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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 20 年來，民眾對高等教育的需求日益迫切，教育部為因應這股需求，遂採取開放私人興學的政策，

致大專院校的數量由 1980 年的 101 所急速擴增至目前的 159 所；但人口出生數卻由 1985 年的 345,053

人降至 2005 年的 205,854 人，而 2004 年度全國 159 所大專院校核定總招生名額達 379,454 人，造成高等

教育教育人口市場的供需將嚴重失衡。因此，“招生市場失靈”的議題，成為學生、學校、政府及社會大

眾所共同關注的焦點。本研究首先回顧台灣高等教育的演進歷史，並以系統動態學(System Dynamics)為

方法論構建動態模式，進行高等教育政策對大專院校發展的模擬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假如台灣高等教

育放任市場機制自行運作，在未來 20 年將有約 40 所私立學校無法存活；本研究並近一步針對三種可能

的高等教育發展政策進行情境分析，並模擬這三種政策對大專院校生存不同程度的衝擊；最後提出檢討

與建議，供政府制定教育政策參考。 

關鍵字：高等教育、系統動態學、政策分析、人口結構 

 

1.前言 
20 世紀後半葉，是高等教育快速發展的時期，

世界各國的大學生數量增長了 5 倍多，由 1960 年

的 1,300 萬增長到 1995 年的 8,200 萬。高等教育規

模迅速擴大，教育資源需求總量不斷上升(廈門大學

發展規劃辦公室，2004)，其目的是為符合社會經濟

的急速發展，期能培養出更多的優秀人才，帶領國

家持續進步。 

就台灣地區來看，自 1960 年至 2004 年，高等

教育的學生人數由 1960 年的 35,060 人成長至 2005

年的 1,296,558 人，共成長了 36 倍多(教育部，

2005)，不僅帶動國民整體知識水準的大幅成長，相

對也開啟了台灣地區產業發展的前景，在近 20 年

內，台灣地區平均每人 GDP〈Per Capita GDP〉成

長了 4.5 倍，由 1984 年的 3,134 美元成長至 2004

年的 14,271 美元(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05)，多種

產業亦達世界頂尖水準，至 2005 年已是全球第二

大資訊硬體生產國，其中筆記型電腦(NB)、主機板

(MB)、無線區域網路產品(WLAN)、液晶面板(LCD 

MNT)等產品之全球市佔率已超過七成，居世界第

一。在半導體產業方面，台灣的罩幕式唯讀記憶體

(Mask ROM)、IC 封裝等之產值、產量已高居世界

第一；而 DRAM 產值亦排名全球第三(經濟部人才

網，2005)。 

然而，也在這近 20 年間，台灣地區的出生人

口卻逐年下滑。據統計 2005 年國內出生人口數已

降至 205,854 人(圖 1)，而 2004 年 9 月高等教育招

生人數已達 379,454 人，依此估計 18 年後高等教育

的報考人數將遠低於招生人數；此外，在加入ＷＴ

Ｏ後，外國大學來台招生、遠距教學及海外市場人

力吸引等，導致學齡人口外流增加，已可預見高等

教育教育人口市場的供需將嚴重失衡，預判在 10

年之內將會有學校無法經營而倒閉，面對如此嚴峻

的考驗，政府應如何策定高等教育政策的走向，令

政府、社會大眾及學校經營者能走出三贏的局面，

值得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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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近 20 年出生人口數及出生率 

資料來源：內政部，臺閩地區人口統計，2005 

 

