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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計畫鎖定 1. 落實教學創新、2. 提升

高教公共性、3. 發展學校特色、4. 善盡社

會責任四個目標(教育部，2017);第二期計

畫目標改為 1. 教學創新精進、 2. 提升高教

公共性、3. 善盡社會責任、4. 產學合作連

結(教育部，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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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促進大學品質及高教多元發展

（品質、特色、社會責任、弱勢支持）

協助大學追求國際一流和發展研究中
心（教學、國際競爭、研究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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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 高教深耕計畫經費補助臺灣所有大專

校院，想了解其能對於高教整體運作、品質及

發展，產生何種貢獻？

（二）高教深耕計畫兩期經費高達1800餘億，
想了解其對不同類型、規模、品質的一般大學，

在校務發展上能產生何種效果？



（三） 高教深耕計畫對於大學辦學自主、

特色發展、教育品質及教育成果有何影響，

需要深入探討。

（四） 高教深耕計畫與教育部規劃推動的

各項高教政策，是否適切配合，能否相輔

相成，需要詳實檢視。



（五） 高教深耕計畫相關研究文獻甚少，希望
透過本研究能夠檢視文獻，進而實地檢驗成效，
發掘問題，提供建言。

（六） 在已完成且深受肯定之大學競爭性計畫
研究基礎上探討高教深耕計畫，將有助於強化
高教領域政策研究功能。



研究目的
（一）檢討我國高等教育政策推動高教深耕計

畫的理念與價值。

（二）分析高教深耕計畫運作機制及其經費分

配運用產生之問題。

（三）探討高教深耕計畫對大學校院校務及高

等教育發展的影響。



（四）檢視高教深耕計畫對提升高教品質及強

化國際競爭力之功能。

（五）研究高教深耕計畫之利弊得失，提出其

未來轉型發展之建議。



文獻探討

§國際高教發展計畫與實施經驗之分析

§我國高教環境變遷及高教問題分析

§我國高教深耕計畫內涵與問題之探討



研究架構



研究方法

文件分析 座談訪談 問卷調查





研究發現與討論









重點討論



深耕計畫問題重點討論 I
§各大學雖對深耕計畫抱持歡迎態度，但執行
時愛恨交織，亦有不少批評和期許。

§經費分配的考量：非全球鏈結總經費一般、
技職各半；普惠（20%）vs. 競爭（80%）；
教學經費佔半數以上；非全球鏈結 vs. 全球
鏈結（佔>53%)。
§對經費分配、核定、撥用及核銷都有不少意
見。



§計畫理念、目標和價值得到絕大多數的支持，認
為對校務和高教發展有影響，對高教品質和國際
競爭力有助益；對計畫運作機制和經費有意見。

§支持本研究所提改進方向

§對計畫內容決策及高教決策位階的意見。

§對缺乏高教發展藍圖的意見。

§對計畫透明度及溝通協調的意見。

§對計畫內容項目不斷累加之意見。



§本計畫不利於大學自主和創新，大學需要在
計畫框架內規劃和行動。

§常態行政和教學人馬vs.深耕行政和人力。
§大學日常行事和深耕計畫行事雙軌運行。

§希望針對不同類型大學發展之需求有所回應。

§希望教卓12年未得到支持的大學特別協助。
§造成各大學競爭加劇難以合作。



結論 I
§一、深耕計畫的理念及目標受到肯定，該計
畫也賦予大學更大動能;但大學憂慮計畫內
容項目不斷累增。

§二、深耕計畫經費補助在大學學費調整受限
下，對大學辦學有其助益，因而受到大學的
肯定和支持;然大學擔心計畫和經費補助延
續與否，也認為該計畫的補助經費配置有失
衡平，計畫項目和經費配置需要名實相符。



