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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壹、區域產業發展重點項目及對應人才培育之規劃 

一、區域產業特色分析。 

(一)概述 

臺東縣土地面積 351.525 公頃，其中高山地區面積約 231,750 公頃

(65.93%)係、山坡地區面積約 97,540 公頃(27.75%)、平原地區面積約 22,235

公頃(6.33%)。含有 16 個鄉鎮市:1 市（臺東市）、2 鎮（成功鎮、關山鎮）、13

鄉（長濱鄉、海端鄉、池上鄉、東河鄉、鹿野鄉、延平鄉、卑南鄉、金峰

鄉、太麻里鄉、大武鄉、達仁鄉、綠島鄉、蘭嶼鄉），總人口數在 112 年 7 月

底為 211,933 人。 

(一)臺東縣整體產業現況 

1.就業概況 

臺東縣 110 年下半年就業者人數約 10 萬 2 千人(表 2- 23)，失業率 

為 3.9％，較臺灣地區平均失業率 4%低；近十年就業人口及失業率大致持 

平，就業人口約介於 10.2~107 萬人，失業率約介於 3.5~4.4%；另，臺東

縣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 108-109 年成長率為全國第一。 

     

表 1 臺東縣近十年(101-110 年) 就業人口及所得概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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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業人口 

109 年本縣就業人口共 10.4 萬人，占全國就業人口數 0.87%，以三

級產業為主，占就業人口 61.60%，一級產業以 20.15%次之，二級產業為

18.24%居末。由歷年平均產業比率計算，一、二、三級產業就業人口比率

呈現穩定狀態，其中二級產業則略為減少。 

3.各級產業概況  

110 年本縣公司登記家數 1,638 家，實收資本額為 171億 5千 3百萬

元；本縣近年積極辦理招商，引進國際品牌及大型連鎖企業，並支持青年

創業與研發創新產業品牌等，近 10 年本縣公司登記家數及實收資本額概

況，大致呈現遞增趨勢。 

 

表 2 臺東縣近十年(101-110年)公司登記家數及實收資本額長條圖 

 

 

 

 

 

 

 

 

 

 

     資料來源:經濟計部統計處，民 111年 

(1)一級產業-農業 

一級產業為本縣之重點發展產業，109 年一級產業總產值約 122.22 

億元，其中以農產為大宗，佔本縣一級產業 81%以上的重要性，林業產

值則為最低。近十年來，本縣一級產業產值於 107 年為最高峰，約為 

133.77 億元；105年則因尼伯特風災受災嚴重為最低點，約為 95.29 億

元；近 4 年 (106-109 年)，農產產值佔比皆超過八成，畜產及漁產佔

比則呈現小幅波動（表 3）；依(表 4)所示，全縣耕地面積約 47,749 公

頃，占土地總面積 13.57%，一般作物(稻米)多集中於花東縱谷，其他地

區則為經濟作物為主(釋迦、金針、洛神花等)。近年，本縣推廣有機農

業發展，截至 112 年 2月，友善栽培種植面積約 1141.4公頃，為全國

第一，有機栽培種植面積約為 1242.3公頃，為全國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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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臺東縣近十年（100-109 年）一級產業產值概況表 

 

 

 

 

 

 

 

 

表 4 臺東縣 110 年各鄉鎮耕地面積概況表 

 

 

 

 

 

 

 

 

 

 

 

 

(2)二級產業-工業 

全縣營運中工廠家數僅約 188 家，其中以食品加工、金屬加工、非

金屬加工為主；依 110 年公司登記統計(表 5)所示，有 579 家，占全縣

家數 35.35%，而實收資本額約 57.53 億元，占全縣實收資本額 34%，

近年也增設 8 家農漁產加工廠及初級加工場。整體而言，本縣二級產業

占比及相關產值仍相較其他縣市低。 

(3)三級產業-服務業 

依 109 年服務業商業登記統計，總家數前三名分別為批發及零售業

(占 31.30%)、營建工程業(占 19.51%)、支援服務業(占 1.19%)；依 110

年公司登記統計(表 5)所示，服務業實收資本額約達近百億元，其中以

不動產業 34.29 億元最多，占近兩成，次多為支援服務業的 27.38 億

元，另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等行業，以實收資本額占比小及公司登

記家數多之小型經營模式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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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臺東縣 110年各級產業公司登記現有家數及實收資本額統計表 

 

另由 100 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結果，工商及服務業場所單位數 1 萬

52家，服務業部門占 8成 8，占東部地區之 36.78％。若就部門別觀察，

工業部門為 1,161 家，營造業 686 家，服務業部門為 8,891 家，批發及

零售業 4,595 家。若以臺東縣的產業生產總額觀之，其全年生產總額為

594億元，其中以工業部門貢獻 222億元，而服務業部門貢獻相對較高，

其生產總額為 372億元，約占全體之 62.62%，臺東縣工商及服務業場所

單位從業員工人數 3萬 3,702人，若就部門別觀察，工業部門 6,559人，

營造業 3,688 人，服務業部門為 27,143 人，批發及零售業 1 萬 976 人，

住宿及餐飲業 5 年間增加 602 人最多，不動產業增加 1.75 倍最快 (表 6)。 

 

表 6 臺東縣工商及服務業場所單位經營概況按部門別分 

民國 1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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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經濟部商業司資料顯示，臺東縣 112 年公司及商業登記共 19,359

家，其中以批發及零售業 49%(9,479 家)最高、住宿及餐飲業 12%(2,382

家)次之、其他服務業 12%(2,263 家)、製造業 7%(1,309 家)、營造業

6%(1,176 家)及其他行業別 14%(2,750 家)(表 7)。 

表 7   112 年臺東縣產業現況 
 
 
 
 
 
 
 
 
 
         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 112 年 11 月資料 

二、區域產業人力供需狀況分析。 

依據勞動部資料顯示臺東縣 112 年下半年，勞動力人口數 11.1 萬人，其中

就業者 10.7 萬人(表 8)，又依據行政院主計處資料顯示本縣服務業人口數佔

66.48%人，工業人口數佔 18.06%人，，一級產業的農林漁牧業佔 15.46%人。 

 

表 8:臺東縣 110-112 年勞動力狀況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統計查詢網 

勞動力狀況 

連結歷史資料 
110年 

上半年 

110年 

下半年 

111 年 

上半年 

111年 

下半年 

112 年 

上半年 

112 年 

下半年 

十五歲以上民

間人口 
184 184 183 183 183 182 

勞動力 108 106 103 108 107 111 

勞動力/就業者 104 102 99 104 104 107 

勞動力/失業者 4 4 4 4 4 4 

非勞動力 76 77 80 74 76 71 

勞動力參與率 58.70 58.00 56.40 59.20 58.70 60.80 

失業率 3.70 3.90 3.60 3.70 3.50 3.40 

https://statdb.mol.gov.tw/statiscla/webMain.aspx?sys=210&kind=21&type=1&funid=c13010&parm1=code1=1114%20codnm1=xxe8xx87xxbaxxe6xx9dxxb1xxe7xxb8xxa3%20code2=64&rdm=enNrnjV3
https://statdb.mol.gov.tw/statiscla/webMain.aspx?sys=210&kind=21&type=1&funid=c13010&parm1=code1=1114%20codnm1=xxe8xx87xxbaxxe6xx9dxxb1xxe7xxb8xxa3%20code2=64&rdm=enNrnjV3
https://statdb.mol.gov.tw/statiscla/webMain.aspx?sys=210&kind=21&type=1&funid=c13010&parm1=code1=1114%20codnm1=xxe8xx87xxbaxxe6xx9dxxb1xxe7xxb8xxa3%20code2=64&rdm=enNrnjV3
https://statdb.mol.gov.tw/statiscla/webMain.aspx?sys=210&kind=21&type=1&funid=c13010&parm1=code1=1114%20codnm1=xxe8xx87xxbaxxe6xx9dxxb1xxe7xxb8xxa3%20code2=64&rdm=enNrnjV3
https://statdb.mol.gov.tw/statiscla/webMain.aspx?sys=210&kind=21&type=1&funid=c13010&parm1=code1=1114%20codnm1=xxe8xx87xxbaxxe6xx9dxxb1xxe7xxb8xxa3%20code2=64&rdm=enNrnjV3
https://statdb.mol.gov.tw/statiscla/webMain.aspx?sys=210&kind=21&type=1&funid=c13010&parm1=code1=1114%20codnm1=xxe8xx87xxbaxxe6xx9dxxb1xxe7xxb8xxa3%20code2=64&rdm=enNrnjV3
https://statdb.mol.gov.tw/statiscla/webMain.aspx?sys=210&kind=21&type=1&funid=c13010&parm1=code1=1114%20codnm1=xxe8xx87xxbaxxe6xx9dxxb1xxe7xxb8xxa3%20code2=64&rdm=enNrnjV3
https://statdb.mol.gov.tw/statiscla/webMain.aspx?sys=210&kind=21&type=1&funid=c13010&parm1=code1=1114%20codnm1=xxe8xx87xxbaxxe6xx9dxxb1xxe7xxb8xxa3%20code2=64&rdm=enNrnj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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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高齡化比例逐漸攀升，因縣內南北狹長及交通不便的因素，造成偏鄉

離島)醫療資源及人才不足的困境。111 年本縣醫事人員計 2,901 人，其中以臺

東市 2,312 人最多，關山鎮 139 人次之，達仁鄉 17 人最少。依類別區分，以護

理師 1,505 人(53.44%)最多，其次為西醫師 328(11.65%)，最少為醫事放射士、

助產師、助產士，醫事檢驗生、鑲牙生、職能治療生等為 0。 
表 9 111 年本縣醫事人員及全國比例分析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醫療現況及醫院醫療服務量統計 
 

三、強化核心產業人才培育方案。 

轄區人力資源現況係依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就業市場報

告，分析本縣 111 年及 112 年求才與求職登記人數，登記「求才」人數排序前

三名職類依序皆為「9.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5.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和「4.

事務支援人員」；登記「求職」人數排序前三名職類，111 年依序為「9.基層技

術工及勞力工」、「4.事務支援人員」和「5.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112 年則為

「9.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5.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和「4.事務支援人員」如

下表: 

各大職類求職求才登記人數 
年度 

 

大職類 

111年 112年 

求職 求才 求職 求才 

1. 主管及經理人員  78 63 58 75 

2.專業人員  448 388 409 323 

3.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406 460 340 439 

類別 合計 
西醫 

師 

中醫 

師 

牙醫 

師 
藥師 

藥劑 

生 

醫事 

檢驗師 

醫事 

檢驗生 

醫事 

放射師 

醫事 

放射士 

護理 

師 
護士 

助產 

師 

助產 

士 

臺東 

縣 
2901 336 49 70 198 35 83 0 73 1 1,590 184 1 0 

類別 
鑲牙 

生 

營養 

師 

物理 

治療

師 

物理 

治療

生 

職能 

治療

師 

職能 

治療

生 

臨床 

心理

師 

諮商 

心理

師 

呼吸 

治療

師 

語言 

治療

師 

聽力 

師 

牙體 

技術

師 

牙體 

技術

生 

驗光 

師 

驗光 

生 

臺東

縣 
0 37 60 15 33 0 21 35 20 10 4 1 4 1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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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事務支援人員  2,591 1,889 1,962 1,257 

5.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505 2,637 2,240 2769 

6.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398 287 365 276 

7.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371 445 333 425 

8.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536 489 522 540 

9.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4,827 3,955 4,139 3,205 

總計  12,160 10,613 10,368 9,309 

本縣配合區域產業發展及人才需求，係依實際需求調查即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高屏澎東分署就業市場報告，及本縣施政方針與地域性需求進行職類、開

班期程及地區的調控與配置，本縣結合各單位力量，積極推動產業開發及人才

培育: 

1.臺東縣原住民文化創意產業聚落 TTICC 

本縣原住民文創產業聚落，是全國首創的原住民文化創意產業聚落，以

創新育成與商品展售納入聚落之中，進駐店家經營項目多元且具特色，包括

原民文創設計商品、部落在地農特產品、部落體驗旅行、生活手作特色小

舖、漂流木設計及創客商品等。 

創作研習區為招募具文創設計相關背景或熱情之原住民青年進入創業育

成，培養原住民創作人才，提升其商品設計、藝術創作及產銷實力，同時邀

請資深工藝匠師進駐創作、展覽及教學，並媒合不同創作元素，建立文創設

計交流平臺。 

(一)TT-Maker 創客園區 

105 年開始，以「生、養、教、建」機制開創的 TT-Maker 創客基地，

「生」透過與學界合作，將人才培育出來，或將人才引進來；「養」是找補

助，扶助創客創業；「教」提供大師講座與業師輔導，進行市場需求、世界新

技術等教育訓練；「建」則陪伴成立公司，扶助創業者成長。透過這樣的機制

引導創客落地深耕臺東，持續研發創新產品或服務。 

創客園區的建立，正符合縣府未來的施政願景-國際幸福城市智慧化以及

教育深耕的目標，人才的培育是未來的重點工作，我們將積極透過實驗教育

的推動，強化外語、文化及資訊軟體等教育，不僅要把人才留在臺東，也相

信這是弱勢翻身最好的機會，而對於臺東國際化，TTMaker 也扮演著很重要

的角色。 

TT-Maker 創客園區是透過產官學共同的合作，將為臺東創造一個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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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產業，一面培養臺東孩子的技術能量，一面提供臺東子弟創業的可能，透

過 TT-Maker 創客園區的設立，結合臺東既有之文創及手作能量，搭配 ICT

或 DT 的技術，未來不但能吸引更多國際觀光客，也能將臺東文創產業行銷

國際，期待透過臺東孩子既有的藝術天分及手作能力，結合軟體及創客精

神，讓臺東的孩子可以於國際舞臺上嶄露頭角。 

 

 
(二)一站式服務 

為了扶植有意回鄉或已在縣內發展的業者與團隊，以臺東地方特色與知

識為根基，不論是發展地方創生事業、特色農業、原民文化創意產業、生態

旅遊產業、生活與經濟產業者，協助地方創生事業者導入循環經濟、數位經

濟及體驗經濟等三大概念所設計之生產流程及創新營運模式，以健全地方創

生事業經營體質，以打造可持續性的地方事業，協助走向「生產、生活、生

態」之三生一體永續經營模式為一站式徵選計畫的目標，以振興地方經濟再

造生機，吸引地方青年回流，促進城鄉均衡發展，吸引地方青年返鄉發展，

永續延伸在地事業為目標。 

109 年 46 間業者、110 年 43 間業者獲得「臺東嚴選」授證，協助各中小

企業進行產業優化與升級，針對業者量身訂製整體營運改善方案，創新開發

逾 60 項新產品。 

(三)透過技藝、實驗教育，培育未來人才 

1.開辦技藝教育，讓學生適性發展：補助合作式與自辦式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及

教學設備、辦職業試探社團及產業參訪計畫、技藝教育課程競賽及成果展。 

2.新港國中、卑南國中設置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提供國小學生職業

認識、探索及體驗，讓技藝教育向下扎根。 

3.辦理面山學校及海洋教育：106 年起全國首座『面山學校』紅石培訓中心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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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將原校舍改成全縣登山教育的培訓中心，培育山野教育體驗活動及推

