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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与过去历次相比 ,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台湾地区社会经济体系尤

其是高等教育的影响显得更加明显与直接 ,台湾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已显现及潜藏的矛盾与

问题被进一步激发出来 。对此 ,台湾当局 、教育主管部门 、高校及社会各界全面启动应急机制 ,

并建立起推进高等教育新一轮改革与发展的长效机制 ,力图化危机为转机 ,以促进台湾高等教

育健康 、平稳地向前发展。

关键词:金融危机;台湾地区;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9)08-005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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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view of financial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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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 , especially the higher education has been af-

fected mo re severely and direct ly by the global f inancial crisis o f 2008 in Taiw an com pared

w ith the past .It further expose s the potential conf licts and problem s o f the Taiw an' s higher

educat ion .With considerat ion o f this , the Taiw an administ ration , education autho ri ties , col-

leges and universi ties have launched a com prehensive eme rgent mechanism as w ell as a long-

term mechanism fo r a new round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 in o rder to

convert the crisis into oppo rtunity , and ensure that the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 an develops

in a healthy and steady w 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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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全球化 、信息化的今天 , 2008年起始于

美国次贷危机的世界金融风暴以空前的速度席卷了

全球 ,并持续至今。受其影响 ,我国台湾地区的经济

成长率在经历了多年的连续下滑之后 ,经济发展再

度陷入低迷与衰退状态 ,而且其严重程度随时都有

可能加剧。据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的预测 , 2009

年台湾地区的经济成长率仅为 3.3 %,是 20世纪 80

年代以来除 2001 年的负增长以外的最低点 。[ 1]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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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长期以来与台湾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存在密切

互动关系的高等教育领域是否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

影响与冲击?其影响程度如何 ?这次金融危机暴露

出台湾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表象下哪些深层次矛盾

及问题? 台湾当局 、教育主管部门 、高等院校和社会

各界采取了哪些积极的应对措施? 对这些问题的回

答 ,既有助于我们加强对台湾当前及今后高等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了解 ,促进两岸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 ,

也有利于为大陆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 、历次经济危机与台湾高等教育

的发展及转型

台湾高等教育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实现了

两次历史性跨越:1976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15.4%,高等教育由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发展;

199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50.52%,高等教育

进入普及化阶段。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 ,劳动力市

场需求的持续变化 ,构成了台湾高等教育发展的重

要背景。更确切地说 ,台湾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

间始终存在着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 ,尤其是在 20世

纪 90年代之前 ,台湾高等教育体制的历次修正 、改

革 ,抑或高等教育方针政策的调整 ,往往是为了配合

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 ,即当经济结构发生

变化 ,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级劳动力的需求改变时 ,高

等教育改革也就随之展开 。台湾地区作为一个典型

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 ,每一次经济结构大调整和产

业大转型都直接受到世界经济危机 、经济衰退及重

大经济不利事件的影响 ,从而也引发了台湾高等教

育的历次改革与转型 。

20世纪 70 年代初期 ,曾经在战后资本主义发

展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瓦解 ,直

接导致了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随后 ,世界性的粮

食危机和能源危机接踵而至。台湾当局果断地实施

了以重化工业原料及零部件生产为主的第二次进口

替代战略 ,积极调整经济结构。至 1980 年 ,台湾地

区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冲击 ,并实现了年均 9.01%的

高速经济增长。[ 2] 这一时期 ,为配合经济建设的需

求 ,台湾开始兴建专科学校 ,并大力开设适应初级工

业发展需求的工程及商业管理学类专业 ,培育了大

量经济建设发展所需的中级技术人力和管理人员 ,

对产业的成功转型及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 。

20世纪 80 年代初期 ,全球第二次石油危机爆

发 ,台湾的重化工业和出口加工业因资源缺乏和工

资上涨而难以为继 ,这些因素迫使台湾再次进行大

的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 。追求产业升级 、发展“策略

性工业”成为 20世纪 80 年代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

目标之一 ,台湾经济发展的重点逐渐调整到技术密

集度高 、能源密集度低 、市场发展潜力大 、附加价值

率高的产业中来。随着台湾产业结构的转变与技术

水准的升级 ,高级劳动力的发展受到关注 ,加速高级

科技劳动力的培育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科技

类研究生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大;专科教育以质的提

升取代了量的扩张 ,并出现了本科层次的职业院校;

