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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學雜費調整學生說明會會後意見回應說明 
發言單號 意見 回應說明 

13 本校在本次高教深耕計畫中獲教育部 1 億

3 千 5 百多萬的補助，佔私校前五高，此

時卻主張漲幅 3.75%，對同學而言似乎是

件不合理的事。 

1.教育部所推動之高教深耕計畫，

主要是協助各大學發展多元特色

和優勢，由各學校針對四大目

標：「落實教學創新」、「發展學校

特色」、「提升高教公共性」及「善

盡大學社會責任」，擬定相關推動

策略、績效指標及執行方案。 

2.本校在盤點學校資源及條件後，

設定學校發展方向及明確自我特

色，提出以「學生的多元學習成

效」、「解決問題能力導向的學

習」、「學習知識的運用(實作、創

新、創業等)」為核心設計理念貫

穿於十六項分項計畫，推動學習

實踐場域從校園內延伸至社會、

產業及國際，從「知識的傳授」

昇華為「解決問題和創新能力的

養成」，至形成全面連結之多元創

新人才培育概念之整體性的深耕

計畫。 

3.綜上所述，高教深耕計畫是一個

開創發展計畫，以政策導引高教

發展，藉由教育部的經費補助，

本校得以強化「未來人才」議題

的佈局，在現有架構中謀求突破

與轉型，培育學生具備十大核心

能力的人才並提高校務經營競爭

力。然在政策導引方針下，有下

列情形： 

(1)教育部補助經費可支用項目

亦多有限制，例如：無法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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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校園環境改善用途，詳如

107年 5月 10日學生說明會會

議紀錄第 3 點「學雜費調整後

之增加規劃支出項目原則說

明」，須仰賴校方資源同步投

入，始達高教總體目標。此補

助經費是。 

(2)該計畫為政策導引方式，經費

使用於創新事項，並非支援學

校固定經費支出(例如：修繕、

裝修、工程、人事、鐘點及行

政支出等)，亦即學校維持基本

教研功能外，另肩負創新事項

的推動及執行目標，以提升整

體競爭力。 

(3)學雜費收入多支出於固定性

經費(教學研究訓輔及獎助學

金)，維持基本運作，不足以支

應創新性及競爭性之改善措

施，該計畫為學校追求卓越頂

尖的競爭資源，並非永續性或

齊頭式性質，校方一向以績優

辦學績效積極爭取外部資源，

始得挹注創新性及目標性的校

務計畫，塑造亮點成果，提升

校譽。 

請問學校在申請各項補助時，是否亦有同

時檢討改善各項教學策略的適宜性，如專

業倫理課程，撙節經費開支，讓錢在真正

的刀口上。 

1.專業倫理課程為本校之特色課

程，業經教育部之教學卓越計

畫、創新試辦計畫及高教深耕計

畫之肯定，並藉由每年舉辦之「國

際教學論壇」、「全國專業倫理個

案競賽」將本校專業倫理教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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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擴散至國內外，透過專業倫理

