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校務基金之基本理念 

貳、壹○一問：何謂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 

 

答：教育部為因應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提升教育品質，增進教育績效，特依據國立大學校院校務

基金設置條例（附錄一）及預算法（附錄二）之規定，循預算程序設置，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之特種基金，一切收支均納入基金，依法辦理，其收支、保管及運用設置管理委員會管理，

並由校務會議下所設置之經費稽核委員會監督。 

 壹○二問：實施校務基金制度基本理念為何？ 

 

答：一、落實大學自主：現行公務預算體制下，經費來源完全由政府編列預算，學校依計畫申請

經費，執行預算。在各種政府法令限制下，歲入收取、經費存儲、使用

較缺乏彈性，今大學自主已蔚為風潮，藉由校務基金制度之實施，賦予

學校更大自主空間，為必然之趨勢。 

二、增加預算編製及執行彈性：公務預算體制，預算超收須全數繳庫，決算剩餘無法保存，

預算執行缺乏彈性，致國立大學校院整體及計畫性受到限制。今實施校務基金

制度，即為改善上述缺失，促使學校開源節流，評估資源使用效能，完整規劃

未來發展方向。 

三、 紓解政府財政壓力：近來國家財政吃緊，公共建設、社會福利等支出大幅增加，而

稅收並未相對成  長，政府預算赤字攀升，財政日益困難。

校務基金存儲，增加孳息收入，提升基金作業效率，吸收社

會資源投入教育事業等等，均有助於學校可運用資金增加，

政府財政亦可獲得紓解。 

四、教育資源分配合理化：在教育資源有限及近年來民間對中、小學教育、私立學校及技

職教育等應加強補助之要求下，如何使教育資源分配更趨

合理化遂為重要課題。民國八十六年憲法修正，取消教科

文百分之十五預算保障，更加突顯有限的教育資源配置問

題。國立大專院校實施校務基金制度，有助於學校整體經

營，鼓勵開闢財源，建立捐助興學正常管道，健全財務規

劃，積極推動建教合作及推廣教育，加強社會服務……等

優點，政府於培植其提高財務自籌能力，善盡社會責任之

餘，方能有效合理分配教育資源，健全國家教育發展。 

 壹○三問：校務基金預算體系運作上之特性為何？ 

 答：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為預算法第四條（附錄二）所定之特種基金，編製附屬單位預算，其



特性為： 

一、 除國庫撥補額及政府輔助收入外，法定預算僅代表一項執行計畫之承諾，並不代表一

項政府提供之可用資源。 

二、 依受益付費原則，除特殊項目外，成本與費用可依預算法第八十七條、第八十九條

及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行要點之規定，不受法定預算額度限制，按作業量伸算，

並列入年度決算辦理。 

三、 年度賸餘，按「中央政府非營業基金賸餘解庫及短絀填補注意事項」分配後，留供

基金循環運用。 

四、僅將國庫撥補額及政府輔助收入編入中央政府總預算。  

 壹○四問：校務基金預算與公務預算運作有何異同？ 

  

 壹○五問：校務基金與財團法人文教基金會之差異為何？ 

  

 

壹○六問：各國立大專院校是否得成立財團法人？如已設立，應如何處理？ 

答：一、依據教育部八十四年十一月四日台（八四）會一字第０五四二０九號函（附錄三）示，

為貫徹校務基金制度之推展，國立大專院校申請籌設與學校業務有關或重疊之財團法

人基金會，教育部一律不予同意。對各國立大專院校目前已設立之財團法人基金會，

應採下列措施： 

﹙一﹚ 由各校視未來校務基金運作狀況，自行決定是否予以裁撤，如經決定繼續運作

之財團法人基金會，其業務與校務基金有關或重疊者，應予明確劃分，其屬學

校得以辦理之業務，均納入學校校務基金收支處理，不得移轉或交由相關財團

法人基金會辦理。 

（二）學校借用場地、人力予財團法人基金會運作者，應切實依照相關法令及學校作業

規定辦理；有關雙方權利義務，並宜明定契約妥予規範，另學校專任人員兼任

基金會職務者，亦應符合人事法令之規定。 

 



 

