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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私立技術校院財務運作之研究

林宜樺、許添明

摘要

對於國立大專校院及一般私立大學，我國私立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在學校規

模或政府資源分配都明顯處於劣勢，尤其近年受少子女化影響，生源逐年減少，

對於高度依賴學生繳交學雜費以維持正常運作的私立技術校院而言，財務收入更

顯嚴峻，招生不佳的學校甚至可能面臨退場困境；因此，如何維持最佳財務狀況

以提供豐裕的教育資源，提升辦學品質，吸引學生就讀，遂成為這群爭取高教經

費最弱勢且擔負照顧最多弱勢學生的私立技術校院最重要的工作。本文目的即在

了解2006至2008這三年期間我國私立技術校院財務運作狀況，並以招生良窳學校
進行彼此與整體相互比較，期望該分析結果可以有效改善我國私立技術校院的財

務運作策略，提升對弱勢學生的就學照顧。本文發現學雜費確實為私立技術校院

最主要之收入來源，占其總收入的七成，但在面對少子女化的挑戰，其財務開源

與節流策略仍明顯不足；招生情況良好的學校因為其他收入來源相對豐厚，對學

雜費收入依賴程度較低，但仍致力於辦學品質的提升與學生就學條件的改善；招

生情況較差的學校卻未用心於改善財務運作及辦學條件。根據上述發現，本文分

別對私立技術校院、招生情況前段與後段學校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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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Management of Taiwan’s Private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Yi-Hua Lin  Tian-Ming Sheu

A b s t r a c t

Compared with public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private universities, 

private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in Taiwan encounter more disadvantages. Due to the 

low birthrate in recent years, private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highly dependent on 

tuition, have experienced financial difficulties, and some institutions lacking sufficient 

enrollments have been forced to shut dow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was to describe 

the financial structure of private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from 2006 to 2008 and then it 

compares the institutes with good recruitment records with those with bad recor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ui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of income for private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Yet when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the low birthrate, increasing sources of 

financial revenue and cutting expenditures will still be inadequate. Institutes with other 

sources of income and relatively less dependent on tuition revenue are commit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learning conditions. On the contrary, 

institutes with poor recruitment records have been unable to improve their 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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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and teaching environments. This paper ends by offering advice for private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with good and poor records of recruiting students.

Keywords:  privat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ivate technical college, low birth 
rate, revenue streams of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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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育部自2006年起，推動兩期五年五百億計畫，期望在10年內，我國至少有

一所大學躋身國際一流大學，進入世界大學排名前100名（教育部，2005）。儘

管該計畫引發不少爭議，但觀諸獲得該計畫補助款的所謂「頂尖大學」，除了長

庚大學是私立的之外，其餘都是國立大學。然而，相較於這些集所有光環與經費

挹注的12所頂尖大學，以及獲得政府近半數經費補助的國立大學校院（教育部，

2010a），我國大學光譜的分布，有一群擔負起照顧大多數弱勢子女責任的私立

科技大學與技術學院（彭森明，2005）（以下簡稱私立技術校院），卻鮮少受到

關照。

近年來，受到全球景氣的影響，各國政府均面臨到稅收不足及財政緊縮的困

境，連帶地，也衝擊高等教育的經費補助（Jonstone & Marcucci, 2010），我國的

高等教育亦不例外。但這對於私立技術校院的衝擊更大，因為國立大專校院的經

費有政府既定的保障，加上較低學費的優勢誘因，可暫免於財務緊縮及生源短少

的困境，而自負盈虧的私立大專校院則必須面臨更嚴峻的考驗。若再以私立大學

及私立技術校院進行比較則可發現，無論是來自政府或民間的資源挹注，技術校

院更相形匱乏。以99學年度為例，研究者計算教育部補助一般私立大學每位學生

7,788元，但補助私立技術校院每位學生只有4,539元，只是一般私立大學補助經

費的六成，可是，這61所私立技術校院卻占了我國大專校院近四成的比例，而在

爭取高等教育經費上卻屬於最弱勢的一環。

我國私立技術校院之財務在近幾年更受到少子女化的影響，根據教育部

（2011）統計，我國技術校院的新生入學人數逐年遞減，由93學年度的20萬名降

至99學年度的15萬名左右。生源減少除了造成校院之間的招生競爭白熱化外，更

直接影響學校學雜費的收入來源，間接影響學校對各項資源的投入，包含對行政

服務、教學品質、學生學習資源及學校的長期發展。

我國私立技術校院雖肩負實踐大多數弱勢家庭子女進入高等教育的夢想，但

不僅接受的政府獎（補）助經費最少，其主要的收入來源又於近年受到少子女化

的衝擊，根本無法與收取較低學費的公立大專校院競爭。面臨以上種種弱勢，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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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技術校院只有想方設法，強化其辦學體質及招生策略，並主動調整財務計畫，

加強開源節流策略。尤其現行《私立學校法》於2008年1月17日修正通過後，賦

予私立學校更大的經營自主空間，若私立學校能及早擬定有效財務策略並積極拓

展財源，善加利用校外資源進行合作或從事募款，或者儘早落實內控制度，強化

學校財務控管能力，避免因業務及財務疏失而導致教育部扣減私立學校獎（補）

助經費及招生名額，進一步維持學校的辦學品質及競爭力，均將對學校整體之永

續經營有所助益。

本研究目的主要在探討2006至2008年這三年間，我國私立技術校院的財務運

作狀況，主要專注於其收入（revenue）及支出（expenditure），以補齊我國在這

個領域研究的不足，更期待透過本研究成果可以有效改善私立技術校院的財務運

作策略，提升對弱勢學生的就學照顧。也因為學雜費收入是私立大專校院收入最

主要的來源，約占總收入的七成（教育部，2010a），而該項收入與學生數直接

相關，因此，如能針對同樣面臨生源減少的挑戰，探討招生良窳的私立技術校院

財務收支情形，理解不同辦學績優學校的財務管理策略，或許能收攻錯之效，化

危機為轉機。具體而言，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我國61所私立技術校院的財務運作狀況。