医药 、工程 、商业管理学类专业大量开设。在这一轮

经济危机中 ,由于台湾经济的成功转型与高校人力

培育规划再次得到比较有效的配合 ,台湾高等教育

与经济发展呈现出双向成长的情形。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众多国家和地区受

到波及 ,台湾地区也不例外 。受其影响 ,台湾岛内外

经济环境的变化明显加快 ,经济发展步伐减缓 , 1998

年的经济成长率急速下降到 4.6%。2001年 ,台湾

对外贸易更是遭到重创 ,岛内失业率攀升 ,需求减

弱 ,经济发展首度出现负增长 ,负增长率为 2.2%。

为此 ,台湾当局开始积极改善岛内投资环境 ,全力对

外招商引资 ,尤其是大力推动两岸经贸交流;在产业

发展上则主要是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及其他技术密集

型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但这几年来 ,由于与台湾

关系密切的美 、日 、欧三大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持续衰

退 ,台湾出口需求面临着全球景气的制约 ,加之民进

党执政多年来两岸关系僵局对两岸经贸关系的约

束 ,台湾经济陷入了积重难返的地步 。

随着台湾社会的急剧变迁 ,尤其是受亚洲金融

危机和岛内经济发展放缓的双重冲击 ,以及世界高

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影响 ,为减轻当局的财政负担 ,

提高高校办学质量和效率 ,台湾高等教育也开始进

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与蜕变 ,逐渐朝向多元化 、自主

化及普及化方向发展。其具体表现是:(1)高等教育

规模迅速扩张。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 1999 年的

50 .52%上升到 2007 年的 85.31%。同期 ,在校生

数从 44.59万人增加到 66.53 万人;高校数从 130

所增加到 164所 ,其中 ,尤以私立高校与技职院校数

量的增加最为快速 。(2)高等教育市场化进程加快。

台湾当局开始大力强调和倡导教育服务的“去中心

化”(Decentralization)和多样化(Diversification),从

而为台湾高等教育市场创造生存空间 ,竞争 、效率 、

经营等市场概念也越来越多地被引入高校的内外部

管理。(3)强化高等教育自主机制。比如 ,台湾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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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角色逐渐由过去的“控制