2.台灣地區大專院校的演進 
台灣地區高等教育機構的發展在1950年中央政

府遷台之初，僅8所大專院校，而學生總數亦僅6,000

餘人，時至今日已有大專院校159所，學生總數

1,296,558人，成長速度之快實所罕見，以下就分別

由學校數量及學生人數的變化來看： 

(一)學校數量的成長(如圖2)： 

光復以後台灣地區高等教育的發展，併隨著經

濟、政治與決策人選等因素(陳舜芬，1991)，可大

致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紮根階段(1950-63)：國民政府遷台之

時，大批反共人士隨同政府來到台灣，其中有許多

大專教授及學生，使台灣地區大專院校增加不少教

授及學生，此外，亦有圖書、儀器及設備由大陸遷

運來台，交由此間的大專院校使用，這些人員及資

產使台灣地區高等教育在短期內即有相當規模(余

玉照，1997)，但由於多為大陸在台復校型式，因此

大專院校數量甚小增加。 

第二階段：成長階段(1964-72)：這個時期的大專

院校共增加58所(公立10所，私立48所)，可說是光

復時期以來大專數量成長最多的階段，主要因政府

鼓勵私人興學(余玉照，1997)，其中多數為五專成

長最多，以培養工商業所需的中級技術人才為主，

此期間增加的學校多屬私立，可見得此時期的擴張

主要係藉由私人而非政府的力量，不過此期中增設

的公立大專院校仍較前期為多，只是在短期內增加

如此多學校，其中大多數學校必然不可能獲得充足

的資源(陳舜芬，1991)，因而導致教育的另一個問

題—學生素質低落。 

第三階段：轉型階段(1973-85)：此時期台灣的內

外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先是遭逢一連串的外交挫

折，接著又面臨石油危機所導致的全球性經濟萎縮

(陳舜芬，1997)，政府為穩健處理國內、外各項衝

擊，又鑒於前一階段學校擴充過快，導致教育水準

的低落(余玉照，1997)，於是政府宣布高等院校採

重質不重量的政策，高校數量的發展緩慢下來。 

第四階段：飽合階段(1986-2001)：台灣地區的高

等教育成長在歷經前一時期的停滯後，隨著經濟的

發展對人才的需求增加，及因人民富裕而對高等教

育的嚮往，政府因應潮流再次開放大專院校的增

設，此階段其增加了49所公私立大專院校(公立17

所，私立32所)，短期內再度增加數量龐大的學校，

重演了成長階段素質低落的問題。 

第五階段：重整階段(2001~)：由於飽合階段大專

院校的增設，再度引發了教育資源的分配不均的問

題，加以學習素質低落，已有不符社會期待與需求

的現象產生，再加以出生人口數的持續下滑、加入

ＷＴＯ後外國大學來台招生、遠距教學及海外市場

人力吸引等導致學齡人口外流問題 (教育部，

2004)，引發高等教育市場供需不均的失衡現象，遂

有重整的考量出現。(本研究整理) 

學校數量增加的原因，依據教育部的分析(2004)

有三個原因：(一)政府增設公立大學、(二)鼓勵私人

興辦大學、(三)是因應經濟社會發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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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1950年以來高等教育機構的增長 

資料來源：教育部中華民國教育統計，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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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人數的成長(如圖3)： 

由圖3可看出，台灣地區高等教育的學生人數自

國民政府播遷來台後即呈現持續成長的現象，由

1950年6,665人至1955年即已超過2倍，至2004年，

成長的倍數已近200倍，其中以私校學生數的成長

更達近25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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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1950年以來高等教育學生數的增長 

資料來源：教育部中華民國教育統計，2005 

 

3.高等育政策問題特性的描述 
高等教育銜接了中等教育與社會系統，一方面為

中等教育的延伸，另一方面亦培養市場所需的專業

人才，在中等教育的延伸上，除了要顧及人口成長

的趨勢外，亦須能銜接其教育水準，以進行高等教

育的養成；而在培養市場所需專業人才部分，更需

因應社會系統及科技的潮流；此外，高等教育無法

隔離於世界之外鎖國進修，需隨時吸取新知與世界

同步前進，並交流學生與學術研究，以期共同成長。 

由上述可得，高等教育政策問題的特性，不僅在

於其18年前置時間的滯延，更在於其牽涉面向之廣

泛及動態，其政策的制訂須配合中等教育的延伸更

需符合社會人才的期待與需求，並隨時觀察世界潮

流的脈動與之接軌，一旦政策執行，牽動的層面將

擴及教育、產業、學術，此外，教育事業乃百年樹

人之大計，無法以立竿見影之效檢視之，因此，在

研究本議題時，需將其滯延、非線性、動態等特性

一併考量，才能將問題的金貌完整呈現與剖析。 

 