二、分析招生良窳私立技術校院的財務運作狀況，進行彼此間及整體的相互

比較，以了解這兩類學校財務運作的差異。

三、提供我國私立技術校院未來擬定財務經營策略的具體建議，以永續發

展。

貳、文獻探討

一、我國技專校院的相對弱勢

過去，我國技專校院之類科眾多，可提供社會各行各業人力，滿足技術人力

的需求（吳清基，1998）。但至近10年，為因應產業結構轉型及社會對高等技職

教育的需求提升，我國專科學校紛紛改制升格成技術學院，技術學院則改名科技

大學，101學年度，技專校院總校數高達91所，其中包括51所科技大學、26所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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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學院及14所專科學校。

儘管技專教育在國家經濟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但我國社會大眾仍存有技

職教育為次等教育的刻板印象，對於技職教育的發展極為不利。楊朝祥（2007）

指出，由於技職教育長期被忽視，因此，即使是針對技職教育所提出的少數改革

政策，對技職教育的發展亦無助益。由於技職教育對於經費的需求較普通教育來

得更為迫切，因為此類教育需要較多的儀器設備及實習材料，任何的經費縮減，

對技職教育的品質均影響甚鉅。

而近年來受到大環境少子女化的衝擊，四技二專或二技的統一入學測驗報名

人數更是逐年降低（如表1），91學年度四技二專及二技報名統一入學測驗人數

將近38萬人，但到了100學年度，人數降至18萬人，10年間減少了一倍以上。生

源下降，不僅使得校際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更直接導致學校學雜費收入縮減，

加上我國私立技專校院的收費遠高於公立學校，對私立技專校院的衝擊更大。

表1
91至100學年度二技暨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報名人數統計表

學年度 四技二專報名人數 二技報名人數 總報名人數

91 225,783 150,435 376,218
92 214,969 141,231 356,200
93 189,100 118,554 307,654
94 182,591 107,071 289,662
95 181,530 75,684 257,214
96 172,531 54,412 226,943
97 169,974 38,605 208,579
98 158,154 25,858 184,012
99 158,025 21,247 179,272

100 159,243 16,737 175,980

註： 整理自測驗業務專區，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2012，取自http://www.tcte.edu.tw/
exam2.php

對技專校院而言，除了必須面對上述所提之社會大眾刻板印象、少子化衝擊

所造成的學雜費收入減少及校際競爭白熱化外，他們還必須解決因大幅度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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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名政策所接踵而來的問題。從技專校院學生之升學角度觀之，其升學機會因為

改制改名政策而大幅提高，但若從技職教育的長遠發展來看，此一政策的推動速

度似乎過於快速，在實務層面產生若干問題，例如：改制改名之審查標準重視學

校的師資結構，部分學校為求順利通過改制改名計畫，選擇捨棄專業技術人員，

優先大量聘用甫取得博士學位的助理教授，但這些新手教師普遍缺乏實務經驗，

未必有助於學生實作能力及技術的培養，與技專校院強調務實致用的教育目標似

有出入。也因為重學術、輕專業的改制標準，加上學校本身重研究、輕教學的觀

念，造成許多改制改名成功的技術校院，其辦學體制傾向一般大學特性，喪失技

職教育的目標與特色（楊朝祥，2007）。

二、高等教育財務趨勢與學校經營因應策略

高等教育除了可滿足個人對於知識的追求，更是國家經濟發展及人才培育

的重要基礎，也因此，各國莫不在高等教育領域投入大量經費（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2）。然而近10年來，全球高

等教育快速擴張，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的時代，但在此同時，各國政府卻面臨緩

慢的經濟成長，導致公共收入短缺，在政府財政窘困且預算有限的情況下，尚有

其他更為緊迫且在政治上受到關注的公共需求，也亟欲爭取經費，因而連帶影響

了政府對於高等教育經費的挹注程度（Johnstone, 2004）。

要探討高等教育財務趨勢及大專校院經營之因應策略，首先必須了解高等教

育的非營利組織屬性及其成本概念。不同於營利組織，是以利潤最大化及成本

最小化做為首要目標，非營利組織則是以收入最大化為目標，尤其高等教育機構

為了獲取聲望，往往不惜花費鉅資，因而導致高等教育機構的支出相當於收入

（Leslie & Rhoades, 1995）。而且高等教育機構的單位成本類似其他勞力密集服

務產業，不僅持續不斷增加，增加速度甚至高過消費者物價指數，因此，收入如

果增加，支出增加的速度會更快，收入如果減少，尋求其他的節流措施或削減單

位成本，則是高等教育機構必須採取的適當作為（Johnstone, 2001）。

而高等教育機構在實施財政改善措施之前，必須先建立經營效率的概念。為

讓組織能夠永續經營並讓產出最大化，企業管理重視經營效率，而且為能獲取更

大效率，企業必須採行更好的管理方式，注重規模經濟的概念，並實行嚴格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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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控制（Johnstone, 1991）。事實上，經營效率的概念早也已被應用在高等教育

領域，無論是教育資源不足或是資源運用不當造成浪費，透過預算及管理制度的

改善，均能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蓋浙生，1993）。Barr（1993）更進一步建議

