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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眼間，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已經十歲了，儘

管評鑑工作吃力不討好，但多數人仍然肯

定評鑑的貢獻。展望未來，評鑑中心要如何更精

進？多位專家建議，應找回原本的初衷，擔任後

設評鑑的工作，負責監督各評鑑機構是否專業。

回到後設評鑑機構的初衷

回溯歷史，評鑑中心還未成立前，時任教育

部長的佛光大學校長楊朝祥到立法院進行大學評

鑑專案報告，當時他就向立委強調，評鑑最重要

的是improve（督促學校改善），not to prove（不

是要去證明學校的好壞）。當時臺灣評鑑制度還

未建立完成，因此由教育部引導。但他認為，評

鑑最終還是要回歸各校的自發性評鑑。

十年過去，楊朝祥認為，應該像當年的教師

評鑑一樣，回歸到學校自己審查。評鑑對大學來

說是必要的，大學可利用這個機會改善自己，之

後教育部再放手，將系所評鑑逐步交回學校主導

即可。

臺灣除了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外，還有台灣評

鑑協會、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等也都是教

育部認可的評鑑機構。楊朝祥說，有專業評鑑的

機構，該專業就可以交由評鑑機構來做，評鑑中

心則是協助這些機構來做評鑑，也就是做「後設

評鑑」的工作。

楊朝祥解釋，畢竟只有學校最清楚自己未來

要往哪裡走，否則教育部齊一指標，恐造成全臺

灣只有一所「教育部大學」，這樣不好，未來評

鑑中心也可以檢視學校自我評鑑與實際成效之間

的關聯。

制訂國家評鑑方針  

引導大學自我評鑑

身為中華工程教育學會理事長和南華大學校

長的林聰明也贊成「後設評鑑」。他解釋，評鑑

中心是財團法人，是教育部與全國大學共同捐資

成立的單位，不應與其他評鑑機構平行，而應改

為評鑑這些評鑑機構，看它們到底是否夠格，不

是自己下去參與評鑑。

林聰明建議，評鑑中心應要更強調績效，引

導學校去自我評鑑，讓有經驗的學校輔導沒經驗

的學校，全面提升各大學機構的專業品質。他也

提醒，要鼓勵各大學發展特色，不要讓所有大學

變成同一個模子出來。

在激烈競爭的高等教育市場中，前國立臺灣

大學校長陳維昭認為，各大學最重要的是衡量自

己的條件與能力，搞清楚定位，而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原先定位是制定評鑑制度與政策，監督評

鑑，但因為臺灣評鑑制度才剛開始，所以評鑑中

心就自己跳下來做評鑑，最終還是該回歸到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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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位，做一個上游機構，看各個執行評鑑單位

