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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 

本研究運用 Q 分類同意量表，搭

配深入訪談，以分層抽樣方式蒐集了

40 位教授與 103 位學生（大四生）的
資料，探討大學不同類別科系對人力

資源培育的現象。研究結果發現行政

管理人才方面，教授與企業看法大致

上相似，技術專業部分，教授與企業

的看法相異程度較高。至於學生的認

知方面，各學院學生的看法與企業界

需求差異較大。管理與社科院的師生

對於育才的看法差異度小於電資與工

學院的師生。 

關鍵詞：高等教育、人力資源、能力

養成 

Abstract 

Using stratified sampling to collect 
a data set of 40 professors and 103 
senior students, this research employs 
in-depth interview and Q-sort 
methodology to analyze teachers’ 
conceptions of developing students’ 
competency and whether students 
perceive the institutions’ intentions and 
they do earn those abilit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differentiation of opinions 
between professors and businesses for 
competency of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people is less than that for 
technical professional people.  In 

addition,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 of 
competency demand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and businesses is huge.  
Furthermor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opinions between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for competency of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people 
is less than that for technical 
professional people.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of 
Competency 

二、緣由與目的 

隨著產業結構的轉變與社會環

境的變遷，國內勞動市場出現前所未

有的變化，對於人力資源的需求，亦

由過去主要對於基層勞動力的需求，

轉變為對於較高級專業人力的需求，

在此一情勢下，人力資源開發與規劃

策略勢必因應時勢作適度調整與修

正。對於高級人力資源的培育與素質

的提升，就長期與資源運用效能而

言，高等教育體系扮演絕對重要角色。 
高等教育與勞力市場之間的連

結性，是當前許多社會學與教育學者

相當重視的議題。在台灣教改運動風

潮中，放鬆對高等教育控制的同時，

高等教育對人力資源培育的理念實有

必要重新加以思考。高等教育所希望

養成的高級人力資源究竟為何？在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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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教育目標的時候，是否契合經濟、

社會的脈動，因應市場需求，培訓企

業所需人才企業？到底我國的高等教

育是否是一項有效率，足以令學生「學

以致用」的人力投資？此為本研究關

心的主題。 
本研究針對高等教育人力資源

培育的目標進行探討，由不同教師觀

點探討其對於培育學生的一些看法，

從他們對於學生能力、性格的培養分

析出高等教育機構對人力資源培育的

目標。再者，本研究進一步探討這些

教育的理念是否真的在大學四年教育

中有所落實，亦即學生是否感受到老

師的教學目標，且在受教育後是否真

正培養了這些相關的能力。研究結果

一方面可以就高等教育的理念與當前

企業需求、社會脈動加以探討，一方

面也可以就大學教育的目標與實際成

果做一比較，並試著分析其中可能造

成落差的一些原因。 

 三、結果與討論 

本計畫研究結果分為三部分說

明，一為高等教育育才現象分析；二

為實證結果討論；最後第三部分為重

要結果與管理意涵 

（一）高等教育育才現象分析 

本研究參考根據過去文獻（Knight, 
1999; Goldstein et al., 1995; Gartman, 
1991; Coleman, 1988; 黃同圳，1995；
蔡瑞明、林大森，2002），從人力資

本、文憑主義、文化資本、社會資本

及個人特質態度五個角度設計 Q 分類

同意量表（共 41個題項），並搭配深
入訪談，以瞭解高等教育培育人才的

現象。本研究針對教授與學生兩群樣

本，各提問了兩個問題1，並以學校地

                                                           
1教授版問題：(1)您認為企業選才（大學畢業
生）時最重視哪些才能？(2)您認為大學教育
最能培養大學生哪些才能？ 
學生版問題：(1)您認為企業選才（大學畢業
生）時最重視哪些才能？(2)您認為您在大學
受教最能學得哪些才能？ 

