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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下台灣高等教育

策略聯盟之因應

何金針* 紐方頤**

摘要

由於資訊科技快速進步，國際虛擬網路大學已成普遍的現象，在經濟全球

化、文化全球化，高等教育組織變革已是不可阻擋的趨勢。全球化是一種現象，

是一種論述或願景，本身即是一種政策，已催化我國高等教育導入市場機制及

企業經營的理念，考量高等教育經營之減少成本與合資源人力，俾提升辦學績

效，高等教育必須推動策略聯盟各種作法。本文以文獻探討、文件分析探討我

國目前策略聯盟具體作法，包括高等教育國際化與國際學術接軌進行學術交流、

大學與大學之間水平型的策略聯盟、高等教育與企業界的產學合作、大學整併、

大專校院與地區資源的整合──垂直型策略聯盟等策略。本文歸納發現：（一）

全球化已催化高等教育政策變革的驅力；（二）經由策略聯盟有助於邁向高等

教育學術國際化，提升國家在國際舞台的能見度（三）為提升高等教育競爭力，

必須透過各種策略聯盟整合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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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iz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Strategic Alliance

Chin-Chen Ho* Fong-Yee Nyeu**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dv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earning via internet has become a

widespread phenomenon. So is the change of organiz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due to

economic and cultural 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 is a phenomenon, a vision deman-

ding for dialogue; it becomes a policy taken by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s the con-

sequence of globalization, educational reform pushes for an increasing visibility of mar-

ket mechanisms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So, in order to enhance management effi-

ciency, to cut down the costs, and to integrate resources for better overall performanc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must adopt strategic alliance. Current strategic alliance

strategies in Taiwan include: (1)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oper-

ation (academic exchange); (2) strategic alliance with industry sectors; (3) a strategic

alliance with local resource.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a) globalization has become a

catalyst for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b) strategic alliance can enhance aca-

demic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aiwan's visibility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and (c) stra-

tegic alliance allows th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competitiven-

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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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於運輸、資訊通訊科技與電腦網路的快速發展，全球化已蔚為世界主

流，且以知識經濟追求卓越的時代，不但強化高等教育彼此的競爭，高等教育

亦受到莫大的衝擊與挑戰（黃乃熒，2008；戴曉霞，2006）。在全球化競爭的

時代，知識經濟是國家競爭力的主要來源，高等教育正式培育高級專業技術、

創造人力資本的寶庫（溫明忠，2008）。

在面對知識經濟，政治、文化全球化的國際競爭形態，資訊科技、網際網

路快速發展，資金、人才與資訊快速流通，國際知識無疆界的情勢急速擴張，

先進國家高等教育莫不積極進行推動大學教育改革、整合教育資源，以提升其

高等教育在國際教育市場之競爭力（郭為藩，2004；戴曉霞，2006；Valimaa,

2004; Westera, Herik, & Vrie, 2004）。

我國近來高等教育機構急速增加，加上少子化現象，在「錄取率過高」、

「供過於求」的教育現象與市場機制下，高等教育面臨嚴峻的考驗，也引發高

等教育的定位、發展方向與教育品質等問題的爭議。面對全球化、國際化、市

場化的競爭趨勢，在有限的教育資源壓縮，高等教育期盼透過教育資源共享與

互補，以提升學校競爭力與優勢，高等教育策略聯盟成為關注的課題（鈕方頤、

何金針，2008）。

策略聯盟的概念早期來自企業界、電子業、資訊網路、汽車業、航空業及

醫療體系，後來逐漸被引入非營利組織、運用在科學教育與職業訓練機構與大

學校園、師資培育方面（苗豐強，1997；秦夢群、黃麗容，2007；張英陣，

1999；葉榮澎、曾憲中，2003；鄭勝耀、蔡清田，2008；Nofstinger, 2002; Westera

et al., 2004）。究竟促成高等教育策略聯盟的背景因素為何？在學校與學校間、

學校與產業之間的具體做法為何？未來高等教育如何透過策略聯盟兼顧研究、

教學、與服務的社會功能等？均為我國高等教育思考教育資源整合的重要議題。

以下先闡述全球化與高等教育策略聯盟的關係與可行的方式，進一步思考

台灣高等教育策略聯盟的具體作法，並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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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全球化與高等教育策略聯盟之背景與

動力分析

一、全球化與策略聯盟之意涵

全球化已成為不可擋的趨勢，最能詮釋全球化的定義的比喻：我們住在一

個「一個縮小的世界」（a shrinking world），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發展，無論好

