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106 學年度第 3次校務會議紀錄 

時    間：民國 107 年 5 月 23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5 分 

地    點：人文學院 116 會議室 

出席人員： 

一、 當然代表：蘇玉龍校長、江大樹學術副校長兼教務長、孫同文行政副校

長兼主任秘書、張英陣學務長、孫同文總務長、蔡勇斌研發長兼環境保

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中心主任、楊振昇國際長、李廣健院長、陳建良院長、

蔡勇斌院長、楊洲松院長、蔡怡君館長、黃育銘中心主任、陳彥錚中心

主任（陳文學組長代）、吳顯政主任、周儀芳主任。 
二、 教師代表：陶玉璞副教授(請假)、陳正芳副教授、魏伯特教授、汪淑媛

教授、吳若予副教授(請假)、林偉盛副教授、李美賢教授(請假)、莊文

彬副教授、張德存副教授、李享泰教授、王育民教授、游子宜教授、曾

永平副教授、吳坤熹副教授、黃光璿副教授、鄭全桓教授、陳谷汎教授、

魏學文教授(請假)、許孟烈教授、吳立真教授、吳景雲教授、陳祥教授(請

假)、黃文定副教授、楊振昇教授、吳京玲教授(請假)、夏榕文副教授、

黃淑玲教授(請假)、李健菁副教授。 

三、 研究人員代表：李信助理研究員。  

四、 職員代表：許秋純護理師、宋育姍組長、曾敏組長(請假)、侯東成簡任

秘書(請假)、簡文章組長。 

五、 學生代表：蕭維毅(請假)、陳正嘉、莊士賢、鄭豐毅(請假)、張瑋育(請

假)、薛禾渝。 

 

主    席：蘇玉龍校長                                記錄：許宏斌專員 

 

壹、宣布開會 
應到校務會議代表 53 位，目前（12 時 25 分）實到 41 位，已達法定開會

人數，主席宣布 106 學年度第 3 次校務會議會議開始。 
 

貳、主席致詞（略） 

 

參、確認 106 學年度第 2 次校務會議紀錄(詳附錄)：確認通過 

 

肆、校務會議各委員會報告（略） 
 

伍、業務報告（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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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提案事項 

案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管理學院	

 案由：管理學院擬自 108學年度起增設「管理學院學士班」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 為符應當前教育政策重點與本校中長期校務發展方向，培育跨領域人才，

管理學院擬自 108 學年度起增設「管理學院學士班」。 

二、 本案業經管理學院 107 年 3 月 13 日 106 學年度第 5 次院務會議、107 年 3

月 21 日 106 學年度第 4 次教務會議及 107 年 5 月 16 日校務發展規劃委員

會會議審議通過。 

三、 檢附「管理學院學士班」申請計畫書、校外委員審查意見表及審查意見回

覆說明供參(附件 2，見第 169-273 頁)。  

 
決議：照案通過，請循序報教育部核定。 

 

案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案由：教育學院擬自 108學年度起增設「教育學院學士班」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 為符應當前教育政策重點與本校中長期校務發展方向，培育跨領域人才，

教育學院擬自 108 學年度起增設「教育學院學士班」。 

二、 本案業經教育學院 107 年 4 月 17 日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

教務處 107年 5月 2日 106學年度第 5次教務會議及 107年 5月 16日校務

發展規劃委員會會議審議審議通過。 

三、 檢附「教育學院學士班」修正後之申請計畫書、校外委員審查意見表及審

查意見回覆說明供參（附件 3，見第 274-330 頁）。 
 
決議：照案通過，請循序報教育部核定。 

 

案號：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108 學年度大學校院增設調整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量發展提

報資料（資源現況摘要表如附件 4，見第 331 頁），提請審議。 
說明： 

一、因教育部預計總量填報系統於 5 月 7 日始開放填報，尚無法產製本校

106 學年度資源現況摘要表及各院、系、所、學位學程師資質量考核等

相關資料表件，為提送本案報教育部前，能順利如期完成校內相關會

議討論，先行試算並將重要部分簡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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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 106 學年度全校生師比符合教育部設定之全校生師比應在 27
以下，日間部生師比應在 23 以下之基本條件，依教育部規定，應

維持既有之總量規模繼續辦理。 
（二）本校 108 學年度招生名額（如附件 5，見第 332-335 頁）係由各學

院於院內招生總量先行規劃及調整，經教務長與各學院院長就近 2
年各系所招生情形、註冊率及未來發展趨勢等研議後，再提教務會

議、校務會議討論。 
（三）最近連續 2 個學年度任一學制班別新生註冊率（新生實際註冊人數

/新生核定招生名額）未達 70％者，教育部將調扣其招生名額總量

為前一學年度之 70％至 90％。本校 104 至 105 學年度碩士班註冊

率均未達 70%，107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名額已由教育部調扣 10%(51
名)。鑑於本校 105 至 106 學年度碩士班註冊率仍未達 70%，108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名額將持續由教育部調扣 10%(46 名)，檢附近 2
年各系所新生註冊率一覽表供參(如附件 6，見第 336-339 頁)，請

各系、所、院預為因應。 
二、本案業經 107 年 5 月 2 日 106 學年度第 5 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請循序報教育部核定。 
 

案號：第四案	 	 	 	 	 	 	 	 	 	 	 	 	 	 	 	 	 	 	 	 	 	 	 	 	 	 	 	 	 	 	 	 	 	 	 	 	 	 	提案單位：稽核人員	

 案由：擬具本校 106年度校務基金績效報告書（草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 依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 26 條規定，學校應就年度財務

規劃報告書之教育績效目標，作成校務基金績效報告書，並載明績效目標

達成情形 (包括投資效益)、財務變化情形、檢討及改進等事項，提報校務

基金管理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報部備查。 

二、 另依教育部 104 年 10 月 6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40131656 號函，本校 106

年度校務基金績效報告書應於 107 年 6 月 30 日前報部。 

三、 檢陳 106 年度校務基金績效報告書(草案)供參（如附件 7，見第 340-388

頁)。 

 
決議：照案通過，請循序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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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第五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擬具本校「學生申訴辦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 為符合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服務辦法」第 4 條、第 5 條之規定，並

使特殊教育學生之申訴更加完善，爰修訂本校「學生申訴辦法」中有關申

訴委員之部分條文。 

二、 本案業經 106 年 6 月 20 日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討論通過。 

三、 檢附本校「學生申訴辦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供參

（如附件 8，見第 389-394 頁）。 

 
決議：修正後通過，請循序報教育部核備。 
 

案號：第六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擬具本校「學生自治會會費收取暨財務管理辦法」草案，提請備查。	

 說明： 
一、 本案業經本校 101 年 5 月 16 日 100 學年度第 2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惟尚

需提請校務會議備查，方完備該辦法訂定程序。 

二、 檢附本校學生自治會會費收取暨財務管理辦法說明及草案全文供參（如附

件 9，見第 395-400 頁）。 

 
 決議：依本校組織規程第 38 條規定略以，「本校學生得成立學生會與研究生協

會，以處理其在校學習、生活與權益有關事項。其辦法由學生事務處輔

導學生研訂，經本校學生事務會議審查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之」。

本案屬前開規定範定事項，應經本校學生事務會議審查通過，陳請校長

核定即可，無需送校務會議備查，爰予以撤案。 
 

案號：第七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擬具本校「學生自治會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備查。	

 說明： 
一、 本案業經本校 101 年 5 月 16 日 100 學年度第 2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惟尚

需提請校務會議備查，方完備該章程訂定程序。 
二、 檢附本校學生自治會章程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供參（如

附件 10，見第 401-409 頁）。 

 
 決議：依本校組織規程第 38 條規定略以，「本校學生得成立學生會與研究生協

會，以處理其在校學習、生活與權益有關事項。其辦法由學生事務處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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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學生研訂，經本校學生事務會議審查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之」。

本案屬前開規定範定事項，應經本校學生事務會議審查通過，陳請校長

核定即可，無需送校務會議備查，爰予以撤案。 
 

案號：第八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擬具本校「學生自治會會長副會長選舉罷免辦法」草案，提請備查。	

 說明： 
一、 本案業經本校 101 年 5 月 16 日 100 學年度第 2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惟尚

需提請校務會議備查，方完備該辦法訂定程序。 
二、 檢附本校學生自治會會長副會長選舉罷免辦法說明及草案全文供參（如附

件 11，見第 410-420 頁）。 

 
 決議：依本校組織規程第 38 條規定略以，「本校學生得成立學生會與研究生協

會，以處理其在校學習、生活與權益有關事項。其辦法由學生事務處輔

導學生研訂，經本校學生事務會議審查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之」。

本案屬前開規定範定事項，應經本校學生事務會議審查通過，陳請校長

核定即可，無需送校務會議備查，爰予以撤案。 
 
柒、臨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1 時 50 分 
 

5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06 年度校務基金稽核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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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壹、稽核目的 

  強化本校內部控制及確保其內部控制制度持續有效運作，稽核人員秉持公平

公正，稽核校務基金運用效率、交易循環情形及各項業務績效目標，依據風險評

估結果與校務基金運作稽核計畫所擬定之106年度稽核工作項目進行查核，以提升

學校營運效能。 

 

貳、稽核重點 

    本次稽核重點，旨在檢視106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年度預算書及歷年經費稽

核委員會討論事項，針對重要且重覆之業務績效目標達成情形，以及校務基金執

行狀況，依項目之輕重緩急，訂定稽核計畫 (請參考附件一)，分別進行實地訪視

以及書面查核，以確認校務基金相關項目執行之合理性及效率性。此次進行實地

查訪之單位，除了主計室出納會計事務的同步查核，以及總務處保管組的不動產

同步盤點作業，兼任稽核人員另分至五個單位進行業務訪談，包括教務處、學務

處、總務處文書組、國際處、研發處綜合企劃組及創業育成中心；詳細內容分述如

下。 

 

參、稽核項目 

    本年度針對下列稽核工作大項執行狀況進行稽核，細項請參考附件二： 

(一) 年度招生績效及招生策略擬訂情形。 

(二) 各院、系、所跨領域學分學程及專班開設情形。 

(三) 數位創新教學推動情形。 

(四) 職涯發展輔導機制與校友服務執行情形。 

(五) 汙水處理廠及電力節約執行情形。 

(六) 電子公文系統管理作業與運作情形。 

(七) 各類補助計畫申請情形及獎勵措施進度。 

(八) 在地化產學合作情形。 

(九) 教師及學生國際移動力及相關獎勵輔導機制。 

(十) 執行現金、銀行存款之稽核及盤點。(與主計室出納會計事務查核共

同辦理) 

(十一) 執行固定資產之稽核及盤點。(與總務處財物盤點作業共同辦理) 

109



2 

肆、稽核情形及執行單位回覆 

一、 年度招生績效及其相關招生試務工作酬勞支給情形 

(一)  招生小組辦理進度 

 稽核情形 

本校招生策略小組已依「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招生策略小組設置要點」設置，並提請 106

年 6 月 7 日第 476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法規如附件三）。本小組由學術副校長、教務長、學

務長、國際長、校務研究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及學生會會長共同組成，任期一年得連

任；並以於 107 年 3 月 7 日召集小組成員開會，共同研議及推動各項招生策略。 

 執行單位回覆 

106 學年度支招生流程，由於第一學期需經過招生及註冊等過程，才能將整體結果進行分

析與討論；故請各系所將「招生精進策略執行檢核表」於該年度 3 月 31 日前填覆(如附件四)，

並於 106 年 6 月 7 日之第 476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招生策略小組設置要

點」，藉此規劃下一年度之招生事宜；並已於 107 年 3 月 7 日召開招生策略小組第 1 次會議，

將俟會議召開後再行研提相關問題與改善措施。 

(二) 年度招生策略辦理情形 

 稽核情形 

1. 招生精進策略執行檢核表辦理情形： 

 辦理情形說明： 

依據本校 105 年 10 月 12 日 105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決議，略以：「請 105 學年

度碩士班一般生註冊率未達 60%或註冊人數在 5 人以下之系所（包括中文系、外文

系、公行系、歷史系、華語文學程、經濟系、財金系、資工系、土木系、電機系及應

光系，計 11 個系所），應於系所內召開正式會議檢討並提出因應對策，且參考招生組

提供之招生精進策略執行檢核表進行相關檢核。」。教務處招生組前以 106 年 3 月 16

日暨校教字第 1061000348 號書函（如附件五）通知上開系所，請各系於 106 年 3 月 31

日前填復「碩士班（一般生）招生精進策略執行檢核表」，提出具體檢討報告送教務處

彙整，俾依據所提具體意見積極推動相關措施，改善招生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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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核表彙整及分析說明： 

〈1〉 因碩士班入學管道分為甄試入學及考試入學兩種，前者約在 9-12 月執行，

後者則在 12-3 月進行，故本表原則為每學年檢核一次（下學期期初檢核上

學期兩種入學管道之執行情形）。 

〈2〉 經彙整中文系、外文系、公行系、歷史系、華語文學程、經濟系、財金

系、資工系、土木系、電機系及應光系等 11 個系所提供之資料，上開系所

除了少部分項目，如產學合作、調整修業年限門檻、證照地圖等，因需與

外部廠商及學生溝通，或需經過相關會議法定程序審議，較費時故尚未全

數執行完畢外；其於檢核表所列之大多數項目，系所均已完成。針對本次

填表尚未完成之項目，招生組將會於下一學年檢核時繼續追蹤。 

〈3〉 另部分系所建議放寬本校碩士班優秀學生獎勵辦法之標準或金額等，招生

組亦參考其意見，於 106 年 9 月 20 日第 480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修訂本獎

勵辦法部分條文。 

2. 獎助學金機制辦理情形說明： 

〈1〉 現有新生獎勵機制： 

➢ 學士班新生獎勵機制：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獎勵南投縣高中優秀新生入學辦法： 

本校為鼓勵設籍南投縣或就讀南投縣境內高中之優秀學生就讀本校

學士班，特訂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獎勵南投縣高中優秀新生入學辦

法」。凡設籍南投縣或就讀南投縣境內高中畢（結）業且就讀本校學士班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免繳在校四年全額學雜費： 

 參加大學甄選入學：第一階段總級分達 60 級分或頂標，並經第二

階段甄試結果為各學系前三名者。 

 參加大學考試分發入學：以本校為前三志願且分發結果為各學系前

三名者。(不含特殊身分加分情形) 

國立曁南國際大學學士班新生入學獎勵辦法： 

學士班新生符合下列資格者，核給本辦法獎勵： 

 大學甄選「個人申請」學科能力測驗總級分達 65 級分以上者，並

經第二階段甄試結果為各學系第一名者。 

 大學考試分發入學之學士班新生，其指定科目考試之採計科目原始

總分名列該科目組合全體考生前百分之五以內者或以本校為第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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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且指考採計科目原始總分為該系第一名者(以上不適用於特殊身

分加分情形)。 

本辦法核給獎勵如下： 

 入學時每名發給新台幣伍萬元獎學金。 

 入學後每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符合本校學士班學生學業成

績優良獎勵辦法所訂之獎勵標準者，除依該辦法核給之獎

勵外，每名再核給新台幣參萬元獎學金。 

➢ 碩士班新生獎勵機制： 

本校為南投縣唯一國立大學，位於地理中心埔里鎮，地處偏遠，鑒

於研究所招生日益困難，為鼓勵優秀學子就讀本校碩士班，前於 101 年

1 月 11 日第 367 次行政會議通過「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碩士班優秀學生獎

勵辦法」（以下簡稱獎勵辦法），自 101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開始適用，並

於 106 年 9 月 20 日第 480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修訂本獎勵辦法部分條文

附件六，修正後之獎勵種類、條件與額度表詳如下表所示：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碩士班優秀學生獎勵辦法之獎勵種類、條件與額度表 

獎勵 

種類 

碩一生 碩二生 

本校學生 

（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 

他校學生 

（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 

（第四條） 

五年一貫學碩士學

位之預研生 

大學部應屆畢業生

或已畢業校友 

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或碩

士班入學考試正取第一名 

 

獎勵 

條件 

大學前三年學業總

成績排名為全班前

百分之五十(含)者 

畢業成績為全班排

名前百分之五十

(含)者 

 1.本校碩士班在學學生，其第

一學年之學業成績平均八十

五分以上 

2.各系(所、學位學程)可推薦

人數如下：全班在學人數在

十五人以下者，得推薦一

人；十六人以上者，每滿十

五人得多推薦一人。 

獎勵 

額度 

1. 獎學金 3 萬元

（於入學後第一

學年之第二學期

註冊後頒發） 

2. 免收碩士班第一

學年全額「學雜

費基數」及「學

分費」 

免收碩士班第一

學年全額「學雜

費基數」及「學

分費」 

 

免收碩士班第一學年全額

「學雜費基數」及「學分

費」 

 

免收碩士班第二學年全額

「學雜費基數」及「學分

費」 

 

 

112



5 

〈2〉 近 3 年新生獎學金補助情形：  

➢ 學士班： 

 104、105、106 學年度「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獎勵南投縣高中優秀新

生入學辦法」補助情形：本校 104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新生東

南亞系○○○同學，設籍南投縣且第一階段總級分達 62 級分，並經

第二階段甄試結果為各學系第一名者；符合本校「獎勵南投縣高中

優秀新生入學辦法」第二條，得免繳在校四年全額學雜費（每學期

學雜費計 21,851 元）。105 及 106 學年度則無南投縣高中新生符合

本辦法之獎勵規定。 

 104、105、106 學年度「國立曁南國際大學學士班新生入學獎勵辦

法」補助情形：本校 104 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入學新生東南亞系

○○○同學，符合本校「學士班新生入學獎勵辦法」第二條，核發 5

萬元獎學金。105 學年度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新生○○○同學，

符合本校「學士班新生入學獎勵辦法」第二條，核發 5 萬元獎學

金。106 學年度則無新生符合本辦法之獎勵規定。 

➢ 碩士班： 

 104、105、106 學年度「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碩士班優秀學生獎勵辦

法」補助情形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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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招生策略辦理情形 

〈1〉 積極與重點高中簽訂策略聯盟：  

➢ 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 私立葳格高級中學 

➢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 

➢ 國立卓蘭高級中學 

➢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 南投復臨國際實驗教育機構(TAIS) 

〈2〉 積極邀請高中蒞校參訪，派員參加高中模擬面試、大博會及系所宣導活動： 

106 年度本校受邀至各高中辦理學系(群)講座，共計 13 場，講授對象約計

1,350 名學生；接待全國各高中來校參訪共計 15 校師生(計有 3,600 人)，安

排學校簡介及進行學系解說等招生宣傳活動；另受邀參加各高中舉辦之升大

學博覽會共計 10 場，參觀人數共計達 7,500 人以上，同時搭配學測時程，

參加 2 月的大學博覽會。 

〈3〉 參加海外教育展： 

為爭取更多優秀的海外僑生及外國學生來校就讀，本校於 106 年度派員前

往馬來西亞、澳門、香港各地所舉辦之海外教育展設攤參展，增加學校曝光

率及知名度，藉由宣傳及解說讓海外學生及家長對暨大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此外，適度擴增熱門科系僑外生招生名額、與馬來西亞董總及緬甸華語中學

合作師資培育專班及開設教政系僑外高階教育人員博士專班等，進而吸引更

多的僑生、外國學生選擇至本校就讀。 

〈4〉 鼓勵及補助各學院辦理寒、暑假高中營隊活動： 

讓更多學生提早認識本校美麗的校園環境及優良的師資與設備資源等，提

高其就讀本校意願。 

〈5〉 每年更新學校簡介文宣內容，並重新製作招生宣傳影片： 

配合每學年系所增設調整核定情形，修正本校簡介招生文宣，並更新校園

風景及活動照片。另本校秘書室業於 106 年 10 月拍攝招生影片，並放置於

114



7 

youtube 網站，透過加強觸及人數之方式，促使更多學子認識本校，進而吸

引優秀學子報考。 

4. 有關招生策略之相關問題，有以下三點： 

〈1〉 招生精進策略執行檢核表依據各系所填列情形，其中許多檢討與未來修正建

議事項，涉及各單位業務，應建立一個跨單位之平台，共同研商解決方案。 

〈2〉 教育部近年持續推動統一調整（扣減）博士班名額政策，由教育部統一控管

30%名額，其中學校可自行調控 10%-15%名額，並得填列專案申請回復計畫

書，向教育部申請名額回復。惟儘管本校博士班註冊率高達 90％以上，名額

仍並非全部回復。且歷史系、資工系、土木系及應化系所博士班招生名額已

扣減至僅剩 1 名，名額太少，影響考生報名意願，不利招生，且不易安排課

程。 

〈3〉 因系所的框架及學術的本位等問題，造成部分招生情況不佳或資源不足之系

所，不易也不願主動將招生名額釋出，應由學校統一通盤檢視進行資源調整，

啟動因應及調整機制。 

 執行單位回覆 

1. 透過成立招生策略小組，定期召開會議，擬訂招生策略與計畫，可有效整合校內資源，

落實各項推動方案，強化招生成效。 

2. 建立完整之校內招生名額調整機制，於每年 4 月提報教育部總量計畫書前，先依據校

內招生名額調整機制進行名額預配，並邀集四院院長召開名額協調會，討論各系所名

額分配，綜合評估調整系所招生名額，以提高名額使用率。 

 (三) 年度招生績效 

 稽核情形 

1. 本校近 3 年各學制新生註冊率詳如下表，其中 106 學年度學士班註冊率 95.64%、碩士

班 60.31%、碩士在職專班 79.61%、博士班 83.33%，全校註冊率為 83.03%。如含境外

生外加名額，106 學年度學士班註冊率 86.49%、碩士班 59.81%、碩士在職專班 81.13%、

博士班 81.94%，全校註冊率為 7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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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6 學年度新生註冊率 

 

 

2. 有關各系所核定名額、申請入學與實際註冊情形詳如附件七。 

3. 本校前 3 年（103-105 學年）碩士班註冊率均未達 70%，教育部業依總量規定減招本

校 107 學年度碩士班 10％招生名額（106 學年原 512 名，扣減 51 名，現 107 學年為

461 名）。目前本校 106 學年度碩士班註冊率仍未達 70%，教育部將依總量規定繼續

減招本校碩士班 10％招生名額（107 學年原 461 名，扣減 46 名，現 108 學年則將降

至 415 名）。 

4. 目前招生情形因碩班註冊率偏低，仍為主要問題所在。 

 執行單位回覆 

 全校註冊率係以全校註冊人數/全校招生名額，本校註冊率受到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報

到註冊率偏低影響，以致全校平均註冊率降低。未來因應之道，除持續營造行銷學校整體形象，

並加強碩士班招生宣傳及獎學金誘因外，將全力檢討招生名額使用及配置，亦不排除將部分招

生名額寄存教育部，以有效提高名額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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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院、系、所跨領域學分學程及專班開設情形 

(一) 跨領域學分學程及專班開設情形 

 稽核情形 

106 年度開設新興領域及跨領域學分學程共計 19 個，如下表所示： 

序號 學分學程名稱 開授學期 招生對象 主要開課單位 

1 綠色環保特色通識學程 102 至 106 學年度 學士班 通識中心 

2 生態城鄉學程 102 至 106 學年度 學士班 通識中心 

3 東南亞文化特色通識學程 102 至 106 學年度 學士班 通識中心 

4 通訊與多媒體就業學程 102 至 106 學年度 學、碩士班 科技學院 

5 公職養成學分學程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至

106 學年度 
學士班 公行系 

6 創新國際文教學分學程 101 至 106 學年度 學士班 國比系 

7 
政策公關行銷暨文創產業政策

學分學程 
103 至 106 學年度 學士班 公行系 

8  原鄉規劃學分學程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至

106 學年度 
學士班 

原鄉專班、觀光

系，社工系、通識

教育中心 

9 音樂科技微學分學程 104 至 106 學年度 學士班 科技學院 

10 
東南亞新移民心理諮商學分學

程 
104 至 106 學年度 學士班 東南亞系、諮人系 

11 全球管理菁英學分學程 104 至 106 學年度 學、碩士班 管理學院 

12 跨文化管理職能學分學程 104 至 106 學年度 學、碩士班 
國企系、諮人系、

東南亞系 

13 企業諮商微學程 105 至 106 學年度 學、碩士班 
國企系、諮人系、

東南亞系 

14 東南亞企業管理微學程 105 至 106 學年度 學、碩士班 
國企系、諮人系、

東南亞系 

15 公司理財與會計專業學分學程 104 至 106 學年度 學士班 財金系 

16 資訊人才養成微學分學程 105 至 106 學年度 學士班 資訊管理學系 

17 國際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105 至 106 學年度 學、碩士班 
華語文教學碩士學

位學程 

18 通識 R 立方學分學程 105 至 106 學年度 學士班 通識教育中心 

19 英語文菁英學分學程暨微學程 106 學年度新開 學士班 語文教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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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11 月 22 日辦理 106 年度學分學程成果發表暨招生說明會，參與活動的師長與

同學共計二百餘人，活動圓滿完成。另各學程主辦單位每學期會定期辦理招生宣導活動，

鼓勵學生申請修習學程，106 年度累計申請修習學程在學學生人數共計 548 人，完成學程

課程並取得學分學程證明書共計 65 人。 

1. 近 3 年成效分析說明：  

〈1〉 隨著社會的演進，擁有兩項以上職能專長的跨領域人才已成為目前社會的

人才需求趨勢，因此，培育學生擁有第二專長與跨領域之視野為本校目前持

續努力的重點方向。本校統整現有資源，結合相關師資、設備與課程，提供

學生專業、多元與跨領域的學習環境，經教務會議討論通過學分學程設置辦

法，將學分學程分為專業學程、就業學程、跨領域學程三種。 

〈2〉 104 至 106 年度本校獲得教育部教學增能計畫補助，教務處持續輔導鼓勵各

教學單位合作開設各項學分學程，近 3 年開設學分學程數、修習學程人數

及完成學程取得學程證明書人數均呈現逐年增加之情形，如下表所示： 

年度 開設學程數 修習學程人數 
完成學程取得學

程證明書人數 

104 15 493 13 

105 18 539 53 

106 19 548 65 

〈3〉 教務處於每年均辦理學分學程成果發表暨招生說明會，提升學生對於各學

程的認識並鼓勵學生修習以培養第二專長，希望未來能夠開設更多學程提

供學生更加多元化的選擇機會。本校教務處課務組網頁亦可查詢各開設學

分學程相關訊息，含簡介、規劃書及申請書等，方便學生可以輕鬆取得修讀

學分學程的相關訊息。 

2. 有關跨領域學分學程與專班開設情形之相關問題，有以下兩點： 

〈1〉 部份學系畢業學分數較高或自由選修學分數較少，影響學生申請意願。 

〈2〉 各學分學程課程、辦理活動及設備所需經費逐年增加，相關計畫補助無法

滿足各學分學程規劃需求。 

 

 執行單位回覆 

1. 擬調查同學們對學分學程課程的需求，並整合本校各院、系所教學資源，含師資、

設備及場地等，開設多元及跨領域創新學程，期能滿足同學學習的需求。 

2. 部分系所自由選修學分較低，學生修習跨領域學程之空間不足。期鼓勵系所提高自

由選修學分，及系所間相互開放選修課程，以提升學生跨領域學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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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數位創新教學推動情形 

(一) 推動數位學習的教學與創新機制 

 稽核情形 

 本校數位教學資源網站，其內容包括教材、課程與資料庫、教學心得分享、教學知能講

座研習等內容，提供教師自我精進之便利管道，並結合 Moodle 課程網，鼓勵教師將課程教

材上傳至 Moodle 課程網，成資源共享之風氣，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並於 105 年引進虛

擬攝影棚錄播設備系統，提供教師現場製播資源，並辦理相關教育訓練，以強化教學設備，

提升數位課程教學品質。 

此外，本校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過 9 件製作數位教材與課程補助案，鼓勵老師及學

生建立數位團隊，並於期末發表及展示成果，以達教學資源相互觀摩之效。 

 

 

 

 

 

1. 近 3 年數位學習課程獎勵補助情形： 

〈1〉 104-106 學年度數位學習補助通過件數及補助金額： 

學期 通過件數 補助金額 

104-1 1 21,500 元 

104-2 6 140,000 元 

105-1 7 180,000 元 

105-2 8 210,000 元 

106-1 9 290,000 元 

◎提供錄製軟體及協助教師運用虛擬攝影棚錄播設備系統，製作 MOOCS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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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6 年度通過數位學習補助課程資料： 

學期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補助金額 補助項目 

105-1 

人群關懷與社會服務 莊正中 20,000 
✓ 加權核計授課時數 

✓ 數位教學獎助生(一個月 5,000 元，共領 4 個月)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莊正中 20,000 
✓ 加權核計授課時數 

✓ 數位教學獎助生(一個月 5,000 元，共領 4 個月) 

教育行政學 蕭霖 20,000 
✓ 加權核計授課時數 

✓ 數位教學獎助生(一個月 5,000 元，共領 4 個月) 

教育行政組織原理 高又淑 30,000 

✓ 核減授課時數 

✓ 數位教學獎助生(一個月 5,000 元，共領 4 個月) 

✓ 補助金 10,000 元 

教育哲學 楊洲松 30,000 

✓ 核減授課時數 

✓ 數位教學獎助生(一個月 5,000 元，共領 4 個月) 

✓ 補助金 10,000 元 

安全與衛生概論 王鴻勳 30,000 
✓ 數位教學獎助生(一個月 5,000 元，共領 4 個月) 

✓ 補助金 10,000 元 

軟體工程 陳建宏 30,000 
✓ 數位教學獎助生(一個月 5,000 元，共領 4 個月) 

✓ 補助金 10,000 元 

105-2 

社會安全制度 莊正中 20,000 
✓ 加權核計授課時數 

✓ 數位教學獎助生(一個月 5,000 元，共領 4 個月) 

教育財政學 蕭霖 20,000 
✓ 加權核計授課時數 

✓ 數位教學獎助生(一個月 5,000 元，共領 4 個月) 

學校行政 蕭霖 20,000 
✓ 加權核計授課時數 

✓ 數位教學獎助生(一個月 5,000 元，共領 4 個月) 

教育行政組織發展 高又淑 30,000 

✓ 加權核計授課時數 

✓ 數位教學獎助生(一個月 5,000 元，共領 4 個月) 

✓ 補助金 10,000 元 

教育社會學 楊洲松 30,000 
✓ 加權核計授課時數 

✓ 數位教學獎助生(一個月 5,000 元，共領 4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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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金 10,000 元 

中國語文通論 黃金文 30,000 

✓ 加權核計授課時數 

✓ 數位教學獎助生(一個月 5,000 元，共領 4 個月) 

✓ 補助金 10,000 元 

聲韻學(下) 黃金文 30,000 

✓ 加權核計授課時數 

✓ 數位教學獎助生(一個月 5,000 元，共領 4 個月) 

✓ 補助金 10,000 元 

安全與衛生概論 王鴻勳 30,000 
✓ 數位教學獎助生 (一個月 5,000 元，共領 4 個月) 

✓ 補助金 10,000 元 

106-1 

Python 程式設計 吳坤熹 20,000 
(數位教材製作補助) 

✓ 數位教學獎助生 (一個月 5,000 元，共領 4 個月) 

✓ 補助金 10,000 元 

高等資訊管理 陳小芬 20,000 
(數位教材製作補助) 

✓ 數位教學獎助生 (一個月 5,000 元，共領 4 個月) 

✓ 補助金 10,000 元 

教育行政組織原理 高又淑 30,000 
(數位教材製作補助) 

✓ 核減授課時數 

✓ 數位教學獎助生 2 位(一個月 5,000 元，領 4 個月) 

✓ 補助金 10,000 元 

教育行政組織原理 高又淑 20,000 
(數位課程製作補助) 

✓ 加權核計授課時數 

✓ 數位教學獎助生 2 位(一個月 5,000 元，領 4 個月) 

聲韻學(上) 黃金文 50,000 
(數位教材製作補助) 

✓ 核減授課時數 

✓ 數位教學獎助生 2 位(一個月 5,000 元，共領 4 個月) 

✓ 補助金 10,000 元 

中國語文通論 黃金文 50,000 
(數位教材製作補助) 

✓ 核減授課時數 

✓ 數位教學獎助生 2 位(一個月 5,000 元，共領 4 個月) 

✓ 補助金 10,000 元 

社會安全制度 莊正中 40,000 
(數位課程製作補助) 

✓ 加權核計授課時數 

✓ 數位教學獎助生 2 位(一個月 5,000 元，領 4 個月)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莊正中 40,000 
(數位課程製作補助) 

✓ 加權核計授課時數 

✓ 數位教學獎助生 2 位(一個月 5,000 元，領 4 個月) 

教育哲學 楊洲松 20,000 
(數位課程製作補助) 

✓ 加權核計授課時數 

✓ 數位教學獎助生 (一個月 5,000 元，領 4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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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推動數位學習之教學與創新機制之相關問題，有以下兩點： 

〈1〉 數位學習涉及數位教材製作技術及相關法令，老師既須製作課程，也需學習

軟體及配合相關法令，恐降低投件意願。 

〈2〉 數位學習需要電腦軟體應用技術甚至攝影技術或團隊支援，校內既有人才恐

無法提供全面性之協助。 

 執行單位回覆 

1. 招募具「數位課程製作行政經驗」、「數位課程教學助理」、「數位資訊軟體應用」、

「熟悉智慧財產權與專利法規」人才，成立數位學習團隊，支援教師製作數位學習教

材或課程完善之環境與資源。 

2. 開辦數位教學助理培訓班，培養數位團隊，協助教師管理數位課程，增進學生技能。 

3. 每學期指派數位學習團隊依各不同面向需求，參加其他學校或企業研習之資訊課程吸

取新知，回饋予數位學習團隊。 

 

 (二) 數位學習相關獎勵措施 

 稽核情形 

本校於 100 年 6 月 21 日通過「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數位學習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並於

106 年 11 月 29 日修正通過「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數位學習教材與課程製作獎(補)助辦法」，每學

期辦理數位課程徵件及補助，並協助教師製作數位教材及課程。 

此外，本校至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辦理「獎勵教師應用 MOOCs 教材於課程教學」申

請，鼓勵教師引進創新教學方式或內容，邀請教師應用國外磨課師教材於課程教學，並輔導學

生取得國際磨課師課程修課證明；並預定於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施「獎助學生修習 MOOCs

線上課程」申請，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國外頂尖大學線上課程，以提升專業知識及國際觀，增進

第二外語能力。 

 

 

 

 

 

 

 

 

 

 

 

 

 

◎定期召開數位學習推動委員會 ◎參加他校或企業舉辦之資訊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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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數位學習的獎勵措施之相關問題，有以下兩點： 

1. 教師研發數位教材及課程動機不足。 

2. 老師反映補助經費不足及未能尋獲合適之數位教學 TA。 

 執行單位回覆 

1. 建議連結教師評鑑或教師升等，以提高教師研發數位教材及課程動機。 

2. 已建議人事室將教師教學績效直接反映在教師多元升等。 

3. 106 年補助教師數位教材及課程經費合計 50 萬元，預計於 107 年擴增至 65 萬元，提

供教師更多數位教學資源。 

4. 為使規範及補助範圍更加明確、提高經費執行率及教學相互觀摩之效，故於 106 年

11 月 29 日修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數位學習教材與課程製作獎(補)助辦法」增訂條

文。 

 

四、 職涯發展輔導機制與校友服務執行情形 

(一) 職涯發展輔導機制落實情形 

 稽核情形 

本校學務處職涯暨校友中心透過與系所合作方式，辦理職涯探索工作坊、職涯講座及面試

體驗及畢業生流向調查等活動，以落實職涯輔導機制。 

1. 為協助學生探索職涯興趣及能力，與系所課程結合辦理職涯輔導測評及職涯諮詢。 

〈1〉 106 年度共舉辦 14 場職業適性診斷測驗活動(UCAN、CPASS、PODA)和 1

場職涯探索工作坊，除了全校性活動，其中有與系所課程(歷史系、財金

系、觀餐系)及新生生活營合作，共服務 1385 人次。學生施測後會進行解

測，使本校學生了解個人特質及優勢，更在培養本科系知識技能外，探索

跨領域之專長，讓學生了解未來產業趨勢發展將會如何影響我們的就業機

會以及因應。 

〈2〉 經由職涯測驗及解測後，鼓勵學生進行職涯諮詢，有助於學生擬出屬於自

己的職涯規劃。106 年度提供職涯諮詢駐點服務共服務 168 人次，除了全校

性活動，其中有與國比系生涯規畫課程合作，協助本校學生探索職涯定

向、職能檢測服務、中文履歷自傳撰寫指導、面試技巧指導。預約率達 9

成，滿意度達 92.02%。其中人院共服務 30 人次，科院 9 人次，管院 39 人

次，教院 90 人次。學生諮詢問題主要以職涯定向探索和職業探索為主。 

〈3〉 開設通識課程-職涯探索與規劃，讓學生了解業界的發展及動態，探索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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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興趣及能力，及早做職涯規劃。 

2. 透過職涯講座及面試體驗營建立學生職涯觀念與認知、提昇就業競爭力，及早掌握產

業脈動及發展趨勢，同時強化個人在職場的競爭力，以減少職涯摸索期程，順利在畢

業後找到適才適所的第一份工作。並藉由企業參訪活動，使學生能與企業直接面對交

流與學習，增進對企業營運概況之認識，進而瞭解企業人才招募條件與需求，預作就

業之準備。 

〈1〉 106 年度鼓勵各系所依據學生需求辦理職涯講座和企業參訪，共補助 26 場

職涯講座，共 1,243 人次參加，滿意度達 86.18%；23 場企業參訪，共

1,052 人次參加，滿意度達 82.83%。另統籌系所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

彰投分署申請補助國企系辦理 1 場職涯講座，共 50 人參加；公行系、觀餐

系、財金系、國企系辦理 6 場企業參訪，共 321 人次參加。 

〈2〉 106 年度學務處職涯暨校友中心共 15 場舉辦場職涯講座，共有 896 位學生

參加，主題有「口語表達與面試技巧」、「履歷自傳之撰寫技巧」、「如何以

自身旅遊經驗經營社群」、「在澳洲發現人生的無限可能」、「我的職涯路-我

在越南的時光」等，與生輔組起飛計畫共同舉辦「打造多元 π 型人－跨文

化溝通工作坊」，圖書館合辦「圖文是份好工作？讓過來人告訴你！」。 

〈3〉 106 年度學務處職涯暨校友中心共辦理 2 場面試體驗營，由專業講師傳授方

法和經驗，讓同學們能夠製作出一份最足以表達自己優點與能力的履歷自

傳，並培養適宜的談吐應對和妝容儀態，期望學生能提升未來實習或求職

競爭力，在面試者當中脫穎而出。其中一場為 106-1 學期與原民專班合

辦，共服務 46 人次，滿意度達 89.17%。 

3. 學務處職涯暨校友中心和生輔組起飛計畫、原民專班將於 105-2 學期舉辦「青年職涯

發展中心南投據點及籃城社區參訪活動」希望讓學生了解青年職涯發展中心暨創客基

地南投服務據點及籃城社區的服務內容，了解畢業後的就業資訊及在職進修內容，知

曉社區資源的運用，學生未來若有就業方面的需求可就近尋求相關資源而獲得服務。 

4. 經由就業博覽會和廠商實習暨就業說明會讓學生暸解現今產業趨勢與企業用人標準，

掌握職場發展趨勢與雇主需求，進而掌握求職管道與機會，促使學生能夠及早確立人

生職涯方向，強化就業競爭力。 

〈1〉 106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三）10:00~15:00 於學生餐廳前廣場及人行道舉辦校

園徵才博覽會。現場有統一企業、上銀科技、宏全國際公司、寶成國際集

團、拓凱實業公司、鹿港永樂酒店、家樂福及愚人之友基金會等 39 家廠商

蒞校徵才，「履歷健診」活動學生滿意度達 87.33%。廠商實習暨就業說明

會的企業均派出高階主管進行簡報及說明，安排英屬維京群島商賜昌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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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GGC(東協、印度市場公司)、元成工業有限公司及新加坡 AETOS 安

防輔警公司等 4 家國內外著名企業，現場提問及互動踴躍。 

5. 職涯資訊平台的運用： 

〈1〉 透過「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雲端職涯體驗與導航專區」，讓學生可透過單一平

台即可整合職涯之所需訊息，內容包含職能檢測、職涯諮詢預約、課程地

圖/未來發展、暨大學習歷程網、認識職務、實習、找工作、求職寶典…

等，可 24 小時取得資訊，了解該科系之專業內涵，建構多元職涯方向之進

路。 

〈2〉 結合職涯測驗或辦理活動時，鼓勵學生使用數位學習歷程檔案(E-Portfolio

和 Mahara)可記錄學生在一切學習活動下所產出的成果，達到自我行銷。 

6. 與系所之連結性： 

〈1〉 學務處職涯中心透過補助系所方式，讓各系所依其實務需求，辦理職涯講

座和企業參訪（106 年約補助 40 萬元）、實習（106 年約補助 60 萬元）等

活動。讓學生掌握當前產業趨勢，並瞭解職場特性、企業經營理念、相關

制度與求才需要，啟發學生創造自已的工作價值與職能，以期達到理論與

實務的結合。 

〈2〉 為加強職涯輔導之廣度與深度，與系所老師合作於課程中安排職涯相關活

動（共計 80 次）。例如：職涯測驗和解測、職涯諮詢、職涯講座、企業參

訪、面試體驗營等內容，讓學生於正式課程中，能同步掌握職場發展趨

勢，以協助學生瞭解自我，做好職涯規劃與就業準備。 

7. 配合教育部落實畢業生長期追蹤機制，掌握畢業生流向及其投入職場情形，並將相關

資料回饋本校各系所，以改善課程與校務運作。職涯暨校友中心於 9月6日函各系（所）

進行畢業滿 1 年（104 學年度畢業生）、畢業滿 3 年（102 學年度畢業生）及畢業滿 5

年(100 學年度)校友流向調查，問卷回收率目標各為 70%、65%及 50%，調查於 11 月

10 日截止。調查回收結果如下圖表所示：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友流向調查結果表 

 畢業滿一年 

（104 學年度） 

畢業滿三年 

（102 學年度） 

畢業滿五年 

(100 學年度) 

學士班 65.70% 48.24% 40.82% 

碩士班 51.25% 39.62% 37.57% 

博士班 58.82% 65.52% 4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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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校友流向調查分析成果： 

依據近 5 年來，本校配合教育部進行之畢業生畢業後一年流向調查結果，經與全國公

立大學校院比較，本校 101、102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畢業後一年之「全職在學中」比例，高

於全國公立大學校院平均值，資料顯示本校學士班學生約有四成於畢業後繼續升學；但自

103 學年度起，下降至約三成。又本校 100 學年度畢業後五年學士班學生，「全職在學中」

比例較全國公立大學校院平均值較低，但「工作中」比例高於全國公立大學校院平均值，

顯示本校學生畢業後三年的就業比例達七成二。然自 101 學年度起，本校學士班學生於畢

業後三年「工作中」比例，低於全國公立大學校院平均值。另自 104 學年度起本校學士班

學生於畢業後三年「工作中」比例，降至二成多，顯示本校應加強學用合一，並應致力於

職涯輔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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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 

學年度 

調

查 

年

度 

調查

主題 
 工作中 

全職 

在學中 
實習 服役 

準備 

考試 

家管/ 

料理家

務 

 

求職中 其他 

100 101 

畢業

後 

一年 

全國公立 

大學校院 
(無資料)           

 
    

暨大 28.57% 36.82%   20.91% 11.03% 1.51%    1.16% 

100 104 

畢業

後 

五年 

全國公立 

大學校院 
71.57% 12.03%   5.72% 4.09% 0.99% 

 
3.50% 2.10% 

暨大 72.20% 11.20%   6.00%        1.20% 

101 104 

畢業

後 

三年 

全國公立 

大學校院 
43.23% 38.37%   6.63% 6.21% 0.51% 

 
3.37% 1.68% 

暨大 34.74% 42.50%   5.61%        2.88% 

102 104 

畢業

後 

三年 

全國公立 

大學校院 
41.36% 36.01%   10.80% 5.58% 0.52% 

 
3.27% 2.46% 

暨大 39.40% 40.63%   6.88% 0.68%      0.96% 

103 105 

畢業

後 

三年 

全國公立 

一般大學 
(無資料)           

 
    

暨大 34.33% 31.77% 2.44% 17.66% 17.77%      2.66% 

104 106 

畢業

後 

三年 

全國公立 

大學校院 
(無資料)           

 
    

暨大 21.69% 33.71% 2.70% 13.48% 11.91% 1.35%  12.92% 2.24% 

105 107 

畢業

後 

三年 

全國公立 

大學校院 
(無資料)           

 
    

暨大 22.56% 30.83% 2.33% 12.61% 13.77% 2.12%  13.03%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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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關職涯發展輔導的落實之相關問題，有以下兩點： 

