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與資源

讓大學教育滄失重生
「第三屆大學理念資源分配與社會實踐學術研討會J 後記

.明新技術學院校長張光正。 。台大教務長李商司津。 。政大校長鄭瑞城。 .元智大學詹世弘。

為因應二十一世紀新形 在經歷了二十世紀政經文

勢對大學之挑戰，並 化情勢繁複劇變之後，全世

喚醒朝野各界對大學教育之 界的各種結構秩序已然改

重視，本校承蒙時報文教基 觀，在海峽兩岸都加入

金會的贊助於六月二十七日 WTO以後的二十一世紀，

合作辦理「第三屆大學理念 高等教育將面對新的形勢 。

資源分配與社會實踐學術研 臺灣在過去十餘年間，由於

討會 J '該研討會每年均舉 社會、經濟的重大轉型，以

辦一次，邀集各大學校長及 及政治的快速民主化 ， 大學

關心高等教育之相關學者共 教育也歷經種種重大的變

同研討，獲得頗多迴響 。 今 革 。 在自主化與民主化的轉

年係第三年辦理，會中特別 型過程中，台灣的許多大學 。黃俊傑與余範英相見甚歡。

邀請到時報文教基金會余範 院校正面臨著下列幾個主要 一步檢討，尋求更合理健全 善用資源 ，實已構成新的挑

英董事長、廣州中山大學李 課題: 的校國民主模式。 戰。

萍副校長及該校教育學院鍾 (一) 校園民主的再出 (二)教育資源再調整: (二)學術7.1<.準的再提

明華院長及武漢科技大學劉 發 : 新《大學法〉讓大學自 國立大學正面臨教育經費緊 昇 :台灣各大學這幾年來學

光臨校長等人，共同探討兩 主有了較具體的法律依據 ， 縮的嚴重課題，長此以往， 術表現確有長足進步，但資

岸的教育理念並進行經驗的 但隨著校園民主化的發展， 終將導致國內高等教育品質 源投入之不足以及難能持

3i惜、、U古fL 0 也衍生了許多問題，亟需進 之低落，因此，如何創造並 績，勢將成為未來進一步發



。中研院院士楊國樞。

展之阻礙 。

( 四)國際化的落實.大

學要能真正國際化，最重要

的是要具有相當程度的國際

學術水準'並擁有自己的特

色 。

(五)社會服務功能的提

升:進入二十一世紀，大學

與社會的互動必然更加密

切，大學如何既能滿足企業

的需求，又能建立大學之主

體性，同時不流於功利，兼

顧基礎學門與人文之均衡發

展，在在皆應謹慎面對 。

大學是創新知識與發展技

術的重要場所，值此知識經

濟的新時代，世界各國莫不

重視大學的發展，以帶動國

家整體競爭力的提升。隨者

社會的快速變遷，大眾接受

高等教育的需求與意願遞

增，於是近年來大學校院數

及學生人數快速增加，但整

體教育經費未見增長反而減

少了20% '若與亞洲其他

著名大學學生單位成本相

教育與資源

。中正大學校長羅仁榷。 。台大學務長溫振源 。 .東吳大學校長劉源俊 。

.本報社長林聖芬與台大教務長李商司j穹共同主持縱合討論會 。

比， 日本東京大學 1997年 所，學生人數(含大學部、 資源的籌措與分配」與「二

為新台幣的0萬元、大阪大 碩士及博士班)也從5 ， 379 十一世紀大學與社會的互

學 1996年為新台幣 104萬 人增加為53萬7千263人 。 動」等議題進行深入討論 。

元、香港中文大學 1996年 高等教育在量方面的快迅擴 與會人士精采的對話，讓人

為新台幣92萬元 。 相較之 充，使質的提升成為必須面 留下深刻的印象，期望往後

下，台灣的大學校院學生單 對的重要問題 。 每年都能舉辦類似的研討

位成本遠遠不及以上的國外 本次研討會即為因應上述 會 ， 讓大家有機會凝聚共

大學，高等教育部門應如何 之新挑戰而召開，會中由本 識，共同思考大學的理念及

籌措並運用資源，實係二十 校校長陳維昭發表主題演講 方向 。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

一世紀之重大挑戰 。 「大學治理的新發展 J '並邀 時報文教基金會長期對大學

另一方面 ，從 1950至 請兩岸各大學校長分別就 教育的關心及支持 。

1 990學年度，台灣地區的 「大學教育的理念與二十一

大學院校從4所增加為 1 35 世紀的展望 」 、 「 大學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