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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反思高等教育─ 
減招碩博士名額比大學退場更急迫 

張訓譯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博士生 

 
一、前言 

    臺灣 1994 年代教育改革的其中一項訴求即為放寬教育限制，廣設高中大

學，讓每個人都有讀大學的機會。實施這項高等教育改革之後，雖然改善了臺灣

長期以來的教育不均等問題，但也造成了另一項社會問題，即大學學歷高中化，

研究所學歷大學化。前幾年更有 7 分入大學的新聞，讓人不免感嘆，臺灣的高等

教育是否早以淪為學歷的製造廠，重量不重質。更早以前，政府為了配合國家經

濟發展建設的需要，大量核准私立專科學校的設置，並且在 1991 年時開始核准

這些私立專科學校升格為技術學院，並於 1997 年近一步放寬限制，讓技術學院

升格為科技大學，改制後的科技大學加上一般大學讓臺灣的高等教育機構數量來

到了 164 所，密度之高為全球之冠（許品鵑、謝秉弘、陳麒竹，2015；李誠，2012）。
近年來，臺灣由於少子化的因素，高等教育機構的經營與招生越趨困難，因此於

2013 年 9 月針對私立大學提出退場機制，並公布「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

善及停辦實施原則」，國立大學的部分則採用整併的方式進行處理。 

二、大學退場與整併 

    2013 年 9 月教育部公布「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

明定 4 項要求改善、列入輔導對象，進而啟動退場機制的標準，包括：一、學生

數未達 3000 人，且最近二年新生註冊率均未達 60%；二、最近一次技專校務評

鑑四等或大學校務評鑑三分之二以上項目未通過，或系所評鑑三分之 二以上系

所未通過（三等以下）；三、積欠教職員工人事費總額 50%以上，累計達六個月

以上；四、違反相關教育法規（教育部法規，2019）。明訂大學退場機制的遊戲

規則，目前私立大學已有高鳳數位內容學院、永達技術學院後以及高美醫護管理

專科學校停辦，讓辦學或招生成果不佳的學校進行退場或轉型，減少高等教育的

數量。另外，國立大學的部分新竹師範大學已與清華大學合併，高雄海洋科技大

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已合併為高雄科技大學，未來還會有

更多的私校退場亦或是國立大學整併。大學整併已經討論了好多年，直到近幾年

教育部才開始大動作的讓私立大學退場，高等教育因應市場變化勢必得走向倒閉

的道路，但是推動的幾年來，退場的私立學校可以說是少之又少，其中更牽涉到

龐大的利益，不論是師生的安置或是校產的清算都是一大考驗（梁家瑋，2018）。
教育部面對這些長久以來就存在的私立大學退場問題，不如重新思考當年廣設大

學的初衷，以及如何解決所產生的流浪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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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等教育的價值 

臺灣的高等教育來自於學習美國經驗，但同時也複製了美國失敗的經驗。美國在

1970 年代也有一場高學歷、高失業，美國人口教育程度是否過高的大辯論。當

時哈佛大學經濟學者 Richard Freeman 出版了一本非常著名的書「過度教育的美

國人（The Overeducated American）」。書中他計算了美國攻讀大學四年的學費、

生活費與因讀書而不能工作所放棄的薪資等，將此總數與大學畢業生終身的所得

相比，計算出大學的投資報酬率。他的結論是大學生如此多，在供過於求的情況

下，大學的投資報酬率不如很多其他的投資方案，如果學生將四年要投資在大學

的錢放在銀行裡，所得的利息都會比大學畢業後的薪資高（當時美國的利率是在

10%左右），他舉了一個例子，人民如果將攻讀大學四年的經費去購買一輛貨車，

然後他自己擔任司機，其投資報酬率比大學高（Freeman, 1976）。臺灣高等教育

擴充之後，也同樣走上了美國高等教育的後塵，原本希望藉由高等教育的擴充能

達到教育資源的合理分配與促進階級流動，但後來學者的研究結果卻正好相反。

張宜君、林宗弘（2015）研究結果顯示：高教擴張導致大學水平分化，優勢階級

子女就讀篩選性高且教學資源充裕的公立一般大學、進而增加繼續就讀研究所的

機會，而中、下階級家庭子女易進入學費較高與教學資源相對缺乏的私立或技職

大學，在背負學貸或打工還債影響學業成績的壓力下，繼續就讀研究所的機率較

低。顯現出高等教育不但延緩了大學生成年的時間，同時也讓大學生畢業後的薪

資大跌，使得許多大學生在無法順利進入勞動市場的狀態下繼續就讀碩博士班，

造成未來流浪碩博士的人口上升，讓接受高等教育創造知識的價值成為了市場法

則下的學歷生產機構。 

四、從減招碩博士開始 

    現在的年輕世代比上一代要來的幸福，不論是經濟、社會或是教育方面，都

比上一代的人要來的充裕，尤其是現在的父母相當鼓勵孩子繼續升學，儘管是就

讀碩博士，只要還在能力範圍內就會允諾。國私立大學為了要延續學校的招生來

源，不斷的降低標準篩選學生，造成大學畢業不論有志無志從事學術研究都先讀

個碩士班，造成研究所的人數不斷增加，以筆者在大學端的觀察，並非每位碩士

研究生都有能力可以拿到碩士學位，即使拿到學位也是勉強及格過關，讓筆者不

斷的思考為什麼如此無志於從事學術研究的人也能取得碩士，不僅浪費教育資源

同時也對學術研究的推進毫無幫助，筆者與幾位這樣的學生聊過之後發現，他們

讀碩士的原因大多是想延緩出社會或是希望藉由碩士學歷取得更高的薪資，讓大

學成了濫發學歷的場所。博士班的情形更嚴重，為了滿足國人對於高等教育的需

求，廣開博士班的大門，培育出為數可觀的流浪博士而無法順利進入勞動市場，

顯現出臺灣過去十年的高等教育所追求的是量的成長，而非品質的保證，使得臺

灣人都戲稱非頂尖大學的學校是學店，相當不值錢。近年來，中國也透過惠臺政

策吸引臺灣的碩博士畢業生前往就業，不斷的掏空臺灣的高階人才。 

五、結語 

    臺灣的高等教育自 1994 年開始就走上了無法挽回的道路，直到近年才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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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大學退場機制，但為時已晚。每項教育政策的提出都是想要解決某些教育問

題，退場機制固然重要，但是與其大砍私立大學數量，不如先從碩博士班的招生

開始減少，讓高階人才畢業後都能順利進入勞動市場，大學生畢業後有志於從事

學術研究的學生再繼續升學，否則就讀碩博士只是延緩進入就業市場的時間而

已，對於學生的學習與未來成就並沒有太大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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