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偏遠地區大學之補助爭議 

Valuable by any measure 

 

   近來許多言論針對澳大利亞偏遠地區大學之表現提出質疑，諸如

各地區大學之學術研究產出低落、學生人數與品質良莠不齊以及各地區

機構之特定資助需求等。種種關於補助地區大學的爭議，實際上均暗中

指向另一層未被公開詢問過的核心問題：這些地區大學的補助經費，是

否可將之另行善用於以學術研究為主、位於主要城市的精英教學機構。 

  面對各方質詢，地區大學往往將回應方針定位於其兩大主要成就：

「受限於較低層次的高等教育下仍展現出之學術研究成就」以及「對於

促進地方社群經濟發展之重要貢獻」，並且針對津貼分配額仍不足以改

善情況，向類似質詢提出反擊。 

  儘管相關言論與見解看似均相當精闢，同時地區大學為捍衛自身成

就，亦允許此類批評浮上檯面，列入討論之議程。然而，對於這些位於

灌木叢中的地區大學，三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亦隨之產生。 

  首先，衡量地區大學之學術成就與表現──此評比動作之本身，即

陷地區大學於敗者之地。放眼望去，全澳大利亞沒有任何一所「灌木叢

中的大學」能夠以其學術成就，與「都市中的精英大學」相提並論，更

遑論競爭。 

  其次，接受學術成就與表現之評比，亦間接暗示了認可：唯有大學

入學分數之高低、博士學生之數量多寡以及學術文獻之產出數量等等，

才是最適當之教學機構優劣評量標準。 

  最後，這些質詢代表著人們對於地區大學之普遍刻版印象：行乞

者。並且造成一般大眾對於地區大學所提出，要求獲得較為完善的社會



資源之權益，抱持存疑態度。 

  因此，地區大學與其忙於替自身表現辯駁，不如群起替自己反問：

為何如此大量之批評聲浪存在著並且質疑，某些大學較為缺乏達到教

學、研究及社區參與等等基本核心功能的權利？ 

  事實上，每所地區大學皆有其存在價值。舉例來說，每所地區大學

之存在，代表著相當大數目之澳大利亞學生，除了地區大學外，無法負

擔起任何其他位於各主要都市之大學之就讀所需費用。 

  聯邦政府對於各項相關政策亦需仔細評估，畢竟，事關二十三萬餘

就讀於地區大學之學生們的教育經驗。並且政府的政策，代表了政府將

如何評價這群學生們對於澳大利亞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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