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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名稱：知識經濟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計畫 

 

貳、實施課程 

一、開課系級：國際企業管理學系二年級 

二、課程名稱：知識經濟 

三、開課教師：楊和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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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前言 

一、計畫緣由 

國內未來 15 年內各大專院校於少子化現象愈趨嚴重壓力

下，學校的經營策略就更顯得重要，鄭崇趁(2005)指出教育政

策旨在針對當時環境的需要推出更合宜的作為，以協助學生順

利成長發展。Kotler(1998)認為組織生存發展的主要關鍵在於

能否滿足顧客的需求，以教育機構而言，就是能否滿足學生對

教育服務之需求。 

再者，2011 年年初『建國百年、全國大專院校長會議』後，

報導所謂「105 年東倒西歪，108 年北上南下，112 年全部歸公」，

意謂市場競爭的退場機制浮現，誰能挺住這一波的「教育海

嘯」，誰就是贏家。回顧過往的教育宗旨「十年樹木，百年樹人」

談到是學校教育學生品格與品德，漸次到實用科學的導入，務

實的企業著重人才的培育是否能應時所需，值得大學教育工作

者省思。 

有鑑於此，面臨如此的險惡環境，各個大專校無不苦思突

圍之策，不僅朝開源節流的企業模式，廣徵財源與拓展生源，

如爭取教育部的卓越計畫經費補助、政府專業的規劃與產學合

作等，以及設法招收境外學生或大陸研習生等；另外，更以服

務導向來穩住校內師生的素質，透過全面品質管理的概念，導

入教學品保，更甚在教育部評鑑過程，包括系所發展、課程規

劃、師資結構與比例、學生輔導、教學設備與圖書、教學品保、

學生成就與產學合作等八大指標的 PDCA 改善措施，以求「學生

學習成就」能符合企業求才的品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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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末的專業人才的養成以「T型」專業人才為重點(既

適才與專才)，隨之競爭劇烈的環境，職場工作者必須具備在第

二專長，「X 型專業人才」應聲而起；而今在網際全球化的迅速

擴延，瞬間萬變的環境，具備「X 型專業人才」─即擁有專長、

廣泛知識、人際網路以及創意統整能力的職場工作者，方能挺

住日新月異的挑戰。 

二、計畫目的 

1. 深化「學生學習成就」為圭臬的教育目的。 

2. 增加「學生職場競爭力」的教學目標。 

3. 利用逆向工程解析職場需求的人力資本，包括專業知識、

專業技能、專業態度與從業特質為教育指標，落實大學教

育銜接實務「最後一哩」的行動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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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一、計畫特色 

本計畫主要特色為整合資源的產學合作，連結學術與實務

的最適模式。產學合作的精神在於藉學術的豐沛研發能量，滿

足或創造企業界的需求，在政府或民間機構的協導機制下，搭

建緊密資源的整合的互動平台，一方面整合專家的新產品創意

或創新的商業經營模式，另一方面落實於企業可行性評估的創

業行動方案。目前大專院校的產學合作運作相當成熟，績效亮

麗值得讚許，包括研發專利案件、大學卓越經費補助、政府科

專計畫、中小企業處 SBIR、知識經濟及國科會小產學合作專案

等居多。然而，輔導民間中小企業的產學合作比例偏低；另外，

商業類的產學合作案諸多由政府大型案件的部分支援計畫，如

行銷研究、市場調查及舉辦活動企劃案，雖無法佔一席之地，

卻極具開發廣大空間。從人力資本的培育角度，大專院校可結

合產業及職訓中心共同規劃相關課程，共同分工以彌補技職教

育的缺口，更進一步強化教師的產學能量。 

本計畫課程安排以業界需求人才進行規劃，注重橋接就業

前的職業教育與訓練。若教師能結合產學合作案，搭配案主的

人力需求，設計符合職能的課程，並為其擇優秀適應之學生；

另外，爭取企業提供短期工讀、企業實習或長期實習的機會，

期間針對輔導業主過程，讓學生有參與運作及臨場情境之磨

練，建立其未來在此產學合作來相關產業的就業機會，達到「產

學─實習─就業」三合一的「務實致用」的教學與實務並進的

服務策略，如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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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教學品保─學生成就與發展」與「產學─實習─就業」整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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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具體內容 

