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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台灣⾼等教育隱憂
黃淳妤 報導  

2018年6⽉，⼗六所⼤專院校向教育部提出學費調漲申請案，最終僅有2所學校通
過，這樣的結果似乎說明了反漲學費陣營的勝利，但學費調整是否為⾼等教育
（以下簡稱為⾼教）發展癥結點，依舊是個疑問。

⾼教⾏不⾏　學費能否解決問題
⾼教為⾼成本教育，是培養⾼端⼈才的搖籃，⽽學費調整攸關⼤學整體發展，更
關係學⽣家庭未來。「希望透過⼤學學到⼀技之⻑，為孩⼦的未來鋪路。」家⻑
陳先⽣認為⽀付學費是為了讓孩⼦獲得更好的⽣活，調漲如能獲得更好的教育，
便是值得。「學校要提出⽀出明細，除了政府監督，我覺得學⽣也要加入。」⼤
學⽣陳同學希望資訊透明化，讓校⽅、學⽣家庭、政府等利害關係⼈⼀同謀求⾼
教出路。

經費是⾼教發展命脈，⾃1999年通過《彈性調整學雜費⽅案》，授權各⼤專院校
⾃⾏決定收費額度，教育部僅負責審定調漲申請。學費被視為提升教育品質的解
決⽅案，⼤學申請調漲卻也年年引發反漲學費運動，各⽅立場不⼀，造成⾼教羅
⽣⾨，⻑久下來，反⽽惡化現有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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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多數學⽣⽽⾔，上⼤學是為了未來。（圖片來源／黃淳妤攝）

假⿑頭式平等　真階級固化
近年，⾼教快速擴增，⽬前已有157所⼤專院校，定位從菁英教育轉向⼤眾教
育。「⼈⼈都能上⼤學」成為常態，看似促成社會階級流動，事實上政府對每所
⼤學的投資額並不⼀致。根據《台灣教育社會學研究》期刊調查發現⾼教擴張導
致⼤學⽔平分化，⾼社經地位的孩⼦更有機會進入資源多、學費低的公立⼤學；
中下階級⼦女容易進入學費⾼、資源少的私立⼤學。此外，背負學貸的壓⼒，造
成中下階級就讀研究所機率低下。即便⾼教普及化，階級差異與複製現象仍以另
⼀種教育不平等的形式存續，甚⾄將Ｍ型社會拓展到⼤學階段，成為⼩型Ｍ型縮
影。

所得越多的家庭，越能擠入公立⼤學。（圖片來源／黃淳妤重製）資料來
源：《經濟論文叢刊》

過去，反漲學費⾏動確實阻擋調漲進⾏，卻沒辦法解決根源——教育資源反重分
配。即使學費凍漲，經濟弱勢⽣可以申請學費補助，最多只能減輕教育負擔，學
⽣⽣活上的⽀出仍是問題。⾼等教育產業⼯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表⽰，關鍵點不
是學費可以改善學校財務狀況，⽽是學費有限，調漲犧牲了多少⼈的教育權利，
學⽣需要打⼯背債，家⻑負擔更重。此外，「⾼教就像圖書館，賦予整個社會文
明發展，不該向使⽤者收費。」學費調漲也不能逆轉資源分配不均、公私立⼤學
補助⾦多寡的結構問題。

調漲學費只會拉⾼入學⾨檻，公私立資源不均讓學⽣學業成就比不上⼀張頂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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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漲學費只會拉⾼入學⾨檻，公私立資源不均讓學⽣學業成就比不上⼀張頂尖⼤
學文憑，造成付出與成果不成比例，只能維持現狀，甚⾄因為學業貸款導致階級
倒退。即便⾼教能打破階級桎梏，但代價卻比過去昂貴。不只經濟壓⼒，教育內
容也跟著扭曲，學⽣背負貸款念書時，不能就讀傳統上認為不賺錢的科系。即便
有才能、興趣，現實扼住了⽣存空間，違背教育根本所說的適性發展。在⾦錢壓
迫下，⾼教成了⼀個篩選器，沒錢的⼈只能被埋沒，並不能促成良性社會循環。

