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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實作場域設備精進計畫補助要點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配合國家希望工程施政方向，以五大

信賴產業及重點產業領域為主軸，補助技專校院充實教學實作場

域，培育具專業實作能力之人才，推動實作場域設備精進計畫（以

下簡稱本計畫），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計畫補助對象及計畫執行單位： 

  (一)補助對象為公私立技專校院(以下簡稱學校)。但依私立高級中

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列為專案輔導學校者，不得申請。 

  (二)執行單位應為院、所、系、科之教學單位。 

三、補助期間：自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 

四、補助類型及補助經費： 

  (一)教學實作場域建置方案： 

1.針對五大信賴產業或重點產業核心能力建置貼近場域環境實

體教學場域，包括設備採購、課程開發、師資培訓、學生專業

實作能力訓練及企業員工在職訓練等其他擴散效益。 

2.每件補助經費以新臺幣五千萬元為原則。 

  (二)課程師資設備精進方案： 

1.針對人工智慧等國家重點產業核心能力，提升現有教學場域軟

硬體資源，包括提升教師產業知能、擴充實務教學課程等。 

2.每件補助經費以新臺幣五百萬元為原則。 

五、學校應依本部指定期限及格式提出計畫申請，計畫內容及辦理方

式如下： 

  (一)教學實作場域建置方案： 

1.應串連鄰近學校及業界資源，以產業作業現場為模組，增建或

整修教學空間、購置符合業界需求之設備，並與產業共構人才

培育模式。 

2.培育對象包括跨校(院、所、系、科)學生、教師、企業員工。 

3.應配合產業技術需求，規劃授課學程、強化現有授課內容，落

實跨領域或深化技術課程開設，並針對課程規劃業界專家協同

教學、師資進修、設備採購或租用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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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合作學校應至少包括二所大專校院，並規劃跨校師生課程及實

作訓練之具體策略。 

5.應蒐集產業對人才培育建議、整合相關部會資源及產業人才需

求，建立人力媒合機制，並明確說明各機關協助或合作事項，

協助鄰近學校與在地產業技術合作及職缺媒合。 

6.教學場域應以永續經營為目標，財務計畫應納入自償性經費，

例如：場地設備租借、課程收費等，並創造多元收入來源及穩

定自籌財源，建立場域長期維運策略。 

7.教學場域具建置區域產業人才及技術培育基地計畫、優化技職

校院實作環境計畫或各部會相關補助計畫之基礎者，應說明與

本計畫之區隔及如何接軌，包括課程延伸、設備精進等。 

  (二)課程師資設備精進方案： 

1.應盤點鄰近學校軟硬體資源及業界職能需求，並以教學實作場

域需求為主軸，針對所需設備、師資或課程等，提出精進規劃，

提升場域利用率，銜接產業人才需求。 

2.培育對象以校內(包括跨院、所、系、科)學生及教師為主。 

3.應配合產業技術需求，規劃授課學程、強化現有授課內容，落

實跨領域或深化技術課程開設。 

4.結合人工智慧等國家重點產業應用設備或工具規劃課程，確保

學生具備實務操作經驗。 

5.結合人工智慧等重點產業技術，培養具產業應用能力種子教師，

並得引入業界專家擔任課程講師，確保教學品質。 

6.建立與業界合作模式，確保課程接軌產業實際應用。 

7.應制定長期人才培育策略，例如：教學設備租借、課程推廣、

種子教師培訓等。 

8.教學場域具各部會相關補助計畫之基礎者，應說明與本計畫如

何接軌，包括課程延伸、設備精進等。 

六、計畫徵件及審核作業： 

  (一)本部得配合產業人才需求，逐年擇定計畫徵件之重點領域，並

由學校依重點領域提出申請計畫。 

  (二)為審查學校申請計畫，本部得邀請學者專家、產業界及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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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代表組成審查小組進行書面審查；必要時，得安排學校進行

