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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研修所是否能納入正式高等教育體制並授與碩士學位的問題，原先與

「私立學校法修正條文草案」相關，然而該草案歷經教育部二年的修訂與審議，

雖然於今年二月底已循程序陳報行政院審核，未料卻遭行政院退回重議。最近的

消息是，教育部修法小組悄悄將私校法草案更名為「學校法人法」，取消私校定

位為財團法人而改為「學校法人」，設立時也不必向法院辦理登記，屆時無論社

團法人、財團法人或自然人，只要符合教育部訂定的設校申請條件，均可向教育

部申請立案。由於此一「學校法人法」案，目前尚停留在公聽會階段，距離正式

納入立法院議程與三讀通過的最後階段，仍有一段遙遠的路途慢慢晃晃，看來宗

教研修所是否能納入正式教育體制的定位問題，恐怕還得再耐心等待幾年才知分

曉。 
姑且不論，該案在政府機關緩慢作業程序裡的步調裡有多漫長，若就世界潮

流與國內宗教界需求的呼籲著眼，該案三讀通過應該是或遲或早的事。放眼先進

國家的宗教教育體系視野，宗教研修學院納入正式高等教育體制並頒與學位，本

來就是既定的事實，台灣政府當局自然不能落於人後，求新求變才能提昇整體競

爭力與趕上未來世界的步伐。若是如此，反而現前宗教界能夠先行思考的問題

是：一旦新案經立法院三讀通過後，則目前國內原有向內政部申請立案的「宗教

教義研究機構」（即國內現有的單一宗教院所、佛學院、神學院等），該如何未雨

綢繆地因應私校法修正案的約束與條件，將各自宗教教義研究機構加以正名改制

為受教育部承認的宗教研修所與學院，這個問題將逐漸顯現其必要性與迫切性，

亦是我們可以提前思考與籌劃的問題。 
然而不可諱言的是，目前教育部所審議的修正法案，對於宗教研修所與學院

的師資、校地面積、課程內容、學校行政、教學設備等相關設立標準仍有基本規

範，在這些條件的制約下，一般國內宗教團體辦學的小規模佛學院或神學院，若

想藉此機會改制成為受教育部承認為合格的宗教研修所，其實仍有相當大的困

難。此外，教育部亦於修正案裡明列私校「合併、改制、停辦、解散及清算」專

章，換言之，宗教研修所若納入修正案的規範範圍內，一旦面臨招生不足與經營

不良的情況時，是否也得與一般私校面臨合併、停辦與解散等窘境呢？這些煩瑣

複雜的問題恐怕是宗教界人士始料未及的地方，亦不容易短期內提出因應的對

策。 
坦白講，宗教研修所的辦學性質本來就不同於世俗研究角度的學術，它以培

養各自宗教所需的宗教教育人才為目的，為此除研究宗教知識外，信仰感性的培

養與宗教意志的鍛鍊等色彩亦相對的濃厚。換言之，它的課程內容至少將涵攝宗

教的「知情意」三方面，方能符合「宗教研修」的基源宗旨。就此看來，這點與

目前純學術研究取向的「宗教學研究所」之間存在著本質性的區格，同時與一般



世學私校的辦校宗旨差異亦甚大。為此，若要完全依照教育部訂定的刻板的遊戲

規則興學，將原本屬於出世宗教志業的宗教研修所，納入種種世學私校體制來制

約與規範，這或許可以設立一個符合教育部規格與易於管理的宗教研修所，但是

問題在於它是否能成為一個宗教團體所屬意的宗教研修所嗎？這恐怕是值得再

多方思考的問題。吾人擔心的是：一旦新法案通過後，屆時會不會有不少辦學歷

史悠久且口碑優良的的小規模佛學院與神學院，反而在嚴苛的設校規範下，寧願

打起退堂鼓保持現狀或退居於體制外，不願配合教育部的引導進場辦學。如此一

來，這不僅是宗教教育界的損失，亦將是世人心靈的一大損失啊！宗教研修所究

竟該往何處走呢？可否也讓我們許它個未來，具有不受干擾的高自主發展空間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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