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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根據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2024）的《世界概況》（The World Factbook）

統計，臺灣現在已經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一般來說，已開發國家的生育率

需要至少達到約 2.00，才足以保持出生和死亡的均衡，並在世代交替的過程中維

持國家的正常發展與運作。國家發展委員會（2022）公布我國在 1993 年已經進

入了高齡化社會的階段，並在 2018 年轉變為高齡社會，預計將於 2025 年跨入超

高齡社會，足見超高齡社會的臺灣，各級學校將面臨招生困境。 

臺灣的大學校院在少子化、市場化、自由化等因素的影響下，校院數量急速

增加，使得大學校院與學生的供需關係出現失衡，甚至出現供應過多的情況。教

育部於 2023 年時宣布臺灣首府大學以及中州科技大學退場學校，而 2024 年則有

明道大學、大同技術學院、環球科技大學以及東方設計大學等四所大專校院退場。

足見，我國高等教育在少子化的衝擊之下，已經有許多學校面臨退場機制，並且

由於近年來我國出生率的持續低靡下，將有越來越多學校面臨經營挑戰，尤其是

私立大專院校，招生困難的情況更加嚴峻，學生來源不足的問題日益凸顯，因此

本文將特別聚焦於私立大專院校進行探討。本文藉由日本兵庫縣印南野學園的例

子，用以探討臺灣高等教育經營的轉圜之道。 

由於學校退場過程中涉及教學、行政、財務及法律等多方面的複雜事務，本

文將聚焦於「校地安排」及「教師處置」兩項議題進行探討。其他相關議題雖未

詳盡論述，但仍值得有興趣者進一步延伸研究與探討。 

二、臺灣私立大專院校退場面臨的問題 

在少子化的趨勢下，臺灣 2022 學年的大學新生人數下滑至少於 20 萬人，預

估在 2028 學年度，出生人口將更大幅減少，導致大學新生人數進一步降低至約

16 萬 2 千人。與 2012 學年相比，減少了約 11 萬 6 千名學生，下降幅度高達 40%

（教育部，2022）。在臺灣的體制下，這些學生一般會先選國立大學就讀，因此

私立大學校院之新生人數仍會呈現下滑。 

為了有效應對少子化帶來的挑戰，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位學校發展目標，並優

化資源配置，並在《私立學校法》等相關法規空間中，探討轉變學校經營模式的

可能性，例如改變制度、創立其他教育階段的學校或調整現有的營運模式，充分

展現辦學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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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述我國目前私立大專院校退場機制之相關配套措施： 

(一) 私立大專院校退場機制之校地處置 

根據《私立高級中學以上學校退場條例》（2022）第 21 條第 3 項第二款規

定，私立學校解散後，其剩餘財產由學校法人捐贈給政府或公立學校，或歸地方

政府所有。這些校地未來可轉為社區住宅、公益場所或進行其他經濟效益活動。

面對我國的高齡化和少子化挑戰，可借鑒日本做法，將招生不足的私立大專院校

的校舍重新規劃利用。 

這種模式不僅能有效解決私立大專校院招生不足的問題，也能夠為年長者提

供一個永續學習的環境。他們不僅能學習新知識，還能保持與社會的連結。此外，

這種教育模式將促進高等教育多元發展，充分利用現有的教育資源。楊修安

（2011）的提議為高等教育未來發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既解決招生挑戰，也促

進社會的和諧與教育多元化。 

(二) 學校退場後的教師安排 

針對因學校退場而無法正常支付薪資的問題，教育部提出相關配套措施，但

仍無法完全解決教職員後續的職涯問題。為補足此不足，學者建議需採取更積極

的作為，以協助教職員找到合適的平台，延續其專業價值並融入社會。 

許維寧（2023）於報導中提及，教育部對於原先無法正常支付薪資將面臨退

出的學校，提出董事會可以依據《私立高級中學以上學校退場條例》的規定進行

重組，並透過申請該條例之退場基金來支付薪水，這使教職員能夠按時領取薪資。

但在學校完全停辦時，仍有將近 700 名的教職員面臨轉職問題。教育部對此也提

供高級人力提升平台，用以幫助教職員進行轉職。 

楊修安（2011）指出，退休後的校長和教師經過專業培訓和認證後，能夠成

為「老人大學」的師資，這讓他們在退休後繼續發揮專業、實現自我價值，同時

為老人大學帶來豐富的教學經驗。老人大學提供了平台，讓退休人員延續專業知

識，為年長學生提供高質量教學，並在教學中找到生活樂趣。此外，退休職員還

可為老人大學提供行政管理、財務等支持服務，繼續參與社會。 

透過上述方式，老人大學不僅可以為社會上的年長者提供一個學習的場所，

可以為退休的教育工作者提供一個新的工作平台。這將有助於推動教育的多元

化，並為社會的和諧發展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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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南野學園的運作方式 

