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節大學校院經營的市場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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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教育市場，除了人口結構變遷的因素之外，全球化、教育經濟化等，使

 教育市場有了劇烈的變化，也開殷了其他學術產品的新面向，這些都是我國高等

 教育未來經營應思考的方向，國際化、多元化、特色化發展是符合市場趨向的可

 行方法。具體可開發的市場歸納如下。

 壹、外國學生市場

 在全球化與國際化的影響下，外籍學生活動人口頻繁活絡，我國大學校院勢

 必也要將學生市場擴及到國際，以增加學生來源，一方面可藉由國際學生扭抬我

 國高等教育國際化之數量，一方面也藉由國際學生提高本國高教事業的國際視

 野，如此將有利於高等教育追求卓越及與國際接軌。圖6-2是歷年來台外國學生

 人數計表，雖然有逐年增加的趨勢，但仍顯不足，擴大招募與行銷藉以增加外國

 學生是學校經營的契機，更是教育市場值得開發的地方。以大學本科生而言95

 學年度 具吸引力的台灣大學，共計有155名外籍生，其申以亞洲的韓國、日本

 大宗，但分別也只有46 ^^^人，可見外國學生的招募仍有很大空間，以外籍

 生國籍分布而言，亞洲學生及非洲、南美洲邦交國已有零星學生來台，學校經營

 外國學生市場，或許可以採取吸納亞洲教育開發中國家為主要市場的策略，再以

 特色領域逐步放眼其他先進國家以擴大外國學生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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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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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高齡學生市場

 因應高齡化社會及終身學習的市場需求，未來大學校院必須將視野擴及成人

 與老年學生市場，為其提供量身訂做的教育服務，然91學年度之後學生數有逐

 年下降趨勢，值得各校努力，以開拓學校教育產品的新市場。圖6-3是86-95學

 年度終身學習人口與學校數消長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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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 : 86-95學年度終身學習人口與學校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言十處

 參、經濟人力需求之特色市場

 隨著學齡人口的減少，大學校院除了傳統科系學門外，必須進行市場區隔與

 定位，提供市場變化後學生所需要的教育服務，以吸引學生，並避免學習資源浪

 費，圖6，4-1是歷年來高等教育科系領域學生人數成長趨勢圖，可以發現科技及

 社會服務領域人數的成長幅度，依此趨勢，發展經濟人力需求中的科技及社會服

 務人力之特色學校與學門系所，仍有其必要，而因應國際趨勢未來重視環保、服

 務、生態的產業氛圍下，例如生技、餐飲、戲劇、觀光、遊戲開發等服務專業領

 域的特色學門都是經濟建設下仍需亟待開發的教育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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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包4-1 :科系領域學生人數成長趨勢圖

 而進一步從科技、人文、社會三大領域的學生比例來分析，更可以發現人文

 領域學生比例下降的趨勢(如圖6-4-2)，這強調了知識應用性，在知識經濟時代更

 獲得青睞的現實，學校也當思考此一趨勢，另闢此一藍海捷徑，使整個知識產業

 經營的層面不再侷限於知識傳承的象限裡，運用產學攜手的知識開發策略，建立

 市場顧客需求的特色學門，以吸引更多的學生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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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2 :科系領域學生人數比例趨勢圖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肆、擴展產學合作市場

 在知識經濟環境下，提升人力資本，強化知識、技術連結的產學合作市場有

 其需要，傳統上，大學的運行強調以知識為本，重視的是知識的傳播，然而，現

 代新經濟的思維則強調知識的運用，因此，學術知識與產業技術如何互動連結，

 成為現代大學校院經營的另一項考驗，學校應是知識與技術創新互動的平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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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成學術服務公眾的社會目的。而大學並非只是將知識及研發威果予以商業化而

 已，進一步是鼓勵大學，自主確定自己的戰略方向，來從事創業活動，因此擴展

產學合作市場具體做法有

 一、與產業互動

 專注於核^L^^能力如教學、研究的事務上，非核^L^事務採取外包的方式，如硬

 體設備的營利、生活服務的營利，透過引進專業人士，來達到合作的目的。

 二、透過學生、教授與畢業生來合作

 透過建教合作，產學合作，育成中^^的方式，以學校現有或延伸的技術能力，

 達到合作的目的。

 三、以知識開發的做法，達到法人化合作創業的目的

 以知識本位，社區本位為能力基礎，透過經濟的助力，及政治能力的訓練，

 達到合作創業的目的，具體行為如推廣教育、規劃諮詢。

 四、新創產品:新課程及研究獎助

 開發新型學生顧客，如產業人力培育，職業訓練，技術供應等，達到合作創

 業的目的。

 五、創業:研發型衍生公司

 以研發成果為創業基礎，透過技術移轉機制，衍生公司，知識商品，科技園

 區等作為，達到合作創業的目的。

 圖6-5是大學擴展產學合作市場的作法概念圖，學校以知識為本，透過知識

 的傳播為媒介，拓展學校學術產品的效能，對於經營的趨向是一個重要的市場領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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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產業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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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5 :大學產學合作做法系統圖

 資料來源:參考自Shane,S. ( 2006 ) Economic dgveloPm^ent through entrepreneursh^^^^ govenn^nen4l w^^^^vers^ry^ awd b^^s^ness

 肋切ges.^^^v盯^^l9盯

 綜上所述，圖6-6是因應人口結構變遷大學教育市場區塊圖，學生顧客結構

 因素的影響，顯然是重要因素，然而強化高等教育經營理念，提升經營績效，促

 發服務品質的提升，更是未來學校經營獲得青睞的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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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6 :大學教育市場區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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