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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走的人民　等待重返光明
黃琪 ╱ 社會議題

台灣高教敲警鐘

2015-12-19  記者 王雪琪 報導

台灣人口約有兩千三百萬人，有兩百一十四所大學校院。相比之下，瑞典人口僅有九百多萬人，

大學校院卻只有三十二所。但根據二○一五年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公布全球聲譽最佳大學排行榜，台灣的第一學府卻是在百大以外，而瑞典則是進入

前五十名。國家高等教育象徵國家的國力，台灣的大學校院比瑞典的還要來得多，可是排名只列

在百大以外，讓台灣高等教育（以下簡稱台灣高教）受到很大的抨擊。

 

教改實施　大學數量遽增教改實施　大學數量遽增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日，是台灣教育改革（以下簡稱教改）的起點，同一天發起大遊行來推動教改

的政策，包括成立小班教育的小學、廣設高中大學、推行現代教育法以及教育基本法的設定，在

台灣教育發展史締造「四一○」歷史性的一刻，讓台灣教育達到普及化。不過時代的變遷，其中

一項「廣設高中大學」的訴求影響了今天的台灣高教素質，再加上台灣少子化現象的發生，讓台

灣各大學校院發展岌岌可危。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教授黃乃熒表示，現今成為大學生的門檻可謂

過度寬廣。在「四一○」教改之前，能成為大學生並不容易，但因為受到教改影響，短短二十幾

年台灣公私立大學校院從一百所提高至兩百多所，讓台灣的年輕一代能夠往高教升學。

台灣在近幾年減少大學校院校數來平衡發展。

（圖片來源／王雪琪製）

黃乃熒認為大學校院數量短時間劇增，主要因素是學院轉型成為正式大學的門檻變低，導致這些

即使成功轉型的大學，依舊被標榜非正式大學。大部分轉型成功的大學前身是屬於開放一個科系

的學院，但一所大學至少需要三個學院才得以形成。所以這些非正式大學的案例，罪魁禍首的是

學校本身的經營管理不當。校方認為約聘幾個教授，再設立一些教授能夠授課的科系，達到大學

成立的條件就能轉型，再加上審核學院轉型成大學的相關單位沒有進一步評鑑學校的整體表現，

讓校方迷失了轉型的真正用意。

 

自力更生　管理之道避招缺自力更生　管理之道避招缺

「當初推動台灣高教普及化的時候，犯了兩個錯誤。第一個是沒有做人力的推估，第二是台灣高

教在很短的時間就達到普及化。」黃乃熒指出現今高教出現危機，與少子化有關聯，不過真正主

因是當初推動高教普及化的時候，缺乏分析與預估未來學生就學率是否合理化。他表示一所口碑

好的大學，即使面臨少子化的現象也不用擔心會產生招生缺口的問題，但學校不能完全依賴政府

輔助的教育津貼來經營，最重要是校方自身努力，與企業或產業合作，實施產學教育提升學校的

教育實力。

目前就讀台北醫學大學的石同學表示，當初在選擇大學，雖然被高雄醫學大學及台北醫學大學正

取，但身為宜蘭人，因為地理環境便利而選擇後者，雖然沒有跟陽明大學一樣大的規模，不過石

同學認為學校本身的師資可以跟其他排名較前的醫學大學媲美，「學校是從醫學院轉型成醫學大

學，規模小，可是設備及老師的授課經驗都很扎實，因為他們都有在跟產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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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真的想流浪你不真的想流浪  柯智棠柯智棠

● 夢想與現實　前進遊戲業夢想與現實　前進遊戲業

● 「貼」進生活　和紙膠帶「貼」進生活　和紙膠帶

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周書賢周書賢

本期為喀報兩百三十

三期，共有十五篇稿

件，本期的類目以社

會議題為主，輔上兩

篇人物和一篇文化現象。雖然本期

嚴肅的話題偏多，但也不乏輕鬆的

文章，種類多元。側欄廣告以寒假

出國為構想，為大家提醒搭機須

知。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吳維倫吳維倫

Hi!大家好，我是吳
維倫，我是個超隨性

的人，喜歡無憂無慮

的生活也是藍白拖的

擁護者，最近學到西語中的諺語覺

得很有道理:對於自己的人生不用
太認真，因為那是你唯一無法活著

逃離的事情~~期待一整學年的喀
報發現...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蔡佳珊蔡佳珊

