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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教育思潮的改變，終生教育風潮已逐漸打破傳統直線教育，而大學正是創新、發展及推動終生學習之活動最關鍵之所

在，近年來，各大學陸續成立推廣教育單位，即是配合邁向終生學習的社會，滿足在學習上的需求，而大學辦理推廣教育

，若能透過「行銷策略」的應用，教育資源將可做最有效的利用，且能達到推動終生教育、提昇人力素質及國家競爭力的

目的，更能藉由非傳統學生來源之經費收入，來達成挹注學校經費、擴充教學設備的功效。 經由資料的蒐集分析，我們了

解到目前國內大學經營，將面臨到非常嚴峻的挑戰，藉由「行銷策略」的應用，將可協助各校，明確了解自己所面對的威

脅及機會，在經過問卷的資料統計之後了解到，採用「行銷策略」的學校，其無論在招生狀況或收入狀況，皆有良好的效

果，因此，各校無論在人力或預算上，應全力支援推廣教育單位，以避免其因人員、預算因素，而產生競爭上的劣勢。 在

此次問卷所得到另一個結果，就是各校在開辦最多的班級類別上，並沒有地區上的差別，因此，各校若要到外縣市發展，

並不會有太大市場適應的考量，但在考量教學及行政管理，應可適度的與有互補性的學校做策略聯盟，以求最大經濟效益

。另外，在價格或行銷等策略中，私立大學校院採取較國立大學校院積極的態度與作法，顯然私立大學在面對生存及競爭

壓力下，早已採取主動的策略，而國立大學雖有其生存優勢，但在面對政府財政緊縮及國內外大學的挑戰，亦應調整策略

以為因應。 此外，為落實終生教育的推動及避免大眾的混淆，無論在施行範圍、意義及內涵上，「終身教育」其皆可涵蓋

成人、繼續、大學推廣、回流等教育，因此，各大學之推廣教育單位，應可考慮以終生教育為名，例如「終生教育中心」

等名稱，除可適應終生教育的潮流，更可讓一般社會大眾更容易了解此一單位之功能及角色。 中文摘要 由於教育思潮的

改變，終生教育風潮已逐漸打破傳統直線教育，而大學正是創新、發展及推動終生學習之活動最關鍵之所在，近年來，各

大學陸續成立推廣教育單位，即是配合邁向終生學習的社會，滿足在學習上的需求，而大學辦理推廣教育，若能透過「行

銷策略」的應用，教育資源將可做最有效的利用，且能達到推動終生教育、提昇人力素質及國家競爭力的目的，更能藉由

非傳統學生來源之經費收入，來達成挹注學校經費、擴充教學設備的功效。 經由資料的蒐集分析，我們了解到目前國內大

學經營，將面臨到非常嚴峻的挑戰，藉由「行銷策略」的應用，將可協助各校，明確了解自己所面對的威脅及機會，在經

過問卷的資料統計之後了解到，採用「行銷策略」的學校，其無論在招生狀況或收入狀況，皆有良好的效果，因此，各校

無論在人力或預算上，應全力支援推廣教育單位，以避免其因人員、預算因素，而產生競爭上的劣勢。 在此次問卷所得到

另一個結果，就是各校在開辦最多的班級類別上，並沒有地區上的差別，因此，各校若要到外縣市發展，並不會有太大市

場適應的考量，但在考量教學及行政管理，應可適度的與有互補性的學校做策略聯盟，以求最大經濟效益。另外，在價格

或行銷等策略中，私立大學校院採取較國立大學校院積極的態度與作法，顯然私立大學在面對生存及競爭壓力下，早已採

取主動的策略，而國立大學雖有其生存優勢，但在面對政府財政緊縮及國內外大學的挑戰，亦應調整策略以為因應。 此外

，為落實終生教育的推動及避免大眾的混淆，無論在施行範圍、意義及內涵上，「終身教育」其皆可涵蓋成人、繼續、大

學推廣、回流等教育，因此，各大學之推廣教育單位，應可考慮以終生教育為名，例如「終生教育中心」等名稱，除可適

應終生教育的潮流，更可讓一般社會大眾更容易了解此一單位之功能及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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