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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之高等教育改革與人才培

育政策探討

陳榮政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摘　要

本文以韓國進入本世紀後的相關高等教育改革措施與人才培育之思維，就其改革實

例進行一內容的分析。首先針對其進入新世紀後所面臨的人才培育挑戰進行背景描述，

再分析韓國政府所提出之因應對策，並以其在高等教育的變革做為本文論述的基礎，最

後則以首爾國立大學之重整案例做為說明。本文並具以做出四大結論做為臺灣思考人才

培育政策之參考：一、專責機構負責長期性社會觀察與政策建議；二、以教育部會為主

統整人才培育鏈；三、對個別法令進行修法以吸引人才；四、區域性的研究領頭羊和產

業的積極結合。

關鍵詞：人才培育、高等教育、韓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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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韓國在文化與教育上的發展，

由於諸多來自國家鼓勵性政策的推動，

故在國際的表現逐漸受到矚目。不可否認

地，長期以來，臺灣各界一直存在著「韓

國情節」，此種情節較早之前還僅存於運

動競技場，但現今舉凡各項出口產業、文

化創意、教育表現、國民所得與國際評比

等，近年來已成為我國在做相關發展規劃

和檢討時一個重要的比較國家。在經濟發

展上，韓國於2012年6月躍升為已開發國

家，成為全球第七個平均國民所得超過2萬

美元、人口突破5,000萬的國家，正式擠身

「20-50」俱樂部成員（Business Network 

Switzerland, 2012）。韓國在其全面性的經

濟優勢基礎下，逐漸提升其教育與人才培

育之競爭力，若我國能在此方面透析其相

關作法，則對於我國人才培育政策的擬訂

與後續發展，應會有所助益。

環顧世界先進國家，無一不將其經

濟發展與人力的養成仰賴於高等教育的培

育，故高等教育品質的良莠，攸關國家人

力發展的優劣。有鑑於全球化影響下，經

濟發展和人力資源已形成愈趨緊密的連

結，故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即藉由Machin與McNally（2007）

的研究，再次確認在面臨全球化與知識週

期愈來愈短的情況下，經濟與勞動市場

對人力的依賴已絕大部分轉移到高等教育

的人才培育，以強調高等教育人才培育

的相關措施與政策的重要性。Oppedisano

（2014）也以教育經濟學的觀點，說明高

等教育如何影響人才培育，他以整體的社

會成本來看，相較於其他軟硬體的公共投

資，投資在高等教育對於國家整體人才培

育，才是具有直接且決定性的影響。由此

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何近年來許多全球大

學排名以及相關高等教育的品質保證措施

日益受到重視。故本文特從長久與我國存

在著競爭關係的韓國，分析其高等教育發

展與人才培育之互動內涵，做為我國擬訂

相關對策之參考。

本文將從韓國高等教育整體之發展困

境與挑戰做一內容分析，並輔以首爾國立

大學（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SNU）之

重整經驗做為說明，檢視韓國近年來之相

關變革，從中分析其對於高等教育人才培

育之作法與相關措施，做為本文探討之依

據。

貳、韓國高等教育發展面臨之挑戰

一、入學人數降低

Kim（2009）指出，自1983年起，韓

國出生育率即開始下降，整體出生率連續

15年低於1.5%，甚至於2010年僅有1.23%，

全為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國家。至今雖然

韓國政府提供育嬰津貼及其他來自中央或

地方的補助，但是，生育率始終沒有顯著

的提升。低生育率嚴重影響韓國的學校教

育，中小學學生人數減少之後，直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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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學報考人數。從人口學的觀點來看，

