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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生育率總體而言逐漸下降，少子化是必定的趨勢，並且會對臺灣現行的教育政策產生衝

擊。因此對於政府及各級學校而言，如何規劃相關教育政策因應少子化趨勢是目前主要的課題。

尤其是高等教育（簡稱高教）的部分，少子化再加上臺灣民間習俗不喜於虎年生子，造成一九九

八年的生育率特別低，高等教育即將在民國一〇五年面對新生人數大幅減少，被喻為「高教一〇

五大限」。

台灣民間習俗不喜在虎年生子，故1998年生育率特別低。（圖片來源／關鍵評論網）

 

少子化　教育息息相關少子化　教育息息相關

現有的教育資源因少子化而過剩。學生數量下降勢必造成班級數減少，學校將因此面臨整併或廢

校的問題。不過目前就讀國立清華大學生科院學士班的吳育如認為，少子化對台灣教育的影響以

正面居多。由於一個老師輔導的學生變少，能夠跟學生有更深的接觸和更了解學生，加上翻轉教

育興起，以學生為本位的教育也逐漸被重視，少子化會讓教學將更精緻。

師資培育法以及八十四學年度起設立的教育學程，皆造成領有教師執照的人數增加，然而由於少

子化，目前並不需要如此大量的教師，造成領有教師執照卻沒有學校可任職的流浪教師，以及超

額教師的問題日益嚴重。吳育如表示：「少子化當然會對師培生未來的就業會有影響，甚至對於

有些現階段的老師就會有影響了，像是偏鄉地區的裁校併校等等。」吳育如也提到，許多偏鄉學

校長期缺乏教師資源，卻沒有教師願意前往服務。再加上臺灣各地區的生育率不盡相同，偏鄉地

區可能由於當地青年往外發展，使得生育率大幅下降；新興市鎮則因人口移入率較高使學齡人口

增加。學生人數的多寡影響教育經費的分配，也因此增加城鄉差距。

 

大學數量「粥多僧少」大學數量「粥多僧少」

一九九四年的四一〇大遊行訴求廣設高中大學，希望讓更多人能夠享受教育資源，臺灣的大專院

校數量由當時的六十七所上升至今約一百六十所。二〇一五年大學入學指定科目考試（簡稱指

考）錄取率為95.58%，錄取人數卻僅48537人，缺額數522名為近五年來新高，其中以康寧科

技大學缺額202名居首。同年的新生註冊率中有四科系掛零。除此之外，共六十七個校系的註冊

率低於三成，其中有十三個校系來自和春技術學院。

  Tweet 0讚讚讚讚

推薦文章推薦文章

● 搖滾鮮師飆熱血　吶喊正義搖滾鮮師飆熱血　吶喊正義

● 社會弱勢　流浪的街友社會弱勢　流浪的街友

● 脫離不了動物的家庭脫離不了動物的家庭

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許馨仁許馨仁

本期為喀報第兩百三

十期，共有二十三篇

稿件，類目多元。側

欄廣告為2016總統
大選須知，分享投票時不可不知的

小知識。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許人文許人文

牙齒整齊，動作很

慢，我是許人文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羅宛君羅宛君

逃不過3.14的大臉
躲不過比胸部還大的

肥肚 懇求我的眼睛
可以流的不是淚 而

是油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castnet.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castnet/page/4
http://ctn.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group/3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issue/59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6
https://twitter.com/share
javascript:void(window.open('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concat(encodeURIComponent(window.location.href)).concat(' ').concat('(').concat(encodeURIComponent(document.title)).concat(')')));
//castnet.nctu.edu.tw/user/358
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2426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962?issueID=59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962?issueID=59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931?issueID=59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931?issueID=590
//castnet.nctu.edu.tw/publish/ads_history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931?issueID=59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950?issueID=59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955?issueID=59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968?issueID=590
//castnet.nctu.edu.tw/user/385
//castnet.nctu.edu.tw/user/378
//castnet.nctu.edu.tw/user/363
javascript:void(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946?issueID=590
//castnet.nctu.edu.tw/user/35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947?issueID=590
//castnet.nctu.edu.tw/user/36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950?issueID=590
//castnet.nctu.edu.tw/user/47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962?issueID=590
//castnet.nctu.edu.tw/user/47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927?issueID=590
//castnet.nctu.edu.tw/user/37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一〇四年度註冊率不足六成科系中，公私立學校比例。（圖片來源／呂安文製）

