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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去年（2003）年底到西安參加一項關於民辦教育研討會，當時我所提出的論文，

便是針對臺灣私立大學生存的危機與轉機；主要的論點就是：開放大陸學生來臺灣

接受高等教育，將有助於私立大學的生存。今年 7 月 28 日報載陸委會考慮要開放大

陸學生來臺灣修讀學分班，於是便想將自己的一些觀點提出來供大家參考。  

臺 灣 現在 的私 立大 學 面臨 的 危機 來自 許多 方 面， 包 括臺 灣高 等教 育 的急 速擴

充；學生來源逐年下降；以及可能開放大陸學歷採認等等。  

近十年來，臺灣的高等教育擴充的速度令人印象深刻。在 1992 學年度，全臺灣

只有 50 所大學院校，有 273,088 個大學生（不包括研究生）。但是到了 2002 學年度

時，大學院校增加到 139 所，在校大學生增加到 771,035 人。同一個時間裡，碩士

班學生從 24,711 人增加到 103,425 人；博士班學生從 6,560 人增加到 18,705 人。幾

乎所有高等教育在近十年來，都以極快的速度在成長。這是過去臺灣教育史上從沒

有發生過的現象。  

除此之外，從近十餘年來臺灣的出生人數演變，也可以很容易看出臺灣的人口

呈現負成長的現象。在 2004 年 5 月，國中三年級參加基本學力測驗的應屆畢業生有

31 萬人；但是同一年看到出生人口統計只有 20 萬人左右。當大學不斷增加，而學

生人數又持續減少，所有的大學都會遭遇到招生的壓力。而其中，私立大學所遭受

到的壓力又遠比公立大學來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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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4 學年度裡，臺灣的大學院校招生中，公立的占 30%，私立的占 70%。幾

乎所有新生都會優先選擇公立大學，因為學費便宜，知名度普遍比較高。根據統計

顯示，公立學校的學生單位成本是私立大學的兩倍左右。當然所有的公立大學在招

生時就更占有優勢。因此，私立大學只能努力維持辦學績效來吸引那些可能進不了

公立大學的學生。而對於新成立的私立大學，比較沒有知名度，招生會更加困難。

據報導，2004 學年，佛光人文社會學院資訊系只招到五名，只有一名報到；文學系

招到四名，只有兩名報到。  

在不久的將來，如果臺灣政府改變政策，承認大陸大學學歷的話，那麼對於臺

灣的私立大學而言，將又會是一次沉重的打擊。因為到時候可能會有不少臺灣的學

生，放棄臺灣的大學就讀機會，到大陸選擇更好的大學。基本上，大陸的政策是歡

迎臺灣的學生去就讀的。在大陸，臺灣學生通常可以選擇比他們在臺灣能就讀的更

好的大學。因此臺灣學生會覺得比較容易選擇到理想的學校。在這樣的情況下，臺

灣的私立大學危機已經是非常明顯。  

貳、高等教育的本質 

高等教育的本質與國民教育是不一樣的。高等教育的本質有三：高等教育是選

擇性教育；高等教育是跨國性教育；高等教育是專業教育。這些乃是高等教育的本

質。  

首先，高等教育是選擇性教育。選擇性教育與非選擇性教育有什麼不同？顯然

其中選擇的機會是主要的差異。從學生的角度來說，他們可以隨自己興趣與意願選

擇自己想要的高等教育；從大學的角度來說，所有的大學都可以在不同的學術領域，

設立門檻，選擇符合條件的優秀學生前來就讀。簡單講，這就是所謂的：雙向選擇。

從這個本質上來說，不論是臺灣學生或大陸學生，當然也都有選擇高等教育的權利。 

其次，高等教育是跨國性教育。在不同國家裡，基礎教育一定是強迫教育，也

是國民教育。那是因為基礎教育有其基本任務，就是教導學生學習日後成為國家公

民所必須具備的基本能力。因此，在國民教育裡，必須要有國家的意識形態在裡面。

所有的國家，都可以根據他們的文化、傳統、政治情勢及其他的影響因素等等，去

形塑他們所需要的國民。可是高等教育的任務與國民教育不一樣。高等教育的對象，

可能是來自不同國家，在高等教育裡，是沒有必要去強調國民教育的重點。這就是

為什麼我們說：高等教育是跨國性教育的原因。不論是在臺灣或大陸的學生，都不

應該因為政治意識形態的不同，而對於高等教育的內容有所影響。  

第三，高等教育是專業教育。高等教育既不是任何教育的預備階段，也不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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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教育。它是專業教育。高等教育是設計來培養專業人才的教育。不論學生來自何

方，高等教育的任務不會有所改變。兩岸的學生都會盡可能爭取高等教育機會，期

盼未來能成為專業人才。事實上學生該關心的，不是政治上的問題，而是能否藉由

高等教育，獲得個人的專業成長。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高等教育事實上是一個全球化的市場。它是會流動的。

