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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淪為買方市場
林聰明憂少子化恐重挫學生品質

以下是訪談紀要：

少子化衝擊教育與經濟  

高齡化將造成師資斷層

問：國內大學正處在時代的轉捩點上，您如何

看待臺灣高等教育的處境與局勢變化？

答：少子化對臺灣高等教育的衝擊真的很嚴

重，明（105）年入學新生就要減少2萬6千人，

106年再降2萬5千人，單單這兩年就少了5萬1千

人；假設一年有25萬名新生入學，等於一瞬間就

有五分之一的學生消失，以中等規模的大學一年

招收1千人計算，就會有51所學校招不到學生，這

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教師生計、校舍閒置等問題

也會連帶爆發。

少子化衝擊大學之後，接下來就是產業人力

短缺，國家經濟遭到重創，因此這不單是教育問

題，還會引發產業問題、經濟問題、社會問題，

最後演變成政治問題，連鎖效應全部都會出現，

對國家將造成很大的傷害，政府應趕緊提出因應

對策。

少子化的另一面就是高齡化，學術高齡化將導

致高等教育出現師資與學術水準的斷層。現在年

輕人因為怕吃苦或回來後找不到工作而不願意出

國留學，世界名校也鮮少見到來自臺灣的教授參

與學術合作研究開發，可能讓臺灣在學術研究上

逐漸被邊緣化。

此外，加上國際化的影響，許多外國大學紛紛

來臺招生，國際人才流動加速，臺灣若再不加入

東南亞國協（ASEAN）等國際組織，真的會被國

際社會排擠，而一旦貿易發生問題，國家人才就

會迅速流失。

近年大陸又不斷以高薪挖角臺灣人才，而且

不只挖一個人，是整批一次挖走，更是國際化對

高等教育的重大衝擊。倘若人才不能回留，國內

學術菁英因高齡化而後繼無人的問題恐將雪上加

霜，臺灣的高等教育真的會爆發嚴重危機。

▌文／陳曼玲    圖／陳秉宏

今年大學與四技二專考試入學分發缺額雙創近年新高，少子化衝

擊迎面而來，大學處在時代的轉折點上，命運令人憂心沖沖。

曾經擔任教育部政務次長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校長的南華大學校

長林聰明接受本刊專訪，特別提醒少子化將引爆一連串的教育、

產業、經濟與社會問題，大學更將淪為由學生主控的買方市場，

政府應拿出有效對策管控品質，勿放任大學為了留住學生而「放

水」，否則未來我們的下一代必將品質低落，最後賠上的是整個

臺灣社會。

開‧卷‧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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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經濟部門加入政策配套 

