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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校長陳振貴：

境外招生若失利  大學倒一半
少子化、低註冊率、國際競爭力低落等問題層出不窮，臺

灣高教是否即將崩盤？如何自救？實踐大學校長陳振貴接

受《評鑑雙月刊》專訪時疾呼，高教「公共化」不等於「公

立化」，教育部應立即行動，公立大學最遲應於108學年度

起，每年與私立大學等比例減招，否則117年私立大學可能

完全消失！政府並應立即規劃公立大學退場機制，淘汰國

立大學末段班，進行公私立大學校數與學生人數重分配。

陳振貴也呼籲教育部除放寬境外生招生名額上限，高教深

耕計畫打國際盃的頂尖大學校數更應少於四所，其他大學

則發展具自我特色的國際化，否則一旦境外招生失利，國

內大學恐將倒一半。教育部並應實施差別化學費政策，放

寬私校學費管制，開辦公費產學專班培養基層勞動力，促

進公私立大學公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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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曼玲  攝影／陳秉宏

公共化≠公立化  公立大學減招非做不可

問：您怎麼看臺灣面臨的高教危機？

答：臺灣高教正面臨四大難題：一是人盡皆知

的少子化衝擊；二是大學教育究竟應朝公共化還

是市場化發展，必須儘速定調；三是在擴大大學

自主、鬆綁大學管制的同時，教育部與社會又擔

心私校――尤其是末段班私校會辦學不利甚至

「作弊」，只好對所有大學一視同仁，要求照同

一個標準辦學，呈現兩難的拉鋸戰；最後則是國

際競爭力下滑，大學國際排名落後；學用有落

差，學歷貶值；以及國際人才競爭失利。

問：少子化對私立大學衝擊最劇，您贊成公立

大學同步減招以化解私大生存危機嗎？

答：公立大學合理減招勢在必行，而且非做不

可！ 109年起臺灣生源每年急速減少，至117年

剩下不到16萬，若公立大學仍維持現有名額不減

招，推估屆時私立大學根本分不到名額，全臺將

只剩下公立大學，私立大學可能完全消失，或頂

多僅存五、六所私校，每校4,000人，辦學好的

私校將面臨轉型退場的懸崖，臺灣會成為一個只

有極少數或根本沒有私立大學的國家！

我與幾位校長曾向民進黨智庫確認，「高教公

共化」政策是否等於「高教公立化」？他們直接

告訴我「不是」，公共化不等於公立化。既然如

此，政府應儘速拿出作為，讓公立大學與私大同

步合理減招。

目前私大學生數占了三分之二，是留在國內市

場的主要基本勞力，若政府對公私立大學的管理

方式不變，又勉強維持公立大學招生人數，且無

財力投入更多高教資源，將導致教育品質下滑，

學生素質降低，國際競爭力再跌。為維持臺灣的

國力及高教健全發展，公立大學必須即刻循序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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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一面減招學生，同時進行人事瘦身。

