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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 起 

針對國內及國際社會變遷（如少子女化、高

齡化、全球化、資訊化…）、教育現場及社

會對人才與人力素質之認知（如校園生態之

改變、學用落差之擴大、人力供需之失衡、

國際人才之流動…），提出檢討與因應對策，

並宏觀規劃未來十年我國人才培育的藍圖。 



目 標 

1. 培育具國際競爭力之人才 

（全球化、資訊化、知識經濟時代） 

 

2. 提高青年就業之人均生產力 2倍以上 

（因應少子女化、高齡化社會趨勢） 



組織架構 
人才培育白皮書指導會 

共同召集人：劉兆漢、曾志朗、施振榮 
執行長：彭宗平 

產業界：高希均、殷允芃、鄭崇華、嚴長壽、史欽泰、林百里。 
學術界：楊祖佑、朱經武、郭  位、黃榮村、吳妍華、陳維昭、 
      錢致榕、顏鴻森、陳舜田、張一蕃、陳伯璋、國教院院長 

計畫辦公室 
(中央研究院) 

國民基本教育 
K-12 

分組召集人 
學術界：黃榮村 
產業界：殷允芃 

小組委員8名 

潘慧玲、柯華葳、 
吳財順、周愚文、 
幸曼玲、陳竹亭、 
李珀、謝國清 

大學教育 
分組召集人 

學術界：陳維昭 
產業界：史欽泰 

 

小組委員6名 

卓永財、盧志遠、

蕭慈飛、牟宗燦、

黃碧端、陳忠仁 

 

 

技術職業教育 

分組召集人 

學術界：張一蕃
產業界：鄭崇華 

小組委員6名 

谷家恆、張國保、 

楊瑞明、黃博治、 

陳聰勝、李隆盛 
 

國際化及全球人
才布局 

分組召集人 

學術界：錢致榕
產業界：高希均 

小組委員5名 

馮達旋、李誠、 
唐揆、徐小波、 
翟本喬 
 

指導
委員 

參加
至少
一組 



組成 ┌人才培育白皮書指導會┘ 

 

組成各┌小組委員會┘ 

 

 

 
分組座談會議 分組公聽會 小組委員會議 

進行方式 

  



運作方式 

計畫辦公室 
行政支援各小組召集小組討論會議、
座談會、公聽會 

國家教育研究院 協助蒐集相關資料、行政後勤支援 

各小組委員會 
•主持分組討論、座談會、公聽會 

•白皮書執筆 

總召集人/執行長 

•與教育部聯繫 

•規劃、協調、整合各小組之運作 

•白皮書執筆及彙整 

教育部(綜規司) 

----→  



相關會議規劃 

會議類型 主持人 次數 人員組成 

指導會 

委員會議 

教育部長 

/召集人 
4次 略 

小組委員會 

會議 

各組 

召集人 
6-7次 指導委員、小組委員 

分組座談會 
各組 

召集人 
2-3次 各組邀請專家學者及各界代表 

分組公聽會 
各組 

召集人 
2次 

利害關係人： 

1. 教育界代表 

2. 產業界代表 

3. 家長團體代表 

4. 學生團體代表 

 