二、教育部八十七年十二月四日台（八七）社四字第八七一三五七一一號函（附錄四）及八

十八年二月一日台（八八）社四字第八八００八二四七號函（附錄五），多次函知學

校及相關單位重申上開意旨。 

三、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附錄六）第二十條已明定：學校或校內單位不

得再申請籌設財團法人。對各國立大專院校已設立之財團法人應如何處理，其情形同

前述財團法人基金會之處理方式。 

※學校場地借用收費標準可參考下列原則訂定：每月租金計算按建物房地總值百分之○．五

至百分之一間訂定，或參照附近地區房屋租金價格訂定。 

 壹○七問：教育部如何督導校務基金之運作？ 

 

答：一、 訂定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附錄六），以落實校務基金之管理與監

督。 

二、各大學依現行法規運作，每月定期製作財務報表送教育部，以達監督的功能。 

三、定期或不定期舉辦研討會，介紹運作之相關規定，並加強財務經營績效之宣導。 

四、 訂定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以肆應基金運作與管理之需求。 

五、輔導學校加強內部運作規章及經營管理制度之建立。 

六、各國立大專院校不得再申請籌設與學校業務有關或重疊之財團法人。 

七、建立校務基金運作績效考核制度，評估各校實施成效。 

 壹○八問：目前已有那些學校實施校務基金？ 

 

答：一、教育部自八十五年度起（民國八十四年七月一日起）選擇國立臺灣大學、清華大學、成

功大學、交通大學、臺灣科技大學等五校先行實施校務基金制度。經評估實施結果，

確已發揮預定成效，八十六年度則擴大實施範圍，選擇國立政治大學、中興大學、中

央大學、中山大學、中正大學、空中大學、陽明大學及臺灣海洋大學等八所綜合大學

繼續推動辦理。由於確已發揮成效，八十七年度爰再擴大實施範圍，增加國立臺灣師

範大學、高雄師範大學、彰化師範大學、藝術學院、體育學院、雲林科技大學、屏東

科技大學、臺灣藝術學院、臺北科技大學、臺北護理學院、臺灣體育學院、勤益技術

學院及高雄餐旅專科學校等十三所校院及專科學校。 

二、除上開臺灣大學等二十六所校院及專科學校已納入校務基金運作外，八十七年度依行政



院簡併基金之政策，另將國立臺灣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金、國立成功大學附設醫院作

業基金、國立臺北護理學院附設醫院作業基金併入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內運作，將

國立臺灣大學附設農林畜牧作業基金及國立中興大學附設農林畜牧作業基金併入各

該學校校務基金。 

三、「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於八十八年一月十四日經立法院完成立法，於同年

二月三日經總統公布，依該條例第二條規定，國立大學應設置校務基金，及第十一條

規定，國立專科學校得準用本條例之規定，據此，教育部報經行政院核准，將尚未施

行校務基金之二十二所國立大專院校，國立東華大學、暨南國際大學、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台南藝術學院、高雄科學技術學院、虎尾技術學院、嘉義技術學院、高雄海洋

技術學院、宜蘭技術學院、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台北師範學院、新竹師範學院、台中

師範學院、嘉義師範學院、台南師範學院、屏東師範學院、花蓮師範學院、台東師範

學院、台北商業專科學校、台中技術學院、澎湖海事管理專科學校、聯合技術學院，

於八十八下半年及八十九年度納入施行，連同前已實施校務基金之二十六所學校，合

共四十八所學校施行校務基金制度。 

四、國立臺灣大學、國立成功大學及國立台北護理學院等三所附設醫院自八十八年下半年及

八十九年度起各自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五、檢附施行校務基金學校名單乙份（附件一）。 

＊國立嘉義技術學院及國立嘉義師範學院自八十九年二月一日起合併為國立嘉義大學。 

 壹○九問：實施校務基金制度後所產生之預期效益，及已實施校務基金之學校其具體成效如何﹖

 

答：一、鼓勵學校廣籌財源，降低因政府財政困難，對高等教育資源緊縮、排擠之負面影響，奠

定高等教育更穩定之發展基礎。 

二、提供各校財務運用較大之自主空間，落實校務發展規劃，促進各大學良性競爭。 

三、縮短財務收支作業流程，提高行政效率。 

四、加強學校注重成本效益觀念，提高經費使用效率。 

五、靈活財務收支調度，增加孳息收入。 

六、加強社會服務功能，吸收社會資源，有效促進財源的拓展。 

七、透過會計報表資訊，發揮會計決策功能。 

八、公私立大專院校財務運作制度較趨一致，便利主管機關監督輔導。 



 壹一○問：校務基金之資金來源為何？ 

 

