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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漲不漲　不是二選一學費漲不漲　不是二選一

2014-01-05  記者 江岱燕 報導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中旬，世新、實踐、大葉、淡江等四所大學，向教育部提出調漲學雜費申請。

但是在物價不斷上漲的情勢下，學雜費跟著漲，許多學生、社運團體皆擔心不堪負荷，反彈聲浪

四起。不過，高等教育的學雜費問題已經不單純只是「漲」或「不漲」的選擇題。

調漲學雜費已經不是二選一的問題了。（照片來源／gipi的學習筆記）

大學學雜費在教育部規定下已經凍漲七年，去年六月底教育部發文給各大學，表示可以在七月中

提出調漲學雜費的申請，但由於時間過於緊湊，許多大學根本無法完成申請程序。隨後世新大學

校長賴鼎銘便向教育部提出反應，於是在九月底各大學再次接收到公文，申請期限也改為十二月

中旬。

 

異言堂　校方學生各執一詞異言堂　校方學生各執一詞

這次的學雜費調漲，除了因為增加學生和家長的經濟負擔而引起各方關切，也因為在校方決策過

程中，學生是否有充分表達意見的機會，也成了另一個爭議點。實踐大學主任秘書胡寶麟表示，

調漲學雜費的研議過程確實符合教育部規定。依照程序，學校必須先召開審議小組討論，小組成

員需要包含學生代表。「我們找了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長、進修部學生會理幹事，台北與高

雄兩個校區都有學生幹部參與決議。」胡寶麟解釋道。

對於學生質疑審議小組的代表性，認為學生並無充分參與，胡寶麟則說：「學生會會長、學生議

會議長等皆由學生投票選出，為何不具代表性？」而在審議小組完成討論後，實踐大學也召開說

明會邀請各班班代與同學參與。但是實踐大學基變社成員巫馥彤則表示：「校方並無主動公告調

漲學雜費說明會資訊、說明會中發言被管制、審議小組黑箱召開、調漲幅度變動從未公告全校師

生、反對調漲連署攤位三度被撤等。」認為學校這次調整學雜費的過程，學生被刻意排除在外。

另外「世新大學學生勞動權益行動小組」則在苦勞網發表新聞稿表示，在學校決策通過調漲學雜

費的過程中，學生並無充分表達異議的空間。儘管各校都完成申請程序，並送交教育部，但是決

議過程中校方與學生雙方，似乎並未達到良好且完善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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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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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新大學勞權小組」公開表示，學生並未在調漲決策過程中獲得充分的表達空間。

（照片來源／世新大學學生勞動權益行動小組粉絲專頁）

 

漲不漲　學生校方苦哈哈漲不漲　學生校方苦哈哈

儘管知道調漲學雜費會引起各方人馬關注，但是這次除了大葉大學撤回申請並改由董事會捐款外

，其他三所大學仍然維持最初的決定。

胡寶麟表示，學雜費為學校運作的主要來源。實踐大學早期採取低學費政策，與其他私立大學相

比，平均少四到八千元的學雜費，加上背後沒有財團支持，可運用的資金也因此比其他學校少。

考量到學校永續發展，不論是軟硬體更新或是各方面的投資，勢必有增加金源的需要，因此才提

出調漲學雜費的申請。交通大學主任秘書裘性天也認為，教育需要一定的花費，而近年物價上漲

也對學校造成衝擊。若仔細計算會發現，大學所收的學雜費並不足以負擔這些成本。但是教育的

花費無法隨意刪減，若想維持高等教育的品質，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將相當困難。

但是「反高學費行動聯盟」成員徐文路表示，這次提出調漲的幾所私立學校，並無公開詳細的財

務報表，世新大學雖然有提供較詳盡的資料，但是結果顯示校方仍有盈餘，並無虧損，何來調漲

的理由？因此，若將教育程度設定為大學的「初任人員平均每人／月經常性薪資」，進行成長百

分比運算，並且逐年累加。可以發現從二○○五年到二○一二年，大學生畢業第一份工作的平均

薪水是向上成長。但是物價指數也呈現向上攀升的趨勢，而且漲幅還遠遠超越薪資。

從二○○五年到二○一二年「初任人員平均薪資成長百分比」與「消費者物價指數」，

皆呈現成長趨勢，但薪資成長百分比的漲幅卻遠不如物價指數。

（圖片來源／江岱燕製）

許多家庭無法負擔高額的註冊費，只能由學生申請就學貸款。根據實踐大學「一百學年度學生在

學期間教育支出估算」，僅計算學雜費、書籍費與宿舍費等可申請就學貸款的項目，大學生畢業

後須承擔的負債大概介於四十到五十萬。但是讓社會新鮮人聞之色變的「二十二K」，光是應付

生活基本開銷就已經不太足夠，怎麼負擔一筆數字不小的債款。因此各大學調漲學雜費也引起許

多社運團體與學生的反彈。

 

高等教育花費　誰來買單高等教育花費　誰來買單

現在是一個大學生滿街跑的時代，擁有高學歷不代表有好待遇，理想與現實往往像兩條平行線，

沒有交集。對此，裘性天認為，大學的真正目的是教育，「文憑」與「教育」的關係必須適時地

拆開。沒有任何人保證只要讀某大學、某科系就可以獲得特定的工作待遇。徐文路部分同意這樣

的觀點，但是他也提出就現實層面而論，學生畢業後為了溫飽仍要找工作，還是期待接受高等教

育可以對未來求職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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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現在台灣社會，高學歷未必等同好待遇。（照片來源／和訊網）

此外，徐文路也指出「現在許多科系的需求，變成是企業的需求」，越是應用性的課程、科系，

越是為了企業而存在，大學原本應該是「最終知識的探討」，現在卻宛如「職業訓練所」。但是

學生進入企業是為公司賺取利潤，企業是最大的受益者，卻將「職前訓練」的成本轉嫁給學校。

因此他認為教育的花費，企業也必須負擔責任。

「政府經費不足及分配不均，導致現在私校教育經費缺乏。提高學生的學雜費不能作為根本的解

決方法」巫馥彤這麼表示。他認為學校應該向教育部施壓，爭取教育經費，而政府也要向企業課

徵資本利得稅，以擴大公共教育資源的支出。

 

台灣高教　仍須加油台灣高教　仍須加油

這次調漲學雜費引發許多爭議，為了維持高等教育的品質，投資更多金錢是不可避免的，但作法

是否該為調漲學雜費？而調漲決議過程中，各方意見是否達到完善地交流？或是該由政府出面，

透過課稅重新分配資源？台灣高等教育的未來還需要各方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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