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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自 83 學年度開始試辦推薦甄選入學，至 91 學年度確立並實施「大學多元

入學方案」以來，期待大學招生能落實適性揚才教育目的，建立多元選才的彈性制

度。又為使大學招生能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普通型高中課綱緊密結合，落實適性

選修精神，「大學多元入學方案」規劃 111 學年度以「多資料參採、重視學習歷程」

方式選才，未來大學招生除入學考試成績外，將更重視考生在校之修課歷程及多元

表現，本部並推動「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建置及營運計畫」與「大學

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作為重要銜接配套措施。韓國係與我國有相似大學統一

入學考試制度及升學競爭風氣，且較早推動甄選入學成效卓著之亞洲鄰近國家，其

大學招生自 2002 年起除了參考 CSAT 成績外，亦將高中學業及多元表現納入考量，

除降低考試壓力外，同時考量高中生多元學習歷程；另為促使我國成為亞太教育樞

紐並刺激國內高等教育提升，本部刻正規劃吸引優秀外國大學來臺設校之策略，而

韓國於仁川自由經濟區設置松島國際大學城供國外大學進駐，成功吸引包括紐約州

立大學石溪分校等國際優質大學前往設立韓國校區。 

為瞭解韓國推動相關政策之發展歷程、運作模式、執行成效、遭遇問題與克服

方式，本部於 106 年 9 月 10 日至 14 日，出訪首爾國立大學（SNU）、紐約州立大學

石溪分校韓國校區（SUNY Korea）、「國家教育研究信息中心（KERIS）」及「大學教

育委員會（KCUE）」等 4單位進行交流，作為我國相關政策規劃推動之參考。 

本次考察後茲就韓國相關政策推動經驗，歸納心得並對我國相關政策規劃提出

具體建議： 

一、大學招生制度改革需系統性推動政策並有節奏地持續推動。 

二、大學宜跳脫傳統以學科考試成績錄取考生，而採全方位審查方式選才。 

三、吸引國際名校前來設校，需法規鬆綁並有政策與經費的長期支持。 

四、建立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宜先確立其法制規範與維運機制，並投入足量

人力編制與硬體設備經費，強化使用端之友善介面與使用協助機制。 

五、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宜擴充人力編制強化組織功能定位，獨立規劃進行

招生相關研究，並引導大學提升招生辦學競爭力、扮演政府與大學間溝通

橋樑且協助推動高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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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我國自 83 學年度開始試辦推薦甄選入學，至 91 學年度確立並實施「大學多元

入學方案」以來，期待大學招生能落實適性揚才教育目的，建立多元選才的彈性制

度。而多年來，藉由多元的升學管道與擇才指標，適度引導學生依其興趣、能力與

性向明確程度選擇有利的管道升學，也使得許多來自不同地區、擁有不同學習歷程

的學子得以進入同一所大學成為相互學習的同伴，藉由學生背景的異質性，開展學

生的學習視野，激盪多元的思想，培育當前社會所需要的創新人才。 

而現為使大學招生能與十二年國教高中課綱緊密結合共同精進，落實適性選修

精神，111 學年度「大學多元入學方案」規劃以「多資料參採、重視學習歷程」方

式選才，未來大學招生除入學考試成績外，將更重視考生在校之修課歷程及多元表

現，盼能發掘其內在學習動機與興趣，選擇各大學最符合各學系需求的學生。以美

國 史 丹 佛 大 學 （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 簡 稱 Stanford 

University）、韓國首爾國立大學（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簡稱 SNU）為例，