動登山教育種子師資，強化各校戶外教育教學專業知能，透過面山學校課程

規劃，設計戶外教育體驗課程，使學生親身探索體驗自然和諧共存之山林文

化，培養學生生態保育之觀念。 

(四)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  

年滿 15 歲以上或國中畢業未就業身心障礙者得參加養成訓練 
 
 
 
 
 
 
 
 
 
 

四、其他具體作為（如鼓勵產業進行產學合作（含捐贈教學設施（備）之具體措

施）。 

111 年初新冠疫情仍流行，導致產業遭受嚴重衝擊，縣民經濟收入及生活

情形受到影響，縣府持續 向中央爭取「安心即時上工計畫」，計申請 2,365 個

職缺，上工人數 1884 人，上工率 79.66% 上工人數 雖較前 2 年減少，但也 

顯示下半年本縣產業已有復甦之象 。 

縣府提出多項失業者職業訓練計畫，安排專職課程及人文素養課程，以提

高 縣民就業的專業能力及軟實力。另為協助青年發掘自我潛能，增進對職場

環境的了解，以及創造青年東漂探索的體驗機會，縣府於今年(112 年)更新創

青年暑期職場體驗計畫，整合縣內職場體驗資源，提供私部門及第三部門(非

營利組織)與人才媒合平台，預計有約 250 位大專校院青年暑期實習的機會，

盼促進青年就業好實力、企業組織創新力，更帶動臺東未來夢想力，共創三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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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 111 年臺東縣促進就業之措施 
活動名稱 對象 內容及成果 

111年照顧服務員

職前訓練 

16歲以上民眾 1.訓練未取得照服員資格之民眾，取得一技之

長，提升知能增進其就業競爭能力。 

2.111年共辦理13班次，結訓人數共計283人。 

111年臺東縣推動

就業服務計畫 

中高齡者、新住民及

一般在職者 

1.辦理中高齡者早午餐季西式烹調在職專班，共

18人參訓、17人結訓。 

2.辦理新住民美甲美睫在職專班，共21人參訓。 

111年生活扶助戶

(中、低收入戶)職

業訓練計畫 

中低收入戶、低收入

戶、身心障礙者及一

般在職者 

辦理照顧服務員職前訓練班，共2班，共40人參

訓。 

111年臺東縣勞工

大學 

年滿15歲以上，設籍

本縣或工作地點在本

縣之勞工，不限學

歷。 

辦理技能學習、語言學習、文化及運動休閒及其

他增能課程計15班，回饋課程計4班，共19班。

共446人參訓。 

111年身心障礙者

職業訓練計畫 

15歲以上身心障礙

者，男女不拘，不限

障別。 

1、提供身心障礙者參加職業訓練之機會，以提

升專業知能，並增進其就業競爭能力。 

2、轄區人力資源現況及就業分析。3、職訓班規

劃。111年共辦理兩班次，參訓人數16人，就業

人數10人。 

111年身心障礙者

提升技能訓練計畫 

15歲以上至65歲以下

身心障礙者，男女不

拘，不限障別。 

1、提供輔導考照訓練管道，增加工作競爭力。

2、提升受訓者工作知能，增加就業機會。3、增

加自我肯定的機會。111年共計辦理兩班次，參

訓人數18人，報考證照人數11人，考取證照人數

5人。 

111年失業者職業

訓練計畫 

年滿15歲以上、具工

作意願且工作技能不

足之失業者，並符合

資格之國民。新住

民、居民。 

1.供本轄一般失業國民及就業能力薄弱者(特定

對象)參加各項職業訓練之機會，以提升失業者

之就業技能，增進其就業競爭能力。 

2.藉由職業訓練課程，協助就業能力薄弱者(特

定對象)於最短期間內習得就業技能，以能迅速

投入就業市場，縮短失（待）業期間，以達充分

就業。 

3.訓後3個月內平均就業率達60%以上。綜上，

111年共辦理五班次，參訓人數146人，結訓人數

110人，就業人數1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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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技術及職業教育之發展目標及推動方向 

為落實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學生生涯發展及技職教育，本縣規畫國中端生涯發展

教育計畫、技藝教育合作班、自辦班及專班、職業試探及產業參訪計畫、開辦 2 所區域

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提供國小端 5-6 年級學生及國中端 7-8 年級學生職業試探、

體驗等課程，並申請花東基金-一技在身創業教育計畫，提供學生多元學習及職業試探

向下扎根。 

為培訓國民中小學職涯規劃種子教師及發展國中小學職業認識與探索課程及教學

活動設計規畫，每學年 2 次「生涯發展教育及教育宣導研習」、辦理教師產業參訪，並

結合社區高中辦理各職群辦理研習與體驗活動，鼓勵師生踴躍參加，以提升教師生涯輔

導的知能 

一、生涯發展教育:  

(一).辦理職群試探及體驗課程:至社區高中職進行實作體驗課程。 

(二).辦理家長場及學生場升學講座。 

(三).辦理職場達人開講:邀請家長或各行各業傑出人士分享職場經驗，協助學生了

解各工作內涵。 

(四).社區職場參觀:藉由實地參觀，增進學生對職場工作的了解。 

(五).辦理全縣性生涯發展教育知能研習，以生涯輔導手冊的說明與使用介紹、家

長手冊的說明與使用介紹等方式，加強新進輔導室主任對於生涯的概念以及

經驗傳承。 

為落實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學生生涯發展及技職教育，本縣規畫國中端

生涯發展教育計畫、技藝教育合作班、自辦班及專班、職業試探及產業參訪計

畫、開辦 2 所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提供國小端 5-6 年級學生及國中

端 7-8 年級學生職業試探、體驗等課程，並申請花東基金-一技在身創業教育計

畫，提供學生多元學習及職業試探向下扎根。 

為培訓國民中小學職涯規劃種子教師及發展國中小學職業認識與探索課

程及教學活動設計規畫，每學年 2 次「生涯發展教育及教育宣導研習」、辦理

教師產業參訪，並結合社區高中辦理各職群辦理研習與體驗活動，鼓勵師生踴

躍參加，以提升教師生涯輔導的知能 

二、生涯發展教育:  

(一).辦理職群試探及體驗課程:至社區高中職進行實作體驗課程。 

(二).辦理家長場及學生場升學講座。 

(三).辦理職場達人開講:邀請家長或各行各業傑出人士分享職場經驗，協助學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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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各工作內涵。 

(四).社區職場參觀:藉由實地參觀，增進學生對職場工作的了解。 

(五).辦理全縣性生涯發展教育知能研習，以生涯輔導手冊的說明與使用介紹、家

長手冊的說明與使用介紹等方式，加強新進輔導室主任對於生涯的概念以及

經驗傳承。 

(六).辦理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宣導研習：以生涯規劃、職群進路介紹等課程

內 容，讓學校端協助學生探索自我的輔導室業務相關人員，增進對於群科的

了解，在實際的教學或輔導上，能夠給予更多的協助。 

(七).生涯發展教育特色課程：辦理本縣績優學校發展特色課程，以學校自有的原

住民文化、鄰近特色產業、學生專長或者其他特色作為生涯規劃、試探的課

程。 

三、技藝教育計畫: 

(一)開辦 9 年級學生抽離式合作班、自辦班及技藝教育專班，提供多元職群供學

生體驗與學習，引導學生自我探索及生涯規劃。 

(二)辦理技藝教育競賽及成果展，培養學生團隊合作、問題解決、跨領域技能等

能力，建立學生之自我成就感。 

(三)提供技藝成績優良學生，依中等以上學校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及保送入學

辦法規定 升讀高中職學校，擴大國中學生進路發展管道。 

四、開辦職業試探及產業參訪計畫: 

(一)為回應在地職場需求與促進學生在地就業，鼓勵學校規畫多元的產業參訪讓

學生以實地參觀、實作體驗的方式了解其發展與內涵，並透過學校的活動設

計，了解自己與工作職場的連結，可在 9 年級選擇選修技藝教育課程加深加

廣職業試探。 

(二)為職業試探體驗向下扎根，鼓勵各國中申請職業試探社團計畫，利用課餘的

時間招收具有職業取向的學生開辦相關職群的體驗活動，對象是 7、8    為

落實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學生生涯發展及技職教育，本縣規畫國中端生涯

發展教育計畫、技藝教育合作班、自辦班及專班、職業試探及產業參訪計

畫、開辦 2 所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提供國小端 5-6 年級學生及國

中端 7-8 年級學生職業試探、體驗等課程，並申請花東基金-一技在身創業教

育計畫，提供學生多元學習及職業試探向下扎根。 

為培訓國民中小學職涯規劃種子教師及發展國中小學職業認識與探索課

程及教學活動設計規畫，每學年 2 次「生涯發展教育及教育宣導研習」、辦理

教師產業參訪，並結合社區高中辦理各職群辦理研習與體驗活動，鼓勵師生踴



 

16 
 

躍參加，以提升教師生涯輔導的知能 

一、生涯發展教育:  

(一).辦理職群試探及體驗課程:至社區高中職進行實作體驗課程。 

(二).辦理家長場及學生場升學講座。 

(三).辦理職場達人開講:邀請家長或各行各業傑出人士分享職場經驗，協助學生了

解各工作內涵。 

(四).社區職場參觀:藉由實地參觀，增進學生對職場工作的了解。 

(五).辦理全縣性生涯發展教育知能研習，以生涯輔導手冊的說明與使用介紹、家

長手冊的說明與使用介紹等方式，加強新進輔導室主任對於生涯的概念以及

經驗傳承。 

(六).辦理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宣導研習：以生涯規劃、職群進路介紹等課程

內 容，讓學校端協助學生探索自我的輔導室業務相關人員，增進對於群科的

了解，在實際的教學或輔導上，能夠給予更多的協助。 

(七).生涯發展教育特色課程：辦理本縣績優學校發展特色課程，以學校自有的原

住民文化、鄰近特色產業、學生專長或者其他特色作為生涯規劃、試探的課

程。 

二、技藝教育計畫: 

(一)開辦 9 年級學生抽離式合作班、自辦班及技藝教育專班，提供多元職群供學

生體驗與學習，引導學生自我探索及生涯規劃。 

(二)辦理技藝教育競賽及成果展，培養學生團隊合作、問題解決、跨領域技能等

能力，建立學生之自我成就感。 

(三)提供技藝成績優良學生，依中等以上學校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及保送入學

辦法規定 升讀高中職學校，擴大國中學生進路發展管道。 

三、開辦職業試探及產業參訪計畫: 

(一)為回應在地職場需求與促進學生在地就業，鼓勵學校規畫多元的產業參訪讓

學生以實地參觀、實作體驗的方式了解其發展與內涵，並透過學校的活動設

計，了解自己與工作職場的連結，可在 9 年級選擇選修技藝教育課程加深加

廣職業試探。 

(二)為職業試探體驗向下扎根，鼓勵各國中申請職業試探社團計畫，利用課餘的

時間招收具有職業取向的學生開辦相關職群的體驗活動，對象是 7、8 年級學

生為主，強化其對於生涯與職場的概念，未來在生涯進路的規劃的選擇上，

能清楚自己的興趣與潛能發展。 

四、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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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設置卑南國中及新港國中 2 所示範中心，開設的職群班別有:  

卑南國中：餐旅群、家政群。 

新港國中：水產群、電機電子群。 

提供國小 5、6 年級及國中 7、8 年級職業認識及體驗活動，推動本縣技藝教育

課程及職業試探向下扎根，經費每校 150 萬元，共計 300 萬元，近期並已申請

111 學年度續辦計畫。 

五、開辦一技在身-創業教育社團 

每校一社團，協助學生發展自我形象、瞭解工作意義及培養工作世界的正確

態度，除了教授實作技術並加入對未來世界的想像、創業家的精神等，並以未來

職業創造者作為目標，帶動產業朝向創新發展。 

六、辦理生涯發展教育及教育宣導研習」、辦理教師產業參訪 

藉參訪瞭解產業屬性與職場狀況，可提供學生規劃生涯時之參考，滿足學生

多元需求與適性發展。  

參、技術及職業教育之推動策略及具體作法 

一、本縣技術及職業教育之推動策略推動策略 

(一)臺東縣生涯與技藝教育中心的推展： 

本中心設置在卑南國中，也是本縣第 1 所成立的職探中心，其目的除了推

展本縣國中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外，在 105 學年度成立職探中心後，秉持

著職業試探向下扎根的理念，積極辦理餐旅群、家政群、幼保科的試探課程，

供鄰近的國小、國中透過實作的體驗，對於職場、工作有個基本的概念與認識。

另外本縣自 104 學年度起開始辦理全縣性的技藝教育競賽，委由卑南國中規劃

競賽的流程，競賽分為學科、術科方式分別辦理，讓參與技藝教育的學生有個

展演的舞台，將自己的所學透過競賽呈現，若在競賽中獲得名次，也能透過本

縣「技藝技能優良甄選」方式升學，提供具有職業性向的學生能對應所學進入

高中職群科加深加廣學習。 

(二)連結國小教育，提供基礎學習： 

生涯發展教育在國小學習階段的目標為自我覺察、生涯覺察，透過課程、

活動的安排，讓學生瞭解自己，培養積極、樂觀的態度及良好的品德、價值觀，

進而覺察自己的興趣、性向，再輔以相關的體驗活動來強化其有可能發展的潛

能領域。本縣職探中心目前提供的課程與活動對象是 5 至 8 年級學生，並在 107

學年增加第 2 所職探中心，設置於新港國中，主要體驗的職群有電機電子與水

產群，結合鄰近的產業與資源，讓成功鎮、長濱鄉等地區的學校能有鄰近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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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的場域。 

(三)國中技藝教育向下延伸： 

隨著職探中心的設置以及本縣各國中對於技職教育的觀念改變，職業試探

教育的對象不再僅限於 9 年級的技藝教育課程做加深的認識與學習，在 7 至 8

年級即透過職業試探社團與產業參訪計畫申請，讓各校媒合相關師資與產業，

規劃學生在不同的職群試探中，認識工作的職場環境。其中職探中心的活動與

課程也提供了 7 至 8 年級學習多元職群的管道，以寒暑假或假日的活動課程辦

理，聘請鄰近高職、大專院校等師資，規劃符合國小、國中的學習階段主題課

程，先讓學生了解該課程的生涯規畫，再以實作方式認識未來可能工作的模式，

這些都提供了學生在未來生涯進路上有更多的視野做抉擇。 

(四)本縣公私立高職、高屏地區技職校院的夥伴關係： 

技職教育的辦理需要相關的師資與其專業度來完成，因此與本縣各高職、

技職校院辦理多樣的活動與課程，如 9 年級的技藝教育課程、職業試探社團、

高職參訪、技藝教育外埠參訪，展現了本縣在推展技職教育上的積極度。 

(五)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整合資源，職業試探體驗向下扎根： 

本縣 105 學年度受國教署核定卑南國中成立職探中心，在 106 年 6 月正式

揭牌。合作的高職、技職校院是育仁中學的餐飲科、美容科以及慈惠醫專餐飲

科、幼保科，老師針對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設計多元、豐富的課程與活動，已

辦理的場次有「餐旅群-超級解說員」、「餐旅群-我是調酒師」、「餐旅群-臺東大

廚師」、「家政群-一日時尚造型師」、「家政群-我是音樂舞蹈家」、「家政群-小編

劇大導演」、「家政群-最佳男女主角」、「家政群-超級保母」等，對象國小 5 至 8

年級的學生皆有，在課程的設計與規劃上，將國小 5 至 6 年級與國中 7 至 8 年

級的學生活動課程分別辦理，請合作高職、技職校院再針對不同學習階段的學

生設計精緻化的活動，以符應各個小孩的學習需求。另 107 學年度成立了本校

第 2 所職探中心(新港國中)，亦透過與鄰近的水產試驗水、國立成功商業水產

職業學校、台東公東高工等合作，辦理水產群相關的養殖、漁拓等課程，或工

業 4.0、機器人操作等體驗，讓學生能在接觸傳統教育外，知道各個課程與產業

的連結是什麼，開發自己多元的興趣與生涯規劃。 

(六)落實遴輔機制適性輔導： 

1.依據 12 年國教課程綱要的生涯發展教育議題融入，自國小的相關課程中，

學生開始透過活動或課程的方式瞭解自我，並在 7 年級開始，輔導工作與

任務更為重要，以生涯檔案的建置、心理測驗的分析、輔導活動課程的引

導、職業試探社團的探索、產業參訪的見聞、職業達人講座等，讓學生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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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世界接觸到工作的世界，對於職業的認識有更廣泛的視野。其中在 8

