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結構調整·廢校清算 教育當局採「雙軌政策」（下） 

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 

教育部宣布僅通過大學診斷的學校方能獲得補助之方針後，引發

首都圈以外大學強烈抗議。不少學校擔憂，在招生困難導致財政收入

減少的情況下，是否會連政府補助都泡沫化。全國大學勞工協會指出：

「首都圈以外大學有超過四分之一將被迫廢校，地區可能面臨崩潰危

機。」 

然而教育部考量各地區大學狀況不同，計畫以分區評核招生率之

方式強行推動大學診斷。加強對招生率的評核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若想

有效應對學齡人口減少問題，加強對招生率之評價是難以避免的。教

育部相關人士表示：「將提高招生率配分以帶動大學合理規模化。雖

部分地區性大學持反對態度，但並不會因此而降低招生率評價標準。」 

此外，教育部還將針對因大規模招生困難而面臨退場的學校協助

退場。此前教育部曾於 2018 年於韓國私學振興財團內成立退場大學

綜合管理中心，並推出優先補助積欠教職員工薪資等方案，但卻沒能

編列足夠預算。雖然曾樹立方案，欲先投入一千億韓元國庫預算並籌

募相關基金以先解決積欠教職員薪資問題，接著再出售廢校設施並回

收資金，但最終皆因有關當局反對而遭刪減預算。 

據教育部表示，2000 年後 16 所退場學校中，唯獨慶北外國語大

學完成剩餘財產清算。據悉，清算程序一再推拖延導致退場學校所積

欠教職員薪資規模超越八百億韓元。 

所幸今年 3 月 6 日國會通過韓國私學振興財團法修正案，正式產

生可成立退場大學綜合管理中心之法律根據。不過若想利用相關基金

解決薪資積欠問題，再清算退場大學，並將剩餘財產再次編入基金，

則需針對私立學校法進行修正。教育部有關人士表示：「有關透過私

立學校法修正等後續流程將退場學校剩餘財產回收作為基金一事，須

盡速立法規定。」 

撰稿人/譯稿人：駐韓代表部/陳家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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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daily.co.kr/news/read?newsId=01230006625706272&mediaCode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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