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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雅轉身或力挽圖存？談大學招生困境下的對應 

陳聖謨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一、前言 

有學生才有學校，學生是學校存續的基本憑藉，日趨洶湧的少子化浪潮正持

續撼動高等教育發展的根基。臺灣在 1990 年代廣設大學的教改呼聲，促成了高

等教育學校與學生數量大幅增長世代的來臨。在此同時，整體出生率卻逐年下降，

在短短的十餘年間之後，形勢已然丕變。許多所謂的「末段班」大學，或多或少

面臨了經營危機。雨後春筍般的創校榮景消退，為國育才的興學宏願敵不過供需

失衡的衝擊而消沉；本是百年樹人的教育大業，已然在風雨中動盪飄搖。如何應

對學生來源逐年下降的不利情勢，是所有大學校院必須嚴肅面對的挑戰。 

2014 年當時的教育部長就曾在立法院答詢表示：5 年內要將大學數量從 162

所減少到 100 所，以因應 2016 年大學生首度銳減 3 萬人的經營關卡，且學生數

量將逐年遞減的趨勢。只是這項縮減大學校數的官方宣示被評為過於天真，實際

也並未兌現。畢竟一所大學退場的處置都像是一件艱鉅的工程，涉及眾多面向的

處置，需要教育部與學校端雙方協力，單以主管部門的依法行政舉措作為驅迫退

場的力量，缺乏大學端的積極配合，進程仍將充滿波折。 

事實上，大學端對於招生壓力年復一年的加劇感受最為直接，也體認高教市

場過於飽和，已來到不得不減量的時刻。只是希望有學校退場，但絕不要是自己

的學校關閉是許多學校的共通期待。畢竟創校維艱，一磚一瓦起造而成的巍峨校

舍，怎堪荒煙羅雀；尤其學校是一個龐大複雜的社會連帶組織，此一盤根錯節的

共生結構，其存廢牽涉內外部利害關係人的權益與生計，實不堪任意崩解。於是

在近十年間，眾多學校在招生缺口逐年擴大的情勢下仍是勉強苦撐。 

教育部統計預估在 2019 至 2028 學年度的十年間，臺灣將少掉 8 萬名入學新

生。在 111 學年度已有 19 所公私立大學校院，其註冊率已不到 6 成。今年（2023

學年），大一新生數更已跌破 20 萬人，且未來 16 學年間，每年大學新生數平均

年減近 3 千人。預期到 2028 年，臺灣出生人口推估僅剩 14 萬人，且大專新生人

數預估更將減少 3.5 萬人。而私校不僅須面對外部招收新生的困境，內部也持續

出現學生轉學、休學等流失問題，使得經營情勢更加嚴峻。面對經營環境壓力與

日俱增，被迫退場的學校數有逐年增加的趨勢，許多大學已經來到毅然轉身退場

或轉型力圖生存的抉擇點，這些學校應該選擇優雅轉身的「自主善終」或者力挽

圖存的「勉力續命」，成為本文關注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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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招生困境及影響分析 

