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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日韓經驗省察我國私立大專校院教師工作 

權益保障策略之優化方向 
宋峻杰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兼任副教授 

 

一、前言 

衡諸近來私立大專校院因少子女化抑或校務經營不善等問題，導致招生困

難，而間接或是直接引發學校退場危機，並衝擊服務於該等學校教師工作，使得

在過去接受國家嚴格審查（即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相關規定

之機制）後，方才進入該等學校服務的教育人力，面臨到失業危機或生活困頓窘

境之狀況層出不窮。本文以為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第 162條及第 165條等規定

與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公布之各號和憲法第 15 條（工作權）相關的解釋內容（如

釋字 510 號、584 號、649 號及 738 號等），國家對於該當教育人力之生活及權

益，理應在符合「大學自治」法理原則的前提下，依法執行合目的性且必要之友

善監督與保障工作。 

此外，私立大專校院教師因學校退場而可能面臨失業的問題並非我國所獨

有，約莫自 1990 年代中期以降，日本與南韓兩國亦均出現相仿之問題而分別在

相異制度及政策操作下，試圖有效因應或是解決（濱中義隆、島一則，2002；安

東由則，2013）。故本文乃試圖自日韓兩國經驗省察我國私立大專校院教師工作

權益保障策略後續應可再行優化之方向，以供各界先進參酌。 

二、日本－法制相對完善且校務營運自主空間較大 

相關研究指陳，我國與鄰國日本均屬全國大專校院入學人口中，有五成以上

就讀於私立大專校院之公私立學校分屬明確的「私立學校多數型」社會（ジェレ

ミー・ブレーデン、ロジャー・グッドマン，2021）。而就因應少子女化浪潮衍

生之私立大專校院退場問題的策略操作，本文以為該國乃具有下列特徵。 

(一) 法制相對完備有助於減緩少子女化所衍生之衝擊 

日本基於戰後憲政體制的轉變，私立大專校院之定位及其發展，不僅在相關

法制形成初期有《私立學校法（私立学校法）》、《私立學校振興會法（私立学校

振興会法）》，以及《私立學校教職員工會法（私立学校教職員組合法）》等合稱

「私學三法」的法令規範，予以明確法理定位、協助其校務經營運作，以及保障

服務於該等學校教職員工的身份地位與福利（荒井英治郎，2007），1997年 5月，

該國政府更公布實施《日本私立學校振興發展暨共濟事業團法（日本私立学校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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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共済事業団法）》（以下簡稱共濟事業團法），創設「共濟事業團」制度，承

接過去《私立學校教職員共濟合作社法（私立学校教職員共済組合法）》的精神，

協助與促進該等學校校務之健全營運（共濟事業團法第 1 條）。因此形成日本於

私立大專校院退場政策上具備有專責機構得以對於該等學校進行財務分析，而可

提高該等學校危機意識（劉秀曦、成群豪、高新建、黃政傑，2022）之特色。 

(二) 私立大專校院財務營運機制有助於教師終身雇用之維持 

就日本私立大專校院之經濟規模言，其收入有八成以上仰賴學生所繳納之學

雜費用，可獲取之政府資金挹注則僅佔一成二左右。此外，來自民間及個人名義

之捐贈，亦是支持該等學校營運的重要來源（ジェレミー・ブレーデン等，2021）。

惟該等學校可獲取政府資金挹注比例雖不高，但在經濟法制上與其他法人團體相

比，經營該等學校的法人主體無論是在稅收或是內部資金運用上均享有相對較大

之優惠及自主運用空間。且一個學校法人旗下若是同時經營個別學習階段的不同

學校（如大專校院、高級中等學校及中等學校），則基於各自學校均享有稅收優

惠及其他經濟法制上之利益，就財務經營層面即可能衍生互補作用（ジェレミー・

ブレーデン等，2021）。此等財務營運特徵，自然也成為保障服務於該等學校教

師維持勞動契約上「終身雇用」（仁田道夫，2004）之重要因素。 

(三) 政府介入學校校務經營空間小 

政府公權力介入學校校務經營空間相較於國公立大專校院來說相對狹隘，乃

是日本私立大專校院的重要特徵（ジェレミー・ブレーデン等，2021）。緣此，

該等學校基於各自的創校理念，不僅可自由規劃嶄新且具原創性之課程，以積極

因應企業界或是消費者（即學生及其家長）需求，亦可針對特定專業領域，引導

學生學習與強化其應具備之學術訓練。此外，基於該國政府後續考量高等教育及

終身教育之相關性，規劃促使國、公、私立大專校院發展相異效能的行政措施所

致（北原道彥，1982），私立大專校院發展具創新性課程與研究工作相較於國公

立大專校院亦較具彈性（ジェレミー・ブレーデン等，2021）。 

三、南韓－政府相對積極監督引導 

曾經同屬日本殖民統治群體的南韓（許介麟，2006；沈志華，2023），各時

期當權者對於教育相關事項多展現出積極介入之姿（安東由則，2013）。基於 1990

年代有關大專校院設置之管制措施放寬政策推動及少子女化現象加劇等因素，該

國政府乃開始逐步執行大專校院結構調整工作，藉以促使經營日益惡化或是辦學

品質低下的大專校院退出高等教育市場（両角亜希子，2012；尹敬勳，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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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專校院結構調整政策加速私立大專校院群體經營策略轉化 

