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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大學數量十多年來快速擴充，造成文憑、學歷貶值、經費稀釋與配置問

題。此外，全球頂尖大學積極追求國際化、人才競爭激烈的挑戰，都造成臺灣高

等教育的警訊。教育影響國家未來甚鉅，自 2006 年開始，教育部持續推動「邁

向頂尖大學計畫」、「典範科技大學計畫」、「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希冀提供

學生更優質的高等教育環境（教育部，2017a）。 

為能持續高等教育的品質，教育部規劃新一期的高等教育發展計畫，經過多

次座談會，針對高等教育面臨的重大問題，如翻轉教學、發展大學特色、國際挑

戰、在地連結與產業需求等，提出建議（教育部，2017a）。具體而言，為了改善

教學品質以及提升學生學習的成效，同時鼓勵大學發展多元面向，協助大學提升

競爭力，邁向國際與卓越發展；在原有計畫基礎上，教育部思考目前高等教育發

展與資源分配等議題，遂研擬「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教育部，2017b、2018）。「高

等教育深耕計畫」以「全面性提升大學品質及促進高教多元發展」、「協助大學追

求國際一流地位及發展研究中心」為主軸，藉由維護學生平等的受教權與強化大

學國際競爭力的核心（教育部，2017a），積極鼓勵教師教學創新與提升教學品質，

並發揮學術研究能量，最後期許大學能發展卓越的研究中心並邁向國際一流地位

（教育部，2018）。 

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的目標與推動重點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的核心在改善教學品質與提升學習的成效，為強化以

學生為主體的教育本質，高教深耕計畫提出四大目標（教育部，2018），分述如

下： 

(一) 落實教學創新 

1. 著重有效改善學校教學品質與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策略。 

2. 透過建構學習環境、創新教學模式，培養學生就業能力，以強化核心產業（5+2）

人才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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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升高教公共性 

1. 大學應建立完善校務專業管理的機制，強化自我監督，定期公開辦學資訊，

以利大眾檢驗辦學績效。 

2. 透過學校、企業與政府的合作，建立經濟弱勢學生的協助機制，促進社會階

級流動。 

(三) 發展學校特色 

鼓勵大學發展多元特色，依據學校優勢發展，讓高等教育的優勢可以永續。 

(四) 善盡社會責任 

大學扮演關鍵的角色，對於在地產業、社區文化、城市與偏鄉等議題，促進

區域發展，以發揮大學的價值和社會責任。 

此外，「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推動的五項重點（教育部，2018），內容簡述如

下： 

(一) 提升高等教育品質，促進學生有效學習，發展學校特色 

透過教學創新及配合產業需求，以學生為主體的翻轉教學，採用互動與合作

的學習模式，培養學生創造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升自主學習的興趣，發展

學生的多元能力，以因應未來世界的挑戰（教育部，2018）。 

(二) 建立支持以及協助學生發展機制 

為幫助經濟弱勢學生兼顧課業與生活，深耕計畫將秉持弱勢協助機制審查原

則，強化學校輔導機制與建立學校外部募款基金制度。同時，可透過弱勢協助機

制，增加經濟弱勢學生進入公立大學機會，來協助弱勢學生提升競爭力（教育部，

2018)。 

(三) 落實大學的社會責任，提升大學對在地區域或社會的貢獻 

為善盡大學社會責任，學校師生可以組成計畫與執行團隊，凝聚對區域發展

的認同，主動發掘在地需求、解決問題，以在地優勢進行分工合作，協助區域整

合、創新發展，共同創造在地產業與文化發展的創新價值（教育部，2018）。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8，7（12），頁 08-12 高教深耕計畫  主題評論 

