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教育部統計處

報告人：蘇婉芬

107年3月7日

學科標準分類精進變革
—接軌國際與貼近我國教育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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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標準分類概念



什麼是學科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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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分類是針對大專校院課程的科目實質內容進行歸類。亦
即，根據科目的類似性，將內容緊密關聯的科目組合在一起，
為目前國內進行高等教育統計資料彙整的重要分類參據。

醫藥衛生 數學及統計 生命科學 藝術 資訊通訊科技

工程與工程業 商業與管理 法律 建築與營建工程 社會及行為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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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第4)次學科標準分類及檢討



我國學科分類的編修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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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50年 60年 70年 80年 90年 100年

民國57年
創 編

民國63年
第1次修正

民國72年
第2次修正

民國84年
第3次修正

民國96年第4次
修正 (現行版 )

105年

本(第5)次修正

4月



我國學科標準分類舊版(第4次修正)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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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流水號

140101 教育學系

9領域 23學門 158學類

層級由大到小

前1碼 前2碼 前4碼 末2碼



我國學科標準分類(第4次修正)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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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與 ISCED-F 2013

國際通用準則對應，
不利國際接軌

1

高等教育調整快
速，有待重新檢
視分類

2

課程越趨多樣與複
雜，現行分類不符
使用

3

跨領域課程歸類
困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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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教育標準分類最新發展



國際教育標準分類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1976年制訂「國際教育標準分
類(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 ISCED)」(內容包
含「教育程度」及「學科分類」)，1997年第1次修訂。

 2011年第二次修訂時，UNESCO考量「教育程度」及「學科分
類」修訂頻率不同，不再同步修正，最新版本分別於2011年
及2013年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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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ED-1976
ISCED-1997

ISCED-F (Fields) 2013(學科分類)
ISCED-2011(教育程度)

-ISCED-P (Programmes)
-ISCED-A (Attainment)



ISCED-F 2013主要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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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第3層分類(學類)
1997版：領域、學門
2013版：領域、學門、學類

2.調整前2層分類架構內容
1997版：9領域、23學門
2013版：11領域、29學門

3. 新增困難情形編碼
「0」未再進一步界定、「8」

跨學科課程/資格、「9」無

法歸類在其他地方的課程



ISCED-F 2013學科分類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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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或資格分類取決於主要
的科目實質內容

 主要科目：在分類中占大部
分（ 50% 以上）的學習學分
或學生預期所需學習時間

 科系歸屬於單一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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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第5) 次修正的研修過程



先期研究—國際標準與國內教育實況兩者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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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ISCED–F 2013版的基本架構與分類原則

研析舊版ISCED 1997與新版 ISCED–F 2013
的修正要項

探討新版ISCED–F 2013與我國第4版學科標
準分類的異同

研議我國學科標準分類與編碼可能的調整方
向

1

2

3

4



研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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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分析
• ISCED 1997

• ISCED 2013及技術操作手冊

專家諮詢
• 各學門諮詢委員會議

• 相關單位研商會議

問卷調查 • 科系新版學科標準分類歸屬調查

 架構建議調查

 科系與學科分類對照調查

文件分析

專家諮詢

問卷調查



修正過程—第1階段

10月底 6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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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8/15

9/4

9/4

105年

4月初
啟動研修 9月底

期初

106年

1. 彙整並研析 ISCED文件
及技術操作手冊

2. 舊版科系所盤點

3. 召開各學門學者代表諮
詢會、簡介編修及書面
審查

4. 完成各科系新、舊版初
步對應

期中

106年

1. 發文至各校召開北區、南區說明
會，並請各校確認個科系所學程
於新版學科分類對應結果

2. 檢視調查結果中各科系分類的一
致性，並歸納各科系對架構之建
議

3. 召開諮詢會議協調不同意見

4. 完成相關結果表及對照表件

期末

1. 草案上網公告及徵
詢各界意見

2. 中央主計機關核定

3. 行文各政府機關及
大專校院，自106學
年起實施

4. 上載網站供查詢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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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第5)次修正結果的精進變革



ISCED-F  2013

1305

一、因應國內教育現場需求及銜接歷史資料

領域
學門 學類 細學類

領域
學門 學類

科系名稱

11
27

93 174

9
23

158

序號

18

新版(第5次修正)

