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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導 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受到全球人口數量暴增、教育機會均等理念與人

力資源理論等因素的影響，世界各國紛紛致力於發展高等教育，以滿足民眾對高

等教育的需求。一九八○年代開始，由於全球化與知識經濟時代的快速發展，各

國對勞動力人口的需求，轉向以智力為依托的高素質人才成為策動經濟發展的動

力，這更加深高等教育擴張的力道。而高等教育的擴張，致使大學需要容納社會

更多樣化的需求，傳統大學以培育菁英領導階層為主的功能，也慢慢轉變成包含

了民眾職業訓練的準備，為各個專業領域培養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人才。在高等教

育功能型態轉變的同時，教育機構也呈現多樣化的發展，以美國為代表的加州模

式和一九六○年代以後英、澳兩國為代表的二元模式，都可以看出這些國家在高

等教育進行擴張的過程中，出現機構功能多樣與分化，以職業訓練功能導向為主

的學院，作為高等教育擴張的主要管道。1此外，為了減緩因為高等教育持續擴

張導致政府財政負擔龐大的問題，開始降低對私立大學的管制，進而引入市場機

制來促進教育資金的活化。這些都是全球高等教育在擴張過程中所表現的特徵。 

中國大陸本身就是一個擁有眾多勞動力人口的大國。然而，一國人力資源的

                                                 
1 戴曉霞，高等教育的大眾化與市場化（台北：揚智文化出版社，2000 年 12月），頁 138-196。 



中國大陸高校獨立學院的發展與角色 

 2

強與弱，除了表現在人口數量的向度上，亦需要兼顧人力素質的提升。隨著經濟

時代的來臨，以「知識」為代表的創新技術和產業變遷，不斷的在全球蔓延開來，

一個國家國民素質的高低、掌握知識的程度、擁有人才的數量，特別是知識創新、

技術創新和制度創新能力的人才，將會直接影響一個國家、民族在國際競爭中所

處的地位，而其關鍵因素端賴教育水準之提升。2目前中國大陸仍然處在一個生

產力和科技、教育比較落後的國家，人力資源正面對著知識經濟浪潮的嚴峻挑

戰，如何將沈重的人口負擔轉變為人力資源的優勢，是一大關鍵。 

一九七○年代，當世界各國高等教育開始大力發展之時，中國大陸的高等教

育卻因為文革的摧殘幾乎停擺，直到一九八○年代為配合經濟改革政策之需要，

高等教育發展的定位始從政治掛帥轉向為經濟建設服務，以歐美大學發展之理念

和經驗為依歸，進行體質轉換。3為了彌補文化大革命對高等教育所造成的摧殘

與市場的人才慌，中國大陸於一九八三年正式開展經濟體制改革後，決定加速發

展高等教育以之配合。擴張的途徑是以學生招收種類的多樣化為主，除了一般公

費生以外，高校突破公費教育的侷限，開始廣泛招收「定向生」、「委培生」4和

「自費生」。到一九八八年，大陸高校招生多達 74 萬，比預定的招生目標超招了

10 萬名學生，其中又以自費生的成長速度最快。5反映當時社會對高等教育的強

烈需求。 

                                                 
2 柯歡，「二○○○年的中共教育」，中共研究（台北），2000 年 2月，第 35卷第 2期，頁 50-64。 
3 王瑞琦，「中國大陸高等教育的追求卓越與金字塔發展模式的形成：從菁英大學的轉型與發展

論之」，中國大陸研究（台北），2004 年第 2期，頁 59。 
4 「定向生」全名為「定向招生」，以中國大陸的解釋就是「哪裡需要就在哪裡招生」，主要的功

能在於打開高校人才輸向農村集體所有制的管道。早於一九七五、一九七六年，為了落實革命

教育，中共下放知識份子至農村時，曾經施行「三來三去」（社來社去、廠來廠去、哪來哪去）

定向性質的高校招生辦法。一九八三年，大陸從各省、市地區計畫招收的人數中抽出部分名額，

至指定的縣錄取當地的考生，稱作「招生指標到縣」，是為定向招生的開始。「委培生」全名為

「委培招生」，大陸於一九八四年的委培招生主要為各種形式、層次和地區的企業提供人才，

彌補定向招生以省為界限的侷限。各中央部門或地區，在所屬院校不能提供其所需特定的專業

人才時，可以與考生質量高、人數多的省簽訂合同，委託代招和培養所需人才。有關「定向生」、

「委培生」的內容可參考，王瑞琦，中國大陸大學聯招與高校之發展（台北：文笙書局股份有

限公司，1994 年 4月），頁 53～55。 
5 王瑞琦，中國大陸大學聯招與高校之發展，前引書，頁 15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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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年高校招生超常的成長並非來自於國家政策的主導，而是出自於個