〈1〉 職涯發展輔導活動參與同學過於小眾化之問題。 

〈2〉 畢業生流向調查資料，尚未充分發揮回饋功能，藉以改善現有課程結構或校

務運作。 

 執行單位回覆 

1. 為減少職涯發展輔導活動參與同學過於小眾化之問題 

〈1〉 未來職涯活動之辦理，將加強與各系所老師開設之課程合作，以各種形式納

入各種課程中，嘗試與課程結合以擴大影響力與參與率。 

〈2〉 培養導師具備職涯規劃相關知能，有助於與導師職涯相關活動的合作，共同

協助學生做好求職的事前準備與個人職涯規劃。 

2. 畢業生流向調查資料等相關回饋資料除提送各級課程委員會討論外，應可提至教務會

議或其他一級單位會議討論，以作為本校持續改善之動力來源。 

 

(二) 校友服務與校友資源整合情形 

 稽核情形 

1. 辦理情形： 

〈1〉 發放「暨大校友卡」，作為校友與母校連結方式，本處職涯暨校友中心 106 年

度共計發出 1,789 張。本校校友卡除可免費進入校園外，另有暨大會館住宿、

使用體育健康中心、圖書館借書等諸多優惠措施，並與埔里多家廠商合作，

提供校友各項購物優惠價格。 

〈2〉 職涯暨校友中心透過定期發行【暨大校友通訊】，以電子郵件方式發送至應

屆畢業生及歷屆校友。內容包含年度傑出校友報導、學校各項活動、校友總

會活動、海外校友會活動、系所友會活動花絮、各系活動花絮、及校友動態

（得獎、升遷）等，以充分校務與校友資訊與本校校友雙向溝通。 

〈3〉 本處指派同仁專人協助校友總會運作，除鼓勵畢業之海外校友籌組校友會，

以擴大本校海外校友會數量外，並積極與各系所聯繫溝通協調，逐步落實各

系所校友會與校友總會間之資源整合。 

2. 有關校友資源整合之相關問題，有以下兩點： 

〈1〉 校友參與校友總會比例不高。 

〈2〉 校友會之校友資料庫不夠齊全，且校友會運作並不理想，可結合管院之在職

相關校友會具體的發揮系友會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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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單位回覆 

 將透過現有理監事會議討論，研議如何透過與現有各系所友會整合方式，重組本校校友

總會。 

 

五、 汙水處理廠及電力節約執行情形 

本校針對污水處理廠節能管理，主要針對用水、用油、用電執行相關節能措施，如以下三

點描述： 

1. 有關用水部份，在製程用水以污泥脫水及高分子聚合物加藥為主要用水量，該部份

用水已將製程參數控制於最佳節水條件。針對民生用水，如洗水及沖廁已調低出水

量以達節水目的。 

2. 有關用油部份，目前使用柴油作為緊急發電機之燃料來源，緊急發電機用途為應付

停電以維持污水處理廠正常運作，因此屬於必要能源支出，無法再減少用量。 

3. 有關用電部份，本校於污水處理廠設置數位電錶蒐集用電資訊，以利執行用電分

析。本校於 106 年執行污水處理廠節電方案，主要針對鼓風機及中水系統執行管

控，執行成果顯著，106 年度比較 105 年度減少用電量 42680 度，節約用電率達

12.2%。本校污水處理廠近兩年用電資訊統計如下表所示： 

 月份 

年度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總用 

電量 

105 

年度 
29,940 22,800 32,870 30,900 35,240 34,050 24,020 23,110 27,440 30,330 27,300 30,770 348,770 

106 

年度 
28,090 19,480 26,910 25,160 29,070 28,270 18,870 20,570 23,970 28,620 28,380 28,700 306,090 

節約率 6.18% 14.56% 18.13% 18.58% 17.51% 16.98% 21.44% 10.99% 12.65% 5.64% -3.96% 6.73% 42,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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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電子公文系統管理作業與運作情形 

 稽核情形 

1. 辦理情形： 

本校電子公文系統〈即公文及檔案整合系統〉已於 106 年 3 月 1 日正式上線啟用，上

線初期安排廠商提供人員駐校輔導服務 300 小時，其後廠商持續提供遠距客服服務。 

系統上線前後，適時辦理各角色教育訓練共計五批，含登記桌 7 梯次、承辦人 8 梯

次、主管 6 梯次、首長及收發檔管稽催等合計 9 梯次，總計達 30 梯次，以協助全校各單

位同仁儘速順利操作使用，並適時提醒處理公文應加強注意事項 並隨時協助解決各種問

題。 

上線後持續蒐集同仁意見進行必要之系統更新，並於系統驗收時逐項列表檢核各項功

能，於 106 年 10 月 6 日辦理正式驗收，尚有少數待改善事項請廠商調整，廠商配合進行

版本更新改善後，於 106 年 11 月 15 日複驗合格後，依約支付新臺幣 2,07 萬 8,000 元，並

起算保固期一年(迄 107 年 11 月 15 日止)。 

依約仍須通過系統驗證及配合檔案管理局公文電子交換輕量化 API 整合介面新政策

實施時程完成新版 API 整合，二項待辦事項預定於 107 年執行，目前本校先保留該部份

價金新臺幣 162,000 元。 

迄目前為止，系統使用狀況良好，已達成建置本系統預期目標，並確保本校電子公文

檔案管理之真實性、 完整性、可及性的管理目標，協助同仁本校各行政單位文檔業務更

有條不紊進行，各項檔案資料能更完整保存，以資訊化的環境，建構完整的文書及檔案整

合系統，落實資訊化政府及節能減紙政策，並提升行政效率。 

2. 有關電子公文系統運作情形之相關問題： 

然而系統需使用自然人憑證處理公文，為多數教師並未常使用自然人憑證，因此公文

的公告由系助理代為轉發，造成部分校內回報事項，有來不及處理之情況。 

 執行單位回覆 

1. 於此段過渡期之重要公文公告事項，建議由承辦人多加留意，加強與通知對象聯繫或

由系助理協助留意通知相關教師。 

2. 透過教育訓練與加強宣導電子公文系統之使用，提升系統之使用率。 

3. 請文書組做電子公文系統之使用意見調查，深入分析使用者之使用情形，以了解現況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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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各類補助計畫申請情形及獎勵措施進度 

(一) 各類補助計畫申請情形 

1. 106 年度科技部研究計畫(含多年期計畫)之申請情形，如下表： 

 年度 

單位 

106 

申請件數 核定件數  核定金額 

人文學院 59 31 25,752,000 

管理學院 59 33 24,921,000 

科技學院 90 48 48,732,000 

教育學院 42 16 10,069,000 

研究中心 2 0 0 

合 計 252 128 109,474,000 

2. 106 年度教育部補助計畫，如下表： 

單位     年度 
106 年 

通過件數 核定金額 

人文學院 10 9,728,652 

管理學院 14 25,630,000 

科技學院 7 17,399,042 

教育學院 11 10,595,556 

教學研究中心 36 40,363,662 

行政單位 58 63,855,808 

合計 136 167,572,720 

3. 106 年度產學合作計畫(含政府委辦計畫)，如下表： 

                年度 

單位 

106 

件數  金額  

人文學院 11 13,535,717 

管理學院 13 8,700,012 

科技學院 35 81,437,750 

教育學院 8 17,179,298 

研究中心及行政單位 19 11,659,231 

合計 86 132,5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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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校 106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通過率雖然下降，惟本校通過率仍然高於全國大

專校院平均通過率，且教育部補助計畫及產學合作計畫案件數與金額皆較往年提

高。為達開源之目的，持續鼓勵教師申請相關計畫。 

 

(二) 產學合作獎勵機制 

 稽核情形 

本校為獎勵教師參與各項計畫及積極辦理推廣教育，特依據教育部「國立大專校院校

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訂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獎勵教師參與計畫及辦理推廣教育實

施要點」，並已於 106 年 12 月 6 日第 485 次行政會議及 106 年 12 月 12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第 9 屆第 4 次會議通過，於 107 年 1 月 1 日實施，適用於執行起始日為 107 年之後的

計畫。期盼透過此獎勵機制，營造教師積極研提計畫及開辦推廣教育之氛圍，進而提升全

校整體研發能量。獎勵教師參與計畫及辦理推廣教育實施獎勵範圍及比例如下表所示： 

類別 範圍 獎勵比例 

A 類 政府機關未核有行政管理費之專案計畫 計畫核定總金額(不含自籌款或配合款)1% 

B 類 核列有行政管理費之政府機關計畫及其

他公民營產學合作計畫 

計畫所提撥行政管理費總金額 10% 

C 類 開設之推廣教育專班 開班行政管理費總金額 10% 

107 年度稽核項目持續追蹤「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獎勵教師參與計畫及辦理推廣教育實施要

點」辦理情形與成效。 

 

八、 在地化產學合作情形 

 稽核情形 

1. 廠商進駐育成培育空間使用率： 

 可使用空間數 實際進駐家數 進駐率 (%) 備註 

埔里園區 8 2 25%  

中科園區 5 3 100% 台達電子使用 3 間培育室 

進駐率=實際進駐家數/可使用空間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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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4年至106年度育成中心進駐率： 

年度 進駐家數 進駐率（％） 

104 10 
50% 

(含虛擬進駐) 

105 4 
40% 

(含虛擬進駐) 

106 6 
53% 

(含虛擬進駐) 

※註：1.進駐率=實際進駐家數/可使用空間數。 

    2.105 年進駐空間為 10 間、106 年 13 間。 

 

3. 106 年校內團隊與在地廠商簽定 MOU 情形： 

編號 協會/廠商名稱 

1 台灣鄉村旅遊協會 

2 南投縣政府觀光處 

3 南投縣政府農業處 

4 埔里鎮公所 

5 國姓鄉公所 

6 國姓鄉農會 

7 魚池鄉公所 

8 魚池鄉農會 

9 南投縣水沙連社區大學 

10 台灣民宿協會 

11 南投縣觀光產業策略聯盟協會 

12 大埔里地區觀光發展協會 

13 南投縣休閒農業策略聯盟協會 

14 草湳濕地 

15 桃米休閒農業區推廣協會 

16 黑豆園 

17 悠森境度假村 

18 迷路咖啡 

19 傳說咖啡 

20 日月星舞民宿 

21 魚池咖啡農夫莊園 

22 張隊長咖啡 

23 蔡 P 咖啡莊園 

24 幸福田莊民宿 

25 大雁休閒農業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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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福龜休閒農業區發展協會 

27 糯米橋休閒農業區發展協會 

28 大林休閒農業區管理委員會 

29 南投埔里鎮咖啡產銷班 

30 南投國性咖啡產銷第四班 

 

4. 103年至105年度校內團隊與在地廠商簽定 MOU 文件清單： 

單位名稱 簽屬類型 簽約年份 

1.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合作協議書 103 

2. 南投縣政府 合作協議書 103 

3. 中華民國紳士協會 合作協議書 103 

4. 陸軍第 10 軍團 策略聯盟意向書 103 

5. 台灣社會政策學會 合作契約書 104 

6. 南投縣政府 合作承諾書 104 

7.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 進修推廣教育合約書 104 

8. 台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建教合作合約書 104 

9. 南投縣民宿觀光協會  進駐契約書 104 

10. 白日夢創意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產學合作意願同意書 104 

11. 台灣鄉村旅遊協會 產學合作意願同意書 104 

12. 台灣觀光創新協會 產學合作意願同意書 104 

13. 台中市磐石會 合作備忘錄 105 

14. 水沙連區域合作推動諮詢委員會 合作推動諮詢委員會 105 

15. 海巡署中部地區巡防局 策略聯盟協議書 105 

16.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發展中心 學界協中小企業科技關懷企業合約書 105 

有關地方產學合作情形的相關問題，有以下兩點： 

〈1〉 本校為高教體系綜合性大學，教師偏重學術研究，加上地方產業規模較

小，不利推動大型產學合作，且本校目前產學合作計畫主要集中在執行政

府機關委辦計畫，逐年成長較多，惟與企業部門之產學合作計畫小幅成

長，仍有努力空間。 

〈2〉 南投縣以觀光業與農業為主，本校有觀光系所可以協助產業推展觀光，惟

無農業相關系所，在輔導相關進駐廠商或企業上，需至校外尋求學者協

助，因此推展在地產學合作方面需花費較多時間及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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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單位回覆 

1. 全面檢視本校教師參與產學合作相關辦法，106 年業已訂定獎勵教師參與計畫及辦理

推廣教育實施要點，107 年起實施，期盼透過此獎勵機制，對於本校產學合作推展有

效提升，另外建議將產學合作納入升等與評鑑門檻，提高教師承接企業委託計畫之意

願。 

2. 建構本校產學研合作支援體系，包括創業育成中心、各研究中心、水沙連人文創新與

社會實踐推動委員會、通識教育中心等單位合力推動產學合作，並強化之智財管理應

用成效，以強化其智財經營能量。 

3. 強化創業育成中心中科園區功能，建立中部產學合作的平台，並與南投縣相關產業組

織合作，整合中部育成資源。長期則再加入進駐廠商之資源，與進駐廠商共同合作，

進行產官學之具體合作，把文創與觀光資源帶入綠色農業，爭取中興新村高等研究院

區之相關計畫，例如設立農業生化科技園區，發展精緻綠色觀光農業，建構多元化的

觀光、文創與農業事業。 

 

九、 教師與學生國際移動力及相關獎勵輔導機制 

(一) 教師與學生國際移動情形 

 稽核情形 

1. 教師與學生國際交流情形： 

本校師生國際交流(資料來源：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學海飛颺、教學創新試

辦計畫及校內補助)，可分為教師因公出國(針對帶隊志工、實習及田野調查)、學生海外實

習與志工、田野調查及學生出國研修。106 年度共計有 373 人次進行交流，其中教師計 63

人次，學生計 310 人次，統計資料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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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去年或近三年之比較圖表及其分析結果如下表所示： 

 

105 年度出國總人次為 221 人次，相較之下，106 年度不論在學生海外志工、實習及

海外研修，人數皆有微幅增加，出國總人次為 373 人次；又加上教育部教學創新試辦計畫

的實施，讓更多學生及老師有機會能夠至海外進行田野調查；教師因公出國人數倍增，可

見教師們越來越重視國際交流。 

2. 本校學生赴大陸港澳地區交流： 

本校學生與大陸地區學校進行交流，以交換計畫及短期交流營活動為主，截至本學年

度止，共薦送 123 名學生進行交換計畫，131 名進行短期交流營活動，總交流人次計 254

人次。各學年度學生赴港澳大陸地區交流情形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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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6 年度補助教師及學生出席國際會議情形： 

研發處訂有補助專任教師出席國外地區（含大陸港澳地區）國際學術會議辦法 2.補

助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作業要點 辦理教師及研究生出國參加國際研討會補助。每年

上半年及半年各發出申請通告一次，合計每年兩次，並於當年 4 月以及 10 月開審查會議

核定補助名額及金額。 

106 年度補助教師及學生出席國際會議人數及金額，如下表所示： 

身 份 核 定 補 助 人 數* 核 定 補 助 金 額 

教 師 8 169,103 

研究生 15 233,183 

合 計 23 402,286 

*核定補助的人數為最後由學校補助的名額及金額。 

以 106 年為例，預計補助教師及研究生金額為 37 萬 2000 元及 50 萬元。後來實支之

金額，教師及研究生各為 16 萬 9103 元（8 人）以及 23 萬 3183 元（15 人）。 

4. 有關教師與學生國際移動交流情形之相關問題，有以下四點： 

〈1〉 學生出國人數遲滯不前：自 104 學年度開始，學生出國交換人數每學年人

數多維持在 20 人次，且呈現逐漸下滑的趨勢；交流營人數於 104 學年度大

幅減少後，次年開始緩慢成長。出國交流的選擇越來越多，且出國補助經

費不含港澳大陸，赴大陸交換非學生的首選，人數難以成長。 

〈2〉 學生交流學校多為特定學校，與其他學校關係維持不易：學生交換計畫多

以中山大學、南開大學、東華大學、暨南大學等校為主，其餘學校乏人問

津，甚締約至今，仍無學生前往交換之窘境，學生往來人數不平衡，致影

響部分學校選送學生來校就讀。 

〈3〉 教師及學生出席國際會議補助金額差異化：部分申請校內出國補助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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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研究生同時申請到科技部的補助，按照學校補助辦法，這些老師及研究

生就不得接受校內的出國補助，因此才有多餘之經費剩下。 

〈4〉 國際移動全面性不足，如〈1〉經費與申請人數供需不平衡，造成部分海外

研修學生無法獲得補助。 〈2〉師生出國系所分布不均，且多數皆集中於

同一系所。〈3〉教師出國之補助並未囊括所有出國項目與海外合作交流。 

 執行單位回覆 

1. 增進來校交流陸生與本校學生之連結：本校與大陸地區姊妹校締約校數達 40 餘所，

學生對於交換學校的選擇，多來自學長姐的經驗分享，來源較為單一匱乏，若能增

強陸生與本校學生的交流互動，增進學生對姊妹校的認識，以兩地學伴角色互換模

式，提升學生赴姊妹校交流的意願，並拍攝相關影片做宣傳，提升學生至大陸地區

交流的認知。 

2. 豐富姊妹校交換簡章之內容：大陸姊妹校交換簡章內容，多以申請表件為主，又大

陸地區網頁瀏覽受限於 IP 位址，課程等資訊無法於網頁中取得，若能邀請姐妹學校

除提供交換簡章外，也能提供相關課程、交換生照輔、學生生活環境等介紹，增加

參考資料之質量，使學生能有更全面的資料作為選擇欲交流之學校。 

3. 開設相關說明會，邀請師生共同參與說明會及積極爭取校外補助計畫。並設置相關獎

勵機制，透過建立完善的審查機制，增列教師出國補助相關規定，促進兩岸交流。 

 

(二) 僑生及外國學生獎補助輔導機制 

 稽核情形 

由於僑生與外國學生獎勵機制（經費來源、計算標準）有別，分別為「僑生獎助學金

發放辦法」與「外國學生獎勵實施要點」，以下將兩類獎助學金予以分列，就其現況、問

題、建議與改善措施加以陳述。 

1. 僑生獎助學金 

本校僑生獎助學金發放依本校僑生獎助學金發放辦法辦理。104 年度受獎生計 177 人

次；105 年度受獎生計 207 人次；106 年度受獎生 262 人，發放金額為 140 萬 9,998 元，

預算及執行狀況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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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度 

預算金額 

106 年度 

發放金額 

106 年度 

獎助人次 

106 年度 

不足金額 
備註 

僑    生 

獎助學金 
1,000,000 1,409,998 261 人次 409,998  

  1052:730,000 

1061:679,998 

獎:130 人次 

助:131 人次 

  

2. 外國學生獎助學金 

本校外國學生獎助學金發放仍依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8 日第 470 次行政會議新修正

之「外國學生獎勵實施要點」辦法辦理，105 年度本校外國學生獎助學金發放金額為 272

萬 7,400 元，受獎生之人數共 37 人，106 年度本校外國學生獎助學金發放金額為 316 萬

1,800 元，受獎生共計 40 人，年度經費預算及執行狀況如下表所示： 

 106 年度 

預算金額 

106 年度 

發放金額 

106 年度 

受獎生人數 

106 年教育 

部補助金額 

106 年度 

不足金額 

外國學生 

獎助學金 
2,869,100 3,161,800 40 名 163,000 129,700 

  
1052: 1,819,800 

1061: 1,342,000 
 

 
 

有關僑生及外國學生獎補助輔導機制之相關問題，有以下兩點： 

〈1〉 本校僑生獎助學金發放，隨著僑生人數增長，其發放金額與獎助人次亦隨

之穩定成長，從 104 年度的（177 人次）966,000 元、105 年度的（207 人

次）1,136,000 元，直至 106 年度已成長為（262 人次）1,409,998 元，原自

學務處公費項下編列之預算金額，自 105 年度起已不足支應，需另行協調

由相關經費項下勻支，致發放時程有所延誤。 

〈2〉 本校外國學生獎助學金發放，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及附設華語文教學機

構設置外國學生獎學金核撥作業辦理，另教育部於 106 年 4 月 21 日來文，

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廢止前開作業規定，並不再補助各校設置外國學生獎

學金。本校外國學生獎助學金經費來源為教育部及本校公費及獎勵金，雖

教育部提供之補助金額不多，但外國學生人數增長，其發放金額出現不足

支應、需由學校自行負擔之情況，需另行協調由相關經費項下勻支，恐影

響獎學金發放時程。 

 執行單位回覆 

1. 建議僑生獎助學金於年度編列時應予寬列，避免因業管單位需再行協調勻支，致使

原辦法為獎勵學行優良與協助家境清寒學生安定就學之初衷為之延誤。 

2. 由於發放外生獎學金辦理流程須一段工作時間，實際可領取到獎學金會較晚，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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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獎助學金於年度編列能給予寬列，也許能防範此情況發生。 

3. 外生獎勵金辦法或需進行條文修改，以減少發放金額不足支應的狀況。因 106 年度

尚有教育部補助款，本校已出現不足支應的狀況，在 107 年度已無教育部補助款之

情況下，不足支應的狀況勢必更加嚴峻。 

 

十、 執行現金、銀行存款之稽核及盤點 

本項稽核項目與主計室出納會計事務查核共同辦理，採定期及不定期查核方式各辦理一次，

經查核後並無重大異常現象；兩點改善建議供相關單位參考： 

1. 請總務處隨時注意押標金、保證金、其他擔保品及保管品有效期限並積極清理。 

2. 請總務處 (出納組) 依出納管理手冊第 9 章規定，加強收據之管理。 

 

十一、 執行固定資產之稽核及盤點 

本項稽核項目與總務處財物盤點作業共同辦理，資產盤點以抽查方式進行。本年度抽查單

位為研發處學術及推廣服務組、總務處文書組、經濟學系、東南亞學系及土木工程學系。 

(一) 固定資產之稽核及盤點 

固定資產之取得為營運所需或為預算項目，每月份皆有製作固定資產增減月報表，並依法

提列折舊費用。 

實施盤點發現財產管理需改進事項及處理方式如下： 

1. 研發處學術及推廣服務組、總務處文書組、經濟學系、東南亞學系及土木工程學系

皆有財產標籤脫落、漏未黏貼或黏貼舊標籤：由保管組補印財物標籤，再請該所協

盤人員自行黏貼於財物本體明顯處。 

2. 研發處學術及推廣服務組、總務處文書組及經濟學系則有財產未經核准隨意變更保

管人或遭人隨意搬動：落實財產保管人制度，對所保管使用之財產，應善盡保管之

責，不得隨意移轉，倘需變更財產保管人或存置地點，應通知財產管理人員辦理財

產移動登記，依實際復盤清冊結果另案辦理新舊組長財產移交，以落實財產保管人

管理制度。 

(二) 投保、維護及修理之稽核 

投保部分，固定資產皆有每年投保火災保險。維護部分，本校之高壓電、各棟大樓之緊急

發電機、消防設備及空調主機設備等每年皆定期聘請專業廠商進行維護保養，並簽訂相關契約

執行，以經常門費用固定支出。修繕部分，則依建築物及設備之修繕依項目大小，或以編列計

畫工作項目，進行招標採購；而緊急零星之修繕則會啟動小額緊急零星的採購來做處理。此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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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之費用支出皆依政府相關法規進行，合理化分並入帳。 

(三) 資產報廢作業稽核 

固定資產報廢依內部控制流程規範辦理，每年不定期辦理廢品清運作業。 

(四) 資產出售之稽核 

固定資產採公開標售(標期 2 年)，委由廠商於期間內辦理清運，售價依契約價格出售。 

 

伍、稽核結論與建議 

  本次稽核工作過程中並未發現違反內部控制制度之項目，顯示本校內控執行情形良好；

工作底稿全部內容如附件八。稽核工作的目的除了事後檢核，更有事前防範與即時修正的積極

意義。基於本次稽核工作之執行經驗，規劃自本 (106) 年度開始，於五月底結束前提出全年

度稽核計畫，依照業務推動與資料蒐集之時程，按季推動各項檢討工作，以供各單位於執行過

程隨時檢視工作成效，並思改善與提升之道。綜觀上述各單位所提資料與實地查訪所得，逐項

建議如下： 

一、 碩博士班之招生情形不利，使部分系所名額遭扣減，產生資源分配不均的現象 

招生工作為重中之重，值得投入更多資源與精力用。以下就目前狀況與建議方向，分別

說明。 

  (一)、目前狀況： 

1. 招生精進策略執行檢核表依據各系所填列情形，其中許多檢討與未來修正建議事項，

涉及各單位業務，未能有效交流解決方案。 

2. 由於系所框架及學術的本位等問題，造成部分招生情況不佳或資源不足之系所，不易

也不願主動將招生名額釋出。 

3. 本校近三年碩士班註冊率均未達教育部核定標準(70%)，教育部將依規定減招本校碩

士班招生名額；而博士班雖註冊率高達 90%以上，但名額仍無法全部回復，早ˋ成部分

系所之招生名額過少，影響考生報靠意願與課程安排。 

  (二)、建議方向 

1. 積極邀請高中蒞校參訪，派員參加高中模擬面試、大博會及系所宣導活動。 

2. 積極與重點高中簽訂策略聯盟：目前共有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等 9所高中與本校簽

約。 

3. 應建立一個跨單位之平台，共同研商招生所遇情形之解決方案。 

4. 招生資源與名額分配應由學校統一通盤檢視進行資源調整，啟動因應及調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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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透過成立招生策略小組，定期召開會議，擬訂招生策略與計畫，可有效整合校內資源，

落實各項推動方案，強化招生成效。 

6. 建立完整之校內招生名額調整機制，於每年 4 月提報教育部總量計畫書前，先依據校

內招生名額調整機制進行名額預配，並邀集四院院長召開名額協調會，討論各系所名

額分配，綜合評估調整系所招生名額，以提高名額使用率。 

7. 拍攝較為青春且新奇的校園招生短片，透過社群媒體管道(如：PPT 及 Dcard 等)傳遞

招生資訊與相關入學獎勵機制。 

8. 配合每學年系所增設調整核定情形，修正本校簡介招生文宣，並更新校園風景及活動

照片。另本校秘書室業於 106年 10月拍攝招生影片，並放置於 youtube網站，透過加

強觸及人數之方式，促使更多學子認識本校，進而吸引優秀學子報考。 

9. 鼓勵及補助各學院辦理寒、暑假高中營隊活動，讓更多學生提早認識本校美麗的校園

環境及優良的師資與設備資源等，提高其就讀本校意願。 

10. 配合每學年系所增設調整核定情形，修正本校簡介招生文宣，並更新校園風景及活動

照片。另本校秘書室業於 106年 10月拍攝招生影片，並放置於 youtube網站，透過加

強觸及人數之方式，促使更多學子認識本校，進而吸引優秀學子報考。 

二、 有關課程精進推動跨領域學分學程、專班開設與數位學習之情形 

  (一)、目前狀況： 

1. 跨領域學分學程及專班開設部分： 

〈1〉 部份學系畢業學分數較高或自由選修學分數較少，影響學生申請意願。 

〈2〉 各學分學程課程、辦理活動及設備所需經費逐年增加，相關計畫補助無法

滿足各學分學程規劃需求。 

2. 數位學習部分： 

〈1〉 數位學習涉及數位教材製作技術及相關法令，老師既須製作課程，也需學習

軟體及配合相關法令，恐降低投件意願。 

〈2〉 數位學習需要電腦軟體應用技術甚至攝影技術或團隊支援，校內既有人才恐

無法提供全面性之協助。 

〈3〉 教師研發數位教材及課程動機不足。 

〈4〉 老師反映補助經費不足及未能尋獲合適之數位教學 TA。 

  (二)、建議方向： 

1. 建議連結教師評鑑或教師升等，以提高教師研發數位教材及課程動機。 

2. 已建議人事室將教師教學績效直接反映在教師多元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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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部分系所自由選修學分較低，學生修習跨領域學程之空間不足。期鼓勵系所提高自

由選修學分，及系所間相互開放選修課程，以提升學生跨領域學習空間。 

4. 整合四院教學資源，提供多元跨領域學習機會。 

5. 106年補助教師數位教材及課程經費合計 50萬元，預計於 107年擴增至 65萬元，提

供教師更多數位教學資源。 

6. 開辦數位教學助理培訓班，培養數位團隊，協助教師管理數位課程，增進學生技

能。 

7. 每學期指派數位學習團隊依各不同面向需求，參加其他學校或企業研習之資訊課程

吸取新知，回饋予數位學習團隊。擬調查同學們對學分學程課程的需求，並整合本

校各院、系所教學資源，含師資、設備及場地等，開設多元及跨領域創新學程，期

能滿足同學學習的需求。 

8. 可辦理數位教材種子 TA之訓練。由各院鼓勵學生參與此訓練，完畢後回各院擔任數

位教學 TA協助需要將教學內容數位化的老師，透過數位教學軟體以更有效能的方式

完成課程的數位化。 

三、 職涯輔導落實及校友會功能未準確發揮 

1. 畢業生流向調查資料，尚未充分發揮回饋功能，藉以改善現有課程結構或校務運作。

應敦請各系所加強與畢業生聯繫，健全畢業生之相關資料。 

2. 學生可以選修跨領域學程之自由學分與畢業門檻不夠彈性，各系應修改相關學分規則，

以利學生修習課程，讓學生能在職涯規劃上多元發展，有不一樣的規劃。 

3. 校友會之校友資料庫不夠齊全，且校友會運作並不理想，可結合管院之在職相關校友

會具體的發揮系友會之功能。 

4. 目前發放「暨大校友卡」作為校友與母校連結方式，本處職涯暨校友中心 106 年度共

計發出 1,789 張。本校校友卡除可免費進入校園外，另有暨大會館住宿、使用體育健

康中心、圖書館借書等諸多優惠措施，並與埔里多家廠商合作，提供校友各項購物優

惠價格。應對校友多作宣導，以提升發行量。 

5. 職涯暨校友中心透過定期發行【暨大校友通訊】，應以更多元化的社群媒體管道送至應

屆畢業生及歷屆校友。內容包含年度傑出校友報導、學校各項活動、校友總會活動、

海外校友會活動、系所友會活動花絮、各系活動花絮、及校友動態（得獎、升遷）等，

以充分校務與校友資訊與本校校友雙向溝通。 

四、 公文及檔案整合系統推行仍有改善空間 

1. 應多方了解教師使用上的需求，以減少教師與系統的磨合期。 

2. 於電子公文系統推行的過渡期間之重要公文公告事項，建議由承辦人多加留意，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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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通知對象聯繫或由系助理協助留意通知相關教師。 

3. 透過教育訓練與加強宣導電子公文系統之使用，提升系統之使用率。 

4. 請文書組做電子公文系統之使用意見調查，深入分析使用者之使用情形，以了解現況

問題。 

五、 研發組產學合作受限於地方與教師研究性質，雖小幅成長，仍有努力空間 

  (一)、目前狀況： 

1. 本校為高教體系綜合性大學，教師偏重學術研究，加上地方產業規模較小，不利推

動大型產學合作。 

2. 南投縣以觀光業與農業為主，本校有觀光系所可以協助產業推展觀光，惟無農業相

關系所，在輔導相關進駐廠商或企業上，需至校外尋求學者協助，因此推展在地產

學合作方面需花費較多時間及人力。 

  (二)、建議方向： 

1. 全面檢視本校教師參與產學合作相關辦法，106 年業已訂定獎勵教師參與計畫及辦理

推廣教育實施要點，107 年起實施，期盼透過此獎勵機制，對於本校產學合作推展有

效提升，另外建議將產學合作納入升等與評鑑門檻，提高教師承接企業委託計畫之

意願。 

2. 建構本校產學研合作支援體系，包括創業育成中心、各研究中心、水沙連人文創新

與社會實踐推動委員會、通識教育中心等單位合力推動產學合作，並強化之智財管

理應用成效，以強化其智財經營能量。 

3. 強化創業育成中心中科園區功能，建立中部產學合作的平台，並與南投縣相關產業

組織合作，整合中部育成資源。長期則再加入進駐廠商之資源，與進駐廠商共同合

作，進行產官學之具體合作，把文創與觀光資源帶入綠色農業，爭取中興新村高等

研究院區之相關計畫，例如設立農業生化科技園區，發展精緻綠色觀光農業，建構

多元化的觀光、文創與農業事業。 

六、 國際處國際交流情形仍有調整空間 

  (一)、目前狀況： 

1. 學生出國人數遲滯不前。 

2. 學生交流學校多為特定學校，與其他學校關係維持不易。 

3. 教師及學生出席國際會議補助金額差異化。 

4. 國際移動全面性不足，如( 1 )經費與申請人數供需不平衡，造成部分海外研修學生無

法獲得補助。( 2 )師生出國系所分布不均，且多數皆集中於同一系所。( 3 )教師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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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補助並未囊括所有出國項目與海外合作交流。 

5. 本校僑生獎助學金發放，隨著僑生人數增長，原自學務處公費項下編列之預算金

額，自 105 年度起已不足支應，需另行協調由相關經費項下勻支，致發放時程有所

延誤。 

6. 本校外國學生獎助學金發放，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及附設華語文教學機構設置外

國學生獎學金核撥作業辦理，但外國學生人數增長，其發放金額出現不足支應、需

由學校自行負擔之情況，需另行協調由相關經費項下勻支，恐影響獎學金發放時

程。 

  (二)、建議方向： 

1. 增進來校交流陸生與本校學生之連結。 

2. 豐富姊妹校交換簡章之內容。 

3. 拍攝相關影片做宣傳，提升學生至大陸地區交流的認知。 

4. 開設相關說明會，並設置相關獎勵機制，促進兩岸交流。 

5. 邀請師生共同參與說明會及積極爭取校外補助計畫，透過建立完善的審查機制，增

列教師出國補助相關規定。 

七、 小結 

綜合上述實地受訪單位，幾個共通問題如下： 

1. 稽核資料之蒐集可能因對稽核項目的不了解，自己主管的非充分授權，或因事務繁

忙，常使得此些資料不夠完整深入。 

2. 即使有完整的原始資料，受限於時間及分析能力無法產出更有用之資訊來輔助決

策。 

3. 鼓勵業務單位重視資料的收集與理解，強化資料分析技能，或藉由相關專業系所之

學生與老師的協助，以建立資料為導向的政策研擬機制。 

4. 請校務研究中心逐一輔導各業務單位，強化資料收集與政策分析能力。 

 

  

145



38 

陸、附件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06年度稽核計畫 
                     106年 6月 13日簽奉校長核定 

一、辦理依據 

    (一)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 

    (二)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三)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務基金稽核實施辦法 

二、稽核目的 

    為強化本校內部控制及確保其內部控制制度持續有效運作，稽核人員應秉持

公平公正，稽核校務基金運用效率、交易循環情形及各項業務績效目標，依

據風險評估結果，擬訂年度稽核計畫進行查核，以提升學校營運效能。  

三、稽核工作期程 

    自 106 年 6 月 13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 

四、稽核重點 

    本校年度稽核重點，以106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為基礎，並參考106年度預算

書及105年度稽核報告，針對重要業務績效目標達成率及校務基金執行情形，

進行抽查與檢核，確保校務基金相關項目執行之合理性及效率性。 

五、稽核項目 

    本年度針對下列項目進行稽核： 

(一) 年度招生績效及招生策略擬訂情形。 

(二) 各院、系、所跨領域學分學程及專班開設情形。 

(三) 數位創新教學推動情形。 

(四) 職涯發展輔導機制與校友服務執行情形。 

(五) 汙水處理廠及電力節約執行情形。 

(六) 電子公文系統管理作業與運作情形。 

(七) 各類補助計畫申請情形及獎勵措施進度。 

(八) 在地化產學合作情形。 

(九) 教師及學生國際移動力及相關獎勵輔導機制。 

(十) 執行現金、銀行存款之稽核及盤點。(與主計室出納會計事務查核共同

辦理)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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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執行固定資產之稽核及盤點。(與總務處財物盤點作業共同辦理) 

六、稽核報告注意事項 

    (一)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執行任務，發現校務基金之執行有缺失或異常事

項，應據實揭露及提供意見，作成年度稽核報告，並檢附工作底稿及

相關資料。 

    (二) 年度稽核報告、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應於向校務會議報告後，至少

保存五年。 

七、本計畫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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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務基金運作稽核計畫 

106 年度稽核工作項目 

108/6/30 

項目 稽核項目/重點 稽核目的/內容 
受稽核 

單位 

預定稽查日期 

起 迄 

1. 年度招生績效及招生策略擬訂情形 

1-1 招生小組辦理進度 
檢視本校招生策略委員會辦理情

形 
教務處 107/1/1 107/2/30 

1-2 
年度招生策略辦理

情形 

檢視招生精進策略執行檢核表填

列情形及檢討，獎助學金機制及其

他招生策略辦理情形 

教務處 

人文學院 

管理學院 

科技學院 

教育學院 

107/1/1 107/2/30 

1-3 年度招生績效 

檢視本校學生 (含境外生) 106學

年之教育部核定名額、申請入學與

實際註冊之提昇及差異情況 

教務處 107/1/1 107/2/30 

2. 各院、系、所跨領域學分學程及專班開設情形 

2-1 
跨領域學分學程及

專班開設情形 

檢視本校跨領域學分學程及專班

開設情形及成效 

教務處 

人文學院 

管理學院 

科技學院 

教育學院 

107/1/1 107/2/30 

2-2 
跨領域學分學程及

專班經費支用情形 

檢視本校各跨領域學分學程及專

班經費支用情形 

教務處 

人文學院 

管理學院 

科技學院 

教育學院 

107/1/1 107/2/30 

3. 數位創新教學推動情形 

3-1 
推動數位學習的教

學與創新機制 

檢視現有推動數位學習的教與學

創新機制及內容 
教務處 107/1/1 107/2/30 

3-2 
數位學習相關獎勵

措施 

檢視校內推動數位學習之相關獎

勵辦法修訂情形 
教務處 107/1/1 107/2/30 

4. 職涯發展輔導機制與校友服務執行情形 

4-1 
職涯發展輔導機制

落實情形 

檢視校內職涯發展輔導措施執行

情形，及其與系所之連結性 
學務處 107/1/1 107/2/30 

4-2 
校友服務與校友資

源整合情形 

檢視校友服務與校友資源整合情

形 
學務處 107/1/1 107/2/30 

5. 汙水處理廠及電力節約執行情形 

5-1 
污水處理廠節能情

形 

檢視本校汙水處理廠節約能源措

施成效 
總務處 107/1/1 107/2/30 

附件二 

148



41 

項目 稽核項目/重點 稽核目的/內容 
受稽核 

單位 

預定稽查日期 

起 迄 

5-2 電費支出節約情況 
年度電能消費支出分佈及省電措

施成效 
總務處 107/1/1 107/2/30 

6. 電子公文系統管理作業與運作情形 

6-1 
電子公文系統管理

作業 

檢視本校電子公文系統管理作業

與運作機制 
總務處 107/1/1 107/2/30 

6-2 
電子公文系統運作

情形 

檢視本校電子公文系統運作相關

問題與改善情況 

總務處 

單位抽訪 
107/1/1 107/2/30 

7. 各類補助計畫申請情形及獎勵措施進度 

7-1 
各類補助計畫申請

情形 

檢視各院申請各類補助計畫之情

形(含計畫件數、金額、跨領域等) 
研發處 107/1/1 107/2/30 

7-2 產學合作獎勵機制 
檢視產學合作計畫獎助辦法訂定

情形 
研發處 107/1/1 107/2/30 

8. 在地化產學合作情形 

8-1 
地方產學合作之情

形 

檢視校內團隊與在地廠商合作情

形，及育成培育空間使用率 
研發處 107/1/1 107/2/30 

9. 教師與學生國際移動力及相關獎勵輔導機制 

9-1 
教師與學生國際移

動情形 

教師及學生出國人次與相關獎勵

機制、獎助學金補助金額與人數之

預計與實際差異情況 

研發處 

國際處 

人文學院 

管理學院 

科技學院 

教育學院 

107/1/1 107/2/30 

9-2 
僑生及外國學生獎

補助輔導機制 

檢視僑生及外國學生獎勵補助輔

導機制、獎助學金補助金額與人數

之預計與實際差異情況 

國際處 107/1/1 107/2/30 

10. 執行現金、銀行存款之稽核及盤點。(與主計室出納會計事務查核共同辦理) 

10-1 
現金出納之事後查

核 

檢視校務基金交易循環，有關現金

出納之事後查核 

主計室 

人事室 

秘書室 
106/11/1 106/11/30 

11. 執行固定資產之稽核及盤點。(與總務處財物盤點作業共同辦理) 

11-1 
固定資產之稽核及

盤點 

固定資產之取得是否為營運所需

或為預算項目，以及取得之成本、

折舊計算及費用歸屬是否正確 

總務處 106/10/1 106/11/30 

11-2 
投保、維護及修理之

稽核 

固定資產是否依性質和需要投保

及其保額，維修之資本支出與費用

支出是否正確合理劃分並入帳 

總務處 106/10/1 106/11/30 

11-3 資產報廢作業稽核 
固定資產之報廢是否符合流程，以

及報損之數量及金額是否正確 
總務處 106/10/1 106/11/30 

11-4 資產出售之稽核 
固定資產之出售是否符合流程，以

及售價款是否合理 
總務處 106/10/1 106/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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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招生策略小組設置要點 

106年 6月 7 日第 476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為提昇本校整體對外招生成效，特設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招生策略小組

（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二、 本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 擬訂招生策略宣傳方式。  

（二） 協調、整合校內各相關單位資源，落實招生策略執行工作。  

（三） 檢討招生宣傳工作之成效。  

三、 本小組由學術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國際長、校務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及學生會會長共同組成，任期一年得連任。      

四、 本小組由學術副校長任召集人，在學術副校長未聘定前由教務長任召集

人。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出席。  

五、 本小組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須有組成成員半數(含)以上出席始得開

會，並以多數決方式議決議案。  

六、 各學院須設置招生宣導工作小組，院長為召集人，各系(所、專班、學位

學程)主管及學生代表至少 1人為小組成員。  

七、 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應至少遴派一名教師(副教授以上或職等相當

者)負責參與校(院)級招生宣傳活動事宜。  

八、 本校教職員工生參與招生宣導之差旅費，比照本校教職員工出差旅費支給

辦法規定支給，並得專案簽請由招生宣導經費項下支應。  

九、 參與招生宣導成員，年度末簽請校長予以敘獎或頒發感謝函。  

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簽奉校長同意後實施。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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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碩士班（一般生）招生精進策略執行檢核表(   學年度第  學期)  

單位/系所：___________  填表人：___________   單位主管：_____________                 填報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工作項目 

承辦 

單位 

辦理 

期程 

辦理情形檢核（請打Ⅴ） 

執行情形 
檢討與 

未來修正建議 已完成 
未完成者 

（預計辦理時間） 

一、入學前（鼓勵入學）        

 招生宣傳 

1. 招生說明會 

2. 給大四學生的一封信 

3. 媒體廣告 

4. 寄送海報給他校相關學系及補習班 

5. 製作 A4 宣傳單，以電子公文發送相關單位 

6. 參加補習班升學講座 

招生組、各系所 
9-11 月（碩甄） 

12-2 月（碩考） 
    

 

 提供獎助學金或報名費補助 

1.碩士班優秀學生獎勵辦法 

2.經濟弱勢學生學雜費減免或補助 

3.加強募專款供研究生使用，提供各項獎助學金 

4.系所訂定補助學生報名費用相關規定 

招生組、 

學務處、各系所 
8 月     

 

 招生名額分配 招生組、各學院、各系所 3-5 月      

 鼓勵學士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研發處、各系所 12-隔年 2 月      

 提高錄取生就讀意願 

1. 放榜後，請系所主管或老師「打電話」向錄取貴系所學
生聯繫，減少後續辦理放棄情形 

2. 提前入學制度（甄試生) 

3. 暑假開設先修課 

4. 錄取後到開學前，辦理活動讓學生融入 

各系所 12-隔年 1 月    

 

二、入學後（專業養成）        

（一）修改各系所（學位學程）修業規則，提供「學碩五年一貫」
升學方案，並鼓勵本校三、四年級學生申請 

各系所、註冊組 10-12 月     
 

（二）降低必修畢業學分數，以利學生跨領域學習，培養第二專長 各系所、註冊組 10-12 月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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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承辦 

單位 

辦理 

期程 

辦理情形檢核（請打Ⅴ） 

執行情形 
檢討與 

未來修正建議 已完成 
未完成者 

（預計辦理時間） 

（三）實施課程分流，開發實務導向課程（實務專題、碩二校外企
業實習…） 

各系所、課務組 全學期      

（四）開發特色課程或學分學程 各學院、各系所 全學期     

（五）調整修業年限門檻，以利學生提前畢業 各系所、註冊組 10-12 月      

（六）推展產學合作，與企業簽訂合作備忘錄，增加學生就業機會 研發處、各系所 全學期      

（七）鼓勵研究生參與計畫 各系所 全學期     

（八）訂定獎勵要點，鼓勵學生在學期間考取專業證照，提升學生
專業技能水準與就業競爭力（※可參考中正） 

學務處（職涯校友中
心）、各系所 

全學期    
 

（九）各系制訂證照地圖 
學務處（職涯校友中
心）、各系所 

全學期     

（十）辦理企業參訪活動及實施業師制度 各系所 全學期     

（十一）其他就學輔導措施(ex.保障住宿二年、學雜費減免、工
讀、增置論文資料庫、圖書館館際合作…) 

