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1），頁 77-83 

 

高等教育招生問題 主題評論 

 

第 77 頁 

少子化衝擊下大學擴展生源的可行策略： 

澳門大學的做法與啟示 
謝金枝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 

 

一、前言 

出生率低導致的少子化已成為全球的趨勢（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United Nations, 2022）。鄰近的日本、韓國、香港及澳門，都有少

子化的問題（叮叮，2023；加和，2023；陳家良，2023；簡嘉佑，2023；魏國金，

2023；謝金枝，2019），臺灣也不例外（蘇岱崙，2022）。少子化對學校教育的影

響直接反應在本地生源的萎縮，包括學前到高等教育階段（蘇岱崙，2022；Carey, 

2022），也進一步引發教師超額、裁校及併校等議題（蘇岱崙，2022）。從註冊率

來看，臺灣在 2022 學年度（民國 111 學年度）的大一新生有 21.3 萬人，比起 10

年前，已少了 6 萬多人（吳佩旻，2023）。尤其自 1994 年大學法修正通過後，臺

灣高等教育迅速擴張，大學的數量也於 2000 年後快速增加（黃智家，2015）。因

此，當遇到少子化導致生源減少時，直接影響到大學的生存與退場問題（黃智家，

2015）。 

受到少子化的影響，臺灣的大學在招生方面遇到極大挑戰（林曉慧、沈志明，

2023；風傳媒，2022；吳明錡，2023；吳佩旻，2023；溫潤身，2022）。風傳媒

（2022）指出首屆大學分發入學的結果呈現三大問題：(1)缺額率超過三分之一

（36%），高達 14,493 人；(2)招生滿額的學校只有 11 所，有缺額的學校高達 51

所；(3)有缺額的學校包括公立與私立大學，且私立大學尤為嚴重，缺額最多的超

過 1,000 人。此外，2022 學年度（民國 111 學年度）的新生註冊率亦有超過七成

的高等院校比 2021 學年度（民國 110 學年度）低，且有 10 所私校的下滑程度超

過 15%以上，註冊率未達 60%的有 19 所（吳佩旻，2023）。雖然 2023 年（民國

112 年）的大學分發入學受到報名人數增加 12,000 人的影響，缺額校數（29 校）

及人數（6,464），比 2022 年少了 22 校、8,029 人，但仍達近十年缺額的次高紀

錄。其中有四所私立大學的缺額比率大於 75%，也有一些大學缺額超過 500 人以

上（許敏溶，2023）。許多高等院校因招不到學生而無法生存，進而退場停辦（溫

潤身，2022）。 

澳門也出現少子化的挑戰（叮叮，2023；加和，2023；陳家良，2023；簡嘉

佑，2023；魏國金，2023）。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23）的統計資料顯示，

澳門的總和生育率從 2018 年開始就低於 1.0，分別為 2018 年的 0.915、2019 年

的 0.899、2020 年的 0.841、2021 年的 0.756 及 2022 年的 0.860。此五年間（2018-

2022 年）的數據對照臺灣的總和生育率（2018 年到 2022 年間的數據分別為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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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99、0.98 及 0.87）（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口推估查詢系統，2023），顯示澳

門的少子化情形比臺灣更明顯。此外，在少子化的情況下，澳門高中畢業生（約

4,000 人）留在澳門本地升學的也只有接近五成（2018 年到 2022 年分別為 46.9%，

48.1%，48.1%，49.8%及 47.4%）（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2022），但澳門的高

等院校近五年來的註冊率卻每年上升（高勝文，2022），到底澳門的大學是如何

因應少子化，擴展生源的？其做法為何？本文以澳門規模最大的公立大學－澳門

大學為例，介紹與分析澳門大學擴展生源的做法，作為臺灣的大學參考。 

二、澳門大學擴展生源的做法 

澳門共有 10 所高等院校，4 所公立及 6 所私立大學，在 2022/2023 學年度共

有教師 2,813 人，註冊學生 49,594 人。其中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大學、旅遊學

院、澳門科技大學、澳門城市大學及澳門鏡湖護理學院從 2022 年獲准到中國大

陸招生，而聖若瑟大學則自 2021/2022 學年起可在中國大陸試點招收研究生（澳

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2023）。澳門大學在 2022/2023 學年度的全校教學人

