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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阻止首爾國立大學法人化  異議團體擬訴請法院釋憲 
 

駐韓國臺北代表部文化組 
 

一批首爾國立大學的教授與學生擬今年9月訴請韓國憲法法院

以釋憲方式裁決「國立大學法人化」措施是否合憲。該校學生會同時

規劃聯合其他國立大學學生會，9月22日起罷課，迫使政府中止此

項國立大學法人化政策。 

由教授與學生組成的「反對國立大學法人化委員會」宣稱，將國

立大學改制成法人機構，既有害國民基本學習權，又破壞大學的自主

權，此與憲法保障大學獨立自主精神相違背；其次，多年來，家長為

支付子女補習費，負擔沉重，究其原因，政府未妥善引導公立學校教

學正常化，如今，反將公立學校私立化，豈不加速校際間惡性競爭？

為此，該委員會將竭盡所能，抵制政府這項國立大學法人化政策，近

期即要展開申請釋憲連署案，目標是今年9月底前，徵得1萬人簽名

支持。 

南韓政府之所以加速首爾國立大學及其他國立大學的法人化進

程，據教育科學技術部稱，目的在提升這些學校的教學研究效能與全

球競爭力；完成法人化的大學，將成為一個獨立的實體，自行決定教

學與研究的發展重點，自行決定教師與研究人員的薪資，自行決定各

系所招收學生的條件、人數、及學雜費⋯等等，政府除持續提供經費

支援外，對學校的干預將愈來愈少。 

對此持異議的各國立大學學生會威脅說，將串聯各校，要求政府

盡速停止法人化措施，目前國立大學的學雜費已壓得學生喘不過氣

了，法人化後的學雜費任由各校自行決定，豈不是更付不起？再者，

就長期言，學生們還擔心自己學習與研究的領域如非所就讀大學法人

化後的發展重點，不就要面臨轉校問題？ 

其實，自從首爾國立大學法人化法去年12月自國會通過以來，

該校學生會已在校內校外舉行多次抗爭活動，包括示威、罷課、霸佔

該校行政大樓，4、5月間，還將校長吳然天及多位教授圍困於辦公

室內不得外出數小時；今年上半年，該校以「學生會這些行動妨礙其

他學生上課及有損校譽」為由，懲處了包括會長李紀勇（音譯）在內

的3名領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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