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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30 年間，臺灣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快速擴張，大專院校數量和學生入學率也

有顯著提升，讓我國高等教育發展能順應世界潮流進入普及化階段，充分滿足國人接

受更高教育的需求。然不可諱言地，由於多數學校在升格改制與運作過程中忽略了建

立辦學特色的重要性，導致大學治理模式和育才方式出現同質化的隱憂。有鑑於多樣

化人才實為促成國家發展和經濟成長的重要基石，為能協助大學培育多元適性的人才，

本研究從大學分類的論述視角切入，進而闡述多元選才制度以及彈性育才策略對於培

養具有創新能力和獨特技能的學生的重要性。 

在研究過程中，研究團隊運用文件分析、半結構式專家深度訪談，以及次級資料

分析等多元研究方法，藉此掌握國內相關政策方案的理念、推動歷程、運作現況，以

及面臨挑戰，同時亦參酌國外具體經驗與作法，最後獲得致以下研究發現。 

由政府提出宏觀願景再引導大學發展，並兼顧多方意見參與 

就方法論角度觀之，大學分類可分為現況描繪型與願景規範型兩種取徑；但若從

高等教育宏觀規劃的角度切入，大學分類宜採願景規劃型，由政府提出願景，再透過

法規或補助等，利用強制或誘因引導大學發展。但在實踐過程中，卻也發現由上而下

的分類方式可能出現違背大學自主精神，以及政策規劃過程中利益關係人與程度不足

等困境。因此建議規劃大學分類政策時，除了參考學者和校長等專家意見外，也應納

入業界雇主、學生和家長，甚至是社區人士等更多元的政策利益關係人。 

選才制度以拓展升學機會，以及促進學生多元適性發展為目標 

過去十年來，政府提供了多樣化的入學管道，主要有繁星推薦、申請入學，以及

分發入學，各管道皆有其獨特之處，對學生學業成績、特殊才能以及個人背景等因素

之重視程度亦有所不同。此外，單獨招生、運動績優相關管道、四技二專管道等特殊

入學方式也為學生提供更多元適性的選擇，讓各種背景和特長的學生都能夠有升學機

會。選才制度在經歷了一系列變化之後，亦反映了入學制度之調整朝向多元化趨勢，



並對學生特殊才能和個人特質等面向的更多關注與考慮。 

育才策略已從單一科系招生，發展至不分系跨領域修業型態 

國內大專校院開設非傳統單一科系含括了跨領域的課程，多數涉及兩個以上的領

域。在這些跨兩個領域的科系中，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領域與其他領域的連結最為

廣泛，尤其是與工程製造及營建領域、資訊通訊領域的結合。另外，進一步比較兩所

大學實驗教育的方案，兩者皆在於突破傳統學科框架的限制，聚焦於提供學生跨領域、

客製化之多元學習路徑、創新性的學習體驗。 

為培育國家發展所需之多樣化人才，並引導大學展現辦學特色，可從推動願景規

範型之政策引導、納入政策利益關係之多方意見開始，再以彈性化的選才制度以及創

新性、跨領域之實驗教育方案為配套，藉此實現高等教育多元適性的人才培育策略，

進一步厚植國家發展及經濟成長的動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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