別院校招生作業的脫序。由於學生超招過多，高校教育環境持續惡化，加上一九

八九年學生運動的影響，大陸高等教育的擴張趨於緩，各地方的招生計畫，尤其

是自費生的招收受到國家嚴格的控管。一九九二年鄧小平南巡為市場經濟背書，

高教人士抓住時機，強調以「市場化」和提高效益為訴求，將改革的觸角擴展到

高教不同的層面：從內部管理體制的調整、學費制度的建立、招生分配制度，至

於高校後勤化的重整。6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年之間，大陸高等教育便出現了兩

次大幅的成長，分別成長了 22%和 23%。7 

一九九三年二月，中國大陸國務院批准《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出爐，

確定大陸高等教育發展的兩個主要的方向：第一是達成「高層次專業人才的培養

基本上立足於國內」的目標；二是集中力量辦好一百所重點大學和重點學科。8前

者重心在於強調高等教育量的成長，後者便是大陸政府所推動的「二一一」工程，

可知中國大陸在追求高等教育量的擴張同時，也開始重視人才培養的素質和研究

水平的提升。一九九七年中國大陸全面實施大學學費制度，除了少數冷門科系的

學生以外，大多數的學生都要繳交學費。一九九九年一月，國務院通過《面向二

十一世紀振興行動計畫》，此為大陸高等教育擴招政策的確定，也表明了大陸高

等教育將朝大眾化的方向發展。9 

中共十六大的報告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新世紀任務，強調國內生產總值到

二○二○年要力爭比二○○○年翻兩番。為實現這個目標，需要強而有力的「人

才」和「智力」的支持。為此，中共教育部黨組織提出要穩步發展高等教育，到

二○一○年高等教育各類在學人數要達到 2500 萬人左右，高等教育毛入學率達

                                                 
6 王瑞琦，「九○年代中國大陸高等教育發展之研究」，中國大陸研究（台北），1990 年 4月第 4
期，頁 60。 

7 中國教育年鑑編輯部，中國統計年鑑 1996（北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年），頁 632。 
8 國務院，「中國教育改革和法展綱要」中發［1993］3號，1993 年 2月 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
教育部網站，www.edu.cn/20010101/19549.shtml。 

9 王瑞琦，「高等教育大眾化－廿一世紀中國大陸高等教育發展之目標」，中國大陸研究（台北），

2001 年 5月第 5期，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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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3%左右10。因此，高等教育追求擴張的趨勢已經成為中國大陸人力隊伍優化、