兩所大學均設置專責的招生機構，長期培養專職的審查員（Reader），全面性審查

（Comprehensive Review）申請者的書面資料、小論文及面試表現，並考量學生成

長背景、區域平衡等各項因素，甄選出最有潛力的學生。本部自 103 年補助國立清

華大學辦理「招生卓越計畫」成立「招生專責辦公室」並試辦大學招生專業化，推

動專業書審與有效面試，期提升試務品質及大學招生效能，進而強化大學之社會責

任，落實申請入學多元入學、適性選才之理想；本部另陸續推動「高級中等學校學

生學習歷程資料庫建置及營運計畫」將高中生學業表現與非學業表現系統化蒐集保

存與使用、推動「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協助大學建立更系統化的招生審

查機制、友善有效率的選才審查介面，以協助審查者在有限時間內進行高品質審

查，作為 111學年度「大學多元入學方案」重要銜接配套措施。 

韓國與臺灣同處東亞地區，在文化發展、社會氛圍及歷史背景上皆有高度相關

性，與我國有相似大學統一入學考試制度及升學競爭風氣，且較早推動甄選入學制

度而成效卓著，其大學招生自 2002 年起除了參考 CSAT 成績外，亦將高中學業及多

元表現納入考量，除降低考試壓力外，同時考量高中生多元學習歷程；其關鍵政策

為韓國國家教育研究訊息中心（Korea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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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簡稱 KERIS）自 1997 年起推動建置高中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National 

Education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 NEIS）並提供大學招生選才運用參考；而我

國目前仍處於推動建置「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的過程中，爰汲取國

外相關單位之經驗實屬必要。 

又首爾國立大學（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簡稱 SNU）在 2016年 QS世界

大學排名中位居第 36 名、亞洲排名第 10 名，係韓國首屈一指的大學，該校自 2005

年推動全方位審查制度（Holistic/Comprehensive Review）並自 2007 年建置大學

招生專責辦公室（Admission Office,AO）發展專業化招生，迄至 2017 年甄選入學

名額比率已高達 77%、考試入學名額比率則降至 23%，且適性選才育才成效卓著，透

過本次參訪有助於瞭解韓國頂尖大學招生辦公室之實務作法。 

另為促使我國成為亞太教育樞紐並刺激國內高等教育提升，本部刻正規劃吸引

優秀外國大學來臺設校之策略；而韓國於仁川自由經濟區設置松島國際大學城供國

外大學進駐，吸引包括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SUNYSB）設立韓國校區（SUNY Korea），爰擬前往參訪並瞭解其如何吸

引並協助不同國情及辦學背景之優秀外國大學赴韓設校。 

而為瞭解韓國唯一具公信力的評鑑機關「韓國大學教育委員會（Korean 

Council for University Education,簡稱 KCUE）」在韓國大學招生制度中扮演的角

色、與韓國高等教育政策之關係以及組織運作模式，亦是此行規劃考察之重點。 

綜上，為瞭解韓國推動相關政策之發展歷程、運作模式、執行成效、遭遇問題

與克服方式，本部派員前往韓國拜會各機關單位進行交流研討，作為我國相關政策

規劃推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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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行程日期：2017年 9月 10日至 14日，共 5日 

主辦單位：教育部高教司 

一、106年韓國高等教育考察行程表 

日期 時間 活動／工作事項 

9/10 

（日） 

12：55－16：30 
搭乘大韓航空 BR2148 前往韓國仁川機場，預計抵達時間

為韓國當地時間 16：30 

17：30－18：30 
搭乘出租車前往飯店（首爾新羅九老飯店，首爾市銅雀

區始興大路 596號） 

20：30－22：00 首爾大學、SUNY Korea參訪會前會 

9/11 

（一） 

09：20－09：40 前往首爾大學（首爾特別市冠岳區冠岳路 1號） 

10：00－13：30 【首爾大學座談、餐敘、校園導覽】 

13：30－14：30 
搭乘出租車前往 SUNY Korea（仁川廣域市延壽區松島月

華路 119號） 

15：00－16：30 【SUNY Korea座談、校園導覽】 

20：30－21：30 KERIS參訪會前會 

9/12 

（二） 

08：50－09：30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首爾車站 

10：05－11：57 搭乘高鐵（KTX）前往東大邱站 

13：30-14：00 搭車前往 KERIS（大邱廣域市東區東內洞路 64號） 

14：00－16：00 【KERIS座談】 

16：49－18：41 搭乘高鐵（KTX）返回首爾車站 

21：00－22：00 KCUE參訪會前會 

9/13 

（三） 

08：45－09：00 
搭乘出租車前往 KCUE（首爾特別市衿川區西部小路街

606號大成 D-POLIS-A棟） 

09：30－11：00 【KCUE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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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活動／工作事項 

