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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校長徐建國：
強化高教競爭力 減少人才外流

近年來，臺灣少子女化問題已經在高等教育造成相當的影響，加

上許多高中畢業生直接選擇赴國外大學就讀，導致國內大學生源

受到更大的衝擊。國內頂尖高中之一的臺北市立建國中學今年申

請國外大學錄取人數多達120多人次，較去年大幅增加一倍，其中

許多學生更是已錄取國內頂尖大學後仍決定放棄而選擇出國。      

為何許多學生選擇離開臺灣到國外求學？在眾多主觀與客觀的

決定因素中，能否給臺灣的高教一些提醒與啟示，自省之外也

集思問題解決之道？本期評鑑雙月刊特別訪問建國中學徐建國

校長，從高中端的角度來看臺灣高教所面臨的現況與問題，希

望能提供國內大學校院不同角度的思維。   

開‧卷‧語

各國積極爭取人才衝擊國內高教生源

問：您認為臺灣優秀高中學生選擇至外國就讀

大學人數逐年增加的原因為何？ 

答：首先，主要原因是香港、新加坡、中國、日

本，甚至美國，這些國家的大學現今都採取積極

爭取人才的態度，例如香港從去年開始對考慮到

香港讀書的應屆畢業生和家長採取落地接待的策

略，透過臺灣代辦公司申請，只要自行負擔來回

機票，週末兩天或三天至香港，可參觀校園、系

館，與教授、校友或來自臺灣的學長座談，在當

地所有的花費都由學校支出，作法相當積極，用

這種方式成功吸引了很多學生前往。還有一個更

大的誘因就是日後若想到歐美留學、想把英語學

好，先在香港的全英語環境念四年，就能在四年

後直接銜接歐美學校，不用再上一年語言學校。

另外，中國大陸一線城市，例如北京、上海、

武漢的學校也開始和香港一樣開放學生參觀，過

去只能從網路上取得的資訊，現在學生都是先去

看過後才決定要不要申請。而獎學金也相當優

渥，建中學生去香港就讀的大部分都拿半額獎學

金，少部分是全額獎學金，像這次74和75級分去

的學生多是四年的全額獎學金。另外再加上免住

宿費，有些更增加提供生活費，自然對學生有相

當的誘因。

國內高教現象影響學生就讀與就業信心

其次，則與臺灣整體經濟環境、大學排名與國

際競爭等因素有關。然最近包括臺大等幾所大學

校長遴選風波，媒體的報導讓學生也注意到並關

切國內大學的動盪；另外包括教育部主管的更迭

與風波，也都衝擊了主管機關的專業形象，讓學

生對教育部與大學原本崇高的想像逐漸喪失信

心，甚至高中校長、主任及一線教師，也會開始

思考臺灣的教育環境是否走到了瓶頸。不論問題

背後的真象為何，這些現象多少已經讓學生及家

長心裡產生不安，難免影響就讀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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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卷‧語

生源、分配及師資出走改變大學生態

問：您觀察目前臺灣高等教育有哪些重要問題？

答：觀察臺灣的大學現今面臨到的問題，首先

應該是少子女化導致學生生源的不足，這其中還

包括學生分配的爭議。以臺大為例，因為這幾年

已沒有擔任大學聯合招生委員會的召集（主席）

學校，且較走精英路線，因此招生面臨的挑戰和

其他學校就不會相同。不過像繁星、扶弱、特殊

等多元招生管道，有助於打破多年高等教育依學

業成績階梯式的分配入學方式，一些優秀的學生

就會流動，前百分之一最好的學生不一定都會到

臺大，若以臺大角度來看，可能會覺得沒辦法把

這些學生集中在少數學校來培養，較難確保教學

品質，但若從大學學生均質化分配來看，學生潛

能與特色可能更能發揮，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第二個則是師資出走及研究環境的問題，國內

