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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齡人口: 40萬-30萬-20萬-15萬(1980-1990-2000-2030)

廣設大學: 160大學/309鄉鎮(1990-2010)

生均投資不足: 5萬NTD vs 5萬USD

血汗大學: 科技業人才 + 國際一流(1990-2010)

現代大學意義模糊: 文憑鷄肋化 + 假學位 

大學的生存威脅日增: 貧窮化與政治化

… …

回首來時路：>1980s慢性病之始



看看今天：在急診的大學

病症 病因 處方

1. 退場+整理:

大學倒閉

廣設大學、少子化、學
費過低、分類定位不明

？

2. 國際競爭:

國際評比退步

地球是平的、留才攬才
不足、生均投資不足

3. 內部治理:

學術倫理不彰

大學自治不足、政治干
擾、利害關係人與治理
正當性

4. 產學關係:
畢業生低薪/學用落差

少子化、學費過低、分
類定位不明

5. 結合AI與新科技:

未來性不足

學費過低、教育部過度
管理、分類定位不明



回應挑戰的方式，決定了一個文明的前途。
～A.J. Toynbee

想想明天?



核心問題

Q1:大學為什麼存在？

Q2:對症下藥的處方是什麼？



神山來自全球產業環境與政府政策；
山在高，有仙則名!

神山上的神仙從哪裡來？
神仙來自大學!



Q1:大學為什麼存在？

@培養人才- 教育

→GDP主力:
半導體佔GDP1/3；TSMC經理以上90%的來源

→塑造社會核心價值: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 「使朝廷之上，閭閻之細，漸摩濡染，莫不有

詩書寬大之氣。」



Q1:大學為什麼存在？

@創新知識 - 學術

→ 知識經濟產業最重要的資本財

→ 為社會尋找安全綠洲

知識領域 代表大師

科學工程 牛頓

經濟 凱因斯

教育 杜威

醫學 巴斯德

量子物理 普郎克

鋰電池 古德諾

永續環境 ？



Q2：對症下藥的處方是什麼？
- 在急診的大學 -

病症 病因 處方 急方

1. 退場+整理:

大學倒閉

廣設大學、少子化、學
費過低、分類定位不明

1.善用高教量能 倍增外籍生

2. 國際競爭:

國際評比退步

地球是平的、留才攬才
不足、生均投資不足 2.增加生均投資 學費合理化

3. 內部治理:

學術倫理不彰

大學自治不足、政治干
擾、利害關係人與治理
正當性 3.總體組織重整 A.鼓勵整合 

(含公私併); 
B.分工定位

4. 產學關係:
畢業生低薪/學用落差

少子化、學費過低、分
類定位不明

5. 結合AI與新科技:

未來性不足

學費過低、教育部過度
管理、分類定位不明

4.加強大學自治 訂定期程
/EUA



1. 善用高教能量

倍增外籍生



倍增外籍生

• 目前約9%，10年增加到20%。

• 增加10萬學生(～ 100億經費)/1萬人就業10年(～ 
1000億GDP)

• 台灣軟實力(人民素質)+冠軍產業鏈+大學CP值

• 華語+ X

• 下一個世代國際化

• 為台灣教育和職場帶來「質」的改變

• 外籍生更是輸出國家影響力



2.增加生均投資

學費合理化



巧婦與米
經費來源 政府 民間 使用者

項目 基本補助、競爭
型計劃

產學合作、
捐助

學雜費、推廣教育、
學校資產營運

金額 約1500億
(教育部1000/各部會500)

<100億
(vs廟宇)

約800億

*教育基本法+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 23%
(幼托國教等競合平衡!)

