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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技职教育“产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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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学合作是高职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台湾地区技职教育产学合作经过６０年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
成就，特别是在“产官学”运作中，台湾政府发挥了“官”的调控作用，企业发挥了“产”的导向作用，学校发挥了“学”的主

体作用，有力推动了台湾技职教育的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和建议：大陆行政部门要发挥主渠道作用，使其成为产

学合作的协调者；发挥高校科研优势，使其成为产学合作的助推者；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使其成为产学合作的引领者；构

建“官产学”三维一体的网络平台，促进产学研更加深层广度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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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合作是指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之间的合作，通常指以企业为技术需求方，与以科研院

所或高等学校为技术供给方之间的合作。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产学合作，如德国的“双元

制”、美国的“合作教育”、英国的“工读交替”、澳大利亚的“ＴＡＦＥ”模式、新加坡“教学工厂”及台湾的
“产学合作”等，都为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１］。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职业院校产学合作问

题，先后出现“工学交替”“订单培养”和“校中厂、厂中校”等模式，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受政策局限、

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规模大小、业界参与热情不高等因素影响，产学合作在不同院校开展的方式、内

容、模式以及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此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产学合作的经验具有一

定现实意义。笔者有幸在台湾大同技术学院进行了为期３个多月的访学，也先后参访了台湾南华大学、
东海大学、健行科技大学、台湾科技大学及２０余家机构或企业，对台湾技职教育的产学合作有了更深入
的了解。台湾地区现行的教育制度分为普通教育和技术职业教育（简称技职教育）两大体系，职业教育

经过６０余年的持续发展，已构建了包含高职（相当于大陆的职高）、专科、技术学院、科技大学、技职硕
士、技职博士等相对完整的职业教育发展体系，为台湾创造“经济奇迹”作出了重大贡献。据瑞士洛桑

管理学院公布的２０１５年全球竞争力评比，“台湾从去年的全球第１３名上升至第１１，在亚洲排名第３”，
特别是台湾在推动产学合作与创新方面为大陆职业教育的发展树立了典范。本文主要介绍台湾产学合

作情况、台湾产（官）学运作模式及大陆在产学合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的策略等，为大陆职业教育

产学合作的发展提供借鉴。

１　台湾产官学运作模式分析
台湾技职院校的产学合作从根本上就是“产官学结合”。“产”指产业界、企业，“官”指政府，“学”

指学术界，包括大学与科研机构等三方通力合作，携手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６２０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 “十二五”规划课题（ＸＪＫ０１４ＣＺＹ０８８）
作者简介：郭定芹（１９６６－），女，河南西峡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外语教学管理、职业教育研究。



第１１期 郭定芹，等：台湾技职教育“产官学”运作模式的研究与借鉴

１．１　台湾政府———“官”的调控作用
１．１．１　完善的政府政策与经费扶持

为推动产学合作，台湾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为鼓励企业界和大学合作，政府加大投入力度，

资助校企双方共同进行研发，特别针对一些资金不太充裕且研发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２００９年为突出
技职院校“务实致用”的办学理念，制定了《第一期技职教育再造方案计划》，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投入２００亿
新台币，旨在加强学术界和企业的合作交流，为广大师生提供实训场所，培育优质技术人才。同时为缩

短学校与产业界需求的差距，２０１１年制定《教育部辅助区域产学合作中心作业要点》，成立了以台湾科
技大学、台北科技大学、云林科技大学、高雄应用科技大学、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屏东科技大学等６个区
域产学合作中心，整合了合作中心学校所在地的教学研发资源［２］。２０１２年实施《第二期技职教育再造
方案计划》，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五年内预计投入新台币２０２亿元，从制度调整、课程活化及促进就业三大
面向来推动技职再造工作，发挥技职教育在人才培育及产业链的重要功能［３］。

１．１．２　健全的产学合作机构
为确保台湾技职院校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强化学校与产业之间的联系，台湾成立一系列产学合作机

构，积极推动产学合作项目的开展。如台湾地区的“教育部”的“区域产学合作中心”、“技术研发中心”

