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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倒了沒？─大學教育和教授的未來

一流讀書人

導讀  宋雪芳  資圖系副教授 

近20年來臺灣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經急遽的變化，包括大學校院數量擴增、大學錄取率

攀升、教育經費下滑等，對傳統大學的定位，造成極大影響。加以生育率持續下降

，讓教育發展陷入更大的困境。少子化對教育的影響已然浮上檯面：包括招生不足、

減班、師資過剩、空間閒置等，這些都是學校經營者不得不面對的真相。如何在困境

中，積極尋求解決之道，開創新路，更是刻不容緩的課題。大學是否面臨倒閉的困境

，教授是否有未來成為一大討論話題。 

《大學倒了沒》這聳動的書名，搭配封面上印著「少子化的風暴，將會讓臺灣的大學

重新洗牌，在調整體質之後，更可屹立於國際」，真切揭示了本書的重點。作者陳振

貴教授歷任嶺東科技大學、靜宜大學、實踐大學3校校長，具備技職及一般大學豐富

行政經驗的資深校長。他以高等教育的局內人，直率地表達個人的觀察及對於相關議

題的意見。從大學教育的目的談起，檢視現今大學的問題與挑戰，包括少子化與招生

、學雜費問題、大學生的學習力與競爭力、教師評鑑等，並提出可能拯救大學的解決

之道，如：建立退場機制、人才培育、招收陸生、大學專業化等，最後分享個人的求

學經驗。 

作者認為現今大學經營面臨：少子化、大學評鑑及國際化三大考驗；要強化這三方面

績效，才能在劣勢競爭下存活。針對少子化的招生策略，作者提到學校招收國際生及

陸生時，住宿問題首當其衝，其次為境外生的管理，需思考相關配套措施，學校更需

要建立特色，吸引學生就讀。作者以實踐大學設計學院成為最熱門搶手學院的案例

，點出成功除了透過長期經營院系，主要在於「用不一樣的思維、不一樣的角度來辦

學」；網羅一些看似「不正常」的老師，卻是各領域的菁英；藝術創作融入校園場域

，讓特色的發展內化，形成全校一致的目標與氛圍。 

論及大學教育與人才培育，面臨「學校抱怨經費不足、教師抱怨評鑑制度、學生抱怨

找不到工作、產業抱怨大學訓練的學生不符所需、社會抱怨大學生知識、能力與國際

化程度不足」等臺灣的人才危機，作者分析問題根源有：士大夫觀念使社會不重視技

職教育，不認同專科，紛紛改制成大學或學院，專科功能逐漸喪失，基礎技術專才變

成通才，無法因應產業變革需求。作者提出的解決建議方案：進行人才培育專案研究

、重塑實用型教育、多管道人才媒合、留才與攬才並進。 

本書不是學術論文，作者以豐富的高教行政經驗，銳眼看穿大學經營的困境與挑戰



；多感的兼談一個大學校長的生涯歷程與心聲，娓娓道出臺灣高等教育危機，並提出

意見。對關心臺灣高等教育現況與未來的人，此書內容可提供快速一窺臺灣高教問題

全貌的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