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江時報 第 768 期

強化產學能量 從基礎做起  
社論專載

 

針對全球化競爭與知識經濟模式的挑戰，如何充分運用國家知識做為經濟發展的

基礎，以促進產業創新與經濟競爭力，已成為政府要務之一，而大學做為國家社會的

知識源地，產學合作無疑是整體經濟與社會創新研發之最主要的途徑。就學校立場而

言，產學合作以智慧財產權為核心運作，其目的不單是提高學校收益，更應透過智慧

財產權的營運，將大學研發能力與重要產業趨勢結合，建立將研發合作成果回饋至大

學整體教學與研究的機制。而大學除了貢獻智慧與研發能量，其作育之人才多數進入

產業界服務，學校課程機制與業界結合，提供產業升級需要之創新型、國際化人才

，亦為產學合作的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產業發展現今仍面臨許多問題有待解決：目前大學產學合作模式以

企業合作研發、接受委託研究案方式為主，顯示其為業界「研發代工」的性質，而非

「直接利用學校研發成果」；其進行與媒合通常以與個別教授合作而非透過學校機制

與研發團隊，此顯示學校研究之市場取向不足，其技術未能直接運用於生產；智財管

理能力仍顯薄弱，技術移轉或市場化之專利行銷能力尚未成熟。

 

　相對於國外優秀學校之做法，目前我國大學產學合作之作為，尚欠缺企業導向之精

神，而主要問題即智慧財產管理機制不足，造成整體大學衍生企業（SPIN-OFF）之環

境，包括：大學技術移轉辦公室、育成中心之運作、大學相關人事制度、利益迴避與

產學合作衝突管理、大學行政管理體系、大學資金運用、創業管理教育與創業網路等

未能有效整合，距國外大學產學合作環境尚有相當距離，其成效亦有相當差距。同時

，大學產學合作之基礎在於教師研發能力之貢獻與投入意願，教師升等辦法雖已放寬

評量之限制，但並未形成普遍之共識，學術性論文發表仍是年輕教師工作核心，教師

對產學合作參與並無太多實質誘因。

 

　產學合作對學校之效應，一方面對社會經濟貢獻知識，另一方面亦應將社會業界需

求引入學生課程學習。雖然學校聘有相關實務人才進行授課、講座與學程，但有關整

體課程設計與產學合作結合之機制仍未落實，各校對產業趨勢之掌握亦有不足。此學

界與業界聯繫的落差，恐為大學生失業率偏高的主因。

 

　在本校欲積極加強教師產學合作，增進學生就業實習之際，建議本校應可朝以下較

積極進取的作法重新檢討與努力： 1. 真正落實重點研究經費之投入，補助具創新產

業價值之研究與開發。2. 強化學校智財專業管理單位能力，以培養專業經理人才為

核心，使其對內有智財管理能力，對外為企業協商與技術協商之窗口。3. 學校設置



創投基金，校內師生研發成果，經校內專業單位評估有商業市場價值之技術，則由學

校基金支助（資金入股），將核心技術轉換為高度商業價值之市場產品，並與該創業

團隊約定回饋機制。4. 修正教師評量方式與升等評比，加重教師參與產學合作評分

比重。5. 依產業實際人才需求導向，結合產學成果及重點研究領域，提出具體學程

規劃（含實習安排）及系所課程配套。 7. 明訂學生校外實習準則，包含實習工作之

學分、分派、訓練、指導及成績考核等事宜，以落實強化學生實習實務知識。

 

　無論是學校經營者或各院、系、所、相關單位主管，甚至是關心校務之校友，莫不

思索如何強化產學能量。然而產學合作面向十分多元化，各院、系、所之間研究資源

與取向亦有差別，單一面向的產學政策，不足解決目前本校所面臨的產學困境，而應

由制度、人才及資金等基礎做起，建立更友善的產學環境並提供學生更務實的課程

，以期培育其就業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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