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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校長賀陳弘：

考招制度要能看到未來社會的需求
教育的變革與時俱進，大學端如何選才、育

才，並培養出國家未來優秀的人才是相當

重要的課題，在目前考招制度的變革，加上

108年課綱推行的環境下，大學如何配合制

度做翻轉？如何與高中端結合？如何共同為

未來臺灣教育衝出一片天？亟需各方共同的

合作與努力。

本期評鑑雙月刊特別邀請身兼大學招聯會召

集人的國立清華大學賀陳弘校長，請他分享

考招制度設計的理念與影響。

開‧卷‧語

▌文／池俊吉．郭玟杏．杜奕廷

▌圖／國立清華大學提供

招聯會依照大學法成立 成為協調平台

問：請分享一下招聯會的定位跟職責。

答：招聯會的法源是大學法第24條：「⋯大學

為辦理招生或聯合招生，得組成大學招生委員會

或聯合會，聯合會並就前項事項共同協商擬訂，

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大學招生委員會或聯合

會，得就考試相關業務，委託學術專業團體或財

團法人辦理⋯」。大學招生可以單獨也可以聯

合招生，但20多年來從社會到教育部的想法都是

聯合招生，主因是隨著大學數增加，如果個別招

生，社會的成本、家長所要承擔的壓力會很大。

所以，招聯會的屬性就是一個協調70所會員學校

的平台，協調出一個共同可行方案。

臺灣從50年代就有聯考，所以大考中心很早就

存在。而招聯會是一直到86年左右才成立，原因

是從84年開始試行多元入學方案，各校在共同的

考試招生之外採取不一樣的入學方式，就需要有

個協調的平台。

多元入學剛開始時，招生名額大概只有1%，但

隨著大家逐漸接受這樣的入學方式，比例也日益

增加，招聯會的工作就越來越繁複、越來越受到矚

目，影響也越來越大，成為一個動見觀瞻的事情。

另一方面，因為大學之間的屬性差異大，招生

的定位、策略、方向也差別很大，在這情況下很難

完全滿足每個大學的需求，所以招聯會要去折衷、

磨合各大學不同的招生需求。隨著大學數增加，

多元入學的學生也增加，所以招聯會挑戰越來越

大，因為要滿足更多的學生、更多的大學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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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出現 影響考招制度的改變

問：過去的考招制度有什麼問題，為什麼要改

變考招制度？

答：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新課綱的出現，因為大

學選才和高中育才，彼此是連動的，高中如何育

才其實是會影響大學的選才。反之，因為大家都

說考試影響升學，或是說選才影響育才，這個方

向的影響也是存在，所以大學怎麼選擇學生會影

響高中如何育才，這是一個連動的過程。過去影

響力大的是大學，這次則是高中端影響大學端的

程度較大，主因來自於108新課綱重視的適性選

修，把部定必修減少，學分數大幅的釋放給各校

必修、選修或是空白課程。

新課綱對選才有兩個直接的影響，第一是紙筆

測驗命題範圍與科目減小，高中端希望把大學考

招的有形考科份量減少，也就是讓學生有更多的

差異化學習機會，例如將準備第五科考試的時間

拿去做適性的選修，所以考科減少，這是第一個

影響。

第二個是學習歷程檔案信效度提升。目前已建

置全國性的資料庫，是將原來備審資料做成資料

庫，使可信度跟有效度都提高許多，學校如果造

假，教育部用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庫查證就很容

易，再配合行政罰則進行處分，學校幾乎不可能

再有舞弊空間。

問：考招制度若是因應課綱改變，是否表示相

信課綱是往好的方向發展？

答：背後的因素，是人才培育的趨勢問題。過

去為什麼必修需要那麼多？因為過去的人才培育

比較重視規格化的人才，學生需要學較多一致化

的課程。因為過去是一個以製造為主的經濟型

態，從60年代到90年代，主要的產值在製造業部

門，製造業提供非常大的經濟貢獻。製造業有個

特性，就是效率導向。這個產業對於人才、原物

料、製程，對品管的程序，都要求制式規格，因

為只有規格能夠保障所做的產品是在原來設計情

況之下。對於人才的晉用，也不須有太多的彈性

或是想像，只需經過制式的教育流程，具備被雇

圖一 100-107學年度各管道錄取學生學測總級分人數平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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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肯認之相同能力。所以整個教育流程也是高度

