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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近年來生育率始終偏低，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 2017 年出版的《世界概

況》調查報告指出，不僅在亞洲地區殿後，與全球其他國家地區相比亦屬最低前

三名(The World Factbook, 2017)，中央或地方各級政府提出甚多鼓勵生育之措

施，惟臺灣每年新生兒人數仍未見起色，根據內政部最新公佈數據顯示(見圖 1)，
2018 年出生人數 18 萬 1,601 人更是創下近 10 年來次低數字，僅高於 2010 年出

生人數的 16 萬 6,473 人(內政部統計處，2019)。由圖 1 可推算 2010 年出生人數

如至其大學入學就讀年，即將造成臺灣大專校院 117 學年度的大海嘯。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2019） 

雖然大學校院就學人數大斷崖尚未真正到來，然近 20 年來在過度擴充的臺

灣高教市場中，私立大專校院間的入學競爭早已經到了白熱化的階段，經由媒體

報導排名較後或體質不佳的私校紛紛面臨招生不足之困境，林良齊(2019)指出教

育部估算 109 學年度大專校院一年級入學新生將僅剩 21.7 萬人，較 108 學年度

減少約 2.4 萬人，之後更將一路下滑至 117 學年度的 15.7 萬人。面對少子女化對

大學校院招生衝擊，部分私立大學及私立科大校長提出，少子女化的後果不應僅

由學生家長選擇、市場機制或私立學校概括承受，國立學校亦應依國家社會發展

需要適時調整或縮減招生人數，公私校應同步因應或減招。大學校院面對少子女

化對招生的衝擊本無公私立之別，惟目前臺灣一般大學入學新生在選校時，多因

經濟因素而以學雜費相對低廉的國(公)立學校為優先考量乃普遍習性，招生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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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臺灣2008至2018年出生人數趨勢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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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以私校首當其衝，而相較之下部分體質未必健全或地處偏遠的公校警覺性不

足。爰此，除了部分私校要輔導退場外，表現不佳之國立學校也應配套通盤考量

其系所之調整、整併或面臨轉型考驗。 

二、國立大學校院面臨之問題 

(一) 少子女化造成大學生源不足問題 

臺灣高等教育在近 20 餘年間大量增設以及專科升格過度擴張之下(羅綸

新，2007)，大學校院總數從 1981 年的 104 所擴增至 2018 年的 157 所，擴增率

約為 51%，致使我國高等教育新生入學人數佔該學齡人口數之百分比達 70%以

上，為世界最高，遠超過歐美亞澳日韓等國家。目前臺灣高等教育呈現過度供給

的現象，對各校招生已產生重大壓力，如某所頂大停招部分學程、臺灣大學技職

校院各有近百系所停招，不少五專招生狀況欠佳，而高等教育從精英教育、大眾

教育轉變為普及教育，可能亦會造成教育品質下滑的問題(林文樹，2013)。 

高等教育呈現過度供給現象再加上生源減少，不僅已對私立學校經營管理造

成重大衝擊，就連國立大學也無法倖免且備感壓力，除了少數幾所頂尖大學可以

免除 109 或 117 學年度斷崖式生源短缺的挑戰外，某些地處偏鄉的國立大學對這

波少子女化浪潮，如應變能力不足，欠缺改革決心和動力，也將錯失轉型良機。

另外，一些規模太小、財務收支不平衡且欠缺特色之國立大學，集中某一領域的

同時可能亦會遇到缺乏其他領域的支持，因而減少學生跨領域學習的機會，限制

了成為國際一流大學之可能性，且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成長不顯著的情況下，相

較於少數發展健全之私立大學，如學校規模太小，願景目標定位不清，長遠發展

堪慮，甚至有被超越的危機。 

(二) 產業升級及產學供需失衡問題 

大學畢業生之專長因不符產業需求而面臨求職不易，失業率提高。近年來更

傳出博士生賣雞排、找工作困難等新聞，導致許多學生不願就讀博士班，科技部

希望與教育部合作挑選 600 位優秀學生，每月補助 3 萬到 5 萬元的津貼，鼓勵學

生就讀博士班，希望博士生在生活上無後顧之憂(萬俊樑，2019)。 

另一方面，科技產業則有求才未得現象，臺灣目前高教生態著重論文研究發

表，忽視現場實作教學，重理論輕實踐，無法於工作場域中展現應有之表現或素

養。洪新原(2018)認為當前大學學生缺少跨領域學習的設計與推動，且面臨創新

創業實作及國際化不足等培育問題。在大學校院教師部分，未來十五年有一半教

師面臨屆齡退休潮、海外歸國學人日漸稀少，跨領域教學研究及社會影響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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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教學環境誘因不足，以及缺乏國際合作教育、專業教學創新機制與產業實務