對於南韓私立大專校院校務營運層面形成較大衝擊層面言，本文以為應屬

2004年於盧泰愚政權下推動之〈大專校院結構改革方案〉（以下簡稱改革方案）

（安東由則，2013），以及 2014年在朴槿惠政權下進行之以大專校院結構調整為

核心的〈高等教育綜合發展方案〉（以下簡稱發展方案）（尹敬勳，2016）等政府

作為。就發展方案觀之，由於中央政府區分三個周期引導全體大專校院進行結構

調整工作，而每一周期所實施之大專校院評鑑的指標設定，又均會與各校在個別

周期執行結構調整之效果相互連結，故結構調整執行效果越低落，不僅與改革方

案相同，無法獲得公費補助計劃之申請資格，學生申請獎助學金及貸款額度亦同

樣會受到影響（尹敬勳，2016），再加上評鑑結果不佳的大專校院名單均會以各

種管道對外揭露（両角亜希子，2012；尹敬勳，2016），因此站在學生立場來說，

在改革方案及發展方案執行下，排序較為後者的大專校院自然無法成為其入學之

志願選項，特別是對於高度仰賴學生學雜費收入作為校務營運主要資金來源的私

立大專校院來說，由中央政府主導實施的兩道方案，均為迫使該當學校群體校務

經營結構需加以轉化之主要契機。 

(二) 政府公權力介入保障私立大專校院教師工作權益作為有其界限 

南韓政府無論是在推動改革方案或是發展方案的時期，對於大專校院教師之

工作權益保障問題均可謂有所關照（両角亜希子，2012；尹敬勳，2016）。惟於

改革方案推動下，造成多數私立大專校院教師面臨失業，該國政府即於後續的發

展方案時期，有意針對因學校結構調整而致使工作有喪失之虞的該等學校專任教

師，以法律明定政府應擔負對於該等教師群體予以協助轉換職場或是給予離職金

等義務。惟彼時輿論多傾向支持政府不應動用國家資源特別保障該等教師群體的

見解而促使上述政府意圖以失敗告終（尹敬勳，2016；2018；2019）。 

四、相關政策優化建議 

有別於日韓具體作法，且誠如 2022 年 7 月監察院公布之調查報告（以下簡

稱調查報告）結果所示，教育部於 2015 年起推動高階人才躍升發展方案，試圖

強化對於高等教育人力工作權益之保障，同時發揮活用相關人力資源的機能。該

部並自 2017 年起委由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中心建構可協助教師轉職之「大專

校院高等教育人力躍升培訓及媒合平臺（即現今「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人力躍

升培訓及媒合平臺」）」（以下簡稱媒合平臺），以資相關人員利用，但仍有其改善

與優化空間（戴伯芬，2021；監察院，2022；林志成，2023）。故本文基於前文

所整理之日韓兩國經驗，茲提示下列各項應可加以思量的政策研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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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持續優化及擴充媒合平臺機能和負責營運單位 

於此面向上，基於過去已有學者指陳媒合平臺運作恐有與轉職教師需求出現

落差之虞（戴伯芬，2021），故本文以為應可衡酌以下兩點：一、依據「大專校

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所示，目前國內一般大學、技專校院及宗教研修學院所開

設學術領域共有十一項（即〈教育〉、〈藝術及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學及圖書

資訊〉及〈農業、林業、漁業及獸醫〉等）。因此媒合平臺所提供資訊及輔導舉

措應確切地與各領域有所對應，方才較能明瞭各領域教師群體需求，而謀求其最

佳利益之行政目的。具體作為上可結合各大專校院人力（如聘請各私立大專校院

榮譽教授擔任媒合平臺提供諮詢服務之顧問等）與實際資源；二、為確切掌握上

述各領域教師需求內容，教育部應強化與該研究中心團隊之溝通工作，必要時或

需採取將特定領域之資源盤整業務，另外委託該當特定領域的法人團體辦理，再

由該研究中心統一整理置放於媒合平臺的組織擴編措施。 

(二) 增進私立大專校院教學輔導機制與媒合平臺之相互連結功能 

現階段多數私立大專校院均有訂定協助教師改善其執行教學與輔導活動之

獎勵與調查輔導機制。惟如同《大學法》第 17 條所示，大專校院教師身份乃分

有數級（相對最高層者為教授；相對最基層者為講師），而多數針對教師教學輔

導工作設有調查輔導機制者，進行調查輔導對象者為全級等教師，故自然衍生相

對高層者亦有可能進入需接受學校單位予以協助及輔導環節之可能性（中國文化

大學教學資源中心，2023）。緣此，依據《教師法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主管

機關為依法監督與協助各私立大專校院辦理《教師法》第 12 條之教師輔導與遷

調工作，現行由教育部委託民間法人團體建構的媒合平臺機能，如能適切地與各

私立大專校院所設置之教學輔導機制建立連結，應能有效提升媒合平臺的存在價

值。 

(三) 修正《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之「補

助核配基準」項目 

誠如前文所述，南韓政府對於促進全國國、公、私立大專校院校務營運的結

構調整改革工作乃不遺餘力，且較日本呈現積極態度。而根據調查報告指陳我國

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內專任教師對於校務經營之個人表意權受到極大限制（監察

院，2022），故本文以為有別於南韓的改革強度，我國政府實施友善且有效協助

私立大專校院校務運作之監督作為，當屬可間接保障服務於該等學校群體教師工

作權益的重要方法。惟自 2024 年 1 月施行之《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

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 3點、第 4點及第 5點等規定可知，落實學校財

務、校務資訊公開化及整體教學資源投入之「行政運作」環節，雖屬占補助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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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百分之六十五的獎勵經費大多數項目之一，但此等制度設計所能誘發的引導作

用是否能夠確切改善教師參與校務營運空間不足之現況，本文乃存有疑問。緣此，

茲建議教育部能夠及早檢視制度效能，並執行將「行政運作」項目納入補助經費

「補助核配基準」之中的要點修正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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