點（北、中、南）及學院（工學院、

電資學院、管理學院、社會科學院）

進行分層抽樣，共蒐集了 40個教授與
103位學生（大四生）Q-sorting問卷資
料。 

本研究 40位教授樣本認為企業選
才時，最重視「工作熱忱」，接下來

依次為「外語能力」、「團隊合作」、

「積極進取」、「忠誠度」；最不重

視的問項分別為「音樂、藝文、宗教

活動」、「顯赫的家世背景」、「品

味與鑑賞力」、「共同嗜好」、「同

鄉或地緣關係」。另以行政管理（管

理與社科院）與技術專業（電資與工

學院）人才培養分類，與企業選才重

視才能的回應進行分析，結果發現行

政管理人才方面，教授與企業看法大

致上相似，皆重視「工作熱忱」、「團

隊合作」、「溝通、表達能力」；最

不重視「顯赫的家世背景」、「共同

嗜好」以及「音樂、藝文、宗教活動」

等內部文化資本的因素。 
至於技術專業部分，教授與企業

的看法相異，僅有「工作熱忱」與「問

題診斷與分析能力」的看法是一樣

的，教授所重視的其他問項則是較偏

向於「文憑主義」與「國際觀」的構

面，而企業則是較為偏向「概念性能

力」以及「人格特質」的構面；另在

教授的看法中，最不重視的問項較偏

向「內在文化資本」的構面，而企業

較不重視問項則是屬於「關係」、「介

紹」以及「內在文化資本」的構面。 
本研究 103 位學生樣本認為企業

最重視「溝通、表達能力」、「問題

診斷與分析能力」、「外語能力」、

「領導與組織能力」、「畢業學校的

聲望」；最不重視顯赫的家世背景」、

「音樂、藝文、宗教活動」、「同鄉

或地緣關係」、「相似的成長環境或

背景」、「品味與鑑賞力」。再與企

業看法比較後，發現企業在行政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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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才方面所重視的問項均屬「人格特

