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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破「悶高教」
劉維琪：大學價量鬆綁  降生師比

▌文／陳曼玲　攝影／陳秉宏

今年大考缺額校系與四技二專缺額人數雙創歷史新高，

少子化效應擴大令高教危機重重；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前

董事長劉維琪接受《評鑑雙月刊》專訪時表示，臺灣現

在的高等教育很「悶」，大學品質正在快速衰退，政府

應儘速公布大學退場、轉型、創新具體方案，鬆綁價量

管制，再以經費激勵私立大學調降生師比，否則一旦臺

灣的大學失去「比較優勢」，東南亞學生將流往別處。

劉維琪為企業管理專家，曾任教育部高教司長、國立

中山大學與中華大學校長，現為台灣高鐵董事長，產、

官、學經驗豐富，他呼籲招生困難的大學一定要縮小規

模，重新定位為專業大學，而少子化效應勢將引發企業

辦大學的新趨勢。

開‧卷‧語

高等教育發悶  大學品質快速衰退

問：您有豐富的教育行政經驗，怎麼看待臺灣

現在的高等教育？ 

答：臺灣現在的高等教育很「悶」，有些老師

沒有熱情教書，許多學生沒有熱情學習，校長好

不容易選上後又做得很有挫折感，整體來講，大

學向上提升的力量正逐步消失中。

臺灣的高等教育這十年來在全世界排名快速下

滑。十多年前我參加大學校長聚會，大家都覺得

臺灣的高教很值得驕傲，至少在亞洲是名列前茅

的，校長們也做得很有成就感。但最近十年，我

看到許多大學校長相當洩氣，當你要跟別人比的

時候，卻發現你有的別人早就有了，可以拿來榮

耀自己的事情越來越少！整個高等教育品質正在

快速衰退中。

問：造成「悶高教」的原因在哪裡？

價量管制鬆綁  才能出現顛覆性創新

答：一是少子化的影響，二是國際的競爭，三

是高等教育管制太多，四是社會受到民粹主義影

響，造成今天高等教育無法找到一個出口。尤其

少子化該如何解決，我認為是現在政府面臨的最

大難題！未來十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大學無法

經營下去，到時學生可以轉校，但老師怎麼辦？

今明兩年大學生人數一下就少掉五萬名，無論

透過積極的力量主導大學退場，或者採取消極被

動的方式因應，政府都必須趕快拿出具體明確的

政策與作法，儘速對外公布，並且落實推動，否

則大學不知道教育部想怎麼做，只能等，在等

待、觀望的過程中就會悶。

而中小學就不一樣，自從實驗三法通過後，出

現了許多創新的教育模式，促成中小學教育開始

蓬勃發展；唯獨大學仍然受制於價與量的管制，

無法出現顛覆性的創新。價與量是鬆綁的根本，



2   第63期 105.9

開‧卷‧語

其他的鬆綁都是枝微末節；「價」包括學費、薪

資等，「量」包括招生名額、上課時數、學位學

分數、學制與就讀年限等規定。

國立大學漲學費  私校調降生師比

對於許多人所在意的學費鬆綁，我認為有許多

層面：一來市場是最好的機制，相信私立大學不

會全面漲價，現在甚至還有私校只收取公校的學

費不是嗎？二是國立大學反而應該漲學費，因為

國立大學學生多半來自社經地位高的家庭，一般

學生負擔得起。至於負擔不起的學生，則可有獎

助學金配套來補救。

臺灣高等教育長期存在著公私立發展畸形的問

題，公立收費便宜，但學生享受的資源較多，調

漲公立大學學費將有助於扭轉這種現象。

另一個讓人憂心的問題是，臺灣今天最重要的

就是人力資源，但目前我們的大學生學習品質實

在不高，原因出在生師比太高，某些私立大學的

生師比更是公立大學的一倍以上，而部分公立學

校的生師比也在惡化中。生師比與教學品質密切

連動，高等教育辦得好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生師

比要低，放眼世界名校，生師比多比國內許多公

立大學來得低。

若缺比較優勢  新南向成效將打折扣

現在政府力推新南向政策，招收外籍生的前提

是要有「比較優勢」，你比人家好，人家才願意

來。為什麼東南亞的學生願意來臺灣念大學？因

為他們的大學生師比太高，學習環境比我們差。

但近幾年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快速成長，預料教育

資源也會愈來愈多，若臺灣再不加強改善生師

比，當有一天對方的生師比也降低時，東南亞學

生還會來這裡嗎？

現在大學都因少子化而凍結增聘師資，我則認

為應反向思考，趁少子化時鼓勵學校調降生師

比，大學招生不足不必辭退教師，如此不僅可以

提高教學品質，還能把高級教研人才留在國內。

獎勵私校增聘教師  提高競爭力

問：私校經營已經不易，降低生師比是否又會

增加學校負擔？

答：所以大學學費應該同時鬆綁。除此之外，

建議未來政府每年編列的高教總經費應維持不

變，勿因學生數減少及部分私校退場而有所縮