5. 民意代表 

6. 政府部會代表 

7. 媒體代表 

8. 其他團體代表 



運作時程（1 of 4） 

組成人才培育指導委員會

1.檢討教育、技術職業教育與國際
輸出與交流及全球人才佈局等人
才培育相關措施。

2.研擬我國人才培育初步方案。

分組座談會議 分組公聽會

九
月
|

十
月

十
月
｜

分組討論

七
月
|

八
月

計畫內涵、運作模式、時程規劃

組成各小組委員

 
組成人才培育白皮書指導會 
 



運作時程（2 of 4） 

1.廣泛蒐集學者專家與社會大眾意見

2.參考各界意見與人才培育指導委員

會議決議調修初步方案

人才培育指導委員會
會議（11月）

十
月
｜
十
一
月

十
一
月
｜
十
二
月

分組座談會議 分組公聽會

分組討論

修正意見



運作時程（3 of 4） 

1.依各界共識調修方案

2.人才培育白皮書調整方案定案

人才培育白皮書初稿

一
月
｜
二
月

三
月
｜
四
月

人才培育指導委員會
會議（3月）

分組討論

人才培育白皮書修正稿

修正意見

北中南專家及焦點團體座談 

人才培育白皮書專案計畫報告書

初稿 

人才培育白皮書專案計畫報告書

修正稿 



運作時程（4 of 4） 

五
月

人才培育白皮書公布

人才培育指導委員會
會議（5月）

人才培育白皮書定稿

修正意見

人才培育白皮書專案計畫報告書

人才培育白皮書定稿 



組別 指導委員 小組委員 各項會議時間 

國民基本 

教育K-12 

黃榮村、殷允芃 

吳清山、林百里 

張一蕃、陳伯璋 

鄭崇華、錢致榕 

嚴長壽 

（9位） 

1.吳財順 

2.李珀 

3.周愚文 

4.幸曼玲 

5.柯華葳 

6.陳竹亭 

7.潘慧玲 

8.謝國清 

    9月13日第1次小組會議 

    9月28日第2次小組會議 

  10月20日第1次座談會 

  11月17日第1次公聽會 

  12月26日第3次小組會議 

102年1月13日第2次座談會 

    1月20日第2次公聽會 

    2月27日第4次小組會議 

    3月8日第5次小組會議 

    3月16日第6次小組會議 

國民基本教育K-12組 



組別 指導委員 小組委員 各項會議時間 

技術職業 

教育 

張一蕃、鄭崇華 

朱經武、陳舜田 

顏鴻森、嚴長壽 

（6位） 

1.谷家恆 

2.張國保 

3.楊瑞明 

4.黃博治 

5.陳聰勝 

6.李隆盛 

    9月1日第1次小組會議 

  10月3日第2次小組會議 

  10月21日第1次座談會 

  11月10日第1次公聽會 

  12月6日第3次小組會議 

  12月15日第4次小組會議 

  12月22日第2次座談會 

102年1月6日第2次公聽會 

    2月20日第5次小組會議 

    3月3日第6次小組會議 

    3月10日第3次座談會 

技術職業教育組 



組別 指導委員 小組委員 各項會議時間 

 大學 

 教育 

陳維昭、史欽泰 

朱經武、吳妍華 

吳清山、林百里 

殷允芃、高希均 

張一蕃、郭位 

陳舜田、黃榮村 

楊祖佑、錢致榕 

（14位） 

1.牟宗燦 

2.卓永財 

3.陳忠仁 

4.黃碧端 

5.盧志遠 

6.蕭慈飛 

10月2日第1次小組會議 

10月16日第2次小組會議 

10月28日第1次座談會 

11月17日第1次公聽會 

大學教育組 

※ 12月4日各分組召集人第2次會議決議：本組與國際化及全球人才布局 

    組合併。 



組別 指導委員 小組委員 各項會議時間 

國際化及全

球人才布局 

錢致榕、高希均 

吳妍華、施振榮 

楊祖佑、郭位

（6位） 

1.李誠 

2.唐揆 

3.徐小波 

4.馮達旋 

5.翟本喬 

10月7日第1次小組會議 

11月4日第2次小組及 

              第1次座談會議 

11月18日第1次公聽會 

國際化及全球人才布局 

※ 12月4日各分組召集人第2次會議決議：本組與大學教育組合併。 



組別 指導委員 小組委員 各項會議時間 

大學教

育暨國

際化及

全球人

才布局 

陳維昭、史欽泰 

高希均、錢致榕、

施振榮、朱經武、

吳妍華、吳清山、

林百里、殷允芃、

張一蕃、郭    位、

陳舜田、黃榮村、

楊祖佑 

（14位） 

1.牟宗燦 

2.李誠 

3.卓永財 

4.唐 揆 

5.徐小波 

6.陳忠仁 

7.馮達旋 

8.黃碧端 

9.翟本喬 

10.盧志遠 

11.蕭慈飛 

    12月29日第3次小組會議 

102年1月12日第4次小組會議 

      1月27日第2次公聽會 

      2月19日第5次小組會議 

      3月5日第6次小組會議 

      3月17日第7次小組會議 

大學教育暨國際化及全球人才布局組 



會議統計 

1. 小組會議 : 21次 

2. 座談會 : 7次 

3. 公聽會 : 7次 (526人次) 

4. 分組召集人會議 : 4次 

5. 指導委員會議 : 4次 

6. 焦點團體座談 : 3次 



委員看人才培育議題…… 

1. 對議題有熱情與使命感，但亦有質疑(老生常談?) 

2. 教育的改進，不缺看法與做法，但缺決心與執行力 

3. 社會認知 : 高不成低不就的人變多了 

4. 畢業生沒有競爭力是教育資源的浪費(人力、物力、時

間…) 

5. 抓重點，紮紮實實做出幾件有效果的案例 

6. 建立持續改善的機制 

7. …….. 



