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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少子化導致的危機讓高等教育機構面臨非常大的衝擊。根據國家發展委員

會對於臺灣出生人口數推估，自 2025 年開始，臺灣的出生人口大約為 14 萬人，又根

據教育部之統計，112 學年度開始大一學生人數將低於 20 萬人，推估 117 學年度適逢

虎年效應，大一學生人數大約為 15 萬人；119 學年度適逢建國百年及龍年，將使大一

學生人數增加至約 18 萬人；預計未來 16 學年，大一學生人數平均一年減少約 3400

人或 1.9%（教育部統計處，2021）。 

少子化生源不足的情形之下，對各級各類學校都造成嚴峻的經營挑戰。除了臺灣

之外，其他國家也面臨同樣的現象。日本文部科學省 2023 年公布根據少子化的影響

推估 2040 至 2050 年大學入學人數。預計到 2040 年將減少超過 12 萬人，入學人數

為 51 萬人，而到 2050 年預計將降至 49 萬人。目前日本大學入學人數超過大學的總

招生定額 62 萬 6 千人，如果維持目前的總招生定額，則屆時充足率約降為八成左右

（駐大阪辦事處，2023）。但危機也或許是轉機，本文以國際教育訊息為資料搜尋範

圍，統整歸納少子化趨勢下，高等教育招生方案與人才培育的生存法則，以作為我國

招生及人才培育策略相關措施之參考與借鏡。 

貳、其他國家高等教育招生方案 

以下針對日本、韓國、美國等國政府，現行相關高等教育招生方案與人才培育機

制進行說明。 

一、依照社會及產業的需求，提高招生員額，利用「微學位制度」解除科系的限制 

日本政府為促進地方之發展，推動地方創生，結合學校與在地發展，提高招生員

額。起初未對東京首都圈以外之地方國立大學，開放增加招生員額，後來日本文部科

學省以專案審查方式，要求申請之大學必需敘明增加員額之必要性、與地方之合作及

設定中長期目標等 5 項要件。最後同意國立島根大學新開設材料能源學系，該校將搭

配人工智慧、程式設計等領域以培養工學人才為目標；國立廣島大學資訊科學系招生



員額，以培養數位轉換之人才；國立德島大學則增加工學系招生員額，以培養醫療光

學及醫療工程及創新產業之人才。然而雖然增加招生員額，但文科省對大學之人事費

及研究費之補助款並未配合調整，反而有可能增加大學的負擔（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

