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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調查方法 

一、調查範圍與對象 

調查範圍為全國 22 縣市；調查對象為居住調查範圍內，年滿 20 歲民眾。 

二、調查時間 

    調查時間為2021年3月6日（星期六）至3月10日（星期三）。 

三、調查方法 

    電腦輔助電話訪問（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CATI）。 

四、抽樣設計 

（一） 市內電話調查：依據內政部公布的各縣市人口統計資料比率，採分層

隨機抽樣方式，在全國住宅電話電腦資料庫中抽出電話門號後，再以

隨機跳號方式（random-digit-dial）替換末兩碼以做為實際撥出的電話

門號。 

（二） 手機電話調查：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公布之「行動通信網

路業務用戶號碼核配現況」（手機號碼前五碼之核配狀況），搭配以隨

機亂數的手機號碼最後五碼作為實際撥出的電話門號。 

五、樣本規模 

共計完成有效樣本 1,071 人（手機樣本：271，市話樣本：800），在信賴水準

95%時的抽樣誤差最大值為±3.0%。 

六、加權 

根據內政部公告最新的民眾性別、年齡、戶籍、以及教育程度等四項特徵，

逐項反覆進行連續性修正，以使樣本與母體特徵的結構一致，此時整體樣本

已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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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查結果分析 

一、民眾對「大學積極爭取世界排名有助於國家未來人才培育」的看法 

（一） 受訪民眾有 76.0%同意「大學積極爭取世界排名有助於國家未來人才培育」

（25.4%很同意，50.6%還算同意），有 9.0%不同意（2.2%很不同意，6.8%

不太同意）。 

 

 

 

 

  

 

 

 

 

        圖 1 民眾對「大學積極爭取世界排名有助於國家未來人才培育」的看法 

（二）交叉分析：  

1. 年齡：49 歲以下的受訪民眾，對「大學積極爭取世界排名有助於國家未

來人才培育」表示同意的比率，皆超過八成（20-34 歲 82.5%、35-49 歲

83.2%），65 歲以上者表示同意的比率最低，為 61.2%。 

2. 學歷：學歷愈高的受訪民眾，對「大學積極爭取世界排名有助於國家未

來人才培育」表示同意的比率愈高，高中/職以上者同意的比率皆在八成

以上（大專以上 81.5%、高中/職 80.2%），國中以下者僅為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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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眾對「大學培養學生擁有兩種以上專長」重要性的看法 

（一） 受訪民眾有 89.9%認為「大學培養學生擁有兩種以上專長」是重要的（61.9%

很重要，28.0%還算重要），有 6.9%認為不重要（0.9%很不重要，6.0%不

太重要）。 

 

 

 

 

 

 

 

 

 

          圖 2 民眾認為「大學培養學生擁有兩種以上專長」重要性的看法 

（二）交叉分析：  

1. 年齡：35-49 歲與 50-64 歲的受訪民眾，認為「大學培養學生擁有兩種以

上專長」是重要的比率相對較高，分別為 91.1%與 92.6%。 

2. 學歷：具高中/職以上學歷的受訪民眾，認為「大學培養學生擁有兩種以

上專長」是重要的比率，皆達九成以上（大專以上 90.7%、高中/職 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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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眾對「教育部鬆綁法令，讓普通大學更有彈性，自由接受個別產業委託，

辦理所需人才培育課程」的看法 

（一） 受訪民眾有 85.5%贊成「教育部鬆綁法令，讓普通大學更有彈性，自由接

受個別產業委託，辦理所需人才培育課程」（42.6%很贊成，42.9%還算贊

成），有 6.9%不贊成（2.1%很不贊成，4.8%不太贊成）。 

 

 

 

 

 

 

 

 

 

     圖 3 民眾對「教育部鬆綁法令，讓普通大學更有彈性，自由接受個別產業委

託，辦理所需人才培育課程」的看法 

（二）交叉分析：  

1. 年齡：64 歲以下的受訪民眾，贊成「教育部鬆綁法令，讓普通大學更有

彈性，自由接受個別產業委託，辦理所需人才培育課程」的比率，皆達

85%以上（20-34 歲 89.7%、35-49 歲 86.3%、50-64 歲 88.2%）；65 歲以

上者贊成的比率為 75.5%。 

2. 學歷：具高中/職以上學歷的受訪民眾，贊成「教育部鬆綁法令，讓普通

大學更有彈性，自由接受個別產業委託，辦理所需人才培育課程」的比

率最高，為 92.0%；其次為具大專以上學歷者，贊成的比率為 84.9%；

具國中以下學歷者贊成比率最低，為 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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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眾對「教育部獎勵科技大學(技術學院)的課程開設，以產業需求為主，打

