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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一九九六年「經濟合作開發組織」 (OECD) 發表「知識經濟報告」，認為「知識」已成為提昇生產力與經濟成長的主要

驅動力，世界各國的產出、就業及投資已漸漸轉向知識密集型產業，近年來，「知識經濟」普遍受到各國學者與政府的高

度重視。本研究為凸顯技職校院在面對「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以及加入WTO之後的衝擊，為探求知識，學習方式要

有所改變，這種改變，推動了世界教育改革浪潮。全球化與教育改革可說有著不可分的關係。換言之，全球化不單對各國

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有所影響、國與國 之間的界線愈趨模糊，更對各國的教育議程以致我國技職教育改革路向，必須朝向精

緻化與多元化，方能因應全球化日益升高的趨勢。 因此，本文研究目的一為：面對環境劇變，學校管理者如何以「新思維

、新策略」調整角色，突破現狀用心經營。基於此，技職校院為維持生存，一方面必須因應外在ㄅ環境作出彈性調整，另

一方面則必須維持內部穩定，如何架構組織使之不致於因為採取組織再造活動而分崩離析；研究目的之二：為迎合接踵而

來的挑戰，學校應如何加強提高課程選修自由度，建立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重視技職院校的行銷管理(目標市場分析)；技

職一貫的垂直整合；規模經濟；地理涵蓋範圍；學校特色定位 (競爭武器的設計與創 造) 等方面對私立技職校院之轉型，建

構適當的管理策略，使技職校院能突破困境，永續發展。 關鍵字：職校轉型，大慶商工，綜合高中

關鍵詞 : 職校轉型 ; 大慶商工 ; 綜合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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