教育之落實，不僅將專業之倫理

素養投入社會，實踐大學教育的

社會責任，並提升本校畢業生就

業競爭力，成為社會不可或缺之

中流砥柱人才。 

2.本校此次學雜費調整經費使用規

畫並未涉及專業倫理課程，故學

雜費之調整額度與專業倫理課程

無關。 

目前是否有淘汱不合宜教學政策的案例? 1.本校依教育部各項推動之政策擬

訂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及高教深耕

計畫，落實相關教學政策，目前

之教學政策符合國內外教學創新

及先導潮流，已在有限之教學資

源下達成最佳教學成效。 

2.原各系學分結構之規畫政策僅區

分為「系必修」、「系選修」、「自

由選修」等三類，其中「自由選

修」因無嚴格規範，導致學生在

該類學分修課方面明顯零亂，而

無從完整性提升學生專業知能。

本校為避免上述情形發生，並達

到以學生學習為核心之教學目

標，配合教育部推動之培養學生

跨領域能力、問題解決之能力，

俾使學生成為學用合一之專業人

才政策，自 106 學年度起，淘汰

上述不合宜之自由選修學分政

策，改以每學系自由選修學分至

少應達 12 學分以上，且以輔系、

雙主修、跨領域學分學程、就業



意見收件統計時間：107 年 5 月 16~107 年 5 月 18 日 
 

4 

發言單號 意見 回應說明 

學程、微型學程(他系)、PBL 課

程為學習範圍。 

14 大學部學生人數明明逐年增加，也就代表

收入會增加，為何不盤點完整的收入，包

含產學合作，甚至募款和向中央申請更多

經費。 

1.本校大學部總量核定名額自 96

學年度起迄今已維持固定規模

3006 名，期間未予增加，該生所

提大學部學生人數增加主要係開

設各類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

運優生等各類學制班別所招收之

量內或量外學生，唯開設學制班

別，校方仍須投入相對資源(空

間、師資、經費、耗材、鐘點等)，

並非學生人數增加即代表學雜費

收入增加，兩者間非等比例關

係。 

2.本校教師近幾年執行產官學計畫

經費收入平均每年高達 5 億元，

為國內綜合私校研究成果亮眼學

校。綜觀目前教師除教學負擔

外，仍須多方承擔輔導、行政、

研究等職務，在有限的外部資源

及時間為基礎上，本校教師於研

究上之表現及產學學研計畫執行

之績效，為校務亮點之一。同時，

產官學計畫經費主要在支援研究

發展，僅管理費為校方統籌使用

收入，用於各研究計畫使用之水

費、電費、行政成本等，投入校

務固定性經常支出有限。 

3.有關募款及產學合作方面的財務

拓展，102 至 105 學年度均逐年

成長，校方傾全力拓展外部產官

學資源，提升經營性資源，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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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發展，請參酌說明會簡報；

在本校未來三年的中程校務發展

計畫中，募款及產學合作列為學

校重點發展計畫，詳如本校學雜

費調整規劃草案第參點一(二)開

源節流措施及成效，請至本校首

頁校務財務資訊公開專區下載參

考。 

15 陸生、境外生漲學費時，會不會為這些學

生開說明會? 

陸生及外籍生學費調漲原則上適

用於次一學年之新生，不溯及舊

生。104 學年度調漲陸生及外籍生

學費於前一學年之境外招生相關

文宣及境外新生說明會中均有說

明。 

16 44%缺口? 學雜費收入佔總收入比例的意

義 ? 補助的意義 ? 

主要在使學生瞭解校方在自籌財

源方面的努力及實質投入，然面對

外部環境的變動(政府財政、使用

規定、高教競爭目標等)，產官學

補助及財務收入、附屬機構收入等

均存在高度的不確定性及特定用

途性，不利於校務長期發展，尤其

對於學生直接用途，包括訓輔、教

學等，更不容因外部資源挹注變動

而產生影響，仍需以學雜費為穩固

的基礎，確保學生受教權。 

17 校方依照學雜費收入占總收入及支出的占

比提出學校有 44% 的資金缺口。 

疑點一：學校所獲得的補助款歷年增加。 

疑點二：學校尚有其他現金收入的方式，

為何避而不談? 

疑點三：維持原學雜費會造成校方營運困

以整體財務收支結構分析： 

1.有關疑點一「學校所獲得的補助

款歷年增加」一節，本校 102-105

學年度補助收入金額，分別為

3.82 億元、3.63 億元、3.86 億元

及 4.07 億元，尚穩定維持於 3.6

億元至 4 億元之間，惟本項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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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嗎，需要漲學費以開源的原因為何? 款係外部依本校各項辦學成效，

經評鑑後予以核定，屬非穩定之

不確定性財源收入。 

2.依說明會簡報之財務分析內容，

除已揭示 102-105 學年度平均每

學年學雜費收入為 1,594,245,243

元，約占整體收入 55%，自籌數

約占整體收入 45%外，亦一併揭

露自籌經費主要來自「產學合作

收入」、「補助及受贈收入」，未有

疑點二所提「學校尚有其他現金

收入的方式，為何避而不談？」

之情事。 

以教育部私校整體發展獎補助款

為例說明： 

1. 教育部私校獎補助款金額具不確

定性：校方傾力爭取外部資源挹

注校務運作，每年申請教育部獎

補助款經費補助，唯該項經費尚

需與其他私立大學競爭，每年可

獲補助金額具有不確定性。 

2. 教育部私校獎補助款經費使用範

圍有其限制：本校獎補助款依教

育部使用原則規定，主要使用於

購置教學軟硬體設備、電腦教室

設備、加強學校環璄安全衛生、

學生助學經費及學生社團經費等

項目。然面對教學方式的創新，

用於直接改善教學設備用途仍有

其需求，如購置智慧型教學教室

所需設備、充實系所教學資源

等。本校除持續爭取教育部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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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仍需考量穩定之經費來源，

以更提升教學品質。 

3. 中原為一所持續追求卓越的學

校，以「邁向國際卓越大學」為

長期發展目標，透過並善用多方

資源投入，將持續優化學校教學

研究環境，以具體實現全人教育

理念。 

以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

經費為例說明，詳如發言單號第 13

號。 

18 校方的收支餘絀呈現盈餘，草案上卻提供

現金餘絀? 

