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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評鑑機制 大㈻校長提建言

大學觀點

在世界各國高等學府百家齊鳴的多元

化趨勢下，如何維持高等教育與技職教育

的學術競爭力及教育品質，不但是各校深

思長考的重要議題，也是評估國家競爭力

高低的重要指標之一。而這也使得評鑑機

制應運而生，希望藉由良好的評鑑機制與

指標，與教育體系相輔相成，幫助大學與

技職校院在教育之路上更上一層樓，藉此

協助各校檢視是否達成自我的期許目標。

目前國內各界對於實施高等與技職教育

評鑑的必要性皆有良好共識，認為評鑑機

制乃是確保教育品質所需的工具。不過，

綜觀目前的評鑑機制，大體上可分為「一

般大學」、「科技大學」、「技術學院」

等評鑑機制，雖然模式多元，但長期以

來，也有不少人發出是否應該整合相關評

鑑機制、避免流於多頭馬車的聲音，希望

藉此讓評鑑資源可以運用得更恰當。

評鑑中心可作高教與技職評鑑

整合平台

對此，中華民國私立技專校院協進會理

事長、嶺東科技大學校長陳振貴表示，要

討論評鑑機制之前，應先瞭解各類型評鑑

機制建構的「來龍去脈」，才能從中釐清

是否有整合的需要以及改革方向。

陳振貴表示，大學評鑑最早可回溯到

民國64年的學門評鑑，當時還沒有定期

舉辦的形式，主要是以質性文字敘述來

評鑑結果，藉此作為學校自我改進的參考

依據。到了民國79年，教育部開始實施

「私立大學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獎助」訪評

與書面審查，並於86年開始試辦公私立

大學校務綜合評鑑，才逐漸讓評鑑機制有

了一個較清晰的雛形。

民國93年，教育部開始委託台灣評鑑

協會辦理大學校務評鑑。94年時，首度

辦理科技大學評鑑，採取「四年一輪」的

評鑑模式。到了民國95年，正式由獨立

機構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推行一般大學系所

評鑑，並採取「五年一輪」的模式。

陳振貴指出，從評鑑機制的發展脈絡來

看，可以瞭解今日的評鑑機制乃經過「循

序漸進」的演變而來。在他看來，雖然

一般大學、科技大學、技術學院等三者的

教育體質有所不同，但從資源整合的立場

來考量，他仍贊成三個模式有整合的需要

性，可由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來搭建評鑑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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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整合平台。以評鑑週期為例，他建議

應該要採取「一致化」，讓原本採「四年

一輪」的科技大學評鑑也能和一般大學的

評鑑週期「統一」，以便於評鑑作業。

評鑑不宜多頭馬車  

評委須有認證培訓機制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理事長、國立臺灣大

學校長李嗣涔也有同感。李嗣涔表示，從

評鑑機制的長遠發展來看，的確不宜有多

頭馬車的情況出現，教育當局應邀集專家

學者來共同討論評鑑機制的整合面向與模

式，才能讓教育資源做更妥善的運用。

除了贊成整合外，李嗣涔亦進一步指出

「評鑑委員認證機制」的重要性，才能讓

「專業人做專業事」，使認證可以與評鑑

模式相輔相成、提升整體的評鑑成效。

對此，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校長曾憲政亦

心有戚戚焉。他強調，除了評鑑指標要切

合主軸、評鑑流程要妥適外，「評鑑委員的

專業與否」也是影響評鑑成效的重要關鍵

之一，擔負評鑑重責大任的評鑑委員應對

自己負責的領域及學門有完整且深入的瞭

解，避免以偏概全、流於主觀看法。而各

領域評鑑委員們更須在評鑑計畫啟動前召

開共同會議，確實瞭解各項評鑑指標的代

表意義，並對各學門的評鑑標準有一致共

識，才能讓評鑑結果更加客觀、不偏頗。

曾憲政建議，評鑑中心可以邀請具有意

願且具備評鑑專業的退休校長與學者共同

組成評鑑委員組織，並規劃一套良好的評

鑑培訓機制，藉此讓評鑑委員的立場可以

超然、專業。

五年一輪休息一年  

作為檢討改善期

不只評鑑委員要超然專業，私立大學校

院協進會理事長、文化大學校長李天任認

為，教育部更應該充分授權評鑑中心，讓

評鑑中心可以擁有自主性與超然立場。

此外，李天任也強調「檢討機制」的重

要性。他語重心長表示，無論是進行什麼

樣的整合與改革，都不能忽略「檢討與改

善」的重要性。以現行的評鑑機制來看，

主要是採取「一輪接一輪」的評鑑模式，

每當五年一輪的評鑑週期結束、緊接著又

開始啟動另一個新週期，過程雖然很有效

率，但卻因此讓評鑑機制少了一個檢討改

善的時間與空間。

李天任建議，評鑑機制未來可以設立

一年的「檢討期程」，每當五年一輪的評

鑑週期結束時，就可以將第六年設為評鑑

與改善的「檢討期」，讓教育當局、評鑑

機構、評鑑委員可以利用這一年的時間，

共同來檢視討論過去五年評鑑作業的優缺

點，藉此讓評鑑作業可以更盡善盡美，如

此一來，才能幫助國內的評鑑之路走得更

長遠。
▲一般大學與科技大學評鑑週期應趨於一致，以利

彼此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