者”转变为监督者 ,其主要功能和作用在于支援 、引

导和监督各类高校的发展;高等教育行政组织相应

进行调整 ,成立了高等教育审议委员会 ,作为台湾高

等教育发展的最高决策机构;公立大学法人化改革

不断加强 ,以进一步落实高校的自主管理。(4)建设

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制度。台湾教育当局采取的措施

包括:建立专业评估机构及评估专家资料库;引导高

校健全自我评估机制;与“财团法人高等教育评鉴中

心”定期开展评估活动 ,建立并落实专业及院校层面

的退场机制及自我改善机制;公布评估结果并落实

奖励机制等 。(5)进一步深化高校教学改革 。自

2004年起 ,台湾教育当局开始推动《奖励大学教学

卓越计划》 ,并于 2005年和 2006年拨款 60亿元新

台币支持该计划的实施 ,以期通过竞争性的激励机

制 ,鼓励高校进行内部教学改革 , 提升教学质量 。

(6)调整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与使用 ,强化资源整合

与区域资源共享。台湾教育当局将多数的资源 、资

金和人力 、物力集中投入某些高校 ,以美国研究型大

学为蓝本 ,希望在短期内打造出世界一流大学。[ 3] 但

由于多年来台湾高等教育规模的急速扩张 ,其自身

已陆续出现了教育质量失衡 、教育经费受到稀释 、就

业市场供需失调 、高级劳动力低度运用等问题 。台

湾经济与高等教育发展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使二者

之间的非均衡性日益凸显 。

二 、当前金融危机对台湾高等教育
的影响与冲击

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 ,对于一心想“拼

经济”的台湾新当局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台湾的

经济统计数据显示 , 2008 年 12 月 ,台湾地区的电

子 、电机产业出口比 2007年同期减少 41.9%,为历

年来最大跌幅;进口总额较 2007 年同期减少 44.

6%,亦为历年来最大降幅 。在生产和服务业方面 ,

消费性产品需求严重萎缩 , 2008 年 10月 ,工业生产

指数较 2007年同期衰退 13.32%,其中以信息电子

工业下降最为厉害。[ 4] 从金融危机对高等教育的影

响和冲击来说 ,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一样 ,由于高

校招生 、就业 、经费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最为直接 、

密切 ,因而受到的影响和冲击最先显现出来。加上

这些问题是台湾高等教育发展中已暴露且尚未解决

的问题 ,因而金融危机的突然来袭 ,使这些问题变得

更加严重 。

1.高校毕业生失业率急速攀高 。据台湾“行政

院主计处”的统计 ,2008年台湾失业率为 4.14%,比

2000年高出了 1.15 个百分点 ,失业总人数达 54.9

万人。[ 5] 台湾经济的日渐疲软及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的节节攀升 ,直接减弱了劳动力市场对高校培养出

来的高级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并迅速波及当下毕业

的高校学生 。2008年 8月 ,台湾高校毕业生失业率

高达 5.26 %,比 2007年同期上升了 16%,为 30年

来的最高点 。
[ 6]
以台北市为例 , 2008 年总失业人数

为 5万人 ,比 2007年增加了 5000人 ,其中专科以上

学历的失业人数为 2.1 万人 。[ 7] 就业情况的持续恶

化也严重影响到了高校在校生的就学心态 。台湾的

民意调查显示 ,高达 77.6%的在校大学生担心自己

“毕业即失业” ,其中 ,86.1%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认为

自己毕业后找不到工作 ,说明学历愈高者 ,对于未来

的求职愈感到焦虑 。
[ 8]
显然 ,台湾地区高校毕业生就

业难的问题 ,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 ,而是演变

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2.高校生源压力不断加大。越来越严峻的生源

不足问题已成为制约台湾高等教育新一轮发展的重

要因素 。除人们常说的少子化的影响外 ,经济不景

气也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少学生因

为交不起昂贵的学费 ,选择不参加多元入学考试或

宁愿去服兵役。从 2008年台湾大学入学考试中心

的统计可以看出 ,去年台湾报考普通高校的人数已

明显减少 ,仅 9 .4万人左右;而报考技职院校的人数

也比 2007年减少了 2557人 。
[ 9]
当前 ,已有很多高校

面临着招生不足的问题 ,特别是一些新设立的私立

高校 ,2008年秋季的新生报到率甚至还不到 20%。

如果连续两年这样 ,这些学校将直接面临着退场的

风险。从专业层面来看 ,也有上百个专业招生不足 ,

有的专业甚至连一个学生都没招到。由于经济不景

气 ,休学人数也逐渐增多。据统计 ,截至 2009 年 3

月 3日 ,2008学年度台湾各级各类院校共有学生约

484万人 ,其中 ,因经济因素休学的学生人数为 9041

人 ,占总数的 0 .18%。[ 10]总之 ,生源的明显减少已直

接威胁到台湾高校尤其是部分私立高校和技职院校

的未来生存空间。

3.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日益下降。由于经济的连

年走低 , 台湾教育经费投入占 GDP 的比例已从

2001年的 6.09%下降到 2006年的 5 .76%。2006

年 ,台湾高等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例为 1.83%,远

低于韩国的 2.9%。其中 ,高等教育公务预算经费

(包含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导 、私立学校教学奖助 、学

生事务与辅导经费)由 2004年的 91.8亿元新台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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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到 2006 年的 72.5 亿元新台币 , 降低了 21.