壞，皆能對其他地方造成影響，甚至快速的衝擊著我們的生活。因此，全球化

也意味著一種跨國界卻又具有鄰近感（proximity）的現象，此鄰近感乃基於空

間的縮短及個人參與感的增加所致。策略聯盟亦可謂為此等全球鄰近感的相關

概念，因而當我們將全球化作為研究的對象，或將全球化作為二十一世紀新興

問題研究的參照背景（李酉潭，2005）。

（一）全球化的意涵

羅伯森（A. Robertson）（1992）認為，全球化所涉指的概念包括世界的壓

縮（compression）和世界意識（consciousness of the world）的強化。世界的壓縮

主要藉由貿易、軍事聯盟和控制、文化資本主義等方式，增加國家或地區之間

相互依賴的程度；世界化意識的強化不只商品行銷的全球市場、世界性產品，

係以全球化的架構來看待上述問題（戴曉霞，2000）。

紀登斯（A. Giddens，1938-）（1990）、海德（D. Held）和麥克魯（A.

McGrew）（2007）皆指出：全球化意識係指世界社會關係的強化，致使地方性

事件和遙遠事件交互影響，涉及包括經濟層面到國家安全層面社會關係的重新

建立。由此可見，全球化強調穿越國家、跨越國界的概念與作法，諸如國際貿

易與關稅合作、跨國企業、智慧財產、文化交流，資訊網路無國界等包括資訊、

經濟、乃至於、乃至於政治和化文化等面向（王如哲，無日期；李建興、楊淑

妃，2004；溫明麗，2009： 77）。質言之，全球化是一種現象、一種論述或願

景，也是一種政策（黃乃熒，2008）。

（二）策略聯盟之意涵

策略聯盟自九○年代以降，在企業界或非營利事業組織蔚為風尚，乃為因

應科技化變遷所採行之整合資源之提升組織績效的策略。具體言之，兩個或以

上的機構或組織藉著結盟，在生產、市場、資金或技術上合作，加強實力對抗

競爭對手，並以此達到企業分享資源，掌握到成熟技術，避免重複投資，無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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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擴張卻享受經濟規模帶來的效益。

總之，策略聯盟乃為了建立優勢，取得新技術、新市場、銷售網路、製造

或服務能力，遂透過交換資源與能力，在長期性、資源共享性、互補性、承諾

性的合作關係下，達成組織之間雙贏互利的目標（吳清山、林天祐，2001；苗

豐強，1997；張明輝，2008；陳俞均、楊素真，1997；齊思賢，2000；鄭勝耀、

蔡清田，2008；Fincher, 2002; Lin, 1996; Robinson, 2002）。

（三）高等教育策略聯盟的背景與發展

高等教育已面臨急遽改變的年代，隨著高等教育市場化，全球化、國際化

的競爭趨勢，資訊科技與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虛擬大學、網路學程、進入大

學校園。面對知識經濟，教育資源緊縮，大學企業化經營已引入校園中，高等

教育機構組織一如企業組織，必須肩負組織外社會期待與組織內董事會及相關

成員託付的責任，甚至必須承受學校學術聲譽、學生結構、教師資源、財務資

源、教師研究結果、學生報到率與畢業率、及學術聲譽排名的社會壓力（徐新

逸、楊瑩、侯永琪，2007；Gibert, 2005; Valimaa & Zaharia, 2004），可見非營利

機構的商業邏輯思考「成本效益」的觀念已然移入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因此也

必須自籌經費、參考學術排名、考慮畢業生出路等因應企業界人才之需求之社

會責任與壓力。為此，策略聯盟強化機構、組織的競爭優勢已成為當務之急。

上述趨勢已催化高等教育必須採用市場機制與企業經營理念的改革。然而

高等教育又如何在此趨勢下，應如何進行全面品質管理，以最短的時間達成既

定的教育目標（蘇進棻，2007）？又如何能不變成一種商品？此乃知識經濟與

資訊數位化促使高等教育組織面臨新變革之際，所以需要思考採取結盟、整併、

合作等足以營造雙方利益之策略聯盟的背景因素。

策略聯盟是本世紀企業提升其組織或機構之競爭力，打入國際市場所採行

的重要經營策略。例如，台灣電路公司與台積電，聯強國際與神通電腦與英國

港商賽比公司結盟；聯電與積體電路（integrated circuit，IC）設計公司進行策略

聯盟，以降低成本提升技術水準，合併為一個公司之案例（苗豐強，1997；張

美玲、孫瑞霙、王國樑，2002；黃營杉，2000）。

企業的策略聯盟也在全球化和資本主義催生下，進入教育的範疇，作為提

升教育競爭力的良方。例如，英國所推動的「教育行動區」（education action

zone，EAZ）計畫，即將鄰近地區中小學組成教育行動區，彼此分享教育資源

與師資，並透過每月一次的「行動論壇」（action forum），共同協商解決行動

區的教育問題（張明輝，1999）。學校是知識生產的機構是搖籃，也是非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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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業組織，除了中小學外，高等教育亦可以透過策略聯盟在校際之間或學校

