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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論壇】提升大學國際競爭力的策略 
專訪

 

大學為培育國家高級人才、學術研究與創新科技的主要場所，其績效與品質，亦

為影響國家競爭力的重要表現指標之一。尤其當前國際環境瞬息萬變，在這知識經濟

的世紀，也是競爭激烈的全球化時代，大學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與衝擊。為使今後大

學教育能適應多元社會的需求，大學應有創新與突破，力求精進與發展，以提升國際

競爭力，開拓大學教育的新境界。

 

 

 

競爭力的內涵

 

 

 

21世紀是以知識經濟為主軸的世紀，大學尤為各國知識創新與優質人力資源的競技場

。因此，大學亟須致力於高品質的教學和卓越的研究，這不僅是大學永續發展的重要

關鍵，更是提升國際競爭力的必要途徑。質言之，大學惟有努力提升國際競爭力，才

能突破困境，邁向卓越。

 

 

 

「競爭力」一詞，係指個人或組織為求永續發展或生存，所必須具備致勝的關鍵能力

或力量。因此，大學的競爭力可以界定為「在大學的經營管理過程中，能夠展現教育

品質，表現卓越價值，發揮特色，超越顧客滿意，以達成大學目標」的能力。但是大

學如欲增強國際競爭力，其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於是否有不斷「適應」與「變革」能

力。具體言之，為了確保大學競爭力的優勢，大學必須突破現狀，以適應社會的變遷

、產業的轉型、價值的多元以及教育的新潮流，不斷調整與轉型，包括教育理念、經

營型態、課程更新，甚至於在自由化、民主化、國際化的衝擊下，大學須以新的思考

模式、採納新的管理機制、建立新的文化價值觀念，來形成新的大學文化，也才能發

揮新的功能，促進持續的創新與進步。

 

至於大學競爭力的重要內涵，歸納言之，有下列五項：第一、「品質導向」是大學競

爭力的核心，維持教學，研究及服務的品質，是大學的重要工作；第二、「卓越精進

」是大學競爭力的動力，強調大學需要不斷的精進，展現與時俱進的能力，追求完美

，創新學校品牌；第三、「效率效能」是大學競爭力的主力，重視力行實踐，展現績



效，為學校經營生存的重要關鍵；第四、「顧客滿意」是大學競爭力的張力，特別重

視學校的作為與成果，能夠符合或甚至超越顧客的期望和需求，讓學生和家長滿意

；第五、「建立特色」是大學競爭力的保障，大學要在現有環境中找尋創意，重新整

合資源，有效組織團隊，建立充滿活力的新形象與獨特風格。由上所述，「品質導向

、卓越精進、效率效能、顧客滿意、建立特色」等5項內涵，是當前大學競爭力的重

要關鍵因素。

 

 

 

提升大學競爭力的具體作為

 

 

 

大學競爭力的提升，除有賴政府資源的大力支持外，更須大學本身負起重大的責任

，尤應扮演主動者與決定者的角色，積極研訂各項執行策略，以強化大學的競爭力。

 

 

 

一、積極發展大學教育的特色

 

 

 

我國於公元2000年1月1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簡稱ＷＴＯ）」，根據ＷＴＯ的協定

，台灣必須對外開放高中職以上教育市場，在「對等承認」與「學術認定」的情形下

，勢必會對我國高等教育的經營與發展，造成嚴重的挑戰，因此大學因應之道，首先

必須善用各校自有資源與條件建立特色。其次，結合社區人文環境與社會脈絡，兼顧

社會需求與學生發展，以凝聚學校的重點發展目標與方向。新世紀的大學特色的發展

，更須標榜以開放化、多元化、民主化、人本化與國際化為基礎。因此大學特色的形

塑，應以增進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師專業發展為主軸，全面提升大學教育品質為核心。