第 10 頁 

(四) 協助大學推動國際化之改善措施 

為提升高等教育的國際競爭力，建立大學的國際學術聲望和地位，深耕計畫

著重「全球鏈結（Global Taiwan）全校型」、「全球鏈結（Global Taiwan）研究中

心」的學校類型補助。計畫將擇優補助國內大學，協助學校提升學術競爭力，接

軌國際。另一方面，亦鼓勵大學成立跨校型研究中心，提升學術與研究的能量（教

育部，2018）。 

(五) 延攬國際師資及研究人才的改善措施 

為強化國際頂尖人才的延攬與留住國內優秀人才，「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玉

山計畫」經費將提供高薪資吸引國際人才。此外，亦針對優秀教學與研究人員予

以加薪鼓勵，引導學校投入補助款用於彈性薪資，擴大差距，達到留任與延攬人

才的目標（教育部，2018）。 

三、對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的一些思考 

由於之前「邁向頂尖大學」與「教學卓越計畫」，曾被批評經費是重研究輕

教學，且獨厚某些特定學校，教育部特別宣示將針對「頂尖大學」與「教學卓越

計畫」執行的一些缺失，加以修正，希望透過「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升教學

品質，協助大學提升競爭力，邁向國際一流學校。  

從上述「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的目標與推動重點，得知計畫的核心立意良好，

但幾乎「校校有獎」、雨露均沾的「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是否真能達成其四大目

標？是否最後可能又淪為各個高等院校經費的爭奪戰？以下關於高教深耕計畫

有幾個層面，值得思考：  

(一) 經費資源分配的合理性 

為避免「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的經費，產生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用途模糊的

問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希望能將經費的配置更公平。但 2018 年審查結果公

布，158 所大專校院除未提出申請的 2 校，其餘 156 校均拿到經費補助，其中也

包括部份財務危機、招生不佳、面臨退場的學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核

定給予的方式，幾乎「校校有獎」，導致資源分散，恐怕無法真正幫助大專院校

發展特色，與國際競爭，走在世界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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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中心應有常態經費的預算 

建立長期穩定研究中心，是「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的主要重點之一，但隨著

計畫結束，研究中心也會關閉，若沒有學校常態經費預算，很難長期維持研究中

心的運作，導致教師擔心下年度的經費來源，無法安心做研究，研究能量與國際

競爭力的發展將大打折扣。 

(三) 學校執行計畫對象的思考與延續 

2018 年，全國大專院校幾乎都獲得「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補助，計畫

中明確說明 50%的經費要使用在教學和學生方面；但獲得補助的學校中，有多少

比例的教師參與計畫？究竟是誰在執行計畫？目前多數學校由行政單位或兼任

行政主管的教師來執行高教深耕計畫，是否能達成協助多數教師教學創新的目

標，值得思考。此外，部份兼任行政主管的教師職務調動頻仍，對於計畫延續性

產生困難。 

(四) 延攬國際師資與國內教師彈性薪資問題 

臺灣高等教育面臨國際挑戰，優秀人才加速外流，為使臺灣的教學與研究，

更具競爭力，延攬國際頂尖人才與留任國內優秀人才，成為高等教育的當務之急。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玉山計畫」經費提供高薪資、拉高彈薪級距等方式，來

達成攬才與留才的目標。但仍須思考在臺灣有限的高教資源下，到底可以留住多

少人才？且他們能留住的時間是多久？如何能評估優秀人才帶來的效益？總之，

若計畫過於短期或資源集中，亦沒有相關的配套措施，恐導致攬才、留才的成效

不佳。 

四、結語 

近年來臺灣的高等教育面臨數量迅速擴充、少子化衝擊與國際高教環境競爭

激烈的挑戰，教育部思索如何協助大學發展特色，教學方法創新，培養人才，協

助大學因應全球經濟、社會趨勢改變、產業需求，以便發揮高等教育的功能。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的核心在以學生為本體，協助大學發展多元特色，提

升國際競爭力。期許高等教育在計畫經費的補助下，也能有持續的政策與藍圖，

大學能積極改變學習型態、協助學生提升自主學習能力、增加在地連結等，引領

大學多元發展增加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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