少子化趨勢下，學生的升學目標仍以頂尖大學為主，導致排名較後段的大學及四技二專已面臨嚴

重的招生不足。針對這樣供過於求的狀況，教育部提出「高等教育創新改革方案」，希望能夠透

過高教改革、轉型來改善教育資源過剩的問題。立法委員鄭麗君國會辦公室主任游毅然表示：

「方案會卡到很多不同的法律配套，因此教育部想要用『特別法』的方式排除這些限制。就委員

的看法而言，高教的確面臨必須轉型的時代，可是吳思華上任到現在專法都沒出現，據說在行政

院受到阻礙，因此擔心政策是否有周全討論。」

龍華科技大學校長葛自祥認為，高等教育創新改革方案的兩個重點，其一是將過去法律上做不到

的事情鬆綁，鼓勵教育創新；另一方面在於解決少子化後產生的教師過剩問題。他表示：「對我

們來講我們當然有更多公開課程、學程的思考方向，以及產學合作、開發學校產品等。也就是

說，以後傳統教學是大學的其中一部份，新的一塊變成要跟產業界做合作或是商品化。」

 

生員不足　何去何從生員不足　何去何從

教育部為了將臺灣大專院校數量降至約一百所，針對私立大學提出退場機制，如高鳳數位內容學

院及永達技術學院皆因招生不足在二〇一四年相繼退場；而國立大學則是以整併為主，其中臺北

市立大學即是由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於二〇一三整併而成，另外目前國立高雄

第一科技大學、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也預計於二〇一六年整併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對此葛自祥認為：「國家應該思考臺灣高教最適當的大學數量，其中有多少比例應該追求世界排

名、做基礎研究，有多少比例應該重視實務應用，以及公私比例都是政府應該考慮的。」

游毅然提到：「教育部目前希望透過公立學校整併、私校輔導退場的方式改善，而委員（鄭麗

君）認為現在正是時候做結構上的改革。」他指出，從前想要翻轉公私立學校的比例十分困難，

然而透過高教改革方案，或許藉由將公立學校名額數維持，同時私校轉型後降低名額，使公立學

校名額的比例至少過半。他說：「不應該只因為少子化而令學校退場，應該趁此時翻轉公私結構

比。」

 

高等教育發展　學費漲不漲高等教育發展　學費漲不漲

各大專院校即將面臨「高教一〇五大限」，應屆考生將降至約二十七萬人左右，相較於前一年減

少約五萬名考生。臺灣高教未來的發展除了透過整併、轉型、退場來解決供過於求外，有人提出

是否該透過調漲學費等方式，讓學校能更妥善經營、擁有更多資源辦學。

葛自祥對此表示贊成。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中教師李靜雯也說：「長期看起來，學費是一定會漲

的，因為物價也在上漲，除非政府用稅收來填補，所以我認為應該要在合理的前提下調漲。」針

對高中後段學生，在面臨升學問題無法選擇負擔較輕的國立大專院校就讀時，李靜雯認為，高中

端僅能盡力透過宣導各大學的減免方案，最重要的仍是大學端的作為。

然而游毅然認為，調漲學費應該是改善學校經營的最後一個手段，更重要的是結構性的改革。他

指出，現在社會貧富差距大，弱勢生在各校間分布不均，在政府投注最多資源的頂尖大學僅有百

分之七的弱勢生，但是私立技職卻是四分之一。吳育如也不贊同學費調漲，並表示：「即使是高

等教育都應該不只是富裕者才能擁有的權利。」不過她也認為，由於大學錄取率接近百分之百，

或許調漲學費後，能夠阻隔那些只想透過低廉學費取得一紙文憑的人就學，讓真正想學習知識的

學生擁有更多資源。

新生人數不足、過剩的教師資源、大專院校的存廢與轉型，都是臺灣高教目前面臨的問題，度過

高教一〇五大限後，這些問題將會稍微得到舒緩。然少子化仍是趨勢，因此必須從根本解決問

題，使臺灣高等教育能夠去蕪存菁，帶動國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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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祇古怪　眾神齊聚之地神祇古怪　眾神齊聚之地

位於新竹風水寶地古奇峰的普天宮，眾神齊
聚，獨樹一格，別有一番風情。

搖滾鮮師飆熱血　吶喊正義搖滾鮮師飆熱血　吶喊正義

熱血的高中英文老師，不僅是一位搖滾樂手，
也積極參與社會運動，高唱他的反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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