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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大學招生迷思，實踐多元發展與招生 
林明地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起自於大學招生與教育的觀察 

針對「高等教育招生問題」，本文撰寫的動機主要起自於以下兩個觀察。 

第一，針對高等教育問題，報章媒體報導的或是教育部決策公布的，大學大

多是因為「招生不足」或是「欠薪」而退場；但卻很少因為學術研究不佳、服務

社會與促進國家發展不足，或是教學與服務不良而退場。針對「招生不足」的問

題，當我們檢視《大學法》時會發現，大學的任務不是只有招生而已。例如，《大

學法》第一條明確指出，「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

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而第五條第一款更明確規定「大學應定期對教學、研究、

服務、輔導、校務行政及學生參與等事項，進行自我評鑑…。」顯然招生只是大

學的任務之一。而針對「欠薪」問題，事實上，大學的經費也不是只有來自學生

的學費而已，其它經費來源至少包括學術研究、社會服務等。因此，少子女化對

大學的影響之問題，若只是從招生問題及其因應的觀點來檢視或分析時，並無法

真正了解問題的全貌。換言之，純粹從招生問題解決大學的經營問題，顯然有一

些迷思需要清楚地指出來。 

第二，教育部在政策推動的方向上，或是許多大學努力的方向上，多數朝著

專業化招生，或成立「招生專業辦公室」統籌負責大學招生而努力（田孟欣，2020；

沈碩彬，2019；李育慈，2021；陳玉樹、洪新原，2021；盧世傑，2022）；但是招

生專案辦公室的成立與運作並無法真正解決少子女化及其所衍生的高等教育招

生問題，因為國內的學生人數並不會因為越來越多大學成立招生專案辦公室而變

多。顯然針對大學招收的學生類型、大學任務的定位等，仍有些迷思需要點破。 

本文主要討論針對大學招生這個議題，來自大學組織內部與外部的迷思，以

及針對這些迷思所主張的大學「多元發展與多元招生」的一些看法。 

二、來自大學內、外部對大學招生的迷思 

參酌相關文獻（何卓飛，2023；張瑞雄，2022；陳世佳、蔡亞平 2021；蔡彣

娟，2019）及本文作者曾擔任大學招生工作之行政主管的經驗，作者認為針對大

學招生的迷思主要來自高等教育機構內部與外部。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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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來自高等教育機構內部對大學招生工作的迷思 

1. 系所應（可以）獨立招生／學校行政單位應統籌負責招生 

在大學裡，系所與學校行政單位站在同一陣線進行招生都不一定可以發揮效

果，更何況是二者彼此互推責任，招生工作一定無法正常發展。但多數的情況是，

大學行政單位認為學生是系所的，所以，系所理當負責招生工作；但系所卻認為，

多數的學生選擇系所的主要考量是先選擇學校的，而且大學行政單位掌控較多的

經費使用，因此學校行政單位應成為大學招生的統籌單位，負責招生。「系所或

行政單位單獨負責招生就可以發揮招生效果」，是一種迷思。 

2. 為了升學，學生與家長應該會主動了解學系，以做選擇 

大學及其成員多認為，學生及家長為了選擇就讀學系，會主動蒐集各學系與

各大學的相關資訊，以選擇學校及學系。「沒有比家長與學生更（想要）了解所

要就讀的系所了」、「學生與家長多數會主動了解大學與學系特色」，這些是大學

及其成員這樣認為的，但這也是一個迷思。 

3. 研究做得好，招生沒問題 

大學的許多成員（特別是學校行政主管）會認為，學術研究是大學的一切，

是大學競爭力的保障，也是學生與家長據以選擇的重要依據（何卓飛，2023），

再加上，我國許多競爭性經費多看重大學的學術研究表現，因此許多大學行政主

管或老師會認為，學術研究做得好，招生就沒有問題。事實上這也是一種迷思。 

(二) 來自高等教育機構以外對大學招生的迷思 

1. 招生成效決定大學的一切表現 

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在政策制定上特別看重大學（系所）的報到率、註冊率、

退學率等與招生相關的數字或表現，以及大學的總人數是否符合經濟規模等；甚

至以招生不利，學生數不符合經濟規模為理由，要求大學退場。但，「招生成效」

決定大學的一切表現，也是一種迷思。 

2. 國際學生會自己來 

招收國際學生是解決國內大學招生問題的重要方向之一，但多數的教育行政

主管機關或大學會認為，在國際化的潮流下，我國高等教育與其他國家的高等教

育比較起來，品質算是不錯的，因此國際學生與國內學生類似，會主動找尋大學

或學系，自行申請入學。「國際學生自己會來」，也是一種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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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學如何實踐多元發展與多元招生 

