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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剪報則數：6 日期：108年4月22日~4月26日 剪報製作：教學卓越辦公室 

今日新聞剪報摘要 

1. 博士學位首度放寬 建築師、藝術家可以創作取代論文-A2、招生中心-(聯合新聞網)-108-04-22 

2. 教育部青年Let’s Talk 最高可獲6萬策論獎勵金-A1、A5、A3-(聯合新聞網)-108-04-22 

3. 上課也有錢可以領！大專金融就業公益專班9月開課-A3、A4-(聯合新聞網)-108-04-23 

4. 教育部補助2千萬 輔導國際技能競賽選手就學就業-A4-(聯合新聞網)-108-04-23 

5. 政策鼓勵 高中職就業率略升-A4、A8、A2、招生中心-(聯合新聞網)-108-04-23 

6. 攜手培育自動化人才 Epson捐贈百萬機械手臂給台科大-A8-(聯合新聞網)-108-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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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學位首度放寬 建築師、藝術家可以創作取代論文 

2019-04-22．文 /陳宛茜 

台灣學制規定，所有學科領域的博士學位，都必須撰寫博士論文。教育部最近預告「學位授予及替代碩士

博士論文準則」草案，首度放寬規定，包括藝術、應用科技與體育運動類的博士學位，可以作品或獎項成

就取代博士論文。亦即，藝術家可憑畫作、歌曲，建築師可憑建築作品，取代單純的博士論文獲得博士學

位。 

不過，教育部高教司司長朱俊彰強調，此一放寬並不代表博士生創作畫作或歌曲、建築作品，便可獲得博

士學位；他們在作品之外，還必須完成一份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同樣必須通過系所的審

核。 

如藝術類，其書面報告必須涵蓋創作或展演理念及個案描述、學理基礎、方法技巧詮釋及分析、作品與成

就之成果貢獻等。應用科技類的技術報告需涵蓋技術研發理念及個案描述、學理基礎、方法技巧詮釋等。

體育運動類的技術報告則必須涵蓋參賽歷程或個案描述、學理基礎、方法技巧詮釋等。 

朱俊彰指出，過去台灣僅開放藝術、應用科技類的碩士論文，可用作品和成就證明取代，此次首度放寬三

大領域的博士論文也可用創作或獎項取代。此外，碩士論文放寬的領域新增專業實務類、體育類，讓商管、

法律、體育碩士可以專業實務報告與獎項取代碩士論文。 

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教授阮慶岳認為，教育部此次放寬，對建築教育有正面意義。他分析，建築教育

應該實務和理論並重，但建築領域過去僅開放碩士論文可用建築作品取代，有實務經驗的建築師難以取得

博士學位。而大學專任教師往往必須擁有博士學位，造成有實務經驗的建築師難以成為專任師資、引領教

學方向。此次開放將鼓勵更多有實務經驗的建築人才進入學校任教，促成建築教育實務和理論並重。 

但台北科技大學校長王錫福表示，就工程相關系所來說，要求繳交博士論文還是較能保障學術品質，他會

開放各系自行討論決定。實踐大學校長陳振貴則指出，國外許多學校早已放寬必須繳交博士論文的規定，

甚至只要憑作品便可獲得博士學位；台灣此次放寬博士學位的取得，規定作品之外還必須繳交相關報告，

已做到學術品質的把關。 

朱俊彰表示，這些領域的碩博士學位是否開放用作品或專業實務報告取代論文，由各校各系自訂，招生前

必須載明。其資格審定範圍，準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範圍。他解釋，這是因為專科以上

學校教師升等辦法，開放藝術類、應用科技類或體育運動類用作品或成就取代，行之有年已形成共識。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教育部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體育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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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青年Let’s Talk 最高可獲6萬策論獎勵金 

2019-04-22．文 /馮靖惠 

鼓勵青年公共參與，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辦理「Let's Talk」計畫，今年申請方式改由青年三人至五人，自

組團隊提案申請，希望發揮互助協作精神，配合目前最熱門的政策。以教育創新、地方創生、媒體識讀、

部落發展為討論主題。錄取團隊有機會得到最高 6萬元策論獎勵金。 

青年署表示，民國 107年共有 56件提案，最後錄取 21場 Talk在全國辦理，討論議題含括文化、交通建

設、社區營造、社會福利、青年創業、國際參與、經濟發展、學生自治及環境保護等九個面向，其中「不

一樣又怎樣」多元文化 Let's Talk青年論壇，探討台灣新住民如何融入台灣生活。 

申請人馬瑞成表示，透過 Talk的辦理，讓他關心的新住民議題，可以有更多人看見及了解，是相當寶貴

的經驗與機會。讓聯合國走進台灣，開啟青年永續之門議題申請人孫瑋成，從台灣青年國際參與的困難點

切入問題，思考如何改善以提升青年國際參與率。 

青年署表示，歡迎 18歲至 35歲有志青年今天起開放線上申請，更多活動資訊可至青年署網站查詢。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教育部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社區營造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新住民
https://www.youthhub.tw/
https://www.y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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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也有錢可以領！大專金融就業公益專班9月開課 

