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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年來來，受到全球化及網際網路路快速發展的影響，各國⾼高等教育⾯面臨臨前
所未有的壓⼒力力，紛紛進結構重組與績效評估。從國際趨勢來來看，這些⾼高教
改⾰革可分以競爭機制下的教育公平、學校與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係、教育
⾏行行政管理理的改⾰革、全球化和⼤大學排名對⾼高教政策的影響。由以上國際發展
趨勢，可看出各國⾼高等教育政策發展，愈來來愈重視辦學成效的評估，與參參
考國際評比指標，作為⼤大學發展改進策略略。 

      ⾄至於如何確實掌握與追蹤⾼高等教育政策推動的成效，聯聯合國教科⽂文組
織統計局曾公布以下指標，作為各國⾼高教政策之參參考，例例如：⼈人類發展指
數、性別不平等指數、知識經濟指數、永續發展指標、與全球創新指標等。

      由於過去評估⼤大學績效多採⽤用投入因素，如：教育經費投入、師⽣生比
例例、課程與教學質量量、學費多寡與獎學⾦金金申請機會等。然⽽而，隨著國際間
⾼高教機構數量量快速成長，各國愈發關注⾼高教機構之間的比較，再加上愈來來
愈多學⽣生權利利意識的抬頭，與⼤大學⽣生就業市場的競爭，國際上愈來來愈關注
⾼高等教育的產出⾯面，與學⽣生學習成果等項⽬目。 

      為此，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在⼆二○○六年年六⽉月開始起草⾼高等教育學習
成果評量量計畫的兩兩階段可⾏行行性研究，共包括⼗十七個國家和經濟體，⼆二百四
⼗十八所⾼高教機構和⼆二萬三千名準畢業⽣生，評估各國⾼高教機構的成效，及了了
解各國⼤大學⽣生的學習成效與改善策略略的可⾏行行性，希望研發⼀一個強調「教學
及學習成效並重」的指標。 

      此外，美國⾼高等教育機構也針對學⽣生服務，⽅方⾯面進⾏行行追蹤，如：⼤大學
⽣生畢業率、轉學比例例、學⽣生進步率、就業準備率、畢業後⼀一⾄至五年年內的就
業率、與學⽣生的研究與發展狀狀況 （如：取得專利利數、就業薪資）等，作為
評估該校辦學績效的參參考。其中，針對學⽣生學習成效上，除了了畢業⽣生就業
與薪資外，在學期間的學習成效，如：認知技能、⼯工作準備度、公⺠民理理解、
國家社會全球能⼒力力、道德理理性等，也備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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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歐盟⽅方⾯面，公部⾨門應關注這群⼈人的六項學習流動指標，包括：訊
息及諮商、外語準備度、對於獎勵學⽣生長短期出國的資源、弱勢學⽣生⽀支援
系統、學習成效的重視、與專⾨門技術之認證等六⼤大指標。 

      儘管上述的趨勢變化，仍可發現這些評鑑指標仍集中在如：研究⼈人員
（教師）的學術表現，⽽而非學⽣生的學習成效。其次，以量量化為主的評量量模
式。第三、政府經費補助容易易影響⾼高教發展走向。第四、各種世界⼤大學排
⾏行行評比公布，引起各國⼤大學、政府與媒體等的重視與壓⼒力力，打亂辦學秩序，
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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