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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張婷芳 ╱ 人物

教授升等　抗議指標量化教授升等　抗議指標量化

2012-01-08   陳奕儒 報導

2010大學教育界五百多名教授不滿大學過度重視量化學術成果，造成學術體制歪斜，於是連署「

反對獨尊SSCI、SCI等指標　找回大學求是精神」活動來抗議。

隔年清華大學出現相同的聲音，清大教授彭銘輝因為不滿目前大學體制，除了寫了多篇文章批評

大學教授評量的制度，他選擇提早退休來抗議整個體制。然而這個議題受注目不多，一方面事情

只含括在大學教育界，另一方面SSCI、SCI等名詞讓一般民眾難解。

縮圖

政大教育會、教改總檢體論壇與台灣競爭聯盟發起的連署，他們希望不要獨尊SSCI跟SCI資料庫，而且改善目前的體制的不完善

。(圖片來源/google)

 

少子化造成指標化少子化造成指標化

受到台灣少子化影響，和泛濫的大學數量，讓台灣大學的招生狀況很吃緊。根據教育部統計處99

年度台灣的大學，總共釋出三十三萬個招生名額，但卻只有二十七萬個新生註冊，其中有多達六

萬人的缺口。面臨招生的壓力，台灣各個大學想盡辦法提升學校教學品質，同時也非常注重教育

部的大學評鑑。

大學評鑑用意在於督促學校進步，然而這樣的制度仍有爭議。2011年10月28日，在「新世代的

大學定位與價值」國際論壇上，世新校長賴鼎銘表示，政府過度要求大學評鑑的等級，因此導致

大學在各種評量上逐漸指標化。

從2003年開始教育部開始對國內大學進行學術評比，也就是大學評鑑，而教育部所依據的指標就

是SSCI和SCI資料庫所發表的論文總數。S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和SCI（科學引文索引）是

美國費城科學資訊研究所研發的英文期刊資料庫。資料庫提供了每篇論文的引用次數以及期刊的

影響指數，國家科學會依據這些標準來訂出期刊的等級。因此大學在教師評鑑上也開始注意學術

發表這個項目。

依據教育部頒布的《大學法》來制定辦法。根據《大學法》第17條，教師的聘用停聘應該由教育

部規定辦法。但在19條中又賦與大學權力，可以依據學校研究發展，來增列到教師聘約中。高等

教育司的陳小姐表示，雖然教育部主導整個教育體制，但是教師評鑑是由各個大學自行統籌運作

，在大學法第21明訂大學應該要建立教師評鑑的制度，作為教師續聘、升等得參考。

 

優良教師優良教師 評鑑不優良評鑑不優良

2011年政治大學發生郭立民事件。郭立民是政大政治系副教授，雖然在校內教學口碑不錯，然而

在18年的教授生涯中，他沒有出版一篇論文，因此政大以不符合校內教師基本績效評量為由，將

郭立民強制退休。諷刺得是郭立民曾經獲得多次特優教師獎，卻因為研究上的不足，提早結束教

學生涯，這個個案似乎也帶出教師評鑑上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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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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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

獲得世界象棋聯合會認證的特級國際大師馬仲
威，他下棋的心路歷程，與對臺灣棋界整體環
境的看法。

恐怖情人　當深愛變成殺害恐怖情人　當深愛變成殺害

近年來，情殺案件頻傳的現象，來自於社交媒
介轉換、媒體的連鎖效應及教育體制的根源，
情感問題是大眾關注且必須學習的議題。

郭立民在政大校教評會當中，表達政大只重研究不重教學的心聲，並質疑「政大的不續聘決定要把學校帶 往何方？」(影片來源/ 

youtube)

高等教育司的陳小姐認為教師評鑑只是做為參考，大學教授本身就應該在自己領域有所貢獻。「

除了教學態度認真外，大學教授應該透過對自己領域的研究，來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她表示

教育部同仁曾經到政大了解狀況，郭立民個案的確比較特殊，畢竟政大是研究型大學，教師不可

能不做研究。

交通大學教務長處的許家菻說明，各個大學是依據母法《大學法》來制定教師評鑑的辦法，但是

校方只訂出評量辦法，評量細則和執行基本上是由院系獨立運作，校方只負責審核。「因為每個

系所的情形不一樣，理科跟文科的教師聘用方式不同，評鑑方式也不同。」她解釋到。

許家菻表示交大最新修正的教師評量辦法是97年訂出，據辦法的第七條，從96年10月3日算起，

在交大任職滿五年教師職才需要接受第一次得評量。因此目前在交大還沒有教師因為評量沒過，

導致不再續聘的事件。「但如果是兼任老師或是外聘老師，因為聘期不長，如果學生反映不佳，

就有可能不再續聘」她補充。

 

研究與教學　力求平衡研究與教學　力求平衡

在多數的大學裡，助理教授通常都有升等的壓力，因為學校通常會規定助理教授在限期內升到副

教授，否則不再續聘。羅惟正任職於交通大學將達一學期，是生物科技系的助理教授，他個人認

為教師評鑑還算合理。

「對於大多數的助理教授，這是必須接受的考驗。」羅惟正說。因此許多助理教授常常面臨既要

上課、又要趕論文的狀況，如果時間上沒掌控好，就有可能失去平衡，影響到教學的品質。「以

交大為例，助理教授需要在六年內升到副教授，如果沒有只好請你走路了。」羅惟正開玩笑得說

，但在笑談中可以發現助理教授時間的壓迫性。

許多助理教授為了升等副教授，在教書之餘，還一邊汲汲營營於論文的產出。「升等評鑑主要是

看國科會的點數，可能在這個期刊發表就有幾點，點數愈高愈有機會升等。如果在知名度愈高的

期刊發表，點數自然就愈高。」 

羅惟正認為自己熱愛教學和研究，因此他可以樂此不疲。他表示自己常常在辦公室忙到凌晨一、

兩點才回去休息，不避諱壓力很大，但因為是興趣所在，所以他可以坦然承受。不過他也坦承不

在乎論文研究的人很少，因為研究點數會影響到研究經費的申請。「如果沒有經費，就沒有資源

成立研究團隊。」他認為大學教師脫離不了研究，至少在所謂的頂尖大學中，研究是必然的。

根據2011年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的調查，台大論文數量排名世界第五十四名，被引用次數卻

只有一六十五名，低引用說明了論文品質普遍不高，當初政府提供五年五百億和大學評鑑，希望

可以提升台灣的大學素質，但目前看來成果仍有不足。

大學評鑑到教師評鑑，大學的教育體制仍然存有很多討論跟改善的空間。從500個教授連署開始

，2011年大學教育體制就像打了一聲響砲，帶動許多人的共鳴，當初的連署至今已經多達兩千多

人。這代表這個議題需要更多的關注，畢竟教育掌管了未來的一代，不可不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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