韓國的人口仍持續經歷低生育率的衝擊，

並對各級教育的入學人數，產生結構性的

影響。

依照OECD的研究統計，韓國在2012

年大約有67萬名高中畢業生，然而畢業生

人數預計將於2024年減少至41萬名，大

約下降39%，這些都將衝擊後續的高等教

育。另外，韓國的高等教育將於2018年開

始經歷入學人數低於過去10年的平均值的

狀況；其中另一個影響的因素，即是已有

愈來愈多學生和家長，為考量就業機會的

提升，選擇就讀高職或專業技術學校，此

舉也可能使大學入學率往下再掉10個百分

點（OECD, 2013）。換言之，韓國高等教

育的生源，正面臨逐漸減少的挑戰。

二、學校品質管理的競爭

上述前所未見的學齡人口減少情況，

迫使韓國大學積極檢討如何在招生策略

上出奇制勝，以求得學校的永續經營。

由韓國教育開發院（Korean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KEDI], 2014）的歷年

統計來看，韓國各項高等教育學生人數在

2000年前呈現快速成長的狀況，但在2000

年後即成平緩的成長，高等教育學府為穩

定學生來源和學校經營，均以品質管理做

為主要的操作方向。KEDI的報告還指出，

除非大學院校能夠邁向以品質管理的經營

模式，否則面臨高等教育的高度競爭時代

來臨，若未能在品質管理上勝出，未來必

將陷入困境。

為了即時並妥善因應未來入學率降低

的問題，KEDI認為韓國政府以及高等教育

學府必須評斷每所大學的品質管理問題，

同時制定特定機制以幫助有需要的大學建

立完整體系。此種以品質導向的機制，係

設計來幫助因缺乏機構競爭力而落後的大

學，諸如入學率低、教師專業素質參差不

齊以及學生畢業後就業情形不佳等問題。

其目的是將辦學成效不彰的大學透過適當

輔導進而自我轉型，倘若特定大學的狀況

太糟，無法予以援助，則應將其自「韓國

大學聯盟」（Korean Council for University 

Education）中除名。儘管如此激烈的手段

可能招致一些反對意見，但KEDI的研究認

為，高等教育的辦學挑戰已愈趨嚴峻，應

該主動採取積極的措施，才能確保韓國的

國際競爭力。

三、研究能力與國際競爭力仍待加強

韓國近年對於積極將幾所知名大學

由國內推向國際，可說傾全國之力來進

行。對於近年來全球大學排名的相關指標

依據，韓國政府亦針對性地一一提出改

善之道，目的即在於藉由全球知名度的競

爭，一方面提升本國的人才素質，一方面

吸引國外的人才。根據QS（Quacquarelli 

Symonds）的統計，韓國共有五所，包括

首爾國立大學等學校在2012年調查中，

名列全球前200大。與其他各國相比，如

美國54所、英國30所、德國12所、日本11

所，韓國大學所占的比例相對較少（QS 

Intelligence Unit,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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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若從國民生產毛額（G r o s s 