有關「收支餘絀表之本期餘絀」及

「現金收支概況表之本期現金餘

絀」二者差異，以 105 學年度為例

說明如下： 

1.「收支餘絀表之本期餘絀」：係依

會計準則規定所認列之各項收入

(30.31 億元)、各項支出(28.11 億

元)後，計算而得之本期結餘(+)

或短絀(-)(2.19 億元)，係採權責

應計基礎衡量，非以現金收付基

礎編列，用以評量學年度經營成

果。 

2.「現金收支概況表之本期現金餘

絀」：係以現金收付基礎，列示各

項經常門現金收入 (29.92 億

元)、經常門現金支出(25.04 億元)

後，計算而得經常門現金餘絀

(4.88 億元)，再減除購置動產、

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

(2.81 億元 )及不動產現金支出

(3.92 億元)後，得出本期現金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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絀(-1.85 億元)，用以表達學年度

現金收入、現金支出(含經常門及

資本門)及其最後結果為淨現金

流出 1.85 億元等情形。 

19 校方在學費調整的資料引用了現金餘絀，

而非收支餘絀決算，會否有提供誤導資訊

之嫌 ? 

依教育部規定學雜費調整指標之

財務指標有二，分別說明如下： 

1.指標 1：(行政管理+教學研究訓

輔+獎助學金)支出/學雜費收入

>80% 

上開計算式之分子(3面向支出)及

分母(學雜費收入)，其數值應大於

80%之意旨，係要求學雜費收入

應有 80%以上須運用於上述 3 面

向支出合計數，而學雜費收入及

行政管理等 3 項支出，其性質及

金額係屬「收支餘絀表」所揭露

之範疇。 

2.指標 2：現金餘絀/現金收入<15% 

上開計算式之分子(現金餘絀)及

分母(現金收入)，其數值應小於

15%之意旨，係規範現金收入減

除現金支出(含經常門及資本門)

後之現金結餘比率應不高於

15%，而現金收入及現金餘絀等

會計科目，其性質及金額則屬「現

金收支概況表」所揭露之範疇。 

3.綜上，本校計算上開 2 項財務指

標，均依教育部規定辦理，未有

所稱「提供誤導資訊之嫌」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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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僅看現金收支報表，校方以大筆現金支

付預付工程款及未完工程，甚至還買了

土地。導致現金餘絀呈現負數。 

有關 105學年度「現金收支概況表」

中，列有預付工程款及未完工程

3.73 億元及土地款 1,829 萬餘元，

說明如下： 

1.預付工程款及未完工程：主係

106.7.31 帳列應付未付之熱誠宿

舍工程款 371,502,050 元所致。 

2.購買土地：係購買中原段 1025

號國有土地 18,295,890 元所致

(原係本校向國有財產署租用該

段土地近 20 年)。 

2.是否呈現校方未衡量己身財務狀況，投

入過多工程，導致校方宣稱之財政赤字? 

1.工程方面：104、105學年度最主

要的工程支出，乃熱誠宿舍興建

工程。款項根據工程進度分階段

支 付 ， 104 學 年 度 支 付

205,091,069 元。105 學年度支付

371,502,050 元。 

2.土地方面：本校申購桃園市中壢

區中原段 1025-1 地號之相關資

料及歷程說明： 

(1)本校為配合校務發展，購置位

於懷恩樓旁聯外步道土地： 

①購置範圍 1025-1 地號，面

積 191 平方公尺(約 57.78

坪)。 

②該土地原為本校學生機車

停車場，因部分私人土地已

於 102 年 4 月由地主回收，

為能維持本校師生出入便

利，故亟須購地作為聯外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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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購地案相關程序於本校校

務會議、董事會通過後，經教

育部、財政部、行政院核定，

並於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

署按申購範圍辦竣地籍分割登

記後辦理專案讓售。 

(3)本校於 106 年 7 月 13 日取得

土地所有權狀，並於 106 年 7

月 25 日完成土地財產入帳，金

額為新台幣 18,295,890 元。 

21 近年總收支是持續增加，且決算數是高於

預算數，何來虧錢之說? 

