位而參與。 

(七)許多學生都是低收入戶，必須負擔家計。學費補助成為學員選擇參與雙軌的 

   重要原因之一。事業單位加盟店常為節省勞動成本，因為時薪制國定假日不

會排 

   班，為省下人力成本之支出。也因此容易被當成正職。但因薪資低廉又多事 

   成為廉價勞工。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很大的問題在於事業單位、企業以及政府

溝通上的 

   問題，常常傳達效率很慢，也感覺到政府對雙軌計畫不夠關心。 

(八)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之效益:讓學生先了解專業職場的真實情況與運作模式；   

    讓事業單位先了解未來引進人力資源的素質；結合學習與就業，落實技職教  

    育目標；提供津貼，增進學生學習動機。 

(九)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可改進之處:建立基本共通課程；深化計畫效果，建立由 

    高職以至二技或四技的一貫學制；檢視計畫成效，對學員的技能進行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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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在計畫執行後所產生的實質效益上則建議推動學校教育與職場的結 

    合；促進事業單位改善生產規劃。在政府、事業單位、各級學校和學員之建

議上，認 

    為政府應重視人力資源規劃，調整教育人力與課程的內容；在事業單位端應

重視 

    員工職場上的需要；在各級學校上應重視學校課程的安排，以及引進具有實 

    務經驗的教師任教；在學員部分則須重視在校知識的學習與職場的運用結  

    合， 提升學員的學習動機。 

(十)從雙軌旗艦訓練計劃的成效評估上來思考，類似學制太多，如產學訓訓練計 

    畫的效益較好，則需討論雙軌訓練是否該淘汰之問題；此外，學員訓後不繼 

    續留原單位，對這個計畫應是扣分的；學員在訓後的跨領域選擇，是自我認   

     知和職涯探索的結果。 

(十一)在雙軌旗艦訓練計劃的建議上，從學員端應學費補助若留不住學員的話， 

     應先考慮先就業然後就學；企業端則可鼓勵其他產業別一起投入；在政府 

     端則可建置雙軌旗艦訓練計畫的次級資料分析，事業單位的篩選上可設定

標準。 

 

二、 產學訓合作計畫座談分析 

    

   從不同計畫參與的角度與脈絡可協助計畫在分析歸納上呈現出差異化的看

法。透過產學訓合作計畫在各部分參與人員的邀請下，就其個別意見所進行的歸

納如下： 

(一) 企業內部應要有計畫承接的檢討機制，並提供良好的訓練設備。計畫績效的 

評估，不應只看前幾位優秀的學員，後段學員也要重視。計畫訓練後有留任

至原產業基本上就是好績效。此外，計畫對象範疇應可跳脫，並非一定要以

工科學生為主，應可多元發展其他科別學員的長處(例如文科學生可訓練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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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對外的服務)。 

(二) 政府部門在學員職訓上應提供場地及住宿。若分析計畫推展無法擴大的原因 

有政策因素、師資、預算、資源、學校的配合度、老師的意願。基本上，職

業訓練要合乎勞動市場中職業類別上的需求，且要分階段而非一蹴可幾，必

須區分階段良好執行。 

(三) 企業事業單位一開始意願都不高，學員也太年輕。然而透過職訓後提升基本

能力，成效很高。在進場機制上，高職結束後並非由事業單位決定，而是由

學校來決定學員的大學。計畫過程中，經濟景氣好轉時便會有很多事業單位

加進來；經濟景氣不好時便退出，造成計畫運作上的問題。因此，計畫運作

與參與上，應該要有更為嚴謹篩選事業單位的機制。 

(四) 事業單位希望政府部門可以升級訓練設備，也認為應該找招生上比較沒有問 

    題的學校來辦理產學訓合作計畫。在產學訓合作計畫的學員參與上是相當踴 

    躍與競爭的。基本上，(1+3)學制是比日間部科技大學還難考的，所以根本 

    不需要有學費補助此政策誘因。 

(五) 事業單位認為計畫參與是思考公司勞動力補充，因為企業也面臨缺工。在計

畫參與上，公司也會透過此計畫努力來培育與培訓自己所需要的人才。基本

上，目前產學訓合作計畫的量能太小是其最重要的問題。造成計畫上，事業

單位太多，學員太少，非常競爭。此計畫跟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比較上，優勢

在於產學會先送去職訓局，雙軌並不會有這樣的舉動，因此雙軌學員在企業

的適應能力就會差很多。 

(六) 產學訓合作計畫的制度可以上班五天，在安排人力上比較好安排，且沒有寒

暑假的問題。此計畫再退訓機制很不合理，少數學員明顯不適合，但是分署

還是希冀輔導學員，讓事業單位相當無奈。 

(七) 從參與學員(3+4 學制)的角度，認為在早期職訓局(目前為分署)的訓練很紮 

    實，能讓受訓學員考取到專業的乙級證照。其實很多學員參加這個計畫是為 



178 
 

    了考證照，因此比起一般綜合大學生而言，比較可以提早知道自己想要的是 

    什麼，但感覺在高中時期會成為被學校遺忘的對象，也間接指出學校端應有 

    更為良好的配合。 

(八) 透過制度誘因創造是一個重要的機制運作。受少子女化影響，可以針對學費 

    的減免以及補貼當作誘因，讓學生加入此計畫；要做到落實學用合一，進而   

    減少學用落差。此外，家長端是需要了解訓練計畫的宣導、鼓勵他們孩子加 

    入計畫；並進一步思考環境有無支持他們的孩子加入產學訓合作計畫。在學 

    員期許著重在學用合一的部分；從滿意度評分來看，教材與訓練課程上是偏 

    低的，那在課程設計規畫上是否在對學員的了解後再做調整。在訓練部分， 

    選擇與事業單位合作時如何做篩選?是必須要謹慎思考的問題；可以投資硬 

    體方面的器材，一併帶動符合企業需要的人才訓練。 

(九) 產學訓合作計畫的成效上，在高職端學校經常出現學校想辦，但承辦老師不 

想辦理的狀況；在計畫運作的大學端部分，則是老師的授課時數會影響他辦

理計畫意願。在新進學員到公司時，應積極辦理介紹自我產業、公司單位在

產業的定位以及未來的發展。此外，學員態度與價值觀的落差以及證照部分

的實用性相當重要。 

(十) 產學訓合作計畫的成效建議應更進一步建立完善的評估機制，尤其針對質化 

評估效益的部分(例如能力、經驗、工作態度和價值觀)；在課程在研議上，

可以針對業界需要的人才培育上進行課程撰寫；並建立一個有關產學訓合作

訓練計畫的資訊平台，同時讓他們有彈性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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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量化分析 

（一）學員結訓後，繼續留在原事業單位或相同產業領域就業之意願，抑或另行

轉換跑道? 其中考慮的因素為何? 

1、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受訪學員畢業後的就業選擇依序是於相同產業其他事業

單位任職（39.8%）、跨領域就業（24.1%）、留任原事業單位（22.9%）、創業（2.3%）

（參表 4-1-6）；留任原事業單位及於相同產業其他事業單位任職兩者合計達

62.7%。針對畢業後的就業選擇，服務業類科者的比例高於其他業類科者的項目

包括：留任原事業單位（27.1%>20.9%）、跨領域就業（25.1%>23.7%）、創業

（2.4%>2.3%）等，服務業類科者的比例低於其他業類科者的項目包括：於相同

產業其他事業單位任職（37.7%<41.6%）、其他（7.7%<11.6%）等（參表 4-1-16）。

此顯示，參加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學員六成以上（62.7%）會在原事業單位或相

同產業其他事業單位任職，而服務業類科者的比例（64.8%）高於其他業類科者

（62.5%）。 

  學員如此就業選擇的主因依序是自己職涯規劃（50.9%）、志趣因素（25.0%）、

產業特性的因素（19.0%）、升學進修（12.8%）等（參表 4-1-7）。 

2、產學訓合作計畫 

  產學訓合作計畫受訪學員畢業後的就業選擇依序是於相同產業其他事業單

位任職（54.5%）、留任原事業單位（18.3%）、跨領域就業（15.0%）、創業（3.3%）

（參表 4-3-6）；留任原事業單位及於相同產業其他事業單位任職兩者合計達

72.8%，高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的 62.7%。針對畢業後的就業選擇，於相同

產業其他事業單位任職（50.3%<59.4%）、留任原事業單位（16.2%<20.6%）、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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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就業（14.5%<15.0%）等項目，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者的占比都低於

其他科系者；創業（4.6%<1.9%）、「其他」（14.5%<3.1%）等項目，工具機與精

密模具設計製造者的占比則高於其他科系者（參表 4-3-16）。此顯示，參加產學

訓合作計畫的學員七成以上（72.8%）會在原事業單位或相同產業其他事業單位

任職，而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者的比例（66.5%）低於其他科系者

（80.0%）。 

 學員如此就業選擇的主因依序是自己職涯另有規劃（40.4%）、產業特性的因

素（17.0%）、志趣因素（9.9%）、雇主因素（6.9%）等（參表 4-3-7）。  

 

（二）學員結訓後，在職場的就業條件及未來相關職涯規劃，是否符合預期？

若能重新選擇一次，是否仍選擇參訓？ 

1、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受訪學員對於參加本計畫各方面的滿意度都傾向滿意（小

於 3），例如，整體滿意度 2.12（參表 4-1-8）。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效益方面，

受訪學員 47.8%有丙級證照，8.0%有乙級證照，4.1%有國際證照（參表 4-1-3）。

參加本計畫後對自己的幫助方面，主要依序是能夠獲得大學學歷（21.5%）、就

學期間能夠賺到金錢收入（17.3%）、能夠增加自己的職場體驗（16.0%）、能

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力（10.5%）（參表 4-1-4）。因此，68.4%的受訪學員會建

議別人參加本計畫（參表 4-1-9），服務業類科者的比例高於其他業類科者（參表

4-1-19）。 

  學員會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的主因包括學業和工作可以兼顧（76.1%）、參加

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67.9%）、考量志趣因素（24.9%）等（參表 4-1-10）。

此顯示，參加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學員有近七成（67.9%）認為參加本計畫的效

益符合期望，也有近七成（68.4%）會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主要是本計畫可以

兼顧學業和工作，可說相當符合學員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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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學訓合作計畫 

  產學訓合作計畫受訪學員對於參加本計畫各方面的滿意度都傾向滿意（小於

3），且高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者；例如，整體滿意度 1.99（參表 4-3-8）。

產學訓合作計畫的效益方面，受訪學員 68.0%有丙級證照，90.7%有乙級證照，

8.1%有國際證照，這些都較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的占比為高（尤其是乙級證照）；

平均每月薪資（參表 4-3-3）也高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者（參表 4-1-3）。參

加本計畫後對自己的幫助方面，主要依序是能夠增加自己的職場體驗（51.5%）、

能夠獲得就業所需的技能訓練（39.2%）、能夠獲得大學學歷（38.6%）、就學

期間能夠賺到金錢收入（32.3%）、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力（28.1%）（參

表 4-3-4）。所以，產學訓合作計畫受訪學員 81.7%會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參表

4-3-9），也高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者；而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者會

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的比例略高於其他科系者（參表 4-3-20）。 

  學員會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的主因包括學業和工作可以兼顧（79.4%）、參加

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26.7%）、考量志趣因素（13.2%）等（參表 4-3-10）。

其中，「學業和工作可以兼顧」高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者。此顯示，參加產

學訓合作計畫的學員儘管只有 26.7%認為參加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但超過八

成（81.7%）會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主要是本計畫可以兼顧學業和工作，可說

相當符合學員預期。 

 

（三）事業單位是否從訓練過程中，獲得企業真正需要的人力？訓練計畫對於

營運面的影響？持續參與訓練計畫的動機？ 

1、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受訪事業單位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品質都「傾向

滿意」（小於 3）；例如，事業單位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整體的滿意度 2.19