National Product, GNP）及國內大學名列前

200名之數量來看，兩者間關係呈現密切的

相關，也就是名列全球200名內之大學數量

愈多，其國民生產毛額之數據愈高，韓國

在此標竿下，認為其國際之競爭力若再不

迎頭趕上，亦將影響其國民生產毛額之成

長（KEDI, 2014）。

從上列三大挑戰的內容來看，由出生

率降低所產生的入學率銳減，到為高等教

育生存而導入的品質管理要求，以致於在

全球化影響下激烈的大學排名競爭，都顯

示韓國目前在高等教育的發展，正逐漸被

外在環境結構嚴重影響。這三大挑戰其實

也呼應Enders與Weert（2009）的觀察，

認為在全球化的影響下，高等教育除了朝

向大眾化而必須承受更多來自績效責任的

要求外，另一需面對招生環境的嚴峻而產

生的各項競爭，也導致新的產官學關係，

高等教育已不僅是教育實施，也是人才培

育的關鍵。此種特質也在韓國的發展策略

中，得到進一步的驗證。

參、韓國大學教育發展策略

一、 打造世界級大學計畫（World 
Class University, WCU）

（一） 重視教授的研究產出進而產生世界級

的影響

韓國的教育暨科技部（Korea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8）

以麻省理工學院教授Irwin Jacobs於1985年

開設Qualcomm公司，並且研發了分碼多重

進接技術（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簡稱CDMA，一種多址接入的無線通訊技

術）為例，說明韓國通訊技術供應商利用

了該項技術並且投資後，對於產業以及世

界所造成的影響有其深遠的意義。也舉出

哈佛大學教授Watson分析DNA結構，因此

獲得諾貝爾獎，並將哈佛大學的生物工程

系帶往世界的領導地位為例，說明大學傑

出的研究可將國家的產業發展和人才培育

做一完美的結合，並將提升國家的經濟競

爭地位。

韓國政府積極打造世界級大學，並且

創造出一種國家主動投入的氛圍，以帶動

國內大學朝向世界級目標前進。根據WCU

計畫，各重點大學可邀請世界各地聲名卓

著的學者專案任教，運用這些國外學者的

專業、教育背景及研究網絡等，來改善韓

國大學的組織系統和氣氛。邀請國外學

者，不但能鼓勵本國學者，同時也可以提

供韓國學生接觸世界級的課程。以此提振

韓國大學的教育及研究環境，讓學生充分

受益於高水準的學術養成，並刺激共同研

究計畫的形成，使本國教授和學生同等受

惠。

（二）國內與國外學者聯合研究

WCU計畫目的在於改革教育體制以及

國內大學院校的研究氛圍，並且藉由邀集

國外知名學者的方式，開設世界級研究大

學。更重要的是，計畫焦點著重於發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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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科學研究及可具整合性的領域，以建立

知識為主知識產業。從策略的角度來看，

若能邀請世界級學者教授來韓，其豐富的

研究網絡與社群必會隨之在後，韓國即可

藉此發展出世界級的部門，進而將學校轉

換為世界級的大學。自2008年起，韓國的

教育暨科技部投注了總共8兆2,500億韓元

進行為期五年的WCU計畫，並於目前33所

大學原校進行140件研究案（Korea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8）。

WCU計畫基本上提供補助用於以下三

種項目：

1. 不同學科與部門的整合：新學科的

研究者及部門將結合國內外學者共同主持

不同研究案，其教育及研究相關開支，諸

如共同研究計畫的開銷、實驗室運作費用

及各項演講均予以補助。

2.  邀請海外學者：包括分派有名的

外國學者到目前的大學院校中講學。此項

招募計畫希望透過招募外國學者指導大學

生，促進共同研究案的產生；或是將國外

學者或海外深具研究潛力的學者及其團隊

成員引薦到韓國大學實驗室，讓他們參與

各項研究。

3. 邀請聲名卓著的學者：如諾貝爾獎

得主等。吸引世界級學者，包括高科技領

域的重要學者，即使無法長期任教，能能

夠簽訂短期契約。

（三）在期刊出版數量上急速增加

WCU計畫成功吸引多位頂尖國外學

者前往韓國，並於研發領域完成多項成

就。以計畫實施後兩年的2010年為例，即

有11篇研究刊登在國際首屈一指的科學期

刊上，諸如Nature、Science以及Cell等雜

誌。另外，有大約3,000篇文章發表在SCI

期刊上，其中39%的文章列為SCI列表的

前百分之十，更有41篇列為前百分之一

（Thomson Reuters, 2011）。

除了科學、科技領域外，此項計畫也

於高等教育實施產生了重大影響。整合課

程的數量以及外國學者的演講數量等，在

計畫實施第二年，與第一年相比，成長了

兩倍之多。而在研究成果及研究生校外活

動等也有大幅度的進展，受WCU補助的教

授，指導的學生論文中有90%發表在SCI期

刊上，參與國內和國外的學術研討會及演

講比例趨近一致，顯示有愈來愈多的研究

生因論文而走向國際化，800多位參與計

畫的教授及學生都顯示高度滿意，尤其是

學生對於整合的新學科和國外學者演講內

容特別滿意（Suh, 2013）。在增加其國際

的能見度上，韓國政府對於WCU計畫的投

入，從研究的產出來看確實產生一定之效

果。

二、 鼓勵科技大學與研究所邁向國際
化

（一）特別策略打造國際競爭力

因為近年來韓國產業快速的發達，

也連帶影響幾個在地的優秀科技大學逐

漸在世界嶄露頭角，如韓國科學技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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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AIST）、光州科學技