12：00－14：00 與駐外館代表餐敘 

16：00－18：00 自由活動，因颱風來襲導致航班延至 14 日上午 7時起飛 

9/14 

（四） 

04：00－05：00 搭乘出租車前往韓國仁川機場 

07：00－08：40 
搭乘長榮航空 BR159 返回臺灣，09：30 自桃園國際機場

入境 

二、考察團之團員名單 

序 姓名 單位/職稱 

1 
朱俊彰 

Chun-Chang Chu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長（團長） 

Deputy Director for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2 
賴冠瑋 

Guan-Wei Lai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專員 

Executive officer for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3 
王盛麒 

Sheng-Chi Wang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組長 

Director of General Affairs Division, Joint 

Board of College Recruitment Commission 

（JBCRC）. 

4 
康竹君 

Chu-Chun Kang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研究助理 

Research Assistant of General Affairs Division, 

Joint Board of College Recruitment Commission 

（JBCRC）. 

5 
黃致誠 

Chih-Cheng Huang 

基隆市立八斗高中校長 

Principal of Keelung Municipal Badou Senior High 

School. 

6 

洪政欣 

Joshua Jen-Shin 

Hong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 

Professor from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NCNU）. 

7 
陳榮順 

Rongshun Chen 

國立清華大學教授兼副教務長、招生策略中心主任 

Professor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for Academic Affairs 

at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NTHU） and 

Director of Center for Undergraduate Admiss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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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姓名 單位/職稱 

8 
王  潔 

Jane Wang 

國立清華大學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from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NTHU）. 

9 
江姮臻 

Heng-Chen Chiang 

國立清華大學招策中心研究助理 

Research Assistant of Center for Undergraduate 

Admission Strategie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NTHU）. 

10 
游懿綉 

Yi-Hsiu Yu 

國立清華大學招生組行政助理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of Admission Divisio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NTHU）. 

 

三、首爾國立大學（SNU）參訪實錄 

首爾國立大學是韓國最富盛名的大學，該校於 2000年成立招生辦公室，2005年

開始招生轉型，實施「早鳥招生」（Early Admission）制度，在韓國大學入學考試

（Korea National College Scholastic Ability Test, 簡稱 CSAT）舉行之前，即

接受學生的入學申請。該校招生辦公室之審查方式是在沒有 CSAT 成績可參考的情況

下，全憑申請者的高中在學表現、申請資料和口試成績作為審查依據。此一招生改

革之目的，一方面是為招收真正具有求知慾與學習熱忱的學生，同時亦希望藉此打

破讀書只為考試的風氣，回歸學習本質。實施至今，該管道之招生人數仍逐年提

升，比例已占全國入學名額分配之 69.9%。 

現今韓國招生制度分為兩大類，一類為「早鳥招生」（Early Admissions），以

高中在學紀錄、書面審查和面試的制度及 GPA 作為主要的標準評估大學所需的學

生；另一類為「一般正規招生」（General Regular Admissions）以 CSAT 分數高低

作為主要的評估標準，兩類均有額外名額供給經濟弱勢者，但早鳥招生制度提供的

名額較多。「早鳥招生」（Early Admissions） 從 9 月開始報名至 12 月公告榜單，

依規定仍需進行 CSAT 測驗，該類則可分為二種模式，一種模式為「學校推薦入學」

（Admission for School Principle Recommendation），由高中校長推薦名額，申

請者須達到 CSAT 成績的最低門檻，且皆須參加面試，書面審查及面試均在同一階段

完成。另一模式為「一般早鳥招生」（General Early Admissions）分為兩階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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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階段由招生辦公室的專業審查人員依據申請者的書審資料評估人格特質、學習潛