（參表 4-2-6）。受訪事業單位參加本計畫的效益主要是能夠獲得本公司所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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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77.4%）、能夠培訓公司所屬產業所需的人力（71.0%）、在本計畫期間能

有穩定的人力供給（69.4%）、能夠協助到有經濟需求的學生就學（53.2%）、

本計畫結束後能夠立即僱用這些人力（48.4%）（參表 4-2-3）。服務業類科和其他

業類科之間呈現（雙尾 10%以下）顯著差異的項目包括本計畫結束後能夠立即僱

用這些人力（64.0%>35.9%）、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的就業競爭力（52.0% > 

20.5%）、能夠提高本公司的營運效益（4.0%<43.6%）、人力品質優秀（4.0% 

<23,1%）、能夠建立內部技能訓練的制度並培育業師（4.0%<23,1%）等（參表

4-2-11）8。 

  此顯示，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事業單位七成七（77.4%）可以獲得所需要的

人力，近半事業單位（48.4%）可以在計畫結束後立即僱用這些人力，後者是服

務業類科顯著高於其他業類科者（64.0%>35.9%）。受訪事業單位在本計畫留用

學員人數平均是 6.90 人，占進用學員人數平均值（13.95 人）的 49.46%；其留用

學員的主因是學員結訓後有留任意願（84.4%）、本公司有人力需求（78.1%）、

學員品質佳（60.9%）等（參表 4-2-5）。 

再者，受訪事業單位近七成（68.8%）會繼續參加本計畫（參表 4-2-7），其

中，服務業類科認同的比例高於其他業類科者（參表 4-2-15）；主因包括人力品

質的考量（50.0%）、人力數量的考量（56.8%）、本公司因素（45.4%）、參加

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47.7%）、訓練這些人力的成本考量（38.6%）等（參

表 4-2-8）。 

2、產學訓合作計畫 

  產學訓合作計畫受訪事業單位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品質都「傾向

滿意」（小於 3），略優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事業單位意見；例如，事業單位對

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整體的滿意度 2.12（參表 4-4-6）。受訪事業單位參

加本計畫的效益主要包括能夠獲得本公司所需人力（59.2%）、能夠培訓公司所

                                                      
8
此種百分比係以學員人數作為分母，予以計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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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產業所需的人力（44.9%）、在本計畫期間能有穩定的人力供給（40.8%）、

本計畫結束後能夠立即僱用這些人力（38.8%）、能夠傳承相關的技能訓練給訓

練生（36.7%）等（參表 4-4-3）。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以及其他科系之間

呈現（雙尾 10%以下）顯著差異的項目包括能夠獲得本公司所需人力

（53.7%<87.5%）、能夠培訓公司所屬產業所需的人力（39.0%<75.0%）、在本計

畫期間能有穩定的人力供給（34.1%<75.0%）、本計畫結束後能夠立即僱用這些

人力（31.7%<75.0%）、能夠傳承相關的技能訓練給訓練生（29.3%<75.0%）、

能夠協助到有經濟需求的學生就學（17.1%<75.0%）、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

的就業競爭力（17.1%<62.5%）、能進用到年輕人（12.2%<37.5%）、能夠協助

提升青年畢業後的工作薪資水準（9.8%<37.5%）等（參表 4-4-11）。 

  此顯示，產學訓合作計畫的事業單位近六成（59.2%）可以獲得所需要的人

力，近四成事業單位（38.8%）可以在計畫結束後立即僱用這些人力，後者是工

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者顯著低於其他科系者（31.7%<75.0%）。受訪事業單

位在本計畫留用學員人數平均是 5.21 人，占進用學員人數平均值（12.02 人）的

43.34%，略低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其留用學員的主因是學員結訓後有留任意願

（57.1%）、本公司有人力需求（46.9%）、學員整體品質佳（42.9%）等（參表

4-4-5）。 

  再者，受訪事業單位近八成（79.6%）會繼續參加本計畫（參表 4-4-7），高

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事業單位意見；其中，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者認同

的比例低於其他科系者（參表 4-4-15）；主因包括人力品質的考量（69.2%）、參

加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64.7%）、這些人力結訓後在本公司就業的意願（51.3%）

等（參表 4-4-8）。 

（四）事業單位、結訓學員對於計畫的反饋意見  

1、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1）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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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受訪學員的改善建議主要包括事業單位選擇可以增多

（66.5%）、可以增加工作崗位技能訓練（53.2%）、宣導可以加強（39.8%）、

事業單位對訓練要有完善的標準作業流程（32.6%）等（參表 4-1-11）。 

（2）事業單位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受訪事業單位的改善建議主要包括學員名額可以增加

（54.7%）、宣導可以加強（48.4%）、學校單位選擇可以增多（31.3%）、可以

事前提供職涯適性諮商（31.3%）等（參表 4-2-9）。 

2、產學訓合作計畫 

（1）學員 

  產學訓合作計畫受訪學員的改善建議主要包括：事業單位選擇可以增多

（27.3%）、可以增加工作崗位技能訓練（23.1%）、可以提供職涯適性諮商（19.8%）、

宣導可以加強（17.1%）等（參表 4-3-11）；前兩項都與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者

類似。 

（2）事業單位 

  產學訓合作計畫受訪事業單位的改善建議主要包括學員名額可以增加

（28.6%）、到單位實習的篩選可以改善（22.5%）、宣導可以加強（20.4%）等

（參表 4-4-9）。 

 

（五）影響訓練計畫效益之關鍵因素 

  綜上，影響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或產學訓合作計畫效益之關鍵因素包括：計

畫品質被學員和事業單位肯定。學員若可及早確立職涯或參加計畫後喜歡該職

類的職涯，則較會留任該事業單位單位或該產業。由於事業單位單位不一定符

合學員結訓後的需求，故儘管部分學員結訓後不會留任原事業單位單位，但仍

在相同產業就業，本計畫在這方面還是有正面價值。學員和事業單位若可以有

更多的雙向選擇，則較可篩選出適合該職類職涯的學員，學員也較可以選擇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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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後會留任的事業單位，從而提高在訓練場商的留任率。事業單位若有人力需

求，則較可留任學員。事業單位若有完善的訓練計畫，則對學員的效益較高。

事業單位若可讓學員兼顧學業和工作，則學員對計畫效益的肯定會更高。由於

產業環境對跨領域的需求，故儘管部分學員結訓後會轉業，本計畫在這方面還

是有正面價值。 

 

二、產學訓合作暨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之受訪學員比較分析 

（一）專業證照考取(產學訓學員占比高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 

       產學訓學員:68.0%有丙級證照，90.7%有乙級證照，8.1%有國際證照；雙   

       軌訓練旗艦計畫:47.8%有丙級證照，8.0%有乙級證照，4.1%有國際證照。 

（二）平均月薪資(產學訓學員高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 

      產學訓學員:平均每月薪資以 NT$30,000-34,999 為最多（25.4%），平均是 

      4.87（介於 NT$35,000-39,999 之間）；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平均每月薪資以 NT$22,001-24,999（22.5%）和 

      NT$25,000-29,999（22.5%）為多，平均是 3.59（介於 NT$30,000-34, 

      間）。 

（三）對社會幫助面-幫助製造業發展(產學訓學員比率較雙軌訓練學員者為高) 

      產學訓學員：幫助製造業發展(25.2%）；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幫助製 

      造業發展（16.9%） 

（四）整體滿意度(產學訓學員滿意度高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 

      產學訓學員和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對於參加本計畫各方面的滿意度都傾向

滿意（小於 3）；例如，產學訓學員整體滿意度 1.99，而雙軌訓練旗艦計

畫學員整體滿意度 2.12。 

（五）產學訓學員較會建議別人參與訓練 

    產學訓學員 81.7%會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68.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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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且產學訓學員認為學業和工作可以同時兼顧占比 

    高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六）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認為參加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高於產學訓學員 

    產學訓學員參加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雙軌訓練旗艦計畫（26.7%）；而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在參加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67.9%）。 

(七)  改善建議部分，事業單位選擇增多以及增加崗位技能都是兩計畫受訪學員  

     的主要建議 

  產學訓學員的改善建議事業單位選擇可以增多（27.3%）、可以增加工作崗 

  位技能訓練（23.1%）；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改善建議主要包括事業單位選 

  擇可以增多（66.5%）、可以增加工作崗位技能訓練（53.2%）。 

 

三、產學訓合作暨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之受訪事業單位比較分析 

（一）產學訓受訪事業單位留用學員人數略低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產學訓受訪事業單位在本計畫留用學員人數平均是 5.21 人，占進用學員

人數平均值（12.02 人）的 43.34%；雙軌受訪事業單位在本計畫留用學員

人數平均是 6.90 人，占進用學員人數平均值（13.95 人）的 49.46%。 

其留用或不留用學員的主因都是學員結訓後有留任意願：產學訓受訪事業

單位的學員留任意願 57.1%，而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受訪事業單位的學員留

任意願 84.4%。 

(二) 產學訓受訪事業單位的滿意度略優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受訪事業單位 

產學訓和雙軌計畫受訪事業單位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品質都「傾

向滿意」（小於 3）；雙軌受訪事業單位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品質

都「傾向滿意」（小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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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產學訓受訪事業單位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整體的滿意度

2.12，而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受訪事業單位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

整體的滿意度 2.19。 

(三) 產學訓受訪事業單位繼續參與計畫意願優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受訪事業單

位 

產學訓受訪事業單位 79.6%會繼續參加本計畫，高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

受訪事業單位 68.8%意見；主因包括人力品質的考量（69.2%）、參加本

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64.7%）、這些人力結訓後在本公司就業的意願

（51.3%）等。 

(四) 改善建議部分，學員名額可以增加和宣導可以加強為兩計畫受訪事業單位

的主要建議 

產學訓受訪事業單位的改善建議主要包括學員名額可以增加（28.6%）、宣

導可以加強（20.4%）；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受訪事業單位的改善建議主要

包括學員名額可以增加（54.7%）、宣導可以加強（48.4%）。 

四、 質化分析 

（一）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01. 參與動機 

   有鑑於學校在畢業學生就業連結上所產生的困境；以及職場中不同業別的事

業單位在人力招募逐漸面臨到缺工困境的發生。架構在學校、事業單位及學員之

間的平台計畫的推動變成為學校及事業單位在就業及媒合上積極參與的路徑與

管道。若從學員及企業端看參與動機，其實另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雙軌訓練旗艦

計畫在執行過程中的第一年對於學員有補助，補助期間以一年為限。許多學員及

事業單位會因為有此補助而對此計畫的推動與參與更有其動力。從參與學員角度

分析，有許多受訪學員皆因為減輕家庭經濟負擔，並有薪資與學歷取得的伴隨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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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而選擇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參與。在計畫中補助的制度誘因仍然成為學員選

擇參與計畫與否的重要因素。 

02. 訓後留任 

   訓後留用比例是一個觀察計畫推動的效益指標。畢竟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是期

待透過計畫的連結能讓學員及參與之事業單位能有更為長期的磨合期間，讓彼此

雙方都能更加認識。當學員結訓之後便可以直接留用在其實習的事業單位，成為

穩定就業青年，並相對減少失業的重要效能。計畫訓後的留用比例做為計畫效能

與持續推動與否的指標已然成為政府推動重要就業促進政策的思考方向。因此，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在此部分的呈現算是良好的，有其固定比例的留用效能。若從

學員的角度來思考計畫的留用原因，多數學校單位皆認為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事

業單位多願意將在參與學員在該單位的計畫年資併入年資計算，這是留用的重要

誘因。部分事業單位也認為這部分應該可以讓多數參與的學員願意留用，以及彼

此之間的長期合作關係也有良好留用基礎。但是在學員部分卻是呈現兩極化的反

應，有部分的學員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留任思考，但也有部分學員認為事業單位

並不好或想再到別的單位試試看，讓自己有更為多元的勞動選擇，以及部分因為

想要繼續升學而未留用參與。因此，學員的選擇留用與不留用因素仍是呈現相當

多元發展趨向，並未有絕對的影響關係。許多學員因為有其他相關規劃而未留用，

如同在上面所提及未留用的學員其實在訪談的學員上是佔相當多數的。繼續升學、

想去別家公司、或去嘗試其他工作，以及部分埋怨事業單位給的勞動薪資過低都

是形成學員在參與長達四年的合作關係下，仍未能產生留用的重要影響因素。 

 

