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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法第一百零八條之四、教育制度，由申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

 同法第^百六．^，二條、國家應注重各地區教育之均衡發展，並推行社會教育，以提

 高一般國民之文化水準，邊遠及貧瘠地區之教育文化經費，由國庫補助之。其重

 要之教育文化事業，得由中央辦理或補助之。國民義務教育之施行，依相關法令規

 定，邇來即為地方政府施政建設的主要任務之一。然因各縣市政府財政的不同，

 形成國民義務教育的幾項問題^   (-)嚴重的城鄉差距(二)形成文化不利地區

 (三)喪失國民義務教育機會均等原則(四)失去義務教育的公平正義性。為解決

 上述問題，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乃進行離島三縣(金門、馬祖、連江)義務教育

 由教育部辦理之可行性研究。

 本研究採二縣「子計畫」個別研究的方式進行，但訂定統一的研究目的與研究

 問題;各縣之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問卷調查法、焦點團體法、深入訪談法等方式

 進行，並探討各該縣義務教育背景、我國中央對地方政府國民教育資源之分配及教

 育權限之區劃，和國外義務教育之比較等，經由上述研究方式之進行，了解利害關

 係人對本研究相關問題的意見和認同感，以提供政府決策之參考。本研究經研究結

 果分析，得到以下結論:

 一、離島三縣對義務教育改由教育部辦理，澎湖縣與連江縣均持保留與反對態

 度，連江縣認為只要在現有基礎上改進，即可發展出優質的義務教育，

 金門縣對此意見則持正面與贊成的看法。

 二、對義務教育改由教育部辦理後，有關經費來源與控管，三縣多認為應由

 「教育部主司其賣」;而教育局長的遴選與任用，三縣均一致認為應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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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由「全縣教育人員票選產生」;對國民申小學校長之遴選與任用，澎

 湖縣與連江縣都希望由教育部主導遴選作業，除了避免地方人情干擾，

 亦能昭示遴選制度的公正、公平性，金門縣則提出不同意見，認為應由

 學校自行遴選，較能符合教育人員期望。

 三、對教育局與縣政府的權責關係，澎湖縣與金門縣都一致認為應維持現行的

 關係模式，不贊成改為府外局;但是連江縣卻認為成立府外局正好可以

 健全編制，提升教育品質。

 四、地方政府與各級學校正是推動、發展地方教育特色的最佳推手，三縣皆認

 為發展地方教育特色不應^^味仰賴中央，地方要如何走出自己特色，更

 是全民的期待。

 基於上述結論，本研究提出下列有關之建議如下:

 一、國內各縣市財政結構差異所造成的貧富懸殊現象，對國民義務教育經費由

 地方自籌之舉，有違國民義務教育均等原則，教育部宜整合資源，扶助

 教育弱勢地區，以縮減城鄉學習差距，提升國家競爭力。

 ::、離島三縣義務教育改由教育部辦理，澎湖縣與連江縣尚有甚多疑慮，其主

 要原因恐是避免造成中央集權之虞。基本之道是中央決策單位，應採行

 鼓舞地方辦好教育之策略，充分協助支援地方教育經費，以便地方積極

 推動永續發展之教育。

 三、離島三縣併校問題，已造成縣民極大困擾，教育部實有責任協助地方解決

 此項問題，讓家長都能放心，師生都能安心教學與學習。

 四、地方政府宜拋開本位主義，避免政治力介入校園，並與中央充分溝通協

 調，共同辦好義務教育。

 五、離島三縣國民中小學現有的師資人力流動頻繁，嚴重影響教學品質，教育

 部貿有必要協助地方提出具體可行策略，期使各校均能同步發展，推動

 地方教育特色。

 六、義務教育改由教育部辦理後，應設置離島教師研習中心，並保障離島師

 資，充實人力編制，以提升各校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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