破學年、學分及師資聘用的限制，培養產業實用技術人才」的看法 

（一） 受訪民眾有 87.2%贊成「教育部獎勵科技大學(技術學院)的課程開設，以

產業需求為主，打破學年、學分及師資聘用的限制，培養產業實用技術人

才」（49.2%很贊成，38.0%還算贊成），有 6.9%不贊成（1.8%很不贊成，

5.1%不太贊成）。 

 

 

 

 

 

 

 

 

 

     圖 4 民眾對「教育部獎勵科技大學(技術學院)的課程開設，以產業需求為主，

打破學年、學分及師資聘用的限制，培養產業實用技術人才」的看法 

（二）交叉分析：  

1. 年齡：64 歲以下的受訪民眾，贊成「教育部獎勵科技大學/學院的課程

開設，以產業需求為主，打破學年、學分及師資聘用的限制，培養產業

實用技術人才」的比率約為九成（20-34 歲 90.9%、35-49 歲 89.3%、50-64

歲 89.4%）。 

2. 學歷：具高中/職學歷的受訪民眾，贊成「教育部獎勵科技大學/學院的

課程開設，以產業需求為主，打破學年、學分及師資聘用的限制，培養

產業實用技術人才」的比率最高，達 91.2%；其次為具大專以上學歷者，

贊成的比率為 88.0%；具國中以下學歷者贊成比率最低，為 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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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眾對「政府應該投入經費，獎勵每一縣市至少有一所大學，配合縣市產業

特色，發展成推動地方產業大學」的看法 

（一）受訪民眾有 74.7%同意「政府應該投入經費，獎勵每一縣市至少有一所大

學，配合縣市產業特色，發展成推動地方產業的大學」（40.7%很同意，34.0%

還算同意），有 20.5%不同意（5.2%很不同意，15.3%不太同意）。 

 

 

 

 

 

 

 

 

         圖 5 民眾對「政府應該投入經費，獎勵每一縣市至少有一所大學，配合縣市產

業特色，發展成推動地方產業大學」的看法 

（二）交叉分析：  

學歷：具高中/職學歷的受訪民眾，贊成「政府應該投入經費，獎勵每一

縣市至少有一所大學，配合縣市產業特色，發展成推動地方產業大學」

的比率最高，達 83.0%；其次為具國中以下學歷者，贊成的比率為

76.1%；具大專以上學歷者贊成比率最低，為 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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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民眾對「教育部應該建立多元、便利的終身學習管道，並積極推動，讓國人

隨時隨地有再學習成長的機會，以因應社會迅速發展需要」的看法 

（一） 受訪民眾有 93.4%同意「教育部應該建立多元、便利的終身學習管道，並

積極推動，讓國人隨時隨地有再學習成長的機會，以因應社會迅速發展需

要」（58.5%很同意，34.9%還算同意），有 3.8%不同意（1.4%很不同意，

2.4%不太同意）。 

 

 

 

 

 

 

 

 

 

     圖 6  民眾對「教育部應該建立多元、便利的終身學習管道，並積極推動，讓

國人隨時隨地有再學習成長的機會，以因應社會迅速發展需要」的看

法 

（二）交叉分析：  

學歷：具高中/職學歷的受訪民眾，同意「教育部應該建立多元、便利的終

身學習管道，並積極推動，讓國人隨時隨地有再學習成長的機會，以因應

社會迅速發展需要」的比率最高，達 96.2%；其次為具大專以上學歷者，

同意的比率為 94.2%；具國中以下學歷者同意的比率最低，為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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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民眾對「教育部應該和相關部會合作修訂法規，要求並獎勵企業單位出錢出

力，為在職員工終身教育負責」的看法 

（一） 受訪民眾有 84.3%同意「教育部應該和相關部會合作修訂法規，要求並獎

勵企業單位出錢出力，為在職員工的終身教育負責」（46.3%很同意，38.0%

還算同意），有 9.8%不同意（2.6%很不同意，7.2%不太同意）。 

 

 

 

 

 

 

 

 

 

       圖 7 民眾對「教育部應該和相關部會合作修訂法規，要求並獎勵企業單位

出錢出力，為在職員工終身教育負責」的看法 

（二）交叉分析：  

受訪民眾普遍同意「教育部應該和相關部會合作修訂法規，要求並獎勵企

業單位出錢出力，為在職員工的終身教育負責」，其比率並未因為性別、

居住地區、年齡與學歷的不同而有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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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民眾對「網路應用越來越普遍，為維護國家社會資訊安全，政府應該投入更

多經費和資源，積極培養資訊安全優秀人才」的看法 

（一） 受訪民眾有 90.3%同意「網路應用越來越普遍，為維護國家社會資訊安全，

政府應該投入更多經費和資源，積極培養資訊安全優秀人才」（55.2%很同

意，35.1%還算同意），有 7.1%不同意（1.4%很不同意，5.7%不太同意）。 

 