術大學（Gwangju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IST）、大邱慶北科學技術

院（Daegu Gyeongbuk Institut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DGIST）、蔚山科學技術大

學（Ulsan National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ST）等，皆在近年來的國

際能見度上迭獲好評。

儘管發展成就已漸獲國際肯定，但

上述相關科技大學的成功並非一次到位，

MacNeil（2009）的研究指出，以韓國科學

技術學院為例，建立於1971年至今已成為

該領域中首屈一指的龍頭研究機構，但之

前卻被批評未能成功培養優秀的科學家及

技術人員，以因應產業轉型及社會上的科

技需求，被認為未在國內策略研究及地方

發展上扮演好應有的角色，類似的反省和

檢討為何科技大學無法隨著韓國產業邁向

國際的檢討聲浪不絕於耳。也因此，韓國

政府決定憑藉科技大學及研究所本身的學

術基礎，結合政府資助實驗室與產業的優

勢，將焦點放在能夠讓研究機構走向國際

舞台的相關計畫。透過對科技大學的直接

獎勵，韓國政府將科技大學及相關機構，

以發展核心能力以及鼓勵產學合作的方

式，將其推向國際。

（二）教育與研究的融合策略

韓國的教育暨科技部選擇若干優質

的高中，把校內資賦優異的學生送往大

學的相關科系就讀，做為重點培育的人

才；同時間並將優秀師資分配至STEA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Mathematics，科學、科技、工程、美術以

及數學）中小學，從基礎教育階段開始強

化未來的人力素質。另外，韓國政府也會

主動找尋許多海外學者及傑出國外教授，

透過給予充分資源發展其專業能力。而為

了因應新產業，韓國提倡整合課程並建立

世界級教育系統，讓研究人員獲得定期補

助，使其成為具有世界級水準的研究專家

（Park, Kim, & Kim, 2012）。

MacNeil（2009）的分析還指出，教

育暨科技部的補助會依不同專業而有所區

隔，也就是以重點的補助，進行拔尖的的

鼓勵。以功能來論，KAIST即被定位為是

世界級的大學院校，所以在補助上多著

重於研究，以提升韓國在全球相關研究

的能見度；相較之下，GIST、DGIST以

及UNIST則朝向提升本土產業的品質來補

助，以執行區域性、產業針對性的相關

方案，來進行補助資源的分配。此外，

由韓國政府輔助成立的基礎科學研究院

（Institute for Basic Science, IBS）也藉由和

學校的相互連結，推動由科技大學聯盟所

主導的相關計畫，以此成為一種政府和大

學聯合進行人才培育的機制。

在具體作法上，儘管多數優秀大學均

為國立，但韓國政府還是以績效責任的制

度來進行管理，以此做為大學管理的主要

機制，目的在提升學校的自主性和強化其

競爭性。例如：在新設系所或是部門的重

整等，只要是對產業與研究發展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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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會在作法上給予彈性的空間，惟事後必