→ 政府投資每位學生平均10(15)萬元
(110年學碩博士生共110萬人)

→ + 使用者投資每位學生平均8萬元，合計18(23)萬元



台灣生均投資
- 真實情況-

高教兩隻腳 = 政府補助10(15)萬元+ 使用者付費8萬
元，合計18(23)萬元。

→兩隻蒼白瘦弱的腳= 搖搖欲墜的高等教育

@對比國際重要大學生均經費：

國內:20-50萬台幣，韓國:70-80萬，日本:100萬，
歐洲、新加坡、香港:200-400萬，美國300-500 
萬。

@對比幼兒園生均經費：15萬



歐洲國家的低學費
- 由高賦稅支持-

• 國民繳稅vs 政府對大學補助

• 國民賦稅負擔率: 台灣13%，南韓20.1%、
日本17.5%、美國18.4%，歐洲國家普遍達 
30% 。(2019)



- 何不食肉糜? -

• 政府經費= 賦稅

• “公共化” = 低/免學費，大學都由政府補助

→ 天龍國的夢幻

→ 使用者投資自己



不合理的低學費
- 正在謀殺高等教育-

• 2004年（民國93年）53所大學獲准調漲

學雜費，之後學雜費沒有調整。

• 18年來(2004-2021)物價指數增加19%、
受雇員工薪資增加27%，平均每人國內
生產毛額（GDP）從15300美元增加到 
32800美元。



旁例1：學雜費與健保費

健保費 學雜費

投資目的 健康 教育

費率調整機制 V X

2004年迄今調幅 *13.6% (+27%) ～0%

與薪資水準同步
調整

V X

專項經費 V (補充保費) X

總經費控制原則 控制支出/

以需求決定供給

控制供給/

以供給決定需求

*在員工薪資持續調整27%之上再調升費率



旁例2：學雜費與基本工資

基本工資 學雜費

投資目的 國民基本生活 教育

費率調整機制 V X

2004年迄今調幅 66.7% ～0%

與經濟成長同步
調整

～V X

*近10年調整頻率 每年 X

*近10年: 從2012年基本工資18,780元調至26,400元，調幅40.6％；時
薪由103元調至176元，調幅70.9％。



釐清學費的迷思

• 台灣生均經費在國際是過低

• 永續增加政府經費是空言謊言

• 低學費使弱勢學生受害更深

• 合理的學費能夠照顧到弱勢學生

• 公共化的核心是全體學生受教品質好
壞，不是學費換選票。

• 學費過低是傷害公共化

→ 學費明顯變成政治干預的問題



學費合理化

教育是投資下一代，

最便宜的學費將付出最昂貴的代價!

→守護，不要剝奪人民投資自己的機會！



3.總體組織整理

A. 鼓勵整合(包括公私併)

B. 分工定位



A. 鼓勵整合(包括公私併)

• 下策：坐等私校倒閉= 學生/學校/社會三輸

• 私校可以化作春泥
→ 創造公私協力興學&同時緩解高教兩個重大問題：

公校沒有資源、私校沒有學生

• 私立大學轉為公立大學附屬非營利法人：
@推廣教育：附屬職教學院/國際學院(不授學位、師資必須充分)
@實務事業：教育/研究相關(IT服務、餐旅、農牧、工程模擬檢測…)

• 春泥公益化：法人董事會甶公校組成，法人公校互相唯一隸屬，法人
受公校及法律管理，收支完全公益，取得社會信任。



B. 分工定位

• 對數量與分類缺乏規劃，使高教衍生出問題。

• 人口規模：1) 2000萬人應設?所大學；2) 需要?所具

備國際盃決賽實力的大學。

• 公立中小學：控管學校數量，平衡人口與資源兩者。

• 參考醫療系統：診所、地區醫院、區域醫院、醫學
中心等不同任務

• 參考國防系統：步兵、空降、飛彈、工兵、後勤等
不同任務

• 參考交通系統：公車、國道、捷運、鐵路、高鐵等
不同任務

• 參考加州高等教育系統：UC、USC、CCC等不同任務



4. 加強大學自治

分類訂定期程/EUA範例



大學的開始

巴黎大學為例

- >800年

- 學術專業：神學/法律/醫學/藝術

- 自主權：教學+生活管理+司法

- 文明社會的一支探險隊（人類一大發明）

- 永不停止的追尋（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



大學自治的範圍
- 憲法&大法官釋憲-

• 憲法第 11 條
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 釋字第 380 號
「憲法第十一條有關講學自由之規定，… 就大學教育
而言，應包含研究自由、教學自由及學習自由等事
項。」；「其自治權之範圍，應包含直接涉及研究與
教學之學術重要事項。」→ 部訂共同必修課程違憲。