4.模式建構 
基於以上對台灣地區高等教育的發展及分析，本

研究將由其歷史發展的過程來找出主要關鍵影響

因素，建構出質性模式，用以解釋其發展的相互關

係與影響，進而以量化模式來說明並模擬未來發展

趨勢，據以提出政策建議，供決策者參考運用。 

 

4.1質性模式建構 
台灣地區大專院校的發展呈現持續成長的狀

態，雖有階段快慢之分，但整體上來說是不曾減少

的，尤其自1970年代開始，政府為了提升國民教育

水準，對大專院校採取開放私人興學政策(如圖2)，

致使台灣地區大專院校如雨後春筍紛紛成立，就

1976年來說，當年大專院校招收學生數僅3萬餘

人，而出生人口數達42萬餘人，仍有廣大的招生市

場，在社會期待與政府政策的鼓勵下，使得大專院

校招生人數與大專院校校數及規模間產生滾雪球

般的效應(如圖4)，在短短18年內(1954-72)就增加了

90所大專院校，學生人數也大幅提升了近18.4倍

(13,670人增加至251,058人)，這股成長的氣勢直至

近幾年來在遭逢招生市場的萎縮衝擊後，才有減緩

的趨勢。 

私人興學政策

大專院校數量及規模

招收學生人數

+

+

+

 
圖4 大專院校成長效應 

 

而大專院校招生市場快速萎縮的主要原因來自

於出生率的降低，近20年來，台灣地區出生人口銳

減近一半，大專院校的數量與規模卻與日俱增，俟

近20年來逐漸遞減的出生人潮，慢慢成長至18歲的

大專院校就學年齡後，生源不足的情況便即顯現，

因此，高等教育系統便觸動反向滾雪球效應的現象

(如圖5)，抑制了大專院校的成長與擴張，以2004年

來看，大專院校招生人數為37萬餘人，而當年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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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學齡人數卻已下降至近35萬人，高等教育市場已

然面臨生源短缺的問題。 

 

私人興學政策

大專院校數量及規模

招收學生人數

+

+

+

出生人口驟降

 
圖5 大專院校成長限制 

 

