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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慶榮：高教技職招生合流
大學自訂高中職生比例

▌文／陳曼玲 攝影／陳秉宏

總統蔡英文去年公開宣示技職教育必須成為主流教

育，讓產學更緊密結合，科技校院龍頭、國立臺灣科

技大學校長廖慶榮接受《評鑑雙月刊》專訪時，進一

步呼籲政府開放所有一般大學與科技校院自訂招收高

中職生的比例，讓高教、技職二體系招生合流，促使

各大學更重實務取向，解決學用落差，發揮特色。

針對少子化引發的高教危機，廖慶榮直言「多招陸

生」才是最佳解方，兩岸應共同溝通協調，放寬臺灣

各大學招收陸生的條件。他也建議政府鬆綁學費管

制，增加技職教育經費，若教育部要求大學調降生師

比卻不提供經費支援，科技校院將會直接抗爭。

開‧卷‧語

少子化與經費不足  今日高教最大問題

問：高等教育問題盤根錯節，現階段臺灣高教

最大的危機在哪裡？

答：少子化絕對是具有全面性影響的重大問

題，除了後段班大學招生不足之外，前段班大學

的學生素質也會下降。高教另一個重大問題是臺

灣每一所大學的教育經費都不足。政府極力推動

新南向政策，鼓勵大學往東南亞招生，這些東南

亞國家的高教經費近年持續不斷的成長，但在臺

灣卻是不可能的。

兩岸重新溝通  放寬招收陸生條件

問：您對解決少子化問題有何建議？

答：少子化生源短缺的最好解方就是多招陸

生，其次才是招收國際生。新南向政策很好，可

以為國內大學開拓更多生源，臺科大十多年前就

做了，而且走在各大學的前面；但招收國際生談

何容易？他們的選擇非常多，全世界都可以去，

為何一定要來臺灣？

最好的國際生當然也包含陸生。香港與新加坡

大學十多年來學術表現大幅進步的主因，就是擁

有一批優秀的陸籍研究生，尤其是頂尖大學的博

士班學生幾乎都是陸生。而只要有了優秀學生，

整體學術能量就能發展很好。

由於語言與文化因素，一些優秀陸生即使有機

會到其他國家就讀，也願意優先選擇臺灣，可惜

臺灣招收陸生受到太多限制，大陸方面也對我們

設限。新政府上台後，來臺陸生少了很多，即使

能從東南亞國家增加生源，也很難補足我們所流

失的陸生，建議兩岸應共同溝通協調，放寬臺灣

各大學招收陸生的條件，設法增加陸生名額，對

臺灣高教發展才有利。

另外，在少子化衝擊下，有些後段班應該會退

場，建議退場問題不宜拖，越拖問題就越大。學

校經費不足一定影響教學品質，到時受害的就是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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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率改以級距公布