 

 

 

 

 

 

 

 

      圖 8 民眾對「網路應用越來越普遍，為維護國家社會資訊安全，政府應該

投入更多經費和資源，積極培養資訊安全優秀人才」的看法 

（二）交叉分析：  

受訪民眾普遍同意「網路應用越來越普遍，為維護國家社會資訊安全，政

府應投入更多經費和資源，積極培養資訊安全優秀人才」，其比率並未因

為性別、居住地區、年齡與學歷的不同而有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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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民眾對「政府應該採取有效辦法，吸引在臺灣就讀的優秀國際學生，畢業後

留在臺灣就業」的看法 

（一）受訪民眾有 80.6%同意「政府應該採取有效辦法，吸引在臺灣就讀的優秀

國際學生，畢業後留在臺灣就業」（45.9%很同意，34.7%還算同意），有 14.9%

不同意（4.5%很不同意，10.4%不太同意）。 

 

 

 

 

 

 

 

 

 

      圖 9 民眾對「政府應該採取有效辦法，吸引在臺灣就讀的優秀國際學生，

畢業後留在臺灣就業」的看法 

（二）交叉分析：  

1. 年齡：年齡愈高的受訪民眾，對「政府應該採取有效辦法，吸引在臺灣

就讀的優秀國際學生，畢業後留在臺灣就業」表示同意的比率愈低（65

歲以上 71.8%、50-64 歲 78.3%、35-49 歲 83.6%、20-34 歲 86.5%）。 

2. 學歷：具國中以下學歷的受訪民眾，同意「政府應該採取有效辦法，吸

引在臺灣就讀的優秀國際學生，畢業後留在臺灣就業」的比率最低，為

69.0%；其次為具大專以上學歷者，同意的比率為 82.6%；具高中/職學

歷者同意的比率最高，為 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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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民眾認為在科技化、國際化與民主化下，未來人才具有四項能力的重要性 

  因應科技進步、國際競爭及社會民主化，受訪民眾認為國家未來人才具有雙

語能力、創新能力、數位能力、公民素養的重要性如下： 

（一）雙語能力 

1. 受訪民眾有 96.4%認為國家未來人才具有「雙語能力」是重要的（82.4%很重要，

14.0%還算重要），有 2.0%認為不重要（0.2%很不重要，1.8%不太重要）。 

 

 

 

 

 

 

 

 

 

             圖 10-1 民眾認為國家未來人才具有「雙語能力」的重要性 

 

2. 交叉分析 

除了有 89.3%國中以下學歷的受訪民眾，認為國家未來人才具有「雙語能力」

是重要的外，其餘學歷或不同性別、居住地區與年齡的受訪民眾，認為重要的

比率皆達九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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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能力 

1. 受訪民眾有 97.8%認為國家未來人才具有「創新能力」是重要的（80.0%很重要，

17.8%還算重要），有 1.0%認為不重要（0.2%很不重要，0.8%不太重要）。 

 

 

 

 

 

 

 

 

 

             圖 10-2 民眾認為國家未來人才具有「創新能力」的重要性 

 

2. 交叉分析： 

受訪民眾普遍認為，因應科技進步、國際競爭及社會民主化，國家未來人才具

有「創新能力」是重要的，其比率並未因為性別、居住地區、年齡與學歷的不

同而有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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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位能力 

1. 受訪民眾有 95.7%認為國家未來人才具有「數位能力」是重要的（75.1%很重要，

20.6%還算重要），有 1.8%認為不重要（0.1%很不重要，1.7%不太重要）。 

 

 

 

 

 

 

 

 

 

             圖 10-3 民眾認為國家未來人才具有「數位能力」的重要性 

 

2. 交叉分析 

除了 65 歲以上與國中以下學歷的受訪民眾，認為國家未來人才具有「數位能

力」是重要的比率未達九成外（分別為 88.1%、88.0%），其餘年齡、學歷及不

同性別、居住地區的受訪民眾，認為重要的比率皆達九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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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民素養 

1. 受訪民眾有 97.7%認為國家未來人才具有「公民素養」是重要的（85.3%很重要，

12.4%還算重要），僅有 0.4%認為不重要（0.1%很不重要，0.3%不太重要）。 

 

 

 

 

 

 

 

 

 

               圖 10-4 民眾認為國家未來人才具有「公民素養」的重要性 

2. 交叉分析 

受訪民眾普遍認為，因應科技進步、國際競爭及社會民主化，國家未來人才具

有「公民素養」是重要的，其比率並未因為性別、居住地區、年齡與學歷的不

同而有明顯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