規劃重點原則 

1. 聚焦重要議題，列出優先次序 

2. 找出問題關鍵，尋求解決之道 

3. 擬定推動策略及行動方案 

4. 建立規劃、執行、查核、改善（PDCA）

迴圈 



內容 

1. 前言 

2. 背景 

3. 理念與願景 

4. 國民基本教育 

5. 技術職業教育 

6. 大學教育暨國際化及全球人才布局 

7. 結語與展望 



前言 

1. 主題 : 「轉型與突破」 

「轉型」:  明確提出究竟「要轉到那裡去」的方向，以及與

目前方向的重大差異之處。 

「突破」:  思維上要有所突破；在相關的機制與作法上都要      

能配合做出突破，跳脫現有的框框與限制。 

更重要的是教育部各級主管及學校校長都要有擔當，居上

位者要扛起成敗責任，如此才能有所突破。 

2.   目標 :「培育多元優質人才，共創繁榮幸福社會」 



前言 

人才需求層次 :  

1. 足夠的基層工作人員 

2. 各行各業的中堅分子 

3. 金字塔頂端的人才 

4. 中小學的優秀師資 



背景 

1. 大學供過於求 

2. 人力供需失衡 

3. 少子女化及高齡化的社會 

4. 國際競爭與兩岸互動 

5. 十二年國教即將推行 

6. 大學學雜費之合理化 

7. 數位學習與終身學習 

8. 面對真相解決問題 



大學校院概況 

台灣99學年度大學校院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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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趨勢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 



世界是平的 

26 



金融風暴 

歐債危機 

大陸崛起 

日本核災 

27 

地球暖化 

能源危機 

人口老化 

糧食供需 

…… 



Bologna Declaration（1999） 

To introduce a system of comprehensible and 

comparable degrees 

To introduce a two-cycle system of university 

qualifications (undergraduate/graduate) 

To introduce a credit transfer system (ECTS) 

To promote mobility of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by 

reducing obstacles to mobility 

To promote European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quality 

assurance 

To promote the European dimension in university 

training in all EU countries 

28 



“100,000 Strong Initiative” 

29 











理念 

1. 人才培育須能因應未來世界發展的趨勢 

2. 人才培育必須與人力資源規劃扣合 

3. 學力應重於學歷 

4. 人才培育應注重「適才」、「適性」與「適用」 

5. 人才培育應重視教育之連貫性與完整性 

6. 人才培育必須與國際接軌並採用國際標準 

7. 技職教育必須能培育各級人力並注重務實致用 

8. 尊重大學自主與市場機制 

9. 教育資源應能符合社會公平正義原則 

10. 企業應共同參與教育及人才培育 



願景- 培育多元優質人才  共創幸福繁榮社會 

1. 各級學校有更多優秀的教師認真教育學生 

2. 必須解決學用落差的問題 

3. 培育的人才必須具備國際競爭力 

4. 未來的學生必須比現在的學生具備 2倍以上的

生產力 



國民基本教育 - 重要議題  

1. 如何保證培養與聘用優秀的師資。 

2. 如何有效推動即將實施的十二年國教，

並提出及時的改進措施。 

3. 如何提升校園領導力與行政效能，並提

振教育精神。 



國民基本教育 - 推動策略 (1/3)  

1.   儘速統整訂定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以協助確

定高中職在新制國教下之定位，並釐清後期中等

教育下連九年國教上接高等教育或就業市場之角

色。 

      教師甄選方式，應做大幅改進。 

      教師評鑑與分類進階制度之建置與實 施。 



國民基本教育 - 推動策略 (2/3)  

2.   優先爭取十二年國教經費，儘速修訂「教

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增加0.5%教育經費，

或另籌措具有長期性質且與上述額度相當之

教育經費。 

      此部分如未能達成，則建議儘速研訂高中

職免學費門檻與補助弱勢之財源籌措方式。 

 



國民基本教育 - 推動策略 (3/3) 

3.  新制K-12的改革措施，需先設定學力判準，

當為日後評量之依據。 

     較佳之評量工具仍以具國際比較功能的    

TIMSS為主，PISA為輔。 



國民基本教育 - 行動方案 (1/3) 

1. 改善師資培育與進用之主張 

(1) 啟動教師評鑑及明訂教師分類進階制度 

(2) 資格檢定與教師甄試的筆試與方式應儘速另行研議 

(3) 師範體系大學應承擔十二年國教師資，特別是國小師資

培育之主要責任，並負責公費生培育 

(4) 有效降低代理（課）教師人數及授課比率 

(5) 專任教師應依專長授課 

(6) 增加培育老師之資源 



國民基本教育 - 行動方案 (2/3)  

