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學費政策 

 
在新開學第一堂課程的開場白後，我常會問同學一個問題：「你贊成提高大

學學雜費嗎？」對這個問題，同學們的討論結果是：「目前不宜漲價，要漲也要

等自己畢業以後再漲！」 
 
採取高學費政策主要的問題是：會剝奪貧困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機

會，造成世代貧窮翻不了身。同學們也都知道目前台灣的低學費政策是不夠辦

學成本的，因此隔一陣子就會有「是否該提高大學學雜費」以符合「受益者付

費」的爭論。所謂「受益者付費」原則上也有它的道理，高等教育最大的受益

者無疑就是學生，因為一個人的教育程度愈高，將來在職場的競爭力也會愈

大，這是不爭的事實。 
 
以世界各國的高等教育來說，有的採取高學費政策如美、日、英……等，

有的則採低學費甚至幾近免費的政策如德國及其他有些歐洲國家。而台灣目前

相對來說，算是採取低學費政策，就算私立大學的學雜費也要經過教育部審查

管制，不能自己決定。台灣的大學學雜費大約只有美日的三～五分之一，所以

不論公私立大學，基本上都要靠教育部編預算以各種名目來補助，不然根本辦

不下去。可是問題來了，現在政府財政吃緊，因而有一種聲音，認為政府不該

用納稅人的錢去補貼高等教育，應該讓受益者自己付費，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

自己來負擔辦學成本，這樣才公平合理。 
 
我提出了贊成「高學費政策」說法，原因當然是「受益者付費」；但同時也

提出了贊成「低學費政策」，為什麼？原因也是「受益者付費」。同學們大感驚

訝，贊成高學費政策的理由正如上述，因為學生是受益者所以受益者該付費，

這點大家都能理解。但是，為什麼「低學費政策」也是「受並者付費」呢？很

多同學不能理解，現在說明如下： 
 
剛才說過，現在台灣不論是公立還是私立大學的核定收費標準，都不足以

支持辦學成本，政府的確必須以稅收來貼補各校的辦學成本（包括私立大學）

才行，稅收是那裡來的？一個是現在正在繳所得稅的一般納稅大眾，另一個是

來自向企業徵收的各種稅費，而這兩類納稅對象都會因為大學的低學費政策而

受益，為什麼呢？先說企業吧，聘請受過高等教育的新進員工對公司是有利

的，因為大學畢業後進入公司的員工，他們職場的潛力比沒讀過大學的更強是

無庸置疑的，當然這類新進人員的人事訓練成本會相對會比較低，以後的生產

力也會比較高，所以一般企業才會依教育程度的不同來核薪。可見，用人的企

業是受益的，所以政府動用企業現在繳的稅金去培育企業未來要用的人才，不



是合情合理的嗎？同樣的一般納稅人也是受益的，因為教育程度愈高的學生畢

業後的平均薪資也愈高，而薪資高就意味著以後他們也會繳比較多的稅，可以

共同分攤現在繳稅人的負擔，所以大家未來都可以少繳一點稅(亦即稅率不會那

麼高)。再說，現在的納稅人只是補貼他們大學部 4 年，碩博士研究所 2 至 7
年，而未來他們分攤納稅的時間可是 40 年左右，怎麼會不划算？這樣的說明，

同學們一聽就懂了，還不得不喊「讚」！ 
 
再看看美國，幾乎已在全球稱霸了近百年，它是憑的什麼？因為他們吸收

了全世界的人才絕對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我們知道美國可是採用「高學費政

策」的，可是會提供大量名額的「獎學金」給「優秀」的外國學生，以吸引外

國優秀的學生去美國留學。想想看，美國公立大學是拿美國納稅人的錢、私立

大學是拿美國人捐助的基金去提供給外國人，難道不是傻瓜嗎？這裡請注意，

是提供給外國的「優秀學生」，這些外國留學生，最好是到美國去進修「碩士」

或「博士」的，因為這樣最划算，你只要補助他們二至四年的部份學雜費(不夠

的還要自己打工)，他們學成後有了高生產力，就會被美國的本土企業錄用留在

美國工作，這樣不但可以為美國企業效力，還要把稅交在美國，這是多麼划算

的事啊！我們有句俗語很貼切，是這樣形容的：「雞屎拉在母國，可是雞蛋卻生

在美國！」。也就是說一個留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他的生、養和基礎教育所需

的成本都是他的母國負擔的，可是他長大後的生產力卻是貢獻給了美國，這對

美國來說是不是很划算？相反的，看看台灣是怎麼對待外地留學生的？限制他

們畢業以後留在台灣工作，必須馬上回去，這樣妥當嗎？表面上看是避免跟本

地生搶工作機會，那不正是表示本地生的競爭力不如他們嗎？想想，任何一家

企業願意雇用的員工，必然是認為這位員工對企業的貢獻超過付給他的薪水

吧！限制了別人表面上看是保護自己人，其實是降低了自己的競爭力，醒醒

吧！ 
 
以上的分析，主要是提醒同學，任何政策的影響都是多方面的，有時正反

二面的理由表面上看起來都是一樣。以低學費或高學費政策的選擇為例，理由

都是「受益者付費」，可是只要把立場轉換一下，我們就會得到完全不同的結

論。社會上很多的問題其實都一樣，所謂的利弊好壞，都可以用不同的角度來

看，並不是絕對的！最近熱門的同婚問題、一例一休問題、無核家園問題……

等，同學們可否試著從不同的立場，為正反雙方提出適切的理由？這樣你會更

明瞭問題的本質，不管我們怎麼決定，都是一個取捨的問題！此處要再強調：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有利就必有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