我是蔡佳珊，非常平

凡的台中人一枚。

不知道為什麼一到宿

舍就會很懶，能不出

門就不出門，但是一回到家就會天

天坐不住拼命往外跑。 忙起來會
忘了吃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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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自我　創業新風潮挑戰自我　創業新風潮

全球瘋創業，年輕人藉此尋找人生價值與定
位，更是國家產業升級的途徑，但過熱地追
逐，卻帶來泡沫化的隱憂。

聽見興趣的聲音聽見興趣的聲音

聲音設計師杜篤之，在興趣中找到屬於自己的
路。

不過即使口碑再好的大學，事實上依舊還是會面對小的招生缺口問題。交通大學副校長陳信宏表

示，一流大學不會受到少子化的太大影響，可是博士班的學生會大量減少。博士班的學生象徵著

整個社會產業形成，大學畢業後社會一些研發產業需要他們幫助，來進行新的研究與開發，讓企

業永續經營。若未來博士生減少，企業吸收不到這些人才，就會促使公司無法開拓新技能，導致

公司未來發展可能遇到瓶頸。因此好的大學也要適當培養出人才，這些人才在畢業之後有所成

就，也能回饋社會以及大學。

 

募集經費募集經費 運用受管制運用受管制

經費的運用也是扶助大學發展的重要因素。台灣每一所大學校院都能得到政府的輔助，不過這並

不能百分之百幫助學校運作。黃乃熒指出歐美大學發展，主要是依靠企業募款得到學校經費來運

作，鼓勵本地大學校院仿效這一類經營模式。但是目前本地大學經費運用或是募集到的款項，校

方都沒辦法運用自如。他指出本地大學屬於半自主管理，也就是另一半營理權由政府管制，所以

校方想利用經費來進行學術研究，就必須花時間規劃與爭取，導致學校發展受阻。

而陳信宏則認為現階段本地大學還是無法跟國外大學相比。畢竟歐美國家屬於自主主義，企業家

不會讓下一代接手，普遍上大學都是靠企業家的遺產得到經費運作，而台灣實際上依舊是子繼父

業，當企業家邁入老年退休，還是會計畫將遺產留給下一代。但是學校也不能完全靠募款支撐，

也要懂得如何將經費拿來運作或投資，就像歐美一流大學，慢慢將經費的源頭擴大。不過他也表

示政府不應該介入學校經費運用，導致減緩學校向前邁進的動力。

台灣高等教育發展目前缺乏經費，希望業界能效仿歐美國家，

捐獻資金回饋教育。（圖片來源／weareeducation）

 

高教　是機會還是束縛？　高教　是機會還是束縛？　

社會風氣的民主開放有助於國家的發展，因此台灣教改提倡國家教育普及化，希望台灣每個人都

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但現實無疑表露出高等教育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我個人是不鼓勵

多念大學。」身為交通大學資工所博士生林冠宇認為，高教普及化給台灣小孩帶來許多無形中的

壓力。為了迎合社會風氣，許多小孩被迫承受許多無形的課業壓力。林冠宇表示其實每一個人應

該了解自身的專長是什麼，屬於實作派還是理論派，畢竟有些人不擅長學術研究，卻有成為廚師

的天賦，所以社會需要實作與理論平衡才算正常運作。「以前大學或是博士畢業，除了鑑定你的

能力再來就是你所念的大學。但現在社會比較聚焦在你的能力了。」黃乃熒也認為大學擴增確實

提高念大學的機會，可是也應考量全台年輕人是否都適合念大學以培養個人才能。

社會需要的是能夠貢獻幫助發展的人才，文憑不能判定一個人的特性與能力。做出明理分析，把

台灣高教資源透過適當的大學校院校數集中化，才能解決學校發展的失衡，提升台灣高教整體的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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