§三、深耕計畫所列舉的目標，大學已轉化實

施，且多所達成，對大學的發展與品質，

具有正向影響，諸如:落實教學創新、提升
高教公共性、發展學校特色、善盡社會責任，

及進而培養學生未來所需能力等;但是，一
直以計畫形式推動，對大學發展產生不利

的影響。



§四、深耕計畫兼具普惠和競爭性質，各校都

得到提升教學品質一定比例補助保障;但大
部分仍需要競爭，占比很高達 94%。整體
而言，深耕計畫仍屬於競爭性計畫，具有競

爭的優點和缺點，因而校際競爭激烈，校際

之間較缺合作。



§五、深耕計畫的運作機制，相較於以往的競爭

性計畫，已有不少改善，例如先審構想書再審

計畫，受到肯定;但審查委員的適格性、審查意
見的合宜性、經費分配的透明度、相關資料之

公開度、核定經費的撥付時程、整體計畫之檢

討改進、各大學與計畫辦公室之溝通、一校一

本、精準訪視等，均受到質疑，而有不小的改

進空間。



§六、深耕計畫規模愈大，其競爭愈大，綑綁

也愈緊;大學辦學方向和內涵被計畫框限很
大，難以破除大學辦學標準化的現象。

§七、深耕計畫的推動，不只未改善大學教育

資源兩極化問題，更可說是擴大兩極化現

象。



§八、深耕計畫補助下，大學辦學資源匱乏現

象，得到部分疏解，但各大學仍有調整學費

的需求。

§九、不同利害關係人對深耕計畫具有相當一

致的意見，亦有不同意見，值得重視。



§十、深耕計畫的推動，顯示高教決策，缺乏

永續發展的機制及高教治理層級太低。

§十一、深耕計畫的規劃和實施，需要高

教發展藍圖做為南針。



建議 I
§一、強化政策鏈結，力求計畫目標、內容、
經費及評鑑名實相符

§二、改善深耕計畫的整體運作機制，促進各
大學內化計畫的目標和內容項目，強化資料
和經驗分享

§三、深耕計畫在提升大學動能之際，也要減
少校際不良競爭，建立促進大學校際合作
機制，著眼於高教整體卓越鼓勵大學校際合
作，研提合作計畫



§四、縮小深耕規模，把著有成效的內容項目，

納入大學常態運作

§(一)深耕計畫推動的內容及項目，避免逐年
增加、愈來愈繁雜。

§(二)深耕計畫執行超過五年、且執行成效良
好的項目，宜納入教育部補助大學的年度經

費編列，以利大學常態運作、永續發展。



§(三)推動深耕計畫與校務評鑑結合的績效評
估機制，以大學校務分析為藍本，回歸校務
評鑑的獎勵機制，經由增加國立大學基本
經費的補助，及提高私校的獎補助經費，促
使大學治理常態化。

§(四)將深耕計畫這類競爭性計畫改為試驗性、
誘導性或政策性計畫，讓適合且有意辦理的
大學，自行提出計畫申請參與。





§五、保障大學辦學所需的基本需求經費，
維護大學教育品質和學生受教權
§(一)深耕及相關計畫宜確保高教的整體優質
發展，協助各大學都能追求卓越。

§(二)深耕及相關計畫宜加強對過往未得到教
卓計畫補助大學的協助，改善其長時間未得
到重視和支持的狀況，以確保其辦學品質。





§六、鬆綁現行學費政策，俾利大學自主運作
及發展特色

§七、建立永續的高教決策機制，提升高教治
理層級，有效規劃高教策略

§(一)評估整合教育部內高教司及技職司的高
等教育業務，成立高等教育署，以整合規
劃一般及技職兩類高等教育，以利於學術研
究及學生學習的相互交流及互補。







§八、擘劃高教發展藍圖並定期修正，提供深
耕計畫及各校發展的依循
§九、未來研究的重要方向
§(一)參考本研究建議進行規劃改進
§(二)針對第二期的及整體成效加以探討
§(三)科技校院深耕計畫的執行成效
§(四)改進學費政策、高教治理，高教決策
§(五)規劃高教藍圖



省思
§深耕計畫開始重視整體高教但力量不足，M
型化依舊甚或加劇

§開始重視特色發展，但規模愈大規範愈多，
愈易流於標準化。

§強化全球鏈結型之全校型及研究中心但目標
和成效欠明確

§大學疲於奔命但公義和品質的追求仍待努力



•職無貴踐、行行出色
•多元卓越、社會幸福

社會需求

•拔尖汰弱》整體卓越
•校校優質＋各具特色

理念政策

•高教資源＋校際合作
•本土社會＋國際競合

環境支持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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