與產業界間，形成新的生命共同體，促進彼此的良性發展，以因應國際經濟發

展帶來的競爭壓力，此也是大學創新教學、提升教育品質，以追求績效卓越之

可行方式。

高等教育欲成功結盟達到雙贏成效，乃需透過提升人力資本增進服務品

質，改善學校組織變革的成果表現，所以，策略聯盟是否成功的關鍵來自學校

高階主管的承諾、合作夥伴的溝通、對話和彼此的瞭解與決策參與（齊思賢譯，

2005；Robert, 2005）。

總括言之，高等教育為達到互利互惠，提升其優勢與競爭力，學校組織機

構經由法定的契約關係，雙方在領導者互信互賴的合作關係，讓每位參與者彼

此間可以互相學習到新的管理技術與提升產品的素質，取得想得到的資源，不

但提升機構成員服務品質，並能增進機構績效向上提升，乃積極尋求組織之間

的互補關係，整合資源，降低成本、資源互補共享、資訊科技分享、知識管理、

形象建立，彼此相互依賴，以提升學校的競爭優勢。

（四）策略聯盟的型態

高等教育策略聯盟的方式不一而足，但其目標如前所述，均為了降低成

本、擴大影響力、市場占有率、國際競爭力及提升服務品質等。至於其方式則

有垂直式策略聯盟及水平式策略聯盟（張明輝，2008）：前者指背景不同之教

育機構之間分別從事本身專長的價值活動，透過策略聯盟的方式，連接不同的

價值活動，以提供較完整之價值鏈功能。如不同的學校或企業之間，一方是資

源供應者，另一方是資源收受者或回饋者，此即形成上下垂直的互補關係，例

如大學與企業界之間的產學合作即屬之；後者則以背景相似的教育機構在資源

投入相當下，形成水平式依賴關係，旨在集中不同組織資源，減少重複與浪費，

俾做更有效之應用，以提高整體競爭力。參與策略聯盟的學校可以集中可用的

教育資源、軟硬體設備，師資人力、課程教學等，減少資源的浪費，例如大學

間的聯盟即屬之（鄭勝耀、蔡清田，2008）。

此外，亦有所謂的「不對稱聯盟」，此等聯盟可視為學校之間的背景不同

或差異極大，聯盟雙方試圖藉聯盟來達成互補功能。例如，教育部「邁向頂尖

大學策略聯盟」中的陽明大學與交通大學為研究腦部認知學習共同成立的研究

中心即屬之。另外，較常見的聯盟亦有合作型、校際聯盟型、及整併等。

合作型係指大學之間彼此在教學、研究、服務、教學資源、課程、圖書館

館際借用等方面進行校際合作。公私立大學校院經由雙邊或多邊化合作，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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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契約規劃可行資源分享模式，或共同進行教學或研究計畫的，期許雙方共同