尤其要做好學生品質管制，督促學生認真學習，打造優良學生的品質保證，提升學生

競爭力，建立大學好的口碑。同時要讓每位教師清楚認識大學的責任，在於「培育人

才、創造新知、增進人類福祉」。而要做好培育人才工作，亟需有「一流的師資」陣

容，所謂「一流師資」應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負、有能力」的學者，在學術社群中

願與大家共同努力追求卓越、創造新知。

 

 



 

二、加強學生的外語能力

 

 

 

由於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外語已成為參與國際事務的一項必備工具。外語的學習最主

要是英語，因為英語已成為當前國際社會的共通語言。台灣要想步入國際社會，就必

須培養學生具有國際觀及地球村的知能，尤應加強外語的學習，以增進國際交流所需

的語言能力。如歐盟已要求其國民精通3種會員國語言，並列為一項重要政策。平心

而論，我國大學生的英語能力仍有待積極提升。因此，各大學校院應採多元方式教學

，以增強學生英語能力，同時積極營造有助於學生學習英語的環境，並規劃英語能力

分班教學，要求學生通過英語能力檢定考試，以奠定學生外語能力的堅強基礎。

 

 

 

三、建立大學校院的策略聯盟

 

 

 

在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中，策略聯盟不應僅侷限於國內教育相關機構的合作，亦應積極

尋找合適的國外教育機構簽訂策略聯盟。其實，大學校院的策略聯盟，通常指在一個

密切的合作體系中，參與聯盟的機構可以共享教學、研究與行政資源，運用結盟夥伴

的優勢，達成彼此相輔成的效果，以提升組織發展的競爭力，共同促進大學教育的永

續發展。

 

 

 

目前國內大學校院面臨國際化的競爭與挑戰，有鑑於此，各大學校院間彼此認為有必

要積極推動策略聯盟的夥伴關係，以跨校的資源分享及整合產官學的合作，期許提升

大學整體競爭力。具體作法為：結合學術界的師資人力，建立以市場趨勢、產業需求

和學界研發力的三角結盟關係與人才交流，創造人才及知識整合的市場價值。此外

，大學校院亦可透過策略聯盟措施，提升國際合作與交流的競爭優勢，並積極鼓勵辦

理雙聯學制。

 

 

 



四、落實自我評鑑機制，增進大學競爭力

 

 

 

大學為追求學術卓越與多元化的發展，宜先深入瞭解本身的定位與特色，擬訂學校發

展重點計畫，以有效方法、持之以恆的毅力，積極推動校務，且能適時檢討，做好自

我管制之工作。大學自我評鑑實為達成此一目標的重要途徑，亦為增進與保證大學教

育品質，提升學術水準與研究深度的必要措施。此外，高等教育面對全球化的國際競

爭，教育當局也有責任建立客觀的評鑑機制，藉以了解各校辦學績效，激勵各校充分

利用教育資源，不斷改進創新，以提升整體高等教育的競爭力。

 

 

 

五、建立知識管理與校務管理系統

 

 

 

各大學行政的運作，應重視服務品質及提升行政效率，以充分支援教學與研究。同時

採用工作流程的國際標準化作業系統（即國際品質認證），可能也是必要的措施。尤

其有效的運用現代知識管理；增進工作知識分享與創新管理機制，更能創造競爭優勢

。其實，在知識社會中，組織的目的在於使知識變得更具有生產力，亦即如何讓知識

具有更大的力量，去開創大學嶄新的形象。尤其大學在知識社會中扮演著「知識創新

」與「培育優質人力」的重要角色，如能率先落實知識管理的組織運作，必能改善繁

雜的校務工作，有效提升行政效率，增進服務品質。

 

 

 

結語

 

 

 

綜觀國內大學的發展，因知識經濟時代的挑戰，而面臨重大的轉型，舉凡大學教育的

理念，經營的型態、制度的變革，課程的更新等，將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衝擊與變動。

大學亟需以新思維、新觀念、新方法，藉由知識管理的新工具，採納新管理機制，妥

善整合學校資源與建立特色，重新發揮大學功能，全面提升大學教育的品質與競爭力

，追求卓越，迎向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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