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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衝擊下，哪些私校抵禦能力較強？圖

為資料畫面，陳之俊攝  

 

圖／彭杏珠整理 

這些私立大學比較不容易陣亡？他們都很有錢…… 
 

大學申請入學統一分發結果出爐，缺額比去年爆增 5000 多個，連台、清、交（陽明交大）、成等頂大均

破百，更遑論私立大學了。到底哪些私校較能抵禦少子化衝擊，《遠見》從手中現金以及五種屬性分析，

找出較不易消失的私校，供學生、家長參考。 

私立大專院校即將在 2028 年迎來超級大海嘯，撐不了這一關的學校，恐被迫退場或剩下部分科系。到底

哪些私校較能抵禦少子化的衝擊，《遠見雜誌》從財務數據及學校屬性兩個面向探討，找出較有競爭優

勢的私校。 

 

《遠見》檢視教育部「110 學年度私立大學財務狀況分析表」的資料，發現八所專案輔導的學校都面臨

同一問題「財務赤字、糧草用盡」，顯見財務是退場與否的重要指標。 

 

如果私校的可用資金（扣除 12 個月內應付債務、應付退休金）愈多，表示愈安全。《遠見》為預防學校

退場時，校方無法支付專任教師資遣費，將「專任教師數×月薪 10 萬×6 個月」設定為安全存量，最後以

「可用資金－安全存量」≧10 億新台幣為篩檢門檻，共有 28 所私校出線。雖無法確保這些學校不會被

少子化消滅，至少有財力可以支撐一段時間。 

 

28 所私校中，奪冠的是明志科大，可用資金高達 81.75 億元，扣除安全存量還有 80.56 億元；其次是亞

東科大（58.6 億元）、長庚大學（57.02 億元）、慈濟大學（49.03 億元）及輔仁大學（38.26 億元）（表）。 

 

要特別強調的是，由於《遠見》設定的門檻較高，有些學校無法擠進榜單。尤其是擁有附屬醫院的醫學

大學，例如台北醫學大學不僅有附設醫院，還受委託經營萬芳醫院、受委託興建經營雙和醫院，投資金

額龐大，導致負債增加，但經營的醫院均有穩定收入，財務相對不用擔心。 

 

企業型體質較佳，富爸爸挹注財源 

《遠見》進一步分析後，發現 28 所私校都有其共通性，可概分為宗教團體創辦、企業捐贈、醫護、老

牌私校，以及資產活化五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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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青年職涯發展中心，每個月定期提供許多專屬青年朋友（15 至 29 歲

青年）的「職涯探索」、「職業訓練」、「就（創）業資訊」、職涯教練、駐點諮詢、探索團體及個別職涯

諮詢前實踐大學校長、現為靜宜大學監察人的陳振貴，研究 100 多所私校的屬性後發現，未達 10 億門檻

的學校，仍有不少具備上述指標，代表應變少子化的能力較強。 

 

首先，是宗教團體捐贈設置的私校，這次有慈濟大學（佛教）、輔仁（天主教）、靜宜（天主教）三所學

校入榜。其餘未入榜的宗教型私校，還有佛教團體創設的南華、佛光、華梵、玄奘、法鼓文理學院，學

生數不多，規模最小的法鼓僅有 329 名學生，每所學校仍有幾億現金。 

 

另外，天主教的文藻外語大學雖未入榜，可用資金扣除安全存量逼近九億，學生數 8600 多人，財務體質

相對好。 

 

再來是企業捐贈興學的私校，有十家進榜，包括明志科大（台塑集團）、亞東科大（遠東集團）、長庚大

學（台塑集團）、龍華科大（太平洋電線電纜）、長庚科大（台塑集團）、南臺科大（統一集團）、朝陽科

大（長億集團）、大葉大學（大葉集團）、亞洲大學（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順天醫藥生技）、宏國

德霖科大（前身為四海工專，2017 年由宏國關係事業接手）。 

 

其餘未進榜企業型私校，還有義守大學（義聯集團董事長林義守創辦）、大同大學（大同集團）、元智大

學（遠東集團）等。 

 

「非常感謝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捐贈很多股票設立長庚大學，36 年來都能領取股利孳息，占收入三

成，加上每年約 20 億的研究經費，有更多資源培育英才，」長庚大學校長湯明哲說，他們已將學雜費

降至營收占比的 15％，減少生源短缺的衝擊，每年還能發放兩億獎學金。 

 

明新科大校長劉國偉說，同業都很羨慕背後有「富爸爸」的學校，宗教跟企業型就屬於這一類。除非董

事會出狀況，否則生存競爭力相對強。 

 

