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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校務治理與招生吸引

力之間存在著甚麼樣的

關係？隨著2016年大專校院一

年級新生減少2萬多人，面臨第

一波少子女化衝擊下，大學應

該怎麼經營以吸引更多家長和

學生的眼光，願意選擇就讀，

對私立技職校院來說，是一個

棘手的議題。

總招生名額調降

與考試分發率降低

因應少子女化趨勢，教育部

推動多項相關機制，包括「啟動數量調控機制」、

「以註冊率來調減學校總量招生名額」及「以

大學經費補助機制來調減招生名額」，2016年大

專校院總招生名額為40萬982名，相較於2015年

41萬5,638名減少1萬4,656名，其中技職校院減少

1萬2,000名（含教育部扣減及學校寄存名額），

相較於一般大學，技職校院減少名額之幅度大了

許多。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報名人數及技職校院的四

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人數2016年相較2015年亦呈

現降低的狀態，2016年學科能力測驗報名人數相

較2015年減少10,452人；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減少13,043人，技職校院減少幅度亦大於一般大

學，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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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校院校務治理與招生吸引力間
關係之探析

測驗類別

 學年度
學科測驗

報名人數

四技二專

統一入學測驗

報名人數

2015 146,035 136,340

2016 135,583 123,297

表一  2015及2016年大學學科及四技二專

　　  統一入學測驗報名情形

資料來源：      教育部(2016)。2016年5月部務會報資料。取自
h t t p s : / / h e i t o p l u s . e d u . t w / u p l o a d /
newsfs48160503241592408.pdf 

▲技職校院的校務治理與人才培育應有公開透明的資訊及機制。圖為樹德科技

大學學生在德國「iF 學生設計獎」中獲得首獎。（教育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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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從2016年技職體系招生相關資料來看，

2016年大一新生推估值較2015年減少11,201人，

四技二專日間部總招生名額（高職生）相對減少

了5,329人，甄選入學報到率降低了1.6%，考試

分發率則降低了6.2%，以整體相對資料來看，考

試分發率的微幅降低似乎是合理的現象，如表

二。

 

民間網路排名系統

公布紅色警戒退場學校名單

2016年10月20日，「台灣大學排名網」採用教

育部公開的資訊，包括2016年各大學招生（考試

分發）缺額率、缺額人數、2015年註冊率及總學

生數等資料，將全國142所大學進行排行，有15

所大專校院被列在退場的紅色警戒名單，其中有

13所是技職校院，各校為恐影響後續招生情形，

紛紛對外說明校務發展現況與提出抗議。教育部

技職司表示，該網站排名的指標太過粗糙，大學

退場不是那麼簡單，大學會不會面臨退場危機，

關鍵是教學品質和財務狀況，而不是單看學生數

和註冊率。

招生吸引力潛在相關因素分析

為了解技職校院在這波少子女化浪潮中是否居

於劣勢，以及學生選擇就讀學校之相關潛在因

素，提供技職校院校務治理之參考，本研究從教

育部、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及技職校院公開

網站中蒐集2014年72所學校的相關資料，包含13

所國立與59所私立技職校院進行分析。本次蒐集

之各校資料包含：學校地處區位、學生數、每生

成本、財務盈餘，評鑑結果（代表學校校務治理

之良窳）、是否為教卓學校（含頂大）及2016年

技職校院考試分發率等7項資料，以單變項與多

變項迴歸方式，剖析技職校院校務治理有那些潛

在因素對吸引學生就讀具有相關性。惟因國立學

校的考試分發率均為100%，所以本研究排除國

立學校相關因素分析，以59所私立學校為分析對

象，結果如表三及表四。

 

2016技職校院考試分發率

單變項迴歸模式分析結果

本節以單變項迴歸，分析學校地處區位、學生

數、每生成本、財務盈餘，評鑑結果、是否為教

卓學校（含頂大）等六個變數，每個變數和考試

分發率的關係，分析結果如下。

1.就學校地處區位來看，地處北、中、南、東

四區之學校與考試分發率沒有呈現顯著意義。此

似與一般大眾之認知有差異，惟因可蒐集到之資

料有限，我們無法排除學生因為家庭經濟因素而

選擇區域學校就讀的可能性，例如學生因家庭經

表二  2015及2016年四技二專甄選入學及日間部考試分發錄取人數一覽表

學年度 
技職體系

大一新生

中推估值

四技二專

總招生名額

 （高職生）

甄選入學名額／

報到人數／

報到率 

考試分發名額／

分發錄取人數／

分發率

2015 149,369 人 93,897 人 52,009 / 38,455 / 73.9% 44,811 / 36,652 / 81.80%

2016 138,168 人 88,568 人 49,027 / 35,447 / 72.3% 42,227 / 31,940 / 75.6%

資料來源：

1.教育部(2014)。大專校院大學1年級學生人數預測報告(103~118學年度)。取自https://stats.moe.gov.tw/files/analysis/
   103higherstudent.pdf
2.作者整理自教育部及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公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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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因素，選擇住家區域附近學校就讀，以減少交