的規格化，例如教材，僅有一綱一本，最多是一

綱多本，絕對沒有多綱或是非綱。

師資培育方面，以前政府培育師資有一套的標

準作業流程，師培也是一個被規格化的事情，學

校的組織編制、校園環境全部都規格化，如此能

確保培育出來的人才規格都差不多。但現在的產

業多元發展，需要新型態的人才，就應該調整作

法讓每個人盡可能就天賦去發展，以最有興趣和

最有效率的方式去學習，讓教育出來的人才差異

化、多元化。所以多元創新和適性學習是一體兩

面的，不適性學習的話就不會有多元創新。大學

選才是教育的一個環節，對高中教育、大學教育

都有影響，如果這裡不調整的話，會使前面的改

變沒有意義。

整體而言，教育必須建立一個比較多元的價值

觀，因為人才本來就不適合用一元化的線性排列

去評比，即便同一個學生，也可以因為大學校系

選才重點不同而產生不一樣的錄取結果，更何況

各個學生本身就不同。

考招應與時俱進 符合社會期待與需求

問：您心中理想的考招制度是什麼樣的？

答：並沒有一個制度可以跨越時空適合每個時

期，因為制度都是依特定的時空、社會條件而產

生。推動新的制度並不表示否定過去的制度在過

去時空的合理性。大學入學制度二十多年來隨時

空環境而演進，不是只滿足於當時時空的需求，

因為這些學生，是20年之後才對社會產生主要的

影響，所以要能符合未來的時空環境及社會條件

的需求，才是成功的考招制度。

這樣的制度對社會而言是有領先性，所以當前

的社會是否能接受，就是一個經常遇到的問題。

大學端做考招，必須具有前瞻性或是未來性，但

是面對到社會的現實面，卻常常會有衝撃。

因為環境在變、社會條件需求也在變，制度需

一直往前走並與現狀維持著一點差異，所以進步

的張力是一直存在的。簡而言之，考招制度的設

▲強化多元學習，讓學生找到自己的未來。（高教評鑑中心／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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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一方面是希望能讓社會的發展取得先機，而這

