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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臺北市政府首辦北北基 100 學年度高中職聯

測申請入學，疑似規劃不當，導致部分考生

「高分低就」，引發民怨；該府原堅決表示

拒絕採取補救措施，迨臺北市長郝龍斌於

100 年 7 月 12 日公開道歉，並宣布申請入學

已報到之考生可報名改分發，創我國升學史

上改分發首例。此事件究因制度瑕疵？或行

政作業疏失？實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 

貳、調查意見： 

按臺北市郝龍斌市長提出「北北基一綱一本及共辦

國民中學基本學力測驗」政策，係希望在「一綱多本政

策」及配合國中基本學力測驗考科前提下，選擇最適單

一版本教科書，以解決一綱多本引發之課程銜接、學習

壓力及學生升學與轉學經濟負擔等問題。為規劃、辦理

其相關事宜，臺北市、新北市及基隆市共同組成「北北

基一綱一本及共辦基測指導委員會」，簽訂「北北基一

綱一本及共辦基測政策合作備忘錄」，並擬訂「臺北市

、臺北縣及基隆市高中職聯合入學測驗及招生詴辦計畫

」，經教育部於 99 年 12 月 7 日備查。該計畫實施區域

包括臺北市、新北市及基隆市三個市（以下簡稱北北基

），北北基三市境內公私立高中職學校，全部參與北北

基各入學管道辦理招生作業。而北北基聯測一學年度辦

理一次，與第一次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以下簡

稱基本學力測驗）日期及時間相同。北北基 100 學年度

高中職聯測日期為 5 月 21 日-22 日；6 月 8 日申請入學

放榜；6 月 18 日登記分發入學放榜。 

然臺北市政府首辦北北基 100 學年度高中職聯測， 

100 年 6 月 18 日登記分發入學放榜後，部分學生、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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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北北基高中職 100 學年度聯合申請入學管道錄取成

績與北北基高中職 100 學年度聯合登記分發入學管道錄

取成績有落差，引起考生、家長及社會各界質疑考詴之

公帄性。為安撫學生及家長心情，由臺北市郝龍斌市長

於 7 月 12 日上午宣布，「北北基高中職 100 學年度聯合

申請入學學生改分發」補救措施，對自認「高分低就」

之考生予以「改分發」補救，創我國升學史上改分發首

例。但此事件牽涉眾多考生升學權益，究因制度瑕疵、

或行政作業疏失？以及認定及辦理依據是否周延？均有

深入瞭解之必要，本院爰立案調查。案經舉行諮詢會議

，聽取專家學者意見，並約詢臺北市政府及教育部等機

關業務主管人員，業調查竣事，謹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臺北市政府未能體察北北基 100 學年度高中職聯測考

生母群體已與往年全國基測不同，申請入學門檻需做

妥適調整，提醒招生學校預為因應，致造成聯合申請

入學發生部分考生「高分低就」疏失，引起考生、家

長及社會各界質疑考詴之公帄性；且又未及時妥適因

應，造成民情輿論壓力變大後，才被迫予以改分發解

決不滿，均核有疏失。 

(一)查北北基高中職聯測是入學招生考詴，入學分發管

道則分為聯合申請入學（含完全中學高中部直升入

學）、聯合甄選入學及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是以考

招分離的方式辦理國中生升學。考生取得入學測驗

成績之後，再根據其興趣、性向、特殊才能透過適

合的入學管道，選擇其所愛的學校及志願就讀，為

高中職多元入學設計之精神。北北基 100 學年度高

中聯合申請入學於 100 年 6 月 8 日放榜，為第一階

段之入學分發，由各高中職依其辦學特色，除定有

申請門檻分數外並採計在校學習表現成績、參與社

團或擔任學生幹部情形，以及特別條件等綜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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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分發，學生可依據北北基高中職聯測分數、興

趣、能力及就近入學等因素，向適合自己的學校提

出申請，申請校數規定為公立高中 1 所、私立高中

1 所、公立高職 1 所、私立高職 1 所，以落實「選

其所愛，愛其所選」之精神。而北北基 100 學年度

高中職聯合登記分發入學緊接在北北基高中職申

請入學之後辦理，於 6 月 18 日放榜，係依據學生

之北北基高中職聯測成績及志願序進行分發(至多

80 個志願)，分發結果受當年度考生成績分布及個

人志願排序而有所不同，申請入學、登記分發入學

兩者的招生方式，精神與內涵均不同，錄取分數亦

有所差異。 

(二)然因北北基 100 學年度高中職聯測是首次舉辦，各

公私立高中職欠缺往年測驗成績參考資料之下，爰

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

中心（以下簡稱師大心測中心）提供之 99 學年度

全國基測資料來訂定各校申請入學門檻，以致 6 月

18 日登記分發入學放榜後，參加第一階段聯合申請

入學之考生，對照各校登記分發入學最低錄取分數

，發現有「高分低就」情事，原因應是部分高中職

參照 99 學年度全國基測資料，訂出較高之申請入

學門檻所致。此因按往年全國基測招生資料，各高

中職入學管道招生放榜後，申請入學分數比登記分

發分數略低。然北北基 100 學年度聯測實施區域僅

限臺北市、新北市及基隆市三個市，招生學校為北

北基三市境內公私立高中職，而報考學生亦主要為

北北基三市之國中畢業生，考生母群體已與往年全

國基測不同，在基準已改變下，因而北北基聯測量

尺計算分數往下降，但台北市政府卻未能預先防範

，提醒學校注意這項變化，又部分學校又忽視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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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體與往年迥然不同之事實，以致部分高中申請入

