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結構調整·廢校清算 教育當局採「雙軌政策」（上） 

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 

隨著今年大學招生人數不足之情況愈加明顯，教育部相關對策也

引發極大關注。教育部計畫透過大學評價來減少招生名額，並針對欲

廢校之大學提供廢校與清算（退場）程序上之協助。然而明年招生粗

估將少七萬六千名學生，不少人認為教育部應加快應對步伐。 

教育部於今年 3 月 22 日表示，將透過減少招生名額及協助廢校

與清算程序因應學齡人口減少導致的大學招生人數不足情形。在教育

部明年即將實施之 2021 年大學基本能力診斷（大學診斷）基本計畫

中，新生招生率評價比重比以往高了三倍。此舉是為了因應學齡人口

減少導致之招生人數不足情形。明年起，若校方因招不到新生導致招

生率下降，將在教育部診斷評價中遭扣分。 

大學診斷是教育部針對全體大學進行之評價，用來區分大學是可

接受政府支援之大學又或是經營不善之大學。在朴瑾惠執政期間被稱

為「大學結構改革評價」，到了文在寅政府才更名為「大學診斷」。 

教育部決定在明年將實施之 2021 年大學診斷中，將新生及在校

生就讀率評價配分從 10 分提高至 20 分（20%）。新生招生率評價配

分比重（12 分）為 2018 年大學診斷之四倍。該評價反映出實際招生

人數在招生名額中之佔比，招生率越低扣分就越重。 

明年起，教育部將針對欲接受大學診斷之學校進行評價。經評價

獲選為經費補助對象之學校，教育部將提供一般財政支援（含專門大

學，一年補助 1 兆 2000 億韓元，折合台幣約 300 億）。 

撰稿人/譯稿人：駐韓教育組/陳家怡 

資料來源：

https://www.edaily.co.kr/news/read?newsId=01230006625706272&mediaCodeNo

=257&gtrack=sok 

 

https://www.edaily.co.kr/news/read?newsId=01230006625706272&mediaCodeNo=257&gtrack=sok
https://www.edaily.co.kr/news/read?newsId=01230006625706272&mediaCodeNo=257&gtrack=s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