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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高等教育近十年來，成長速度相當驚人，依教育部統計資料顯示，2006年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合計共163所，

而相關單位卻一直無法有效提出相關的因應措施。出生人口數逐年下降，大專院校數量卻逐年增加。使得台灣高等教育市

場呈現嚴重的供需失衡的問題。教育體系原本就屬於一個複雜的動態系統，在出生人口數、學校數量、學校品質管理、政

府對於學校的資源籌措與分配，以及大學發展質量失衡、師資的供需，都是相互影響且環環相扣。 本研究是利用擅長處理

複雜系統，具有處理高階、多環、非線性系統這三種特色的系統動力學做為研究方法及工具，以人口、學校及政府等次系

統進行基本模擬，並輔以各種情境假設，探討各種模擬結果及其意涵。 本研究發現，教育系統內的教師供需差異、學校的

供需差距有越來越大的趨勢，這些結果絕非是短時間所形成的，都是長期下來，台灣的教育政策實施不造成，倘若能遵循

「啤酒遊戲」中，沒有策略的手法，或許是最好的解決方式，過多的控制系統，反而會造成系統的崩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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