通費及住宿費等家庭經濟之負擔等。

2.就學生規模面向來看，學生人數介於10,001-

15,000名之學校，P值＜0.0001；大於15,000名之

學校，P值＝0.0004，均達顯著水準，顯示學校

規模愈大，考試分發率愈高。

3.就每生成本面向來看，每生成本＞10萬元之

學校，P值＝0.0037，達顯著水準，顯示每生成

本高於10萬元之學校，考試分發率較高。

4.就學校盈餘面向來看，有盈餘學校P值＝

變項 估值（標準誤）  P值

2014學生數 （≦5,000*）

5,001-10,000 2.49（7.61） 0.7453

10,001-15,000 19.25（11.21） 0.0919

＞15,000 33.98（13.49） 0.0149

2014每生成本（≦10萬元*）

＞10萬元 -16.09（7.50） 0.0366

2014盈餘（無*）

有 6.21（7.93） 0.4370

教卓 （無*）

有 11.99（6.57） 0.0740

1.資料來源：取自教育部、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及各大
學公開網站。

2.*代表對照組。

表四  2016技職校院考試分發率多變項

　　  迴歸模式

0.0095，達顯著水準，顯示學校有盈餘，考試分

發率較高。

5.就評鑑結果面向來看，評鑑通過與否與考試

分發率沒有呈現顯著意義。理論上，學生會依據

教育部所公布之學校評鑑結果與財務資料等來選

擇適合自己就讀的學校，但依據分析結果顯示，

卻未必如此，推測可能是技職校院評鑑結果一等

之校數比率將近九成，教學品質之鑑別度不高所

致。以上提供教育部參考。

6.就學校是否為教卓學校（含頂大）面向來

看，教學卓越學校P值＝0.0007，達顯著水準，

顯示有獲教育部補助之教學卓越計畫學校，考試

分發率較高。可見教育部推動的教學卓越計畫對

教學品質之提升，有相當助益。

2016技職校院考試分發率

多變項迴歸模式分析結果

本節以學校地處區位、學生數、每生成本、財

務盈餘，評鑑結果、是否為教卓學校（含頂大）

變項 估值 標準誤 t值 P值

區域別（北 *）

中 11.20 9.66 1.16 0.2515

南 -0.06 7.94 -0.01 0.9941

東／離島 -20.16 13.99 -1.44 0.1552

2014學生數（≦5,000*）

5,001-10,000 10.58 6.97 1.52 0.1350

10,001-15,000 40.21 8.43 4.77 ＜0.0001

＞15,000 46.21 12.15 3.81 0.0004

2014每生成本（≦10萬元*）

＞10萬元 -22.36 7.38 -3.03 0.0037

2014盈餘（無*）

有 22.50 8.38 2.69 0.0095

評鑑結果（未或有條件通過*）

通過 17.44 10.23 1.71 0.0938

教卓（無*）

有 22.42 6.26 3.58 0.0007

表三  2016技職校院考試分發率單變項

　　  迴歸模式

1.評鑑結果（指98-102年度第二週期評鑑結果）：
⑴「通過」定義：指技職校院評鑑結果為一等者。

⑵「未或有條件通過」定義：指技職校院評鑑結果為二

等者。

2. 資料來源：取自教育部、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及各大學
公開網站。

3. *代表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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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六個變數為Y軸，新生分發率為X軸，以多變項

迴歸探討其間之關係，結果如下。

1.就學校規模面向來看，學生人數大於15,000

名之學校，達顯著水準，P值＝0.0149；顯示學

校規模愈大與考試分發率有關。

2.就每生成本面向來看，每生成本＞10萬元之

學校，P值＝0.0366，達顯著水準，顯示每生成

本高於10萬之學校，考試分發率較高。

3.以學校是否有盈餘面向來看，有盈餘學校P

值＝0.4370，未達顯著水準，顯示學校有無盈餘，

與考試分發率無絕對相關。

4.就學校是否為教卓學校（含頂大）面向來

看，教卓學校P值＝0.0740，未達顯著水準，顯

示有無獲教育部補助之教學卓越計畫學校，與考

試分發率無絕對相關。

綜上所述，整體來說，從單變項迴歸模式分析

結果看來，2016年技職校院考試分發率與學生

規模、每生成本、學校盈餘及學校是否為教卓學

校（含頂大）等因素都具顯著相關性。從

多變項迴歸模式分析結果看來，則與學生

規模及每生成本具有顯著相關性。本研究

以多元面向的六個校務治理因素與考試分

發率做迴歸分析，雖尚有諸多因素未納入

探討，但從本研究的實證不難推知，不宜

僅從學生數多寡的單元面向因素，即作為

學校是否應該退場之判斷標準。

儘速建立大學公開透明資訊之機制

數據運用時代來臨，也是各國高等教育

發展的趨勢，大學運用校內外相關數據以

校務研究方式，提升校務專業治理能力及

培養高強素質人才貢獻國家社會，亦是教育部這

些年鼓勵大學前進的方向。目前教育部除每年公

布各大學系所的註冊率外，2016年12月將新增公

布各學制的註冊率，2017年12月則會公布各大學

全校性的註冊率及財務資料，讓學生選大學時有

更充分的參考資訊。

有鑑於目前教育部推動的寄存措施，將實際的

考試分發率與註冊率模糊化了，如此還是有可能

讓學生或家長在選擇學校或系所就讀時，因資訊

不夠透明化而誤選，建議註冊率公布時應以扣除

寄存後之數據呈現，以顯示實際招生樣貌；另外

亦建議，除了註冊率及財務資料外，學生入學前

的學習歷程、健康狀況、畢業後就業狀況及薪資

等亦應建立一套提供透明資訊的機制，讓大學可

以擁有更多資料做更多面向的實證分析，回饋校

務發展，亦可減少外界對數據的誤解與謬用，讓

學校走得更穩健，給學生一個安心受教的環境及

許他們一個有希望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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