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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優質卓越的一流研究所 
社論專載

 

十年前（1994），當民間教改聲浪初起，「廣設大學」的訴求獲得民眾普遍的認

同與支持，也獲得政府主管部門在教育政策上增設大學的具體回應。十年後的今天

，大學及大學生的數量與品質，卻成為社會各界關注和議論的焦點。雖尚無確切的論

斷標準，但當前民眾普遍的質疑是：台灣的大學數量已經過多，而大學生的素質卻有

不足。因此教育部在這幾年實施大學招生「總量管制」，並積極推動大學「系所評鑑

」，希望藉由總量管制抑止大學生數量的成長，而藉由系所評鑑機制提升大學教育的

品質。雖是補偏救弊的應急之策，卻也得到國內各公私立大學「相忍為高教發展」的

支持與配合。

 

繼大學部招生總量管制政策之實施，教育部日前（10月18日）宣布，明年起全面凍結

博碩士班，招生人數不再增加，之後並逐年縮減。所謂「凍結」，如依一般解釋，就

是教育部不再受理增設研究所之申請，當然也不會核准原有研究所增加招生人數。換

言之，一旦此項政策宣示付諸實施，則國內研究所教育將只能在現有的結構與規模中

力求發展。鑒於國內公私立大學對教育部的政策一向配合，相信各大學也能在此項政

策的引導與管制下圖謀發展對策。但是我們必須深思：「凍結」研究所教育的結構與

規模，能否有效因應全球化及數位化的社會變遷與知識創新之需求？若「凍結」政策

勢在必行，大學應如何因應發展？我們願意提出一些看法，藉為政策獻言，也藉之自

我惕勵。

 

 「質量並重」乃各級各類教育發展的基本原則，研究所教育的發展自不例外。教育

部全面「凍結」博碩士班的政策，雖相當程度限制了研究所規模的擴充，卻也提供我

們集中資源、致力於現有研究所品質提升的發展契機。因此，我們必須體認研究所「

創造知識」與「培育人才」的雙重功能，從學術研究、課程改革、教學創新、設備充

實、環境營造等面向，追求卓越，營造優質。就知識創造的功能言，研究所教授須能

發揮個人學術專長，且能合作進行整合型研究，以發展研究所的學術特色。就人才培

育的功能言，研究所依其性質與層級培育學術研究或專業領導人才。因此優質的研究

所必須透過精緻的課程設計與嚴謹的教學實施，厚植研究生的學術及專業能力。當然

，研究所追求卓越必須師生共同努力，唯賴研究生的勤奮好學與多聞善問，才有可能

打造優質的研究所。

 

 打造優質的一流研究所乃是每一所大學的發展願景。我們相信，每一所大學致力於

研究所教育的發展，必有追求卓越的用心與作為。教育部在「凍結」博碩士班之際

，也應該在系所評鑑之外，規劃適當的輔導與獎助措施，激勵國內研究所教育品質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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