學務處、教務處、圖書
館、各系所 

全學期    
 

三、準備畢業（就業媒合）       

就業輔導機制 

1. 辦理職涯探索或求職面試講座（履歷自傳健檢） 

2. 校園徵才/就業博覽會 

3. 系所職涯導師＊ 

學務處（職涯校友中
心）、各系所 

全學期（主要集中

在 5-6 月畢業前） 
    

 

四、畢業後（持續關懷）       

（一） 畢業生流向追蹤（建立校友資料庫及畢業流向調查） 學務處（職涯校友中心） 約 8-12 月     

（二） 透過校友會/系友會舉辦相關聯誼活動 
學務處（職涯校友中
心）、各系所 

全學期    
 

（三） 校友回娘家（配合每年校慶週、櫻花季或春季健行等重大
活動，邀請校友回娘家） 

學務處（職涯校友中
心）、各系所 

10 月（校慶

週）、2 月（櫻花

季） 

   
 

（四） 傑出校友表揚與報導 學務處（職涯校友中心） 全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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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書函 

機關地址: 545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一號

聯絡人:丁衣玲 

電話: 049一 2910一 960 

Email • ylting@ncnu.edu/tw 

受文者:如行文機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16

日 發 文 字 號 . 暨 校 教 字 第

1061000348號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暨大碩士班精進策略檢核表 

主旨:檢送本校碩士班(一般生)招生精進策略執行檢核表,請貴系(學位學

程)於 106年 3月 31日(星期五)前填復,請查照。 

說明: 

 、依據本校 105年 10月 12日 105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決議辦理  

、依上開會議決議略以:「請 105學年度碩士班一般生註冊率未達 60% 

或註冊人數在 5人以下之系所(包括中文系、外文系、公行系、歷史

系、華語文學程、經濟系、財金系、資工系、土木系、電機系及應

光系,計 11 個系所) ,應於系所內召開正式會議檢討並提出因應對

策,且參考招生組提供之招生精進策略執行檢核表進行相關檢核。 

、爰請貴系(學位學程)於旨揭期限前提出具體檢討報告送教務處彙整,

俾依據所提具體意見積極推動相關措施,改善招生情形  

正本:本校人文學院中國語文學系人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人文學院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人文學院歷史學系、人文學院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管理學院經濟學系、管理學院財務

金融學系、科技學院資訊工程學系、科技學院土木工程學系、科技學院電機工程學系一、科

技學院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學系副本:本校教務處招生組 

校長蘇玉龍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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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碩士班優秀學生獎勵辦法 

      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11 日第 367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5 日第 391 次行政會議通 

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20 日第 480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優秀學生就讀本校碩士班，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獎勵對象為碩士班一般生（不含在職生），獎勵年限最多至第二

學年為限。  

第三條 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或碩士班入學考試錄取，於當學年度註冊入學，且

經各系(所、學位學程)審核後推薦者，得依下列三種方式申請獎勵：  

(一) 凡修讀本校五年一貫學碩士學位之預研生，大學前三年學業總

成績排名為全班前百分之五十(含)者，免收碩士班第一學年全額

「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並於入學後第一學年之第二學期註

冊後頒發獎學金新台幣三萬元。  

(二) 本校大學部應屆畢業生或已畢業校友，畢業成績為全班排名前

百分之五十(含)者，免收碩士班第一學年全額「學雜費基數」及

「學分費」。  

(三) 他校學生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或碩士班入學考試錄取，為該系

（所、學位學程）正取第一名，免收碩士班第一學年全額「學雜費

基數」及「學分費」。若採招生分組，則該系（所、學位學程）需

就各組別正取第一名中擇優推薦一名。  

第四條  本校碩士班在學學生，其第一學年之學業成績平均八十五分以上，並

經各系(所、學位學程)推薦者，免收第二學年全額「學雜費基數」及

「學分費」。  

前項各系(所、學位學程)可推薦人數如下：全班在學人數在十五人以

下者，得推薦一人；十六人以上者，每滿十五人得多推薦一人。   

第五條  符合本辦法第三條獎勵規定學生，未於錄取當學年度註冊入學或辦理

保留入學、休學、退學者，自動取消其獎勵資格。符合本辦法第四條

獎勵規定學生，若於第二學年未註冊入學或辦理休學、退學者，自動

取消其獎勵資格。其經核定核發獎學金或免收「學雜費基數」及「學

分費」者，並應補繳相關費用。  

第六條  符合本辦法獎勵規定學生，第一學期須先註冊繳費，俟獎勵資格、成績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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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系(所、學位學程)推薦名單等審核確認後，由教務處於開學後一個月內統一

辦理獎學金核發、免收或退費事宜。  

第七條  本辦法獎學金所需經費由本校學生公費及獎勵金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第八條  第三條及第五條規定自一０七學年度碩士班入學新生開始適用。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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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至 106新生註冊率(更正 106.12.28) 

 

註：  

1. 本表 106 註冊率之統計依據教育部統計處 106學年度大專定期公務統計報表 4-7之定義為基準，並配合教

育部「大專校院新生註冊率公開方案」辦理。 

2. 欄位名稱「106教育部核定名額(不含外加)註冊人數」已扣除新生已註冊退學及前學年度新生保留入學已

重新入學之學生數。 

3. 欄位名稱「106教育部核定名額(不含外加)」已扣除新生保留入學之學生數。 

4. 註冊率加網底者，表示該系所之註冊率低於該學制之註冊率平均值。 

5. 欄位名稱「106新生(含外加名額)」招生人數：教育部核定總量內招生人數+外加實際分發人數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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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國立暨南國際大學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 

學位學程計畫書 

第一部份、摘要表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一百零八學年度申請增設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申請類別 ■新增     □調整 班別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申請案名 
中文名稱：管理學院學士班 
英文名稱：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BA) 

曾經申請年度：□107 學年度   □106 學年度   □105 學年度   ■未曾申請過 

授予學位名稱 商學士 

所屬院系所或

校內現有相關

學門之系所學

位學程 

 名稱 
設立 
學年度

現有學生數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學系 經濟學系 84 267 10 0 277 

學系 國際企業學系 84 271 39 1 311 

學系 資訊管理學系 85 244 48 0 292 

學系 財務金融學系 88 253 32 0 285 

學系 觀光休閒與餐旅管理學系 103 384 29 0 413 

學位學程 新興產業策略與發展碩士學位學程 106 0 25 0 25 

學位學程 高階經營管理碩士學位學程 96 0 100 0 100 

學位學程 
兩岸高階主管經營管理境外碩士在

職學位學程 
100 0 45 0 45 

學位學程 新興產業策略與發展博士學位學程 102 0 0 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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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設有管理

學院學士班相

關之學校 

國立清華大學       科技管理學院學士班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金融管理學院學士班(菁英班) 
國立東華大學       管理學院管理科學與財金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元智大學           管理學院學士班 
輔仁大學           商業管理學士學位學程 
東吳大學           巨量資料管理學院學士班 
大葉大學           管理學院學士班 
長榮大學           管理學士學位學程 
 

專業圖書 
 

1.中文圖書: 329,568 冊，外文圖書: 128,985 冊；  
2.中文期刊: 261 種，外文期刊: 62 種。 
3.擬增購圖書 7,000 冊，期刊 314 種。 
4.其他： 

招生管道 1.繁星推薦，2.個人申請，3.考試分發 三大類 

擬招生名額 
招生名額 27 名（其中 15 名依教育部「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試辦計畫」

規定，由本校碩士班名額以 1 比 1 方式調整流用至學士班，另 12 名則由

本院各學系學士班招生名額調整) 

填表人資料 
(請務必填列) 

服務單位及職稱 管理學院院長 姓名 陳建良 

電話 049-2910960＃4500 傳真 049-2915722 

Email clchen@nc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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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計畫內容 

壹、 申請理由 

根據美國勞動部近期的一份研究報告〈未來工作—21 世紀工作的趨

勢與挑戰〉（Futurework - Trends and Challenges for Work in the 21st 

Century）指出，現在學生未來將從事的工作，有 65％現在還不存在，也

就是說未來最夯的工作，現在都還 Google 不到。 

過去台灣高等教育的人才養成模式傾向高度專業化，學科愈分愈

細，培養出來的人才多是某一特定領域的專才，但普遍缺乏對產業全貌

的瞭解及整合的能力。許多學者和企業家們也認為，只有一項專精技術

的 T 型人才，已不足以滿足就業市場的需求；現在企業界更需要的，是

能夠跨領域溝通與創新的 π 型人才。過去大學內各系所大多單打獨鬥，

跨系間的溝通交流相對有限；現在跨領域整合的教育，已然是先進國家

教育潮流的新趨勢。歐美許多大學在課程設計上，已改採大學部不分系，

以增加學生涉略不同領域的機會，  

教育部 102 年人才培育白皮書中，亦提出未來人才需具備「就業力」、

「創新力」、「跨域力」等關鍵能力。2016 世界經濟論壇-The Future of Jobs

報告也預測，未來人才最需具備的前三能力為「複雜問題解決能力」、「批

判式思考能力」以及「創造力」。然而，目前高等教育多以教室為場域之

傳統教學模式，和單一教學設計的課程理論，只能提供教科書上教條式

的知識與簡單的思考能力，難以滿足培育未來人才場域的需求。也因此，

現有教學模式與課程設計必需加以改變，才能夠有效及時因應時代潮流

變化，培育未來人才。 

本申請案之試辦理由可歸納如下： 

(一) 當前高教體制不易配合產業需求，亟需轉型以培育跨領域 π 型人才 

過去台灣高等教育一直存在著適性選擇不足與知識系統薄弱兩大問

題。首先，根據一項針對全國大學生的調查發現，國內大一新生有三分

之一不滿意所選擇科系，四分之一學生想轉系，但其中僅有 6%學生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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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造成如此高比例學生選擇科系與自己的志趣不合現象，大致可歸

因於傳統社會中強烈的升學主義，以及聯招「一試定終生」的劃一制度；

高中時期的學生缺乏探索自我興趣與性向的機會，只能把全部心力投注

在升學考試中，升學考試後又缺乏輔導及轉銜機制，最後根據分數與志

願入學。於是，多數學生只能懵懵懂懂的進入經由聯招體系分發的科系，

和自己的志趣性向關係有限。再者，目前台灣高等教育分科過細，科系

壁壘分明，課程偏重專業科目，即便逐漸提供輔系雙主修的選擇，但對

多數學生而言，仍舊普遍缺乏跨系、跨院的選課修習空間，只能培育出

具單一領域專業的專才。 

當前全球教育改革的趨勢莫不聚焦在學生「就業競爭力」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的提昇。教育學者和企業家們認為只有一

項專精技術的 T 型人才已不足以滿足就業市場的需求，現在企業界更需

要的，是能夠跨領域溝通並具創新思維的 π 型人才。此類型人才的特點，

是具有活用資料的分析概念，同時更具備解決問題的能力。國內大學高

等教育要培育 π 型人才，首要之務就是申辦以院為核心的課程規劃與學

習系統。觀諸西方先進國家的高等教育，有相當比例是大一大二不分系，

藉由低年級的興趣探索，確立高年級的學習興趣，同時有各種配套的彈

性修課學習方案；類似概念在國內現階段並不容易全面移植。國內高教

的科系領域分科鮮明，囿於傳統的系所建置，從師資、生員、行政人力、

經費、辦公空間乃至獎助學金，都是在各別系所的建置下成立，也因而

限制了學生修課、選課直到畢業的科系選擇彈性與多樣化。 

過去 30 年來我國高教的進化 (步)，對比內外在環境的巨變，實屬有

限；即以長期以來大學生修業的學分數、學則規定皆無明顯變化，乃至

學費幾乎沒有調整，可見端倪。其次，對照西方國家習見的大一大二不

分系制度，在我國大專校院的推動，因為受限於嚴格的系所分別，仍有

很大侷限。再者，從國外大學來台開設分部分校仍然稀少，即可理解我

與國際高教的接軌，尚有相當努力空間。對照 Stanford 2025 的宏圖規劃，

即將打破所有系所藩籬，讓學習成為終身的持續性工作，我國的高教制

度尚待即時而全面的重新檢視。面對臺灣高教即將到來的重大衝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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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教師薪資、外在環境變化、周邊國家競爭等層面，都亟需解決方

案。準此，本案所陳不分系規劃，只是我國高教面對內外挑戰，一個連

續轉化過程的階段工作，也希望藉此牽動其他相關改善工作，逐步朝向

更有效的學習環境邁進。 

爰此，高教轉型的基礎工作，首先應思考如何打破系所間的藩籬，

並引導學校建立以學院為統整核心單位的教學體制，改進系所本位之教

學現場，強化並提供學生跨域學習機會，學校應分別針對課程教學模式

的調整、師資及教學資源的整合及招生方式與名額的運用整體規劃以符

應學生學習完整的需求及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宗旨。 

(二) 符應當前教育政策重點與本校中長期校務發展方向，強化學生在地

關懷與國際化視野 

社會參與是最近臺灣與全球熱門的議題之一，隨著現代網路社會的

形成以及青年世代的出現，各種以新議題為導向的公民行動蓬勃興起。

臺灣過去的教育常忽略了與社會議題及在地關懷的結合，對學生而言，

如果學習探討問題的知識能與在地議題結合，更容易激發學生學習動

機，提升學生學習效果，因此，以在地連結與人才培育為核心，透過人

文關懷與協助解決區域問題之概念，投入學界能量深耕在地，發揮大學

價值，善盡社會責任責無旁貸。 

全球化的進程無日無之，促使人與人、民族與民族、社會與社會、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連結益形緊密，甚至已成為「地球村」。當全球化與國

際化的社會已然來臨之際，擁有超越民族國家、種族、宗教、語言、價

值觀之差異的國際觀點與全球意識，以及對多樣性及差異性的寬容精

神，勢必將成為未來公民所應具備的基本資質，也將是全球競合中的重

要競爭力。企業界所需的 π 型人才，不可或缺的特質之一是開闊的國際

視野。因此，強力推動國際化機制，積極輔導學生出國交換、研修與實

習，體驗多元文化，於實踐中領悟真知識，以為將來在國際競爭奠定基

礎。 

本校的辦學特色同時具備在地化與國際化，培育學生成為兼具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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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實踐能力、以及國際宏觀格局的現代公民。試想，當今臺灣社會的

發展，既需要在地實踐的社會創新人才，也需要能知悉國際情勢發展、

跨越多元文化、快速接軌世界新觀念的人才。在過往，在地化與國際化

被視為兩種互不相關的教育端點，透過不同類型的教育方針和教學方

法，才能各自培育出社會需求的人才。但從本校的教學發展經驗中，漸

進地摸索「越在地越國際」、「全球思維在地行動」的精要。近年本校參

與埔里在地的改變，往往是透過師生帶入更多的國際案例和知識理論而

促成。同樣地，水沙連地區的案例也透過國際交流而躍升世界舞臺，吸

引更多的國際學術目光與臺灣本土社會的關注。本校有能力也有信心發

展更好的教學方式、營造合適的多元學習環境，以因應未來社會所需之

既能微觀在地、有行動力，又能鉅觀世界、有廣博知識力的端點人才。 

(三) 面臨少子化挑戰，必須進行全面性高教體質改造 

未來十年臺灣的少子化問題將會更加嚴峻，每年入學人數大幅減

少，可能導致部分大學招生不足，面臨無法經營之窘境。暨大地處臺灣

地理中心內地鄉鎮，生活機能與交通便利性雖因高鐵通車和國道建設而

有大幅改善，但相較於其他西部幹線周邊地區仍處於相對劣勢。近年來

臺灣的縣市發展多聚焦於六個大都會生活圈，越來越多學生考量交通方

便與生活機能，選擇北部或都會地區之大學院校就讀。南投縣發展排名

也多落後於其他非六都縣市，較難以與都會相同的教學品質條件，吸引

中部以外縣市學生選擇暨大就讀，若此情況隨著城鄉發展落差擴大，未

來招生將面臨巨大挑戰。 

 

針對上述背景及緣由，管理學院必須在課程設計、教學模式、學習

場域…等諸多方面做改善，以院為本的課程內容、以院為本的師資規劃

乃至於以院為本的招生策略，全面性建構以院為本的招生、課程、學生

輔導、師資聘用機制，以符應時代潮流，培育符合當前社會所需的跨領

域國際人才。 

在這個構思下，本院啟動「院進院出」的院學士班實驗計畫，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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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學院學士班」，並且把大一、大二的課程進行統整。管理學院不分

系的院本課程學士班，是本院未來不分系碩士班與博士班的先期工作。

少子化的衝擊，對於國內各大專校院的碩士班與博士班同樣帶來巨大的

招生壓力。本院預計在院本課程不分系學士班試辦的第三年開始，依據

之前的試辦經驗，逐步推動院內不分系所的碩士班與博士班，一方面強

調多元對話，讓大學部到碩士班與博士班的學生，都能夠走出傳統專業

分工太細的窄門，重視跨域知識的連結與統合。在知識的傳授之外，更

特別重視學生實作與國際連結，包括各類型的課外教學、社會實踐、國

外交換、國外實習與田野調查等，培育符合未來產業發展與的知識實踐

者與跨領域人才。 

 

貳、本學系發展方向與重點 

    茲就「管理學院學士班」的發展方向與重點說明，本學士班將具有三項發

展重點。 

重點一：打破系所科際藩籬，有效流通教學資源，提升教學單位資源使用效益 

重點二：以學院為核心進行課程改造，落實院本課程，達到學生跨域學習目的

重點三: 以學生學習為教育軸線，培育跨領域人才 

 

一、打破系所科際藩籬，有效流通教學資源，提升教學單位資源使用效益 

  要鼓勵學生主動學習，除了在跨系、跨校選課、轉系、輔系、雙主修等事

項上，應提供學生更自由的彈性外，關鍵仍在於打破系所本位藩籬。透過本學

士班成立，從課程設計、教學模式、學習場域…等諸多方面做改善，以院為本

的課程內容、以院為本的師資規劃乃至於以院為本的招生策略，全面性建構以

院為本的招生、課程、學生輔導、師資聘用機制，有效整合所屬系、所的資源

及優勢，建立一個以學院為統整核心單位的教學體制。 

如此不僅能迅速因應國家社會發展及學生學習完整的需求，即時調整名額

並機動開設課程或跨領域學程。同時在學院的整合調度下，以學院所涵括的學

門領域為角度，較易提出合理的人力需求推估及課程規劃，學生不用受系所選

課束縛，教師跨系所合作開課更具可行性，有利於學生跨域學習。 

 

二、以學院為核心進行課程改造，落實院本課程，達到學生跨域學習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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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於 107 年度推動「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試辦計畫」，主要目的就在於

弭平學用落差、縮減理論與實務間鴻溝之問題，強調「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這些都是當前高等教育專業學習中較為缺乏而待強化的部份。準此，未

來在「管理學院學士班」課程設計上，特別強調大一大二的管院不分系統合性

課程，讓選擇院本課程的學生，在低年級建構廣博的知識基礎並進行興趣探索，

中高年級時再依照自己的興趣選修不同學院和科系的專業學程，以具備跨領域

的多種知識能力。此外，本學士班課程規劃企業參訪、業師輔導等實務性課程，

以增加學生對產業的實務認知。並以厚實的實務知識與實作增進學生專業，鼓

勵學生激發創意，積極參與接近實際就業創業環境之專題及競賽，培養就業創

業競爭力。 

院本課程的設計概念，是以院為主體，進行課程規劃的主導。觀察本案各系

的基礎必修有相當程度的共通性。現階段院本課程的設計，是在既有的輔系／

雙主修系統上，設計更有彈性、更靈活、更多樣，以學生為學習主體的修課要

求。和這個方向一致的管院不分系學程，原則上要求學生至少選修二個主修學

程，同時更鼓勵跨院選修微學分，或者選修跨系／跨院院專題課程；期待這些

學生都成為「天生雙主修」，甚至「多主修」。 

 

三、以學生學習為教育軸線，培育跨領域人才 

提升學生就業競爭力之教學規劃，不應只有專業學科的技術能力培養，也應

注重跨領域知識之學習與統合，並在跨領域課程學程的架構下，配合實作與參

與經驗，培養在地實踐能力，進而提升學生的就業競爭力。在教學具體促進上，

藉由社會參與式學習機制的推動，以社會參與式課程與微型社會參與式提案促

使師生走進社區，注重在地實踐的跨領域學習。這些在地實踐能力培養的教學

規劃，有別於傳統學科領域的知識傳遞，更注重的是實作與經驗所培養的素養

能力。在特色教學的規劃上，營造處處皆學習的生活學習氛圍、強調真實問題

感的社會參與式教學方法，重視跨領域及跨科際的合作學習，帶動起學生的學

習興趣。 

綜上，本學士班之特色為： 

（一）以組織理論為本、企業實務為體之學用合一課程設計 

本學士班主要的院本課程設計係由商管基礎科目、企業組織理論和經濟理

論出發，並透過業師協同教學、企業參訪、企業實習等實作課程，培育具堅實

管理理論基礎，與世界產業脈動接軌的學用合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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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化的師資 

本學士班由本校管理學院各學系專任教師共同支援開課，多元化的師資陣

容可提升學生多元領域的專業學術涵養。另外，為了增加學生對實務問題的瞭

解，本學士班也將透過遴聘兼任師資、業界師資與辦各類企業講座或研討會等

方式，讓學生能增進學習廣度及對企業問題的深入分析能力。透過不同領域的

專家和老師，帶學生看見不同領域的觀點，養成跨界思考、跨域整合的創新能

力與自學習慣，才能面對產業變化愈來愈快速的未來。 

如何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強化教師的教學熱誠，達到「教學相長」的效

果，是不分系學程的初衷，同時也是終極目標。對應這兩個目標，本案之設計，

應該從最基本的要求做起：一是招生，二是師資。就招生而言，應設法錄取學

習動機強的學生（透過高中成績、外語能力、課外活動、面試、國外經驗等觀

察）；從師資來看，需耐心組建具備熱誠的教師團隊（檢視教師評量、教學獎項、

教師社群參與等履歷紀錄來召集）。在這些前提的設定之下，再討論如何增進學

習動機與教學成效。就學生的學習面，可以透過小班制降低生師比，提供雙導

師制 (包括學業導師與生活導師)，強調外語能力提升，設計出國／實習／交換

為必修學分，從大一到大四都規定專題實做課程，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就教

師的教學面，提倡院內／跨院教師社群的組成，鼓勵跨科系／跨專業／跨實務

教師的共同授課，同時獎勵教師參與各種校 (國) 際專業設群活動，期可維持教

學熱誠於不墜。而學習與教學之間的有效互動，更要搭配管理學院逐步建置的

各種專業教室與硬體設備，包括目前正在規劃的 PBL 學習教室、創客空間，以

及大數據資料庫，都是教學相長的基礎平臺。針對高年級同學，可以再加上各

種 TA 和 RA 的學習機會，更增師生雙方的學習互動，透過教師的身教強化學習

效果。 

 

（三）跨領域的多元學習 

本學士班將管理學院課程整合，打破系所藩籬，以「主修」代替系所，學

生可配合其就業及生涯規劃，修習主修學程及輔修學程，不再受限傳統轉系、

輔系制度，自由的修習跨域學程，幫助學生適性發展、探索自我，建立商管專

業整合之彈性學程，提供學生更多元、具特色的跨領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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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分系的設計核心，就應該是提供暨大培養學生學習的自由度，而且此學

習自由度和教學彈性化是彼此反饋，交互影響的。質言之，也就是以「學生為

中心」的學習方式，引導學生「跨領域」學習，從傳統的主修／輔系概念，培

養他們離開學校之後擁有自主學習的能力與方法。不分系的課程設計，從學科

的選擇修習，延展到學習的方式，加上小班制大量配置學習導師，可以依據每

一位學生的志趣組成「客制化」的學習清單，協助他們精準選擇學科與學習路

徑。這樣的學生學習方式，對於學生、學習導師和授課教師而言，同樣都是一

種挑戰，也希望可以由此激發學習動機與教學熱誠。 

 

 

參、本學系與世界潮流之趨勢 

在一個高度科技發展的全球化社會中，知識不再以知識本身的追求與心靈

智慧的培育為最高目的，知識已成為一種商品，並經由科技的管道販賣於各種

網絡上。準此，傳統上作為追求並傳播知識以提昇心靈智慧並促進學生人性潛

能發展的大學也就面臨了極大的衝擊與挑戰，進而重組及改變了大學的任務、

組織結構與教育過程，對於知識的控制已從國家、大學轉移至電腦網路上。而

電腦科技的運作邏輯是實作性與有效性，因此接受教育其實也就意味著必須去

學習實作知識。「實作性」成為教育的中心概念，教育過程的每一個層面，都要

求要能達到有效性，教育的任務就在於以最有效的方法來提供學生學習。大學

除了成為職前的技術訓練所外，也負起了在職訓練與繼續教育的新任務，這就

強調了從轉移整體知識到年輕人的就業準備或成人，以協助他們改善技術與擴

增工作視野。 

基於上述背景，全球教育改革的趨勢莫不聚焦在「就業力」 (employment 

ability) 的提昇。如果大學培養出來的學生缺乏工作能力，大學教育就只是學術

象牙塔，缺乏實際的用處。經濟加速發展過程所需各類人才之培育，大學更是

肩負重任而責無旁貸。過去台灣高等教育的人才養成模式傾向高度專業化，學

科愈分愈細，培養出來的人才多是某一特定領域的專才，但卻普遍缺乏對產業

全貌的瞭解及整合的能力。教育學者和企業家們認為只有一項專精技術的 T 型

人才已不足以滿足就業市場的需求，現在企業界更需要的是能夠跨領域溝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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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的 π 型人才。此類型人才重要的是活用適當資料的能力，要具有解決問題

的能力。而具有良好知識又能獲得與掌握知識的人，在現代社會中最佔盡優勢

的。最好的實作性效能不在獲得更多的資訊，而在於能以新的方式來重組資訊，

亦即，以新的「步法」(moves)去運用資訊。而此就有賴於想像力與創造力的展

現。想像力的特質是速度，藉由想像力，可以創造出新的步法，改變原有遊戲

規則。 

綜上所述，教育必須在各種訓練中，容納所有能增加個人學習不同學科的

能力，亦即必須進行科際的整合。科際整合的觀念強調以集體腦力激盪的方式，

來研究改進實作，跨領域整合的教育成為趨勢。準此，如何協助學生提昇競爭力

與創造力，以在科技化與全球化世界中能夠脫穎而出，領航世紀，開拓藍海，是

高等教育當前最重要的課題。 

準此，暨大管理學院啟動「院進院出」的院學士班實驗計畫，成立「管理學

院學士班」，並且把大一、大二的課程進行統整。一方面強調多元對話，讓學生

能夠走出專業的窄門，同時重視跨域與統合。除了知識的傳授，更特別重視學

生實作，包括各類型的課外教學、田野調查、社會實踐等，培育具社會關懷且

有能力的知識實踐者與跨領域人才。 

 

肆、 本學系與國家社會人力需求之評估 

一、國家社會人力需求分析 

由於現今東亞區域整合逐漸成形，臺灣面對全球的經濟整合，國際競爭逐漸

加劇，尤其是亞洲的區域整合正加快談判中（例如：中韓 FTA、中日韓 FTA），

為避免進一步的邊緣化，需透過貿易自由化以突破瓶頸，臺灣可經由 ECFA 的簽

署做為起點，並擴增到與其他主要貿易往來國簽署，為達成臺灣經濟持續成長的

願景目標，我國需做好各項準備，對內將朝產業轉型、市場開放、法規鬆綁來努

力；對外則是加速推動 FTA、ECA、TPP 與 RCEP，透過開啟經貿自由化，以提

升我國產業的整體國際競爭力。 

而過去臺灣製造業與服務業的投資分配不均，且有形與無形資產的投資亦分

配不均，故在追求規模經濟時，常造成資源的耗用與環境的破壞。故未來臺灣將

透過培育新興產業以優化結構，並發展軟實力以形塑產業新的比較優勢。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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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過去製造業偏重在製程的效率提升，對於關鍵產品與技術仰賴進口，缺乏品

牌與通路，故附加價值較低，附加價值創造力低將不利提升所得與生活品質。因

此，未來將透過傳統產業的升級以提升價值、透過製造服務雙引擎以擴大成長基

盤。 

現今全球情勢快速轉變的情況下，產業結構隨經濟發展而變遷，是必然之趨

勢，我國在全球產業環境日益變遷下，面對上述全球化的經貿競爭浪潮、區域經

濟的整合及強化，以及國際產業發展之趨勢，若無法以國際化的思維適時調整相

關產業發展政策，則我國產業在全球上的發展必定備受壓抑。 

近年產業轉型為趨勢導向為主的產業發展，所需要的研發者要能探詢趨勢，

保有汲取新技術與新思維的彈性能力，甚至能進一步創造趨勢。人才培育重點成

為創造未來，而這牽涉到摸索前瞻、未知領域，因此，必須著重培養多元素養與

保持開放探索的能力。除了要能知道其專業技術能做什麼外，更要知道社會趨勢

上有那些多元與潛在需求、為何有或沒有這些需求、以及如何滿足與創造這些需

求。 

台灣產業、科技研發，與人才培育正在轉型，當我們希望逐漸擺脫高耗能、

高污染、高社會與高人力成本的代工產業，轉向創意經濟、前瞻研發時，我們必

須更認真思考，這些體制、文化與自身的關連。 

事實上，上述的機制，也以不同面貌對科技領域之外的研究者與學生發生作

用。因此，人才變少的危機，不只是科技界的問題，而是整體高等教育體制的問

題。當我們期望發展新產業模式時，不但要重新調整相關的教育與研發體制，打

破學科壁壘與獨尊科技的安排，在人才培育上，更必須認真地思考，如何在制度

與實務上，逐漸落實推動結合多面向、跨領域知識與涵養的教育。 

在這種方向下，培養跨領域人才的意義，不單是縮短「學、訓、用」的落差，

或是將科技轉化成產值等拼經濟的意義。更重要的是，在已經無法擺脫科技影響

的今日，我們需要更積極地正視創新科技與社會的多重可能性。相較於單一技術

導向目標所訓練的人力，跨領域的人才或許較有機會貼近在地、創造更為多元的

科技模式，進而發展不同於過去獨尊科技與經濟發展下，所型塑的單一個人生

涯、產業模式、社會發展與價值。也因此，這不單是目前的科技產業轉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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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也不是表面上的人才危機，而是督促科技、人文與社會人積極參與跨領域合

作的轉機，更是台灣社會轉型的契機。 

隨著全球化思潮的發展，全球各地的經濟、社會、政治及科技已逐漸整合為

高度連動的地球村體系，也增強各領域之間的相互關聯性。產業發展的人才需要

也同樣朝向跨域整合的趨勢，在傳統的窄化專業勞動力需求之外，更多新職缺徵

求的是具備跨領域知識以及解決問題的人才。換言之，當前以知識為基礎的經濟

運作方式，強調跨領域的合作，有別於傳統的創新思維，創新的知識經濟亦隨之

產生。在現今高度競爭環境中，跨界知識整合成了最關鍵的能力。高等教育在此

衝擊下，科系之間界線亦趨向模糊與多樣化，並兼顧通才與專才，強調知識統整

與專業知識並重，尊重個別差異與適性選擇的新潮流。 

 

二、學生來源、學生畢業後就業市場狀況分析 

本校畢業生就業率曾榮獲 104 科技資訊集團 102 年 5 月發佈之「104 大學就

業率」領先群殊榮。根據商業週刊第 1328 期「大學社會新鮮人就業率大調查」

報導，本校畢業生 2008 年至 2010 年三年期間，就業率高達 71.33%，平均薪資為

30,498 元，排名為全國第 7。 2011 年本校委託 1111 人力銀行進行雇主滿意度

調查，企業僱用本校畢業生後的滿意程度，企業最滿意之前三項特質為：具備團

隊合作能力（平均分數為 3.77 分，滿分為 5 分）；具備表達與溝通能力（平均分

數為 3.73 分，滿分為 5 分）；具備良好工作態度、穩定性與抗壓性（平均分數為

3.62 分，滿分為 5 分），與前列成績可交相輝映。整體來說，本校畢業生在職場

上的表現，頗獲雇主正面肯定。管理學院畢業生就業情形亦表現亮眼： 

(一) 國際企業學系：經調查畢業學生就業情形，金融保險業約佔 30%、科技

業約佔 20、傳統製造業約佔 15%、教育服務業約佔 8%、批發零售業約

佔 7%、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約佔 5%、運輸倉儲或通信業約佔 3%、

剩餘公共行政、住宿餐飲、不動產及其他服務業約佔 12%，顯見 50%以

上畢業學生任職於金融科技產業，發展前景良好。 

(二) 經濟學系：經調查畢業學生就業情形，政府公部門佔 30%、金融業約佔

30%、教育服務業約佔 10%、其他產業佔 30%，顯見 60%以上畢業學生

任職於公部門或金融產業，發展前景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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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訊管理學系：畢業生就業情形調查結果，電子資通訊業約佔 57%、政

府與教育約佔 16%、金融業約佔 12%、服務業約佔 6%、製造業約佔 6%

及其他行業佔 3%，資管系碩士畢業生 57%皆從事與本科系相關專業之

行業，培養學生專業技術，達到學用合一。 

(四) 財務金融學系：經調查畢業學生就業情形，資訊科技業佔 15%、金融財

務業約佔 70%、政府公共部門業約佔 15%，顯見 70%以上畢業學生任職

於金融產業，從事與本科系相關專業之行業，培養學生專業技術，達到

學用合一。 

(五) 觀光休閒與餐旅管理學系：政府公職及教學單位（學校、補教業）占 40%，

國內外觀光休閒產業旅行社、航空業、會展公司、觀光協會、度假打工）

20%，一般商業及其它行業別（零售業）占 20%，待業及準備公職考試

占 20%。顯見 60%以上畢業生任職於政府部門或觀光休閒產業，發展前

景良好。 

顯見，本校管理學院培育學生之未來就業市場前景的光明可期。 

伍、 本學系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自民國 84 年設校以來，在南投埔里默默深耕發展，目前

有人文學院、管理學院、科技學院、教育學院，共計 21 個學士班、34 個碩士班、

15 個博士班，持續提升教學品質，進行學術研究，服務族群社會。我們善用地

理環境的優勢條件，創造出屬於暨大人的品味與特色，強調培養學生獨立思考、

開闊胸襟、關懷族群社會與活潑的創造力，除了時常舉辦各式創意競賽，並且

推動特色運動，鼓勵學生樂於服務社會。在學生教育方面，學生品德的塑造、

知識學習、特色運動與社區服務是我們在學生學習方面所強調的。同時，為擴

展學生國際視野，我們提供多元的學習環境，加強外語能力學習，以提昇國際

競爭力。 

近年來，暨大積極向外爭取大型的全校型計畫多強調具在地實踐精神之特

色發展，執行成效頗受好評。例如民國 104-106 年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無

邊界大學計畫)以及民國 106 年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均受到教育部肯

定，也是暨大的教學特色。暨大自 104 年度起推動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無

邊界大學計畫)，以培養青年留/返鄉的創發能力為教學目的，以 R 立方學程作為

導引，透過三階段學習(探索校準、知識應用與創新實作)，開設各項跨領域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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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及各種行動方案，串連校內外各項學習資源，培育未來留/返鄉青年實務人

才。106 年度暨大開始參與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以在地關懷、

產業鏈結、永續環境等議題為軸向，以在地連結與人才培育為核心，透過人文

關懷與協助解決區域問題之概念，投入學界能量深耕在地，發揮大學價值，善

盡社會責任。 

未來，本學士班實際運作上將透過參與「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試辦計

畫」，並結合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及無邊界大學計畫中 R 立方學程概

念，就是大量實作問題解決模式，將創新思維導入學習，讓理論與實務更加結

合，增加學生學習的跨域思維，同時導入目標學習 (purpose learning) 的概念，

例如學生學習財金，不再只是學習理論，而是在本校的 R 立方學程裡，學習如

何透過金融創新解決農村振興的問題。最後，透過 R 立方學程的創新實作課程，

搭配各系目前既有的專題課程，引入真實議題、善用專業知識，協助解決問題，

培養學生主動學習、探索知識的跨領域能力及解決問題能力，培育擁有面對現

實世界所需整合性知識及技能的高素質人才。 

 

陸、 本學系之課程規劃 

   本學士班主要以培育跨領域商管人才為主，課程設計以「以學院為主體，跨

系所設計」為核心宗旨，主要課程特色說明如下： 

一、開設「院本課程」： 

有別於傳統分科教育模式，「管理學院學士班」課程強調學識基礎及

尊重學生為學習主體。因此大一大二年間，開設商管學科的主要科目，

讓學生接觸許多學科領域的基礎課程，獲得寬廣的基礎學識能力，一方

面厚植寬廣的學識基礎、一方面摸索興趣與能力的方向。大三大四年間

提供多元成套的特色領域學程，每個學生畢業前至少需修完一個主修學

程(第一專長)及一個輔修學程(第二專長)。學生修業過程中，可以自由地

選擇、改變主輔修學程。透過全面盤點院內課程，調降系所必修學分數，

規劃推動院本課程，院本課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首重大學生的核心能

力，分為低 (一、二) 年級和中高 (三、四) 年級，以及院本實作課程，

在課程品質上建立全院共同標準。 

(一)低(一、二)年級要建立院本通識 (college-based GE)，以管院各系共同主

修為架構的通識基礎，有別於校通識，在教學上實踐「越在地、越國際」

的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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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三、四)年級院本課程提供各系主修 (major) 學程，學生自由選擇第

一專長主修學程及第二專長輔修學程。 

(三)院本實作課程強調實做 (hand-on)、實習 (internship) 與田野調查 (field 

study)，鼓勵學生在大三到大四寒暑假，參與院本課程規劃的實做與實

習課程。讓學生畢業時具備跨領域能力，同時有動手解決問題的能力。 
不分系班級應該更徹底執行做中學，從一開始就投入實務學習。目

前的規劃方式是各年級都必修實做專題，特色如下： 
大一專題：從偏向學術導向的各系專題課程出發，要求教師開授跨系／

跨領域專題，供大一學生修習。 
大二專題：設計偏向實務導向的專題，並與 USR 主題搭配。 
大三專題：鼓勵申請科技部計畫，或執行海外田野調查專題，或選擇實

習專題。 
大四專題：依據學生未來出路，規劃跨系及跨院的實務專題或學術專

題，供其選修。 

課程概念圖如下圖所示： 

 

 
 

二、提升學生程式設計與資料分析能力： 

晚近全球各主要國家的經濟政策，共同聚焦於數位創新議題。2016 年 

OECD 部長會議宣示，各國應持續推動數位創新以帶動成長的目標，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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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提升寬頻連結與基礎建設，支持資訊自由流通，促進電子商務發展，

力求降低境內、跨境電子商務障礙，創造數位經濟就業機會，期使所有

人皆具有參與數位經濟與社會之必備技能與機會。2016 年在南美洲舉辦

的 APEC 部長會議，同樣呼籲透過數位經濟實現包容性，強調藉由電子

商務在區域內的進階連結，協助個人或中小企業擴展生意，尤其是在移

動裝置和上線可及性所構築的數位經濟基礎上，實現成長、就業和生活

水準的提升。 

配合數位經濟開展起飛的國際趨勢，行政院從 106 年度起推動「數位

國家 創新經濟發展方案」，簡稱「DIGI +方案」，期程從 2017 年至 2025

年；預計在 2025 年時，使我國資訊國力排名能躍進全球前 10 名。DIGI +

方案的推動策略，是透過數位創新帶動經濟發展。規劃層面以數位科技

作為國家發展基磐，從寬頻基礎建設到智慧網路社會，強化政府數位治

理，進而推動數位創新經濟，開拓富裕數位國土，帶動各項產業翻轉。

執行層面則強調跨部會合作及中央與地方共榮，結合公私部門能量，建

構可供數位創新經濟發展的生態環境。在整體完備的政策規劃之下，可

以預見我國將快速邁向以數位創新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模式。 

面對席捲全球的數位創新經濟發展趨勢，以及臺灣作為全球資通訊 

(ICT) 產業的軟硬體生產重鎮，同時扮演亞洲整體 ICT 產業鍊的關鍵角

色，除了應加強數位創新領域的產業發展，更應積極為相關數位經濟產

業開展人才培育，以為臺灣配合並參與區域與全球經濟發展的基礎性與

互補性工作。尤其，隨著數位經濟在產業發展的角色日益頻繁，人才培

育過程中加入數位概念與程式編譯能力更顯重要。 

1995 年蘋果創辦人喬布斯（Steve Jobs）就已主張程式設計的重要性，

2014 年歐巴馬（Barack Obama）不僅親自學程式語言，更宣佈將程式設

計列入美國國中課程。教育部也從去 (2017) 年起推動「數位人文課程創

新計畫」。顯然，培養大學學生程式設計的能力已刻不容緩。本學程擬由

淺而深，在各年級開設程式設計相關課程，以程式設計的學習方式，增

進學生分析問題、資料蒐集、邏輯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力。 

管理學院今（2018 年度）獲得教育部補助 800 萬執行數位經濟計畫，

相關經費除了數位經濟主題課程之外，也由此充實與資料分析及程式設

計相關的軟硬體建置。就軟體建置而言，是各類資訊相關課程（包括微

學分、程式語言、程式應用、資料分析）的設計，搭配管理學院建置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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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教室（配合學校推動 PBL 教學所需教室、創客空間、金融分析實驗室），

以此強化學習成效與教學品質。此外，通識教育中心和高教深耕計畫推

動的 R 立方學程，設計從校準、提升到深化的三階段學習進階。這些課

程設計的概念，也會同時納入課程設計的序列安排。 

 

(一)第一階段基礎程式基礎知能，首要培養學生體驗程式的潛力及能耐，

針對自身的領域來定義問題，進而拆解問題及採取相對應的科技來解決

問題； 

(二)第二階段逐步加開實務課程，如何結合資料庫系統有效地分析、處理

及呈現資訊； 

(三)第三階段持續加開程式設計跨域深化課程，整合各院學生組成團隊以

多專業領域的融合力量，應用資訊科技來回饋社會。 

三、拓展學生國際視野： 

為符應全球化的時代來臨，國際移動能力將成為未來衡量人才的重要

指標之一。在如此競爭的國際市場中，學生國際化能力更顯重要。為此，

規劃在學生大學四年期間，要修習「國際參與」課程，參與國際化活動，

例如海外實習、國際志工、國際研討會、交換生等，以「國際化的在地

行動」作為方向，建置兼具國際視野和在地關懷的知識網絡和「做中學」

方案。 

暨大作為海外聯招的主辦學校，累積多年的海外招生經驗，應該更容

易和既有的在地化成果連結，形塑具有暨大特色的「在地／國際」(glocal) 

學習環境，而有幾個層次的具體行動計畫規劃。不分系學程學生四年修

業期間，必須完成以下必修項目： 

(一) 參與至少一項 URS 的在地型計畫（尤其是台暨成計畫）， 

(二) 累積至少一項國外經驗（包括國際交換、海外實習、田野調查等） 

這兩個項目的完成，是達成在地／國際同時要求的基本項目。 

以下是選修項目，由導師依照學生特質與興趣，在四年期間輔導學生

選擇： 

(一) 申請大專生參與科技部研究計畫。 

(二) 參與管理學院申請 AACSB 國際認證工讀生。 

(三) 參與海外聯招工作（例如製作宣傳影片與文宣，協助引導僑生、外生

熟悉校內生活，擔任僑外生的教學小老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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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管理學院正逐漸開展和中彰投企業的外派人員訓練，以及海外工廠人

員回台短期訓練，本班學生可以積極參與協助工作。 

(五) 配合國際處辦理各項國際團體參訪準備工作，優先徵選本班學生擔任

工讀生及接待人員，力求外語能力與敬業精神之培養。 

這些項目不一定有學分，但是透過導師制度輔導學生積極參與，擴展

視野，務求在地化與國際化成為學生的「內在基因」。 

四、 業界師資協同教學： 

開設實務導向課程，並引進業師及產業資源，全面提升學生就業競爭

力。未來擬透過與海外台資企業合作，讓學生海外實習成為台資企業的

海外幹部儲備訓練。 

五、 開設特色領域學程： 

由管理學院各系所支援開課，預計開設五大特色領域學程，供學生修

讀：國際企業學程、金融科技學程、資訊科技學程、經濟會計學程及觀

光餐旅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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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本學士班未來課程規劃如下： 
 
 
 
 
 
 
 
 
 
 
 
 
 
 
 
 

 
 
 
詳細課程規劃表如下： 

課   程   內   容 

共同必修 

科目類型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校共同課程 

(12 學分) 

英文一(上) 2 必修 

英文一(下) 2 必修 

英文二 2 必修 

國文(上) 2 必修 

國文(下)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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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內   容 

共同必修 

科目類型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服務學習(上) 0.5 必修 

服務學習(下) 0.5 必修 

大一體育(上) 0 必修 

大一體育(下) 0 必修 

特色運動 1 必修 

通識領域課程 

(19 學分) 

人文領域 5 必修 

社會領域 5 必修 

自然領域 5 必修 

特色通識領域 4 必修 

院本課程 

(36 學分) 

管理學 3 必修 

統計學 3 必修 

會計學 3 必修 

經濟學 3 必修 

企業管理與行銷 3 必修 

金融科技 3 必修 

資訊科技 3 必修 

財務管理 3 必修 

程式設計 3 必修 

商業倫理與法律 3 必修 

企業專題 3 必修 

國際活動 3 必修 

國際企業學程 

 