高等教育機構在實施財政改善策略時，應避免過度依賴單一經費來源，並且排除

零散拼湊的作法，而應透過系統與整體改善策略進行規劃，才能提升高等教育機

構的經營效率，永續生存。

世界各國的高等教育在近年更積極地從事開源策略，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政

府對高等教育的補助受到限制，促使高等教育機構必須尋求政府以外的其他來源

（Slaughter & Leslie, 1997），也因而使得高等教育逐漸演變成公共財政及私人共

同資助的局面（Barr, 2008）。此種現象隱含了高等教育邁向市場化的趨勢，亦

即，大學從傳統經濟時代邁向知識經濟時代的過程中，逐漸依據市場供需關係來

調整高等教育資源，經費來源的比例也逐步以市場籌措為主、政府補助為輔（曾

坤生，2002）。事實上，把大學的經營成本（如校舍、師資及各類資源投入）

由政府移轉至民間的作法，的確能夠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莫家豪、羅浩俊，

2002），尤其高等教育功能及內部資源具備許多市場價值，若引入市場機制並

與企業建立合作關係，例如：鼓勵大學投資及機構研發或與外部機構簽訂合作契

約，甚至開放外部借貸等，都可為高等教育機構帶來收入，對於提升高等教育之

品質大有助益（Johnstone, 1998; Jonstone & Marcucci, 2010）。這些項目隨著市場

化加速的趨勢，未來也將成為私立大專校院在財務管理與經營策略的發展重點。

高等教育機構除執行開源策略之外，也要思考如何透過內部控制制度的建

立，進行節流。當組織愈趨複雜，投入於行政的費用往往隨之增加，因此，在探

討高教機構財政結構時，除了了解成本增加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如何有效地評

估及控制行政成本（Leslie & Rhoades, 1995），找到降低成本的方法，且同時維

持一定的服務品質，才是高等教育能夠長期穩健發展的重要關鍵（Archibald & 

Feldman, 2008）。Johnstone強調，組織靈活和自治最大化是良好公共財政活動的

必要前提，高等教育機構可按照發展重點進行預算及內部資源再分配，將支出從

非重點領域移轉到重點領域，並經常檢查用於行政活動和維持學校運轉所耗費的

支出和時間，進而大幅度減少開支，以回應政府補助經費的削減，並保持辦學質

量（Johnstone, 2003/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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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私立學校法》於2008年公布施行後，賦予私立學校辦學的大幅度彈

性，並責成各校加強自我管控的機制，因此，學校法人及其所設私立學校應建立

內部控制制度，自我監督校內人事、財務及營運等制度。私立技術校院實施內部

控管機制，除能減少業務及財務的疏失外，更能降低因行政調查、處理爭議等所

耗費的人力、物力成本（劉火欽，2009）。總而言之，隨著政府部門對大學資源

經費的挹注日益短少，大學整合資源並加強效能管理更形重要（許添明、但昭

偉、卯靜儒、陳佩英，2007），最重要的是，高等教育校院必須從開源及節流層

面思考解決高等教育財政緊縮的問題（Jonstone & Marcucci, 2010）。

參、選擇對象與資料來源

為了解我國61所私立技術校院財務運作之狀況，並進一步分析及提出具體建

議，除了必須對整體私立技術校院之財務結構樣貌有所認識外，也因為學生繳交

的學雜費是私立技術校院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因此，透過分析招生良窳學校的財

務狀況，並與整體私立技術校院進行比對，方能更清楚地看到同樣面對少子女化

挑戰的不同類型私立技術校院在財務運作上的優勢及劣勢。

至於招生情況良窳學校的選擇標準，是依據教育部《大學招生總量管制辦

法》採行的總量政策，其規定連續三年註冊率未達七成的學校將酌予減招，且之

後若學校連續三年新生註冊率低於七成，教育部得令其調降系所之招生名額，

以達適當規模（教育部，2010b）。因此，本研究即以該校招生情況是否達到七

成，做為招生情況不佳學校的基準。也因為各校註冊率係屬學校內部資料，無論

是各校或教育部均未對外公開，故本研究是以技術校院聯合甄選委員會公開之95

至97學年度工作報告書中各校各科系在年度推薦甄選之「招生名額」與「錄取人

數」，推估各校新生招生情況（錄取人數／招生名額），以代替實際之註冊率。

經過估算，95至97學年度招生情況未達七成（即招生情況不佳）的學校共計有九

所，本研究界定為「後段學校組」；而為了進行比較，本研究也相對選取招生情

況最佳的前九所學校做為「前段學校組」，這些學校招生情況都超過九成。

至於財務運作分析的內容，美國高等教育財政大師Johnstone在討論高等教育

財政學的基本概念時提到，分析高等教育機構的收入及支出，就能預測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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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財政發展之趨勢及其總體狀況，其中，最重要的收入項目涵蓋學雜費、政府補

助、董事會捐贈、其他投資收入及年度贈與等，最重要的支出項目則包含教職員

薪資、管理與其他輔助性支出等（Johnstone, 20003/2003）。而這些財務項目，

也正是我國大專校院財務報表所列經常門之範疇，加上經常門經費能夠即時反映

學校的現金流量，可以靈活運用，不像部分資本門項目，例如：土地買賣租賃、

校舍建築興建借貸等，均須經教育部核備後才能運用，不屬於每校的常態性行

為。因此，本研究選擇經常門項目做為分析學校財務運作的依據，並且納入我國

私立技術校院刻正積極投入的推廣教育及建教合作等收入項目，以探討我國私立

技術校院的經常性財務狀況。

本研究的資料蒐集，是彙整我國61所私立技術校院所公開的2006到2008學年

度財務報表（教育部，2010c），從而分析整體私立技術校院及前後段學校近三

年各項經常性收入（學雜費收入、推廣教育及其他教學活動收入、建教合作收

入、補助及捐贈收入、作業收入、財務收入及其他收入），以及支出（董事會支

出、行政管理支出、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獎學金支出、推廣教育及其他教學支

出、建教合作支出、作業損失、財務支出、其他支出）等財務項目之現金流量決

算數據。

肆、結果與討論

一、我國私立技術校院之財務結構

現今我國高等教育機構已面臨生源減少及政府財政緊縮的衝擊，其中又以

對私立技術校院更為相對不利。從表2可看出，私立技術校院與一般私立大學在

學學生人數的差異，2010學年度私立技術校院共61所，平均每校學生數約8,000

名，一般私立大學共36所，平均每校學生數約10,000名，一般私立大學每校學生

人數明顯多於私立技術校院；而從新生註冊率來看，私立技術校院為75%，一般

私立大學為84%，一般私立大學的生源也較私立技術校院充足。

分析政府部門挹注私立技術校院及一般私立大學的獎（補）助經費也發現，

政府對於私立技術校院挹注的資源遠低於對一般私立大學，2010學年度教育部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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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私立技術校院獎（補）助總經費約新臺幣22億元，即平均一所私立技術校院可

獲得3,600萬元；同一年度，教育部編列給一般私立大學的獎（補）助總經費為

新臺幣29.5億元，平均一所私立大學可獲得約8,200萬元，是私立技術校院的2.3

倍。即使以個別學生來看，每位就讀一般私立大學的學生，其所獲得的政府獎

（補）助經費也比私立技術校院學生多了3,000元（7,788元 vs. 4,539元）。

表2
99學年度我國私立技術校院及一般私立大學校數、學生數及獎（補）助經費表

項目 私立技術校院 一般私立大學

校數 1 61 36
學生數 1 485,896 379,087
平均每校學生數 7,966 10,530
新生註冊率 2 75% 84%
政府獎補助總經費（千元） 3、4 2,205,815 2,952,243
平均每校政府獎（補）助經費（千元） 36,161 82,007
平均每生獲政府獎（補）助經費 4,539 7,788