為打破上述來自大學內、外部對招生工作與問題的迷思，本文作者提出大學

多元發展與多元招生的理念與實際加以因應。大學的多元發展主要克服大學只有

招生的任務，甚至僅招收傳統學生才算是「生存之道」的迷思；而大學的多元招

生主要是打破家長會選擇學校、校內各單位各自招生即可發揮效果、國際學生會

自己來等的迷思。 

1. 發揮大學培育人才、學術研究、提升社會文化、服務社會及促進國家發展的

多元功能 

教育行政機關（特別是教育部）應允許大學的多元發展。參照《大學法》有

關大學培育人才、學術研究、提升文化、服務社會及促進國家發展的宗旨，政府

應尊重並允許大學實踐多元功能。教育部甚至可以認可特定大學在學生人數減少

時，致力於如何強化學術研究、善盡社會責任，以及產學合作提升文化促進國家

發展，爭取經費，進行多元發展的努力。教育部也儘量不要純粹以學生人數不足，

而要求大學停辦，而應以大學的多元發展與表現狀況為參考依據。 

2. 大學展現研究、教學、輔導、服務（協助社會發展）的個別與整體表現 

大學也必須體認到，學校除了招生、加強輔導學生之重要任務外，尚有致力

於提升學校教學、社會服務，與協助社會發展的任務。因為根據《大學法》與相

關法規的規定，大學除了培育人才之外，尚須負責學術研究、提升文化、服務社

會，以及促進國家發展等責任，提高大學的公共性（何卓飛，2023）。針對大學

的績效評比，蔡學斌與湯堯（2023）主張可以讓不同身分者從不同角度評估並交

流大學各方面的表現，以讓家長與學生可以多面向的評估並選擇大學或學系，顯

然大學必須展現研究、教學、輔導、服務（協助社會發展）的個別與整體表現。 

3. 多元行銷並彰顯系所特色 

大學須主動展現、「行銷」學校與系所特色，且因為每一年的學生、家長都

不同，大學的行銷與彰顯特色的努力，必須持續進行與改善。針對此項努力，蔡

學斌與湯堯（2023）依據大學招生與校務運作順暢程度，以及公私立大學兩個屬

性，將大學經營區分為，公立大學且招生校務順暢、私立大學且招生校務順暢、

公立大學但招生校務不順暢、私立大學但招生校務不順暢，以及二者均為中等發

展程度的五個類型，並分別剖析其各自可採行的不同招生策略，但其中爭取、提

高「國際能見度」（頁 107, 108）、提高「辦學能量」、「定期對外公開說明辦學方

式及成效」（頁 108）等作為，幾乎是各類型大學招生均可採行的措施。因此大學

必須持續地進行推廣、行銷學校以及學系的特色與表現，以讓學生與家長選擇學

校與學習時有參考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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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合力招生，是學校、系所、老師、學生的共同任務 

雖然大學成立招生專案辦公室了，但學系、學院，甚至教師、學生等，均為

大學招生的重要主體。盧世傑（2022）曾參考相關資料，介紹中正大學、元智大

學等大學招生專業化、田孟心（2020）介紹清華大學招生專業化之後，大學與學

院、系所仍齊力招生的例子可供參考。因此，大學可以透過開設學分班，辦理學

系與學校招生說明會，分享學生學習經驗（學長姐），進行獎學金、工讀學習機

會說明會，運用線上學習等方式展示學校與系所特色，以及系統聯盟特色說明等

多元方式，全校合力招生。 

5. 策略性招收國際學生 

目前的大學國際學生招生多是各大學各自努力招生，未來宜加強教育行政機

關與大學、大學與大學之間的垂直與平行合作，策略性招收國際學生。例如蔡學

斌與湯堯（2023）、陳世佳與蔡亞平（2021）曾指出除了持續提升校園國際化的

友善環境、設立國際或全球學院進行策略招生、加強境外或國際學生學習服務之

外，大學也可以推動與國際高等教育機構學分轉換互相採認，推動線上學習學位，

進行大學特色聯盟，優化入學制度，提供獎學金，請國際學生分享留學經驗，設

立境外辦事處推廣學校，進行境外教學等作為，進行國際學生的招生。 

四、結語：幾個值得省思的大學招生與教育問題 

經過上述來自大學內、外部對招生的迷思，以及根據迷思所提的因應策略，

以下有幾個乍看之下不太合乎常理的問題，值得省思，且須以超乎平常的方式加

以回應，才能逐步推動大學多元發展與多元招生的理念與實際。 

這些問題可以包括：(1)大學的（傳統）學生一定要持續增加嗎？(2)大學的

（傳統）學生註冊率降低就注定「死路」一條嗎？(3)「大學生」是指哪一類（年

齡層的）人？(4)除了招生使學費增加之外，大學可否透過學術研究、提升社區服

務，與協助社會與國家發展增加經費來源，維持或提升大學運作與發展？(5)是否

有些大學的學生數可以減少，讓老師有更多的時間可以進行學術研究，增加國際

影響力，另外也可以提供社會專業服務，以及文化經營與塑造等機會與行動？(6)

政府除了看大學的招生數之外，是否也須同時檢視大學的研究學術能量與表現、

大學協助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努力與成果等？以及(7)我國高等

教育品質不錯，如何在教育行政機構與大學、大學與大學，甚至大學與民間機構

合作之下，大力地、策略性、重點式的排除各項困難，持續招收國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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