自我封閉，與全球化市場隔絕意味著拒絕進步與成長。在高等教育方面，許多國家

都可能相互影響。各大學必須盡可能維持既有的優勢，藉以吸引來自全球優秀的學

生。沒有人願意失去優勢。包括兩岸的大學，都無法避免高等教育的共同情境。拒

絕接受這項挑戰，可能會導致高等教育素質的破壞與瓦解。  

參、有利於大陸學生來臺就讀的可能影響因素 

首先，大陸充沛的人口乃是最顯著的一項。在大陸，每一個學齡層大約有兩千

萬人。在 2004 年，大陸高等學校入學考試報考者有 723 萬人，預定錄取 400 萬人以

上。表面上錄取率超過 50%，但是事實上是還有 1,600 萬人沒有接受高等教育。如

果可能的話，相信大部分人也都希望接受高等教育。而每年只要這 1,600 萬人的

0.1%，就對臺灣私立大學生存的危機很有幫助。這項充沛的生源，對於臺灣的私立

大學而言，無疑是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第二個影響因素是大陸當前風起雲湧的出國留學風潮。根據新聞報導，大陸出

國留學有四個趨勢。出國的人數越來越多。在 2000 年有 39,000 人出國留學；在

2001 年是 84,000 人；在 2002 年增加到 125,000 人。這種增加的速度實在太驚人了。

大部分出國留學都是自費出國。這項自費出國所占的比率，在 2000 年時是 82%；

2001 年是 90%；2002 年是 94%。出國留學的年齡越來越小。不只是出國接受高等

教育，中小學生出國的也越來越多。以上海為例，中小學出國的案例在 1996 年時有

30 多個；到了 2001 年時已經有 1,500 多個。大陸學生遍布在全世界各地。在英國，

大陸學生 2002 年增加了 70%；澳大利亞與加拿大，大陸學生 2002 年增加了 50%；

在美國、日本、泰國還有許多國家，大陸留學生一直是居於第一位。即使是地中海

的小國家塞浦路斯，大陸的留學生也超過 300 位。由此可見大陸出國留學的風氣有

多旺盛。  

第三個影響因素是，大陸對於臺灣的高等教育普遍存有正面的評價。基本上，

臺灣高等教育的素質是被信賴的。大陸學生對於臺灣的高等教育擁有好的印象。因

此，只要臺灣政府宣布開放大陸學生來臺灣接受高等教育，相信應該會吸收很多學

生考慮來臺灣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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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影響因素是，大陸學生到臺灣來，比去其他國家可能遭遇到的文化衝擊

要來得小。因為兩岸在語言、文字、生活習慣等方面都有很接近的地方，大陸學生

要適應在臺灣的生活步調，比較不會有太大的困難。這一點對於留學生來講非常重

要。  

第五個影響因素是，臺灣的大學學費在國際上算是有競爭力的。比起歐美日等

國家，即使是臺灣的私立大學收費，也是很有吸引力的。這項有利的條件，當然也

會有助於吸引大陸學生來臺灣就讀。  

以上這些影響因素，都是對於臺灣私立大學的生存，具有正面的意義。  

肆、接受大陸學生來臺可能產生的衝擊 

這個部分可以分別從正面與負面兩方面來看。在正面的方面，接受大陸學生來

臺灣就讀，可以增進兩岸的交流與了解，這對於降低兩岸的敵對意識很有幫助。同

時，這也會促進大學改革與競爭的壓力。只有持續不斷的進步，才能夠維持大學的

競爭優勢。在負面的衝擊方面，外國的一些經驗可供借鏡。以日本為例，為數眾多

的大陸留學生，素質參差不齊。有投入色情行業的，也有造成治安問題的。也有些

學成希望留下來，不願意返回大陸的。這些在在都會招致反對開放者的強力攻擊。  

而更令人擔心的是，兩岸青年人的民族意識都有日漸高漲的傾向。尤其是臺灣

當前的民主政治制度以及政黨對立尖銳現象，恐怕大陸學生可能會不易適應；如果

進而產生新的高等教育問題，應該也不會令人感到意外。因此，政府及教育單位在

面對將來不能不開放的同時，對於可能發生的問題，也要預作準備與防範。  

伍、結  語 

任何再好的教育理想，都必須經由真實的教育才能實現。高等教育學府，如果

沒有學生，便無法培養專業人才。而臺灣的私立大學，正逐年在被逼近學生越來越

少的嚴厲挑戰。任憑你有再偉大的教育理想，如果沒有學生嚮往而且願意前來就讀，

再好的大學也只有關閉一途。根據新聞報導，在 2003 學年招生裡，有 11 所私立專

科學校，出現超過 4,000 個缺額，以致必須要辦理二次招生。這對於臺灣的私立大

學而言，就是一項警訊。到了 2004 年的招生，雖然沒有看到新的數字公布，但是沒

有樂觀的理由。再好的私立大學，也不敢保證將來缺額不會發生在自己學校身上。

開放大陸學生來臺灣接受高等教育，應該是符合世界潮流，也可以幫助臺灣的私立

大學。如何因應開放之後可能帶來的衝擊，相關單位必須開始思考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