有醫院當後盾，歷史悠久運作穩定 

第三種是醫護型大學，有八家入選，分別是長庚大學（長庚醫院）、慈濟大學（慈濟醫院）、輔仁（輔仁

醫院）、馬偕醫學院（馬偕醫院）、亞洲大學（亞洲大學附屬醫院），以及輔英科大（輔英科大附設醫院、

護理）、長庚科大（護理）、專門培育醫事技術人才的元培醫事科大。 

 

其餘未進榜的醫護型大學，則是台北醫學大學、高雄醫學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中山醫學大學、義守大

學（義大醫療體系）、嘉南藥理大學（以培養藥師著名）、慈濟科大（護理）、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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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有附屬醫院的學校都有穩定的現金流，財務相對穩健，但由於投資金額大，負債較高。另外，

培育護理、藥師、醫檢人才的利基型學校，市場供不應求，短期內被淘汰風險相對低。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長何明果坦言，除了政府設置的公立大學不會倒之外，醫護型大學堪稱是最穩

的私校之一了。 

 

第四種是老牌私校，創設歷史至少 50 年以上，是家數最多的一類，高達 21 所、占比七成五，前面已出

現的學校略過不提。 

 

私立大學有文化、逢甲、銘傳、靜宜、東海；私立科大則包括德明財經科大（1965 年，前身為德明行政

管理專科學校）、台南應用科大（1965 年，前身為台南家政專科學校）、嶺東科大（1964 年，前身為嶺東

會計專科學校）、僑光科大（1964 年，前身為僑光商業專科學校）、台北城市科大（1971 年，前身為光武

工專）、中國科大（1965 年，前身為中國市政專科學校）、萬能科大（1972 年，前身為萬能工專），以及

樹德科大，創校雖僅 26 年，因 1964 年先興辦樹德女中（樹德家商）而累積知名度，為高雄老牌私立科

大。 

 

其餘未進榜的老牌知名私校，包括東吳、中原、淡江、大同、元智、世新、實踐、明新科大、嘉南藥理

大學……。 

 

1972 年，台灣僅有 23 所大學，當時生源非常充足，老牌私校歷經 50 多年後，均能累積扎實的財務基礎，

並建立各自的特色。只要董事會認真經營，不亂用校務基金，手中都有可觀的現金，較有銀彈因應少子

化衝擊。 

 

不過，何明果也提出另一觀察重點：老牌私校固然擁有雄厚財力，但學生數偏多、有些甚至超過 2 萬人，

這些學校的主要收入都是學雜費，當生源急凍時，學生愈多的老牌私校可能面對的衝擊愈大。「不能只

看可用資金的絕對數據，最好搭配教職員及學生數的消長比率、趨勢來觀察。」 

 

近市中心、黃金地段，有利活化資產 

第五種類型是，學校位於市中心或黃金地段，可活化資產創造財源。例如位於台北中山北路三段的大同

大學，占地 6.3 公頃，以及位於台中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的東海大學，校地高達 133.95 公頃。 

 

陳振貴進一步舉例說明，逢甲大學位於逢甲夜市商圈，校地很值錢；鄰近台中精密機械科技園區的嶺東

科大開源節流有方，地理條件佳，這類型私校相比偏遠地區的私校，更有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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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些私校還具備高中端生源的優勢。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長葛自祥補充道，義守大學還

有義大國際中學（國中小、高中），嶺東科大有嶺東高中、大同大學是大同高中、東海大學則有東大附

中，樹德科大跟樹德家商是同一位創辦人，多少有一些高中生源支撐。 

 

其實，《遠見》篩選出財務較佳的 28 所私校，以及五大屬性分類，不是要幫學校背書，而是提出可觀察

的方向，供校方及師生自行體檢。如果私校同時擁有多項指標，代表抵抗力愈強，例如輔仁大學「可用

資金－安全存量」排名第五，還具備宗教、醫護，以及老牌私校三種類型。 

 

全國私校產業工會理事長尤榮輝特別提醒家長跟學生，教育部執行「名額寄存」制度，並訂定「獎勵經

費減計原則」，註冊率未達標者就要扣獎勵金，不少學校寄存以美化註冊率，所以不能只看招生率，也

要看學生規模，如人數太少，很可能變地雷學校。可綜合觀察學生數、生師比、收支盈虧及財務警示燈

號。 

 

儘管財務是重中之重，但私校如無法經營出特色，招收到學生，資金終有用罄的一天。「關鍵還是在辦

學績效，能不能贏得家長與學生的認同，」葛自祥說。 

 

面對少子化來勢洶洶，私校幾乎人人自危，正努力用時間換取空間，「確實沒有樂觀的理由，但也沒有

悲觀的權力，就是全力以赴，」朝陽科大校長鄭道明期許自己，並加快轉型的腳步。服務等活動。文藻

外語大學與 YS 合作密切，定期辦理相關職涯諮詢服務，包括於文藻就業博覽會邀請 YS 入校諮詢服務，

提供一對一職涯諮詢及小團體職能探索活動等，協助學生了解職涯規劃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