人力素質提升的一項重要指標，更為整個高等教育提供了新一輪的發展契機與挑

戰，也對原來的高等教育體制產生了影響與變革。而要大力發展高等教育，首先

便是需要龐大經費的支持，根據統計，中國大陸目前全日制在校生約為 2.3 億，

約占全球教育人口的 20%，規模居世界第一，但年度教育經費只有 170 億美元，

僅占世界教育經費總數 111500 億美元的 0.15%，也就是說中國大陸以世界 0.15%

的教育經費來支撐占世界 20%的教育人口，屬於典型的「窮國辦大教育」。11如

此，單靠國家教育經費的支出來支撐高等教育的發展是絕對不夠的，也因此高等

教育辦學多元化的呼聲逐漸受到市場力量的重視，藉由市場機制的引入，大陸高

等教育改變以往由國家財政統一包辦的情況，發展成一主多元的辦學模式，即以

國家辦學為主，多種辦學形式並存的體制。12教育產業化的趨勢形成大陸民辦高

等教育發展的一大契機，藉由民間資源的廣泛注入，以減輕政府對龐大教育經費

支出的負擔。 

一九九九年，中國大陸召開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當時國務院總理朱鎔

基於會議上便強調要「發展民間辦學，吸引社會各方面力量共辦教育。我國是窮

國辦大教育，不走多種形式辦學的路子，別無選擇」。13隨後國務院通過《關於

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明確提出，「要積極鼓勵和支援社會力

量以多種形式辦學，形成以政府辦學為主體、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發展的格局。

凡符合國家有關法規的辦學形式都可以大膽試驗」。14「九五」期間，大陸全國

各類民辦高等教育機構從一九九六年的 1219 所成長至二○○一年的 1758 所，成

                                                 
10 中國教育年鑑編輯部，中國教育年鑑 2003（北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年），頁 16-17。 
11 胡東方、蔣純焦，『民辦』誰辦？－中國民辦教育憂思錄，2001 年 2月，頁 58-59。 
12 張泉樂，「高等教育多元辦學格局與多元的質量觀」，理工高教研究，2003 年 4月，頁 45。 
13 「朱鎔基在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國教育年鑑 2000（北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年），頁 12-13。 
14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中國教育年鑑 2000，前引書，
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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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速度之快，充分顯示中國大陸積極鼓勵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的決心。15大陸著名

高等教育學者潘懋元更主張認為，「發展民辦高等教育是中國大陸高等教育大眾

化的必由之路」。16此話表明了民辦高教對大陸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的重要性。 

此外，在中國大陸高等教育擴張伴隨高等教育辦學體制改革不斷深入的過程

中，出現了一批辦學體制特殊、結合公辦高校與民辦高校特質的「獨立學院」（其

前身為國有民辦二級學院）。獨立學院的產生，結束了中國大陸高等教育體制中

「非公即私」或「非官即民」的歷史，其出現的原因主要分成兩部分：首先，大

陸許多地方本科大學為了因應持續擴招產生辦學條件緊張和教育經費不足的難

題，藉以結合民間資源、採用市場機制運作的創新辦學模式，讓普通高校的辦學

規模可以持續容納學生人數的增加；其次，大陸民辦高校多半處於起步晚、投入

少、基礎差、實力較弱的情況，受到強烈的質疑。17而獨立學院因為依附公立普

通高校的品牌辦學，教育資較為充沛，教學品質易於控管，具有相對的競爭優勢，

因此近年來快速興起，成為中國大陸各類高等教育辦學主體中發展迅速的辦學形

式之一。18  

為了有效規範與扶持獨立學院的健全發展，二○○三年四月，中國大陸教育

部頒佈相關法令、政策，以「積極支持、規範管理」的原則來強化獨立學院未來

的行徑目標。由於獨立學院的出現，主要是伴隨著高等教育擴張所產生的獨特機

制，同時也為高等教育的發展注入了一個新的契機，二○○三年六月，教育部長

周濟在試辦獨立學院工作會議上所作出的報告中表示，「試辦獨立學院是順應高

等教育發展形勢⋯⋯。它通過全新的、市場的機制配置，實現公辦高校品牌與社

                                                 
15 教育部規劃司、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2002 年中國民辦教育綠皮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

社，2003 年 4月），頁 95。 
16 潘懋元，「民辦高等教育的若干理論問題」，高等教育研究，1999 年第 4期，頁 19。 
17 張錫侯，「略論中國民辦高校持續發展與類型定位」，市場化過程中政府與高等教育之關係：

兼論中國民辦高校的角色與發展學術研討會（台北：淡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2005
年 6月 9日），頁 IV-2-13。 

18 張永傳，「中國大陸高校獨立學院的類型結構分析」，市場化過程中政府與高等教育之關係：

兼論中國民辦高校的角色與發展學術研討會（台北：淡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2005
年 6月 9日），頁 IV-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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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資金資源的有機結合，⋯⋯，必將有效廣大推動高等教育大眾化、現代化的進

程，對進一步解決好我國高等教育發展與國家、社會需要之間的供需矛盾具有深

遠的意義」。19易言之，中國大陸將獨立學院的發展視為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重要

