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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的理念？

從實證角度分析我國高等教育在全球化脈絡下的發展

在全球化風潮之襲捲下，今日大學

之定位已與傳統大學相去甚遠。傳統

以人文價值為核心、以知識傳遞為重

點之單純的大學功能，已經隨著高等

教育的擴張而複雜化。大學同時需扮

演為國家經濟體系培植高級人才、形

塑國家認同、延續民族文化等多重角

色。而伴隨著全球化而來的「知識經

濟」時代，更讓大學的所謂經濟價值

提高，因而得到政府更大的矚目。加

上「新自由主義」思潮之風行，以及

追求世界一流大學的普遍壓力，使得

要求大學展現績效、提高排名的呼聲

日益升高，大學亦因而更進一步地被

迫與市場結合，以求達到來自政府部

門、家長學生、及評鑑單位等各方之

要求。

本研究分析政府部門所公開之各

方統計資料，台灣高等教育資料庫所

得之大一、大三學生問卷結果，以及

對政府高等教育政策之研究，得到以

下數點重要結論：

1. 在我國，大學一貫扮演知識傳遞以

外之多重角色，又以為國家經濟服

務的角色最為凸顯。長期以來，大

學招生的名額及科系緊密地與經

建會所預估之人力需求結合，致使

各大學對於科系之設立、調整、甚

或裁併，皆無自主之權力，對於各

系所招生之員額，亦無自主裁量之

自由。大學教育中對於培育學生人

文素養之功能，亦非歷年國家教育

政策決策者所關心。

2. 在全球化風潮之推波助瀾下，教育

部近年之各項高等教育政策明顯

希望加速大學之市場化與國際

化，並要求及鼓勵大學朝爭取世界

或區域排名為目標，並不斷強調大

學辦學績效之展現，致使大學在內

部各方面開始朝向市場化與國際

化之目標發展，其中亦包括不斷地

強調系所課程與就業需求之契

合，此亦可反映在系所名稱之「響

亮化」的趨勢，用以吸引潛在學生

以及畢業生之未來雇主。

3. 大學科系實用化之現象在台灣受

到 1980 年代中期以後之高等教育

擴充影響，而變本加厲。加上 1990
年代後之全球化風潮，主導政府之

高等教育政策方向，鼓勵產學合

作，大學為企業與就業服務，各種

競爭力掛帥，致使近年來我國大學

學術資本化的現象慢慢形成。大學

既在知識經濟時代中扮演關鍵角

色，便將大學科系之外貌與內皆容

完全倒向實用主義之現象，更為合

理化。

4. 由於國家對經濟發展之重視，以及

大學所扮演之服務經濟的角色，使

得我國大學科系之發展明顯向就

業導向傾斜。工程學門、商學、教

育學等具有清楚對等職業之科系

的學生人數，歷年來皆佔全部大學



生人數之三分之二以上。相對地，

人文學科、自然科學等無相對應職

業之學門，則長期以來在學生數方

面居於弱勢。

5. 我國一般大學科系名稱之演化亦

有驅於細分、以及實用導向之傾

向。受到教育部對於大學師生員額

嚴格管制、以及學科知識分化之趨

勢影響，一般大學之科系有明顯的

細分傾向；而細分之方向則以趨向

應用、實用性質為最大宗。

6. 由於高等教育發展在我國之歷史

不長，加上政治與經濟國情之影

響，致使我國向來缺乏如美國人文

學院之類的「菁英式大學」，就連

所謂的幾所頂尖大學亦清一色以

實用導向之科系為招生大宗，因此

短期之內恐怕難以出現以菁英式

教育為主的大學，而將續以職業訓

練為導向。換言之，我國大學的分

層化（stratification）固然有可能會

因為高等教育的大幅擴充、大學招

生人數的大幅增加而自然產生，但

是分層化之方向與方式恐將與英

美等具有深遠人文教育傳統的國

家全然不同，意即所謂的菁英與非

菁英教育皆將繼續在職業訓練的

焦點上打轉。

7. 近年來，由於知識的急速分化，資

訊與電腦技術的快速演進，國際化

在全球經濟體系的重要性，以及大

學在知識經濟體系所扮演的顯著

角色，使得大學的教學內容與知識

傳遞的方式形成重大的改變。跨學

門知識與統整知識的技能，成為大

學需要培養學生之重要能力。我國

大學對於此一趨勢似有所覺，但目

前幾乎皆以「學程」或「雙主修」

的方式進行，對於科系本身仍看不

到明顯的科際整合或深化合作之

趨向。此種方式是否能夠確實帶給

學生符合全球化時代潮流的能力

與知識，尚有待觀察與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