03.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正向效益分析 

(1) 訓練期間較長可作周延的學習安排 

    由於雙軌旗艦在學制配合上的安排，到事業單位的配合時間相當長。各事業

單位指出，在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運作過程中，事業單位可以將學員在其單位的

配置有良善的時間可以進行安排。對於事業單位的人力運用及技能養成培育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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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正面效果，而從學員端的反應也多數認為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搭配，讓他們

得以在學業與實務的配合上能夠更為堅定的留下來，也讓他們更有充裕的時間好

好涵育其技能的成長與轉化，對於技能提升與職場需求有著更進一步的了解。 

（2）提供良好的專業人力 

    在專業人力的養成上，所有參與的事業單位及學校皆反應出，雙軌訓練旗艦

計畫的推動及參與，其實受益的不僅是學員，事業單位在參與過程中因有長期的

訓練配合與規劃，所以學員在訓練過程，不管是在當下或未來都是提供充分的專

業人力與支援。當然事業單位與學員之間都存在著相對的選擇權，面對這樣長期

的磨合期間，都成為事業單位的專業人力，部分事業單位也希望這樣的專業人力

就算不能為其所用，也希望他們所訓練的實務專業人力能留在相同產業為大家所

用。乃至於學員訓練期間結束，有部分學員選擇留用在訓練單位，都提供了該單

位長久專業人力的運用機會。這些計畫的機會建置在學員與參與事業單位之間形

成了相當穩健的連結關係。這種長期的強制性也直接避免學員在計畫過程中產生

「落軌」複雜化的問題。 

（3）建構良好之職場磨合平台與機制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提供較為長期且穩定的期間，讓參與學員能有更為良好的

時間與空間，跟就業及訓練單位有更為堅實的實務訓練之磨合，以及建立穩健的

連結關係。從學員、學校及實習單位多數都認為雙軌在計畫過程中提供了良好的

職場磨合機會給予在學之學員，也是在這樣的機制與平台下，才能將學員與職場

拉得這樣的貼近，並取得穩定的專業人力。但目前仍有部分事業單位將計畫參與

學員當成臨時淡旺季人力調整上的思考，使學員成為該事業單位的彈性人力。 

（4）提供專業的連結與就業之定向與定位 

    從事業單位及學員的反應皆指出，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運作提供了兩造雙方

共同的機會，在雇主端提供了專業且長期的訓練機會給予參與之學員，而學員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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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計畫的參與，逐漸了解自己所學的實務技能，以及逐漸釐清自我在職場中

未來的就業定向及參與之定位為何。 

（5）理論跟實務的結合 

    理論跟實務的長期結合的計畫機制，是事業單位認為提供給參與學員最大的

收穫。畢竟現今職場中學用落差現象相當嚴重，如果未能有事業單位來提供計畫

位置給這些學員，可能學員在學校的學習過程也無法擁有這麼長期的磨合機制與

平台。促使學習的場域可以從學校延伸到職場直接進行接軌，除實務技能的提升

之外，在工作態度及對人處事的社會學習歷程上，也讓參與學員有著更多的磨練

機會與自我調整的空間與時間。 

（6）提供學員充分的產業定向連結 

    政府推動雙軌訓練旗艦計畫，除了要讓學員與企業端產生積極連結及穩定就

業之外，其實另一層面是期待這群參與學員不管是否有留用在計畫實習單位，都

希望他們的勞動就業連結區塊，能與其專業技能的培育產生連結。才不會使得政

府的相關經費因而浪擲。 

（7）勞動條件之提升 

    計畫的推動最主要便是須檢視其效能之呈現，以便作為後續推動之參考。本

研究計畫效能的分析上，主要是聚焦於計畫結束後的留用狀態、薪資的提升及勞

動位置的變動三個部分來進行檢視。 

計畫後留用狀態與就業技能提升：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目標是期待透過此計畫的運作，得以在育才及留才上都

能有其效能的產生。計畫結束後相關參與計畫的學員，期待能在計畫結訓之後，

能夠為實習單位所用，留在原單位產生持續穩定就業的發展。若是未能在訓練單

位留用，也期待結訓學員能留置在原來專長的產業進行就業參與，避免訓練資源

的浪費。另外在就業技能提升部分，從事業單位到學校，都對於雙軌訓練旗艦計

畫不管是在專業技能及工作態度的養成上，都是抱持著相當肯定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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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薪資之調整： 

在薪資的調整上，隨著不同科系及進用類別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理工科系

的學員在事業單位的進用上在計畫運作過程中即是以月薪作為薪資給予。而管理

學院及其他學院計畫參與的事業單位多以計時薪資作為給予的基準。所以在計畫

結訓之後，理工科系的學員普遍在薪資幅度的變動上並沒有很大，反觀其他科系

的學員在結訓之後，若轉正職之後，其薪資計算之基準便從計時薪資轉變成為月

薪，相對而言，在變動幅度上則相對增加。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學員整體而言在

參與產業類別以服務業為主。因此在計畫結訓之後的薪資調整及福利上有蠻為顯

著的變動。但卻有部分學員反應，在勞動薪資層面上，在計畫參與結束之後並未

有太大的變動。此亦顯示仍有許多事業單位並未將計畫結束之持續受雇學員，有

其他調整與配套上的安排。 

勞動位置之調整： 

多數受訪單位均指出，雙軌計畫的時間較長。許多學員都在該事業單位擁有

完整的歷練。在規模較小的事業單位，畢業後學員成為正式員工上並沒有什麼變

動，但規模較大的事業單位便會給予職位上的調動，調整到從學員變成正式職員

的適當位置。 

（8）建立職場參與的自信 

    有部分參訓學員及學校皆指出，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在長時期的磨練下，使得

參與學員有越來豐富的經驗。在就業穩定的效益下，讓這群青年學員越來越具有

其職場參與上的自信心。這部分是相當難能可貴的訓練特質，使得參加計畫的學

員有著更為積極思考的想法。 

 （9）未來職涯規劃之助益 

     從參與學員的角度來分析，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想法。尤其是在參與計畫後的

對未來職涯規劃定性上的討論，證照的取得在計畫參與過程是許多學員的重要規

劃歷程。也有部分學員因計畫參與過程，參與了機台的接觸，而逐漸了解自己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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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定位。當然也有部分學員，認為其在計畫參與之後，似乎在職涯規劃上仍沒

有任何釐清的作用。 

 

04. 計畫的負向效益分析 

（1）退場機制之複雜設計 

    部分計畫配合的事業單位指出，在參與學員上，他們比較沒有辦法進行選擇。

計畫過程進來的學員，皆依計畫內容進行，但在過程中有學員未能配合計畫規定

且在實習過程產生問題。必須在多次勸導及積極輔導之下，亦透過學校進行輔導，

然而皆未能取得良善改進的情況下，才得以讓學員退場。計畫在退場機制的複雜

化設計，得以用來處理這樣表現欠佳的學員，往往造成企業與學校端的共同困

擾。 

（2）無法符合申請單位之人數需求 

    部分受訪參與計畫事業單位反應，該公司在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每一年度所提

出申請的學員人數與實際核撥人數落差甚大，核撥學員人數皆較該公司申請人數

短少很多。與其所計畫申請人數的高度落差，使其在訓練的安排上，無法符應該

公司在計畫培訓上的相對人力需求與部門配置。 

（3）部分產業類別缺乏高度參與及學制問題 

    部分事業單位指出，部分參與學員並不熱衷於該產業的計畫安排與學習。因

此在計畫過程的安排上，在各培訓過程的階段上並未有積極的參與。事業單位雖

然有尋求學校端來協助並進行輔導，亦曾透過位置調整期待其參與上的改變，但

似乎都缺乏成效。另外因為工作期間的安排上與一般正式員工有所差異，例如工

作天數不一致及寒暑假，使事業單位在人力調度上存在許多問題。 

（4）對於落軌學員應有更為積極之輔導 

    部分學員在計畫過程中，並未能全然依循計畫各階段推展之進行。在參與過

程便轉出雙軌計畫，在學校端雖有進行輔導及轉介。但整體而言，學校應有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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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之諮詢及輔導工作，了解其落軌之原因，以及進一步協助完成其後續在學校

其他學程參與上的安置。 

（5）學校在承接計畫過程未有良好的規劃 

    各參與學校有時在不同的行政系統上轉變，容易發生計畫在運作過程中產生

執行監督與銜接上的困難。有時這些銜接上的困境也會具體轉化在督導過程中產

生多頭馬車的現象。 

（6）學校與企業在配合上的問題 

   有部分事業單位指出，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在運作流程上有著行政作業，事業

單位還是反應有過度複雜的問題。如果事業單位在以往的配合經驗不佳，如未能

提供良好的訓練，學校亦會透過學員給予人數的監控，來進行調整。畢竟有部分

的事業單位在計畫運作過程中是有它相對的困難存在。另外在學員反應上的分析，

亦有部分學員反應在計畫訓練的過程中有訓練期待上落差產生。另從學校端思考，

尋找績優的配合事業單位是相當重要事情，因為會直接影響計畫參與上的未來成

果之呈現。有些事業單位因為在參與過程中面臨到學員在參與過程上產生人員流

失的現象。計畫進行過程中容易浪費掉學校其既有的招生名額與成本，促使有部

分的學校也拒絕再參加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推動。 

（7）政府部門配套作為 

     政府部門對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缺乏支持的態度具體展現在學員人數的控

管，促使越來越多的計畫事業單位所需的人數嚴重產生不足的現象。相關部門在

計畫推動過程如果有思考其區位與功能，便能將其計畫的推動與相關鄰近區域的

事業單位產生密切的配合，讓學生有更為良好的事業單位可以在學校端進行導入

與參與，學員可學習到更為先進與紮實的實務經驗。另外因時間上的差異，使得

企業在使用上，尤其是在製造產業上經常會產生問題。在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學

員運用上，比較無法符合事業單位的要求。 

（二）產學訓合作計畫 

01. 計畫參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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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勞動市場中競爭日益激烈，人才取得相對不易。參與計畫的事業單位最

主要是想藉由產學訓合作計畫平台與機制來取得公司人才。透過這些人才的培育，

期待未來可以成為公司長期人力的基礎培育，因此從不同受訪者的角度分析，其

實都有相同類近的共識，便是透過計畫的參與在事業單位端、學校端與學員端都

能得到良善的訓練，在學員就業及企業取材，都能有共同的良好結果。 

02.留用分析 

    產學訓合作計畫參與學員的工作與積極學習態度是兩個相當重要的面向。每

間事業單位有其針對學員自我的留用評估模式，例如透過座談的輔導，期待這些

學員在訓後留用，成為他們在計畫參與管道的穩定人力招募來源，這也是參與計

畫最為重要的思考。在面臨兵役問題所產生的中斷上，往往是繼續留用與否相當

重要的影響因素。部分事業單位會透過學長及其他多元管道聯繫結訓學員，在兵

役結束後的回流，這部分的處理方式在處理效益，部分事業單位得到不錯的人才

回流。若從青年角度評估留用的思考指標出發，可以得知參與學員在參與過程中

亦會針對專業技能能否提升，穩定就業以及順應工作環境，及歸屬感的形成來作

為是否要選擇留用的考量。部分學員會從福利資源的提供角度而選擇留用。 

03. 產學訓合作計畫正向效益分析 

（1） 人才取管道 

    多數參與產學訓合作計畫的事業單位都將計畫參與視為該公司在人力招募

的重要管道。也因為現今的勞動市場環境，在嚴重缺工發展脈絡下，充足及專業

人力的取得是職場招募上相當困難的工作。在計畫參與上，得到素質不錯且有經

過分署訓練過的學員，再透過不同模式的參與時間來訓練與磨合，都是參與計畫

事業單位的重要人才取得路徑。 

（2）提供平台強化就業連結與交流 

   產學訓合作計畫提供相當良好的實習平台，讓學員在不管是任何計畫模式參

與方式都能與事業單位產生結合。尤其在分署一年的訓練課程上，也已提供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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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訓練基礎。透過不同模式的參與上，能讓學員在同時有課程學習，也有課