印南野學園位於日本兵庫縣，設立於 1969 年 6 月，原為兵庫縣政府利用加

古川市的縣立農業短期大學被拆除後的空地，是由政府開辦的高齡者大學（楊碧

雲，2011）。並在 1977 年於此地成立為財團法人兵庫縣生涯創造協會，2011 年成

為公益基金會發展至今。目前已經拓展經營「稻野學園」、「阪神高級大學」、「兵

庫無線電大學」、終身學習資訊角落和社區活動支援中心（Hyogo Association for 

Lifelong Learning, 2024）。 

(一) 印南野學園特色 

根據印南野學園官方網站提供的資訊，以及黃富順（2007）在其書籍中詳細

描述的內容，我們整理出以下幾點特色： 

1. 日本首創的高齢者大學講座 

印南野學園成立於 1969 年，是日本高齡者教育的先驅。1972 年擴展為四年

制高齡者大學課程，更成為日本高齡教育的領導者。 

2. 擁有豐富且全面的學習課程 

學園所開設之課程，不只是專注於個人興趣或實務性高的文化教育，更提供

一般教養或專業領域的學習機會。更有豐富的社團活動與社區活動，讓學員們能

進行深度的交流。 

3. 學生自治形式的學園經營 

學園設有學生自治會，平時除了擔任班級間的溝通橋樑，學生自治會還主導

各種活動。自治會還會負責協調多個社團活動，以及居民區的親睦會和研習活動。

總體來說，學生自治會主導了學校的多項活動，對於學校事務的運作起到了流暢

且確實的協助作用。 

(二) 印南野學園的學習制度 

印南野學園建校初期為一年制的老人大學，因獲得學員認可，學校逐步延長

修業年限，最終成為與正規大學相同的 4 年制課程（楊碧雲，2011）。1977 年，

學校增設社區指導者養成課程及兩年制的研究所課程，並將函授教育發展為兩年

制廣播課程。目前學習制度分為五類：大學課程、大學院課程、社區活動指導者

養成課程、廣播課程及特別講座。此外該校的學生在完成所有課程後，都可獲得

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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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學生的學費外，該校的主要財源還包括地方政府每年提供的約 6 億 6 千

萬的補助，占了該校總財源的 6 成。該校的員工大部分是高中校長退休後，選擇

在此開啟他們的第二職涯。教師則主要由大學教授組成，並聘用律師、醫生等各

類專業人才（楊修安，2011）。 

印南野學園是一個全面且多元的教育機構，不僅提供完整而深入的課程規

劃，包括一般教養或專業領域的學習，更有各式各樣的社團課程供學員選擇。這

些課程不只滿足學員的學術需求，也讓他們能夠發展個人興趣和實務技能。此外，

設有學生自治會，讓學員有機會參與學校的管理和決策過程，並且主導各種活動，

如運動會、文化展演和教育旅行等。 

四、建議 

高齡化和少子化已經是不可避免且正在發生的問題，為正面迎擊這些不可避

免之挑戰，在參考同樣面臨高齡少子化的日本後，給出以下幾點建議： 

1. 退場機制後所閒置的校地，做合理的應用 

因為少子化，我國許多學校都面臨招生不足導致必須退場之問題。政府已於

2022 年頒布《私立高級中學以上學校退場條例》，規範「學校法人解散清算後，

其賸餘財產僅能由學校法人捐贈予本基金、中央機關或公立學校，或歸屬地方政

府」，政府應協助這些學校，合理運用這些閒置的教室及校地，開發適合高齡人

口的多元用途。 

2. 政府協助私立大專院校轉型為全齡學習的大學 

政府協助私立院校招生策略的調整，傳統的學制可能無法完全符合現代高齡

社會的需求，在面臨招生不足退場機制之前，政府應可協助私立大專院校在轉型

過程中，了解高齡學習者的需求面向，進而調整學制，例如推動學分制、彈性學

制等，以符合不同年齡層學生的需求。為了擴大教育的涵蓋範圍，政府應該協助

學校收取高齡學生以增加學校的收入來源，並提供更多元化的教育機會。 

3. 參考日本兵庫縣的印南野學園的創校模式 

我國應該鼓勵招生困難的私立大專院校，將部分校舍區域轉變成「老人大學」

的運作模式，引進民間團體來協助經營推動。創辦「老人大學」的過程應由政府

發揮主導作用，尤其在初期，政府應提供財政資助、法規支持及基礎設施建設的

幫助，以減少學校負擔，吸引更多民間單位參與這項計畫。透過提供資金和政策

上的鼓勵，以確保「老人大學」的順利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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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育具備教育高齡者能力的師資儲備 

有鑑於印南野學園的主要學員皆為高齡者，這對於原本任教於私立大專院校

的教師會是一大挑戰，在創辦高齡者學校的同時應該要同時培育具備高齡素養的

相關教師。師資方面可以輔助退場學校之教職員，並招募已退休或屆退齡之企業

及公教人員，提供有系統的培訓，以擴展老人教育服務人力。這不僅可以解決退

場學校的教職員失業問題，更提供一批具有高齡素養之專業教師。 

五、結語 

面對高齡化與少子化的挑戰，臺灣可以借鑑日本兵庫縣印南野學園的模式，

將退場或招生困難的學校轉型為「老人大學」。這不僅能有效利用校地，還能為

高齡社會提供學習機會。政府應積極協助學校轉型，包括擴大招生對象、制定高

齡學生相關規定，以及引入民間團體的支持。 

教育高齡者需專業師資，因此需要建立師資儲備機制，藉由培訓退休校長或

教師，可以成為老人大學的教師。此外，政府需設立相應法律制度支持轉型，包

括學校退場機制及退場後的處置權。期待在政府、學校、師資及法律制度的配合

下，為臺灣的教育環境帶來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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