研議未來發展之具體可行計畫，以邁向相同的教育目標；校際聯盟型著重於「競

爭與合作」，即在競爭與合作的基調中合作雙方可透過學校之間的課程結盟，

提供校際之間學術與感情的交流，或是學校提出具體的共同運作計畫，或整合

數個有潛力的研究中心，規劃具跨校性之發展特色；亦可共享校園的教學設備

資源與學校網路等教育資源，如建立校際網路或進行合作式「遠距教學」或校

際選課等達到適性教學、擴大服務對象等目標，故可採取教師或學生交換方式

為之，此將有助於提升教師專業成長，並可增加學生視野，豐富其教學環境，

目前大學通識教育的校際交流即屬於此等聯盟方式（曹翠英，2006；蔡鳳薇，

2003；Michel, 2007）。

總之，在全球化衝擊下，為提升高等教育品質與績效，成本效益的觀念成

為辦學的重要指標，政府為減少高等教育校院數量擴大高等教育規模、降低成

本，提升學術競爭力，以追求卓越，教育部（1995）在《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

中即明確表示：為鼓勵部分規模過小，缺乏經營效率及競爭能力之學校，配合

整體發展需要，尋求其他學要合併之可能性。建立多校區之大學，使資源更有

效之運用。

（五）高等教育策略聯盟的動力

企業界機構、組織、公司的策略聯盟，如資訊電子業的策略聯盟交易成

本、資源共享、因創新與環境動態之需的策略聯盟，諸如台灣電子與工研院的

策略聯盟，僑光電子與日本夏普（Sharp），旺宏電子與台積電、荷蘭飛利浦的

聯盟動機，皆來自製程技術的開發管理、資金的不足欲求資源的整合（張美玲

等，2002）。可見企業界組織、機構或公司之間策略聯盟可以避免大型企業的

壟斷（Sawler, 2001）。至於促成高等教育策略聯盟的動力可依據因應世界高等

教育改革之需求、市場化趨勢、提升高等教育競爭力等面向分析如下：

1.因應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之需求

由於網際網路、通訊科技訊快速流通、生物科技的突飛猛進，全球化使得

企業資訊、資金、貨物快速流通整合，全球化競爭浪潮湧入世界各國大學校園

內，為提升高等教育辦學績效，以量化指標作為校務績效評鑑，高等教育國際

化、全球化、科技化，大學教育開始邁入虛擬大學數位化教學的經營管理時代，

美國大學為因應此趨勢，在州政府授權下有效整合教資源，美國大學乃實施跨

國大學發展策略，主動前往他國行銷招生（郭為藩，2004）。

台灣高等教育受到美國影響至巨，例如大學評鑑方式、國際一流大學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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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均可見受到美國影響的足跡，故為因應高等教育改革之需求，確保高等教育

品質，大學之策略聯盟乃勢在必行。

2.適應高等教育市場化趨勢

在全球化市場理論及各國教育改革趨勢影響下，以往由國家守護的公平正

義理念，由國家提供服務的高等教育，已轉由市場機制「顧客導向」來做更有

效的生產與分配，高等教育也逐漸被當成服務業（薛曉華、周志宏，2007），

因此，高等教育的經營與管理必須運用民間資源，與企業界結盟，方能共同研

發產品營造雙贏互利的局面。

同時，高等教育導致市場機制成為當前高等教育發展的主流，大學不再是

「學者的生活社區」，現今高等教育組織的組成除了師生外，董事會、校友會、

捐款者，大學之學校經營必須講究成本效益市場需求、資源整合、經濟規模總

量管制等現代企業觀念均需要向企業界取經（郭為藩，2004）。

3.提升高等教育競爭力

高等教育經營效率如同企業，必須講究成本效益，而經濟學上提出的最適

規模的考量，對於規模過小的高等教育機構，在經營上並不符合效率，所以主

張透過整併方式，減少單位成本（王麗雲，2002）。例如，當前正面臨金融海

嘯，經濟蕭條，失業人口增加，大學生繳不起學費，不但使技術學院無法擴張，

甚至欲改變體質想升格改制都會大受影響，值此之際，規模小的學校不符經濟

成本，若考量經營效率，則學校就成為整併的對象。

政府為發展公立大學維持適當規模，以顯現其應有效益，提出大學整併，以

期提升學校辦學績效（行政院教育改革委員會，1996）。教育經營如同企業管理

講求成效益，政府在有限的資源無法無限制地滿足全部所有的消費者──學生學

習需求及效率考量下，校際策略聯盟（包括垂直聯盟與水平聯盟），國際之間

的教學術文化交流勢在必行。

我國高等教育若能藉著校際之間或與產業間的策略聯盟打造優質的學術研

究與知識創造，提升高等教育品質與績效，建立世界一流優質的研究教學環境，

兼顧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以提升人力素質，則亦將有助於提升國際競爭力。

綜上所述，鼓勵高等教育機構與企業界結盟合作共同研發課程培育科技人

才，成為目前高等教育發展趨勢之一，其意義與功能可歸納如下（戴曉霞，

2006；Valimaa, 2004; Westera et al., 2004）：

1.高等教育組織、機構之間結盟合作創新研發新知識、新技能，培育優

質的創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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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識經濟時代的技術創新是整合的、跨領域的科技合作；