舊版(第4次修正)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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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設有資訊管理系的學校為例
新版(第5次修正)

所有設有資訊管理系

的學校

電算機一般學類 大同技術學院

國立政治大學、國立臺灣
大學、……等113校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美和科技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文化
大學、玄奘大學、景文科
技大學、醒吾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細學類

資訊技術細學類

資料庫、網路設計
及管理細學類

電算機應用細學類

06資訊
通訊科
技領域

04商業
、管理及
法律領域

二、同樣名稱科系應各自課程發展，可歸不同分類

舊版(第4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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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樣名稱科系所設各學制應各自課程發展，可歸不同分類

中山大學 (示例)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新版(第5次修正)

領
域

學
門

學
類

4科學

44自然科學

4405海洋科學

領
域

05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

學
門

051生命科學 053物理、化學
及地球科學

學
類

0512生物化學
及相關 0532地球科學

細
學
類

05121生物科技 05322海洋科學

舊版(第4次修正)

博士班 碩士班 學士班

博士班 碩士班 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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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應跨領域課程發展，科系與細學類的對照採多元化

示例

某科系 (屬學籍分組)含有課程

40%工程 30%商業 30%語言 單一分類

《教育培訓學科分類》
修訂版 (ISCED-F)

占比最高：主導領域

歸類於0788(包含工程、製造及營造的跨學科課程及資格)

特色：
1. 歸屬單一分類，知道主導領域為何
2. 無法一併突顯商業、語言的專長

屬學籍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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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應跨領域課程發展，科系與細學類的對照採多元化

學校名稱
學制

名稱
主要/相關1細學類名稱 相關細學類2名稱 相關細學類3名稱

日間學士班 01141專業科目師資教育細學類 10152遊憩、運動和休閒管理細學類

日間碩士班 10152遊憩、運動和休閒管理細學類 10142運動科技細學類

碩士在職專班 10152遊憩、運動和休閒管理細學類 10142運動科技細學類

進修學士班 10152遊憩、運動和休閒管理細學類 10142運動科技細學類

國立嘉義大學

創新第5次修正之歸類原則，以應現行科系下設之各學制課程可能存有區隔性，除
主要細學類外，增列科系相關細學類選項，以完整呈現科系課程的範圍與特色。

主要/相關1細學類名稱 相關細學類2名稱 相關細學類3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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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創建學科分類網路填報系統，簡化作業流程

前端：科系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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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創建學科分類網路填報系統，簡化作業流程
前端：校級窗口人員審核畫面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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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創建學科分類網路填報系統，簡化作業流程
後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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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學制的細學類

五、創建學科分類網路填報系統，簡化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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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細學類 相關細學類主要/相關
細學類

五、創建學科分類網路填報系統，簡化作業流程



28

第5次修正—第2階段調查結果(1/2)

主要與相關細學類填報情形

1. 填報1個細學類：11,994筆，占填報總筆數的92.0%。

2. 填報2個以上：1,047筆，占填報總筆數的8.0% 。

「052環境學門」占比最高(26筆)，占該學門填報總筆數37.1%

「082林業學門」占比次之(7筆)，占該學門填報總筆數30.4%

「102衛生及職業衛生服務學門」占比第三(8筆)，占該學門填報總

筆數23.5%



29

第5次修正—第2階段調查結果(2/2)

跨學門填報情形

082 

林
業
學
門

項目 填報學門 筆數 %

主要細學類所屬

學門
082 林業學門 14 60.9

相關細學類所屬

學門
021 藝術學門 7 30.4

052 環境學門 2 8.7

小計 9 39.1

填報總筆數 23 100.0



修正成果示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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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標準分類架構(第5次修正)

11領域 27學門 93學類 174細學類

層級由大到小

科系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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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第5次修正)

示例
教育學系

01
教育領域

011
教育學門 0111

教育學
學類

01111
綜合教育
細學類

(前2碼)
(前3碼)

(前4碼)
(前5碼)

(後3碼)

序號

學校名稱 領域 學門 學類 細學類 序號
科系
序號

政治大學 01 011 0111 01111 001 01111001

臺灣師範大學 01 011 0111 01111 001 01111001

清華大學 01 011 0111 01111 078 01111078

(示例)  教育學系

修正成果示例 (2/2)



