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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高等學府整併之概況─
以華中師範大學、武漢大學和湖南師範大學為例

林 顯 輝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

摘  要

本次出國考察主要率領屏東師院學術交流訪問團一行十五人，分

屬屏師秘書室、總務處、教務處、語文教育學系、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美勞教育學系、音樂教育學系、社會科教育學系等單位，參訪華中師

範大學、武漢大學和湖南師範大學等三所華中地區較為出名之高等學

府。其中湖南師範大學更表示未來兩校加強學術研究合作之意向，使

得屏師參訪之任務更加豐碩。參訪諸校的發展過程中，三校都曾面臨

了合併與整併的教育改革風潮，而歷史悠久，辦學績效良好的，往往

率先拔得頭籌，避免被「溶入」他校之中。以參訪的兩所師範大學而

言，由於學術研究風氣鼎盛，除了仍保存有培育基本國教師資的任務

外，更積極向國際科學研究的舞台邁進，而且成就斐然。武漢大學長

久以來，即具優良的學風與傳統，更是目前中國大陸教育部直屬的重

點發展大學之一，於人文、科學、哲學、經濟等學門，皆有專精之發

展，應屬中國國內及世界一流大學之行列，能有參訪機會，也讓屏師

同仁見賢思齊，謀求屏師之風，山高水長。

此次兩湖參訪較屬內地，感受到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民間

蘊藏的一股「氣」，待勢而發，這或許是當共產主義遇到資本主義衝

擊，應運而生的一些弊端。希望兩岸人民透過學術交流互訪，增進彼

此了解，為二十一世紀開創華人「全贏」的新局面。

關鍵詞：師範教育、中國大陸、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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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高等學府整併之概況─
以華中師範大學、武漢大學和湖南師範大學為例
  

華中師範大學  2002/04/01

一、學校介紹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學術交流訪問團一行十五人，在筆者帶領之

下，於四月一日上午參觀過武昌起義之紅樓暨天下第一樓之黃鶴樓

後，是日下午二時許準時抵達位於武漢桂子山之華中師範大學。車子

一進入校園，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排排整齊的職工宿舍、華師附屬小

學等等，雖然未有綠草如茵，但是林木蒼翠，加上校園廣闊，學生人

數眾多，頗具特色。

車行至科學會館，華中師大港澳台辦公室主任及副校長蔡旭已展

開熱烈歡迎之勢。待參訪團及華中師大人員入坐後，蔡副校長一一介

紹地主與會人員，有總務長、教務長、音樂系主任⋯等八人，接著蔡

副校長介紹華中師大歷史，明年(2003)應是該校建校100年。華中師

大是由中原大學(創於1949年)、中華大學(創於1912年)和文華書院

(創校1871年，1903年改為文華大學)，三所大學合併而成，歷經數

次校名的演變，於1989年更名為華中師範大學。學校目前設有14個

學院，12個系部(註一)，51個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學生約16000人，

其中研究生約 1200人，學生層級從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及博士

後研究等，形成一條龍式的人材培育系統，若再加上附屬小學、中學

等附屬機構，蔡校長自我解嘲，這就是一個「華中社會」，亦即包羅

萬象有如社會發展之多元化。

由於華中師大是以文理主修及藝術體育等形成師範教育之主要

結構，農工醫等專門科目較少，但值得稱道的是代表該校學術發展的

國際科學引述指標(SCI)，排名中國大陸高等學府40名內。華中師大

目前教職員工4000餘人，其中教授、副教授600餘人，校區佔地100

公頃左右，處處可見桂花樹，學校也善用桂花樹之特殊材料，製造民

生用品，有桂花膏、桂花酒等，不僅樹立校園品牌，更可拓展校務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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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之收入。