3.資訊科技的發展必須校際、國際之間高等教育與企業界的合作方能達成。

有鑑於全球化對我國高等教育之影響，除了重視教育的產業性，力求追求

卓越的發展方向，更需要促使高等教育成為國際性事業，並培育受教的學生成

為國際性的世界公民（李建興、楊淑妃，2004；戴曉霞，2001）。因此，高等

教育經營企業化已成不可抵擋的趨勢，知識企業化、學術世界與經濟世界的交

互作用與融合，包含教育、研究、行政管理均可透過知識轉移、技術創新與轉

移融入經濟世界的合作銀行和其他經濟結構（Zaharia & Gibert, 2005）等應運而

生，企業型大學與知識企業之動態的學術結構關係、新的專家與建立學術標竿、

多國型態的大學、國際研究網絡和國際研究計畫等教育的開放和國際化等，均

是催生高等教育策略聯盟的主要動力。

參、我國高等教育策略聯盟的發展趨勢與

具體作法

一、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

台灣高等教育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企業對於人才的需求，民眾對於高深知

識的追求，大學教育的發展已由菁英化，進入大眾化轉為普及化甚至「全民化」

的「量變」轉化為注重品質、績效的提升，追求創新與卓越的「質變」；為了

因應社會國家需要，教育思潮的演進，科技的變遷，高等教育的功能亦趨複雜

與多元，高等教育的服務流於世俗化與企業化（李建興、楊淑妃，2004；溫明

忠，2008；翁福元，2008；陳伯璋，2005）。

雖然近十年教育改革造成高等教育快速擴充，在教育法令鬆綁下仍然需要

兼顧高等教育行政管理走向鬆綁及學術自主，全球化之下促使政府透過經費補

助與評鑑機制鼓勵大學追求卓越，邁向世界一流，以提升高等教育品質（楊瑩，

2008）；加上政府在教育資源分配結構的調整開始重視過去忽視的國民教育，

造成高等教育經費的排擠效應，相對對大學教費補助的緊縮，學校必須自行負

起校務營運之責，各校為了籌募經費無論公私立學校都必須依賴更多的私人捐

款和企業機構與及其他文化團體的經費支持，因此，學校必須與企業建立夥伴

關係，並善用外界豐沛的資源，如此才能跨疆界和校際發展（張家宜，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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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odes, 2001）。

蕭霖（2006）認為高等教育邁向國際化是指高等教育在教學、研究、與輔

導服務等朝向國際性，其目的是為了高等教育服務輸出的競爭，同時進行區域

合作，採取教學品質認證。

我國為提升高等教育教學績效，推動策略聯盟，透過形式的合作建立長期

互惠關係，進而提升自身的競爭力，只是在進行高等教育策略聯盟時，大學經

營需要利用外部資源，與其他大學或產業機構合作，包括技術合作、共同開發、

委託生產、技術轉移、知識轉移，但仍需維持其自身的獨立性。

二、我國高等教育策略聯盟的具體作法

高等教育結盟之主要目的在於互利互惠中獲得最大績效，而策略聯盟的模

式甚多，如前前述，可依整合的強度分為合作、協調、統一結構（曹翠英，

2006；Michel, 2007）；或採取非正式關係、共享或合作服務等正式聯盟、契約

式管理和合併方式為之（郭維哲，2003），亦有採取競爭優勢模式、蜘蛛網聯

盟模式、價值鏈聯盟模式、市場地位聯盟模式、最佳績效聯盟模式等。

考國內大學策略聯盟的方式，包括互助合作型，資源分享型，教授研發成

果型、校內外合作型、自行創業型（元智大學，2008）；台北科技大學在建立

教育夥伴關係時，分別採取的自我發展成學習組織、與技職院校體系建立教育

夥伴關係、與職訓機構的連結合作、與產業界建立連結合作、及與國際知名大

學締結姊妹校等五大策略亦屬之（張天津，2000）；雲林科技大學透過創新育

成中心與中小企業建立夥伴關係，透過校際選課、校際體育交流、社團聯合成

果展、共同合作研發計畫、區域網路互聯、圖書館館際合作，與雲嘉地區六所

大學院校建立緊密的夥伴關係等均是策略聯盟的具體落實（張文雄，2000）。

總之，不同的大學有不同的作法，張火燦、許宏明（2008）及國立台灣大

學（2009）提出台灣目前各大學策略聯盟的具體作法如下：

（一）與國際學術接軌進行學術交流與人才交換以邁向學術國際化

在全球化的教育競爭之下，為邁向學術國際化，我國高等教育與國外大學

結盟的作法如下：

1.強調國際化教學與研究，推動英文教學如元智大學，以增進國際知識

傳播自然學科與社會人文學科領域研究結果需在國外期刊──「科學引文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等資料庫期刊的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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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與目前國際一流大學簽訂合作計畫，如陽明大學與德國海德堡大學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英國帝國學院（Imperial College）及瑞典卡洛林斯

