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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第二週期校務評鑑，目前準備工作已經

告一段落，俟教育部核定實施計畫書後便

正式啟動。然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可

以從第一週期校務評鑑，得到什麼啟示呢？

為了分析大學評鑑經驗，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自2015年起開始建置大學評鑑資料庫，第一階

段資料庫內容分兩部分：大學特性以及第一週期

評鑑結果，分別來自教育部統計處（http://depart.

moe.edu.tw/ED4500/Default.aspx）及高教評鑑中心

（http://www.heeact.edu.tw/mp.asp?mp=2）的公開

資料。

整體而言，第一週期校務評鑑計有70所一般

大學校院、8所軍警校院以及2所空中大學參加，

評鑑的內容包括：「學校自我定位」、「校務治

理與經營」、「教學與學習資源」、「績效與社

會責任」，以及「持續改善與品質保證機制」等

五個項目，評鑑結果則採分項認可。

就校務評鑑結果而言，以「持續改善與品質保

證機制」項目的通過率最高，「教學與學習資源」

項目的通過率最低，在70所一般大學校院中，五

個校務評鑑項目全部通過者共計47所，亦即全

部通過率達67.1％。本文旨在利用大學評鑑資料

庫，分析一般大學校院特性（不含軍警校院與空

中大學）與校務評鑑項目全部通過率的關係，初

步發現如下：

發現一：

新設大學通過率低

不同類型的大學校院，是否校務評鑑項目全部

通過率也會不一樣呢？根據表一，公立大學校院

與私立大學校院差不多，但北部及中部的大學校

院似乎明顯高於南部、東部及外島的大學校院，

進一步分析則發現：南部、東部以及外島的大學

校院，大都屬於新設或改制。

根據歷史沿革，大學校院可以分成三類：

1990年以後成立為新設，1990年以前成立為舊

設，由科技大學校院或專科學校升格為一般大學

校院為改制。表一指出，舊設大學校院的校務評

鑑項目全部通過率高達82.6％，改制大學校院也

有70.4％，但新設大學校院則只有45.0％。

為什麼新設大學校院的校務評鑑項目全部通

過率容易偏低？是不是因為大學校院經營管理需

要較長時間才有成效，還是另有其他影響因素，

值得深入研究。

發現二：

教學型及人文社會型大學通過率低

再者，我們也可以依照大學校院的任務加以

分類。第一種方法是依據國立臺灣大學前校長李

嗣涔的建議（鄺海音，2008），按研究生占所

有學生比例（G）分為：教學型（G＜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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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型（15％≦G<35％）及研究型（G≧35％）