02%;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导预算经费下降幅度最大 ,

由 2004年的 24.6亿元新台币降低到 2006 年的 9.

7亿元新台币 ,下降了 60 .57%。此次金融危机的爆

发 ,迫使台湾当局继续压低高等教育经费投入预算 ,

2008年的高等教育公务预算经费依然保持在 76.8

亿元新台币的低位;2009年的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导

预算经费也仅为 11.73亿元新台币 。[ 11] 这意味着作

为高校财务重要来源之一的奖 、补助金也随之减少 。

在高校收费方面 ,台湾“教育部”原定于 2008年 6月

上旬公布《大学学杂费调涨标准》 ,让各高校根据自

身的“财务指标” 、“助学指标” 、“办学综合指标”等原

则确定上涨比例 ,但随后该举措被全面“喊停” 。此

外 ,因金融危机引发的贫困生增多 、社会各界捐款的

减少及高校其他运营收入的降低 ,也无形中增加了

高校的财务负担 。

4.高校内外部经营与管理受到挑战 。经济环境

的持续动荡 ,高等教育自身环境的不稳定及教育资

源的日益减少 ,使得台湾高等教育市场竞争日趋激

烈 ,高校内外部管理面临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不断增

强 ,部分高校之间抢夺生源和教育资源的现象加剧 ,

最终导致学校整体发展方向难以把握。有些高校出

现了争设热门专业的现象 ,学校没有动力也无心发

展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等基础学科和专业 ,而是普

遍开设被社会或学生 、家长所认为的最具前景或最

能“挣钱”的专业 。

可以说 ,这次金融危机对台湾整个社会体系尤

其是高等教育的影响与过去历次相比 ,显得更加明

显与直接 。透过各种表象 ,也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

台湾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潜藏的更多深层次矛盾及

问题的思考。

1.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均衡状态进一

步加剧。亚洲金融危机之前 ,台湾高校毕业生就业

率及学用相关程度始终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教育的

结构性失业虽然存在 ,但并非主流现象。但今天的

高失业率及大量高级劳动力低度运用等现象 ,则意

味着台湾高等教育系统所培养的高级劳动力与劳动

力市场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总量 、层次结构和学科

专业结构之间的差距急速拉大。显然 ,加大高校人

才培育方案及课程体系的改革 ,在向学生传授专业

知识和技能的同时 ,重视培养其核心就业力 ,乃是台

湾高等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

2.高等教育功能的迷失。近年来已进入普及化

阶段的台湾高等教育在“师法美国一流大学 ,提升台

湾社会竞争力”的理念指导下 ,其功能逐渐朝单一化

的趋势发展 ,研究型大学成为所有高校奋斗的目标 ,

即使是高等技职院校 ,也出现了明显的向学术漂移

(academic drif t)的现象 ,原有的技能性 、专业性特色

正在丧失。如何建立竞争与互补 、多元且具弹性的

高等教育体系 ,真正落实高等教育的教学 、研究及社

会服务等多重职能 ,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3.高等教育市场协调机制的缺位 。伯顿·克拉

克认为 ,高等教育系统的协调模式大致可分为国家

协调 、市场协调和学术协调三种类型 。[ 12] 当前台湾

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正在由过去的“政府主导模式”

(S tate-control Model)转向“政府监督模式”(S tate-

superviso ry M odel)。但很明显 ,台湾高校尚欠缺替

代“政府控制”的竞争机制。依台湾学者盖浙生教授

所言 ,台湾高校内外部环境建构机制尚未完备 ,高等

教育市场化的条件不足 ,高等教育仅能达到类似市

场(marke t-like),或半市场化(semi-marke t)的程

度 ,尚欠缺替代“政府控制”的竞争机制。
[ 13]

