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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馬總統就職演說  論張建邦博士「高教鬆綁 回應全球化挑戰」  
社論專載

 

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馬英九先生於五月二十日就職並發表演說「人民奮起，台

灣新生」文中提及新時代的任務即快速提升台灣的國際競爭力，挽回過去流失的機會

，並進一步強調「開放則興盛、閉鎖則衰敗」；因此，必須「堅持開放、大幅鬆綁、

釋放民間的活力、發揮台灣的優勢」。在此目標下，馬總統亦提出對教育與人才培育

的觀點--「用心培育我們的下一代，讓他們具有健全人格、公民素養、國際視野與終

身學習的能力」。顯示出馬政府對教育百年大計的前瞻性思考，並確立了高等教育鬆

綁並賦予自由發展空間的目標。

 

這般具前瞻性與策略性的觀點深深激勵所有教育工作者，不過相同的洞見更早即在教

育界醞釀並發酵，在馬英九先生以準總統身分與民間社會人士互動並傾聽民意而舉辦

之「台灣向前行請益之旅」的「北區教育座談會」時，本校創辦人張建邦博士即提出

台灣高等教育「全面鬆綁」的建言。

 

張創辦人受邀參加「台灣向前行請益之旅」座談會時，剴切指出：面對知識產業經濟

的來臨與全球化的趨勢，當前對於高等教育諸多管制的政策，不僅造成大學的趨同化

，更讓各校在治學理念上喪失信心。因為，台灣高教除了負有傳承歷史、文化及社會

責任外，還需要滿足市場需求。當前各大學所面臨的考驗在於學術卓越的追求。追求

學術卓越需要爭取和保有眾多優秀研究人才，勢必要能獲得雄厚的經費資源，唯有如

此，台灣的大學才能在全球化時代裡與其他國家的大學競爭。張創辦人認為：政府當

前基本的作法，在政策上應全面鬆綁 （de-regulation） ，利用民間經濟力量和資

源來支持高等教育的發展，並且讓各大學充分發揮建校理念、特質及所長，才能與國

際一流大學一爭長短，以達到學術卓越的目標。張創辦人語重心長地指出，唯有「為

未來做好準備，把高教鬆綁，恢復失去的信心」，才能竟其功。張創辦人以恢弘的胸

襟，寬廣的視野，前瞻的理念，植基在全球可能的未來發展，清晰且深切地指出台灣

高等教育當前所面對的困境，並從長期趨勢的觀點，提出具體看法，期許新政府未來

對於台灣高等教育應做出深遠確切的貢獻。

 

馬英九總統在就職演說中的闡述正回應了張創辦人與教育界人士的殷切期盼。馬總統

指出「開放則興盛、閉鎖則衰敗」，將以積極的開放立場，為台灣勾勒一個新時代的

未來；而且在鬆綁賦權的過程中，保證政府將不再是拖累社會進步的絆腳石，而是領

導台灣進步的發動機。至於培育下一代的目標，「讓他們具有健全人格、公民素養、

國際視野與終身學習的能力」，此與淡江大學推動之三環五育的教育核心價值，並貫

徹本校教育理念之國際化「擴展視野」，未來化「終身學習」能力的建立，以培育具



心靈卓越的二十一世紀全球化優秀人才，完全契合。

 

總統的就職演說在於揭櫫未來執政的理念與確立未來執政的方向，其內容與創辦人張

建邦博士的建言相應。確實對於一個開放、鬆綁、釋放民間活力、發揮競爭優勢的台

灣高教的未來，提供了樂觀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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