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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對無的非函數關係—談臺灣中小學師資供需機制的癥結 

鄭景澤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美國學者認為，教師供需的推估，需考量六類因素（人口、缺額、招募、維

持、損耗、統計資料）。但是，社會的發展沒有恆定性法則，只有趨勢。因此，單

純透過每班學生數、班級數、離職教師數等變項所推估的師資需求量並不完整。

有鑑於此，我們必須在探討系統內因素的同時，注意系統外部條件的變化（比如

政治及歷史的因素），及系統內外變化對師資供需量的影響性。 

 

劉欽敏與張永宗（2002）認為台灣的師資供需是一種「非函數」對應關係，

因為「一對一」或「多對一」是函數關係，但「一對無」或「多對無」則不是函

數關係。在幾乎沒有就業市場的情況下，更增加了師資供需平衡的實踐難度，形

成了惡性循環，就業市場不佳的情況衝擊到師資培育機構及其畢業生，市場機制

讓師資培育供給端大開門戶，卻又瞬間緊縮停滯，進退兩難。少子化現象、退休

經費不足等問題，更使得師資供需陷入困境。是故，原本訴諸「供給大於需求」

所產生的師資「篩選淘汰」機制，卻因為就業機會渺茫，反而未能吸引優秀人才

投入。 

 

一、師資培育數量，須同時考量計畫性推估和素質淘汰空間 

 

師資培育計畫性推估的結果，尙須輔以政府當局師資人力調配功能的發揮。

首先，必須在計畫性培育的基礎上，衡量具素質淘汰空間的師資供需量。當前的

師培制度，是採修畢職前教育學分並完成實習後，參與教師資格檢定，以獲得教

師證書的方式。正因師資養成教育的歷程，必須經過教師資格檢定階段，那麼在

進行計畫性推估研究之際，應另成立一個準師資素質提升小組，就教師資格檢定

階段欲淘汰的「準師資比例」進行規劃討論，讓計畫性推估結果同時具有素質淘

汰的空間。一方面消極地避免進行素質淘汰後的師資供需量不符計畫性推估結果，

另方面積極地在落實計畫性師資培育的同時，發揮素質提升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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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供需與師資素質同為師資培育政策的重要考量，以計畫性推估結果作為

師資培育量之際，必須一併考量日後準教師資格考、教師甄試、師資素質審查機

制等關卡可能淘汰的人數。易言之，計畫性推估所得的師資培育量必須呈現有限

度的供過於求，以確保汰劣存優之下的師資培育量。這其間的比例，實值得後續

研究者作進一步的研究與推估。 

 

二、精細控管缺額 

 

為了避免超額教師的產生，學校採取鎖缺政策，即將教職實缺凍結，以改聘

代理代課教師為因應，兼顧日後人事調動的需要與政府財政負擔的紓解。舉國小

為例，小學本身逐年增加的「過剩師資」，即使已為國小現在的在職教師，卻仍得

面臨無書可教的窘境，因此，此時若將之介聘至他校，其便能繼續從事教學工作，

這群人便是近年常聽到的「超額教師」。這些實缺可作為日後超額教師介聘之用，

且代理代課教師人數也可依學校需要而調整，加上薪資較正式教師為低，亦能減

輕政府人事經費的負擔。換言之，即使學校有教師缺額，卻都被列為控管缺，不

會釋放名額。 

 

鎖缺政策的實施，使得學校不再聘任正式教師，而改以代理代課教師來充足

學校人力，此種人力資源彈性化的目的雖在減少政府人事經費負擔，因應未來可

能產生的超額教師現象，帶來的問題不小，例如學生的學習權，或是學校教師流

動率高，也影響了學校教師的新陳代謝。因此，如何在鎖缺政策與教師甄選兩方

面更精緻地採行收與放的管控，是政府應該妥善思考的。 

 

三、市場化師資培育的反省 

 

教育部曾指出，中小學教師供需失衡，主要是受到自由市場競爭機制的影響、

師資培育多元化導致量的難以估計、不適任教師淘汰不易、教師未能順利退休，

及少子化降低師資需求等種種因素造成（師資培育統計年報，2008）。對此看法，

駱明慶（2004）不表贊同，他認為我國流浪教師現象的發生，根本原因在於市場

機制「不夠自由」。在一個自由市場的競爭機制中，想要雇用教師的學校決定了對

中小學老師的需求，想要當老師的人們決定了教師的供給，供需雙方則共同決定

了教師的待遇，亦即價格。當中小學老師的待遇，相對於其他行業偏高時，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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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老師的人數就會多於社會對老師的需求，自由市場自然會透過待遇的下降來調

節供需。當一個行業的待遇下降之後，原先想要進入的人自然會轉投其他行業，

因此我們不會在其他行業看到「流浪求職者」。由於我國的中小學多為公營機構，

中小學教師待遇完全由政府決定，而且政府也是公立中小學教師的唯一雇主，政

策制訂下的「生師比」決定了整個國家對中小學教師的「需求」，教育學程的核定

和教師證書的頒發也掌握了教師的「供給」，關鍵是市場機制在教育領域是否是最

有效的運作方式。 

 

多元師資培育政策面對當前儲備過快所引發的供需失衡問題，提醒我們必須

思考市場化機制對師資培育的利與弊，這幾年的改革下來，已經累積相當多經驗

與教訓，值得我們反省思考。師資供需失衡是問題，但是師資人力資源經營是一

更大問題，也就是師資問題不只是有或無，過多或過少的問題，還是素質的問題，

也就是所創造的師資市場，是否是一個低階的市場，或是充滿高階人才的市場？

應該如何培育與遴選老師，質與量兩者必須一起看待，一起討論，不能計算供需，

更要關心誰進來、誰走、誰留下來當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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