接軌不足等問題。 

三、國立大學轉型之因應策略 

國立大學係國家公共財，其轉型不能忽視當前社會少子女化之趨勢及教育在

促進個人潛能及培養國家社會發展所需人才之目的，因應 AI 人工智能之發展，

應採取跨領域科際整合的態度，以經濟法則，如機會成本、經濟規模及生產效率

等作為分析的工具，尋求有效的方法和策略，結合工業 4.0，一倂解決少子女化

問題，同時達成國家預定之教育目標。 

有鑑於此，國立大學轉型應優先貼近產業及國家發展之需求，並考量該系所

專業領域在國際之排名和表現，及時反應或適度調整系所課程教學專業方向，提

供實務應用課程消弭產業人力缺口。茲就國立大學的轉型方向及所面臨之問題，

分別提出以下因應策略，供作參考。 

(一)針對少子女化造成大學生源不足問題 

1. 依情況需要，俟機進行學校整併 

教育部教育部推動國立大學校院以合併等方式進行資源整合，並視國家整體

資源及各校推動資源整合情形提供經費補助(林文樹，2013)。檢視近 10 年來國

立大學合併情形及目前正研議合併的國立交通大學與國立陽明大學 1 案(許秩

維，2018)，其整併型態可區分為： 

(1)綜合大學與單領域學校或單領域互補學校整併 

2008 年國立東華大學與國立花蓮教育大學合併為國立東華大學；2010 年國

立臺中科技大學與國立臺中護理專科學校合併為國立臺中科技大學；2014 年國

立屏東教育大學與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合併為國立屏東大學；2016 年國立清

華大學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合併為國立清華大學；目前進行中的國立交通大學與

國立陽明大學及日後此類領域互補型學校之整併，合併後增加了現有學生跨領域

學習之機會、全球視野和核心素養。 

(2)相同領域或是地理位置相近、理念願景目標相同之大學 

2018 年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及國立高雄海洋科

技大學合併為國立高雄科技大學及日後此類相同領域或是地理位置相近、理念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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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目標相同之大學，經定位後形成策略聯盟或大學系統再形成合併之單一大學，

透過整合重複系所及資源使新整併大學的組織架構進一步發展，如此不僅提高規

模經濟效益，未來將由教育主管機關給予重點經費補助與校舍建築設備等資本門

添增之配套。 

綜上，無論何種整併型態於合併前針對整併跨校協調，合併後打破既有建置

持續有效調度各校區資源整合將有助於發展出體質更好且更有競爭力之高等教

育體系。 

2. 進行系所整併及學程規劃 

在少子女化學生來源持續減少情況下，未來大學須適時調整或整併系所，跨

域學程之學生來自各有關系所，加強不同領域學生對同一主題之交流。此外辦理

回流推廣教育，鼓勵社區人士進修，教室、研討室應具備研討和數位講桌設備功

能，吸引國外或境外學生入學交流。國立大學教育除傳統的研究導向型，還須包

括教學導向型、實務應用型，教學時間採全時或部分時間學習，提供不同背景學

生及成年就業者選修以取得學位之機會與管道。隨著大學教育的多樣化，其課程

資訊須網路化並向社會大眾廣為宣導，以問題為導向，俾培養創造思考、解決複

雜問題能力和素養，讓學習者具備核心之知識、技能、情意和態度，以符合創新

社會培養學生核心素養之需求。 

3. 提升校務經營決策績效和效益 

政府及社會偏重防弊與行政單位本位思維的監督機制，不僅讓國立大學在學

校經營、人事聘任、經費運用、入學招生、課程教學、留才攬才等方面，難以靈

活因應國內外環境變遷，也容易陷入本位因循故舊而忽略自我課責。受限於高等

教育經費成長趨緩及少子女化之衝擊，國立大學校院也面臨經營壓力。爰此，國

立大學必須思考善用師資、設備、資源較充裕之優勢，藉助多元化經營或轉型，

以突破現況，導入企業經營概念，俾進一步追求產能、產值與辦學成果效益。 

(二)針對產業升級及產學供需失衡問題 

1. 規劃系所跨域整合，進行課程教學創新 

透過國立大學社會責任及系所整合計畫的實踐，在教學方面，以院系為排課

協調單位，跨域學程由院規劃主導，不同系所師資設備相互支援，教師不再侷限

於既有系所授課，而應採用跨領域、主題式及問題導向教學，提供實地經驗、服

務學習與規劃總整課程，如期末成果展演、體育表演會、實習運動會、專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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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實習、戶外教育、童軍活動、系列主題講演、論文發表、學術研討、教育論