力，初步評分以篩選出 2 倍招生名額的申請人數進入第二階段審查。第二階段審查

包含第一階段書面審查的 50%及面試的 50%。觀看近三年韓國大學此兩類招生制度名

額的消長，以 CSAT 成績作為入學申請的人數逐年下降（2015 年 640,619 人，2016

年 631,184人，2017年 605,988人），相對地以 GPA作為申請入學的名額比例卻逐漸

攀升（2015 年 64.2%，2016 年 66.7%，2017 年 69.9%），首爾國立大學的早鳥招生比

例 2017年 77.5%上升至 2018年 79.1%，共提升 1.6%，未來比例將持續提升。 

「早鳥招生」（Early Admission）係以「學生綜合紀錄簿」（School Record 

Based Admission）為全面性評估的衡量標準，讓首爾國立大學能藉此選擇適性適才

的學生，例如：優秀的學科能力、領導潛能、創新製作潛力、積極關心社區問題、

逆境向上等等。因部分才能及創新思想、設計能力不一定能透過傳統的課業表現或

考試方式呈現，所以藉由學生綜合紀錄簿全面性評估學生的學科能力、學術成果、

學習動機及態度、課外活動、競賽成果、社團紀錄等多面向內容，且每項因子皆沒

有固定分數及標準或評分比例，審查過程分別 5 個階段，分別由 26 名招生辦公室專

業審查人員及具有招生觀念之 110 大學教授進行審查及評估，最後錄取名單由招生

委員會決定。透過「學生綜合紀錄簿」評估學生高中在學紀錄為標準之制度，不僅

讓學校增添多元化及達到區域平衡之效果，亦可追蹤到學生入學後皆能獲得最高的

學業成績，充分實施該招生制度的正向成效。 

首爾國立大學招生辦公室為一級行政單位之組織，以招生長為首，下有副招生

長、招生主任和組員，掌管 8 個面向的事務，包含規劃、執行招生、社會公共關

係、系統與統計等。招生辦公室於 2001 年開始實行以 GPA 成績作為入學標準的早鳥

招生制度，2002 年至 2004 年開始納入高中課外活動項目，2005 年至 2006 年結合上

述兩項項目，作成學生的高中在學紀錄，並採用「全面性審查」（Comprehensive 

Review）方式，且於轉換過程中便積極地邀請和參訪美國頂尖大學的招生制度，為

提升早鳥招生制度的健全性，首爾國立大學從 2012 年開始學生入學名額已佔 75%以

上。另一方面，為了貫徹「全面性審查」招生理念，招生辦公室的專業人員每年皆

須進行 400 小時以上的教育訓練，課程內容包含早鳥招生制度的整體架構、招生觀

念及如何以客觀的角度來評估申請者，選擇適合的學生到首爾大學就讀及強化高中

學生對於公共教育應有的積極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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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研究信息中心（KERIS）建置官方「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庫」，蒐集高中

生所有在學學習表現，韓國大學端可透過該單位索取學生的在學資訊，內容可分為

高中（學術成果和學校紀錄）、師長推薦及學生自傳三部分（如附件二），大學端藉

由此內容進行書面審查，便能充分掌握每位申請者的學習歷程與細節，進而評估每

位申請者的表現。綜上所述，政府提供預算建置系統，以蒐集及分配學生資料給大

學端；大學端需建置資訊透明、公正且有效率的審查及面試學生制度；高中端提供

學生學習環境，提升學術課程或創作活動、課後活動等，如何整合三者的資訊系統

及建立合作關係，是一項重要且極具困難之挑戰。 

四、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韓國校區（SUNY Korea）參訪實錄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簡稱 SUNYSB），亦稱石溪大學（Stony Brook University，簡稱 SBU），成立

