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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一：多元環境下，大學發展之道－藍海經營策略新思維】 
特刊

 

102學年度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於3月21日在學生活動中心邀請素有「臺灣管理

學之父」美譽的元智大學名譽講座教授許士軍，以「多元環境下，大學發展之道─藍

海經營策略新思維」及臺北捷運公司車輛處處長許英井，以「臺北捷運品質管理的現

況與展望」進行兩場專題演講。本報整理內容精華，以饗讀者。

 

許士軍的專題演講主要探討如何將「經營」觀念應用於大學組織上，以及如何擺脫當

前大學困境之途徑。許士軍開門見山地提到所謂「多元」只是一個構面，其中包含全

球化、數位化和網絡化等等，社會的組織已經不像當年的層層節制、嚴密監督，現在

的趨勢幾乎都在談虛擬、無邊界、內部創業、團隊組織和逆向授權等等。

 

許士軍並提問指出大學也是社會組織，有「經營」這樣的走向嗎？社會引進許多新的

觀念，但大學有無引進？擁有管理背景的他認為應把大學當成一種服務業，社會是其

服務對象，提供人才及研究，秉持著受惠者付費原則，私立大學們應該收取相對費用

。他並以五星級飯店為例，收費高昂但是提供好的服務，這樣才能鼓勵其服務越來越

卓越。

 

當前大學的困境之環境與背景因素

 

他闡述造成當前大學困境之環境與背景因素，因為少子化，學生人數從30萬降到10幾

萬人，大學供過於求，166所大學面臨激烈競爭。做得再好也要配合顧客需要，顧客

很挑剔，競爭也激烈，如何適應環境是最重要的一環。他繼之提出大學組織問題，在

僵化與標準化法令限制下，大學難以採取多樣性與靈活性的經營模式，加上大學本身

缺乏配合環境改變與時代潮流的創新機制、學雜費無法自主等都是造成當前大學困境

的因素。

 

許士軍更以新加坡為例，其為了發展成為東南亞高等教育人才的培養中心，鼓勵國際

上頂尖大學到新加坡設校區，國家不但提供土地還提供經費，並以此例勉勵各校要靠

自己創造價值，以得到社會資源的回饋。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白吃的午餐更不可能

吃得好，他強調，大學的生存有賴其對於社會的貢獻，一定要憑貢獻才會獲得肯定。

 

在現有基礎上努力並策略性轉型

 

為突破困境，各校採取諸多振衰起敝的辦法，但許士軍觀察到大學本身定位及特色與



發展方向、增加工作歸哪個單位負責、增加支出來源等問題還是無法解決，所以他表

示為擺脫當前困境，應該在現有基礎上努力，並策略性轉型。

 

在現有基礎上的努力標的，許士軍提出6點建議，包含：一、繼續投入資源，提升學

校軟硬體。二、加強促銷與公關活動以增加知名度。三、爭取政府補助。四、鼓勵教

師多多出版學術論著。五、節省開支，精簡用人。六、降低學費或提供獎學金。

 

在策略性轉型上，許士軍提出兩點建議，包含：改變經營模式，及採取合作或合併經

營。他認為大學要發展出自己獨特定位，大學應自問自己的願景是什麼？想要辦成什

麼樣的大學？並根據自己所設的目標願景努力，根據本身條件及優勢策略性轉型，找

出未來發展方向。

 

就當前大學組織運作上的弱點與限制，許士軍表示，低成本辦學要做什麼事都很難

，並坦白指出和全球各校談合作案、締結姊妹校等等，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但經

費從哪裡來？另外他認為行政工作十分重要，在臺灣卻時常被疏忽。他再次以新加坡

為例，一個學院中就有8位副院長，行政工作細分，不像臺灣，老師們蠟燭兩頭燒

，要做研究又要做行政管理，既辛苦成效也不佳。學校需要行政人員的支持，就如同

紅花雖好，也需要綠葉幫襯。美國或新加坡的大學老師未必比臺灣優秀，但為什麼好

像可以做很多事情、有很多創新做法呢？這都是來自行政單位的效能，有堅強的專業

人士在負責，更具延續性，避免行政脫節。

 

大學應屬多元的生態社群組織

 

許士軍分析大學必須放棄單純的層級結構，大學應屬多元的生態社群組織，他認為大

學功能不該一成不變，須配合外界環境發展自己特色─上、中、下游的組合，校園內

有屬於上游之哲學、數學、人文、藝術等純知識領域，有屬於中游之自然、社會、生

命等科學領域，還有屬於下游之建築、會計、臨床醫學、法律、工程、管理等應用與

專業的領域。在定位與特色上，許士軍認為若將大學單純的劃分為研究型或是教學型

，並不適合臺灣的大學現狀。

 

許士軍建議大學應配合社會與科技發展，有更多樣性的經營模式，選擇發展策略應基

於本身的條件與優勢、資源、地點、形象等，而非標竿性的模仿。從策略性發展來說

是比較辛苦，但是成效出來後就拉開了和其他人的距離，淡江大學有很多傑出校友

，這是一個優勢也是資源條件。

 

教育是崇高的事業，管理是很不一樣的，供給和需求要結合，才能做出自己特色，避



免學生成為標準化商品。許士軍並再次強調標準化的產品沒價值，需做出特色才有價

值。（文／姬雅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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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士軍演講中以捷安特全球品牌經營學為例，表示：「不要第一名，要做唯一」。 （攝影／吳國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