由於生源短缺的問題日益嚴重，大專院校在未來

的20年之內勢必進行一場嚴厲的生存競爭戰。但放

眼目前159所大專院校，簡單區分為公、私立二類，

在過去20年中，公立大專院校由1986年的36所增加

至2005年的54所，在成長及擴張的方式上多為設立

分校(如台大、交大…)、合併(如嘉大…)、升格、增

班、增系…，新設立的公立學校(如宜蘭大學)則屬

少數，其數量與規模成長有限；反觀私立學校成長

最多的則是新設學校，由1986年的69所增長至2005

年已達105所。 

此外，公、私立大專院校的差別除了在上述成長

型態的不同外，在經營上亦呈現顯著的差異，一般

來說，公校享有較多的政府資源協助，且公立學校

校史普遍較長，經長期投資建設至今，在硬體設

備、師資及學費上皆較私校具競爭力。另一方面，

公立學校培育的學子們，在早年高等教育尚屬少數

菁英教育時，因社會、經濟因素，多屬社經背景較

佳的一群，在經過數十年的努力，現多已擠身社會

上層，連帶提升學校名望與社會可運用資源，且在

回饋母校上亦較有餘裕，私校在這方面亦屬弱勢。 

基於以上因素所造成的差異，加上學子們對未來

生涯發展的考量與畢業後就業條件比較的壓力

下，在其就讀大專院校的選擇上，大多以公立學校

為優先志願，而非全然以客觀公平的分析比較來選

擇學校或科系，這現象雖曾引發學界「選校」與「選

系」優劣的討論，但在「轉學考」及「轉系」的制

度下，似乎已無其必然性，學子們可於「選校」後

再進行「轉系」，或於「選系」後再報考「轉學考」，

以達成其心中最理想的學習環境，雖然仍有部份學

子們因為科系、興趣、獎學金…等因素，寧可放棄

就讀公立學校的機會而轉向私校就讀，但這仍屬少

數現象，大多數的學子們都將公立學校列為優先志

願，惟有在公校招生滿額後才會轉而投向私立學校

就讀。 

而在今日大專院校持續成長，出生人口數卻反向

下滑的情勢下，公、私立學校間因上述政府政策、

設備、師資、學費、民間評價、就業機會…等因素，

競爭更形激烈，學子們選擇學校的機會增多，且根

據上段分析得知，大都是以公立學校為優先志願，

惟有在公校招生滿額後才會轉而投向私立學校就

讀，這現象就如流水流經坑洞地區盈科後進的現象

般，水流定會先將上游的水坑填滿後才會往下流

動，公立學校位於水源上游，不易受到水位高低的

影響，而位於水路末端的私立學校，則可能因為水

源不足而導致乾涸消失的命運。 

由上述的現象可以想見，如果台灣地區高等教育

招生市場開始產生調節作用，首當其衝的必定是私

立大專院校。以2004年度來看，全國159所大專院

校核定總招生名額達37萬9,454人，實際總註冊人數

31萬8,983人，缺額數6萬471人，總註冊率84.06%，

亦即總缺額率達15.94%，其中私立學校缺額數是公

立學校的近10倍；大專院校註冊率低於50%之學校

數計達14校，其中公立學校僅1所專科學校之夜二

專學制未達50%，私立學校則有13校，其中又以技

職體系及專科學校最為嚴重(蘇婉芬，2005)。 

在現有高教體制的結構下，學生選填志願的理念

與方向不易改變，在生源逐年下滑、市場競爭卻逐

年嚴竣的情勢下，公立學校的經營雖受衝擊但不致

造成重創，然而私立學校卻面臨了極大的挑戰，如

何能在眾多大專院校間呈現出學校的特色以吸引

學子的青睞，已成為各校努力的目標，深恐招生情

況不理想將造成學校經營的致命傷。然而，不論各

私校採取何等政策，出生人口逐年下降的現象，“水

路末端”的學校因招生不足而無法持續經營，是一個

必然的趨勢。 

由於公、私立大專院校間因特性不同，在過去的

成長形態不同，在未來亦可能產生不同的發展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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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無法以同一模式予以說明，故需分別建構其成

長模式以利分析。再者，「財政為庶政之母」，若

欲學校正常運作乃至於擴增，則需要有足夠的經費

予以支應，而學校的主要收入來源有二，一為學生

學費，二為政府補助款；在學費收入的部份，學校

校數決定了可容納新生的人數，並據此決定了招生

人數的上限，在學齡人口充足的情況下，應可招收

滿額的學生，而學校招收學生人數的多寡直接決定

了學費的收入，同時亦呈現出學校的數量與規模，

而學校的數量與規模也回饋到可容納新生的人

數，是一體的兩面，同時成長也同時萎縮；另一方

面，政府補助款則是政府政策具體的表現，也是學

校重要的財政來源之一，其他部分如募款、捐款等

因非屬常態性質且各校情況不一，所佔比例亦不

高，因此不列入本研究探討內容。 

在1950年代台灣地區公立大專院校僅有6所，其

後隨著政府政策性的開放，逐年提升數量，至今已

有54所，探討政府開放學校的理由主要是為回應社

會需求，因專業人材的缺乏與社會對高等教育的期

待與追求的聲浪，迫使政府採取開放政策，而學校

的規模與數量也因為學生人數的提升而擴張，其成

長動態流程圖如圖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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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公立大專院校數量成長動態流程圖 

 

相較於公立大專院校，私立學校主要收入來源同

為學費與政府補助款，然而，私立大專院校的成長

因受市場機制影響較為顯著，故呈現相對巨幅的變

化，1950年代台灣地區私立大專院校僅有1所，至

今已有105所，隨著政府政策的開放，有心人士看

準了教育市場的這塊大餅，紛紛設立高等教育學

制，以致私立學校成長極為快速，然而，私校招生

受水坑效應的影響，惟有在公立學校招生滿額後，

私校才有招生來源，因此在其招生過程中需多考慮

公立學校招生人數這一個變項，其成長動態流程圖

如圖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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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私立大專院校數量成長動態流程圖 

 

