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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詹孟儒‧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專案經理

董事會決策研討
――引領臺灣私校迎向蛻變與挑戰

董
事會與私立學校的發展及經營成效息息

相關，在少子女化的浪潮來襲下，身為學

校發展領航者的董事會應該扮演何種角色，是私

立學校亟待探討的課題。為協助國內大專校院突

破當前發展瓶頸，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特於今

（2017）年3月29日舉辦「董事會決策研討會」，

邀請逢甲大學人言講座教授，也是臺灣管理教育

之父許士軍教授，以學校發展定位及策略思維，

精闢剖析學校因應變革、布局未來的新方向。

在應用層面上，由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湯明

哲教授及創造力學院執行長劉慶聰先生就永續經

營之財務策略與創新格局，為學校發展藍圖鋪

路，引領學校開創新契機。再者，由統一集團前

總裁、社會所公認的企業哲學家林蒼生先生，分

享其經營哲學及21世紀的能量理念，藉此型塑學

校革新之正向循環。

活動中除透過國內菁英講座提供精闢見解與豐

富的經驗分享，協助學校了解教育服務業之本質

外，並就私校創新轉型議題進行深入對話與討

論。以下重點摘述相關主題之演講內容。

一隻獅子帶領的綿羊隊伍

可以打敗一隻綿羊帶領的獅子隊伍

值此競爭激烈的年代，學校能存活的兩項基本

條件，一為擁有足夠支應大學正常營運所需之財

務收入；另一為吸引達到合理期望水準的學生質

量。軍事天才拿破崙曾說：「一隻獅子帶領的綿羊

隊伍，可以打敗一隻綿羊帶領的獅子隊伍」，亦即

領導人的優劣可以決定一個組織的命運。作為當

家主事者的董事會，舉凡學校發展、校園文化、

策略制定、校長延攬與授權、變革推動等，皆需

仰賴董事會作出明智抉擇；而為確保決策的有效

性，董事會有必要了解學校在社會上的定位。

學校並非單純的學術機構，更不是公益事業，

其定位應為「教育服務業」。據此，學校須先思

考三個問題：

首先，誰是學校的顧客？答案不是學生、不是

家長，而是社會，其商機在於找到符合社會上特

定需求的人才培育目標。其次，在此前提下，什

麼是顧客所需要的服務（教育）內容？再者，提

供顧客所需服務能否帶來足夠的收入？通常教育

界都避談這些問題，但在務實觀點下，這些都是

董事會應該關注的議題。

臺灣教育服務業的戰國時代

臺灣有兩種產業發展和大學類似，一是便利商

店，另一是銀行。一位便利商店創業者回顧自己

幾十年來的經營歷程時說到，大約20年前，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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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商店將近五千家時，人們包括他自己都認為

已經飽和，因而決定不再擴增；然而今天的便利

商店已達萬家，卻仍然生意興隆，證實了當年想

法的錯誤。再說到銀行業，臺灣眾多銀行競爭劇

烈，似乎也面臨供過於求的困境，尤其進入數位

經濟後，人們早已預言銀行將會消失；但社會上

不可能沒有金融服務業，消失的會是傳統銀行，

凡是符合數位時代需求的金融服務業，將以嶄新

面貌出現。

由前述可知，被淘汰的產業並不是面臨飽和壓

力的產業，而是無法順應時代變革的產業。便利

商店迄今仍屹立不搖的關鍵，在於現今的便利商

店已不是當年的便利商店。因此，目前學校亟需

了解的是，今天的大學和20年前的大學在滿足社

會人才的需求面上，差異為何？把便利商店、銀

行的情境應用到大學身上，能站穩腳跟生存的，

就是可以配合環境改變而開創新局的創新者。

將產業思維帶入校園

建構培育未來人才的創新場域

學校運作與企業經營存在許多不同，其中之一

就是企業通常著眼於未來，而學校則常陷入只看

過去、不看未來的迷思；因此，業界破除框架的

思維模式，往往能為學校開啟另一種視野。從業

界的觀點來看，少子女化並非問題所在，是否具

備差異化特色及營造大學品牌，才是成功開創藍

海策略的關鍵；身為董事會成員首先要了解，外

在環境不斷改變下，大學的新角色與新使命為

何，方能引領學校迎向新挑戰。

網路時代各項資訊彈指之間即可取得，學校所

扮演的知識傳承角色日益式微，因而大學的新使

命逐漸轉化為培育人才，開創未來的創新價值，

服務人類與改善世界；而大學的新角色就是永續

建構一個能培育未來人才的創新場域。技術的變

革推動著世界以跳躍的方式前進，企業迫切需要

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因此大學如何培育能迎合

產業趨勢的人才，使之為國家、社會所用，將是

啟動私校創新轉型的新動力。

據此，董事會當如何運作才能真正落實創新思

維呢？首先需慎選董事會成員，使其成為校務發

展之策略性資源，協助引進人才發展所需之外部

重要資源，並遴選學校重要培育人才團隊；其次，

確立學校發展之定位、特色、規模、組織架構、

中長程目標與策略等影響學校競爭優勢之關鍵要

項，進而建立完善的評量模式，以持續精進引領

創新。

借鏡古人智慧 私校破繭而出

臺灣私立學校在經營上所遭遇的阻力高於國立

學校，但並非毫無前景可言。《韓非子》曰：「縱

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橫者，事一強以攻眾弱

也。」在臺灣教育服務業的戰國時代下，大學的

生存之道亦可師法前人智慧，採取合縱、連橫的

策略，整合學校資源強攻一項核心能力，再藉由

世界一強的能力扶植弱處，進而發展出本身獨有

的特色與品牌。

在資訊時代往智能時代邁進的過程中，身為領

導學校前進的董事會成員，亦應具備科學及哲理

的高度與思維，以宏觀視野思考教育的未來。曾

任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的御手洗富士夫先生

指出：「一個國家十年後的全球競爭力，非由現

有任何組織領導人主導，而是由現在大學生所思

所為來決定」，此語道盡了高等教育的重要性。

台評會期望藉由辦理此一董事會決策研討會，帶

給私立學校更多的激盪與影響，進而達成學校經

營的願景與使命，協助學校創新發展，迎向另一

黄金世代；同時，也期勉私校董事會能帶領學校

走向永續經營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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