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典教育部長鼓勵國內大學校院整併 
 

駐瑞典臺北代表團文化組 
 

「瑞典全國的大學校院分佈版圖必需重整」，瑞典部長 Jan Björklund

在針對瑞典高等教育的未來計畫裡，提出高等教育應重「質」不重「量」，

但也因 90 年代少子化將影響瑞典幾年內大學招生不足，因此，B 部長呼籲

大學校院間應自主進行整併。 

主張整併的想法開始於 2007 年的瑞典前高教署署長 Anders 

Flodström，他在一開始任職時即提出瑞典公立大學應整併減縮的主張。

2010 年二所大學即 Växjö University 及 Kalmar University College 整併

成功，合併後的新大學名稱為 Linnaeus University；另斯德哥爾摩教育學

院於 2008 年併入斯德哥爾摩大學。為鼓勵大學校院整併，瑞典政府在今

（2011）年秋季提出的明(2012)年度預算案中預計明年提撥 2千萬克朗，

之後再提撥 7 千 5百萬克朗作為大學校院自主整併的經費補助。 

現今瑞典大學校院面臨各項挑戰，除教育部近幾年以提高國際競爭力

為訴求，改變高等教育評鑑內容，以加強及提升教育品質外；另外國內也

面臨現今 20 歲左右上大學的青年人數下降問題。而這些挑戰都將使瑞典大

學校院分佈產生變化。 

瑞典教育政策走向學術與研究相結合的模式，大學評鑑方式及內容也

有所改變。許多基礎課程逐漸與研究相接軌，但目前設有高等教育共 37 所

的大學院校裡，研究資源僅集中在少數的十幾所大學，這些大學也因此而

獲得政府更多的經費補助。倘若瑞典要追求更高的科研品質，就無法將現

有研究經費分給更多大學校院，這將造成已具國際水準如卡羅林斯卡醫學

院（Karolinska Institutet）及查摩斯理工學院(Chalm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研究經費縮減，進而影響既有的水準。 

而另一項挑戰即是未來就讀大學人口減少。據估計，瑞典在 6年內，

全國境內 20 歲上下人數總數將減少 1/4，直接受到衝擊的是大學招生情形。

學生選系也選校，熱門系所及大學校院均能招收以第一志願申請的學生，

但冷門系所及大學校院將在適者生存的激烈競爭下，自然淘汰。據估計全

國約有 1/3 的大學校院數量將在此壓力下難以生存。政府應尊重學生，理

應將課程申請人數減少的大學學生名額改增加到其他熱門學校，但這也將

造成教育隔離情況，影響如教師、護士、醫生、土木工程等人才的分佈，

嚴重影響瑞典全國社會發展。 



 

 

要解決瑞典高等教育未來即將面臨的問題，唯一可行方法就是大學校

院整併，資源共享。政府認為整併必需來自大學校院共識，各校間自主協

調解決，政府將不採違反各大學校院意願的強制方式，而採用以提撥整併

補助經費方式鼓勵各大學校院自行整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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