須有一套評估機制。教育暨科技部也透過

產學合作的方式，加強科技發展以及科技

諮詢，使產業得以善用研發技術與增加和

科技大學合作的機會。

三、打造高等教育優質研究環境

（一）加強基礎性研究，擴展研究能量

根據知名國際組織，國際教育諮詢觀

察（International Consultant of Education 

and Fairs Monitor [ICEF Monitor], 2014）最

近發表的觀察報告，認為韓國大學擁有高

品質人才，主要原因在於2008年開始大量

投入的基礎研究補助，連帶使得身為基礎

研究搖籃的大學院校投資增加。根據2011

年公布的資料顯示，政府的主動投資使研

究機構中的人員個別產值於2010年時達到

韓元7,000萬，與2009年相比，教職人員投

稿國際期刊並且獲得錄取的篇數達到每人

0.28篇，增加了7.7個百分點。這些數據都

顯示了大學院校有著更佳的研究成果。

在基礎性研究與研究資源的配置上，

韓國政府大量增加基礎研究的預算，促

成更多創發性的研究成果。具體而言，韓

國在2011年個別以及基礎研究的經費約為

7,500億韓元，而參與個別或基礎研究的各

大學教授，則相較於2005年時成長了1.5

倍，甚至到2012年成長了35%。在獎助優

秀大學進行大型計畫的同時，韓國並未因

此而稀釋了對於個人以及基礎性研究的獎

助，因此，在此雙軌並濟的方式底下，其

基礎性的研究並未在追求國際排名的風潮

中遭致犧牲，個人的研究也可獲得適當的

獎助。

（二） 增加獨立研究的補助並鼓勵與產官學

研合作

一如上述，為了提升大學的研究能

量，韓國政府採取強化機構和個人的研

究補助管道。在個別的獨立研究部分，

從2011年開始發展大學獨立研究精進系

統，以各種方式增加較先前補助多40%的

計畫，但為了避免研究經費過多而產生弊

端，韓國政府採取以研究計畫為單位的檢

核措施，目的在於讓大學院校不再將獨立

研究視為可以做為額外的經費補貼或是其

他擅自運作的資金，務必使其確實用於研

究的應用與產品的開發。在作法上，任何

個別型的獨立研究計畫申請通過後，即以

大學為控管的單位，一來使大學院校具有

足夠、集中的控制能力，二來藉此設立監

督系統，觀察個別單一研究，並以此做

為決定其他整體補助大學的參考（Korean 

Councils for Universities, 2013）。

從2010年開始，韓國政府所補助的

相關研究中心和高等教育機構之間的合作

更趨密切，加上產業資源的挹注，使得產

官學研的關係變得密不可分。大學和政府

補助研究機構產生已產生新的合作關係，

此模式連結了從政策、研究到產業，最後

回饋到人才的培育和流動。此模式也改變

了教學和研究體系的原有生態模式，讓學

校的教職人員以及機構研究員都能夠在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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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和研究間進行流動。藉由突破舊有的制

