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大學法修法鬧得沸沸揚揚，社會各界對於這部

將近17年沒有重新檢討與修改的法律有許多不同的
意見。民間團體、立委、政府等都各自提出了不同

版本的草案。而在今年5月19號，立法院教育及文化
委員會審查通過了《大學法》部分條文的修正案，

其中便有提到要提高學生校務會議代表的比例，將

其從原本的10％提高到20％。

站在學生的角度，對於此事一定是樂觀其成，因為

我相信提高學生代表的比例，能充分地反映校園民

意，學生在會議內也會擁有更大的影響力。如果未

來法案順利三讀通過，以成大為例，校務會議的學

生代表會從原本的13席翻倍至26席。

但是，現在在成大的校園，要找到13席的校務會議
代表相當不容易，因為許多同學對於校園的公共事

務其實不感興趣。尤其當其中又需要有一半的研究

生代表時，要填補這些缺額變得更加困難。

而像擔任校級會議代表這類型的校園公共參與，其

參與難度其實算是比較高的。參與成本高的同時，

也需要有足夠的動機跟勇氣才有辦法在會議內提出

自己的意見及想法，僅以此作為討論成大公共事務

的參與度可能不夠充分。所以我們再來談談對於成

大學生最直接與簡單的公共參與方式－投票。

從2020年到2022年這三年，學生會長的投票率分別
是，4.14％，2.58％，4.16％。這樣的投票率代表，
每年只有大約500-900位成大學生出來投票。

我們再將成大的學生會長投票率與其他的國內大學

比較，也發現這樣的投票率算是偏低的。而這些對

於校園公共事務不太關心的現象便引出了一個問

題，為什麼成大學生不願意參與校園的公共事務乃

至於參與學生會呢？過去兩年我因為待在學生會服

務，讓我對這個問題有了一些答案，我認為造成這

個現象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點我認為是因為大學充滿各種可能性。就算今

天同學們不去參與公共事務、不去參與學生會，大

家依舊有很高的機率可以在大學內找到自己所熱愛

的。不管是社團、系隊、學業、打工等等。對於同

學們來說，這些事物可能更有價值也更有意義。雖

然參與公共事務與追求自己所愛兩者可能並不衝

突，但同學們可能更願意將時間投入在其他其所熱

愛的事務上。

第二點是學生會對其沒有必要性。我認為學生會在

一所大學，最重要的任務仍然是爭取、守護學生

權益，因為這是其他組織或是社團很難取代的功

能，只要有同學需要幫助，我們就必須站出來，這

也是我們存在的價值。而這裡提到的必要性則是在

指說，如果一個同學對於現狀滿意，沒有太大的不

滿，就學期間他的學生權益也沒有受到侵害，那他

依然可以很順遂的度過大學生活。此時的他也就沒

有參與公共事務的動機，而這樣的群體在成大內也

不算少數。

提升校園公共事務參與
——從學生會本身做起

政治系\黃康齊

2 6

提升校園公共事務參與——從學生會本身做起



第三點是學生會的汙名化，這點

也是我覺得最難以解決的，而

這種現象也不單單發生在成大

而已。在國內許多所大學的學生

會，都很容易被貼上貪汙、自

嗨、政治跳板等的負面標籤。這

些標籤的存在可能源自於大環

境，或是過往幾屆的學生會曾經

有犯過的錯誤。而這種標籤最致

命的，便是這些形象一旦被固定

了，就很難以改變，這些負面形

象讓學生會不管是從內部亦或是

外部都受到了打擊，尤其在新生

招募、鼓勵大家繳會費時，這些

負面形象的影響尤為明顯。儘管

過去的那些錯誤已經被修正，學

生會的成員也換了一輪，但這些

標籤還是如影隨形，難以擺脫。

而要改變這一切，學生會沒有辦

法依靠別人，自怨自艾沒有辦法

改善現狀。如果要解決這些問

題，就必須仰賴學生會「本身」

做出改變。我們需要找到自己的

價值，透過不斷進步、不斷努

力，讓時間證明學生會並非如外

界所述。

舉例來說，在前半段的第一點及

第二點有提到，學生會可能對於

同學沒有吸引力，沒有必要性。

但這不能是我們消極、停止進步

的理由，我們應該想辦法創造需

求、創造價值。一個同學如果能

在大學生活找到自己所熱愛的，

能順遂的度過大學生活，絕對

是我們所樂見的，就算其中與學

生會無關也是。所以我們應該做

的，是好好運用大學法賦予我們

的代表性，在爭取學權的同時，

也創造更多價值。透過統整、引

入校內外的資源，讓學生會被看

見，被需要。像是今年我們希望

讓成大學生可以擁有更多的特約

商店、能與各領域傑出人士交

流、引入更多企業資源等等，就

是希望能透過不斷的努力，來改

變現況。

另外第三點也有提到，有關於學

生會被汙名化的部分，我認為需

要一段時間才有辦法沖淡。他就

像是傷口，需要時間癒合。學生

會的努力就像是優碘，能讓傷口

癒合得更好更快，所以我們現在

能做的就是努力盡好本分，讓學

生會持續茁壯，持續被需要，時

間到了，這些傷痕便會淡去，成

為學生會成長的痕跡。而這個傷

痕也會時時刻刻提醒著接下來的

會長及幹部們，若是懈怠了，那

舊疾便可能再度復發，到頭來也

是傷害到所有成大學生，傷害到

學生會。

我不確定我的想法是否真的有助

於成大的學生公共參與，或許這

一切都只是我的美好幻想，但我

想，就如同這次校刊的主題「夢

想成大」一樣，在每個人的心

中，都有這所校園最美好、理想

的模樣。我也透過這次撰寫校刊

的機會，好好地整理了自己的想

法及思緒。提升校園的公共參與

不是一蹴可幾的，需要很長的時

間與努力，希望在未來一年學生

會長的任期，我能逐漸看到這所

我所深愛的校園，往我腦中夢想

的成大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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