年級開始，學校除了相關的生涯輔導活動的推展外，也透過遴薦與輔導會

(以下簡稱遴輔會)的運作，推薦具有職業取向的學生參加 9 年級的技藝教育

課程，依據興趣測驗、職涯測驗、生涯檔案以及導師的意見等，都是累積

學生的學習與試探歷程後，所做出教育的專業建議。 

2.並依據國教署補助國中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經費作業原則的 7 條第 1

款辦理縣內訪視，以確保學生均能受到平等而客觀的協助，在生涯的進路

抉擇中，選擇符合自己的興趣與專長的職群類科發展。 

(七)辦理技藝教育競賽與技優甄審升學： 

1.技藝教育競賽：本縣自 104 學年度起擴大辦理全縣性的技藝教育競賽，辦

理的競賽職群有動力機械、機械、電機電子、土木與建築、家政、食品、

餐旅、農業、設計、商業與管理、水產、化工、藝術等共 13 個職群。學生

透過參加一個學期的技藝教育課程(授課時數達 51 小時以上)後，即有資格

可以參加相關的職群競賽，於競賽後選出前 6 名以及佳作若干名於技藝教

育成果展公開受獎表揚，提升學生的成就感與自信心。 

2.技優甄審升學：依據本縣的技藝技能優良甄選(以下簡稱技優升學)規定：技

優升學的積分審查，以全縣技藝教育競賽成績名次、課程成績 PR 值做為比

序，爰此，除了保障技藝技能資賦優異的學生的升學管道外，也能提供學

生在經過 9 年級的技藝教育課程選習中表現良好、課程中的成績達 PR 值

70 分以上者，在積分比序上具有優勢。 

(八)增加技藝教育課程的職群數(跨縣市合作)，提供職群試探的選擇性與體驗： 

本縣合作辦理技藝教育的學校、單位有國立臺東專科學校(以下簡稱臺東專

校)、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成功商水)、國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

學校(以下簡稱關山工商)、臺東縣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以下簡稱公東高

工)、臺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以下簡稱育仁中學)、財團法人東區職業訓練中

心(以下簡稱東區職訓)等。本縣在 105 學年度成立職探中心後辦理跨縣市的幼

保科、餐旅群的體驗。未來本的技職教育發展除了本地的技藝教育推展外，也

提供了更多元的選擇，幫助學習弱勢的學生能有機會做選擇，擇己所愛。 

(九)就近入學與暢通升學管道： 

本縣唯一的技職校院為臺東專校，設有動力機械科、園藝暨景觀科、餐旅

管理科、資訊管理科、建築科、食品科技科、電機工程科與行銷流通管理科等，

提供本縣各高職畢業後能就近選擇相關的職群類科就讀。而國中升高職部分，

則在教育部的適性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計畫與高職優質化計畫的推動下，讓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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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國中生透過實地的參訪與職群體驗，了解自己的潛能與興趣發展，進而選

擇本地的高職就讀。 

(十)回應在地職場需求： 

本縣區域產業的發展與特色為觀光旅宿業及農業為主，因此各高職的群科

設置有其歷史、區域性及目的性。如成功商水所設置的水產養殖，即符合成功

鎮地區的特性，民眾多從事漁業、養殖業為主，因此配合區域的產業特色培養

是類技術人才；如臺東專校的農業科，即透過操作農業機具、農畜產的保健等，

為臺東傳統產業提供基礎人才。另外在產業升級與轉型下，本縣的區域產業逐

漸往觀光旅宿業發展，從事相關行業的人口增加，對於餐旅群、食品群、家政

群的人才素質要求提高，因此各高職配合產業的轉型下，成立多元的職群類科

以符應在地產業需求，如臺東高商的觀光事業科、商業經營科、會計事務科、

電子商務科等；育仁中學的觀光事業科、美容科；關山工商的觀光事業科、餐

飲管理科；成功商水的餐飲服務學程、商業服務學程、觀光事務學程等，皆為

培育本縣觀光旅宿業的基礎人才。 

(十一)促進學生在地就業： 

本縣各高職所設置的職群類科與在地產業發展符應，因此畢業後多數能立

即投入職場工作。但其中較為缺乏的是護理人才，這與本縣人口年紀多為老年

或幼年有關，青壯年受地方工作機會少之故，需要外移到其他縣市工作，因此

對於老弱婦孺的醫療保健需求較大，但本縣並無相關職群類科的學校培育人才，

需要到鄰近的花蓮、屏東、高雄才有機會習得相關的技能與證照，也因此難以

留住人才在本地服務。 

二、本縣技術及職業教育推動具體作法 

(一)辦理「職業試探社團」與「產業參訪」實施計畫 

1.為回應在地職場需求與促進學生在地就業，本縣依據行政院訂定行業標準

分類表，鼓勵學校規畫多元的產業參訪讓學生以實地參觀、實作體驗的方

式了解其發展與內涵，並透過學校的活動設計，了解自己與工作職場的連

結，可在 9 年級選擇選修技藝教育課程加深加廣職業試探。另為職業試探

體驗向下扎根，鼓勵各國中申請職業試探社團計畫，利用課餘的時間招收

具有職業取向的學生開辦相關職群的體驗活動，對象是 7、8 年級學生為

主，強化其對於生涯與職場的概念，未來在生涯進路的規劃的選擇上，能

清楚自己的興趣與潛能發展。 

2.109-111 學年度職業試探社團申請學校計 13 所: 

3.109-111 學年度職業試探產業參訪計畫申請學校計 25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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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辦理職場參訪體驗活動： 

每學年各校規劃辦理八年級學生赴產業參訪或社區高級中等學校進行

專業群科參訪及試探。 

(二)辦理創新教育 

109 學年開始，創新教育計畫開設的學校有臺東縣新生國中(新媒體互動班)、

卑南國中(時尚美學設計班)及豐田國中(流行音樂表演班)等三所國中，透過學校

所規劃的創新課程、因應未來發展趨勢及結合在地文化特色，培養我們未來所

需要這是臺東首創的創新教育課程，而且有很多的知名專家、學者及在地的產

業負責人協助參與，共同為臺東的孩子的未來投注了很多的心力。  

(三)一技在身－創業教育計畫 

1.臺東縣自 2020 年申請「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計畫」，供包含 6 個子計畫: 

(1)創業教育社團教學環境設備補助計畫: 
 
 
 
 
 

(2)專案人員招聘計劃:109-111 年招聘專案人員一名，協助本計畫之執行。 

(3)國中小創意發明學生培訓營: 
 
 
 
 
 
 

(4)青少年創意發明競賽:  
 
 
 
 
 
 
 
 
 

年度 申請學校數 社團數 參與人數 

109 13 13 206 

110 21 21 320 

111 22 22 349 

年度 申請校數 參與人數 發明作品 種子教師 

109 3 60 20 6 

110 5 109 11 14 

111 7 178 18 20 

合計 15 347 49 40 

序號 活動名稱 國小組 中學組 合計 

1 
2020 臺東縣第六屆青少年
創意發明競賽 

3 29 32 

2 
2021 臺東縣第七屆青少年
創意發明競賽 

32 79 111 

3 
2022 臺東縣第八屆青少年
創意發明競賽 

22 43 65 

合計  57 151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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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創業教育成果展及社團活動紀錄:  
 
 
 
 
 
 
 
 

(6)丙級考照輔導班:  
 
 
 
  
 
 
 
 
 
 

(四)辦理合作式技藝教育 

109-111學年度與國立臺東專科學校等各職校開辦技藝教育合作班，計 15

所國中學校參加。新生國中等 15 校開辦技藝教育自辦班；卑南國中及新港國

中設置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提供國小五、六年級學生認識及體驗，另

外本縣豐田及賓茂國中申辦教育部技藝教育專案編班計畫。 

(五)辦理技競賽: 

每學年辦理國民中學技藝教育競賽」國三學生參加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合格

者，經過初試後可以獲得推薦報名參加，每組錄取 1 至 6 名及若干佳作的學生

核予獎勵。並可在「臺東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

專業群科」獲得加分，即使未能於競賽中獲獎，也能以技藝教育課程中的優良

表現參加甄審。 

(六)鼓勵學生參加全國技能競賽成果豐碩 

1.第 51 屆全國技能競賽青少年組 

漆作裝潢職類:1 名 

學年度 辦理場次 辦理地點 辦理方式 

109 1 臺東糖廠 社團成果展示 

110 21 各校社團 學校互訪 

111 22 各校社團 學校互訪 

合計 44場 

學年度 學校 通過人數 職類 

109 賓茂 5 機器腳踏車修護 

110 賓茂 8 烘焙食品-麵包 

初鹿 2 金銀珠寶飾品加工 

電腦軟體應用 

111 桃源 2 烘焙食品-麵包 

賓茂 2 烘焙食品-麵包 

合計 1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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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 52 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賽青少年組 

漆作裝潢職類:1-3 名 

3D 數位遊戲藝術職類:1、3、4、5 及佳作。 

3.第 53 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賽青少年組 
漆作裝潢職類:第 2、4、5 名 

機器人:第 2、4、5 名 

數位遊戲藝術職類:第 1、2、4 名 

4.第 53 屆全國技能競賽青少年組 

3D 數位遊戲藝術職類:第 1 名 

機器人:第 2 名 

漆作裝潢職類:第 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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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臺東縣政府所轄各級學校教育概況及分析 

壹、國民小學階段 

一、所轄國民小學學校數、班級數、學生數、新生入學人數、上學年畢業生人數。

（請填寫附表一） 

二、分析新生入學人數變化。 

本縣國民小學新生入學人數變化說明與分析如下： 

(一) 109 學年的概況： 

1.新生入學人數：全縣 1,496 人，含縣立學校 1,482 人及私立學校 14 人。 

2.上學年畢業生人數：全縣 1,599 人，含縣立學校 1,583 人及私立學校 16

人。 

(二) 110 學年的變化： 

1.新生入學人數：全縣 1,445 人，含縣立學校 1,435 人及私立學校 10 人。 

2.上學年畢業生人數：全縣 1,531 人，含縣立學校 1,518 人及私立學校 13

人。 

3.學生人數變化：減少 51 人，含縣立學校減少 47 人及私立學校減少 4 人。 

(三) 111 學年的變化： 

1.新生入學人數：全縣 1,527 人，含縣立學校 1,510 人及私立學校 17 人。 

2.上學年畢業生人數：全縣 1,324 人，含縣立學校 1,310 人及私立學校 14

人。 

3.學生人數變化：增加 82 人，含縣立學校增加 75 人及私立學校增加 7 人。

少子化雖是全臺灣的趨勢，本縣學校新生入學人數 109 年至 110 學年減少

51 人，之後至 111 學年則增加 82 人，推測原因為本縣增加托育服務能量、

兒童津貼、生育補助及友善嬰幼兒的設施等服務，同時兼具永續發展與居

民的生活品質，本地年輕人在家鄉成家立業及外漂年輕人願意返鄉居住，

增加生育率提高所致。另私立學校的新生人數 110 學年至 111 學年增加 7

人，這在全國各校幾乎面臨減班、招生不足的情況下是大相逕庭的，推測

這與學校辦理特色、教學理念有關，均一小學所採的教學理念與學習目

標，係依華德福的「人智學」教育方式，因此認同此理念的家長會選擇就

讀，增加私校的新生人數。 

三、分析全校少於 50 人之小校變化。 

(一)109 學年的概況：全縣 87 校中有 32 校的學生數少於 50 人，比率 36.78.%，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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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臺東市 1 校(20 校)、成功鎮 2 校(5 校)、關山鎮 3 校(4 校)、鹿野鄉 2 校(5

校)、池上鄉 1 校(3 校)、東河鄉 2 校(5 校)、長濱鄉 4 校(5 校)、太麻里鄉 3 校

(5 校)、海端鄉 6 校(7 校)、延平鄉 2 校(4 校)、金峰鄉 1 校(4 校)、達仁鄉 2

校(3 校)、蘭嶼鄉 3 校(4 校)。 

(二)110 學年的概況：全縣 87 校中有 37 校的學生數少於 50 人，比率 42.52%，其

中臺東市 1 校(20 校)、成功鎮 2 校(5 校)、關山鎮 3 校(4 校)、卑南鄉 2 校(8

校)、鹿野鄉 3 校(5 校)、池上鄉 2 校(3 校)、東河鄉 3 校(5 校)、長濱鄉 4 校(5

校)、太麻里鄉 3 校(5 校)、海端鄉 6 校(7 校)、延平鄉 2 校(4 校)、金峰鄉 1 校

(4 校)、達仁鄉 2 校(3 校)、蘭嶼鄉 3 校(4 校)。 

(三)111 學年的概況：全縣 87 校中有 39 校的學生數少於 50 人，比率 44.82%，其

中臺東市 2 校(20 校)、成功鎮 3 校(5 校)、關山鎮 3 校(4 校)、鹿野鄉 3 校(5

校)、池上鄉 1 校(3 校)、東河鄉 3 校(5 校)、長濱鄉 4 校(5 校)、太麻里鄉 4 校

(5 校)、海端鄉 7 校(7 校)、延平鄉 2 校(4 校)、金峰鄉 1 校(4 校)、達仁鄉 3

校(3 校)、蘭嶼鄉 3 校(4 校)。 

(四)109 學年至 111 學年全校學生數少於 50 人由 32 校增加至 39 校，增加 7 校，

比率由 36.78%提高為 44.82%，增加 8.04%，將近半數學校低於 50 人以下。

其中臺東市減少 1 校、成功鎮增加 1 校、鹿野鄉增加 1 校、東河鄉增加 1

校、太麻里鄉增加 1 校、海端鄉增加 1 校，達仁鄉增加 1 校，呈現本縣總人

口數少、地理狹長與學區分布廣，偏鄉部落的學區學校受其部落的發展興衰

而面臨併校問題。 

民國 106 年 12 月 6 日公布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解決了當前學校

人數低下面臨併校的問題。其中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村、里或部落內有國民

小學學齡兒童十五人以上，應設立國民小學分校或分班」及第 12 條第 2 項規

定「轄內有國民小學學齡兒童未滿十五人者，應依序評估辦理：設立國民小學

分校、分班或教學場所；安排交通工具或補助交通費及學生上下學保險費，協

助學生就學；經家長同意，安排學生住校或寄宿。」爰此，未來學校學生人數

少於 50 人的狀況將增加，但卻可保障偏鄉村、里、部落的學校之教育、文化及

社會功能，帶動社區的發展。  

貳、國民中學階段 

一、所轄國民中學學校數、班級數、學生數、新生入學人數、上學年畢業生人數、

上學年畢業生升學率。（請填寫附表二） 

二、分析新生入學人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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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國民中學新生入學人數變化說明與分析如下： 

