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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漲聲起學費漲聲起

2012-11-18  記者 楊敦元 報導

十一月七號一早，本該除了洽公人員之外，不會有其他人前來的教育部門口，卻被人潮擠得水洩

不通。現場的群眾來自台灣各地，多數為大學的學運團體與勞工團體，各大新聞台與報社的記者

也都在場伺機而動，他們為何而來？為的是教育部在十月二十六日發布的：「常態性大專學雜費

調整方案」草案。而原訂於十一月七號的草案公聽會，卻在前一天發布公文宣告臨時取消，此舉

動更是加深了人民對政府的不諒解，於是抗議活動依舊如期舉行。

大學學費漲　人民怨聲起大學學費漲　人民怨聲起

高等教育的學費調漲，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早在2007年，全國大學校長會議通過提出以10%為

上限的大專校院學雜費調整，當時教育部指出，調漲學費是保障就學品質的必要手段。

但時間來到了今天的2012，綜觀台灣的教育環境，並無明顯的改善，相反地卻似乎日漸低落，無

論是基礎教育或者是高等教育，大學生、研究生越來越不「值錢」，也越來越不受重視。政府口

中的「五年五百億」政策，受惠的絕大多數都是前段的國立大學。而其他的大學無論國立、私立

，這項政策帶來的利益卻是少之又少，造成社會階層的斷層逐漸顯現：前段國立大學的學生由於

有此項經費的補助，可以使用更好的資源，獲得更好的訓練；相較於其他未獲得此項補助的學校

學生來說，這根本是一場完全不公平的競爭。

如今教育部發布了常態性大專學雜費調整方案的草案，此草案的目標為：確認「提升教學品質」

及「實踐社會公平正義」。草案中提到：私立大學學費漲幅可調至5％，而國立大學學費可調漲

至10％。如此巨幅的學費調漲，使得人民怨聲載道，憤而走上街頭，藉由抗議來表達不滿。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學聯會會長謝慧霆就表示：「即便國立大學的學費比較便宜，身邊還是有許多同學

需要打工或者使用學貸來負擔他們的學費。而且如果真的要講求公平正義的話，那根本不應該漲

學費，甚至私立大學還應該降學費。」

抗議當天，學生一度想要進入教育部內向部長陳情，卻遭警方以人牆阻擋。

（圖片來源／公視新聞網）

的確，為什麼不降私立大學的學費，反而要漲國立大學的學費？現在私立大學的學生所繳的學費

往往是國立大學的學生所無法想像的，更別提此草案更是讓它又漲了５％，教育部在做此決定時

，是否真正有替學生設身處地的著想？或者只是一群人關在房間裡開會，然後編寫出對政府最有

利的法案？無可置疑的，是後者。

未出社會　鉅額債務已壓身未出社會　鉅額債務已壓身

當天抗議的現場，有許多人舉著各式各樣的抗議標語，其中有不少標語是寫著類似這樣的話語：

「我現在大三，我背負學貸20萬。」，描述著自己才正值青春年華，卻已負債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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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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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該是青春洋溢的年紀，但身後龐大的債務，卻已經壓的學子們快要喘不過氣來。

（圖片來源／NOWnews）

就學貸款，原本是一番美意，讓家境並不是那麼優渥的青年學子，可以不用因為昂貴的學費而被

迫放棄念書的機會。

但隨著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學費的調漲，此番美意開始有了些變質，青年學子剛踏出校園，正要

展開人生全新的一頁時，卻發現自己早已負債累累。東海大學學生會會長陳進霖說：「教育部調

漲學費對我們是非常不公平的，而且我們自己還有就學貸款，導致我現在已經大四要準備畢業了

，可是我們完全看不到未來，感覺政府對我們學生一點都不照顧！」

輔仁大學黑水溝社社員李卓熹也表示：「在一個國家裡面，教育該是一個公共福利，主要的支出

本來就應該由政府來負責，那現在要漲學費，是一件很不合理的事情。」在許多先進的歐美國家

，教育費用的預算與支出，往往是佔該政府財務方面很大的一部分。而台灣卻逐年削減教育預算

，不禁令人懷疑政府究竟將錢花到哪裡去了？

 

要教育　不要交易要教育　不要交易

在當天抗議的現場，除了學生以外，也來了許多家中有子女正在念書的勞工父母。抗議民眾對此

政策的血淚控訴，讓在現場的人皆為之鼻酸。也讓大家看到，現在的台灣社會，完全不是執政者

告訴我們的那麼美好。有許多人，為了能讓子女受高等教育，必須多兼一份工作、熬夜工作，只

為了讓子女以後可以出人頭地。

其中一位勞工代表就說了：「我最痛苦的時候就是每個學期開學的時候，我兩個小孩都在上大學

，一開學，學費就是10幾萬這樣在繳。對那些有錢人家也許不算什麼，但對我們這種勉強算是小

康的家庭來說，真的是很沉重的負擔。」

全國自主勞工聯盟執行長朱維立說：「如果將此龐大的教育經費問題，由透過漲學費來解決的話

，非但不能解決原本的教育經費短缺，反而會加重勞工家庭的負擔。教育經費應該是向企業、財

團來課徵資本利得稅，才是解決之道。」

學生們原本期待部長能在此承諾書上簽名，但部長始終沒有出面，

學生團體最後當場將此承諾書撕毀。（圖片來源／苦勞網）

教育是決定一個國家未來有多少可能的關鍵因素，而政府如今不斷地減少教育經費，然後將教育

成本轉嫁給學生與勞工家庭。然而，卻不檢討對資本課稅，達到真正的社會重分配。如此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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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在阿爸生日那天，摳摳憶起爸爸與芭樂的故
事。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資深配音員蔣篤慧，娓娓道來身為臺灣配音員
的酸甜苦辣。

讓人民很難不去想：政府眼中是不是只有財團與企業能帶給他們的利益？而是否只有在選舉的時

候，才會將目光再一次擺到人民身上？

台灣近年景氣低迷，社會Ｍ型化日趨嚴重，而且薪資一直無法獲得提升，一般民眾在生活上已經

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問題。再加上近期的油電雙漲與各項民生物資的調漲，如果大學學雜費再度

調漲，那無疑是對台灣人民的經濟問題雪上加霜。而且如此下去，受影響的絕對不只是經濟、教

育甚至是整個台灣的未來必然也會受到不良的影響。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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