2. 十二年國教現況規劃與實施下之改善 

(1) 促成十二年國教高中職轉軌與就業能力之提升 

(2) 優先爭取十二年國教經費與研訂補助弱勢之財源籌措方式， 

或儘速研訂高中職免學費門檻或替代方案，以充裕應增加

且已承諾之教育資源投入 

(3) 研訂偏鄉小校之整併以有效利用教育資源 

(4) 研議在短期內足以促成高中職儘快全面優質化之有效措施 

(5) 改革升學考試及招生制度 



國民基本教育 - 行動方案 (3/3)  

3. 改善校園領導效能並建置教育教

學與溝通平台以提振教育精神 

(1) 學校行政效能與校長領導力 

(2) 有效設置教育與教學互動平台 

(3) 建立家長觀念溝通平台 



技術職業教育 

應宏觀定義技職教育為所有教育機構所提供面向就

業與職場連結之教育（包括訓練）課程與活動。 

成功的技職教育，並非只是技專校院及高職學校蓬

勃發展之表象，而是要讓每一個學習者都能在教育

體系中習得個人生（職）涯發展所需的能力條件，

同時也讓產業或職場能從教育體系中獲得滿意的人

力資源供應。 



技術職業教育 - 重要議題  

1. 十二年國民教育後「高職」之定位及高級中

等教育之分流 

2. 中級(專科程度)技術人才之培育 

3. 科技大學之定位與技職教育的典範 

4. 技職教育特色之強化與吸引力之提升：教、

訓、證、用結合 



技術職業教育 - 推動策略  

1. 落實國家發展整體人力資源規劃，

掌握職場人力供需資訊 

2. 整合教、訓、考（證）、用，強化

技職教育特色 

3. 活化技職教育學程 

4. 提升技職教育品質 

5. 充裕技職教育資源 



技術職業教育 - 行動方案 (1/3)  

1. 統整技職教育政策 

(1) 制定整合技職教育與職業訓練的基本法規。 

(2) 綜規司主導各級各類學校教育的宏觀規劃，主管學

校行政各業務單位落實對個別學校的總量管制。 

(3) 建置產官學合作平台，面對就業市場規劃技職教育。 

(4) 由產官學合作平台共同建立能資架構，以期落實教、

訓、證、用結合。 

 



技術職業教育 - 行動方案 (2/3)  

2. 加值技職教育體系 

(1) 在教育體系內肯定技職教育各學程所獲得學位以外技

術能資足以代表學力之地位。  

(2) 規劃高級中等學校（高職）融入職業訓練的就業導向

課程。  

(3) 解除消極限制，提供積極獎勵，鼓勵科技大學辦理針

對職場與產業需求之學分或學位學程專班。  

(4) 擴大辦理高職-二專雙聯或五專學制。  

(5) 設立「產業先進技術訓練中心」。  

 



技術職業教育 - 行動方案 (3/3)  

3. 確保技職教育品質 

(1) 強化各類課程發展中心功能， 產、學、訓共同規劃發展

技職教育課程。 

(2) 訂定辦法，提供具體誘因，鼓勵業界捐贈學校教學設備、

支援教學訓練師資、提供學生實習機會。 

(3) 要求學校建立有效的教學品保機制；規劃辦理結合技能檢

定與證照考試功能的技職檢定或會考。 

(4) 定期評鑑各學校辦理技職教育之績效，以學生技能習得、

證照獲取（或會考及格率），以及畢業後就業表現為最重

要的指標。  

 



大學教育暨國際化及全球人才布局 

大學教育的目的與努力方向 

 

培育滿足社會未來需求的人才 

強化人才的國際競爭力 

建立社會持續發展的基礎 

基石：高品質的教學與學習 

 



大學教育暨國際化及全球人才布局 

各級大學人才培育任務應有分工 

 

頂尖大學，負有特殊攻堅的任務。他們的師資及培
養的各級學生，必須有國際競爭力，不但能走得出
去，還要有能力吸引國際一流人才來進修。 

教卓大學，一定要掌握專業知識，進入職場後能迅
速融入工作；並且了解世界趨勢，能夠適應未來產
業的變化。 

一般大學，應與業界密切合作，直接培育能夠滿足
產業需要的人才。 



大學教育/國際化 - 重要議題  

1. 資源投入 

2. 制度鬆綁 

3. 品質保證 

4. 國際化及全球人才布局 



大學教育/國際化 - 推動策略 (1/4)  

1. 提升大學及學生競爭力 

(1) 應建立每一門課教學與學習品質考核及保證機制。 

(2) 設立適當入學及畢業門檻。 

(3) 落實學習成效考核，以強化學生基本能力，發展

國際競爭力。 

(4) 提升教師實務教學及學生實務應用能力 

(5) 鬆綁制度，搭配內控及課責機制，建構大學育才

有利環境。 



大學教育/國際化 - 推動策略 (2/4) 

