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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立德要推「開放式大學」  
隨進隨出拿學位

「我不喜歡『困境』兩個字，因為天底下沒有太多事是

no way out！」上任即將滿兩個月的教育部政務次長姚立

德接受《評鑑雙月刊》專訪時如此表示。他直言，人才

培育跟不上產業創新需求是臺灣高教最大的挑戰，為了

衝破高教「困境」，他提出多項創新點子，最具突破性

的是擬推動大學夜間部繼續教育學制轉型為無修業年限

的「開放式大學」，開設符合產業需求的課程，不僅免

筆試入學，還可終身隨進隨出、累積學分拿學位。

此外，姚立德也已說服數所指標性國立科大附設五專，

希望在「領頭羊」帶動下重振五專優勢。他還計畫推

出「2＋X＋2」的大學新學制，讓學生念完二專後先就

業，再免試重返原校銜接二技完成學位。針對大學退場

問題，姚立德則以堅定語氣強調，教育部會鼓勵退場，

「全力避免辦學不佳的大學拖垮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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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教最大挑戰：

人才培育跟不上產業創新需求

問：上任近兩個月，您認為臺灣大學校院的挑

戰在哪裡？最應優先解決什麼問題？

答：臺灣高等教育最大的挑戰不是少子化，而

是高等教育無法配合產業創新需求。我們國家正

從OEM、ODM的代工階段走向自創品牌，亟需產

業創新，但高等教育培養的人才能否跟上產業升

級的速度？我認為臺灣現在還沒有準備好。

就舉小英總統廢核政策為例，未來臺灣將會有

很大比例的再生能源，但全國沒有一個再生能源

的系所或學程，五加二產業的人才培育也不足。

由於產業週期愈來愈短，沒人能預知五年後國家

產業政策的走向，大學也未必需要設有相關科

系，但至少人才培育的方式應能跟上產業創新的

需求。

引進國外師資與教材教法

翻轉大學教學現場 

問：教育部如何引導大學改變人才培育方式？

答：國外有些大學已經跟隨國家產業的發展，

重新調整課程、教材與教法，我們也不能再故步

自封，必須加緊腳步與國際接軌。教育部將編列

經費與國外技職校院合作，針對國家所需的新興

產業，引進新式教材教法和師資，直接進入大學

培訓種子教師，引導大學開設相關課程，培育市

場所需的人才。只要教育部找到適當的引進管

道，相信一定有大學願意配合接受培訓與開課。

我認為，如何改變大學的教材教法以配合產業

需求，是臺灣高教最大的挑戰！大學教學需要翻

轉，許多老教授靠一本教材教了幾十年，但中小

學老師的教材教法卻活潑得不得了！大學教授真

的需要跟中小學老師學習如何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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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縮短產學落差，這一個多月來，我每天都

