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大學法人化論壇 

結案報告 

 

 

 

 

 
指導單位：國立大學校院協會 

主辦單位：國立成功大學 

 

 

 

 

中華民國 107 年 12 月 10 日 

  



2 
 

目錄 

 
壹、緣起與目的…………………………………………………………… 頁 3 
貳、議程…………………………………………………………………… 頁 5 
參、結語…………………………………………………………………… 頁 8 
肆、致謝…………………………………………………………………… 頁 9 

附錄一 會議手冊  

附錄二 論壇照片  

 

  



3 
 

壹、緣起與目的 

一、緣起 

 本論壇以國立大學法人化為主軸，討論未來我國國立大學法人化的展望，能

否提升競爭力。由於國立成功大學自 2009 年起，獲得教育部支持，推動大學自

主治理方案，透過教育部與成功大學行政團隊合作，於 2012-2014 年間於校園溝

通，希望爭取校內共識，進行大學自主治理試辦方案。主要檢討校務運作之財務

自主與人事自主，目的在強化大學的競爭力，成大推動大學自主治理試辦方案的

經驗，成為國立大學未來制度變革的參考依據。 

 本論壇的目的，在藉由國立大學法人化議題討論，讓國立大學校長與學界先

進，能思考國立大學在高等教育發展應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在目前國立大學經

營困境中，提升臺灣高等教育國際競爭力。關於國立大學法人化的議題，教育部

早在 2009 年時就希望推動，並有初步構想，但當時成大賴明詔校長與馮達旋副

校長，認為當時法人化計畫的內容不符成大需求，因此改以「大學自主治理」為

名，希望和法人化作區隔，並規劃適合成大推動的高等教育變革計畫，雖然行政

團隊在校內溝通過程做了很多的努力，校長前往各院系進行溝通說明，但許多教

職員生仍將法人化與大學自主治理視為等號，復因諸多因素，該試辦計畫於 2014

年經校務會議代表投票否決。 

 關鍵的問題在於，國立大學競爭力能否提升，和本身組織制度特性有很大的

關連性，但體制的改變並非易事。過去成功大學行政團隊，以長遠的角度提出大

學自主治理方案，希望讓國立大學更有彈性，能和國際一流大學競爭。比較亞洲

國家中的日本與韓國國立大學，已有許多具體改革的經驗。例如，日本早在 2004

年開始實施法人化，並以每年減少 1%預算作為配套，但成效似乎有討論空間。

至於韓國，首爾大學於 2012 年法人化，其改革過程的訴求或願景是，如果首爾

大學不法人化，只能在韓國稱王；如果首爾大學法人化，則有機會在世界高等教

育佔有一席之地。這樣的願景獲得許多認同，因此順利讓首爾大學成為韓國第一

所法人化的國立大學；得以透過比以往更彈性的機制經營首爾大學。 

 雖然大學自主治理試辦方案在成功大學校務會議遭否決，但也有部分成果，

包括人事與主計主管選任，大學端有更大的自主權，因此，成功大學行政團隊仍

持續構思如何提升國際競爭力，特別是針對大學法人化議題的具體作為，組成校

內工作團隊，不定期進行討論，目前已完成兩次，並有具體建議。主要重點是，

如何在既有基礎上，進一步思考，如何可以提升成大的國際競爭力。 

 換言之，本次舉辦論壇的目的，主要希望能針對國立大學體制作深度討論，

是否在法人化或大學自主治理的框架下，我高等教育仍有翻轉的機會。原因在於，

近年來臺灣政府面臨財政緊縮、資源有限的情況，國內頂尖大學的國際排名也仍

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因此必須重視高教制度改革，至於國立大學法人化是高等

教育改革的方法之一，但是，法人化的定義為何，仍有許多不同的意見或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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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許多討論的空間。 

