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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教育行政 

科  目：比較教育 

甲、申論題部分： 

羅正老師 

一、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趨勢已然成形，面對全球化的浪潮，大學競爭力儼然成為國家競爭力的重

要指標。近年來各種國際大學排名系統（如 QS 世界大學排名）之出現，提供多元之高教資

訊，但也受到部分學者之質疑。試以教育評鑑的觀點，分析說明不同取向之世界大學排名系

統，所可能產生之爭議與問題為何？（25 分） 

【命中特區】羅正(2021) 。比較教育(第 8 版)，台北：志光出版。頁 617-619。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 

《破題關鍵》：此題乃 104 高考二級（教行一般組）試題之換句話說。 

【擬答】 

大學排名系統在過去十年間風靡全球，其是根據各項科學研究和教學等標準，針對相關大學

在數據、報告、成就、聲望等方面進行數量化評鑑，再通過加權後形成的排序，目前世界著

名的排名系統如英國的 QS 系統、TIMSS 系統、美國 USNWR 系統及上海交大系統。這些系

統均有高度量化的特徵，同時系統所設計的高等教育指標，亦有高度主觀性，以研究或特定

商業取向為主，影響利害關係人之擇校與募款，並連帶影響高等教育機構之辦學方向，致使

過去十年的高等教育，側重學術發表及爭取世界聲望，忽略學習者本質及社會需求，爰英、

美二國在評鑑大學或進行資源分配時，透過資訊公開，採取以下新措施，分述如下。 

由學術導向到消費者導向的評鑑─大學計分卡與關鍵資訊系統概術： 

美國大學計分卡（College Scorecard）：由美國總統歐巴馬於 2012 年首度提出，其用意

原在於透過市場力量改革美國高等教育高學費與產出不成正比之狀況，其透過政府之力

建立線上互動工具，幫助使用者收集各大學資訊並進行比較，以協助選擇並對大學造成

壓力，該系統涵蓋以下指標： 

各機構學費。 

各機構學生平均畢業年限。 

各校學生畢業後所從事的工作。 

就學期間申請聯邦助學貸款的學生目前的薪資平均及負債狀況。 

英國關鍵訊息系統（KIS）：由英國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HEFCE）進行，要求高等教

育機構主動提報與使用者有關的訊息，並由 HEFCE 進行公告，KIS 所公告之數據，並

配合英國高等教育之財政與全國學生滿意度調查併同公告，作為使用者選擇之強而有力

的工具，KIS 系統蒐集項目如下：學生滿意度。畢業生進路。教學與評量方式。

學費。獎學金與生活津貼。住宿資訊。入學條件。 

英美二國的作法，已跳脫傳統的學術指標設定，回歸使用者需求，主動蒐集客觀數據並

進行公開，政府透過資訊公開的手段，對高等教育的辦學方向及經費分配，產生實質的

影響。 

我國高等教育之策進作為： 

評鑑制度改革：大學評鑑制度不應再被視為政府政策之績效檢核工具，在指標設計上，

應有更多授權空間，讓學校有能力透過評鑑凸顯學校特色，向社會呈現最佳辦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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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單一化的績效甚或排名不再對學校辦學有絕對影響。 

落實資訊公開：大學具備高度自主性，在獲得政府高度補助及其監督強度相對較弱的情

況下，與利害關係人密切相關之決策、財務、收費、師生狀況、畢業生流向等數據均應

公開，除可作為社會公評外，亦得促進高教機構自我改善。 

政府建立對外公開之整合資料庫：承上述資訊公開，政府應主動蒐集各大學校院之公開

數據並設定共同欄位（如部分重要績效），並透過統計方法驗證學校資料之正確性，建

立高等教育之大數據資料庫，以供決策使用。 

各校啟動校務研究以提昇治理品質：在微觀面，學校應主動蒐集校內資訊及與學生學習

成效有關之數據並進行分析，驗證校內決策之適當性，並提出對改善決策品質之建議，

提昇高等教育治理品質，建立以證據為本的決策模式。 

綜上所述，大學排名系統是一項單向的思維，其僅能部分代表高教機構在特定面向之

辦學成果，對高教之全面發展並不公允，其所公告之資訊或指標，亦難代表利害關係人所

關心的面向，英、美政府透過資訊公開的手段，將高等教育的績效判斷權回歸予民眾自由

心證，透過公眾的力量影響高教辦學且未涉入大學自治範疇，值得我國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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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國自 1990 年代後積極推動綜合中學之設立，認為其可延緩學生分流之時間，而給予其更