• 釋字第 450 號

「大學自治（亦）屬於憲法第十一條講學自由之保障
範圍」；「大學於上開教學研究相關之範圍內，就其
內部組織亦應享有相當程度之自主組織權。」



@政府(凱撒)的長臂管理缺乏節制

• 財政部：研究發展補助須以營利事業所得課稅？

• 勞動部：師生是勞工？

• 國防部：大學是軍隊預備班？

• 教育部：干預校長遴選、控制學費

• 總統：「大學教授是年改的犧牲品」？

• ………

→ 學術被以政治邏輯管理



• @大學法第一條「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
內，享有自治權」？各界多有不同看法：

1 「大學自治是憲法層次的制度性保障，其內容並非侷限於立
法形成的範圍，相對地大學自治的核心領域將會構成立法者形成自
由的界線」。

2 大學於其自治範圍內，取得「與立法者相同之地位」。

3 大學自治非法律所授予，當然亦不限於法律所規定之範圍內，
才享有自治權。
（賴英照、陳新民、陳文貴、許育典、李惠宗、管中閔、孫效智等）

• @教育部對大學之監督指引，無遠弗屆-院系所學程、組織、人
事、招生、校務各種會議組成……. 。

政府行政&立法管制的迷思
- 依「法」行政？/ 「學術自由不能牴觸法律」？-



高等教育最大的風險……
- 政治干預-

@ 政治= 控制社會的權力行使； 政教必須分離

→守護大學不要成為政治的獵物

@ 大學自治 = 行憲 + 釋放高教活力

→政治人物積極的行憲、有意識的不干預大學

國民黨執政 民進黨執政

國立台灣大學 哲學系事件 管案

國立清華大學 獨台案 中共滲透清華案



臺南孔子廟下馬碑
- 文武官員軍民人等至此下馬-



學術重要事項 EUA盤點大學自治--2007里斯本宣言 國內實施情況

學術自主 決定招生人數/選擇學生 R

設立/裁撤新系所 R

選擇教學語言 R

選擇由外部控管學術品質 N

組織自主 決定大學組織結構 R

校長的資格/任期 N

校長產生/解聘的程序 R

治理機構中校外成員的參與/遴選 N

設立具法人地位機構 N

財務自主 公共資金(國家預算)的總額與期限 N

保留剩餘預算 R

本國/外國學生的學費 N

建築物與設備的所有權 N

借貸 R

人員自主 聘用/晉升/解聘資深學術或行政人員程序 R

決定資深學術或行政人員薪資 R



召開全國高等教育會議
進行宏觀規劃2.0！

病重 → 群醫會診



宏觀規劃2.0
1.0 2.0

啟動 行政院2002 ??? /呼叫行政院2024

背景 國際競爭(教育品質/員額及經費不
足)

* 國際競爭(教育品質/員額及經費不足)
* 巨觀退場整理(人口遽降)
* 微觀大學內部治理

主題 大學願景及目標 
大學分類及定位 
私立大學特色發展

大學總體任務分類

大學退場與整併

大學運作機制與法制 大學自主與政府關係、治理與課責

大學財務與永續發展

大學產官學研合作 大學與經濟及社會的提升

大學與法人研究機構整合

大學專技教育前景

指標 10年內至少一所大學世界前100名、
15~20年達前50名

??? (1.0盛而復衰)

預算 2005-2014十年1000億元 ??? (1.0延續中)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論語



結 語

• 善用高教能量

• 增加生均投資

• 總體組織整理

• 加強大學自治

• 高等教育宏觀規劃2.0



敬請指教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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