答：一、校務基金之資金來源如下： 

（一）政府編列預算撥付。 

（二）學雜費收入。 

（三）推廣教育收入。 

（四）建教合作收入。 

（五）場地設備管理收入。 

（六）捐贈收入。 

（七）孳息收入。 

（八）其他收入。 

   二、前項學雜費之收費標準，依教育部之規定；政府編列預算撥付，由教育部依預算程序辦

理。 

※依據法規：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附錄一） 

 壹一一問：校務基金之資金用途為何？ 

 

答：一、教學支出。 

二、研究支出。 

三、推廣教育支出。 

四、建教合作支出。 

五、增置、擴充、改良資產支出。 

六、其他與學校校務有關之支出。 

※依據法規：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附錄一） 

 壹一二問：實施校務基金後，是否一切收支均須納入基金？ 

 

答：一、為維護學校財務之完整，實施校務基金後，其一切收支均須納入基金運作。凡接受教育

部、農業委員會、環境保護署、國家科學委員會等機關委辦或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

其經費收支應納入校務基金作業收支管理。另接受公務機關委辦或補助計畫之結餘款



及所孳生利息，應納入校務基金作業收支並由學校統籌管理運用，免予繳回國庫。 

二、教育部為避免造成排擠校務基金財源之籌措，嚴重扭曲校務基金整體財務收支全貌，進

而影響校務基金之執行成效及推廣作業，已通函各國立大專院校，嗣後不得再申請籌

設與學校業務有關或重疊之財團法人基金會，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

第二十條亦明定，學校或校內單位不得再申請籌設財團法人。另教育部亦刻正參酌審

計部意見研擬修正國立大專院校組設之財團法人基金會與校務基金關係之處理原則及

配合措施。 

＊依據法規：教育部八十五年六月十一日台（八五）會一字第八五０三八四二二號函（附

錄七）、教育部八十八年五月十二日台（八八）會一字第八八０四０七九八號函（附錄

八）、行政院八十七年十月七日（八七）忠授五字第０八五三六號函（附錄九）、行政

院八十八年四月十三日台（八八）忠授五字第０二八五八號函（附錄十） 

 壹一三問：校務基金之運作是否仍須受相關法令之限制？是否會造成學校使用經費之浮濫？ 

 

答：一、基本上改制校務基金後，學校與財務有關人員應徹底揚棄傳統的預算觀念，財務支出除

基於教學研究等之需要外，並仍須考量財務狀況及成本效益因素，積極研訂校務運作

規章，提昇行政效率。 

二、國立大專院校改制校務基金，僅關係預算及財務制度之調整與變革，因國立學校係屬政

府機關，除捐贈收入外，仍需受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及審計法等財務法規之規範，

另依大學法第十四條及相關法規之規定，大學預算亦須經大學校務會議審議，國立大學

行政體系不能任意調整預算項目，亦不致發生扭曲校園內部資源配置之現象。 

 壹一四問：實施校務基金後，各校是否可以自行訂定學雜費、住宿費等收費標準﹖ 

 

答：改制校務基金預期目標之一雖為加強學校經營理念與績效，但學校並非營利機構，自籌經費

須在合理合法範圍內行之，所得收入亦悉數用於校務發展上，為作育人才努力。對學生收取

之相關費用，如學雜費標準仍應在教育部規定：「學什費收入不得高於教育部所定基本運作

所需經費中，學校應自行負擔之部分。每年調幅以不超過百分之十為原則。」之範圍內收取，

其他收費亦秉持使用者付費原則下，考量維護費、水電費等費用後予以收取。 

 壹一五問：何謂校務基金自籌經費？ 

  

答：校務基金自籌經費係指「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第六條第二款至第八款所列各項

收入，包括：學雜費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入、場地設備管理收入、捐贈收入、

孳息收入及其他收入。 

  ※依據法規：行政院八十八年六月一日台（八八）教字第二一五五三號函（附錄十一）及國

日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相關制度改進方案（附錄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