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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主軸、八大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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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主軸 場次主題 主講人 主持人

2/25 導論 三十年一覺高教夢 陳維昭校長、黃榮村院長

3/25 高教治理與

領導

大學會倒嗎？學費該漲嗎？誰決定？誰負責？ 周景揚校長、何明果校長
陳維昭

校長

4/29 全球人才競爭  台灣高教是贏家還是輸家？ 李蔡彥校長、高為元校長 沈孟儒校長

6/3

學習成效與

學術卓越

誰來確保教育品質？私立大學該退場，

那公立大學呢？
吳思華校長、張國恩校長

鄭瑞城

前部長

7/29 台灣有世界一流大學嗎？政府到底做了什麼？ 陳文章校長、賀陳弘校長 李嗣涔校長

8/26 高教應如何與產業共榮？
林百里 董事長、

施振榮 榮譽董事長
鄭英耀校長

10/28 價值創造與

永續發展

教育、研究與服務，大學要如何自我定位？ 林奇宏校長、湯明哲校長 陳力俊校長

11/25 台灣高教有沒有永續的未來？ 曾志朗院士、劉維琪校長 梁賡義院士

12/23 總結 高教改革論壇回顧與總結
詹盛如學務長、林劭仁教務長、

陳維昭董事長
黃榮村院長

*以下資料來源由各主講人提供



台灣高教現況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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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價值與育才功能之省思

高教資源不足、人才流失

、國際競爭力衰退

政府管制與法規限制
學術自由與機構自主

缺乏未來高教發展藍圖



高教資源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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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2022)。【研
究報告】台灣公部門投入高等教育之研究——以
OECD作為比較對象

國際平均及台灣每生
教學成本比較

據統計，OECD國家每生
平均獲得的高教經費有
10,972美元，台灣每位學
生平均分配到的教育經費
（含學雜費）僅6,684美
元。儘管台灣的高教受益
人口比例相對較高，但整
體投入仍不足，造成高教
呈「重量不重質」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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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高校2023年經費預算

名次 學校 預算 收入 年度結餘
1 清華大學 1,775.21 1,234.14 541.08
2 浙江大學 1,334.92 766.89 568.04
3 上海交大 1,145.49 777.43 368.06
4 北京大學 961 651.89 309.18
5 中山大學 851.64 566.70 284.90
6 復旦大學 771.94 427.85 344.04

48 江南大學 198.46 127.18 71.28
49 合肥工業大學 198.33 125.15 73.18
50 華東理工大學 197.68 132.71 64.97

51 華中師範大學 168.74 126.71 41.99
台灣大學 192.65 192.20 -0.45

200億
收入

學雜費
10%

其他
47%

捐款及資產使用
8%

建教合作
35%

U Tokyo：695億
UCLA：2,756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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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邁頂級高教深耕補助經費



教育經費、GDP & 家庭收入
台灣, 1980-2020

資料來源:
教育經費占GDP比例：
中華民國教育統計 

(www.edu.tw)

家戶可支配所得：
家庭收支調查 - 調查報
告 (dgba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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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台灣經濟不斷成
長，公共部門教育經
費占GDP比例自
1990年代達5.6%高
點後，即緩步下降，
目前來到3.5%左右，
而平均家戶可支配所
得成長也大幅落後
GDP。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829446EED325AD02&sms=26FB481681F7B203&s=B19AF3B0B4D7BFAC
https://ws.dgbas.gov.tw/win/fies/a11.asp?year=110
https://ws.dgbas.gov.tw/win/fies/a11.asp?year=110


我國教育經費佔國民所得(國內生產)毛額比率

學年 國民所得 國內生產毛額

85 6.45 6.55

90 5.73 5.83

95 5.45 5.59

100 5.36 5.50

105 4.85 4.97

109 4.56 4.69

教育部教育統計(110)



112-127學
年度大專校
院大學 1 年
級學生數變
化趨勢

包括日間及進修學制之
大學四年制（含四技）、二專 1年級及五專 4年級學生數

預計自 112 學
年起，大學 1  
年級學生人數
將跌破 20 萬人；
未來 16 學年，
大學 1 年級學
生平均年減 3.4
千人或 1.9%

資料來源：各教育階段學生數預測報告（112～127學年度），教育部統計處，2023/06/12



台灣高中畢業生出國人數逐年成長

資料來源：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6057

http://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6057
http://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6057


人才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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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平均生師比

台灣

2020年 21.7

2021年 21.8

2022年 21.5

美國 13.5

英國 13.0

法國 16.7

德國 11.7

荷蘭 14.6

OECD平均 15.1

單位：人

資料來源：教育部教育統計指標之國際比較2023，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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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 Shanghai Times

臺灣世界前500名之大學數量
三大排名統計：2011-2022

2011-2022年之間，
臺灣大學排名在
500大的數量呈現
下挫狀態，僅有
QS尚能維持穩定，
而 上 海 交 大 與
Times的有明顯減
少的現象。



國際競爭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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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競爭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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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高教資源嚴重不足、教育品質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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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8,000億高等教育前瞻計畫，全面提升高教教育品質

➢ 修法增加及穩定教育財源，確保學生學習成效、就業力及國

際競爭力

➢ 產業共創共榮，挹注教育資源，共同培養優秀人才

解決方案



問題二、國際競爭力衰退、資源不足、人才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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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充實高教資源，確保台灣高等教育品質，拔尖與打底並行

2. 鬆綁法規，建構留才、攬才之優勢環境

解決方案



問題三、政府控管限制大學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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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建構高教治理機構與機制，成立高等教育發展委員會

➢ 鬆綁大學治理，落實大學自主、學術自由

➢ 強化大學自我課責精神與機制

(學術自由 VS 學術責任、校園自主 VS 校園倫理)

解決方案



問題四、缺乏未來高教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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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

➢ 成立高教宏觀規劃委員會，高教宏觀規劃2.0

➢ 召開高等教育國是會議，凝聚利害關係人共識，建構台灣高教

長期發展進程與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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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大學價值、建構高教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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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價值

質量並重與品質確保

教育
品質

高教
治理

制度鬆綁與大學課責

國際
競爭力

均衡發展與重點突破

高教
藍圖
建構

高教
永續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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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規劃8000億高等教育前瞻計畫，全面改善高等教育體質

2.修法增加及穩定教育財源

• 如中央政府教育經費不得低於國民生產毛額之百分之六

• 高等教育經費之成長率不得低於經濟成長率

高教資源

• 撤底改造高等教育管理機構及機制，設立高等教育發展委員會

高教治理

1.啟動高等教育宏觀規劃2.0

2.招開高等教育國是會議，規劃未來長期發展進程及藍圖

高教規劃

具體建議



共創台灣高教改革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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