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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院校如何因應少⼦化
記者 許峰睿 報導  

⼤學⽣滿街跑　台灣⼤學供過於求
台灣在1987年宣布解嚴後，開始邁向⺠主的社會，⼈⺠開始可以發出⾃⼰的聲
⾳，讓政府聽到他們的⼼聲。在1994年4⽉，四⼀○教改聯盟提出了教育現代化
的四⼤訴求。其中⼀項是廣設⾼中、⼤學，⽽教育改⾰審議委員會也在1996年給
予肯定的回應。台灣⾼等教育就在教育政策的鬆綁下，如雨後春筍般的冒出來，
讓許多原先為⾼職、專科學校晉升成技術學院、科技⼤學。

根據教育部的《教育統計簡訊》，80學年度台灣的⼤專院校總計有123所，⽽在
《108學年度⼤專校院⼀覽表》中顯⽰在2019年全台⼤專院校已增加⾄160所。
雖然這個教育改⾰讓台灣的⼤學⽣⼈數成⻑數倍，但根據《教育部統計
處》，107學年度⾼中畢業⽣較106學年度⾼中畢業⽣少了10,266⼈。

在《107~122 學年度⼤專校院⼤學1年級學⽣⼈數預測分析報告》中更是推估在
121學年度，⾼中畢業⽣⼈數會下降⾄168,188⼈，比107學年度的231,022⼈少
了約62,000⼈。這也意味著許多⼤學將會⾯臨招⽣不⾜的危機，造成學校難以維
持下去最終關⾨⼤吉，⽽隨著就讀⼤學⾨檻逐年下降，同時也意味著⼤學文憑將
會越來越沒價值。

台灣每學年度⾼中畢業⽣預估值有下滑的趨勢。（圖片來源／許峰睿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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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每學年度⾼中畢業⽣預估值有下滑的趨勢。（圖片來源／許峰睿製）
資料來源：教育部

整併、轉型、退場
台灣的⼤學教育從菁英教育⾛向了普及教育，⼤學畢業證書已經不如以往是品質
保證的象徵，再加上少⼦化的衝擊，教育部推出了整併、轉型、退場三個⾯向。

整併是為了整合各校的資源，學校與學校之間互相分享資源，提升競爭⼒。例如
以理⼯聞名的國立交通⼤學與以醫學聞名的國立陽明⼤學併校，可以結合各校的
專⻑進⾏跨域合作增強研究⼒。⽬前已經整併的學校還有國立清華⼤學與國立新
⽵教育⼤學（兩校合併為國立清華⼤學）；國立⾼雄第⼀科技⼤學、國立⾼雄海
洋科技⼤學、國立⾼雄應⽤科技⼤學（三校合併國立⾼雄科技⼤學）等等。

國立陽明⼤學與國立交通⼤學已經決定合併學校。（圖片來源／許峰睿
製）資料來源：國立陽明⼤學官⽅網站、許峰睿攝

轉型是為了將多出來的教育資源供給需要的⼈，例如：老⼈⻑照培訓、社會⼤
學、職業訓練。環球科技⼤學總務⻑林顯達副教授表⽰：「台灣除了有少⼦化的
問題，也⾯臨⾼齡化的社會。因此學校可以增設老⼈⻑照培訓計畫課程，增加學
校資源及對社會做出更多的貢獻。」⾯臨少⼦化的這場招⽣搶奪戰，在供過於求
的情況下，必定有學校⽀撐不下去。教育部若輔導學校轉型卻還是無法改善，學
校就會⾯臨被淘汰的命運。

朝國際化發展
各⼤專院校為了補⾜招⽣名額，同時讓學校更國際化，推動招收國際學⽣的政
策。再加上新南向政策，近年來有越來越多⾺來⻄亞、越南、印尼等東南亞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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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再加上新南向政策，近年來有越來越多⾺來⻄亞、越南、印尼等東南亞國家
的學⽣來台灣就讀。根據教育部的《⼤專校院境外學⽣⼈數統計》，108學年度
東南亞學⽣⼈數超過了全台⼤專院校國際交換⽣的⼀半，且逐年增⻑中。

