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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系所評鑑制度的推動是我國教育史

上深具意義的大事，教育部高教司長陳

德華特別接受本刊專訪指出，九十四學

年度全國共有一百四十五所大學，比十五

年前僅五十所激增近三倍；大學數量不斷

擴充，已經使大學從菁英教育變成普及教

育，如何確保大學品質，也成為學校與政

府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認可制為國際趨勢

陳德華說，儘管每個系所設立之初都

經過嚴格審查，但設立後的運作與發展，

能否持續維持原先設立的宗旨，不偏離

軌道，尤其在與學生密切相關的教學、課

程、師資等品質管控上，有無達到一定水

準，甚至能否與時俱進，都需要加以考核

監督，系所評鑑正是品質管控的利器。

教育部高教司司長 談系所評鑑 文／陳曼玲

陳德華：

建立大學系所品質保證     新制度

國內首次結合退場機制的一般大學系所評鑑制度已經正式啟動，

教育部強調，這不是為大學做排名，而是透過系所評鑑建立大學品質管制機制，

確保全國各系所在課程、師資、設備等各方面，都能達到一定的「品質保證」，

連續兩年無法通過評鑑的系所，將強制退場關門。

認可

▲
高教司長陳德華

對首次大學系所

評鑑期許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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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並提到，其實近幾年來，國內系所

申請認可、認證的風氣正在逐漸形成，包

括中華工程教育學會主辦的工程類系所認

證，以及臺灣醫學評鑑委員會負責的醫學

院系評鑑，都比照國外作法採取認可制；

而此次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辦理的大學系

所評鑑，也以「認可制」作為實施方式，

通過評鑑「認可」的系所，等於取得「品

質保證」，可說創下國內大學評鑑制度先

例。

技職做先鋒 一般大學跟進

陳德華表示，大學系所評鑑的重要精

神，在於系所的自我比較，評鑑主軸係建

立在自我基礎上，根據系所自我設定的目

標進行評鑑，因此，每個大學系所的評估

指標並不一致，評鑑目的也不是為了替學

校排名，而是檢核學校系所是否達到應有

品質。

對於部分大學不了解認可制的意義，甚

至提出不同聲音，陳德華則認為，系所評

鑑認可制的精神在技職體系早已先行許多

年，並且結合減招、退場機制，社會反映

及成效都不錯，「但一般大學到現在才開

始系統化的推動，起步已經嫌晚，學校實

不宜再臨陣退卻，必須正視生源銳減所帶

來的生存危機，勇於接受檢驗！」

設立評鑑中心 建立制度

外界也相當好奇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的

定位及角色，董事之一的陳德華說明，基

於國內大學急需進行系所評鑑，且高教評

鑑中心的成立，政府與各大學都投入不少

資源，評鑑中心運作初期應立即扮演「執

行者」的角色，負責實地評鑑工作，但未

來大學評鑑則未必要全由評鑑中心擔綱，

評鑑中心可轉而發揮「評鑑」評鑑者的功

能，負責評估其他機構是否有足夠的條件

來評鑑大學。

「期待未來國內能有許多好的評鑑機

構出現，透過良性競爭帶動大學評鑑風

氣！」陳德華如此期許。他也坦承，國內

教育市場並不夠大，在制度建立初期，仍

需仰賴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扮演主導角色，

這是情勢不得不然的限制，評鑑中心將藉

助中心以外的諮詢委員、評鑑委員等外部

資源，完備整個評鑑制度。

■ 郭書紳／攝  臺灣大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