註： 1整理自大專校院校別學生數，教育部，2010d，取自http://www.edu.tw/files/site_
content/b0013/99_student.xls；2整理自99學年大專校院新生註冊率變動分析，教育
部，2011，取自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B0013/99register_rate.doc；3整理
自私立技專校院獎補助資訊，教育部，2010e，取自http://tvc-fund.yuntech.edu.tw/； 
4整理自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資訊，教育部，2010f，取自http://tvc-
fund.yuntech.edu.tw/

（一）經常性收入
我國私立技術校院主要經常性收入項目包含「學雜費收入」、「推廣教育及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建教合作收入」、「補助及捐贈收入」、「附屬機構

收入」、「財務收入」及「其他收入」等，觀察2006至2008學年度各私立技術校

院財務報表發現，每校平均年收入約為新臺幣8.9億元，其中，又以「學雜費收

入」占總收入比率最高，三年平均高達總收入的七成（如表3），顯示私立技術

校院與我國其他私立大學類似，學雜費收入是維持營運的最核心項目，由此也可

理解私立大專校院每年疾聲呼籲調漲學雜費並祭出各項吸引學生就讀誘因，以維

持生源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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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技術校院另一項主要收入來源為「補助及捐贈收入」，包含政府機構對

私立技術校院的獎（補）助經費及私人捐贈收入。依據我國《私立學校法》及

《教育基本法》的規定，政府對於私人及民間團體興辦教育事業，應依學校規

模、整體教學資源投入情況、助學措施成效、校務發展經費籌措成效（含捐贈收

入、建教收入、推廣教育收入、財務收入等項目）等條件提供必要之協助或經費

補助，並進行財務監督；政府也應考量學校評鑑成績、行政運作、辦學特色及政

策推動成效等，另外核撥獎勵經費。換言之，各校獲得政府獎（補）助收入的額

度，大抵能夠反映學校的辦學品質，辦學績效愈佳者，其所獲得的政府獎補助收

入愈多；反之，績效差者則獲得較少的補助款。2006至2008年政府平均每年挹注

61所私立技術校院獎（補）助經費約新臺幣62億元，約占私立技術校院總收入的

10.5%，且比率逐年增加。

另在私人捐贈收入方面，從表3可以看出，政府即使鼓勵私人興學得減

免稅額，但相較於政府獎（補）助，私人捐贈收入仍然少許多。而且教育部

（2010c）資料顯示，96%的捐贈收入都集中在三所私立技術校院，如扣除上述

學校的捐贈收入後，多數私立技術校院的捐贈收入占總收入的比率不到1%，比

率非常低，顯見私立技術校院在私人捐贈的成效仍有大幅度的改善空間。值得一

提的是，捐贈收入經常受到外界影響，變動的幅度也因此高於其他財務項目，例

如：2008年整體私立技術校院捐贈收入相較於2006年減少40億元（減少75%），

相較2007年則減少48億元（減少78%），這應該是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波及

所致。由上述分析可見，我國多數私立技術校院主要依賴學雜費收入，而在爭取

外部資源挹注部分，則仍以政府獎（補）助經費為主，尤其是招生情況較不佳的

學校在無法獲得足以維持營運的學雜費收入情況下，其對政府獎（補）助的依賴

將更為強烈。

在生源減少趨勢對於學校收入的衝擊下，「建教合作」的收入反而成為私立

技術校院最重要的開源方式，這部分的收入狀況除能反映學校與業界合作互動

的情況，包括學生實習參與、學校研發及產業專班的開設成果等，另一方面，學

校如能發揮特色，透過和業界廠商合作進行研發，進一步將成果商品化並獲取收

入，也可為學校帶來不小的收益，甚至可能因辦理成效良好而獲得較高的政府獎

（補）助收入。從表3可以發現，2006至2008年各私立技術校院在「建教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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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占總收入之比率逐年增加（分別為3.9%、4.1%、5.3%），顯示各校在建教

合作的投入已漸有收穫。

另在推動推廣教育部分，由於現行法令授予學校得在國內、境外及大陸地區

實施推廣教育課程，各校紛紛開設推廣教育課程以吸引社會大眾選讀，尤其在推

廣教育學費自訂的原則下，推廣教育課程可收取比正規學制更高的學費，能為學

校帶來額外的收入。雖然整體私立技術校院在從事「推廣教育及其他教學活動」

的收入占總收入之比率，三年平均約1.6%，相對不高，但近年來仍有微幅成長的

趨勢（2008年相較2006年成長約11%），尤其未來在少子女化的必然趨勢下，可

以推測推廣教育將逐漸成為私立技術校院向外發展的重點經營項目。

「財務收入」是學校經常門現金收入扣除經常門現金支出後的經常門現金餘

絀，再進行的投資收入或轉存銀行所得的利息，依據《私立學校法》及《私立

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的規定，私立學校收入如有賸餘款，應保留於設校

基金，其累積盈餘二分之一額度內得轉為有助增加學校財源之投資，運用其賸餘

款購買國內上市、上櫃公司之股票及公司債、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

憑證，或運用於其他經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項目。然而，僅有少數私立

技術校院有意願且有能力進行投資，多數學校不是保守地將賸餘款存於銀行獲取

利息收入，就是無太多賸餘款再進一步投資；再者，財務收入如同「捐贈收入」

一樣，容易受到外部景氣變動，2008年整體私立技術校院的「財務收入」與2006

年及2007年相較，分別減少了12.6億元（減少46%）及17億元（減少53%），而

2008年整體私立技術校院的總收入也因為「財務收入」及「捐贈收入」的影響，

相較於2006年減少約新臺幣30.6億元（減少5.1%），相較於2007年則減少約新臺

幣54.5億元（減少8.8%）。

（二）經常性支出
從各校的財務報表可看出，其經常性支出主要偏重於行政管理、教學研究及

訓輔、獎學金、建教合作等項目，其餘如董事會、推廣教育及其他教學活動、作

業損失、財務損失及其他損失等則占極小的比率。2006至2008年每所私立技術校

院平均每年經常性總支出約7.8億元（如表4），且平均每年增加6.6%，若進一步

計算每生支出，每年約9.6萬元且逐年成長7.9%，無論是學校總支出或每生支出

均逐年增加。

06-4_林宜樺、許添明p113-146.indd   126 2013/4/18   上午 11:08:52

期刊徵稿：http://www.edubook.com.tw/CallforPaper/BER/?f=oa 
高等教育出版：http://www.edubook.com.tw/?f=oa 
高等教育知識庫：http://www.ericdata.com/?f=oa



