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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私立大專校院內部控制與稽核之治理機制 
蔡宗益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助理教授、會計室主任 
 

    高等教育發展良窳攸關國家發展競爭力。依據教育部 107 學年度各級學校概

況統計表資料，我國目前私立大專校院 105 所，占全體 153 所公私立大專校院

68.63%；私立大專校院學生數 807,115 人，占全體學生總人數 1,244,822 人

64.83%。由此可見，在我國高等教育環境中，私立大專校院肩負國家人才培育責

任之重要性。值此同時，臺灣高等教育在歷經高速擴張階段後，面臨民國 117 年

少子化「淹水線」，生源供需失衡讓大專校院經營壓力倍增。當面臨沉重生存壓

力，又無完善學校內部治理機制時，近年來私立大專校院董事會貪瀆及治理弊案

就不時浮上報章媒體，讓社會大眾對私立大專校院辦學品質信心每下愈況，更不

禁懷疑還有多少弊端尚未浮上擡面。現行私立大專校院的內部治理自我監督機制

是否足以杜絶可能的弊端或扮演吹哨者角色，實有其檢討之必要性。 

一、私立大學校院內部控制制度實施沿革 

根據湯堯（2005）的研究，美國大學校院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Business Office）於 2003 年時，首先提出可將 COSO（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 way Commission, COSO）所發展的企業內部

控制制度架構導入大學，然因大學屬非營利性質，較重視營運控制與稽核，內部

控制制度著重於營運之效果及效率，內外部財務及非財務報導之可靠性、及時性

及透明性，與法令之遵循三個面向。大學可引用 COSO 所發表「內部控制-整合

架構」機制，來達成學校學校人事、財務、營運等事項自我監督。 

我國於民國 83 年初修正大學法，讓大學享有自治與自主的權力，並擔負相

對之辦學責任。民國 97 年 1 月 16 日修正「私立學校法」第五十一條規定：學校

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應建立內部控制制度，對人事、財務、學校營運等實施自我

監督；其實施辦法，由教育部定之。爰此，教育部於民國 98 年 12 月 9 日公佈實

施「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主要立法精神在減

少政府的監督及法律上之限制，賦予學校經營管理自主權。同時，為確保學校內

部控制制度能落實 COSO 內部控制完整概念及反映實際運作，爰於民國 101 年 5
月 28 日及 106 年 5 月 12 日修正辦法。另「私立學校法」第五十一條亦規定民國

96 年 12 月 18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設立之財團法人私立學校，應於前項辦法

施行之日起一年內建立內部控制制度。換言之，民國 99 年 12 月 9 日前，各私立

大專校院須完成經校務及董事會議通過內部控制制度，學校法人則須經董事會議

通過。同時教育部民國 102 至 103 學年組內部控制訪視小組進行實地訪視，並於

民國 104 學年正式列入校務評鑑及獎補助款訪視項目，期各私立大專校院透過自

我管理，加強內部監督，達成提升校務營運績效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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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科技部自民國 108 年起，於抽查私立大專校院補助計畫執行情形