式法令，不只能讓不同領域進行更充分的

學術交流，也能讓這些研究人員創造出提

升大學院校創意研究能力的機會（ICEF 

Monitor, 2014）。

（三）強化高等教育的設備與滿足研究需求

MacNeil（2009）研究後指出，直到本

世紀初，韓國高等教育機構的研究環境，

除了對教授較為禮遇之外，實驗室的設備

和實驗室的人員，都是處於資源不足且工

作環境處於相對不利的地位。因此，大部

分於學校進行的研發工作，多半由一位教

授率領一個研究團隊以及一些約聘研究人

員進行。因此，即便是具有前瞻性與發展

性的研究案，也會因為人力和物力的缺乏

而事倍功半。以研究人員的待遇來看，大

部分有著博士後研究員的研究團隊成員，

都是約聘研究員，薪水只有正職研究員的

七到八成。在有限的約期中（通常是一

年），對研究的參與度受限，也沒有健康

保險，對這些有著潛力的博士後研究員的

差別待遇，更造成研究人員寧願出國工作

也不願意留在韓國的現象。另一方面，能

夠操作高科技研究設備的技術人員嚴重短

缺也是一大問題，即便大學的研究設備升

級，也難招募到夠資格的技術人員。因為

大部分的職缺待遇偏低，且以約聘為主。

不足的技術人員使得大學促進研究的工作

窒礙難行，也使得昂貴的研究設備使用率

大為低落。

為了因應這些問題，Kim（2010）指

出，韓國政府特擬訂計畫，希望能夠開出

更多條件優厚的職缺，讓更多全職研究與

技術人員獲得更好的待遇。韓國政府認為

若博士後的研究員以及實驗室的技術人員

能獲得大學院校中的固定職位，必定能改

善大學中的研究效率，至此其原本占約聘

僱或臨時缺額的相關研發人員，數量便可

逐漸減少並朝向正職的方向來進行轉換。

（四）進行跨校的資源整合與合作

在跨學科領域整合與合作的時代，

高等教育和研究機構間的整合和合作便相

形重要。對韓國而言，便認為將具有研究

設備和人才資源的大學與和相關機構整合

在一起，並確立大學和研究機構間的合作

方向和利基，善用各單位的研究人才等工

作至為重要。以上述運作方式來確認韓國

是否朝資源最大化來進行，如果大學中的

研究人員得以將先進的設備以及設施，與

政府補助的研究單位共用，除了可以在研

究的突破和創新更具競爭力外，同時可以

藉由進行中的共同研究讓研究人才互通有

無。

舉例來說，韓國政府於2011年資助成

立的IBS，藉由和各大學的合作，加強其各

項基礎研究和產業開發的橫向學術資源連

結，希望能夠建立並且發展成為世界基礎

科學的研究基地（IBS, 2012）。藉由和各

大學的合作以及在相關研發特區中設立IBS

園區等方式建立合作的平台，這種橫向的

資源整合正在韓國成為一種政策鼓勵的模

式。不僅對國內進行資源的橫向整合，I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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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為國外留學生至韓國進修的平台，吸

引許多國外名校的博士升至此平台中進行

研修，對於人才的培育和交流，此種方式

已逐漸成形。

肆、 案例實務：首爾國立大學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SNU）的整合計畫

一、發展背景

從上世紀末起，因為全球性的知識與

產業價值變革，使得高等教育必須因應社

會和經濟結構的變化而朝向市場化與競爭

化的趨勢邁進。此股風潮也接連的影響到

亞洲地區主要國家的大學運作，大學間的

整併和合作、國立大學的法人化、成立基

金進行彈性的校務管理等，均是在此波趨

勢下的相關因應作為。例如：中國大陸在

1998年整合幾間國立大學，並且賦予學校

校長更多如招生、組織重組及財務管理等

權限，以強化機構自主能力以及權威性；

城市國家新加坡則是決心將國立大學轉型

成為具有資源集中與具備知識領導能力的

角色，最後將新加坡國際大學與國立南洋

理工學院相互整合；日本也受到影響，將

89所國立大學於2004年轉型成為法人性

質；馬來西亞更是宣示要在2020年前成為

亞洲地區的高等教育流動窗口，吸引更多

的歐美人才（Hallinger, 2014）。可以看到

在同時間，各國的大學經營進入一個調整

體質以因應全球競爭的時代，韓國也是在

此背景下進入相關的改革。

韓國開始進行其國內大學的體質

調整和資源整合始於蔚山科學技術大學

（UNIST）2004年的設立，一切朝世界級

大學的標準來準備，並預計於2030年前成

為世界十大。在此前提下，UNIST得以自

行規劃課程，例如雙主修或雙軌制修課等

方式，也在組織運作下賦予自主性，學校

得以發揮更多自主能力。政府對於學校運

作方面的經費逐年增加，而大學院校不僅

從政府稅收也從私人企業方面獲得補助。

另外，UNIST也引進以每季（quarter）為

計算單位的管理系統，而非先前以學期

（semester）計算系統，有助於提升大學院

校的課程效率，以求在短時間內訓練出更

多可用之才（Kim & Lee, 2006）。

二、首爾國立大學之發展困境

從2013年QS世界前百名大學排名來

看，SNU位居第35位（QS Intelligence Unit, 

2014）。但事實上從2007至2011年期間，

SNU的世界排名一直在落於第40位至第50

位之間，相較於日本於同時間有六所大學

進入百大，且其他韓國上述提到的知名大

學也都逐年在提升名次，唯有SNU在2011

年以前停滯不前（QS Intelligence Unit, 

2009, 2011）。為了提升與改善SNU的績

效，韓國政府於是著手進行連串的改造計

畫。

例如：為考量國際教師與國際學生

的將有逐漸成長的趨勢，SNU將其國際

事務處之組織予以擴編，以更有效率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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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關校務行政的配合。該處目前分兩大

