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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鑑邁向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發展

一直是歐美評鑑社群長期努力的目標，

也是近年來臺灣評鑑學者專家共同聚焦的討論

議題之一。我國自1975年開始實施大學學門評

鑑工作以來，一直由教育部全權負責辦理，直

至2005年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成

立，方始專責辦理大學評鑑工作。我國在實施大

學（含技職與一般大學校院）評鑑制度四十年之

過程中，經由不斷的經驗累積與制度修訂，已獲

致不少成果，惟是否已達專業化的發展目標，實

值得探討。

今（2015）年適逢高教評鑑中心成立十週

年，若能進行實證研究探討此主題，實具意義。

惟在有限時間下，本研究係屬探索性質，在研究

設計與結論等方面，皆有待後續研究加以精進。

研究目的與方法

本研究旨在界定大學評鑑制度專業化之評鑑

準則，並據此評估臺灣推動大學評鑑制度專業化

之程度；其研究結果當有助於未來教育行政主管

機關、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等品保機構，擬定臺灣

大學評鑑制度及其活動時之參考。為達研究目

的，本研究除進行文獻探討外，亦採專家評估方

法，在會議中蒐集研究對象對本研究主題之意

見。本研究所稱大學評鑑制度僅包括技職與一般

大學校院的校務評鑑、系所評鑑（含授與自辦外

部評鑑學校所推動之自我評鑑）、師資培育評鑑

等，並不包括大學教師評鑑、學生學習成效評估

等議題。

研究問題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兩項研究問題，

並作為專家評估會議的討論題綱，茲說明如下： 

1.可作為評估臺灣大學評鑑制度專業化發展程

度之評鑑準則為何？

2.根據上述專業化評鑑準則，臺灣推動大學評

鑑制度的專業化發展程度為何？ 

▌文／蘇錦麗．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品質保證處處長、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教授

▌文／黃曙東．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兼任研究員

臺灣的大學評鑑制度
邁向專業化發展了嗎？

表一  研究對象名單

類別 人數 職稱

專業評鑑機構

1
曾任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基金會執行長

1 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秘書長

1 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常務理事

1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辦公室主任

受評學校

1 曾任國立大學校長

1 國立大學教務長

1 私立科技大學稽核室主任

1 私立大學醫學系教授

評鑑相關學者

專家

1 私立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2 私立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1
國立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

究所教授

1 國立大學教育學系主任

1 國立大學工業教育學系教授

教育部 1 曾任教育部政務次長

總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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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之選取

