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國教育部主導廢除大學評鑑制度「規定及制度改革的出

發點」 

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 

自 2015 年起，教育部為了選出可獲財政補助之大學，於每三年

所實施一次的「大學基本能力診斷評鑑」制度將被廢除。 

2025 年開始，將根據韓國大專校院協會之「韓國大學教育協議

會」（簡稱大教協）、「韓國專門大學教育協議會」（簡稱專門大教協）

的機關評鑑認證和「私學振興財團」的財政評估，決定是否提供補助。 

2022 年 12 月 16 日，韓國教育部公布，包含上述內容的「第 3 屆

大學規制改革協議會」及「第 9 屆大學基本能力診斷制度改善協議會」

的討論結果，並表示將在 2022 年內確定內容並公開發表。韓國教育

部表示：「大學不斷提出『爲了準備評鑑，大學消耗的資源太多，政府

主導的評估內容不能反映各個大學的條件和特性』等批判意見」，再

解釋說明廢除大學基本能量診斷評鑑的背景。 

取而代之，教育部決定使用「大教協」及「專門大教協」從 2011

年開始，以 5 年爲週期實行的「機關評鑑認證制」。 除了沒有被認證

的大學和「私學振興財團的財政診斷」中，被指定爲「經營危機大學」

（以去年評估結果爲準，預計有 30 所）的大學以外，將向此外之所

有大學提供一般財政支援。 

除此之外，大學經營四大條件（校園土地、師資、教職員、大學

財物盤點）的規定也將大幅放寬。 因此，在普通大學可以雇用兼任、

聘請教師的比例將從五分之一以內增加到三分之一以內。另外，目前

原則上大學的土地和建築物必須以設立主體的名義為原則，但今後將

可以借用場地及建築物進行授課。 對此，教育界有人擔心教育品質

將會下降。 

韓國教育部在招生名額調整上也給了很大的自由度。從 2024 學

年度開始,半導體等尖端科技領域只要滿足四大條件中的師資確保比

率,就可以淨增名額。地方大學考慮到招生困難的問題，允許所有單位

利用缺額或插班（轉學）剩餘員額新設新的科系。 

社會副總理兼教育部部官李周浩表示：「此次方案是教育部大學



 

 

規制改革的第一個出發點」，「對發現會計舞弊等重大違法行爲的大學

採取司法措施的同時，還將使用解除大學補助計畫協議、中斷補助等

強力制裁，強化大學的責任。」 

撰稿人/譯稿人：鄭瀚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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