質」構面，學生所認知重視的問項則

是包括「人格特質」、「國際觀」以

及「概念性能力」面；在技術專業選

才方面，可以發現雙方僅在「問題診

斷與分析能力」此一問項的看法一

致，學生認為企業重視「國際觀」及

「文憑主義」構面，而企業則並未列

入最重要考慮的因素。 

（二）實證結果討論 

本研究將問卷 41個才能問項，以
因素分析法共萃取了九個因素：文憑

主義、外顯文化資本、內在文化資本、

推薦與介紹之社會資本、合作與關係

之社會資本、概念性能力、技術性能

力、國際觀、人格特質。針對這九個

育才重視因素，分別就各學院、人才

類別等進行因素分析。驗證結果如下： 
教授部分： 

1. 不同學院的教授僅對於「合作
與關係」此一因素的認知有顯著差

異，而其中又以社科院的教授認為此

一構面十分的重要，可能是因為在社

會工作的領域中，與公司的合作經驗

是很重要的考量因素，而電資學院的

教授對於此一構面的看法也是高於管

理學院與工學院的，可能是因為有些

學校其電資學院會與實務界的廠商共

同研發合作技術，因此，對於此一構

面的看法也較為注重。 
2. 不同領域的教授對於「技術性

能力」的看法有顯著的差異，技術專

業領域的老師對此因素的重視程度高

於行政管理領域的教授，而高科技公

司其所需的人才較多是屬於需具備專

業知識的職位，因此當社會新鮮人沒

有什麼實務經驗的時候，企業就會依

據其在學校的相關學科的成績與表現

來當作其選才的根據。 
3. 教授所屬學院的成立時間，對

於教授在「人格特質」此一構面上的

看法有差異，尤其是成立時間在 15-20
年及 3 年以下的學院，教授對此構面

十分重視，可能的原因在於成立時間

在 15-20 年的學院，其教授認為由於學

院成立的時間已久，有相當的師資與

經驗培養學生個人特質。 
4. 教授所屬學院專業老師的多

寡，對於企業求才的看法並沒有顯著

的差異。 
5. 教授所屬學院的學生人數多

寡，對於教授在「內在文化資本」的

看法有顯著差異，其中又以學生人數

在 100 人以下學院的教授，看法差異

最大。可能是因為學生人數的多寡，

對於學生在學校間的感情聯繫有影

響，也因此認為在企業求才的時候，

可能會考量到價值觀相似性或是相似

的成長環境等內在的文化資本因素。 
6. 教授任職時間的長短對於其在

「合作與關係」構面上的看法有顯著

差異，其中以任教時間為 3~5 年的教

授其對於此構面的看法最為重視。 
學生部分： 

1. 在不同學院的學生中，對於「概

念性能力」的看法有顯著差異，尤以

管理學院學生的看法最異於其他學院

的學生。可能是管理學院的學生認為

不同學院所學習的領域不同，所面臨

的產業環境也不大一樣，但目前多數

大家嚮往的企業均屬於高科技的公

司，其所需的人才較偏向有專業背景

與知識的理工、電子電機、資訊學院

的學生，在此前提下，或許較為技術

性的能力相較於領導、組織、分析方

面的能力，是比較受到被重視的。 
2. 不同領域的學生中，其對於「概

念性能力」與「人格特質」這兩個構

面的看法有顯著的差異，在概念性能

力構面，技術專業領域的學生較重視

這一點，可能是因為學生認為光有專

業知識而沒有分析問題的能力是不夠

的；而在「人格特質」構面上，行政

管理領域的學生較重視，可能是因在

於此領域的學生，學校學習的方式偏

重團體合作、人格特質的培養與訓

練，因此，對此構面的看法和技術專

業領域的學生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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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與學生比較： 
 1.行政管理類：老師及學生在「推

薦與介紹」、「概念性能力」這二個

構面上存在認知的顯著差異，其餘因

素的差異不顯著。此外，在α=0.1 之
顯著水準下，若加入「專任教師人數」

此一變數進行雙因子變異數分析，可

發現老師與學生的觀點和專任教師人

數之交叉效果，於技術性能力

（ P-value=0.03 ） 與 文 憑 主 義

（P-value=0.06）此兩構面上有顯著差

異，而其餘構面則無明顯分歧。 
2.技術專業類：師生之間除「文憑

主義」、「內在文化資本」、「合作

與關係」三個構面上老師與學生無顯

著差異外，其餘六個構面中兩方皆存

在明顯差異。此外，在α=0.1 之顯著
水準下，加入「系所成立時間」進行

雙因子變異數分析後得知，老師與學

生在社會資本理論下之推薦與介紹

（ P-value=0.09 ） 、 合 作 與 關 係
（P-value=0.01）兩大構面存在顯著差

異，而人力資本下之國際觀構面

（P-value=0.04）、態度職能下人格特

質構面（P-value=0.02）也有相同結果，
表示研究對象與系所成立時間之交叉

效果於四個構面的觀點形成顯著差

異，倘若加入「專任教師人數」進行

雙因子變異數分析，則老師與學生觀

點及專任教師人數之交叉效果，於人

格 特 質 構 面 上 存 在 顯 著 差 異

（P-value=0.03），而其他構面則無相
同結果。 

（三）重要結果與管理意涵 

現今由於全球競爭的模式改變，

人力資本成為重要的競爭利器，而培

育高等人力基礎的高等教育相關議題

逐漸受經濟社會重視，然而，有關大

學培育人才品質的相關研究，仍多止

於描述性的理解，缺乏嚴謹的實證研

究支持。本研究藉著對教師與學生觀

點的實證探討，我們可以瞭解大學不

同類別科系對人力資源培育的現象。

本研究除了可提供教育、學術界寶貴

的意見外，結合另一研究子計畫對企

業需才研究的比對，更可釐清是否高

等教育對人力培育的認知與經濟社會

現況具有大幅落差。 
本研究結果發現行政管理人才方

面，教授與企業看法大致上相似，技

術專業部分，教授與企業的看法相異

程度較高。至於學生的認知方面，各

學院學生的看法與企業界需求差異較

大。管理與社科院的師生對於育才的

看法差異度小於電資與工學院的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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