林宜樺、許添明 我國私立技術校院財務運作之研究　127

其中，「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主要含括學校教務及學務項目，舉凡與教師

研究、課程教學及學生事務有關事項均包含在內，最能反映學校對整體學校辦學

品質的重視與投入程度，而我國教學研究及訓輔項目又因下列兩項因素提高其重

要程度：

1.依據教育部訂定的《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各校得擬訂學雜費

自主計畫報教育部核定，但須明列學校目前教學資源，並提出確保及提升辦學品

質之實施策略，而此處所指之教學資源主要是指學校投入於「教學研究及訓輔」

的經費比重，該項目的支出程度與學雜費之調整息息相關。

2.另從教育部所訂科技大學（技術學院）行政類評鑑項目與權重得知，教務

行政及學務行政合計，占50%的權重（尚不包括研究項目），影響評鑑成績甚

鉅。

因此，為爭取學雜費的調漲及較佳的評鑑成績，私立技術校院在「教學研究

及訓輔」項目的投入程度均較其他項目高，2006至2008年每所私立技術校院平均

每年花費約5.5億元且逐年增加，約占總支出經費七成，其中人事支出又占該項

支出的70%，每校平均每年須支付約新臺幣3.9億元在教師、研究人員及教學研究

單位行政人員的相關薪資費用。

除「教學研究及訓輔」項目外，私立技術校院第二大項支出為「行政管

理」。學校的組成，除了系科所等教學單位外，尚有教務、學務、總務、會計、

人事等行政單位，這些單位的人事、業務、維護及報廢、退休撫卹及折舊攤銷等

支出均涵蓋在「行政管理」支出，用以維持學校基本運作。2006至2008年平均每

所私立技術校院約花費新臺幣1.3億元在學校行政庶務上，占總支出的17%。同樣

檢視行政管理之人事支出開銷，平均每校每年人事支出新臺幣7,000萬元，約占

該項支出的一半，比率亦相當高。從上述「教學研究及訓輔」及「行政管理」支

出得知，人事支出可說是學校最主要的固定開銷。

前文提到「建教合作收入」逐年增加，而從表4亦可看出，無論是實際支

出或占總支出之比率均略微上升（2006年為4.7%、2007年為4.8%、2008年為

5.2%）。其中，建教合作人事支出相對「教學研究及訓輔」及「行政管理」之比

率雖較小，但與前兩項支出逐年減少不同，建教合作支出呈正成長趨勢，這應與

學校近幾年積極投入產學合作業務密切相關。亦即，各校為能透過產學合作以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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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而增加學校額外收入，紛紛增設研發相關單位，並擴大其員額編制，以提升產

學合作的績效。

從獎（補）助學經費的編列幅度除可了解學校照顧弱勢學生程度外，也能反

映學校學雜費收入的多寡。學校對於弱勢學生之經費補助來源有二：一為政府針

對特定對象之法定支出（如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另一為學校自學雜費收

入提撥3%到5%做為獎助學金之用，該經費主要支應非具特定身分但經濟弱勢的

學生，以全面協助學生安心就學，從表4可看出我國私立技術校院2006至2008年

平均提撥3.4%的經費做為學生獎助學金，換言之，若學校有較多的學雜費收入，

即相對能編列更多的獎助學金協助學生。

如前文提及，近年來各國高等教育校院紛紛實施開源節流政策（Jonstone & 

Marcucci, 2010），我國私立技術校院亦不例外。由前述「建教合作」及「推廣

教育」等經常性收入逐年增加的情況來看，我國多數私立技術校院已開始積極執

行「開源」政策，並逐漸有具體成效。另外，也可從學校總支出及人事支出等項

目，判斷其節流措施的成效。從2006至2008年整體私立技術校院總支出來看，在

學生人數逐年減少的同時，學校每年總支出不減反增，如進一步分析人事支出發

現，雖然2006至2008年人事支出占總支出之比率看似逐年遞減（分別為66.9%、

60.4%、56.6%），但實際總人事支出變化並不大（維持在新臺幣288億元到300

億元之間），這是因為2006至2008年整體私立技術校院的總支出逐年增加，導

致人事支出所占比率相對下降，而非私立技術校院積極進行人事支出的節流政

策所致。同樣地，對照私立技術校院聘僱教職員工之情況，2006至2008年除專

任教師人數微幅減少外，職員人數每年甚至以10%的比率成長（5,560、6,075、

6,675），在在顯示整體私立技術校院尚無明顯的積極節流作為。 

二、我國私立技術校院招生前段及後段學校財務分析

（一）經常性收入
如表5所示，2006至2008年招生情況平均達九成以上的前段學校，平均每校

每年經常性收入為新臺幣15億元，即使扣除一所捐贈收入特別豐裕的學校，各校

平均收入仍達新臺幣13億元；每校平均約有一萬名學生就讀，生源尚持穩定，甚

至微幅成長。如前文提及，學雜費為我國私立技術校院最主要的收入來源，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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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前段學校亦不例外，約有56%的收入來自於學雜費；反觀後段學校，每校