主要负责院校、研究中心的技术研发；“国科会”的技术转让中心负责技术转让；“经济部”创新育成中心

负责中小企业创新培育；“行政院”跨部会小组可以推动产学计划有力推进。

１．２　台湾技职院校———“学”的主体作用
１．２．１　学校重视产学合作，设置了专门的产学合作部门

台湾技职院校非常重视与企业合作，成立产学合作机构协助企业完成产学合作案，从政府获取经

费。台湾９０％以上的技职院校都建立了产学互动网络平台。如东海大学的“研究发展处”下设“产学育
成中心”，台湾科技大学设置了“研究发展处”，台湾云林科技大学负责中部区域产学合作中心，积极整

合该地区１８所区域伙伴学校的系统资源，提供企业具体的资源及咨询服务，达到区域产学整合的效果。
台湾大同技术学院的“研究发展处”设有专门的技术合作组，除负责教育部、科技部奖励补助经费相关

业务外，还要配合台湾区域产学合作中心推动技职院校共同发展计划，推动本校与公办民营机构技术合

作、服务，协助“产官学”界进行各项合作计划等等。

１．２．２　学校出台产学合作办法，积极推动产学合作
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把产学合作成果纳入学校考核中，各高校也积极推进产学合作进程，以提升教师

的科研能力、实务能力。笔者通过在台湾大同技术学院访学调研发现，该校制定了《产学合作实施办

法》《产学合作奖励办法》，对承担产学合作的老师给予奖金、考绩加点、减少工作量等奖励，而对没有承

担产学合作案件的教师在考核中扣分或对校外兼课或升级的限制等。该校的“技术合作组”还定期举

办成果发表会，与学校周边工业园区的服务中心及企业协会建立良好互动，积极参与企业界的联盟组织

与活动，协助企业争取政府计划补助，例如：ＳＢＩＲ（Ｓｍａｌ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小型企业创新）、
ＣＩＴＤ（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协助传统产业技术开发计划）等。此外，学校主动争取工业园
区辅导与认养计划，参与台湾嘉义县市、台南市等地方政府的企业服务团，提高研发能力为地方经济

服务。

１．３　台湾产业界———“产”的导向作用
台湾享有“中小企业王国”的美誉，据台湾“经济部”统计，到２０１３年为止台湾共有１３３万多家中小

企业，占企业总数近９８％，在岛内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但由于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研
发人力相对欠缺，而有９０％以上博士在大专校院或研究单位，企业可根据发展的需要、引导学校的研究
团队对企业进行技术革新。一方面可以加强校企合作，更有效利用学校资源；另一方面可加速研究成果

的商品化和技术移转，提升小型企业的研发能力。与此同时，业界人士还可担任学校的专业教师，为学

生提供实习实训场地等，可以说，是企业的需求推动了产学合作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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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台湾“产官学”运作模式的借鉴
在产学合作中，两岸均把提升产业人才竞争力纳入政府规划中，出台了相关政策加以保障；两地高

职院校产学合作政策体现出了相关部门间的协作，为配合政策实施也陆续建立了相应的产学合作机制，

但大陆政府在产学合作的调控程度、企业及学校的积极性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对策如下：

２．１　发挥政府的主渠道作用，使之成为产学合作的协调者
２．１．１　出台产学合作政策，加大投入力度

大陆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产学合作长效机制，明确产学合作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以法律形式对企业、学校开展的产学合作进行约束，在税收、知识产权等方面提供优惠。教育部关于

“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教职成 ［２０１５］９号文件指出，要“深化校企合作
发展”、“以市场为导向多方共建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这些都为产学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湖南

省政府也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湖南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关于“实施卓越职业院校建设计划”的要求，为我省的职业院校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各级政府产
学合作投入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２．１．２　设置产学合作机构，促进产教融合
为推进产教融合，各级政府要成立区域性产学合作中心，切实发挥区域统筹作用，为区域内职业教

育协调发展和企业的资源共享提供必要的保障条件。产学合作机构要进行广泛调查，寻求产学合作的

对象，有计划有目的地为校企合作牵线搭桥；了解学校的科研能力、学科优势及企业技术更新的要求，为

中小企业校企合作进行指导与服务；对合作项目进行后期跟踪，协助解决产学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制定

