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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經營的關鍵要素
――「優點」與「特色」

▌文／林錦川・東吳大學退休教授

臺
灣高等教育評鑑，自64年首次辦理專科學

校評鑑以來，已有將近50年歷史。

評鑑的主要目的在「促使受評單位經由撰寫受

評報告的過程進行內部自我檢視，並經由外部評

鑑委員的查核，提供專業評鑑意見，協助被評

單位針對缺失進行自我改善或針對優點更求精

進」。以目前教育部辦理的技專校院校務評鑑為

例，除於評鑑報告中針對各評鑑項目設置「優點

／特色」及「待改善事項與對應的改善建議」二

個欄位，用以提供評鑑意見外，為促使被評學校

針對缺失進行改善，各週期評鑑均會訂定與「自

我改善」相關的指標，要求說明「針對前一週期

評鑑改善建議的處理情形」，並規定各受評學校

於評鑑結果公告後1年內，須提交「自我改善計

畫與執行成果」。

針對評鑑報告的「改善建議」進行改善，是教

育部要求必須執行的事項，有助促使受評單位恢

復正常運作；「優點／特色」之評鑑意見，則提

供受評單位作為自主運用的參考。

學校或科系的永續經營危機

近10年來，少子女化對整體教育體制的影響漸

趨嚴重，大專校院已有部分學校因學生人數不足

（新生不來及舊生流失），造成收支失衡而被列

管輔導或退場；學校所設科、系、所、學位學程

（以下統稱「科系」）因學生減少而必須合併、

停招、裁撤的情形亦極為常見。此種情況將一直

持續到想就讀大專校院的學生人數與學校校數趨

於平衡時才會減緩。

新生不來與舊生流失的主要原因包括下列外部

及內部因素：

一、外部因素：家長和學生對公立與私立學

校，或對一般大學與技專校院就讀選擇的傳統

觀念﹅政經及社會情勢﹅國家教育政策等。

二、內部因素：學校聲譽﹅辦學理念﹅經營態

度﹅校長及各級主管的領導及執行能力﹅經營條

件（空間﹅設備﹅財務及其他資源）﹅辦學品質

與成效﹅畢業生生涯發展情形﹅學校地理位置

等。

針對上述外部因素，學校或科系能因應或加以

改變的空間有限；但內部因素則是學校或科系平

時即須主動檢視及處理的可管控事項；其缺失部

分，也必然會成為定期評鑑的「改善建議」而被

要求改善。

在以前生源充裕的年代，學校或科系居於「可

選擇學生」的位置，彼此之間不須為爭取學生而

競爭，學校或科系即使沒有積極作為，甚至未針

對內部因素所導致的缺失努力改善，亦只會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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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招到較高素質的學生，或因評鑑結果不佳而