4.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 。台湾高等教育迈入普

及化阶段后 ,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性特质更加突出。

台湾教育当局近几年来所推动的“高等教育市场

化” 、“追求卓越计划” 、“世界一流大学” 、“五年五百

亿” 、“大学合并” 、“高等教育评鉴” 、“退场机制” 、“系

所总量管制” 、“多元入学考试”等都是围绕高等教育

资源稀缺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高等教育资源的严

重不足 ,使所谓排名“后半段”的高校陷入进退两难

的尴尬境地 。可见 ,在更高效分配现有高等教育资

源的同时 ,如何变稀缺为充足 ,充分利用其固有优

势 ,扩大生源 ,大胆实施“走出去与请进来”的战略 ,

无疑也是台湾当局及高校必须面对的问题 。

三 、金融危机下台湾高等教育

应急机制与长效机制的建构

面对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 , 2009 年 1月 13日 ,

台湾当局颁布了《振兴经济扩大公共建设特别条

例》 ,作为振兴岛内经济 ,扩大内需 ,加速经济结构转

型 ,促进就业 ,提升生产及文化生活品质的最高“指

导原则” 。据此 ,台湾教育当局 、高校及社会各界随

即全面启动应急机制 ,采取各种应对措施 ,力图化危

机为转机。同时 ,台湾教育当局借金融危机这一契

机 ,于 2009年 3月 9日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

会”第 7届第 3次会议上提交了《“教育部”施政理念

与业务概况报告》 ,力图以更宽广的视野去思考结构

性变革及制度创新 ,构建促进台湾高等教育健康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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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向前发展的长效机制 ,推动台湾高等教育新一轮