學生只有前段學校的半數不到，且三年來的生源逐年遞減，其學雜費收入占總收

入之比率高達77%（如表6），這不僅僅是因為後段學校不似前段學校有較多其

他經常性項目收入，也因後段學校較缺乏其餘開源方式，因此，學雜費收入占總

收入之比率相對較高。然而，無論是前段學校或後段學校，未來都可能面臨少子

女化的趨勢，學雜費如果仍維持目前標準，收入勢必減少，學校若要維持運作，

還必須開拓其他財源。

「補助及捐贈收入」是私立技術校院的次要收入來源，從前文得知，政府獎

（補）助經費能反映學校辦學品質，就前段學校而言，其學校體質相對健全且辦

學績效良好，2006至2008年政府獎（補）助收入平均新臺幣14億元，平均每校獲

得政府新臺幣1.6億元的挹注，且逐年增加；至於後段學校，平均每校僅獲得約

新臺幣6,000萬元的政府獎（補）助經費，只有前段學校的三分之一，尤其在前

段學校逐年增加政府獎（補）助收入的情況下，更能明顯看出二者之間的落差。

然而，若計算每生可獲得的獎（補）助款，前段學校因其學生數較多，每生可獲

得新臺幣1.5萬元，與後段學校每生所獲得的新臺幣1.3萬元，差距並不大。這個

現象值得進一步探討我國政府獎（補）助經費的合理性。

在「捐贈收入」部分，如前文所提，除了少數學校有較多的捐贈收入以外，

我國私立技術校院普遍欠缺募款經驗與能力，以致多數學校的捐贈收入並不良

好。例如：九所前段學校扣除一所較多捐贈收入的學校，其餘八所前段學校的捐

贈收入三年平均約占總收入0.3%，平均每校獲得新臺幣370萬元的捐款；後段學

校的捐贈收入約占總收入0.6%，平均每校獲得新臺幣319萬元。顯見，無論是前

段學校或後段學校的捐贈收入均不高，且二者差距不大。

在「財務收入」部分，前段學校由於學雜費收入及政府獎（補）助經費較

多，因此，能有較多的盈餘，其財務收入占總收入之比率不但超過整體私立技術

校院，每校平均金額更是後段學校的57倍（17,674萬元 vs. 311萬元），這也是前

段學校與後段學校差異最大的項目。如前述，財務收入很容易隨著經濟景氣而變

化，受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影響，該年度財務收入因而減少。

在「建教合作收入」部分，2006至2008年，前段學校每年透過建教合作計

畫而獲得的收入約新臺幣5.5億元，且逐年增加，平均每校收入約新臺幣6,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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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後段學校每年僅有新臺幣1.7億元，平均每校收入不到新臺幣2,000萬元，僅

為前段學校的三分之一。惟若分析建教合作收入占總收入之比率則可發現，2006

及2007年前段學校建教合作占總收入的比率尚低於整體私立技術校院，2008年雖

略高過整體私立校院平均，但許多未進入前段學校組的學校，其建教合作收入占

總收入的比率都在7%至10%，高於前段學校，顯見前段學校投入建教合作的積

極度可再提高。總之，在建教合作的經營部分，無論是前段學校或後段學校，都

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如前文提及，因為正式學制生源逐年壓縮，許多私立技術校院為獲得額外收

入，紛紛開設推廣教育專班。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規定，

學校辦理推廣教育應以服務社會為原則，並審酌成本辦理，收費及鐘點費支給

基準由各校定之，亦即推廣教育的學費並不像一般正式學制，是由政府嚴格控

管漲幅，再加上就讀推廣教育的對象也不限在學學生，因此，只要學校推出的

推廣教育課程具吸引力，即可增加收入。由2006至2008年的數據可以發現，後

段學校在「推廣教育及其他教學」收入占總收入的比率（1.5%）高於前段學校

（1.2%），再以平均淨利比（即收入扣除支出後所占收入之比率）來看，後段學

校（23.6%）亦高於前段學校（19.0%）；惟若與整體技術校院（28%）相較，無

論是前段或後段學校都相對較低，這部分的結果與建教合作的情況類似。

（二）經常性支出
表5到表8比較每校平均經常性收入與平均經常性支出可以發現，2006至2008

年期間，前段與後段私立技術校院每年均有盈餘，後段學校每校每年平均盈餘約

新臺幣4,500萬元，但前段學校每年平均盈餘達新臺幣5億元，即使扣除捐贈收入

豐裕的一所學校，前段學校每年仍有新臺幣2.8億元的盈餘。當然，這些數據僅

是前段學校與後段學校經常性經費的平均盈餘，尚未包括資本門經費（如不動產

土地買賣、工程借貸、硬體設備的支出等），故不能論斷全校整體財務狀況，但

前段學校有較豐裕的經常性經費可供運用，則不容懷疑。

至於每生支出在同一期間內，前段學校與後段學校均逐年成長。值得注意

的是，後段學校平均每生支出（新臺幣9.8萬元）略高於前段學校（新臺幣9.7萬

元），前段學校之就讀學生人數持續增加，而後段學校則逐年遞減，因此，前者

每生分攤的比重相對後者低，在生源減少的趨勢下，將會對後段學校及其學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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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利。至於董事會、推廣教育及其他教學活動、作業損失、財務及其他項目等

支出項目占總支出之比率，無論是前段學校或後段學校都很低，與前文分析整體

私立技術校院的情況一致。

與私立技術校院整體財務結構類似，前段學校與後段學校的「教學研究及訓

輔支出」在所有支出項目占的比率最重，此項目與學生學習最有直接關係，其

支出所獲得的效益也往往回應在學生選填志願時的期望。依表7和表8所列之2006

至2008年數據資料，前段學校平均每校每年「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及占總支出

之比率（新臺幣7.3億元，71.9%）均超過整體私立技術校院（新臺幣5.5億元，

70.6%）及後段學校（新臺幣3.4億元，71.4%），這可能是因為前段學校較積極

投入教育資源，也可能與其學生人數每年正成長，而成本自然增加有關。但若進

一步分析每生在「教學研究及訓輔」所必須分攤的成本，則無論是前段學校或後

段學校，均逐年增加，且兩者都在新臺幣7萬元上下，差異不大。

儘管如此，這個現象並不意味著前段學校及後段學校會投注相同資源在學生

身上。研究者進一步分析「教學研究訓輔」項目的人事支出，此項支出占總人

事支出的比率最高，其涉及系科所的教職員聘用情況，直接影響教學授課服務品

質及學生就學成效。從表7及表8比較可知，2006至2008年後段學校逐年遞減「教

學研究及訓輔」人事支出（2006年約新臺幣23億元、2007年約新臺幣21.8億元、

2008年約新臺幣20億元）。就私立技術校院實際運作現況而言，學校在招生人數

遞減達某一階段之後，便會進行裁減薪資之措施，其比例低者為一至二成，亦可

能高達四至五成，這樣的措施直接影響教師基本生活（Feng & Liu, 2010），也

恐連帶損害學生的受教權益。反之，前段學校則逐年微幅遞增其教學研究及訓輔

人事支出（2006年約新臺幣41.7億元、2007年約新臺幣43.1億元、2008年約新臺

幣43.5億元）。其次，再從前段學校及後段學校的專任教師結構來看，前段學校

與後段學校同時在2006至2008年逐年大量縮減講師人數，並增聘助理教授以上教

師，但是，前段學校在增聘助理教授以上教師的幅度又更勝於後段學校，也因此

產生前段學校在「教學研究及訓輔」人事支出微幅遞增，而後段學校卻逐年遞減

的情況。事實上，減少講師人數並增加助理教授以上教師的趨勢，與私立技術校

院為求提高教學專業比重，以獲得優良的評鑑成績有絕對的關係。由上述可知，

前段學校相對於後段學校，更積極地提升學校教師素質，這也意味著前段學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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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段學校應更能提供學生更好的教學品質及資源。