(一)109 學年新生入學人數：全縣 1,690 人，含縣立學校 1,618 人及私立學校 72

人。 

(二)110 學年新生入學人數：全縣 1,631 人，含縣立學校 1,553 人及私立學 78 人。 

(三)111 學年新生入學人數：全縣 1,431 人，含縣立學校 1,342 人及私立學 89 人。

109 學年至 111 學年新生入學人數共減少 259 人，縣立學校新生入學人數減

少 276 人，私立學校則增加 17 人。受少子化影響，縣立國中新生人數減少

276 人至為明顯。 

三、分析全校少於 100 人之小校變化。 

(一)109 學年的概況：全縣 24 校中有 8 校的學生數少於 100 人，比率 33.33%，其

中臺東市 1 校(8 校)、鹿野鄉 1 校(2 校)、東河鄉 2 校(2 校)、綠島鄉 1 校(1

校)、海端鄉 1 校(1 校)、延平鄉 1 校(1 校)、蘭嶼鄉 1 校(1 校)。 

(二)110 學年的概況：全縣 24 校中有 11 校的學生數少於 100 人，比率 45.83%，

其中臺東市 2 校(8 校)、鹿野鄉 2 校(2 校)、東河鄉 2 校(2 校)、長濱鄉 1 校(1

校)、綠島鄉 1 校(1 校)、海端鄉 1 校(1 校)、延平鄉 1 校(1 校)、蘭嶼鄉 1 校(1

校)。 

(三)111 學年的概況：全縣 24 校中有 13 校的學生數少於 100 人，比率 54.16%，

其中臺東市 2 校(8 校)、鹿野鄉 2 校(2 校)、東河鄉 2 校(2 校)、長濱鄉 1 校(1

校)、綠島鄉 1 校(1 校)、海端鄉 1 校(1 校)、延平鄉 1 校(1 校)、蘭嶼鄉 1 校(1

校)。 
臺東縣各鄉鎮國中全校學生數少於 100 人之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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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校數 8 1 1 1 2 1 2 1 2 1 1 1 1 1 24 

109 學年 1 0 0 0 1 0 2 0 0 0 1 1 1 1 8 

110 學年 2 0 0 0 2 0 2 1 0 0 1 1 1 1 11 

111 學年 2 0 0 0 2 0 2 1 0 0 1 1 1 1 13 

 

109 學年至 111 學年全校學生數少於 100 人由 8 校增加至 13 校，比率由

33.33%提高為 54.16%，增加 20.83%，超過一半學校低於 100 人以下。其中臺

東市增加 1 校、鹿野鄉增加 1 校、推測鄰近市區的偏鄉部落的學生因交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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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區就讀造成人數的減少。 

四、上學年國民中學畢業生升學或就業情形。 

(一)本縣 24 校(縣立 22 校及私立 2 校)國中畢業生升學就業情形說明如下： 

1.109 學年縣立：畢業生 1,783 人，升學人數 1,781 人，升學率 99.88%，已就

業 1 人，未升學未就業 1 人。 

私立：畢業生 72 人，升學人數 72 人，升學率 100%。 

2.110 學年縣立：畢業生 1,692 人，升學人數 1,686 人，升學率 99.00%，已就

業 5 人，未升未就業 1 人。 

私立：畢業生 96 人，升學人數 96 人，升學率 100.00%。 

3.111 學年畢業生 1,632 人，升學人數 1,617 人，升學率 99.08%，已就業 9

人，未升學未就業 6 人。 

私立：畢業生 66 人，升學人數 66 人，升學率 100.00%。 

(二)本縣轄屬 22 校國中畢業生就讀職校比率說明與分析如下： 

1.109 學年畢業生就讀職校比率：62.14%。 

2.110 學年畢業生就讀職校比率：58.33%。 

3.111 學年畢業生就讀職校比率：59.00%。 

(三)另統計上述畢業生是否參加技藝教育課程，分析其就讀職校的比率如下: 

1.109 學年度參加技藝教育就讀職校情形：比率為 31.59%。 

2.110 學年度參加技藝教育就讀職校情形：比率為 39.82%。 

3.111 學年度參加技藝教育就讀職校情形：比率為 37.28%。 

4.109-111 學年度參加技藝教育升學高職總比率增加 5.69%。 

由上可知，在推動職業試探與適性輔導教育上，對於學生選填志願是有所

幫助，在 9 年級參加技藝教育課程後，可以更了解自我、知道自己的興趣與性

向，並透過參加技藝教育競賽的成績或其他的活動表現，提高技優升學的積分

比序，因此以相關管道升學率將提升。 

參、高級中等學校階段（請填寫附表三）（若無所轄高級中等學校者，則

毋需填寫） 

一、臺東縣立高級中等學校僅 1 所，為臺東縣立蘭嶼高級中學，簡稱蘭嶼高中，為

六年一貫的公立完全中學，位於臺東縣蘭嶼鄉椰油村，校址緊鄰饅頭岩，面積

4.3 公頃，是臺東縣轄內唯一在離島設立的中等學校。1997 年 8 月 1 日改制為

完全中學，改為現名，目前開設餐飲管理學程。 

二、分析新生入學人數變化與就近入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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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9-111 學年度期間的新生人數分別是：15 人、7 人、11 人。以比率來看在

109-110 學年間減少 53.33%的新生入學、110-111 間增加 42.85%的新生入

學。 

(二) 109-111 學年度期間的就近入學比率，109 學年為 47%、110 學年為 25%、111

學年為 35%。 

(三) 綜上資料推論： 

1.新生入學的人數雖然在 110 學年減少 53.33%，但在 111 學年增加了

42.85%。 

2.蘭嶼高中為蘭嶼唯一的國中、高中，而目前的班級數已是最小(3 班)，未來

即使人數再減少也不造成減班的問題。 

3.就近入學率在 109-111 學年減少，經了解可能原因為學生對本島就學有憧

憬，且蘭嶼高中只有餐飲科，科系選擇少，學生想就讀其他科系 

三、分析上學年畢業生流向（含升學類型與原學校類科之關連性）及就業趨勢。 

(一)畢業生的流向： 

1.109 學年：畢業生有 19 人，其中有 12 位繼續升學，就讀科系為國立餐旅大

學中餐廚藝系、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餐飲系、弘光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樹

德科技大學-動畫與遊戲設計系、萬能科技大學-時尚造型設計系及餐飲管理

科、義守大學-觀光餐旅(原住民專班)，升學率為 63.00%，5 位無升學意願

已就業。 

2.110 學年：畢業生有 22 人，其中有 10 位繼續升學、就讀科系為台南應用科

技大學-中餐廚藝系、靜宜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國立東華大學-法律學系

(原住民專班)、台灣警察專科學校、義守大學-觀光餐旅(原住民專班)，升學

率為 45.00%，8 位無升學意願已就業。 

3.111 學年：畢業生有 13 人，其中有 7 位繼續升學，就讀科系為樹德科技大

學-餐旅與烘焙管理系、應用外語系、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系、國立體育大

學-體育學院-體育推廣及競技運動(原住民專班)、國立屏東大學-文化發展學

士學位(原住民專班)升學率為 53.00%，3 位無升學意願已就業。 

(二)就業的趨勢： 

依近年臺東縣產業發展的趨勢與畢業生就讀的科系可知，學生除了原本高中學

習的餐飲學程繼續研讀外，也有原住民文化產業、運動競技、觀光、語文等，

而在 109 及 110 學年有學生就讀觀光餐旅，這與目前本縣推展及重視這區塊有

關，因此學生往這方面的課程學習或取得相關的證照，對於未來的就業能有更

多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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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技術及職業教育執行情形 

壹、技術及職業教育諮詢會執行情形 

本縣於 106 年 12 月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8 條組成技職教育諮詢會，並於 107 年

1 月 22 日召開諮詢會議，討論 104-105 學年技職報告書撰寫內容包括「臺東縣政府所轄

各級學校教育概況及分析」、「技術及職業教育推動情形」及「技術及職業教育發展願景

及策略」及「結語」等項目。 

貳、職業試探教育執行情形（請填寫附表四） 

一、辦理國中學生認識專業群科、職涯試探與生涯探索，強化學生適性學習。 

(一) 109 學年的概況：開設職業試探、生涯輔導課程之學校數有 22 校；辦理職業試

探相關教師研習之學校數有 2 校；學校辦理職業試探相關教師研習總計教師參

與人次 278 人；辦理辦理產業參訪學校數 22 校；辦理學生參與產業參訪總人

數 1,759 人；辦理八年級高級中等學校參訪學校數 22 校。 

(二)110 學年的概況：開設職業試探、生涯輔導課程之學校數有 22 校；辦理職業試

探相關教師研習之學校數有 5 校；學校辦理職業試探相關教師研習總計教師參

與人次 290 人；辦理辦理產業參訪學校數 22 校；辦理學生參與產業參訪總人數

1,631 人；辦理八年級高級中等學校參訪學校數 22 校。 

(三)111 學年的概況：開設職業試探、生涯輔導課程之學校數有 22 校；辦理職業試

探相關教師研習之學校數有 7 校；學校辦理職業試探相關教師研習總計教師參

與人次 320 人；辦理辦理產業參訪學校數 22 校；辦理學生參與產業參訪總人數

1,454 人；辦理八年級高級中等學校參訪學校數 22 校。 

理職業試探相關教師研習的學校有 14 所，未全部辦理，比率也偏低。但本縣已

有辦理相關的全縣性研習，可彌足此部分不足的地方，也積極鼓勵學校在辦理

生涯發展教育計畫時，能辦理相關的研習場次。 

二、辦理國中教師、家長技職宣導或產業參訪。 

(一) 109學年度：辦理技職教育宣導活動(含成果展)之學校數有22所、比率為100%，

辦理國中教師和學生家長之技職特色宣導校數有 22 所，每校每學年 2 次，計

44 次，辦理適性和就近入學宣導計 60 場次。 

(二) 110學年度：辦理技職教育宣導活動(含成果展)之學校數有22所、比率為100%，

辦理國中教師和學生家長之技職特色宣導校數有 22 所，每校每學年 2 次，計

44 次，辦理適性和就近入學宣導計 60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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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1學年度：辦理技職教育宣導活動(含成果展)之學校數有22所、比率為100%，

辦理國中教師和學生家長之技職特色宣導校數有 22 所，每校每學年 2 次，計

44 次，辦理適性和就近入學宣導計 60 場次。 

(四)於 109 學年度辦理國中生涯發展教育暨技藝教育「生涯進路升學管道」暨「技

術型高中及職群類科認識」參訪研習，活動包含 

1.專題演講：技職教育現況與類群簡介 

2.體驗活動:護理/護理助產科、物理治療科、幼兒保育科/美容造型設計科、

數位媒體創意設計科 

3.產業參訪 

(五)109-111學年辦理臺東縣 109學年度國中生涯發展教育暨技藝教育「學生生涯

輔導資料建置應用」暨「生涯發展教育推動實務」研習，參加對象為本縣各國

中(含國立及私立學校)計 25 校，每校 2 名（辦理相關業務之行政人員 1 名，

擔任相關教學或輔導工作之教師 1名），計 50人。 

(六)辦理十二年國教適性入學關山線升學博覽會：為落實政府宣揚技職教育重要性

的政策目標，藉由邀請高中、五專端聯合設攤，展現技職教育多元學習與入學

資訊，提供學生及家長作為未來升學的參考。 

1.109學年度：因疫情嚴峻，停辦。 

2.110學年度：參加學校池上國中、關山國中、海端國中、瑞源國中、桃源

國中等 5校，學生計 247人參加，縣內社區及縣外高職學校 35校，地點在

池上國中體育館。 

3.111學年度：參加學校池上國中、關山國中、海端國中、瑞源國中等 5

校，學 

生計 254 人參加，縣內社區及縣外高職學校 35 校，地點在池上國中體育館。 

三、深化技專校院及產企業的鏈結，鼓勵技高學生產企業見習實習，強化學生多元

展能。 

本縣公私立高職、高屏地區技職校院的夥伴關係：技職教育的辦理需要相關

的師資與其專業度來完成，因此與本縣各高職、技職校院辦理多樣的活動與課程，

如 9 年級的技藝教育課程、職業試探社團、高職參訪、技藝教育外埠參訪，展現

了本縣在推展技職教育上的積極度。 

四、職業試探或體驗示範中心之設立及執行情形。（請填寫附表五） 

本縣 105 學年受國教署核定卑南國中成立國民中學職業試探或體驗示範中

心(以下簡稱職探中心)，在 106 年 6 月正式揭牌。106 學年度核定第 2 所新港國

中職探中心，並於 107 年 11 月揭牌，執行情形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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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卑南國中職探中心： 

109-111 學年申辦家事類-餐旅與家政群，設計多元、豐富的課程與活動，辦理

的課程有餐旅群-百變大廚房、愛的總舖師、烘焙小達人、家政群-靓顏護膚照過

來 、由你來甲妝、奶爸奶媽初體驗等，對象以國小 5-6 年級學生為主。 

(二)新港國中職探中心： 

109-111 學年申辦工業類-電機電子群及海事水產類-水產群，合作的單位是私立

公東高工的電機電子及成功商水水產職群，辦理的課程有水產群-我是小小水族

設計師、我是小小魚類專家、水晶寶寶藻到你、透視魚、奇幻貝殼，「電機電子

-水電達人、機械搬運車、自動物流車等，對象以國小 5-6 年級學生為主。 

(三)參加人數及比率： 

1.109 學年： 

(1)國小學期中體驗總人次：1,537 人，國小寒暑假參加總人次：100 人，總

計 1,637 人。 

(2)國中學期中體驗總人次：691 人，國中寒暑假參加總人次：210 人，總

計 901 人。 

2.110學年： 

(1)國小學期中體驗總人次：1,740 人，國小寒暑假參加總人次：179 人，總

計 1,919 人。 

(2)國中學期中體驗總人次：1,004 人，國中寒暑假參加總人次：95 人，總

計 1,099 人。 

3.111學年： 

(1)國小學期中體驗總人次：2,432 人，國小寒暑假參加總人次：234 人，總

計 2,666 人。 

(2)國中學期中體驗總人次：1,856 人，國中寒暑假參加總人次：178 人，總

計 2,034 人。 

3.參加率的變化： 

(1)國小 109 至 111 學年，學生參加學期中之體驗課程總人次由 1,537 人上

升為 2,432 人，有顯著的增加。 

(2)國中 109 至 111 學年，學生參加學期中之體驗課程總人次由 691 人上升

為 1,856 人，也有顯著的增加，足見國中小各校對職探中心課程的肯

定，讓學生可以有一個認識自己興趣及體驗課程的探索機會。 

五、辦理國民中學技藝教育情形。（請填寫附表六） 

本縣國中技藝教育由一般性補助款經費補助各國中辦理技藝教育抽離式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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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含合作式及自辦式，以下同)以及爭取國教署補助國中技藝教育專案編班計畫