規劃教育資源　滿⾜學⽣所需
學⽣在選擇學校的時候絕⼤多數都會受同儕、親友的影響。⼀個學校的⼝碑若沒
有顧好，⼜或者是無法滿⾜學⽣的需求，那再怎麼努⼒招⽣也招不到⼈。⽬前就
讀英國倫敦電影學院的柯瑋翔同學表⽰：「當初會出國讀書就是因為台灣的學校
教的東⻄太零散且深度不夠，提供的設備也無法滿⾜⾃⼰，因此放棄台灣的學
業，出國另尋更專業的學校。」因此學校除了擬定招⽣策略之外，也必須重新檢
視學校所開設的課程是否有滿⾜學⽣且提供完善的設備。

環球科技⼤學總務處秘書游景新助理教授表⽰：「受少⼦化的影響，學校減班會
造成教室空間及設備閒置的問題。學校應妥善規劃校園場地，例如提供業界廠商
舉辦各種學術、文化、交流等活動場地的租借，以增加學校的資源開發」。因為
學⽣⼈數遞減，學校需要完善的規劃才能減少教育資源的浪費。

教職員該何去何從？
各⼤專院校的規模將會⽇漸萎縮，原有的師資該如何安排以及科系該如何調整都
是學校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學校必須簡化⾏政組織架構，但⼜不能影響⾏政品
質，這將會是學校的⼀⼤挑戰。

學校招不到學⽣，最終將會導致學校裁員，⽽這將影響到原有教職員⼯的權益，
因此教育部需與學校合⼒研擬出完善的提前退休或資遣⽅案，才能安定教職員⼯
的⼼。

發展獨具⼀格的特⾊課程
⽣活在⼀個知識、資訊唾⼿可得的時代，很多⼤專院校所教的東⻄網路上都能找
到類似的資料。這就要看學校能否發展出獨具⼀格的特⾊課程，調整教學的進⾏
⽅式並聘⽤業界優良的⼈才來授課才能吸引學⽣去就讀。⽬前就讀國立虎尾科技
⼤學的姚品睿同學說：「若有學校開授⼀些有趣的課程，⽽且是請業界的老師來
教，那我當初填志願的時候應該會優先選擇那所學校」。

在這⽅⾯，國立交通⼤學就有發展出⼀系列的特⾊課程。例如跨領域學程以及微
課程⼯作坊。學校聘請了多元的業界⼈才來學校開課，讓學⽣可以跨領域去探索
新東⻄，滿⾜他們的求知慾。

萬事起頭難　實務更困難
雖然教育部跟各個學校都已經陸陸續續開始商討少⼦化的因應之道，說起來容
易，實施卻很困難。這⼀系列的改⾰除了需要龐⼤的資⾦，各校也都需要⼀段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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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來擬訂最佳的⽅案。⽽台灣各個私立⼤學是否願意被整併，則⼜是另⼀個需要
從⻑計議的議題。

少⼦化帶來的衝擊不只波及到了私立⼤學，國立⼤學也難逃⼀劫。雖然台灣少數
頂尖⼤學不需要擔⼼招⽣的問題，但仍需擔⼼因少⼦化⽽影響學⽣素質，這便取
決於學校是選擇素質抑或招⽣名額。

隨著少⼦化現象⽇益嚴重，未來各⼤專院校將會越來越競爭，唯有認真思考未來
計畫並落實上述因應少⼦化的幾⼤要點，才能將少⼦化帶來的衝擊降到最低。

縮圖來源：Pixabay

關鍵字：少⼦化、⼤專院校、教育部、國際⽣

      

 記者 許峰睿

編輯 ⾼儷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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