1.本校 101-105 學年度「本期餘絀」

金額，分別為-174 萬 3,304 元、

-3,358萬 3,021元、2,190萬 2,215

元、1 億 5,589 萬 2,964 元及 2 億

1,911 萬 6,216 元，顯示本期餘絀

已自 103 學年度起由負轉正。 

2.惟本校 105 學年度「本期現金餘

絀」金額為-1 億 8,585 萬 6,781

元，係指當學年度現金淨流出，

非指所稱「虧錢」，有關「本期餘

絀」及「本期現金餘絀」2 者差

異，請參考第 18 號發言單之回應

說明。 

22 買土地+做工程超過 3 億! 遠超過優化校

園的 3 千萬 

1.工程方面：104、105學年度最主

要的工程支出，乃熱誠宿舍興建

工程。款項根據工程進度分階段

支 付 ， 104 學 年 度 支 付

205,091,069 元。105 學年度支付

371,502,050 元。 

2.土地方面：本校申購桃園市中壢

區中原段 1025-1 地號之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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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及歷程說明： 

(1)本校為配合校務發展，購置位

於懷恩樓旁聯外步道土地： 

①購置範圍 1025-1 地號，面

積 191 平方公尺(約 57.78

坪)。 

②該土地原為本校學生機車

停車場，因部分私人土地已

於 102 年 4 月由地主回收，

為能維持本校師生出入便

利，故亟須購地作為聯外道

路。 

(2)本購地案相關程序於本校校

務會議、董事會通過後，經教

育部、財政部、行政院核定，

並於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

署按申購範圍辦竣地籍分割登

記後辦理專案讓售。 

(3)本校於 106 年 7 月 13 日取得

土地所有權狀，並於 106 年 7

月 25 日完成土地財產入帳，金

額為新台幣 18,295,890 元。 

23 增加買地費用，大興土木 

1.置購不動產及工程費用將近 4 億，學生

卻不知道土地買在哪、用途為何。 

1.工程方面：104、105學年度最主

要的工程支出，乃熱誠宿舍興建

工程。款項根據工程進度分階段

支 付 ， 104 學 年 度 支 付

205,091,069 元。105 學年度支付

371,502,050 元。 

2.土地方面：本校申購桃園市中壢

區中原段 1025-1 地號之相關資

料及歷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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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校為配合校務發展，購置位

於懷恩樓旁聯外步道土地： 

①購置範圍 1025-1 地號，面

積 191 平方公尺(約 57.78

坪)。 

②該土地原為本校學生機車

停車場，因部分私人土地已

於 102 年 4 月由地主回收，

為能維持本校師生出入便

利，故亟須購地作為聯外道

路。 

(2)本購地案相關程序於本校校務

會議、董事會通過後，經教育

部、財政部、行政院核定，並

於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

署按申購範圍辦竣地籍分割

登記後辦理專案讓售。 

(3)本校於 106年 7月 13日取得土

地所有權狀，並於 106 年 7 月

25 日完成土地財產入帳，金

額為新台幣 18,295,890 元。 

2.校方所謂確保教學品質，是否需以展開

各式工程的形式表現。 

本校部份建築、設備老舊，唯恐涉

及公共安全，故規劃翻轉活化老舊

樓館，並汰換老舊設備提升效能。 

3.校方投注許多成本於硬體設備上，但這

樣的投注與教學品質之間的關聯性是否

合乎成本效益。 

本校為配合教育部之政策推動，提

升學生自主學習、學用合一、跨域

及解決問題之能力，增設就業學

程、跨領域學分學程、微型學程、

PBL課程、輔系、雙主修，該等課

程之推動須整合相關系統及提升

學生相關選課便利性，讓學生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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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硬體設備之更新或維護，諸如

選課系統優化提升、教室場域之更

新，電腦教室增設等，配合創新教

學翻轉教學場域，並藉由各項科技

之設備、特色教室之建置，以達教

學品質最佳化。惟教育部各項經費

補助礙於其規定無法使用於此類

硬體設備之購置，因此唯有以學校

自行收入之最大宗--學雜費，始能

支應，因此經費投入該等硬體設備

項目於教學第一現場，與學生之學

習成效及教師之教學品質有密切

關連，適足以達成教學品質之提

昇，合乎成本效益。 

4.校方宣稱財政赤字，卻花費數億現金以

支付預付工程款項。 

104、105 學年度最主要的工程支

出，乃熱誠宿舍興建工程。款項根

據工程進度分階段支付，104 學年

度支付 205,091,069 元。105 學年度

支付 371,502,050 元。 

24 1.鐘點費 ? 人事費 ? 