於 1957 年，是一所以研究為主的公立大學，校區位於紐約市東面，長島（Long 

Island）北岸，擁有超過 22,000 名學生。在韓國政府、美國政府及和紐約州立大學

石溪分校的共同努力與投資下，SUNY Korea於 2012年 3月成立，是韓國於智慧城市

「松島」所建立的第一間美國大學，亦是第一所加入仁川環球校園（Incheon 

Global Campus ，簡稱 IGC）的大學，坐落於仁川經濟自由區，其學位學程素質可與

美國頂尖大學相媲美，相關課程皆是由石溪大學課程中精選組成，在韓國校區的課

程、教授、教學計畫也和美國校區的相同，是在韓國境內可直接攻讀取得美國大學

學位的第一所學校。 

2017年 8月紐約州立大學時裝技術學院（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簡稱 FIT）成為在位於松島的紐約州立大學韓國分校（SUNY Korea）開設學位課程的

第二所紐約州立大學學院，首批課程將於 2017 年 8 月 25 日在位於松島的仁川環球

校區開課。松島是韓國的東北亞經濟中心，仁川環球校區擁有一流的設備、教室、

圖書館、研究實驗室、體育中心、禮堂、多元文化活動中心、餐廳、宿舍和招待所

等各種設施。SUNY Korea 的學生同時可享有美國教育模式及韓國文化的渲染，學校

非常重視道德觀念，提供多種類的獎學金與機會，並透過全球網路發展平衡的教育

體制，以培養學生的研發能力及責任感，成為新一世紀的領導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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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家教育研究信息中心（KERIS）參訪實錄 

韓國國家教育研究信息中心（Korea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formation 

Service, 簡稱 KERIS）負責建置官方「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庫」，此資料庫以共同的校

務系統雲端平臺為基礎，擁有所有高中學生的在學學習資料，能提供大學端於招生

時獲得較有系統性的資料和統計數據。KERIS 成立於 1999 年，由 KMEC（Korea 

Multimedia Education Center）和 KRIC（Korea Research  Information Center）

組成，目前該機構（統計至 2017 年 3 月）共有 7 個部門及 303 名員工，業務包含管

理和計畫、教育資訊、學術研究資訊、教育行政與財務資訊、教育資訊安全、未來

教育研究、管理支援等，並在教育部和 17 個省/市的教育廳間，扮演著政策制定顧

問、政策執行協調、智能卡及服務中心的角色。 

KERIS統計目前已有 2,400間高中學校參與和建立大學招生制度所需的學生學習

歷程資訊；大學部分有 380 所大學可接受招生所需的學生學習資料；接收的數據目

前約有450萬筆；各方面節約的成本約 1800億韓元（如：運輸成本、投入成本等）。

ICT 資通訊技術應用在韓國教育從 1996 年開始並提供第一階段的基礎建設，並在此

階段建立了 KERIS、EDUNET 及 RISS；第二階段利用 ICT 架構，提供教育訓練，針對

KERIS 所有領域的老師進行培訓，如何實際運用電腦進行教學；第三階段為透過更

多數位化教科書及 2007 年 U 教室的使用；第四及第五階段為透過 ICT 在教育系統使

用中來提供用有創造力的人力資源。 

EDUNET是韓國的國家教學資源中心，建立於 1996年，提供最好的教育學習資源

及服務，為一線上教育的資訊系統，包含超過 43 萬項的教育內容，上傳的課程內容

涵蓋視訊講座、課程錄音等。使用者可透過網路註冊後免費使用此系統，KERIS 建

立 EDUNET 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個開放靈活的平臺，能促進終身學習，並通過最新的

資訊和通訊技術開發教育資源。其中 Cyber Learning System 亦提供線上學習服

務，提供學生放學後能在家自主學習，目前有韓文／英文三種不同等級的五種科

目，且有網路導師在系統中與學生互動，降低學生課後參加補習班的負擔，亦能藉

由此學習系統進行評量。國家教育資訊系統 NEIS 為所有的中小學教育機構使用，此

系統提供三種服務，第一種為總務，即為人事管理；第二種為關於學校的管理，包

含學生入學、學術研究、醫療保健等等；第三種為線上教育證書制度，學生透過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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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系統自行輸入學生歷程數據，再者是老師詳細地撰寫學生的能力，為避免紀錄數