(一) 高教市場供需失衡，排名在後段的大學校院招生難以回春，需要嚴正面對 

2008 年，時任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長的吳永乾校長就曾指出：現在的

大學數量是以一年約 40 萬新生兒的生源基礎去規劃發展，對比現在每年新生兒

將跌破 20 萬人，大學的學生容納量已經大幅供過於求（池俊吉．郭玟杏．杜奕

廷，2008）。而今進入大學人人皆能如願，在學生數量不足的情勢下，學生不僅

有更多選擇的空間，更免不了以學校聲望排名做為選填的依據。「私立」、「技職」、

「偏遠」、「後段班」等性質的學校，就受到嚴重的衝擊（饒邦安，2019）。 

階層排名末段的學校在對應一波波少子化浪潮時，除了開設進修學程外，也

積極境外招生，政府並提供經費補助設置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學生，但整體運作仍

屬聊備一格。或大學國際化程度不足，或學校不擇手段引進外籍生衍生弊端，或

因政治因素生源難以穩定，使得境外招生策略仍不足以治本，無法有效解決問題，

反而引發公部門資源支出效益的質疑 

(二) 因應學校倒閉的危機，教育部訂有法規應對，擁有監管大權在身，卻是動輒

得咎 

當一所大學出現運作亂象，經由媒體或民意代表披露之後，各方矛頭通常會

指向教育部有失職責。在處分過程中，一方會認為教育部過於強勢，否定私校辦

學成效，強逼學校關門；另一方卻認為官員保守軟弱，且立場向私校董事會傾斜。

而當一所大學確定收場之後，教育部也必須動用專項基金，進行師生安置及各項

善後工作。退場學校平時運作領有教育部補助，依賴政策指導與經費撥補，當學

校要關門時，也要靠教育部出面收拾殘局。在這種大學校務治理的體制與氛圍下，

原先創校的大學董事會似乎無須承擔辦學責任，在學校財務惡化，運作不振之際，

仍可高調放話，而不見自我檢討。這種現象猶如一個人平時不注重身體保健，生

活有失節制，生病後卻只責怪醫師沒盡力救治，善盡醫療責任。 

本來私政府鼓勵私人捐資興學，為國育才，獲有專法保障。但幾十年來，私

立大學董事會的人事紛擾案例似從未停歇。浮出檯面的亂象，使得私立學校的經

營家族化，利益壟斷色彩揮之不去。尤有甚者，董事會把持校務，架空行政，或

掏空挪用校產，以致這類學校興學育才的崇高使命蒙塵不彰，反而是利益掛帥的

學店形象根深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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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務困難學校取得短期資金的挹注，僅是燃眉之急的紓困，不足以支持可長

可久的校務運作 

一些被列入預警或專案輔導名單之學校，力圖爭取企業財團支持，以延續學

校命脈的做法，並非釜底抽薪之道。一些案例顯示，新的出資團隊以改革者的態

勢上台，不管是採取系所架構大幅改組或改名再出發，實質上，原先的學校已名

存實亡，甚至名實兩滅。誠如「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古訓，外部的資金只是

一場及時雨，紓解短期性的解決欠薪借貸的危機。長期來看，學生所繳交學雜費

才是私立學校的最有支持力道的財源。缺乏適足的學生數量，不論是在學費收入

以及與學生數相應的計畫補助經費等主要財源將難以穩定，學校存續仍將處於風

雨如晦，披荊斬棘的困境。 

在學生來源普遍減少的大環境下，這些瀕危學校，由於長期積弱不振，品牌

形象偏低，難以吸引有志學習者就讀，招生不足的缺口逐年拉大，也就陷入運營

的危機。一時的資金挹注，容易引發起死回生的樂觀展望與信心錯覺，在經過無

止境的招生不足考驗後，新經營者的新人新政與雄才大略在面對這種無力挽回的

態勢，改革意志的可持續性終將消弭；所勾勒的改革成效藍圖也將化為煙雲。 

(四) 財務虧損學校數逐年增加，且金額持續擴大，陷入辦學品質日漸低落的負向

循環 

從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的資料顯示，在 2016（105）學年

已有 24 所私校財務短絀金額共近 10 億 5 千萬元，2021（110）學年財務虧損學

校則又增加至 38 所，收支短絀金額也繼續攀高。在辦學成本日益升高，招生不

足又學雜費漲幅受限的處境下，必然是入不敷出。當學校財務亮起紅燈，運營的

疲態徵候也就逐漸顯露，人力物力縮減，師資流動升高，設施更新停滯，教學品

質日趨低落，學校前景無從復甦，自是可以預見。 

縱使私立學校為避免踩到被列入預警學校或專案輔導學校的紅線，勉強補足

合格師資數量，求取學生權益檢核通過的低標。事實上學校存續危機依然存在，

篩選學生的入學成績門檻撤退，教師除了教學還被責付招生，並需設法留住在校

學生，只得將學習內容簡化，降低學習表現要求。大學本來位居於學校制度的頂

端，旨在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但隨著學校財務惡化，教學品質低下，

大學的崇隆地位已然墜落，學生的大學文憑恐將徒具形式。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1），頁 31-36 

 

高等教育招生問題 主題評論 

 

