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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集團會長黃茂雄：

強化校友會價值 持續推動高教產學合作
產學合作一直是高教發展的重要課題，但國內始

終出現產學落差的問題，高教無法培育出產業需

要的人才，產業對於高教培育出來的人才也往往

不甚滿意，面對少子化的衝擊，高教和企業應如

何去連結，才能讓國內人才的供應源源不絕？本

期評鑑雙月刊特別邀請東元集團會長，同時也擔

任高教評鑑中心董事一職的黃茂雄會長來分享他

的觀察與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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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準菲律賓與印度 拓展高教與企業的

新視野

問：您對於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的新南向政策

有什麼看法？

答：國內產業界其實早就已經推動新南向政策

了，最好的例子就是菲律賓蘇比克灣經濟特區的

開發案。過去蘇比克灣是美國的海軍基地，1992年

美軍從蘇比克灣撤離後，因為菲律賓政府沒有能

力繼續經營，蘇比克地區如同荒廢的死城，故請鄰

近的臺灣幫忙規劃開發，時任經濟部江丙坤部長

就帶一團企業界代表去蘇比克灣勘查，受到當地

熱烈地招待及歡迎。勘查結束後，參與的企業一

致認為只給當地金援是不夠的，必須用投資的方

式來協助當地的開發與復甦，因為有投資才有僱

用，也才有就業機會。經過雙方政府協商後，菲

律賓政府只收企業5%的稅金，相當的優惠。

歷經17年的發展，現蘇比克灣區約有140至150

家臺商企業，超過一半的土地已成為商業用地，

聚集許多商業契機。蘇比克灣目前已是全球知名

的貿易港區，當地製造的貨物可由海運進出口來

賺外匯，交通非常便利。當時係由東元集團來負

責處理此案，並由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國合會）協助菲律賓公司做開發與管理，菲律

賓政府則以1元美金的優惠價格提供250公頃的土

地供使用。臺灣許多人到菲律賓都只知道去馬尼

拉，但蘇比克其實也是一個適合發展的地方。

另外，我認為印度也是未來發展的契機，可以

做為「新新南向」的據點，印度理工學院（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IIT）是全球知名的學府，

對印度學生來說，如果能就讀IIT，就等於是拿到

前往大公司、大企業就職的門票，前途非常光

明，IIT有著印度13億人口中挑選出的菁英，但印

度在人才方面仍是供不應求，為了經濟要持續起

飛的目標，依舊需要更多人才。

此外，印度在發展產業上還有一個優勢是薪資

便宜，臺灣聘請1位人才的費用能在印度請到2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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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位很優秀的人才。在印度邦加羅爾（Bengaluru）