 

 

 

 

 

 

 

 

國際企業學程 

 

 

微積分及實習(上) 3 必修 

微積分及實習（下） 3 必修 

國際禮儀與商務溝通技巧 2 必修 

民法概要 3 必修 

組織行為 3 必修 

國際標準舞 0.5 必修 

國際金融市場 3 必修 

國際企業管理 3 必修 

高爾夫球 0.5 必修 

國際財務管理 3 必修 

國際行銷管理 3 必修 

企業管理專題(一) 1 必修 

企業管理專題(二)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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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內   容 

共同必修 

科目類型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國際企業學程 

 

國際策略管理 3 必修 

國際企業經營管理個案導論 1 選修 

產業與競爭分析個案導論 1 選修 

商業倫理決策 3 選修 

國際貿易理論與政策 3 選修 

商務英文會話 2 選修 

管理經濟學 3 選修 

投資學 3 選修 

商務英文寫作 2 選修 

對外投資理論與兩岸經貿發展 3 選修 

智慧財產權 3 選修 

國際金融理論 3 選修 

生產與作業管理 3 選修 

人力資源管理 3 選修 

國際經濟貿易法規 3 選修 

創新管理 3 選修 

國際企業環境分析 3 選修 

企業營運模式 3 選修 

中小企業管理與創業家精神 3 選修 

創新管理 3 選修 

高等統計學 3 選修 

電子商務 3 選修 

廣告管理 2 選修 

服務業管理 3 選修 

國際人力資源管理 3 選修 

產業與競爭分析 3 選修 

財務報表分析 2 選修 

組織理論 3 選修 

創新事業競賽 3 選修 

國際策略管理個案特論 1 選修 

企業實習（一） 2 選修 

企業實習（二） 2 選修 

企業實習（三） 2 選修 

企業實習（四） 2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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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內   容 

共同必修 

科目類型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企業實習（五） 2 選修 

企業實習（六） 2 選修 

財經資料分析 3 選修 

行銷研究 3 選修 

理財規劃 3 選修 

國際消費者行為 3 選修 

海外企業實習 6 選修 

國際證券市場 3 選修 

寶成企業實習 4 選修 

寶成企業實務講座 2 選修 

經濟會計學程 

 

 

 

 

 

 

 

 

 

 

 

 

 

 

 

 

 

 

 

 

 

 

 

 

英文聽講一（上） 1 必修 

英文聽講一（下） 1 必修 

微積分及實習(上) 3 必修 

微積分及實習(下) 3 必修 

個體經濟學（上） 3 必修 

個體經濟學（下） 3 必修 

總體經濟學（上） 3 必修 

總體經濟學（下） 3 必修 

數理經濟學(上) 3 必修 

數理經濟學(下) 3 必修 

貨幣銀行學（上） 2 必修 

貨幣銀行學（下） 2 必修 

財政學（上） 2 必修 

財政學（上） 2 必修 

計量經濟學(上) 3 必修 

計量經濟學(下) 3 必修 

經濟專題一 3 必修 

經濟專題二 3 必修 

國際貿易 3 必修 

國際金融 3 必修 

稅務法規 2 選修 

商業套裝軟體 2 選修 

資訊管理導論 3 選修 

財務管理 2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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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內   容 

共同必修 

科目類型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經濟會計學程 

 

 

 

 

 

 

 

 

 

 

 

 

 

 

 

 

 

 

 

 

 

 

 

 

 

 

 

 

 

 

 

行銷管理 2 選修 

英文聽講二（上） 1 選修 

英文聽講二（下） 1 選修 

稅務法規 3 選修 

台灣經濟發展策略 2 選修 

台灣經濟發展策略 3 選修 

賽局決策 2 選修 

經濟數學 3 選修 

不確定經濟學 3 選修 

訊息經濟學 3 選修 

賽局理論 3 選修 

賽局理論 2 選修 

福利經濟學 3 選修 

高等統計學 3 選修 

線性代數 3 選修 

經濟預測 3 選修 

國際金融與匯兌 3 選修 

國際貿易與投資 3 選修 

金融市場 2 選修 

金融市場 3 選修 

財務經濟學 3 選修 

成本會計學 2 選修 

成本會計及實習（下） 2 選修 

貨幣政策 3 選修 

發展經濟學 3 選修 

產業經濟學 3 選修 

產業經濟學 2 選修 

台灣產業政策與問題 3 選修 

勞動經濟學 3 選修 

區域經濟學 3 選修 

資源經濟學 3 選修 

環境經濟學 3 選修 

當代經濟問題探討 2 選修 

當代經濟問題探討 3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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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內   容 

共同必修 

科目類型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經濟會計學程 

 

 

 

 

 

 

 

 

 

 

 

 

 

 

 

 

 

 

 

 

 

 

 

 

經濟會計學程 

 

 

 

 

 

 

大陸經濟問題探討 3 選修 

政治經濟學 3 選修 

法律經濟學 3 選修 

西洋經濟思想史 3 選修 

區域經濟合作與整合 3 選修 

程式設計(上) 3 選修 

網路經濟學 2 選修 

個體經濟專題（一） 3 選修 

個體經濟專題（一） 2 選修 

個體經濟專題（二） 3 選修 

個體經濟專題（二） 2 選修 

個體經濟專題（三） 3 選修 

個體經濟專題（四） 3 選修 

總體經濟專題（一） 3 選修 

總體經濟專題（二） 2 選修 

計量經濟專題（一） 3 選修 

公共經濟學 2 選修 

利息理論 2 選修 

人力資源管理 3 選修 

國際經濟學 3 選修 

資訊經濟學 3 選修 

高科技產業 3 選修 

中級會計學 3 或 4 選修 

會計實務與研討 3 或 4 選修 

勞動經濟專題 2 選修 

統計推論 2 選修 

服務業管理 3 選修 

科技與經濟日文(一) 2 選修 

科技與經濟日文(二) 2 選修 

公司法務與研討 3 選修 

消費者行為學 3 選修 

休閒管理 3 選修 

健康經濟學(一) 3 選修 

健康經濟學(二) 3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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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內   容 

共同必修 

科目類型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經濟會計學程 

 

休閒經濟學 3 選修 

管理科學 3 選修 

跨國公司與生產 3 選修 

經濟學名著選讀 3 選修 

都市經濟學 3 選修 

公共經濟學 3 選修 

就業規劃實務一 3 選修 

就業規劃實務二 3 選修 

跨文化溝通 3 選修 

經濟短文選讀 3 選修 

健康經濟學（二） 2 選修 

總體經濟專題（二） 3 選修 

社會科學導論 3 選修 

環境與自然資源經濟學 3 選修 

勞動經濟學(二) 2 選修 

旅遊經濟學 3 選修 

經濟史 3 選修 

勞動經濟學（一） 2 選修 

勞動經濟學（二） 3 選修 

經濟史（二） 3 選修 

歐洲聯盟經濟 3 選修 

投資學 3 選修 

健康經濟學 3 選修 

企業實習(一) 2 選修 

企業實習(二) 2 選修 

企業實習(三) 2 選修 

企業實習(四) 2 選修 

企業實習(五) 2 選修 

企業實習(六) 2 選修 

數量方法 3 選修 

工程經濟 2 選修 

經濟發展專題 3 選修 

金融實務與職涯發展 2 選修 

金融科技與創新 2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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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內   容 

共同必修 

科目類型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東南亞華人經濟史 3 選修 

中日貿易史專題 3 選修 

華商研究 3 選修 

臺灣社會經濟史 3 選修 

賽局理論與應用 3 選修 

資訊科技學程 

 

 

 

 

 

 

 

 

 

 

 

 

 

 

 

 

 

 

 

 

 

 

 

 

 

 

 

 

 

計算機概論 3 必修 

資料結構與演算法(上) 3 必修 

管理資訊系統 3 必修 

資料庫管理系統 3 必修 

系統分析與設計 3 必修 

企業資訊通訊與網路 3 必修 

資訊管理專題與個案(上) 3 必修 

資訊管理專題與個案(下) 3 必修 

計算機組織 3 必修 

資料結構與演算法(下) 3 必修 

軟體工程 3 必修 

系統程式 3 必修 

作業系統 3 必修 

網頁程式設計 3 必修 

離散數學 3 必修 

線性代數 3 必修 

財務管理 3 必修 

組織行為 3 必修 

作業研究 3 必修 

決策支援系統 3 必修 

生產與作業管理 3 必修 

行銷管理 3 必修 

軟體工程 3 必修 

作業系統 3 必修 

網頁程式設計 3 必修 

資訊安全管理與技術 3 必修 

行銷管理 3 必修 

作業研究 3 必修 

人因與人機介面 3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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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內   容 

共同必修 

科目類型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英語聽講(上) 1 選修 

英語聽講(下) 1 選修 

供應鏈管理 3 選修 

影像資訊處理 3 選修 

計算智慧及規劃 3 選修 

資訊科技與服務科學 3 選修 

科技管理 3 選修 

資訊科技學程 

 

 

 

 

 

 

 

 

 

 

 

 

 

 

 

 

 

 

 

 

 

 

 

 

 

 

 

人力資源管理 3 選修 

產品設計與數值模擬 3 選修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 3 選修 

網路商業模式設計 3 選修 

職涯成功密碼 1 選修 

人機互動系統開發 3 選修 

顧客關係管理 3 選修 

企業營運模式及決策分析模擬 3 選修 

本體論知識系統與資料分析 3 選修 

會計學及實習(二) 3 選修 

多媒體網頁設計 3 選修 

專案管理 3 選修 

開放源碼應用 3 選修 

高等資訊網路 3 選修 

高等演算法（一） 3 選修 

高等作業研究 3 選修 

高等作業研究 3 選修 

嵌入式即時作業系統 3 選修 

管理數學 3 選修 

次經驗法則計算 3 選修 

知識管理 3 選修 

多準則決策 3 選修 

企業系統導入 3 選修 

創新事業導論 3 選修 

RFID 與網路安全 3 選修 

Linux 作業系統 3 選修 

密碼學 3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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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內   容 

共同必修 

科目類型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資訊科技學程 

 

 

 

 

 

 

 

 

 

 

 

 

 

 

 

 

 

 

 

 

 

 

 

 

 

 

 

資訊科技學程 

 

 

管理會計系統 3 選修 

ERP 與實習 3 選修 

系統動力學 3 選修 

RFID 資訊系統 3 選修 

進階科技英文 3 選修 

高等企業資源規劃 3 選修 

系統思考與系統動態學 3 選修 

進階人機互動系統開發 3 選修 

財務計算 3 選修 

協同設計/商業 3 選修 

成本會計學及實習（上） 2 選修 

市場調查 2 選修 

國際金融市場 3 選修 

國際企業環境分析 3 選修 

國際策略管理 3 選修 

投資學 3 選修 

財務工程與實案研討 3 選修 

財務應用軟體 3 選修 

國際投資專題 3 選修 

電腦圖學 3 選修 

Web 技術 3 選修 

高等演算法（二） 3 選修 

UNIX 程式設計 3 選修 

邏輯設計 3 選修 

UNIX 使用入門 3 選修 

設計思考 1 選修 

Linux 系統管理實務 ( 一 ) 3 選修 

Linux 系統管理實務 ( 二 ) 3 選修 

團隊實作與敏捷開發 ( 一 ) 3 選修 

團隊實作與敏捷開發 ( 二 ) 3 選修 

 

 

 

觀光餐旅學程 

休閒與遊憩概論 3 必修 

觀光學 3 必修 

國際禮儀 1 必修 

企業見習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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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內   容 

共同必修 

科目類型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人力資源管理 3 必修 

企劃實務與實習 3 必修 

服務業管理 3 必修 

餐旅與觀光行銷 3 必修 

研究方法與實習 3 必修 

觀光餐旅英文 1 必修 

財務報表分析 1 必修 

畢業專題 2 必修 

旅運管理 3 必修 

觀光休閒產業分析 3 必修 

觀光資源規劃 3 必修 

觀光行政與法規 3 必修 

餐飲管理 3 必修 

旅館管理 3 必修 

餐旅服務品質 3 必修 

餐旅服務技能 3 必修 

觀光解說 3 選修 

導遊與領隊實務 3 選修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 3 選修 

多媒體與網路行銷 3 選修 

會展產業概論 3 選修 

航空票務與訂位系統 3 選修 

旅遊地管理與活動企劃 3 選修 

房務與客務管理 3 選修 

廚藝實務 3 選修 

飲務實務 3 選修 

烘焙實務 3 選修 

餐旅設施與規劃 3 選修 

民宿經營管理 3 選修 

餐飲安全與衛生 3 選修 

品牌管理 3 選修 

服務業創新 3 選修 

遊樂區經營管理 3 選修 

消費者行為 3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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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內   容 

共同必修 

科目類型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觀光餐旅學程 

 

 

 

生態旅遊 3 選修 

餐旅資訊系統 3 選修 

產品開發與遊程設計 3 選修 

餐旅績效管理 3 選修 

觀光日語 ( 上 ) 2 選修 

觀光日語 (下 ) 2 選修 

地方特色產業發展 3 選修 

宴會與國際會議管理 3 選修 

顧客關係管理 3 選修 

餐旅微型創業 3 選修 

餐旅個案分析 3 選修 

餐飲連鎖業管理 3 選修 

專業實習 ( 一 ) 9 選修 

專業實習 ( 二 ) 9 選修 

電子商務 3 選修 

金融科技學程 

 

 

 

 

 

 

 

 

 

 

 

 

 

 

 

 

 

金融科技學程 

微積分及實習(上) 3 必修 

微積分及實習(下) 3 必修 

個體經濟學 3 必修 

迴歸分析 3 必修 

總體經濟學 3 必修 

金融機構管理 3 必修 

保險學 3 必修 

不動產投資概論 3 必修 

投資學 3 必修 

衍生性金融商品 3 必修 

債券市場 3 必修 

財務管理(一) 3 必修 

財務管理(二) 3 必修 

財務報表分析 2 必修 

國際財務管理 3 必修 

民法概要 3 選修 

管理數學 2 選修 

數理統計學(一) 3 選修 

數理統計學(二) 3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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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內   容 

共同必修 

科目類型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金融科技學程 

 

 

商用套裝軟體 3 選修 

金融科技應用 3 選修 

線性代數 3 選修 

財金計量方法 3 選修 

本國金融法規 3 選修 

財務應用軟體 3 選修 

財金計量專題 3 選修 

貨幣銀行學 3 選修 

財務金融專題 3 選修 

財務計量方法 3 選修 

風險管理 3 選修 

不動產經濟學 3 選修 

信用風險專題 3 選修 

信用管理 3 選修 

不動產管理 3 選修 

風險管理與保險 3 選修 

銀行管理 3 選修 

銀行巴賽爾協議 3 選修 

資產證券化 3 選修 

風險值分析 3 選修 

國際金融市場 3 選修 

投資及證券分析專題 2 選修 

基金管理與實案研討 3 選修 

投資及證券專題 3 選修 

個人財務管理 3 選修 

投資分析與程式交易 3 選修 

機器人理財 3 選修 

Python 程式語言在財金的應用 3 選修 

金融創新 3 選修 

財務工程與實案研討 3 選修 

中級會計學(一) 3 選修 

中級會計學(二) 3 選修 

管理會計學 3 選修 

成本會計 3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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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內   容 

共同必修 

科目類型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金融科技學程 

 

創業財務學 3 選修 

專案融資 3 選修 

 公司理財專題 3 選修 

財務管理專題 2 選修 

財務管理個案分析 3 選修 

銀行會計與實務 3 選修 

審計學 3 選修 

中小企業財務管理 2 選修 

稅務會計 3 選修 

職涯成功密碼 1 選修 

國際經濟學(一) 3 選修 

國際經濟學(二) 3 選修 

組織與人事管理 3 選修 

金融機構購併專題 3 選修 

金融國際化分析 2 選修 

預測方法 3 選修 

企業實習(一) 2 選修 

企業實習(二) 2 選修 

管理經濟學 3 選修 

網頁程式設計 3 選修 

行銷管理 3 選修 

企業管理實務 3 選修 

進階金融機構管理：實證分析 3 選修 

貨幣理論與政策 3 選修 

作業研究 3 選修 

投資銀行管理 3 選修 

經濟分析專題 2 選修 

計量分析專題 3 選修 

財務管理研討(一) 2 選修 

電子商務 3 選修 

微型創業與融資創新 3 選修 

決策支援系統 3 選修 

管理會計系統 3 選修 

進階財務實證方法 3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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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內   容 

共同必修 

科目類型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財務管理研討(二) 2 選修 

生產與作業管理 2 選修 

遊戲理論 2 選修 

社會保險 2 選修 

資本預算 3 選修 

財務預測方法 3 選修 

投資銀行管理與實案研討 3 選修 

保險公司財務管理 3 選修 

國際金融(一) 3 選修 

國際金融(二) 3 選修 

進階財務決策分析 3 選修 

國際經濟金融法規 3 選修 

稅務法規 2 選修 

非營利組織財務管理 3 選修 

企業購併 3 選修 

財務規劃與控制實案研討 3 選修 

貨幣市場 2 選修 

社會保險財務管理 2 選修 

不動產證券化 2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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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士班課程地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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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現有師資狀況及擬聘師資規劃 

  一、管理學院下轄國際企業學系、經濟學系、資訊管理學系、財務金融學系、

觀光休閒與餐旅管理學系等五個學系，擬由各系遴選教學績優教師優先

合聘為學士班師資，並視學院整體需求增聘 1 名專任教師。 

原所屬 
系所 

姓名 職級 最高學歷 證(聘)書字

號 
學術專長 

經濟學系 陳建良 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洛杉

磯分校經濟學博士

教字第

016755 號

經濟發展、勞動經

濟學、公共經濟

學、計量經濟學 
經濟學系 林佑龍 副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

校區經濟學博士 
副字第

027044 號

貨幣經濟學、總體

經濟學、國際經濟

學、公共經濟學 
國際企業

學系 
駱世民 副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國際

企業博士 
副字第

141893 號

國際企業經營策

略、產業與競爭分

析、創新與創業管

理 
資訊管理

學系 
尹邦嚴 教授 國立交通大學  

資訊科學博士 
教字第

011414 號

機器學習、演化式

計算、生物資訊、

圖形識別、影像資

料庫、資料探勘、

計算智慧、風力發

電、風險管理、供

應鏈管理 
財務金融

學系 
李享泰 教授 美國華盛頓州立大

學經濟學博士 
教字第

019034 號

財金時間序列分

析、多變量馬可夫

轉換模型、動態避

險 
觀光休閒

與餐旅管

理學系 

葉明亮 副教授 國立中興大學企業

管理博士 
副字第

140998 號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

與管理、休閒與觀

光產業策略管理、

休閒與觀光產業行

銷研究 
另有新聘專任教師 1 名(待聘) 

 

二、 未來，配合教育部「大專校院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試辦計畫」推動方向，

由管理學院全院師資支援本學系課程開設為主，其他院教師支援為輔。管

理學院擁有眾多高素質師資，目前共有專任教師 58 人，其中教授 24 人，

副教授 26 人，助理教授 8 人，均在國內外一流大學獲得學位，師資專長

多元、多樣性，年輕富有活力，發展潛力強，蓄積充沛的學術能量。管理

學院教師之學歷與研究專長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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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姓名 職級 最高學歷 學術專長 
國際企業

學系 
施信佑 教授 國立交通大學經營

管理研究所博士 
科技管理、創新管理、電子商

務 

國際企業

學系 
林欣美 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國際

企業學系暨研究所

博士 

國際企業理論、國際企業管

理、組織理論 

國際企業

學系 
胡毓彬 教授 國立清華大學統計

學研究所博士 
多變量時間序列的理論與應

用、財經資料分析 
國際企業

學系 
黃佑安 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企業

管理學系博士 
國際行銷、消費者行為、電子

商務 
國際企業

學系 
莊文彬 副教授 中央大學產業經濟

學研究所博士 
國際企業管理、對外直接投

資、國際技術管理 
國際企業

學系 
王銘杰 副教授 國立中山大學財務

管理研所博士 
國際財務管理、財務經濟學、

財務工程 
國際企業

學系 
陳靜怡 副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國際

企業學研究所博士

國際行銷、行銷研究、行銷管

理、資料庫行銷 
國際企業

學系 
吳淑貞 副教授 國立台北大學經濟

所博士 
資產定價、總體理論 

國際企業

學系 
許文忠 助理教

授 
英國里茲大學國際

企業學系博士 
國際企業、海外直接投資、中

小型企業成長 
國際企業

學系 
張玉芳 助理教

授 
國曼徹斯特都會大

學零售與行銷系碩

士 

零售管理、行銷學 

經濟學系 欉清全 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國際

經營與貿易學系博

士 

時間數列分析,國際金融實證

經濟學系 陳江明 教授 美國印地安那大學

經濟學博士 
實證經濟、健康經濟學、勞動

經濟學 
經濟學系 葉家瑜 副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立大

學農業環境與發展

經濟學系博士 

環境與自然資源經濟學、休閒

遊憩與觀光經濟學、健康經濟

學、計量經濟學 
經濟學系 吳健瑋 副教授 美國紐約州立大學

石溪分校經濟學博

士 

訊息經濟學、產業經濟學、賽

局理論 

經濟學系 邱顯鴻 副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

校區經濟學博士 
貨幣經濟學、總體經濟學、國

際經濟學、公共經濟學 
經濟學系 賴法才 副教授 美國路易斯安那州

立大學經濟學博士

政治經濟學、國際貿易 

經濟學系 陳妍蒨 副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經濟

系博士 
應用個體計量、勞動經濟學、

家庭經濟學 
經濟學系 張德存 副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經濟

所博士 
總體經濟、貨幣經濟 

經濟學系 花國庭 助理教

授 
美國科羅拉多州立

大學經濟學系博士

總體經濟、經濟發展 

資訊管理 洪嘉良 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商學 企業技術策略、科技政策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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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姓名 職級 最高學歷 學術專長 
學系 研究所博士 估、電子商務研究、網路行銷

資訊管理

學系 
陳彥錚 教授 國立清華大學資訊

科學博士 
網路管理、 資訊安全、無線

網路與行動通訊 
資訊管理

學系 
黃俊哲 教授 美國愛荷華大學 

工業工程博士 
知識管理、智慧型系統、服務

科學 
資訊管理

學系 
白炳豐 教授 美國堪薩斯州立大

學 工業與製造系

統工程博士 

資料探勘、次經驗演算法、作

業管理 

資訊管理

學系 
簡宏宇 教授 國立中興大學 應

用數學所博士 
物聯網安全及創新應用、密碼

學、網路安全、本體論應用

資訊管理

學系 
游子宜 教授 美國密西西比州立

大學 計算工程博

士 

醫療資訊、最佳化計算、平行

處理、視窗程式應用與設計、

RFID 應用 
資訊管理

學系 
余菁蓉 教授 國立交通大學 資

訊管理博士 
財務投資組合、社群媒體資料

分析、軟性計算、多準則決策

資訊管理

學系 
王育民 教授 國立中山大學 資

訊管理博士 
電子化企業、網路創業與行銷

經營、科技採用與決策評估、

網路行為與資料分析、決策支

援系統 
資訊管理

學系 
俞旭昇 副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 資

訊工程博士 
資料庫處理、物件導向程式設

計 
資訊管理

學系 
姜美玲 副教授 國立交通大學 資

訊科學博士 
作業系統、分散式系統 

資訊管理

學系 
戴榮賦 副教授 國立中山大學 資

訊管理系博士 
人機互動、眼球追蹤應用系統

開發、腦波介面系統開發、物

聯網系統整合開發、程式設計

（C#.Net, Android, Arduino, 
and SQL）、組織行為 

資訊管理

學系 
陳小芬 副教授 國立中央大學資訊

管理學系博士 
電子商務、行動商務、企業資

訊系統、雲端生態系統、企業

電子化、ERP 系統 
資訊管理

學系 
陳建宏 副教授 國立交通大學 管

理科學系博士 

系統方法、系統動態學、網際

網路應用、創新與創業家精神

財務金融

學系 
林霖 教授 英國倫敦大學組織

行為與財務管理博

士 

公司財管、創業財務學、投資

銀行 

財務金融

學系 
柯冠成 教授 國立中央大學財務

金融系博士 
資產定價、投資學、財務計

量、行為財務學 
財務金融

學系 
張眾卓 副教授 國立中正大學財務

金融研究所博士 
公司理財、市場微結構 

財務金融

學系 
王健安 副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管理

博士 
公司理財、金融機構經營與管

理、不動產金融 
財務金融

學系 
戴維芯 副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財務

管理博士 
投資學、行為財務學、證券市

場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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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姓名 職級 最高學歷 學術專長 
財務金融

學系 
朱香蕙 副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財務

金融博士 
風險管理、衍生性金融商品

財務金融

學系 
洪碧霞 副教授 國立中正大學財務

金融博士 
市場微結構、行為財務、法人

交易 
財務金融

學系 
張榮顯 副教授 台灣大學國際企業

學系(財務金融) 博
士 

衍生性金融商品、風險管理、

財務計量、統計學 

財務金融

學系 
賴雨聖 副教授 交通大學管理科學

系管理博士 
高頻財務、時間序列分析、期

貨避險 
觀光與餐

旅管理學

系 

戴有德 教授 美國賓夕凡尼亞州

立大學餐旅管理博

士 

餐旅經營管理、餐旅人力資源

管理、觀光休閒消費行為 

觀光與餐

旅管理學

系 

鄭健雄 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鄉村

休閒事業管理博士

農業與鄉村旅遊、生活美學與

文創產業、觀光產業分析、餐

旅與觀光行銷 
觀光與餐

旅管理學

系 

林士彥 教授 美國堪薩斯州立大

學工業工程與系統

管理博士 

服務業管理與行銷、品質管理

與工程、生態旅遊與環境教育

解說、服務體驗與服務科學、

觀光休閒產業研究、決策分析

與觀光餐旅產業績效評估 
觀光與餐

旅管理學

系 

楊明青 教授 美國賓州州立大學

休閒研究暨遊憩經

營管理博士 

休閒行為與休閒助益、民宿與

鄉村旅遊經營管理、全球旅

遊、觀光競爭力與趨勢、觀光

事業策略管理、休閒社會心理

學分析 
觀光與餐

旅管理學

系 

丁冰和 教授 國立中央大學企業

管理研究資管組 
博士 

休閒與觀光產業電子商務、休

閒與觀光產業網路行銷、休閒

與觀光產業科技策略研究、休

閒與觀光產業顧客關係管

理、休閒與觀光產業資料探

勘、研究方法 
觀光與餐

旅管理學

系 

曾永平 副教授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

遊憩、公園與觀光

學系博士 

觀光遊憩經營管理、觀光遊樂

業經營管理、觀光與環境解

說、休閒遊憩行為計量分析、

社區支持型綠色旅遊、社會企

業顧問諮詢與研究、原住民族

創業輔導陪伴 
觀光與餐

旅管理學

系 

吳淑玲 助理教

授 
國立台灣大學國際

企業學行銷博士 
觀光與文化創意、品牌管理、

線上休閒行為 

觀光與餐

旅管理學

系 

曾喜鵬 助理教

授 
國立台北大學都市

及區域規劃博士 
旅遊地品牌規劃管理、觀光競

爭力研究、觀光休閒產業分

析、都市及區域規劃、台灣民

宿研究 
觀光與餐 龎鳳嫺 助理教 香港理工大學酒店 餐旅觀光行銷、永續觀光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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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姓名 職級 最高學歷 學術專長 
旅管理學

系 
授 及旅遊業管理博士 旅、觀光與氣候變遷 

觀光與餐

旅管理學

系 

黃裕智 助理教

授 
美國克萊姆森大學

公園遊憩與觀光管

理博士 

資訊科技與觀光、 觀光行

銷、休閒產業分析、安康旅

遊、文化創意旅遊 
觀光與餐

旅管理學

系 

蔡宗伯 助理教

授 
美國美國德州理工

大學餐旅管理系博

士 

旅遊心理學、餐館管理、飲料

管理、休閒管理、觀光網路行

銷 

 

三、新聘教師需求 

新設的「管理學院學士班」需要跨領域的課程設計，其中包括各學科的基礎

研究、主題式專題研究等。因此，未來擬增聘具博士學位且符合助理教授資格

以上之教師。其學術背景及專長以國際企業管理、管理決策、國際金融與財務、

資訊系統研發、國際行銷、公司理財與會計、個體經濟、總體經濟、證券與衍

生市場等商管學門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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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本學系所需圖書、儀器設備及增購之計畫 

一、現有圖書、儀器、設備 

(一) 相關領域專業圖書 

  圖書資訊設備之充實乃學術研究之利基，本校積極擴充圖書資訊設備，隨著

圖書資訊大樓建置完成之後，本校現有的圖書設備、相關儀器與環境已有大幅

的改善。 

1.專業圖書、論文：本校圖書館現有中文圖書(含日、韓文)329,568 冊、西文

圖書(含歐美語文)128,985 冊、中文參考書 38,524 冊、本校論文 10,412 冊、

專案外借圖書 701 冊、教科書(中、西文) 1,041 冊、教師著作(中文)561 冊。 

2.期刊：合計種類共有 1,112 種、70,654 冊。中文現期期刊 781 冊、中文過期

期刊 28,877、大陸現期期刊 257 冊、大陸過期期刊 13,918、西文現期期刊

123 冊、西文過期期刊 24,694 冊、日文期刊 37 種、日文過期期刊 3,165 冊。 

3.電子資源：電子資料庫 223 種 (其中全文 203 種、索摘 17 種、館員編目用 3

種)、電子期刊(全文)63,235 種、電子書 138,594 種。 

4.微縮資料：微縮卷片 11,487 卷、微縮單片 36,522 片。 

(二) 現有相關領域專業期刊與資料庫一覽表 
本校商管

相關領域

中文期刊 

廣告雜誌  
活動平臺雜誌 
證券市場發展季刊  

旅遊科學 

本校商管

相關領域

西文期刊 

CQ :Cornell hospitality quarterl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Research :The Professional 
Journal of the Council on Hotel, Restaurant, and Institutional 
Education 
Management science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for operation research 
and the management science 
Operations research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Tourism Management 
Econometric theory 
Econometrica 
Inter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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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l. of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Jnl. of finance 
Jnl. of financial & quantitative analysis 
Jnl. of law & economics 
Jnl. of legal studies 
Jnl. of political economy 
Jn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Jnl. of travel research 
Leisure sciences 
Quarterly Jnl. of economics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Rural sociology 

本校商管

相關領域

中文電子

資料庫 

EBSCOhost- EconLit with Full Text 
Eikon with Datastream for Office 
TEJ 臺灣經濟新報 
SDC Merger & Acquisition 
EBSCOhost- ASP+BSP Package 
JSTOR 
天下雜誌群知識庫(四庫) 
中文電子期刊(CEPS 全類)+中文碩博士論文(CETD)資料庫暨平

台服務 
ScienceDirect- Complete + Freedom Collection 
ACM Digital Library 
ACM Digital Library + Computing Reviews 
UDNDATA 聯合知識庫 
全文報紙資料庫(聯合知識庫平台) 
商業周刊資料庫(2 人版) 

(三) 現有儀器設備實驗室 

現有空間及教學設備如下表所示： 
類別 編號 容納人數 設備 
一般教室 R203、R204、R206、

R207、R210、R212 
40 人 單槍投影機(遙控器) 

布幕 
資訊講桌(有電腦 1 台) R213、R215、R216、

R329、R331、R332  
65 人 

R217、R320、R350、R451 20 人 單槍投影機(遙控器) 
會議場所 R268 270 1. 單槍投影機(遙控器) 

2. 300 吋布幕 
3. 綜合播音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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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影音環控系統(控制面板) 

5. DVD 播放機(遙控器) 
6. 資訊講桌(有電腦 1 台) 
7. 無線麥克風 4 支 
8. VGA 線(10 呎) 
9. 音源線(10 呎) 

R371 250 1.單槍投影機(遙控器) 
2.300 吋布幕 
3.綜合播音系統 
4.影音環控系統(控制面板) 
5.DVD 播放機(遙控器) 
6.資訊講桌(有電腦 1 台) 
7.無線麥克風 4 支 
8.VGA 線(10 呎) 
9.音源線(10 呎) 

R260 120 1. 單槍投影機(遙控器) 
2. 180 吋布幕(遙控器) 
3. 綜合播音系統 
4. DVD 播放機(遙控器) 
5. 資訊講桌(有電腦 1 台) 
6. 無線麥克風 1 支 
7. VGA 線(10 呎) 
8. 音源線(10 呎) 

R241 100 1. 單槍投影機 
2. 180 吋電動螢幕 
3. 綜合播音系統 
4. DVD 播放機 
5. 有線麥克風 1 支 
6. VGA 線(10 呎) 
7. 音源線(10 呎) 
8. 資訊講桌 

R228 70 1.單槍投影機 
2.180 吋電動螢幕 
3.綜合播音系統 
4.DVD 播放機 
5.有線麥克風 1 支 
6.VGA 線(10 呎) 
7.音源線(10 呎) 
8.資訊講桌 

R226 70 1.單槍投影機 
2.180 吋電動螢幕 
3.綜合播音系統 
4.DVD 播放機 
5.有線麥克風 1 支 
6.VGA 線(10 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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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音源線(10 呎) 
8.資訊講桌 

第一會議室(R255) 36 1. 單槍投影機(遙控器) 
2. 150 吋布幕(遙控器) 
3. 會議系統 
4. DVD 播放機 
5. 數位錄音錄影系統 
6. 桌上型麥克風 
7. 無線麥克風 2 支 
8. 資訊講桌 

第二會議室(R443) 60 1.會議系統 
2.桌上型麥克風 
3.單槍投影機 
4.布幕 

第三會議室(R427) 40 1. 單槍投影機 
2. 布幕 

研討室(R253) 24 可調式會議桌椅 
活動式單槍及 NB 
 

研討室(R251) 24 
研討室(R249) 20 
研討室(R239) 24 
研討室(R237) 24 
默契咖啡(R352) 20 1.單槍投影機(遙控器) 

2.120 吋電動螢幕(遙控器) 

3.有線麥克風 1 支 
4.無線麥克風 1 支 

現有實驗室資源如下表所示： 
實驗室(研究室)名稱 主持教師 研究領域 設備內容（含軟硬體） 

實習咖啡廳 戴有德 餐旅經營管理、餐旅

人力資源管理、觀光

休閒消費行為 

公佈欄、布幕、投影機、工作檯、

講桌、冰櫃、製冰機、咖啡豆烘焙

機、溫熱飲水機、義式全自動咖啡

機、咖啡杯、溫器、冰砂機、實習

咖啡廳咖啡吧檯、咖啡磨豆機、義

式咖啡機、調理機、粉末定量機、

連續式封口機、靜電機、咖啡豆水

份計、咖啡烘豆機、VST 屈光光

度計咖啡品質濃度檢定儀、烘豆

機、咖啡手沖機、聞香瓶、磨豆機、

熱水壺、活動台車、咖啡水份密度

計、咖啡壺、白板、吧檯椅、電動

奶泡壺、兩孔一爐、咖啡磨豆機

精品咖啡實驗室 戴有德 
教授 

餐旅經營管理、餐旅

人力資源管理、觀光

休閒消費行為 

烘豆機、咖啡烘焙測試儀、軟木塞

壓塞器、餐桌運送車、餐椅運送

車、咖啡沖泡組 
實習餐廳 戴有德 餐旅經營管理、餐旅高沸點開水機、雙層咖啡機置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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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研究室)名稱 主持教師 研究領域 設備內容（含軟硬體） 

教授 人力資源管理、觀光

休閒消費行為 
台、單門發酵箱、鍋爐雙孔義式咖

啡機、咖啡磨豆機、義式咖啡機、

調理機、製冰機、立式麵糰攪拌

機、直立式三層單盤電烤箱、電陶

爐、靜電機、蒸烤機、熱風爐、發

酵箱、蒸籠、台車 
人機互動與創意行

銷中心 
 

戴榮賦 
副教授 

人機互動、眼球追蹤

應用系統開發、腦波

介面系統開發、物聯

網系統整合開發、程

式設計（C#.Net, 
Android, Arduino, and 
SQL）、組織行為 

分析儀器、切斷機、系統工具軟

體、呼吸監視器、空氣汙染自動測

量儀、紅外線偵測器、偵檢器、動

力牽引滑翔機、點子感測儀器 

資訊安全實驗室 簡宏宇 
教授 

物聯網安全及創新

應用、密碼學、網路

安全、本體論應用

上下拉門鋼製公文櫃、電腦辦公

桌、辦公椅、空氣對流機、監視錄

影機、感應器、行動硬碟、液晶顯

示器、旋風大烤箱 
紅外線熱像測溫儀、個人電腦、筆

記型電腦、智慧型導覽硬體、17
吋液晶觸控螢幕、3D 智慧眼鏡、

RFID 近距離無線通訊 SD 卡、行

動電話機 
商業自動化實驗室 俞旭昇 

副教授 
資料庫處理、物件導

向程式設計 
19 吋寬螢幕彩色液晶顯示器、上

下拉門鋼製公文櫃、飲水機、工作

椅、電腦辦公桌、辦公椅、19 吋

彩色液晶顯示器、繪圖板、檯燈、

電風扇、工作桌、個人電腦、筆記

型電腦、雷射印表機、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教育版軟體 

計算機與網路通訊

實驗室 
陳彥錚 
教授 

網路管理、 資訊安

全、無線網路與行動

通訊 

上下拉門鋼製公文櫃、學生電腦

桌、工作椅、電腦桌、電腦辦公桌、

辦公椅、平板電腦、ETHERNET
轉 485 模組、五層架、無線寬頻路

由器、無線基地台＋全向性增益天

線、耳掛式耳機、無線雷射滑鼠、

智慧管家、藍芽無線超薄鍵盤、智

慧電表、辦公桌、組合櫃、工作桌、

訊號轉換器、NFC 讀卡機、高階

17 吋彩色液晶顯示器、電子切換

器、四層網架、空氣清淨機、電腦

切換器、沙發床、感應器應用發展

平台、網路交換器、無線射頻標籤

系統、RFID 編碼器、Linux 作業

平台、筆記型電腦、筆記型電腦、

電腦主機、個人電腦、PDA、2-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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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研究室)名稱 主持教師 研究領域 設備內容（含軟硬體） 

網路儲存伺服器、4-Bay 網路儲存

伺服器、高階伺服器、1U 超薄型

伺服器、低階伺服器、伺服器 
、磁碟陣列卡、RFID SD 讀卡器

開發工具、Reader NFC RFID SD
讀卡器、RFID 模組套件、無線網

路 RFID 套件、RFID 讀取機、射

頻辨識讀取機、15 吋液晶顯示

器、PDA CF MIFARE 讀/寫模

組、超高速路由乙太網路交換器、

無線網路發測基地台、無線網路基

地台、網路模擬實驗平台、個人電

腦伺服器不斷電系統、32 型液晶

電視機、Whatup Gold Premium 
電子商務與科技行

銷實驗室 
洪嘉良 
教授 

企業技術策略、科技

政策評估、電子商務

研究、網路行銷 

公文鐵櫃組、電腦辦公桌、辦公

椅、橢圓會議桌、上下拉門鋼製公

文櫃、彩色液晶顯示器、多功能雷

射事務機、隨身硬碟、會議桌、電

腦桌、A4 資料櫃、OA-120 平桌、

電腦椅、公文鐵櫃組、U 型布面屏

風、會談椅+茶几、個人電腦、筆

記型電腦、平板電腦、數位攝影

機、投影機、一對一分離式冷氣機

計算機系統實驗室 
 

姜美玲 
副教授 

作業系統、分散式系

統 
上下拉門鋼製公文櫃、辦公椅、電

腦辦公桌、22 吋多媒體可錄式螢

幕、低階 19 吋彩色液晶顯示器、

電腦桌、波浪置物架、Ｕ型高牆

櫃、空氣清淨器、工作椅、沙發床、

電腦應用軟體系統、簡報器、多功

能噴墨印表機、空氣對流機、無線

麥克風組、無網管網路交換器、不

斷電系統、電腦螢幕、護眼檯燈、

交換器、手拉壁掛布幕、網路儲存

伺服器、崁入式系統測試版軟體、

公文鐵櫃組、A4 規格高階雷射印

表機、五層網架、白板、工作桌、

電腦辦公桌二抽、公文鐵櫃組、15
吋液晶顯示器、切換器、嵌入式測

試平台、無線傳輸模組、個人電腦

(一般型)、電腦主機、個人電腦、

運算封包處理器、網路儲存設備、

伺服器、2U 機架式低階 2 路伺服

器、硬體(平板電腦)、19 吋彩色液

晶顯示器、嵌入式 Linux 應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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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研究室)名稱 主持教師 研究領域 設備內容（含軟硬體） 

開發套件、資料紀錄擷取版、通訊

閘板、高速乙太網路交換器、一對

一分離式冷氣機、嵌入式系統開發

軟體 
智慧型系統與知識

管理實驗室 
黃俊哲 
教授 

知識管理、智慧型系

統、服務科學 
白板架、磁性白板、外接式燒錄

機、22 吋彩色液晶顯示器、行動

硬碟、無線鍵盤滑鼠組、上下拉門

鋼製公文櫃、Ｕ型高牆櫃、橢圓會

議桌、超薄平台式掃描器、液晶顯

示器、19 吋寬螢幕彩色液晶顯示

器、液晶螢幕、擴充基座、行動電

話機、NAS 硬碟、網路儲存伺服

器、直立式檔案櫃、智慧型手機、

平板電腦、無線顯示轉接器、交換

器、電腦螢幕、電腦椅、15 吋液

晶顯示器、五層網架、硬碟、網路

交換器、筆記型電腦、個人電腦、

電腦主機、A4 規格雷射印表機、

20 吋寬螢幕彩色液晶顯示器、冷

氣機 
計算最佳化實驗室 游子宜 

教授 
醫療資訊、最佳化計

算、平行處理、視窗

程式應用與設計、

RFID 應用 

上下拉門鋼製公文櫃、工作桌、單

面磁性白板、長方形會議桌、波浪

置物架、電腦辦公桌、沙發床、

A4 黑白雷射印表機、電腦桌、白

板、個人電腦 
創意與系統方法實

驗室 
陳建宏 
副教授 

系統方法、系統動態

學、網際網路應用、

創新與創業家精神 

上下拉門鋼製公文櫃、印表機 IP
分享器、2G 數位錄音筆、電腦辦

公桌、辦公椅、KD120 桌、鐵拉

門下置式鋼製公文櫃、黑白雷射印

表機、平板電腦、OA-140 平桌、

A 級鋁框單磁白板、16 埠交換器、

專業繪圖板、雙面白板架、雙面白

板、無線麥克風組、24HDMI 寬螢

幕彩色液晶顯示器、彩色液晶顯示

器、直立式檔案櫃、立地電扇、個

人電腦、電腦主機、筆記型電腦、

智慧型行動平台、平板電腦、一對

二分離式冷氣機 
資訊財經實驗室 余菁蓉 

教授 
財務投資組合、社群

媒體資料分析、軟性

計算、多準則決策 

工作椅、辦公椅、電腦辦公桌、長

方形會議桌、上下拉門鋼製公文

櫃、雙邊辦公桌、Ｕ型高牆櫃、單

面磁性白板、木製收納書櫃、電腦

辦公桌、圖書、沙發床、耳機、木

製會議桌、無線麥克風組、作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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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研究室)名稱 主持教師 研究領域 設備內容（含軟硬體） 

究最佳化建模軟體、一格櫃、公文

櫃、掃描器、投影機氣壓銀幕、木

製收納書櫃、三抽櫃、有線電話、

無線電話、檯燈、喊話器、電腦椅、

電腦桌、記憶體、書架、工作桌、

白板、網路交換器、個人電腦、筆

記型電腦、雷射印表機、彩色雷射

印表機、15 吋液晶顯示器、19 吋

彩色液晶顯示器、一對二分離式冷

氣機、Lingo 11 軟體、Extended 
Lingo 13、GAMS Base Module 
V2.5 

智慧型計算實驗室 尹邦嚴 
教授 

機器學習、演化式計

算、生物資訊、圖形

識別、影像資料庫、

資料探勘、計算智

慧、風力發電、風險

管理、供應鏈管理 

橢圓會議桌、上下拉門鋼製公文

櫃、辦公椅、沙發床、工作椅、高

級折合會議桌、停電照明燈、電腦

桌、高速乙太網路交換器、電腦辦

公桌二抽、筆記型電腦、個人電

腦、伺服器、雷射印表機、高階掃

描器、17 吋彩色液晶顯示器、19
吋彩色液晶顯示器、數位攝影機、

外接式 DVD 燒錄器、氣壓式布

幕、一對二分離式冷氣機 
智慧型資訊系統與

管理實驗室 
白炳豐 
教授 

資料探勘、次經驗演

算法、作業管理 
學生電腦桌、上下拉門鋼製公文

櫃、辦公椅、雙邊辦公桌、長方形

會議桌、學生電腦桌、單面磁性白

板、沙發床、印表機、電腦螢幕、

320G 行動硬碟、無線麥克風組、

電腦顯示器、個人電腦、電腦主

機、印表機、一對二分離式冷氣機

電子化企業實驗室 王育民 
教授 

電子化企業、網路創

業與行銷經營、科技

採用與決策評估、網

路行為與資料分析、

決策支援系統 

加楓沙發床、工作椅、工作桌、上

下拉門鋼製公文櫃、學生電腦桌、

磁性白板、長方形會議桌、電腦辦

公桌、辦公椅、2.5"行動硬碟、無

線麥克風組、19 吋寬螢幕彩色液

晶顯示器、高速乙太網路交換器、

電腦螢幕、簡報器、Visio、圖書、

行動電源、秘錄王、電腦桌、

OA-120 平桌、電腦椅、螢幕、工

作椅、洽談椅組、公文鐵櫃組、多

媒體之腦電訊號雲端統計分析系

統、筆記型電腦、個人電腦、電腦

主機、低階雷射印表機、A4 雷射

印表機、冷氣機 
資訊科技與組織經 陳小芬 電子商務、行動商 雙開門下置式鋼製公文櫃、電腦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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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研究室)名稱 主持教師 研究領域 設備內容（含軟硬體） 