Johnstone（2001）研究美國高等校院之間每生的教學成本發現，其中存在著

非常大的差異，有些學校會為了提升教學資源而支付高額的成本，包括聘用優秀

的教師、充實豐富的圖書及電腦設施，提供學生其他的支援服務，但有些學校則

相對支付很少的教職員薪，加重其繁重教學負載，而且僅提供少數的設備。若從

我國私立技術校院的年度財務報表上來看，也能得到相同的結果。

「行政管理支出」是各校用來維持學校一般事務的運作，從表7和表8可看

出，95至97學年度後段學校在「行政管理支出」占總支出之比率（17.0%）高於

前段學校（14.3%），其每生應支付的「行政管理支出」（新臺幣1.7萬元）亦高

於前段學校（新臺幣1.4萬元）。究其原因在於，後段學校即使在規模有限甚至

縮減的情況，仍要維持一定營運，故其成本必然相對較高。但如果從職員的聘用

人數來看，後段學校行政管理支出高居不下的原因，則可能在於其並未因招生

情況不佳而進行裁員，以控制或減少其人事成本，甚至還小幅增加職員的聘用

（524人增加到607人，如表8）。

「獎助學金」是許多學生維持學業的重要支持來源，尤其對於來自社經背景

較低家庭的學生，更是如此。前段學校因為生源穩定成長且規模較大，學雜費

收入較多，加上政府及民間的多方挹注，因而可以提供較多的獎助學金。2006至

2008年平均每校提供的獎助學金為5,631萬元，為後段學校的3.5倍（後段學校每

校平均只有新臺幣1,609萬元）。假設每位學生都申請獎助學金，前段學校每生

可以獲得的獎助學金（新臺幣5,400元）是後段學校學生（新臺幣3,200元）的1.7

倍。再假設進入前段學校的學生家庭社經背景優於後段學生，亦即，後段學校學

生申請獎助學金的比例高於前段學校學生，則後段學校學生在學費與經濟上所獲

得的支持將遠少於前段學校學生，造成另一種就學的不平等。

最後，研究者基於人事支出占總支出之最高比率，因而另外檢視前段學校及

後段學校在這部分支出的差異。首先，從人事支出占學校總支出之比率來看， 

2006至2008年無論是前段學校（57.5%）或後段學校（61.8%）的人事支出均超

過學校總支出的一半，為學校最大的固定開銷；其次，比較每生所需支付的人事

支出成本發現，前段學校每生平均分攤新臺幣5.6萬元的人事支出，而後段學校

每生平均則須分攤新臺幣6.1萬元。可見，無論是人事支出占總支出之比率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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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生人事支出，後段學校均高於前段學校。即使此刻後段學校正逐年遞減其總人

事支出，以避免發生入不敷出的情況，但在其生源逐漸減少而無法有利攤平成本

的情況下，如不採取適當措施，將可預見往後進入後段學校就讀之學生將必須負

擔更高的人事支出，對其就學權益更顯不公平。

伍、結論及建議

最近幾年，我國高等教育機構面臨政府財政緊縮及生源減少的衝擊，其中又

以對私立科技大學與技術學院的衝擊最大，因為國立大專校院挾其政府既定的保

障政策與低學費優勢，各種辦學條件明顯優於私立大學與私立技術校院，而私立

技術校院獲得的政府獎補助經費又遠低於私立一般大學，學校經營只得仰賴充足

的學生來源以獲得高額的學雜費收入。但無論是學校規模或新生註冊率，私立技

術校院的吸引力也遠不如國立大專校院或私立一般大學，因此，如何透過財務運

作以提供豐裕的資金，提升辦學品質，吸引學生就讀，遂成為私立技術校院最重

要的工作。

本研究已分別就2006到2008年我國私立技術校院整體、招生情況前段學校及

後段學校的財務收支進行分析，以下綜合比較前述研究發現做為結論，並對私立

技術校院未來財務運作提出具體建議。本研究同意財務運作只是大專院校經營管

理的一環，高等教育機構為了提升辦學質量及競爭力，除了資源整合及加強效能

管理外，也需關注辦學理念特色、教師與學習品質，甚至國際化及公平正義等面

向。但不可否認地，財務有效運作仍可扮演關鍵性角色，尤其是對於爭取高等教

育經費最弱勢以及擔負照顧最多弱勢學生的私立技術校院，應更有其價值。

一、結論

（一）�學雜費為私立技術校院之主要收入來源，招生情況良好的

學校對其依賴程度遠低於整體及招生欠佳的學校
學雜費收入是我國私立技術校院維持營運最核心的項目，約占總收入的七

成，而招生情況良好的前段學校，因每年入學人數多且穩定，可以獲得更多的學

雜費收入，但其總收入依賴學雜費收入的比率卻遠低於私立技術校院整體及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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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主要原因在於這些前段學校在其他經常性收入項目也多於其他同儕；反