簡報或至計畫執行場域進行實地訪查。 

  (三)審核標準： 

1.教學實作場域建置方案： 

(1)培育領域及目標：確實對焦產業需求，且培育具專業技術

或跨系所之多元人才。 

(2)內容可行性：計畫團隊分工、場域空間配置、跨機關人才

培育計畫整合規劃、新設課程配套（包括師生培育、企業

員工訓練或設備採購等）、產學合作及跨部會合作機制等

明確可行。 

(3)內容之品質管控及自我改善機制完善。 

(4)預期成效：包括培育成果與擴散影響、產學合作、場域使

用率、衍生收益、永續經營及維護策略規劃。 

(5)學校執行建置區域產業人才及技術培育基地計畫或優化

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等重大計畫之績效、與本計畫之銜

接機制。 

2.課程師資設備精進方案： 

(1)培育領域及目標：確實對焦產業需求，且培育具專業技術

或跨領域之多元人才。 

(2)內容可行性：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整合規劃、新設課程配

套（包括師生培育或設備採購等）、產學合作規劃等明確

可行。 

(3)內容之品質管控及自我改善機制完善。 

(4)預期成效：包括培育成果與擴散影響、產學合作、場域使

用率及場域維運策略規劃。 

(5)學校執行建置區域產業人才及技術培育基地計畫或優化

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等重大計畫之績效、與本計畫之銜

接機制。 

  (四)學校申請之計畫應以培育重點產業技術應用人才為主；研究導

向之計畫，本部不予補助。 

七、經費支用基準及核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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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校補助額度核定後，本部依年度預算辦理經費核撥事宜。跨

年度計畫原則一次核定總期程之補助經費，分年分期撥付。但

本部得視當年度預算審查情形酌予調整。 

  (二)經核定之計畫年度補助經費尚未撥入學校前，得由學校自籌款

先行支應計畫所需支出。 

  (三)經費編列： 

1.資本門補助經費編列得用於建置教學場域之工程經費，設備購

置以耐用性佳之教學設備為限，不得購置一般事務設備。 

2.經常門補助經費編列以場域維運及教學需求為主，得用於實作

耗材費、課程教材費及業界專家鐘點費等。 

3.學校應確保計畫執行品質及設備使用安全，得編列人事費及設

備維護費，維持場域教學運作。 

4.經費編列及支用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

準表規定辦理。 

5.學校自籌經費比率不得低於計畫總補助經費百分之十五。 

  (四)經費結報：各年度核定期程結束後，學校應於本部指定期間內

將成果報告及經費收支結算表送本部辦理核結。 

  (五)本計畫經費之請撥、支用及核結作業，應依本要點規定執行；

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

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八、成效考核機制： 

  (一)學校應明定合理之學生（員）實務能力提升檢核之機制，追蹤

培訓學生後續就業情形，並說明計畫內容之品質管制及自我改

善機制之妥善性。 

  (二)學校應明訂分年達成之績效指標，及達成目標之管考機制，例

如培訓學生人數(包括性別統計)、受補助計畫學生畢業後就業

率、與國家重點產業相關之產學合作件數及金額成長比例等。 

  (三)計畫應滾動修(增)訂績效指標，例如培育人數、產學合作件數

或相關衍生收益等。 

  (四)獲補助學校每年應將當年度執行成果函送本部，本部將依核定

之計畫書所列指標辦理考評，並依學校執行情形或考評意見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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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次年度經費。 

九、補助經費扣減原則： 

  (一)學校多年期計畫前一年度經費執行率未達百分之八十者，當年

度補助經費得予以減列或追繳部分補助經費。 

  (二)本部依學校執行計畫違失情形，依下列規定扣減經費： 

1.計畫考評未通過者，得扣減其補助款，或廢止原核定補助處分

之全部或部分，並要求學校繳回全部或部分補助款。 

2.因行政缺失、違反法令或未依核定計畫執行，經本部糾正或限

期仍未改善者，得視情節輕重減計其全部或部分金額。 

十、其他注意事項： 

  (一)計畫有調整之必要時，學校應敘明理由，並檢附相關文件報本

部同意後，始得變更。 

  (二)針對學習或公共空間之規劃與設計，應兼顧不同性別之空間使

用性及友善性，並注重教學設備使用安全性及無性別偏見，定

期改進硬體設施現況以提升場域安全。 

  (三)場域內設備設施之安全規範，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規定

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