員有 1,594 人，註冊學生為 12,666 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2023）。 

《澳門大學五年發展規劃（2021/22-2025/26 學年）》（以下簡稱《五年發展規

劃》）（澳門大學，2021b）提出「適度擴大辦學規模」，透過逐年擴招研究生及非

本地學生來達標，預計五年內將學生人數從 12,000 人擴充到 17,000 人（澳門大

學，2021b）。以下參考相關資料（澳門大學，2020，2021a，2021b，2022，2023a，

2023b，2023c，2023d，2023e），歸納出澳門大學擴展生源的四種策略。 

(一) 強化大學的特色與吸引力 

在少子化的情況下，大學間的招生競爭更為激烈，大學必須走出自己的特色，

創造吸引力，才容易成為學生的優先選擇（吳佩旻，2023）。澳門大學近年來積

極提昇國際聲譽，在世界大學及學科排名上都有卓越的表現。例如：在 2023 年

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 193，工程學等 12 個學科領域進入基本科學指

標資料庫（ESI）前 1%（澳門大學，2023a）。澳門大學設有三個國家重點實驗室，

吸引許多優質的研究生。澳門大學相當國際化，其 80%的教職員來自世界各地，

並與許多國內外的一流大學合作，學生可選擇到 160 多所高校交流學習。澳門大

學設置獨特的書院制，讓大一新生的住宿與學習結合，豐富大一生活體驗，也設

立「榮譽學院」，讓學生有機會到海外一流大學進修（澳門大學，2023a，2023b）。

這些校內外的作為，皆強化了大學的特色及吸引力，成為擴展生源的有力基礎。

澳門大學也將這些資訊條列在招生簡章上（澳門大學，2023b），並且利用「開放

日」舉辦學士學位及研究生課程的入學講座（澳門大學，2023d）及「校長推荐

入學簡介會」（澳門大學，2023c），讓有志報讀的學生了解招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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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多管道招收大學生，提供獎學金，吸引優秀學生留澳門升學 