卡醫學研究院（Karolinska Institute）等進行人員互訪、共同舉辦國際研討會、

共同執行國際合作計畫、交換教授及學生等實質合作（陽明大學，2009）；

3.學校編列預算成立專責單位，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研究發展處編列經

費鼓勵、推動師生前往國際大學進行交流與合作；

4.擴大雙向交流，吸引學生、教授進修或教學研究，不少大學如陽明大

學元智大學特聘外籍教師以英語授課，邀請知名學者開設暑假課程及講座或鼓

勵教師出國再進修；

5.規劃跨國雙學位：如國立台灣大學訂有國外大學院校辦理跨國雙學位

制實施辦法，合作學校包括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土木環境工程學院；

6.支援教師參與國際學術事務，例如國立台灣大學為協助新進及年輕教

師拓展國際視野，特別提供教師參與國際學術組織，如美國會計學會（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AAA）會員費用補助，以及投稿國際知名期刊之費用。

並鼓勵年輕教師與研究人員至國外著名研究機構短期進修或研究合作，以協助

其拓展國際視野，培養其國際觀，建立未來研究國際化之基礎。

（二）大學教育策略聯盟之推動

高等教育可以透過大學校院聯盟的合作機制，達到資源分享與互補，促使

各校就其特色發揮不同功能，讓我國高等教育脫離現階段的困境，創造大學教

育的價值與利基（曹翠英，2006）。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清華

大學、國立陽明大學與中央研究院、工業技術研究院、國家衛生研究院或相當

之學術研究機構首長共同組成，並共同研究發展最新科技醫療知識技能，以貢

獻本國科技醫療發展所需。

政府在有限的教育資源下，亦企圖致力於整合教育資源與經費，鼓勵大學

追求卓越，促成大學學術水準之提升，迎向世界一流水準，先後提出為各種計

畫方案。如「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提升大學國際競爭力計畫」、

「大學整併及跨校性大學研究中心計畫」（此計畫後改名為「推動研究型大學

整合計畫」）、「國立大學研究所基礎教育重點改善計畫」（此計畫後改名為

「提升研究型大學基礎設施」）、「國際一流大學與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及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等（楊瑩，2008）。

行政院亦在其「新十大建設計畫」中提出以五年五百億元「發展國際一流

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期達成「5 年內至少 10 個重點系所或跨校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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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達亞洲第一，10 年內至少 1 所國際一流大學」之具體目標，並期透過本計畫

