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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教育部部長任本校講座教授-吳清基前瞻教育新興議題 以教育志工推動

高教競爭力

專訪

【記者陳昭岑專訪】剛從教育部卸下重任的前教育部部長吳清基，立即受到42所大專

院校的邀請。幾經考量下，吳清基選擇了兩所學校，「師大是我的母校，而淡江的卓

越領導人、優秀的師資群以及學術的自由，都是我選擇淡江的主要原因。」 

40年來的教育行政資歷，從教育部技職司長、常務次長、政務次長、臺北市教育局局

長、台北市副市長等，有著主管中央及地方的教育政策並嫻熟教育事務。於任內推動

不少政績，如召開睽違16年的全國教育會議、推動高中齊一學費、高職免學費、十二

年國教、開放陸生來臺、教師課稅、全面實施五歲幼兒免學費，以及落實幼托整合等

，奠定我國的教育基礎，他笑著說，現有一個6歲的小孫子，「剛好是幼兒免學費及

幼托整合受益者。」 

提到對淡江的印象，吳清基表示，對於「三環五育」及「三化」的教育政策和推動成

效印象深刻，「淡江的校譽很好，學術國際化，在私校中辦學得不錯，整體的學術氛

圍和3個校區的研究教學環境都相當完整，在高校競爭激烈環境下，是藍海策略很成

功的實現者。」他也稱許張創辦人建邦博士的辦學理念及遠見，對本校在教育上致力

培養專業人才感到欽佩，「淡江雖是綜合性大學，可是均以多元角度關心教育政策

，並有教育專家組成的研究團隊，這是相當不容易的。」在教育部長任內，吳清基與

校長張家宜擔任董事長之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有許多合作，吳清基擁有

的卓越教育理論，和無出其右的教育政策推動經驗，使得張校長力邀下，「促成至本

校任教的契機。」 

面對全球化及少子化的趨勢，國內高等教育面臨劇烈的衝擊，各校都積極因應國際化

以提升競爭力，並在教育部政策的開放下，讓陸生來臺就學。去年9月，淡江首次迎

接78位陸生。對此，吳清基表示，從陸生來臺政策可以觀察到，儘管有「三限六不」

的限制，但是仍有陸生願意來臺吸收經驗，表示臺灣的基礎教育走在世界前端，對國

內學生來說，可以受到良性競爭的鼓舞，同時也可以減少少子化的衝擊，「臺灣有很

好的教育資源，應該要分享，更應當走出國際，輸出我們的教育產業，擴展臺灣的實

力，提高臺灣的國際地位。」 

吳清基提到，10幾年前來到淡江，就已經聽聞國際化的理念，如今各校都積極與國外

交流，更證實淡江辦學的前瞻性，「淡江只要有好的願景，並掌握住三環五育、專業

、通識、課外活動等環節的課程，將會永遠是學術、教育上的強者」。104年的教學



評鑑主要以學生的受教權益為考量，他表示，只要掌握好校務發展的願景與目標、評

鑑的主題、教學成效和注意學生的受教權，及擴大產學合作的社會性服務機會，就能

持續在校務評鑑上，保持私校領先。 

吳清基本學期在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擔任講座教授，教授「教育新興議題」，他將

以完整的行政實務經驗與教育的專業知識結合，把寶貴的歷練精華帶給學生。在國內

所面臨的教育新興議題及挑戰上，他認為環境變化很快，技職教育可以提供學生適性

發展，並培養學生的創意及創新能力。而臺灣高等教育正努力走向「在地國際化，國

際在地化」，期望能夠塑造語言環境提升學生「國際移動能力」。同時他也觀察到

，在臺灣學術自由的環境下，學生的創意一直是受外界肯定的，因此，他提醒同學

，「這是一個地球村的時代，你的競爭對手可能在世界的另一端，所以要更加用功努

力，在專業領域上多充實，多用心。」 

他建議學生在大學期間可善用政府提供的獎學金補助計畫，多爭取出國交流學習的機

會，不僅拓展自己的視野，也加強外語能力，並在大學最後一年到業界實習，將學術

理論和就業實務接軌。由於大陸市場商機崛起，各國均重視華語文教學，吳清基認為

，華語文教學將是臺灣教育產業輸出的強項，因此建議學校更應加強華語師資培訓班

，而學生要也把握機會充實自己，「我鼓勵中文系的學生加強英文，英文系的學生增

加華語教學，要培養雙向能力，我們不是等別人來，要自己外銷。」 

卸任後的吳清基仍持續投入教育工作，從他容光煥發的神情中可看到，源源不絕的動

力和毅力。其來自於學生時代的他是田徑高手，短跑及跳遠都難不倒他，在北門中學

初中部代表學校參加中上運動會、高中時獲高中部跳遠金牌、大學時在「非體育科系

」的大專運動會乙組，得到400公尺金牌，「可能是因為年輕的時候有運動習慣，所

以現在都還能保有體力。」因此，他鼓勵學生，不要太常坐在電腦前，運動可以讓頭

腦清晰，幫助提升記憶力。 

吳清基一路以「感恩」和「珍惜」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他感恩「教育」讓他有機會可

以培養專業、發揮潛能，甚至掌管全國教育政策。如今雖卸下教長職務，但他以「教

育志工」自許，除了教職外，沒有了官方身分，更可以參與民間高等教育國際交流事

務，他表示，馬英九總統希望他繼續扮演高等教育在兩岸和東南亞的招生工作，讓臺

灣高等教育能在國際上發揚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