新版(第5次修正 ) 舊版(第4次修正) 

新增

03 社會科學、新聞學及圖書資訊

04 商業、管理及法律
3  社會科學、商業及法律

05  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

06  資訊通訊科技
4   科學

調整 08 農業、林業、漁業及獸醫 6 農學

新、舊版差異說明 (1/3)

32

領域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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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第5次修正) 舊版(第4次修正 )

新增

023   語文

072   製造及加工

082   林業

083   漁業

102   衛生及職業衛生服務

名稱調整
092 社會福利
101 餐旅及民生服務

76   社會服務
81   民生

刪除 無設計 23 設計

學門修正

新、舊版差異說明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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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第5次修正 ) 舊版(第4次修正 )

新增學類 全為新增 無

新增細學類
02313 華語文為第二語言
03191 發展研究
09151 物理治療
09152 職能治療

整併細學類 02222 人類學及民族學
2210 人類學學類
3104 民族學類

細學類
歸類調整

04132 流通及供應鏈
04143 行銷及廣告

3408 行銷與流通學類
3208 廣告學類（原32傳播學門）

05322  大氣及太空科學
05332 天文

4404 大氣科學學類
4406 天文及太空科學學類

學類修正

細學類修正

新、舊版差異說明 (2/3)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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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分類的應用
與

後續精進作為



學科分類的應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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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http://stats.moe.gov.tw/files/chart/大專校院學生之教育等級與學科領域分布概況.html

一、供為教育統計資料分類陳示基準

105學年大專校院學士班學生之學科
領域分類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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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代碼

技職司

技專校務
資料庫

統計處

大專公務
資料庫 高教司

大學校務
資料庫

二、教育統計資料庫間之資料傳遞與交換應用

國際司
外生資料庫

陸聯會
陸生資料庫

學科分類的應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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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IMD 2017年全球數位競爭力評比之Graduates in Sciences指標
(百分比為各國統一標準化後之結果）

三、國際接軌—利於國際教育相關統計資料之相容比較

學科分類的應用(3/8)



40

總量院所系科增設
調整與招生名額管
控原則

農業領域 工業領域 餐旅領域

四、提供教育政策研議參考

學科分類的應用(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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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亞洲-矽谷推

動方案

(105.9.8院會通過)

4801 電算機一般學類

3405 財務金融學類

4805 電算機應用學類

5202 機械工程學類

3408 行銷與流通學類

4801 電算機一般學類

5201 電資工程學類

5206 工業工程學類

人才培育政策 7大產業別 主要學類 次要學類

4802 網路學類

4805 電算機應用學類

5201 電資工程學類

5202 機械工程學類

1.智慧機械產業

推動方案

(105.7.21院會通過)

3403 企業管理學類

4899 其它電算機學類

3403 企業管理學類

3499 其他商業及管理學類

5801 建築學類

8499 其它運輸服務學類

5
+
2
產
業
創
新
方
案
之
重
點
產
業

學
科
標
準
分
類(

學
類)

             

VS

五、提供人才培育政策規劃參考

教育部

學科分類的應用(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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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署歷年辦理役男以專長
資格申請服一般替代役作
業，有關學歷(學類、科、
系、所 )條件，係遵貴部
所訂之大專校院學科標準
分類………………..

六、相關政府單位資格認定參考(1/2)

學科分類的應用(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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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社會及家庭署

提升老人福利機構服務量能機構
-長期照顧 (第9頁)

大專以上護理、老人照顧
科(系)畢業，申請單位每
月支付自籌薪達新臺幣一
萬二千元以上者，每人每
月奬助新臺幣一萬零七百
元。

護理及助產
細學類

老年照顧服
務細學類

六、相關政府單位資格認定參考(2/2)

學科分類的應用(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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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查詢系統之分類結果

學科分類的應用(7/8)



後續精進作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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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資料(105學年度以前)

國立政治大學—綜合教育細學類

106學年度

為應學科分類轉版，建置公版歷年大專各校科系名
稱與序號新舊對照表以利資料庫轉換應用。



後續精進作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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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歸類線上調查
舊科系 新科系

「學科分類調查」採線上系統填報，彈性因應舊科
系課程調整而改歸分類，即時反應歷年變化。

反應
教育現況

接軌
國際趨勢

切合
課程重點

落實
行政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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