濟實驗室 副教授 務、企業資訊系統、

雲端生態系統、企業

電子化、ERP 系統 

公桌、辦公椅、４孔打孔機、DVD 
影音光碟機、電腦桌、長方形會議

桌、檯燈、上下拉門鋼製公文櫃、

電腦辦公桌、液晶顯示器、雷射印

表機、不斷電系統、22 吋以上螢

幕彩色液晶顯示器、沙發床、電腦

桌、風速 DC 節能風扇、電腦主

機、個人電腦、電腦主機搭配 22
吋顯示器、筆記型電腦、A4 規格

雷射印表機 

 

二、計畫購買之圖書與設備 

未來將逐年編列預算，增購國際企業管理、管理決策、國際金融與財務、

資訊系統研發、國際行銷、公司理財與會計、個體經濟、總體經濟、證券與

衍生市場等商管學門之專業圖書與期刊，充實師生教學與學習資源，並可有

效支援本學位學程研究使用。 

擬增購之專業圖書及期刊列述如下： 

序號 書名 著者 出版社 
1 Marketing Research: A Concise 

Introduction 
Kolb, Bonita Sage 

2 Marketing: Theory, Evidence, Practice Sharp, Byr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A Profile of the United States Toy 
Industry: Serious Fun, 2/e 

Byrne, Christopher Business Expert Press 

4 Advanced Introduction to Consumer 
Behavior Analysis 

Foxall, Gordon Edward Elgar 

5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Marketing: 
Practical Applications 

Sterne, Jim Wiley 

6 B2B Marketing Strategy: Differentiate, 
Develop and Deliver Lasting Customer 
Engagement 

Taylor, Heidi Kogan Page 

7 Branding Inside Out: Internal Branding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d, Nicholas Kogan Page 

8 Consuming Choices: Ethics in a Global 
Consumer Age 

Schwartz, David T.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9 Contemporary Issues in Marketing and 
Consumer Behaviour 

Parsons, Elizabeth Routledge 

10 Creative Arts Marketing O'Sullivan, Terry Routledge 

11 Digital Branding: A Complete 
Step-By-Step Guide to Strategy, 
Tactics, Tools and Measurement 

Rowles, Daniel Kogan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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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Digital Marketing Deiss, Ryan For Dummies 

13 Entrepreneurial Selling: The Facts 
Every Entrepreneur Must Know 

Onyemah, Vincent Business Expert Press 

14 Essentials of Consumer Behavior Stephens, Debra L. Routledge 

15 Experiential Marketing: A Practical 
Guide to Interactive Brand Experiences

Smilansky, Shirra Kogan Page 

16 Film Marketing Kerrigan, Finola Routledge 

17 Fundamentals of Market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 Global Marketing Management System, 
2/e 

Janavaras, Basil J. World Scientific 

19 Handbook on Place Branding and 
Marketing 

Campelo, Adriana Edward Elgar 

20 Innovative B2B Marketing: New 
Models, Processes and Theory 

Hall, Simon Kogan Page 

21 Making a Difference in Marketing: The 
Foundation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Cahill, Jonathan Routledge 

22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Led 
Organizations: Creating and Operating 
Customer Focused Supply Networks 

Mason, Robert Kogan Page 

23 Marketing Performativity: Theories, 
Practices and Devices 

Mason, Katy Routledge 

24 Marketing: An Introduction Masterson, Rosalind Sage 

25 Native Advertising: The Essential Guide Lovell, Dale Kogan Page 

26 New Methods of Market Research and 
Analysis 

Erickson, G. Scott Edward Elgar 

27 Research Handbook of Marketing in 
Emerging Economies 

Marinov, Marin A. Edward Elgar 

28 Retailing in Emerging Markets Iyer, Jaya Halepete Fairchild Books 

29 Social Marketing: Rebels with a Cause Hastings, Gerard Routledge 

30 The Buyer's Toolkit: An Easy-To-Use 
Approach for Effective Buying 

O'Brien, Jonathan Kogan Page 

31 The Disappearing Product: Marketing 
and Markets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Bilton, Chris Edward Elgar 

32 The Marketing Complex: Why Modern 
Marketers Need to Manage Multiplicity

Lury, Giles Kogan Page 

33 Creating Value with Big Data Analytics: 
Making Smarter Marketing Decisions 

Verhoef, Peter C. Routledge 

34 Management of Marketing Lancaster, Geoff Routledge 

35 Social Media Marketing: A Strategic 
Approach 

Barker, Melissa S. South Western Educational 
Publishing 

36 Sustainable Luxury: Managing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 
Iconic Brands 

Gardetti, Miguel 
Angel 

Greenleaf Publishing (UK) 

37 Marketing Management: A Cultural 
Perspective 

Penaloza, Lisa Routledge 

38 Credit Management 6/e Bullivant, Glen Gower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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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Handbook of Research in Mass 
Customization and Personalization (2 
vols/set) 

Piller, Frank T. World Scientific 

40 The Ultimate Sales Machine: 
Turbocharge Your Business With 
Relentless Focus on 12 Key Strategies 
(Only 7 Tapee) 

Chet Holmes Blackston Audiobooks 

41 An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Science 
(UK) 

Pierron, Xavier Cengage EMEA 

42 Applications of Management Science Lawrence, Kenneth 
D. 

Emerald 

43 Armstrong's Handbook of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 Evidence-Based 
Guide to Delivering High Performance 

Armstrong, Michael Kogan Page 

44 Art of Modern Oriental Management: 
Applying the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Management Styles at Work 

Ong, YU Sing World Scientific 

45 Business Ethics: An Ethical 
Decision-Making Approach 

Schwartz, Mark S. Wiley-Blackwell 

46 Case Theory i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inventing Case Study 
Research 

Gummesson, Evert Sage 

47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Customer 
Centricity 

Parniangtong, Sathit Springer 

48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Art of 
Intercultural Harmony 

Dai, Xiaodong Routledge 

49 Contract Management: Core Business 
Competence 

Sammons, Peter Kogan Page 

50 Decision Analysis for Managers: A 
Guide for Making Better Personal and 
Business Decisions, 2/e 

Charlesworth, David Business Expert Press 

51 Enterprise Risk and Opportunity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Step-By-Step Examples for Pioneering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Organizations 

Benjamin, Allan S. Wiley 

52 How to Prepare a Business Plan: Your 
Guide to Creating an Excellent Strategy, 
Forecasting Your Finances and 
Producing a Persuasive Plan 

Blackwell, Edward Kogan Page 

53 How to Write Successful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Essays 

Tissington, Patrick Sage 

54 International and Cross-Cultural 
Business Research 

Usunier, Jean-Claude Sage 

55 Managing Conflict: A Practical Guide to 
Resolution in the Workplace 

Liddle, David Kogan Page 

56 Navigating Global Business: A Cultural 
Compass 

Ronen, Simch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7 Risk Management: Lever for Sme 
Development and Stakeholder Value 

Berard, Celine Wiley-I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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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on 

58 Smart Decisions in Complex Systems Massotte, Pierre Wiley-Iste 

59 Starting a Successful Business: Your 
Guide to Setting Up Your Dream 
Start-Up, Controlling Its Finances and 
Managing Its Operations 

Morris, Michael J. Kogan Page 

60 The Presentation Book for Senior 
Managers: An Essential Step by Step 
Guide to Structuring and Delivering 
Effective Speeches 

Surti, Jay Business Expert Press 

61 Unraveling the Mysteries of Case Study 
Research: A Guide for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Students 

Taylor, Marilyn L. Edward Elgar 

62 A Better Way of Doing Business?: 
Lessons from the John Lewis 
Partnership 

Salaman, Graem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3 Teaching Ethics Across the 
Management Curriculum, Volume II: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gunyemi, Kemi Business Expert Press 

64 The Risk Management Handbook: A 
Practical Guide to Managing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Risk 

Hillson, David Kogan Page 

65 The Phantom Capitalists: The 
Organization and Control of Long-Firm 
Fraud, revised edition 

Michael Levi Ashgate 

66 Brilliant Project Management: What the 
Best Project Managers Know, Say and 
Do 

Barker, Stephen Pearson 

67 How to Lead: What You Actually Need 
to Do to Manage, Lead and Succeed 

Owen, Jo Pearson 

68 Inside Intuit: How the Makers of 
Quicken Beat Microsoft and 
Revolutionized an Entire Industry 

Taylor, Suzann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69 Leadershock-and How to Triumph Over 
It: Eight Revolutionary Rules for 
Becoming a Powerful and Exhilarated 
Leader 

Hicks, Greg McGraw-Hill 

70 Leaning into Six Sigma: A Parable of 
the Journey to Six Sigma and a Lean 
Enterprise 

Wheat, Barbara McGraw-Hill 

71 Life Matters: Creating a Dynamic 
Balance of Work, Family, Time, and 
Money 

Merrill, A. Roger McGraw-Hill 

72 Secrets of the Game Business Laramee, Francois 
Dominic 

Charles River Media 

73 GE Work-Out: How to Implement GE’s 
Revolutionary Method for Busting 
Bureaucracy and Attacking 
Organizational Problems-Fast! 

Ulrich, Dave McGraw-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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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Manager’s Survival Guide Stettner, Morey McGraw-Hill 

75 Appreciative Inquiry Cooperrider, David L. Berrett-Koehler 

76 The Mckinsey Way: Using the 
Techniques of the World’s Top 
Strategic Consultants to Help You and 
Your Business 

Ethan M. Rasiel McGraw-Hill 

77 Bizplan Express Kapron, Jill E South-Western 

78 Delegating for Results , Revised Edition Maddux, Robert Crisp 

79 The Business Policy Game: An 
International Simulation Player’s 
Manual, 4/e 

Cotter, Richard V. Prentice Hall 

80 The Irwin International Almanac 1994: 
Business and Investments 

Levine, Sumner N. Irwin 

81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Warner, Malcolm. Thomson business press 

82 Best Practice in Inventory Management Wild, Tony Routledge 

83 Co-Creat: Harnessing the Human 
Element in Project Management 

Martin, Steve Business Expert Press 

84 Design Management: The Essential 
Handbook 

Hands, David Kogan Page 

85 Industry X.0: Realizing Digital Value in 
Industrial Sectors 

Schaeffer, Eric Kogan Page 

86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 Ecosystems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 Between Risk 
and Reward, vol. 2) 

Guilhon, Bernard Wiley-Iste 

87 Innovative Quality Improvements in 
Operations: Introducing Emergent 
Quality Management 

Backstrom, Tomas Springer 

88 Mass Customized Manufacturing: 
Theoretical Concept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Modrak, Vladimir CRC Press 

89 Megaproject Risk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A Dynamic Systems 
Approach 

Boateng, Prince Emerald 

90 The Essentials of Managing 
Programmes, 6/e 

Bartlett, John Routledge 

91 The Essentials of Managing Quality for 
Projects and Programmes, 2/e 

Bartlett, John Routledge 

92 The Operations Advantage: A Practical 
Guide to Making Operations Work 

Slack, Nigel Kogan Page 

93 Warehouse Management: A Complete 
Guide to Improving Efficiency and 
Minimizing Costs in the Modern 
Warehouse 

Richards, Gwynne Kogan Page 

94 Industrial and Manufacturing Wellness: 
The Complete Guide to Successful 
Enterprise Asset Management 

Sondalini, Mike Industrial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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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Leading International Projects: Diverse 
Strategies for Project Success 

Dignen, Bob Kogan Page 

96 Cost Analysis of Electronic Systems Sandborn, Peter World Scientific 

97 Strategy, Hrm, and Performance: A 
Contextual Approach 

Paauwe, Jaa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8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Workplace Training and Employee 
Development 

Brown, Kenneth 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9 A Research Agenda f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parrow, Paul Edward Elgar 

100 Across the Spectrum: What Color Are 
You? 

Elkins-Jarrett, 
Stephen 

Business Expert Press 

101 Armstrong’s Handbook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actice: 
Building Sustainable Organisational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14/e 

Armstrong, Michael Kogan Page 

102 Human Resource Information Systems: 
Basics, Applica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Kavanagh, Michael J. Sage 

103 Human Resources as Business Partner: 
How to Maximize the Value and 
Financial Contribution of HR 

Miller, Tony Business Expert Press 

104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 Case Study Approach 

Wintersberger, Daniel Kogan Page 

105 Life of a Lifetime: Inspiration for 
Creating Your Extraordinary Life 

Spiessens, Christoph Business Expert Press 

106 The Facilitative Leader: Managing 
Performance Without Controlling 
People 

Reilly, Steve Business Expert Press 

107 The Human Resource Professional’s 
Guide to Change Management: Practical 
Tools and Techniques to Enact 
Meaningful and Lasting Organizational 
Change 

Peacock, Melanie J. Business Expert Press 

108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kills and 
Training 

Buchanan, Joh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9 Transformational HR: How Human 
Resources Can Create Value and Impact 
Business Strategy 

Timms, Perry Kogan Page 

110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a 
Business Context (UK), 3/e 

Kew, John Chartered Institute of Personnel and 
Development 

111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Practice in 
the Workplace (UK), 3/e 

Beevers, Kathy Chartered Institute of Personnel and 
Development 

112 Managing Employment Relations, 6/e Gennard, John Chartered Institute of Personnel and 
Development 

113 The Decision-Making Style Inventory: 
Participant’s Workbook 

Coscarelli, William 
C. 

Pfeiffer & Company 

114 Qualitative Methods in Tourism 
Research: Theory and Practice 

Hillman, Wendy Channel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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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Slow Tourism, Food and Cities: Pace 
and the Search for the ’Good Life’ 

Clancy, Michael Routledge 

116 Tourism and Resilience: Individual, 
Organisational and Destination 
Perspectives 

Hall, C. Michael Channel View 

117 Tourism Ethics Fennell, David A. Channel View 

118 A Peakbagger’s Guide to the Canadian 
Rockies: North 

Nearingburg, Ben Rocky Mountain Books Incorporated

119 A Practical Guide to Event Promotion Jackson, Nigel A. Routledge 

120 Advances in Social Media for Travel,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New 
Perspectives, Practice and Cases 

Sigala, Marianna Routledge 

121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eography of 
Tourism 

Nelson, Velvet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22 Children’s and Families’ Holiday 
Experience 

Carr, Neil Routledge 

123 Co - Creation in Tourist Experiences Prebensen, Nina K. Routledge 

124 Commercial Nationalism and Tourism: 
Selling the National Story 

White, Leanne Channel View 

125 Commercial Uses of Space and Space 
Tourism: Legal and Policy Aspects 

Wouters, Jan Edward Elgar 

126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Five Steps 
for Success and Sustainability 

Hargrove, Cheryl 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27 Entertainment Tourism Luo, Jian Ming Routledge 

128 Event Management in Sport, Recreation 
and Tourism: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imensions, 3/e 

Mallen, Cheryl Routledge 

129 Events Management: An Introduction Bladen, Charles Routledge 

130 Events Management: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Raj, Razaq Sage 

131 Food and Agricultural Tourism: Theory 
and Best Practice 

Slocum, Susan L. Routledge 

132 Future Tourism: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Leigh, James Routledge 

133 Heritage, Screen and Literary Tourism Agarwal, Sheela Channel View 

134 Innovation and Tourism Destination 
Development 

  Routledge 

135 Leisure and Food   Routledge 

136 Managing Tourism Crises   Routledge 

137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i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outledge 

138 Marketing Essentials for Independent 
Lodgings 

Lanier, Pamela Business Expert Press 

139 Marketing for Tourism, Hospitality & 
Events: A Global & Digital Approach 

Hudson, Simon Sage 

140 Marketing in Travel and Tourism   Routledge 

141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Tourism: A Baggio, Rodolfo Channel View 

225



58 
 

Handbook 
142 Rainforest Tourism,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Challeng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ideaux, Bruce Routledge 

143 Regimes of Value in Tourism Crossley, Emilie Routledge 

144 Research Methods in Tourism, 
Hospitality and Events Management 

Brunt, Paul Sage 

145 Rituals and Traditional Ev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Laing, Jennifer Routledge 

146 Rural Tourism: New Concepts, New 
Research, New Practice 

Lane, Bernard Routledge 

147 The Escape Industry: How Iconic and 
Innovative Brands Built the Travel 
Business 

Tungate, Mark Kogan Page 

148 The Idea of Leisure   Routledge 

149 The Rough Guide to Europe on a 
Budget 

Rough Guides Rough Guides 

150 The Rough Guide to Japan Gray, Paul Rough Guides 

151 The Rough Guide to the USA Rough Guides Rough Guides 

152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Cognitive Science Series: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Set, vol. 7) 

Pell, Sophie Wiley-Iste 

153 Capturing the Innovation Opportunity 
Space: Creating Business Models with 
New Forms of Innovation&#8203; 

Flowers, Stephen Edward Elgar 

154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the Sharing 
Economy: Uber as Disruptive 
Innovation 

Schneider, Henrique Edward Elgar 

155 Creative Rationality and Innovation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Management Series: Smart Innovation 
Set, vol. 14) 

Forest, Joelle Wiley-Iste 

156 Creativity and Strategic Innovation 
Management: Directions for Future 
Value in Changing Times 

Goodman, Malcolm Routledge 

157 Dreammakers: Innovating for the 
Greater Good 

Hunt, Michele Routledge 

158 Infectious Innovation: Secrets of 
Transforming Employee Ideas Into 
Dramatic Revenue Growth 

Allan, James Business Expert Press 

159 Innovation in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Countries 

Tsvetkova, Alexandra Edward Elgar 

160 Innovation Management: A Research 
Overview 

Dodgson, Mark Routledge 

161 Innovation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Global Perspectives 

Watson, Susan Edward Elgar 

162 Innovative Solutions   CR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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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Managing Innovation and Oper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Garza-Reyes, Jose 
Arturo 

Productivity Press 

164 Open Innovation: Unveiling the Power 
of the Human Element 

Salampasis, Dimitrios World Scientific 

165 Research Methods in Service Innovation Sorensen, Flemming Edward Elgar 

166 Sustainable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Rethinking Innovative 
Milieus 

Kebir, Leila Edward Elgar 

167 The Accelerating TechnOnomic 
Medium (’ATOM’): It’s Time to 
Upgrade the Economy 

Gada, Kartik Business Expert Press 

168 The Business of Innovation Mitra, Jay Sage 

169 The Innovative Company: An 
Ill-Defined Object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 Between Risk and Reward, 
vol. 1) 

Chauvel, Dani Le Wiley-Iste 

170 The Role of Creativity in the 
Management of Innovation : State of the 
Art and Future Research Outlook 

Brem, Alexander World Scientific 

171 Creativity in the Sciences: A Workbook 
Companion to Innovation Generation 

Goodman, Michael L. Oxford 

172 Inside Real Innovation: How the Right 
Approach Can Move Ideas from R&D 
to Market -- And Get the Economy 
Moving 

Fitzgerald, Eugene World Scientific 

173 Collaborative Strategy: Critical Issues 
for Alliances and Networks 

Mesquita, Luiz F. Edward Elgar 

174 Competitive Strategy: Creating Not Available Macat Library 

175 Principles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Morden, Tony Routledge 

176 Strategic Alliance Management Tjemkes, Brian Routledge 

177 Strategic Management   Cengage EMEA 

178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Innovation 
Networks 

Eozman, Meu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79 Strategy   Cengage EMEA 

180 Strategy Synthesis   Cengage EMEA 

181 Strategy: Theory and Practice Clegg, Stewart R. Sage 

182 Corporate Strategy: Tools for Analysis 
and Decision-Making 

Puranam, Phanis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3 Building 21st Century Entrepreneurship D’Andria, Aude Wiley-Iste 

184 Collaborative Leadership: Building 
Capacity Through Effective 
Partnerships 

Aefsky, Fer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85 Cultural Icons and Cultural Leadership Kaufman, Peter Iver Edward Elgar 

186 Developing Leaders for Positive 
Organizing: A 21st Century Repertoire 
for Leading in Extraordinary Times 

Koonce, Rob Emer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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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Effective People Management: Your 
Guide to Boosting Performance, 
Managing Conflict and Becoming a 
Great Leader in Your Start Up 

Wellington, Pat Kogan Page 

188 Leadership and Change Management: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Halkias, Daphne Routledge 

189 Leadership Team Coaching: Developing 
Collectiv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Hawkins, Peter Kogan Page 

190 Mastering Leadership Alignment: 
Linking Value Creation to Cash Flow 

Ballard, J. W. Business Expert Press 

191 Mindful Business Leadership Steinhouse, Robbie Routledge 

192 Professional Services Leadership 
Handbook: How to Lead a Professional 
Services Firm in a New Age of 
Competitive Disruption 

Clark, Nigel Kogan Page 

193 Results at the Top: Using Gender 
Intelligence to Create Breakthrough 
Growth 

Annis, Barbara Wiley 

194 The Leader's Guide to Lateral Thinking 
Skills: Unlock the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in You and Your Team 

Sloane, Paul Kogan Page 

195 The Leadership Habit: Transforming 
Behaviors to Drive Results 

Berberick, Tammy R. Wiley 

196 The Leadership Skills Handbook: 90 
Essential Skills You Need to Be a 
Leader 

Owen, Jo Kogan Page 

197 Building and Sustaining a Coaching 
Culture (UK) 

Clutterbuck, David Chartered Institute of Personnel and 
Development 

198 Brief Coaching: A Solution Focused 
Approach 

Iveson, Chris Routledge 

199 Insights for Managers from Confucius 
to Gandhi 

Bierman Jr, Harold World Scientific 

200 Investigation and Prevention of 
Financial Crime: Knowledge 
Management, Intelligence Strategy and 
Executive Leadership 

Gottschalk, Petter Gower Publishing 

201 Semper Fi: Business Leadership the 
Marine Corps Way 

Carrison, Dan Amacom 

202 Leadership When the Heat’s on: 24 
Lessons in High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ox, Danny McGraw-Hill 

203 More Than a Pink Cadillac: Mary Kay 
Inc.’s Nine Leadership Keys to Success

Underwood, Jim McGraw-Hill 

204 The Lombardi Rules: 26 Lessons From 
Vince Limbardi-World’s Greatest 
Coach 

Lombardi, Vince, Jr. McGraw-Hill 

205 The GE Way Fieldbook:Jack Welch’s 
Battle Plan for Corporate Revolution. 

Slater, Robert McGraw-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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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Resilience by Teaming in Supply 
Chains and Networks 

Reyes Levalle, 
Rodrigo 

Springer 

207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for 
Dummies 

Stanton, Daniel For Dummies 

208 Contemporary Issues i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Logistics 

Pagano, Anthony M. Business Expert Press 

209 Developing Sustainable Supply Chains 
to Drive Value: Management Issues, 
Insights, Concepts, and Tools- 
Foundations, Vol.1 

Sroufe, Robert P. Business Expert Press 

210 Developing Sustainable Supply Chains 
to Drive Value: Management Issues, 
Insights, Concepts, and 
Tools-Implementation, Vol.2 

Sroufe, Robert P. Business Expert Press 

211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 
Concise Introduction 

Sarkis, Joseph Routledge 

212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 Logistics 
Flows 2: Dashboards, Traffic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R. Veillac, 
Jean-Michel 

Wiley-Iste 

213 Operations Management: Managing 
Global Supply Chains 

Venkataraman, Ray 
R. 

Sage 

214 Port Management: Cases in Port 
Geography, Operations and Policy 

Pettit, Stephen Kogan Page 

215 RFID and Auto-ID in Planning and 
Logistics 

  CRC Press 

216 Shipping Operations Management Visvikis, I. D. Springer 

217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Logistics 

  CRC Press 

218 Supply Chain Risk Management: 
Understanding Emerging Threats to 
Global Supply Chains 

Manners-Bell, John Kogan Page 

219 Sustainable Operation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Belvedere, Valeria Wiley 

220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ity of 
Emergency Supply Chains 

Shatzkin, Matt Business Expert Press 

221 Port-Focal Logistics and Global Supply 
Chains 

Ng, Adolf K.Y. Palgrave MacMillan 

222 Designing Knowledge Organizations: A 
Pathway to Innovation Leadership 

Morabito, Joseph Wiley 

223 Change Management for Organizations: 
Lessons from Political Upheaval in 
India 

Sadangi, Chandan 
Kumar 

Emerald 

224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in 
Organizations: Current Research and 
Recent Trends in Management 

Ramos, Jose Routledge 

225 Designing and Using Organizational 
Surveys 

Church, Allan H. Routledge 

226 Developing Organizational Simulations: 
A Guide for Practitioners, Students, and 

Thornton III, George 
C.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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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ers, 2/e 

227 Evaluating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How to Ensure and Sustain the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Jones, Maureen 
Connelly 

Productivity Press 

228 Managing Diversity in Organizations: A 
Global Perspective 

Triana, Maria Routledge 

229 Managing Networks in Project-Based 
Organisations 

Pryke, Stephen Wiley-Blackwell 

230 Mastering Creativity in Organizations Hatum, Andraes Edward Elgar 

231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rganization Theory: Post Millennium 
Perspectives 

Dorrenbacher, 
Christoph 

Emerald 

232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Design (UK) Murphy, Jonathan Cengage EMEA 

233 Organizations and Identity Larson, Gregory S. Polity Press 

234 Rapid Organizational Change Bleistein, Steven Wiley 

235 The Human Workplace: People-Centred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Swann, Andy Kogan Page 

236 The Oxford Handbook of Diversity in 
Organizations 

Bendl, Reg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37 Neuroscience for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 Evidence-Based Practical 
Guide to Managing Change 

Scarlett, Hilary Kogan Page 

238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Knowledge: Concepts, Methodologies, 
Tools and Applications, (4 vols/set) 

Management 
Association, 
Information 
Resources 

IGI Global 

239 Appreciative Inquiry for Change 
Management: Using AI to Facilitate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Lewis, Sarah Kogan Page 

240 Introducing Organizational Behaviour 
and Management 

  Cengage EMEA 

241 Managing Organizations in the Creative 
Economy: Organizational Behaviour for 
the Cultural Sector 

Saintilan, Paul Routledge 

242 Organization Change: Theory and 
Practice 

Burke, W. Warner Sage 

243 Organizational Behaviour and 
Management 

  Cengage EMEA 

244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Zhang, Dongyong Routledge 

245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Research 
Approaches to Business Ethics and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Werhane, Patricia 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46 Promoting Innovation in New Ventures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idd, Joe World Scientific 

247 The Maker Revolution: Building a 
Future on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in 

Hatch, Mark R. Wi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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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onential World 

248 Cooperation, Coopetition and 
Innovation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Management Series: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Set, vol. 3)

Daidj, Nabyla Wiley-Iste 

249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Bouchard, Veronique Routledge 

250 Entrepreneurial Identity: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an Entrepreneur 

Duening, Thomas N. Edward Elgar 

251 Entrepreneurship: The Practice and 
Mindset 

Neck, Heidi M. Sage 

252 Exploring Entrepreneurship Blundel, Richard Sage 

253 Exploring the Entrepreneurial Society: 
Institutions, Behaviors and Outcomes 

Bonnet, Jean Edward Elgar 

254 Research Handbook on Entrepreneurial 
Teams: Theory and Practice 

Ben-Hafaiedh, Cyrine Edward Elgar 

255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UK) 

Stokes, David Cengage EMEA 

256 The Technological Entrepreneur’s 
Playbook 

Chaston, Ian Business Expert Press 

257 Engineering Entrepreneurship from Idea 
to Business Plan: A Guide for 
Innovative Engineers and Scientists 

Swamidass, Pau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58 Learning from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Shepherd, Dean 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59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n 
Economic Approach 

McDaniel, Bruce A. M.E. Sharpe 

 

玖、本學系之空間規劃 

管理學院大樓地上 5 層，地下 1 層，總樓地板面積計 16,308 平方公尺，將

可提供符合本學士班發展之空間需求。 

現有空間及教學設備如下表： 

本校管理學院各樓層配置統計表 

類別 
面積

(平方

公尺)

面積

(坪) 
總間數 地點 備註

一般教室 專業教室 專業教室(大) 128 39.5 3 間 3 間/B1   
一般教室 小教室 小型教室(35 人座) 65.6 20.2 1 間 1 間/B1   

電腦教室 
  電腦教室(大) 139 42.9 1 間 1 間/B1   
  電腦教室(小) 101 31.2 1 間 1 間/B1   

系學會   系所學生會 43.8 13.5 6 間 6 間/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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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教室 大教室 大型教室(100 人座) 170 52.5 2 間 2 間/1F   
一般教室 專業教室 專業教室(小) 85.4 26.4 2 間 2 間/1F   
一般教室 普通教室 中型教室(50 人座) 85.4 26.4 4 間 4 間/1F   
一般教室 小教室 小型教室(35 人座) 65.6 20.2 4 間 4 間/1F   
一般教室 小教室 小型專題研究室(35 人座) 64.8 20.0 2 間 2 間/1F   
一般教室 小教室 小型研討室(25 人座) 44.8 13.8 1 間 1 間/1F   

研究中心 整合研究中

心 
  85.4 26.4 1 間 1 間/2F   

會議室 院會議室 (270 座)     1 間 1 間/2F   
階梯教室 小階梯教室 (100 人座) 179 55.2 1 間 1 間/2F   
一般教室 大教室 大型教室(100 人座) 170 52.5 3 間 3 間/2F   
一般教室 專業教室 專業教室(小) 85.4 26.4 4 間 4 間/2F   
一般教室 普通教室 中型教室(50 人座) 85.4 26.4 3 間 3 間/2F   
一般教室 小教室 小型教室(35 人座) 65.6 20.2 5 間 5 間/2F   
一般教室 小教室 小型專題研究室(35 人座) 64.8 20.0 1 間 1 間/2F   
一般教室 小教室 小型研討室(25 人座) 44.8 13.8 2 間 2 間/2F   

辦公室 院辦公室 

院長室 

170 52.5 1 間 1 間/3F   會議室 

辦公室 

階梯教室 大階梯教室 (370 座)     1 間 1 間/3F   
一般教室 大教室 大型教室(100 人座) 170 52.5 2 間 2 間/3F   
一般教室 普通教室 普通教室(50 人座) 85.4 26.4 1 間 3 間/3F   
一般教室 小教室 小型教室(35 人座) 65.6 20.2 1 間 1 間/3F   
一般教室 小教室 小型研討室(25 人座) 44.8 13.8 2 間 2 間/3F   

  系所閱覽室 系所閱覽室 85.4 26.4 1 間 1 間/3F   
碩博士生研究室 

  碩博士生研究室 44.8 13.8 8 間 8 間/3F   

辦公室 系所 

系辦公室 129 39.8

5 間 
2 間/3F 
3 間/4F 

  
研討室 31 9.6

系所會議室 55 17.0
教師休息室 41 12.7

研究中心 整合研究中

心   85.4 26.4 1 間 1 間/4F   
院資訊室 院資訊室   85.4 26.4 1 間 1 間/4F   

  系所閱覽室 系所閱覽室 85.4 26.4 3 間 3 間/4F   
一般教室 小教室 小型研討室(25 人座) 44.8 13.8 1 間 1 間/4F   
碩博士生研究室   碩博士生研究室 44.8 13.8 12 間 12 間/4F   
教師研究室   教師研究室 18.3 5.6 76 間 76 間/5F   

 

未來本學士班使用空間配置如下表： 

單位: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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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名稱 容量/規格 間數 每間面積(m2) 小計(m2) 備註 

學程辦公室 5 人 1 170 170  

會議室 40 人 1 85 85   

普通教室 40 人 2 65 130   

研討室 20 人 2 45 90   

小計    475   

公共設施 30%   143   

合計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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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其他具設立優勢條件之說明 

歷經十餘年的耕耘，本院擁有眾多高素質師資，目前共有專任教師 58

人，其中教授 24 人，副教授 26 人，助理教授 8 人，均在國內外一流大學

獲得學位，師資專長多元、多樣性，年輕富有活力，發展潛力強，蓄積充

沛的學術能量，有極為亮眼的學術表現，例如資管系教師 SCIE 論文發表總

篇數排名全國第二名、SCIE/SSCI/TSSCI 論文發表總篇數排名全國第四

名、英文資管核心期刊論文發表總篇數排名全國第八名。國科會研究報告

統計財金系教師發表在 SSCI 財務期刊（A 類），平均每人每年期刊論文篇

數排名全國第三，在國科會 A 級以上的優質期刊平均每人每年發表數全國

排名第二。除了學術研究，本院近年來深化與產業的合作，在觀光政策、

文化創意產業、醫療經濟與資訊服務等領域，積極參與中央、地方政府及

知名企業之研究計畫或服務事項，已累積相對的社會人脈，逐漸發展出影

響力，相關學術專長之教師經常受邀為國家整體發展提供策略和建言。其

中文化創意產業之研究，獲得總統府、經濟部技術處、經濟部商業司之經

費補助，總經費達 1,560 萬元。觀光休閒研究計畫，獲得校內外經費補助

3,245 萬元。生物醫療服務，獲得衛生署經費補助 168 萬元。本院發揮團隊

精神跨系所、跨領域學術研究已然見到綜效，在穏固的基礎之上增設「管

理學院學士班」，有不可限量的發展潛力。 

況以，暨大管理學院刻正積極推動國際化，預計申請管理學院 AACSB

國際認證，實際開展院校國際化進程。故將引進 AACSB 的評鑑制度，全

面盤點、檢視並規劃管理學院所有課程設計及學程規劃，將管理學院全面

提升與歐美國家同步，培育國際化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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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陳建良教授著作目錄 

(A) 期刊論文  

1. 陳建良*、李巧琳合著 (2013)：〈台灣家戶住宅面積需求變化：條件分配 觀點

之分析〉。《住宅學報》。(TSSCI)  

2. Kuan*, C-M. and C-L. Chen (2011), Effects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on 

Precautionary Saving: New Evidence from Taiwan. Empirical Economics. (SSCI)  

3. Lin, C-C, C-L. Chen and Y-C. Tu (2011), An Estimation of the Impact of 

Feng-Shui on Housing Prices in Taiwan：An Application of Quantile Regression,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Review.  

4. 陳建良*、陳昱彰合著 (2010)：〈台灣男性的婚姻溢酬：以內生性選擇模 型探

討〉。《經濟研究》。(TSSCI) 

5. 陳建良 (2007)：〈台灣公私部門工資差異的擬真分解－分量迴歸分析〉。 《經

濟論文》，第 35 卷第 4 期，頁 473-520。(TSSCI)  

6. 陳建良 (2007)：〈1980 年至 2000 年台灣擁屋家戶儲蓄行為之變遷：分量 迴

歸分析的新發現〉。《住宅學報》，第 16 卷第 1 期，頁 57-78。(TSSCI) （NSC 

96-2415-H-260-005-）  

7. Chen*, C-L, C-M. Kuan, and C-C. Lin (2007), Saving and Housing of Taiwanese 

Households: New Evidence from Quantile Regression Analyses, 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 16(2), 102-126. (SSCI, EconLit) (NSC 95-2415-H-260-008-) 

8. 陳建良*、管中閔合著 (2006)：〈台灣工資函數與工資性別歧視的分量迴 歸分

析〉。《經濟論文》，第 43 卷第 4 期，頁 435-468。(TSSCI)  

9. 曹添旺、陳建良*、陳隆華合著 (2006)：〈國際化對台灣製造業男性工資 差異

之影響〉。《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8 卷第 2 期，頁 343-383。 (TSSCI)  

10. 陳建良 (2005)：〈親子居住安排在家庭內與跨家戶成員間的權力互動〉。 《 住 

宅 學 報 》， 第 14 卷 第 2 期 ， 頁 51-82 。 (TSSCI) （ NSC 

94-2415-H-260-004-） 表 C302 共 12 頁 第 2 頁  

11. 林祖嘉、陳建良合著（2005）：〈租買選擇、貸款選擇、與世代組成：巢 式 

LOGIT 模型之應用〉。《住宅學報》，第 14 卷第 1 期，頁 1-20。(TSSCI)  

12. 陳建良（2004）：〈夫妻間資源分派決策機制的形成及其對子女教養態度 的

影響〉。《應用心理研究》第 24 期，頁 65-93。（NSC 91-2415-H-260-001-）  

13. 陳建良、林祖嘉合著（2004）：〈九二一地震災後個別住宅重建動態資料 分 析 

及 其 成 果 檢 討 〉。《 住 宅 學 報 》， 第 13 卷 第 2 期 。（ NSC 

92-2415-H-260-004-）  

14. 陳淑美、張金鶚、陳建良合著（2004）：〈家戶遷移與居住品質變化關係 之

研究－台北縣市的實證分析〉。《住宅學報》，第 13 卷第 1 期，頁 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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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林祖嘉、陳建良*合著（2001 年 9 月）：〈大陸各省市總體競爭力分析〉。 《台

灣金融財務季刊》，第二輯第三期。  

16. 許振明、林建甫、周麗芳、陳建良、蕭麗卿合著（2001 年 5 月）：〈政府 研

究發展支出結構與成效分析〉。《財稅研究》，第 33 卷第 3 期，頁 18-35。  

17. Lin, C-C, C-L Chen and H-C Lin, (Winter 2000），Life Cycle, Mortgage payment, 

and Forced Savings.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Review, Vol.3(1), pp.109-141.  

18. 陳建良*、張郁鶴合著（2000 年 8 月）：〈住宅特性、世代組成與家計儲蓄 間

關係之探討－以台灣家計收支調查為對象的分析〉。《住宅學報》，第 9 卷第 2 

期，頁 99-124。(TSSCI 觀察名單)  

19. 林祖嘉、陳建良合著（1999 年 10 月）：〈貸款支出與強迫儲蓄：台灣地 區

家計單位儲蓄行為之分析〉。《台灣經濟學會 1998 年會論文集》。  

20. 許振明、陳建良合著（1999 年 9 月）：〈Human Capital and Dynamic Wage 

Structure-Evidence from Taiwanese Labor Market〉。《暨大學報》，第三卷 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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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年會」。  

72. Chen, Chien-Liang (Jan. 2000), Is the Taiwanese Extended Family Altruistically 

Linked? A Test Based on the Taiwanese Household Survey。發 表 C302 共 12 頁 

第 11 頁 表於 CEANA 和 ASSA 聯合會議，美國波士頓。  

73. 陳建良（1999 年 12 月）：〈隱藏性失業的成因及其隱含〉。發表於「台灣 經

濟學會年會」。  

74. 林祖嘉、陳建良、林素菁合著（1999 年 5 月）, Life Cycle, Mortgage 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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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林祖嘉、陳建良合著（1998 年 12 月）：〈貸款支出與儲蓄：台灣地區家 計

單位儲蓄行為再分析〉。發表於「台灣經濟學會年會」。  

76. 許振明、陳建良合著（1998 年 6 月）, Demographic Transition, Human Capital 

and Dynamic Wage Structure-Evidence from Taiwanese Labor Marke。發表 於「亞

太人口轉型國際學術會議」，中央研究院。  

77. 林祖嘉、陳建良合著（1998 年 2 月）：〈財富效果、所得效果與住宅效果〉。 

發表於「中華民國住宅學會第七屆年會」。  

78. 陳建良（1997 年 12 月）：〈高學歷、高失業的再思考—台灣失業率、閒 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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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應用〉。《台灣經濟論衡》。  

3. 陳建良（2009 年 12 月）：〈觀光經濟力〉。《哈佛商業評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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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林佑龍副教授著作目錄 

學術論文： 

1. Chen, C.-M. and Y.-L. Lin, “The weather and macr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whale-watching tourism: A Markov regime-switch analysis,”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forthcoming. 

2. Lin, Y.-L., 2017, “Is the price path learnable under a fixed exchange rate 

regim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48, 355-366. 

3. Chen, C.-M., Y.-L. Lin, and T.-T. Chang, “The effects of macroeconomic and 

weather conditions on the business cycle of Taiwan’s adventure 

tourism,”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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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駱世民副教授著作目錄 

【期刊論文】 

1. Shihmin Lo and Chi-Ying Chen, “Decomposing Competitive Repertoires of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 in Taiwan: Simplicity, Inertia and Performance” (in 

Chinese), NTU Management Review (accepted). (TSSCI) 

2. Jennifer H. Chen, Shihmin Lo, Show-Ling Jang, and Chi-Cho Huang, 2012,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Its Effect on External Learning of Technology 

Descendants”, Scientometrics 92 (1): p157-179. (SCI/SSCI; 2013 IF_2/5-yr: 

2.274/2.294) 

3. Show-Ling Jang, Shihmin Lo, and Wen-Hau Chang, 2009, “How do Latecomers 

Catch Up with Forerunners? - Analysis of Patents and Patent Citations in the Field of 

Flat Panel Display Technologies”,Scientometrics 79 (3): p563-591. (SCI/SSCI; 2008 

IF_2/5-yr: 2.328/2.295) 

【研討會論文】 

1. Peter J. Sher, Shihmin Lo and Joseph L. Che, 2014, “A Study of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s of a Top-Down Policy on UIRs: A Perspective of 

Principal-Agent Model”, Portland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Management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PICMET) 2014 Annual Meeting, Kanazawa, Japan, 

July 27-31. (EI) 

2. Hsiao-Chen Mei, Shihmin Lo and Peter J. Sher, 2014, “Technology Dynamics: An 

Empirical Study in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Portland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Management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PICMET) 2014 Annual Meeting, 

Kanazawa, Japan, July 27-31. (EI) 

3. Hsiao-Chen Mei, Peter J. Sher, Chu-Wen Chen and Shihmin Lo, 2014, “A 

Preliminary Study on 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 in Machine Tool Industry”, 

Portland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Management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PICMET) 2014 Annual Meeting, Kanazawa, Japan, July 27-31. (EI) 

4. Shihmin Lo, Hsiao-Chen Mei and Peter J. Sher, 2013, “How Dynamic i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 Empirical Study on Dynamic Capabilities”,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IB) 2013 Annual Meeting, Istanbul, Turkey, July 3 - 6. 

5. Shihmin Lo, Bau-Jung Chang and Yiky Phang, 2012, “Technology Widening: A 

Study on the Citation Network of Essential Patents i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AOM) 2012 Annual Meeting, Boston, MA, August 3 - 7. 

6. Shihmin Lo, Hsiu-Ling Li, Yating Yang, and Uma Wu, 2011, “How D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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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a-Organizational Context Condition Inter-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IB) 2011 Annual Meeting, Nagoya, Japan, June 24 - 28. 

7. Sheng-Hsien Lee, Shihmin Lo, Peter J. Sher, Hsiao-Chen Mei and Joseph L. Che, 

2010, “University-Industry Relationship in Taiwan: The Perspective of Firms”,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IB) 2010 Annual Meeting, Rio de Janeiro, 

Brazil, June 25 - 29. 

8. Hsiao-Chen Mei, Joseph L. Che, Shihmin Lo and Peter J. Sher, 2010, “Does 

Technological Standardization Enhance or Inhibit Firm’s Capabilities? – Research on 

Dynamic Capabilities in the Mobile Communication Market”, Portland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Management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PICMET) 2010 Annual 

Meeting, Phuket, Thailand, July 18-22. (EI) 

9. Sheng-Hsien Lee, Peter J. Sher and Shihmin Lo, 2010, “A Study of 

University-Industry Relationship and Its Continuity”, Athens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TINER) 8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Athens, Greece, July 5-8. 

10. Shihmin Lo, 2009, “Technology Deepening or Technology Widening: Towards a 

Dispersed Concentr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AOM) 2009 Annual Meeting, 

Chicago, IL, August 7-11. 

11. Bau-Jung Chang, Hsiu-Ling Li, Shuwen Wang and Shihmin Lo, 2009,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Position and Market Position on R&D Alliance 

Form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AOM) 2009 Annual Meeting, Chicago, IL, 

August 7-11. 

12. Bau-Jung Chang, Hsiu-Ling Li, Shuwen Wang and Shihmin Lo, 2009, “The 

Antecedents of R&D Alliance Formation: Technology Position and Market Position”,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IB) 2009 Annual Meeting, San Diego, CA, 

June 27-30. 

13. Shihmin Lo, 2008, “R&D and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Theory and Evide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AOM) 2008 Annual Meeting, Anaheim, CA, August 8-13. 

14. Jennifer Chen, Shihmin Lo, and Show-Ling Jang, 2008,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Its Effect on External Learning of Technology Descendents”, Academy of 

Management (AOM) 2008 Annual Meeting, Anaheim, CA, August 8-13. 