的經費辦理，以下資料為本縣縣立 22 所國中的參與情形，依其開辦班別分析如

下： 

(一)抽離式課程(合作班、自辦班)及專案編班參與學校數與其開辦職群： 

1.109 學年概況： 

(1)抽離式課程：辦理學校有 24 校、班級有 26 班、學生有 440 人。 

(2)專案編班：辦理學校有 2 校、班級數有 2 班、學生有 41 人。 

2.110 學年概況： 

(1)抽離式課程：辦理學校有 25 校、班級有 29 班、學生有 482 人。 

(2)專案編班：辦理學校有 2 校、班級數有 2 班、學生有 36 人。 

3.111 學年概況： 

(1)抽離式課程：辦理學校有 28 校、班級有 36 班、學生有 544 人。 

(2)專案編班：辦理學校有 2 校、班級數有 2 班、學生有 32 人。 

(二)抽離式課程(合作班及自辦班)的變化分析如下： 

1.本縣參與的國中維持 22 校，開班數由 109 學年 26 班至 111 學年 36 個班級

(增加 10 班)。參加人數由 440 人增加至 544 人，表示學生願意透過參加技

藝教育課程中探索自己的性向，增加學習自信心及成就感。 

2.為讓偏遠地區的學生都能夠參與技藝教育，本府鼓持續鼓勵勵偏遠學校媒

合相關師資辦理自辦班，以多樣的職群滿足學生的多元試探需求。 

(三)專案編班為競爭型補助計畫，本縣持續鼓勵轄內學校爭取開班經費，109 學年

至 110 學年核定 2 所學校-賓茂及卑南國中。 

六、鼓勵社區、教師、家長、產業推動職業試探教育之具體措施（例如：推動職   

場達人進校教學或師徒制人才培育、落實技職教育宣導活動）。 

(一)110 學年度及 110 學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教適性入學關山線升學博覽會 

1.為落實政府宣揚技職教育重要性的政策目標，藉由邀請高中、五專端聯合

設攤，展現技職教育多元學習與入學資訊，提供學生及家長作為未來升學

的參考。 

2.參加學校池上國中、關山國中、海端國中、瑞源國中、桃源國中等 5 校，

學生計 247 人參加，縣內社區及縣外高職學校 35 校 

3.地點在池上國中體育館 

七、對推動職業試探的創新或其他具體作為。 

(一)辦理職業試探社團：109 學年至 110 學年度 3 個學年度，鼓勵國中學校嘗試辦

理職業試探社團，透過媒合鄰近的產業找尋學生有興趣的職業達人，以社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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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方式辦理，讓國中生在 7、8 年級起即可以參加職業試探活動，透過生涯

覺察、試探與體驗的活動，增加學生對於職業的認識，進而在 8 年級選擇是否

加深加廣職業試探(國三技藝教育課程)，幫助學生能充分認識自我。縣府提供

預算數額每校 4 至 5 萬元，提供學校申請辦理。 

(二)辦理產業參訪：除了前項的職業試探社團供各校依據學校特色、需求與學生的

興趣做申請外，也提供本項產業參訪作為學生認識職場與實作體驗的方式，幫

助學生連結自我與職業做生涯規劃。本計畫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所訂<行業標

準分類>將我國產業分為以下 19 大類，由學校設計活動，將產業的特色與發展

與學生的生涯規劃做結合，拓展視野。 

職業試探社團及產業參訪辦理情形一覽表如下 

(三)隨著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政策推展，技職教育的方向與其皆以推動適性輔導

為重點，讓學生透過生涯覺察、自我試探、職涯探索等，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

引導更多具有技術資賦或實務性向的學生選讀技職教育，在未來的生涯規劃與

進路發展多元潛能，以達適性揚才理念。 

(四)自 109 年開始辦理「第三期(109-112 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一技在身-創業教

育計畫，4 年經費 3,400 萬元，提供本縣辦理創意發明研習、競賽以及 22 校申

請辦理創業教育社團，主要工作內容如下： 

1.補助學校改善開設創業社團教學環境及設備以及學校創業社團指導教師及

課程相關資源及材料：至 111 學年申請通過執行學校計 22 校 22 社團，經

費 650 萬元。 

編號 學校 
109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111 學年度 

職探社團 產業參訪 職探社團 產業參訪 職探社團 產業參訪 

1 新生國中 Ｖ      Ｖ  Ｖ  

2 卑南國中 Ｖ Ｖ  Ｖ  Ｖ 

3 豐田國中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4 知本國中   Ｖ  Ｖ  Ｖ 

5 初鹿國中 Ｖ Ｖ Ｖ Ｖ  Ｖ 

6 關山國中   Ｖ   Ｖ   

7 池上國中 Ｖ Ｖ  Ｖ  Ｖ 

8 賓茂國中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9 綠島國中      Ｖ  Ｖ 

10 桃源國中      Ｖ   

11 海端國中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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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置臺東縣創業教育社群(FB 社群)網站：每周由各校提供辦理之課程及照

片，彙整後在社群網展發布，提供學生及民眾了解創業教育相關資訊，並

展現學生的學習成果，觸及人數 3 千餘人。 

3.規劃高關懷學生創業教育課程：提供高關懷學生多元學習機會，開發多元

能力的可能，習得一技之長，建立自信與多元展能的舞台，期能降低學生

的中輟率。 

4.培養學生創造發明能力、提升國際視野：透過創造發明的課程，培養學生

觀察發現問題，並思考問題及學會解決問題。協助並補助參加國內及國外

之各類發明展的報名、設攤費用，以及出國相關旅費，提升國際視野，與

國際接軌。 

5.規劃社區互動與服務學習的機會：展現感恩與服務學習的態度，走出教室

進入社區，進行各種服務或展演，增加與社區互動機會。 

6.辦理創業競賽及成果發表活動：透過競賽及發表，提供學生學習成果展能

機會可依多元評審機制，如網路投票等，增加學生與民眾互動機會，也給

學生多一種的學習學習。 

參、職業準備教育執行情形（若無所轄高級中等學校者，則毋需填寫） 

一、所轄高級中等學校推動技術及職業教育之情形。（請填寫附表七） 

蘭嶼高中因地域原因，沒有與企業合作，但每年都有辦理企業參訪，以提升

學生對職業的認識，開設餐飲學程，輔導學生考取飲調、烘焙、中餐、餐服四張

證照。 

(一)以遴聘業界專家辦理協同教學教師數的指標而言，本島的學校可以固定每周的

時間排課，協同教師教學，增進學生具有理論、實務的經驗。然而因為天氣與

交通的因素，蘭嶼高中實際在操作上僅能以講師的方式聘任業師到校授課，而

且難以固定、連續、穩定。所幸校內的教師具有熱忱與奉獻的精神，花了許多

心思設計課程與陪伴，終能成就孩子有美好的未來。 

(二)實習課程的推動困難：本島的學校可以與合法的產業或機構簽訂契約，讓學生

在外實習提早接觸與體驗職場。然而蘭嶼高中的受限老師的編制，無法有適當

的人力陪同學生在外實習，而學生多數自小在蘭嶼成長，要獨自到本島實習除

了本身的心理因素外，也需要家長的支持，因此這部分的推動是困難且暫無成

效的。而這幾年蘭嶼的民宿才剛有合法的，所以學校暫未考慮島內的實習。 

(三)雖然推動職場體驗是困難的，但學校方面仍積極地透過各種計畫與管道爭取資

源，希望確保蘭嶼高中的學生的學習不致與本島落後太多，因此透過了高中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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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化計畫、完全免試計畫等，讓學生到本島考照時，結合職場的體驗與參訪，

讓計畫的效益達到最大值。 

二、推動產業合作專班情形。（請填寫附表八） 

學校未設置產業技術人力專班，且因為離島、交通、住宿等因素，暫未考慮辦

理相關的合作模式。 

三、分析產業資源投入職業準備教育之情形(例如：經費捐贈、獎學金捐贈、設備捐

贈、提供實習機會、提供就業機會等)。 

(一)目前業界專家協同教學部分，是透過學校的教師專業社群的討論、共備，依據

實際現場教學的需要而遴聘相關的專家來協同。然而實際在操作上會因為交通

與氣候的因素而有變卦、窒礙難行。若講師有意願，且能克服交通住宿的問題，

即會安排講座的方式讓效益達到最大，但無法穩定、固定的持續推動。 

(二)目前學校遇到的困難在於相關的計畫申請時，講師費用都能完整地支應與編列，

然而在中央審查時卻會刪除交通住宿費用，原因在於審查委員係以本島的概念

與模式思考，卻未考慮到蘭嶼的氣候往往造成講師會有滯留的風險，因此交通

住宿若未編列，對於學校在推動計畫上無疑是雪上加霜。 

四、國際教育推動情形(例如：雙語教育、姊妹校、國外學校參訪、國外學校來訪、

學生海外實習、SDGs教育、推動永續發展目標等)。 

芝加哥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在 111 學年度來訪，主要與蘭中高中部學生對話與

交流，蘭中學生透過中英文與對方介紹蘭嶼達悟族傳統文化特色與飲食文化，芝

加哥大學學生也教導蘭嶼學生音樂演唱藝術。 

五、資訊科技教學運用情形。（請填寫附表九）  

(一)建立教學社群學校數 

109-111學年度本縣所轄蘭嶼高中 1校。 

(二)推動建立數位教學平台數（包括 MOOCs系統） 

109-111學年度均為 3 

(三)學生學習歷程檔案（e-Portfolio）平台參與學校數 

109-111學年度本縣所轄蘭嶼高中 1校。 

(四)學生學習歷程檔案（e-Portfolio）平台參與教師人數 

109-111學年度均為 29人 

(五)學生學習歷程檔案（e-Portfolio）平台參與學生人數 

109學年度:58人 

110學年度:45人 

111學年度:3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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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生學習歷程檔案（e-Portfolio）平台上傳畢業規劃之學生數 

109學年度:58人 

110學年度:45人 

111學年度:36人 

(七)產學合作平台媒合人數 

無設立相關產學合作平台 

(八)辦理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學校數 

109-111學年度均有辦理 

六、其他推動職業準備教育創新或具體作為。 

(一)校自 107 學年度起辦理民族實驗課程，每週進行 12 堂民族課程，提供學生學

習蘭嶼傳統文化、知識及語言。 

(二)高三開設蘭與自然生態課程，教授本地自然環境生態與人文。 

(三)高三開設專題製作課程，結合三年所學餐飲專業及文化知識，進行知識整合、

討論及研究。 

(四)高三開設生態觀光課程，教授觀光產業相關知能及導覽解說訓練。 

(五)民族實驗教育美學課程，製作蘭嶼傳統木盤、藤編、燒陶，並運用於在地料理

研發時的擺盤呈現；民族實驗教育探索課程進行在地食材認識、採集、品評及

料理研發。 

(六)邀請業界原住民族廚師到校分享部落食材料理創作及文化於餐桌上的創意展

現方式。 

(七)辦理台灣餐旅產業參訪學習活動，參觀其他族群於餐旅產業的經營發展以及社

區營造策略。 

(八)辦理部落食材認識之特色教學，增進學生對本土食材之認識。 

(九)配合蘭嶼歲時祭儀，將學習場域擴展至部落，認識傳統生活模式，例如小米種

植、貝灰製作、飛魚文化…等。 

肆、職業繼續教育執行情形（若無所轄高級中等學校者，則毋需填寫） 

一、學校自行辦理職業繼續教育專班推動情形（係指所轄學校依「高級中等學校辦

理職業繼續教育辦法」或「專科以上學校辦理職業繼續教育辦法」，自行辦理職

業繼續教育專班者）。（請填寫附表十） 

學校未設置職業繼續教育專班，且因為離島、交通、住宿等因素，暫未考慮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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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職業訓練機構合作辦理繼續教育推動情形（係指所轄學校依「職業訓練機構

辦理職業繼續教育及評鑑辦法」與職業訓練機構合作辦理繼續教育者）。（請填

寫附表十一） 

學校因離島、交通、住宿等因素，未與職業訓練機構合作辦理繼續教育。 

伍、技術及職業教育師資實務增能執行情形（若無所轄高級中等學校者，

則毋需填寫） 

一、提升教師實務能力。（請填寫附表十二） 

相關研習多利用寒暑假的期間參加，內容多為咖啡研習與飯店實務等，學校端認

為因應技職教育法修正後，並無強迫學校老師務必去業界進修的時數，因此老

師參與的積極度就沒有這麼多，而且在本島相關職群類科開設的班數也減少的

情況下，即使教師有意願在寒暑假期間進修，僧多粥少，較難參與。  

二、提升教師創新教學能力（例如：創新教學行動研究、創新教材教法、創新實作

教學、翻轉教學、PBL教學、師徒制教學、線上線下混合、智慧教學等)之具體

措施。 

目前建立的教學社群主要與國中部合作，各領域的教學經驗分享與討論、領域知

能的精進與提升。高中部餐飲學程的教師透過 google classroom進行數位的教學，

設計在地食材分析、創意料理、專案製作及島上觀光業調查等課程，協助學生利

用網路的資源、平台的互動與討論以及實地鄉野調查等完備學習的脈絡，強化

技能與知識的提升。 

陸、挹注技術及職業教育經費編列及執行情形 

列舉挹注技術及職業教育年度經費編列及執行情形。（請填寫附表十三） 

本縣挹注技術及職業教育的相關經費可區分為國中及高中階段，概述如下： 

一、國中階段： 

(一)一般性補助款： 

1.國中技藝教育抽離式課程合作班： 

(1)109 學年辦理情形與經費核定：有 13 班，開辦經費計 380 萬元。 

(2)110 學年辦理情形與經費核定：有 16 班，開辦經費計 421 萬元。 

(3)111 學年辦理情形與經費核定：有 17 班，開辦經費計 432 萬元。 

2.國中技藝教育抽離式課程自辦班： 

(1)109 學年辦理情形與經費核定：有 13 班，開辦經費計 241 萬元。 

(2)110 學年辦理情形與經費核定：有 13 班，開辦經費計 228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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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 學年辦理情形與經費核定：有 19 班，開辦經費計 373 萬元。 