2019-04-23．文 /張雅婷 

「如果上課有時薪可以領，那該多好啊！」現在上課領時薪不再是空想，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為響應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推動金融業投入社會公益，今年 9月將於臺北大學、致理科技大學、中華大學、南臺科技

大學、義守大學等北中南 9所大學同步開設 108學年度「大專生金融就業公益專班」，為避免學生忙於打

工而缺課，學生出席課程每小時還可支領補助 150元。 

「大專生金融就業公益專班」今年 9月將邁入第 5屆，中華大學為第一所取得開班授課資格的桃竹苗地區

學校，將為桃竹苗地區大學院校學生提供便利學習管道，專班課程自 2019年 9月至 2020年 3月，於周六、

日上課透過周末假日，總計 170小時的課程，輔導考取金融證照，並講授金融實務運作及分享職涯經驗，

幫助家庭經濟不佳的學生畢業後能夠翻轉人生。 

中華大學校長劉維琪表示，對於家庭經濟狀況不佳的學生來說，學成就業是改變的重要途徑。因此，中華

大學透過大專金融就業公益專班，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增加就業競爭力，結訓後更將提供就業媒合，

讓學生能夠順利就業。 

中華大學除了即將在今年 9月開班的大專金融就業公益專班，除了金融就業公益專班，中華大學為厚植學

生金融實務知識，已連續多年與台灣證券交易所合辦「金融講堂」課程，每學期邀請數名財務金融領域精

英與高階主管到校擔任授課講師，培育金融菁英人才，學生不僅可以掌握產業趨勢，還能與名師討論交流。

校方還推不同公益扶弱方案，如每月一萬元的學習助學金、繁星推薦幸福就學方案等，協助弱勢學生安心

就學。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義守大學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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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2千萬 輔導國際技能競賽選手就學就業 

2019-04-23．文 /馮靖惠 

國際技能競賽為世界級技藝競賽，我國每屆都甄選超過40名菁英選手參賽。為加強國手學生於該專業領域

再精進技能並擴展國際視野，教育部自108年起首度試辦「國際技能競賽選手就學就業精進計畫」，補助

台灣科技大學、台北科技大學、雲林科技大學及屏東科技大學四所學校，有52位國手，補助金額為新台幣

2300萬元，協助學校針對國手語言能力加強、專業技術精進及學科能力精進三部分持續提升。 

教育部為支持國手持續進修，在技專校院招生管道提供「技藝優良保送入學」外，並於105年起試辦「技

優領航計畫」，讓國手及其他同樣為技術優異的學生，在進入科技大學後，仍可以持續精進相關技術及學

識。 

106年首度針對為國爭光且尚在技專校院就讀的國手試辦「國際技能競賽選手海外精進計畫」，106年共補

助40位國手，補助金額為新台幣2000萬元。其中，以第44屆國際技能賽電子職類金牌，台灣科技大學電子

系學生蔡喻至為例，即透過本計畫前往德國多特蒙德工業大學(TU Dortmund)實驗室交流及前往美國

Kitchbot智慧溫控插座公司實習，負責撰寫程式讓產品達到有效控溫並維持馬達穩定。 

蔡喻至表示，工作中每一次練習，都讓寫的程式有所進展，而且產品設計必須考慮量產、製造流程等問題，

跟過去比賽受訓很不一樣，與實務更加接軌。 

教育部表示，108年進一步試辦「國際技能競賽選手就學就業精進計畫」，在國手就讀科技大學期間，提

供一對一的專業技術培訓，持續精進渠原技優的技術能力、支持國手成為學校專業技術課程的助教、支持

國手至相關業界進行專業實習至少三個月，且學校需針對每位學生的學科能力規畫個別輔導計畫。期望這

一批曾經為國爭光的國手，成為台灣產業提升創新的動能。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國際技能競賽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教育部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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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鼓勵 高中職就業率略升 

2019-04-23．文 /張錦弘 

圖/聯合報提供 

 

