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節我國大學教育規模調整政策之檢視，^"

 我國大學教育發展為因應政府財政緊縮，自1997年開始，短期內已不再增

 設新的國立大學，但為均衡地區教育發展，全面提升教育品質，經行政院教改推

 動小組的建議，於1997年9月17日頒布「鼓勵新設私立學校處理要點」，以鼓

 勵私人至資源不足地區籌設私立大學校院，政府提供私立學校籌設過程中必要的

 協助，例如為使私立學校的發展能更契合未來社會的需求，教育部配合籌設者之

 需要，組成諮詢小組，提供學校設校規劃及發展方向之諮詢協助，此外，也公布

 「私立學校申請承租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土地及設定地上權審核作業處理要

 點」，以開放私立學校可向臺糖公司等單位租地興學，致遠管理學院籌設案即是

 一例。至2000年1月19日修正後的「鼓勵新設私立學校處理要點」仍以鼓勵私

 人新設私立學校，積極參與教育建設工作，增加國民就學機會為目標，政府並得

 以為申請籌設學校者提供所需之相關服務，如校地都市計畫變更、承租公有土

 地、校舍建築經費貸款、天然災害致受重大損害辦理復舊貸款、廢棄閒置公立學

 校校地租用、諮詢服務等相關鼓勵措施。然在經數年的大量擴充後，自2003年2

 月1日起停止適用「新設私立大學校院系所規劃審核原則」及「鼓勵新設私立學

 校處理要點」等相關高教市場鼓勵進場措施，近來，再加上人口結構、經濟結構

 等外在因素的影響，目前已經出現了大學數量過多的危機，也因為如此，如何將

 我國的高等教育規模調整至 合理的程度，即成為當前我國教育當局 重視的課

 題之一。

 壹、我國大學教育規模調整政策的執行

 市場經濟環境下的高等教育院校問存在著客觀的競爭壓力，因此大學院校的

 策略管理，應當在分析外部環境和內部資源的基礎上準確進行策略定位，選擇優

 先發展的領域以建立明顯的競爭優勢，培養獨具特色的核^^競爭力，以樹立形

 象、轉變觀念以面對挑戰。(張存祿、付玉，2002)，而為使大學院校競爭力提升，

 以做為規模調整的參考，通常以建立相應的評鑑模式(Lv zonglin > 2006)，或是如

 美國高等教育常用的以市場為導向的市場競爭機制，包括人才競爭、學生就業競

 爭、學科專業設置與調整服務競爭、及經費來源及運用效率等方面的競爭(Li

 Hai ^ 2006)。歐盟波隆納宣言(Bologna declaration)也有如是的宣示，主要以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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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方法來達到促進整合流動，增進人員就業能力，及強化學校經營的競爭力與吸