(一) 計畫執行方法： 

現今評鑑八大項目系所發展、課程規劃、師資結構與比例、

學生輔導、教學設備與圖書、教學品保、學生成就及產學合作。

其中以學生成就項目為例，如何環扣企業即用之才，必須進行系

統化的課程需求調查。今以 TTQS 勾勒出貼近企業所需的人才規

範，TTQS 乃依據 ISO10015、歐洲職業訓練政策、英國 IIP 人才投

資方案(Investors in People, IIP)、澳洲的積極性職業訓練政

策，以及我國面對全球化知識經濟社會之挑戰情況，開發一套國

家訓練品質管理系統(Taiwan Train Quali System，簡稱 TTQS)。

勞委會職訓局自2007年起以「訓練品質計分卡」(TTQS Scorecard)

輔導協助企業機構與訓練機構參與評核作業，其基準評量架構乃

由「PDDRO」五個構面，十七個訓練品質計分項目組成(黃詩宜，

2009)。 

所謂「PDDRO」就是 Plan 計畫、Design 設計、Do 執行、Review

查核、Outcome 成果五個構面的簡稱，而每一個階段的輸入都將

為下一個階段提供輸入，為一個循環系統。企業的教育訓練必須

與企業願景、使命、目標結，並且找出職能落差，藉以評估所有

訓練方案過程及訓練績效的產出，如圖 2 所示(林建山，2006)。 

TTQS 的導入國家職業訓練體系的運作行之有年，其不僅參照

歐美職業訓練與學校教育的統整，更在多位學者專家的協倒下，

形塑一套屬於台灣教育訓練之體系，其源頭為戴明循環 PDCA 的哲

學，融合學校的教學體系，打造出「薰學習用」(即薰陶─學習─

練習─運用)的實踐模式，深值大學教育工作者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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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架構： 

本計畫知識經濟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計畫，其架構如圖 3 所示： 

 
圖 2、PDDRO 五大構面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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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知識經濟「產學─實習─就業」三合一運作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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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施成效及影響（量化及質化） 

一、執行成果 
本計畫已完成項目分述如下： 

(一) 產學合作、學生學習、就業輔導(三合一)啟動 

本計畫產學合作、學生學習、就業輔導(三合一)啟動執行

架構如圖 4 所示： 

 

本計畫啟動計畫部分完成項目如表 1所示 

表 1、本計畫完成項目說明 

完成項目 說明 

1.訪談與對焦

需求 

於 101 年 3 月 01 日進行課程對焦需求訪談，訪談對象為大三大四學

生。 

2.產學合作培

育課程準備 

於 101 年 3 月 01 日完成分組，共計 4 組，每組 7 至 8 人，並完成組

長、副組長遴選。名單如下： 

第一組：甘政強(組長)、梁瀚尹(副組長)、盧要羽、穆緒帆、陳思潔、

許慈恩、陳冠宇、梁博維。 

第二組：張容瑄(組長)、金浚(副組長)、林宗杰、齊芷苓、李宜芳、

鄭百恆、陳佳欣、陳潔。 

第三組：葉信廷(組長)、林天鉞(副組長)、潘鈞偉、楊俊閔、徐詠國、

程文彬、李汶雲、羅殷霞。 

政府資源 

實習機構 

就業機構 

網絡連結 

其他管道 

大三與
大四學生 

訪談與
對焦需求 知識經

濟實例
分析 

產學合作
培育課程

準備 

圖 4：本計畫產學合作、學生學習、就業輔導(三合一)啟動執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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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組：林明德(組長)、鄭涵文 (副組長) 、劉名芝、王行遠、林揚

廷、柯欣妤、林煜森、楊詠霖。 

3.知識經濟實

例分析 

本計畫完成實例如下： 

1.台北市地方產業創新

研發推動計畫 

計畫名稱：雲端國際會議管理系統創新服務

計畫  

參與廠商：和協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計畫期間：101.07.01~102.4.30 

2.協助服務業創新研究

發展計畫 

計畫名稱：移動伺服器機櫃創構想研發計畫

參與廠商：儀信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期間：100.07.01~101.04.30 

