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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退場誘因
葛自祥籲教部訂定大學優退方案

以下是訪談紀要：

退場無誘因  學校硬撐害慘學生

問：教育部計畫八年內合併8至12所公立大

學，減少20到40所私立大學，您有何看法？

答：八年時間很快就過去，私立大學應該都

要有危機意識。如果以未來可能有40所私立大學

倒閉的「極大值」預估，我研判其中10所可能是

普通大學，30所是技職校院，因為全國私立大學

中，普通大學僅35所，屆時可能有10所約三分之

一停辦；私立技職校院則有73所，其中15所專科

學校多為醫護類，近年招生情況良好，另外58所

技職校院則已有永達、高鳳兩所技術學院停辦，

因此預估剩下的56所私立技職校院中，恐將會有

過半數、近30所大學面臨關門或轉型命運。

在此情勢下，很遺憾教育部至今還未能提出讓

大學退場的「誘因」，以致一些註冊率偏低、甚

至被列為退場名單的學校所採取的策略就是「撐

到底」，因為一旦退場，學校資產將全部充公，

董事會什麼都拿不回來，所以學校一定是能撐就

撐，不會積極思考是不是該退場，也不會有多餘

資金投入辦學，結果弄壞了教學品質，倒楣的將

是學生！如果撐到最後一刻仍然不得不倒閉，則

學生轉學、教師失業、國家資源虛耗，受害的將

是整個社會。

分級防弊加營運績效評估  

為資產處分解套

問：依照法令，私人捐資興學就是做公益，校

產處分後不能流進私人口袋，這部分如何解套？

答：這是非常理想的說法，我也不排除真有這

種「理想家」董事會願意將校產全數捐出來，但

實際上會有多高比例的學校願意這麼做？建議教

育部處理大學退場轉型問題，應該碰觸最敏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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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海嘯來襲，私立技職校院首當其衝，私立科技大學

校院協進會理事長、龍華科技大學校長葛自祥呼籲教育部

勇敢碰觸大學退場最敏感的「資產處分」議題，給予大學

退場誘因，並且研擬分級防弊與營運績效評估系統，訂出

大學「優退」方案，避免學校一拖再拖，最後付出昂貴的

社會成本。

而未來大學得以生存的關鍵，葛自祥認為應靠就業、學生

口碑與境外生來「突圍」，特別是大學能否協助學生順利

就業，將是學生最「有感」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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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針對校產處分後的所得歸屬，研擬分級與

