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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少子化現象在全球各地逐漸成為重要的社會議題，臺灣面臨著與此相關

的嚴峻挑戰。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的最新人口預測，預計到 2070 年，臺灣人口

將減少 844 萬，跌破 1,500 萬，這顯示出少子化問題的嚴重性（陳逸平，2024）。

據此，教育部於 2024 年 6 月預估自 2024 學年起，大學一年級新生人數將少於

19 萬，未來 16 學年平均年減少 2,900 人，年減幅約 1.7%（教育部，2024）。此

一數據明確指出，少子化對高等教育帶來的衝擊日益加劇。特別是 410教改期間，

因應當時社會需求，廣設大專校院後，造成大專校院校數從 2001 學年度的 154

所逐年成長，並在 2007 學年度和 2009 學年度，達到高峰（164 所）；之後，因大

專校院供過於求，2013 年起教育部頒布「輔導私立大專院校改善及停辦實施原

則」（此法已在 2023 年 03 月 28 日廢止）（教育部，2013），開始著手進行註冊率

不佳亟待整頓甚或退場的大專院校名單，以致大專校院校數逐年下降。截至 2023

學年度僅 145 所，相較高峰時期的校數遞減 19 所（遞減幅度 11.59%）（統計處，

2024）。加上 2024 年 7 月已有 4 所私立大學準備退場（許維寧，2024a）。2024 學

年度大專校院校數將降至 141 所（遞減幅度 14.02%），預估 2028 年溺水線以下

的大學將會再多 40 間（林則澄，2024）。由此可知，大專校院校數的遞減幅度將

會逐年大幅上升。 

在此衝擊下，私立大學作為高等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面臨著招生和被

迫退場的極大壓力。根據教育部的統計，2025 學年度有 47 所大學寄存了 3,371

個招生名額，其中私立大學及技專院校寄存名額則高達 2,851 名，占總額的

84.57%（林宜箴，2024）。加上 2024 年 7 月再有 4 所私立大學因「財務惡化」退

場（林信男，2024），此一情勢讓私立大學在招生上承受的壓力遠大於公立大學，

也導致私立大學在招生過程中採取疑似違法的做法以應對生存危機。 

例如，2024 年四所私立大學違規「短報招生名額」，其中部份大學已不是初

犯，雖然事後受到教育部懲處，如減少招生名額和扣除獎助款等（許維寧，2024b）。

但如果大學可以生存下去，誰會鋌而走險？私立大學少報實際招生名額，試圖在

教育部的監管下獲得更大的操作空間，可以說是無奈被迫之舉。而教育部的懲處，

對於這些處在「溺水線」的私立大學，雖然有殺雞儆猴效用，但於事無補，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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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顯現政府「無作為」的立場，無法前瞻規劃有效政策，僅能以「市場機制」讓

