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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參與獨立學院理事會的學校都面臨了需要改革才能解決的重大挑戰，

但是想法頑固的教授往往成為改革的阻礙。在最近一場獨立學院研討會上，一

位來自哈佛大學的高等教育學者提出近年來教授的行事作風讓大家討論，也有

另外兩位成員提到他們與教授合作度過大學經營危機的經驗。 

哈佛大學高等教育學術生涯研究主任Trower表示，1945年之前出生的較

年長的教授多半屬於傳統派，他們對自己學術生涯的看法與年輕的教授大相逕

庭。傳統派對於他們的雇主相當忠誠，這些嬰兒潮世代的人追求的是頭銜以及

大眾的認可；相對地千禧世代的人多持懷疑的態度，他們感興趣的是工作的內

容是否有意義而非頭銜。Trower解釋，新生代的學者和年長的學者追求學術的

初衷並無不同，但現今的學術環境已有很大的改變：科技使得學術成果發表的

方式改變，多半採取數位化、更長的工時、學術出版的減少、出版的籌備期拉

長以及學術部門的財務壓力升高。當學校出現財務危機，教授所面臨的這些壓

力就成為了艱困的挑戰。 

羅伯莫理斯大學的董事Dell’Omo就他在大學財務危機時與教授協商的經

驗表示，他當時意欲裁減所有資深主管及教授開銷的百分之十五，但所有的教

授都團結起來要求增加預算。Dell’Omo透過協商試圖喚起教員對組織的忠

誠，而他也成功地說服教員們放棄增加預算。但他也認為，這次協商能如此順

利是由於他早先的一些決策曾獲得教授們的肯定。先前董事會曾大力支持一個

醫學院的計畫，但大部分的教授並不贊同此計畫，而Dell’Omo董事決定順應

輿情廢除計畫，此舉使得他得到教授們的信任。 

羅伯莫理斯大學在教授開銷所省下的支出被用於清寒學生的獎助金。

Dell’Omo董事認為，這樣的做法可以讓大家明白暫時性的預算刪減對於學校

長遠的發展是有幫助的。他以他的經驗對在學術環境下的勞資協商提出幾點建

議： 

 不論現實有多麼殘酷都要坦誠面對挑戰，但也不需要過於悲觀或是做出  

無法兌現的承諾。 

 鼓勵教員授多與企業事務代表及董事會成員在董事會以外的場合做多方

面的接觸。 

 當有新的資源出現時，一定要彌補那些曾經為了組織做出犧牲的人。否

則陰謀論者會認為你只是利用學校出現危機時剝奪大家的福利。 

太平洋路得大學的董事Anderson也分享了他曾經面臨的危機。當他在

1992年上任時，學校正處於連續四年學生入學減少、財務赤字、冗員過多以及

捐款無法妥善運用等等窘境。他接手後開始籌備許多募款活動，同時也關閉一



 

 

些學校宿舍及餐廳、裁減員工；但真正的問題是，要如何應對教授對這些舉動

的反應？要如何妥善處理那些我們無法繼續運作的學術課程？教授們提出了一

項自1970年代起就被制定但始終沒有被使用的協議。這份協議是當年的教授

為了因應行政人員與教員間的不信任而制定的，內容包括如何處理裁減及如何

重新分配資源等等政策。委員會基於這份協議評估了學校內所有的學術課程，

最後決定裁減工程部門的四項碩士課程及一項學士課程；委員會並削減了百分

之十的教員。 

Anderson主席表示，財務危機可以促使大學進行改革，但同時也帶來兩項

危機：「首先，改革很容易就落入部門間弱肉強食的競爭關係，節省並重新分

配資源的課題反倒被大家忽略。幸好那份1970年代的協議書幫助我們將注意

力集中在資源分配上。另外，要如何保存組織原先的架構而不被委員會或行政

人員任意介入也很重要，否則高等教育的初衷會輕易被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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