15. Shuwen Wang, Shihmin Lo, Che-Jong Hsu, and Show-Ling Jang, 2008,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Network and External Learning: A Latecomer’s 

Perspectiv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IB) 2008 Annual Meeting, Milan, 

Italy, June 30 - Jul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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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Shihmin Lo, Show-Ling Jang, and Wen-Hau Chang, 2007, “How do Latecomers 

Catch Up with Forerunners? -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Linkage among Global Flat 

Panel Display Technological Fir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AOM) 2007 Annual 

Meeting, Philadelphia, PA, August 3-8. 

【專書及專書論文】 

1. 駱世民，2013，「第九單元：產業變遷與動態競爭」，『策略管理精論』，第 229-252

頁，前程出版社。 

2. Shihmin Lo, June 2008, Financial Resource, Technological Competence 

Development, and Entrepreneurial Growth, Doctoral Dissert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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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尹邦嚴教授著作目錄 

【期刊論文】 

Editor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s  

1. Editor-in-Chief,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Metaheuristic Computing 

(IJAMC), Pennsylvania, USA 

2. Edit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Robotic Systems, Vienna, Austria 

3. Editor, The Op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ournal, Netherlands 

4. Editor, The Open Signal Processing Journal, Netherlands 

Book Editor  

1. Pattern Recognition: Techniques,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s 

2. Advanced Robotic Systems International, ISBN 978-3-902613-24-4, I-Tech 

Education and Publishing KG, Vienna, Austria, December 2008. 

Reviewer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s 

1. EEE Transaction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2. IEEE Transaction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 Part B: Cybernetics 

3. IEEE Transaction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 Part C: Applications and 

Reviews 

4. IEEE Transaction on Knowledge and Data Engineering 

5. IEEE Transaction on Signal Processing  

6. IEEE Transaction on Multimedia  

7. Computer Vision and Image Understanding  

8. Bioinformatics  

9. Pattern Recognition  

10. Pattern Recognition Letters 

11. Journal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and Image Representation 

12. Pattern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13. Information Science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4. Informs Journal on Computing 

15.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6. Journal of Scheduling 

17.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18.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19. Applied Mathematical Modelling 

20. Intelligent Automation & Soft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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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Robotic Systems  

22. The Op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ournal  

23.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2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rmal Sciences 

25.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6. Journal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 

27.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SCIENCE A (SCI-E)  

2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lling, Identification and Control 

2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erations Research 

Publications: 

Journal papers  

1. Chin-Sheng Chen, Chun-Wei Yeh and Peng-Yeng Yin, “A Novel Fourier 

Descriptor Based Image Alignment Algorithm for Automatic Optical Inspection”, to 

appear in Journal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and Image Representation, 2008. 

2. Peng-Yeng Yin and Chin-Wen Liu, “A new relevance feedback technique for 

iconic image retrieval based on spatial relationships”, to appear in Journal of Systems 

and Software, 2008. 

3. Gwo-Jen Hwang, Hui-Chun Chu, Peng-Yeng Yin, and Ji-Yu Lin, “An Innovative 

Parallel Test-Sheet Composition Approach to Meet Multiple Assessment Criteria for 

National Tests”, Computers & Education 51 (3), 2008, 1058-1072 (SSCI). 

4. Peng-Yeng Yin, Bir Bhanu, Kuang-Cheng Chang and Anlei Dong “Long Term 

Cross-Session Relevance Feedback Using Virtual Features,” IEEE Trans. on 

Knowledge and Data Engineering 20 (3), March 2008, 300-320 (SCI, EI). 

5. Gwo-Jen Hwang, Peng-Yeng Yin, Chi-Wei Hwang and Chin-Chung Tsai, “An 

enhanced genetic approach to composing cooperative learning groups for multiple 

grouping criteria”,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Society 11 (1), 2008, 148-167 

(SSCI). 

6. Gwo-Jen Hwang, Peng-Yeng Yin, Judy C.R. Tseng and Gwo-Haur Hwang, “An 

enhanced genetic approach to optimizing auto-reply accuracy of an e-learning 

system”, Computers & Education 51 (1), 2008, 337-353 (SSCI). 

7. Peng-Yeng Yin and Jing-Yu Wang, “Optimal multiple-objective resource allocation 

using hybri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nd adaptive resource bounds technique”,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216 (1), June 2008, 73-86 (SCI). 

8. Peng-Yeng Yin, Shiuh-Sheng Yu, Pei-Pei Wang and Yi-Te Wang, “Task allocation 

for maximizing reliability of a distributed system using hybrid particle sw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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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Journal of Systems and Software 80 (5), May 2007, 724-735 (SCI). 

9. Peng-Yeng Yin, “Multilevel minimum cross entropy threshold selection based on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184 (2), 2007, 

503-513 (SCI). 

10. Peng-Yeng Yin, Shiuh-Sheng Yu, Pei-Pei Wang and Yi-Te Wang, 

“Multi-Objective Task Allocation in Distributed Computing Systems by Hybri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184 (2), 2007, 

407-420 (SCI). 

11. Peng-Yeng Yin and Shin-Hwei Li, “Content-based image retrieval using 

association rule mining with soft relevance feedback,” Journal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and Image Representation 17 (5), 2006, 1108-1125 (NSC 

94-2213-E-260-020) (SCI). 

12. Peng-Yeng Yin, Gwo-Jen Hwang, Kuang-Cheng Chang, Gwo-Haur Hwang, and 

Ying Chan, “A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pproach to composing serial test sheets 

for multiple assessment criteria,”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Society 9 (3), 2006, 

3-15 (SSCI). 

13. Gwo-Jen Hwang, Peng-Yeng Yin, and Shu-Heng Yeh, “A tabu search approach to 

generating test sheets for multiple assessment criteria,” IEEE Trans. on Education 49 

(1), 2006, 88-97 (SCI). 

14. Peng-Yeng Yin and Jing-Yu Wang, “A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pproach to 

the nonlinear resource allocation problem,”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183, 2006, 232-242. (NSC 90-2213-E-130-006) (SCI). 

15. Peng-Yeng Yin, “Genetic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for polygonal 

approximation of digital curves,”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Image Analysis 16 (2), 

2006, 223-233 (NSC 90-2213-E-130-006). 

16. Peng-Yeng Yin, Shiuh-Sheng Yu, Pei-Pei Wang and Yi-Te Wang, “A hybri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for optimal task assignment in distributed 

systems,” Computer, Standard and Interfaces 28, 2006, 441-450 (NSC 

90-2213-E-130-006) (SCI, EI). 

17. Peng-Yeng Yin and Jing-Yu Wang, “Ant colony optimization for the nonlinear 

resource allocation problem,”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174, 2006, 

1438-1453 (NSC 90-2213-E-130-006) (SCI). 

18. Peng-Yeng Yin,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for point pattern matching,” Journal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and Image Representation 17 (1), 2006, 143-162 (NSC 

90-2213-E-130-006) (SCI,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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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Peng-Yeng Yin, Bir Bhanu, Kuang-Cheng Chang and Anlei Dong, “Integrating 

relevance feedback techniques for image retrieval using reinforcement learning,” 

IEEE Tra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27 (10), 2005, 1536-1551 

(NSC 92-2213-E-260-021) (SCI, EI). 

20. S. J. Shyu, B. M. T. Lin and Peng-Yeng Yin, “Application of ant colony 

optimization for no-wait flowshop scheduling problem to minimize the total 

completion time,” Computer and Industrial Engineering 47, 2004, 181-193 (NSC 

90-2213-E-130-006) (SCI) 

21. Peng-Yeng Yin, “A discrete particle swarm algorithm for optimal polygonal 

approximation of digital curves,” Journal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and Image 

Representation 15, 2004, 241-260 (NSC 90-2213-E-130-006) (SCI, EI) 

22. S. J. Shyu, Peng-Yeng Yin, B. M. T. Lin and T. S. Hsiao, “An ant colony 

optimization algorithm for the minimum weight vertex cover problem,”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131, 2004, 283-304 (NSC 90-2213-E-130-006) (SCI) 

23. Peng-Yeng Yin, “Ant colony search algorithm for optimal polygonal 

approximation of plane curves,” Pattern Recognition 36, 2003, 1783-1797. (NSC 

90-2213-E-130-006) (SCI, EI) 

24. S. J. Shyu, Peng-Yeng Yin, B. M. T. Lin and M. Haouari, “Ant-Tree: An ant 

colony optimization approach to the generalized minimum spanning tree proble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5, 2003, 103-112. 

(NSC 90-2213-E-130-006) (SCI) 

25. Peng-Yeng Yin, “Maximum entropy-based optimal threshold selection using 

deterministic reinforcement learning with controlled randomization,” Signal 

Processing 82, 2002, 993-1006. (NSC 91-2213-E-260-027) (SCI, EI) 

26. Peng-Yeng Yin and Cheng-Chung Yeh, “Content-based retrieval from trademark 

databases,” Pattern Recognition Letters 23, 2002, 113-126. (NSC 87-2213-E-130-001) 

(SCI, EI) 

27. Peng-Yeng Yin, “Skew detection and block classification of printed documents,” 

Image and Vision Computing 19, 2001, 567-579. (NSC 89-2218-E-130-006) (SCI, 

EI) 

28. Peng-Yeng Yin and Yen-Bo Huang, “Automating data extra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Chinese road maps,” Optical Engineering 40, 2001, 663-673. (NSC 

89-2218-E-130-006) (SCI, EI) 

29. Peng-Yeng Yin, “A tabu search approach to the polygonal approximation of 

digital curv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Arti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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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 14 , Jan 2000 , 243-255. (NSC 88-2213-E-130-002) (SCI, EI) 

30. Peng-Yeng Yin, “Genetic algorithms for polygonal approximation of digital 

curv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3 , 

Dec 1999 , 1-22. (NSC 88-2213-E-130-002) (SCI, EI) 

31. Peng-Yeng Yin, “A new circle/ellipse detector using genetic algorithms,” Pattern 

Recognition Letters 20, 1999, 731-740. (NSC 89-2213-E-130-002) (SCI, EI) 

32. Peng-Yeng Yin, Polygonal approximation using genetic algorithms,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1689, 1999, pp. 175-182. (NSC 88-2213-E-130-002) (SCI) 

33. Peng-Yeng Yin, “A fast scheme for optimal thresholding using genetic algorithms, 

“ Signal Processing 72, 1999, 85-95. (NSC 88-2213-E-130-002) (SCI, EI) 

34. Peng-Yeng Yin, “A new method for polygonal approximation using genetic 

algorithms,“ Pattern Recognition Letters 19, 1998, 1017-1026. (NSC 

88-2213-E-130-002) (SCI, EI) 

35. Peng-Yeng Yin, “Algorithms for Straight Line Fitting Using K-Means,” Pattern 

Recognition Letters 19, 1998, 31-41. (NSC 86-2621-E-130-002-T) (SCI, EI) 

36. Peng-Yeng Yin and Ling-Hwei Chen, “A New Itrerative Scheme for Multilevel 

Thresholding,” Signal Processing 6, 1997, 305-311. (NSC 88-2213-E-130-002) (SCI, 

EI) 

37. Peng-Yeng Yin and Ling-Hwei Chen, “A New Non-Iterative Clustering 

Approach,” Pattern Recognition Letters 15, 1994, 125-133. (SCI, EI) 

38. Peng-Yeng Yin, Ling-Hwei Chen, “New Method for Ellipse Detection by Means 

of Symmetry,” Journal of Electronic Imaging 3, 1994, 20-29. (SCI) 

39. Peng-Yeng Yin, Ling-Hwei Chen, “Random-Sampling Thresholding: A New 

Approach to Multilevel Thresholding,” Signal Processing 34, 1993, 311-322. (SCI) 

40. Peng-Yeng Yin, Ling-Hwei Chen, “New Method for Multilevel Thresholding 

Using the Symmetry And the Duality of the Histogram,” Journal of Electronic 

Imaging 2,1993, 337-344. (SCI) 

41. Ling-Hwei Chen, Peng-Yeng Yin, “A System for On-Line Recognition of 

Handwritten Mathematical Expressions,” Computer Processing of Chinese and 

Oriental Languages 6, 1992, 19-39.【研討會論文】 

1. 尹邦嚴 ,蔣雅慈,侯宏彬,”利用擴散式粒子群最佳化進行多目標護士排程”, 第

十四屆資訊管理暨實務研討會(IMP), 東吳大學, 2008. 

2. 鄭仁達,陳典廷,尹邦嚴,”利用粒子群最佳化演算法進行雙目標運輸分配之最

佳化”, 2008 年民生電子研討會, 景文科技大學, 2008. 

3. Peng-Yeng Yin and Chin-Wen Liu, Relevance feedback using spatial information 

253



86 
 

for iconic image retrieval, Proceedings of IAPR on CVGIP, I-Lan, Taiwan, 2008. 

4. 尹邦嚴,朱家賢,”一個新的全域最佳化演算法：調變記憶規劃粒子群最佳化”, 

銘傳大學 2008 國際學術研討會, 銘傳大學, 2008. 

5. 尹邦嚴,朱家賢,”禁制搜尋法為基礎之粒子群最佳化”, 第十三屆資訊管理暨實

務研討會(IMP), 樹德科技大學, 2007. 

6. Peng-Yeng Yin and Fred Glover, Hidden (Tabu) Secrets of Successful Evolutionary 

Search Methods, Proceedings of IEEE Congress on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CEC) 

2007, Singapore, 2007. (Invited Speaker) 

7. Peng-Yeng Yin, Fred Glover, Manuel Laguna and Jia-Xian Zhu, Scatter PSO – A 

More Effective Form of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roceedings of IEEE Congress 

on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CEC) 2007, Singapore, 2007. pp. 2289-2296. (EI) 

8. Peng-Yeng Yin, Image Retrieval With Relevance Feedback Using Data Mining,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AIPR’07), Orlando, FL, USA, 2007, pp. 137-144. (Invited Paper) 

9. Gwo-Jen Hwang, Peng-Yeng Yin, Ji-Yu Lin and Hui-Chun Chu, “An Innovative 

Approach to Generating Parallel Test Sheets from Large Item Banks with Multiple 

Assessment Criteria”, TELearn 2007, July 14~15, 2007,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Jhong-Li, Taoyuan, Taiwan. 

10. 黃國禎,林繼昱,尹邦嚴,”多目標自動化平行組卷策略之研究”, 第二屆數位內

容管理與應用學術研討會, 國立台南大學, 2007. 

11. 尹邦嚴,蘇恩平,”利用粒子群演算法最佳化多重符號鍵盤配置”, 第二屆數位

內容管理與應用學術研討會, 國立台南大學, 2007. 

12. 尹邦嚴,劉欽文,”一個可應用於空間關係影像讀取之新的相關回饋技術”, 第

十二屆資訊管理暨實務研討會(IMP), 虎尾科技大學, 2006. 

13. 尹邦嚴,柳依旻,”使用粒子族群最佳化演算法進行調變式查詢向量修正”, 第

十二屆資訊管理暨實務研討會(IMP), 虎尾科技大學, 2006. 

14. 尹邦嚴,陳嘉懋,”利用支援向量機來加強貝氏定理於相關回饋的效能”, 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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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增設系所班組計畫」審查意見回覆說明 

審查委員A01 

審查意見 學校回應說明 

1.大學教育數百年來自博學走向專學然後混學(即時下所
謂跨領域學習" ) ，但觀念不論怎麼變， 學習動機及
教師熱誠才是根本，否則任何架構設計都有其意但效
果通常都打折扣，計畫書可否有這兩面向的設計?以別
於既有各校的管院學士班，如果只是泛泛計章，以學
校現況， 不易獲准， 這份計畫書很容易會被認為只
是要將招生不佳的碩班名額轉到這個學士班。 

首先感謝審查委員以「校級」高度，對不分系設置提出建設性問
題，期使本案規劃不僅有全院構想，同時有全校思考。這些問題
的建設性在於，不僅止是管院成立不分系學程時要單獨面對，也
是全校四院共同推動不分系籌劃必須事先考慮，同時預示未來
從院到校的合作協調可能遭遇的挑戰，如何在既有系所建置下
尋求一個合理而有效率的途徑，以及因此可以建立的暨大特色。 
 
不分系的開設，牽涉主修學科重整設計的關連工程。過去 30 年
來我國高教的進化 (步)，對比內外在環境的巨變，實屬有限；
即以長期以來大學生修業的學分數、學則規定皆無明顯變化，乃
至學費幾乎沒有調整，可見端倪。其次，對照西方國家習見的大
一大二不分系制度，在我國大專校院的推動，因為受限於嚴格的
系所分別，仍有很大侷限。再者，從國外大學來台開設分部分校
仍然稀少，即可理解我與國際高教的接軌，尚有相當努力空間。
對照 Stanford 2025 的宏圖規劃，即將打破所有系所藩籬，讓學
習成為終身的持續性工作，我國的高教制度尚待即時而全面的
重新檢視。面對臺灣高教即將到來的重大衝擊，在生源、教師薪
資、外在環境變化、周邊國家競爭等層面，都亟需解決方案。準
此，本案所陳不分系規劃，只是我國高教面對內外挑戰，一個連
續轉化過程的階段工作，也希望藉此牽動其他相關改善工作，逐
步朝向更有效的學習環境邁進。 
 
審查委員指出學習動機和教學熱誠，是教育成功的根本，所言甚
是。如何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強化教師的教學熱誠，達到「教
學相長」的效果，是不分系學程的初衷，同時也是終極目標。 
對應這兩個目標，本案之設計，應該從最基本的要求做起：一是
招生，二是師資。就招生而言，應設法錄取學習動機強的學生（透
過高中成績、外語能力、課外活動、面試、國外經驗等觀察）；
從師資來看，需耐心組建具備熱誠的教師團隊（檢視教師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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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獎項、教師社群參與等履歷紀錄來召集）。在這些前提的設
定之下，再討論如何增進學習動機與教學成效。就學生的學習
面，可以透過小班制降低生師比，提供雙導師制 (包括學業導師
與生活導師)，強調外語能力提升，設計出國／實習／交換為必
修學分，從大一到大四都規定專題實做課程，提升學生的學習動
機。就教師的教學面，提倡院內／跨院教師社群的組成，鼓勵跨
科系／跨專業／跨實務教師的共同授課，同時獎勵教師參與各
種校 (國) 際專業設群活動，期可維持教學熱誠於不墜。而學習
與教學之間的有效互動，更要搭配管理學院逐步建置的各種專
業教室與硬體設備，包括目前正在規劃的 PBL 學習教室、創客空
間，以及大數據資料庫，都是教學相長的基礎平臺。針對高年級
同學，可以再加上各種 TA 和 RA 的學習機會，更增師生雙方的學
習互動，透過教師的身教強化學習效果。 
本案並非因應招生不佳系所，將碩班名額轉出來成立。現有的預
定名額 (27 名)，除了半數 (15 名) 是校方總量控管之下移撥
的名額，另外半數是由管院參與辦理的 4個系，各系提出 3個名
額組成 (共 12 名)。由於管院 5 系有 4 系參與，反映此班級具
有實驗性質，而為管院發展不分系院本課程的同時搭配。 
 

2.元智大學在我去接校長前就已經施行不分系，但效果
未若當初期盼， 不分系的問題在於認同的困擾， 所
以就還是會有主修副修， 而本計畫書也已經有主副修
的設計。跟暨大不同的是元智管院全面實施學士班不
分系，但教師還是歸屬不同學群，而暨大則是要新舊
並陳，計劃書說管院學士班屬實驗性質， 長遠而言是
要管院全面不分系還是會兩種結構並存? 

 

感謝審查委員指正。觀諸國內現有的不分系情況，大致有 4種態
樣，分述如下： 
1. 元智大學是獨步全國落實大一大二不分系的綜合大學，但以

教師學群設計，仍有系所專業區隔的影子。受限於國內既存
的嚴格系所建制，即使大一大二實施不分系，大三以上再以
學群分流，在空間、經費、生師員額、資源配置等項目上，
難免有部分扞格。再者，師生對於自我專業的系所歸屬，可
能也受制於傳統觀念而有認同困擾。 

2. 台大透過無額度限制的無條件轉系，同時降低通識要求為各
系的基礎必修，某種程度上提供大一大二學生具有彈性的系
所選擇，實質上可以視為大一大二在「操作層面」的不分系。
但是，台大的學科完整程度與規模經濟，國內幾無大學可以
與之對照，其他學校（包括本案）自不易沿用此方法。 

3. 清大和成大目前屬於初期嘗試，是分別設立大一大二不分系
的學程；這些學生到了大三大四，仍舊要回歸特定系所。這
幾個學校仍舊在嘗試性質，不分系的發展仍未定型，真正成
效尚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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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是各校管院不分系的現況，多數仍屬於初期摸索階段。
本案的設計是自成一個院層級的班級，在朝向長遠未來全院
不分系 (類似元智大學) 的過程中，以漸進方式提供實驗組
與對照組的比較。互相參考可行性與優劣處。 
本案起步較晚，需要更多的嘗試方案與更長的觀察期間。除
了不分系的細節尚在規劃，各系一致的共識趨勢，是必修課
程學分數的下降，以及共同必選修的規劃。 
這部分工作必須和當前本校推動的高教深耕院本課程機制
共同規劃。院本課程的基本概念，是以院為基礎開設跨系共
同課程，同時提供學生多樣化學習所需更具彈性的選修可
能，某種程度上也是為了未來不分系的準備工作。本院的院
本課程預計於 108 學年度開始，此時間點恰好和本案管院不
分系相合，可以共同思考一起推動。 
另一個同時開始的工作是 AACSB 認證工作。AACSB 的基礎項
目是 Assurance of Learning (AOL)；AOL 的檢核機制恰好
和前述學習動機和教學熱誠的檢視搭配，形成學習成果品質
保證的總檢驗。總結上述，本院的不分系學程、院本課程與
AACSB 認證三個工作項目，即將分別推動，攜手共進。 
 
呼應審查委員的提問，新學程的設計要以學習動機的強化與
教學熱誠的提升為基礎；不分系的設計核心，就應該是提供
暨大培養學生學習的自由度，而且此學習自由度和教學彈性
化是彼此反饋，交互影響的。質言之，也就是以「學生為中
心」的學習方式，引導學生「跨領域」學習，從傳統的主修
／輔系概念，培養他們離開學校之後擁有自主學習的能力與
方法。不分系的課程設計，從學科的選擇修習，延展到學習
的方式，加上小班制大量配置學習導師，可以依據每一位學
生的志趣組成「客制化」的學習清單，協助他們精準選擇學
科與學習路徑。這樣的學生學習方式，對於學生、學習導師
和授課教師而言，同樣都是一種挑戰，也希望可以由此激發
學習動機與教學熱誠。 
 
院本課程的設計概念，是以院為主體，進行課程規劃的主導。
觀察本案各系的基礎必修有相當程度的共通性。現階段院本
課程的設計，是在既有的輔系／雙主修系統上，設計更有彈
性、更靈活、更多樣，以學生為學習主體的修課要求。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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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方向一致的管院不分系學程，原則上要求學生至少選修二
個主修學程，同時更鼓勵跨院選修微學分，或者選修跨系／
跨院院專題課程；期待這些學生都成為「天生雙主修」，甚
至「多主修」。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開設跨系／跨院專題，搭配既有的 USR
項目來開課。一旦開始執行，管院會要求各系每年至少推出
三學分組成的微學分課程，同時每年有一個跨系／跨院專題
課程；逐年擴張規模。這些跨系／跨院課程的開授，就在院
級的課程委員會討論。 
不分系學位學程的開設，必須有相應的規定與辦法，以及等
同於系所建置的各委員會。由於不分系的老師組成是由各系
抽調，學程的各委員會可以暫時直接沿用院級委員會，既可
以涵蓋各系代表傳達充分訊息，又可避免委員會組織不必要
的擴增。 
從整個院級發展的長遠規劃分階段目標來看，初期階段的目
標是設立一個實驗性質的不分系共同班，由此摸索出可行途
徑，指引在現行系所建置的環境下，如何逐步向全體大一大
二不分系，大三大四選擇多種主修的制度邁進。管院大一大
二全體不分系的達成，只能算是中期階段，真正的終極目標，
應該放大到全校四個學院，同時開設大一大二共同不分系 
(類似歐美國家) 的尺度。 
 

3.承前述， 建議計劃書植入觀察分析各校管院學士斑的
現狀以及暨大擬有何不同及建立何種特色?看來是要
“既在地又國際＂？或者是“越在地就會越國際＂？
前者是在地及國際兩者兼顧?後在先建立優越的在地使
之成為國際?搭配計畫及資源投入又是如何?如果要乘
著暨大“在地國際＂的翅膀， 也應該有對照的行動計
劃，而非僅是概念的陳述。 

 

各校管院的基本概況，如前一題回應所述。 
目前教育部在全國推動的高教深耕計畫，多數強調在地化。暨大
的在地化落實受到各界認可，乃至有「台、暨、成」跨校計畫之
推動，反映的是暨大這種「鄉村型」學校的在地化經驗，可以提
供「城市型」的台大與成大互補的學習內涵。但是，如同審查人
所指出的，學術上追求在地的目標其實就是國際化；唯有深入在
地化的比較利益，才能彰顯其在國際化的價值與貢獻。 
高教深耕的各項計畫中，涵蓋國際化概念的其實相對有限；據聞
通過補助的國際化項目，多數都是類似 Global Taiwan 的設計，
亦即透過師生跨國界的進出 (in bound/out bound)，作為計畫
主軸。暨大作為海外聯招的主辦學校，累積多年的海外招生經
驗，應該更容易和既有的在地化成果連結，形塑具有暨大特色的
「在地／國際」(glocal) 學習環境，而有幾個層次的具體行動
計畫規劃。不分系學程學生四年修業期間，必須完成以下必修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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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1. 參與至少一項 URS 的在地型計畫（尤其是台暨成計畫）， 
2. 累積至少一項國外經驗（包括國際交換、海外實習、田野調

查等） 
這兩個項目的完成，是達成在地／國際同時要求的基本項目。 
 
以下是選修項目，由導師依照學生特質與興趣，在四年期間輔導
學生選擇： 
1. 申請大專生參與科技部研究計畫 
2. 參與管理學院申請 AACSB 國際認證工讀生。 
3. 參與海外聯招工作（例如製作宣傳影片與文宣，協助引導僑

生、外生熟悉校內生活，擔任僑外生的教學小老師等） 
4. 管理學院正逐漸開展和中彰投企業的外派人員訓練，以及海

外工廠人員回台短期訓練，本班學生可以積極參與協助工
作。 

5. 配合國際處辦理各項國際團體參訪準備工作，優先徵選本班
學生擔任工讀生及接待人員，力求外語能力與敬業精神之培
養。 
這些項目不一定有學分，但是透過導師制度輔導學生積極參
與，擴展視野，務求在地化與國際化成為學生的「內在基因」。 
 

4.我也看到強調程式設計能力及資料分析能力，這是符
合當前潮流趨勢，觀念正確，但相對應的實施計畫要
有才具說服力道， 否則盡是概念陳述，光陳述師資陣
容或列一些對照的課表不夠踏實。 

管理學院今（107 年度）獲得教育部補助 800 萬執行數位經濟計
畫，相關經費除了數位經濟主題課程之外，也由此充實與資料分
析及程式設計相關的軟硬體建置。就軟體建置而言，是各類資訊
相關課程（包括微學分、程式語言、程式應用、資料分析）的設
計，搭配管理學院建置新型教室（配合學校推動 PBL 教學所需教
室、創客空間、金融分析實驗室），以此強化學習成效與教學品
質。此外，通識教育中心和高教深耕計畫推動的 R立方學程，設
計從校準、提升到深化的三階段學習進階。這些課程設計的概
念，也會同時納入課程設計的序列安排。 
 
現有管院有幾類「學程」，但是選修人數相當有限，反映這些學
程設計未盡符合學生需要；一個可能的欠缺是沒有學習導師提
供諮詢建議。在不分系的學程建構下，學程本身設置學習導師，
由他們協助提供具體而積極的建議，引導學生進入多主修、跨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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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學習環境，建立終身的學習系統。 
另一個可能作法是在暑假開設先修課程，同時搭配高中營隊，讓
已經考入大學的學生先接觸部分課程，透過老師教導與同儕學
習，協助他們早日探索自我興趣。 

 

5.將招生困難的碩班名額轉成管院學士班， 對於既有五
系的招生名額不產生干擾，但須要動用既有五系的資
源， 與既有五系的介面宜妥善設計，計劃書應略為規
劃。 

目前管院 5系有 4個參與本次院級不分系學士班，各系移撥 3學
生名額進入這個班級。這些系所各班學生員額都在 55 名以上，
移出 3名員額雖不至於造成重大影響，對於他們仍屬於「有感」
的割捨。也因此，對於目前移撥員額的各系而言，撥出員額就有
「認股」的概念。校方承諾未來會挹注資源給這個系，不分系的
資源也會因此按照比例分回各系。從系所的角度而言，系所成員
要盡力「爭取」學生認同，選修該系專業要求成為主修；收到愈
多主修學生的系，就可以依照比例獲得更多這個班級的資源。 
如果這個系的成效良好，就可以吸引更多系願意將員額往這邊
挪移，形成正向循環。 
至於不分系學程與各系的介面，如同前述，即以現有院級委員會
作為處理平臺，可收訊息公開與資源共享之效。 
 

6. 培育符合當前社會所需的“跨域國際人才＂(計劃書第
8 頁)既要跨域又要國際，必須要有具體計畫而且要落
實。

感謝委員指正。這個部分的落實方式，請參閱第 3題關於國際化
與在地化的要求，以及第 2題關於跨域雙主修的要求。 

7.要否更徹底的做中學，雖然計劃書第 9 頁之二亦有述
及，最好是學生一進來就投入實務，問題是搭配的計
畫及師資呢。 

 

感謝委員指正，現有本校執行的大型計畫，包括 USR 以及新南向
計畫。因為有大型計畫的資源挹注，可以改善並提升各種實做課
程的開設，實做師資也可以利用計畫資源增聘，再搭配軟硬體建
設，提升實做課程的學習成效。 
不分系班級應該更徹底執行做中學，從一開始就投入實務學習。
目前的規劃方式是各年級都必修實做專題，特色如下： 
大一專題：從偏向學術導向的各系專題課程出發，要求教師開授
跨系／跨領域專題，供大一學生修習。 
大二專題：設計偏向實務導向的專題，並與 USR 主題搭配。 
大三專題：鼓勵申請科技部計畫，或執行海外田野調查專題，或
選擇實習專題。 
大四專題：依據學生未來出路，規劃跨系及跨院的實務專題或學
術專題，供其選修。 
 

8. 特色學程領域真的需要涵蓋既有五系的必要嗎?還是先 管理學院現有五個系所，分別是國企、經濟、資管、財金與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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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傳統管院的核心專業開始， 但可以專注於數位金
融? 

 

餐旅。本次推動不分系特色學程，並未包含觀光餐旅系。審查委
員建議從數位金融開始，作為管院特色。由於數位金融領域門檻
較高，因此初期先以「數位」概念貫穿四個參與系所，逐步培養
師資專業並吸引業界師資，建立我們在管理、經濟、資訊及財金
的數位基礎。隨著課程與師資逐步發展，再選定合適領域持續深
化。 
同樣的不分系概念，未來也希望逐漸推展到管院不分系的碩士
班和分為 3組的博士班。本校是國立大學，學士班的不分系經營
並不如碩士班和博士班急迫。研究所的人數與經營，受限於歷史
因素和外在環境的變化，可能更需要思考如何在不同主修中，進
行某種程度的課程整併與延後分流，確保學生有效學習，同時每
班人數都達到開班標準而可以持續經營。 

 

審查委員A02 

1.目前課程規劃中所涵蓋的主修與輔修學程，以管理學
院內的五個專業學程為主，跨領域的範園比較有限。
暨南大學目前有人文學院、管理學院、科技學院及教
育學院，共 21 個學士班，為使跨領域的範圍更加寬
廣，建議可進一步規劃跨學院的輔修學程。跨學院間
的溝通協調就需要以校級的高度，提供資源以及法規
制度上的協助，才能夠比較有效的達成目標。 

感謝委員的建議，跨領域學習確實不應侷限管理學院範圍，管
理學院不分系學士班計畫將結合本校「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USR」及「無邊界大學計畫」，讓學生多元學習在地關懷、產業
鏈結、永續環境等跨領域課程，增加學生學習的跨域思維。
(詳計畫書第 15 頁) 
接下來本校各學院亦將陸續參與不分系計畫，將使跨領域範圍
更為寬廣，相信未來不分系學士班學生除可修讀管理學院跨系
領域課程，亦可修讀跨院領域課程，培育真正跨領域人才。 
 

2.學生在跨領域的學習歷程中，修課地圖的規劃特別需
要師長的輔導與協助，目前計畫書中有關學生的輔導
說明較為不足，建議或可考慮規劃提供學生主修與輔
修學程領域的雙導師制度，另業師的實作輔導也是不
可或缺的元素。優質的學生輔導機制，對於跨領域的
學習尤其重要，值得管理學院作更進一步的考量。 

感謝委員寶貴建議，未來不分系學士班將優先考慮規劃提供學
生主修與輔修學程領域的雙導師制度，提供學生認同歸屬感及
課業輔導協助。 
此外，本學士班課程將規劃企業參訪、業師輔導等實務性課
程，以增加學生對產業的實務認知。並以厚實的實務知識與實
作增進學生專業，鼓勵學生激發創意，積極參與接近實際就業
創業環境之專題及競賽，培養就業創業競爭力。(詳計畫書第 9
頁) 
 

3.現有師資的數量與質量俱佳，應可順利推動此院學士
班的開設。惟現有師資大都是經由專業領域的培育模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管理學院不分系學士班目前師資規劃為管
理學院下轄國際企業學系、經濟學系、資訊管理學系、財務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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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養成的，對於跨領域的認知可能不夠充分，建議
可以針對各專業系所中較有興趣投入跨領域教學與研
究的部份教師進行重點培育，讓這些種子教師作為院
學士班與各專業系所的溝通橋樑。如此，可使得存在
競合關係的院學士班及各專業系所， 能夠在此院學士
班推動過程中，達成共同發展與成長的雙贏目標。 

融學系、觀光休閒與餐旅管理學系等五個學系，擬由各系遴選
教學績優教師優先合聘為學士班師資，即有種子教師概念，將
優先考量各學系中對跨領域教學較有興趣的師資，聘為本學士
班合聘教師，並進行重點培育，協助院學士班與各專業系所的
溝通橋樑並協助推動跨領域學習新觀念。(詳計畫書第 36 頁) 
 

審查委員A03

1.綜言之， 本學士班的成立對於國家發展是有助益的，
對於學生的學習也有幫助， 對於其未來找工作也會有
助益，同時也可以提高管院教學資源的應用。況且，
管院本身目前的教學條件和各項資源都足以支應此一
學士班的設立，因此本人極立推荐此一學士班的設
立。 

感謝委員的推薦，本院將持續努力，培育具堅實管理理論基礎，

與世界產業脈動接軌的學用合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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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08學年度增設系所班組計畫 
專 業 審 查 表 

編    號 A01 

申 請 案 「教育學院學士班」增設案 

審查意見 

意見: 

1.該申請理由主有三: 

(1.)高度專業分化人才已不足以應付未來所需，跨領域創新創意人才之培育為未來趨

勢。 

(2.)面對少子化海嘯衝擊，具特色的社會實踐式人才培育為大學永續經營之道。 

(3.)說服大數據進行「證據本位」的研究為未來教育研究人才之基本素養能力。 

以上理由具有說服性與前瞻性及可行性。 

2.該教育學院學士班之發展方向與重點，符合我國及先進國家高等教育發展之趨勢。例如，

採院進院出之學士學程模式，結合教育學學院各系所專業人才與學習資源，規劃多元

創新之課程教學與專業教師社群。透過資源整合，培育學生提升競爭力與創造力，協

助其在科技化及全球化世界中能夠脫穎而出，成為具備跨領域創新創意而能夠進行社

會實踐之優秀教育領航世紀人才。 

3.該教育學院之申請理由之一「面對高等教育的國際化與少子女化衝擊，發展具特色的社

會實踐人才培育課程，為大學永續經營之道」，符合我國師培教育相關系所地區性綜合

型的國立大學，進行資源整合共享，滿足地區發展需求，促進地方教育國際化，發展

出新型態的高等教育學府，以增進高等教育的存在意義與競爭力。確實符合我國高教

發展趨勢。值得期待達成「大學與地方共學與共工，以地域需求為前提，進行全校教

學、研究和服務社會的大學改造，聚集有助於解決城鄉問題的人力、資源、及知識技

術」之企圖。 

建議: 

1.要完成該教育學院學士班申請之「跨領域創新創意人才 x社會實踐式人才 x運用大數據

進行「證據本位」的教育研究人才=跨領域社會實踐式的教育研究人才」之目標。在學

程之課程規劃上雖有提及「課程研發機制」、「各系所課程預定調整方向」等問題之說

明。然而除整合全院系所之既有人力，要完成新課程所需之 128學分之師資，特別是

在「第二專長(教育實踐創新):完成社會創新實務學程 20學分即可加註第二專長」部分。

現有師資顯然無法突破現有困境，必須引進符應國際化與相關領域傑出人才，未來發

展才有可能維持一貫的發展計畫與嶄新的契機。建議應逐年給予適當的發展教師員

額，初期至少應有兩位編制內的員額以維持學生的生活與學習輔導以及核心課程的規

劃，以執行課務規劃的正常運作。 

2.在經費部分，應更具體的確保初期營運所需之必要經費，建議院方應編列足夠的營運所

需資本門與經常門所需之經費，以確保課程所需之財務支付。 

3.在硬體設備部分，至少需要基本的空間以確保「學程所需圖書、儀器設備規劃」之
所需。 

總評：■極力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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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08學年度增設系所班組計畫 

專 業 審 查 表 

編    號 A02 

申 請 案 「教育學院學士班」增設案 

審查意見 

優點 

一、本「教育學院學士班」增設案，分從跨領域創新創意人才之培育、具
特色的社會實踐式人才培育，以及運用大數據進行「證據本位」的研究作為未
來教育研究人才之基本素養等三方面，說明申請理由，相當具有前瞻與宏觀。 

二、本「教育學院學士班」採取院進院出模式，辦理重點包括：1.增加學生
修業廣度與深度；2.降低必修學分數，放寬學生學習自由度；3.提高專業主修彈
性；4.鼓勵學生修讀跨領域學程，開拓就業知能，以培育跨領域社會實踐式的教
育研究人才，具有合理性與可行性。 

三、本「教育學院學士班」的課程規劃，包括設置「院學士班課程委員會」，
並在其下組「院課程研究發展工作小組」，立意良善，未來課程委員會及課程研
究發展工作小組的運作有待更為落實。 

建議 

一、本「教育學院學士班」課程及任課教師已有初步規劃，但是課程名稱
及任課教師的專長，有些並非相當緊密結合，如從附件的教師著作目錄來判斷，
部分教師近五年的研究表現可說是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有的僅只有 1篇著作，
有的是 2 篇或 3篇），以「重大教育議題」課程而言，宜由資深教師來任課，才
能妥善完成教育目標；作為院本必修總整性課程（6 學分）的「教育的社會實
踐專題企劃與實作」，也宜由資深教師搭配年輕教師來協同教學較為妥當；至於
「人力資源發展」課程的任課教師則缺少著作目錄，無從判斷其適任性。 

二、本「教育學院學士班」課程與國家社會人力需求評估有必要更為連結。
尤其是第二專長的「社會創新實務學程」（至少 20 學分），尚未提出更為明確的
課程規劃，以及相對應的師資人選，有待課程委員會及課程研究發展工作小組
審慎考量教育學院學生的就業市場狀況，進行至少 7 門「新」課程的規劃，並
聘請至少 2 名具備市場需求專長之「新教師」來開課，而不是從既有系所的必
修和必選修課程去「選修」。 

三、本「教育學院學士班」的招生名額，將由校內總量調整（將寄存教育
部之碩士班名額回流使用），則必須確保可以確實從教育部回復每年 30位名額，
四年共計 120位的名額，否則將對教育學院各系所造成巨大衝擊。 

四、本「教育學院學士班」的招生方式中，將擴大招收弱勢生、原住民、
與特色單招，值得肯定；只是，並未具體說明各自所占的招生比例為何？有待
更進一步思考與妥善分配，以達成教育公平，並追求教育卓越。 

五、本「教育學院學士班」的空間規劃，單位學生面積 4.5 平方公尺，如
僅是第一年，尚稱合理，但如果包括第二年、第三年及第四年，則空間明顯不
足，有待校方提供本學士班更多的使用空間，以保障學生的學習權益。 

六、本「教育學院學士班」如要順利運作，除了上述的課程規劃、新聘教
師、增加空間之外，也需要增聘專任人員負責行政業務支援，並提供專業後勤
服務。 

總評：■極力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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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08學年度增設系所班組計畫 

專 業 審 查 表 

編    號 A03 

申 請 案 「教育學院學士班」增設案 

審查意見 

1.本計畫預計整合教育學院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教育
政策與行政、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以及課程教學與科技等四個
系、所專業與教師人力，申請新設教育學院學士班，以培養跨域
創新人才，植基於區域特色之社會實踐人才，並期待運用大數據
培養教育研究人才，所提之規劃與前瞻與實務，契合暨南國際大
學地理區位與發展定位之特色。 

2.有跨域人才之培育係以強化學生競爭力與創造力為焦點，
檢視院規劃之必修基礎課程，諸如教育事業經營與管理、教育政
策與行政規劃、多元文化與教育、國際教育、心理衛生與健康促
進、人力資源發展、教育大數據分析......等，相關課程能明確呈
現「跨域」的概念，建議應再針對學生就業給予更清楚的對應進
路規劃，並能與先有個別系、所發展進路有所區隔。 

3.有關學士班增設所需之圖儀設備，原有教育學院之條件應
足夠支援，相較於此，因為本計畫為新增班別，學校更提供合理
之空間，並給予必要經費分配，以為學生應有之學習品質。 

 

總評：■極力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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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日間學制學士班 95.64

進修學制進修學士班 --

進修學制二年制技術系 --

日間學制碩士班 60.31

進修學制碩士在職班 79.67

博士班

全校

日間學制學生總數

進修學制學生總數

日間、進修學制學生數合計

專任師資數

兼任師資數

可計算生師比之師資數

全校生師比

日間生師比

研究生生師比

學校資源現況摘要表(國立暨南國際大學106學年度學校資料)

含延畢生數

註冊率

大學部 95.64

碩士班 65.41

83.33

83.03

在學學生數(含延畢生)

5403

437

5840

師資現況

269

305

345

生師比

19.95

18.1

6.28

專任師資結構 100.3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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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稱 107學年招生名額 108學年招生名額
各院

增減

中國語文學系 48 48

外國語文學系 48 48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48 48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53 53

歷史學系 48 48

東南亞學系 45 45

小計 290 290

國際企業學系 55 52

經濟學系 60 57

資訊管理學系 55 52

財務金融學系 60 57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

觀光休閒組
25 25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

餐旅管理組
25 25

管理學院不分系學士班 - 27

小計 280 295

資訊工程學系 50 50

土木工程學系 50 50

電機工程學系 64 64

應用化學學系 50 50

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學系 50 50

小計 264 264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45 45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45 45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

學系-諮商心理組
20 20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

學系-人力資源發展組
20 20

教育學院不分系學士班 - 30

小計 130 160

964 1009 45

15

學士班    合計

科技

學院
0

教育

學院
30

自碩士班寄存名額

流用30名至教院不分

系學士班

自碩士班寄存名額

流用15名至管院不分

系學士班，另12名額

由院內其他各系調

移（由國企系、經

濟系、資管系、財

金系各調移3名）。

108學年度招生名額填報-學士班

班別 學院

擬增減名額情形(人)

備註

學

士

班

人文

學院
0

管理

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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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稱 107學年招生名額
108學年招生名額

(依4/25會議決議試算)

108各學院

可調控名額

（依4/25會議決議）

108學年招生名額

（各院回復）
備註

中國語文學系 10 4 6

外國語文學系 6 4 4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24 24 24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10 10 10

歷史學系 6 4 4

東南亞學系 13 10 13

東南亞學系人類學碩士班 8 4 4

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8 5 6

小計 85 65 71
國際企業學系 23 16 19

經濟學系 11 6 9

資訊管理學系 39 24 24

財務金融學系 18 12 20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 15 15 15

新興產業策略與發展碩士學位學程 15 11 10

小計 121 84 97
資訊工程學系 44 27 30

土木工程學系 18 11 14

電機工程學系 50 29 32

電機工程學系通訊工程碩士班(107停

招)
- - -

應用化學系 36 27 35

應用化學系生物醫學碩士班 7 6 6

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學系 18 8 8

小計 173 108 125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13 13 13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20 19 19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終身學

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碩士班
17 14 14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

諮商碩士班
22 21 22

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 10 8 9

小計 82 75 77
461 332 370碩士班    合計

17

(其中15名係供109學

年流用至不分系學

士班用)

2

(已有15名流用至108

學年不分系學士班)

17

(其中15名係供109學

年流用至不分系學

士班用)