管道之一，也將是大陸高等教育能否持續擴張的一項重要指標。 

至今，獨立學院尚處於發展的過度階段，在學界所引發展的爭議亦是持續不

斷。獨立學院目前仍存在許多問題的考驗，例如面對著與母體高校關係如何區隔

的挑戰、產權如何有效釐清的問題，或是如何突出其獨特的辦學特色⋯等，皆是

獨立學院必須思索的課題。在法律規範欲突出獨立學院為民辦性質之後，獨立學

院與民辦高校之間的發展關係將如何亦受到關注。因此，在大陸官方本身如此重

視獨立學院發展的背景下，促成本論文的主要的研究動機，希望藉由進一步探討

獨立學院的整體內涵與體制發展的概況，能夠更加深入的瞭解中國大陸高等教育

大眾化的實質現況。 

貳、研究目的 

經由研究動機的陳述，可以知道高等教育大眾化已成為新世紀中國大陸發展

人力資源、提升國家競爭的主要政策之一，而將二級學院升格為獨立學院是大眾

化發展的主要管道之一。然而獨立學院起源於二級學院，至今仍是一個新興的辦

學體制，因體制規範並不完善，目前仍存在許多問題的考驗，例如面對著與母校

關係如何區隔的挑戰、產如何有效釐清的問題，或是如何突出其獨特的辦學特色

等，引發諸多爭議。二級學院在轉型為獨立學院之後，其發展走向與民辦大學之

間的協調關係皆為各界關注的焦點。凡此均與中國大陸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前景

息息相關。本論文主要的研究目的為:(一)探討國家角色介入二級學院轉型為獨

立學院的過程與原因，以及所發揮的作用；(二)分析獨立學院與民辦高校之間的

                                                 
19 周濟，「促進高校獨立學院持續健康快速的發展」，中國教育報，2003 年 7月 8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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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三)瞭解獨立學院在高等教育擴張中的角色，由之瞭解大陸高等教育於擴

張過程所遭遇的困境與挑戰，以及評估大陸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發展前景。 

參、研究問題 

本論文主要依據研究目的內容，嘗試解決以下三個部分的問題： 

一、 以全球高等教育大眾化為背景，由之瞭解中國大陸高教育追求擴張、強調

大眾化的實質面向。所要探討的問題是二十世紀末中國大陸高等教育擴張

的動力為何? 新世紀大眾化的目標為何?主要策略或管道為何? 

二、 瞭解新興獨立學院發展的背景與特質，所要探討的問題包括：原始的二級

學院有那些問題？其轉型為獨立學院，應具有那些基本條件？舊有問題是

否因轉型而解決？出現那些新的挑戰？上述問題對於高等教育的擴張具

有怎樣的影響？在面對獨立學院一波又一波的廣泛設立，國家角色將如何

介入，以及大陸官方將如何進行規範與整頓？ 

三、 探討獨立學院在高等教育大眾化中的角色與未來的走向，包括：在市場競

爭中日趨激烈的狀況下，獨立學院將如何保證辦學品質、開創屬於自己的

辦學特色？獨立學院與民辦大學之間的關係為何？獨立學院在公平與效

益之間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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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名詞解釋與定義 

一、普通高等教育 

中國大陸高等教育分普通高等教育與成人高等教育，本論文中的高等教育

均屬於前者。依據上海教育出版社所編的教育大辭典的定義：「普通高等教育以

符合規定標準並尚未就業的青年為主要培養對象，以全日制為主要施教形式的各

級高等教育。屬學歷教育性質，與成人高等教育相對，為高等教育的主導部分。

實施機構為普通高等學校，即全日制的大學、各種獨立設置的學院、高等專科學

校等。」20本論文主要以大學四年本科教育為研究重點。 

二、高等教育擴張與大眾化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世界各國紛紛開始擴充高等教育的容量，有別於

傳統菁英大學的發展模式，高等教育開始為一般廣泛大眾所服務，也使得接受高

等教育的學生數量持續大量且快速地增加，「高等教育擴張」主要是表示高等教

育在發展過程中，追求學生數量快數增加的一個現象。 

「高等教育大眾化」是美國社會學家馬丁特羅（Martin Trow）在一九七○

年代，依據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經驗所構成的一套理論。主要是將世界高等教育

發展分成三種類型：菁英型（elite）、大眾型（mass）與普及型（universal）。菁

英型是指高等教育就學率或入學率占高等教育適齡人口（18～22 歲）中的百分

之十五以內；大眾型是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五十之間；而普及型則是超過百分之

五十之上。21當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從菁英型往大眾型的方向過渡的時候，此一

                                                 
20 教育大辭典編撰委員會，教育大辭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年），第三冊，頁 3。 
21 Martin Trow, “Problem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Elit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 In OECD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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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便稱為「高等教育大眾化」。 