程訓練的機制，促使產學訓合作計畫的運作平台，能讓學員每天直接上工，進行

良好的實務訓練與穩定就業。 

（3）技能訓練強化與證照取得 

對於學員在「技能養成」是產學訓合作計畫推動與執行的最重要政策核心。

在這部分討論上從事業單位，學校及學員的意見上都得到較為肯定的意見。對於

計畫的推動過程，學員在事業單位訓練計畫的帶動下，皆得以逐步累積他們實務

技能的能量。 

（4）工作技能之外的軟實力 

     技能強化之外，透過職場的參與及互動，可進一步修正自我的工作態度 

 及應對與群體合作的能力。這些對於剛入職場青年之未來就業上，將會讓其在

職場銜接過程中有著更多的協助。 

 （5） 建置較能切合事業單位的需求 

    與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比較起來，產學訓合作計畫提供的訓練時間較為完整，

也比較切合產業發展脈絡下的人力需求，在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日間固定的實務訓

練與安排。比較能切合製造業事業單位的工作時間需求，比較不會發生像雙軌訓

練旗艦計畫推動過程每週工作四天，其他日期都在放假及寒暑假所引發人力安排

上的疑慮。 

（6）勞動條件之提升 

勞動薪資之調整： 

    參加產學訓合作計畫的事業單位多以製造業為主，多以鐘點費給予參與計畫

的學員。因此在計畫結訓後若產生留用成為正式員工。其在勞動薪資的調整上是

差異相當大，因此在勞動薪資的考察上，在產學訓合作計畫的考察結訓之後，是

具有相當薪資調整的效果。部分事業單位指出，縱然沒有留用，其觀察在計畫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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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後，學員的相關技能已相當純熟，在勞動薪資上一定會產生相當大幅度的變

動。 

勞動位置之調整： 

    產學訓合作計畫部分因多數參與事業單位屬於製造業事業單位，在較大的企

業會進行部門輪調工作，讓學員得以適應及瞭解所有部門的工作屬性。但在規模

比較小的事業單位，其所從事的工作，其實多數已經屬於正式職務的工作安排。

因此在計畫結束之後的調動也比較不容易。 

（7）職涯發展及年資累進之助益 

    學員在參與過程中，部分事業單位會提供學員在未來生活及活動上的重要參

考資料。透過參與釐清自我在未來職涯發展及規劃上有著那些重要規劃與思考。

有部分的同學在參與計畫之後，對於自己的未來規劃將會有更為重要的選擇與留

用。也比較自我需求上的評估，除了強化專業技能之外，為自我的未來進行轉化

與更為長遠的職涯規畫。 

（8）就業向度確認與獨立作業能力訓練 

    計畫參與過程中可以協助參與學員釐清自我未來就業的參與向度，如果過程

確認不是自己興趣參與之工作，便可提前釐清及適時產生轉業的思考與安置。這

對於青年參與之學員亦是相當重要的過程。 

(9)多元化訓練技能培訓與實務課程操作 

    在多元化訓練技能操作上，透過長期訓練強化職場的專業化能力，在各個不

同層面的課程實習規劃上，讓學員技術能力得以整體提升。透過一些課程的建置

除了專業能力的建構外，亦透過一些通識課程的安置培育學員職場溝通協調的能

力。學員在參與過程多數皆反應事業單位所提供的技能養成訓練跟學校與職訓中

心的訓練上都有落差。在職場的實務課程訓練相對而言，較能直接運用在工作過

程。當然這也是個別企業他們專屬的訓練需求，所進行的紮實的課程訓練。 

04.產學訓合作負向效益分析 

（1）期程太短及規劃與語言訓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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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企業認為產學訓合作計畫的期間較短，所以在安排實習上會比較困難。

較之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在時程上較短，所以較難以安排所有相關部分訓練之機會。

部分學員希望在學校端能增強英文專業課程更多的訓練。其實未來在企業國際化

的路途上，或許可以提供更多的協助。 

（2）學員參與態度的問題 

部分事業單位觀察，若是參與學員不適合這個產業，便會在參與過程中逐漸

浮現相關問題，參與態度上會明顯較不積極。在計畫配合上，也是有氣無力，較

無法全心全意的來進行產業訓練規劃之配合。 

（3） 部分產業類別無法取得學員 

    部分產業因為較少人投入，導致在計畫實施過程申請的學員與事業單位需求

人數落差甚大。從學校端到事業單位端都認為整體人數額度都未增加，然參與產

學訓合作計畫之事業單位日益增加之情況下，導致參與人數在額度分配上升逐年

減少的現象進而促使某些產業類別無法取得參與學員。 

（4）增加核定學員之名額 

有關參與各單位參與學員的人數部分，一直多數事業單位所詬病的問題。因

為參與產學訓合作計畫的事業單位多以製造業為主，製造產業本來在人力需求相

對因為嚴重缺工，所以所需量能相對擴張，因在人力需求與培育上都相對有較大

之需求。因此在計畫參與過程多反應計畫核定學員人數過少之問題，期待能夠有

所調整能夠配合其人力之需求。 

（5）導入方向的確認與協助 

提供機會是在協助這產業整體的提升，其實企業都有這些需求，也期待這部

分的計畫參與可以在部分的產業能有更多的導入，以及如同前面所談及，能夠有

更多學員人數上的配額，才能在此部分得到更為充分的協助。 

（6）強化學校的諮商與輔導工作 

學員在事業單位參訓的過程中，難免會碰到學習與訓練上的挫折。挫折的承

擔與排解，都是必經的歷程讓學員進入到下一個階段的重要歷程。當然事業單位



198 
 

會協助進行此部分的輔導，但其輔導及諮商能力跟學校比較起來相距甚遠。因此，

若發生較為嚴重的問題，應該在學校端能協助更多的輔導，協助學員能持續性的

參與計畫。 

（7）計畫年限的延長 

針對產學訓計畫的推動，有部分受訪事業單位指出，若許可計畫時間再往上

延展，可能能夠提供他們在人力運用上更多元的規劃。對於學員在碩士級的參與

上面，能有更為專業的時間來進行不同模式的訓練，能夠培育更為專業的人才。 

（8）學校配合問題及學費調整 

     部分受訪學員指出，在計畫推動過程，到了後端大四時，因為已經沒有什麼

科目要修。但是還是必須繳交學校全部的學雜費。以及學員指出學校端在課程推

動的設計上，課程的重複性太高，根本沒有學到新的專業知識。這些都是從學校

端必須要去進一步檢視的問題。 

（9）未符合計畫執行狀態 

有部分受訪學校指出，在其長期觀察計畫運作過程中，有事業單位給予學員

的薪資較為低落，有剝削學員勞務之實。部分事業單位認為學員就是來學習的，

所以窮盡其能的壓低學員薪資。把它們當作低廉的勞動力來看對與對待，對參與

學員都是很不公平的。另外也有給學校的職務與學員在事業單位工作內容差異甚

大之事實，變成在訓練上的功能萎縮的問題發生。 

 

（三）兩計畫間的比較評估分析 

（1）雙軌與產學訓的評估分析 

    在計畫效能的比對分析上，有部分的學校認為，在服務業的雙軌訓練旗艦計

畫之推動上其效能似乎遠較產學訓的參與學校來的滿意許多，但近幾年來在雙軌

訓練旗艦計畫的推動上，受到教育部總量管制的束縛下，使得參與的人數逐年產

生缺乏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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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校與企業配合上的思考 

在事業單位的配合上，有許多企業在投入過程中認為，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

推動多為學校單位在思考是否可以獨立成班招生，在素質及參與度上都較為薄弱。

使得期學員在參與過程的配合度上較為困難。 

(3)企業配合的困難度 

    企業配合上面必須深具人才培育及勞動法令制度規範上的遵守，針對雙軌訓

練旗艦計畫的配合特質，有許多學制上的問題導致企業在配合上面容易產生問題。

反倒是在產學訓合作計畫因為完全與內部人員在訓練規制上是一樣，比較符合企

業用人及培育制度上所發生的問題。 

（4）學員配合事業單位的合宜性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由於其計畫特質，每星期在事業單位訓練時間為四天，又

有寒暑假期間。但產學訓合作計畫則是配合事業單位的上班期間皆為每星期五天，

而且沒有寒暑假的區隔。整體而言，較能配合製造業事業單位的人力運用需求。 

 (5)計畫訓練強度及進入學員屬性差異 

    產學訓合作計畫的軸心在於訓練的強化，雙軌訓練旗艦計畫雖然也有訓練的

功能 

，但未能有產學訓合作計畫那麼有計畫性的安排。產學訓的學員在考取不同等級

的證照上，皆比雙軌訓練旗艦計畫高出甚多。亦凸顯出產學訓合作計畫的訓練目

標。此外，由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在進入成員屬性上較為多元，產學訓合作計畫

則是與專屬科系直接連結，促使進入該產業的學員皆是相關科系。 

 (6)學員目標較為確認 

     產學訓合作計畫在學員參與上是較為直接的，因此，事業單位在計畫參與上

較能取得與該產業直接類近的學員來參與訓練，在訓練成效上也比較能夠被凸顯

出來，這是較之於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更為清楚的效益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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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整體而言，教育部在此兩項計畫之執行與推動上皆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例如過去計劃的學員員額皆為外加員額，並不影響學校整體招生。然而現今學員

員額都是納入整體招生名額，也相對造成學校端在配合計畫過程產生諸多疑慮。

在結合了上述在量化問卷及質化訪談與座談之資料，本研究針對「雙軌訓練旗艦

計畫」與「產學訓合作計畫」所進行的評估分析，從制度層面的變革、產業特質

之思考及計畫政策目標三個層面進行政策建議上的討論。兩個計畫雖是不同，但

從促進青年就業的角度出發，仍有些建議方向在兩個計畫有其趨同性，茲分述如

下： 

 

一、制度層面的變革：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01.計畫期程之彈性與變化：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是否可能從 4+2+1（4 天在事業單位磨合訓練；2 天在學校  

  上課；1 天休假）的配套模式改成 5+1+1（5 天在事業單位磨合訓練；1 天在學 

  校上課；1 天休假）的共同模式。在事業單位進行培育的過程，較不會產生因 

  為學程上的關係而無法接受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此外，是否可以根據產業類  

  別， 如服務業內部差異化來制定不同的訓練模式。或者在資源日漸限制的情 

  況下，將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的執行作範疇上的限縮，將其鎖定在特定之服務性 

  產業的推動。 

02. 計畫申請範疇上的擴張： 

未來計畫如果還是要推動，宜應在申請彈性上多加開放，宜開放學校得以申

請的權限（例如二技或其他的參與模式），可以藉以提升更多元的參與空間。 

03. 建構更為簡化的申請與操作程序： 

應在計畫啟程階段確認媒合正確，並得以在計畫操作過程中簡化輔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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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積極媒合及得以立即補充學員的方式來進行立即性的處理。避免讓事業

單位、學校及學員三方，彼此浪費資源與時間。 

 