邁向更頂尖　學費已不是重點
⼀直以來，教育被視為翻轉⼈⽣的不⼆法⾨，為了培養⼈才，各⼤學積極開發預
算。經費影響了⼤學教學品質、軟硬體設備、專業學者等⽅⾯的質量，提升國際
競爭⼒的同時，也造就更多菁英分⼦回饋產業。學校經費來源多是政府、學費、
捐款、產學合作等，但公私立財政結構差異甚⼤，政府補助佔比從六⾄⼀成，學
費跨幅更是從兩到六成。交通⼤學副校⻑陳信宏表⽰：「現在不漲學費是有教育
部補助，如果沒有教育部⼜要不漲學費，（教學品質）就是要吃地攤的⽔準。」
雖說⼤學可以提⾼產學合作、募款等經費來源，但其所耗費成本並不⼩。

可以看出公立學⽣獲得比起私立學⽣來說更多的補助，差異甚⾄可以相差
將近30萬。（圖片來源／黃淳妤重製）資料來源：《經濟論文叢刊》

台灣⾼教是由政府、學校及受教者共同負擔成本，教育部⾼等教育司表⽰：「依
照⽬前租稅制度與財政能⼒，教育部無多餘財⼒⼤幅提⾼⾼教補助。」政府資助
是⼤學重要收入，但提⾼補助並不利於整體教育發展，且會排擠其他教育項⽬投
資。此外，相對其他國家，台灣學費已經相當低廉，即便調漲⼀倍對現狀也只是
杯⽔⾞薪。要求⼤學品質卓越，就要提供相應資源，應對配套措施也是必要的，
但無論從哪⼀⽅擷取資⾦也要⼩⼼造成的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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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借鏡　⾼教分歧
與鄰近國家相比，南韓⾼教超過80%由私立⼤學提供，⽽政府認為教育屬於個⼈
花費，採使⽤者付費，故補助⼗分低廉，學費也幾乎是年年調漲。⾼學費造成⼈
⺠巨⼤負荷，但在學歷為貴的社會，卻是必經過程。這幾年，南韓政府意識到⾼
學費造成社會發育不良，插⼿學費政策，使飆漲的費⽤有了凍漲甚⾄減輕的現
象。

⽇本也是私校為主，由於推動⼤學法⼈化，無論公私立，政府補助都很少，⼤學
要⾃⾏籌措經費，雖然使各⼤學同等競爭，也造成學費⾼昂。另外，⽇本⾯臨少
⼦化，為求更多經費，積極促使⼤學合併，並招攬留學⽣擴⼤學⽣來源。現在⽇
本政府將國立⼤學分類投資，分為「世界競爭」、「強化特定領域」及「地⽅貢
獻」三種，依據各⼤學表現，給予不同程度補助，帶動⼤學競爭，也促使⼤學分
化。

新加坡則是推動⼤學企業化，不再依賴政府，財政⾃我控管，並積極與業界合
作。學⽣⽅⾯，政府對提出學費輔助案的學⽣提供幫助。由於新加坡採取「優先
錄取」原則，⼤學招⽣憑藉學⽣能⼒，不看經濟背景，⼀旦入學，政府會確保學
⽣有⾜夠的資助完成學業，將近40%的學⽣可以獲得補助，學費貸款甚⾄可以達
到80%的程度。

各國⾼教比較圖。（圖片來源／黃淳妤製）資料來源：《台灣教育評論⽉
刊》、東南亞研究網、《教育研究集刊》

孩⼦的未來　童話還是翻轉⼈⽣
⾼教⾯臨提升競爭與翻轉階級的拉鋸戰，不管從哪⼀⽅擷取經費，都會造成社會
衝擊。借鏡他國，即使推動⼤學⾃主，政府仍需提供補助與監督，避免⾼教再度
窄⾨化。⾼教並非義務教育，卻使教育與社會連結更加緊密，產學接軌，使學⽣
了解業界現況，企業甚⾄反向輸入經驗，讓學⽣更能掌握改變⼈⽣的權⼒。無論
政策向前向後，⾼教發展必會有所得失，應將資訊透明化並成立互相流通的平
台，針對教育提出各⽅論點，增加共創雙贏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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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平等化，⼈⼈皆能獲得⾼階教育，每個獲得機會的孩⼦都要能邁向理想的未
來。⾼教除了是跨越階級的捷徑外，也能讓孩⼦站在更⾼的地⽅看這個世界，獲
得比童話更真切的美好結局，讓⽣活不被現實扼殺。

縮圖來源：黃淳妤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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