多試探的機會。然而實施後卻面臨經費支出過於龐大，課程複雜學生難以選擇等問題。試以

英國之經驗，分析其與我國綜合中學之設置，兩者之間有何差異？可提供我國之啟示又有那

些？（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 

《破題關鍵》：本題為 2000 年左右之資深試題，考生除了回憶舊資料外，應試以現行十二年

國教制度相比較。 

【擬答】 

發展緣起 

英國自一九六五年工黨政府主張教育機會均等並鑒於當時中等學校制度不符合時代的

潮流，發行通諭（Circular）要求各「地方教育當局」（Local Educational Authorities）提出

中等學校改組為綜合高中之計畫，以符合時代的需求，保守黨則是主張「英才教育」反對

廢除文法中學，因此後來綜合高中的發展由於兩黨輪流執政，工黨在政策上支持綜合中學

的發展，保守黨則是不鼓勵綜合高中的發展，因此教育政策對綜合高中的發展時而鼓勵、

時而壓抑，但是綜合高中的體制符合時代的潮流和需求，綜合高中的數量持續不斷增加，

至今綜合高中已經成為中等學校的主流，一九九六年綜合高中學生數佔 86.8%，自一九九

0 到二 00 一年之間綜合高中生數佔全體高中學生數一值維持在 85%左右。 

我國 1994 年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決議全面試辦綜合高中，接著教育部便積極籌劃試辦

事宜，並於 1995 年「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中，提出我國未來高中教育發展的重點之一，

即在推動綜合高中試辦計劃。1995 年「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的總諮議報告中，亦

建議我國未來應建立以綜合高中為主的高級中等教育制度，最後實現以綜合高中為主的學

制。在十二年國教體系下，是為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提供一般科目及專精科目的課程，

協助學生發展學術預備或職業準備的興趣與知能，使學生了解自我、生涯試探，以期適性

發展。 

推行之困境與問題 

英國綜合中學學校數比例雖然甚高，看似相當成功，然而卻有著，中等學校變得過得

龐大、行政管理不善、學生不積極參與、學生與學生家長疏於聯繫等問題。此外，綜合中

學原應強調學生之均衡發展，而實際上卻可能比非綜合中學更重視學生智育之成就。 

政策之穩定與否 

台灣是由政府發佈來試辦綜合高中，而英國是因為工黨的推動，是以英國綜合中學受限

於政治的影響，在政黨的輪替與變更，教育政策之實施處於搖擺不定的狀態。 

整併之學校型態 

台灣之綜合高中多為高職學校的轉型，一般普通高中多無轉型之意願，而英國則是現代

中學、技術中學、文法中學全面轉型為綜合中學，明顯地與台灣的型態不同。 

由綜合中學(高中)之數量來看，台灣之綜合中學是與其他類態的後期中等教育並存；而

英國之綜合中學則已取代了文法中學、現代中學與技術中學。 

推行之困境與問題 

轉型為綜合高中的職業學校，應確認綜合型高中設立的目的，讓學生能在學術預備或職

業準備之間彈性的選擇，提供充足的設備、教材、師資，而非為了整合資源、吸引學生

等目的，而非偏向學術化之發展。 

落實學校社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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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高中經常面臨資源不足的問題，在十二年國教課綱正式推動之下，學校可運用社區

資源，與鄰近高中職學校進行合作，整合區域內、校際間的資源。 

 

四、依據相關法律，我國近年對高等教育之大專院校進行各種評鑑，但卻招致違反大學自主之批

評。試比較與我國國情相近之日本，其對高等教育之評鑑作法上，有何值得借鏡之處？（25

分） 
【命中特區】羅正(2021) 。比較教育(第 8 版)，台北：志光出版。頁 420-422。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 

《破題關鍵》：依題目所云高教評鑑招致違反大學自主之批評，提出日本高教評鑑之重要特

色：第三者評鑑。 

【擬答】 

日本現行實施的高等教育認證評鑑制度之思維和模式源自美國（文部科學省，2013b），認

為評鑑不應該僅依據單一的標準，重要的是可以協助和支援各大學，發展有特色的教育和

研究。所以，認證評價制度的評價機關必須是複數，存在的前提必須依據各個不同特質的

教育，可以由各校選擇自認為比較合適的評鑑機構，進行評價活動並活用其評鑑結果。因

此，大學評鑑認證的法源依據，前提也是立基於提供多樣性的評價機關來實施評鑑。 

負責大學評鑑的「認證評鑑機構」必須是具有公信力的第三者機構。而要成為「認證評鑑

機構」，必須依據文部科學大臣所公布的「認證基準」向文部科學省申請認證，並透過文

部科學省的諮詢機構「中央教育審議會」下的「大學分科會」所組成之「認證評價機關認

證相關審查委員會」的審核許可，再通過中央教育審議會的審議取得認證，才具有實施大

學評鑑的資格。 

大學評鑑的實施方法 

受評大學首先依據《自我評價實施要項》實施自我評價，並作成「自我評價書」向評鑑

機構提出。大學在選擇評鑑機構時，主要有三個機構可以選擇，可以選擇一個機構評鑑，

也可選擇多個（文部科學省，2013a）。每個評鑑機構的評鑑內容會有些許不同，屬性、

收費和方式也有所差異。 

實施方法：委託機構進行評價，大概可分為「書面調查」及「訪問調查」兩大部分。 

整體而論，日本的大學評鑑主要是透過「第三者評鑑」的概念，政府的角色則在扮演

監督及輔導。文部科學省主要掌握評鑑機構的品質與控管，以及對於最後評鑑結果的審核

權，並透過大學評鑑機制，更加客觀地掌握每個大學的整體狀況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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