2022）。 

韓國爲了培養半導體產業相關人才，教育部要求相關部門解除對於半導體產學合

作科系的限制，在執行制度時提供協助。教育部正在檢討將目前半導體產學合作科系

招生名額，從原本增額幅度 20%上調至 50%，以及爲了讓大學生選擇與半導體相關

的科系爲雙主修和副修等，制訂學士班的彈性學制的方案，可以利用目前的「微學位

制度（每學分的學位制）」充分的執行。即便不是半導體相關科系，化學、機械、產業

工學等科系的學生只要選修 2~3 個半導體相關課程，就可以獲得學位（駐韓國代表

處教育組，2022a）。 

二、解除學院—科系間的限制，大一新生皆可「不分系招生」 

韓國教育部計畫自 2024 年開始解除大學學院科系的限制，使大一學生能自由轉

系，同時取消大學須按學術領域分學院及科系經營的規定。這項改變可能導致 2025 學

年度的新生招生開始實施「不分系招生」。醫學院將改為「6 年自由課程編排」，取消

原定的「預科 2 年+大學 4 年」的課程編排方式。這項改變有望減輕醫學生在預科和

大學之間的課業壓力。教育部認為，解除現行規定可鼓勵學校自由設計不同的醫學課

程，培養更多醫師科學家。同時，方案還提供教授和學生參與企業或研究機構的校外

課程機會，鼓勵合作課程的發展。 

這樣的作法將允許更多彈性的招生和課程安排，韓國政府期望透過此方式鼓勵跨

領域的研究合作和增加相關課程。若韓國教育部的修改方案正式實施，將消除科系之

間的障礙，促使學生選擇跨領域相關科系。學生不再受科系限制，有機會根據個人興

趣及性向選擇客製化的課程。這種自主選課的趨勢預計將由大學來協助學生安排課程，

並可能改變教授的身份，由原本的「中文系教授」變為「某某大學教授」。韓國的部分

大學已採用不分系招生，但教育部希望透過修改方案，擴大不分系的經營方式。韓國

也將允許所有科系提供線上學位課程，不再僅限於尖端科技相關科系，這也將有助於

外籍學生取得韓國學位。教育部希望透過這些改革，促進大學改革並改善大學評估標

準（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2022b, 2022c）。 



三、放寬私立大學招生員額的基準，授權大學自主裁量 

日本私立學校振興‧共濟事業團於 2022 年 11 月 9 日發表調查得知日本全國私立

大學有 284 校 2022 年度的新生入學人數低於招生員額數。招生員額不足的私立大學

占 47.5％，係自 1999 年度開始有該項調查以來員額不足最多的一年（駐福岡辦事處，

2022）。 

原本大學招生時會先預估不來就讀的人數，招生時再調升招收人數以致有可能超

過招生員額，但日本文部科學省為避免學生集中就讀於都會地區之著名私立大學，對

私立大學招生員額基準採較嚴格的管控，倘入學人數超過招生員額的 1.1 倍至 1.3 倍

時，則扣除全額補助款，以致大學為避免補助款遭文科省扣減，儘量以招生員額數為

目標，不敢超收過多學生。但如果來報到就學的人數較預估為少時，將影響學雜費收

入，因此以追加錄取考生方式的大學越來越多。 

為改善上述追加錄取考生過多之問題，文科省決定自 2023 學年度開始，不再以

招生員額作為基準，而是以全校學生數作為衡量標準，例如某 1 年入學人數大幅超過

招生員額時，隔年即減少入學人數，則大學可更有計劃調整招生人數，擴大自主裁量

權。 

四、依照學生族群多元化，制訂相關招生策略，提高文化素養和社區參與度 

美國針對有種族意識及經濟不平等族群的招生政策的爭論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

雖然這些招生政策幫助大學招收更多的黑人和拉丁裔學生，但相對於他們在大學人口

中的比例，在全國最菁英的機構當中，這些政策並没有使這些族群得到公平的待遇（駐

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2023）。因此，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針對性招生政策，由大學

輔導員前往資源匱乏的社區，幫助不同背景的學生們取得完成大學申請所需的資源。

COVID-19 疫情期間，幾乎所有的德州公立大學都規定申請者可不提交 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或 ACT（American College Testing）成績，這使得有一部分的大學新

生組成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這項轉變也使校方意識到，標準化考試對於低收入階層

的學生而言，形同通往高等教育的另一道高牆，因為這些考試的本質是不公平的，而

取消大學入學測驗成績提交限制，將為提升大學生種族多樣性提供一道低風險、低成

本的途徑。 



德州農工大學聖安東尼奧分校針對第一代學生、低收入學生和各種文化背景的學

生之需求調整入學指導計畫，名為「La Familia 計畫」，主要在為那些家族中未有成員

曾經讀過大學的學生提供所需的資源。該計畫為高中生家長提供一個為期六週的講座，

內容包括大學課程要求、財政援助選擇，以及數位素養和公民領導力的提升，而所有

完成該講座課程的家長更可為學生贏得高達 1,000 美元的獎學金。藉由這個計畫，可

以讓少數族裔群體得以圍繞在自身的身分和文化基礎上進行交流，並增加其歸屬感

（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2023）。 

參、結語 

如何打造學校品牌，讓高等教育扮演人才培育的角色又不會淹沒在少子化的洪流

中，是每所高等教育機構需要面對的問題。綜整上述各國的招生方案與人才培育策略，

可以發現日本與韓國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日本與韓國皆依據社會及產業的需要，適時

調整招生員額，韓國更因為半導體人才之需求，設計微學位制度，同時也解除學院與

科系間的限制，可利用不分系招生的方式招收大一新生。而臺灣也為了因應產業數位

轉型之需求，教育部從 109 學年開始推動「精進資通訊數位人才培育策略」，相關科

系外加招生名額 10%，擴大招生。113 學年度起公校上限降至 5％、私校上限增至 15

％，使公私立大學協力共同培育國家及產業人力所需人才。 

美國則因為根據各種不同的族群及經濟不平等的族群，制訂了相關的招生及人才

培育政策，包括由大學輔導員前往資源匱乏的社區，幫助不同背景的學生們取得完成

大學申請所需的資源、取消大學入學測驗成績提交限制，以及協助家中沒有任何成員

讀過大學的學生和家長提供所需的資源。臺灣則是推動特殊選才招生計畫，讓部分具

有特殊才能、經歷、成就或不同教育資歷（如境外臺生、新住民子女、弱勢族群、實

驗教育學生等）的學生，透過不同的入學管道適才適性進入理想大學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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