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如何延攬和留住優秀人才？ 

借重美國經驗建立更具吸引力的大學教師薪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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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大學教師薪資水準較難吸引國際優秀人才 

近年來，媒體頻頻報導臺灣大學校院因教師薪資偏低導致人才不斷流失，儘管有

研究指出，薪資高低並非吸引人才的唯一要素；但不可諱言地，薪資高低攸關大學教

授個人生活品質、幸福感與尊榮感，因此，薪資制度在高等教育領域中，向來都是備

受關注的議題。 

但大學教師在臺灣究竟是屬於高薪或低薪族群，其實應就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分

開說明。就國內市場而言，2021 年我國大學教師平均薪資約為人均 GDP 的 1.3 倍，

2016 年在各種行業薪資排名中僅次於機師、醫師和牙醫師等行業，故大學教師在國內

仍屬於具有競爭力的行業。然而若是放在國際高等教育市場中進行跨國比較，則可發

現我國大學教師薪資制度雖具有可維持教師生活穩定、逐年調薪、物價水準低、固定

年終獎金等優勢；但平均年薪仍低於美英日星等國家，故對於國際優秀人才的吸引力

不高。加上我國大學教師薪資缺乏差異性，不同學門教師之間、新聘和資深教師之間

的薪資差距不大，也是無法有效延攬國際人才的重要原因。 

績效化和差異化為美國大學教師薪資制度的兩大特色 

美國對於吸引國際頂尖人才向來不遺餘力，在大學教師薪資制度的設計上，有兩

項特色可供參考： 

一、引進績效化的大學教師薪資制度 

美國大學專任教師的薪資制度主要分為兩種，一為單一薪資制度，係依新聘教師

之最高學歷、累計年資與應徵職級來決定未來的薪資水準；二為合約薪資制度，根據

教師過去的學術聲望、教學經驗與研究表現等績效因素，由系主任或院長與教師就未

來工作負擔和薪資水準協商後簽訂契約，再交由學校高層學術主管核定。整體而言，

公立大學以單一薪資制度為主，私立大學則多採用合約薪資制度，由於美國高等教育



系統中私立大學校院數量占多數，因此契約薪資制度已成為學術界認可的主流趨勢。 

由於大學教師具有高度的獨立性與自主性，不但課堂上的教學行為較難直接監督，

其研究成果也很少能有效預測。因此，可透過績效薪資制度的激勵效果來引導教師達

成組織預設目標，同時取代直接干預可能衍生的監督成本與自主性疑慮。至於績效薪

資的衡量標準為何？由於美國大學內部運作自主程度相當高，因此各校之間，甚至同

校不同學門領域之間，在教師聘任、升等與薪資決定因素上都可能設置不同衡量標準。

另一個問題是，績效薪資應占多少比重較為適宜？此問題則視各州政府的高等教育政

策目標以及各大學整體財務狀況來決定。 

二、建立差異化的大學教師薪資制度 

美國大學教師薪資制度的差異化特色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公私立大學之教師薪資具有差異：美國公立大學校院以單一薪資制度為主，此

係因公立學校受限於法規限制，能給予年輕學者的薪資有限。相較於公立大學，

私立大學在經費籌措和運用上則更加靈活多元，可提供較具彈性的薪資制度和

更高的薪資做為吸引優秀教師的手段。 

（二）教學型或研究型大學之教師薪資具有差異：由於研究型大學獲得外部資源的管

道多、能力強，自然可提供更高的薪資來吸引具研究能力的教師和研究人員。

因此，在美國愈是在全球大學排名系統中名列前茅的大學，其所能給付的教師

薪資與其他學校的差距就愈大。 

（三）位於不同區域學校之教師薪資具有差異：美國各地區經濟發展和州政府投入程

度不同，大學教師薪資水準也出現差異。整體而言，東北部的新英格蘭、中大

西洋，以及西部的太平洋等地區薪資水準較高。 

（四）不同學門之間教師薪資具有差異：各行業人才供需情形不同，醫學、法律，金

融等專業人才在勞動市場上需求較大，大學校院必須與私人企業或其他公部門

競爭人才，故通常必須提供較高薪資以吸引人才願意從事教職。 

未來展望：朝「基本需求＋差異化＋績效表現」之薪資結構模式邁進 

綜合考量我國現況和美國特色，本文建議未來我國大學教師薪資制度之改革可朝



「基本薪資＋X＋Y」之模式邁進。所謂「基本薪資」，至少應包含目前的本薪（年功

薪）和學術研究費，用來保障教師基本生活需求；「X」為各校依其實際狀況和發展需

求，利用學校自籌經費為校內每位教師增加的薪資，可依照不同學校屬性、不同教師

職級、不同學門領域，甚至不同所在區域來訂定具有差異性的補充薪資額度，藉此打

破目前各校教師薪資齊頭式平等的現象。至於「Y」則是績效薪資，由各校自訂績效

標準，就表現卓越的教師提供激勵獎金，目前國內彈性薪資即為其中一環。透過前述

三種薪資的組合和搭配，逐步落實擴大各校教師薪資差異的目標，同時也能提供教師

跨校流動的誘因，為臺灣高等教育的創新發展注入生機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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