的改革和发展。

(一)金融危机影响下台湾高等教育应急机制的

全面启动

1.培育优质劳动力 ,舒缓就业市场供需矛盾 。

2009年初 ,台湾教育当局制定并实施了《培育优质

人力促进就业计划》 ,并拟在未来 4年内投入 5000

亿元新台币用于支持此项计划的实施 ,旨在为近 3

年毕业的大学生及高学历失业者提供 11万个左右

的就业岗位及进修机会 ,以缓解由于失业所带来的

诸多问题 ,同时也借此解决台湾“国立”社教机构及

教育基金会中出现的人力短缺问题 。[ 14]该规划由 11

项子方案组成 ,涉及就业 、创业 、实习 、继续教育等方

方面面。台湾教育当局这次实施的促进高校毕业生

就业的措施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力度更大 ,措

施更具开创性和突破性。比如 , 2009 年 3月 12 日

台湾当局颁布的《大专毕业生至企业职场实习方案

实施要点》 ,就在于鼓励台湾全岛各企业 、非公立医

疗及护理机构 、私立幼儿园及托儿所等尽可能提供

多种就业实习机会 ,积极接纳高校毕业生。《大专校

院研究人才延揽方案实施要点》和《大专校院教学 、

职涯辅导及专案管理人力增能方案》则明确要求各

高校增设研究助理和教学助理等工作岗位 ,增加就

业机会。(2)以解决短期就业为主 ,应急性强 。各项

规划中所提供的工作岗位期限多在数月至 1 年之

间。(3)重视潜在高级劳动力素质的再提高 ,以储备

未来经济发展所需人才。《大专以上人力加值方案》

预计提供 3.5万个学习名额 ,向高校毕业的失业青

年提供各类训练课程 ,满足其接受继续教育和进修

的需求 ,以便有效缩短产业需求与潜在劳动力所具

备的专业知识 、技能之间的落差 。这些训练课程又

可分为一般性课程 、专业性课程和委托训练课程三

种 ,覆盖工业管理 、精密器械 、塑胶模具制作 、半导体

设计 、电机电子 、通信 、信息服务 、网络动漫 、生物科

技 、健康休闲 、金融 、商业 、文化创意等各类实用导向

型的新兴专业领域。

2.检讨学杂费收费机制 ,稳定学杂费收费水平 。

按照 2008年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公布的学杂费收费

标准 ,2009学年度台湾各高校的学杂费可涨 1.8 %

至 2.7%。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 2009年 2月 11

日 ,台湾“`国立' 大学校院协进会” 、“私立大学校院

协进会”及“私立技专院校协进会”与台湾“教育部”

联合宣布 ,2009学年度所有高校的学杂费都维持在

原有水平 ,不再上涨 ,以降低学生的经济压力 。同

时 ,台湾“教育部”还将全面检讨学杂费收费机制 ,把

学杂费的调整作为促进高校教学品质提升的路径之

一 ,即要求各高校严格执行《专科以上学校学杂费收

取办法》的规定 ,凡是评鉴结果不佳的学校不但不能

提高学杂费 ,反而还要适当降低 。

3.加大就学奖补助力度 ,放宽就学贷款限制。

为确保每个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权益 , 2009 年 1

月 ,台湾“教育部”专门建立并开通“就学安全网” ,用

来为社会各界提供咨询服务 ,如失业家庭子女补助

及学生紧急就学贷款申请等 。
[ 15]

2009年 1月 15日 ,

台湾“教育部”颁布《家庭遭遇困境之大专学生安定

就学措施计划》 ,决定投入 16.4亿元新台币用于帮

助失业家庭子女顺利就学 ,减轻其就学的经济负担。

此外 ,为降低就学贷款学生的还款压力 ,台湾“教育

部”与“中央银行”及其他多家承贷银行达成一致协

议 ,决定将学生还款利率自 2008年 11月 17日起由

3.55%降至 2.7%。同时 ,台湾“教育部”还表示 ,除

降低学生就学贷款还款利率外 ,还将进一步放宽就

学贷款条件 ,并提供相应的辅助措施:凡是家庭年收

入在 114万元新台币以下的就学贷款学生在就学及

毕业(退伍)后 1年内的利息 ,均由台湾当局全额支

付;月薪不到 2 .5万元新台币及其他低收入户贷款

人 ,可享受最长 3年的利息缓缴期及当局利息补贴;

并把还款年限再延长 1.5倍 。
[ 16]

4.鼓励社会各界捐资兴学 ,扶持私立高校发展。

台湾“私立学校法”第 50 条规定:“私人或团体对于

私立学校之捐赠 ,除依法予以奖励外 ,并得依所得税

法 、遗产及赠与税法之规定免税 。”同时 ,台湾“教育

部”与各私立高校联合建立了相应的募捐机构 ,即

“财团法人私立学校兴学基金会” ,并颁布《财团法人

私立学校兴学基金会组织及运作办法》 ,规定该基金

会的职能在于办理个人或营利机构对私立学校的捐

款相关事宜 ,对外扩大捐助来源及对象 ,对内则负责

将捐赠(指定项目支出者除外)平均分配给各私立学

校 。
[ 17]
为吸引更多私人团体参与捐赠 ,提高社会公

益活动的风气 ,台湾“教育部”于 2008年 7月通过了

《私立学校兴学基金会组织及运作办法修正案》 ,决

定以后凡是通过“私立学校兴学基金会”向高校捐款

的个人或营利机构 ,其捐款 100 %抵税 ,而不是像过

去那样最多只能抵 50%。[ 18]

5.各高校积极配合台湾“教育部”颁布的各项方

案 ,制定出各具特色的助学措施。比如 , 2009年 1

月 11日 ,台湾成功大学率先拟定补助政策 ,只要家

境困难者 ,即可申请 1至 5万元新台币不等的奖 、助

学金。随后 ,高雄餐旅学院也陆续提出 30多个具体

的助学办法 ,并发动全校教职员工及业界捐款 ,短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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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星期就已募集到 120多万元新台币 ,校务基金