澳門大學的招生面向全球，管道多元。根據其各類招生簡章，招收的大學生

分三類：澳門本地、中國大陸及其他地區（如國際生）（澳門大學，2023b，2023e，

2023f）。澳門本地招生分三種管道：校長推荐入學（又分為校長推荐入學、葡語

專才推薦、傑出運動員入學）、入學考試及直接入學（擁有公開考試或學歷資料

的澳門學生可申請直接入學）。中國大陸的學生可依高考或其他公開考試成績申

請入學（高考成績必須達到該省市本科第一批錄取分數線/特殊類型招生控制分

數線），且設有特定戶籍的加分制度（澳門大學，2023e）；其他地區則依不同國

家的大學入學考試成績來申請（澳門大學，2023b）。例如：臺灣的學生可依學測

或指考成績申請入學。澳門大學針對不同管道招收的優秀學生提供各種獎學金，

包括免學費、住宿費及提供榮譽學院的條件性錄取資格（澳門大學，2023b，2023e，

2023f）。在這些招生管道中，校長推荐入學有助於吸引優秀學生留澳升學。 

(三) 大學生招生規模維持穩定，擴招研究生 

表 1 是澳門大學在 2020 年到 2022 年間修讀不同課程的學生人數，包括博士

生、碩士生、大學生及學士後證書課程學生（澳門大學，2020，2021a，2022）。

表 1 的數據顯示，大學生的招收規模維持穩定，每年約 7,500 人，符合大學的《五

年發展規劃》（澳門大學，2021b）。但因招收包括研究生（博士生、碩士生）在

內的學生總數增加，大學生所占比率有逐年下降的趨勢，從 2020 年的 65.66%到

2021 年的 63.42%，再到 2022 年的 58.62%。相較而言，研究生的招收比率逐年

增加。博士生的招收比率從 2020 年的 11.62%到 2022 年的 14.42%；碩士生從

2020 年的 22.18%到 2022 年的 26.48%，符合大學的《五年發展規劃》的擴招策

略（澳門大學，2021b）。顯示澳門大學並未因少子化而影響其招生總額。 

表 1 澳門大學 2020 年到 2022 年修讀不同課程的學生人數 

年度 

博士生 碩士生 大學生 

學

士

後 總數 

澳

門 
其他 

總數 

比率% 
澳門 其他 

總數 

比率% 
澳門 其他 

總數 

比率% 

澳

門 

2020 91 1,236 
1,327 

11.62 
1,018 1,514 

2,532 

22.18 
5,542 1,953 

7,495 

65.66 
59 11,414 

2021 106 1,386 
1,492 

12.48 
987 1,842 

2,829 

23.66 
5,338 2,242 

7,580 

63.42 
69 11,952 

2022 120 1,707 
1,827 

14.42 
1,110 2,244 

3,354 

26.48 
5,009 2,417 

7,426 

58.62 
60 12,666 

資料來源：整理自澳門大學（2020，2021a，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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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擴招中國大陸學生以補充澳門本地生源 

表 2 是澳門大學招收不同生源的人數與比率，包括所有註冊的博士生、碩士

生、大學生及學士後學生（澳門大學，2020，2021a，2022）。由表 2 發現，以澳

門為主的生源人數與比率皆逐年遞減，從 2020 年的 6,711 人（占總學生數的

58.79%），到 2021 年的 6,500 人（54.38%），再到 2022 年的 6,298 人（49.72%），

可能與少子化的本地生源減少有關。若從中國大陸的生源來看，其人數及比率皆

逐年增加，從 2020 年的 4,147 人（占 36.33%），到 2021 年的 4,926 人（占 41.21%），

再到 2022 年的 5,822 人（占 45.96%），三年間的比率增加約 10%，此與其「適度

擴大辦學規模」的做法一致。至於其他地區的生源在比率上有微幅遞減，筆者推

測可能是受到疫情影響，相信未來人數會增加，因為擴大招收非本地生的比率，

包括中國大陸（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東南亞、葡語系以及「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和地區（澳門大學，2021b），是澳門大學的重要招生目標。 

表 2 澳門大學 2020 年到 2022 年不同生源的統計數據 

年度 澳門總數與比率% 中國大陸總數與比率% 其他總數與比率% 總數 

2020 
6,711 

58.79 

4,147 

36.33 

556 

4.87 
11,414 

2021 
6,500 

54.38 

4,926 

41.21 

526 

4.40 
11,952 

2022 
6,298 

49.72 

5,822 

45.96 

546 

4.31 
12,666 

資料來源：整理自澳門大學（2020，2021a，2022）。 

三、結語－給臺灣的大學擴展生源的啟示 

少子化是世界的趨勢（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United 

Nations, 2022）。臺灣與澳門的少子化情況都很明顯，直接影響到大學的招生及生

存。少子化影響臺灣的大學招生，並導致大學退場（溫潤身，2022），但是澳門

大學同樣面臨少子化的挑戰，卻仍能持續擴招，勢必有其獨特之處。筆者分析澳

門大學近三年來的招生情況，發現其擴展生源的策略包括：(1)強化大學的特色與

吸引力；(2)多管道招收大學生，提供獎學金，吸引優秀學生留澳門升學；(3)大學

生招生規模維持穩定，擴招研究生；(4)擴招中國大陸學生以補充澳門本地生源。

考量臺灣與澳門的脈絡差異，筆者認為澳門大學的三種擴展生源的策略可以供臺

灣的大學參考： 

1. 強化大學本身的特色及優勢，調整辦學目標、課程設計及考慮企業人才需求

（吳佩旻，2023），提升大學的聲譽並且發展校內特色，重視大一學生的學習

體驗，提高保留率（吳明錡，2023），如設置書院，將大一學生的住宿與其學

習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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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取面向全球的多管道招生模式，讓符合條件的學生可以透過各種管道申請

入學，包括本地及其他地區的學生。雖然臺灣的升學管道也相當多元（例如：

繁星推薦入學、申請人學、分發入學及特殊選才）（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2023），但都以學測成績為重要依據。或許可以採用澳門大學的「校長推荐入

學」模式，由校長推荐品學兼優的學生並搭配優厚獎學金，以留住本地人才。 

3. 調整招生的比重，增加大學生以外的其他學生類型來源，或運用一些策略招

收更多非本地的學生。例如：可以招收外籍人才來臺就讀（溫潤身，2022）。

如此，透過擴展招生對象類型及地區，將有助於擴展生源，保障學校的生存

與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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