科技

學院

碩

士

班

院內可調配名額尚

有11名，其中11名

暫調借管理學院

向人文學院暫調借

11名

（國企系借2名、經

濟系借2名、財金系

借7名）

108學年度招生名額-碩士班

擬增減名額情形(人)

班

別
學院

2

(已有30名流用至108

年不分系學士班)

管理

學院

人文

學院

碩

士

班

教育

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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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稱 107學年招生名額 108學年招生名額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碩

士在職專班
23 20

東南亞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
21 22

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碩

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
30 30

管理

學院

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學位

學程(2班)
60 60

科技

學院

光電科技碩士在職學位

學程
13 12

由人文學院調借2名(公行

系及東南亞系各調借1名)

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

展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18 21

心理健康與諮詢碩士學

位學程在職專班
17 17

182 182

教育

學院

人文

學院

公共行政與政策碩士在職

專班及東南亞研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各調借1名至

光電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

程

108學年度招生名額填報-碩專班

碩士在職專班    合計

班別 學院

擬增減名額情形(人)

備註

碩士

在職

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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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名稱 107學年招生名額 108學年招生名額

中國語文學系 3 2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5 5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5 5

歷史學系 1 1

東南亞學系 2 2

新興產業策略與發展博士學位學

程(新興產業組)
8 8

新興產業策略與發展博士學位學

程(觀光創新組)
5 5

資訊工程學系 1 1

土木工程學系 1 2

電機工程學系 4 4

電機工程學系通訊工程博士班(107

停招)
- -

應用化學學系 1 1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5 5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10 10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

導與諮商博士班

4 4

國際文教管理人才博士學位學程 2 2

57 57

108學年度招生名額填報-博士班

班

別
學院

擬增減名額情形(人)

備註

博

士

班

管理

學院

科技

學院

博士班    合計

人文

學院

教育

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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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名額

A

註冊人數

C

註冊率

C/A

招生名額

A

註冊人數

C

註冊率

C/A

中國語文學系 48 43 89.6% 48 45 93.8% 91.7%

外國語文學系 48 43 89.6% 48 47 97.9% 93.8%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48 44 91.7% 48 48 100.0% 95.8%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53 49 92.5% 53 50 94.3% 93.4%

歷史學系 48 47 97.9% 48 46 95.8% 96.9%

東南亞學系東南亞組 27 26 96.3%

東南亞學系人類學組 18 18 100.0%

人文學院 290 270 93.1% 290 280 96.6% 94.8%

國際企業學系 55 54 98.2% 55 52 94.5% 96.4%

經濟學系 60 59 98.3% 60 57 95.0% 96.7%

資訊管理學系 55 51 92.7% 55 55 100.0% 96.4%

財務金融學系 60 59 98.3% 60 56 93.3% 95.8%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觀光休閒組 35 35 100.0% 25 25 100.0% 100.0%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餐旅管理組 34 33 97.1% 25 24 96.0% 96.5%

管理學院 299 291 97.3% 280 269 96.1% 96.7%

資訊工程學系 48 46 95.8% 50 46 92.0% 93.9%

土木工程學系 44 41 93.2% 50 47 94.0% 93.6%

電機工程學系 55 54 98.2% 64 60 93.8% 96.0%

應用化學系 50 48 96.0% 50 48 96.0% 96.0%

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學系 48 46 95.8% 50 46 92.0% 93.9%

科技學院 245 235 95.9% 264 247 93.6% 94.7%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45 44 97.8% 45 43 95.6% 96.7%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45 45 100.0% 45 43 95.6% 97.8%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 - - - - - -

諮人系-諮心組 20 20 100.0% 20 20 100.0% 100.0%

諮人系-終發組 20 20 100.0% 20 20 100.0% 100.0%

教育學院 130 129 99.2% 130 126 96.9% 98.1%

964 925 96.0% 964 922 95.6% 95.8%

105-106 學年度《學士班》新生註冊率一覽表（不含外加名額）

2年平均

註冊率

106學年度

科技

學院

學士班
105學年度

97.8% 97.8%

教育

學院

學士班小計

人文

學院

管理

學院

45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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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名

額A

報名人數

B

錄取率

A/B

招生名

額A

報名人

數B

錄取率

A/B

招生名

額A

註冊人數

C
註冊率C/A 招生名額A

註冊人數

C
註冊率C/A

中國語文學系 11 14 78.6% 11 16 68.8% 73.7% 11 5 45.5% 11 1 9.1% 27.3%

外國語文學系 9 8 112.5% 8 11 72.7% 92.6% 9 1 11.1% 8 2 25.0% 18.1%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24 67 35.8% 25 52 48.1% 41.9% 24 22 91.7% 25 24 96.0% 93.8%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14 29 48.3% 13 28 46.4% 47.4% 14 8 57.1% 13 11 84.6% 70.9%

歷史學系 8 13 61.5% 8 8 100.0% 80.8% 8 0 0.0% 8 1 12.5% 6.3%

東南亞學系 13 26 50.0% 13 17 76.5% 63.2% 13 11 84.6% 13 9 69.2% 76.9%

東南亞學系人類學碩士班 10 12 83.3% 9 2 450.0% 266.7% 10 6 60.0% 9 1 11.1% 35.6%

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8 13 61.5% 8 9 88.9% 75.2% 8 4 50.0% 8 5 62.5% 56.3%

人文學院 97 182 53.3% 95 143 66.4% 59.9% 97 57 58.8% 95 54 56.8% 57.8%

國際企業學系 23 51 45.1% 23 36 63.9% 54.5% 23 16 69.6% 23 15 65.2% 67.4%

經濟學系 17 22 77.3% 15 12 125.0% 101.1% 17 3 17.6% 15 9 60.0% 38.8%

資訊管理學系 39 70 55.7% 39 57 68.4% 62.1% 39 29 74.4% 39 17 43.6% 59.0%

財務金融學系 20 36 55.6% 20 38 52.6% 54.1% 20 9 45.0% 19 15 78.9% 62.0%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 15 29 51.7% 15 34 44.1% 47.9% 15 14 93.3% 15 15 100.0% 96.7%

新興產業策略與發展碩士學位學程 - - - 15 20 75.0% 75.0% - - - 14 11 78.6% -

管理學院 114 208 54.8% 127 197 64.5% 59.6% 114 71 62.3% 125 82 65.6% 63.9%

資訊工程學系 53 61 86.9% 52 80 65.0% 75.9% 52 23 44.2% 51 30 58.8% 51.5%

土木工程學系 26 30 86.7% 23 16 143.8% 115.2% 26 12 46.2% 23 10 43.5% 44.8%

電機工程學系 75 82 91.5% 67 66 101.5% 96.5% 75 31 41.3% 67 25 37.3% 39.3%

電機工程學系通訊工程碩士班 13 7 185.7% 12 5 240.0% 212.9% 13 1 7.7% 12 1 8.3% 8.0%

應用化學系 36 68 52.9% 36 73 49.3% 51.1% 36 28 77.8% 36 24 66.7% 72.2%

應用化學系生物醫學碩士班 9 11 81.8% 8 12 66.7% 74.2% 9 7 77.8% 8 4 50.0% 63.9%

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學系 17 16 106.3% 16 17 94.1% 100.2% 17 9 52.9% 16 7 43.8% 48.3%

科技學院 229 275 83.3% 214 269 79.6% 81.4% 228 111 48.7% 213 101 47.4% 48.1%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16 26 61.5% 14 26 53.8% 57.7% 16 14 87.5% 14 12 85.7% 86.6%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20 33 60.6% 20 30 66.7% 63.6% 20 17 85.0% 20 19 95.0% 90.0%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終

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碩士班
15 39 38.5% 15 35 42.9% 40.7% 15 14 93.3% 15 14 93.3% 93.3%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

導與諮商碩士班
17 93 18.3% 17 155 11.0% 14.6% 17 17 100.0% 17 17 100.0% 100.0%

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 10 12 83.3% 10 11 90.9% 87.1% 10 8 80.0% 10 8 80.0% 80.0%

教育學院 78 203 38.4% 76 257 29.6% 34.0% 78 70 89.7% 76 70 92.1% 90.9%

518 868 59.7% 512 866 59.1% 59.4% 517 309 59.8% 509 307 60.3% 60.0%

註冊率

106學年度105學年度 106學年度105學年度近2年

平均

錄取率

105-106學年度《碩、博士班》新生錄取率、註冊率一覽表（不含外加名額）

近2年平均

註冊率

碩士班

錄取率

人文

學院

管理

學院

科技

學院

碩士班小計

教育

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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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6學年度《碩、博士班》新生錄取率、註冊率一覽表（不含外加名額）

招生名

額A

報名人數

B

錄取率

A/B

招生名

額A

報名人

數    B

錄取率

A/B

招生名

額A

註冊人數

C
註冊率C/A 招生名額A

註冊人數

C
註冊率C/A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25 27 92.6% 23 21 109.5% 101.1% 25 21 84.0% 23 11 47.8% 65.9%

東南亞學系 22 33 66.7% 20 25 80.0% 73.3% 22 22 100.0% 20 16 80.0% 90.0%

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

程
30 44 68.2% 30 58 51.7% 60.0% 30 30 100.0% 30 30 100.0% 100.0%

人文學院 77 104 74.0% 73 104 70.2% 72.1% 77 73 94.8% 73 57 78.1% 86.4%

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

專班
53 95 55.8% 60 109 55.0% 55.4% 53 52 98.1% 60 54 90.0% 94.1%

管理學院 53 95 55.8% 60 109 55.0% 55.4% 53 52 98.1% 60 54 90.0% 94.1%

光電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 15 12 125.0% 15 4 375.0% 250.0% 15 11 73.3% 15 1 6.7% 40.0%

科技學院 15 12 125.0% 15 4 375.0% 250.0% 15 11 73.3% 15 1 6.7% 40.0%

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碩士在

職專班
27 44 61.4% 17 27 63.0% 62.2% 26 26 100.0% 17 17 100.0% 100.0%

教育學院心理健康與諮詢專班 - - - 17 18 94.4% 94.4% - - - 17 16 94.1% 94.1%

教育學院 27 44 61.4% 34 45 75.6% 68.5% 26 26 100.0% 34 33 97.1% 98.5%

172 255 67.5% 182 262 69.5% 68.5% 171 162 94.7% 182 145 79.7% 87.2%

105學年度105學年度
2年平均註

冊率

106學年度

教育

學院

科技

學院

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專班小計

人文

學院

2年

平均

錄取率

管理

學院

106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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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6學年度《碩、博士班》新生錄取率、註冊率一覽表（不含外加名額）

招生名

額A

報名人數

B

錄取率

A/B

招生名

額A

報名人

數    B

錄取率

A/B

招生名

額A

註冊人數

C
註冊率C/A 招生名額A

註冊人數

C
註冊率C/A

中國語文學系 4 9 44.4% 4 2 200.0% 122.2% 4 2 50.0% 4 2 50.0% 50.0%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4 15 26.7% 4 12 33.3% 30.0% 4 4 100.0% 4 4 100.0% 100.0%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4 11 36.4% 4 7 57.1% 46.8% 4 4 100.0% 4 4 100.0% 100.0%

歷史學系 2 7 28.6% 2 2 100.0% 64.3% 2 2 100.0% 2 1 50.0% 75.0%

東南亞學系 3 9 33.3% 3 7 42.9% 38.1% 3 3 100.0% 3 3 100.0% 100.0%

人文學院 17 51 33.3% 17 30 56.7% 45.0% 17 15 88.2% 17 14 82.4% 85.3%

新興產業策略與發展博士學位學

程
10 36 27.8% 12 33 36.4% 32.1% 10 10 100.0% 12 11 91.7% 95.8%

管理學院 10 36 27.8% 12 33 36.4% 32.1% 10 10 100.0% 12 11 91.7% 95.8%

資訊工程學系 3 1 300.0% 2 0 - 300.0% 3 2 66.7% 2 0 0.0% 33.3%

土木工程學系 3 3 100.0% 2 4 50.0% 75.0% 3 3 100.0% 2 3 150.0% 125.0%

電機工程學系 4 8 50.0% 4 6 66.7% 58.3% 3 3 100.0% 4 2 50.0% 75.0%

電機工程學系通訊工程博士班 1 0 - 1 1 100.0% 100.0% 1 1 100.0% 1 1 100.0% 100.0%

應用化學系 3 3 100.0% 3 1 300.0% 200.0% 3 2 66.7% 3 1 33.3% 50.0%

科技學院 14 15 93.3% 12 12 100.0% 96.7% 13 11 84.6% 12 7 58.3% 71.5%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4 7 57.1% 4 13 30.8% 44.0% 4 4 100.0% 4 4 100.0% 100.0%

國際文教人材博士學位學程 - - - 2 2 100.0% 100.0% - - - 2 2 100.0% 100.0%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9 30 30.0% 9 44 20.5% 25.2% 9 9 100.0% 9 9 100.0% 100.0%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

導與諮商博士班
4 18 22.2% 4 4 100.0% 61.1% 4 4 100.0% 4 3 75.0% 87.5%

教育學院 17 55 30.9% 19 63 30.2% 30.5% 17 17 100.0% 19 18 94.7% 97.4%

58 157 36.9% 60 138 43.5% 40.2% 57 53 93.0% 60 50 83.3% 88.2%

105學年度105學年度
2年

平均

錄取率

博士班小計

博士班

教育

學院

科技

學院

人文

學院

2年平均註

冊率

106學年度 106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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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報告以 106 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之教育績效目標為基礎，就現況與目標達成

之情形，並配合 106 年度校務發展目標與財務預算規劃，做詳細檢視與分析其問題

並提出改善之道。本報告首先陳述 106 年度各單位設定之績效目標，提報單位包括

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發處、國際處、環境安全衛生中心、人文學院、管理學

院、科技學院及教育學院；接著就年度工作重點做說明，對年度預期效益進行檢視。

最後針對各單位達到成效與未達成原因做檢討，寫成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 

 

一、106 年度教育績效目標之簡述 

(一) 改善招生策略，增進教學創新 

本校教育績效目標首重招生策略改善並增進教學創新，旨在提高新生報考人數

及註冊率，吸引優秀學子報考及就讀本校，招收更多海外僑生、外國學生及陸生來校

就讀，以擴增生源。目前正同時也研議跨領域學分學程，整合四個學院教學資源，持

續開設各項跨領域學分學程，以提供學生多元跨領域學習機會，同時推廣跨域學習風

氣，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另本校正籌設數位學習的教學與創新機制，產出

多元、具特色及符合學生需求的數位課程，提升師生對於數位教學平台的使用率。此

外，為落實本校設校宗旨與目標，國際化績效目標聚焦於強化學生國際移動力，提升

境外學生質量。 

(二) 建構職涯輔導與校友服務 

  改善招生策略及提升教學二者合一的共同作法，是建構學用合一的職涯輔導與

校友服務，結合校友服務於職涯輔導系列活動的設計推廣，強調生涯與職涯輔導服務

之連貫性，並融合校友服務，整合校內外相關資源，提升學生職場適應力與就業競爭

力。同時，設置並落實執行各類獎助學金，積極與相關基金會聯繫，結合校內外資源

協助學生緩解經濟問題。另協助申辦就學貸款、辦理學雜費減免及弱勢學生助學金等，

以減輕學生與家長之就學負擔。若學生在校期間發生因偶發事件導致生活陷入困境，

本校設有急難救助金及生活助學金，提供生活費補助以協助學生渡過困難，讓學生能

安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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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動電子公文整合系統 

行政院自 99年 1月 25日函頒「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方案」，要求各機關應於

104年底前，達成公文全程電子化處理及減紙 30%目標。本校為達到此目標，刻正規

劃建置具有公文線上簽核功能的公文及檔案整合系統，包含：公文製作、公文管理、

線上簽核、檔案管理及數位儲存等各項整合性資訊服務，提供一套共通性且能集中管

理的資訊系統，並含電子公布欄、公文稽催等實用功能，為本校建置完整的電子化、

無紙化，文檔合一的資訊服務作業環境。 

(四) 污水回收再利用 

本校污水處理廠主要處理全校師生每日產生之生活污水，污水廠對於處理技術

與操作維護保養管理要求嚴謹，處理後放流水之各種汙染物濃度均符合放流水標

準，部分回收水將回收再利用於校內澆灌及日、月池景觀池，以期達到水資源永續

利用，另為配合節能減碳政策，持續調整相關操作流程以減少用電量為目標。 

(五) 提升教師研究能量 

建構終身學習型大學，擴大推廣教育規模，並增加教育部與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核定通過率，協助媒合本校專任教師共同研提各類型計畫補助申請，為校爭取資源，

提升本校研究能量。 

(六) 提高專利媒合機會 

促進學用合一的積極作法，是結合社區力量共同推動學生職涯發展。本校鼓勵埔

里當地產業進駐育成中心，透過近距離觀察產業了解其需求，同時邀請本校教師／學

生組成創業輔導團隊，輔導進駐廠商，促進學校與地方產業的合作關係。此外，本校

已獲證之專利發明，將請發明人提供完整專利資料表，由創業育成中心建立檢索平台，

供業界廠商瀏覽，設計完整專利技轉制度，提高技轉速度及與專利媒合機會。 

(七) 人文學院 

人文學院教育績效目標首重招生策略改善與增進，除積極爭取本地生就讀之

外，將積極協助推廣外籍生及僑生招生工作，以擴大生源，並持續追蹤外籍生及僑

生在校學習適應情況，強化僑生及外國學生獎補助及輔導機制，以提高外籍生及僑

生報到率。未來將持續強化人文學院東南亞研究之特色，配合當前社會新住民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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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增加，朝向成立新住民學位學程專班進行規劃。 

(八)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在科技整合與資源共享的原則下，積極結合產學資源，透過正式課

程、非正式課程及潛在課程，落實培育學生具有基礎能力、專業能力以及人文素

養，增加學生自信以及就業競爭優勢，培育「理論與實務並重，敬業樂群之現代經

營管理人才」。 

(九) 科技學院 

科技學院之整體教育績效目標有「理論與實務並重」、「人文與科技兼備及術德

兼修」、「具國際視野及創新思考」三大方向，院內各系也以培育具備跨領域學能且

富有獨立研究能力之專業人才為目標，積極推動發展。 

(十) 教育學院 

教育學院的教育目標包含翻轉教育、縮短學用落差、深化在地關懷、開展國際

視野四個面向。院內各系所嘗試進行改造與創新，發展特色課程，深耕教師專業發

展，培養學生在地文化認同與社會關懷能力，增進其全球移動能力，並強調延長與

深化海內外實習與產學合作，期能培育具備在地化、專業化、國際化「三化」能力

之未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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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績效目標達成情形 (包括投資效益) 

(一) 增進改善招生策略 

1. 提高新生註冊率，吸引優秀學子報考及就讀本校 

(1) 本校 106學年度學士班註冊率 95.64%、碩士班 60.31%、碩士在職專班

79.61%、博士班 83.33%，全校註冊率為 83.03%。如含境外生外加名額，106

學年度學士班註冊率 86.49%、碩士班 59.26%、碩士在職專班 81.13%、博士

班 83.10%，全校註冊率為 79.00%。近 3年各學制新生註冊率詳如下表，其

中學士班均能穩定維持 95%左右，碩士班則由 73%下滑至 69%，博士班經過

招生名額調整及寄存的改善措施後，註冊率則由 69% 提升至 83% (如下表

1)。 

表 1 104-106學年度新生註冊率 

 

(2)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招生策略小組設置要點」已於 106年 6月 7日第 476次

行政會議審議通過。目前已邀請業務相關單位主管組成本校校級招生策略小

組，於 107年 3月 7日召集小組成員會議，整合校內各相關單位資源，擬定

各項招生策略與推動方案，有效提昇學校整體對外宣傳及招生成效。預計

107學年度新生註冊率（不含外加名額）可穩定維持在學士班 95%、碩士班

70%及博士班 80%之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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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前教務處招生組已逐步建立校內招生名額調整機制，於每年 4月提報教育

部總量計畫書前，先依據校內招生名額調整機制進行名額預配，並由教務長

邀集四院院長召開名額協調會，討論各系所名額分配，綜合評估調整系所招

生名額，以提高名額使用率。 

(4) 藉由新生獎學金設置及加強錄取生輔導方式（如：系主任親自與新生聯

繫），以提高新生對學校之認同感及就讀意願。另為因應少子化所帶來生源

不足的困境，積極參與海外及大陸地區招生宣傳活動，吸引海外僑生、國際

學生及陸生來校就讀。 

(5) 其他招生策略辦理情形： 

i. 積極與重點高中簽訂策略聯盟：目前共有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等 9所

高中與本校簽約。 

ii. 積極邀請高中蒞校參訪，派員參加高中模擬面試、大博會及系所宣導活

動。 

iii. 為爭取更多優秀的海外僑生及外國學生來校就讀，派員前往馬來西亞、

澳門、香港各地所舉辦之海外教育展設攤參展，增加學校曝光率及知名

度，藉由宣傳及解說讓海外學生及家長對暨大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iv. 適度擴增熱門科系僑外生招生名額、與馬來西亞董總及緬甸華語中學合

作師資培育專班及開設教政系僑外高階教育人員博士專班等，進而吸引

更多的僑生、外國學生選擇至本校就讀。 

v. 鼓勵及補助各學院辦理寒、暑假高中營隊活動，讓更多學生提早認識本

校美麗的校園環境及優良的師資與設備資源等，提高其就讀本校意願。 

vi. 配合每學年系所增設調整核定情形，修正本校簡介招生文宣，並更新校

園風景及活動照片。另本校秘書室業於 106年 10月拍攝招生影片，並

放置於 youtube網站，透過加強觸及人數之方式，促使更多學子認識本

校，進而吸引優秀學子報考。 

2. 整合四院教學資源，提供多元跨領域學習機會 

(1) 隨著社會的演進，擁有兩項以上職能專長的跨領域人才已成為目前社會的人

才需求趨勢，因此，培育學生擁有第二專長與跨領域之視野為本校目前持續

努力的重點方向。本校統整現有資源，結合相關師資、設備與課程，提供學

生專業、多元與跨領域的學習環境，經教務會議討論通過學分學程設置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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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將學分學程分為專業學程、就業學程、跨領域學程三種。 

(2) 本校 106年度開設新興領域及跨領域學分學程共計 19個，並於 106年 11月

22日辦理 106年度學分學程成果發表暨招生說明會，參與活動的師長與同

學共計二百餘人，活動圓滿完成。另各學程主辦單位每學期會定期辦理招生

宣導活動，鼓勵學生申請修習學程，106年度累計申請修習學程在學學生人

數共計 548人，完成學程課程並取得學分學程證明書共計 65人。 

(3) 104至 106年度本校獲得教育部教學增能計畫補助，教務處持續輔導鼓勵各

教學單位合作開設各項學分學程，近 3年開設學分學程數、修習學程人數及

完成學程取得學程證明書人數均呈現逐年增加之情形 (如下表 2)。 

表 2 近 3年學分學程開設情形 
年度 開設學程數 修習學程人數 完成學程取得學程證明書人數 

104 15 493 13 

105 18 539 53 

106 19 548 65 

3. 積極推動數位學習的教與學創新 

(1) 本校數位教學資源網站，其內容包括教材、課程與資料庫、教學心得分享、

教學知能講座研習等內容，提供教師自我精進之便利管道，並結合 Moodle 

課程網，鼓勵教師將課程教材上傳至 Moodle課程網，成資源共享之風氣，

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並於 105年引進虛擬攝影棚錄播設備系統，提供教

師現場製播資源，並辦理相關教育訓練，以強化教學設備，提升數位課程教

學品質。 

(2) 依本校數位學習教材與課程製作獎(補)助辦法，本校於 106年度計審核通過

17件（105-2學期 8件、106-1學期 9件）製作數位教材與課程補助案，補

助金額共計 50萬元，鼓勵老師及學生建立數位團隊，並於期末發表及展示

成果，以達教學資源相互觀摩之效。近 3年度數位學習課程及教材獎補助通

過件數及補助金額均有逐年增加之情形 (如下表 3)。 

表 3 近 3年度數位學習課程通過情形 

年度 通過件數 補助金額 

104 1 21,500元 

105 13 320,000元 

106 17 5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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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校 106年度計辦理 3場數位學習相關研習及數位教學助理培訓活動，吸引

481人次參與，共培訓 23位數位教學助理，協助教師製作數位學習教材及

開設數位學習課程。另為獎勵教師課程進行校際與國際推廣，目前已推出 1

門課程加入中華開放教育平台。 

4. 招生策略之改善涵蓋本地生與境外生（僑生、陸生與外國學生）。針對本地生部

分，提高學生國際移動力乃為吸引學生之關鍵之一。 

(1) 本校師生國際移動力方面，國際交流與大陸港澳地區交流達成狀況如下： 

本校師生國際交流(資料來源：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學海飛

颺、教學創新試辦計畫及校內補助)，可分為教師因公出國(針對帶隊志工、

實習及田野調查)、學生海外實習與志工、田野調查及學生出國研修。106

年度共計有 373 人次進行交流，其中教師計 63 人次，學生計 310 人次，統

計資料如下圖表所示： 

 

圖 1 106 年度赴海外人數總表 

公行

系

東南

亞系

社工

系

國比

系

教政

系

華語

學程

經濟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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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05 年度及 106 年度出國人次比較圖 

如上圖所示，105 年度出國總人次為 221 人次，相較之下，106 年度不

論在學生海外志工、實習及海外研修，人數皆有微幅增加，出國總人次為

373 人次；又加上教育部教學創新試辦計畫的實施，讓更多學生及老師有機

會能夠至海外進行田野調查；教師因公出國人數倍增，可見教師們越來越重

視國際交流。 

本校學生與大陸地區學校進行交流，以交換計畫及短期交流營活動為

主，截至 106 學年度止，共薦送 123 名學生進行交換計畫，131 名進行短期

交流營活動，總交流人次計 254 人次。各學年度學生赴港澳大陸地區交流情

形如下圖所示： 

 

圖 3 赴港澳大陸交流情形折線圖 

 

 

 

 

學生海外志

工

學生海外實

習

學生田野調

查
出國研修

教師因公出

國

105年度 23 101 0 65 32

106年度 29 122 91 68 63

23

101

0

65
3229

122

91

68 63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05年度、106年度出國人次比較圖

105年度 106年度

9
4 4 15

24

23 23

21

0 0

20

31
26

14 16

24

9
4

24

46
50

37 39
45

0

10

20

30

40

50

60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人

數

學年度

赴港澳大陸交流情形折線圖

各學期交換人數

各學期交流營人數

學生出國總人數

350



9 

 

(2) 招收境外學生部分，目標達成狀況如下： 

本校 106 學年度目前在學外國學生，共計 72 名，詳如下表所示： 

表 4 本校 106 學年度目前在學外國學生分布情形 

學制 

國別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系所分部 

合 

計 新生 舊生 新生 舊生 新生 舊生 

日本 1  1    
外文系 1名 

2 
東南亞系 1 名 

加拿大  1     電機系 1名 1 

印度      3 應化系 3名 3 

俄羅斯 

 

2 1 

   外文系 1名 

3 國企系 1名 

觀餐系 1名 

南韓    1  2 

華文學程 1 名 

3 教政系 1名 

國比系 1名 

美國      3 
國比系 2名 

3 
教政系 1名 

泰國  1     教政系 1名 1 

馬來西亞 1 1 

 

1 1 3 

中文系 1名 

7 

資管系 1名 

東南亞系 2 名 

新興產業博班 1名 

諮人系 2名 

越南 

1  4 9 3 21 教政系 9名 

38 

東南亞系 8 名 

新興產業博班 6名 

應化系 3名 

華文學程 3 名 

國企系 3名 

電機系 1名 

資管系 1名 

諮人系 1名 

社工系 1名 

公行系 2名 

葡萄牙 
 2     土木系 1名 

2 
社工系 1名 

蒙古 

  

1 1 

 

1 

東南亞系 1 名 

3 社工系 1名 

諮人系 1名 

351



10 

 

表 4 本校 106 學年度目前在學外國學生分布情形(續) 

德國      1 東南亞系 1 名 1 

緬甸 

  

3 

 

1 

 公行系 1名 

4 應化系 1名 

觀餐系 2名 

薩爾瓦多    1   國比系 1名 1 

小計 3 7 10 13 5 34   

總計 10 23 39  72 

 

本校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來校外國交換生共 5 名及實習生 1 名共計 6 名，名單

如下表所示： 

表 5 本校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來校外國交換生人數 

系所 日本 法國  泰國 越南 新加坡 合計 

外文系   1 1  2 

財金系     2 2 

國比系  1(實習生)    1 

諮人系 1     1 

總計 1 1 1 1 2 6 

 

(3) 僑陸生人數分布情形： 

i. 106 學年第一學期共有 47 名大陸短期研修生來校交流，各姊妹校薦送情

形，詳如下表所示： 

表 6 本校 106 學年第一學期大陸短期研修生薦送情形 

薦送學校 交換生 訪問生 總計 系所(人數) 

山東大學威海 2 - 2 中文系(2) 

中山大學 1 - 1 國企系(1) 

中國社會科學院 2 - 2 國企系(2) 

北京科技大學 4 - 4 公行系(4) 

仰恩大學 - 2 2 歷史系(1)/資工系(1)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2 - 2 社工系(1 碩)/公行系(1 碩) 

東南大學 4 - 4 
經濟系(1)/國企系(1)/ 

財金系(1)/土木系(1) 

青島理工大學 - 3 3 社工系(1)/財金系(2) 

南開大學 1 - 1 中文系(1) 

哈爾濱工程大學 1 - 1 社工系(1) 

香港樹仁大學 1 - 1 中文系(1) 

浙江工業大學 1 - 1 公行系(1) 

352



11 

 

表 6 本校 106 學年第一學期大陸短期研修生薦送情形(續) 

浙江師範大學 3 - 3 國企系(1)/電機系(1)/諮人系(1) 

浙江理工大學 2 - 2 財金系(2) 

華北電力大學 3 - 3 公行系(1 學/1 碩)/資工系(1) 

華南師範大學 4 - 4 公行系(1 碩)/財金系(2)觀餐系(1) 

華僑大學 2 - 2 觀餐系(1 學/1 碩) 

暨南大學 6 - 6 
中文系(1)/外文系(1)/公行系(1)/ 

經濟系(1)/國企系(1)/土木系(1) 

瀋陽師範大學 2 1 3 國比系(1 碩)/教政系(2 碩) 

總計 41 6 47  

 

ii. 106 學年度在學僑生人數統計表： 

表 7 106 學年度在學僑生人數統計表 

學程 

僑居地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合 

計 新生 舊生 新生 舊生 新生 舊生 

香港 45 195 1 3   244 

馬來西

亞 

64 162 4 6   236 

澳門 27 93  3   123 

印尼 14 17     31 

緬甸 11 2  1  1 15 

越南  9     9 

泰國 1 2     3 

美國  2     2 

厄瓜多  2     2 

日本  3     3 

南非 2 1     3 

貝里斯  1     1 

韓國  1     1 

巴拉圭  1     1 

匈牙利  1     1 

小計 164 492 5 13  1  

總計 656 18 1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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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建構職涯輔導與校友服務 

1. 本校為協助學生探索職涯興趣及能力，與系所課程結合辦理職涯輔導測評及職

涯諮詢(如圖 4所示)。 

圖 4 本校協助學生探索職涯興趣及能力示意圖 

(1) 106年度共舉辦 14場職業適性診斷測驗活動(UCAN、CPASS、PODA)和 1場職

涯探索工作坊，除了全校性活動，其中有與系所課程(歷史系、財金系、觀

餐系)及新生生活營合作，共服務 1385人次。學生施測後會進行解測，使本

校學生了解個人特質及優勢，更在培養本科系知識技能外，探索跨領域之專

長，讓學生了解未來產業趨勢發展將會如何影響我們的就業機會以及因應。 

(2) 經由職涯測驗及解測後，鼓勵學生進行職涯諮詢，有助於學生擬出屬於自己

的職涯規劃。106年度提供職涯諮詢駐點服務共服務 168人次，除了全校性

活動，其中有與國比系生涯規畫課程合作，協助本校學生探索職涯定向、職

能檢測服務、中文履歷自傳撰寫指導、面試技巧指導。預約率達 9成，滿意

度達 92.02%。其中人院共服務 30人次，科院 9人次，管院 39人次，教院

90人次。學生諮詢問題主要以職涯定向探索和職業探索為主。 

(3) 開設通識課程-職涯探索與規劃，讓學生了解業界的發展及動態，探索個人

職涯興趣及能力，盡早做職涯規劃。 

2. 透過職涯講座及面試體驗營建立學生職涯觀念與認知、提昇就業競爭力，盡早

掌握產業脈動及發展趨勢，同時強化個人在職場的競爭力，以減少職涯摸索期

程，順利在畢業後找到適才適所的第一份工作。並藉由企業參訪活動，使學生

能與企業直接面對交流與學習，增進對企業營運概況之認識，進而瞭解企業人

才招募條件與需求，預作就業之準備。 

(1) 106年度鼓勵各系所依據學生需求辦理職涯講座和企業參訪，共補助 26場

職涯講座，共 1,243人次參加，滿意度達 86.18%；23場企業參訪，共

1,052人次參加，滿意度達 82.83%。另統籌系所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

投分署申請補助國企系辦理 1場職涯講座，共 50人參加；公行系、觀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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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財金系、國企系辦理 6場企業參訪，共 321人次參加。 

(2) 106年度學務處職涯暨校友中心共舉辦 15場職涯講座，共有 896位學生參

加，主題有「口語表達與面試技巧」、「履歷自傳之撰寫技巧」、「如何以自身

旅遊經驗經營社群」、「在澳洲發現人生的無限可能」、「我的職涯路-我在越

南的時光」等，與生輔組起飛計畫共同舉辦「打造多元π型人－跨文化溝通

工作坊」，圖書館合辦「圖文是份好工作？讓過來人告訴你！」。 

(3) 106年度學務處職涯暨校友中心共辦理 2場面試體驗營，由專業講師傳授方

法和經驗，讓同學們能夠製作出一份最足以表達自己優點與能力的履歷自

傳，並培養適宜的談吐應對和妝容儀態，期望學生能提升未來實習或求職競

爭力，在面試者當中脫穎而出。其中一場為 106-1學期與原民專班合辦，共

服務 46人次，滿意度達 89.17%。 

(4) 學務處職涯暨校友中心和生輔組起飛計畫、原民專班將於 105-2學期舉辦

「青年職涯發展中心南投據點及籃城社區參訪活動」希望讓學生了解青年職

涯發展中心暨創客基地南投服務據點及籃城社區的服務內容，了解畢業後的

就業資訊及在職進修內容，知曉社區資源的運用，學生未來若有就業方面的

需求可就近尋求相關資源而獲得服務。 

3. 經由就業博覽會和廠商實習暨就業說明會讓學生暸解現今產業趨勢與企業用人

標準，掌握職場發展趨勢與雇主需求，進而掌握求職管道與機會，促使學生能

夠及早確立人生職涯方向，強化就業競爭力。 

(1) 106年 4月 12日於學生餐廳前廣場及人行道舉辦校園徵才博覽會。現場有

統一企業、上銀科技、宏全國際公司、寶成國際集團、拓凱實業公司、鹿港

永樂酒店、家樂福及愚人之友基金會等 39家廠商蒞校徵才，「履歷健診」活

動學生滿意度達 87.33%。廠商實習暨就業說明會的企業均派出高階主管進

行簡報及說明，安排英屬維京群島商賜昌有限公司、GGC(東協、印度市場公

司)、元成工業有限公司及新加坡 AETOS安防輔警公司等 4家國內外著名企

業，現場提問及互動踴躍。 

4. 職涯資訊平台的運用。 

(1) 透過「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雲端職涯體驗與導航專區」，讓學生可透過單一平

台即可整合職涯之所需訊息，內容包含職能檢測、職涯諮詢預約、課程地圖

/未來發展、暨大學習歷程網、認識職務、實習、找工作、求職寶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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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24小時取得資訊，了解該科系之專業內涵，建構多元職涯方向之進路。 

(2) 結合職涯測驗或辦理活動時，鼓勵學生使用數位學習歷程檔案(E-Portfolio

和 Mahara)可記錄學生在一切學習活動下所產出的成果，達到自我行銷。 

5. 與系所之連結性： 

(1) 學務處職涯中心透過補助系所方式，讓各系所依其實務需求，辦理職涯講

座和企業參訪（106年約補助 40萬元）、實習（106年約補助 60萬元）等

活動。讓學生掌握當前產業趨勢，並瞭解職場特性、企業經營理念、相關

制度與求才需要，啟發學生創造自已的工作價值與職能，以期達到理論與

實務的結合。 

(2) 為加強職涯輔導之廣度與深度，與系所老師合作於課程中安排職涯相關活動

（共計 80次）。例如：職涯測驗和解測、職涯諮詢、職涯講座、企業參訪、

面試體驗營等內容，讓學生於正式課程中，能同步掌握職場發展趨勢，以協

助學生瞭解自我，做好職涯規劃與就業準備。 

6. 配合教育部落實畢業生長期追蹤機制，掌握畢業生流向及其投入職場情形，並將

相關資料回饋本校各系所，以改善課程與校務運作。職涯暨校友中心於 9月 6日

函各系（所）進行畢業滿 1年（104學年度畢業生）、畢業滿 3年（102學年度畢

業生）及畢業滿 5年(100學年度)校友流向調查，問卷回收率目標各為 70%、65%

及 50%，調查於 11月 10日截止。調查回收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 8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友流向調查結果表 

 畢業滿一年 

（104 學年度） 

畢業滿三年 

（102學年度） 

畢業滿五年 

（100學年度） 

學士班 65.70% 48.24% 40.82% 

碩士班 51.25% 39.62% 37.57% 

博士班 58.82% 65.52% 4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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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校友流向調查圖 

7. 校友流向調查分析成果： 

如下表所示，依據近 5年來，本校配合教育部進行之畢業生畢業後一年流向調查

結果，經與全國公立大學校院比較，本校 101、102學年度學士班學生畢業後一年之

「全職在學中」比例，高於全國公立大學校院平均值，資料顯示本校學士班學生約有

四成於畢業後繼續升學；但自 103學年度起，下降至約三成。又本校 100學年度畢業

後五年學士班學生，「全職在學中」比例較全國公立大學校院平均值較低，但「工作

中」比例高於全國公立大學校院平均值，顯示本校學生畢業後三年的就業比例達七成

二。然自 101學年度起，本校學士班學生於畢業後三年「工作中」比例，低於全國公

立大學校院平均值。另自 104 學年度起本校學士班學生於畢業後三年「工作中」比

例，降至二成多，顯示本校應加強學用合一，並應致力於職涯輔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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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校友流向調查分析表 

畢業 

學年度 

調查

年度 

調查主

題 
 工作中 

全職 

在學中 
實習 服役 

準備 

考試 

家管/ 

料理家務 
求職中 其他 

100 101 
畢業後

一年 

全國公立

大學校院 
(無資料)        

暨大 28.57% 36.82%  20.91% 11.03% 1.51%  1.16% 

100 104 
畢業後

五年 

全國公立

大學校院 
71.57% 12.03%  5.72% 4.09% 0.99% 3.50% 2.10% 

暨大 72.20% 11.20%  6.00%    1.20% 

101 104 
畢業後

三年 

全國公立

大學校院 
43.23% 38.37%  6.63% 6.21% 0.51% 3.37% 1.68% 

暨大 34.74% 42.50%  5.61%    2.88% 

102 104 
畢業後

三年 

全國公立

大學校院 
41.36% 36.01%  10.80% 5.58% 0.52% 3.27% 2.46% 

暨大 39.40% 40.63%  6.88% 0.68%   0.96% 

103 105 
畢業後

三年 

全國公立

一般大學 
(無資料)        

暨大 34.33% 31.77% 2.44% 17.66% 17.77%   2.66% 

104 106 
畢業後

三年 

全國公立

大學校院 
(無資料)        

暨大 21.69% 33.71% 2.70% 13.48% 11.91% 1.35% 12.92% 2.24% 

105 107 
畢業後

三年 

全國公立

大學校院 
(無資料)        

暨大 22.56% 30.83% 2.33% 12.61% 13.77% 2.12% 13.03% 2.75% 

 

(三) 推動電子公文整合系統 

為推動本校公文全程電子化作業，總務處已建置之公文及檔案整合系統，採購

契約金額為新臺幣 244萬元，已於 106年 3月 1日正式上線啟用，經全校同仁使用

反映意見，並經規格逐條測試後，於 106年 11月 15日驗收合格後付款(惟尚保留

有須於 107年執行之第三方系統驗證費用：新台幣 5萬元及配合檔案管理局公文電

子交換輕量化 API整合介面新政策實施時程，完成新版 API整合介面經費：11萬

2,000元)。 

    為確保公文全程電子化執行順利，於系統上線前，文書組特別擬定「國立曁南

國際大學公文線上簽核作業要點」，並經行政會議通過，以規範全校同仁順利處理

公文 其中除特殊情形得以紙本簽核者外，均應以線上簽核處理，全程不須印製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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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尤其是校內各種周知性之公文不須再印製，可直接公布於系統之電子公布欄，

全校已因此大量節省紙張及影印耗材經費支出，系統上線一年來，已明顯達到績效

目標，彰顯投資效益。以總務處文書組為例，影印機的碳粉等耗材及維修汰換零件

於 105年度實支 151,236元，106年度實支 84,823元，約節省 43.91%的耗材及維

修支出；另外，文書組 106年度亦節省發文購紙之經費 32,788元；除上述經濟效

益外，更節省文書組檔案室紙本歸檔空間維護成本。 

再者，系統上線以來，全校各單位均能因而減省相當之實體公文收送、整理人

力成本，還有全校各單位各種公文、通知、影印耗材及用紙等費用。 

(四) 污水回收再利用 

本校污水處理廠處理水量為 600~700公噸，處理後之放流水污染物濃度遠低於

放流水標準，本校於 95年獲環保署選拔為『生活污水處理回收再利用示範輔導計

畫場址』，並獲 1000萬元補助。本校於 96年完成興建中水回收再利用系統啟用迄

今，中水回收再利用效益極佳，檢附 106年污水回收再利用資料如下表所示。本校

106年污水處理廠進流水量為 170587公噸，回收水量為 104614公噸，回收率達

61.3%。 

表 10 106年污水回收再利用資料表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總計 

進流水量 11140 7570 17957 16289 18471 19091 7609 6864 12296 17522 17961 17817 170587 

放流水量 1533 2002 4319 5417 3739 3243 2369 1809 5669 10042 8813 12266 61221 

回收水量 9153 4946 13231 11061 14360 15751 4480 4367 7711 6538 8134 4882 104614 

回收率 80.0% 65.3% 73.1% 67.9% 77.7% 82.5% 58.9% 63.6% 63.0% 37.0% 45.0% 27.0% 61.3% 

(五) 提升教師研究能量 

1. 研究計畫成果： 

(1) 本校申請 105 年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 232 件，核定 143 件(含執行中多年期

專題研究計畫 30 件)，通過率 61.6%，核定金額 128,263,220 元；申請 106

年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 252 件，核定 128 件(含執行中多年期專題研究計畫

21件)，通過率 50.7%，核定金額 108,254,640元。 

(2) 本校 105 年度申請教育部補助計畫通過 89 件，核定補助金額新臺幣

75,807,926 元；106 年度申請教育部補助計畫，核定通過計 138 件，核定金

額為 1 億 6,732萬 2,720元，較 105年度件數成長約 55%、經費成長約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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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幅度相當大。 

(3) 本校 105年度產學合作計畫案計有 81件，經費計有 100,179,087元，其中公

部門委辦之產學合作計畫案計有 60 件，委辦經費有 89,658,375 元，與私部

門合作案計有 21 件，委辦經費有 10,520,712 元；106 年度產學合作計畫案

計有 79件，經費計有 121,133,775元，其中公部門委辦案計有 64件，委辦

經費有 113,711,468 元，與非公部門合作案計有 15 件，委辦經費計有

7,422,307元，106年度較 105年度經費成長約 21%。 

2. 開設推廣教育班成果： 

 105年度所開設之推廣教育班，分別有語文、休閒運動、公共行政與政策、東南

亞政策、光電科技、經營管理、非營利組織、教育政策、輔導諮商、國際文教與比較

教育、觀光休閒產業經營管理、香港地區境外推廣教育學士學分班及高階主管經營管

理境外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等，共計開設 126班(含學分班 8班、隨班附讀學分班 11

班、非學分班 107班) 共 182學分，總學員人數為 2215人次； 106年度所開設之推

廣教育班，分別有語文、休閒運動、公共行政與政策、東南亞政策、光電科技、經營

管理、非營利組織、教育政策、輔導諮商、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觀光休閒產業經營

管理、高階主管經營管理境外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等，共計開設 135 班(含學分班 7

班、隨班附讀學分班 11 班、非學分班 117 班) 共 176 學分，總學員人數為 2381 人

次，較 105年度班別成長約 7%，學員人次成長約 7%。 

 (六) 提高專利媒合機會 

1. 截至 106年 12月止本校共通過 126件專利，委託照華國際商標事務所進行專利出

售相關事宜，進行專利出售相關作業。106年計有應化系 3件、電機系 12件、應

光系 1件、土木系 3件、資管系 1件，共 20件。 

2. 106年有 15件美國專利委託照華國際商標事務所進行專利出售相關事宜。 

3. 106年 4月 14日工研院產學服務團團隊至暨大針對本校專利評比較高且有意願將

專利商品化的教師進行一對一訪談，共計 10人，以利專利商品化進一步之進行。 

4. 106年 8月至 106年 12月間，本校蔡勇斌教授接受科技部運用法人鏈結產學合作

計畫委託工研院一對一專家 Coaching輔導。 

5. 106年 9月 19日舉辦「專利佈局與分析」演講，主講者為法瑪國際專利商標事務

所陳恕琮副所長，促使本校教師瞭解專利申請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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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人文學院 