產學訓合作計畫： 

01. 擴大計畫的需求量能： 

有關學校及事業單位的需求量能擴張，在計畫效能相當不錯的情況下，建議

未來增加產學訓合作計畫在核定人數，以及其在各產業配置脈絡上宜朝向增

加的總體人數作為思考方向。 

02. 模式設計上的延伸： 

未來產學訓合作計畫是否得以往上延伸到碩士學程上的規劃。透過模式設計

上的延展，可能能讓部分事業單位投入更多的培育資源，期待能創造出更為

深化的就業穩定上的連結。 

03. 強化學校輔導諮商的介入： 

是否得以強化學校在計畫推展過程中的諮商輔導功能。協助參與過程的問題

之諮商，提供更穩定的參與歷程。此外，建議學校單位選擇可以增多，並可

事前提供職涯適性諮商、宣導之加強等重要措施之處理。 

04. 慎選導入之事業單位： 

產學訓合作計畫是否應尋找體質較佳的事業單位作為計畫配合的單位，透過

參與事業單位在培育課程設計與專業帶領及執行能力的配合下，能建置與推

動更為完整的訓練過程與機制。這對於以訓練作為計畫軸心目標的產學訓合

作計畫而言，是相當重要的思考與策略。 

 

二、產業特質上的思考：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01. 產業類別效益差異化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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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服務業的參與特質與長期的磨合，在考察上使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在留用

人員的效能上較優於產學訓合作計畫。因此，在相關計畫方案的功能導向規

劃上，應有更為清楚產業特性所產生的連結基礎。 

02. 增加部分產業類別的事業單位： 

在彙整學員和事業單位的建議，未來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建議可以增加服務業

事業單位的參與選擇，讓學員有更為多元選擇之機會，可以增加事業單位在

工作崗位專業化技能的培育與訓練，並促使參與學員在未來可以得到更為穩

定的就業連結。 

03. 強化事業單位對訓練過程之管考： 

事業單位對於計畫訓練要有完善的標準作業流程及確實按表操課，本研究認

為為防制許多未確實執行的事業單位，透過計畫推行上的積極管考，才能夠

產生將學員導入到負責優秀的事業單位。此外，若計畫經費許可，亦可讓學

員名額可以增加，擴大計畫整體，包括事業單位，學校及學員的參與量能。 

04. 建構參與前之輔導諮商： 

部分學員指出在參與過程中，經常會碰到一些學習及適應上的問題。在此部

分的協助上，學校的功能較能提供積極輔導的協助。協助學員在參與過程的

問題之諮商，提供更為穩定化的參與歷程。此外，建議學校單位應強化可事

前提供職涯適性諮商的服務，並宣導加強預防性服務等重要措施之處理方式

與模式。 

 

產學訓合作計畫： 

01. 擴大製造業參與之導入： 

根據本研究之資料蒐集，在考察上所呈現，在製造業參與的部分調查與訪談，

則多是呈現出產學訓合作計畫有相當良好的計畫效能。在產業類別屬性的切

合度考量上，建議應將產學訓合作計畫的導入方向，加強連結在執行績效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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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負責事業單位擴大連結與參與之空間。 

02. 擴充事業單位及提供學員更多選擇空間： 

在彙整學員和事業單位有關的資料分析，本研究建議未來產學訓合作計畫可

以增加事業單位的選擇。透過事業單位與學校持續的推動，可以增加工作崗

位技能訓練的熟練度，並可以提供職涯適性諮商來釐清與確認參與學員在後

續參與過程中，有更為明確的工作選擇向度及未來發展方向。 

03. 擴大計畫參與之宣導： 

學員名額可以增加總額之外，人數宜應透過更多元宣導，讓所有相關計畫資

訊得以在業界得到傳散，讓更多有意事業單位的參與空間。當計畫有更多質

優的事業單位加入之後，參與單位之篩選便可以更加多元，亦可藉以改善計

畫參與事業單位之體質。 

 

三、計畫政策目標之思考：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01. 留用作為計畫目標：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應將政策目標的軸心放置在學員的留用考量與評核，透過

計畫留用部分將受訓學員鎖定在長期的配合計畫之中，期待長期磨合的就業

機會得以創造更為穩定的就業參與與發展。因此，其計畫目標的政策核心應

以計畫結訓後的學員留用作為重要的思考方向。 

02. 磨合下的就業穩定效益： 

為讓參與學員有穩定及健全的磨合與訓練機會，參與的事業單位的功能角色

便越加呈現出其重要性。雖然計畫推展到目前，有部分學校儼然將計畫運作

為招生策略上的一環。依然建議學校的計畫推動不宜成為學校在招生上的思

考，因為而必須回歸到計畫參與過程上的就業穩定效益來進行思考。 

03. 勞動薪資審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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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過低或參與過程未曾調整薪資皆是經常被參與學員及部分學校所提及的

重要問題。雖然多數事業單位皆會考量提供合宜的勞動薪資給予學員。但仍

有部分學者在焦點座談中曾提及青年就業促進方案與計畫常會產生青年在計

畫中，被迫以低廉的勞動薪資進行計畫性剝削的問題，也在計畫的推展上看

到政策效應與問題。 

 

產學訓合作計畫： 

01. 職業訓練及技能強化： 

產學訓合作計畫的政策計畫軸心放在技能與職業訓練層面。透過計畫中積極

的訓練配合事業單位的訓練要求，也建構了更為完整的專業技能。然計畫推

動過程中，專業技能的培育重點是將受訓學員未來得以以該產業作為其參與

的脈絡來進行思考。 

02. 強化訓練過程學校的督導： 

在本研究分析指出，因產學訓合作計畫推動過程，學員在計畫參與上的工作

與訓練密度較高，學員在參與過程需要更為嚴格的督導與協助。然從事業單

位及學校兩端的觀察與分析，這部分的執行仍有須待加強之處，此部分的加

強得以協助處理在訓練過程所可能發生問題之解決。 

03. 嚴格審核事業單位之執行能力： 

在計畫執行初期，因申請的事業單位不多。但在後續計畫推展的過程中，事

業單位參與及想參與的數量漸增。因此到目前，計畫在申請及管考過程必須

要建立更為嚴謹的評核機制，針對事業單位在計畫訓練上，如果有表現不佳

的事業單位，應逐步汰除，讓未來有更多事業單位有參與的空間。 

04. 提升計畫訓練過程的伙伴平台 

部分參與事業單位認為，在分署應提升及更新訓練設備，強化職業訓練的實

務性。讓事業單位在訓練過程得以不需耗費太多時間在機具訓練上。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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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本來參與之事業單位就有必須承載訓練機制之功能。因此建議可透過區

域產業之連結，加以平台建置，讓學員在分署參訓過程，便得以透過平台參

與之伙伴事業單位來進行新機具之操作與訓練。藉以減低分署資源不足及業

界使用上的實務落差。 

     綜合上述層面的政策建議，本研究最後針對共通認知及需求優先處理

項目，提出兩個計畫後續推動之業務建議，分列如下： 

 

（一）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需求優先順序 建議方向 備註 

01 計畫期程配套上的改變  

02 導入更多服務業事業單位之參與，擴張學員選擇

空間 

 

03 強化事業單位在參與過程之管考  

04 強化參訓過程學校介入之輔導諮商 包含參訓

過程與落

軌之協助 

05 積極控管計畫留用之穩定就業效應 作為參與

審核指標 

06 查核計畫後薪資與職務之變動狀態 作為參與

審核指標 

 

（二）產學訓合作訓練計畫 

需求優先順序 建議方向 備註 

01 擴大計畫核定人數需求量能與模式設計之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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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慎選事業單位之參與，查核訓練計畫之執行狀況 作為申請

下年度之

審查指標 

03 導入更多製造業單位之參與，擴張學員參與選擇  

04 強化參訓之技能強化與國際證照之取得  

05 訓練過程中之區域夥伴關係與平台之建立 區域企業

與分署之

結合 

06 查核計畫後薪資與職務之變動狀態 作為參與

審核指標 

    

    針對未來的研究執行，建議有下列兩點：（一）在訪談操作上，本研究因時

間上的限制，並未嚴格操作兩個計畫不同參與產業類別的細分。因此無法看出在

出在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服務業)及產學訓合作計畫(製造業)中，在細分類所可能

存在的差異與比對分析；（二）在問卷回收部分，受訪學員在兩個計畫中回收的

問卷多屬最近幾年來的參訓學員，相對的，較久結訓之學員在調查上，需要更多

時間在各年度的調查對象進行蒐集，本研究在此研究過程，較無法取得完整各別

年度上平均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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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問卷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委託辦理 

「產學訓合作計畫暨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訓後效益調查」學員問卷 

調查說明：這份問卷是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委託國立中正大學辦理，

主要希望了解您參加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後的評價意見，作為改善政策的參考。您

所勾選的內容純粹是作為整體分析的研究之用，不會洩漏個別隱私，請您放心填

答。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關心您！ 

國立中正大學計畫主持人馬財專博士&協同主持人藍科正博士 

聯繫人：黃同學，0922806266，sa10551133@yahoo.com.tw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聯絡人：吳仁傑先生（04-235921815 轉 1828）         敬上 

2016 年 9 月 

一、請根據您目前的狀況在適當的選項內打ν或填答 

1、您的性別是：□(1)男性 □(2)女性 

2、您現在的年齡(足歲)是：＿＿＿＿歲 

3、您參加本計畫的學制類別是：□(1)高職 □(2)二專 □(3)二技□(4)四技  

4、您參加本計畫的學校是： 

   □(1)勤益科技大學 □(2)僑光科技大學  □(3)建國科技大學  

   □(4)朝陽科技大學 □(5)南開科技大學 □(6)修平科技大學  

   □(7)嶺東科技大學 □(8)中州科技大學 □(9)臺中科技大學 

5、您參加本計畫的科系是： 

□(1)餐飲□(2)電機□(3)美容美髮□(4)其他(請註明）：＿＿＿＿＿ 

6、您的畢業年度是哪一年：＿＿＿＿年 

7、您參加本計畫的實習單位是： 

□(1)員工未滿 30人 □(2)員工 30-49人□(3)員工 50-99人 □(4)員工 100

人以上□(5)不清楚 

二、請根據您目前的狀況在適當的選項內打ν 

1、您目前是否已取得丙級證照：□(1)是 □(2)否 

2、您目前是否已取得乙級證照：□(1)是 □(2)否 

3、您目前是否已取得其他相關的國際證照：□(1)是 □(2)否 

4、您現在的平均每月薪資大約是多少錢： 

□(1)NT$22,000 或以下   □(2)NT$22,001-24,999  □(3)NT$25,000-29,999  

□(4)NT$30,000-34,999   □(5)NT$35,000-39,999  □(6)NT$40,000-44,999  

□(7)NT$45,000-49,999  □(8)NT$50,000 或以上   □(9)目前待業中         

□(10)其他（請註明）：                                                            

5、您目前工作的職類是： 

□(1)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     □(2)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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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事務支產學訓合作計畫援人員    □(4)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5)專業人員  □(6)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7)自營作業者     □(8)目前待業中  

□(9)其他（請註明）：＿＿＿＿                                                 

6、您目前工作的職位名稱是：＿＿＿＿                                             

三、您參加本計畫的動機有哪些原因（可以複選） 

□(1)能夠獲得大學學歷  □(2)就學期間能夠賺到金錢收入  

□(3)能夠增加自己的職場體驗  □(4)能夠獲得就業所需的技能訓練  

□(5)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力   □(6)畢業後能夠很快找到工作 

□(7)畢業後能夠立即在本計畫的實習單位就業  □(8)有學校去宣導   

□(9)畢業後的工作薪資較同輩為高   □(10)家長建議參加 

□(11)能夠通過丙級/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或取得其他相關的國際證照 

□(12)其他（請註明：）＿＿＿＿                            

四、您參加本計畫後，對您有哪些幫助（可以複選）  

□(1)能夠獲得大學學歷  □(2)就學期間能夠賺到金錢收入  

□(3)能夠增加自己的職場體驗  □(4)能夠獲得就業所需的技能訓練  

□(5)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力   □(6)畢業後能夠很快找到工作 

□(7)畢業後能夠立即在本計畫的實習單位就業  □(8)職涯發展更明確 

□(9)畢業後的工作薪資較同輩為高   □(10)對職場更能接受 

□(11)能夠通過丙級/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或取得其他相關的國際證照 

□(12)其他（請註明）：＿         ＿＿ 

五、您參加本計畫後，對社會有哪些幫助（可以複選） 

□(1)改善社會青年就業率  □(2)提高社會青年工作收入  □(3)幫助製造業發展  

□(4)幫助家庭經濟  □(5)改善社會青年的工作態度   □(6)其他（請註明)：＿＿＿    

六、您對本計畫的整體滿意度為何 

  

非

常

滿

意

1 

滿

意

2 

普

通

3 

不

滿

意

4 

非

常

不

滿

意

5 

1、您對於參加本計畫工作崗位單位「訓練設備」的整體滿意度為何 □ □ □ □ □ 

2、您對於參加本計畫工作崗位單位「訓練師資」的整體滿意度為何 □ □ □ □ □ 

3、您對於參加本計畫工作崗位單位「工作環境」的整體滿意度為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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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您對於參加本計畫工作崗位單位「訓練過程」的整體滿意度為何 □ □ □ □ □ 

5、您對於參加本計畫學校「訓練設備」的整體滿意度為何 □ □ □ □ □ 

6、您對於參加本計畫學校「訓練師資」的整體滿意度為何 □ □ □ □ □ 

7、您對於參加本計畫學校「教材與課程」的整體滿意度為何 □ □ □ □ □ 

8、您對於參加本計畫學校協助「訓練過程」的整體滿意度為何 □ □ □ □ □ 

9、您對於參加本計畫的整體滿意度為何 □ □ □ □ □ 

七、請根據您目前的狀況在適當的選項內打ν 

1、您參加本計畫畢業後，就業選擇為何? 