三、高等教育毛入學率 

高等教育毛入學率是指同年齡層（18~22 歲）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例。中

國大陸高等教育毛入學率的計算公式為：在校生數/(18~22)歲年齡組人口數

*100%；在校學生數＝研究生＋普通高校本科、專科＋成人高校本科、專科＋軍

事院校＋學歷文憑考試＋電大視聽註冊人數*0.3＋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畢業生

*0.5。22 

四、民辦普通高校 

根據一九九三年八月，中國大陸國家教委頒布的《民辦高等學校設置暫行

規定》中表示：「所謂民辦高等院校，係指除國家機關和國有企事業組織以外的

各種社會組織以及公民個人，自籌資金，依照本規定設立的實施高等學歷教育的

教育機構」。23中國大陸之民辦高等院校依其性質可區分為具有獨立頒發文憑資

格的民辦高校、文憑試點民辦高校、自考助學民辦高校及其他。本研究所稱之民

辦普通高校主要是指經過中國大陸教育部批准具有獨立頒發文憑資格的非由政

府力量舉辦的大專院校。 

五、獨立學院 

獨立學院早期又稱為國有民辦二級學院，是指依附國有普通本科高校在多

年辦學中累積的有形和無形資產，利用國家對民辦高校的優惠，採取民辦高校的

                                                                                                                                            
Policies for Higher Education (Paris: OECD, 1974), pp. 63~71. 

22 請參閱潘懋元，「試論從精英到大眾高等教育的過渡階段」，高等教育研究，2001 年第 22卷第
2期，頁 2-4。 

23  「民辦高等學校設置暫行規定」，大陸前國家教委會頒布，1993 年 8 月 17 日。
http://www.edu.cn/20041216/312457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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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運作機制，獨立於母體高校自主辦學的二級學院。24二○○三年四月，中國

大陸教育部頒發《關於規範並加強普通高校以新的機制和模式試辦獨立學院管理

的若干意見》，正式以政策形式來規範二級學院的發展。25至此，二級學院統一

更名為獨立學院，以與舊有尚未進行規範的二級學院形成一個時期上的區隔。 

 

 

 

 

 

 

 

 

 

 

 

 

 

 

                                                 
24 劉根東、鄧小泉，「民辦二級學院轉變為獨立學院的實質」，教育發展研究，2004 年 3月，頁

57。 
25 教育部，「關於規範並加強普通高校以新的機制和模式試辦獨立學院管理的若干意見」，2003

年 4月，教發﹝2003﹞8號，http://www.mo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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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限制 

壹、研究方法 

本論文採行的研究方法有歷史分析法、文獻檢閱法及訪問調查法。茲將各

研究方法解釋如下： 

一、歷史分析法 

指通過研究過去的事件或現象，以及考察和分析事件或現象的歷史延續

性，以認識和解釋目前現象的方法。因此，歷史研究法仍是著重描述某一具體事

件或現象的來龍去脈，並企圖從事物的歷史發展過程尋找因果關係。26本論文主

要是針對大陸官方原始資料、政策目標以及重要領導人的談話進行分析，並輔以

大陸國內和國際現狀的討論，建構整個大陸高等教育擴張發展的情況，及相關問

題的產生。 

二、文獻檢閱法 

經由對文獻進行分析研究，並從中引證研究對象的看法或找出其真相的一

種方法。27筆者主要廣泛蒐集中外學者對於相關議題的研究報告和論點比較，以

成為本論文在進行理論分析與問題研究時的討論基礎。文獻資料包括專書、期

刊、論文、網路資料等。 

 

                                                 
26 彭克宏主編，社會科學大辭典（北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 年），頁 381。 
27 彭克宏主編，社會科學大辭典，前引書，頁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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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度訪談 

