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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論壇】 

◆ 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因應政策 

淡江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教授╱楊國賜  

  高等教育的成效，將是決定國家競爭力的主要關鍵。我國教育未來的發展，政府與大

學校院應充分合作，大幅推動各項革新措施，以突破現階段高等教育發展的瓶頸。在崇高

理想與前瞻性的目標引導之下，當前的教育改革已為未來高等教育的發展描繪出一幅美好

的遠景。 

 

建立開放競爭的高等教育市場 

高等教育市場未來會更開放，更具挑戰性。我國大學數量已趨飽和，雖不應再擴充，但政

府亦不宜管控人力培育的規劃，宜尊重市場自由競爭的機制。今後應避免過度擴充和競爭

造成教育資源浪費和人力供需失衡而產生負面衝擊，品管才是更重要的課題。 

 

一、各大學運作的資訊應更公開，透過網路提供社會瞭解各校辦學之現況，以發揮市場監

督的機制。 

二、建立學校退場的機制，對於無法持續經營的學校，讓學校有整併的機會。 

三、配合國際化的趨勢，引進國外一流大學來台設校，促進國內大學教育水準的提昇。 

 

建立彈性人力培育管道 

因應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大學對人才的培育及課程的規劃，必須掌握更大的彈性機能，

才能因應產業快速變遷的需求，滿足產業發展所需的人力資源，進而掌握發展的先機，提

升國家的競爭力。 

 

一、設置彈性學程，允許學程招生並授與學位，逐步打破系所僵化的結構。 

二、採行學年制與學季制並行之規劃，提昇學校資源的使用效率並縮短學習的年限。 

三、調整大學內部組織，破除系所山頭主義，系所僅作為提供課程之單位，學生不歸屬特

定之系所，以因應彈性學制發展之需要。 

 

加強科技人才的培育、延攬與運用 

在全球化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的創新、運用及推廣，已成為未來大學教育發展的重要方

向。「創新」、「再學習」、「網上學習」以及「科技知識素養」，將是我國提升競爭力

的關鍵性指標。 

一、研訂大學加強培育人才方案，並結合科技產業，建立研發團隊。 



二、在研究型大學與研究機構建立良好的行政支援系統及生活、語言環境，以利吸收外籍

學生，攻讀博士學位。 

三、建立與國外大學或研究機構合作，以培育高級科技人才的培育機制。 

四、放寬國籍限制，以利延攬國外高科技人才，充實大學師資陣容，俾益知識經濟發展。 

 

鼓勵大學整併與發展重點特色 

大學應講求最適經營規模的發展，以有效運用教育資源並兼顧教育的效能。因此，政府亟

需鼓勵大學整合資源，使最少投資，發揮最大經濟規模之效益，全面提升教學品質追求大

學的卓越發展。 

 

一、校際合作：大學基於教學、研究、推廣的需要，從資源的整合、交流、互動開始，例

如系所規劃、師資聘用、運動設施、校際選課、研究計畫等事項，皆為校際合作的可行方

向。 

二、策略聯盟：提出具體的共同運作計畫，整合數個有潛力的研究中心或具有跨校性之發

展方向、特色等進行規劃，逐步整合可互補之大學校院成為一個新大學系統。 

三、學校合併：鼓勵同區域或同性質可以互補的國立大學校院合併，成為一個規模更大、

資源更充裕及更具競爭力的大學。 

 

追求大學學術的卓越發展 

隨著教育自由化與國際化的趨勢，大學教育的發展應以追求卓越的目標，培養與國外大學

相互競爭的能力。 

 

一、建立大學多元評鑑制度，引導各校調整學校發展的定位，使國內逐步發展出各種不同

類型的高等教育學府，滿足大學功能分化的需求。 

二、重點選擇具備發展潛力的大學特定領域，提供特別的協助，以發展達國際一流水準。 

三、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合作，選擇國外重點大學，建立直接而密切的合作關係，並尋求共

同培育人才及合作研究的計畫。 

四、推動各大學共同合作成立國際研究學院，採英文授課，吸引國外優秀學生到國內留學。 

五、提供制度上的協助及相關誘因，引進國外一流大學在國內設立分校，以發動國內大學

教育品質的提升。 

六、重點發展部分研究型大學達到國際一流大學的水準，成為國際的學術研究重鎮。 

 

提昇大學知識創新競爭力 

大學為培育國家高等人才，研究發明與創新科技的主要場所，其績效與品質，為二十一世

紀國家競爭力的一項重要表現指標。因此，如何使大學成為知識產業的殿堂，能夠創發知

識，善用知識，以培育出具有創造力的研發人才，全面提升大學知識創新與國際競爭力。 

 

一、建構各領域知識平台，促進知識創新、運用與傳播。 

二、強化大學研究中心和創新育成中心的功能，促進產學合作，有效爭取民間資源，提升

學術品質，並運用知識創新成果，協助產業發展。 

三、獎助專業學術期刊國際化，並獎勵大學師生積極從事知識創新與創意教學，邁向國際



級的一流大學。 

四、十年內至少一所大學居全世界大學排名前一百內為目標。 

五、以五年內至少十五個重點系所或跨校研究中心排名亞洲第一為目標。 

 

新思考 新管理 新文化 

當前我國社會正處於高度發展的挑戰與衝擊之中，在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我國高等教育，尤

應儘速採取適當的因應措施，積極改革，進行重大轉型，舉凡高等教育的理念、經營的型

態、制度的變革、課程的創新等，期能適應未來新世紀的需要。綜觀國內的高等教育發展，

在多元化、自由化、民主化及國際化的挑戰與變動下，亟需新的思考模式，採納新的管理

機制，建立新的文化價值觀念來形成新的大學文化，以凝聚共識。並經由政府與高等學府

的良性互動，妥善整合，並積極落實執行政府所提出各項因應政策，才能發揮新功能，全

面提升高等教育的品質與競爭力，建立台灣高等教育永續發展的基礎與動力，追求卓越，

迎向國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