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六政策建議及具體措施

卜

士官且

壹之

因應生源變化趨勢方面

 一「因應學齡生源變化趨勢，提供定位明確之 適化課程」

 	立即可行建議	一"'""
 略策一	^1、以課程改革開發學齡(18-22)學生	^2、協助學校課程轉型及開殷其他學術
 	來源。、""一	L產，面。。
 	^1．1、大學應對課程規劃實施改革，強	2．1、推動專案協助學校檢討現行系所
 	^化定位與區隔，滿足不同需求之	規劃課程西己置等學術產品，調整
 	^學生。	課程之客製化。
 	^傳統18-22歲本科生學齡學生來	課程一定要符合社會的需
 	^源之確保將是各大學能否在少子	要，教育部應和經建部門密切聯
 	化浪潮下水續經營的關鍵。這項	繫，隨時掌握產業和經濟發展趨
 	策略必須由學校主動規劃，一般	勢，設置教育產業與經濟發展平
 	而言大學課程改革係以調整科系	台，鼓勵大學根據社會需求調製
 	與課程及學生跨領域學習之規劃	客製化課程成為學術產品，並透
 且輟	為主軸，以培養學生具備基本核	過消極之評鑑、積極之專案獎勵
 措施	^tb能力及多元能力之人才。	方式，促使學校和系所回應社會
 	1．2、學校若以開發生源角度規劃課	需求。
 	程，則近年來各校調整系所名稱	

 	和專業領域之作法，可繼續推動。1．3、引導學生在專業領域中建構其思	

 	考方式，並學會如何找出學習童	
 	點，進而培育出寬廣的視野與領	
 	導的能力，使學生在大學教育之	

 	後能擁有高度之社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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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之二「體察各類型學習市場趨勢，開發多面向學生市場

 	立即可行建議	中、長程建議
 	叩。"""'。"""。	2、開發多面向學生市場，協助大學將

 	^d立。	進修推廣教育的觀念擴大為終身繼續教育。

 策略		3、鼓勵大學與企業合作，開發企業大學(^0印orative university j ^教育市場。
 	1．1、將學校的學生組合列為學校中長	2.i ^ BM%^m%mm%M%Lttt$t
 1	期發展計畫的內容，這個作法的	圍縮小，如停減辦在職專班，宜
 I	用意是喚起大學正視學生市場	將在職進修與學位授予掛勾之作
 	變遷的事實，根據自己的特色組	法修正為終身教育導向，另給成
 具體^	合學生，然後再據以配置資源和	績認証，使其對在職進修者之職

 措施^	財務運作。	涯仍有助益，亦可避免學位浮濫之虞。3．1、鼓勵大學和企業開發合作課程或量身訂作之企業大學課程，結合
 		企業研發之需求，開發學生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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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學校未來經營的市場趨向方面

 貳之一""^^"		「曰開拓國際化市場」一一""	
 	立即可行建議		""一…中、長程建議
 	卜	提升國際學生的服務品質。	5、協助學術交流、促進學術能見度，
 	2 -	爭取國際正統華文語j市場。	建立國際特色。
 策略	@｜	開發跨國際整合課程爭取優秀外	6、發展東南亞特色產物課程(如農
 		籍生與陸生來台。	業、生科、區域經濟管理等)成為

 	4 >	教學、研發、產學、行政、經營管理等全面國際化。	亞太區域學術中^t^  q
 	cN戶	、建構國際化之求學環境，協助大	5．1、繼續落實協助學校發展具特色與
 		學投資興建國際學舍或國際學	競爭力之專業學程，激勵大學建
 		人樓。	立數個跨校特色專業學域。

 	2．1	、運用正統華語文優勢，爭取成為主要國際華語文教育輸出市場。因應全球華語市場需求，建立對外華語教學能力專業，應積極擴	近年來學術界面臨競爭壓力，各校均極力思索積極提昇國際學術能見度，跨校合作針對建
 		大配套措施，鼓勵具備相關條件	立特色領域之作法，發展出幾個
 具體措施		之大學開發華文教育之國際市	在國際高等教育市場上的亮點
 		場，並以正統漢學和中國做出區	( Spotligh^)，在區域發展中形成
 		隔，吸引優秀外籍生來台。	核^ti學術品牌。
 	3．1	、開發跨國際整合及應用課程，在	6．1、如以東南亞研究為主軸，建立此

 		高新領域如生技、醫藥等方面形成國際頂尖課程，爭取優秀外籍	領域之台灣學術品牌。如發展東南亞特色產物課程
 		生與陸生來台。	(如農業、生科、區域經濟管理等)

 	口	、國際化是大學績效的指標，要做到教學、研發、產學、行政、經營管理等全面國際化，吸取他人長處，敗發辦學創新。	成為亞太區域學術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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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之二擴展多元化市場」