據的失去真實性，最後會請學生和家長協助確認。RISS 為研究資訊共享服務，主要

是提供大學研究人員的共享服務，將蒐集的論文和雜誌期刊放置於系統中，使研究

人員可透過此系統的資訊引用到研究中。KOCW（Korea Open Course Ware）為韓國

開放式課程，提供不同領域的免費及開放的線上課程，網站上的課程數於 2015 年時

已達到 1萬 3,000項。 

KERIS目前正積極拓展全球合作關係，並有三個主要目標，第一是加強國際夥

伴關係，第二是知識共享和政策對話，第三個是提供教育諮詢，並透過國際會議與

世界各國及不同地區合作，建立全球合作的資訊技術與教育學習資源，以提供更多

的教學與服務。 

六、韓國大學教育委員會（KCUE）參訪實錄 

韓國大學教育委員會（Korean Council for University Education，簡稱

KCUE）成立於 1982 年，其工作包含大學評鑑、如何規劃大學入學申請制度、改革大

學教育等，目前超過 100 名以上的成員，50%以上為全職職員。韓國目前有 400 多所

的高等大專院校，四年制的大學有 202 所，近年隨著出生率下降，招收學生人數也

逐漸下降，2016 年韓國的教育預算為 48 億美元。大學入學的基本規則主要為標準

化、簡化、公開及公平，目前韓國大學主要入學方式分為兩種，一種為早鳥招生

（Rolling/early admission），此招生方式類似本國甄選入學形式，從 9月至 12月

中旬舉辦。其主要入學採計為學生學習歷程（65％的早鳥招生校系將學習歷程比重

設至 50%）、論文撰寫、實際操作等。另一種為正規招生（Regular admission），從

12 月中旬至隔年 2 月中旬期間進行，時間較早鳥招生更晚進行，但參採項目除了考

試成績（K-SAT 韓國指定項目考試）外，亦可採計實作技能。當考生於早鳥招生管

道結束後無法進入大學，才可申請正規招生。每所大學最多有六種入學方式（4 種

早鳥招生及 2 種正規招生），每位考生最多能申請 9 所大學（早鳥招生 6 個校系及 3

個正規招生的校系），近幾年來，早鳥招生逐漸上升約佔 75%，正規招生下修至

25%。 

在大學入學評估方式中高中學業成績（GPA）的校系約佔 40%，由招生專業人員

評估該生學習資料比重的校系約佔 25%，參考採計 K-SAT 的校系約佔 22%，將特殊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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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納入評比的校系約佔 9%，參採論文寫作校系約佔 4%。基於韓國教育部大學入學錄

取規定，教育部必須於 3 年 3 個月前公告初步的大學入學方式，KCUE 則在 2 年 6 個

月前定案，大學則需於 1 年 10 個月前公告，讓學生提前準備課程。大學若想更改規

則或是調整實施的計畫，必須透過大學入學委員會的決議後才可施行，KCUE 係韓國

大學在教育方面與政府之間重要的溝通橋樑。 

韓國現行特殊選才政策，約有 10%的考生利用此管道進入的大學。由於特殊選

才 採 計 如 托 福 （ TOEFL ） 與 國 際 科 學 奧 林 匹 亞 （ International Science 

Olympiads）成績，由於可能造成需要額外補習等社會亂象，因此核定名額逐漸調

降。在扶弱措施的部分，扶弱的對象包含經濟弱勢、退伍軍人家屬、單親家庭、殘

疾人士與偏遠地區考生。各大學對於上述對象提供相應招生措施，其名額也歷年遞

增，2018年預計提供 40,306名名額（約佔全體名額比 11.4%）。在招生政策研究上，

KCUE 由會費提撥研究經費給各大學申請招生相關研究計畫。由個別大學主導計畫並

進行入學後的研究。至於有關國外大學至韓國設立分校，KCUE 表明更樂見韓國大學

至海外設立分校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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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 