而公、私立大專院校間的招生情形因存在著水坑

效應的現象，對於因人口驟降而出現的問題產生了

程度不同的效應，圖8中可看出一旦出生人數的驟

降開始對各校招生滿額比例產生影響時，對私校的

衝擊是直接的，而對公校雖有影響但相對輕微，這

現象迫使公、私立學校間努力塑造個自特色以吸引

學生就讀，揭開了一場高等教育的生源爭奪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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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台灣地區高等教育發展回饋環路圖 

 

4.2量化模式建構 
根據以上各節的討論，整合各部分的動態流程，

包括公、私立學校校數的二個積量變數及其各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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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率及減少率等四個率量變數外，尚有可容納新

生人數、公、私校招生人數、大專院校學齡人數、

大專院校招生人數、公、私校收入、補助公、私校

等9個輔助變數及公、私校當量比等2個常數；年出

生人數、政府公、私校政策、政府補助、公校招生

比例、公、私校學費、招生率等8斜率函數。圖9即

以動態流程圖的方式表示台灣地區高等教育發展

的結構及運作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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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台灣地區大專院校成長動態圖 

(以Vensim 5.0 DSS軟體製作) 

 

5.模擬結果與政策分析 
本研究在模擬過程中，為克服各學校間不同的發

展特性並因應其規模與性質的不同，故以當量的方

式來代表學校的數量，以每5000位學生代表一所當

量學校。  

 

5.1歷史發展模擬 
檢視台灣地區高等教育的發展史，可看出學校及

學生的總量皆持續上升，但在公、私立大專院校間

因政府政策的不同呈現出不同的成長曲線，政府係

依據當下大環境的不同而採取不同的政治決策，直

接影響到大專院校數量的變化，由圖10中可看出在

過去55年間公立大專院校當量校數的成長趨勢，圖

11則模擬了私立大專院校當量校數的成長變化，模

擬結果顯示學校當量數的成長與實務上的變化相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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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公立學校當量校數成長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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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私立學校當量校數成長模擬 

 

5.2未來發展模擬 
在台灣地區現有的高等教育市場中，已知持績下

滑的出生人數是目前所面臨的最大挑戰，由圖12中

可看出，大專院校招生人數因受到出生人數持續下

滑的影響，至2025年大專院校學齡人數將減少近2.7

萬名學生(178,624人-205,545人=-26,921人)，以大學

四年計算，共減少約22所當量學校(26,921人×4年÷

5000當量=22所)。 

本研究以高等教育市場現況為基礎，政府採用完

全開放的政策，給予市場機制充分的運作空間，配

合已知的大專院校就學人數概估來模擬未來20年

高等教育市場的概況，模擬結果可看出若依目前的

趨勢分析，因受學齡人數下降的影響，自2004年起

出現成長速度減緩的現象，至2025年，如圖5-4，

公立當量學校將持續緩慢成長至96所，增加19所

(96所－77所＝19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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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未來 20 年公校當量校數變化趨勢 

 

然而，有別於公立學校的持續成長，來自於水坑

效應的影響，所有因出生人數萎縮而產生的衝擊全

部由私立學校承接，加上公校持續緩慢成長所帶走

的生源，亦反應在私校的萎縮上，造成私校招生的

一大缺口。依據模擬結果顯示，私校當量校數至

2025年，如圖13，將僅剩141所私立當量學校，推

估會有42所(183所－141所＝42所)私立當量學校

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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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未來 20 年私校當量校數變化趨勢 

 

由以上的模擬得知在未來的20年內，因出生人口

快速下滑導致學齡人口數驟降的效應，雖然對公立

學校並無影響，但在私立學校的部分卻產生了極大

的衝擊，將有1/4的私立當量學校消失，面對此等

重大的問題，當政府究應採取何種作為，以確保學

生權益及社會安定，將考驗著決策者的智慧。 

 