蔡副校長接著說明華中師大對師資培育的重要任務，除了普偏提

高中南六省之中學教學師資外，更承擔了中小學校長培育的重責大

任，由於校內已有研究所等高級研究設備，也兼具培育大學師資的功

能，對於華中地區的師資教育影響自是不在話。蔡副校長治校理念強

調「通情達理」，培養學生「上進心、責任心、同情心」，與我屏師之

三動、四教、五育、六愛，頗有其共同之處。另外，蔡副校長也密集

與國際進行學術交流，積極拓展華中師大之國際聲望。

二、華中師大面臨之變革與挑戰

(一)校務經費部份

原本學生的教育經費皆由政府支出，每位學生每年花費教育部

11,700元(人民幣)，自從擴大招生後，學生每年自行負擔約2,700

元至4,200元之間，亦即「部份自費」，但是相對的學校經費卻需從

二分之一自行籌備，逐漸增加至三分之二的比例，這對於學校發展無

疑是重大的打擊，因此學校積極展開勸募「吸金」之行動，例如：田

家炳教科院大樓之成立、仙桃學院和天門學院之捐款善行誌念等等的

大樓，應運而生，總務處更於校內建立「桂香飲食城」，不僅照顧、

滿足來自各地學子的口慾，而三樓的中西兩廳，其豪華程度不下於五

星級飯店，更可接待賓客，租賃校外人士，創收校務基金；校內也設

有華中師大出版社，據說一年的營業額為數可觀，對於校務經費之溢

注，不無小補。

(二)師資培育面臨的競爭部份

由於中國大陸境內，高等學府林立，加上大陸學子人口眾多，如

何保有優勢的競爭力，是所有高等學府面臨的挑戰。如果大陸之教育

程度開放有如台灣之普及，或許面臨的危機意識會更加警覺。但於校

園內望見之學子(女學生居多)，男士風度翩翩、氣質非凡，女子多情

有禮、溫柔婉約，或許這也是華中師大擁有的秘密寶典之一吧！

三、後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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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校務如麻」，以華中師大治校之複雜程度或可以大學社

會相比擬，但治校「用心即是專業」，以此與屏師人共勉。

註一：華中師大之學院與系部屬平行之單位，學院之下可設數個科

系，而系部則自成一獨立組織。例如，教育科學學院下分教育

學系和心理學系，而化學系獨立為所謂之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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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  2002/04/02

屏師學術訪團專車接近東湖畔時，離早上九時尚有十分鐘，應可

準時赴約，然而在環湖路段，山環水繞，極目皆是武漢大學校景，卻

不得其門而入，待進入真正大門(凌波門)時，車子已繞行了將近30

分鐘。一入校園，撲面而來的不僅是花團錦簇，更有參天古木、古典

建築和秀麗的噴泉，彷彿置身仙界，不愧是世界最美麗的校園之一。

來到極具特色的圓髻型建築前(想必是行政大樓)，同仁們被引入一間

適中的會議室，由武漢大學副校長吳俊培博士親自接待，另與會者有

港澳台辦公室胡月初代主任及相關人員。

一、武漢大學的成立與成員

武漢大學是中國大陸教育部直屬的重點大學，創建於 1893年，

前身即為著名之「自強學堂」，1928年正式改名為國立武漢大學，1952

年大陸國內高等院校調整，武漢大學成為重點文理綜合性大學，2000

年8月武漢大學與武漢水利電力大學、武漢測繪科技大學及湖北醫科

大學合併成立新的武漢大學。經過合併之後，武漢大學的科系更加多

元化。目前校內分成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

理學、工學、商學、醫學及管理學等11大學門類，共有 249個專門

學系，在校學生 4萬餘人，其中研究生約 8000人左右，189個碩士

班及99個博士班，其中更包括了 15個所謂的「一級點」，提供博士

後(postdoctral)研究的機構，也因如此多元化的發展，副校長說明

校內可自行審批與本科專業相關的系所，這倒是在大專院校發展中少

見的開放程度。教職員工約9000餘人，包括教師5000餘人，其中正、

副教授3000餘人，具備指導博士學生者 370餘人，更有中國科學院

院士5人。

二、武漢大學之特點與願景

武漢大學坐落於珞珈山麓，佔地5342畝(約 350公頃)，算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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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最大的學校，校園中有山有水，更有櫻園、楓園、桂園、梅園