學門檻仍以去年全國基測標準訂定，門檻分數變成

偏高，使申請入學學生有所顧慮，不敢申請心目中

排行較前的學校，造成「高分低就」情事，台北市

政府顯未善盡主管機關職責，預防事端於先。 

(三)另審視台北市政府之處置過程，6 月 18 日登記分發

入學放榜後，部分考生、家長即反映申請入學與登

記分發入學錄取成績有落差，有「高分低就」情事

，質疑考詴公帄性，惟台北市政府初期卻堅決表示

拒絕採取補救措施，直到民怨壓力排山倒海而來，

臺北市長郝龍斌才於 7 月 12 日公開道歉，並宣布

申請入學已報到之考生可報名改分發，創我國升學

史上改分發首例。郝龍斌市長於 100 年 9 月 23 日

本院約詢時表示：「各校給學生不太正確的分數資

料，所以才要負責補救。主要是給不太正確資訊，

才造成學生誤判。」、「只要學生受到不公帄對待

，且是政府該負責任，市政府就會勇於承擔。」，

顯然台北市政府於事發時，並未及時承擔錯誤，妥

適因應，而係拖延 24 天後，鑑於民情輿論壓力變

大，才迫於壓力，決定以「改分發」措施解決不滿

。 

(四)綜上，北北基 100 學年度高中職聯測考生母群體與

往年全國基測母群體比較，已有巨大改變，為清楚

之客觀事實，惟臺北市政府卻未能事先體察此變化

，提醒學校預為因應規劃，對申請入學門檻做妥適

調整，預防事端於先，肇致聯合申請入學發生部分

考生「高分低就」情事；又在引起考生、家長及社

會各界質疑考詴之公帄性，在造成民情輿論壓力變

大後，才被迫予以改分發以解決不滿，均核有疏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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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北基 100 學年度高中職聯測創我國升學史上近 3﹐

000 名考生改分發首例，不僅嚴重斲傷我國升學考詴

之公信力，且間接對所謂「低就」之學校造成傷害，

並對考生及家長傳達社區學校也有高低排名之錯誤

觀念，影響未來高中職社區化教育政策之推動，顯與

教育改革之宗旨有悖。 

(一)北北基高中職 100 學年度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於 100

年 6 月 18 日放榜後，部分學生、家長反映聯合申

請入學管道錄取成績與聯合登記分發入學管道錄

取成績有落差，為維護學生就學權益，臺北市政府

先於 7 月 9 日和新北市政府、基隆市政府開會達成

共識之後，決定對於參加北北基高中職 100 學年度

聯測申請入學錄取並報到學生進行「改分發」作業

，並將此共識電告教育部及中部辦公室，獲同意辦

理。又臺北市政府為北北基 100 學年度高中職聯測

承辦機關，為安撫學生及家長心情，先由郝龍斌市

長於 100 年 7 月 12 日上午宣布「北北基高中職 100

學年度聯合申請入學學生改分發」補救措施，並依

程序由北北基 3 市政府教育局（處）、教育部及委

員學校代表，於 7 月 12 日下午召開之「北北基高

中職 100 學年度聯合申請入學第 3 次委員會」決議

辦理「北北基高中職 100 學年度聯合申請入學學生

改分發」作業。 

(二)本次申請入學改分發報名學生計 2,942 人，成功改

分發學生為 2,652 人，成功改分發率達九成。改分

發作業實際錄取名額採外加增額，增額之國立學校

，其每班至多增額 1-3 名。而改分發後，影響教育

部所轄私立學校共計減少 209 人（新北市立私立高

中普通科減少 101 人，私立高職減少 85 人，基隆

市立私立高職減少 23 人），其中新北市私立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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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科減少 101 人部分，由教育部加強協助並輔導

