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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四卷第九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本期主題 

「高教產業化」 

二、截稿及發行日期 

截稿及發行日期：本刊第四卷第五期將於 2015 年 9 月 1 日發行，截稿

日為 2015 年 7 月 25 日。 

三、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隨著民國八〇年代大學數量擴增之後，國內高教的人才培育範疇從菁英

教育走向普及教育，並且隨著全球化的知識經濟與科技變遷，高教的學術研

究重點由基礎研究擴展到應用研究。尤其面對政府補助經費逐次減少，以及

少子化與全球化的競爭壓力，各大學不僅要想盡辦法爭取國內與國際排名，

還必須採取企業化的經營，透過客製化的育成服務、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

商業化的宣傳行銷等途徑來鞏固學校在教育市場的生存與發展。於是，大學

不再只是創造知識的學術殿堂，同時也是生產知識、行銷知識的產業。高教

產業化經營為校園帶來許多衝擊與爭議，也促使大學的價值思維及教育內涵

產生了極廣大和深刻的變化。試問：當今的大學教授忙於何事？是在啟發學

生思想、創新學術研究嗎？大學教育的任務何在？是在導引和建立社會價值

嗎？亦或為經濟、產業服務？本期特邀請各位先進共同來思考下列幾個重要

問題，並提出相關見解，以期讓國內高等教育得以因應時代變遷而獲得良好

的發展：(1)國內高教發展面臨什麼問題？高教產業化是否能夠解決這些問

題？(2)高教產業化帶來什麼樣的生機與危機？大學教授又該如何面對？(3)

在高教產業化之下，大學應該扮演什麼樣的社會角色？(4)在產業化的經營模

式中，學校的課程與教學、和學生學習產生了什麼變化？(5)國外是否有優質

的大學產業化經營模式可以提供國內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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