為求意見具代表性，本研究以立意取樣方式

選取4位評鑑機構、4位受評學校（含技職與一

般大學校院）、6位專家學者、1位教育部等四

類共15位代表（如表一）為研究對象；四類研

究對象以曾有或現有相關單位／領域之經驗加以

分類，皆對本研究主題具備足夠學養及／或豐富

實務經驗。

實施過程

本研究於今年9月中旬召開兩場會議，每場參

與的研究對象為7至8人，各歷時2至3小時。會

議資料皆在事前提供與會代表，會議當場並由第

一位研究者針對討論題綱／研究問題，以及臺灣

推動大學評鑑制度及活動等重要內容（註1）加

以說明，以利與會代表之了解。接著由每位代表

自由表達評估意見。此外，為確保資料之信、效

度，會議過程在徵求參與者同意下錄音，事後由

研究者整理逐字稿，歸納重點，並作交互討論與

確認。由於篇幅限制，本文略過專家評估結果分

析，以及文獻探討結果。

兩大結論

依據文獻探討及專家評估的結果，本研究獲

致有關兩項研究問題的結論如下。

●  臺灣大學評鑑制度專業化發展程度評鑑

準則之建構

一、有關評估臺灣的大學評鑑制度專業化發

展程度的評鑑準則，包括三層面、12次項，整

體內涵如下。

（一）臺灣的大學評鑑制度之建立

1.政府能積極建構大學評鑑制度：訂定大學評

鑑相關法令與政策、提供優質的評鑑業務推動之

經費與行政支持、成立或協助成立大學評鑑相關

專業機構等。

2.評鑑機構運作能符合專業標準：評鑑機構的

運作獨立自主、評鑑的推動具透明度／公開化、

提供優質的專業服務等。

3.高等教育相關系所／專業社群能提供或參與

提升評鑑專業知能之活動：評鑑專業刊物的出

版、評鑑相關研討會或國際會議的舉辦、評鑑相

關研究的參與等。

（二）臺灣的大學評鑑制度的推動與管控

1.能建構一套評鑑專業標準與評鑑人員指導原

則（包括倫理規範）。

2.評鑑人員素質及其表現能符合專業標準：建

立評鑑人員遴選／教育訓練／證照／表現評估機

制等。

3.評鑑業務的設計、執行、管控及改善，能符

合評鑑專業標準。

4.能強化國際交流與合作活動：參考他國成功

評鑑經驗以精進評鑑業務、與國際品保機構進行

交互承認、透過評鑑交流促進臺灣高等教育開展

國外市場等。

5.互動關係人能有效運用評鑑結果。

（三）臺灣的大學評鑑制度之實施成效

1.藉由大學評鑑制度，讓社會大眾明瞭臺灣的

高等教育品質。

2.大學評鑑制度能協助提升臺灣的高等教育品

質。

3.大學評鑑制度能符合社會大眾對大學績效責

任的要求。

4.大學評鑑制度能提供社會必要之利益。

●  臺灣大學評鑑制度持續邁向專業化發

展，惟仍有許多的改進空間

二、依據上述準則，四十年來臺灣推動大學

評鑑制度的專業化發展程度，在某些項目雖有不

少長足進展，但亦存在不少問題亟待改善。



 評鑑   11

（一）進展部分

歸納近十餘年來有關臺灣的大學評

鑑制度之進展項目，包括政府逐步調

整評鑑作為、成立評鑑專責單位、建

立雙層模式品質保證制度、授權評鑑

專業機構進行評鑑、鼓勵大學建構內

部品質保證制度、輔導國內人文社會

學會建立評鑑專長、鼓勵評鑑專業機

構參與國際性組織等。

（二）仍需改善部分

1.制度建立部分

⑴法制面建構目前尚稱完備，但有關推動評

鑑國際化，聘請國際評鑑委員來臺訪評之津貼標

準等法律規章，仍有不足；目前評鑑結果運用過

於強調績效責任，忽略改進功能；有關推動系所

評鑑是否合憲、大學評鑑可能違反學術自由精

神、各類訪評活動過多等問題，亦需再予釐清與

解決。

⑵由於目前仍有評鑑機構經費來源大多仰賴

政府補助，易使評鑑機構喪失獨立性；教育部透

過審查評鑑結果，影響某單一性質之評鑑推動亦

有所聞；國內評鑑機構專業能力仍然不足等。

⑶目前臺灣高等教育僅有管理學科、商學學

科、工程學科、醫學學科等由專業學會／協會進

行認可／認證，其他專業學門願意涉入品質保證

領域者並不多。

⑷目前投入評鑑研究的人口較少、研究產出

不足；也較缺乏評鑑專業期刊與學術交流活動

等；目前社會大眾仍不認為評鑑是一個有系統的

學門或專業，也常有質疑評鑑公平性與實施成效

的聲音。

2.制度推動與管控部分

⑴目前臺灣仍缺乏一套適用大學評鑑之專業

標準、指導原則。

⑵評鑑機構存在若干問題，包括：組織定位