及其他許許多多之珍貴稀少樹種，提供學子遊客鑑賞與品味。圖書館

藏書約520萬冊，中外期刊1萬多種。目前校內有國家級重點實驗室

2個及其他重要實驗室及研究中心等等，更顯示出武漢大學人文薈

萃、文理工建校的優良傳統，也因此與多所國際知名學府，建立學術

合作交流關係。百餘年來武漢大學也形成了「自強、弘毅、求是、拓

新」的優良校風與學風。

1995年國際科學界知名期刊《科學》(Science)把武漢大學列為

中國傑出大學之一。

關於武漢大學未來的發展願景，吳副校長說，目前該校正致力於

建設許多具有世界一流水準的學科，全力投入培養優質的創新型人

才，期能於 2010年將武漢大學建成國內外知名的高水準大學，並預

計在未來10∼15年成為21世紀國際一流的大學，其雄心壯志由此可

見其一斑。

三、武漢大學經緯談

座談時，屏師團員劉賢俊教授於武漢大學校務經費的籌措非常有

興趣，吳副校長笑著說，以武漢大學的規模來說，經費的來源可分為

教育部、地方政府及民辦(私人捐獻)。以教育部而言，經費是正比於

學生的總數(類似國內之公費補助)，政府對於學費有著嚴格的控管，

並不放任市場經濟自由發展，而學生學費的補助又以大約1：2：3之

比例，分為大學生、碩士生及博士生，亦即一位博士班學生的補助費

用約為一般大學生的三倍，即使如此，學校的運作仍需外界的捐款資

助，這似乎與目前許多大專院校積極創收有異曲同工之效。吳副校長

對培養大學生的經費如數家珍，例如：本科生(即正規學生)一年學費

平均約4,000元人民幣(1元人民幣約等於4元新台幣)，加上生活費

等，每年一位大學生約需 10,000元人民幣。如此推算，以中國大陸

人民之收入而言，算是相當大的負擔。武大校園內書聲朗朗，到處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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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著濃厚的書香氣息，對著這人才工程的投資，似乎也讓人窺見未來

中華民族發展的契機。吳副校長強調，武漢大學的經費運用原則是「發

現天才，培養天才」，而且「不讓一個貧困學生失學」。台灣由於民生

富裕、高等教育普及(全台灣有 150餘所大專校院，70％高中生能進

入大專校院就讀)，是以大學生的求學態度與精神，與中國大陸之學

子相比，較不積極，此點值得台灣學生警惕，並應珍惜少年的求學歷

程。

武漢大學人事費佔總經費的 45％左右，而人事費中的 10％提供

學生獎助及貧困(減免學費和生活資助)救助之用。學生畢業從原先的

課程制逐漸採行學分制(161學分始得畢業)，最長修業年限六年，若

某一學年成績未達標準，則「降級(類似留級)」，降級二次則退學；

學校對於考試舞弊，無論情節輕重，大多是退學或留校察看，每年因

為種種因素被退學的學生約十位左右，這對於學校自主及學生的要求

上應算是邁進了一大步。

武漢大學對於學生素質的基本要求有兩項值得吾人借鏡：

一、外語能力：除了英語國家考試(CET)之外，尚需選修第二外國語

言(例：法語、德語等)，大學生需通過CET四級、碩士生及博士

生需通過六級之檢定考試，始能畢業。

二、計算機(電腦)檢定考試：培訓學生具備e-化的能力。

至於學生入學競爭之激烈，吳副校長說，全中國大陸每年約有

1000萬人考大學，湖北省就佔了10萬人之多，能進入武漢大學就讀

的若不是人中龍鳳，至少也是非常優秀的學子，但是國家補助的經費

不足，所以只能以優良的學風博得外界資助。舉例來說，武漢大學的

生命科學院，即是由企業界捐助設立的美事。

最後大家問到學生就業的情況，往昔大學生畢業有所謂的「計畫

分配」，而目前則逐漸走向「雙向選擇」，由市場及就業者雙向媒合，

以取得最佳之配對，以學子而言，有高達 90％以上的就業率，這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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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武漢大學來說，應是有口皆碑的金字招牌，最佳的印證。

四、詰語

座談結束後，大伙被引上貴賓罕至的行政大樓頂樓，俯瞰武漢大

學全景，觸目所及，無分東南西北，皆成景緻，這或許也是當時國民

政府大力建設的成就吧！隨後參觀座無虛席的武漢大學圖書館，館中

陳列的中國大陸「211工程」及九五建設的成果，琳瑯滿目、美不勝

收，也結束了今天豐富的文化、科技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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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師範大學  2002/04/04