組別：國際合作以及國際交流與教育，每

組之下再分為兩個團隊進行特定之行政任

務。然而，對於SNU來說，僅採取內部

改組的做法對整體的組織改革作用仍然有

限。表面上看來，大學校長似乎能在校務

管理中進行組織的必要改造；但實際上，

因為SNU為國立大學，校長並沒有權限建

立有別於現存體制下的組織規範。因此，

要改革組織，必須先進行法令的修改。

為了修改法令，SNU必須先由教育

暨科技部提案修法送韓國國會通過。但在

此之前，光是內部相關意見的諮詢和整合

即已耗費近年，再加上修法程序耗費六個

月，而後續的組織重組需再費時一年，其

中更涵蓋了許多內部協調與開會的時間，

但為使SNU更具競爭力，還是必須經歷上

述相關的修法過程（SNU, 2014a）。除了

組織系統上的改變外，由於政府大量補助

國立大學，政府資金的缺乏效率也是另外

一個進行重組的原因，因此修法的內容亦

朝法人化的方向思考。

三、 首爾國立大學重整計畫（SNU, 
2014b）

2010年12月，韓國國會通過了首爾國

立大學重整計畫草案，並且由當時的教育

暨科技部進行主導，政府開始進行許多接

續計畫以整合SNU的相關機構和資源。事

後再從QS 2013年的全球大學排名來看，已

進步至35名的SNU確實已收到初步之改革

果效。進一步來看，SNU的重整計畫可以

由下列五大部分來進行說明：

（一）廣招優秀教研人員

只要符合SUN發展需要的人才，都可

以不受到法令限制而直接聘任。在全球化

競爭的需求下，SNU以更積極的態度引入

更多外國學者或者私人機構的專家擔任重

要職位，以2014年為例，全校1,900位教研

人員中，即有150位外國級的教授專家，而

且人數還在繼續增加中。

（二）財務管理彈性化

SNU可根據學校的中長期發展計畫，

運用經費並且依照需求重新調配資金。此

外，學校可以藉由相關產學合作的方式，

自行發展財務計畫，如出版大學教科書、

智慧財產權的管理、舉行語言認證考試

等，同時也能接受外界提供的補助。這樣

不僅能夠通過產學合作增加年收入，也能

夠達到某種程度上的開源節流。

（三）組織改革程序簡化

建立或結束學校組織不再需要經過繁

複的限制。此外，大學校長的指派也主要

由校長遴選委員會及董事會負責，而非由

教職員工普選產生。強調有效且具功能性

的運作，代替既有的繁瑣審核程序

（四）明文規定發展計畫

大學校長上任後必須設立四年發展計

畫，並且每年公布其計畫執行之概況以供

審議委員會進行檢視，對於基礎的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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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必須有具體的規劃和說明，延攬人才的

