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醫大與 QS亞洲分支共同主辦「第 10屆亞太地區高等教育論壇」，探討亞洲

高等教育的未來 

第 10屆亞太地區高等教育論壇（10th QS-APPLE）於 11月 11日至 13日在臺北國

際會議中心一連舉行 3天，由臺北醫學大學與英國世界大學排名機構 QS亞洲分支

共同主辦，今年的主題為「亞太地區高等教育的挑戰與機會」，來自 40餘國、200

所大學的近 600名學者專家與會。 

與會代表為世界各知名大學的校長、副校長、中高階主管、高等教育學者及各國高

等教育之官員等。世界各大學將藉由亞太地區高等教育論壇，分享高等教育國際化

的成功經驗，並提供與會大學建立合作關係平台，朝世界級大學邁進。淡江大學校

長張家宜及臺北醫學大學校長閻雲分別在大會中以「臺灣國際卓越的策略、臺灣高

等教育的未來」為題發表演講。【圖：左圖為氣勢磅礡的舞獅開幕表演，右圖為 QS 

Asia創辦人Ms. Mandy Mok（中）與楊良友副國際長共同慶祝 QS的 10歲生日】 

張家宜在演講中提到，臺灣高等教育

面臨人口變化（少子化）、經濟與政

策、全球競爭、技術創新等 4大挑戰。

日前教育部評估，在少子化衝擊下，

大學退場機制將成為重要目標，目前

國內 160多所大學應降至百所以下。

張家宜說，若要求 60所大學退場，會

給太多學校壓力，建議促成市場化，

讓各校自己去競爭；並調高學費，由

各校發展特色招生；同時以各自特色招收外籍學生，例如淡江大學就有許多外籍生

來自拉丁美洲。【圖：QS開幕致辭，左起邱文達教授、閻雲校長、教育部林林思伶

政次、QS Asia CEO Ms. Mandy Mok、QS Managing Director Mr. Nunzio Quacquarelli】 



 

閻雲則提到，國內的頂大、敎卓計畫對高等教育是有正面支持的，例如臺灣的世界

大學排名已確實提升。但各大學也應思考少了 5年 500億等「維他命」挹注，是否

還能維持健康，是否能落實人才培養與創新。閻雲表示，少子化衝擊下可以「放鬆

限制」因應，教師轉業別只想到臺灣，應與全世界媒合。他與國外大學開會時，不

少校長、副校長都提到缺乏教職員，且有些地區的人口也還在成長中，臺灣教育水

準高，可「把別國的學生引進來，多的老師送出去」，化危機為轉機。【圖：左為

閻雲校長在大會中發表專題演講，右為Ms. Mandy Mok致贈閻校長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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