不甚明確、專業性與獨立性不甚充足、資源（人

力與經費）仍不足等。

⑶評鑑準則設計問題，包括：準則修訂缺乏

共識／缺乏分類邏輯；技職校院評鑑過度強調學

術研究指標、特殊系所或新設系所缺乏適用的評

鑑指標等。

⑷評鑑委員之專業素質及其表現仍不甚符合

專業標準之要求，問題包括：評鑑委員來源不夠

廣泛、很難嚴格要求評鑑委員參與訓練、講習常

流於形式、缺乏認證制度、較無評鑑委員表現的

管控機制等。

⑸評鑑實施步驟的問題，包括：有些評鑑計

畫之評鑑流程設計不當、評鑑程序及資訊不夠透

明、實地訪評時間過短、授與自辦外部評鑑的學

校推動自我評鑑寬嚴不一等。

⑹授與自辦外部評鑑的學校推動自我評鑑制

度的問題，包括：辦理自我評鑑專業人才不足、

缺乏自我評鑑制度的經驗、後續改進經費不足、

缺乏資料蒐集系統、教職員生易生抗拒、無法有

效鼓勵學校人員參與自我評鑑業務等；總之，在

缺乏評鑑人才與經費資源等情形下，這些學校推

動評鑑之專業化程度堪慮。

▲品保機構舉辦國際會議是提升評鑑專業知能的重要方式之一。（王錦河

／攝）



12   第58期 104.11

焦點
   話題

⑺有關評鑑專業社群問題，包括：評鑑專業

社群之人口不多、參與評鑑相關活動程度不足、

辦理之研究計畫不足（包括後設評鑑研究、制度

實施成效研究、制度之成本分析研究）等。

⑻目前臺灣參與國際品保組織活動或推動雙

邊合作事宜，雖有不少成就，但有關推動評鑑國

際化之法令及其資源投入仍有不足。

⑼有關評鑑結果運用問題，包括：目前教育

行政主管機關未能有效依據評鑑結果形成其政策

依據。有關評鑑結果處理問題，包括：部分評鑑

結果與建議相互矛盾或不夠具體／不適用、部分

評鑑結果缺乏客觀佐證資料等。

其他建議

除了上述兩項研究問題的結論外，與會研究

對象亦提出三項建議意見：

1.有關後續研究方法，建議可採質量並重的方

法，亦即依據本研究擬訂之評鑑準則，進行信效

度考驗，最後再進行量化問卷調查。

2.有關後續研究範圍，由於本研究係以臺灣的

大學評鑑制度為範圍，包括4個評鑑機構所辦理

的校務評鑑與系所評鑑等，較難綜合評估臺灣整

體大學評鑑制度之專業化發展程度，建議未來以

單一評鑑機構為範圍，探討其評鑑制度之專業化

發展程度，較能聚焦。

3.有關仍待改善的問題，建議教育行政主管機

關或評鑑專業機構可透過專案會議或資料蒐集成

冊方式，蒐集資料、了解問題、建立具共識之解

決方案，以利臺灣的大學評鑑制度達成專業化發

展目標。

未來展望

綜上所述，臺灣的大學（含技職與一般大學

校院）評鑑制度欲達成專業化發展目標，其涵蓋

層面頗為廣泛，包括制度之建立、推動與管控，

以及實施成效，同時也包括評鑑國際化的推動，

其內涵幾乎等同大學評鑑制度的整體實施成效，

亦即似能包含相關學者（請見註1）所主張，臺

灣的大學評鑑制度發展包括制度化與多元化、專

業化及國際化三方面，同時也涵蓋目前授與自辦

外部評鑑的學校，其推動內部品質保證機制之專

業化程度。

 由此可見，本研究對象對臺灣的大學評鑑制

度專業化發展目標期許頗高，在「愛之深、責之

切」的氛圍下，認為四十年來臺灣大學評鑑制度

的推動雖然持續邁向專業化發展，在某些項目有

不少長足進展，惟仍有許多的改進空間，也就不

感奇怪了。

在長足進展部分，吾人亦可發現，政府的政

策與作為，實為關鍵所在。此亦符應高等教育品

質保證的國際發展趨勢之一：係指各國政府透過

立法、政策或成立專責單位，使高等教育品質保

證制度與活動能正常地持續運作。

另一方面，在仍待改善部分，包括制度建立

以及制度推動與管控之問題，亟待教育行政主管

機關、高等教育評鑑機構，以及高等教育評鑑社

群等組織持續努力，以改善問題，使臺灣的大學

評鑑制度持續邁向專業化發展，並藉由專業化的

大學評鑑制度，使臺灣的高等教育品質邁向卓

越，達到世界一流水準。

    
◎附註

1.主要內容摘自：蘇錦麗、黃曙東(2015)。高等教育品質保證的國際發展趨勢及對我國之啟示。載於蘇錦麗(主編)，高
等教育機構品質保證制度與實踐：國際觀與本土觀(475-515頁)。臺北市：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