再追加 240多万元新台币 ,作为学生的“安定就学基

金” 。[ 19] 私立铭传大学出台了《消费券爱心助学方

案》 ;世新大学 、逢甲大学与中州大学等高校则允许

学生用当局发放的消费券来抵用部分注册费或代办

费等 。

(二)促进台湾高等教育新一轮发展的长效机制

的建构

1.推动两岸学历互认 ,增进两岸教育资源共享 。

在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 ,进一步加大两岸高等教育

相互开放的领域与层次 ,充分利用彼此优势共谋发

展 ,不但是构建和谐两岸关系的重要议题 ,也是台湾

高等教育摆脱困境 、寻求新的发展路径的必然诉求 。

2008年以来 ,台湾新当局在促进两岸高等教育交流

与合作方面频繁采取的重大举措引起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反响 。这些举措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第一 ,拟

承认大陆学历 ,开放陆生赴台求学 。2008年 9月 20

日 ,台湾“教育部”公布“大学法”与“专科学校法”条

文修正案 ,决定将大陆地区与港澳地区学生 ,比照侨

生 、蒙藏学生与外籍生 ,增列为“特种考生” ,未来台

湾高等院校可以此为依据 ,以外加名额方式招收大

陆学生。[ 20]该修正草案一旦获台湾“立法院”审议通

过 ,台湾高等教育向大陆开放的政策即可迈入合法

化的阶段 。第二 ,延长陆生赴台进修年限 ,放宽高校

境外办学限制。2008年 10月 ,台湾“行政院”及“教

育部”颁发的《大陆地区专业人士来台从事专业活动

许可办法》 、《各级学校与大陆地区学校缔结联盟或

为书面约定之合作行为审查要点》及《大陆地区文教

专业人士及学生来台从事文教活动审查要点修正

案》明确规定:大陆学生赴台进修的期限由原先的 4

个月延长到 1年 ,人数也由原来每学年数百人增加

到 1000人;放宽台湾高校赴境外(含大陆地区)办理

推广教育教学的条件 ,取消境外推广教育教学师资

比例限制和学员修读条件的限制 。
[ 21]
显然 ,台湾当

局已认识到不能再把高等教育的发展置于“政府的

保护伞”之下 ,对大陆高等教育一再采取消极防御的

态度 ,只会使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空间受到更大的

挤压和冲击。

2.加大海外招生力度 ,加强高等教育国际合作 。

为解决岛内生源不足的问题 ,积极开拓海外生源市

场 ,加大国际学生招生力度 ,是台湾高等教育应对金

融危机及少子化等问题作出的另一理性选择 。早在

2004年 ,台湾“教育部”为鼓励各高校招收更多的海

外学生 ,颁布并实施了《奖励大学校院扩大招收外国

学生补助计划》 , 然而 , 几年下来效果都不明显 。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台湾“教育部”加大补助力

