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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驚聲】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講座教授吳清基 私立大學兩岸現況與

未來展望  
翰林驚聲

 

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講座教授吳清基資歷豐富，現任臺灣教育大學系統總校長

，曾任臺北市教育局局長、教育部常務次長、政務次長、教育部部長等要職，更是少

數從基層做起，同時擔任過小學、中學、大學、行政部門內部職位的教育界人士。

 

吳清基研究專長：教育行政決策與執行、教育政策規畫與研究、教育行政與領導、教

育行政與溝通、教育行政決定理論研究等。2012年卸任教育部長後，至本校任教期間

，對兩岸大學的政策頗多觀察，也帶領學生至中國大陸各大學交流，有其獨到見解。

本文整理吳清基的演講重點。

 

「教育」無公私立之別

 

先從兩岸私立大學在高等教育中扮演的角色談起，「教育」做為人類的希望工程，雖

有公私立學校之分，但人才並無公私之別。私立大學分擔政府高等教育培育人才角色

，在教學、研究和服務功能上，皆有和公立大學分庭抗禮之實力。

 

兩岸私立大學的設立，都是在為社會培育有用的人才，具有彌補政府公辦學校教育不

足的作用。兩岸政府對私立大學之設立，均有正面肯定和扶助發展之管理輔導政策依

據。

 

兩岸私立大學的設立和發展

 

臺灣所有的私立大學均須登記為財團法人，具有非營利性、公益性質的特色。憲法對

私人興學，明文規定國家應有適當之監督及獎勵補助制度，以保障私立大學的優質發

展。目前臺灣頂尖大學和典範科大獎助，均有私立大學及私立科技大學得到獎助。

 

因應少子化影響日趨明顯，政府積極輔導部分私立大學退場轉型發展，發展高教輸出

政策、推動學校整併等，盼能增加高等教育資源的整合。

 

中國大陸私立大學不同於臺灣，是採用分類管理的方式。非營利性民辦學校登記為非

營利法人（同義於臺灣的財團法人）；營利性民辦學校則登記為企業法人。

 



兩類民辦學校在管理面執行不同的會計制度、收費政策。政府在扶持面，對其則實行

差異化財政扶持和稅費優惠制度。這樣的分類管理是推展民辦教育能健康發展的重要

舉措，也是世界各國私立教育發展規範的普遍做法。

 

目前大陸教育規劃綱要提出「積極探索營利性和非營利性民辦學校分類管理」工作任

務，選擇部分省市開展分類管理改革試驗地點。

 

合作交流的檢討與現況

 

兩岸大學教育的交流，可回溯自1992年，立法院通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允許兩

岸教育交流的法律條文。2010年8月，立法院再度修正通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大學法」、「專科法」，（簡稱「陸生三法」)，正式開啟兩岸大學生教育交流之

大門。

 

近年來兩岸大學生交換熱烈，截至2013年，陸生來臺人數已有2萬1千多人之多，臺生

到大陸研修人數也約達8千5百人。

 

臺灣方面基於諸多考量，對陸生設有「三限六不原則」。所謂「三限」，是指限制雙

方交流的學校數、學生數及學科領域。僅承認臺生去大陸「985工程」大學就學畢業

之學位，每年開放陸生兩千人來臺就學，不承認去大陸修讀醫科之學歷文憑。

 

「六不」則分別為陸生來臺就學不加分、不影響招生名額、不提供獎助學金、不允許

校外打工、不可考照、不可續留臺灣就業。

 

該原則是一種權變措施，不盡合理完善，它是政治對立下的一種妥協權宜作法。

 

大體歸納，有下列成效：一、互選學生研修學習：利用兩岸校際合作交流機會，互選

學生到對岸私立大學研修課程，彼此承認相互授與學分，拓展學生之學習體驗與視野

。

 

二、辦理假期參訪活動：雙方大學利用期中或寒暑假，或利用兩岸大學生姐妹校聯誼

，到偏鄉遠行進行弱勢關懷。如：臺灣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3校

，學生暑期推行「孔子行腳」活動，可增進雙方學之情誼和拓展視野。

 

三、合辦或輪辦雙方學術論壇：利用雙方合辦或輪辦學術論壇機會，增進雙方私立大

學之學術交流。可一校對一校，亦可多校對多校，或兩岸每年輪辦，廣邀兩岸各私立



大學參加。

 

四、建立雙聯學制：利用雙方姐妹校建立之策略聯盟關係，平常雙方教師、行政人員

和學生相互訪問、研習、講學，雙方學分互認、學歷證書共同頒授等。

 

未來展望

 

兩岸私立大學均為培育有用人才努力，進行交流合作、分享辦學理念和經驗，是互補

互利的。尤其，兩岸生活習慣、語言相去不遠。臺灣高等教育收費比歐、美、日、韓

、香港便宜，在國際高等教育評量成績表現也很不錯，又保留有最完整的中華文化

，確實在兩方教育交流上有其一定的貢獻和價值。

 

未來兩岸交流政策上，雙方均持正面看法。雖然因為雙方政治、社會、經濟、教育環

境之發展，無法一步到位，但只要朝向正向發展，相信不久必將會有突破性的發展。

（文／蔡晉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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