是否符合標準。

他強調，每個大學應有自己的特色與不同目

標，而國家也要有國家整體發展目標，大學評鑑

應該根據這個來做。而國內評鑑機構還是太少，

高教評鑑中心應該是高層次的中心，制定國家評

鑑方針才對。

陳維昭也表示，系所評鑑開放大學自辦外部

評鑑的方向是對的，以確認每個大學有自我改

善、提升的機制。他認為，學校自己的評鑑機制

往往比外面做得更有效，因為系所對於問題會

「老實講」，然後由學校協助解決問題，人少給

人、錢少給錢；若是外部評鑑，學校的反應則較

被動。

化被動為主動  

評鑑應走向積極認證與獎勵

身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長，陳維昭直

言，衛生福利部所執行的醫院評鑑，評鑑結果與

健保給付的關聯很大，導致被動受評的醫院可能

造假；他則推動品質標章的評鑑方法，由各醫院

主動提出申請，通過的就給標章，對醫院反而是

很大的鼓勵。

陳維昭強調，大學評鑑也應如此，現行辦法

因為跟經費、招生綁在一起，各校不能不通過，

要求的只是最基本的品質，但事實上，評鑑除了

消極認可外，未來也可以做積極獎項與認證。

儘管評鑑是許多學校害怕的事情，但林聰明

表示，大學沒有評鑑就沒有壓力，也不好。他以

美國為例，在臺灣，教育部硬性規定各校要參加

評鑑，美國則是倒回來，沒有要求學校一定被評

不可，但是沒經過認證的學校，就沒有資格申請

補助，各校只好自動去參與評鑑與認證，「美國

制度讓教育部沒有壓力，臺灣則是教育部扛起全

部責任」。

就像考駕照  認可制評鑑當基本門檻

中國文化大學校長李天任則認為，認可制的

評鑑制度就像考駕照一樣，拿到駕照之後可以開

車，但不表示就開得好；評鑑只是過程與手段，

評鑑通過不等於辦學好，評鑑實在不應該扮演那

麼重要的角色。

中國醫藥大學副校長陳偉德也說，應把評鑑

當成基本的認證標準，既不是用過高的標準來衡

量，也不是評學校特色，評鑑應以學校必須具備

能培養出畢業生核心能力的項目當標準，其中包

括不能犯的致命性錯誤，以及可供改善的項目。

評鑑前  應把學校定位清楚

外界常談大學轉型，過去最大的問題在於許

▲大學應清楚自我定位，並建立

自我改善機制。（佛光大學提供）



22   第58期 104.11

多大學想追求研究型，各大學都要變

成臺灣大學，但做過臺大校長的陳維

昭認為，國家需要不同型態的大學，

雖然現在教育部針對不同類型大學有

不同鼓勵措施，但有些學校的定位仍

舊不夠清楚。

擔任臺大教務長時負責督導全校

評鑑事務的衛生福利部長蔣丙煌也指

出，評鑑大學前應先將大學分類，然

後再設定評鑑的目標，但要小心分得不好反而引

起發展上的困擾。評鑑最重要的是根據各大學的

定位去執行，每所大學屬於哪一型要先分好，而

不是每個大學都要變成臺灣大學，這是不可能的

事情。

蔣丙煌並建議，大學評鑑不只是教務長一人

的工作，所以盡量不要讓大家為了評鑑做文章，

或是準備一大堆資料，刻意準備的資料應越少越

好，評鑑委員可以從現成資料找問題，不清楚再

提問。

評鑑委員應具有評鑑專業

陳偉德深深感受到，任何一項評鑑都應該定

義清楚，而且評鑑委員一定要經過訓練。他直

言，評鑑委員雖然都是本業的專家，但不一定是

評鑑的專家，因此也需要學習與成長，才能維持

評鑑的品質。

舉例來說，有評鑑委員認為中國醫大空間不

夠，陳偉德指出，不是每間學校都像臺灣大學有

那麼大的校地，學校也希望滿足所有教授的需

求，一人一間大辦公室，但中國醫大地處市區，

空間不夠是沒辦法的事情，如果委員的要求合

理，學校一定會去做。

他進一步表示，每個指標也都要有根據及實

證，而不是評鑑委員想當然爾或是想像得知，否

則學校一旦被評為不通過，不但不服氣，也無從

改善起，最令人憂心的是把某校的特色當成評鑑

標準去要求其他學校，這樣所有學校又長得一樣

了。

評鑑指標增彈性  鼓勵學校發展特色

臺灣首府大學副校長戴文雄更有感，對於新

成立的小規模學校，希望評鑑能給學校更多彈性

與自主空間，協助新學校發展特色與立足，畢竟

同一把尺無法量出天下所有人才。

戴文雄說，由於評鑑給的是大指標，但學校

害怕改變後的風險無法承擔，因此往往不敢做大

更動，建議評鑑中心可以再規範出細一點的指

標，讓學校可以遵循，但又留空間給各校，或是

給學校成功案例做參考。

李天任則建議評鑑標準不要一致化，否則會

使學校辦學趨向一致，創造力與自由度都受到限

制。

評鑑當產業  協助他國品保認證

展望未來，期待評鑑中心能帶領臺灣高等教

育更上層樓，套用林聰明的期許，一定要塑造出

專業品牌，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強化國際化程

度，成為華人高教認證的專業品牌，進一步把評

鑑當成產業，協助其他國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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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制評鑑應作為大學的基本認證標準，避免每個學校長得都一樣。（中國

醫藥大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