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受學生陳情凍漲學費座談致詞 

今天各位同學向學校陳情，希望凍漲學費。原來腳本是參與同學將

陳情書交給我，我認為這是一個跟同學們溝通的好機會，所以安排

了這一場座談會。清華大學校方期盼與同學對學校的良性發展有一

致理念，對大家的訴求有相當的同情，但也有需要澄清觀念的地

方。清大辦學理應增進學生的福祉，而教育目標之一，是培養理性

思考能力，所以願就各位的訴求溝通。 

各位今天陳情，屢提社會公義，但事實上忽略了現今台灣社會最大

的不公不義，也就是占大學院校學生三分之二的私校生所負擔的學

費約為公立學校學生的一倍，而私校生家庭經濟情況平均要比公立

學校學生家庭差。因此大家要求政府透過稅制改良，對資本企業課

專稅等方式以彌補，以增加公共教育經費，如果做得到的話，最先

也應用於拉近對公私立學校學生補助，重振階級流動，消弭反重分

配現象才對。 

其次是教育成本問題，以清大為例，學費收入約占除新建館舍外經

營費用之百分之十，教育部經常費約占百分之二十，其餘是不穩定

的競爭性經費。另一方面除稅負在百分之四十以上歐洲福利國家

外，民國九十九年以公立學校學費而言，美國約三十四萬，英國約

十六萬，香港與日本約二十萬，韓國約十一萬，以私立學校而言，

美國約一百一十萬，英國約四十四萬，香港約二十三萬，日本約八

十五萬，韓國約二十萬，其中至少在美國，私立學校學生多來自經

濟地位較高家庭，而各地平均稅負除香港外，介於 21-37%，高於台

灣的 20% 。以此來看，台灣公立學校學生每年繳五至六萬學費，是

在與這些國家比較平均稅負較低的情況下，收取不到一半甚至二十

分之一的學費。一個國家稅負低而公立大學學費低是很獨特的現

象。 

公立大學學費自民國九十三年以來未曾調漲，其間自九十四年迄

今，物價指數約增加百分之十，本校人事費用約十七億，去年公教

人員調薪後，政府未補足額度，缺口是一千七百萬，今年則預計超

過五千萬，水電費約一億五千萬，前幾年已漲了約百分之二十，今



年料有一番漲勢，學校如不因應，自然會有經營上的困難。物價上

漲沒有消費者會喜歡，我這兩年常到小吃部買榨菜肉絲麵充作午餐

或晚餐，每碗三十元，漸與老闆熟起來。去年有一天他說因學生嫌

貴，所以必需停止營業回到桃園開店，頗為令人傷感。如今小吃部

重新開張的麵食店榨菜肉絲麵已賣到每碗四十元，漲價有時是無奈

的事情。 

清華大學在現時會怎麼做，首先是確保教育品質為先。清大學費目

前在同等學校當中為最低，同時設有還願獎學金，行之有年，讓清

華大學學生不會有因繳不出學費而輟學的學生，這點學校一定會繼

續維持。在物價高漲，教育部補助經費不增加情況下，清華大學沒

有本錢宣佈凍漲學費，而不損及教育品質。 

最後自然是清大學生應怎麼做。社會公義的追求是絕對值得鼓勵

的。鼓吹增加教育經費，公平稅制，對貧寒學生發教育劵等，都是

可努力的方向，但要有方法，同時要有長期努力以赴的準備。學校

與同學站在同一陣線，本人也會結合同仁與校友，共同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