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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雄餐旅大學藍帶學程

看自由經濟示範區之

教育創新政策

專訪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校長容繼業
採訪撰文　蔡嘉瑋

全
球經濟發展情勢多變難測，世界各國為強化自身經濟發展競爭力，以

區域整合的模式，加深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程度。面對當前世界經濟

險峻的困難與挑戰，台灣必須重啟新一波經濟自由化政策，以求調整產業競

爭力，為整體經濟發展注入另一波新動能。因此，以政府施政主軸「黃金十

年　國家願景」做為出發，研究規劃「自由經濟示範區」，希望藉由鬆綁相

關政策，達到經濟自由開放，以區域性的定點示範，降低國內對於經濟自由

化的疑慮，同時讓產業界能夠先行因應相關政策與衝擊，以進行調整與準

備，遂將自由化相關舉措推廣至全國。

2013 年 12 月底，行政院經建會（現已改制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提出「自

由經濟示範區規劃方案」，新增「教育創新」項目，將自由經濟示範區的自由

度延伸至教育層面，以試點的實驗機制，希望透過開放國內外校際合作方式，

擴大教育合作的各種可能，如設立實驗性之大學（分校、分部）、學院、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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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藉此突破現有法令框架，以創新治理的模式，來端看未來台灣高等教育

發展的可能。同時，以此方式能夠強化高等院校的國際化程度，拓展國內學生

視野，並提升台灣教育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

以學校特點作為教育創新國際化基礎

目前台灣高等教育面臨兩大困境：其一，因少子化趨勢，學生人數開始遞

減，部分大專院校開始面臨招生不足問題，再加上教育資源分配不均，部分學

校經營困難；此外，隨著台灣大專院校的普及化，入學機會大幅增加，在人人

都是大學學歷的時代，企業與社會對於學生素質的滿意程度卻隨之降低。面對

大學為產業人力資源輸出方的角色，勢必需要進行新一波教育改革開放，以國

際化作為改革的驅動力，藉由合作共同辦校，除了可創造教育產值，更重要的

是，可以提升台灣與外國社會的互動，促進國內大學院校國際化的發展，同時

提升台灣學生國際視野，增強英文能力，強化學生競爭力。

高雄餐旅大學容繼業校長以和法國藍帶廚藝學院合作的經驗和大家分享，

教育自由化的提升，可以根據學校本身不同的特質，引入國際化的相關政策。

以觀光、餐飲和廚藝見長的高雄餐旅大學，即是先以餐飲廚藝來作為深化國際

程度的切入點，在民國 100 年先行導入法國藍帶廚藝學院，將全球頂級的廚藝

標準引入國內，成立「高餐－藍帶餐旅卓越中心」，打造「高餐－藍帶餐旅國際

園區」，成為國內第一所成功與該企業合作之學府，並藉以開創高雄餐旅大學國

際品牌。

高雄餐旅大學此一計畫目標，是希望藉由導入法國藍帶廚藝學院的百年國

際品牌經營經驗，建立典範學習園區及型塑餐旅產業國際化之效果，將法國藍

帶技術與先進的教學課程、設備、方法建立模組化，以影響校內原有師資教學

與研發品質，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同時也可與藍帶全球 50 處分校進行實

習參訪，藉由不同國情與文化的深化交流，進而提升校內師生的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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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餐旅大學和藍帶合作的模式，是採取教育推廣學校的方式，開設各式