度 ,并为海外学生设立奖学金 ,还聘请岛内外知名专

家 、学者组成审查委员会 ,对各高校上报的海外学生

招生计划进行审查 。审查委员根据各高校所报计划

的可行性及前瞻性确定给予高校的补助金额 ,每校

每年最多可得到 1000万元新台币的补助金 。当前

该激励措施已初见成效 ,2008年到台湾就读的海外

学生总数达 18306人(攻读学位的有 6258人),为历

年来最高。其中 ,在私立铭传大学就读的海外学生

最多 ,高达 527人 。
[ 22]
台湾《“教育部”施政理念与业

务概况报告》进一步明确 ,将于 2009年 1 月至 2012

年 12月间投入更多资金用于推动高校海外招生工

作 ,吸引更多海外青年到台湾就学 、研习与交流 。此

外 ,台湾当局还鼓励各高校通过推广英语授课 、参加

国际评估 、与海外高校建立“双联学制”(dual-deg ree

study prog ram)或借助信息通信 、网络技术开发远

程“在线课程”(on-line courses)等来营造国际氛围 ,

增强对海外青年的吸引力。

3.强化高等教育质量控制 ,实施“全面品质管

理” 。为强化高等教育质量控制 ,台湾“教育部”将重

点实施以下方略:(1)颁布并实施《提升高级中等以

上学校学生素质计划》 。该计划以“确保教育品质 ,

维持学生素质”为主线 ,具体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

其一 ,落实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习辅导机制 ,确保教

学品质 ,协助教师改善教学方法 ,发展教学诊断与辅

导机制 ,鼓励分享成功案例等。其二 ,对高校学生实

施“全面品质管理”策略 。即在“入口”上 ,要求各高

校必须制定出新生最低入学标准;在教学过程中 ,要

求各高校根据专业课程内容 、教学方法与教育目标 ,

发展学生的核心能力 , 并要求超过 80 %的高校在

2010年前建立起“学生学习历程档案”及“学习成效

不佳预警 、辅导 、追踪”机制;在“出口”方面 ,则要求

各高校制定出学生毕业门槛(新生最低入学标准和

学生毕业门槛这两项指标从 2009年起被正式纳入

高校评鉴之中),建立起“毕业生资料库及流向追踪”

机制 ,及时掌握毕业生就业状况及雇主反馈意见(包

括就业率 、雇主满意度 、毕业生满意度 、雇主回馈意

见 、毕业生回馈意见等),并根据这些情况及时改进

高校的课程 、教学与教法 。(2)推动《奖励大学教学

卓越计划》 。台湾“教育部”将继续加大力度推动《奖

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 ,刺激高校在教师教学 、学生

学习 、课程规划等方面进行改革 。从 2009年起 ,台

湾“教育部”拟再投入 112亿元新台币用以推动第二

期《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 ,以竞争性经费的方式

补助 20%至 30%的高校开展教学改革工作。(3)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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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建立教师专业评估制度 ,开辟以教师为主体的多

元进修渠道 ,促进师资培育机构的转型 。

4.建立更紧密的产学合作平台 ,缩小教育与市

场需求的落差。加强产业与教育的合作 ,推动技职

教育体系的转型 ,改善职业院校整体办学条件 ,缩小

教育与市场需求的落差 ,实现社会经济发展所需优

质人力的培养 ,是台湾《“教育部”施政理念与业务概

况报告》的重点内容之一 。报告指出 ,从 2009年起 ,

台湾“教育部”将重点从以下几方面更好地推动高校

产学合作的发展:(1)3合 1(高职+技职院校+合作

厂商)的合作方式。(2)发展 3 +2(高职 3年加二专

2年)、3 +2+2(高职 3年加二专 2年加二技 2年)、

3+4(高职 3年加四技 4年)或 5 +2(五专 5年加二

技 2年)的纵向弹性衔接学制 。(3)以学年为单位 ,

在普通高中开展产学合作活动 。(4)由高职 、技专院

校与合作厂商成立“产学携手合作委员会” ,定期召

开会议 ,研拟课程规划 、学生遴选 、升学衔接 、资源共

享 、权利义务 、相互支援 、工作轮调 、学生辅导及企业

人才培育等议题 。

那么 ,在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 ,面对台湾高等教

育发展的困境和问题 ,台湾当局 、高等教育领域及社

会各界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成效将会如何 ,能否

真正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这还有待人们更深

入的观察 。但有些问题也许更值得我们思考 ,台湾

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进程 ,是一个自然的 、顺应社会发

展及人们选择的过程吗? 在普及化阶段的台湾高等

教育该如何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 ,才能在顺应高等

教育自身发展逻辑的同时 ,真正遵循高等教育的内

外部关系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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