壇等，讓學生不僅具有專業動手實作能力且更具整合專業素養。減少必修學分，

增加選修學分，而學生修課學分亦給予適當的彈性。整體而言，不僅落實大學對

社會的貢獻和責任，也是對教師角色、學生學習與課程教學安排的重新反思與建

構。 

2. 發展 AI 人工智能，培養創新社會所需具備素養之人才 

社會的發展，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再進入「知識社會」及「創

新社會」，其資源、資產、核心競爭力，是不同的。農業社會的資源是人力，工

業社會是機力，知識社會是腦力，創新社會是 A I 人工智能。農業社會的資產是

土地，工業社會是礦產，知識社會是知識，創新社會是硬體「＋」軟體。所謂的

「＋」，是指物聯網、互聯網、大數據、雲端運算、5G 等。農業社會核心競爭力

是體力；工業社會是技術，知識社會是創新；創新社會是素養。所謂素養，簡單

的說，知識加上技術，就是能力；能力加上情意、態度、價值，那就是素養。2014
年臺灣實施十二年國教即是素養導向教育，也是配合 OECD 歐美日韓新加坡等

國，因應創新社會的來臨。依照英國牛津大學的研究，未來的 10 年、20 年後，

我們現在的工作中，大約有 47%會被取代。因此我們要去思考：人工智能比較不

能做到的是什麼？第一，跨界、跨域相較不易；第二，比較不能做到深度思考；

第三，不利於作抽象的解讀和判斷；第四，不擅於進行富含靈性的溝通和體驗。

因此 AI 能夠做的事情，就讓它做了，AI 不能做的工作，則由我們培養下一代達

成，因此培養具備跨領域且具素養的人才甚為重要。 

3. 進行校際實質策略聯盟或教師學生學習交流 

面對全球化、國際化與市場化的競爭環境，再加上課程改革的呼喚、外界對

教學品質的要求，使得教學現場的教師及教育經營者面臨比以往更大的挑戰，各

國為因應國際競爭，進行資源整合或尋求策略合作，國立大學亦需有更前瞻的整

合模式及更開放的國際合作彈性以跳脫傳統、靜態的經營方式，改以創新的、動

態企業經營取向以因應社會的變遷並增進辦學效能，企業策略聯盟的作法，透過

聯盟合作，達到資源互補與共享、資訊科技交流、知識創新分享以及提升校際競

爭優勢，為學校教育帶來新的契機。爰此，國立大學應善用國內外策略聯盟，整

合學校教育資源，促進校際交流與合作，俾提昇大學競爭力和效能，讓學校永續

經營與發展(賴玉雪，2007)。 

4. 培養兼具多元專長之複合型人才 

未來有一半以上的工作將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甚至有許多新創行業目前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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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臺灣的國立大學校院更應掌握資源，洞悉人工智能未來發展趨勢，引導學

生提高運用資訊科技的素養。複合型人才就是多功能人才，如：π型、ㄤ型人才

(劉海、林新發，2019)，不僅是跨足雙領域或以上且在跨足雙領域後，更成為該

新興領域之領袖主導人才，其特點是多才多藝，能在很多領域大顯身手。當前社

會的重大特徵是學科交叉、知識融合、技術集成。未來社會不僅要求我們有突出

的專業技能，還要具備極高的熱忱、情意和態度。 

四、結語與建議 

環顧國際少子女化不見趨緩，臺灣亦深陷其中。雖然大學校院就學人數大斷

崖尚未真正到來，然在過度擴充的臺灣高教市場中，大學校院間的招生競爭愈演

愈烈，甚至於連一向平穩的國立大學亦受影響。國立大學經費仰賴政府提供或補

助係國家公共財，因而需要受到相關法規的規範，其中尤以人事和主計相關法規

為甚，導致國立大學經營受到一些限制，亦使其欠缺若干應對環境之變革能力。 

綜上，國立大學校院面臨少子女化造成大學生源不足及產業升級、產學供需

失衡等棘手問題刻不容緩。提升校務經營決策績效和效益，積極進行系所跨域整

合、課程教學創新、學程規劃資源整合及發展AI人工智能，以培養兼具多元專長

及創新社會所需具備素養之人才，應為可行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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