個先機要在社會可接受的範圍內以避免過多的爭

議，經常需要測試社會能夠接受的底線漸進微

調。沒有最好的制度，只有一直進化的制度。

問：為什麼繁星申請入學的學生在大學表現會

比指考分發的好，會不會有一種狀況是因為已經

被層級化？

答：繁星入學全國15%的名額中，大部分來自偏

鄉及都會非主要高中的學生，這些學生在班上名

列前茅，但面對學測的時候，不見得優於都會主

要高中的中段班學生。不過他們具有在各個高中

的成功學習經驗，包括良好的學習動機與自我管

理，這些正是大學階段所需要的成功因素，所以

各大學普遍發現繁星的學生入學之後表現較好。

我們分析100-107年八年之間三個入學管道學

生的學測成績如圖一，發現各管道之間的學測成

績分佈並沒有差異。其實申請入學跟指考分發主

要的差異不在於入學當時學習成就的高低，而在

入學之後穩定度與興趣認同的差別。各校之間會

有一些不同，所以甲校可能看不出來申請入學跟

指考分發的差別，在乙校卻可能差別很大，不同

的系可能也會不同。所以招聯會一貫立場都是鼓

勵校系招生專業化，累積自己的大數據，去選擇

最適合的招生方式。很類似評鑑的觀念，並不設

定一個跨校系皆準的最佳招生管道，各校應該自

己去做抉擇判斷。招聯會也沒有權力去為各校的

各管道招生名額做決定，都是由各校自主設定。

新制度的推動仍需時間考驗

問：您對於學測滿級分卻落榜的現象有什麼樣

的想法？

答：如果要讓學生有更多錄取機會的話，可以

增加志願數，目前是填6個，可以增加到10個志

願乃至20個志願，讓機會增加。但如果同樣的一

學年度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考試分發

100 1.7% 1.2% 1.1%

101 2.1% 1.4% 1.3%

102 3.8% 2.2% 2.3%

103 3.1% 2.4% 2.3%

104 3.6% 2.3% 2.4%

105 3.4% 2.5% 2.5%

106 3.0% 2.7% 2.3%

107 2.9% 2.7% 2.3%

表一 100-107學年度各管道錄取學生 

經濟弱勢生佔錄取生比例

群學生以現行3倍率來填10個志願，將使重榜增

加、缺額也會增加，結果得以入學的學生總數較

少，對於這個入學制度來說，就不是一個有效率

的方式。也造成強者拿更多，弱者得到的機會更

少。當分數越高，考上的志願數也是增加，原先

6個志願都上的學生很可能是10個志願全上，結

果造成更多重榜，反而壓縮到其他學生的錄取機

會。所以這個制度若要維持其有效性，需要注意

這個比例關係。

今年甄選超額較多的大概有60個系，佔全部

2,092個系組的3%。由於其中1/3超額錄取的學系

是醫學類的，包括醫學系、牙醫系、中醫系、獸

醫系等都是熱門的醫科志願，所以許多家長認

為孩子考滿級分還上不了醫科，對此非常抱怨。

其實學測第一階段的設計，原意就是希望學生

先能達到系訂的標準，系上再用其他的方式來

檢視這個學生，級分只是個門檻的概念。但是

因為跟過去相比更難考上第一志願，所以很多學

生覺得機會變小而抱怨。但是另一部分的學生卻

得到了入圍被看見的機會，系上也更能夠選擇未

來真正適合行醫的學生。制度的得失利弊，各有

其角度。

臺灣社會是從一元化過渡到多元化，在教育方

面現在依然還是過渡時期，所以學生、家長，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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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包括老師，對於多元的概念還沒有很徹底的接

納。

每個校系放榜都有一定的備取數，備取太多會

被人罵，備取太少也會形成缺額使學生喪失入學

機會。志願數增加其實是給有優勢的學生更大施

展空間，控制志願數則是給弱勢學生保留更多的

機會。以目前制度來說，弱勢學生的錄取率只

有在繁星接近3%，申請入學及考試分發都較低

（如表一、圖二）。 社會的人口組成中，弱勢

學生佔3%，也就是說弱勢學生在各管道的錄取

率其實都仍然低於平均值，所以在設計入學制度

時候，盡可能多照顧弱勢學生，還是有它的合理

性。但是照顧弱勢多一點的同時，優勢學生的權

益也相對會少一點，目前社會上反映聲浪比較大

的多是優勢學生的家長，因為他們覺得子女的選

擇機會被限制。

強化多元學習 讓學生找到自己的未來

問：您認為考招制度是一個是育才與選才的作

為，那大學端要怎麼做，才能培養出社會能接受

的人才？

答：經過新課綱、多元適性選才、多元入學等

方式，大學收到的學生應該比前一個世代更具有

學習動機，更知道自己興趣在哪裡。以前的學生

沒有那麼強的個人思維，大多會服從師長、家人

的選擇，安分的把大學念完，不會想太多。現在

的學生大多有自己的主張，把他限制在單一學習

軌道上面，對學校、對學生都不利，所以彈性化

是各大學都該做的事情，例如跨領域學習。現在

各校系的必修學分都往下降，讓學生騰出128個

學分裡更多的空間去做跨領域的學習。另一方面

是實驗教育，讓每個學生依各自的條件和特性去

設計畢業路徑。一般大學都是套餐式，學校20個

系就20個學程；實驗教育則嘗試有100個學生就

有100種學程的選擇，因此學校的組織運作、輔

導，很多地方都需要做調整，但彈性加大的方向

上大概是這樣。

各系也有各別的文化，有慣性也有創新性，兩

者並存。創新的人主張讓學生自由發展，慣性的

人會認為若專業科目沒學足夠，能算是該系的畢

業生嗎？認為甲系學一點，乙系也學一點，最後

什麼都沒學會，所以反對亂跨領域。學校就要設

法從中平衡，以免過猶不及，所以學校也需要在

多元的方向上漸進發展。

圖二 經濟弱勢學生錄取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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