 	立即可行建議	正	^"""-一"""^"-"-"""^""""""""、長程建議
 	^1^^"^@@一一1、大學要重視高齡化學生的市場及終	卜	依據社會經濟及產業發展人力需
 策略	^身學習課程的建置。		求，開發高教市場的其他面向。
 		3、	協助學校建立彈性調整經營的能力
 	1．．一一一-------		與機制。
 	1.1 > 5tiL?##H^b^A*#4?	二仞口工	、引導學校重視進修及推廣教育在
 	育市場是大學永續發展的經營理		市場經營上之重要性。
 	念，｜｜		大學必須正視學生人口結構
 	^生源變^^意味著學生市場的		因素變遷的現實，進而配合學校
 	多元化，大學應及早將視野擴及		定位配置學生市場比重，政府則
 I	成人與老齣學生市場，為其提供		負責建立整體環境，從學習者補
 具體^	量生計作的教育與職業訓練服		助、開課者獎勵、投資者(提供
 措施^	務。並打破社會對大學生即為		機會給員工參加成人教育)減免

 	18-22歲學生之刻板印象。		稅捐等多方面鼓勵成人教育市場之建構。
 I		3．1	、運用各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相關研究所之know-how，協助大學有效
 			能之多元化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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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之三「建立特色化藍海市場

 	立即可行建議	申、長程建議
 	1、突顯學校課程特色。	^2、敏察產業趨勢，搶佔尚無人開發或
 策略		深具潛力之市場。
 		3、建立具創業精神、獨特品牌之高教
 	1．．．．-．-	口市場。
 	1.1 - M ^ Sl& - ?.%$-$t&&M	2．1、教育部與產業界過去素無關係，
 	^程亟待開發。	大學對於產業發展亦甚疏離，宜
 	^針對學校定位與特色規劃課	建置高等教育市場連結產業趨勢
 	^程，如不必一窩蜂要成為研究型	分析之各類資訊系統。
 	大學，學校應打破重研究、輕教	教育部可設置智庫小組，分析
 	學、少推廣、不行銷的思想。	國際與國內產業發展趨勢，以及
 	1．2、以課程特色作為辦學特色之基礎。	因趨勢而帶來之資源，提供大學
 	課程特色本為植基於辦學理	作為建立特色市場之參考。
 	念，各大學辦學理念之差異性即	3．1、鼓勵大學以創業型大學之理念發
 具體	成為課程特色之基礎。	展，重視品牌行銷。

 措施一		創業型大學是涉及教育哲學的一種理念，對於經營環境壓力日增的大學而言，大學既要獨立於政府和產業之外存在，叉有與這些機構高度地相互作用的需求，故傳統線性式的教學、研究、月良務功能論述，已不足涵蓋當前知識經濟體系下的大學功能，教育當局有責任透過立法、修法等手段導引大學朝向創業機制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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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之四「延伸知識經濟市場規模

 	立即可行建議	中、長程建議

 一策略	^1、強化學校與產業互動。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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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促進辦學績效方面

 參之一「檢視大學辦學規模績效、、」"一""一			一"""""""""""一""""""""一""""一一
 	立即可行建議	申、長程建議	

 """策略	磁"	3、4、	整合資料庫各自為政現象，建立一套適用於各種評鑑自捕十量資料庫。不同性質、定住之大學應建立符合
 	I		自身特色歸類之資料庫。

 		@	將品質商數之機制導入各種評鑑作業之中。
 	卜丁'建置;﹂從事""責。。"為、體	13卜	、資料庫標準化，採以改善/績效
 	^功能之大學關鍵績效指標u口I)資		責任取向之評鑑模式。
 	料庫。	4．1	、應立法規範各大學不分公私立必
 	1．2、建立一套公私立大學項目一致的		須公布資料平台，從事知識管
 	校務資料庫。		理，使各大學績效表現的基本數
 旦"吐"。"工	2．:、新修正的大學法再三強調學校的		據為全民所共知。
 措施	自我遵行機制，顯示大學自主運	5．1	、以品質商數作為經費獎補助等激
 	作權力，同時規定大學應定期對		勵或酬賞機制之根據。
 	教學、研究、服務、輔導、校務		
 	行政及學生參與等事項，進行自		
 	我評鑑，此項大學自我檢視之結		
 	果應向社會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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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之二「持續改善人力素質規模績效」			
 	立即可行建議	一'""""二	
 	^1、繼續推動重要特色領域人才培育改	卜	"^""^"…""一@@、推動發展強化跨國際、跨領域整合
 	^進計畫。		與應用之綜合化教學功能，強化學
 策略	2、激勵大學規劃「以學生為申^^」的		生競爭力。