2.  調整高教規模與招生規劃 

(1) 規劃高等教育的合理發展規模 

(2) 落實大學規模調整與轉型退場之機制與運作 

(3) 調整大學部及研究所招生之規模及方式 

 



大學教育/國際化 - 推動策略 (3/4)  

3. 建立學費自由化及配套 

(1) 建立合理的學雜費調整機制 

(2) 確保弱勢學生受教機會 

 

4. 建構攬才與留才有利環境 

(1) 強化海外招攬活動，吸引國際優秀學人來臺服務 

(2) 檢討制定海外人才留臺策略，檢討修改相關法規 

 

 

 



大學教育/國際化 - 推動策略 (4/4) 

5.  以特別法配套解決人才培育法規問題 

 

訂立「人才培育發展條例」，為特殊與優秀人才之進用，

排除相關法規之限制，提供優惠措施，可設置統一窗口

以簡化與有效進用特殊與優秀人才。 

 



大學教育/國際化 - 行動方案 (1/4) 

1. 大學治理機制改革與制度鬆綁 

(1)推動公立大學人事與財務自主 

(2)授予辦學績優之私立大學較大的自主 

(3)建立學雜費常態調整機制 

(4)調整私立大學鬆綁學雜費後之獎助策略 



大學教育/國際化 - 行動方案 (2/4)  

2. 強化教學質量，建立教學品控機制，提升學

生競爭力 

(1) 推動教學品控機制作為考核教學績效之基礎 

(2) 獎勵校院系所發展特色方向，培養各級各類多元的

優質人才 

(3) 推動碩博士學位分流，提升學生專業實務能力 

(4) 鼓勵專業學院學制實驗，培養多元具國際競爭力專

業人才 

(5) 進行教師升等與評鑑變革，引導教師多元發展 

(6) 改進大學部及研究所招生制度，重視學習歷程表現 

 

 



大學教育/國際化 - 行動方案 (3/4)  

3. 高教發展規模合理化 

(1) 規劃高教發展適度規模 

(2) 推動校院整併退場或轉型機制 

 

4. 國際化育才攬才與留才 

(1) 推動招攬海外人才與留才具體方案 

(2) 改進公費留學制度 

(3) 改革彈性薪資制度 



大學教育/國際化 - 行動方案 (4/4)  

5.  研訂「促進人才培育與發展條例」 

檢討各方面累積之大學治理及育才攬才

與留才問題，訂定特別法解決。 



結語與展望 

1. 主管人員必須具有新的思維，建立創新的機制，展開

新的行動。所需要的資源必須到位，甚至包括經費的

重置，並擬定配套措施，以政策帶動引導教育制度的

轉型與突破。 

2. 人才的培育只是人力資源的一環，必須同時對就業體

系、人才延攬、人口政策、移民政策及兩岸人力運用

等進行總體檢。人才培育與運用須與政策目標連結，

因此，教育部、國科會、經濟部及其他相關單位的橫

向連繫與整合必須加強。 

 



結語與展望 

3. 為善用未來逐漸減少的人力資源，復鑒於大學供過於求

及人力供需失衡的嚴重現象，政府宜參考其他先進國家，

對各層次的就業人力，包括中堅分子與基層工作人員，

設定適當之分布比例，並訂立目標，對各類別的學校之

規模與招生數，作全盤之規劃與調整，逐步改善。 

4. 報告書所提出的策略與方案，貴在執行與管考。教育部

應依業務職掌與行政程序，針對各項策略與行動方案，

訂立具體目標，設定期程，配置經費，落實執行，並建

立查核與管考的機制，定期檢討，持續追蹤改善。 

 



結語與展望 

5. 應建立與社會大眾溝通的平臺，針對重大議題，持續溝

通。教育政策影響層面甚廣，人才培育攸關國家的發展，

為建立共識，除了資訊要透明之外，與民意代表及媒體

的交流，各級學校與相關團體的協調與合作，都是必要

的過程。 

6. 教育是百年大計，攸關全體國民的福祉，是跨黨派的國

家大事，政策必須有其連續性與穩定性。因此，宜建立

長期的智庫或以任期制的方式聘請專家組成諮詢團隊，

對政府提供經常性且長期性的建議，定期評核與督導，

並能隨時協助解決執行過程中發生的問題，以落實各項

改革方案。 



目 標 

1. 培育具國際競爭力之人才 

（全球化、資訊化、知識經濟時代） 

 

2. 提高青年就業之人均生產力 2倍以上 

（因應少子女化、高齡化社會趨勢） 



Be Happy!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