□(1)留任原事業單位   □(2)於相同產業其他事業單位任職   □(3)跨領

域就業    

□(4)創業             □(5)其他(請註明):                                            

2、您上述選擇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可以複選） 

    □(1)志趣因素 □(2)升學進修 □(3)自己職涯另有規劃 □(4)產業特

性的因素 

    □(5)雇主因素  □(6)學校因素  □(7)家庭因素  □(8)其他(請註明)：                     

八、請根據您目前的狀況在適當的選項內打ν 

1、您是否會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 □(1)會  □(2)不會  □(3)不一定 

2、您上述建議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可以複選） 

    □(1)參加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 □(2)參加本計畫的效益不符合期望  

    □(3)學業工作可以兼顧    □(4)學業工作無法兼顧    □(5)要考量志趣

因素  

□(6)要考量交通因素    □(7)其他（請註明）：                             

九、您覺得本計畫未來可以改進的項目有哪些：（可以複選） 

□(1)事業單位選擇可以增多  □(2)可以增加工作崗位技能訓練  

□(3)宣導可以加強 □(4)學員名額可以增加  

□(5)可以提供職涯適性諮商  □(6)學校課程可以增加  

□(7)參加本計畫期間的諮詢輔導可以增多  □(8)事業單位對訓練要有完善的標準作業流程   

□(9)事業單位要指派適當的指導員   (10)其他（請註明）：＿                    ＿       

十、您有沒有其他的文字補充意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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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產學訓合作計畫學員問卷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委託辦理 

「產學訓合作計畫暨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訓後效益調查」學員問卷 
調查說明：這份問卷是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委託國立中正大學辦理，

主要希望了解您參加產學訓合作計畫後的評價意見，作為改善政策的參考。您所

勾選的內容純粹是作為整體分析的研究之用，不會洩漏個別隱私，請您放心填答。

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關心您！ 

國立中正大學計畫主持人馬財專博士&協同主持人藍科正博士 

聯繫人：黃同學，0922806266，sa10551133@yahoo.com.tw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聯絡人：吳仁傑先生（04-235921815轉 1828）敬上 201608 

一、請根據您目前的狀況在適當的選項內打ν或填答 

1、您的性別是：□(1)男性 □(2)女性 

2、您現在的年齡(足歲)是：＿＿＿＿歲 

3、您參加本計畫的專班科系是： 

□(1)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 □(2)機電控制  

□(3)冷凍空調與能源           □(4)其他：（請註明）＿＿＿＿ 

4、您參加本計畫的實習單位是： 

 □(1)員工未滿 30人   □(2)員工 30-49人  □(3)員工 50-99人 

 □(4)員工 100人以上  □(5)不清楚 

5、您的畢業年度是哪一年：＿＿＿＿年 

二、請根據您目前的狀況在適當的選項內打ν 

1、您目前是否已取得丙級證照：□(1)是 □(2)否 

2、您目前是否已取得乙級證照：□(1)是 □(2)否 

3、您目前是否已取得其他相關的國際證照：□(1)是 □(2)否 

三、您現在的平均每月薪資大約是多少錢 

□(1)NT$22,000 或以下   □(2)NT$22,001-24,999  (3)NT$25,000-29,999  

□(4)NT$30,000-34,999   □(5)NT$35,000-39,999  (6)NT$40,000-44,999  

□(7)NT$45,000-49,999  □(8)NT$50,000 或以上   □(9)目前待業中         

□(10)其他(請註明)：             

四、請根據您目前的狀況在適當的選項內打ν或填答 

1、您目前工作的職類是： 

□(1)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     □(2)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3)事務支援人員    □(4)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5)專業人員  □(6)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mailto:sa10551133@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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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營作業者     □(8)目前待業中  

□(9)其他（請註明）：＿＿＿＿                                                 

2、您目前工作的職位名稱是：                                                     

五、您參加本計畫的動機有哪些原因（可以複選） 

    □(1)能夠獲得大學學歷  □(2)就學期間能夠賺到金錢收入  

    □(3)能夠增加自己的職場體驗  □(4)能夠獲得就業所需的技能訓練  

    □(5)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力   □(6)畢業後能夠立即在本計畫的實習單位就業  

    □(7)畢業後能夠很快找到工作 □(8)畢業後的工作薪資較同輩為高   

    □(9)有學校去宣導    □(10)家長建議參加 

    □(11)能夠通過丙級/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或取得其他相關的國際證照 

    □(12)其他(請註明)：                                                                   

六、您參加本計畫後，對您有哪些幫助（可以複選）  

    □(1)能夠獲得大學學歷  □(2)就學期間能夠賺到金錢收入  

    □(3)能夠增加自己的職場體驗  □(4)能夠獲得就業所需的技能訓練  

    □(5)能夠提高自己的就業競爭力 □(6)畢業後能夠立即在本計畫的實習單位就業  

    □(7)畢業後能夠很快找到工作 □(8)畢業後的工作薪資較同輩為高   

    □(9)職涯發展更明確    □(10)對製造業職場更能接受 

    □(11)能夠通過丙級/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或取得其他相關的國際證照 

    □(12)其他(請註明)：                                                                   

七、您參加本計畫後，對社會有哪些幫助（可以複選） 

□(1)改善社會青年就業率  □(2)提高社會青年工作收入  □(3)幫助製造業發展  

□(4)幫助家庭經濟  □(5)改善社會青年的工作態度   □(6)其他（請註明)：           

 

八、您對本計畫的整體滿意度為何 

  

非

常

滿

意

1 

滿

意

2 

普

通

3 

不

滿

意

4 

非

常

不

滿

意

5 

1、您對於參加本計畫訓練中心「訓練設備」的整體滿意度為何 □ □ □ □ □ 

2、您對於參加本計畫訓練中心「訓練師資」的整體滿意度為何 □ □ □ □ □ 

3、您對於參加本計畫訓練中心「教材與課程」的整體滿意度為何 □ □ □ □ □ 



220 
 

4、您對於參加本計畫訓練中心「訓練環境」的整體滿意度為何 □ □ □ □ □ 

5、您對於參加本計畫訓練中心「訓練過程」的整體滿意度為何 □ □ □ □ □ 

6、您對於參加本計畫實習單位「訓練過程」的整體滿意度為何 □ □ □ □ □ 

7、您對於參加本計畫的整體滿意度為何 □ □ □ □ □ 

 

九、請根據您目前的狀況在適當的選項內打ν 

1、您參加本計畫畢業後，就業選擇為何? 

□(1)留任原事業單位    □(2)於相同產業其他事業單位任職     

□(3)跨領域就業        □(4)創業             □(5)其他(請註明):                       

2、您上述選擇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可以複選）：  

 □(1)志趣因素         □(2)升學進修       □(3)自己職涯另有規劃  

 □(4)雇主因素          □(5)產業特性的因素 □(6)學校因素  

 □(7)家庭因素         □(8)其他（請註明）：                                           

 

十、請根據您目前的狀況在適當的選項內打ν 

1、您是否會建議別人參加本計畫？  □(1)會 □(2)不會 □(3)不一定 

2、您上述建議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可以複選） 

□(1)參加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  □(2)參加本計畫的效益不符合期望  □(3)學業工作可以兼顧     

□(4)學業工作無法兼顧     □(5)要考量志趣因素  □(6)要考量交通因素     

□(7)其他（請註明）：                                                                

 

十一、您覺得本計畫未來可以改進的項目有哪些（可以複選） 

□(1)事業單位選擇可以增多              □(2)可以增加工作崗位技能訓練 

□(3)宣導可以加強                      □(4)學員名額可以增加  

□(5)可以提供職涯適性諮商              □(6)學校課程可以增加  

□(7)參加本計畫期間的諮詢輔導可以增多 □(8)其他（請註明）：                         

十二、您有沒有其他的文字補充意見?  

                                                                                        

                                                                                        

我們的問卷到此結束，再次感謝您的幫忙！祝您一切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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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企業問卷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委託辦理 

「產學訓合作計畫暨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訓後效益調查」廠商問卷 
調查說明：這份問卷是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委託國立中正大學辦理，

主要希望了解 貴廠商參加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後的評價意見，作為改善政策的參

考。貴廠商（煩請人力資源管理單位主管填答）所勾選的內容純粹是作為整體分

析的研究之用，不會洩漏個別隱私，請您放心填答。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關心您！ 
國立中正大學計畫主持人馬財專博士 & 協同主持人藍科正博士 

聯繫人：黃同學，0922806266，sa10551133@yahoo.com.tw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聯絡人：吳仁傑先生（04-235921815 轉 1828）  敬上 201608 

一、貴廠商參加本計畫的學員之學制類別 

□(1)高職 □(2)二專 □(3)二技 □(4)四技 □(5)不清楚 

二、貴廠商參加本計畫的配合學校 

□(1)勤益科技大學 □(2) 僑光科技大學 □(3)建國科技大學  

□(4)朝陽科技大學 □(5)南開科技大學  □(6)修平科技大學  

□(7)嶺東科技大學 □(8)中州科技大學  □(9)臺中科技大學 

三、貴廠商參加本計畫的專班科系是哪一類或哪幾類?（可以複選） 

□(1)餐飲 □(2)電機 □(3)美容美髮 □(4)其他（請註明）：         

四、貴廠商進用學員的人數 

    貴廠商參加本計畫進用學員的人數是多少人數        人 

五、請根據您目前的狀況在適當的選項內打ν或填寫 

1、貴廠商的規模是： 

□(1)員工未滿 30 人□(2)員工 30-49 人□(3)員工 50-99 人□(4)員工 100 人以

上  

2、貴廠商的行業別是： 

    □(1)傳統製造業 □(2)科技製造業 □(3)服務業 □(4)其他(請註

明)：        

六、貴廠商參加本計畫的動機有哪些原因（可以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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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貴廠商參加本計畫後，對貴廠商有哪些效益（可以複選） 

   □(1)能夠獲得本公司所需人力              □(2)在本計畫期間能有穩定的人力供給  

   □(3)能夠培訓公司所屬產業所需的人力      □(4)人力品質優秀   

   □(5)本計畫結束後能夠立即僱用這些人力    □(6)能夠傳承相關的技能訓練給訓練生  

   □(7)能夠建立內部技能訓練的制度並培育業師   □(8)這些人力的管理成本低於原先的估算  

   □(9)訓練這些人力的成本低於原先的估算       □(10)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的就業競爭力   