之，每年招生情況低於七成的後段學校則高度依賴學雜費收入，再加上面臨生源

減少的困境，如果沒有執行有效的開源節流措施，將不利於學校經營。

（二）�政府獎（補）助經費有利於私立技術校院招生情況良好的

學校，但如以每位學生獲得的政府獎（補）助款則無明顯

差異
政府獎（補）助經費為我國私立技術校院次要的財源，平均占總收入的一

成。2006至2008年，政府逐年提高挹注私立技術校院之獎（補）助經費。由於政

府獎（補）助經費的目的在獎勵辦學績優，招生情況良好的學校因其辦學品質績

優而獲得更多的補助款，甚至高出後段學校2.6倍之多。然弔詭的是，本研究也

同時發現私立技術校院每位學生獲得的政府獎（補）助款差距不大，平均每位學

生可以獲得新臺幣13,000到15,000元，無關學校辦學品質，這與政府考量學校辦

學績效給予獎（補）助經費的美意似有出入，值得進一步探討。

（三）私立技術校院雖致力於開源策略，但仍應有更積極作為
私立技術校院的開源策略包含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募款與財務投資，整體

而言，雖有些微進步，但改善空間仍大，例如：建教合作及推廣教育的收入逐年

成長，兩者約占私立技術校院總收入的6%，而招生情況方面，前段學校在建教

合作的收入雖高於後段學校，卻與整體私立技術校院沒有太大差異，甚至許多未

進入前段學校組的私立技術校院，其建教合作的盈收高出前段學校許多；至於推

廣教育方面，無論是前段學校或後段學校，推廣教育收入占總收入之比率都低於

整體私立技術校院，後段學校的淨利甚至高於前段學校。其次，現行《私立學校

法》雖已放寬學校進行財務投資，但本研究發現僅有少數私立技術校院善加運用

收入盈餘進行投資，大部分學校則都是將盈餘轉入銀行存款以獲取利息收入，以

致在投資收益及基金收益帳目掛零，由此可見，整體私立技術校院的投資策略仍

趨於保守。雖然私立技術校院也可以透過募款做為開源策略，政府也提供私人或

公司捐助興學的減稅措施，但除了少數學校外，私立技術校院在內部董事會經費

的挹注或是爭取外部資源的募款績效上仍強烈不足，平均每校每年捐贈收入不到

新臺幣300萬元，招生情況與募款績效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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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私立技術校院招生情況良好之學校用心於提供學生較佳的

教學品質與經濟協助
招生情況方面，前段學校與後段學校每生所享用的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並無

明顯差異，似乎意味著前段學校與後段學校都投入類似的教訓輔資源，但這其

實是因為後段學校的學生人數較少，造成其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無法有效攤平所

致。另外，前段學校致力於聘僱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後段學校則以降低專任

教師數來因應學生人數減少，使得前段學校學生所享有的教學資源及品質相對優

於後段學校同儕。而且前段學校擁有較佳的財務條件，不僅能夠提供學生較優渥

的獎助學金，而且學生獲得獎助學金的機率也相對較高，更能安心就學。

（五）私立技術校院沒有積極的節流作為
私立技術校院儘管學生人數逐年減少，但學校每年總支出不減反增，在2006

至2008年，每校總支出每年約增加6%。雖然人事支出占總支出之比率逐年遞

減，這是因為私立技術校院的總支出逐年增加，造成人事支出所占之比率相對下

降，而非私立技術校院積極進行人事支出的節流政策所致，但事實上，這三年期

間，私立技術校院每年都增加一成的職員人數，顯示私立技術校院面對少子女化

的衝擊，並未實施節流措施。

二、建議

（一）�私立技術校院應積極向外爭取資源，主動走入社會加強募

款成效
本研究發現，私立技術校院的捐贈收入成效不彰，且大都被動等待學校法人

或外界捐資，未能透過各項教育活動或設置相關常設單位，積極主動走入社會尋

求資金挹注。事實上，募款不僅可以增加學校財源，更重要的是能夠建立社會人

脈，拓展招生行銷管道。臺灣經濟發展至今，許多技專校院校友事業多有所成，

私立技術校院如能發揮校友會及募款單位的功能，加強與校友的追蹤聯繫，或是

在建教合作的過程中透過行銷方式募款，逐步改變學校只仰賴董事會捐資的保守

作風。

06-4_林宜樺、許添明p113-146.indd   140 2013/4/18   上午 11:08:54

期刊徵稿：http://www.edubook.com.tw/CallforPaper/BER/?f=oa 
高等教育出版：http://www.edubook.com.tw/?f=oa 
高等教育知識庫：http://www.ericdata.com/?f=oa



林宜樺、許添明 我國私立技術校院財務運作之研究　141

（二）�招生情況良好的私立技術校院應結合教師專長積極財務投

資，並善用建教合作進行開源
本研究發現，招生情況良好的私立技術校院在經常性收入扣除經常性支出

後，每校平均每年有新臺幣2億元的盈收，且法律早已明文放寬私立學校得進行

投資，鼓勵私立學校自主發展，因此，建議這些學校應改變過去將盈收存入銀行

定存收取利息的保守心態，善用校內財管、金融等領域專長教師，透過校務基金

相關會議擬定投資策略，重新調整資產配置，並透過內部控制制度，監督把關。

其次，本研究也建議這些學校應該更積極投入建教合作，因為透過與產業界建教

合作，不僅能引進外部資源，對教學產生推波助瀾之效，對於技職體系學生的實

務實習及未來就業也有相當大的助益，招生前段學校可以善加運用其優質的師

資、設備及研發能力，研發高商業價值的成果，透過建教合作讓研發成果商品

化，獲取額外的盈收。

（三）招生欠佳的私立技術校院應加強內控節流
招生欠佳的學校受限於學生來源及辦學條件，各項收入狀況普遍不足，更遑

論有多餘的盈收進行投資，因此，本研究建議這些學校將辦學目標設定朝向「小

而精緻」的定位發展，加強財務控管，注重節流與固本，若有盈收，應優先投入

改善校內師資及設備以回饋教學，例如：逐步減少行政管理的經常性支出，尤其

是控制行政管理人事支出，將節省的成本投入於師資結構的調整，仿效招生情況

良好的私立技術校院，在降低講師數量的同時，提高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人數，此

舉不僅可以提升師資品質，有效改善學生學習成效，也能夠讓學校獲得良好的評

鑑成績，進一步爭取更多的政府獎（補）助收入及提高學校辦學聲望，讓因生源

減少而被迫發生的「低生師比」及「小班小校」情況，發揮正向作用，化危機為

轉機。本研究也建議這些招生不佳的學校透過與產業界的合作，引進技術教師及

設備，解決學校無多餘經費聘僱教師及購買設備的困境，達到節流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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