減，再將多出來的經費用於獎助未退場私校增聘

教師，讓這些具有競爭力的私校生師比下降，就

有更多機會與公立大學競爭。

至於退場私校教師的工作權也應被維護，他們

雖然被迫離開原先任教的學校，但因未退場私校

願意降低生師比而多聘教師，所以也有機會轉往

未退場私校任職。當然，這涉及教育部如何進行

預算與資源的調度，現在幾乎人人都可上大學，

高教在某種程度上變得很像國教，政府與大學更

應把人力資源照顧好，讓每個學生在接受高等教

育後都能激發出潛力。

教育部應該鼓勵大學多聘老師，而不是多買設

備，未來可能教室都在虛擬空間了，也不需要太

多校舍，大學整併也不應再強調補助資本門，而

應補助學校降低生師比。

對未退場私校而言，降低生師比顯然增加學校

負擔，但他們要想想，將來是要和公立學校爭取

學生，生師比真的不能差異太大。教育部可訂定

調降生師比的獎勵辦法，鼓勵私校降低生師比。

重視跨領域  培養核心能力與使命感

問：請從企業用人的觀點談談臺灣人才培育需

要改進的問題。

答：第一是分科太細，無法滿足未來就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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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需求。「跨領域」是很重要的概念，以高

鐵公司來說，許多工作並沒有限制畢業生的領域

與科系，不同領域的人都做得很好。大學應該鼓

勵學生修讀一些外系的課，不要只擁有自己科系

的專業。

除了跨領域知識外，第二是以能力為基礎，培

養學生具有核心能力，這也是為何系所評鑑就是

評估學生對核心能力的學習成效。企業其實不在

乎你學了什麼知識，比較在乎你具備什麼能力。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培養學生具有使

命感。學生要先從關懷自己、了解自己做起，才

能發揮生命的價值，進而關懷社會，對社會充滿

熱情。這部分就需要老師與學生經常一對一的對

話，讓學生從對話中有所體認與感受。而這又呼

應了生師比應該降低的觀點，當一位老師輔導太

多學生時，如何能與學生好好對話？大學若能培

養學生具有使命感，就是成功的教育。

企業辦大學將成新興趨勢

問：對於產學鏈結與縮短學用落差的作法，您

有何建議？

答：產學鏈結是一個方向，現在幾乎沒有大學

反對，但最大的問題是許多大學不知如何與產業

界鏈結。大學與產業是兩個不同的實體，目標與

需求都不同，大學如何去理解產業界需要什麼？

產業界又如何知道學校的專長在哪裡？許多時候

產業界對學校運作並不是非常了解，兩者之間的

磨合變得很重要。

建議大學行政部門應聘請熟悉產業界的人士作

為聯繫窗口，主動媒合教師與業者。但現在大學

行政部門多由教師兼行政，這樣只會浪費教師教

學與研究的時間。

至於縮短學用落差，現在業界普遍認為畢業生

的工作態度、敬業精神和企業期望有落差，大學

應透過通識教育、實習或體驗活動等方式去加

強，給予學生生命蛻變的機會，這是學校的責

任。

問：企業介入會影響少子化後的大學型態嗎？

答：目前招生困難的學校一定要縮小規模，重

新定位為專業大學，並尋求企業奧援，企業辦大

學可望成為一種新的辦學趨勢。譬如中信金控辦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培養金融人才，便是值得

借鏡的辦學模式。而少子化後的大學不應再以

18-28歲青年為主要招生對象，未來大學或可改

走專業路線，並擴大生源，培養在職人士工作所

需的能力或第二專長。

簡化系所評鑑  只看學生學習成效評估

問：再談談評鑑。您對評鑑的簡化有何看法？

答：系所評鑑應該掌握兩個核心：一是自我改

善，二是以學生學習成效評估為主軸。教育部傾

向未來將系所評鑑交還大學自辦，現在也已有34

所大學先行試辦，但目前為止我們並未發現學校

自辦評鑑會更有效率，也沒有看到更多的變化與

創意，亦沒有凸顯出自我改善的機制。

由於學校最了解自己，最知道應如何進行自我

改善，若無法凸顯自我改善機制，大學自辦評鑑

就失去了意義。而要做好自我改善，就必須讓教

授真心參與評鑑，並且將自辦系所評鑑簡化成一

件事，就是只做學生學習成效的評估，透過評鑑

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有沒有提升與達成目標，若

沒有，系所教授就應進行自我改善。

至於校務評鑑的簡化，我認為只應著重在機制

建立的部分即可，由評鑑委員檢視包括系所評

鑑、產學合作、學生就業等各種機制是否真的有

效運作，能否培養學生畢業後成為有用的人，而

不做校際橫向比較，因為每個學校都不盡相同。

如此才能鼓勵各校發展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