短期訓練課程，招生範圍擴大為國內外學子，以及國內產業界專業人士均能參

與，旨在培養台灣各式廚藝人才，透過專業的輔導機制，協助參與學員繼續研

習相關進階課程，例如：雙聯學制碩士課程等，以達餐旅、廚藝人才之全面培

育。但因目前教育政策尚未鬆綁辦校法規，課程結束後無法頒予學位或學分證

明，因此高雄餐旅大學亟欲加入自由經濟示範區一員，盼能以更開放的教育制

度，讓目前的合作方式深化至學分制、學院制，進而提升此一計畫之效果。

容繼業校長指出，在技職教育再造計畫持續精進之際，技職體系必須要

找出自己學校最大特點，並將之導入國際化的概念。他說道，國際化並非僅是

提升學生英文能力，或是將學生送出國留學，而是必須將國際文化與思想在校

園裡深耕，透過淺移默化的方式影響學生的思考方向和角度。因此，在國際化

教育合作模式下，共構一個課程或是學院，利用此一共構計畫，除了讓學校的

老師和學生能夠深化改變具有國際競爭力之外，同時也希望這些模組化的項目

可以成為一個輸出項目，輸出予國內其他大專院校，或是擴大至國外校際的合

作，藉由這樣的輸出模式，可以增加校務資金來源，讓學校在各項辦學經營項

目中，可以更加強化。

以示範區之成效來進行後續施政修正方案

容繼業校長認為，在自由經濟貿易體制下，因各校原有發展基礎不一，

有部分學校或學生恐懼資源分配不均後所帶來的競爭差異，政府必須要有好的

配套措施來彌補與解決相關問題，尤其是針對民眾所恐慌的部分，擔心擴大境

外招生會排擠本國學生教育資源等問題，政府需要作出通盤的規劃和宣導。

容繼業校長指出，目前大多數人對於自由化或國際化的態度，正如過去網路時

代大舉來臨前的一般，對未來未知的改變感到恐懼和排斥，但作為一個教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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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家，需要考量到相關關係人的態度做因應政策，領導大家適應新的困難與挑

戰。而自由經濟示範區的產生，就是透過試點實驗機制，讓未來可能遇見的問

題，可以及早規劃、施行、修正、再施行，以整合型宏觀的角度先行嘗試，同

時檢視台灣現有的政策與模式，盼能擴大優點成效，並縮減可能帶來的衝擊。

而針對國人最大疑慮的公平性，容繼業校長認為，政府須針對個人或單一

學校的原有資源來考量，及早布局相關法規來實行限制和規範條件。例如，示

範區境外學生的招生資格並不適用於大陸地區，而學雜費的部分，國內學生、

境外生得採不同收費，境外學生必須參考外國母校收費基準訂定等方案，同時

透過各項公平性的獎助來減免學雜費，以增加入學吸引力。透過相關限制，除

了可讓本國學生能在資源分配上享有公平性，以消弭國人對於教育創新改革的

疑慮，同時有了自制平衡的力量，滿足各利害關係人的需求，得以產生政策效

果的外部性優點，是故，自由經濟示範區所扮演的角色，即是讓這些漸進式的

政策得以逐步推展、逐步到位，以符合國人對於教育發展，以至於經濟發展之

期望。

以示範區作為教育改革出發點

自由經濟示範區之教育創新政策，即是鬆綁現有高等教育法令限制，透過

自由化的方式，讓國內績優大學在維持適當公共性的基礎下，得以自主發展其

優勢，利用新的校務經營模式，鼓勵國內大學善用現有資源空間與國外名校合

作，同時放寬設立條件及運作規範，藉以增加誘因，讓參與的雙方學校有最大

的辦學自主性，盼能在示範區實現更多教育合作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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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國內外兩造教育合作機會，容繼業校長特別指出，也可將企業的角

色置入至機制當中。以高雄餐旅大學合作的藍帶廚藝學院，其實是教育和企業

一體兩面的合作角色，藍帶本身即是企業辦學，以行業教學培養正規學院教學

系統，在歐洲實行已久，可視為是重要的產業基礎。容繼業校長提到，產業其

實是任何教育計畫延伸的最終力道，是推動教育的核心力量，將行業的力量加

入教學，產業人員以師資加入，將有助於整體教育規劃的完整性，同時更能解

決產業人力資源供需問。但他也強調，產業角色的加入，需要獲得計畫中每一

夥伴的同意，才能在達到共識的基礎下，發展任何教育措施的可能性。

對於高雄餐旅大學來說，「高餐－藍帶餐旅國際園區」的成立，其遠大的目

標不僅止於將國外教育經驗導入國內教育體系，更重要的是，透過此一機制，

將優良的教育方式導入台灣，中華和歐洲兩種不同文化與課程的相互激盪後，

讓飲食無國界的願景實現，產生更精彩的火花，將中華民族的美食文化透過教

育機構來進行輸出，讓教育自由化的驅力，從由外至內，轉化成得以發揚至全

世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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