5.3政策分析 
在瞭解高等教育市場所面臨的問題後，本研究提

出三種政策分析，討論高等教育在不同的政策下可

能出現的發展型態，由於學校數量的變化不單只是

來自於學生人數的考量，仍有部分來自於政府補助

的層面，同時由政府補助、學齡人數等因素的交互

作用而決定學校數量的發展趨勢。由圖14及15可清

楚看出在不同的政策條件下，公、私立大專院校可

能的成長趨勢變化。在公立大專院校部分，因水坑

效應的影響，在「政策一：交由市場機制運作」及

「政策三：開放大陸學生來台就學」的成長趨勢上

產生重疊的現象，皆以緩慢的速率持續成長，而私

立大專院校則分別呈現不同的成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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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4 三種政策可能的公校當量校數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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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三種政策可能的私校當量校數發展趨勢 

 

政策一：交由市場機制自行運作—公校緩慢成

長、私校快速萎縮 

開放高等教育市場，政府不介入市場供需的變

化，模擬結果(如圖16)，發現推估至2025年公校當

量校數將成長至96所當量校，增加19所(96所－77

所＝19所)，而私校將僅剩141所當量學校，推估會

有42所(183所－141所＝42所)私立當量學校消

失，總計僅餘237所當量學校，與現有260所當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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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數相差23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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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政策一：開放市場機制運作趨勢圖 

 

政策二：限制學校成長與擴張—公校不再擴強、私

校萎縮速度減緩 

一般人皆可由出生人數的急遽下滑，預見未來必

定產生高等教育市場失衡的現象，若此時為避免問

題的到來，可採取的最直接方法即是限制學校的成

長與擴張，由模擬趨勢圖(圖17)分析可看出，採取

此政策將使公校當量數完全靜止，至2025年皆維持

於77所當量學校數不會異動，而私校則接收原可能

流向公校的生源，可減緩其因出生人數急遽下降的

衝擊，僅降至160所當量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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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政策二：限制學校成長與擴張成長趨勢圖 

 

政策三：開放大陸學生來台就學 

政策二係由高等教育的供給面進行管控，在此則

由需求面著手，模擬政府開放大陸學生來台就學，

第一年開放5,000人，其後每年比率增加5,000人，

模擬至2025年，結果發現公校的成長因水坑效應作

用，與交由市場機制運作呈現相同的成長趨勢，而

私校則緩慢減量至168所(如圖18)，惟需注意的

是，開放大陸學生來台就學人數的多寡將直接影響

到私校成長的情況，需仔細評估開放幅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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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政策三：開放大陸學生來台就學成長趨勢圖 

 

由以上的模擬可得知台灣地區高等教育的未來

掌握在政府的決策上，無論政府是決定完全不介入

交由市場機制運作，或是分別由供給面、需求面進

行政策性介入，都將對高等教育市場產生相當程度

的影響，而此影響又未必能盡如人意，為避免浪費

社會資源與時間成本於測試政策的可行性上，本研

究以電腦軟體系統(Vensim 5.0 DSS)進行政策模

擬，以供決策者參考。 

 

6.討論 
政府善意的廣開高等教育之門，卻無心的造就了

高等教育的危機，由目前的整體情勢來看，產生的

問題如下： 

一、學校招生不足：2004年已有14校招生未達

50%，在生源持續萎縮的前題下，招生不足的情況

恐將日益嚴重，影響所及不只是學校經營的困難，

還有在學學子們的惶恐心情。 

二、學生素質低落：由於學校間可能產生招生不

足的情況，各校間為了避免學校營運出現危機，故

廣開招生管道，且不願開除跟不上進度的學生，造

成學校整體學生素質持續低落，而學生素質愈是低

落的學校愈是招不到學生，惡性循環之下，校方與

學生將一併走向消失一途。 

三、開放恐造成反效應：目前政府採取不承認大

陸學歷且不開放大陸學生來台就學的政策，原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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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為避免加深招生市場所面臨的危機，然而此種

封閉的作為已引發各界的討論與撻伐，吳建國(2006)

