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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學界對於大學評鑑議題十分關

心，媒體也迭有討論，其中有部分聲音提

到系所評鑑應該分類進行，理由是不同類

型的大學性質互異，因此評鑑標準也應該

不一樣。這項論點看似成理，但其中仍有

值得深究之處。

評鑑辦學理念 形同分類評鑑

首先，目前的系所評鑑本來就無統一、

固定的評鑑指標，雖有規定五大評鑑項目

（「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課程設計

與教師教學」、「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研究與專業表現」、「畢業生表現」）是

所有系所都應受評的要項，但並未進一步

規範各項目的「標準」何在。

因為系所評鑑並非依據共同的評鑑標準

來評鑑，而是根據系所各自的辦學理念，

來檢視系所有無實現其辦學理念？一旦

偏離了辦學理念，有無自我改進機制與措

施？而既然沒有共同的評鑑標準，系所評

鑑當然不能進行校際互相比較；且既然是

根據各自的辦學理念來評鑑，則從分類的

觀點觀之，每一種辦學理念或許都可視為

是一種系所的分類，那麼雖然大學目前並

未正式分類，實際上卻已經被辦學理念分

成N類了。

因此，現在執行的系所評鑑不僅不是

外界誤以為的沒有分類與單一評鑑指標，

反而是作法太過多元，以致於即使在同

一個學門裡，評鑑標準都不見得一致，亦

沒有最低標準。但有鑑於過去國內大學辦

學缺乏特色，經常被人詬病為「教育部大

學」，現在為了促進大學多元化，相信多

數人還是寧可同意大學評鑑標準應當多元

化，而不是重回一元標準的老路。

然而弔詭的是，既然系所評鑑已經形同

分類評鑑，而且還被分成很多類，為何學

界陸續還會有分類評鑑的聲音傳出？究其

原因，可能在於部分評鑑委員心中仍然存

有「相互比較」的傳統觀念，沒有抓住此

次系所評鑑的核心精神是以「自我比較」

為主軸，致使受評學校有所怨言，建議乾

脆分類來比。

為評鑑而分類 無法解決問題

不過，個人想請大家思考的是，如果大

學必須分類評鑑，那麼應該分成幾類才適

當？分類不是分級，儘管行政院高教宏觀

規劃委員會曾建議大學分成研究型、教學

型、專業型、社區型四類，惟出發點並不

是為了評鑑之用，現在若是為了評鑑而分

類，則只分成三、四類恐怕是不夠用的。

「大學分類」還是「委員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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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何在？因為長期以來學界對於大

學之間的比較方式始終意見分歧：有人主

張公私立資源不同，不能一起比較；有人

認為大學部學生比例高的學校，不能與研

究所學生比例高的大學放在一起比；還有

人主張以人文社會領域為主的大學，必須

與偏重理工領域的大學分開比較，甚至連

醫藥、體育、藝術類大學也要各自分別評

比；另有人倡議拿新設大學與歷史悠久的

老校一起比較有失公允。

由此可知，光從公私立、學生結構、領

域與設立歷史來區分，大學就可以分成許

多類，如果還要再細究其他的差異性，則

很可能必須分成二、三十類來評鑑，才能

做到真正的公平。從美國的例子觀之，最

常被使用的卡內基大學分類，也是歷經好

幾次的調整與修正，以適應高等教育不斷

變化的情況。

可見大學分類本身用意雖好，但若是為

了評鑑而分類，則無法解決問題，還會落

入同類相比的窠臼，不符合認可制係自我

比較、不做校際比較的精神；因此，個人

認為系所評鑑的關鍵不在於「學校」是否

分類，而在於「評鑑委員」應該分類；評

鑑委員的聘請如果可以根據受評學校的屬

性，挑選來自同一類型學校的委員，評鑑

時或許就比較可以掌握「同理心」，避免

用研究型大學或國立大學的標準與刻板印

象，來評鑑教學型大學、專業型大學或私

立大學。

以評鑑委員分類 

取代大學分類評鑑

若能做好評鑑委員的分類，遴聘與受評

大學屬性相符的委員，新設大學與私立大

學就不用再擔心是否會被來自公立研究型

大學的委員，以高標準影響評鑑結果；但

在挑選評鑑委員時，也須注意來自同類型

大學的委員必須公正客觀，不能存有「同

行競爭」的不當心態，刻意打擊對方。

根據上述考量，個人建議評鑑委員分類

的適切作法，除了遴聘與受評學校同類型

的委員擔任，也應遴選來自不同類型學校

但能認同、體會其他類型大學辦學艱辛的

委員，一起參與評鑑，在評鑑過程中共同

消除偏見，圓滿完成實地訪評任務。

至於如何篩選出能夠認同其他類型大學

的評鑑委員？在遴聘評鑑委員時，評鑑中

心除了請「學門認可初審小組」與「認可

審議委員會」嚴格把關外，也歡迎受評學

校提出意見反映，並且推薦具有資格的優

良教授擔任評鑑委員，在接受評鑑中心課

程培訓後給予認證，成為評鑑同類型其他

學校的優質評鑑委員。

若學界對於以「評鑑委員分類」取代

「大學分類評鑑」的理念能夠達成共識，

評鑑中心即可著手推動上述構想，讓系所

評鑑邁向新的里程碑。

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