一、大學招生制度改革需系統性推動政策並有節奏地持續推動 

首爾國立大學招生改革成功之因素有三，第一為透過國家教育訊息研究中心

（KERIS）建置的「高中學習資料庫」，索取申請者的學習情況之紀錄，以建立並追

蹤申請者學習歷程之各項數據，同時為避免針對師生可能作假資料的情況，該中心

訂有相關之處分，韓國並立法規範處罰造假者。整體而言，「高中學習資料庫」提供

各大學審查申請者相當有參考性的客觀學習歷程資料來源，大幅提升申請入學所仰

賴之審查制度的公信力。第二為成立招生辦公室，貫徹「全面性審查」招生理念，

且審查人員每年皆須接受專業之教育訓練，簡化審查程序及提升審查效率。第三為

政府支持首爾國立大學招生改革，落實招生轉型策略，由校內的教授發想與提議，

並獲得政府的支援與贊同後，著手研議相關制度與規範，進而向大眾進行宣導教育

轉型之迫切性，並於 2005 年開始正式實行。由此可知，教育方針改革與轉型的重要

因素，在於是否獲得官方的支持與推廣。 

二、大學宜跳脫傳統以學科考試成績錄取考生，而採全方位審查方式選才 

首爾國立大學近三年來以 CSAT 入學的比例逐年下降，照理說，排名頂尖的首爾

國立大學以 CSAT 成績，即可網羅全國成績數一數二的考試高分學生，但該大學卻仿

效美國招生制度，採取以「全面性審查」（Comprehensive Review）作為主力的招生

管道，透過申請者的「學生綜合紀錄簿」評量學業及各項表現，以書面資料及面試

作為評分要點，這與臺灣社會的主流觀念以考試的分數高低來取決於大學及學生的

水準，有迥異的觀念與做法。當然，國情不同，韓國各大學或首爾大學的作法，臺

灣可能無法完全仿效。但破除以成績掛帥之迷思，有賴從高中端、家長端及大學端

一起努力，多方溝通與磨合後方能逐漸獲得認同和支持，落實多元學生來源的招生

理念。 

首爾國立大學的審查方式，是由招生辦公室的 26 名全職專業審查人員及 100 多

名教授來審查、評估及面談，除了在招生季進行審查業務，招生辦公室的工作尚包

含彙整教授們的定期回饋、規劃高中宣傳活動，以及接待高中校長交流事宜等相關

行政事項，皆有一定人力及相關資源之要求。反觀臺灣各大學的招生單位，宥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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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與經費方面的問題，僅有少部分的大學能夠真正落實部分學系班的全方位審查機

制。為提升審查效率與適性選才，這些資源的投入皆是重要且必須的，因為唯有如

此，才能更有效地為學系選擇志趣相符、適性的學生，並能優化、簡化各大學的招

生程序。 

三、吸引國際名校前來設校，需法規鬆綁並有政策與經費的長期支持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赴韓國設立分校的想法是由韓國經濟部（產業通商資源部）

所提出，在韓國政府、美國政府及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努力促成下，SUNY 

Korea 選擇在韓國仁川經濟自由區設置，藉由此機會能透過知名大學到韓國成立分

校，以培養企業所需之人才，提升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SUNY Korea 從教育部評

估核可約需 2 年時間，後續設施建置到開始辦學約需 5 年的時間，且仍有許多問題

是透過 SUNY Korea, LLC （Limited Liability Corp.）為法律顧問後進行申請程

序，並作為與母校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與韓國政府之前的溝通橋樑。SUNY Korea