3.國中技藝教育抽離式課程合作班專車租賃：辦理全縣參與國中技藝教育抽

離式課程合作班專車接送的發包作業，分為臺東市區的接送以及關山區的

接送作業。 

(1)109 學年辦理情形與經費核定：編列 148 萬 5,000 元。 

(2)110 學年辦理情形與經費核定：編列 173 萬元。 

(3)111 學年辦理情形與經費核定：編列 205 萬 6,000 元。 

4.職業試探社團：辦理職業試探的社團課程活動，每校可申請 3-4 萬元，每班

15 人、每班辦理 5 場以上。 

(1)109 學年辦理情形與經費核定：6 校辦理，補助經費計 20 萬 9,753 元。 

(2)110 學年辦理情形與經費核定：4 校辦理，補助經費計 13 萬 4,605 元。 

(3)111 學年辦理情形與經費核定：3 校辦理，補助經費計 12 萬元。 

5.產業參訪：辦理本縣各類產業的參訪活動，透過職場的體驗與參觀，發展

生涯覺察與職業試探。每校可申請 3-4 萬元，每梯次 15 人以上。 

(1)109 學年辦理情形與經費核定：8 校辦理，補助經費計 26 萬 3,140 元。 

(2)110 學年辦理情形與經費核定：9 校辦理，補助經費計 31 萬 9,940 元。 

(3)111 學年辦理情形與經費核定：8 校辦理，補助經費計 32 萬 1,460 元。 

6.技藝教育外埠參訪：辦理全縣各國中校長及主任至鄰近縣市辦理技藝教育

優良、或相關政策重點學校及單位參訪，增進本縣各國中 2 級主管以上在

推展業務上的知能與視野。 

(1)109 學年辦理 1 場(3 天 2 夜)，執行經費計 42 萬元。 

(2)110 學年辦理 1 場，執行經費計 5 萬元。 

7.自辦班設備補助：補助本縣各申辦自辦班國中相關教學設備，俾利課程進

行。 

110 學年補助學校與金額：補助 9 校，共 72 萬 3,700 元。 

8.國中技藝教育專案編班：辦理 9 年級集中式技藝教育專案編班，若申辦學

校班級數未達 3 班，則以抽離式的專案編班核定(即不含人事費用)。 

(1)109 學年補助 2 校，核定賓茂國中 194 萬 1,200 元、豐田國中經費 134

萬 400 元，執行率 82.04%。 

(2)110 學年補助 2 校，核定賓茂國中經費 170 萬 8,256 元，豐田國中經費

134 萬 400 元，執行率 74.86%(因受新冠疫情影響，執行率未達 80%)。 

111 學年補助 2 校，核定賓茂國中經費 194 萬 1,200 元、豐田國中經費

134 萬 400 元，執行率 91.37%。 



 

39 
 

9.國中技藝教育課程競賽及成果展：辦理全縣性技藝教育課程競賽，各職群

取 1 至 6 名及佳作若干名，學生可依此參加臺東區的技優甄審。並於競賽

後辦理全縣性的技藝教育成果展，將學生的學習成果透過攤位、舞台展演

與活動的方式展現，加強學生的自信心及促進各職群交流。 

(1)109 學年辦理 12 個職群競賽，補助經費 128 萬 8,000 元，執行率

40.32%(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停辦頒獎儀式及成果發表活動)。 

(2)110 學年辦理 13 個職群競賽及全縣性技藝教育成果展 1 場，補助經費

93 萬 850 元，執行率 100%。 

(3)111 學年辦理 12 個職群競賽，補助經費 54 萬 5,670 元，執行率

87.58%。(因武漢肺炎影響成果展停辦) 

10.國中技藝教育充實及改善教學設備：補助本縣各合作高職、合作職訓機構

或各國中自辦班相關技藝教育教學設備。 

(1)109 學年核定補助臺東專校等 8 校 48 萬 3,200 元，執行率 100%。 

(2)110 學年核定補助台東高商等 10 校 48 萬 7,110 元，執行率 100%。 

(3)111 學年核定補助台東專校等 6 校 47 萬 6,375 元，執行率 100%。 

11.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計畫：本縣 5 至 8 年級學生做職場體驗與生

涯試探的活動課程。 

(1)109 學年核定續辦學校卑南國中、新港國中經費各 150 萬，共計 300 萬

元，經費執行率 88.28% 

卑南國中：國小參加人數 982 人，國中參加人數 381 人。 

新港國中:國小參加人數 555 人，國中參加人數 310 人。 

(2)110 學年核定續辦卑南國中、新港國中經費各 150 萬，共計 300 萬元。

經費執行率 95.99% 

卑南國中：國小參加人數 1,099 人，國中參加人數 760 人。 

新港國中:國小參加人數 641 人，國中參加人數 244 人。 

(3)111 學年核定續辦卑南國中、新港國中經費各 150 萬，共計 300 萬元，

經費執行率 99.00%。 

 卑南國中：國小參加人數 1,470 人，國中參加人數 1,103 人。 

 新港國中：國小參加人數 962 人，國中參加人數 753 人。 

二、高中階段： 

(一)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教育政策之推動十二年國教，透

過與臺東地區各高中職合作，資源整合運用，辦理學生參訪與觀摩實習之活動，

提供蘭嶼、臺灣本島國中學生參訪，了解蘭嶼特色，體驗蘭嶼高中特色餐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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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提供學生多元探索，落實生涯探索適性發展就近入學之目標。 

(二)充實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一般教學設備經費補助-購置蘭嶼高中餐飲學程教學

設備及一般教學設備。 

1.109 學年度:補助 275,000 元。 

2.110 年度:補助 935,685 元 

(三)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技職教育計畫:辦理餐飲服務的丙級考照、高二辦理飲料調製

的丙級考照、高三辦理烘焙的丙級考照。 

1.109 年補助 63 萬 465 元。 

2.110 年補助 52 萬 5,068 元。 

3.111 年補助 60 萬元。 

(四)教育部國民及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充實教學實習設備計畫 

111 年補助 28,000 元 

 

 

 

 

 

 

 

 

 

 

 

 

 

 

 

 

 

 

 

 



 

41 
 

第肆章 結論 

壹、檢討及改善 

本縣技職教育的重點工作從國小階段在生涯的覺察與職業的認識，透過學校的課

程輔以生涯發展教育的議題融入，讓學生對於職業有基本的概念。國中階段則加強生

涯的覺察、自我認識與生涯試探的部分，透過生涯發展教育的計畫推展，幫助學生對

於自己與職業的連結，在國三階段參加技藝教育的課程，加深加廣職業的探索，幫助

未來在升學階段的抉擇。高中階段則透過高二學程的分流，強化了學生在餐飲課程的

認知與技能部分，透過學校的課程規劃與教學策略，為未來的工作做良好的準備，實

現自我。 

綜上所述，本縣在推展技職教育部分，仍有許多力有未逮的部分，需要逐一克服

與突破，分別就國小與國中階段及高中階段所辦理的技職教育規劃未來的發展方向： 

一、國小與國中階段的技職教育： 

(一)生涯發展與技職教育的目標：國小在推展技職教育的方向是以生涯覺察與自我

認識為主，透過相關的課程與活動幫助學生有基本的職業概念。國中階段則透

過多元的職業試探社團、產業參訪、技職參訪、技藝教育課程等加深加廣生涯

試探的部分。 

(二)推廣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本縣 105 學年成立第 1 所卑南國中職探中心，

於 106 學年獲核定第 2 所新港國中，107-111 學年持續申辦，在推展職業試探

教育上助力許多，該學區的學生參與率仍有進步的空間，期望未來學區的國小

與國中參與率皆可達 30%以上。 

(三)增開技藝教育職群試探：各國中在辦理遴輔會時，發現學生參加技藝教育的意

願除了家長之外，最重要的是職群的選擇。本縣 109-111 學年開設了 13 個職

群，並且辦理各職群的技藝競賽，為本縣學生提供多元的試探機會。然而化工

群與醫護群的合作為花蓮高工及慈惠醫專，受限於技藝教育的經費規定，僅能

以高職的鐘點費支應，對於願意為本縣國中生熱情與付出的老師而言，無實質

的回饋難以用奉獻來要求老師們降低鐘點費來配合，未來恐無法持續提供這樣

的職群試探的機會。 

(四)暢通升學管道，就近入學：因應國中升學全面免試的政策推動，本縣各高中職

提供多元職群類科的學習區招生名額，各國中學生將依志願報名錄取。而職業

試探的目的即讓學生在升學時能了解自己的志願與興趣，因此透過技藝教育的

課程或相關的職業試探活動能幫助學生對於該職群類科的內涵有清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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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適性展能。 

二、高中階段的技職教育： 

(一) 蘭嶼文化融入技職教育的發展： 

本縣蘭嶼中學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原住民實驗教育學校，因此相關課

程與教學接環扣著達悟族的文化，在學校推展的在地料理課程下，也因著原

民實驗教育的發展，讓學生了解自己的所學的技能與傳統文化的關聯，未來

跨領域的合作與相關的題材製作上，能有更厚實的支援提供，幫助學生發展

更多元、多樣性的餐飲課程。 

(二)證照培訓與在地就業： 

透過發展及改進原住民技職教育計畫的推動，積極培養本地學生，強化

中餐、烘焙、餐飲服務、飲料調製的考照培訓，並融入蘭嶼文化的特色與題

材，加強本地文化的認同，未來能在地就業。 

貳、機會及挑戰 

技職教育的目的在培育我國的技術專業人才，透過國小、國中的生涯自我覺察，

體驗與瞭解各個職業的樣貌，於國三參加技藝教育加深加廣對於職群內涵的認識，幫

助升學時的生涯抉擇；在高中階段則透過教學的設計，讓學生透過專案製作，分析與

了解在地的觀光業的發展與變化，對於未來就業能有更清楚的脈絡，為工作充分的準

備。 

本縣發展技職教育因著地理因素、學校師資、相關設備等因素，無法完整多元的

職群探索，因此以縱向的計畫推展(推展職業試探社團、產業參訪及職探中心所辦理的

國小與國中的職業試探課程活動)與橫向的連結(與各高職、職訓機構及大專院校辦理

多元的技藝教育課程、職探中心與在地產業的合作)強化技職教育的發展基礎，期待能

為本縣的技術與產業培育根基，讓每位學生能適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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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一、國民小學教育概況 

項目 
109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111 學年度 

縣(市)立 私立 縣(市)立 私立 縣(市)立 私立 

校數 89 1 87 1 87 1 

班級數總計 704 7 712 6 718 6 
一年級 116 1 117 1 117 1 

二年級 117 2 115 1 118 1 

三年級 118 1 118 1 121 1 
四年級 115 1 118 1 117 1 

五年級 118 1 123 1 123 1 

六年級 120 1 121 1 122 1 
學生數總計 8753 99 8657 95 8857 109 

一年級 1482 14 1435 10 1510 17 

二年級 1473 24 1486 16 1425 11 
三年級 1543 13 1453 21 1482 16 

四年級 1416 20 1545 13 1467 24 

五年級 1320 15 1426 21 1546 16 
六年級 1519 13 1312 14 1427 25 

上學年畢業生

人數 
1583 16 1518 13 1310 14 

 

備註： 
1. 班級數及學生數之計算，包括全校編制班之班級總數及學生總人數（以 9 月 30 日

有學籍之學生為準），不含補校人數及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人數。 
2. 學生數為 0 者及附設國中小部不列入本表校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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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國民中學教育概況 

項目 
109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111 學年度 

縣(市)立 私立 縣(市)立 私立 縣(市)立 私立 
校數 22 2 22 2 21 2 

班級數總計 238 9 229 9 214 10 
七年級 77 3 71 3 67 4 
八年級 78 3 78 3 67 3 
九年級 83 3 80 3 80 3 

學生數總計 5176 205 4918 209 4499 234 
七年級 1618 72 1553 78 1342 89 
八年級 1724 62 1641 68 1534 78 
九年級 1834 71 1724 63 1623 67 

上學年畢業

生人數 
1783 72 1692 96 1632 66 

上學年畢業

生升學人數 
1781 72 1686 96 1617 66 

上學年畢業

生升學率 
99.00% 100.00% 99.00% 100.00% 99.00% 0.00% 

上學年畢業

生已就業人

數 
1 0 5 0 9 0 

上學年畢業

生已就業率 
0.005 0 0.002 0 0.005 0 

上學年畢業

生未升學未

就業人數 
1 0 1 0 6 0 

上學年畢業

生未升學未

就業率 
0.005 0 0.0005 0 0.003 0 

備註： 
1. 班級數及學生數之計算，包括全校編制班之班級總數及學生總人數（以 9 月 30 日

有學籍之學生為準），不含補校人數及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人數。 
2. 上學年畢業生升學率=上學年畢業生升學人數/上學年畢業生人數*100%  
3. 學生數為 0 者及附設國中小部不列入本表校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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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高級中等學校教育概況 

一、高級中等學校開設各學程之校數、班級數、學生數統計表 
1. 高級中等學校校數統計表 

學制別 
109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111 學年度 

國立 直轄市立 縣市立 私立 總計 國立 直轄市立 縣市立 私立 總計 國立 直轄市立 縣市立 私立 總計 
專業群（職業）科 3   2 5 3   2 5 3   2 5 

綜合高中 4  1 1 6 3  1 1 5 3  1 1 5 
實用技能學程    1 1    1 1    1 1 

進修部 2    2 2    2 2    2 
總計 9  1 4 14 8  1 4 13 8  1 4 13 

 
2. 高級中等學校班級數統計表 

學制別 
109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111 學年度 

國立 直轄市立 縣市立 私立 總計 國立 直轄市立 縣市立 私立 總計 國立 直轄市立 縣市立 私立 總計 
專業群（職業）科 80   28 108 81   26 107 80   22 102 

綜合高中 60  3 3 66 60  3 1 64 60  3  63 
實用技能學程    6 6    6 6    6 6 

進修部 12    12 12    12 12    12 
總計 152  3 37 192 153  3 33 189 152  3 28 183 

 
3.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數統計表 

學制別 
109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111 學年度 

國立 直轄市立 縣市立 私立 總計 國立 直轄市立 縣市立 私立 總計 國立 直轄市立 縣市立 私立 總計 
專業群（職業）科 1852   605 2457 1856   485 2341 1782   461 2243 

綜合高中 1728  55 84 1867 1724  38 24 1786 1707  35  1742 
實用技能學程    167 167    151 151    140 140 

進修部 199    199 160    160 149    149 
總計 3779  55 856 4690 3740  38 660 4438 3638  35 601 4274 

備註： 
1.102 年 7 月 10 日《高級中等教育法》公布實施，高級中等學校得辦理｢普通科｣、｢專業群科｣、｢綜合高中｣、｢實用技能學程｣及｢進修部｣等學程，故本表以「學程別」為架構。 
2.高級中等學校校數未納計大專院校附設高級中等學校、特教學校、監獄進校。 
3.部分高級中等學校同時設有普通科、綜合高中、專業群科、實用技能等學程或進修部 2 種以上類別。 
4.大專院校附屬高級中等教育者納入開設校數統計，但學生數為 0 者之學制則不列入開設校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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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綜合高中 
1. 縣（市）立 

109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111 學年度 

指

標 
 
 
 
 
 
 

群

別 

校
數 

班
級
數 

學
生
數 

新
生
入
學
人
數 

新
生
就
近
入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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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學
年
畢
業
生
人
數 

上
學
年
畢
業
生
升
學
人
數 

上
學
年
畢
業
生
升
學
率 

上
學
年
畢
業
生
已
就
業
人
數 

升學類型 

未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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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就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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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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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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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學
生
數 

新
生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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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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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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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生
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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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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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生
升
學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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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學
年
畢
業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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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率 

上
學
年
畢
業
生
已
就
業
人
數 

升學類型 

未
升
學
未
就
業
人
數 

校
數 

班
級
數 

學
生
數 

新
生
入
學
人
數 

新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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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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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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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生
人
數 

上
學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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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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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學
人
數 

上
學
年
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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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學
年
畢
業
生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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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類型 

