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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當今快速變化的社會中，高等教育的角色變得越來越關鍵，不僅是個體發

展的途徑，更是整個國家和全球社會進步的引擎。然而，近年來我們不禁注意到

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一些大學面臨招生不足的挑戰。 

二、本文 

(一) 高錄取率隱藏的供需失調問題 

以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近三年的數據為例，2021年總招生名額為 36,327

個，錄取率 97.98%，缺額 2,732個（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2021）；2022年

總招生名額 39,350人，錄取率 98.94%，總缺額人數為 14,493人（大學考試入學

分發委員會，2022）；2023年總招生名額 42,479個，錄取率 96.14%，缺額達 6,464

名（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2023）。從近幾年的數據發現，雖然錄取率均高

達九成以上，但缺額人數是反增不減，顯示高等教育招生名額供需失衡的困窘。 

(二) 高等教育招生困境的背後 

高等教育招生困境的影響因素涉及眾多且錯綜複雜，作者將針對數個主要問

題進行分析。由內政部人口統計數據可發現，與 2015年 21萬新生兒人口相比，

2022年僅有 13萬人出生，急遽下滑的出生率會直接衝擊學齡人口。臺灣正經歷

「生不如死」的時代，每出生人口少於死亡人口數，招生困境即少子化嚴峻現象

而直接導致的問題。 

在社會氛圍的影響下，特定學群的招生更受到顯著影響，可從各年度的大學

分發入學未足額錄取學群類統計數據得知，管理學群、外語學群、財經學群等缺

額人數比例較高。考生對不同校系的偏好同時也反映了臺灣就業環境的趨勢。在

名額過多的情況下，學生更偏向出路較佳的學群。 

政府所採取的教育政策也可能是間接因素，如教育部推行的「拉近公私立學

校學雜費差距及配套措施方案」，為落實教育平權而減免私立大專學雜費 3.5 萬

元，拉近公立與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使學生能夠適性選擇，但也可能衝擊偏遠

公立大學的招生（中央通訊社，2023；教育部，2023；蕭歆諺，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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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境外生入學管道存在差異，但它仍然是各大學招生的重要來源（陳世

佳、蔡亞平，2021）。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的數據統計，境外生人數由 2013年約

8萬人增長至 2019年學年約 13萬人的趨勢可見一斑。然而，由於 COVID-19的

邊境管制，導致 2020年和 2021年境外生總數急劇減少，對部分學校仍有一定影

響。 

(三) 高教招生問題引發之多重議題 

1. 文憑貶值：供過於求的招生名額導致各校放寬門檻，競爭者減少使錄取分數

下降，教育品質與學生素質也會因此連帶受影響（劉世閔，2019）。 

2. 選擇多元雖對於家長與學生有益，但某些冷門學科或課程可能因為招生不足

而受到威脅，資源減少以至於缺乏足夠的人才投入社會，例如：從大專校院

概況統計可發現人文學門、外語學門近五年學生人數銳減明顯（許維寧，2023；

教育部，2023）。 

3. 私立學校多以學雜費作為學校運作基礎，一旦經費跟著人數減少便可能陷入

校務運作窘境（忻彥融，2018；許維寧，2023）。 

4. 大學退場並非僅因招生問題導致，然而學生人數仍影響甚巨，退場後會衍生

出教師就業轉銜和生計問題、學生權益、校產處置等議題（鄭龍溪，2023）。 

三、建議方案 

少子化及高教招生絕非一朝一夕能解決的問題，人口變化、學科需求的轉變、

經濟考量，以及教育政策的影響，這一切因素交織在一起，使得大學招生不足成

為一個需要深入探討的課題。據此，作者提出自己對因應策略的看法與建議。 

(一) 減招與維護教育品質 

首先，減少招生名額是必然之舉。根據教育部（2016）的說明，招生名額主

要依各校修讀人數及註冊率調減，現行政策是透過總量名額增減調控機制以因應

人口趨勢，無論是前段的臺大、清大、成大或各私立學校皆須減少招生名額（增

原信，2023）。然而，公立技職學校僅 13所，相較一般大學及私立技職教院而言

減招空間不多；頂尖大學註冊率雖較不受影響，但學生人數銳減而招生名額不變，

會造成門檻與素質降低、學歷貶值的影響；少數特色系所理應也有存在價值，故

作者認為均衡地減招需考量辦學性質及比例問題，應納入多元指標且對於前段公

立學校標準應更嚴格，以維持私校生存空間及維護高教品質與價值。 

對於整體教育環境而言，適當的篩選機制能維護高等教育的品質，確保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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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的提升，對於學生及家長也有正面效益；對於大學教育尤其如此，確保就讀

的學生具有一定程度與能力，也避免不適合學術領域的學生因社會期待被迫就讀

的困境產生；另外，也可將少子化衝擊視為辦理精緻化教育的良好時機，大學學

生數減少而資源一樣充沛，應能使每位學生獲得更多的教育資源，有助於教師進

行個別化與精緻化的教育，對於高等教育來說更可以提升競爭力，故如何妥適的

分配教育資源成為關鍵。 

(二) 拓展國際學生來源 

其次，開拓國際學生來源也是能夠努力的方向，若各大學能夠擴大招生的國

際版圖，深入了解並滿足國際學生的教育和學習需求，這不僅能夠有效應對少子

化所帶來的經營衝擊，同時也有助於開拓更廣泛的學生市場（詹盛如、楊家瑜，

2014）。扣除因疫情限制的年度，歷年來臺就讀的境外學生人數年年增加，舒適

的生活環境、友善的社會氛圍與良好的教育品質皆為優勢，但是仍須注意我國高

等教育呈現馬太效應，強者愈強、弱者愈弱（薛家明，2015），技專校院在招收

本地及境外學生相較都市學校或一般大學更顯競爭力不足，此外，拓展國際學生

來源或許可以改善招生數字結構，但對於各大學在執行教育願景上，會不會有其

困難?或是會不會造成各大學為了能營運下去，廣開名額但不篩選的狀況發生?故

為了維持良好的高教品質政府應更靈活評估及鼓勵不同學校類型的國際化策略，

並審慎思考在此議題之下妥適分配資源。 

(三) 發展特色教育 

此外，各大學宜發展特色教育並定位，包含提供更具專業性和深度的課程、

建立更緊密的產學合作培養更具競爭力的畢業生，能夠更迅速地適應職場的需

求、塑造學校的品牌形象或結合地域優勢等。以上能更好地提升學校的競爭力，

並吸引更廣泛的學生群體，讓學生能更明確地依據自己的條件選擇適合的學校。 

四、結語 

在面臨少子化、學科需求轉變、經濟考量及教育政策影響的複雜環境下，高

等教育招生困境乃一深刻的挑戰。然而危機就是轉機，或許少子化的趨勢也可以

徹底改變高教結構，發展特色教育、與國際接軌等等，讓高等教育不只局限於學

術標準，而是有更多元且開放的因應方式，唯有持續思索與努力，方能應對未來

高教招生的多變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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