 本次高等教育論壇舉辦的目的，希望透過政策利害關係人的討論，能整理出

我國未來高等教育發展方向的意見，同時凝聚提升我國立大學或高等教育國際競

爭力的前瞻參考機制。本論壇設計三大主題，第一，高等教育國際競爭力提升之

問題與困境，探討目前大學競爭力提升存在什麼問題，主要目的在找出影響國立

大學國際競爭力的關鍵因素。第二，國立大學法人化與高等教育國際競爭力，主

要探討國立大學法人化能夠提供什麼誘因，以及如何可以提升國際競爭力。第三，

主題是國立大學法人化的範疇、展望與未來，主要在綜整前述兩個主題的要點，

並形成我高等教育未來發展方向。 

 

二、目的 

  本論壇主要目的在提升國立大學國際競爭力，其內涵包括： 

（一） 作為國立大學法人化討論之交流平台，重新思考國立大學在高等教育發

展應扮演的角色，並試圖從目前國立大學經營困境中，找出提升臺灣高等教育國

際競爭力的方法。 

（二） 針對國立大學體制作深度討論，以了解在法人化或大學自主治理的框架

下，我國高等教育翻轉的機會，並探討國立大學法人化的可行性。 

（三） 透過政策利害關係人的討論，整理出我國未來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同

時凝聚提升我國立大學或高等教育國際競爭力的前瞻機制。 

（四） 診斷目前大學競爭力提升存在之問題，找出影響國立大學國際競爭力的

關鍵因素。 

（五） 藉由廣泛討論，找出國立大學法人化能夠提供什麼誘因，以提升大學國

際競爭力。 

（六） 藉由本論壇的實施，讓各界人士在深度討論與交流中，形成我國高等教

育未來發展之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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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議程 

 成功大學 12 月 3 日舉辦「國立大學法人化論壇」，邀請國內外多位大學校長

與會，討論國立大學體制鬆綁，透過法人化改革高等教育的可能性與未來方向，

以及高等教育提升國際競爭力等願景。與會者經過一整天的討論與交流，一致認

同國立大學體制鬆綁的必要性，並同意未來應繼續嘗試推動。 

 「國立大學法人化論壇」由成大校長暨國立大學校院協會理事長蘇慧貞、臺

灣聯合大學系統校長曾志朗擔任主持人。蘇慧貞致詞表示，希望透過與會人士的

對話，讓在許多限制下的國立大學得到新的發展利基及努力的方向。曾志朗指出，

若制度能打開，國立大學將更為自由、獨立，對發展是件好事。與會人士包括香

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新加坡國立大學校長陳永財、前政務委員顏鴻森、南華大

學校長林聰明、中山大學校長鄭英耀、陽明大學校長郭旭崧、交通大學校長張懋

中、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臺北商業大學校長張瑞雄、政大會計系教授周玲臺、

彰化師範大學林哲鵬主任秘書、溫世仁文教基金會何能裕執行董事，以及校內行

政團隊及學院院長，及校內法人化評估工作小組成員及教師們等齊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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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結語 

 針對本論壇討論內容，整理出以下五點結論，茲說明如下： 

（一）論壇可作為國立大學法人化議題交流起點 

 本論壇作為國立大學法人化討論之交流平台，思考國立大學在高等教育發展

應扮演的角色，與會的大學校長與教授、行政人員，在論壇中交換意見，試圖從

目前國立大學經營困境中，找出提升臺灣高等教育國際競爭力的方法。 

 針對國立大學體制討論，了解在法人化或大學自主治理的框架下，我國高等

教育翻轉的機會，並探討國立大學法人化的可行性。由於臺灣高教困境是大學自

主性低，財務會計系統受法規限制無法活用，政府對招生無宏觀規劃，人口結構

少子女化造成學生基數降低。再者，大學應有一定程度自主，才能發展各校特色，

提升臺灣高等教育的方法，大學法人化是途徑之一，能具體強化大學自主，但大

學法人化涉及許多層面，如社會觀感、教職員生身分保障、修法、制度設計等，

仍需審慎思考。 

 論壇中討論國立大學體制，諸如校務治理機制，校務會議設計、財會系統的

運作情況及校長遴選制度等，若在法人化或大學自主治理的框架下，大學體制的

基本問題應能因此改善，惟最重要的在於找對時機，在適當的環境下改革，能讓

改革更順利推動。國立大學法人化，需要被更廣泛討論，建立社會共識與各部會

密切合作之默契，方有可行性。 

 

