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SWOT分析

內部分析

策略方案

外部分析

內部強勢分析

強勢（S） 弱勢（W）

S1相鄰南科與永康、仁德工業區有地緣的優勢。
S2產學研發能量強。
S3累積大量的知識產權。
S4分配給學生經費高。
S5學校的空間充裕。
S6對弱勢學生助學補助高。
S7產學夥伴企業資源豐富。
S8對外募款績效大幅提升。

W1學生註冊率低。
W2學生休退轉比率偏高，學習穩定性低。
W3資深教師比例高，造成人事費成本過高。
W4專任教師年齡偏高，協助校務行政績效意願低落。
W5校園生活機能不足，學校設備缺乏維護多不堪使用。
W6媒體行銷單調及學校形象營造曝光不足。
W7網路基礎設施老舊，面對數位轉型的挑戰大。
W8學生的學習動機低弱。
W9少子化導致招生競爭激烈，招生資源與教學資源相互排擠。

外部環境分析

機會O

O1南向政策，政策鼓勵學校招收東南亞外籍生，成立
南向專班。

O2產業勞動力不足，政策鼓勵成立移工專班(「僑外生
留台工作評點新制」或「留用外國中階技術人力政
策」)。

O3僱主反應找不到合適的員工，企業僱用合適員工的
難度全球最高。

O4產業匯流與數位轉型的趨勢。
O5 YZ世代交替，Z世代成為主流的消費者與從業者。
O6新科技的崛起與應用便利。
O7人口高齡化與健康需求。
O8 3+4僑生技職專班。
O9南科從業人員再進修需求高。

SO1運用產學研發的能量，結合地緣優勢，連結學生的就業資
源，吸引在地、外籍與移工學生就讀，並配合就業輔導措
施與媒合優質企業，提升學生的就業機會。

SO2提升營運績效，持續對企業募款改善財務。
SO3積極推動教師爭取產官學計畫及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將產學融入教學，落實創新教學。
SO4深化與產學夥伴企業合作關係，共同建立企業所需人才培

育平台。
SO5系所成立附屬機構，增加財務收入與提供學生實作教學與

實習。
SO6活化校內知識產權，調整專利布局，形成研發策略，有系

統地推動研發方向並且強化知識產權商品化。
ST7投入學校資源及結合產學資源，與技高端合作開設「3+4僑

生技職專班」。
ST8運用學校產學能量與區位優勢，針對社會需求，開設「多

元專長培力課程」。

WO1透過南向專班與移工專班的招生，提高學校註冊率。
WO2建立企業育才助學金機制，由學校及企業共同認養學生，減少就學經

濟壓力，提高註冊率。
WO3依Z世代學生的特質。推動教學創新，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降

低休退轉率。
WO4透過推廣教育，開發高齡人口的學習與康養市場，增加財務收入，降

低學校財務壓力。
WO5成立媒體行銷專責團隊，專責亮點績效發布及經營社群媒體。
WO6改善學生住宿環境及招商入校，提高校園生活機能。
WO7建立企業育才媒合機制，提前安排學生職場體驗，提高學習動機。
WO8學校發展主軸對應企業需求與政府政策，聚焦半導體與健康促進領域。

威脅T

T1少子化的問題影響持續擴大，同質的科技大學多，教
育市場競爭激烈。

T2各校學校積極爭取經費及資源，競爭激烈導致教育經
費補助減少。

T3科技產業變化快速，壓縮技職教育調整時間，導致學
用落差。

T4社會階級流動僵化，學歷無助改變階級的提升，上大
學無用論的思想正在影響青年人。

T5青年低薪，升學對未來就業的薪資影響不大，影響青
年的升學的意願。

T6 自媒體盛行，學生使用自媒體嫻熟，傳統較學模式
受到衝擊。

ST1擴展學生來源，爭取新南向外籍學生與移工專班，開擴生
源。

ST2建立產學攜手人才培育機制，教學強調職場體驗及職能學
習，推動教學創新，建立彈性授課機制。

ST3擴大申請計畫領域，向非教育部門爭取計畫經費與資源。
ST4以系所專業技術為基礎，推動多元經營，讓學校財務收入

來源多元，減少對於政府補助的依頼。
ST5強化弱勢學生學習成效與經濟扶助，安心就學，實踐大學

社會責任，提升學校公益辦學形象。
ST6結合產業需求，輔導學生取得進階專業證照，提升其職場

上的「薪資力」。
ST7加速師資年輕化，減少教師與學生之世代落差，提高教師

自媒體與AI科技應用於教學之能力。

WT1深耕在職進修市場，擴大進修學制及碩士班的就入學生源。
WT2整合各項獎補助經費，盤點優先改善校內教學與網路基礎建設。
WT3 整合校友會資源，建立優秀校友講座分享機制，引導學生未來職涯規

劃，設定學習計畫。
WT4招商入校，改善校內生活機能，同時創造學生校內工讀機會。
WT5強化輔導工作及提升系學生會組織功效，提升學生對學校的向心力。
WT6招募學生加入媒體行銷專責團隊，共同經營學校社群媒體，減少世代

落差。
WT7強化師徒制成效，從技能學習面向指導，到輔導參加各項研究計畫支

領工讀助學金，減少經濟負擔安心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