整體提升高等教育品質，該計畫於 2005 年有台灣大學等 12 校獲得補助經費；

同時推動包括台灣大學、中興大學、中山大學、元智大學、中央大學、成功大

學、交通大學、政治大學、長庚大學、清華大學、陽明大學、台灣科技大學「發

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邁向頂尖大學策略聯盟」（長庚大

學，2009）。

上述 12 所大學策聯盟邁向頂尖大學的具體作法包括設置研究中心、研究與

教學資源、學術發表如高等教育論壇等，其主要目的在於（長庚大學，2009）：

1.商討邁向頂尖大學其計畫共同相關問題提出因應對策，以提升執行效

率與品質；

2.交換執行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之經驗，以加速教研成果之落實；

3.促進會員大學彼此間之教學研究合作，以追求卓越；

4.作為與主管機關教育部商討共同事宜之聯繫窗口；

5.提供高等教育發展之見解與辦法。

此計畫係參照國際一流大學之相關教研人才及設施水準為規劃標的，以輔

導國內大學依優異領域建立特色為基礎；透過競爭性經費之挹注，一方面補助

其提升基礎設施，另一方面輔以國外優秀教師之聘請及國際學術合作之參與，

責成其教研水準、產學績效，確與國外一流大學相匹敵，進而發展國際一流大

學及頂尖研究中心，使大學成為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推手。本策略聯盟定期安排

各校頂尖研究中心研究成果及教學成果的呈現，希能將各校目前的執行成果逐

一向社會大眾展現（教育部高教司，2007，2008）。

（三）高等教育與企業界進行產學合作的策略聯盟

在知識經濟，高科技數位化學習的後現代，學校經營朝向策略聯盟，進行

資源整合在有限的資源，組織經營成本，並以人力資源整合進行人才交流，產

學交流，多角化組織發展，多元文化革新，提升學校整體國際競爭力（謝宗穎、

姜樹仁，2003），鼓勵高等教育機構與企業界合作結盟進行產學合作已成我國

高等教育發展趨勢。透過產學合作平台，有助於重建重視教學的校園文化，包

括：1.新課程/學程與教材研發；2.連結理論扎根於實務充分教學資源教師專業

成長進修；3.強調教學評鑑獎勵與升等：將產學研合作成果列為教師升等的評

鑑指標（張火燦、許宏明，2008；黃榮村，2008）。

政府為推動拓展國民全球視野，在策略上除了推動教育國際化，並積極推

展高等教育創造知識、傳承知識，產學合作即可達成前述目的，史丹福大學



教育資料集刊第四十四輯──2009 各國高等教育 41

（Stanford University）創的產學研三合一的「矽谷模式」即所謂的基礎科學研

究、技術創新、產品研發三位一體的研發模式，經由著重基礎科學研究合作、

引導工程技術發展、創新與應用，進而推出市場導向的高科技產品（朱亞宗，

2007；引自張火燦、許宏明，2008），此模式亦為國內所採用。總之，產學合

作對大學及其合作對象的產業應是互利互惠，其具體作法可大分為二（郭為藩，

2004；Ferris, Hochwarter, Buckley, Gloria, & Frink, 1999）：

1.建立產學研合作的多元平台

由大學與企業界、研究機構政府共同組成產學研合作聯盟，進行合作計畫

與顧問諮詢，協助企業界解決技術或管理問題，並將研究結果進行技術轉移。

2.鼓勵學校認養企業，建立企業鄉──大學夥伴關係

我國高等教育近年來因應環境需求，推動產官學合作已行諸有年，為因應

環境變遷，新科技研發、新知識與新技術的創新與傳承，已成為產業界競爭力

高低的關鍵，促使社會及產業界對推動產學合作的需求更為殷切。結合政府機

構、企業及大專院校提升研發功能，配合國家整體產學合作政策之推動，例如

包括大學設立「產學合作中心」；補助有意設立研發中心之公私立大專校院；

或提供產學合作專案專供學校教師申請及補助學校創設育成中心；以及提供產

學合作經費資助及小產學專案補助，推動實務性的產學合作研究。

國內外大學另一個產學合作的新型態即成立「創新育成中心」。國內自

1996 年政府制訂《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確定輔導設立育成中心政策。國內辦

理成效事例甚多。例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藉由學、業界

專家之實務經驗與專業人力之匯聚，建立縝密之區域產業合作，提供企業技術

提升及營運輔導，建置中小企業人力及技術交流育成平台。

育成中心培育範圍包括：1.教育與訓練相關之技術開發與產品設計；2.電腦

輔助教學之多媒體技術開發；3.遠距教學之各類專業技術研究；4.機電整合自動

化機械設計與開發；5.微機電及光電技術；6.其他與學校教學、研究及服務相關

領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2008）。

高等教育除了大學產學合作，技職校院亦是教育系統的一環，必須與其他

校外各種機構合作，整合校外資源，提升教育效能，達到學校與其他教育機構

互蒙其利之效果（黃政傑，2000），經由產學合作夥伴關係的建立，大學與企

業界在科技的發展與運用提供學生實際參與職場實習以獲得一技之長，並能驗

證理論在實務上的運用，以提升國家教育競爭力（Graca, 2005）。同時，藉著

大學與企業產學合作的策略聯盟亦可豐富學術社群研究經費，增加學生實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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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習的機會，亦可重振企業界重視研究發展增進組織技術轉移以提升其競爭