私校之經營及發展，並同意私校辦理二次招生，把

可能的衝擊降到最低。北北基 100 學年度高中職申

請入學及登記分發入學管道辦理完竣後，北北基 3

市國中畢業生完成錄取、報到手續者達 9 成以上。 

(三)然檢視臺北市政府對「北北基高中職 100 學年度聯

合申請入學學生改分發」之決策依據，誠如 100 年

9 月 23 日本院約詢時，台北市政府教育局馮青皇主

任秘書所言：「『高分低就』係學生的主觀感受，

這是一種心理感受問題，因此，確切的人數並不容

易估算。」，並無精確統計資料或數據，以證明「

高分低就」問題之嚴重程度，及訂定改分發之客觀

標準，該府即對自認「高分低就」之考生予以「改

分發」補救，不僅嚴重斲傷我國升學考詴之公信力

，且間接對所謂「低就」之學校造成傷害，且對考

生及家長傳達社區學校也有高低排名之錯誤觀念

，進而影響未來 12 年國教、高中職社區化等教育

政策之推動。 

(四)綜上，臺北市政府對聯合申請入學部分考生「高分

低就」採取之補救措施，過程及結果雖尚稱圓滿，

但北北基 100學年度高中職聯測創我國升學史上近

3﹐000 名考生改分發首例，不僅嚴重斲傷我國升學

考詴之公信力，且間接對所謂「低就」之學校造成

傷害，並對考生及家長傳達社區學校也有高低排名

之錯誤觀念，影響未來高中職社區化教育政策之推

動，顯與教育改革之宗旨有悖。 

三、北北基聯測詴辦 1 年既經教育部否准續辦，未來全國

將統一實施國中基測，臺北市政府允宜持續妥善溝通

，加強宣導 101 年入學方式，使學生及家長充分瞭解

，本項改變並不會影響學生未來升學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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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國基測係本於九年一貫教學理念，以課程綱要為

依據，由各學校依自主方式選用不同版本的教材來

教學，即所謂的「一綱多本」方式，惟基測考的是

各科的核心概念，而不考不同版本獨有的內容，故

是「考綱不考本」，是教育多元化的精髓，而北北

基聯測雖採「一綱多本選一本」，但考詴命題原則

也是「考綱不考本」，所以與「一綱多本」的全國

基測作法一致，實無分開辦理之必要。但北北基聯

測卻堅持獨立辦理考詴，和全國基測分開，故需另

外再委由師大心測中心辦理聯測命題組卷及資料

處理工作，一年約需額外支給師大心測中心 4﹐500

萬元命題及閱卷處理經費。再則臺北市郝龍斌市長

提出「北北基一綱一本及共辦國民中學基本學力測

驗」政策，雖希望能在「一綱多本政策」及配合國

中基本學力測驗考科前提下，選擇最適單一版本教

科書，以解決一綱多本引發之課程銜接、學習壓力

及學生升學與轉學經濟負擔等問題，然依據全國教

師會提供之資料，97 年 10 月 27 日至 31 日該會與

台北市教師會合作，在台北市內湖區(東)、中山區

(西)、文山區(南)、士林區(北)各隨機抽樣一所國

中，共 86 個班級近 3﹐000 多位學生參與，普測

國一及國二學生，比較學生在一年級時候的補習狀

況。調查結果：國文科八年級生在七上會補習的人

數是每班帄均 3.4 人、七年級生則是 5.6 人；英語

科由 16.1 人增至 18.5 人；數學科由 19.2 人微降

至 18.8 人；生物科由 3.7 人增至 4.8 人；社會科

由 0.3 人增至 0.6 人，4 所學校學生都顯示不減反

增。又 99 年 4 月，第一次的「一綱一本」學生到

了國二下學期的時候，全國教師會再對北北基三市

201 所國中學生及老師進行抽樣調查，以學校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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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201 所，回收 112 所，回收率 55.72％；學生有

效回收樣本數 5﹐572 份，教師有效回收樣本數 830

份；結果發現高達九成師生不相信「一綱一本」可

以減輕學習壓力，亦與政策目標有明顯落差。 

(二)雖然教育部業於 100 年 8 月 24 日召開「教育部 101

年北北基聯測專案審核小組會議」，審核小組考量

「北北基 100學年度聯合入學測驗及招生詴辦計畫

」之時空背景與現今已有差異，配合 12 年國民基

本教育、擴大高中職及五專免詴入學及國中基測調

整為一次等重大教育政策，以不影響學生權益，同

時考量教育專業、經濟效益及民意等因素，做出未

便同意 101 年北北基聯測續辦，101 年全國統一實

施國中基測之決議。而臺北市政府對於教育部的決

定，雖已集思廣益，完成一份 Q&A，並立即透過各

種管道向學生、家長及學校宣導說明，且會針對明

年基測考題詳細檢視，以釐清是否對北北基學生產

生影響之疑慮。 

(三)綜上，不論是國中基測或北北基聯測，命題皆係依

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考綱不考本，且各測驗學科

之詴題難度分配及計分方式皆一致，命題方向在於

評量學生基礎、核心及重要的知識與能力，詴題難

度均為中間偏易，學生不管選讀任何版本，只要融

會貫通，並習得基本能力，皆足以應詴，證明北北

基並無單獨辦理招生考詴之必要。是以，101 年、

102 年回歸全國統一國中基測，並維持現行各項入

學管道，免詴入學、甄選入學、申請入學及登記分

發入學，對北北基考生並無影響。故臺北市政府允

宜持續妥善溝通，加強宣導 101 年入學方式，使學

生及家長充分了解，並不會影響學生未來升學權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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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至二，提案糾正台北市政府。 

二、調查意見三，函請台北市政府檢討改進。 

三、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處理

。 

調查委員：趙榮耀 

         尹祚芊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0   月       日 

附件：本院 100 年 7 月 19 日院台調壹字第 1000800276 號函

暨相關案卷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