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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發展問題與因應策略 
林欣怡 

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輔導組長 

 

一、前言 

高等教育的競爭力牽動國家未來的

發展，是不容忽視的重要議題；然而，

目前臺灣高等教育卻面臨許多問題與困

境。首先，少子女化的衝擊造成招生不

足的窘境；其次，由於入學門檻降低，

導致學生素質低落；另外，高等教育尚

有經費嚴重不足、教師年齡分配結構錯

誤、產學脫節、國際競爭力下降、缺乏

發展性等問題存在。在這關鍵的時刻，

唯有大刀闊斧採取具體而有效的策略：

如積極開拓生源、調整師資結構、精進

教學品質、加強產學合作等，才能擺脫

目前的困境，讓高等教育維持競爭力，

國家未來的發展才有希望！ 

二、高等教育發展歷程 

臺灣高等教育歷經 30 年快速成長，

大專校院學校數從 1986 年的 105 所，至

2015 年已成長為 158 所，其發展歷程大

致可分為四個時期（黃雯玲，2017）： 

(一) 管制期(1984 年以前) 

政府對高等教育擴充予以管制，

高等教育被視為菁英教育。 

(二) 成長期(1985~1994 年) 

高等教育快速成長，新學校紛紛

成立、三專及師專亦升格為大學校

院。1994 年更修正《大學法》，強調學

術自由與大學自治。 

(三) 普及期(1985~2004 年) 

專科幾乎全面升級為技術學院，

高等教育由菁英教育型態轉變為普及

教育。 

(四) 盤整期(2005 年迄今) 

學生人數成長趨緩，甚至呈現負成

長。2016 年出現第一波少子女化衝擊。 

高等教育淨在學率，從 1995 年的

未滿 30%，至 2015 年已成長至 70%，

顯示我國高等教育已由大眾化教育邁

向普及化教育。雖然近 20 年來，大專

校院之學士、碩士及博士班學生數皆

呈現成長趨勢；然而，從人口結構的

變化來看，在不久的將來，學生人數

驟減將對高等教育造成劇烈衝擊，甚

至會衍生學校退場停辦、高學歷高失

業等社會問題，確實令人擔憂。 

三、高等教育發展面臨的問題 

(一) 少子女化的衝擊 

近年來，我國出生率不斷下滑，2016

年已降至 1.53 ‰（內政部統計年報，

2016），到了 2023 年，高等教育的學生

數預估將只剩 186,015 人。學生人數銳減

所產生的生源不足問題，將造成學校經

營困難，進而導致教學品質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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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入學機會大增，學生素質降低 

近 30 年來，大專校院數量快速成

長，而少子女化的趨勢卻導致學生數

不斷減少，兩相消長之下，大學指考

錄取率屢創新高，到了 2016 年已高達

97.1％（教育部統計處，2017）；而各

大專校院為了招滿學生而將入學門檻

降低，導致學生素質也跟著持續下

降，影響到學校的競爭力。 

(三) 教育經費不足 

2014 年我國大專學生平均教育經

費僅 182,901 元（評鑑雙月刊，2017），

和開發程度相近的國家相比，略顯不

足。學校在經費不足又無法招滿學生

的狀況下，將導致教學品質嚴重下

滑；如此一來，學校風評變差又更招

不到學生，這樣的惡性循環對學校經

營無異是雪上加霜。 

(四) 師資老化 

近十年來，大學校院 40 歲以下年

輕教師比例愈來愈低，已由 2007 年的

24％降至 2017 年的 10％（教育部統計

處，2017）。大學校院教師年齡分配結

構錯誤、再加上少子女化和年金改革

這些現實狀況，未來十幾年，大學校

院裡的年輕教師可能幾乎絕跡。然

而，年輕的教師不但可以為學校引進

新時代的潮流，甚至較能與學生產生

共鳴，年輕教師的短缺將會導致經驗

無法傳承，亦阻斷高教的新陳代謝與

創新發展。 

 