科系註冊人數可作科系停招指標

問：教育部已經提出「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

場條例」草案，您怎麼看？

答：當註冊率的要求過於嚴格，學校就會開始

玩數字遊戲，教育部草案不再將全校註冊率和學

生人數當作退場指標，是正確的作法。且未來十

年學生人數將大減十萬，可以預見大型私校將會

越來越少，但能辦出鮮明特色的小規模學校反而

絕對可以生存下去，並能招到不錯的學生，這對

臺灣高教的發展應是好事。我也看好企業接手經

營大學，是瀕臨退場學校的一條生路。未來此類

型的學校應該會朝「小而美」發展，不會提供太

多名額，以保證學生的就業與實習機會。

不過，當一個系的學生人數過少，代表該系也

不容易健全發展，建議教育部或學校可將科系註

冊人數納為單一科系停招指標，避免學生入學後

才發現自己就讀的科系根本無法正常運作，或出

現併班上課等亂象，影響學習權益。

另外，學校與系所註冊率對於考生選填志願仍

有幫助，建議教育部應每年持續公布，但註冊率

宜改以百分之十為一個級距呈現，以避免淪為另

一種大學排行榜。大家也應思考，註冊率85%與

88%的差別真的有意義嗎？

高教、技職招生合流

開放大學自訂招收高中職生比例

問：許多人批評高教與技職體系愈來愈趨同

化，您認為二者間該不該有區隔？

答：高教技職化與技職高教化二者絕對殊途同

歸。請問現在哪一所一般大學沒有產學合作？沒

有實習？沒有找業師上課？這些技職體系所強調

的重點，高教體系大學現在也在做，而且由於校

友與經費較多，他們做得甚至比科大更賣力與積

極。教育部還推動課程分流，鼓勵一般大學減少

學用落差，讓學生畢業後能直接就業。

至於科技大學培養學生，現在也不能只考慮就

業問題，還得顧及學生的長遠發展，加強通識與

外語能力，因為當公司要外派或調升主管，你的

英文若不好，發展機會絕對受限。

所以長遠來看，高教體系與技職體系大學一定

要合流。譬如招生管道，現在將大學招生一分為

二，科大以統一入學測驗招高職生、一般大學以

學科能力測驗招高中生的現象，全世界只有臺灣

獨有，非常奇怪，建議政府採階段性作法，第一

步先開放所有一般大學與科技校院自訂招收高中

生和高職生的比例；換言之，鼓勵一般大學可多

招高職生，例如7比3；而科技校院招收高中生的

比例也不應設限。

現在高職生想進入臺、成、清、交非常困難，

因為學測畢竟不是他們熟悉的科目，頂大提供給

高職生的申請入學名額也很少，可能不到百名。

有人擔心科大收高中生恐排擠高職生的升學空

間，但科技大學若一味增加高中生名額，對學校

也未必有利，因為名額開出來不見得就能招滿，

各校應自行衡量可行性，自訂適合的招生比例。

高職只設職業類科  升大學全部念高中

問：高教與技職若要合流，高中階段的分流是

否也應調整？

未來高職應該只保留就業率與市場需求高的職

業類科，例如美髮、汽車修護、冷凍空調等，讓

學生畢業後立即就業，不再設普通科，想繼續升

大學的人則直接念高中。因為高職強調動手做，

基礎課程時數無法與高中相比，例如英文課程時

數就比高中少了約一半；而沒有好的基礎怎麼讀

大學？科技大學的工科也很需要數理基礎。

有學生告訴我，科大生的英文已經不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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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問題，而是「會」與「不會」的差別！我認

為，臺灣的高職生太多了，可以再減少，想要繼

續升學的人應該轉讀高中，好好加強基礎課程。

高教技職合流有助解決學用落差

問：有人批評現在大學畢業生進入職場後實作

能力不足，您的看法呢？

答：高教與技職體系合流才能真正解決學用落

差問題。目前科大被批評走在一般大學的框框

裡，兩個體系合流之後，各大學可自由招收高中

生與高職生，大家招生目標一致，競爭更激烈，

將促使更多大學往特色化的方向轉型；例如一般

大學必須為高職生設計課程，更強調實務訓練，

與業界緊密互動；科大也必須更凸顯自己的特

色，才能提高競爭力，吸引優秀學生就讀。

我相信高教、技職體系合流，並不會讓社會變

得更不重視技職，反而有助於解決學用落差。

高教技職雙主流  107年起增技職經費

另外，我也在大學校長會議呼籲推動高教、技

職「雙主流」的高等教育，希望全臺優秀學生，

未來能有一半願意以臺科大為第一志願，而不是

像現在全部都選擇臺大。

要達到這個目標，應該先從技職與高教經費的

年度預算拉平做起。現在科技校院每生經費只有

一般大學生的三分之二，這是不公平的，希望能

以二到四年的時間逐步拉平。今年開始教育經費

從22.5%提高到23%，每年可增加一百多億元，

建議107年度起應優先用於增加技職經費。聽說

教育部正朝此方向規劃，我也樂見其成，相信未

來臺灣將可成為世界的楷模。

公私立學費拉齊  放寬調漲限制

問：提到經費，有私校認為公私立大學學雜費

應該拉齊，您贊成嗎？

答：我贊成調漲國立大學學費，與私立大學收

費一致，避免讓公立大學因為學費比較便宜，才

成為學生優先選擇的對象。此外，政府也應讓私

立大學有自行調整學費的權利。私立學校就像私

人公司，不准私校調漲學費，等於禁止私人公司

調整售價，這不是很奇怪嗎？臺灣不准私校漲學

費，應該也是全世界獨有。開放私校自訂學費，

也是解決少子化的一個方式。

不過，每次提到學費調漲就會有人抗議，而且

抗議都成功，現在想要教育部全面開放學費調漲

已是不可能的事。但仍希望教育部能站在協助學

校的立場，對於申請漲學費的大學盡量予以同

意，審查條件不要限制太嚴格。無論是政府補助

或學雜費收入，臺灣任何一所大學的經費都實在

太少了！

降生師比若不增經費  學校將直接抗爭

問：經費也反映在生師比上。教育部規劃降低

大學生師比，您的看法呢？

答：聽說教育部規劃十年後各大學生師比應降

至15比1，我認為這必須非常謹慎。據我們統計，

目前國立科大的生師比是29，國立一般大學是

19，二者間已經差距懸殊，遑論私立科大的生師

比更可能高達35甚至接近40！若未來全部要拉

齊為15，教育部必須給予科技校院額外的經費聘

任師資，否則經費不足，人事費用又大增，學校

是不是其他業務都不必做了？

這也是為何我不斷呼籲政府應從107年度起，

確實將高教與技職經費逐年拉平的原因；而在兩

者經費沒有拉平之前，請教育部不要再說一些不

可行的政策，因為當政策不可行的時候，我們根

本不想反彈，而是直接抗爭！希望政府官員務必

在全盤考量實際狀況下，才把政策說出口。

開‧卷‧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