有別於單純文獻資料的蒐集，深度訪談可以藉由與受訪者的對話與溝通，

獲得來自受訪者的資料，並加以詮釋分析，使相關研究問題能獲得解答，以直接

深入研究主題的內涵，給予不同觀點的啟發，提供筆者於問題研究時的佐證，以

期能真正符合中國大陸的實際狀況。 

二○○五年四月初時，筆者相當榮幸能藉由赴北京參加兩岸高等教育學術

研討會的機會多方地接觸到幾位大陸當地著名的教育學者和教育工作者，直接幫

助筆者對於中國大陸高等教育現況的瞭解。本論文主要的訪問對象有三位學者，

一位是北京大學著名的高等教育研究學者，另外兩位各是大陸中部與西部某兩所

獨立學院的院長。三位學者對於大陸民辦高等教育與獨立學院擁有多年的研究與

充分的實務經驗，藉由他們的熱心幫助與細心解答，讓筆者針對大陸獨立學院的

整體發展狀況與運作方式能有更加深入的瞭解，以及掌握獨立學院在運作過程中

所面臨的一些問題。在訪談過程中有助於筆者釐清許多先前在台灣進行文獻探

討、研讀時所產生的疑問與懷疑。訪談內容主要包括獨立學院的體制運作情形、

獨立學院對民辦高校的影響關係、獨立學院與母體高校的利害關係，以及獨立學

院主要面臨的辦學困境等，完整的訪談題綱與內容請參考文後附錄一。由於訪談

內容牽涉許多大陸官方政策的敏感議題，基於受訪者之要求，本論文並不具名受

訪者之基本資料，訪談內容亦分別陳述於論文文述之中。 

另外，二○○五年六月時，筆者參加了由淡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與評鑑中

心舉辦的一場關於中國大陸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的學術研討會。在研討會的現場，

筆者仔細聆聽了許多來自大陸各地區民辦高校負責人的論文發表，會中提及了許

多民辦高校發展的實務狀況，提供了筆者在處理民辦高校與獨立學院之間的關係

時，能有更多不同面向的啟發與新觀點的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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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中國大陸的高等教育歷經文革的摧殘幾至停擺，一九八○年代以後，為因應

經濟改革政策的需要才開始急起直追。九○年代中期便有學者開始呼籲高等教育

要朝大眾化的方向發展，政府本身亦推動許多計畫來加強對高等教育的重視，例

如：「科教興國」、「211 工程」等。一九九九年「振興行動計畫」便確立高等教

育大眾化發展的目標。可以說大陸高等教育的發展是從一九九○年代中期以後才

開始有比較顯著的調整，因此，本論文的研究範圍在時間上，主要是從一九九○

年代中期以後至今，聚焦於一九九八年之後中國大陸高等教育正式開始採行大眾

化發展的過程，從中探討高等教育擴張所產生的相關問題與現況，以及獨立學院

整體的發展狀況。 

由於本論文主要是從市場與國家介入的角度，以及擴張對於高等教育制度轉

變的影響的角度來進行分析，主要重點在於探討獨立學院的形成與問題、獨立學

院與民辦大學之間的市場競爭，以及獨立學院在大陸高等教育大眾化中扮演的角

色。至於獨立學院內部的組織運作與課程設計或師資等結構等狀況，由於非本論

文之重點，本研究將不予以詳細介紹。 

二、研究限制 

在研究限制方面，由於一項政策的變革必然會廣泛的牽涉到許多面向的改

變，就像高等教育的擴張必然會對原有的教育體制產生許多衝擊，甚至延伸出許

多社會層面的問題，因此，本論文的限制主要在於難以涵蓋所有面向探討，只能

單就幾個目前較為廣泛受到專注的議題進行研究。 

在對於獨立學院的研究方面，由於獨立學院的體制新穎，尚處於發展與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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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階段，需要經過較長時間的觀察才能充分瞭解其成效為何，目前較難給予明確

的評估。在資料取得方面，受限於研究獨立學院的興起與發展時間甚短，相關專

書著作較尚附闕如，所幸相關論文著述、期刊資料、報章雜誌、網路訊息等方面

的資料尚稱豐富，足以提供筆者作為文獻分析之佐證。在訪談部分，受限於個人

經濟能力之因素考量，未能針對主要研究問題進行更深入以及長時間的考察工

作，是為另外之侷限。 

參、本論文之章節安排 

本論文將依據兩大部分，分成六個章節來進行討論： 

第一個部分主要是提供中國大陸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的背景：第壹章為導

論，說明本論文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範圍與限制；第貳

章主要探討全球高等教育擴張的背景因素和擴張的情形，以及在擴張的過程中，

高等教育所呈現的機構多樣化發展與市場化趨勢。第參章則是以全球高等教育大

眾化為背景，探討中國大陸高等教育追求擴張的本質與其社會環境的需求，以及

在擴張過程中所出現的體制變革。另外藉由獨立學院的興起因素，探討獨立學院

與中國大陸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關係，從中瞭解高等教育擴張所產生的問題，以及

獨立學院在高等教育大眾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和重要性。 

第二部份將聚焦於中國大陸獨立學院的整體發展與運作概況：第肆章從介

紹獨立學院的前身，二級學院的起源與特徵，瞭解獨立學院的發展概況與政策規

範的內涵，亦從中區別二級學院與獨立學院的差別；第伍章為獨立學院的影響評

估與問題對策，就獨立學院在轉制後的體制影響或可能遭遇的問題，通過書面文

獻資料的整理與訪談學者的意見，進行整體的評估。第陸章則歸結本論文的研究

內容與研究發現，並提供後續研究之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