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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育是國家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原動力。

近二十年來隨著政治的民主化、經濟的自由

化、社會的多元化、科技發展的快速化，使

得教育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加上通訊科技

與發達的網路所帶動的技術變革，已徹底改

變了人類生活與生產的模式，傳統的學校經

營與管理勢必要更具前瞻性與調適能力，方

能因應瞬息萬變的社會變遷與時代需求。由

上觀知，學校再也不能只是關起門來辦教育

而無視社會的快速變遷；如何在日益競爭的

社會環境下形塑優良的學校文化，並將學校

特色與辦學理念經由學校行銷策略與家長、

社區達成多元良性互動，已是教育工作者必

須正視的議題。是以，本文首先從學校行銷

的意涵著手；其次，探討學校行銷的特性與

背景因素為何；最後，發展有效的學校行銷

策略，期能獲得學校內部同仁與社區家長、

人士的了解，認同與支持，以有助於達成學

校目標。

貳、學校行銷的意涵

行銷一詞最早來自經濟學，在非營利組

織採用行銷觀念之濫觴始於1969年Kotler和

Levy發表的「擴大行銷觀念」。然而，學者

對於學校行銷一詞、定義亦各有不同。李小

芬認為（2001）學校行銷即是：把教育當作

一個市場，學校能善用市場區隔，找出目標

大眾，以良好的課程、師資、設備、學習資

源、適當的宣傳方式，為學校提升競爭力的

一種社會過程。黃義良（2002）將學校行銷

界定為：學校透過計畫與執行相關活動，並

使社區、家長了解並支持學校的辦學理念、

教學、課程實施與相關活動，使學生樂於就

讀、教師樂於任教，而利於達成學校預期教

育目標的社會性歷程。彭曉瑩（2002）認

為：學校行銷是將行銷觀念應用在學校，對

學校亦進行行銷規劃管理的完整過程。主要

分為「內部行銷」與「外部行銷」，其內容重

點包含「學校行銷理念」、「學校行銷組合」

和「招生推廣策略」三層面。綜合上述定

義，筆者認為：學校行銷係學校透過良好的

課程、師資、設備、學習資源的規劃，將學

校特色與辦學理念、藉由適當的宣傳方式，

使社區、家長了解並支持，進而提升學校競

爭力，以滿足社區、家長需求與需要的社會

的、管理的過程。

參、學校行銷的特性

非營利組織要面對多重群眾、多重目

標、產品是服務且受大眾監督的特性

（Kotler & Andreasen,1987），故運用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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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於學校機構時、實有別於營利機構。茲

一一說明如下：

一所學校所要面對的群眾大致可歸類為

「教學提供者-師資」、「服務對象-學生」、

「社區家長」、「教育主管當局」，且彼此間息

息相關。

營利機構的目標通常是追求利潤為首

要，但教育機構則要追求多重目標。一所學

校不但要提供學生與家長對課程及師資的需

求，還有與教育主管機關的政策配合、提供

在職訓練與學校發展等努力目標。

教育行銷產品具有無形性、生產和消費

的不可分離性、不穩定性、易消逝性，所以

服務和一般實體的商品有所不同（Kotler &

Andreasen,1987；Kotler & Fox,1994）。由

於教師教學呈現方式、教師特質的不同，使

得「服務產品」產生不可分離性和不穩定

性；更由於教育產品的易消逝性和無形性，

產品無法儲存，都會影響學校行銷的效率。

隨著教育人口激增，教育事務往往牽涉

之對象既多且廣，且最容易受到大眾的關心

與注意。因此，學校機構在進行校務規劃

時，時時須以學區大眾的利益及學生福祉為

考量。

肆、學校行銷的背景因素

行銷（marketing）一詞，印象中似乎與

教育事業無關；事實上，早在1969年Kotler

在其「擴大行銷觀念」一書中即已提出有關

非營利機構行銷的基本觀念---「行銷是一種

廣泛的社會活動，其範圍不應限於一般商

品」。在一切講求行銷掛帥的時代，行銷已不

再是工商企業的專利，學校的經營者更應注

重學校形象的管理與建立全員行銷的觀念，

將學校的辦學理念與特色，藉由行銷的途徑

傳達給社區的每位居民與家長。筆者觀諸當

前教育行銷觀念應用於教育之重要性肇因於

下列背景因素：

過去由上而下的決策方式已轉變成由下

而上，過去以行政機關為中心的管理，轉變

成以學校本位管理。而在學校，又從傳統行

政人員、教師為中心，改以學生之需要為中

心訴求。

現今是一個民主、開放、多元的社會，

此一時代趨勢也促進學校組織跟著起了大幅

度的變動。尤其是加入WTO組織後所面臨的

環境改變，教育機構的快速擴充，競爭者的

出現和增加，都促使學校不得不注重學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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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行銷，以提升競爭力。