即曾深切的指出，台灣應承認大陸學歷，不要怕承

認或開放後會造成台灣大學「生源」問題更形惡化

的效應，並要有被拉走1個就吸來10個的氣魄，惟

是否真能達到此等效果，仍有賴早期的規劃與運

作。四、流浪教師增加：依據教育部規定，日間學

制師生比為1:23，進修學制師生比為1:32，換句話

說，教師人數的變化會隨著學生人數的變化而呈現

同樣曲線的異動，在過去20年間因大專院校的快速

擴張加速提升招生總人數，引發大量的教師需求，

一度產生師資不足求才若渴的情況，但在未來卻需

面對因出生人數逐年下降招生市場急速萎縮的衝

擊，減低教師人數以因應實際需求與成本，依據模

擬結果，10年後教師人數將減少約10%，多餘的師

資將被迫轉業或失業，產生人力資源的浪費與錯

置。 

本研究限於所學與時間限制，對此議題討論仍有

未盡之處，階段研究成果主要貢獻可由實務界及學

術界分述如下： 

一、就實務界： 

(一)以系統觀點釐清問題的因果關係：教育問題

的產生絕非一朝一夕，相互之間卻也互相牽動、互

為因果，總讓人有不知如何下手的感嘆，本研究運

用系統動態學為方法論，以其因果回饋環路的觀點

來完整呈現高等教育招生市場問題產生的原因與

過程，由動態的回路來釐清複雜問題的全貌，不再

有霧裡看花的遺憾。 

(二)提供政策介入點：在將問題釐清後，便可針

對問題的癥結點進行分析研究，找出最省力的槓桿

解，提供決策者下決策時的最佳參考，不再有瞎子

摸象、從錯誤中學習的難辛困難。 

(三)電腦軟體模擬政策結果，避免資源浪費：以

電腦軟體系統(Vensim 5.0 DSS)進行政策模擬，運用

真實世界歷史發展軌跡為依據，模擬政策發展的可

能趨勢，避免因嚐試錯誤而產生國家社會資源的浪

費。 

(四)提供私校招生思考方向：由於水坑效應對私

校造成的影響不容忽視，私校如何在僧多粥少的高

等教育市場內生存，就必須消除社會上對水坑效應

現象的迷思，努力塑造自已的特色以吸引學生就

讀。 

(五)學子們選擇就學市場的參考：就目前的發展

情勢推估，在未來20年內勢必有學校面臨招生不足

而消失的命運，學子們為確保自已的就學前景，應

仔細於眾多的學校間選擇最適合自已發展與學習

的環境。 

二、就學術界： 

(一)以新的思維模式來思考問題，不再以分割、

組合的方式來研究：冰涷三尺非一日之寒，問題的

產生是累積而來，斷章取義的思考模式無法對症下

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結果是無法根治病因

的，然而目前所見分析問題的方法大多是將問題切

割成一小塊一小塊再加以組合成整體，很容易就將

問題切割到無法辨識，反而找不到問題的根本解。 

(二) 為教育政策制訂提供另一種方法的選擇：系

統動態學的系統觀點、因果回饋環路與流體觀念被

認為較能符合實務的需要本研究的提出一方面擴

展系統動態學的應用範圍，另一方面也為協助教育

政策制訂提供另一種方法的選擇。。 

(三)綜合性的教育問題研究：提供不同面向的政

策同時分析，並納入多項變數予以討論，可綜合多

種可能方案，觀察政策間的互動影響，不須重新制

作新政策的模型與數據，可有效減省研究時間。 

相同的問題由不同的角度可以看出不一樣的評

論，雖然高等教育供需不均的問題已有許多專家學

者作過研究與討論，但本研究係以系統觀的方式來

探討問題的成因，企圖透過宏觀的立場，來重新詮

釋台灣地區高等教育危機的前因後果，進而提出相

關政策，供決策單位參考運用。 

 

7.結論與建議 
7.1總結 

台灣地區高等教育的發展在政府因應社會經濟

需求而採取開放政策下，引發數量的快速膨脹，雖

然快速有效的滿足了社會期望與產業需求，但卻也

造成了膨脹過度產生生源不足的窘境，而這個窘境

在出生人數持續下滑的情形下，只有日趨嚴重的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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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在不久的將來即可能發生學校無法經營的重大