本地区产学合作的长期和短期规划，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同时建立合理的评鉴制度，把校企合作纳入

学校和企业评价指标中，保障师生和企业各方的权益，为社会输送高素质人才。主动听取和征求有关行

业的意见和建议，把行业指导作为职业教育督导的重要内容。

２．２　发挥企业的积极性，使企业成为产学合作的引领者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它的发展程度和发展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高校的发展方向和办学

水平。鉴于台湾产学合作的经验，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行政主管部门要制定鼓励企业参与产学合作

的优惠政策，建立激励机制，支持行业企业与高职院校开展产学合作。其次，在产学合作中，不仅让企业

承担社会责任，学校也要考虑企业的合理建议，从人才培养目标、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授课内容、教学评

价等方面尽可能考虑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实现校企双赢。此外，企业要重视长远利益，认识到高校可以

为企业储备优秀人才、培训员工，也可以实现技术革新，最终还是企业收益。最后，要建立健全行业指导

机构和工作机制，引进行业能手，培养企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从某种程度上说，“企业发展对高校人

才培养和办学水平的提高具有引领作用”［４］。

２．３　发挥高校智囊作用，使其成为产学合作的助推者
目前大陆的部分职业院校虽然意识到产学合作的重要性，但由于政府配套的政策不明确，在一些项

目考核中也没有把产学合作纳入到企业的考核中，企业积极性不高，产学合作方式、内容和层次都处于

初级阶段。为此，职业院校一定要积极探索产学合作策略，如图１所示。
一是营造产学合作环境：学院要成立产学研究中心，构建产学交流平台。二是产学中心要有行政作

为：学校要确定产学合作年度目标、制订产学合作管理办法，要对产学合作情况定期进行检查和监督等。

三是纳入绩效考核：把产学合作情况纳入到教师的年度考核和晋级中。四是激励与引导：设立产学研究

专项，给予一定的研究经费，设立“产学成果奖”，促进各专业的产学合作进程。五是整合资源：整合政

府资源，利用企业实验场地和学校师资优势，与伙伴学校结成联盟，针对企业发展中的难点问题，开展科

研攻关。六是为企业培训人才：学校定期邀请合作企业举办产学活动，对企业新员工或技术人员开展专

利技术讲座、组织咨询会议和成果发布会，为企业培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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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职业院校“产学合作”策略图

２．４　构建“政府＋学校＋企业”三维一体的网络平台，拓展产学合作空间
在“互联网＋”时代，建立信息互动平台是促进产学合作的重要手段。台湾教育主管部门设立“产

学合作资讯网”，提供产学合作政策、计划、合作成果，发布产学合作最新消息、产学活动、厂商资讯、产

学合作成功案例等，为产学合作搭建了平台。虽然“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是跨部委、跨区域、跨行

业、跨学科，产学研、商贸用互动合作的资源整合型创新服务平台，但主要针对名校与大型企业产学合

作。部分省市也成立了 “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如广东、江苏、河北、山东等，但也有不少教育主管部门网

站上“产学合作”体现不明显。此外，部分职业院校产学合作网络平台建设也不容乐观，如湖南有６６所
高职院校，笔者对长沙地区３３所高职院校网站进行调研发现，有５５％的高职院校完全没有“产学合作”
专栏，４５％院校虽然设立了产学合作专栏，但内容比较薄弱或完全没有内容。为此，我们认为地方教育
主管部门要切实重视产学合作，尽快建立产学合作网络平台，及时发布产学合作政策、项目计划、实施方

案、产学合作信息，为校企合作服务。同时学校和企业也要构建动态的产学合作网络平台，形成“政府

＋学校＋企业”三维一体的产学研合作平台。
总之，台湾“产官学”运作模式为职业院校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地方行政部门、企业和职业院校要根

据实际情况积极探索，找出适合自己产学合作的新途径。目前湖南省政府正在大力推行卓越职业院校

建设计划，提出“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主线，着力打造“特色专业群、教师队伍、治理能力建设”的奋

斗目标，这为职业院校产学合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相信在卓越院校建设计划的指导下，经过几年的建

设，我省的职业院校一定会加快产教融合的步伐，提升教育品质，推动产业升级，提高职业教育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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