因應一連串的教育改革、九年一貫課程

的實施、及要求教育品質的提升，創造學校

風格與形象，並讓所有成員及社會大眾了

解，最好的方法就是透過行銷來建立學校與

社會大眾良好的關係（鄭勵君，1998）。

在解除管制賦予大學自主的同時，政府

補助經費亦縮減。例如國立大學「校務基金

制」的實施，學校就必須藉由發動學生、教

授、校友、社會大眾、企業家等與學校行銷

有關對象進行募款、推廣教育或建教合作，

以自籌經費。

伍、有效的學校行銷策略

有效的學校行銷策略有助於學校預期目

標的達成，能凝聚學校同仁與家長間的良善

關係，提升學校整體形象與競爭力。Kotler

& Fashy在「新競爭優勢」一書中也提出：

邁向二十一世紀的策略性行銷當中解釋、策

略之目的為創造並維持競爭優勢（郭振鶴，

1997）。由此可知策略之重要性，職是之

故，本文僅提出下列幾點做法，期能有助於

學校行銷與經營。

在民主、開放、多元的社會環境，面對

家長間不同的要求，學校必須用心去了解顧

客（學生、家長）的需要，以顧客的滿意度

為優先考量，加強與顧客的互動，建立主動

積極的服務提供者、及顧客導向的學校品質

文化，以樹立口碑。因此，不同的學校要針

對符合學校特色的學生為目標群去設計適合

的行銷策略。同時，將此融入在學校文化

中，建立優質的學校團隊，提升服務品質。

學校的現況優勢如何？教學設備、學校

課程是否已經不合時宜？師資、學生素質如

何？學校的發展是否掌握未來社會脈動？是

否能發展出符合社區需求的學校特色？都是

在進行一連串學校行銷活動時必須先行規劃

的。

先服務好內部員工，激勵員工的鬥志，

才能進行對外的行銷工作。為提升內部關

係、塑造優質的學校團隊，透過加強對教職

員的重視與關懷、暢通學校內部溝通管道、

賦予教職員適度的權力、充分溝通行銷理

念，使學校內每一位成員都是全員行銷的一

份子。

透過聯絡簿、電話、廣告、電子郵件、

光碟、班級網站等，宣揚學生的表現，吸引

目光。藉由大型校園內活動，諸如：園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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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運動會等方式，加強和社會互動，讓外

界了解學校，塑造學校的良好印象。

全面品質管理的學校，應以不斷改進、

永續經營的理念，積極轉型為學習型的學校

行政，迎合快速變遷社會的需求。在「人員」

方面，加強行政人員積極主動、創新的服務

態度；在「產品」方面，根據學校自身條件

設計開放多元的課程，透過校內定期的課程

評鑑與學生滿意度調查，開創學校良好教育

品質，主動出擊輸出理念，以留下美好印

象。

面對日趨激烈、知識變動快速的時代，

學校教育工作人員如何在講究競爭力的環伺

中求生存，並超前領先，是當前必須深思與

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透過與社區的合作、

引進外部資源之考量、鼓勵教師培養有創意

的教學能力、與他校策略聯盟取長補短，使

學校具有較大的競爭優勢，朝向更具效能的

經營策略而努力，建構永續發展機制。

學校應主動針對家長宣導辦學方針，營

造良好、溫馨的組織氣氛與場所，使教學與

學習都成為樂事，除可發揮潛移默化的境教

功能外，家長接送與外賓參觀時，更是最直

接的形象行銷。

陸、結語

當前學校教育的最大弊病，乃在於學生

家長與學校疏離，學校教學與社區疏離，學

生學習活動與生活疏離。面對當前整體環境

因素的改變，學校教育如何在二十一世紀時

代，提升自我競爭力是一大課題。值此世代

變動急遽、家長期望愈來愈高之際，學校應

具備建立學校特色與優質形象的觀念，並善

用行銷策略將之傳銷出去，促進親師良性互

動，將校譽遠揚，進而達成學校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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