第 34 頁 

三、大學優雅轉身的可能與配套 

(一) 從理性務實的角度，適度裁減學校數量，才能根本解決供需嚴重失衡的問題 

私校生存的淘汰賽已經登場，當學校財務虧損擴大，校務運作搖搖欲墜、被

列為專案輔導學校之後，已難以回復生機。而更多學校為抵禦註冊率下降的寒冬，

也陸續進行撙節開支，縮編人力、調整系所組織的節流作法，必然對學生受教權

益的評核指標相抗衡。縱使學校達標過關，這種只求續命，難求轉強；只重救缺

補漏，無力興利開展的運作態勢，使得培植高等人才資源的高教使命也成為奢求。

當大學認知到未來的經營局勢只會更差而不會更好時，應該是已來到選擇主動退

場的時候了。 

但受到沉澱成本的影響，大學端毅然決斷退場並不容易。即使是招生較困難

的大學，也會找到學校招生的某些亮點，如宣稱某科系招生情況良好；某部分管

道入學人數已有起色等等，一廂情願的認為不會走到被迫關門的境地。私立學校

的存廢似乎只能靠市場機制自然淘汰，事實上，一所大學不會在一夕之間倒閉，

但長期的積弱不振才終將被時間的洪流覆滅。缺乏當機立斷的勇氣，就必須面對

無以復加的慘淡凌遲。 

(二) 大學收場，不能僅靠大有為的政府，而是更要靠大擔當的大學 

在面對可預知的大學數量過剩的情勢，教育部當樂見大學主動退場。當大學

處於退場的臨界點，卻不願意順勢退場時，彼此之間就會出現攻防與拉鋸的局勢。

儘管教育部訂出相關法規，防範瀕危大學的失控與善後問題的出現，而多數有關

閉疑慮的大學卻是想方設法，或採取乾坤挪移，以求低標過關，或擅開巧門，營

造浮面榮景，以延續一息尚存的辦學命脈。檢視《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

例》可知，教育部習於自居於大家長的地位，運用行政裁量與經費准駁的權力，

進行防堵弊端與善後安置的工作，但仍只是偏向消極面的作為，這種「有政府，

請安心」形象的塑造，實質上是在貫徹以上對下的封建治理文化，主管部門馴化

了私立大學服從、奉承與索求的應對行為，大學治理的格局明顯朝向層級節制的

管控走向，弱化大學端的主動擔當及其責任意識。 

近幾年，教育部透過計畫引領各大學的運營應重視社會責任的使命。事實上，

大學所應善盡的社會責任，應該由對內部利害關係人的權益保障開始。訂出學生

學習權益保護辦法，明確聲明一旦學校退場或系所調整時，如何保障已入學學生

的課程修業權利，確保學生能順利畢業至學校關閉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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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回歸捐資興學的法制治理，遏制投資興學的營利風氣 

私立學校的設置係由政府鼓勵私人捐資、捐助興學而來，除保障其辦學自主

空間外，也強調公共性定位。在私立學校法中明文規定學校校產、基金的監督、

管理與應用。當學校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私立學校校長、主辦及經辦相

關業務之人員，執行職務違反相關規定，訂有罰則，並可連續處罰至改善為止；

而當私立學校停辦、解散時，清算後剩餘之財產也不得歸屬於自然人或以營利為

目的之團體。因此在法制上，私立學校係屬非營利組織，並不得將利益納為私囊。

劉景義（2017）就建議在私立學校法中，將申設學校的「財團法人」名稱改為「公

益法人」，以彰顯私校的公共化與公益性，並促進學校校務公開透明，提高接受

社會監督的正當性。 

即便在 2000 年許多新設私立大學設立之後，所有奔走張羅籌設的出資者，

實質多屬投資興學者，少有捐資興學者。有人建議開放營利型私校以改善財務，

但當學校可以被定位為營利性的產業，必然牴觸法規並衍生更多難以善後的問

題。在高教市場競爭白熱化、產業化與商品化的時代，需要強而有力的秩序監管

機制介入。就如過去金融機構屢傳弊端，在成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針對金融機

構違反金融相關法令確實進行取締、處分與處理後，金融秩序已明顯改善。因此，

運作過程的監督改善作為應優先於退場善後的法規執行。建構更完整的大學監督

管理法規體系並落實執行，不僅是可讓大學有明確、公開一致的規範有所遵循，

也消除人為的作為或不作為的運作空間。當大學的私有利益受到節制，也將有助

於學校做出順勢退場的選擇。 

四、結語 

「明者遠見於未蒙，智者避危於無形」，高教市場日益萎縮對所有大學校院

的衝擊是全面且長期的。對於某類學校來說，即便是縮編調控，仍難以防制財務

赤字的再三出現，連帶衍生出荒漫低迷的學習環境和崩壞低落的教學品質。在招

生形勢疲態屢現的時刻，如何將負擔的悲情轉化為承擔的豪情；如何讓一路走來

的堅持不致淪為自我麻醉的偏執，在在考驗學校主事者的智慧與勇氣。選擇優雅

的轉身離場，雖是艱難痛苦的決定，最能讓時光停格在人間榮景，留住美好的集

體記憶。另一方面，持續完善監督管理法令的增修，回歸捐資興學的法制，將私

立學校的公益性與非營利組織明確定位，確實採取蘿蔔與棍子的複方治理，也將

是引導私立大學選擇退場的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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