淘汰公立末段班  建立轉型退場機制  

問：您認為公立大學合理的減招幅度是多少？

答：目前公私立大學招生名額比為32：68，教

育部應於今（2018）年馬上採取行動，公私立大

學招生名額每年以1：1原則同步減招，最慢108

學年起要實施，以固定維持公校學生占32%、私

校生68%的現行比例，並讓缺乏特色、辦學不佳

的末段私校退場。

總之，公立大學招生名額應與私校減招一起連

動，學校才能相對獲得更多資源，辦得更好。目

前公立大學也有辦學績效差、缺乏競爭力的末段

班，因此我認為，轉型退場的對象不能只限私校，

政府也應即刻規劃公立大學轉型退場機制，淘汰

末段班的國立大學，而不是只有整併而已，因為

學校整併後，學生人數與教職員額並不會變少。

國立大學的老師是公務員，經常缺乏改革動

力，尤其在一些後段大學，只要校長推出新政

策，老師就想盡辦法不讓他連任。但公立大學的

老師不是更該求進步嗎？懇切呼籲政府藉此少子

化的轉型機會，提出國家高教發展戰略，立即規

劃臺灣大學的適當規模方案，進行公私立大學校

數與學生人數重分配，盼望未來存活下來的公私

立大學都能立足於國際。

境外招生失利  半數大學可能消失

問：現在能打國際盃的大學不多，如何解決？

答：要緩解少子化的衝擊，臺灣的大學只有一

條生路，就是國際化！除了公私立大學同時等比

例減招，以及辦學不佳學校退場之外，各校還要

大量引進境外生。首先要製造一個國際化的校

園，例如全英語教學、華語文中心，並提供境外

生宿舍，讓他們有完整的學習環境，但大部分大

學並沒有做到。

預估到117年，少子化將會波及所有學校，前

段班大學應可大致保持完整，中後段班學校則有

的退場、有的大瘦身，而未來不夠國際化的學

校，就只能招本地生，或少數會講華語的東南亞

學生。但若境外生招生失利，屆時可能全國一半

大學都得退場或轉型！建議教育部將每一類境外

生，包括陸生、僑生、外籍生的外加名額上限都

再往上提高，大學才會放手衝這一塊，好好的打

國際盃。 

高教深耕不利頂大打國際盃

問：大學國際排名落後，要怎麼打國際盃？

答：國內大學國際競爭力近年開始下滑，這次

高教深耕計畫有一個隱憂，就是政府為了兼顧平

等原則，決定打破過去以M型化競爭型經費引領

高教發展的模式，將資源平均化與普遍化，讓各

大學經費雨露均霑；此舉有助於高教體質的整體

調整，對一般大學有利，但卻不利於頂大打國際

盃，甚至會危害到頂大的世界拔尖，最終導致國

際競逐失利，國際排名節節敗退。

雖然我不是臺大校友，但我贊成臺灣只要有

一、兩所、甚至三、四所頂尖大學就好，政府應

把之前五年五百億計畫分給12所頂大的經費全部

集中給這幾所大學，其他大學就不要再不平了！

至於中端或中上端大學打國際盃的方式，不是

去競逐世界排名，而是要用自己的特色發展「具

有自我特色的國際化」。例如實踐大學在國際設

計比賽上無役不與，學校都會編列足夠經費，讓

系所在國際舞台上充分發揮。

公費培養基層勞動力  學校學生皆受益

問：提到經費，您怎麼看高教公共化與市場化

的拉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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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阿里巴巴集團創辦人馬雲的執行長曾說過

一句話：「政府要如植物，企業要如動物」，我

則認為「教育部要如植物，大學要如動物」；亦

即教育部應像植物般提供養分、資源、方向、引

導，為大學製造成長環境，大學則像動物般在此

環境中吸收養分，然後自行發展、茁壯、健身，

邁向國際。

大學一方面希望教育部提供資源，一方面也希

望教育部在引導發展方向的同時，不要處處綁手

綁腳。但事實上，許多教育政策受制於民間高教

團體和立委的聲音，用政治綁架教育部，教育

部則綁住大學，學雜費就是明顯一例；臺灣與

OECD國家相比明明就是低學費，學雜費不調漲

只會使辦學益發捉襟見肘，更加慘澹經營。

公共化與市場化是兩個極端，都會使教育陷入

不均衡的危機。建議採取公共化與自由化的公私

混合政策，用政策性補貼方式培養社會所需或不

足的人才，用類似公費培養偏鄉醫師或教師的作

法，以公費或產官學合作補貼、培養基層勞工，

讓他們不必先就業即可順利就學，有助於解決基

層人力失衡與缺工的問題。 

問：實際怎麼做？補貼學校還是學生？

答：蔡英文總統提出高中畢業生「先就業再升

學」政策，想改變家長的價值觀，但家長卻普遍

認為耽誤孩子學習；若能改成以公費直接補助學

生學雜費，鼓勵他們念技專校院或一般大學進修

部所開設的產學專班，既能拿學位，也能補基層

勞動力之不足。 雖然學校沒有拿到開班補助款，

但只要政府願意補助學生學雜費，大專校院不愁

沒有學生來源，就會配合開班。

實施差別化學費  放寬私校學雜費管制

另外，高等教育亦應採用自由化市場機制的精

神，公立大學學雜費標準可由教育部制訂，私立

大學日間部學制則在教育部規定的原則範圍內，

實施「差別化學費政策」，由學生市場做選擇，

放寬私校學費管制，讓私校更有資源朝多元特色

發展，並且刺激公立大學的效率，促進公私立大

學之間公平競爭。

現在醫科與理工科的學雜費收費標準較高，

文、社、商科的收費標準較低，我認為級距應該

再拉大。對於本來就需較多資源才能符合教學成

本的科系，教育部應有一個辦法讓私校可以調整

學費標準。而且目前學雜費管控只有針對大學日

間部，其他如研究所碩博士班、學位學程和進修

部學分費已經可以由學校自行調整，早就差別化

了，未來應該讓差別化更普遍化，否則學雜費問

題永遠無解！臺灣高教在低學費的情況下既要求

高品質，又要打國際盃，無異緣木求魚。 

課程教學鬆綁  一般大學可辦實驗教育

問：立法院擬修法讓實驗教育向上延伸至大

學，您有何建議？

答：基於實驗三法的精神與高教市場的實際需

要，建議立法院納入一般公私立大學也可辦理實

驗教育的規定，也就是容許綜合大學在一般學院

系所之外成立實驗教育學院，而不要只開放單一

實驗大學的型態。初期因學生人數可能較少，亦

可先從實驗學程甚至隨班附讀做起，且政府不僅

補助學生，也應補助學校開辦費。

招生、課程教學與收費三者，我認為是大學實

驗教育的重點，其中又以課程教學最重要，困難

度也最高，應由學生自主提出學習計畫，以學分

銀行的概念跨域學習或線上學習，必修極小化、

選修極大化、課程客製化，師資也必須再接受實

驗教育學分。建議大學應有相關機制培訓實驗教

育的教學法，未來在大學任教的實驗教育教師，

最好都應先取得實驗教育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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