 引力等目標，此方式首先是績效導向，主要目標是自我改善教育品質，以確保學

 生培育的品質，如英國法國;其次是改善導向，以符合績效責任需求，歐洲大部

 分國家接近此趨向(王保進，2005) o

 而我國大學教育的規模調整政策，主要從推動大學三法(大學法、學位授予法

 及私立學校法)的修法著手，以改善過時的大學校務運作、學術發展法條規範，重

 新建構更有利於大學教學、研究的環境，其次也以建立大學評鑑進退場機制、增

 訂大學整併法源，來讓高教經費有效分配，而為了讓大學檢視其經營績效以求更

 大的自主空間發展，教育部部務會議於2006年12月20日正式通過「大學評鑑

 草案」，將建立多元化的評鑑機制，以作為學校提升學校名譽與風範，及核定大

 學發展規模及經費補助的參據(單淑琪，2006)。教育部自2004年7月至2005年

 9月已首次完成76所大學全面性的校務評鑑，讓各校能檢視自身的特色與機會

 點，以提昇大學教育品質，強化大學競爭力。2006年更引進國際認證機制，以系

 統化、制度化辦理以「教學」為評鑑重點的教學評鑑，規劃辦理系所評鑑，結果

 將作為系所招生名額調整的依據。一波波大學教育規模調整的策略，無論是校務

 評鑑與資源分配的相對應，或是教學評鑑與招生名額調整的相對應，乃至未來可

 能的績效評比及專案評鑑與學術研發能量的相對應，提升大學經營與資源運用的

 合理性及國際的競爭力，是我國此波大學教育規模調整的重點。

 貳、我國大學教育規模調整政策內容

 以評鑑為方法是我國大學教育規模調整現階段主要的做法，而發展特色、尋

 求自我改進是主要目標，而隱含於其中的績效導向，才是政策執行的一股積極力

 道。檢視大學評鑑的內容項目(如圖2-4)，可見其中尋求績效的範圍包括了校務方

 面的辦學特色、教學資源、國際化程度、推廣服務、訓輔、通識教育及行政支援，

 及專業方面的師資、教學與研究發展。可見經營層面的績效，教育部關注的不只

 是經營成本效益(教學資源、行政支援)而已，人力素質提升(師資、教學、辦學特

 色、訓輔、通識教育)，社會服務(推廣服務、研究發展、國際化程度)都是值得注

 意的面向。其次要注意的是如果大學評鑑是一股由校外需求導引自內部動力的改

 革模式，那麼下一波教育部所要促動的，便是鼓勵學校從內部自發性的省思，以

 現有基礎從事創新，並以教育事業特有的社會責任做努力，以作為學校社群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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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的動力。未來因應人口結構變遷，大學教育市場充斥競爭氛圍，學校如果無

 法自發性省思，提出策略，去面對與別人不得不的比較，那麼生存可能就必須招

 受威脅了。

 		---「	辦學特色教學資源國際化程度推廣服務訓輔通識教育行政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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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大學評鑑指標內容結構圖

 歸納上述我國大學教育規模調整的政策內容，首先是以強化大學辦學品質為

 訴求的人力素質提升向度，目的是希望透過人才培育達成教育目標之 適化，而

 師生的能力與培育，辦學品質及績效都是此向度所需要關注的，因此專業的師

 資、大學義務保證的教學品質、經濟發展需求的辦學特色、學生事務與輔導、通

 識教育等內容都是人力素質提升向度教育部所強調的。

 其次是提升經營成本效益方面，目的是希望透過財務資源之投入產生如教學

 資源、行政支援，以獲取 大的經營效能，而經營成本效益講求的是規模的 適

 化，學校經營規模過大或過小都不利於資源的使用，而且會產生許多問題，侈^A口:

 學校經營規模過大的學校可能產生校地範圍狹小擁擠、排課受限於過小空問及過

 多班級、無法作正常之排課、設備來不及擴充或無擴充場所、學生數多教師負擔

 重、影響學校正常運作、教室及學習空間不足等，減損教育應有的功能等問題。

 而學校經營規模過小的學校可能產生人力不足，教師行政及雜務負擔大、經費不

 足，各種活動難推展、軟硬體設施難與大學校相比、學生人數少各項活動難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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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問題。唯有在學校經營規模調整至規模經濟的程度，才會有資源獲得較充分的

 運用，學校人力分工與專門化，對學生提供多樣性適應的好處。

 後是社會服務方面，目的是希望大學發揮學術服務功能，在社會服務與教

 學研究問取得平衡，例如推廣教育服務、研究發展效益、國際化程度、產學合作

 之智財表現等。大學具有創造新知識的能量，基於符合市場的供需，高等教育發

 ．展要對於國家社會經濟作出貢獻，勢必要積極配合產業結構與經濟需求，進行系

 所內容的調整與規劃，以及進行大學知識與產業需求的連結。如此才能將大學的

 功能展現於極至。

 循此大學教育規模調整政策執行至此，學校所需要關注的內容已大致明晰，

 而面對市場變遷，大學除了固守學術功能之外，透過市場機制的省思，自發性的

 思考規模調整的策略，以尋求大學本身的乃至整體大學總量的合理規模，是現代

 大學教育經營的重^^。策略上可採取進可攻、退可守的策略。進的方面，大學可

 尋求籃海(blue Ocean)以創造新市場，並以創新經營的手段，透過進場機制，開拓

 新的領土，誠如本章第一節所列圖2-1分析的，新的市場區塊仍待大學經營者予

 以開發經營;其次，守的部份，大學可固守原有的紅海(「ed Ocean)以強化本身產

 品在教育市場的競爭力，以強化績效、追求卓越的手段，與人爭長短，然也可透

 過退場機制，縮減規模已尋求經營的合理性(如圖2-5)。循此概念，除了前等已探

 究的進路市場區塊外，本研究後續將就大學教育規模調整的相關因素，及其規模

 調整策略進行探究，以做為大學追求規模合理吋目關經營策略規劃及執行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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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模

調
整

刊 大學個體及總體

合理規模

藍海:創造新市場

手段:創新經營

歷程:進場機制

紅海:強化競爭力

手段:追求卓越績效

歷程:退場機制

圖2-5 :大學規模調整與合理經營規模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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