 	"""竺""""	4        一	畢業生表現列為人力素質表現檢驗項目。
 	^1．1、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重要特色領	勺q	、除了重要特色領域外，跨國際、
 1	域人才培育計畫應繼續長期執		跨領域整合與應用之綜合化教學
 	行，且不必和教育資源之分配拮卜		功能亦應提升。
 1	勾。	4	、同步建立畢業生就業率雇主滿意
 具體^	2．1、以系所評鑑中之「學生學習與學		度、薪資水準、特殊表現、學生
 措施^	生事務」及「及畢業生表現」項		通過英撿等調查資料，為便於比
 	目為核^tr，著眼於學生整合學習		較，這些資料應有一致之標準。
 	與職場人力之評價，教師則以「課		

 	程設計與教師教學」為主。		

 一參之=^@""		「持續改善經濟財務規模績效」		
 	立即可行建議		中、長程建議	

 	卜	大學應建立成本概念，在財務合理化投入與 適化產出( 佳效能)	卜｜	強化經費與設備的治理成效，提升經營成本效益。

 策略		之間提升財務經營效能，並藉以調整總體資源運用的效益。	3、	開發並穩固延伸性的資源來源，自給自足。
 1	1．^	、各校應成立財務經營(非會計)專責單位(如財務處等)，從事整體辦學資源之規劃與執行工作。	2．1	、高等教育從業者必須調整、揚棄高度仰賴政府提供資源辦學之觀念，調整組織，積極從事多元性

 具體措施			3J1．一	募款( fundraising ) o、促使大學校務基金在投資方面開放更大之彈性自主空間，只要配套措施和內部控制機制完備，應給大學更大投資自主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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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參之四「持續改舌社會服務規模績效」"一""""""一""""""		一""""""
 	立即可行建議	申、長程建議
 	1、處理社會服務規模 適化與教學研	^2、強化學術研發、產學智財表現、推
 	^究問的平衡。	^廣教育績效以提升社會服務規模

 策略		效益。3、改變大學傳統角色，在知識經濟和產業發展中時代，大學應是知識與技術創新互動的平台。
 	1．1、改善教師績效評量(教師評鑑與	2．1、建立有效可行之學校及教師從事
 	專業發展)機制，配合學校定位	社會服務激勵制度。
 	及教師自我認知調整教學研究與	3．1、為各大學導入「新公共管理」理
 	服務在教師績效評量上的比重。	念體系，建立顧客回應、成本效

 蠶 T		能、績效導向、評量實證等辦學模式，改變大學的傳統角色。3．2、大學應將知識及研發成果予以應用化，進一步鼓勵大學自主確定自己的戰略方向從事創業活動，以形成資源永續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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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協助學校符應合理規模方面

 肆之一一		「增進大學整體競爭力」	
 	，二立立即可叮建議""一		t - &&&!&
 	卜	強化教學品質、提升研發能量。	3、完成「產學合作績效評量」，配合
 	2 >	呼應社會服務功能之基本需求。	^國家整體經濟規模需求，整合系際

 策略			專業能力、開創知識發展新格局。
 I	工1口山口	、運用適切的指標系統透過分析檢	3．1、強化大學社會服務功能，儘速完
 		視教學、研發等基本功能。	成「大專院校產學合作績效評量
 	2．1	、運用適切的指標系統透過分析大	計畫」，透過績效檢測窺探大學社
 		學社會服務績效，作為對大學獎	會服務績效，建立社會重視檢視
 		補助之依據。	大學社會服務功能之價值觀，使
 具體^			大學無法忽視社會責任。

 ""□			3.2、引導大學成為創業型、服務型、自立型之具備整體競爭力之大學;在現有之教學、研究卓越計畫系統之外，增設創業、服務等卓越計畫，協助學校發揮合理規模績效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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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之二「發展大學差異化功能」		"一""""一
 	立即可行建議	一'"。"""""
 	一官小、口1、姥強專業領域整人能力。	^4、開發特色課程、強化基礎科學及應
 	^2、強化特定學習族群月良務。	^用研究。
 	^3、重視全球化之風潮，大學功能回應	5、整合校際、甚至與異業之結合，形

 策略	全球產業趨勢。	^成差異化核^^能力，明確學校之發展與功能定位。
 	。一""""""""	4．1、特色領域人才培育計劃除著眼人
 	自我定位針對市場特性做相關	才之培養外，對各校規劃"特色領
 	招生、課程、領域之規劃。	域"宜提供相關之協助。
 	2．1、在發展主軸明確定位下來強化符	
 具體	合學校目標的特定學習族群服	

 娃施，口l@@"	務^兀。3.1、擴大辦學視野，著眼淤^全封叫匕競爭，培育之符合學校目標的人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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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大學進退場機制方面

 伍之一「進場方面檢討總量發展血管制政第"，、"^^^"""^"一		一	
 	立即可行建議	中、長程建議	
 	1、檢討「規模總量發展」相關作為。	卜	透析市場趨勢，依據產業需求及學