的工業區裡就有許多軟體公司，東元集團也規劃

跟日本的三井集團在那合作投資一家馬達工廠，

直接在印度找尋優秀的人才。

問：您認為目前臺灣產業與高等教育的連結情

況為何？

答：這是當初我會進入高教評鑑中心擔任董事

一職的主要原因之一，產業界過去大多認為教育

界，尤其是高等教育沒有辦法提供產業所要的人

才，我認為那是因為立場和角度不同的緣故，產

業界追求的是利潤跟效益，注重於招募的人才是

否能幫公司賺錢、能否開發出新產品，與教育的

宗旨並不相同，因此批評教改政策的失敗我認為

是不公平的。其實我認為現在高教提供產業所需

人才的情況逐漸有在進步，產業界所需要的人才

正由教育界源源不斷的培育與供應，現在看起來

做的相當不錯，但產業界自己也要進步才行。

企業一定要追求國際化，最近我國被排除參與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代

表未來要進去那幾個國家時，必須先在當地建設

自己的橋頭堡，教育界應該也要有這樣的覺悟，

我們一定要到當地才能夠跟國際真正的交流。

重質不重量 向國外招募優秀學生以突

破困境  

問：您對於臺灣目前高等教育環境的發展有什

麼想法或建議？ 

答：我認為臺灣高教下一個階段的挑戰，就是

面對現在的處境，教育要如何讓社會更精進。可

是目前我們的社會是被限制的，在這種限制下要

如何求生存，應該要有像我們去蘇比克灣、印度

等國家開發的勇氣與決心。

臺灣的教育環境算非常自由，未來不僅教育界

要去了解我國的經濟未來怎麼走，產業界也應去

關注我國高教的發展。因為經濟是攸關三餐的基

本問題，但是只顧三餐也不正確，還有精神層面

部分要去昇華，人類是有文化的動物，不只是為

生存而活，也應該要有精神上的滿足，所以要繼

續不斷的提升。我認為現在國內高教最迫切的問

題就是面臨被其他國家孤立、隔絕的情況，所以

臺灣一直卡在目前的情況將沒有明天，所以一定

要走向國際。走向國際的時候，第一個關鍵就是

有沒有辦法與其他國家打交道？

國際化是一個重要的方向，但我認為不應該隨

意招生，寧願招少一點學生，但是給予他們最好

的教育。國際化另一個很重要的要素是國際合作，

做得好企業界一定會提供協助，因為企業界需要

國際人才，能了解當地文化的人才，更顯得珍貴。

現在各大學都有做產學合作，或跟國外大學進

行觀摩或交流，有的學校甚至計畫到海外開分

校，但生源卻是一大問題，若從當地招募學生，

是否會被當地學生所認可？若想從臺灣招募學生

出國讀書，當地是否適合臺灣學生生活也相當重

要。我認為臺灣不是一個孤島，這麼多年來一直

向外延伸，幫很多國家從事建設，當然還有美中

不足之處，但相對而言是不錯的。

大學應強化校友會的價值與功能

問：您對這幾年臺灣各大學的努力有什麼想

法，請給予大學校院一些建議與意見？

答：我認為國內各大學都有在努力及進步，雖

然各大學也努力培育人才，但實際上對企業來

說，如果學界培育的人才不適合，也可以從全球

招募來補足企業的需求。臺灣的學府再不爭氣、

再不找出自己的特色，可能真的會輸給快速發展中

的各國。例如過去新加坡的教育程度不如臺灣，現

在新加坡大學已經是全球知名的大學，以前的問題

是產業界要的人才，學界要協助培養，現在產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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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已等不及而到國外去尋找人才。

另外，高教機構與企業間的交流互動也很重

要，不要只想從企業得到贊助，因為以臺灣來

說，企業跟高教機構連結太少，沒有什麼情感的

羈絆。我覺得大學應該要重視「校友會」的價值，

全球各知名大學的校友會的地位都非常重要，例

如我現在是日本慶應大學的評議員，也就是類似

校友會董事的身份，慶應大學向校友會募款，常

常最後會遠超過原本的目標。這其中往往不是單

靠一兩個企業的捐款，而是每個校友都願意捐出

好幾倍的金額。因為日本校友會的組織結構大多

相當完善，可以分成校級、年級、系級、班級甚

至社團等不同性質的校友會，關係緊密，慶應大

學校友會總會除了在學校有辦公室之外，還有1

位副校長專門在那辦公處理校友會相關的業務。

但臺灣沒有一所大學有能力將校友會發揮到這

樣的程度，大多僅止於聯誼性質。未來臺灣的大

學要懂也要去重視「校友會」的價值，因為校友

可以提供的回饋是無窮的，除了捐款外，往往能

在關鍵之際提供母校很多幫助，臺灣高教未來也

能藉由校友會的網絡來擴展，不一定只能用政治

方式來處理，也可以用較為軟性的方法讓臺灣高

教跟國際串聯在一起。

回歸市場機制 開放學校調漲學費

問：現今許多大學面臨招生困難，抱怨因為政

府十年凍漲的政策讓他們無法調漲學費，您認為

大學未來要如何去面對及因應？

答：不僅臺灣某些私立大學出現困難，美國有

幾個傳統的私校也出現招生問題，因為現在有些

學校用贊助的方式就可以進去就讀，學生也可以

花錢買畢業證書；在日本甚至有學校專門賣文

憑，花錢就可以買到學位，不去上課也沒關係。

我覺得政府應該要去思考一個問題，就是雖然

臺灣部分私校出現財務或董事會不健全等情況，

但其實政府無需強制管控學費凍漲，因為辦得不

好的學校即使漲學費也不會有人要來讀，最後自

然會回歸到市場機制，所以我認為政府管的方向不

正確。有些私校更極端的希望能關閉學校來接手學

校的財產，但其實無論學校法人或財團法人的規定，

校產最後也不會到董事會的手上，而是清算後充公

變成公家財產。如果學校董事會抱持這樣的心態

來辦校，自然不會認真來經營學校，就會被淘汰。

  

成立企業家諮詢服務 提供高等教育更

多經驗與方向

問：您對於高等教育未來發展有什麼建議或期許？

答：臺灣的高教機構應該要盡快向國外拓展以

得到更多優秀的人才，而非一直抱怨教育部補助

太少或只想收更多能力參差不齊的學生，導致學

校整體評價下滑，唯有重質不重量才能讓學校永

續發展。臺灣教育界的圈子太小，當老師也不容

易，老師課堂上教的知識學生可以當場用手機上

網確認，所以老師要精益求精，以更了解與深入

學生的想法。同時，視野也要放大，不能一成不變，

才能帶領學生突破框架，看到更多不同的視野。

我認為大學的改革要蛻變，可以去成立一個企

業家的諮詢服務（consultancy），因為無論教育部、

高教機構甚至高教評鑑中心都是高教領域的人，大

同小異，容易形成封閉的小圈圈，其實這個社會很

多元，所以可以請大企業或科技公司的總經理或

主管階級來提供諮詢與建議。雖然他們工作可能

相當忙碌，每天面對著許多工作的壓力，但我覺得

這種交流是有正面益處的，可以協助企業跟學校

彼此連結。另外也可以從企業界退休人士中找尋

適合的人才，若能找到像前面提到有淵源的校友，

或許就能傳承給下一代學子在課堂中學不到的知

識，故我認為企業界也應該為高教盡一點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