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習資訊 1第24卷第3期　96．06

師苑鐸聲

前言

中華民族是由漢、滿、蒙、回、藏五大

族群及若干人數較少的族群所組成。幾千年

來，族內的鬥爭多於族間的戰爭，所以，族

與族間沒有很深的鴻溝；而且早在春秋戰國

時期，分辨華夏與夷狄是以其思想作為，而

不是以其膚色血統為根據。更由於長久時間

的遞嬗，貿易、通婚、文化交流，已有相當

程度的「融和」。

雖然如此，中華民族卻是一盤散沙。這

些沙中縱然不乏晶瑩剔透之輩，然其習性則

喜歡單打獨鬥，合作性不佳，故而中山先生

才說應該用「士敏土」（cement，水泥）把
他們黏起來，以免成為「風飛沙」，人雖多

卻無力量。

以辦教育而言，中華民族在兩千多年以

前就興致勃勃，因而私學發達。此後，各朝

各代，都有私人興學之舉。然其特色則為一

人一家獨資為多。及至政府遷台以來，私人

興學之風方興未艾，像現在的高等教育更稱

得上蓬勃發展。但是，過與不及，皆非所宜。

為什麼會出現「整合」的㈺聲？

某一現象不為人所覺察、關心，自然不

會出現「整合」的呼聲。現在我國教育，從

幼托整合到大學整併，呼聲甚囂塵上，顯然

教育這一環產生某種現象已為世人所覺察而

備加關切，因此才會出現「整合」的呼聲。

那麼現在學校教育出現什麼現象呢？一言以

蔽之，「數量過多品質不佳」。

通常出現整合的呼聲或行為，比較常見

的有兩種情況：一是經營不善，賤價賣給同

行，自廢武功；一是為了提升競爭力，「兩

大」或「若干大」合成「超大」集團，把其

他同行遠遠地拋在後面，讓其無法構成致命

的威脅，終至經營困難，再賤價收購或令其

自生自滅。

現在我們的學校「數量過多品質不佳」，

正是應該實施整合的時候。原本學校數量已

經過多，再加上「少子化」現象嚴重，使得

問題雪上加霜，學校間陷入惡性競爭的狀

態。良性競爭有利於教育事業的發展，惡性

競爭則耗損國力，且背離教育本質。設若此

種現象任其蔓延，無力制止，國且危矣。

何以見得現在學校之間的競爭是惡性的

而不是良性的呢？假如是良性競爭，就以大

學為例，則會出現：逐年提高入學考試成

績，逐年提高畢業生素質的現象。大家以提

供比別人更為優質的教育，培養比別人更為

優質的人才為號召。可是現在我們所看到的

現象是：為搶學生而不惜降低入學分數，為

保住學生而不敢淘汰成績不佳的學生，視學

生為「顧客」而不敢得罪。高等教育界的朋

友見面只問貴校現在有多少學生，不問貴校

能把學生教育成什麼樣的人才。高等教育界

只關心學校還能經營下去否，不關心學生的

學習有無品質可言。似此情形，能謂這種競

爭為良性否？

抑有進者，台灣方圓35,980平方公里的
總面積，70%的高山丘陵，真正能住人的大
約只有10,795平方公里，而台灣現在有163所
高等教育學府，平均每66平方公里就有1所大
學或學院，平均兩校相隔只有8公里。目前
博碩士與大學生共有1,160,015人，平均1校 
7,116人，但國立大學人數較多，且逐年增
加，相對的私立學校學生數加速減少，今後

㈻校整合之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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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又遞減10,000多人，大家不殺得血流成
河，想盡辦法搶學生，則只好坐以待斃。

另外，台灣因為地少人稠，所以土地顯

得格外珍貴，但大學用地佔去太多，對發展

其他行業極為不利。各大學在這一波白熱化

的競爭中，爭相擴充校地，少則數十公頃，

多則上百公頃。大家一窩蜂地辦教育，耗費

人力、物力、財力與土地，必然妨礙其他行

業的發展。

台灣沒㈲實施放任教育的本錢

放任教育與計畫教育相對。雖然筆者認

為台灣沒有實施放任教育的本錢，但也不意

味著台灣就必須實施計畫教育。

台灣很小。大家都知道，放任農夫自由

去栽種農作物，很可能價賤傷農，弄得血本

無歸。故而農政單位一定要提供資訊，有時

要輔導鼓勵栽種某種作物，有時要疏導禁

止，才能保護農民的權益，增進農民的福

利。教育何獨不然？

台灣的高等教育學校數多到163所，絕
對是空前絕後的數字，以前沒有，未來只會

減少不會再多。如果現在1,160,015 人的高
教學生分配到50所大學裏，受教人數相同，
但可節省許多土地、人事費用，要是把現有

163所大學的圖書、儀器、資訊設備集中在
50所學校裏，不僅每校深感圖書充裕、設備
齊全，而且學生獲益更大。分散到163所學
校，則每校感到捉襟見肘。兩相比較，利弊

十分明顯。

大國猶如大湖，實施自由經濟或放任教

育，市場有較大的調節機能。就像美國的五

大湖、中國大陸的洞庭湖、鄱陽湖，吸納各

路來水也不會輕易氾濫成災。小湖就不同，

雨水稍微多一點，立刻就水滿為患。所以，

台灣這麼小，要學人家自由經濟、放任教

育，實需十分小心。現在已經顯現學校數過

量，分散經營不合成本，體質較弱學校行將

面臨存亡抉擇。大家不要以為，他們自我了

斷就能一了百了，他們所留下的後遺症，夠

社會、國家、全民頭痛。

整合之實益—㈹結語

有幾位立法委員常常批評教育行政機關

辦教育沒有成本的概念，以為辦教育本來就

應該不計成本。事實上，任何事情都該核計

成本，只是有的成效容易計算，有的較難。

像教育投資的效益到底如何，不容易有具體

的數據作為佐證，但還是應該有成本觀念。

因此，台灣這麼多的學校數，猶如中小

企業般的經營方式，肯定不合成本，宜儘速

尋求解決之道。筆者以為應該讓優質者合

併，體弱者淘汰。

整合不同於組合。組合多半硬生生地把

它們綁在一起就算了事；而整合的特性是要

血脈相通，成為生命共同體。因此，怎樣才

是真正的整合，而且才能獲得整合的實益呢？

第一，兩校或若干校合併後，觀念齊

一，不相牴牾，這樣才叫整合。

第二，兩校或若干校合併後，最好是集

中於一校，萬不得已才大家留置原地。否則

人員如故、設備如故、開銷如故，何必多此

一舉？

第三，兩校或若干校合併後，教育工作

人員人數精簡，教育品質更高才有整合價值。

第四，兩校或若干校合併後，經費支出

下降，學生享受教育設施的機會比原來多，

品質比原來好才叫做整合。

以上這些「條件」，對於一盤散沙，喜

歡據地為王，不善於合作的民族具有相當高

的挑戰性。尤其鼓勵優質者與優質者合而為

一（雙方所獲利益更大）比鼓勵優質者合併

體弱者（不具效益而且會受到體弱者的拖

累）具有更高的難度。但事在人為，依照現

況亦不得不為。

筆者確信：現狀不加改善，任其蔓延，

諸多不利。整併是必然的趨勢，但不能只是

在表面上減少幾個學校名稱就叫做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