未
升
學
未
就
業
人
數 

普
通
大
學
四
年
制 

獨
立
學
院
四
年
制 

科
技
大
學
四
年
制
或
二
年
制 

技
術
學
院
四
年
制
或
二
年
制 

專
科
學
校
二
年
制 

普
通
大
學
四
年
制 

獨
立
學
院
四
年
制 

科
技
大
學
四
年
制
或
二
年
制 

技
術
學
院
四
年
制
或
二
年
制 

專
科
學
校
二
年
制 

普
通
大
學
四
年
制 

獨
立
學
院
四
年
制 

科
技
大
學
四
年
制
或
二
年
制 

技
術
學
院
四
年
制
或
二
年
制 

專
科
學
校
二
年
制 

餐

旅

群 

1 3 56 15 
47.00

% 
19 12 

63.00

% 
5 9 0 3 0 0 1 1 3 38 7 

25.00

% 
22 10 

45.00

% 
8 3 0 6 0 0 4 1 3 35 11 

35.00

% 
13 7 

53.00

% 
3 2 0 4 0 1 3 

綜

合

高

中

總

計 

1 3 56 15 
47.00

% 
19 12 

63.00

% 
5 9 0 3 0 0 1 1 3 38 7 

25.00

% 
22 10 

45.00

% 
8 3 0 6 0 0 4 1 3 35 11 

35.00

% 
13 7 

53.00

% 
3 2 0 4 0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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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職業試探教育推動情形 

辦理 
單位 

編號 指標項目 學年度 

   109 110 111 

國民中

等學校 

1 辦理職業試探、生涯輔導課程之學校數 22 22 22 
2 辦理職業試探、生涯輔導課程之校數比率 1 1 1 
3 辦理職業試探相關教師研習之學校數 2 5 7 
4 辦理職業試探相關教師研習之校數比率 0.9 0.22 0.31 
5 學校辦理職業試探相關教師研習（總計教

師參與人次） 
278 290 320 

6 辦理產業參訪學校數(參訪對象必須是公民

營事業機構始計入) 
22 22 22 

7 學生參與產業參訪總人數 1759 1631 1454 
8 辦理八年級學生至高級中等學校參訪之學

校數 
22 22 22 

9 辦理八年級學生至高級中等學校參訪之學

校數比率 
1 1 1 

10 辦理九年級學生至高級中等學校職涯試探

之學校數 
22 22 22 

11 辦理九年級學生至高級中等學校職涯試探

之學校數比率 
1 1 1 

高級中

等學校 

1 辦理職場體驗之學校數(參訪對象必須是公

民營事業機構始計入) 
1 1 1 

2 學生參加職場體驗之總人數 55 38 35 
3 與鄰近中小學合作辦理職業試探課程數之

次數 
1 1 1 

4 辦理專業群科特色招生之學校數 1 1 1 
5 參與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

(均質化實施方案學校數比率) 
1 1 1 

地方政

府 

1 辦理技職教育宣導活動(含成果展)之參與學

校數 
22 22 22 

2 辦理技職教育宣導活動(含成果展)之參與校

數比率 
1 1 1 

3 辦理國中教師和學生家長之技職特色宣導

次數 
44 44 44 

4 辦理適性和就近入學宣導次數 60 60 60 

備註： 
1. 本表不含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辦理情形。 
2. 校數比率：辦理學校數/所轄之學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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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職業試探中心或體驗示範中心執行現況 

編號 指標項目 學年度 

  109 110 111 

1 設立中心數 2 2 2 

2 中心開設職群數 4 4 4 

3 國小學生參加學期中之體驗課程總人

次 
1537 1740 2432 

4 國中學生參加學期中之體驗課程總人

次 
691 1004 1856 

5 寒暑假期間辦理國小職業試探營隊或

活動總次數 
18 15 18 

6 寒暑假期間辦理國中職業試探營隊或

活動總次數 
14 46 18 

7 國小學生參加寒暑假期間辦理職業試

探營隊或活動總人次 
100 179 234 

8 國中學生參加寒暑假期間辦理職業試

探營隊或活動總人次 
210 95 178 

9 聘用技職校院師資參與中心教學師資

數 
16 6 17 

10 聘用職訓機構師資參與中心教學師資

數 
0 0 0 

11 聘用社區或產業專業師資參與中心教

學師資數 
3 6 5 

備註： 
1. 國民小學，以國小稱之。 
2. 國民中學，以國中稱之。 
3. 校數比率：辦理學校數/所轄之校數。 
4. 技職校院：指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綜

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程、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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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辦理情形 

編號 指標項目 學年度 
  109 110 111 

1 辦理國中技藝教育(抽離式)國中學校

數 
22 15 28 

2 辦理國中技藝教育(抽離式)國中校數

比率 
1 0.68 1 

3 辦理國中技藝教育(抽離式)之職群數 12 14 18 
4 辦理國中技藝教育(抽離式)班級數 26 28 36 
5 參與國中技藝教育(抽離式)學生數 440 489 544 
6 辦理國中技藝教育(專案編班)學校數 2 2 2 
7 辦理國中技藝教育(專案編班)校數比

率 
0.9 0.09 0.9 

8 辦理國中技藝教育(專案編班)之職群

數 
8 8 4 

9 辦理國中技藝教育(專案編班)班級數 2 2 2 
10 參與國中技藝教育(專案編班)學生數 41 34 32 
11 聘用社區或產業專業師資人力參與技

藝教育教學師資數 
32 3 30 

12 地方政府辦理國中技藝教育宣導活動

或職場講座總次數 
2 2 2 

13 國中辦理技藝教育宣導之校數 22 22 22 
14 國中辦理技藝教育宣導之校數比率 1 1 1 
15 與技術型高中（高職）與技職校院合

作辦理技藝教育國中學校數 
15 0 0 

16 與技術型高中（高職）與技職校院合

作辦理技藝教育國中校數比率 
0.68 0 0 

17 與職業訓練機構合作辦理技藝教育國

中學校數 
5 5 2 

18 與職業訓練機構合作辦理技藝教育國

中校數比率 
0.22 0.22 0.9 

備註： 
1. 國民中學，以國中稱之。 
2. 校數比率：辦理學校數/所轄之校數（含完全中學、高中附設國中部）。 
3. 職群數：係指依「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大綱」所列之 14 類職群辦理之總

職群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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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高級中等學校推動技術及職業教育情形 

編號 指標項目 
學年度 

109 110 111 

1 
參與校外競賽得獎數（科展/創意或發明/專題製作競賽

/專利等） 
0 0 0 

2 參加技能（藝）競賽得獎數 0 0 0 
3 赴產業實習總人數 0 0 0 
4 結合產業之教學活動場次 0 0 0 
5 學校與產業合作家數 0 0 0 
6 學校與大學合作課程數 0 0 0 

7 
結合地方產業、契合學生就業進路需求、跨科跨領域

實習課程數 
0 0 0 

8 
與產業定期或不定期共同評估群科之調整或新設之學

校數 
0 0 0 

9 
與產業定期或不定期共同評估群科之調整或新設之校

數比率 
0 0 0 

10 與產業共同規劃升學、就業導向模組化課程學校數 0 0 0 

11 
與產業共同規劃升學、就業導向模組化課程之校數比

率 
0 0 0 

12 與產業共同規劃特色課程學校數 0 0 0 
13 與產業共同規劃特色課程之校數比率 0 0 0 

14 
與產業合作共同規劃購置實驗設備，建置符合實務教

學環境實驗室之學校數 
0 0 0 

15 
與產業合作共同規劃購置實驗設備，建置符合實務教

學環境之校數比率 
0 0 0 

16 遴聘業界專家辦理協同教學教師數 0 0 0 
17 遴聘業界專家辦理協同教學學校數 0 0 0 
18 遴聘業界專家辦理協同教學校數比率 0 0 0 
19 遴聘技專校院教師辦理協同教學教師數 0 0 0 
20 遴聘技專校院教師辦理協同教學學校數 0 0 0 
21 遴聘技專校院教師辦理協同教學校數比率 0 0 0 
22 辦理海外實習之學校數 0 0 0 
23 開設 Maker 基地數或設置專業技術教學中心等 0 0 0 
24 辦理職場體驗的學校數 0 0 0 
25 辦理職場體驗的校數比率 0 0 0 
26 辦理職場體驗的群科數 0 0 0 
27 辦理雙語課程之學校數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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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辦理雙語課程之校數比率 0 0 0 

29 
辦理國際教育之學校數（進行國際交流、全球實習或

就業） 
0 0 0 

30 
辦理國際教育之校數比率（進行國際交流、全球實習

或就業） 
0 0 0 

1. 課程數為開設的科目數量。 
2. 校數比率：辦理學校數/所轄之校數。 
3. 參與技能競賽得獎數：學生參加政府單位主辦之縣市級（含）以上之技能競

賽獲獎總人次。 
4. 開設 Maker 基地數或設置專業技術教學中心：中央與地方開設之基地數或專

業技術教學中心均列入計算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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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產業合作專班辦理概況 

一、建教合作班 

編號 指標項目 
學年度 

109 110 111 
1 校數 0 0 0 
2 辦理班次 0 0 0 
3 學生數 0 0 0 

4 
校外競賽得獎數（科展/創意或發明/專題製作競賽/專
利等） 

0 0 0 

5 參與技能競賽得獎數 0 0 0 
6 學校與產業合作家數 0 0 0 
7 結合產業之教學活動場次 0 0 0 
8 學校與大學合作課程數 0 0 0 

9 
結合地方產業、契合學生就業進路需求、跨科跨領域

實習課程數 
0 0 0 

10 
與產業定期或不定期共同評估群科之調整或新設之學

校數 
0 0 0 

11 
與產業定期或不定期共同評估群科之調整或新設之校

數比率  
0 0 0 

12 與產業共同規劃升學、就業導向模組化課程學校數 0 0 0 

13 
與產業共同規劃升學、就業導向模組化課程之校數比

率 
0 0 0 

14 與產業共同規劃特色課程學校數 0 0 0 
15 與產業共同規劃特色課程之校數比率 0 0 0 

16 
與產業合作共同規劃購置實驗設備，建置符合實務教

學環境實驗室之學校數  
0 0 0 

17 
與產業合作共同規劃購置實驗設備，建置符合實務教

學環境之校數比率 
0 0 0 

18 遴聘業界專家辦理協同教學業師人數 0 0 0 
19 遴聘業界專家辦理協同教學學校數 0 0 0 
20 遴聘業界專家理協同教學校數比率 0 0 0 
21 遴聘技專校院教師辦理協同教學教師數 0 0 0 
22 遴聘技專校院教師辦理協同教學學校數 0 0 0 
23 遴聘技專校院教師辦理協同教學校數比率 0 0 0 
24 辦理海外實習之學校數 0 0 0 
25 辦理職場體驗之學校數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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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辦理職場體驗之校數比率 0 0 0 
27 辦理職場體驗之群科數 0 0 0 
28 畢業後學生留任原合作機構人數 0 0 0 
29 畢業後學生留任原合作機構比率 0 0 0 
30 畢業後學生至非合作機構就業人數 0 0 0 
31 畢業後學生至非合作機構就業比率 0 0 0 
32 畢業後學生銜接至合作技專校院就讀人數 0 0 0 
33 畢業後學生銜接至合作技專校院就讀比率 0 0 0 
34 畢業後學生銜接至非合作技專校院就讀人數 0 0 0 
35 畢業後學生銜接至非合作技專校院就讀比率 0 0 0 

備註： 
1. 課程數：開設的科目數量。 
2. 畢業後學生留任原合作機構人數、畢業後學生至非合作機構就業人數：指畢

業當年度 10 月 31 日仍留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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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學攜手專班 

編號 指標項目 
學年度 

109 110 111 
1 校數 0 0 0 
2 辦理班次 0 0 0 
3 學生數 0 0 0 

4 
校外競賽得獎數（科展/創意或發明/專題製作競賽/專
利等） 

0 0 0 

5 參與技能競賽得獎數 0 0 0 
6 學校與產業合作家數 0 0 0 
7 結合產業之教學活動場次 0 0 0 
8 學校與大學合作課程數 0 0 0 

9 
結合地方產業、契合學生就業進路需求、跨科跨領域

實習課程數 
0 0 0 

10 
與產業定期或不定期共同評估群科之調整或新設之學

校數 
0 0 0 

11 
與產業定期或不定期共同評估群科之調整或新設之校

數比率  
0 0 0 

12 與產業共同規劃升學、就業導向模組化課程學校數 0 0 0 

13 
與產業共同規劃升學、就業導向模組化課程之校數比

率 
0 0 0 

14 與產業共同規劃特色課程學校數 0 0 0 
15 與產業共同規劃特色課程之校數比率 0 0 0 

16 
與產業合作共同規劃購置實驗設備，建置符合實務教

學環境實驗室之學校數  
0 0 0 

17 
與產業合作共同規劃購置實驗設備，建置符合實務教

學環境之校數比率 
0 0 0 

18 遴聘業界專家辦理協同教學業師人數 0 0 0 
19 遴聘業界專家辦理協同教學學校數 0 0 0 
20 遴聘業界專家理協同教學校數比率 0 0 0 
21 遴聘技專校院教師辦理協同教學教師數 0 0 0 
22 遴聘技專校院教師辦理協同教學學校數 0 0 0 
23 遴聘技專校院教師辦理協同教學校數比率 0 0 0 
24 辦理海外實習之學校數 0 0 0 
25 辦理職場體驗之學校數 0 0 0 
26 辦理職場體驗之校數比率 0 0 0 
27 辦理職場體驗之群科數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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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畢業後學生留任原合作機構人數 0 0 0 
29 畢業後學生留任原合作機構比率 0 0 0 
30 畢業後學生至非合作機構就業人數 0 0 0 
31 畢業後學生至非合作機構就業比率 0 0 0 
32 畢業後學生銜接至合作技專校院就讀人數 0 0 0 
33 畢業後學生銜接至合作技專校院就讀比率 0 0 0 
34 畢業後學生銜接至非合作技專校院就讀人數 0 0 0 
35 畢業後學生銜接至非合作技專校院就讀比率 0 0 0 

備註： 
1. 課程數：開設的科目數量。 
2. 畢業後學生留任原合作機構人數、畢業後學生至非合作機構就業人數：指畢

業當年度 10 月 31 日仍留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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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點產業專班 