屏師學術交流訪問團，今早穿越長沙市區，跨過湘江大橋，車子

逐漸進入湖南大學的範圍。由於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全國建築工

地之多有如百廢待舉，此地也不例外，因校區道路拓寬重修致交通管

制，幸好湖南師大外事處的周英副處長已在入口處引領，而劉湘溶校

長及其他相關人員則在行政大樓前歡迎，令我們有賓至如歸之感。

一、湖南師大簡歷

湖南師大及屏東師院與會人員就座後，劉校長首先介紹地主與會

人員，有人文學院院長、理學院院長等等。湖南師大建立於 1938年

10月 27日，當時名為國立師範學院(本校第三任校長段茂廷先生曾

畢業於該校)，是中國大陸最早獨立設置的高等師範院校之一。目前

學校佔地約2100畝(15畝＝1公頃)，有五個校區，分別位於湘江兩

岸(西4東1)。正科班學生約19000人(包括碩、博士生)，成人教育

學生約24000人、教師約1300人(其中正教授300人、副教授600人

左右，具博士學者有 200餘人)。值得一提的是，有兩位國家級院士

執教於湖南師大。學校設有17個學院，56個碩士研究所(點)，10個

博士班(點)。湖南師大目前也是全中國大陸1225所大學中前 100名

的重點發展大學之一。該校任務主要以培養基礎教育師資為職志，相

互發展專業領域研究(例如國際奧林匹亞學科競賽)，並積極拓展學術

交流，開創契機。

二、屏師和湖南師大座談

雙方人員就座進行歡迎儀式，地主學校司儀始終遵照會議進行程

序宣讀項目，也顯得對我校到訪重視。從歡迎儀式宣佈開始，雙方校

長介紹校務，交換禮物等等，最讓大家難忘的是對方邀請本校筆者於

貴賓簿中「題字」，筆者提「恭祝湖南師範大學校運昌隆，屏東師範

學院與湖南師範大學學術合作，順利圓滿成功」等語，博得全體與會

者如雷掌聲。

座談一開始，屏師劉賢俊教授問及大陸地區大專院校合併之概況

與優劣之處，與會之人文學院王院長說：「大專院校之合併，譬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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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演義》一書之首句：天下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合併之

勢又可分為(一)強與強合併；(二)強與中合併；(三)強與弱合併。大

體上來說高校合併，好處不大，管理和教學兩部份而言，往往『分而

不合』。以『強與強』聯合而言，或真可提高整體競爭力，而『強與

中』和『強與弱』合併，充其量也只不過是『低成本擴張』罷了」。

大伙聽了上述言論，頗有借鏡之處。以目前台灣國內進行的大學整併

風潮，似乎也或多或少反應了大陸教育發展的歷程。

劉賢俊教授接著又問到湖南師範大學學生尋找工作之情形，原則

上該校對正規生尚可安排其工作，但對於面授、函授等之學子而言，

就沒這麼幸運了。目前湖南師大正規大學生需修畢160學分，撰寫論

文和通過答辯，外語能力(CET)考試，更需達四級以上，方可取得學

士學位，相形之下國內對大學生畢業的要求或許就值得斟酌。大體上

來說，中國大陸人口眾多，能入大學的人數比例甚低，因此學子就讀

也格外用功，這是可學習之處。

三、湖南師大特色

座談結束後，兩校人員於湖南師大「紅樓」前合影留念，開啟來

日學術交流新頁。接著由外事處唐處長安排參觀圖書館，由圖書館周

館長親自引導。首先參觀古籍保存部份，湖南師大曾投入大量資金購

入頗具古意之黑檀木書櫃，將線裝古書按經史子集方式編列，書櫃古

籍相得益彰，但書籍找尋起來或許就與電子化的館藏大異其趣。唐處

長接著與周館長引導大家上頂樓參觀空中花園與氣溫調節裝置，其實

這是將平屋頂建成約一公尺深的水塘，注水後隔絕了大部份的太陽熱

量，據說十餘年來未有漏水情形，對於空調的節省，有非常大的功效。

該圖書館有間電腦資料查詢室，我們進入時，該校在前方螢幕打出「歡

迎台灣屏東師院校長率團蒞校訪問」等語。若以大專校院網際網路發

達的程度而言，台灣之普及率應領先中國大陸許多。

參觀理學大樓可說筆者歷次參訪中國大陸大學院校中之首次。理

學院院長引導大家上樓參觀普通物理實驗室，設備上大抵夠用，其中

有位教授指導湖南師大附屬高中奧林匹亞競賽培訓之教具與理念，最

令人玩味。此處曾培育世界之金牌得主，也顯示出中華民族才智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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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由於參訪行程受時間限制，屏師一行在大伙相送之下離開段前

校長的母校─湖南師範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