教育部最新統計，受少子化、大學升學率近百分百等影響，加上國三生升學「先高中、後高職」的傳統觀

念根深柢固，國內高中生占比逐年增加、高職生則漸減；但受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方案等政策鼓勵，高中

職畢業生就業率略提升，但仍占不到一成。 

教育部發布一○七學年高中職學生數及出路等相關統計，受生源減少、升學管道暢通等影響，就讀綜合高

中、實用技能學程及進修部人數快速萎縮，讀普通高中占比逐年增加，由一○三學年占四成三，增為占四

成七，高職生比率則由五成七降為五成三。 

統計高中職畢業生出路，早期高職以就業為主，七十六學年升學率還不到百分之三，隨產業結構調整、政

府開放廣設大學，高職生升學率至一○一學年飆升到史上最高的八成三五，之後逐年微幅下降到七成七

四；高職生就業率則在五年內由一成四三增為一成六二。 

至於高中生升學率變化小，五年內由九成六五減為近九成五，就業率由百分之零點六略增為百分之一點

一；總計高中職生的就業率仍只約百分之九。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教育部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升學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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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高工校長陳貴生分析，「先高中、後高職」的傳統升學觀念根深柢固，且勞力密集產業逐漸外移、相

關人力需求減少，高職生比率自然減少；此外，高職、科大生畢業起薪及升遷有明顯差別，導致高職生仍

多數選擇升學，是基於現實考量，青年儲蓄方案鼓勵先就業的成效有限。 

陳貴生說，政府大力推動AI產業、升級到工業4.0，高職基礎教育已不敷業界需求，尤其念大安高工等前

段高職的學生，絕大多數都想升學到台科、北科等頂尖科大，因此能吸引到會考五科A++考生棄建中念大

安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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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培育自動化人才 Epson捐贈百萬機械手臂給台科大 

2019-04-23．文 /馮靖惠 

工業 4.0時代來臨，台灣科技大學、和碩及台灣愛普生（Epson）攜手產學合作，培育自動化人才，由 Epson

捐贈台科大總價百萬的機械手臂、台科大開設培訓課程、和碩提供機械手臂實作案例及實習名額，三方攜

手設立自動化產業人才認證培訓中心，透過系統性的教育課程與實機操作，共同培育台灣高階的機械手臂

自動化人才。 

台科大教授林清安表示，台科大已投入五名種子教師接受機械手臂師資培訓，並將開設「工業機械手臂操

作與程式設計實習」及「工業機械手臂視覺與力覺技術」兩門課程，分別給大學部及研究生選修，未來也

規畫在台科大成立認證培訓中心，讓學生或業界有志於自動化產業的人能直接到台科大培訓，並由 Epson

公司進行認證測驗，取得證照。 

當今許多產線已逐步升級至自動化，由機械手臂取代傳統作業人員，不僅提昇產線的效率及效能，且人力

運用從傳統的產線勞力密集作業升級至系統操作以及管理階層的工作。 

林清安說，想要通過認證，工程師不僅需了解機械手臂的規格和操作，還需具備解決專案問題及強大程式

設計的能力。台科大期望透過系統性的機械手臂教育課程和實作，培養業界即用的自動化人才。 

台科大校長廖慶榮表示，台科大是台灣第一個校園內擁有符合業界規格、全自動化生產線的工業 4.0工

廠，自動化人才不但是產業趨勢，更需要硬體、軟體兼備的跨領域人才，期待台科大、和碩、Epson能一

起讓自動化人才變得「智」動化，並解決業界人才需求。 

台灣愛普生董事總經理呂理廸說，Epson長期重視台灣自動化產業的育才計畫，此次提供專業機械手臂設

備與訓練，藉由專業設備、深度學習與實際應用三方接軌，備妥對應的資源、設備及環境，成立自動化產

業人才認證中心，期望透過為期兩年的合作專案，深化在地人才培育，並在全球自動化浪潮下，作為台灣

生產製造業者最強而有力的後盾。 

和碩總經理暨執行長廖賜政表示，隨著產業經營環境嚴峻的轉變，自動化與智慧製造已經成為企業尋求市

場競爭優勢的新趨勢，機器手臂目前已大量使用於工廠自動化生產，而機器手臂結合視覺與 AI(人工智慧)

應用將在智慧製造領域擔任重要角色，所以高階機械手臂的人才培育更顯重要。 

廖賜政說，和碩與 Epson在自動化設備研發已有多年合作經驗，這次與台科大及 Epson共同產學合作，期

待透過產、銷、學三供應鏈，能讓台灣的自動化高等教育與產業緊密結合，使學生能學以致用，與產業無

縫接軌。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台科大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實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