2.鐘點費表示：增加了又怎樣。 

3.人事費表示：還不是減少了。 

1.師資總量常因教師個人生涯規劃

而呈現浮動現象，惟本校尚無因

人事經費不足而致教師流失之情

形。 

2.人事費減少部份，儘先由學校自

籌經費支應，包括教育部私校整

體發展獎補助款、教學卓越計

畫、高教深耕計畫、產官學研究

計畫、技術移轉之補助款等人事

經費項下支應。 

3.簡報資訊中有關專任教師人數降

低兼任教師人數增加之呈現，係

因校庫資料計算期間基準及統計

25 人事費逐年下降 

1.中原大學兼任教師佔比由 0.57%，增加

為 0.596%。顯示校方將專任老師人數降

低，增聘兼任老師，造成鐘點費增加。 

2.鐘點費增加不表示人事成本增加，可從

學校收入支出分析中看出學校的人事成

本逐年減少。 

3.因此校方拿鐘點費支出大幅增加當作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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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成本增加之佐證，並不洽當。 方式略有落差所致。本校 106 學

年度第 2 學期專任師資人數經統

計為 499 人，已接近歷年師資總

量平均值水準，故人事費總數(含

鐘點費)預計於 106 學年度將合

理呈現逐年遞增之態勢。 

26 1.學費佔家庭收支比增高：子女教育費 台

灣全球第 5 高 

2.如果學費應該反應物價的話，若物價上

漲，學費又上漲，這等於剝家庭兩層皮 

1.經查該生所引用資料，係滙豐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教育的價

值》系列的第三份報告。《教育的

價值》是一份由滙豐授權的全球

性消費者調查研究，「為未來建立

基礎」探討父母對子女的期望與

抱負，以及他們對資助子女教育

的看法。 

2.該份報告係針對全球 15 個國家

或地區、累積總調查人已逾

24,000 位父母，在子女教育費用

的總支出包括飲食、學習費用、

科技費用、本地交通、科技設備、

書簿、保險、旅遊、衣服、文具

等，再以各國家或地區在不同教

育階段的平均年支出總額乘以該

國家或地區各教育階段的一般年

限，得出各國家或地區子女教育

支出總額。 

3.該份報告主要在突顯台灣父母盡

全力確保子女美好的將來，對子

女的高等教育及未來事業期望甚

高，而且負起大部分的資助教育

經費責任。主要鼓勵父母必需切

實了解這些遠大抱負所需的代價

並及早籌劃，確保準備充分理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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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及財務配置，隱含商業行銷

目的。 

4.承前所述，以此等同「學費」佔

「家庭收支」，似有差異，臚列下

列問題： 

(1)該調查子女教育費涵蓋範圍

並非單一學費，涉及父母經濟

狀況不同而有不同資助範圍

(經濟優渥者，每年出國遊

學、旅遊為平常)，但在報告

中全列為子女教育費，亦即前

提要件不同。 

(2)各國福利制度、課稅標準、物

價指數存有差異，並未將環境

因素考量，以此數值等同「學

費」，關聯性略顯不足。 

(3)以調查樣本，平均一個國家約

1600 家庭，抑或每個國家調

查樣本數不同，有無考量家庭

經濟狀況等，均為重要變數。 

5.以所陳述學費佔家庭收支的比例

觀之，以教育部 101 年 4 月由高

教司及外館就世界主要國家學雜

費占國民平均所得比率，以其調

查目的及資料，顯然較具意義 

(詳如說明會簡報)。 

6.綜合兩項調查結果，台灣學雜費

佔國民平均所得約 21.18%(低於

日韓美英等國)，但在匯豐子女育

費用調查結果為全球第 6，推估

主要原因在於國情文化的不同， 

顯見排名前面的國家多為華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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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國家，在傳統儒家制度影響

下，注重子女教育，願意多投入

學雜費以外的各項資源，排名後

面多為經濟不佳的國家或社會福

利國家。 

7.本校深知學雜費背後存在公平正

義的意涵，面對 13 年物價持續上

漲，本校均未予調整，以廣開財

源和提高經營效能，輔以往年結

餘款調節，以咨因應。然此刻面

臨大學競爭之成本增加，除在開

源節流方面持續努力，調整學雜

費為必要的方式，始足以在收支

面，反應成本。本校深切關注學

生家庭的收入與負擔情形，在學

雜費調漲設算與弱勢照顧上，更

予審慎評估，以期減少衝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