三類。表一指出，研究型大學校院的校務評鑑項

目全部通過率最高（77.8％），緊接著為教研型

大學校院（75.0％），最低則是教學型大學校院

（45.0％），與研究型大學校院相差32.8％。

第二種方法是以教育部的學門分類為基礎，

按人文社會領域系所比例（H）及自然科技領域

系所比例（S）分為：人文社會型（H≧65％）、

自然科技型（S≧65％），以及綜合型（H＜65％

且S＜65％）三類。根據表一，綜合型與自然科

技型大學校院的校務評鑑項目全部通過率相差不

多，分別為85.7％及82.4％，而人文社會型大學

校院的校務評鑑項目全部通過率只有53.8％。

選擇成為研究型大學校院或教學型大學校院，

以及強調發展人文社會領域或自然科技領域，都

是大學校院定位議題。但令人費疑猜的是，為什

麼大學校院的定位策略會影響校務評鑑項目全部

通過率？

發現三：

規模大及複雜度高的大學通過率高

就組織結構而言，大學校院的規模大小與複

雜程度十分重要。學生人數是常見的規模指標，

學生人數越多，大學校院的規模也越大。根據表

一，學生人數少於五千名，校務評鑑項目全部通

過率只有31.6％，但是超過一萬名，校務評鑑項

目全部通過率則高達88.0％，顯示大學校院的規

模似乎關係校務評鑑項目全部通過率。

另一方面，系科數則是衡量大學校院複雜度

的指標，系科數越多，複雜度越高。值得注意的

是，表一指出，大學校院的複雜度越高，校務

評鑑項目全部通過率越高，從20個系所以下的

52.2％，增加為30個系科以上的77.3％，高低相

差25.1％。

特性
受評

校院數

校務評鑑項目全部通過

校院數 通過率（%）

總計 70 47 67.1

權屬別

公立 35 23 65.7

私立 35 24 68.6

歷史沿革*

舊設 23 19 82.6

改制 27 19 70.4

新設 20 9 45.0

區域別

北部 34 23 67.6

中部 17 13 76.5

南部 13 8 61.5

東部及外島 6 3 50.0

大學校院分類 I**
研究型 18 14 77.8

教研型 32 24 75.0

教學型 20 9 45.0

大學校院分類 II***
人文社會 39 21 53.8

自然科技 17 14 82.4

綜合 14 12 85.7

學生人數

5,000以下 19 6 31.6

5,000 ∼ 9,999 26 19 73.1

10,000以上 25 22 88.0

系科數

20以下 23 12 52.2

20 ∼ 29 25 18 72.0

30以上 22 17 77.3

附註：* 「舊設」為學校於1990年以前成立；「新設」
為學校於1990年以後成立；「改制」為
學校由科技大學校院或專科學校升格。

　　　* *「教學型」為研究生占所有學生比例
G＜15％；「教研型」為15％≦G＜35％；
「研究型」為G≧35％。

　　　* **「人文社會型」為人文社會領域系所
比例H≧65％；「自然科學型」為自然科
技領域系所比例S≧65％；「綜合型」為
H＜65％且S＜65％。

表一  第一週期校務評鑑一般大學校院

評鑑項目全部通過情形



20   第61期 105.5

因此，是否可以藉由合併來提高校務評鑑通過

率，甚至大學校院的競爭力？例如：教育部近年

為解決高教大限危機，正積極推動大學校院合併

案，尤其公立大學併公立大學的「公公併」。答

案是必須進一步研究。事實上，我們目前仍然不

清楚大學校院是因為規模大、複雜度高，才辦學

成效好、校務評鑑項目全部通過？還是因為辦學

成效好、競爭力高，才規模變大、複雜度變高？

發現四：系所評鑑通過率高　　　　

校務評鑑項目容易全部通過

對大學校院而言，一個關鍵問題為：系所評

鑑通過率與校務評鑑項目全部通過之間的關係如

何？根據圖一，校務評鑑項目全部通過率從系所

評鑑通過率低於80％的26.3％，急遽增加為系所

評鑑通過率介於80％及90％之間的68.8％，再增

加為系所評鑑通過率高於90％的93.9％，因此，

似乎支持校務評鑑結果與整體系所評鑑結果反映

出大學校院經營管理的一體兩面，同時某種程度

上也肯定現行大學評鑑制度的效度。

另一方面，雖然我們發現，舊設大學校院的

系所評鑑通過率最高，平均達92.8％，其次是改

制大學校院，平均為83.4％，而新設大學校院最

低，平均只有76.5％，正好呼應前面提到大學校

院歷史沿革與校務評鑑項目全部通過率之間的關

係，但是實務上仍有新設大學校院的系所評鑑通

過率高達96.3％，或舊設大學校院的系所評鑑通

過率低到76.7％。因此，對於個別大學校院而言，

挑戰的核心應該不在於歷史沿革，而是如何經營

與管理。

第一週期校務評鑑的啟示

那一類大學校院的校務評鑑表現佳？那一類

大學校院的校務評鑑表現不佳？利用大學評鑑資

料庫，我們發現，除了公私立別外，許多大學校

院特性都與校務評鑑項目是否全部通過有關。這

些大學校院特性，有的不容易改變，例如：區域

別及歷史沿革；有的與發展策略有關，例如：研

究／教學型以及人文社會／自然科技型的分類；

有的屬於組織結構，例如：規模大小及複雜性。

就經營管理的立場而言，無論特性可或不可

改變，每一所大學校院都必須加以重視。然而，

為什麼大學校院特性與校務評鑑表現有關？以目

前簡單的列聯表分析，我們很遺憾無法判斷何者

是因？何者是果？未來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以

釐清發生因果關係的途徑及機制。但儘管如此，

從系所評鑑通過率與校務評鑑項目全部通過之間

的明顯關係，我們可以看到大學校院經營管理的

重要性，畢竟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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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第一週期一般大學校院校務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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