計畫名稱：一種雙管定量染髮梳創新概念構

想規劃計畫 

參與廠商：采青行銷有限公司 

計畫期間：100.07.01~101.04.30 

3.中小企業即時技術輔

導計畫 

計畫名稱：綠能馬桶創新開發 

參與廠商：互助益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期間：101.05.05~101.08.04 

計畫名稱：不碰桌面筷子創新技術研發計畫

參與廠商：惠喬設計有限公司 

計畫期間：101.07.01~102.04.30 



 

13 
 

4.中小企業知識管理推

動計畫-知識管理專案

輔導(A) 

計畫名稱：保養品產業知識管理輔導專案 

參與廠商：伯慶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期間：100.05.01~100.11.30 

中小企業知識管理推

動計畫-知識管理到場

診斷(B) 

參與廠商：互助益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參與廠商：惠喬設計有限公司 

參與廠商：伯慶股份有限公司 

參與廠商：采青行銷有限公司 

參與廠商：儀信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期間：100.05.01~101.04.30 

5.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研

發關懷計畫 

計畫名稱：因應 ECFA 專利產品商品化開發

計畫 

參與廠商：惠喬設計有限公司 

計畫期間：101.06.01~101.11.30 

計畫名稱：雲端伺服器機櫃開發計畫  

參與廠商：儀信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期間：101.05.01~101.12.30 

6.優化商業網絡輔導計

畫 

計畫名稱：化妝品品牌推廣網絡建構架計畫

參與廠商：伯慶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期間：101.05.01~10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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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資源投入及參與廠商，說明如表 2： 

表 2、本計畫資源投入及參與廠商 

廠商(機構) 說明 

政府資源 計畫名稱 政府機構或計畫執行單位 

1.台北市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

計畫 

台北市政府 

台北市地方型 SBIR 專案辦公室

2.協助服務業創新研究發展計畫 經濟部商業司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力中心 

3.中小企業即時技術輔導計畫 經濟部工業局 

中小企業及時技術輔導計畫辦

公室 

4.中小企業知識管理推動計畫-

知識管理專案輔導、知識管理

到場診斷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資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5.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

畫 

經濟部技術處 

財團法人金屬工業研究發展中

心 

6.優化商業網絡輔導計畫 經濟部商業司 

台北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實習機構 
機構名稱 實習活動 

和協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和宙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惠喬設計有限公司 

產學合作，執行內容如下： 

1.政府計畫撰寫 

2.國科會計畫撰寫 

3.企業實習 

4.各單位研討會參與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中華民國稅務會計教育基金會 

服務學習，執行內容如下： 

1.單位實習 

2.課程參與 

 

 

 

 

接下頁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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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機構 台新商業銀行、聯邦商業銀行、大眾商業銀行、華南銀行、長榮

航空公司、中華航空公司。 

網絡連結 專用 E-mail：conbmc@ms39.hinet.net 

聯絡電話：02-2558-2161 

其他管道 地址：台北市承德路一段 70-1 號 9 樓之 1 

傳真：02-2558-1861 

(二) 課程設計與教授、KSAOs 

1.本計畫課程與教授、KSAOs 架構如圖 5 所示： 

 

 

 

 

 

 

 

 

2.教學品保系統 

  本計畫課程評估可分為選擇評估的課程、準備課程評估

的參考資料、進行課程評估、準備結果的評估報告、準備

改善衡量的行動規劃、持續地改善導入的行動規畫和持續

地改善監控的行動規畫等七項工作，如圖 6所示 

圖 5、本計畫課程與教授 KSAOs 架構 

專業知識
(K) 

專業技能
(S) 

專業態度
(A) 

適性特質
(Os) 

學校教

學品保

系統 

院系所

教學品

保系統 

知識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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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評估的課程 
․列出課程大綱和執行方式 

․經學校院系所核定 

準備課程評估的參考資料 
․教師與學生團隊協助準備 

․經品管圈小組核定 

進行課程評估 
․教師和學生團隊參與 

․經由調查、訪談和討論收集資料 

準備結果的評估報告 
․教師與學生團隊協助準備 

․品管圈小組協助修定 

準備改善衡量的行動規畫 
․教師協助準備 

․經學校院系所核定 

持續地改善導入的行動規畫 
․教師負責執行 

․品管圈小組協助改善 

持續地改善監控的行動計畫 
․教師負責執行 

․報告呈品管圈小組 

圖 6 、 課程評估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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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教學品管圈小組係由四組學生共同組成，經由上述