影響。本研究採用系統動態學為方法論，建構動態

模式來解釋高等教育所面臨的窘境，並進行政策分

析提出建議方案。 

質性模式的建構是以系統動態學的觀點為基

礎，搜集並整合高等教育的幾個重要的影響因素，

分別對高等教育數量整體的發展、公立學校、私立

學校校數的變化以及出生人數對總招生人數整體

回饋作用建立模式，據以闡明其相互因果關係，並

依描述結果建立動態模式。 

動態模式的建構是由問題的特性中擷取重要的

關鍵因素，建立變數間環環相扣的因果關係，並以

其回饋環路的消長狀況來說明台灣地區高等教育

數量，早期在政府政策的影響下呈現持續成長的現

象，而近年來卻因學齡人口數下滑至低於總招生人

數，將造成位於水路末端的私立學校嚴重招生不足

的現象。 

最後，根據所建立的動態模式進行模擬，先模擬

1950年來公、私立大專院校的成長情況，再分別由

學校數量的變動及學齡人數的變動進行模擬趨勢

分析，討論由供給面及需求面的變化對高等教育的

影響情形，據以建立政策建議，提供改善方案。 

 

7.2結論與建議 
高等教育所面臨的招生市場萎縮已是不爭的事

實，以目前人口結構來看，據模擬結果顯示10年後

將有6至7所5000人規模的學校消失，20年後則增加

到23所，經過模擬發現，三種政策分別對台灣地區

高等教育市場產生程度不一的影響，惟相同的是，

無論採取何種政策，對私校都將產生減量的作用，

對公校則產生持續上揚的現象，呈現公漲私消的現

象。 

為降低對教育市場的衝擊，本研究在此提出以下

幾點建議，供政府決策時參考運用： 

一、不再新設私立學校：由水坑理論來看，私立

學校所能分配到的政府資源相對的少，生源更是位

於水路末端無法穩定，而政府目前卻仍有十餘所私

立大專院校籌設審核中，無論未來通過審核的學校

數量有幾，皆會增加對私校的衝擊，故為避免加深

未來可能的傷害，政府應停止私立學校的新增。 

二、不再擴張公立學校：雖然出生人口數的驟降

對公立學校招生及營運並未產生問題，但若讓公立

學校繼續擴張，則因人口變化而肇致的衝擊及公校

擴張所吸走的生源缺口，將全數由私校承接，20年

內將引發大規模的私校倒閉現象。因此，若政府可

立即停止公校的成長與擴張，將可有效的降低私校

倒閉的速度與數量，較能穩定教育市場的均衡。 

三、招生率過低者自然淘汰：針對招生率過低的

學校，政府必須要積極介入，擬定一套完整方案，

淘汰經營不善的學校，並確保學生受教權利，以免

因體制不健全的學校影響到整體教育市場的平衡。 

四、開放大陸學生來台就學：政府需積極排除政

治與行政問題，儘快開放大陸學生來台就學，除了

可以立即拓展萎縮的生源外，亦可增加文化的交流

與學習的刺激，可同學解決學校經營危機與學習成

效低落的問題。 

若政府能同時由高等教育招生市場的供需二面

著手，一方面抑制學校的成長與擴張，另一方面則

提高生源比例，則可期待在最短的時間內，解決高

等教育市場質與量的問題。 

高等教育身兼社會高度期許與產業界的厚望，其

所影響的範圍廣泛且滯延時間長，而本研究囿於時

間及能力所未逮，研究範圍與面向未臻完善，建議

後續研究在未來由下以面向進行討論： 

(一)資料蒐集更週延：關於學校資金來源部分尚

存有本研究所無法解釋的因素，本研究建議未來可

針對學校經費所獲得經費的來源，例如：中央補助

款、地方補助款、地方回饋金以及校方自籌款項等

等來增加研究的週延性。 

(二)研究範圍更廣泛：高等教育的變化不只在學

生人數上產生了極大的改變，同時在師資的部分亦

因快速成長的過程產生不協調的現象，老師數量變

化的急速起伏造成流浪教師的問題，業已成為社會

上的另一項特殊隱憂。 

(三)成立教育政策研究室：針對重大教育政策，

政府及社會需付出極大的時間與成本方能獲成得

效，若可於事前成立教育政策研究室予以模擬，將

可節省大量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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