作法和目標也必須在計畫內提出供各界檢

視。

（五）免費使用公家財產

韓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本來就依照法律

規定給予相關大學進行補助，但在教育暨

科技部推動下的SNU重整計畫，還另外給

予SNU因教學或研究需要，可免費使用其

他公家單位的硬體資源和財產，舉全國之

力協助幫助SNU的教研發展和競爭利基。

四、 首爾國立大學重整計畫之意義與
展望

韓國政府決定整合國立大學資源，是

經過深入研究國立大學所面對的問題後而

決定執行的，同時也參照其他國家的高等

教育成功改革模式來進行。為求更順利的

進行改造並且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SNU

特別以臨時任務團隊進行校務改造，以彈

性作法回應迫切之改革需求。而對於其他

國立大學，韓國政府亦會比照SNU的改

造方式，考量每一所學校的個別狀況後，

再行研擬出可用之法。國立大學的整合計

畫對於大學來說，都是不同以往的運作模

式，除了凸顯不同大學的特色，也能維持

政府針對各大學的補助。在現行運作模式

中，學校被視為政府力量的延伸，而韓國

國立大學從以前難以在全球舞台上和其他

大學一較長短的情形，如今藉此相關改革

已獲得一定的成效。對於在地人才的培養

以及對外人才的吸引，韓國的高等教育的

競爭力已更甚以往。

伍、結論兼臺灣之反思

對於人才培育所面對的挑戰，韓國

的處境幾乎和我們是一模一樣，低出生率

導致高等教育經營生存的困難，爭取全球

大學的排名以吸引更多的國際目光，創造

有利的國際人才流動環境等，幾乎都是近

年來臺灣在人才培育轉型上所思考的重要

議題。從本文上述的內容來看，韓國在高

等教育的競爭力，以及和產業的連結等，

均較我國有更為出色之表現。若臺灣可從

以下幾點來自韓國的經驗進行政策性的思

考，未來仍有可為之處。

一、 專責機構負責長期性社會觀察與
政策建議

韓國的KEDI依照各項社會觀察，包

含少子化等議題對於整體人才培育的影響

等，均能提出年度的報告且形成其政策建

議的權威性。儘管我國也有功能性質相近

的國家教育研究院，但是，在政策建議的

影響力和功能上，應可借鏡韓國之經驗，

強化獨立研究機構的社會觀察和政策建議

能力。

二、以教育部會為主統整人才培育鏈

韓國的教育暨科技部從大學品質的

管控、重點大學的鼓勵、研究方向和獎勵

的訂定，以及和產業的合作方式等，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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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扮演單一主導與決定的角色。臺灣現今

雖然抱持跨部會思考的思維，以涵蓋教育

部、科技部、經建會等方式，進行人才培

育的規劃，但結果是往往各部會各行其人

才培育之政策，資源和重點也易於重複，

此點臺灣必須再做權責之調整。

三、對個別法令的修改以吸引人才

本文認為韓國已有育才朝向菁英化、

留才朝向彈性化、攬才朝向國際化的趨

勢，從其政策性的加強重點補助特定大

學，擴充大學內的名額編制減少約聘人員

的流動，以及重金獎勵國際研究團隊進駐

等，均適當修改法令以為支持和配套。臺

灣目前雖也有頂尖大學的獎勵，但是資源

往往過渡傾向單一學校；國立大學內的正

式編制員額依舊受限於政府人員編制之總

量管制，無法像韓國一樣將優秀約聘轉為

正式；另外，我國目前對於鼓勵國際團隊

來臺仍無法突破薪資結構的障礙，使得在

人力競爭的市場漸趨下風。

四、 區域性的研究領頭羊和產業的積
極結合

韓國的IBS於全國區分實驗區塊，結合

研究、教學和產業，讓學校的產出有產業

的積極支持甚至奧援，一些大型計畫也因

有產業支持而得以躍上國際，並得以因研

究成果吸引更多人才進駐。但是，臺灣在

產業連結的部分，長久以來，重研究而輕

科技大學的政策選擇結果，導致科技大學

的動能難以發揮，也難在各地扮演牽引產

業的效果。若能取法韓國在各地確立區域

性領頭羊的角色帶動產業，則人才的正向

流動將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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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traces back to the beginning of 21st century of South Korea’s innovative 
policies on manpower cultiv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t 

adopts text analysis to conclude the scenario developed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Korean 
government and th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and then takes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reform as an example to do the demonstration. It comes to four main findings: 1.Setting 
a specific institute for longitudinal social observation and policy advising; 2. unifying 
manpower cultivation systems under MOE’s control; 3. revising individual regul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recruiting talents; 4. combining research achievement from higher education and 
industrial need actively and dynam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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