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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變革精進獎勵項目

強化私立大專校院財務監督

機制
由於少子女化時代來臨，學校面臨生源不足之窘境，嚴重衝擊私立大專校院（以下簡稱私立大專）

之財務收入，為避免學校相繼爆發積欠教師薪資或減薪等財務危機，教育部會計處（以下簡稱本處）

配合教育部政策，研訂各項財務監督機制，以及時發現財務異常之學校，俾提供教育部業務主管單

位做為輔導學校之參考，本文旨在說明據採行財務監督措施，以發揮會計協助管理之應有功能。

　教育部會計處（江專員俐潔）

壹、前言

近年來由於少子女化生

源減少，私立大專財務亦面臨

嚴峻考驗，且已有兩所私立大

專因少子女化衝擊，學生人數

大幅減少而發生財務危機，相

繼於 103 年停辦，本處配合

教育部政策，為隨時有效掌握

學校財務狀況，訂定各項財務

監控機制，以強化對私立大專

之財務監督，俾發揮財務預警

之功用，並加強私立大專財務

資訊之公開，以達成會計協助

管理應有功能及公共監督之

目的。

貳、強化財務監督及

公開資訊之作為

本處為監督私立大專財

務狀況，除將財務監控指標納

入「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

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做為

教育部專案輔導私立大專之依

據外，並透過學校所送預、決

算書分析其主要財務資訊及相

關預警指標，篩選財務狀況不

佳之學校並追蹤列管，據以採

行檢查會計月報、瞭解設校基

金動用情形、控管賸餘款投資

及流用等方式，以有效掌握學

校財務狀況，亦審視學校興建

重大工程與增置土地之必要性

及合理性，以避免私立大專因

資本支出而影響學校校務之正

常運作，另為利社會大眾對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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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大專財務進行檢視及監督，

亦強化公開財務資訊作為，茲

將採行相關措施，擇要說明如

下：

一、分析決算財務資訊

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

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

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私立

大專應將其決算委請會計師查

核簽證，經董事會議通過後，

於每年 11 月 30 日前函報教育

部備查。教育部除備查各校之

決算書外，並依各校所送之收

支餘絀表、平衡表、現金流量

表及現金收支概況表等主要財

務報表，分析重要財務指標分

析，據以篩選符合「教育部輔

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

施原則」第 2 點「依財務預測

二年內將發生入不敷出或資金

缺口達財務調度困難情形」之

學校，移由業務主管單位列入

專案輔導學校。

二、分析預算財務資訊

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

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

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私立

大專應將預算經董事會議通過

後，於每年 7 月 31 日前函報教

育部備查。教育部除備查各校

之預算書外，並依各校所送之

收支餘絀預計表、預計重大工

程及增置土地明細表、最近 5

年現金收支參考表等資料進行

分析，以評估其未來之現金流

量是否足以支應校務營運、辦

理重大工程及增置土地所需，

並供業務主管單位據以審視學

校預計辦理各項工程之必要性

與妥適性，避免增置無法充分

運用之設施，導致增加財務負

擔，影響學校正常營運。

三、分析會計月報

為持續控管財務風險較高

學校，因此，針對其會計月報

帳列之現金、銀行存款、土地、

短期債務、長期負債及人事費

等重要科目變動情形進行分析

並追蹤列管。

四、控管資金使用流向

教育部為有效監督私立大

專財務狀況，依「教育部委託

會計師專案查核學校財團法人

及所設私立專科以上學校財務

行政作業原則」規定，每年皆

以協議程序方式，委請會計師

查核部分學校財務，並將學校

資金使用情形納入財務查核重

點事項，查核結果如發現重大

異常，則責成業務主管單位追

蹤列管。

五、增進私立大專財務資

訊公開之透明度

教育部為達公共監督之目

的，本若輔導立場，除積極督

促私立大專應依私立學校法規

範公開預、決算資料外，為強

化私立大專財務資訊公開透明

度，另增加公開私立大專會計

月報、辦理 100 萬元以上採購

案件情形、處分土地與重大資

產案件及學校決算重要財務分

析比率等資訊，並依教育經費

編列與管理法規定，公告教育

部委託會計師查核私立大專校

院財務報表及經費收支狀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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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結果，以利社會大眾對私

立大專財務資訊進行檢視及監

督。

參、執行監督機制已

有初步成效

教育部透過上開之財務監

督機制，篩選財務風險極高之

學校，據以成立專案輔導小組，

透過書面審查、到校訪視、限

期提出改善計畫等方式，從學

校教學品質、人事、財務、評

鑑等各面向，對學校維持教學

品質及校務經營改善等予以建

議，落實輔導功能。

以 104 年 為 例， 經 教 育

部財務監控並專案輔導之學校

中，某管理學院因積極尋求改

善方案，獲得某公司承諾於

104 年至 108 年捐資總額 3 億

元，在提出現有學生受教權保

障、現有教職員安置機制及未

來校務發展願景等規劃內容

後，教育部同意該管理學院於

104 年 6 月變更學校名稱，除

解決學校資金問題外，學校改

名後亦將致力轉型為精緻小而

美之專業管理學院，使校務得

● 私立大專校院財務資料庫平臺月報上傳與系統操作說明會

以永續經營。另有某大學因受

少子女化衝擊，經教育部積極

協助，已於 104 年 8 月與某專

科學校合併，透過兩校合併資

源共享，以改善學校財務狀況，

並大幅提升學生教學環境與資

源。

肆、結論

由於少子女化時代來臨，

各級學校面臨生源不足之困

境，102 學年度首先衝擊高中

職學校、105 學年度則衝擊大

專校院，愈來愈多私校面臨招

生不足的窘境，也嚴重衝擊各

校之財務，為避免學校相繼爆

發積欠教師薪資或減薪等財務

危機，除督促私立大專建立特

色，以增生源，並建立預警指

標，發揮自律作為，教育部亦

本防微杜漸之意旨，積極研擬

高教新藍圖方案，協助學校採

行因應措施，以降低財務危機，

並開拓高等教育新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