廣納東南亞與陸生來臺

問：您曾任教育部次長，能否建議一些有效的

策略來解決問題？

答：現在私立學校因為生源短兵相接，各自使

出不同手段搶學生，但與其大家互相拉扯，不如

由政府帶動向國際拓展生源，尤其應提出各種政

策誘因，廣納東南亞與中國大陸學生進來。新加

坡政府為了吸引優秀人才到新加坡當地念書，特

別允許外籍生畢業後可留在當地工作，臺灣政府

也應起而效尤，一方面解決大學的生存問題，一

方面也可紓解將來產業人力資源不足的困境，才

不會影響到臺灣未來的產業結構與人力結構。

在招收陸生方面，由於牽涉兩岸關係，目前只

開放二一一與九八五工程的大學，未來應逐步擴

大到省級學校，並且擴大招生名額。大陸學歷採

認政策開放之初，我們擔心臺灣的學生會被大陸

拉走，所以不敢大幅開放陸生來臺，但一旦日後

大陸的師資、設備、教學品質全部提升上來，臺

灣再想招收陸生，陸生就不見得願意來了！所以

臺灣現在應該把握機會，逐步擴大招收陸生，否

則未來很多大學絕對會出問題。

問：所以您認為解決大學退場問題，最重要的

還是從生源著手嗎？

答：對。教育部最近提出高教創新轉型方案，

提供大學更多辦學彈性，這樣很好，但要做成功

不是這麼容易，擴大生源才是短期內解決大學危

機的最好方法，而且一定要透過政府帶動，光靠

學校單打獨鬥，力量太小。現在都是各校自己

在外面衝鋒陷陣，各自拉扯，如果政府能夠走出

去，不只教育部門，連勞動部門、經濟部門整個

配套措施都做出來，其他地區或國家的菁英才能

看見臺灣，願意來臺念書。

為了擴大生源，國內大學一定要向外做國際化

的拓展，不僅師資要國際化，還要廣開英語化與

國際化課程，否則將來恐怕只有關閉一途。

企業攜手大學宜避免失控  

問：您曾在產業界任職，高教創新轉型方案鼓

勵大學與企業合作，您的看法為何？

答：與企業合作是學校解決短期財務問題的可

行方式，一為企業進駐校園，與學校教師合作辦

理公司的研究發展計畫，企業既可省下購置土地

的資金，又有學校的人力資源與設備做後盾；二

是學校進駐企業，承包企業某些部門的業務，例

如負責企業的人力資源培訓。透過企業與學校的

雙邊合作，讓彼此都有利基產生。

建議政府給予企業更多制度面的誘因，例如

與學校產學合作即可獲得租稅減免，以鼓勵企業

積極與大學合作。但企業進入校園的程度也必須

適可而止，若介入太深，變成校長必須依賴整個

企業，則學校的教學研究就容易被企業主導而失

控，大陸便有一些例子殷鑑不遠。

大學應辦校際聯合會考管控學生品質

問：除了擴大生源之外，當前臺灣高等教育最

迫切該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答：少子化導致大學生品質低落才是我最擔

心的效應，因為在生源不足下，大學變成買方市

場，學生有好幾個學校可以做多重選擇，如果這

所學校的老師給分嚴格，他就轉到別所學校去。

學雜費是私立學校的龐大財源，拉到一名學生一

年可進帳10萬，100人就有1千萬，乘以四年就是4

千萬的收入。若校方擔心生源受到影響，要求老

師放水，學生不來上課也不准當學生，一定會導

致畢業生品質不佳。另外，學生如果在填寫教學

評量問卷時，將教學嚴格的老師給予低分，對於

認真負責的老師來說也是個衝擊，這些都會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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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授不敢對學生的品質有所要求。

當教學淪為買方市場，學生就可以主控許多

事，老師也不敢依照自己的行事風格與嚴謹程度

評分，只好讓學生予取予求，如此將影響學校整

體辦學，使大學生素質下降。為防止類似問題發

生，大學必須做好品質管控，建議可以舉辦跨校

或跨區專業會考，由鄰近學校共同出題，未通過

者不得畢業或必須補考、重修，而且大學間互相

督導，嚴禁放水，以有效遏止學校討好學生。因

為我們的未來要靠這些學生，他們的品質不好，

後果就得由我們承擔。此舉所產生的漣漪效應與

品質管控問題，真的比少子化更令我憂心。

另外，道德淪喪也是現在很嚴重的問題，例

如反課綱高中生對國家教育政策領導人的某些態

度，在過去是不會發生的。大家有意見應該好好

溝通，從「心」尊重他人、尊重團體，然後再一

起看看事情能不能從現在的出發點慢慢改進。

實施大數據分析為本的校務管理

問：您認為大學應如何建立品質管控機制？

答：大學管理一定要以數據為依據。教育部

現正推動校務研究，就是根據大數據來分析，由

學校本身先訂出核心能力指標，再透過數據分

析檢視是否達成目標、問題點出在哪，然後加以

反應與回饋，最後進行改進。如果沒有正確的數

據資料，就無法分析問題，遑論啟動後面的改進

機制。另外就是先前提到的訂定各科知識能力門

檻，聯合各區域學校一起舉辦考試，也是管控學

生品質的有效作法。建議可由教育部來建立品保

管控機制，再鼓勵與引導大學訂定相關措施。

行銷應以品質為中心  

突顯特色化與差異化

問：您一直強調擴大生源的重要性優於創新轉

型，請問您對大學退場的看法？

答：大學退場恐怕仍是在所難免，我認為少數

品質欠佳的大學終究一定會退場，但希望可以透

過引進生源、擴大來臺念書與就業的優惠措施，

減緩其他大學退場的速度，再配合品質的提升，

以及辦學的特色化與差異化，讓人感受到學校的

脫胎換骨，而不要所有學校都「一條鞭」式的套

用同一種標準，這樣當然不會有特色。

問：臺灣有100多所大學，有辦法每所學校都

做到特色化、差異化嗎？

答：沒有問題。我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國

外的一流大學如哈佛、劍橋、牛津等校都位於鄉

村，不在交通繁忙、資訊便捷的大都市，但他們

照樣可以把劣勢化為優勢，成為世界一流大學，

吸引全球的菁英學子前來；反觀臺灣的頂尖大學

都集中在都市，因而造成城鄉差距現象。所以鄉

村的大學應設法結合當地特色，例如觀光、休

閒、旅遊等，將在地大學的特色化與差異化突顯

出來，扭轉教育的城鄉落差。

我到南華大學服務後，將生活機能的改善列

為優先要務，先解決師生的交通、食宿、醫療等

問題，再將系所辦學以生命教育、環境教育、健

康、關懷為主軸，把差異化建構出來，然後加上

其他誘因，即可突顯出學校特色。例如，南華的

環境很適合禪修，我就鼓勵企管系將此特色融入

管理學，推動「禪的管理」，如此一來不見得會

輸給臺大與政大。另外還有結合宗教特色的生死

系與宗教所，成功吸引各領域人士前來就讀。

在少子化的今天，大學若不特色化與差異化，

一定會出問題。適度的行銷也很重要，但行銷的

先決條件是品質，一個沒有品質的行銷，只會愈

行銷愈慘。先提升學校的辦學品質，再將辦學內

容特色化與差異化，是未來大學得以勝出的重要

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