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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過去十五年為改善大學教育品質，所採行的政策成效極微。舊的問題尚

未解決，新的問題已接踵而來。20至 24歲組的就學率只有 19.1％，遠低於國際經
濟合作發展組織會員國的平均數（37.1％）。大學部畢業生並無明顯增加，就業準備
也沒作好，因而離校後失業的人很多。雖然在九Ｏ年代畢業率已有增加，但平均仍

低於 50％，而且各校差異性極大（從 9％到 100％都有）。有些學術課程已有改善，
但每年新冒出來的許多新課程，似乏長遠規劃。 

政策設計與執行 

1989年聯邦政府為改進公立大學教育品質，實施新的評鑑與撥款規定。所謂「評
鑑等級」與「遠端遙控」的模式似乎已經在墨西哥實施。但迄今品質的概念仍未界

定清楚。評鑑主要集中在「投入」的審核，而非「產出」的評估。 

在九Ｏ年代後半期開始有重大改變：聯邦致力將「遠端監控」模式轉移為「計

畫干預」模式。政策制定者假定大學的大部分問題，都是不適當的運作條件所導致，

因此要有好的結果，就必須先改善運作方式。那些九Ｏ年代設置的特別課程，在 2001
年被整編在一起，成為「學校發展整合課程」。每一學術課程，都要提出其發展計畫，

以取得聯邦經費，其他財務支援，並獲得認可。 

雖然認可會影響到公立大學獲得額外經費的可能性，但並非強制性規定，而且

政府也無權停辦任何課程。由於經費的競爭基礎是改進計畫而非實際表現，此一政

策導致對聯邦政府的依賴，因為它鼓勵各校創造需求，而非增強其經常性容量，或

變得更有效能。所以，即使經過多年教育投資的增加，品質是否得到改善仍未明朗。

某些證據甚至顯示，特別經費導致負面效果，例如聽從的行為、虛假、官僚以及無

法達成的目標。 

政治內涵 

不過，缺乏進展也不能完全歸咎於政策設計或執行的錯誤。這些政策以及政策

制定者，是在政府及大學的複雜而又不斷變動的政治環境中運作的。 

過去金字塔型中央政府由上而下管理的政治結構，已經轉變成分權而並駕齊驅

的政府。立法機構變得積極主動，而不同黨派又控制不同的政府階層，導致教育政

府主管無法得到多數的支持。當管理是依據不成文規定與政黨的忠誠時，誰應為何

事負責都變得不確定。 



在此種改變的內涵，州政府的功能退化成為重大議題。雖然教育的責任已轉移

到各州，但州政府並無能力（政治的、技術的、行政的、以及財務的）以面對新任

務。 

在高等教育方面，居間的團體（州高教規劃委員會）理當在每一州負起協調並

規劃州教育系統的發展，卻淪為大學校長談判新課程批准的公共論壇。依規定，新

規定需由州政府負擔一半經費，但未得州政府批准僅意味不會得到額外經費，而非

不准開設----因為公立大學有開設任何課程的自由。 

分權化的影響極為分歧。某些州與大學達成發展協議。更多的案例是，政府面

臨諸多大學多方面興趣產生的複雜而又無計畫的制度，在州長未能掌控負責經費決

策的地方議會的州，情況則更為複雜。 

一般而言，眾多決策者之間的協調，有重大缺陷。它往往導致漠視正式的規定。

規定有很大的彈性，決策依賴各派政治勢力的角力。二十年前，撥款決定主要是基

於聯邦政府與各大學的互動結果。現在，州長、聯邦政府和各大學校長都各有盤算。

結果，更加複雜的政治內涵又迫使校長們扮演更多政治的角色。此一結果不僅是由

於各部門互動所滋生，也有部份是由於政治遊戲規則界定不清所導致。 

矛盾的結果 

聯邦政府現正尋求透過中央計畫過程，使教育投資合理化，以改進大學教育。

不再奉行對各州的放任政策，中央開始積極干預課程之運作，此一過程也有陷阱，

因為政府不能迫使自治大學尊從，它只能透過特別經費之提供，誘使他們順從。因

此，我們也可以說，聯邦並無規範公立大學之能力。 

但與此同時，由政治導致的分權議題，卻又迫使聯邦將重要決定交給毫無準備

的地方政府，因而聯邦政府的能力受到進一步削減。這又誘使大學校長不去透過教

育政策的執行，而是涉入政治，以取得額外的經費。 

目前的兩難困境可以如此說：如果聯邦政府能設計並創造公立大學部門，那麼

州政府應扮演何種角色？如果州政府較能界定地方的需求，那麼為何要採用不考慮

地方需要的全國性計畫模式？ 

附註：墨西哥教育系統與美國教育系統類似，在大學以前有十二年學校教育。四至

五年大學課程授與專業學位。墨西哥高等教育學府有 1550所。2004年教育花費佔
國民生產毛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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