透過仁川經濟自由區特別法，保持與母校原有的政策與規定，不受韓國教育法令的

規範，因此，臺灣欲吸引國外優秀大學到臺灣設立學校，首先應先克服法令之問

題，並針對法令作出完整及適當的規劃及策略，避免讓國內大學產生排外反對聲

浪，亦能藉此機會促使我國成為亞太教育樞紐並刺激國內高等教育之提升。 

四、建立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宜先確立其法制規範與維運機制，並投入足量人

力編制與硬體設備經費，強化使用端之友善介面與使用協助機制 

國家教育訊息研究中心（KERIS）建置「高中學習資料庫」，提供「學生綜合紀

錄本」讓大學端審查時能獲得學生相當有參考性的學習資料及統計數據，為全面性

評估的評量基礎。韓國政府對於此資料庫投入大量人力與經費，亦設置機構維護。

該資料庫之內容係由高中教師於規定期限內將每一位學生的學習情況據實登錄於資

料庫內，建立追蹤學生學習歷程之各項數據，若需要修正亦必須在期限內提出申

請，否則一旦超過時間則無法再修改內容；所登錄之資訊如有造假情事，即視為違

法，將予以相關處分，最重可吊銷其教師執照，專業辦公室人員亦會確認系統中的

數據，以防重要數據的不正確性。 

臺灣與韓國升學制度相似，目前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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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建置「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面臨的問題與挑戰有以下三點：第

一考量風俗民情下，需防範教師因人情關說而有美化紀錄或偽造資料情事；第二考

量各大學校系對於考生資料呈現之需求各異，應發展出一套友善操作介面，讓各校

系可依據選才需求彈性調整與編輯；第三考量國內尚無一套適用所有高中之教育行

政資訊系統，亦缺乏標準化的校務行政程序與規定，因此，學生學習歷程資料的蒐

集遠較韓國 KERIS執行過程來的繁複，應需要投注相當的資源來執行。 

五、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宜擴充人力編制強化組織功能定位，獨立規劃進行招

生相關研究，並引導大學提升招生辦學競爭力、扮演政府與大學間溝通橋樑

且協助推動高教政策 

韓國大學教育委員會（KCUE）為韓國大學成立之聯盟，在大學與政府之間扮演

重要的溝通橋樑。其組織經費來源為會員學校會費，業務除了協助招生外也主導攸

關學校永續發展與企業接軌的評鑑工作。KCUE 辦公室位於首爾市中心，雖非獨立大

樓但辦公室也涵蓋三樓層廣大空間；其組織成員係由會員學校推派主席與理事長，

專職員工人數更多達百人，因此，更能迅速推展業務。同時亦使用會費鼓勵各大學

進行獨立的招生相關研究；以臺灣高等教育長遠教育發展之角度，我國招聯會所擔

任之角色應更多元與全面性。藉由此次參訪交流獲得相關感想反思如下： 

(一)在講求「公平信賴」的前提下，多數招生政策議定後需長達三年以上的準

備才能落實至各大學，較長的準備期可以讓教育政策推行更緩和與順利，

但需在政策制定初期就有堅定的方向與目標，韓國政策形成到付諸實現的

謹慎與堅定值得我國參考借鏡。 

(二)我國高教相關單位部門在人力資源拮据的限制下，無論協調招生工作或推

廣高等教育政策改革皆顯得吃力，應規劃適足人力以強化高教政策工作。 

(三)韓國教育當局關注抑制補習歪風與社會不公現象，並企圖減輕學子升學負

擔，此與我國努力目標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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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參訪留影 

1. 首爾國立大學（2017.9.11） 

  

首爾國立大學招生處安處長致詞 首爾大學招生處李專員進行 SNU招生簡介 

  

國立清華大學王潔教授報告 

我國目前升學制度 
會議交流情況 

 
 

朱副司長致贈朴副校長紀念品 臺灣訪問團與首爾國立大學與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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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UNY Korea（2017.9.11） 

  

抵達 SUNY Korea合影 金校長致詞 

  

會議交流情況 會議交流情況 

  

朱副司長致贈紀念品與金副校長 臺灣訪問團與 SUNY Korea 與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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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ERIS（2017.9.12） 

  

專員報告 SNU簡介 會議交流情況 

  

解說透過桌遊來進行學習 朱副司長致贈紀念品與張博士 

  

洪教授致贈紀念品與張博士 臺灣訪問團與 KERIS 與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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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CUE（2017.9.13） 

  

鍾總監說明 KCUE的情況 會議交流情況 

  

會議交流情況 會議交流情況 

  

朱副司長致贈紀念品與鍾總監 臺灣訪問團與 KCUE 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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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2017年度韓國高中學生生活紀錄簿（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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