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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面臨少子女化之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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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碩士研究生 
 

一、前言 

現今各國都面臨生育率下降之問題，此情況包含日本、西班牙、葡萄牙與韓

國等國家，如生育率低於 2.1 以下，表示人口規模會開始下降（紀金山，2012）。
然而，生育率低下對臺灣而言亦是迫在眉梢的問題，根據行政院（2018）統計，

從 72 年 2.17 到 104 年 1.175 低於 OECD 平均生育率，並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

全球不僅高度人口老化，再加上人口成長大幅度萎縮，預計生育率到 2100 年相

較於 2018 會縮減半數以上。而人口基礎為國家最基本的發展要素，當少子女化

侵襲國家，人口的繁衍更成為國家永續經營的關鍵決定因素（陳怡婷，2005）。
未來恐造成 80 歲人口與出生人口達到人數相當的局面，而對大專院校而言，將

造成招不到學生、廢校、併校、超額教師等問題更加氾濫。 

二、少子女化對大專院校招生衝擊 

教育部 104 學年度大專院校新生註冊率變動分析報告，99 至 104 學年度新

生註冊人數分別為：27.1 萬、27.3 萬、27.2 萬、25.8 萬、26.4 萬及 26.4 萬，

以上數據可見 102 學年跌幅最為明顯。臺灣高等教育面臨「死亡交叉」，大學入

學新生銳減，代表著大學將面臨招生不足的經營危機（李娟菁等，2019）。少子

女化直接衝擊大專院院校，尤其是私立學校更加嚴重，造成許多學校出現招生不

足，面臨倒閉的情況。 

表 1 大專院校新生註冊概況 

 
資料來源：108 學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概況統計（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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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大專院校面臨招生壓力，不少大學因少子女化造成入不敷出，不只私

立學校，許多公立學校，在硬體新建、修繕方面，無法編列出預算。稻江學院

109 年宣布停招、臺灣大學無額外經費添購機器供教學使用。而在經營方面，人

事與物價成本不斷上漲，再加上收入銳減，資源匱乏的情況下，造成許多學校只

能吃老本，在生存方面造成極大危機。 

三、因應之辦法—解決財政困難 

事實上受少子女化衝擊下，教育資源出現了剩餘的情況。而日本少子女化問

題早已發生，許多學校在廢校後轉型，將學校改造為餐旅業模式，並出租校園場

地供露營娛樂，讓家政教室直接成為露營的料理廚房等，被迫使校院轉換經營，

在倒閉後絞盡腦汁使空間活絡再利用，以達成校舍空間使用上零閒置、全活化。 

對私立校院而言，財務結構主要仰賴學雜費為經濟收入的主軸，再者為政府

補助、捐贈收入、基金、投資及其他包含住宿收入等（李娟菁等，2019）。近年

來學校對於財務管理格外重視，大專院校積極爭取政府各項補助，阻止經營不善

所導致財務惡化的情況。為此本研究整理以下方法，以解決學校資金營運的困難。 

(一) 促進學校間學術交流 

許多大專院校與國內外學校合作簽訂留學相關協議，並互以姊妹校為稱達成

交流。在廣納外籍生同時，並將本國籍學生推廣到世界，學校可以因應國際化趨

勢，吸引世界學子來臺進修，藉此可拓展本國籍學生國際視野與增加文化間交

流，透過交流更能激發學生多元學術思考，並培養學生國際觀。 

(二) 學校自籌經費 

為了解決學校招生困難及營運資金缺口等，攸關學校永續經營的問題，可效

仿日本院校政策，積極擴大招募外國留學生，有些學校更藉由併校，加深學校知

名度。此外也可舉辦研討會及各項大型活動，在辦活動時號召各界人士集資捐款

或是呼籲校友們積極贊助，反哺母校（風傳媒 2010 年 8 月 26 日）。藉由企業或

校友、家長會捐贈，來拓展捐贈收入，增加收入來源。擁有資金後，更能夠有效

的更新設備及執行學校相關政策的實施。 

(三) 積極拓展行銷策略，發展學校特色 

為發展學校對外界獨特的形象，學校需找出目標、願景、特色、與差異化。

透過特色推廣方案正向經營學校，進一步行銷學校優勢。除此之外，藉此讓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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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了解學校之發展，提升學校正向形象，亦能提高學校的整體競爭力。對此提

出以下五點具體實施意見： 

1. 活化校內空間推廣的學校特色（洪淑君，2020），設置多元空間，讓學生在課

堂中有不同交流空間。例如：塑造舒適且自由學習的校園環境、設置藝術空

間、與打造科技創新教室等，讓學生在學習上可以突破空間侷限，增加師生

間互動與交流。 

2. 提供學生實習機會，積極為學生爭取實習名額與補助預算，透過企業實習讓

學生及早與產業接軌，不僅可以提前體驗到職場環境、累積實務操作經驗外，

有些企業更透過實習直接保留優秀人才，讓學生畢業後可以無縫接軌直接就

業。實習亦可培養學生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及增加學生就業力等雙贏優勢。 

3. 學校需積極增加與推廣全英語授課比例，雖然多數大學設置英語畢業門檻，

此情況培養出學生考試能力，但在實際口說方面，學生能力普遍偏弱（唐嘉

蓉，2011）。透過全英授課方式，在課堂中培養學生聽力與口說能力，藉此提

升學生的第二外語能力外，也增加學生對外的競爭力。 

4. 大專院校可創立以本校為自發單位的證照，結合證照推廣與輔導學生考照，

透過輔導過程讓學生提升實際競爭力，亦可為學校創立良好知名度。 

5. 加強多元校園行銷，透過網路行銷、廣播、YouTube 推廣方式，錄製影片，

讓家長、學生對學校擁有獨特的記憶點與形象（洪淑君，2020）。 

四、結語 

在現今社會情勢變化多端，而少子女化對於整體教育系統產生許多負面影

響，對此需因應環境改變彈性調整相關策略。然而，對大專院校而言，可將此危

機視為轉機，運用開放性思維更理性的去思考內外系統資源安排與配置（紀金

山，2012）。更透過積極媒合轉型政策，讓學校可以有更完善的準備方案，與緊

急應變措施。 

本文致力於探討大專院校面臨少子女化之因應，針對教育政策提供相關啟示

與論述。並對於大專院校面臨招不到學生的問題，據以提出因應方法，包含積極

拓展學校特色、促進學校間學術交流與自救籌備經費外，亦可透過政府政策來為

學校爭取更多經費與各項財源（李娟菁等，2019）。最後對大專院校提升學校特

色發展與行銷推廣嘗試提出若干建議。綜合以上意見，期望各大專院校能在社會

結構變遷情況下，提升學校競爭優勢解決資金營運困難，達到永續經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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