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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論文摘要：


近年來台灣地區大學教育急速擴張，使得大學生的比例逐年上升，令人不禁要思考大學教育報酬率是否會隨著市場上大學生勞動供給的增加而下降?為解答此問題，本文首先估計1978-2003年的大學教育實質報酬率，由其中觀察大學教育報酬率的長期趨勢，再進一步探討影響其趨勢變化的原因。研究結果發現台灣地區1978-2003年大學教育實質報酬率約在5.8%-9.4%之間，由其趨勢可觀察到在1987年以前其估計值為緩慢地上升，1987年以後則呈現逐步下降的情形，應用Chow test檢定之後，發現在1987年的時點上確實發生了結構性的改變，因此緊接著再運用Mincer (1976)的最小工資模型為基礎，探討影響大學教育實質報酬率趨勢變化的重要因素，並分析在1987年出現先升後降趨勢的可能原因。


在影響大學教育報酬率趨勢變化的因素中，將其分為勞動供給、勞動需求以及總體經濟三方面的解釋變數，各項變數的結果皆相當符合經濟直觀，即勞動供給面的變數對大學教育報酬率有負向的影響，而勞動需求與總體經濟面的因素會對大學教育報酬率產生正向的結果，由此可推得大學教育擴張、大學畢業生人數增加並不必然會對應著大學教育報酬率的下降，仍必須考慮勞動需求與總體經濟的因素，因為其有可能為大學教育報酬率提供向上拉升的力量，本文的實證結果亦驗證了此點，雖然在1987年後大學教育報酬率出現下降的趨勢，但由於同時有強烈勞動需求的拉升，才會使得大學教育報酬率沒有因大學教育急速擴張出現迅速下跌的狀況，而是呈現一個緩慢下降的趨勢。再者，分析1987年前後出現先升後降趨勢的可能原因如下：1980年代開始國內對於高級人才的需求日增，使得大學勞動需求線向外移動，造成1987年之前大學教育報酬出現上升的趨勢，之後政府大量地投資在高等教育上，使得大學勞動供給人數快速地增加，造成供給線大幅外移，導致1987年後大學教育報酬呈現下降的情況，雖然同期間大學勞動需求亦大幅向外擴張，但由於大學相對供給上升的幅度大於其相對需求的幅度，因此造成最後教育報酬率下降的現象；換句話說，雖然廠商對大學的勞動需求強烈，但大學勞動供給快速增加的力量還是拉低了教育報酬率，但由於有大學勞動需求向上拉抬力量的存在，使得其趨勢為緩步而非急速地下降，且與其他教育程度相比，大學教育仍能繼續維持較高的報酬率。不過若大學教育繼續擴張而勞動需求無法大幅跟進的話，很可能會使大學教育報酬率更往下降，造成教育投資太過的現象，因而排擠了其他公共建設或民間的投資，造成整體社會資源的浪費，因此政府應確實控制大學教育擴張的速度以及監督大學教育品質的改進，以因應將來勞動市場可能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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