（二）提升國際競爭力是國立大學法人化的目標 

 國立大學目前有一定比例的經費來自政府預算，財務會計系統受法規綑綁，

在招生名額、系所存廢及學雜費等項目上，教育部亦有決定之權限，各大學的特

色不明顯，造成國際競爭力提升受限。 

 影響國立大學國際競爭力的關鍵因素，是大學自主性不足，無法提供更好的

誘因吸引各校需要的人才。國立大學法人化能提供的誘因為，提升薪資待遇，強

化獎學金制度，在教學品質上應確保學生能習得與產業接軌的技能，讓學生在未

來職涯上有更好的就業機會，以吸引到國際優秀人才。人才外流是我國近年面對

的問題之一，而人才是國際競爭力來源，若能提供較好的誘因，應能進而提升我

國大學國際競爭力。 

 

（三）高教改革應有長遠規劃 

 大學法人化涉及範疇廣，涵蓋行政院、立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等 

之職權，實施大學法人化必須將決策層級提高，推動「由上而下」的改革，方能

有所突破。從經濟學角度分析，大學供需不均造成失衡的情況，由政府帶領大學

改革，並視為國家重要政策，是成功的必要條件。由教育部、大學及相關組織，

透過廣泛協商達成共識，用宏觀的角度研擬我國需要的高等教育及大學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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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是國家人才培育的重要場所，我國高教若要改革，應考量世界局勢及產

業動向做長遠規劃，由政府帶動相關部會合作，同時進行社會共識的建立，使國

立大學的未來有新展望。 

 

（四）提升我國高等教育國際競爭力之方向 

 論壇中討論提升我國高等教育國際競爭力，可透過政府主導，做全盤性規劃，

好的高教政策亦應有延續性，不因人事更迭而變動，以國家總體利益及長遠發展

為目標。高等教育未來發展應走向自主化高、能動性強的模式，讓大學能以專業

分工，良好且具課責性的管理取代舊式官僚體系，師法國外頂尖大學成功經驗，

根據自身特色做適當調整。 

 如香港城市大學及新加坡國立大學皆為國際頂尖大學，是成大標竿學習的對

象。香港城市大學人事室在近年來權力逐漸限縮，即由歐美國家的大學治理模式

學習，漸進式改革以強化大學自主性；新加坡國立大學則發展策略性布局的教育

網絡，深化與國外頂尖大學的姊妹校關係，姊妹校之間能互相交換學生，使新加

坡國立大學的學生可選擇到世界各國，體驗不同文化與生活經驗。而 QS 世界大

學排行其中一項評分指標即是學術互評，因此新加坡國立大學「增加友校」的策

略，能強化國際排名。臺灣可從這樣的改變做起，提升大學自主性及學生國際視

野，進而強化大學的國際競爭力。 

 

（五）國立大學法人化議題值得關注 

 臺灣的國立大學為教育部附屬機關學校，人事、會計、預算、審計、採購等

法令限制多，「法人化」是強化大學自主及能動性的其中一個做法。大學自設監

督單位、自行管理學校，自負盈虧。優點為擺脫公務人員任用條例規範，教師待

遇更有彈性，排除預算法每年編列限制，自行建立會計制度，以自有經費採購。

缺點則是政府可能不再負擔財務經費，法人化後新聘教職員將不再是公務人員，

無公務員退休福利，相關人事、財務、土地、監督等鬆綁，也可能造成學校治理

疑慮。 

 本論壇邀請各學界先進初步討論，形成好的交流平台，可得到寶貴的知識與

經驗。而國立大學法人化議題值得持續關注，讓大學在國際化脈絡中找到未來發

展的定位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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