七項工作，本計畫完成知識經濟教材修訂內容，說明如下： 

(1) 產業政策與產業環境 

(2) 能源與環境管理 

(3) 國家創新系統與知識經濟時代 

(4) 人口結構與就業環境變化 

(5) 學習型組織 

(6) 企業數位學習發展 

(7) 產業群聚與技術人才流動 

(8) 生涯發展能力培養與倫理議題 

(9) 文化創意產業 

(10) 企業變革 

 

3.本計畫教材內容與教學目標說明如表 3 所示： 

表 3、本計畫教材內容與教學目標說明 

教學目標 說明 

專業知識 循序漸進教授產業政策與產業環境、能源與環境管理、國

家創新系統與知識經濟時代、學習型組織、企業數位學習

發展等相關議題。 

專業技能 有效了解或分析知識經濟之人口結構與就業環境變化發

展、產業群聚與技術人才流動、生涯發展能力培養與倫理

議題、文化創意產業、企業變革等議題。 

專業態度 建立知識經濟之基本素養，在創新策略上便需採取有效的

管理方法、培養系統性思考與保持彈性。 

適性特質 具有資訊力、分析力、創造力、邏輯力、嘗新求變、樂觀

性、積極性、計畫力、堅持力、責任感、多元思考、集群

共事等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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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進行課程與過程 

1.本計畫進行課程與過程架構如圖 7所示： 

2.本計畫進行課程與過程架構中學生與雇主角色扮演練

習，其操作方式如下: 

3.本計畫進行課程與內容如下表 4所示： 

表 4、本計畫進行課程與內容 

進行課程 過程內容 

知識經濟 1.課堂講述 

2.企業參訪 

3.企業實習 

4.參與展覽 

5.參與校外研討會、說明會 

6.參與校內專題演講 

申請計畫與成果 1.台北市地方型產一創新研發推動計畫  

2.協助服務業創新研究發展計畫 

3.中小企業即時技術輔導計畫 

4.中小企業知識管理推動計畫 

5.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知識關懷計畫 

6.優化商業網絡輔導計畫 

申請計畫與

成果發表

角色扮演練習 
 
 

學生 雇主

知識經濟

圖 7、本計畫進行課程與過程架構 

學生 雇主 

指導、追蹤改善 

依知識經濟議題中各組擇一主題分組實習 

圖 8、角色扮演練習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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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期中與期末作業評核 

1. 本計畫期中與期末作業評核架構如圖 9 所示 

 

 

 

 

 

 

本計畫期中與期末作業評核均順利達成。其中實例分享及申

請計劃與成果發表請參閱表 1、表 4。 

 

2. 本計畫知識經濟規劃與兩次作業驗收明細如表 5 所示 

表 5、知識經濟規劃計畫與兩次作業驗收表 

組別 期中與期末作業驗收完成名稱 

 

第一組 

1.台北市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 雲端國際會議管理系統創新

服務計畫 

2.協助服務業創新研究發展計畫:移動伺服器機櫃創新構想規劃計畫

3.中小企業知識管理推動計畫-知識管理到場診斷 

 

第二組 

1.協助服務業創新研究發展計畫 :一種雙管定量染髮梳創新概念構

想規劃計畫 

2.中小企業即時技術輔導計畫:綠能馬桶創新開發 

3.中小企業知識管理推動計畫-知識管理專案輔導:保養品產業知識

管理專案輔導 

第三組 1.中小企業即時技術輔導計畫 : 綠能馬桶創新開發 

2.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 : 因應ECFA專利產品商品化開發

計畫  

第四組 1.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 : 雲端伺服器機櫃開發計畫 

2.中小企業即時技術輔導計畫：不碰桌面筷子創新技術研發計畫 

 

知識經濟規劃 兩次作業驗收 實例分享 

申請計劃與成

果發表 

圖 9 、 期中與期末作業評核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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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五)企業實習短、中、長期 

  1.本計畫企業實習短、中、長期實施架構如圖 10 所示 

 

 

 

 

 

 

2.本計畫招募優質學生名單如表 1 所示，實習計畫及實習活

動參見表 2。 

 

(六)就業輔導於相關產業 

  1.本計畫就業輔導於相關產業，其架構如圖 11 所示 

 