   □(11)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的工作薪資水準  □(12)能夠協助到有經濟需求的學生就學    

   □(13)能進用到年輕人                        □(14)能夠提高本公司的營運效益    

   □(15)其他(請註明)：                                        

八、貴廠商參加本計畫後，對社會有哪些幫助（可以複選） 

 □(1)改善社會青年就業率   □(2)學員未來若轉職也較他人容易被錄取□(3)

提高社會青年工作收入 □(4)學員未來若轉職也較他人容易賺取到較高工資   

 □(5)幫助製造業發展□(6)幫助學員家庭的經濟 □(7)其他（請註明）：                                                                  

九、貴廠商對本計畫的整體滿意度為何 

  

非

常

滿

意

1 

滿

意

2 

普

通

3 

不

滿

意

4 

非

常

不

滿

意

5 

1、貴廠商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知識的滿意度為何 □ □ □ □ □ 

2、貴廠商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技能的滿意度為何 □ □ □ □ □ 

3、貴廠商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態度的滿意度為何 □ □ □ □ □ 

4、貴廠商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整體的滿意度為何 □ □ □ □ □ 

  □(1)能夠獲得本公司所需人力                 □(2)在本計畫期間能有穩定的人力供給  

  □(3)能夠培訓公司所屬產業所需的人力         □(4)人力品質優秀   

  □(5)本計畫結束後能夠立即僱用這些人力       □(6)能夠傳承相關的技能訓練給訓練生  

  □(7)能夠建立內部技能訓練的制度並培育業師    □(8)這些人力的管理成本低  

  □(9)訓練這些人力的成本低                   □(10)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的就業競爭力   

  □(11)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的工作薪資水準   □(12)能夠協助到有經濟需求的學生就學   

  □(13)能進用到年輕人                         □(14)能夠提高本公司的營運效益   

  □(15)其他（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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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貴廠商請根據您目前的狀況在適當的選項內打ν 

1、貴廠商參加本計畫結訓後，留用學員的人數是多少人：＿＿＿＿人 

2、貴廠商留用學員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可以複選） 

   □(1)本公司有人力需求      □(2)學員品質佳   □(3)學員薪資合理  

   □(4)學員結訓後有留任意願  □(5)學校配合度高 □(6)其他（請註明）：                     

3、貴廠商不留用學員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可以複選） 

   □(1)本公司沒有人力需求  □(2)學員知識的品質不佳 □(3)學員技能的

品質不佳 □(4)學員態度的品質不佳  □(5)學員整體的品質不佳 □(6)學員

要求的薪資太高 □(7)學員結訓後沒有留任意願□(8)學校配合度低     □(9)

其他（請註明）：                   

十一、、請根據您目前的狀況在適當的選項內打ν 

1、貴廠商參加本計畫結訓後，是否會(或已經)繼續參加本計畫的訓練？   

   □(1)會 □(2)不會 □(3)不一定 

2、貴廠商上述決定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可以複選）：  

  □(1)這些人力數量(過多或過少?)的考量    □(2)這些人力品質(優或劣?)的考量  

  □(3)訓練這些人力的成本考量             □(4)這些人力的薪資是否合理  

  □(5)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因素    □(6)學校因素  

  □(7)本公司因素                         □(8)其他類似計畫的效益(較高或較低?)   

  □(9)參加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         □(10)參加本計畫的效益不符合期望  

  □(11)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的行政配合   

  □(12)這些人力結訓後在本公司就業的意願(願意或不願意?)   

  □(13)這些人力結訓後在本公司所屬產業就業的願意(願意或不願意?)  

  □(14)其他（請註明）：                                                                

 

十二、貴廠商覺得本計畫未來可以改進的項目有哪些（可以複選） 

  □(1)事業單位參加資格可以放寬 □(2)學校單位選擇可以增多  

  □(3)科系選擇可以增多  □(4)學員名額可以增加          

  □(5)宣導可以加強          □(6)可以事前提供職涯適性諮商   

  □(7)到單位實習的篩選可以改善  □(8)學校課程可以增加      

  □(9)參加本計畫期間的諮詢輔導可以增多                       

  □(10)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行政配合的改善   

  □(11)其他（請註明）：                                                   

十三、貴廠商有沒有其他的文字補充意見? 

例如，貴廠商參加本計畫曾遭遇的困難、貴廠商參加本計畫最需協助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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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問卷到此結束，再次感謝您的幫忙！祝您一切順利！ 



225 
 

附錄四 產學訓合作計畫企業問卷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委託辦理 

「產學訓合作計畫暨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訓後效益調查」廠商問卷 

調查說明：這份問卷是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委託國立中正大學辦理，

主要希望了解 貴廠商參加產學訓合作計畫後的評價意見，作為改善政策的參考。

貴廠商（煩請人力資源管理單位主管填答）所勾選的內容純粹是作為整體分析的

研究之用，不會洩漏個別隱私，請您放心填答。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關心您！ 

國立中正大學計畫主持人馬財專博士&協同主持人藍科正博士 

聯繫人：黃同學，0922806266，sa10551133@yahoo.com.tw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聯絡人：吳仁傑先生（04-235921815 轉 1828）敬上 201608 

一、請根據目前的狀況在適當的選項內打ν或填答 

1、貴廠商參加本計畫的專班科系是： 

□(1)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造 □(2)機電控制  

□(3)冷凍空調與能源           □(4)其他：（請註明）＿＿＿＿ 

2、貴廠商哪一年參加本計畫：＿＿＿＿年 

二、貴廠商參加本計畫的合作模式是哪一種（可以複選） 

□(1) 3+4 計畫 

包含高職 3 年及大專校院 4 年，自 95 年起與中部地區學校合作辦理。第一

年在學校上正規教育課程、第二年於本分署參加 1,800小時職業訓練、第三

年在合作廠商實習，並利用夜間或假日完成學校正規教育課程。第四至七年，

以技優入學方式就讀四技院校，日間在合作廠商實習，利用夜間或假日完成

四技學校正規教育課程。 

□(2) 1+3 計畫 

第一年在分署參加 1,800小時職業訓練、第二年於合作廠商實習、第三至四

年正式受僱於合作企業，並利用夜間或假日完成學校正規教育課程。  

□(3)不清楚     

□(4)其他（請註明）：＿＿＿＿ 

三、貴廠商參加本計畫進用學員的人數是多少人：＿＿＿＿人 

四、請根據目前的狀況在適當的選項內打ν或填答 

1、貴廠商的規模是： 

□(1)員工未滿 30 人 □(2)員工 30-49 人 □(3)員工 50-99 人 □(4)員工

100人以上  

2、貴廠商的行業別是： 

□(1)傳統製造業 □(2)科技製造業 □(3)服務業 □(4)其他（請註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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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貴廠商參加本計畫的動機有哪些原因（可以複選） 

□(1)能夠獲得本公司所需人力      □(2)在本計畫期間能有穩定的人力供給 

□(3)能夠培訓公司所屬產業所需的人力    □(4)人力品質優秀   

□(5)本計畫結束後能夠立即僱用這些人力  □(6)能夠傳承相關的技能訓練給

訓練生  

□(7)能夠建立內部技能訓練的制度並培育業師 □(8)這些人力的管理成本低  

□(9)訓練這些人力的成本低   □(10)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的就業競爭力   

□(11)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的工作薪資水準 □(12)能夠協助到有經濟需求

的學生就學   

□(13)能進用到年輕人     □(14)能夠提高本公司的營運效益  

□(15)其他（請註明）：                                                                

六、貴廠商參加本計畫後，對貴廠商有哪些效益（可以複選） 

□(1)能夠獲得本公司所需人力     □(2)在本計畫期間能有穩定的人力供給  

□(3)能夠培訓公司所屬產業所需的人力       □(4)人力品質優秀   

□(5)本計畫結束後能夠立即僱用這些人力     □(6)能夠傳承相關的技能訓

練給訓練生  

□(7)能夠建立內部技能訓練的制度並培育業師 □(8)這些人力的管理成本低

於原先的估算  

□(9)訓練這些人力的成本低於原先的估算     □(10)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

後的就業競爭力  

□(11)能夠協助提升青年畢業後的工作薪資水準 □(12)能夠協助到有經濟需求

的學生就學    

□(13)能進用到年輕人                   □(14)能夠提高本公司的營運效益    

□(15)其他（請註明）：                                                               

 

七、貴廠商參加本計畫後，對社會有哪些幫助（可以複選） 

□(1)改善社會青年就業率                 □(2)提高社會青年工作收入  

□(3)學員未來若轉職也較他人容易被錄取   □(4)幫助製造業發展 

□(5)幫助學員家庭的經濟  

□(6)學員未來若轉職也較他人容易賺取到較高工資 

□(7)其他（請註明）：                                                          

 

八、您對本計畫的整體滿意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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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滿

意

1 

滿

意

2 

普

通

3 

不

滿

意

4 

非

常

不

滿

意

5 

1、貴廠商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知識的滿意度為何 □ □ □ □ □ 

2、貴廠商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技能的滿意度為何 □ □ □ □ □ 

3、貴廠商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態度的滿意度為何 □ □ □ □ □ 

4、貴廠商對於參加本計畫所提供的學員整體的滿意度為何 □ □ □ □ □ 

 

 

九、請根據您目前的狀況在適當的選項內打ν 

1、貴廠商參加本計畫結訓後，留用學員的人數是多少人：＿＿＿＿人 

2、貴廠商留用學員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可以複選）：  

□(1)本公司有人力需求     □(2)學員知識的品質佳     □(3)學員技能的品質佳             

□(4)學員態度的品質佳  □(5)學員整體的品質佳              □(6)學員薪資合理  

□(7)學員結訓後有留任意願          □(8)學校配合度高  □(9)其他(請註明)：                                

3、貴廠商不留用學員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可以複選）：  

   □(1)本公司沒有人力需求    □(2)學員知識的品質不佳  □(3)學員技能的品質不佳  

   □(4)學員態度的品質不佳  □(5)學員整體的品質不佳     □(6)學員要求的薪資太高                           

   □(7)學員結訓後沒有留任意願        □(8)學校配合度低  □(9)其他(請註明）：                                  

十、請根據您目前的狀況在適當的選項內打ν 

1、貴廠商參加本計畫結訓後，是否會(或已經)繼續參加本計畫的訓練？   

□(1)會   □(2)不會   □(3)不一定 

2、貴廠商上述決定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可以複選）： 

□(1)這些人力數量(過多或過少?)的考量□(2)這些人力品質(優或劣?)的考量  

□(3)訓練這些人力的成本考量        □(4)這些人力的薪資是否合理  

□(5)本公司因素                 □(6)其他類似計畫的效益(較高或較低?)   

□(7)參加本計畫的效益符合期望   □(8)參加本計畫的效益不符合期望 

□(9)學校因素                □(10)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因素  

□(11)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的行政配合       

□(12)這些人力結訓後在本公司就業的意願(願意或不願意?)   

□(13)這些人力結訓後在本公司所屬產業就業的願意(願意或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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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其他（請註明）：                                                              

十一、貴廠商覺得本計畫未來可以改進的項目有哪些（可以複選）： 

□(1)事業單位參加資格可以放寬        □(2)學員名額可以增加  

□(3)宣導可以加強                   □(4)到單位實習的篩選可以改善  

□(5)學校課程可以增加                □(6) 訓練中心的設備可以改善   

□(7)訓練中心的教材可以改善          □(8)訓練中心的師資可以改善   

□(9)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行政配合的改善   

□(10)其他（請註明）：                                                               

十二、貴廠商有沒有其他的文字補充意見? 