 策略			生市場靈活調整學校組織。
 	^1．3、總量發展審查要點將規模界定	2．1	、大學系所組織調整，各校宜具高
 	^為師資和面積，但亦要求績效		度靈活彈性，除政府已設定人力
 I	^品質原則，故大學合理規模應		總量管制之系所外，大學應以市
 	^該從量化和質性兩個角度檢		場人力需求為主導，並減少報部
 	待己不。		層轉之行政程序。

 具體措梳l	1．4、總量管制宜更有彈性，讓資源較多的國立大學能增招更多大	2．2	、建置完備資訊和指標體系，學校自己要有分析市場需求之能

 I	學生，平衡高教的強弱勢差距。		力，不能凡事仰賴教育部決策，且應建立自己的績效檢測和評量機制，進行競爭力績效評鑑作為系所學院等進場之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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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之二「政府協助但不主導大學退場」

立即可行建議  中、長程建議

策略  1、學校退場，系所先行。 協助學校整併或停辦

 1．1、現行評鑑制度確可作為系所退場

 之依據。

 1．2、累積系所評鑑績效之良蔽形成學

 院系所、大學辦學績效之基礎判

 準。

 1．3、透過建立大學辦學品質資訊系

 統、高教市場資料庫、合理規模

 指標資料庫等之資訊揭露，由市

場力量導引辦學績效不佳系所

 退場。

 1.4、應協助學校建立學校如何自己和

 自己比，明天和今天比的自我成

 長型績效模式。

具體

措施

 2．T

2．2

2。 ．O

2．4

 Z．5

2．6

 修正私校法，針對將來有可能停

辦甚至解散的私立學校進行研

 究，如學校財產安置問題，進而

 引發私立大學公共性之認知，甚

 至在不違反教育原則下，是否需

 正視或研議「營利型大學」

( for-proflt university ) 0

 修訂私校法，訂定鼓勵辦法，減

 少限制因素，讓辦理不善未盡合

乎規模績效之註冊率低落之後

段大學有空間得以轉型或另為

 他用(如成為企業大學、社教機

 構、文化創意學習園區、終身繼

 續教育業機構等)。

 建立高教市場趨勢資料庫，鼓勵

學校在中長期發展計畫中針對

 人口、市場趨勢，分析可能面臨

 之情況。政府亦可設置智庫小組

 及資訊平台，將大學整併的背景

如日前

對大學

 環境提供各大學。

建立辦學品質資訊系統

公布之大學註冊報到率

 產生辦學壓力，有助於提升辦學

 品質。當註冊率成為指標時，不

 待政府審查或行動，學校自然會

 對系所實施補救措施，包括予以

 停招或轉型，政府適時提供政策

 引導、補助經費等。

 落實完善的系所整併計晝，訂定

 審查程序，透過評鑑以昭公信，

 採漸進方式，但接受輔導轉型或

 整併之決定權應掌握在學校。

 輔導但不主導。政府可成為引導

 者、資源提供者、環境塑造者以

 及審查者之角色。

245



 一「、曰伍之:退場勢所難免，儘早未雨綢繆」"""^"^^"		
 	立即可行建議	中、長程建議"""
 	1、要求學校辦學績效公開，接受社會	3、修訂大學法等法規，對於有意轉
 	公評，但政府應保留學校停辦與否	型的大學提供較為寬鬆的法規限
 	^之核准權，以維護社會公益，避免	制和配套措施。
 	^不當之停辦退場損及教師學生權	

 策略	二、。皿2、實施「大學退場標準程序」專題研究，針對遲早要發生的學校退場狀況儘速制訂包括政府層級和學校層級因應的標準作業流程。	
 	^1．1、透過合理規模指標檢測，讓學校	3．1、成立「教育部輔導大學退場專案
 	^了解自己多面向的現況。	小組」，舉辦公聽會等凝聚社會共

 	1．2、協助學校建置可依循的市場機制需求，藉以調整發展策略乃至作退場之準備，143、爭取政府力量的支持(如補助;	3．2、以專案小組名義定期或不定期公布研究結果，包括提出修法(私校法、大學法等)之意見，其申必須提出校地校產處分予以鬆綁
 	^澄清人事與薪資問題，提供立法	等學校財產處分和辦學脫勾等解
 具體	^協助等)。	構性觀念之意見，給予大學財產
 措施	^1．4、落實完善的整併計畫，規範訂定，	處分之自主權。
 	^審查程序，以漸進方式，並以退	3．3、教育當局應儘力協助有意轉型為
 	^場決定權掌握在學校內部，但政	社會教育等機構的學校。
 	^府保留學校停辦與否之核准權之	
 	^方式運作。	
 	^2、儘速委託學術界從事專題研究「大	
 	^學退場標準程序」，在制訂仰1的	
 	前提下妥擬因應之^Op o	

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