編號 指標項目 
學年度 

109 110 111 
1 校數 0 0 0 
2 辦理班次 0 0 0 
3 學生數 0 0 0 

4 
校外競賽得獎數（科展/創意或發明/專題製作競賽/專
利等） 

0 0 0 

5 參與技能競賽得獎數 0 0 0 
6 學校與產業合作家數 0 0 0 
7 結合產業之教學活動場次 0 0 0 
8 學校與大學合作課程數 0 0 0 

9 
結合地方產業、契合學生就業進路需求、跨科跨領域

實習課程數 
0 0 0 

10 
與產業定期或不定期共同評估群科之調整或新設之學

校數 
0 0 0 

11 
與產業定期或不定期共同評估群科之調整或新設之校

數比率  
0 0 0 

12 與產業共同規劃升學、就業導向模組化課程學校數 0 0 0 

13 
與產業共同規劃升學、就業導向模組化課程之校數比

率 
0 0 0 

14 與產業共同規劃特色課程學校數 0 0 0 
15 與產業共同規劃特色課程之校數比率 0 0 0 

16 
與產業合作共同規劃購置實驗設備，建置符合實務教

學環境實驗室之學校數  
0 0 0 

17 
與產業合作共同規劃購置實驗設備，建置符合實務教

學環境之校數比率 
0 0 0 

18 遴聘業界專家辦理協同教學業師人數 0 0 0 
19 遴聘業界專家辦理協同教學學校數 0 0 0 
20 遴聘業界專家理協同教學校數比率 0 0 0 
21 遴聘技專校院教師辦理協同教學教師數 0 0 0 
22 遴聘技專校院教師辦理協同教學學校數 0 0 0 
23 遴聘技專校院教師辦理協同教學校數比率 0 0 0 
24 辦理海外實習之學校數 0 0 0 
25 辦理職場體驗之學校數 0 0 0 
26 辦理職場體驗之校數比率 0 0 0 
27 辦理職場體驗之群科數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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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畢業後學生留任原合作機構人數 0 0 0 
29 畢業後學生留任原合作機構比率 0 0 0 
30 畢業後學生至非合作機構就業人數 0 0 0 
31 畢業後學生至非合作機構就業比率 0 0 0 
32 畢業後學生銜接至合作技專校院就讀人數 0 0 0 
33 畢業後學生銜接至合作技專校院就讀比率 0 0 0 
34 畢業後學生銜接至非合作技專校院就讀人數 0 0 0 
35 畢業後學生銜接至非合作技專校院就讀比率 0 0 0 

備註： 
1. 課程數：開設的科目數量。 
2. 畢業後學生留任原合作機構人數、畢業後學生至非合作機構就業人數：指畢

業當年度 10 月 31 日仍留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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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契合式人力專班 

編號 指標項目 
學年度 

109 110 111 
1 校數 0 0 0 
2 辦理班次 0 0 0 
3 學生數 0 0 0 

4 
校外競賽得獎數（科展/創意或發明/專題製作競賽/專
利等） 

0 0 0 

5 參與技能競賽得獎數 0 0 0 
6 學校與產業合作家數 0 0 0 
7 結合產業之教學活動場次 0 0 0 
8 學校與大學合作課程數 0 0 0 

9 
結合地方產業、契合學生就業進路需求、跨科跨領域

實習課程數 
0 0 0 

10 
與產業定期或不定期共同評估群科之調整或新設之學

校數 
0 0 0 

11 
與產業定期或不定期共同評估群科之調整或新設之校

數比率  
0 0 0 

12 與產業共同規劃升學、就業導向模組化課程學校數 0 0 0 

13 
與產業共同規劃升學、就業導向模組化課程之校數比

率 
0 0 0 

14 與產業共同規劃特色課程學校數 0 0 0 
15 與產業共同規劃特色課程之校數比率 0 0 0 

16 
與產業合作共同規劃購置實驗設備，建置符合實務教

學環境實驗室之學校數  
0 0 0 

17 
與產業合作共同規劃購置實驗設備，建置符合實務教

學環境之校數比率 
0 0 0 

18 遴聘業界專家辦理協同教學業師人數 0 0 0 
19 遴聘業界專家辦理協同教學學校數 0 0 0 
20 遴聘業界專家理協同教學校數比率 0 0 0 
21 遴聘技專校院教師辦理協同教學教師數 0 0 0 
22 遴聘技專校院教師辦理協同教學學校數 0 0 0 
23 遴聘技專校院教師辦理協同教學校數比率 0 0 0 
24 辦理海外實習之學校數 0 0 0 
25 辦理職場體驗之學校數 0 0 0 
26 辦理職場體驗之校數比率 0 0 0 
27 辦理職場體驗之群科數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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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畢業後學生留任原合作機構人數 0 0 0 
29 畢業後學生留任原合作機構比率 0 0 0 
30 畢業後學生至非合作機構就業人數 0 0 0 
31 畢業後學生至非合作機構就業比率 0 0 0 
32 畢業後學生銜接至合作技專校院就讀人數 0 0 0 
33 畢業後學生銜接至合作技專校院就讀比率 0 0 0 
34 畢業後學生銜接至非合作技專校院就讀人數 0 0 0 
35 畢業後學生銜接至非合作技專校院就讀比率 0 0 0 

備註： 
1. 課程數：開設的科目數量。 
2. 畢業後學生留任原合作機構人數、畢業後學生至非合作機構就業人數：指畢

業當年度 10 月 31 日仍留任者。 
  



 

60 
 

五、就業導向專班 

編號 指標項目 學年度 
  109 110 111 

1 校數 0 0 0 
2 辦理班次 0 0 0 
3 學生數 0 0 0 
4 校外競賽得獎數（科展/創意或發明/專題製作

競賽/專利等） 
0 0 0 

5 參與技能競賽得獎數 0 0 0 
6 學校與產業合作家數 0 0 0 
7 結合產業之教學活動場次 0 0 0 
8 學校與大學合作課程數 0 0 0 
9 結合地方產業、契合學生就業進路需求、跨科

跨領域實習課程數 
0 0 0 

10 與產業定期或不定期共同評估群科之調整或新

設之學校數 
0 0 0 

11 與產業定期或不定期共同評估群科之調整或新

設之校數比率 
0 0 0 

12 與產業共同規劃升學、就業導向模組化課程學

校數 
0 0 0 

13 與產業共同規劃升學、就業導向模組化課程之

校數比率 
0 0 0 

14 與產業共同規劃特色課程學校數 0 0 0 
15 與產業共同規劃特色課程之校數比率 0 0 0 
16 與產業合作共同規劃購置實驗設備，建置符合

實務教學環境實驗室之學校數 
0 0 0 

17 與產業合作共同規劃購置實驗設備，建置符合

實務教學環境之校數比率 
0 0 0 

18 遴聘業界專家辦理協同教學業師人數 0 0 0 
19 遴聘業界專家辦理協同教學學校數 0 0 0 
20 遴聘業界專家理協同教學校數比率 0 0 0 
21 遴聘技專校院教師辦理協同教學教師數 0 0 0 
22 遴聘技專校院教師辦理協同教學學校數 0 0 0 
23 遴聘技專校院教師辦理協同教學校數比率 0 0 0 
24 辦理海外實習之學校數 0 0 0 
25 辦理職場體驗之學校數 0 0 0 
26 辦理職場體驗之校數比率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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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辦理職場體驗之群科數 0 0 0 
28 畢業後學生留任原合作機構人數 0 0 0 
29 畢業後學生留任原合作機構比率 0 0 0 
30 畢業後學生至非合作機構就業人數 0 0 0 
31 畢業後學生至非合作機構就業比率 0 0 0 
32 畢業後學生銜接至合作技專校院就讀人數 0 0 0 
33 畢業後學生銜接至合作技專校院就讀比率 0 0 0 
34 畢業後學生銜接至非合作技專校院就讀人數 0 0 0 
35 畢業後學生銜接至非合作技專校院就讀比率 0 0 0 

備註： 
1. 課程數：開設的科目數量。 
2. 畢業後學生留任原合作機構人數、畢業後學生至非合作機構就業人數：指畢

業當年度 10 月 31 日仍留任者。 
3. 校數比率： 辦理學校數/所轄之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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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職業準備教育數位化運用情形 

編號 指標項目 學年度 

  109 110 111 

1 建立教學社群學校數 1 1 1 

2 推動建立數位教學平台數（包括 MOOCs 系
統） 

3 3 3 

3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e-Portfolio）平台參與學

校數 
1 1 1 

4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e-Portfolio）平台參與教

師人數 
29 29 29 

5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e-Portfolio）平台參與學

生人數 
58 45 36 

6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e-Portfolio）平台上傳畢

業規劃之學生數 
58 45 36 

7 產學合作平台媒合人數 0 0 0 

8 辦理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學校數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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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學校自行辦理職業繼續教育專班推動情形 

編號 指標項目 學年度 

  109 110 111 

1 開設校數 0 0 0 

2 開設班級數 0 0 0 

3 參與學生數 0 0 0 

4 合作機構數 0 0 0 

5 校外實習時數 0 0 0 

6 學校及合作機構共同規劃科目數 0 0 0 

7 學校及合作機構共同規劃課程比率 0 0 0 

8 業界專家協助教學科目數 0 0 0 

9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參與率 0 0 0 

備註： 
1. 課程比率：共同規劃科目數/全部科目數。 
2. 協同教學參與率：協同教學科目數/ 全部科目數。 
3. 所轄學校有依「高級中等學校辦理職業繼續教育辦法」或「專科以上學校辦

理職業繼續教育辦法」，自行辦理職業繼續教育專班者，應填寫編號 6~9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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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一、學校與職業訓練機構合作辦理職業繼續教育推動情形 

編號 指標項目 
學年度 

109 110 111 

1 開設職業訓練機構數 0 0 0 

2 開設班級數 0 0 0 

3 學生數 0 0 0 

4 校外實習時數 0 0 0 

備註： 
本表係指所轄學校依「職業訓練機構辦理職業繼續教育及評鑑辦法」與職

業訓練機構合作辦理繼續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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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二、技術及職業教育師資實務增能情形 

編號 指標項目 
學年度 

109 110 111 

1 教師參與實務增能相關社團數 0 0 0 

2 教師參與實務增能相關社團人數 0 0 0 

3 教師參與專業學習社群人次 29 29 29 

4 產學合作件數 0 0 0 

5 教師參與廣度研習人數 0 0 0 

6 教師參與深度研習人數 0 0 0 

7 教師參與深耕研習人數 0 0 0 

備註：  
1. 教師參與專業學習社群人次： 係指參與校內有關促使學校行政團隊永續學

習且不斷創新成長的學習型組織或活動之教職員人次。例如：腦力激盪、讀

書會、校內外業務觀摩、校務推展研討等。 
2. 廣度研習：指學校配合發展特色及教師教學領域，與機構共同規劃辦理為期

三日至五日之研習活動。 
3. 深度研習：指學校配合教學領域，由同校或跨校有意願之教師組成團隊，與

機構共同訂定研習主題，進行為期十日至三十日之研習活動。 
4. 深耕研習：指任職滿六年以上之學校專任教師，以帶職帶薪及下列方式之

一，進行二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之連續性或周期性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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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三、地方政府挹注技職教育年度經費編列及執行情形 

單位：新臺幣仟元 
年度 編號 推動工作 經費額度 執行情形扼述 備註 

109 1 
一般性補助款

-國中技藝教

育 
10000 

辦理本縣國三技藝教

育抽離式課程合作班

及自辦班相關經費 
無 

109 2 
國中技藝教育

充實及改善教

學設備計畫 
500 

辦理本縣國中技藝教

育合作高職(單位)或
自辦班所需教學設備

補助 

無 

109 3 
國中技藝教育

競賽及成果展

活動 
1280 

辦理全縣性技藝教育

職群競賽及成果展發

表活動 
無 

109 4 
區域職業試探

與體驗示範中

心 
3900 

1.2 設立 2 所區域職

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

心(卑南國中、新港國

中)  2.辦理本縣餐旅

群、家政群、電機電

子群集水產群的職場

體驗與生涯試探活動

課程 

無 

109 5 
職業試探社團

及產業參訪活

動 
472 

補助國中技藝教育試

探課程社團及認識、

體驗在地產業。 
無 

109 6 
一技在身-創
業教育計劃 

9000 

1:創業教育社團教學

環境設備 2:專案人員

招聘計劃 3:創意發明

學生培訓營 4:青少年

創意發明競賽計畫 5:
創業教育成果展(含成

果記錄拍攝) 6:丙級

考照輔導班計畫 8-參
加國外發明展計畫 

無 

109 7 

充實高級中等

學校原住民一

般教學設備經

費補助計畫 

275000 

1.補充學生社團所需

之相關設備。 2.補充

餐飲學程烘焙教室、

飲調教室、實習客房

器材設備。 3.補充藝

文教室器材設備。 4.
補充備課及教學研習

相關設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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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8 
發展與改進原

住民技職教育

計畫 
630465 

購置餐飲學程教學設

備及一般教學設備。 
無 

110 9 
一般性補助款

--國中技藝教

育 
10000 

辦理本縣國三技藝教

育抽離式課程合作班

及自辦班相關經費 
無 

110 10 
國中技藝教育

充實及改善教

學設備計畫 
500 

辦理本縣國中技藝教

育合作高職(單位)或
自辦班所需教學設備

補助 

無 

110 11 
國中技藝教育

競賽及成果展

活動 
1330 

 辦理全縣性技藝教

育職群競賽及成果展

發表活動 
無 

110 12 
職業試探社團

及產業參訪活

動 
454 

補助國中技藝教育試

探課程社團及認識、

體驗在地產業。 
無 

110 13 
區域職業試探

與體驗示範中

心 
3900 

1.設置 2 所區域職業

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

(卑南國中、新港國

中) 2.辦理本縣餐旅

群、家政群、電機電

子群集水產群的職場

體驗與生涯試探活動

課程。 

無 

110 14 
一技在身-創
業教育計畫 

8000 

1:創業教育社團教學

環境設備 2:專案人員

招聘計劃 3:創意發明

學生培訓營 4:青少年

創意發明競賽計畫 5:
創業教育成果展(含成

果記錄拍攝) 6:丙級

考照輔導班計畫 8-參
加國外發明展計畫 

無 

110 15 

充實高級中等

學校原住民一

般教學設備經

費補助計畫 

935685 
充實餐飲學程設備及

一般教學設備 
無 

111 16 
一般性補助款

--國中技藝教

育 
10000 

辦理本縣國三技藝教

育抽離式課程合作班

及自辦班相關經費、

職業試探社團計畫。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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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7 
國中技藝教育

充實及改善教

學設備計畫 
500 

辦理本縣國中技藝教

育合作高職(單位)或
自辦班所需教學設備

補助 

無 

111 18 
國中技藝教育

競賽及成果展

活動 
1350 

辦理全縣性技藝教育

職群競賽及成果展發

表活動 
無 

111 19 
區域職業試探

與體驗示範中

心 
3900 

1.設置 2 所區域職業

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

(卑南國中、新港國

中) 2.辦理本縣餐旅

群、家政群、電機電

子群集水產群的職場

體驗與生涯試探活動

課程。 

無 

111 20 
一技在身-創
業教育計畫 

10000 

1:創業教育社團教學

環境設備 2:專案人員

招聘計劃 3:創意發明

學生培訓營 4:青少年

創意發明競賽計畫 5:
創業教育成果展(含成

果記錄拍攝) 6:丙級

考照輔導班計畫 8-參
加國外發明展計畫 

無 

111 21 
發展與改進原

住民技職教育

計畫 
600000 

充實餐飲學程即一般

教學設備 
無 

111 22 

教育部國民及

教育署補助高

級中等學校充

實教學實習設

備計畫 

28000 
充實餐飲學程設備及

一般教學設備 
無 

備註：  
經費額度：編號 1：地方政府投入職業試探教育經費之推動工作之經費額度請

填寫不含教育部計畫配合款金額；其餘各項則可包括地方自行編列

及中央補助給縣（市）府挹注於技職教育之經費，如：充實教學設

備汰舊更新相關經費、提升高中教師實務經驗相關經費、新課綱推

動經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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