（例如，貴廠商參加本計畫曾遭遇的困難、貴廠商參加本計畫最需協助的項目） 

                                                                                        

                                                                                        

我們的問卷到此結束，再次感謝您的幫忙！祝您一切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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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焦點座談會大綱 

產學訓合作計畫暨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訓後效益調查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焦點座談會工作規劃書 

 

壹、辦理時間：105年 10月 24日（星期一）下午 13時 30分 

貳、辦理地點：台中市烏日區站區二路 8號(高鐵台中站 1A出口左轉 30公尺處) 

參、主席： 

肆、邀聘對象： 

一、政府機關 1人：梁偉敏 科長 

二、學員 1人：何建標先生 

三、企業界 2人：張宜菁主任、蔡佩君組長及康佳涵課長 

四、學術界 2人：辛炳隆 教授、徐廣正 教授 

五、計畫主持人：馬財專 教授 

六、協同主持人：藍科正 教授 

伍、討論提綱： 

一、 目前「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所存在功能與效益為何？ 

二、 未來「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有何改進之處？ 

三、 長期以來，計畫執行面集訓後所產生的實質效益是否符合計畫目標？ 

四、 針對此計畫後續之運作，在政府、事業單位、及學校及學員各有何建議？ 

 

時間 會議內容 

13：30~13：40 主持人致詞與予會者介紹 

13：40~15：00 議題討論與專家學者建議 

15:00~15：30 主席結論 

15：30 散會 

 

五、 臨時動議 

六、 主席結論 

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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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產學訓合作計畫焦點座談會大綱 

產學訓合作計畫暨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訓後效益調查 

產學訓合作計畫-焦點座談會工作規劃書 

 

壹、辦理時間：105年 10月 25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00分 

貳、辦理地點：全國總工會(台中市中區平等街 1號 3F) 

參、邀聘對象： 

一、政府機關 1人：戴佳坦 科長 

二、學員 1人：鐘奕淳小姐 

三、企業界 2人：張宜菁主任、蔡佩君組長及康佳涵課長 

四、學術界 2人：黃孟儒 教授、陳琇惠 教授 

五、計畫主持人：馬財專 教授 

六、協同主持人：藍科正 教授 

肆、討論提綱： 

一、目前「產學訓合作計畫」所存在功能與效益為何？ 

二、未來「產學訓合作計畫」有何改進之處？ 

三、 計畫執行面集訓後所產生的實質效益是否符合計畫目標 

    四、針對此計畫後續之運作，在政府、事業單位、及學校及學員各有何建議？ 

 

時間 會議內容 

10：00~10：10 主持人致詞與予會者介紹 

10：10~11：30 議題討論與專家學者建議 

11:30~12：00 主席結論 

12：00 散會 

 

一、臨時動議 

二、主席結論 

三、散會 

  



231 
 

附錄七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員訪談大綱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服務企業單位：           

就讀學校：  ____ 年級：________ 

第二部分：結訓留任 

（一）您為何會選擇參與此計畫？之前有參與其他計畫的經驗嗎？ 

（二）您在計畫結束後，仍然會留在原事業單位嗎？您的想法是？ 

（三）請問您訓後留任與不留任在原事業單位的原因為何？ 

第三部分：訓後選擇 

（四）您感覺結訓後與您參與前，在就業技能有哪些提升？ 

（五）您在訓後會選擇跟以往不同就業條件的工作嗎？ 

（六）若您能重新選擇一次，您是否仍會選擇參訓？原因為何？ 

第四部分：計畫效益 

（七）您在訓後對於您在未來的職涯規劃有產生不同的規劃嗎？如果有，是有哪

些轉變？ 

（八）您認為整體的訓練是否有符合您的預期所想學到的東西？ 

您好: 

感謝您百忙之中抽空參加訪談。本研究是執行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的計畫，

計畫名稱為「產學訓合作計畫暨雙軌訓練旗艦計畫訓後效益調查」，本研究欲了

解產學訓合作及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推動後的計畫成效，希望可藉由本研究提供兩

個計畫方案的相關分析，能為未來計畫方案之推動能有更好的發展與方向。 

【您所回答之各項資料僅供學術研究，絕不對外公開個別資料，請您放心回答。】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 

主持人：馬財專博士 

協同主持人：藍科正博士 

聯絡方式：labtma@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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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企業訪談大綱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服務企業單位：           

第二部分：計畫參與 

（一）您為何會選擇參與此計畫？ 

（二）您認為在計畫結束後，學員選擇留在或不留在您單位的主因為何？您的想

法是？ 

（三）請問您認為在訓後，學員不留任在原事業單位的原因為何？ 

第三部分：訓後選擇 

（四）您是否能從計畫訓練過程中，獲得企業真正需要的人力？您感覺結訓後的

學員，在就業技能有哪些提升？ 

（五）訓練計畫對於我們事業單位在營運面的影響有哪些？ 

（六）若您能重新選擇一次，您是否仍會選擇參加此計畫方案？ 

（七）請問您，貴單位持續參與訓練計畫的動機？ 

第四部分：計畫效益 

您好: 

感謝您百忙之中抽空參加訪談。本研究是執行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的計畫，

計畫名稱為「產學訓合作計畫暨雙軌訓練旗艦計畫訓後效益調查」，本研究欲了解

產學訓合作及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推動後的計畫成效，希望可藉由本研究提供兩個

計畫方案的相關分析，能為未來計畫方案之推動能有更好的發展與方向。 

【您所回答之各項資料僅供學術研究，絕不對外公開個別資料，請您放心回答。】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 

主持人：馬財專博士 

協同主持人：藍科正博士 

聯絡方式：labtma@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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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您認為在訓後對於學員未來的職涯規劃有產生影響嗎？如果有，是有哪些

轉變？ 

（七）您認為整體的訓練是否有符合您參與計畫的預期所想到達成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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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校訪談大綱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學校單位：           

第二部分：計畫參與 

（一）貴校為何會選擇參與此計畫？之前有參與其他計畫的經驗嗎？ 

（二）您認為在計畫結束後，學員選擇留在或不留在您單位的主因為何？您的想

法是？ 

（三）請問您認為在訓後，學員不留任在原事業單位的原因為何？ 

第三部分：訓後選擇 

（四）學校是否能從計畫訓練過程中，協助訓練學員成為企業真正需要的人力？

您感覺結訓後的學員，在就業技能有哪些提升？ 

（五）訓練計畫對於我們與學員協助事業單位在營運面的影響有哪些？ 

（六）若您能重新選擇一次，您是否仍會選擇參加此計畫方案？原因是？ 

（七）請問您，貴單位持續參與訓練計畫的動機？ 

第四部分：計畫效益 

您好: 

感謝您百忙之中抽空參加訪談。本研究是執行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的計畫，

計畫名稱為「產學訓合作計畫暨雙軌訓練旗艦計畫訓後效益調查」，本研究欲了解

產學訓合作及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推動後的計畫成效，希望可藉由本研究提供兩個

計畫方案的相關分析，能為未來計畫方案之推動能有更好的發展與方向。 

【您所回答之各項資料僅供學術研究，絕不對外公開個別資料，請您放心回答。】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 

主持人：馬財專博士 

協同主持人：藍科正博士 

聯絡方式：labtma@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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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您認為在訓後對於學員未來的職涯規劃有產生影響嗎？如果有，是有哪些

轉變？ 

（七）您認為整體的訓練是否有符合您參與計畫的預期所想到達成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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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產學訓合作計畫學員訪談大綱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服務企業單位：          就讀學校：  ____   

年級：________ 

第二部分：結訓留任 

（一）您為何會選擇參與此計畫？之前有參與其他計畫的經驗嗎？ 

（二）您在計畫結束後，仍然會留在原事業單位嗎？您的想法是？ 

（三）請問您訓後留任與不留任在原事業單位的原因為何？ 

第三部分：訓後選擇 

（四）您感覺結訓後與您參與前，在就業技能有哪些提升？ 

（五）您在訓後會選擇跟以往不同就業條件的工作嗎？ 

（六）若您能重新選擇一次，您是否仍會選擇參訓？原因為何？ 

第四部分：計畫效益 

（七）您在訓後對於您在未來的職涯規劃有產生不同的規劃嗎？如果有，是有哪

些轉變？ 

（八） 您認為整體的訓練是否有符合您的預期所想學到的東西？

您好: 

感謝您百忙之中抽空參加訪談。本研究是執行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的計畫，

計畫名稱為「產學訓合作計畫暨雙軌訓練旗艦計畫訓後效益調查」，本研究欲了

解產學訓合作及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推動後的計畫成效，希望可藉由本研究提供兩

個計畫方案的相關分析，能為未來計畫方案之推動能有更好的發展與方向。 

【您所回答之各項資料僅供學術研究，絕不對外公開個別資料，請您放心回答。】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 

主持人：馬財專博士 

協同主持人：藍科正博士 

聯絡方式：labtma@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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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產學訓合作計畫企業訪談大綱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企業單位：           

第二部分：計畫參與 

（一）您為何會選擇參與此計畫？ 

（二）您認為在計畫結束後，學員選擇留在或不留在您單位的主因為何？您的想

法是？ 

（三）請問您認為在訓後，學員不留任在原事業單位的原因為何？ 

第三部分：訓後選擇 

（四）您是否能從計畫訓練過程中，獲得企業真正需要的人力？您感覺結訓後的

學員，在就業技能有哪些提升？ 

（五）訓練計畫對於我們事業單位在營運面的影響有哪些？ 

（六）若您能重新選擇一次，您是否仍會選擇參加此計畫方案？原因是？ 

（七）請問您，貴單位持續參與訓練計畫的動機？ 

第四部分：計畫效益 

（六）您認為在訓後對於學員未來的職涯規劃有產生影響嗎？如果有，是有哪些

您好: 

感謝您百忙之中抽空參加訪談。本研究是執行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的計畫，

計畫名稱為「產學訓合作計畫暨雙軌訓練旗艦計畫訓後效益調查」，本研究欲了

解產學訓合作及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推動後的計畫成效，希望可藉由本研究提供兩

個計畫方案的相關分析，能為未來計畫方案之推動能有更好的發展與方向。 

【您所回答之各項資料僅供學術研究，絕不對外公開個別資料，請您放心回答。】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 

主持人：馬財專博士 

聯絡方式：labtma@ccu.edu.tw 

聯絡方式: sz1757616@gmail.com 

聯絡方式: sky7115@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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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 

（七）您認為整體的訓練是否有符合您參與計畫的預期所想到達成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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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產學訓合作計畫學校訪談大綱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參與學校單位：           

第二部分：計畫參與 

（一）貴校為何會選擇參與此計畫？之前有參與其他計畫的經驗嗎？ 

（二）您認為在計畫結束後，學員選擇留在或不留在您單位的主因為何？您的想

法是？ 

（三）請問您認為在訓後，學員不留任在原事業單位的原因為何？ 

第三部分：訓後選擇 

（四）學校是否能從計畫訓練過程中，協助訓練學員成為企業真正需要的人力？

您感覺結訓後的學員，在就業技能有哪些提升？ 

（五）訓練計畫對於我們與學員協助事業單位在營運面的影響有哪些？ 

（六）若您能重新選擇一次，您是否仍會選擇參加此計畫方案？ 

（七）請問您，貴單位持續參與訓練計畫的動機？ 

第四部分：計畫效益 

（六）您認為在訓後對於學員未來的職涯規劃有產生影響嗎？如果有，是有哪些

您好: 

感謝您百忙之中抽空參加訪談。本研究是執行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的計畫，

計畫名稱為「產學訓合作計畫暨雙軌訓練旗艦計畫訓後效益調查」，本研究欲了

解產學訓合作及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推動後的計畫成效，希望可藉由本研究提供兩

個計畫方案的相關分析，能為未來計畫方案之推動能有更好的發展與方向。 

【您所回答之各項資料僅供學術研究，絕不對外公開個別資料，請您放心回答。】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 

主持人：馬財專博士 

聯絡方式：labtma@ccu.edu.tw 

聯絡方式: sz1757616@gmail.com 

聯絡方式: sky7115@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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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 

（七）您認為整體的訓練是否有符合您參與計畫的預期所想到達成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