在公立學校老師的薪資是被限制的，現在臺大、

政大很多教授被其他國家學校以高於臺灣幾倍的

薪水挖角，同時也提供更好的研究條件和環境，

專業人才被更優厚的條件與美好的願景吸引是很

正常的事，所以教授們願意接受國外的聘任。加

上國內研究環境可能沒有太多改善，這些原因會

改變大學既有的教學與學習生態，這也是目前國

內大學值得重視與因應的問題。

經費與管理人才不足導致學校品質降低

第三個問題是經費分配，政府對大學雖然有投

資，像是過去的五年五百億計畫，以及新的深耕

計畫。但現在經費上是用比較均分的概念，沒辦法

用較為集中的方式培養菁英，如此學校就很難完全

針對重點發展或改善。像本校之前整修操場跑道，

需用1,350萬來整修，但最後只核撥855萬；改造圖

書館申請1,650萬，最後核下來1,138萬，大家在有限

經費下都很平均的分配到一些，這一定不利於品

質的完整，若經費分配是以平均為主要考量原則

的話，那麼品質和重點特色發展就會有問題。

第四個是缺乏行政管理人才，現在很少教師願

意擔任主管，因為以前如果在小學當主任，未來是

有機會當上校長，可以逐步歷練後實現教育的理

想，但現在採遴選制度，還要看學校教師會和家長

會的想法。大學則可以看到很多教授當完系主任

之後，求他也不願意去當院長或其他一級主管，因

為很辛苦。現在所有的事情都採委員制，一旦出事

卻是校長、系主任、院長、主任需要負責，管理者

有責無權，優秀人才不願投入行政工作，管理人才

的缺乏會降低行政品質，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評鑑後應有清楚的高教實務規劃

問：您認為目前國內大學評鑑對辦學品質產生

哪些影響？您的看法為何？

我認為大學評鑑應該和大學排名有所區隔，評

鑑主要目的是獎勵優秀而非懲罰表現差的；但現在

獎優的制度其實某種程度來說是在懲罰比較差的，

這對教學品質的提升幫助不大。好的評鑑制度應該

是要讓每個學校都一起提升上來，但因為有評比、

有高低端，就特別獎勵好的讓它長的更高，導致出

現M型化現象，造成好的跟差的差距越來越大。又

因為現在學生數減少，評鑑結果會造成中後段學

校更負面的影響，更難招到學生。所以我認為大學

評鑑就像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什麼都要競爭，什麼

都要比較。如果評鑑主要目的是要協助辦學品質，

那就不要過於強調排名，在走過一段時間後，要思

考如何應用評鑑結果整體的提升臺灣高教環境。

因此，大學評鑑應要能配合政府的政策與方向，

不能只是獎優而讓較差的自然慢慢淘汰，讓讀這

些學校的學生連母校都沒有了，影響學生未來發

展。評鑑也不需要只強調指標等方面的小議題，而

是要開始考量評鑑對於臺灣高教能造成什麼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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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卷‧語

的改變，包括臺灣到底需要多少所大學？哪些有專

長、有特色的大學或學院該保留下來？哪些學校應

該整併、退場？評鑑結果應可作為政府規劃政策的

參考，發掘的問題需經過一段時間討論、觀察，並

讓全民知道，就能較清楚高教的困難及未來的規

劃重點，而不會因為不了解只看到紛亂的現象。

政府應有整體的高教規劃與發展政策

問：面對強大的競爭，您對於臺灣的大學有哪

些建議或期許？

面對國外的挑戰，政府應該要規劃出臺灣整個

高教的政策面向，例如：目前低學費、大學普及化

的基本政策是否要繼續維持？大學數量是否要減

少？這些都必須由政府出面主導，讓大學能有所依

循。另外像是鬆綁法規讓大學能自主發展，臺灣的

高教跟外國不一樣，外國很多大學例如史丹佛大

學，教授是被鼓勵可以到外面開公司，這個公司需

要的人才或科技就找大學一起研發，但臺灣狀況

是不允許教授當公司的老闆或甚至董事。所以外

國要募資相對簡單，因為在培養人才或研發技術

後，回饋學校是沒問題的，但臺灣這些大企業的

老闆都是自己白手起家打拼出來的，跟學校沒有

感情，為何要平白給你錢？外國還有所謂的私募

基金、創投公司，但臺灣就很容易站在防弊，學

官、學商不可以兩棲，所以條件完全不一樣。這

些我覺得都是高教要改變時應該要納入考量的。

應培養學生明辨是非及獨立思考能力

我認為大學教育首要培養學生的職業專長，了

解就讀大學或研究所可以學到什麼樣的就業態度

與技能，讓未來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安身立

命。此外，我也期待國內大學應該要更重視學生

明辨是非的能力，也就是學會獨立思考，除批判

外也可以知道什麼事情是對的、什麼事情是該去

做的，不要隨波逐流、人云亦云。也就是大學應該

要提升人生哲學的層次，學會謀生技能、知道是非

判斷後，還要進一步思考人為什麼要活著？有沒有

一些美好人生的價值？對美好人生的規劃到底是

什麼？大學教育應該要引導學生有更高遠的人生

目標，而不只是重視所謂的KPI、論文幾篇等。

目前國民教育較過去有進步，但仍缺少中心思

想，例如取消朝會、集會或國歌，還有服裝儀容

檢查等。其實學生在基礎教育下應有生活的規

範，很多先進國家中非常有名望的學校仍是穿校

服、有規矩且非常愛護學校，我認為臺灣現在這

方面比較弱，是基礎教育可以再加強的部分。不

論國教或高教，我其實很期望可以有更多強調博

雅的通識課程來培養全人教育。

改變大學規模大即是好的觀念，推動各

校自由發展

美國很多頂尖的大學或學院，如一些工學院、

藝術學院、設計學院規模都非常小，像是有名的

加州理工學院，校園環境小且乾淨，全校才約

1,200位學生，因為是精英主義教育，每年級招

200位學生而已。但學校的氛圍是每個人都很自

主，他們也會認為學校已經這麼成功了，也不想

增加更多的學院。

但臺灣總是希望好學校就是什麼都要有、規模

就是要大。像建中目前一屆招約1,100位學生，

是全臺公立高中裡最大的，如果建中每年只招

200位學生，社會會認為建中很棒嗎？不會！大

學不應侷限於綜合大學一定優於專業學院的迷

思，綜合大學的排名因為常優於小型專業學校，

所以就受到重視。其實學校只要能培養好的人

才，就要讓它自由，協助它朝專業特色發展，不

要用政治力，甚至是經濟效益去框架大學，才能

發揮高教應有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