跟時間賽跑。當產學落差大到「有沒有念大學」

都差不多時，我們真的得想想辦法！少子化下，

一個孩子都浪費不得，如果還有學生白念大學，

不是太可惜了嗎？

全力推動「開放式大學」

隨進隨出無修業年限

問：針對縮短產學落差，次長還有什麼想法？

答：我會用政策引導大學，鼓勵與產業發展相

關的科系未來與產業走得更近。除了提供經費補

助之外，招生名額與學制的放寬更是我們必須做

的。我要努力推動「開放式大學」，也就是開放

式的繼續教育。臺灣的繼續教育不及格，到現在

還在以筆試入學。即使有些學校提供申請入學管

道，但仍有招生名額與修業年限的限制，修業年

限一到，無法畢業就得退學。繼續教育不應該這

樣辦。

我會設法修正相關法規，推出一個可以「隨時

進出」的開放式繼續教育，你想學兩門課就修兩

門課，等過了幾年有興趣，再進學校多修幾個學

分，等到有一天學分累積夠了，即可拿到學位，

完全沒有修業年限限制；甚至讀好幾所大學累積

的學分，能不能算在同一張畢業證書裡？應該如

何認證？這些問題教育部都會好好釐清，包括法

規、部裡同仁和學校的觀念，都必須做很大的突

破。

必須強調的是，開放式大學所教的不是社會大

學那種五花八門的課程，而是隨著時代變遷，提

供真正符合產業需求的課程給夜間上課的繼續教

育學生，當然也可開在日間部正規學制，讓更多

學生修讀。另外，夜間部學生來來去去如過江之

鯽，難以計算招生總量，因此，開放式大學的招

生總量管制也要放寬。

免試入學活化繼續教育

兼任教師也有未來

問：招生免筆試，不怕被質疑入學公平性？

答：繼續教育不應該用筆試，也不應有修業年

限，這是大家在觀念上需要突破之處。哈佛大學

理工科也有繼續教育，許多政府官員也去甘乃迪

學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求學。我們應用

全新的思維去看，畢業證書是要「有用」為重，

而不是「稀有」為重！

此外，少子化代表「少人才化」，儘管招收陸

生和外籍生可以略微止血，但解決生源短缺問題

的更有效方法應該是活化繼續教育。當大學培養

的畢業生不夠，就需要在職的國民透過繼續教育

轉換跑道，從而形成市場需求，吸引更多在職國

民接受繼續教育。

只要教育部制訂好法規，國人的價值觀也改

變，開放式大學可以讓受到少子化衝擊的大學走

出另外一條生路，未具本職的兼任教師也會有不

一樣的發展空間。此外，非技職體系的優質大學

也可以來開辦。

重振五專優勢  指標國立科大當領頭羊 

問：您讀過五專，會推動五專學制發展嗎？

答：我要發揚（promote）五專，因為五專是

企業領袖最愛的中級技術人才來源，但我不贊成

年初新修訂的規定「教育部得命辦學不佳的科技

校院向下改回專科」；這樣的論述不對，必須扭

轉。五專不能再被污名化，我已經與國立臺北科

技大學等多所指標性國立科大談好，由這些優質

科大當領頭羊，帶頭附設五專，教育部補助經

費，希望可以找回五專的優勢。

教育部最近也會推出「展翅高飛」計畫，鼓勵

五專與企業合作，由企業提供每人每月6千元以

上的獎學金「預約」優秀的專四、專五學生，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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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後直接進入公司服務。教育部也會幫這批學生

付學雜費，以鼓勵專科生畢業後先進職場，未來

可隨時再透過開放式大學的管道取得大學學位。

二專念完先就業  免試重返原校念二技  

問：您覺得家長的觀念這麼容易扭轉嗎？

答：我會盡力一試，不做就永遠沒有扭轉的機

會。只要將開放式大學做好，人人都可以念大

學，到時就沒有人在乎文憑，「有沒有用」反而

比較重要。

另外，我們要推動「2＋X＋2」的大學新學制，

X指的是工作經驗，也就是高職畢業報考二專，

兩年念完後拿到專科學歷文憑，可先中斷學業進

入業界工作，此時學校還欠你一張大學文憑；待

有了一定的工作經驗之後，如果還有學習需求，

晚上可直接重回原來的學校再讀兩年二技，不必

參加入學考試，畢業後即可取得大學學位。

當然，學生也可選擇二專前二年念完後，一邊

工作一邊念二技，教育部會將業界與學校結合在

一起。不過「2＋X＋2」只適用於二專加二技的

新學制，無法套用在其他學制上；因為二專是終

結式教育，學生念完已經具備工作能力，而一般

大學一、二年級還在修共同科，不能相提並論。

鼓勵大學退場 

全力避免辦學不佳大學拖垮高等教育

問：少子化引發的高教危機對技職校院衝擊最

大，除了活化繼續教育，您還有什麼解方？

答：我認為，真正能解決少子化問題的方法只

有大學退場和繼續教育，尤其當學生總人數減少

後，只要大學數量隨之變少，每一所學校還是能

招到一定數量的學生。

現在考生選填志願就像選「樂透」一樣，有沒

有選對要看運氣，這樣不太好。無論公私立大學

都必須公開更多的辦學和財務資訊，這些不是學

校的隱私，而是人民的資源。人一輩子才念一次

大學，萬一不小心念到退場的大學多傷呀！

問：外界好像還在評估教育部讓大學退場的決

心？您有時間表和數量的規劃嗎？

答：教育部沒有退場時間表，但我一定盡全力

避免辦學不佳或不受學生青睞的大學拖垮其他大

學，這才是對高等教育負責任的態度！相關配套

措施目前已經啟動，包括將《私立大專校院轉型

及退場條例》送到行政院，希望今年能立法通

過。教育部有很大的決心鼓勵大學退場，減少學

校退場的困難，必要時也會有強制作法。

全面宏觀調控  收回技職科系審查權

問：請再談談技職教育面臨的重大問題？

答：第一是少子化對技職校院的衝擊太大，教

育部會用更活絡的繼續教育，讓技職體系大學扮

演更積極的角色。第二是嚴重的科系傾斜。我們

國家對於高職、技術學院與科大的設科系所缺乏

整體宏觀調控，導致高職設科往餐飲、設計等無

需數理基礎的類科傾斜，而技職校院為了招生，

也拚命隨著高職設科的趨勢設系。但一間餐廳只

需一個主廚，學校一年培養上萬個主廚做什麼？

人才培育過剩凸顯出欠缺宏觀調控的問題。我

決定把高職到科技大學的科系設立審查權拿回

來，從國家高度進行高職與技職校院的設科設系

整體管控，防止科系繼續傾斜。這麼做的理由只

有一個：現在我們的孩子一個都不能浪費！

技職教育第三個問題是產學落差，導致有些企

業寧可缺人，也不聘科技大學的電機系畢業生，

令人遺憾。第四是相較高等教育，技職教育經費

真的不足。教育部會重新評估高教司與技職司的

經費，根據人才培育目標努力衡平兩邊，希望每

一筆錢都能用在刀口上，發揮更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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