影響聲譽而已，對持續經營不致產生立即的影

響；但在生源不足情形漸趨嚴重的近年，很多學

校或科系已轉換為「被學生選擇」的位置，上述

內部及外部因素的其中任何一項，都有可能造成

維持營運所需學生人數無法確保而產生經營危

機。

通常如果發現有下列情形，即是危機即將到來

的警訊：

一、希望入學（含推薦﹅申請﹅考試分發﹅其

他管道）人數及實際註冊人數持續減少。

二、學業成績﹅操行成績﹅傷病﹅⋯⋯等非自

主原因之外的，以「志趣不符」及「生涯規劃」

為退學原因的人數逐漸增加。（退學原因係參照

本週期（108∼ 112學年）技專校院校務評鑑「基

本資料表」1-5）

學校或科系在上述警訊尚未發生前，即應積極

採取「吸引優秀新生來校就讀」及「吸引優質在

校生繼續在學」的「招生」及「留生」措施；且

必須二者並重並行，讓新生願意入學，並讓入學

學生願意繼續在學，才有可能產生確保學生人數

之成效。

「招生」及「留生」的必要條件—強化

「優點」及營造「特色」

目前的大專校院，大部分採

綜合型方式經營，各校所設置

的科系及所規劃的教與學之內

容，彼此相似度偏高的情形極

為普遍，為爭取人數日漸減少

的學生來校就讀而相互競爭乃

勢所難免；即使是具有區隔性

的學校或科系，要能持續確保

學生人數亦將日漸困難。

在校數偏多而生源不足的現實環境中，學校或

科系要能「吸引優秀新生來校就讀」及「吸引優

質在校生繼續在學」，如果只靠針對定期評鑑的

改善建議及平時所發現的問題所進行的「自我改

善」，將會緩不濟急。非常時期，所能憑藉的是

讓人看得到的「亮點」或感受得到的「吸引力」

──「優點」及「特色」。

「優點」係指「長處，美好的特點」；「特色」

則指「與眾不同的地方」。（《國語活用辭典》，

五南）

具備「亮點」或「吸引力」的基本條件是擁有

相對較多的「優點」；進階條件是將可以發揮的

「優點」加以精進（提升層次或擴大範圍），使

之「與眾不同」而成為獨具的「特色」。

將「優點」精進為「特色」的作法例示如下：

一、「優點」可能多數學校或科系都會具有，

但「特色」則須依據自身條件個別經營。以外語

科系為例，其優點通常為「能落實培養學生聽﹅

說﹅讀﹅寫﹅譯五技能」；「特色」則可能是「安

排短期留學﹅國外研修或實習」或「培養第二外

語﹅商務等其他專長」。

二、「優點」只要能「善盡教育職責，發揮教

育機構應有的功能」即有可能被認定，但「特色」

則須用心規劃並落實執行方能凸顯。以導師制度

為例，其優點通常為「導師之安排符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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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輔導需求，且導師能善盡職責，積極協助學生

解決各項問題」；「特色」則可能是「另外安排

已就業且表現優良的學長／姐擔任業界導師」，

或「將畢業班導師輔導延長至畢業後1∼ 2年」，

並「建立完善的導師支援機制」。

「優點」與「特色」的自我檢視

為確保或提升「招生」及「留生」成效，學校

或科系必須精確檢視盤點現有「優點」或「特

色」，以利採取有效的精進措施。

目前大專校院針對「優點」或「特色」的例行

性自我檢視盤點機會，較具體的是「為訂定中／

長程發展計畫所進行的SWOT分析」及「定期的

校務或科系評鑑」，惟其週期較長（約5年），

有必要縮短間隔時間，掌握更近期的「優點」

或「特色」之呈現狀況；且因為少子女化造成

的是「招生」及「留生」問題，要探究新生不

來及舊生流失的原因，必須了解學生的想法。

基於上述考量，建議學校或科系可每年針對全

體新生及應屆畢業生分別設計問卷，於新生入

學後進行「入學動機調查」，及於學生畢業前

進行「就學滿意度調查」，以獲取可立即運用

的實用資訊。

以下所列，是從學生的角度（新生入學前的校

外視角及學生在學期間的校內視角）所可能見到

或感受到的「優點」或「特色」之基本項目，可

作為問卷題目設計之參考。

一、新生「入學動機調查」

1.  學校或科系聲譽良好。

2.  能提供除政府補助之外的其他安定就學及激

勵學習之獎／補助或協助。

3.  能提供住宿（宿舍或賃居）協助。

4.  能提供通學生上下學交通方便性之安排。

5.  網站容易搜尋點閱，資訊內容完整，有利對

學校及科系運作狀況的了解。

二、應屆畢業生「就學滿意度調查」

除上述「入學動機調查」之項目外，另增：

1.  校園綠美化、無障礙空間、安全維護、衛生

與整潔、生活設施（學生餐廳、醫護室、電

梯、廁所、休憩座椅、飲水機、機車停車場、

人行通路、指示路標、夜間照明⋯⋯）等規

劃良好。

2.  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各科目教學目標、各

種檢核指標具體明確，有利學生進行學習規

劃。

3.  行政制度完善，效率良好。

4.  教與學之空間、設施及軟硬體設備充足且維

護良好。

5.  建置國際化學習環境，推動國際交流。

6.  教師能用心教學及輔導學生，師生互動良

好。

7.  課程規劃良好，有助培養語文、資訊等基本

能力及就讀科系之專業能力。

8.  成績考評公平合理。

9.  能提供學生培養第二專長及強化生涯發展能

力之機會。

10.  能提供非住校學生願意留在校園的誘因，

如社團、圖書館、自習室、運動場地等。

11.  意見反映及溝通管道暢通。

結語

學校及科系宜依據上述兩種問卷調查所得「優

點」與「特色」之盤點結果，併同定期評鑑的

「優點／特色」意見，及參酌SWOT分析之「優

勢」事項，研訂具體可行的精進策略，投入必要

資源，積極推動：且宜利用各種資訊公開管道，

提升「優點」與「特色」之能見度，才有可能安

度即將到來的少子女化危機最嚴峻的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