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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針對1990年至2014年間，臺灣大專校

院變動趨勢進行分析，不包含空中大學、

宗教學校及軍警學校，而各年度統計資料係參

考教育部統計處公布在網頁上之各種資訊。以

1990年為例，其資料蒐集起迄時間為1990年8月

至1991年7月。本文分三個時期探討相關重要政

策對高等教育機構變動之影響。

解嚴開放階段（1985-1995年）

由於先前專科學校快速擴展，導致師資、設

備等問題浮現，政府遂於1973年暫緩私校設

立，至1985年才再次核准開放新設私立學校。

1987年臺灣解嚴後，政府在各層面均急於改

革，且因為國內經濟成長，人民生活素質提升，

對於高等教育的需求增加，政府被要求以更為開

放多元的政策促進高教發展。當時教育部長毛高

文於1989年以發展「質量並重」之高等教育為

施政重點，提出在量的規劃上，將逐年增加大專

學生及研究生人數，期使接受高教人數與總人口

之比例，由當時的2％至2000年擴增至3％。

接著，教育部於1990年新設6所學校，並廢止

三專學制，輔導學校改制為學院、技術學院或

二專。至1995年，大專校院由121所增至134所

（如圖一）。

改制擴充階段（1996-2007年）

為因應當時經濟之快速發展，以及解嚴後教

育改革聲浪之高漲，《大學法》於1994年進行

修訂，政府對大學發展的管制逐步鬆綁。同年，

民間亦發起410教育改造運動，提出四大訴求，

其中之一為廣設高中大學。

而為回應教改訴求，行政院於同年成立教育

改革審議委員會，並於1996年12月完成《教育

改革總諮議報告書》，提出五大教育改革方向，

其中，在暢通升學管道部分，即揭示高等教育除

了數量的適度成長外，亦同時規劃各類型的高等

教育體系。當時的教育部長吳京於1996年提出

高等教育第二條國道政策，使得許多專科學校與

獨立學院紛紛進行改制。

由圖一可知，大學與技職學院校數在此階段

大幅成長。而技職體系學院由於大量的專科學校

改制，使得技職學院數量遽增並達到高峰，共增

加了36所。反之，專科學校數卻因此銳減，由

70所減少至17所。在此階段，整體大專校院數

由1996年的137所，至2007年已有164所，共增

加27所，達到有史以來的頂峰。

嚴格管控階段（2008年迄今）

由於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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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WTO），面臨國際高等教育市場開

放的競爭，加上少子女化的浪潮來襲，也衍生教

育資源分配、高等教育辦學品質等問題。因此，

政府在量的擴充之餘，也開始追求品質的提升，

陸續研訂相關政策以改善高等教育擴充之問題。

2009年10月，教育部在立法院提出「高等教

育現況檢討及追求卓越的發展策略」報告，已明

確揭示學校數過量化與錄取率超高是當前高等教

育面臨的重大問題，並提出大學轉型退場之因應

措施與策略，並於2015年3月發布高等教育創新

轉型方案，以推動高等教育資源重新整合規劃，

提供大專校院多元發展的經營型態。

由此可知，大專校院的設立已由前階段的開

放成長再度趨向嚴格管控。故大專校院數在此階

段並未持續增長，甚至有減少之徵兆，但仍延續

前階段之改制浪潮，惟由專科學校改制為技術學

院，轉變為由技術學院改制

科技大學，使得科技大學數

量呈現大幅成長的現象，由

2008年的38所增加至2014年

的57所。此外，此階段另有8

所校院合併為4所大學、2所

技術學院停辦，合計2014年

共有159所大專校院。

大學數量膨脹的影響

自1990到2014年間，臺灣

大專校院數增加了38所，達

到159所，大學指考錄取率也

從1991年的40％增加至2014

年的95.7％，幾乎已是「人人

可以念大學」。然而，大專

校院數量增加及大量改制的

結果，也造成了整體教育資

源稀釋、大學校院與技專校

院定位不明、改制後學校整

體資源能否滿足發展需求以

確保教學品質，以及畢業生

就業等問題，儼然已成為當

前高等教育所面臨的重要課

題，並亟待解決。

圖一  大專校院校數變動趨勢圖（1990-2014）

註：以色塊面積表示各年度不同類別的學校數，以數值曲線表示

各年度各類別累加後的學校數；科技大學係技職體系之大

學，包含藥理大學、餐旅大學等，技術學院則為技職體系之

學院，包含戲曲學院、觀光學院等。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