溺水線以下的私立大學退場，造成退場私立大學師生的權益受損。 

基於此，本文將以私立大學為主，先探討私立大學因招生採取的不正常作為

和教育部現行政策作法，進而提出教育部應如何推動更積極作為，以及私立大學

如何調整自身的辦學特色，以期為面對少子化挑戰提出策略，提供未來教育政策

的參考。 

二、私立大學在招生的不正常作為 

面對日益嚴峻的招生環境，一些私立大學為確保生存，選擇採取疑似違法行

為，如短報招生名額、將招生績效納入教師評鑑、違法招收外籍生、外籍生淪為

黑工等，這些做法不僅損害了私立大學聲譽，還影響整體高教體系的健康發展。 

(一) 不正常作為 

1. 違規短報招生名額：2024 年臺灣有四所私立大學因違規「短報招生名額」而

受到教育部的懲處，這不僅導致招生名額被扣減，還扣減了獎補助款（許維

寧，2024b），甚至校長亦被罰款。 

2. 將招生列納入教師評鑑：監委賴鼎銘、紀惠容調查發現，部份大專校院實施

教師評鑑和教學評量時，將「招生績效」列為評鑑基本或扣分項目，違反大

專校院建立教師評鑑制度目的乃為協助教師教學專業發展和改善教學品質等

（大學法第 21 條），故整體督導作為有待強化（賴鼎銘、紀惠容，2024）。 

3. 違法招收外籍生：康寧大學 2018 年透過人力仲介違法招收斯里蘭卡籍學生、

崑山科技大學 2022 年透過仲介違法招收菲律賓學生（吳柏軒，2018；沈育如、

詹伯望，2022），這些違法招生事件仍有可能繼續發生。 

4. 外籍生「學工團」：如 2020 年南華大學越南學生飯店打工、被超時剝削、2022

年中州科技大學（該校已在 2023 年停辦）烏干達籍學生淪為上大夜班的「黑

工」等（吳柏軒，2018、2020）。 

(二) 不正常作為的成因 

私立大學的這種違法行為主要源自於下列三點： 

1. 招生不足壓力太大：隨著少子化的加劇，招生人數逐年下降，私立大學面臨

愈來愈大的生存壓力，為了達到招生指標，有些學校可能選擇短視經營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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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採取違規作法等短視經營決策，如短報招生缺額、將招生壓力轉嫁教師採

取教師評鑑納入招生績效、引進外籍生填補本地生缺額等。 

2. 社會刻板印象偏差：高教資源早存在金字塔型態，在家長普遍對國公立大學

有較高偏好的情況下，加上少子化後，私立大學在吸引學生方面的競爭更形

嚴峻，迫使其採取不正當行為以求生存。 

3. 政府政策調控和監管不足：部分私立大學可能因教育部無法提出高效的政策

引導，同時在監管力度不足下趁機違規，皆反映出現行政府政策無法有效引

導私立大學良善發展，只能任憑私立大學自生自滅，導致私立大學只能自尋

出路。 

三、教育部現行作法難以奏效 

面對少子化的挑戰和私立大學的違法行為，教育部也採取一系列的措施，以

試圖確保高等教育體系的正常運作，但似乎難以奏效。其相關做法主要包括以下

三項： 

(一) 寄存名額政策，短期止痛措施 

教育部在應對私立大學招生壓力方面，推出「寄存名額政策」，這一政策旨

在讓學校根據市場需求合理調整招生名額，以避免掉入招生不足受到列管之問題。

根據最新統計，2025 學年度共有 47 所大學寄存了 3,371 個招生名額，其中私立

大學占了絕大多數（許維寧，2024c）。但正如前言所述，私立普通大學和私立科

技大學寄存更多，這一政策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平衡市場需求與私立學校招生

的壓力，但不是最佳之作法。 

(二) 加強監管措施，只是消極策略 

為了杜絕私立大學的違法行為，教育部增強了對招生名額的監管，對於違規

的學校會進行相應的懲處，並且定期檢查各校的招生情況。此外，教育部也在積

極推動透明化的招生流程，確保每所學校的招生行為都能在合理的範圍內運作，

但這只能避免出事，無法解決問題。 

(三) 提供轉型支持，但緩不濟急 

針對私立大學面臨的困境，教育部也提供轉型支持的政策，例如透過高教深

耕計畫或私校補助款計畫，協助私立大學自己規劃改進教育質量計畫，提升其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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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吸引力，並促進與企業的合作，以創造更多的實習和就業機會，但在招不到學

生之狀況下，私校再怎麼努力轉型，也恐無濟於事。 

四、教育部宜有更多積極作為 

但是上述作為，並無法解決少子化之私立大學逐年關閉問題，筆者認為政府

機構（含教育部）可再積極推動下列政策: 

