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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二十年來臺灣大量增加大學，以及研究所的名額，而技職教育也不斷向

一般大學靠攏，定位逐漸模糊，臺灣目前每年大學畢業生約占其相應年齡人口之七

成。高等教育的大幅擴充，造成中級人力過剩，但另一方面臺灣就業市場卻出現基

層工作人力嚴重缺乏的情況，同時社會上也常有畢業生能力不足的抱怨。本計畫將

邀集學者專家共同針對與此相關之重要議題，進行深入的探討及研究，並提出具體

改革建議。在研究探討時，依問題屬性希望大致分三組進行。第一組將著重大學與

產業各自的職責及兩者之間的連結機制。第二小組要深入探討的是如何依學生素質

背景及未來發展進行適性適才的訓練，以及其它關於人才培育議題。第三小組將討

論臺灣的教育政策及國際比較。本計畫進行方式包括學者專家的圓桌會議，並輔以

工作會議及各小組會議，在議題探討進行到中期時將舉辦公共論壇，邀請更多不同

背景人士，針對研究議題進行更廣泛之對話及意見交流，廣徵大眾意見。本計畫預

計將第一年之研究成果，於年底撰寫成約 5、6萬字之研究報告，若本計畫延伸到第

二年，則於次年年底提出更完整研究成果及具體建議之白皮書。 

 

（一） 計畫緣起 

 

近一、二十年來臺灣大量增加大學，以及研究所的名額，而技職教育也不斷向

一般大學靠攏，定位逐漸模糊。目前臺灣每年大學畢業生約占其相應年齡人口之七

成，而每年碩士生入學人數也達 68000人，占目前每年增加的新生兒數目 40%以上，

高等教育的大幅擴充，造成中級人力過剩，有許多找不到工作的流浪碩士、博士，

另一方面臺灣就業市場卻出現基層工作人力嚴重缺乏的情況。 

雖然從個人角度，就學和就業不見得要直接相關，但從大尺度而言，政府不能

不對社會所需的人力配置有仔細的評估、規劃及引導。不能只是模糊的宣稱要提高全

民素質，相關的問題與對策也要定位清楚，才容易達到目標。供需嚴重失衡，不僅是

人力、財政資源浪費，也可能造成極大的社會問題。如果希望藉此推動臺灣產業提升，

更應該要有相應的連結措施導引，而不是任由各方在黑暗中自尋出路，在這個過程中，

大學與產業如何分工，各自的職責為何？在與產業的合作互動中，如何依然保有大學

超然的主體性及對全體社會之責任？另一方面，目前大學畢業生之素質，亦受到許多

質疑。如何培養出能為社會所用的人才，是從事教育工作者必須仔細省思檢討的部分。

不同資質背景，不同未來進程及屬性，所需要的訓練自然不同。在大學畢業生數量增

加之外，如何做到紮實的訓練及質的提高，是解決目前困境的一個重要關鍵。 



 

我們希望透過本計畫之執行，對這些重要議題，進行深入探討及研究，以期釐

清關鍵問題，並提出具體改革建議。 

 

（二） 計畫內容 

 

教育問題牽涉甚廣，同時彼此糾結，為有充分時間進行周延及深入的探討，本

計畫時程規畫為兩年，這是第一年的計畫書。 

我們一方面需對臺灣的高等教育問題有宏觀的認識，另一方面為了能集中力量

深入研究，將選定少數焦點議題作為我們主要的具體工作目標。計畫初期的工作重

點，是致力於檢視臺灣高等教育的主要問題及其關鍵原因，並挑出最緊要的環節，

做為深入研究探討的切入點。進行的方式，除了透過工作小組及圓桌論壇邀請學者

專家討論，廣納各方意見外，我們也將仔細研讀目前及過去的其他相關資料及研究

報告，以期在既有的基礎上，作完善的探討及精進。同時我們計畫針對幾個與臺灣

有共同點的國家，做深入了解及比較。荷蘭、瑞士、以色列、韓國及日本是目前選

定的幾個目標。 

第一次會議前，由三位主持人透過諮詢及未來工作團隊的補充，先粗擬一份可

能的議題清單，在第一次圓桌會議透過與會成員的交詰討論，及彼此思辨對話，決

定未來討論議題之優先順序及詳細工作進程。選定核心的焦點議題後，將衡量人力

及既有資源，進一步邀請在該方向缺乏的學者專家加入工作團隊。經過問題探討及

研究後，我們將著力於具體的改善策略，並檢討及建議是否有相應的政策法令需要

調整。 

為了讓討論更有效率，我們計畫在研究探討時，依問題屬性做進一步的分工，

大致分三組進行。第一組將著重大學與產業各自的職責及兩者之間的連結。學校有

其獨立的角色，課程及系所也應該要有一定的穩定性，不宜為特定業者服務。但現

今產學的落差是事實，釐清大學與業界各自的角色及應該負起的責任，並思索及建

議連結及合作的機制，包括如何促進教師對現今產業的瞭解等，是第一小組的焦點。

因應時代及外在社會環境的改變，高等教育現場有許多需要檢討及調整的地方，例

如各系所面對的學生可能已經和十幾年前大不相同，課程及教學應正視實際需求，

依學生素質背景及未來發展進行適性適才的訓練，以培養出能為社會所用的人才。

另外系所的編制調整改造，及其它關於人才培育議題，都是第二小組要深入探討的

部分。第三小組將討論臺灣的教育政策及國際比較等較大架構的問題。目前臺灣高

等教育支出占 GDP的 1.9%，超過德國的 1.3%，瑞士、挪威的 1.4%，法國的 1.5%，

以色列的 1.6%，以及荷蘭的 1.7% (以上為 OECD 2012年數據)。儘管如此，臺灣卻

未能有相對優異之表現，顯然我們高等教育經費之使用效率，還有很大的改進及檢

討的空間。另外一個問題是臺灣公部門及私部門在高等教育經費的支出分別占 GDP

的 0.8%及 1.1%，相較於德國公私部門比率(1.1%, 0.2%)，瑞士(1.4%, -)，挪威(1.3%, 

0.1%)，法國(1.3%, 0.2%)，以色列(1.0%,0.6%)，荷蘭(1.2%, 0.5%)，有很大懸殊，

臺灣社會普遍認為教育負擔過重，不是沒有原因。此外臺灣並沒有一個制度化的機

制，對教育政策、教育環境現狀、困境及展望等，定期檢視及提出報告。所以就這



 

個部分，我們也將仔細探討上述部分國家的作法，提出臺灣可學習及修正之處。 

 

（三） 預期效益 

 

1. 發掘現今臺灣高等教育之核心問題。 

2. 提供解決臺灣高等教育現存缺失之對策。 

3. 探討有利臺灣未來發展之人力需求。 

4. 提供臺灣正向發展所需人力資源之因應措施。 

5. 對臺灣高等教育之公共政策提出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