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第64期 105.11

焦點
  話題

▌文／李天任‧中國文化大學校長

評鑑是大學轉型的墊腳石

大
學的辦學品質是多面向的，不論以任何形

式對大學的辦學績效加以評量，絕對都不

是件容易的事。我國自2005年成立「財團法人高

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以來，已歷經兩個為期

五年的系所（學程）評鑑週期，以及第一週期的

校務（機構）評鑑，現在即將邁入校務評鑑的第

二個週期。

高教大限將臨

評鑑應從認證走向驗證

過去十年，高教評鑑固然在且走且戰的歷程

中，仍存在有些立論與執行過程的爭議，綜而言

之，瑕不掩瑜！高教評鑑中心以專業推動國內高

等教育的品質提升，有不可抹滅的功勞。

近來國內高教的現況，受政經情況變化與少子

化衝擊，被形容為「高教大限」將臨！不論是就

國內高等教育未來的發展而言，或是適當呼應國

人對教育品質的殷切期盼，僅以達到最低門檻水

準的認可制精神，顯然已不足以符合社會期望，

高等教育必須邁向以品質保證為主的更高品質已

是共識。

如何由「認證」走向「驗證」，進一步藉提升

評鑑的效度與信度，再次增進教育品質，當是高

教評鑑中心思考未來發展的重要課題。

藉由評鑑多元化  

肯定不同條件的大學發展特色

大學的穩定存在、學術自由的成長，以及培養

現代化社會需要的優秀人才持續投入，對國家發

展至為重要。而高等教育發展策略的制定與導

引，攸關社稷發展的方向與成果，究竟現階段高

教走向應往何處去？在考試引導教學，而剛性評

鑑則會引導辦學的氛圍下，深切期盼評鑑中心能

有高遠前瞻的理想與擘劃來引領高教的未來，持

續地探討評鑑的時代意涵與階段性功能與目標。

也籲請主管單位將評鑑與其他非直接關聯之衡

量明確切割，不宜再高舉競爭性計畫的大旗，要

求在趨近統一的效標下，大家爭食獎補助的大

餅！何妨放開胸襟，藉由評鑑的多元化來肯定不

同條件下的特色發展，鼓勵校際分工合作，跨領

域學門整合，跨校、跨區、跨國交流合作。

建構諮詢與協助高教轉型的評鑑機制

不論是為了因應少子化所帶來的衝擊，或是學

校針對未來發展之需要，就有意進行轉型的大學

校院而言，必然有一段探索期，試驗不同的形式

與內容，尋找最適合的模式以過渡到另一個型

態，這期間的認證與品保機制，也要以不同的形

態來因應處置，否則評鑑有可能成為轉型的絆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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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若能整合運用評鑑中心現有人力與數據庫，積

極盤點過往評鑑所得資訊，與當下推動的校務研

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 IR）整合，掌握高教脈

動彙整成有意義的知識，與高教社群分享，除了

策勵未來有所本外，評鑑中心所掌握之珍貴數據

可與國家教育研究院進行整合型計畫，成果提供

政府對高教政策制定之參考，更可透過訪視與分

析，形成諮詢與協助高教轉型的務實機制。

國內各評鑑機構自有的評鑑程序與認證品質，

也要積極追求國際性的認可，使接受過國內評鑑

的校院得以依其被認可項目或程序與國外銜接，

尤其在當前追求高等教育的國際化與世界接軌的

歷程中，經由認證的國際化，可以保證對接的品

質，更是國際交流合作的重要基石。

校務評鑑可納入單項品質精良認證

目前評鑑以基本的通項認可評鑑為主，不妨考

慮在校務評鑑認證過程中納入單項的「品質精

良」認證，可以自校務運作重點中列出若干的單

項，如校園建設、就業輔導等項目，以較高的標

準設定程序，並由業界專家與品質顧問嚴謹地審

核。凡有意申請認證者，自行報名參加，不限定

項目與時程，通過者予以品質獎認證並頒發證

書，在有效期限內即是辦學單項品質的優質保證

與認可。累積越多的精良認證，自然是辦學績效

的成果展示，如此一來也會起示範作用，加速帶

動品質提升。

公立大學宜有更嚴格的評估標準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近來有國內媒體首次發布

了國內高教的名次評比結果，發現私校的表現績

效亮眼。姑且不論其排比的適切性如何，畢竟私

立大學校院與公立相較，其資源經費的來源與受

政府補助的數量有極大不同，雖然公私立大學在

教學研究品質的評量要求上固然相同，但在未來

校務評鑑的校務運營成本效益上，顯然公立學校

應有更符合政府資源挹注的比例原則，以較為嚴

格的標準來檢視其辦學績效，是否才是合理講求

效益且能服眾的校務評鑑路徑？

▲評鑑機構可透

過訪視與分析，

形成諮詢與協助

高教轉型的務實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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