力（Elmuti, Abebe, & Nicolosi, 2005）。

技職教育比一般大學體系更需要深耕夥伴關係，例如同業與異業聯盟（關

切成員是否為教育系統）、垂直或水平聯盟（將學生視為原料或產品，聯盟成

員是否有上下游的關係）、整合性聯盟（黃政傑，2000；曹翠英，2006；戴文

雄、林我崇，2004）。技職校院為提升其教學品質，培育學生適應產業界市場

需要之專業知識技能，必須與企業界結盟進行產學合作，政府為提升我國加入

世界貿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後，技專校院知識創新能力及企

業界的產業競爭力。

國內技專校院與產業界的產學合作方式亦可歸納如下（張家仁、趙育玄，

2003）：

1.一般性研究支援：企業界捐款、成立基金、捐助設備協助技專校院的

各項研究；

2.非正式合作的研究：技專校院人員個別和企業界就某議題進行非正式

的合作研究關係；

3.契約研究型：企業界就其本需要以契約型式與技專校院進行合作；

4.知識轉移和訓練計畫：企業界與技專校院共同就其優勢，透過知識和

人員交流完成，例如技專校院教授可以擔任企業界顧問，針對業主的研發計畫

提供意見；

5.參與政府資助的共同研發計畫；

6.研發聯盟：為強化本國產業在新興科技領域的競爭力，由政府提供資

金，企業界與技職校院和其他研發機構形成研發團隊，就重大特殊議題的大型

研發計畫，進行研發聯盟；

7.共同研究中心：政府為促成產合作，普遍在技職校院成立共同研究中心

（四）整併方式的策略聯盟

高等教育的整併亦是策略聯盟的策略之一（Kavanamur, 2004）。政府為發

展公立大學維持適當規模，以顯現其應有之效益，主動提出大學整併，一方面

提升學校辦學績效更能使校經營服符合經濟效益教育改革重點工作（行政院教

育改革委員會，1996）。大學校院在策略上系統上進行整併合作方案，亦為了

提升組織競爭力（Fincher, 2002; Nofstinger, 2002）。整併不但有助於大專校院的

規模和經營成本趨進「最適經營規模」，遂有利於學術多功能的發揮，提升高

等教育的品質與競爭力，更有助於教育資源的共享與校務整體的發展，教師專



教育資料集刊第四十四輯──2009 各國高等教育 43

業成長與學生學習視野的增廣。

一般大學整併大多僅限於「水平合併」即大學之間的合併，不包括「垂直

合併」，例如中央研究院與大學之合併或工業技術學院之合併（司徒達賢，

2002）。從企業合併有其經濟效益觀點，企業合併運用到大學合併有其必須面

對之問題，但也是教育趨勢之所趨，從企業合併理論分析我國高等教育整併模

式可分為複合型、擴張型及多元型等三種類型（蔡秀英，2002）。

我國高等教育整併的方式主要有三：1.校內整合：校內單科與胯學科整合；

2.校際整合；成立大學系統由數所研究型大學在尊重大學獨立性與自主性下，

成立大學系統委員會；3.合併：由數所規模較小，或院系不夠完備的研究合併

為一所更具規模的研究型綜合大學（王麗雲，2002）。例如，嘉義師範學院與

嘉義技術學院整併為嘉義大學；東華大學與花蓮師範學院整併（2008 年行政院

正式函文花蓮教育大學與東華大學合併，同年 8 月 1 日，東華大學美崙校區（花

蓮教育大學）正式掛牌，教育部正式核定（國立東華大學網站，2009）。

（五）垂直式策略聯盟──大專校院與地區資源的整合

此乃以地區為主軸，如以宜蘭縣為地區，結盟該區之大學學院專科學校社

區大學中小學進行策略聯盟，資源共享，師生互動，分工合作進行終身教育（李

建興，2006）；此外，三星地區農會與聖母醫護專校合作成立「三星蔥蒜研發

中心」，將萃取蔥蒜內的有益成分，研發生機保健、化妝品及美食等產品，未

來還有可能生產「蔥蒜面膜」，幫助肌膚抗氧化（廖雅欣，2008）等均屬之。

台灣不少技專校院採取與產業界的研究教學合作的方式進行策略聯盟，例

如，台德菁英班的課程教學結盟──提供教師在職場的實務教學與學生在業界

的實習機會，理論與實務的結合與相互驗證，不但提升教師教學品質，也為業

界注入新的生力軍與人力資源等均是不錯的方式。

肆、結論

基於受到全球化趨勢等因素的影響，我國高等教育已經積極進行各式各樣

的策略聯盟以為因應，由於教育資源的有限，加上台灣的高等教育在呼應市場

化及資訊化之衝擊之際，也必須守住「大學自主、學術自由」的核心價值，並

發揮教學、研究、輔導、服務的功能與責任，故大學在扮演「知識生產者」，

建立「產學研究合作創新」之際，高等教育組織必須彈性化，以因應企業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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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並在從縱向建立夥伴關係，尤其彼此間必須建立互信機制，方能發揮相互

合作、依賴與競爭，以提升高等教育的績效。

此外，無論是國際、兩岸之間校際合作、策略聯盟，或學校合併，資源整

合，追求學術卓越、教學卓越或技術轉移、知識轉移，其目的主要為了提升我

國在國際舞台的能見度。我國高等教育透過策略聯盟，雖可邁向高等教育學術

國際化，提升國家在國際舞台的能見度，但各大學必須走出台灣，推銷台灣的

學術奇蹟與研究成果，舉辦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建構知識分享平台，進行交換

研究結果，讓台灣走向國際舞台，在國際學術論壇展現我國大學菁英教育的成果。

進一步為了整合高等教育校際資源或高等教育與產業界資源，我國高等教

育應鼓勵展現各校各科系之特色，建立師生與國際一流大學互訪與長期合作研

究之機制，以拓展大學師生之國際視野。

總之，在面對全球化對我國高等教育之影響，各國高等教育機構不但須因

應國際化、市場化，高等教育必須整合資源、人力設設備時，追求學術卓越，

展現在國際舞台之外，更應該發揮在地化、本土化的特色，同時學生的國際觀

也必須同時納入考慮。更重要的，在提升高等教育質與量的發展與教育競爭力

的同時，致力於提升大學生的獨立思考與批判性思考能力，方能開展大學的績

效、創新優質文化與善盡社會文化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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