實地訪視時，亦納入內部控制機制，期學校發揮內部稽核應有職能，達成報支經

費合規性與自我管理。 

二、 內部控制機制實施功效與討論 

內部控制制度要發揮實質功效，控制環境、風險評估、控制作業、資訊及溝

通和監督作業五大控制要素缺一不可，其中學校的組織文化、誠信與道德價值之

內部控制環境更是最重要的基石，透過完善的控制作業與資訊及溝通更能將風險

管控在可承受範圍內，單位本於職責例行監督及內部稽核人員定期監督，確保內

部控制制度有效運作。 

各私立大專校院創校辦學宗旨莫不以「私人興學，教育莘莘學子」為天下己

任，然當面臨生存壓力，理想與麵包的抉擇，往往是向現實妥協，即使內部控制

書面制度建置再如何完整，當面臨學校存續及管理階層壓力時，內部控制制度運

作亦難發揮自我監督功效。例如近來不少私立大專校院傳出弊端，如校長兒子學

分抵免及提前畢業違反學則規定、董事會淘空校產、外籍學生或新南向專班涉及

仲介及非法打工、校長遴選爭議、推廣教育學分班的學生未經合法招生程序直接

轉學位生等，各校均有可供遵循之法規及標準作業程序，與內部控制自我監理機

制，然當碰到董事會及管理階層逾越內部控制時，內部控制淪於書面作業，學校

監督機制就選擇性失靈。 

三、 內部稽核機制實施功效與討論 

民國 99 年以前，私立大學校院的治理機制主係透過經費稽核委員會及會計

師財務報表查核簽證。然而，經費稽核委員會屬非常設性內部稽核組織，其組成

委員都為教師兼任性質，因此在執行內部稽核功能上難以發揮積極效果。另會計

師係執行財務報表簽證，亦非對學校的校務營運進行稽核。透過「學校財團法人

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各校依學校收入或學生人數配置隸屬

於校長之專、兼任稽核人員，或得設專責稽核單位；學校法人則可設置專職或兼

職稽核人員，或指派學校稽核人員兼任，執行校務營運內部稽核，達成自我管理

目標。為強化內部稽核人員獨立性，故法定學校內部稽核人員之位階隸屬於校

長，學校法人內部稽核人員隸屬董事會。Prawitt, Smith, & Wood（2009）指出內

部稽核與董事會、管理階層及外部審計人員並列為治理之四大基石。 

學校透過專責內部稽核人員有效執行內部稽核，可協助董事會及校長檢查單

位各項作業活動有無遵循法令規章及資源浪費情事，並提出改善經營效率的建

議，積極功能更可分析學校的各項作業風險，防範可能發生的舞弊情事，並能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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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落實學校內部治理，扮演好防弊及興利角色。 

目前學校內部稽核計畫一般分為控制作業年度稽核，及私校獎補助與科技部

計畫專案稽核。根據許麗萍、張家宜（2016）的研究指出，依中華民國管理科學

學會調查，各校推動困難之處大都反應「無內部控制制度經驗」、「實地稽核作

業費時」、「增加額外工作負荷」及「人力不足」。換言之，各校在推動內部稽

核時，為節省人力成本或無法體認內部稽核的重要性，除少數學校外由具內部稽

核證照教職員專任，大都以符合法定要件，由教職員兼任，受限於人力及時間，

稽核實質功效大打折扣，流於形式書面資料抽查。且如由教職員兼任，當發生前

述重大違失案件跡象時，受限於工作權及壓力，內部稽核人員能否獨立行使稽核

職權有待商榷。另稽核計畫之稽核作業項目已被事先界定，如內部稽核人員發現

疑似弊端跡象，因仍須經董事會或校長同意，並無主動發動稽核的法定權力，例

如曾發生某校稽核室主任於卸任前，向教育部投訴校長利用職權指示假造帳務、

逃漏稅、重大事項規避校務會議等重大會議及董事會審議與監督之情事。 

四、建議與展望 

近年來私立大專院校董事會與管理階層治理弊案層出不窮，建立完善內部控

制及稽核機制，在合理的範圍內保障學校辦學自主性與展現公共責任，提升自我

課責與資訊透明化，學校方能落實遵循法規及自主的營運。 

私立大學校院的內部控制制度的建立皆遵循教育部「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

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現存問題在於如何落實內部監督作業的執行，

讓內部稽核人員能主動積極扮演防腐角色，降低學校董事會及管理階層逾越內部

控制風險。基此，為強化私立大專校院內部控制與稽核之治理機制，本文提出下

列建議： 

1. 提升內部稽核主動發動的法定權力，加強吹哨者法律保護，比照「公開發行

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落實內部自我監督，稽核計畫、報告及

追蹤報告應定期陳報教育部以遏止弊端。 

2. 內部稽核主管及人員資格及教育訓練應比照「公開發行公司內部稽核人員資

格條件及進修規定」，或依稽核屬性，規範不同內部稽核人員(會計、採購、

資訊) 應具備證照、資格及每年進修時數。 

3. 強化獨立性，比照「私立學校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學校法人之董事長、董

事、監察人及校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所設私立學校

承辦稽核事項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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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私立大專校院面臨生源大量減少和資源嚴重不足的難題，經營環境愈形

艱辛，私人興學初衷即在於增加國民就學與公平選擇的機會，私立大專校院在辦

學上相較擁有較多自主彈性，如何在社會責任、公共性與自主性取得平衡，實有

賴完善學校內部治理，落實自我管理內控機制，建立自我課責規範，方能確保學

校營運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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