四、提升高等教育競爭力的因應

策略 

為了擺脫困境，筆者認為高等教

育應採取下列因應策略： 

(一) 積極開拓學生來源 

目前積極推動的「新南向人才培

育計畫」除了利用網路行銷、提供獎

學金增加誘因，並推動科普及體育運

動交流活動，讓臺灣與國外學校之間

的國際交流更加緊密，吸引國外優秀

人才來台就學。同時，亦致力培養臺

灣學生熟悉東南亞的語言、文化及產

業等，並辦理青年至新南向國家進行

國際體驗學習，以擴大雙邊人才交流。 

(二) 善用高教資源，落實終身學習 

身處知識半衰期愈來愈短的現代

社會，有學習需求的對象不再侷限於

學生，範圍包括在職人員，甚至擴及

退休人士。因此，政府應積極輔導經

營困難的大專校院轉型，滿足現代社

會大量的學習需求，提升全民的人文

素養，達成終身學習的目標！然而，

若無法成功轉型，政府亦應建立完善

的退場機制，以達到去蕪存菁的目標。 

(三) 擴增資源，引進年輕師資 

高等教育若沒有新世代年輕教師

的挹注，將會面臨人才斷層的危機。然

而，若能重視並積極栽培年輕教師，他

們就會成為重要的種子，將寶貴的知識

與經驗傳承下去，學校的未來也會更有

發展性。因此，教育當局應把教師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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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佈列為評鑑時的重要指標，也必須比

照國中小的做法，降低生師比，才能促

使學校多聘用年輕教師。 

(四) 落實高教深耕，提高教育品質 

目前推動的「高教深耕計畫」是

先傾聽大專校院的需求後，再擬訂計

畫的方向與目標，教育當局由裁判的

角色轉化為站在輔導與協助的立場。

這種由下而上的方式，使大專校院可

以擺脫評鑑指標的框架，直接把經費

挹注於與學生最有關係的教學之中，

讓各校真正強化教學，達成精進教學

品質的目標。 

(五) 輔導職涯定向，加強人才培育 

學校應提供多元的人文及通識課

程，亦可安排學生進入職場實習接受

工作歷練，或擔任志工累積生活及國

際體驗，使學生多接觸產業與外國文

化，增加自我探索的機會。 

(六) 調整科系，接軌產業 

許多大專院校開設的科系及課程

大同小異，同質性過高的狀況下，自

然無法使學生產生強烈的就讀意願。

因此，各校應「改善共通性，發展特

殊性」，致力發展特色課程，並與產業

接軌，才能吸引學生就讀。 

(七) 強化國際觀，培養國際移動力 

除了增加英語授課比例、創造雙

語環境，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外；應

多開設國際政策與議題研究之課程，

並增加共同研究、合作學習及協同教

學等深度的國際交流活動。另外，並

積極鼓勵學生進行海外交流，無論是

交換學生、擔任志工或工作實習，不

僅有助於開拓學生國際觀，也能建立

起雙方友善的互動關係。 

另外，由於高等教育的人才是可

以到處流動、不分國際的。因此，各

大專院校應極力爭取國際頂尖大學排

名，提高臺灣在國際間的能見度，才

能吸引更多海內外學生前來就讀。 

(八) 增進研究，加強產學合作成效 

高等教育機構作為科學研究中

心，應致力於學術研究，提升論文發

表的數量及品質，讓國家在產業、科

技、醫療等方面，有突破性的進展；

同時，也應積極培育各領域之優秀人

才，才能使研究持續進行，不致中斷。 

(九) 鬆綁教育政策，授權大學自主 

除了開放高等教育機構不受總量

管制，招收外籍學生外；更應協助高

等教育機構設立海外專班，進行更深

入的學術及文化交流。而且，藉由學

習國外優秀的教育制度，也能有效提

升臺灣高等教育的競爭力。 

五、未來展望 

在教學方面，高等教育機構必須

精進教學品質，透過產學合作的模

式，積極與產業界接軌，培育產業所

需人才；在學術研究方面，高等教育

機構作為科學研究中心，應致力於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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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出質量並重的研究論文，提升國際

競爭力；在社會服務方面，高等教育

須滿足社會大眾的學習需求，帶動終

身學習之風氣；在外交方面，高等教

育要積極與國際接軌，透過雙方交流

活動，以培養學生之國際觀。總之，

高等教育無論在教學、研究、社會及

外交方面，始終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

色，我們也期盼，高等教育可以培養

出能夠自主學習、批判思考及反省思

辯的人才，才能真正提升國家整體的

競爭力，發揮高等教育真正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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