1. 宏觀管控國立和公立大學招生名額，針對招生不佳系所，要求裁併及減招，

以讓出名額供給私立優質普通大學和科技類大學。例如，2023 年國立臺灣大

學也提出 15 個寄存名額，都在同一系所（陳宛茜，2023）。但畢竟調控名額

不多，相信日後其他國立大學也會出現同樣情況，所以調整國立大學系所結

構，政策性要求逐步減招或關閉，以釋出招生名額給予私立優質大學，平衡

國立和私立大學之間的招生資源有一定的必要性。這項政策是比較困難之決

策議題，教育官僚會面臨政治壓力，也許困難重重，但若從長遠考量公私立

高教質量均衡問題，相信仍必須慎重思考的。另外，各校寄存名額，設定期

限，時間到就直接扣減，不必恢復了。其理由是依學生數遞減情況，似乎不

可能因辦校績效優良，而可回到原招生人數招足學生，直接扣減，也可讓各

私校朝瘦身及優質方向辦學調整。 

2. 中央政府應在政策上清楚提供私立大學辦學之可能空間，第一層決策例如更

清楚規劃公私立一般大學和科技大學之數量比例和學生數比例；另外，第二

層可依當年度考生數量多寡，同步依比例減少國立和公立大學，甚至招生名

額較多的私立大學，各校同步瘦身到更適度規模，才不致導致完全以自由市

場機制運作後，造成招生達成率嚴重傾斜之問題。 

3. 繼續提高補助私立大學學生之學雜費，以促使公私立大學辦學條件更趨公平

性。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表示，2023-2024 共有 6 所私立大學退場，主要

原因皆為「財務不佳」所造成的惡性循環（林信男，2024）。而造成財務不佳

原因當然是因為招生不足，而導致招生不足，私立學雜費較國、公立為高是

一重大原因，所以繼續提高補助私立大學學生之學雜費，讓學生無論就讀公

立或私立之學雜費負擔趨於一致，那私立大學才有和公立大學競爭之條件，

才能以辦學特色相互競爭。 

五、私立大學宜更自我提升辦學特色 

1. 各私立大學清楚定位自己角色功能，積極調整辦學目標和系所特色：面對少

子化衝擊，現階段私立大學應採取科系調整、併班等方式，朝向「精緻化教

育」邁進，走出各自的特色，以讓社會大眾肯定各私校具備之教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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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教學面加強學生課程學習和就業能力之連結：「就業力」向來是大學教學品

質保證的一項重要指標，誠如日本在 2022-2023 年期間挹注 4 億日圓，啟動

COC＋R 計畫（Centers of Community - Project for Universities as Drivers of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New Human Resources Education Programs），在

大學和產業的合作下，以「在地產業人才所需核心能力」作為培養學生能力

的關鍵，進行大學課程改革和品質確保，使大學培育的人才可以符合在地產

業的需求（文部科學省，2023），這是各私立大學可以著力之部分。 

3. 強化招收國內生和僑外生：在少子化的影響下，私立大學面臨招生成本上升

的壓力，為了達到「滿招」目標，學校往往採取面向全國的招生策略。然而，

這樣的方式忽略了私立大學應該根據其定位、優勢、以及系所的特色來招收

與學校和科系需求相符的學生。私立大學可從「利用各類數據分析（如系所

特色、生源背景和能力、就學穩定度、就業情況等）精準定位國內招生策略」、

「提供招募和支援僑外生在校就讀機制」、「設計差異化招生方案」等策略，

加強招收國內生和僑外生。 

4. 逐年朝適度規模調正，逐步減少教師名額：招生困難私立大學須逐年調整學

校的適度規模，在綜合考量院系所學程設置、招生人數規模以及校地校舍資

源等因素下，減少教師名額以實現收支平衡，成為一種必要的措施。但減少

名額，不宜使用太激烈方式，如不續聘或延聘等方式，更應同時協助教師轉

換崗位的機會，才是更恰當之做法。 

六、結論 

面對少子化的嚴峻挑戰，臺灣的私立大學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考驗。在招生

壓力與市場環境的雙重影響下，部分私立大學採取了不正常作為，這不僅損害了

教育理想，也對整體高等教育體系造成負面影響。因此，為解決這一問題，需要

政府、教育部及私立大學共同努力，推動政策的調整與教育體系的轉型。教育部

現行的寄存名額政策、加強監管措施、提供轉型支持，是應對私立大學招生危機

的重要策略，但僅靠這些措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未來，除教育部宜有更多

積極作為，私立大學更應清楚定位自己角色功能，積極調整辦學目標和系所特色、

在教學面加強學生課程學習和就業能力之鏈結、強化招收國內生和僑外生、逐年

朝適度規模調正，逐步減少教師名額的同時，提供更教師轉崗的機會，才能在少

子化的浪潮中生存與發展。教育部提出積極政策和私校自我轉型，兩者並肩協力，

才能確保臺灣的高等教育體系在面對未來挑戰時，能夠持續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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