 

 

 

 

 

2.本計畫根據實習廠商所提意見及課程教學品保系統意見

彙整提交學校、學務處校友輔導組列管，達成 X 型職場

優勝者培訓計畫。 

 

實習

計畫

廠商提供

實習 
實習活動 

招募優

質學生 

圖 10 、 企業實習短、中、長期實施架構 

實習

廠商

學校校友就業

成就資料庫 
人才培訓

品質掌控

X 型職場優

勝者 

圖 11 、 本計畫就業輔導於相關產業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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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計畫執行成果,如表 6所示。 
 

表 6、本計畫執行成果表 

項目 完成項目 自行評估 

規劃 (1)明確性 

(2)系統性 

(3)連結性 

(4) 能力 

○ 

○ 

△ 

○ 

設計 (5) 訓練產品甄選標準 

(6) 利益關係人參與 

(7) 訓練與目標需求的結合度 

(8) 訓練方案統計設計 

(9) 訓練產品與服務購買程序規格化 

○ 

△ 

△ 

○ 

○ 

執行 (10) 按計畫執行程度 

(11) 紀錄與資訊系統 

○ 

○ 

追蹤改善 (12) 評估報告與定期性的綜合分析 

(13) 監控與處理 

○ 

△ 

 

成果    

(14) 成果評估完整性 

(15) 工作成效 

(16) 組織擴散效果 

(17) 訓練績效 

(18) 其他 

○ 

△ 

△ 

○ 

※ 

註 :  ※待改善    △良    ○優良 

 

二、實施成效 

本計畫實施成效說明如下﹕ 

(一) 量化效益 

1. 本計畫完成三十位同學的知識經濟｢產學－實習－就學

｣三合一整體訓練方案。 

2. 協助企業界培育優秀人才三十位,引進企業實習工讀機

會,進行課程吸收與實際運用之成果驗收。 

3. 配合課程設計,執行與監控及實習計畫,完成 X 型職場

優勝者三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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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質化效益 

1. 知識經濟教學課程內容豐富性與實務性品質提升,增加

學生學習成效。 

2. 提升教學品保系統,打造｢薰學習用｣的教學模式。 

3. 知識經濟創新課程應用,提升學生學習方法多樣化。 

4. 透過知識經濟創新課程培養優秀 X 型職場優勝者。 

三、影響 

｢天下没有任何人能教任何人任何事,除非他(她)自己想學﹗

｣,不管實務界或學術界的各自執著一方專業,少子化現象早已衝

擊到教育產業,加上以學生服務導向的經營方式勢在必行。國內私

立大學應強化市場區隔,找出競爭利基﹔並藉社區､業界合作互動,

籌募資源及支援﹔且透過活動與成果展現,提升學校良好形象。 

因此,身為大學體系的教師,理應敞開心胸放下身段,多參考

實務見習,如教育部每年暑假所辦的加深或加廣企業或機構研習,

到企業界去了解目前所需人才的關鍵要件(即KSAOs),反饋在課程

的設計､創新的教學方法､與時並進的軟體設備及產學資歷兼備

的師資要求,協助學校建立一套能｢即時反映,隨時調整｣產､學､

訓之教學系統,以及｢務實致用｣的優質服務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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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結論 

台灣已逐漸形成活力與創新的國度，具備尖端的研發

能力、優越的產業環境、便捷的運籌功能，吸引全球資金、

企業、人才的匯集。政府因此積極規劃及推動產學合作的

創新網絡，並搭配良好的基礎建設與創新能量，將產、官、

學、研界資源有系統性的整合與聚焦，發揮資源集中的綜

效，讓台灣在國際社會中發光發亮。透過本計畫創新課程，

學生學習空間不是僅侷限於教室聽講課程而已，而是將學

習領域、學習的觸手擴大衍伸到實際產業、政府機關，對

於提升未來新職場工作者進入職場的工作能力與適應力有

一定的加乘效果，並真正達到政府產、官、學、研聚焦整

合的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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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執行計畫活動照片 

 

  

學習者參與知識管理討論 學習者參與知識管理演說 

  

學習者參與青創論壇活動照片 公司參訪為學習者解說公司營運情況 

  
參加活動之學習者發表其感想 產學合作實習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