防弊方案，並且做好配套措施，避免學校從惡性

倒閉中牟利，否則根本解決不了現在的問題，也

不會有學校承認自己已經活不下去。

所謂分級，就是根據學校董事會成員的出資比

例來分級，例如現在的經營者如果還是創校時的

原始董事，因為創辦時期投入的資金較多，校產

處分後可以拿回的比例即應較高，且與第二代、

第三代董事，甚至教育部指派的公益董事有所不

同。我不否認董事分級問題有點複雜，但只要比

例不要訂得太高，例如前監察院長王建煊建議的

10％至20％不等，而且必須先把負債、人員資遣

等經費清償完畢，剩下的資產再依分級辦法分配

給董事個人，應該還是合理可行的，學校也才有

誘因主動退場。

至於防弊，有人擔心學校停辦後的資產若流入

私人口袋，恐將使都會區的私校故意惡性倒閉，

不肖董事即可坐收校地建物變賣的高額利潤；教

育部對此可制訂一套營運績效評估系統，規範位

於何種營運狀態的私校不得停辦，若董事會故意

讓招生績效變差，政府將祭出處分，甚至在學校

關門後，董事會一毛都拿不到。

針對10餘所列入退場口袋名單的私校，建議教

育部也可訂出「優退」方案，以資產處分後可拿

回的比例隨退場時間遞減為原則，逐一跟學校協

商；亦即董事會愈早提出退場計畫，校產處分後

可拿回的比例愈高，時間拖得愈久拿回的比例則

愈少，以鼓勵大學儘早處理退場問題。

地點、屬性與教師戰鬥力  

攸關學校能否成功轉型

問：除了退場之外，您怎麼看教育部提出的高

教創新轉型方案？

答：大學能否順利轉型，我認為「地點」是關

鍵因素，另外也與學校本身的屬性及類科有關。

例如工科為主的大學有許多重型機器設備，為了

逐漸轉型成老人院，必須再投入新的花費，但為

了兼顧招生又不能賣掉原先的設備，這樣轉型能

成功嗎？董事會願意轉嗎？

至於教師移動至產業界的構想，平心而論，真

正研發能力很強、具有「戰鬥力」的教師，大多

已經與業界產學合作，一旦學校退場，極可能會

被其他大學挖走，若想去業界發展，也有自己的

管道，不需政府轉介。但對於能量比較一般的教

師，業界並不是慈善機構，一定會仔細評估其是

否具有競爭力、對公司生產力有沒有幫助，因此

教師移動至產業界未必容易。另外，教師的專長

領域也很重要，若業界不缺該領域人才，教育部

即使做了轉介平臺，助益可能也有限。

辦理衍生企業  

加強就業、口碑式行銷與招收境外生  

問：教育部希望大學強化產學合作，透過辦理

衍生企業等方式轉型，您的看法呢？

答：與企業合作很重要，也是創新轉型方案中

最可行的方案。這是未來大學一定要做的投資，

透過產學合作成立衍生企業，創發與販售具有專

利的好商品，拉高學校整體收益，降低對學雜費

的依賴。現在確實已有大學朝這個方向思考。

問：未來大學生存的關鍵與挑戰在哪裡？

答：大學一定要將品質做好，找出特色，迎

合市場需求，調整系科，最重要的是必須讓學生

「有感」。因為學生最關心的就是就業，學校必

須讓學生感受到與業界有密切的互動，透過過程

的參與，學生就會認定自己的所學對未來就業有

幫助。

第二是行銷，最有效的行銷不是砸錢買廣告，

而是靠口碑，也就是當學生畢業時願意告訴別人



 評鑑   3

開‧卷‧語

「我這所學校很好」。有大學要求教師不准當學

生，這絕非好的經營策略，雖然一時討好了學

生，但學生畢業後會回頭罵學校，還會建議他人

不要去念，因為「隨便都可以混畢業！」反倒成

了負面宣傳。所以學校的品質把關非常重要。

第三，欲補充少子化短缺的生源，最重要的還

是靠境外學生與陸生。龍華科大這學期約有800名

境外生，其中470人是陸生，其他則分散於馬來

西亞、越南、日本、韓國等國家，對私校來說，

這是不錯的收入來源。有了收入才能投入學校經

營，做出績效，再爭取教育部的競爭型計畫，學

校品質、教學環境與學習設施才能持續改善，招

到好學生，形成良性循環。

開放進修部單招

搭配業界進行課程改革  

問：如何提高學生的就業力？

答：科技大學必須進行課程調整與改革，降低

理論性必修課的時數，改以選修為主，並且增加

實務性課程的比例，因為學生畢業後強調的是就

業，不會走研發也不會變成諾貝爾獎得主。學校

應定位清楚：只要雇主覺得學生好用，學校辦學

就成功了。

教育部在這方面的作法很開明，鼓勵科技大學

調整課程，但學校可能會面臨內部的阻力，因為

必修課改為選修課可能會影響老師的飯碗。所以

學校必須不斷與老師溝通，希望他們願意面對業

界，接受挑戰。

我常比喻，經營學校就像開餐廳，食材就是課

程，教師就是廚師，有頂級的牛肉還得搭配手藝

精湛的廚師，因此有好的教材還得引進好的教師

（例如業師）來教，將教師的能力與業界搭配。

最後則是要有好的用餐環境，所以學習環境（如

教室與設備）也很重要。這些都需要投資，學雜

費不能漲就會影響辦學品質。

問：學用落差問題如何解決？

答：龍華科大於二、三年前推出「訂單式就

業學程」，由企業向學校下訂單，量身訂製適合

企業的課程。企業並且協助大學開課，提供大四

一整年的實習機會給表現良好的學生，實習結束

甚至有可能獲聘為正式員工，成為學校的招生亮

點。此一概念後來衍生為教育部推動的契合式專

班與產業學院，有效縮減了學用落差。

另外，建議教育部放寬招生管制，開放四技二

專進修部完全單招，才有助於學校與業界合作，

創造誘因吸引學生報考。受惠於學校周邊有許多

產業，龍華科大進修部目前有將近200名學生由企

業認養，不只四年學雜費由企業負擔，還可以正

式員工身分獲聘，填補企業的人力需求。此也再

度凸顯出學校能否成功轉型，地點很重要。

科大教師評鑑應著重教師教學表現  

問：既然要提升教師能量，如何避免教師評鑑

重研究輕教學？

答：技職校院的教師評鑑不能獨尊研究，以

龍華科大來說，教學項目的採計比例至少要達

30％，研究、服務與輔導最低則可降至10％，可

見「教學」在教師評鑑的地位比「研究」更重

要。龍華科大正在規劃教師教學升等，不過困難

點在於教學績效不易量化。

此外，學生對教師的問卷評量成績不會列入教

師評鑑計分，因為可能會有學生不滿老師過於嚴

格而心生報復的爭議，因此，龍華科大只將教學

評量問卷提供老師作為自我改進的參考，若專任

教師分數未達70分，我們會請老師到微縮教室參

加教學研討，透過錄音錄影等設備給予教學方式

的建議，但也會邀請優良教師一起參與，以免有

老師被貼上教學評量成績不佳的標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