針對前述目標著重於積極協助推廣外籍生及僑生招生工作，人文學院近二年僑

生及外籍生人數如下表所示： 

表 11 人文學院近二年僑生及外籍生人數 

學年度 
僑生 外籍生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小計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小計 

105 48 1 0 49 1 2 1 4 

106 44 0 0 44 3 4 3 10 

人文學院 106學年度共有 44名僑生、10名外籍生，僑生較前一學年度減少 5

名，而外籍生則增加 6名，故總人數微增名。基本上，達成穩定中求成長的目標。 

(八) 管理學院 

為培育現代經營管理人才，管理學院積極結合產學資源，透過正式課程、非正

式課程及潛在課程之目標，管理學院 106年度已完成工作如下：開設 2門跨領域學

分學程及 1門職涯探索課程，提供 180位學生修習；辦理 88場次專題講座活動及

辦理 72場協同教學活動，協助學生實務界新觀點；辦理 26場次、共計 572人次校

外見習活動，提供 181人次學生企業實習，了解企業實務操作，提升就業能力；補

助 59位學生出國進行學術交流，開闊學生國際視野，提升學生國際移動力能力；

透過各類推廣教育學位學程招收 78名學生，拓展管理學院財源。 

(九) 科技學院 

1. 教師研究能量 

科技學院積極精進各系教學與研究能量，持續強化跨領域合作教師能量為目

標，以下可分為研究計畫(科技部、教育部)、產學合作、期刊論文發表、專利申請

等面向進行探討。 

(1) 研究計畫 

科技學院全體教師合計為73位，在科技部之研究計畫申請數為90件，獲

核定通過件數為45件，總計補助金額高達4,533萬元。在教育部補助計畫部分，

106年度總計通過7件，核定補助金額為1,739萬9,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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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學合作部分 

106年科技學院教師產學合作件數計有35件，金額為8,143萬7,750。 

(3) 期刊論文發展 

科技學院教師積極進行論文的發表，於106年總計發展56篇期刊論文，其

中22篇為國際性期刊，並有16位教師獲得校內學術獎助補助。 

(4) 專利申請 

教師之研究成果得以申請專利，以創造價值商業化價值，科技學院教師

在106年總計申請件數為22件，獲證數為18件(備註:專利申請至獲證期間需

經公開、審查、答辯，時間可能需1~2年)。 

2. 跨領域與在地研究 

此外，為因應教育部及科技部目前皆以跨領域研究為導向，科技學院教師積極以

跨系、跨院合作為基礎，共同對外申請各項大型計畫，於106年度獲得教育部試辦之

【大學社會責任(USR)實踐計畫】獲深耕型(C類)補助600萬元，教師將本身之學術專

長，以南投在地為研究基地，進行在地特色之研究，與地方共生共榮。另外，科技學

院資工系及電機系共同與管理學院合作，獲得教育部【數位經濟前瞻技術應用人才培

育計畫─做中學課程與創客空間】計畫補助2千萬元。本項計畫亦是以現今政府積極

推動之AI人工智慧為主，透過做中學，打造學生創新思惟。 

3. 培育優秀人才 

科技學院以培育具備跨領域學能且富有獨立研究能力之專業人才為目標，可以

分為以下研究計畫、對外競賽及跨領域課程等三面向進行分析： 

(1) 研究計畫 

科技學院教師指導學生申請【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總計27

件，獲核定10件。 

(2) 對外競賽 

科技學院各系在106年對外參加之競賽，獲得以下佳績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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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106年科技學院各系對外參加競賽獲得之佳績 

系所 得獎紀錄 

資工系 

1. 參加2017全國大專校院軟體創作競賽，榮獲銀牌。 

2. 參加2017全國大專校院軟體創作競賽，榮獲值得注目獎。 

3. 參加2017全國電子設計創意競賽，榮獲第一名。 

4. 參加2017全國電子設計創意競賽華電聯網，榮獲特別獎。 

土木系 

土木系陳谷汎教授帶領 6 位同學參加 106年 7 月 1 日至 8 日浙江工貿職業技術學院舉辦

第四屆兩岸青年創客工作坊（workshop），榮獲最佳創意獎、最佳創客獎、最佳轉化獎、

最佳工匠獎。 

電機系 

1. 電機系翁偉中副教授指導薛惟仁、郭浩毅、李林璋及鄧偉杰等 4 位同學，參加 2017

全國大專創意電磁實作競賽，榮獲設計組第一名。 

2. 電機系李佩君教授指導陳盈秀及蔡宜真等 2位同學，參加第十一屆微控制器校園專案

研發成果競賽，榮獲優勝。 

3. 電機系陳建亨教授指導黃佑宸及李子念等 2位同學，參加 2017 IEEE ICASI 研討會，

榮獲 First Prize Paper Award。 

應化系 

1. 應化系楊德芳教授指導黃聖涵博士參加化學年會，榮獲周大紓有機化學研究生論文榮

獲優等獎。 

2. 應化系林敬堯教授帶領蔡明機同學等人，與台灣染敏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承接科

技部「技術與產能提升計畫」，取得中華民國專利一項、美國專利一項審查中之外；

並於「英國皇家化學會」著名期刊發表論文，選錄為「熱門論文 (HOT papers)」之

外，並獲選當期期刊「封面故事」。 

 

(3) 跨領域課程 

由於現今的社會問題具有多元且複雜的特性，為了培養具有解決問題能力的

學生，科技學院在 106學年度第 1學期，以教育部創新試辦教學計畫之經費，由

科技學院為核心，開設跨領域之｢智慧生活｣院本課程，以科技學院既有之跨領域

重點特色研究實驗室及開設跨領域學程的經驗，由院長整合院內系所具有相關專

長與興趣的教師，共同開設｢院本課程｣，藉由不同研究專長背景(機器人/自動控

制/機器學習/物聯網)的老師共同帶領學生學習與研討，讓學生能夠紮實地學習

基礎核心技術，並可針對不同的應用情境，與適當領域的教師合作，使學生能有

跨領域的多元與創新能力。總計修課學生為 30位，場域情境教學活動則有 3場。 

4. 國際交流合作 

 科技學院長期以來皆努力推展國外交流，讓教師及學生有更多機會，能與國外學

校進行學術交流，以提升科技學院教師及學生之知能。 

科技學院於106年3月19-22日，配合教育部新南向計畫，由院長率領各系計7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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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赴越南拜會姐妹校：土龍木大學、胡志明市自然科學大學(以上為本校姊妹校)與

胡志明市百科大學(本院目前有2位學生為該校校友)，進行學術交流及尋求進一步學

術合作機會。 

另外，科技學院各系進行之國際交流合作列舉如下表所示： 

表13 科技學院各系進行之國際交流合作 

時間 國際交流合作 

106/3/15~16 

舉辦ICTRI 2017 (International Joint Symposium on ICT & Robot Informatics)，

邀請首都大學東京-石川博教授、高間康史教授、何宜欣助理教授及日本職業能力開

發總合大學-遠藤雅樹助理教授等四位外國學者來訪，並與科院師生進行研究發表與

學術交流。 

106/4/28~29 

舉辦AI Forum 2017，與會者除國內人工智慧學者、業界專家、各大專院校學生共約

180人參加之外，並邀請日本國立情報研究所中心長-石塚滿教授、日本東京大學-大

澤幸生教授、International RoboCup主席-野田五十樹教授、日本大阪大學-松村真

宏副教授、首都大學東京-下川原英里助理教授、日本千葉大學-阿部明典教授、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XueMin Lin教授、UNIQLO USA CEO-堂前宣夫氏、

日本IBM-石川操部長…等國際知名學者專家蒞臨本校訪問。 

106/10~107/3 
與首都大學東京間互相派遣交換學生。(暨大資工系-孫正宇，106/10~107/3，東京)、

(東京首都大學-柴田祐樹，106/10~107/01，埔里) 

106/10 土木系陳谷汎教授、楊智其專案助理教授及數位博士後研究員與博士生，透過《大學

社會責任試辦計畫USR》，前往柬埔寨協助陽光慈善基金會建立淨水之相關設備，解

決柬埔寨偏鄉乾淨水源缺乏之問題。 

106~107/1 
資工系陳履恆副教授受邀赴日訪問日本私立關西大學，進行與關西大學間締結院際

MOU的聯絡工作，並於107年1月簽訂正式締結院際MOU。 

106/11/26~29 
越南胡志明市科技大學-DAI PHU HUYNH、Cao Xuan Viet教授，至應光系進行演講及

進行學術交流。 

106/11 由本院電機系聯繫越南胡志明城市科技及教育大學簽訂校級MOU。 

106/12/6~9 
越南胡志明市理科大學Nguyen Van HIEU、Le Vu Tuan Hung教授，至應光系進行演

講及進行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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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教育學院 

1. 翻轉課程教學 

教育學院目前藉由邀請專業臨床教師分享數位科技之特色教學，使教育學院學

生能從中學習與效仿，不僅是在創意教材的設計上，亦或是臨床教師的班級經營

上，學生透過持續性的觀察，將課程與當地文化連結，增加學生在地認同、在地關

懷，藉由行動載具、科技技術之應用，並持續利用系所、院內資源購買新興科技產

品並邀請專家進行教育訓練，培養學生技術實務操作，不僅在最短的時間內跟上科

技的變遷，更提供學生及教師研究與發展創新教材之所需，為本院師生提供科技上

軟、硬體之優勢，促進翻轉課程教學，提升師生設計創新課程之能力。 

2. 縮短學用落差 

目前透過演講活動、學術交流，提升學生參與教研與相關研習之時數與期刊、

論文之發表和研究結果之分享，深入探究與反思全球與區域議題，以洞察國際教育

議題並能提出相關解決策略。邀請現職的國中小教職人員，蒞校進行職涯講座，為

教育學院學生進行職涯發展分析，使得教育學院學生更了解自身職涯之發展方向及

興趣所在。 

各國教育政策的推行無不隨時代變遷，我國當前也正如火如荼地推行十二年國

教，期望透過延長國民教育給予國民更加完善地教育政策，以提升國家競爭力。為

緩解學生學用落差的問題，配合學校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辦理職涯講座，幫助

學生在修業期間先瞭解與科系相關之職業和工作內容外，增進就業所需之溝通表

達、團隊合作、應變等技能，教育學院為達到學生學用合一進行課程規劃，調整現

有系所課程架構，以迎合學生多元生涯規劃所需，達到學生學用合一的目的，如下

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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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106年度教育學院各系所調整之課程架構 

系所 措施 

教政系 

新增「課程與教學領導專題研究」--隨著新課綱的變革，不論是總綱的頒

布或是領綱的審議，均充分顯示教育領導者除了需發揮行政領導的功能

外，也必須重視有關課程與教學領導的議題，這門課的開設將有助於教育

行政人員、校長、主任與教師結合課程與教學領導的理論與實務，進而發

揮其角色功能。 

新增「教育學術論文發表專題」--該課程主要在於增進學生對於論文寫作

及發表能力之培養，對研究生有實質助益。 

國比系 

本系不定期籌組「課程規劃改革小組」進行課程規劃改革。 

(1) 99學年度透過對業界、學界與畢業生反應的調查，針對以往課程調

整的反應與成效進行評估，分析當前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術及實務

的發展方向，且擬定未來五年課程發展方向與架構。 

(2) 104學年度則以「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設計方向」為課程改革重點，經

由在校生與校友調查問卷、公聽會等方式，制訂博、碩、學士班核心

能力指標與教學策略。 

(3) 於 105-1學期透過教育部「再造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發展計畫」開設跨

院課程（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系、人文學院東南亞學系）：參與式跨

文化專題、跨領域專題。藉由不同學門的訓練，教師之間彼此互補學

習，激盪學生創新思維。 

(4) 於 106-1學期透過教育部「教學創新試辦計畫」於學碩合開之課程

「參與式跨文化專題研究」與本系越南河內之姊妹學校合作，以課堂

演講、機構參訪以及與越南學生交流的方式，協助本系學生對於越南

近年的政經與社會文化發展，有更全面的認識，從中發展學生的跨文

化能力與跨領域知能。 

諮人系 

為落實課程規劃符合學用合一目標，本系新增 

(1) 「生涯探索與發展」--使學生於在學期間多方探索其生涯發展並協助

其就業。 

(2) 「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專題」--培養學生整合所學，具體呈現實

務成效。 

(3) 「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實習」--於四下開設。 

 

3. 深化在地關懷 

國中與高中職學生進行生涯輔導為落實中學生適性輔導工作中相當重要的一

環。為配合此目標，特別規劃發展臨床教師與師資生之適性輔導與實地學習社群之

目標，藉由大學教師、師資生與臨床教師組成學習社群，增進師資生對中學生適性

輔導工作實務之瞭解，透過必修與選修相關輔導課程的安排，精進師資生適性輔導

之能力，使其成為推動發展適性輔導工作的尖兵，扶助中學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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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開展國際視野 

教育學院 106學年度藉由邀請以色列、哥倫比亞等各國教育專家分享他國文化

背景與教育相關脈絡，因邀請到的學者專家皆來自非歐美國家，能更深入瞭解其他

陌生國家的特色，帶給教育學院師生不一樣的文化衝擊與思維，不僅是在語言上、

學術上、生活上均讓師生收穫良多。藉由來訪機會進行深入學術交流與經驗分享，

可以促成未來簽訂姊妹校、姊妹系或至當地進行交換、實習的機會。 

開展國際視野 106年具體績效尚有：整合國內外國際文教資源、延長與深化海

內外實習歷程與產學合作，一步步的深化與國內外機構的認識與接觸，讓學生具更

多就業優勢。此外，亦以東南亞地區的國家為優先對象，強化對當地的產業發展認

識，也推動了許多交流的機會，啟發教研人員與高階人力對國際文教研究之探究興

趣與深度，厚植產業發展實力。 

在教師專業發展上，教育學院教師參加了多次研討會，例如：「第三屆海峽兩

岸暨世界華人教育領導者論壇」、「創造 2020高等教育新視野-高等教育的變革與創

新」、「運用遊戲來翻轉教學-微翻轉遊戲式學習模式」、「翻轉教室，翻轉學習」，從

學科理論與實務對話，不斷精進自身專業，汲取國外經驗，在跨文化的場域中，深

化與產業界的合作，培育教院學生在全球化世代的就業優勢。 

(十一) 投資績效  

1. 投資之法源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十三條及「國立大學校院

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規定所投資取得之收益，包括：  

(1) 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  

(2) 購買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  

(3) 投資於與校務發展或研究相關之公司及企業，除以研究成果或技術作價無償

取得股權者外，得以自籌收入作為投資資金來源。 

(4) 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並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資。  

2. 本校設有投資管理小組負責相關投資事宜，106 年度本校投資以存放金融機構為

主，106 年利息收入金額為 6,049,41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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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務變化情形 

(一) 收入決算數與收入預算數之比較(詳附表一) 

本年度業務收入決算數 12 億 113 萬 4,099 元，業務外收入決算數 9,060 萬

6,202 元，收入共計 12 億 9,174 萬 301 元，較預算數 12 億 1,315 萬 9,000 元，增加

7,858 萬 1,301 元，增加比率為 6.48%，分析如下： 

1. 學雜費收入決算數 3 億 1,038 萬 5,513 元，較預算數 3 億 965 萬元，增加 73 萬

5,513 元，增加比率為 0.24%。主要係因大學部在學人數較預算數增加所致。 

2. 學雜費減免決算數 3,117 萬 2,013 元，較預算數 3,083 萬 8,000 元，增加 33 萬

4,013 元，增加比率為 1.08%。係因申請學雜費減免較預期增加所致。 

3. 建教合作收入決算數 2 億 2,361 萬 3,376 元，較預算數 2 億 3,150 萬元，減少

788 萬 6,624 元，減少比率為 3.41%。係因產學合作計畫執行，部分收入配合

支出報核結轉下期，致實際數較預算數減少。 

4. 推廣教育收入決算數 344 萬 113 元，較預算數 488 萬元，減少 143 萬 9,887

元，減少比率為 29.51%。係因推廣教育課程實際選讀人數較預期減少，致實

際數較預算數減少。 

5. 權利金收入決算數 28 萬 2,465 元，較預算數 10 萬元，增加 18 萬 2,465 元，增

加比率為 182.47%。係收取產學合作技術移轉權利金較預期增加所致。 

6. 教學研究補助收入決算數 5 億 8,246 萬 2,000 元，與預算數 5 億 8,246 萬 2,000

元相等，執行率 100％。 

7. 其他補助收入決算數 1 億 921 萬 988 元，較預算數 3,500 萬元，增加 7,421 萬

988 元，增加比率為 212.03%。主要係因教師爭取校外補助計畫有所成長，致

實際數較預算數增加。 

8. 雜項業務收入決算數 291 萬 1,657 元，較預算數 367 萬 6,000 元，減少 76 萬

4,343 元，減少比率為 20.79%。係因研究所入學考試報名人數較預期減少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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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年度業務外收入決算數 9,060 萬 6,202 元，較預算數 7,672 萬 9,000 元，增加

1,387 萬 7,202 元，增加比率為 18.09%。主要原因為： 

(1) 因財務調度得宜，致利息收入決算數較預算數增加 344 萬 9,418 元。 

(2) 會議場所、校內停車場及體育健康中心等設施使用人數增加，致資產使用

及權利金收入較預算數增加 543 萬 6,175 元。 

(3) 本校募款採專款專用方式，提高各單位向校友及外界募款誘因，致受贈收

入決算數較預算數增加 200 萬 5,943 元。 

(4) 違約罰款及圖書館借書延遲還書罰款較預期減少，致違規罰款收入決算數

較預算數減少 3,998 元。 

(5) 因辦理大學甄選及入學考試收取之作業費、印表額度、成績單及各類證明

書工本費等其他雜項收入較預期增加，致雜項收入決算數較預算數增加 298

萬 9,664 元。 

 (二) 支出決算數與支出預算數之比較(詳附表一) 

本年度業務成本與費用決算數 13 億 1,171 萬 2,995 元，業務外費用決算數

6,641 萬 8,677 元，支出共計 13 億 7,813 萬 1,672 元，較預算數 13 億 2,718 萬

4,000 元，增加 5,094 萬 7,672 元，增加比率為 3.84%。分析如下： 

1.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決算數 8 億 1,274 萬 2,695 元，較預算數 7 億 8,250 萬

2,000 元，增加 3,024 萬 695 元，增加比率為 3.86%。係因爭取計畫較預計增

加，致執行計畫所需一般服務費用、材料及用品費用、電腦軟體及其他攤銷費

用等較預期增加所致。 

2. 建教合作成本決算數 2 億 2,219 萬 4,246 元，較預算數 2 億 2,382 萬 8,000 元，

減少 163 萬 3,754 元，減少比率為 0.73%。主要係租金費用較預期減少所致。 

3. 推廣教育成本決算數 327 萬 8,887 元，較預算數 469 萬 4,000 元，減少 141 萬

5,113 元，減少比率為 30.15%。係因用人費用及服務費用較預期減少。 

4. 學生公費及獎勵金決算數 7,923 萬 6,221 元，較預算數 4,900 萬元，增加 3,023

萬 6,221 元，增加比率為 61.71%。係因協助清寒學生順利就學，增加工讀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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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金額度，另為爭取優秀學子及推動國際化，增加新生入學獎勵金及外籍

生獎勵金，以及補助本校學生出國研習或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所致。 

5.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決算數 1 億 9,134 萬 9,289 元，較預算數 1 億 9,710 萬

3,000 元，減少 575 萬 3,711 元，減少比率為 2.92%。主要係服務費用較預期減

少所致。 

6. 雜項業務費用決算數 291 萬 1,657 元，較預算數 367 萬 6,000 元，減少 76 萬

4,343 元，減少比率為 20.79%。係因研究所入學考試報名人數減少，相對減少

支出所致。 

7. 業務外費用-雜項費用決算數 6,641 萬 8,677 元，較預算數 6,638 萬 1,000 元，

增加 3 萬 7,677 元，增加比率為 0.06%。係因材料及用品費與場地租金較預期

增加所致。 

 (三) 決算與預算餘絀之比較 

本年度決算短絀數為 8,639 萬 1,371 元，較預算短絀數 1 億 1,402 萬 5,000 元，

減少 2,763 萬 3,629 元，主要係因學雜費收入、其他補助收入、利息收入、資產使

用及權利金收入、受贈收入及雜項收入較預算數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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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餘絀決算表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單位：元 

科        目  
 預算數   決算數   比較增減數 

金額 金額 金額 % 

 業務收入                                                      1,136,430,000  1,201,134,099  64,704,099  5.69  

  教學收入                                                      515,192,000  506,266,989  (8,925,011) (1.73) 

   學雜費收入                                                    309,650,000  310,385,513  735,513  0.24  

   學雜費減免(-)                                                 (30,838,000) (31,172,013) (334,013) 1.08  

   建教合作收入                                                  231,500,000  223,613,376  (7,886,624) (3.41) 

   推廣教育收入                                                  4,880,000  3,440,113  (1,439,887) (29.51) 

  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100,000  282,465  182,465  182.47  

   權利金收入                                                    100,000  282,465  182,465  182.47  

  其他業務收入                                                  621,138,000  694,584,645  73,446,645  11.82  

   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582,462,000  582,462,000  0  0.00  

   其他補助收入                                                  35,000,000  109,210,988  74,210,988  212.03  

   雜項業務收入                                                  3,676,000  2,911,657  (764,343) (20.79) 

 業務成本與費用                                                1,260,803,000  1,311,712,995  50,909,995  4.04  

  教學成本                                                      1,011,024,000  1,038,215,828  27,191,828  2.69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782,502,000  812,742,695  30,240,695  3.86  

   建教合作成本                                                  223,828,000  222,194,246  (1,633,754) (0.73) 

   推廣教育成本                                                  4,694,000  3,278,887  (1,415,113) (30.15) 

  其他業務成本                                                  49,000,000  79,236,221  30,236,221  61.71  

   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49,000,000  79,236,221  30,236,221  61.71  

  管理及總務費用                                                197,103,000  191,349,289  (5,753,711) (2.92)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197,103,000  191,349,289  (5,753,711) (2.92) 

  其他業務費用                                                  3,676,000  2,911,657  (764,343) (20.79) 

   雜項業務費用                                                  3,676,000  2,911,657  (764,343) (20.79) 

 業務賸餘(短絀-)                                               (124,373,000) (110,578,896) 13,794,104  (11.09) 

 業務外收入                                                    76,729,000  90,606,202  13,877,202  18.09  

  財務收入                                                      2,600,000  6,049,418  3,449,418  132.67  

   利息收入                                                      2,600,000  6,049,418  3,449,418  132.67  

  其他業務外收入                                                74,129,000  84,556,784  10,427,784  14.07  

   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                                          70,141,000  75,577,175  5,436,175  7.75  

   受贈收入                                                      2,520,000  4,525,943  2,005,943  79.60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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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現金流量結果(詳附表二) 

1.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決算數 1 億 6,252 萬 9,200 元，較預算數 8,057 萬 6,000 元，增加 8,195 萬 3,200

元，增加比率 101.71%。主要係部分跨年度產學合作計畫及其他政府機關補助計畫

結轉下年度繼續執行所致。 

2.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決算數 1 億 817 萬 6,833 元，較預算數 7,850 萬 5,000 元，增加 2,967 萬 1,833

元，增加比率 37.80%。主要係增置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決算數較預算數增加所致。 

3.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決算數 6,320 萬 4,902 元，較預算數 4,255 萬 8,000 元，增加 2,064 萬 6,902

元，增加比率 48.51%。主要係國庫撥款增置固定資產較預期增加。 

現金流量決算表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單位：元 

項        目 
預 算 數 決算數 比較增減數 

金額 金額 金額 %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80,576,000  162,529,200  81,953,200  101.71  

  本期賸餘(短絀-)                                                                                      (114,025,000) (86,391,371) 27,633,629  (24.23) 

  調整非現金項目                                                                                       194,601,000  248,920,571  54,319,571  27.91  

   折舊及折耗                                                                                           181,130,000  152,691,818  (28,438,182) (15.70) 

    土地改良物                                                                                           4,105,000  4,396,278  291,278  7.10  

科        目  
 預算數   決算數   比較增減數 

金額 金額 金額 % 

   違規罰款收入                                                  200,000  196,002  (3,998) (2.00) 

   雜項收入                                                      1,268,000  4,257,664  2,989,664  235.78  

 業務外費用                                                    66,381,000  66,418,677  37,677  0.06  

  其他業務外費用                                                66,381,000  66,418,677  37,677  0.06  

   雜項費用                                                      66,381,000  66,418,677  37,677  0.06  

 業務外賸餘(短絀-)                                             10,348,000  24,187,525  13,839,525  133.74  

 本期賸餘(短絀-)                                               (114,025,000) (86,391,371) 27,633,629  (24.23)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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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預 算 數 決算數 比較增減數 

金額 金額 金額 % 

    房屋及建築                                                                                           61,818,000  41,672,004  (20,145,996) (32.59) 

    機械及設備                                                                                           63,851,000  56,052,499  (7,798,501) (12.21) 

    交通及運輸設備                                                                                       3,259,000  3,935,307  676,307  20.75  

    什項設備                                                                                             18,041,000  16,649,968  (1,391,032) (7.71) 

    代管資產                                                                                             30,056,000  29,985,762  (70,238) (0.23) 

   攤銷                                                                                                 13,471,000  17,028,686  3,557,686  26.41  

    攤銷電腦軟體                                                                                         4,714,000  12,150,105  7,436,105  157.75  

    其他攤銷費用                                                                                         8,757,000  4,878,581  (3,878,419) (44.29) 

   其他                                                                                                 0  (445,148) (445,148)   

    機械及設備                                                                                           0  527,918  527,918    

    什項設備                                                                                             0  137,725  137,725    

    其他                                                                                                 0  (1,110,791) (1,110,791)   

   流動資產淨減(淨增-)                                                                                  0  (750,448) (750,448)   

   流動負債淨增(淨減-)                                                                                  0  80,395,663  80,395,663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80,576,000  162,529,200  81,953,200  101.71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78,505,000) (108,176,833) (29,671,833) 37.80  

  減少固定資產及遞耗資產                                                                               0  17,814  17,814    

   減少固定資產                                                                                         0  17,814  17,814    

    固定資產之減少                                                                                       0  17,814  17,814    

     購建中固定資產                                                                                       0  17,814  17,814    

  減少無形資產、遞延借項

及其他資產                                                                     
0  2,798,337  2,798,337    

   減少其他資產                                                                                         0  2,798,337  2,798,337    

  增加流動金融資產及短期

貸墊款                                                                         
0  (1,889,377) (1,889,377)   

   增加短期墊款                                                                                         0  (1,889,377) (1,889,377)   

  增加固定資產及遞耗資產                                                                               (72,000,000) (91,107,685) (19,107,685) 26.54  

   增加固定資產                                                                                         (72,000,000) (91,107,685) (19,107,685) 26.54  

    固定資產之增置                                                                                       (72,000,000) (91,107,685) (19,107,685) 26.54  

     土地改良物                                                                                           (2,000,000) (2,661,294) (661,294) 33.06  

     房屋及建築                                                                                           0  (2,398,675) (2,398,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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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預 算 數 決算數 比較增減數 

金額 金額 金額 % 

     機械及設備                                                                                           (34,554,000) (52,148,867) (17,594,867) 50.92  

     交通及運輸設備                                                                                       (1,886,000) (4,421,466) (2,535,466) 134.44  

     什項設備                                                                                             (33,560,000) (25,536,151) 8,023,849  (23.91) 

     購建中固定資產                                                                                       0  (3,941,232) (3,941,232)   

  增加無形資產、遞延借項

及其他資產                                                                     
(6,505,000) (17,995,922) (11,490,922) 176.65  

   增加無形資產                                                                                         (6,505,000) (11,677,986) (5,172,986) 79.52  

   增加遞延借項                                                                                         0  (6,067,936) (6,067,936)   

   增加其他資產                                                                                         0  (250,000) (250,000)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78,505,000) (108,176,833) (29,671,833) 37.80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42,558,000  63,204,902  20,646,902  48.51  

  增加短期債務、流動金融

負債、其他負債及遞延貸項                                                       
0  14,697,552  14,697,552    

   增加其他負債                                                                                         0  12,737,756  12,737,756    

   增加遞延貸項                                                                                         0  1,959,796  1,959,796    

  增加基金、公積及填補短

絀                                                                             

42,558,000  61,339,927  18,781,927  44.13  

   增加基金                                                                                             42,558,000  61,339,927  18,781,927  44.13  

    國庫撥款增置固定資

產                                                                                 
42,558,000  61,339,927  18,781,927  44.13  

  減少短期債務、流動金融

負債、其他負債及遞延貸項                                                       
0  (12,832,577) (12,832,577)   

   減少其他負債                                                                                         0  (12,832,577) (12,832,577)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42,558,000  63,204,902  20,646,902  48.51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44,629,000  117,557,269  72,928,269  163.41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578,549,000  610,541,498  31,992,498  5.53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623,178,000  728,098,767  104,920,767  1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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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可用資金變化情形(詳附表三) 

106 年度經常收支淨現金收入較預算數增加 8,239 萬 7 千元，資本收支淨現金

支出較預算數增加 1,181 萬 6 千元，其他影響當期現金數較預算數增加 234 萬 7 千

元，共計期末現金較預算數增加 1 億 492 萬元；惟因部分跨年度產學合作計畫及其

他政府機關補助計畫結轉下年度繼續執行，故列期末短期負債較預計增加 1 億

3,477 萬 2 千元與期末短期可變現資較預計增加 237 萬 3 千元，致期末可用資金較

預計減少 2,747 萬 9 千元。 

截至 106 年底期末可用資金實際數 2 億 5,196 萬 7 千元，較 105 年底實際數 2

億 2,801 萬 2 千元增加 2,395 萬 5 千元。 

106 年度決算短絀數已較預算數減少 2,763 萬 4 千元，惟可用資金占最近年度

決算平均每月現金支出倍數為 3.16 小於 4，係因充實學校教學研究空間，自民國 90

年起，以政府補助及本校自籌經費興建所需建築物，90 至 101 年間陸續完成「人文

學院大樓」、「圖書資訊大樓」及「管理學院大樓」、「體育健康中心」、「學生活動中

心」、「研究生宿舍」及「教職員宿舍」，上述建築物經費共計 22 億 3,114 萬 5 千

元，以及 106 年度應教學研究需要以營運資金支應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3,314 萬 4

千元所致。 

以後年度將藉由預算分配之規劃，及實際執行時請各單位配合落實本校開源節

流措施，俾逐年改善學校財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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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資金變化情形表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單位：千元 

項             目 
106 年 

預計數 

106 年 

實際數 
比較增減數 

期初現金（A）   578,549  610,541  31,992  

加：當期經常門現金收入情形（B）   1,213,159    1,372,403  159,244  

減：當期經常門現金支出情形（C） 1,132,583  1,209,430 76,847  

加：當期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

入情形（D） 
    42,558     61,340  18,782  

減：當期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

出情形（E） 
   78,505    109,103  30,598  

加：當期流動金融資產淨(增)減情形

（F） 
0 0 0  

加：當期長期投資淨(增)減情形（G） 0 0 0  

加：當期長期債務舉借（H） 0 0 0  

減：當期長期債務償還（I） 0 0 0  

加：其他影響當期現金調整增(減)數(±)

（J） 
      0     2,347  2,347  

期末現金（K=A+B-C+D-E+F+G+H-I+J） 623,178    728,098  104,920  

加：期末短期可變現資產（L） 46,912     49,285  2,373  

減：期末短期須償還負債（M）  390,644  525,416  134,772  

期末可用資金預測（N=K+L-M）   279,446    251,967  (27,479) 

 

  

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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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資產負債情況(詳附表四) 

1. 資產總額計 48 億 6,489 萬 817 元，其中流動資產 8 億 2,199 萬 216 元，占資產

總額 16.90%，準備金 2,746 萬 848 元，占資產總額 0.56%，固定資產 24 億

8,959 萬 5,736 元，占資產總額 51.17%，無形資產 1,541 萬 4,584 元，占資產總

額 0.32%，遞延借項 1,867 萬 8,147 元，占資產總額 0.38%，其他資產 14 億

9,175 萬 1,286 元，占資產總額 30.66%。 

2. 負債總額計 20 億 4,609 萬 6,176 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42.06%，其中流動負債

5 億 1,002 萬 5,142 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10.48%，其他負債 15 億 3,250 萬

5,119 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31.50%，遞延貸項 356 萬 5,915 元，占負債及淨

值總額 0.07%；淨值總額計 28 億 1,879 萬 4,641 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57.94%，其中基金 27 億 3,043 萬 6,459 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56.13%，公積

8,835 萬 8,182 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1.82%。 

  平衡表 

 106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元 

科        目 
本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決算數 比較增減數 

金    額 金    額 金    額 ％ 

資產                                                                                                 4,864,890,817  4,818,411,698  46,479,119  0.96  

流動資產                                                                                             821,990,216  715,293,122  106,697,094  14.92  

 現金                                                                                                 728,098,767  610,541,498  117,557,269  19.25  

  銀行存款                                                                                             728,098,767  610,541,498  117,557,269  19.25  

 應收款項                                                                                             47,279,670  62,467,915  (15,188,245) (24.31) 

  其他應收款                                                                                           47,279,670  62,467,915  (15,188,245) (24.31) 

 預付款項                                                                                             44,606,902  42,168,209  2,438,693  5.78  

  用品盤存                                                                                             315,504  315,504  0  0.00  

  預付費用                                                                                             44,291,398  41,852,705  2,438,693  5.83  

 短期貸墊款                                                                                           2,004,877  115,500  1,889,377  1,635.82  

  短期墊款                                                                                             2,004,877  115,500  1,889,377  1,635.82  

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

金                                                                     

27,460,848  25,146,866  2,313,982  9.20  

 準備金                                                                                               27,460,848  25,146,866  2,313,982  9.20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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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本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決算數 比較增減數 

金    額 金    額 金    額 ％ 

  退休及離職準備金                                                                                     26,460,848  24,146,866  2,313,982  9.58  

  其他準備金                                                                                           1,000,000  1,000,000  0  0.00  

固定資產                                                                                             2,489,595,736  2,520,310,830  (30,715,094) (1.22) 

 土地                                                                                                 266,600  266,600  0  0.00  

  土地                                                                                                 266,600  266,600  0  0.00  

 土地改良物                                                                                           17,596,752  19,331,736  (1,734,984) (8.97) 

  土地改良物                                                                                           115,676,412  113,015,118  2,661,294  2.35  

  累計折舊-土地改良物(-)                                                                               (98,079,660) (93,683,382) (4,396,278) 4.69  

 房屋及建築                                                                                           1,759,645,439  1,798,918,768  (39,273,329) (2.18) 

  房屋及建築                                                                                           2,324,188,009  2,322,150,629  2,037,380  0.09  

  累計折舊-房屋及建築(-)                                                                               (564,542,570) (523,231,861) (41,310,709) 7.90  

 機械及設備                                                                                           148,634,578  151,499,394  (2,864,816) (1.89) 

  機械及設備                                                                                           943,130,796  919,151,709  23,979,087  2.61  

  累計折舊-機械及設備(-)                                                                               (794,496,218) (767,652,315) (26,843,903) 3.50  

 交通及運輸設備                                                                                       14,706,797  14,220,638  486,159  3.42  

  交通及運輸設備                                                                                       86,517,812  85,481,201  1,036,611  1.21  

  累計折舊-交通及運輸設備(-)                                                                           (71,811,015) (71,260,563) (550,452) 0.77  

 什項設備                                                                                             544,536,007  530,194,986  14,341,021  2.70  

  什項設備                                                                                             820,281,662  800,902,783  19,378,879  2.42  

  累計折舊-什項設備(-)                                                                                 (275,745,655) (270,707,797) (5,037,858) 1.86  

 購建中固定資產                                                                                       4,209,563  5,878,708  (1,669,145) (28.39) 

  訂購機件及設備款                                                                                     4,209,563  5,878,708  (1,669,145) (28.39) 

無形資產                                                                                             15,414,584  15,886,703  (472,119) (2.97) 

 無形資產                                                                                             15,414,584  15,886,703  (472,119) (2.97) 

  專利權                                                                                               2,395,173  1,494,113  901,060  60.31  

  電腦軟體                                                                                             13,016,891  14,388,990  (1,372,099) (9.54) 

  其他無形資產                                                                                         2,520  3,600  (1,080) (30.00) 

遞延借項                                                                                             18,678,147  17,488,792  1,189,355  6.80  

 遞延費用                                                                                             18,678,147  17,488,792  1,189,355  6.80  

  遞延費用                                                                                             18,678,147  17,488,792  1,189,355  6.80  

其他資產                                                                                             1,491,751,286  1,524,285,385  (32,534,099)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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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本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決算數 比較增減數 

金    額 金    額 金    額 ％ 

 什項資產                                                                                             1,491,751,286  1,524,285,385  (32,534,099) (2.13) 

  存出保證金                                                                                           1,097,978  3,646,315  (2,548,337) (69.89) 

  代管資產                                                                                             2,380,030,035  2,380,030,035  0  0.00  

  累計折舊-代管資產(-)                                                                                 (889,376,727) (859,390,965) (29,985,762) 3.49  

合    計 4,864,890,817  4,818,411,698  46,479,119  0.96  

 

科        目 
本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決算數 比較增減數 

 金    額   金    額   金    額  ％ 

負債                                                                                                 2,046,096,176  1,991,051,375  55,044,801  2.76  

流動負債                                                                                             510,025,142  429,629,479  80,395,663  18.71  

 應付款項                                                                                             19,749,356  18,328,863  1,420,493  7.75  

  應付代收款                                                                                           19,749,356  18,328,863  1,420,493  7.75  

 預收款項                                                                                             490,275,786  411,300,616  78,975,170  19.20  

  預收收入                                                                                             490,275,786  411,300,616  78,975,170  19.20  

其他負債                                                                                             1,532,505,119  1,560,271,720  (27,766,601) (1.78) 

 什項負債                                                                                             1,532,505,119  1,560,271,720  (27,766,601) (1.78) 

  存入保證金                                                                                           15,321,215  15,394,338  (73,123) (0.47) 

  應付保管款                                                                                           69,748  91,446  (21,698) (23.73) 

  應付退休及離職金                                                                                     26,460,848  24,146,866  2,313,982  9.58  

  應付代管資產                                                                                         1,490,653,308  1,520,639,070  (29,985,762) (1.97) 

遞延貸項                                                                                             3,565,915  1,150,176  2,415,739  210.03  

 遞延收入                                                                                             3,565,915  1,150,176  2,415,739  210.03  

  遞延收入                                                                                             3,565,915  1,150,176  2,415,739  210.03  

淨值                                                                                                 2,818,794,641  2,827,360,323  (8,565,682) (0.30) 

基金                                                                                                 2,730,436,459  2,682,596,532  47,839,927  1.78  

 基金                                                                                                 2,730,436,459  2,682,596,532  47,839,927  1.78  

  基金                                                                                                 2,730,436,459  2,682,596,532  47,839,927  1.78  

公積                                                                                                 88,358,182  144,763,791  (56,405,609) (38.96) 

 資本公積                                                                                             88,358,182  144,763,791  (56,405,609) (38.96) 

  受贈公積                                                                                             88,358,182  144,763,791  (56,405,609) (38.96) 

合    計 2,046,096,176  1,991,051,375  55,044,801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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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討及改進 

(一) 增進改善招生策略 

1. 針對本地招生部分，相關策略如下： 

(1) 本校註冊率受到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報到註冊率偏低影響，以致全校平

均註冊率降低。未來因應之道，除持續營造行銷學校整體形象，並加強碩

士班招生宣傳及獎學金誘因外，將全力檢討招生名額使用及配置，亦不排

除將部分招生名額寄存教育部，以有效提高名額使用率。 

(2) 為提高新生註冊率，吸引優秀學子報考及就讀本校，將持續擬訂更有效的

招生名額配置原則，妥善分配各系所各學制招生名額，以維持良好招生狀

況。 

(3) 因系所的框架及學術的本位等問題，造成部分招生情況不佳或資源不足之

系所，不易也不願主動將招生名額釋出，應由學校統一通盤檢視進行資源

調整，啟動並落實現有的因應及調整機制。 

(4) 針對本地生部分，提高學生國際移動力乃為吸引學生之關鍵之一。而提高

國際移動力之策略如下： 

i. 建構國際化微課程：將具有國際科目的課程、跨領域/區域的課程、以國

際比較取向擴大原本領域、具有國際專業預備的課程、外語或語言中具

備跨文化議題或相關訓練的課程等性質之課程，加以共構與共備，提升

師生國際素養。 

ii. 增加外國學生、增加跨國雙聯學位的課程，以提升本國學生與外國學生

共學與合作之機會。 

iii. 增加全英語授課課程之數量與品質，並將課程逐漸模組化為具有整體架

構的微課程。 

iv. 增加姊妹校之學校數與國別，增加本地生跨國研修、實習與服務之機

會：逐步擴大本校學生赴境外研習交換生人數。 

v. 提升對國際交流管道與模式之認知，邀請師生共同參與說明會：國際處

於每學期定期舉辦學生出國交流說明會與分享會，參加對象多以學生為

主，日後若能邀請老師或系所助理共同參加，提升教師對於出國交流管

道的了解，藉此鼓勵更多學生能踴躍進行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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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積極爭取校外補助計畫，增加出國經費之挹注：本校國際交流經費來

源，除校務基金支應外，主要來自教育部學海計畫，在僧多粥少的情況

下，若能獲得更多計畫補助，亦能提供更多出國交流機會。以教育部公

布之學海計畫評審標準為依據，深化本校計畫書內容，並落實師生返國

後成果報告繳交規定，提高計畫執行的績效目標。 

vii. 增列教師出國補助相關規定，擴展師生未來交流之管道與模式：針對教

師進行國際交流項目而有助於提升本校國際化發展、學生未來國際交流

機會之項目，進行其他大專院校相關辦法之參酌，增列於本校相關規定

中。 

2. 針對僑生部分，相關策略如下： 

(1) 結合海外聯招資源，爭取僑鄉遠距課輔計畫，深耕僑社與僑校連結。 

(2) 各院系所擴大僑生招生名額，教務處協助估算名額及訂定本校招生策略。 

(3) 持續辦理僑生社團、運動會，鼓勵成立各國海外校友，建立向心力與口碑。 

(4) 辦理馬來西亞及緬甸師資培育方案，鼓勵僑生修習師培課程，返鄉實習並服

務。 

(5) 訂定院系所獎勵機制。 

3. 針對陸生部分，策略如下： 

(1) 頂尖高校交換生(繳交自校學費)：激勵學習。 

(2) 自費訪問生/合作辦學(本地生兩倍學費)：充實校庫。 

(3) 訂定院系所獎勵辦法及經費分配機制。 

4. 針對外國學生部分，改善策略如下： 

(1) 選定重點發展國家： 

i. 辦理或參與國外教育展：結合國外留學展、越南台灣教育中心、緬甸區

域經貿文化及產學資源中心計畫，積極招收優秀外國優秀學生就讀本校

碩士班、博士班。 

ii. 擴大辦理全英語授課，提升外國學生來校誘因。 

iii. 減少外生華語與文化適應問題：提供華語分級分班、華語輔導課程、學

伴機制、文化學習與體驗活動，減少外生語言與文化適應問題，減少申

請來校就讀之障礙。 

iv. 強化就業機制之建構，增加外生來校就讀誘因：增加臺灣企業見習/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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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原生國見習/實習之媒合，增加外生來台就讀誘因。 

v. 各院系所依照其特色，各院整合系所資源，開設境外專班，提升本校海

外知名度。 

vi. 篩選優秀姊妹校（日、德、西、法、紐、澳、東南亞國家），建構雙聯

學制：篩選標竿學校（美、英等），建立長期合作機制，拔擢優異學

生，雙方跨國共同培養，有較少資資源培養更多優異外國生。 

5. 部分系所畢業學分數較高或自由選修學分數較少，導致學生修習跨領域學程之

空間不足。故將持續鼓勵系所提高自由選修學分數，減少檔修機制、擴大全英

語授課，推動雙聯學制及系所間相互開放選修課程，以提升學生跨領域學習空

間。 

6. 數位學習需要電腦軟體應用技術甚至攝影技術或團隊支援，校內既有人才恐無

法提供全面性之協助。後續將透過招募具「數位課程製作行政經驗」、「數位課

程教學助理」、「數位資訊軟體應用」、「熟悉智慧財產權與專利法規」人才，成

立數位學習團隊，支援教師製作數位學習教材或課程完善之環境與資源。並開

辦數位教學助理培訓班，培養數位團隊，協助教師管理數位課程，增進學生技

能。 

(二) 建構職涯輔導與校友服務 

1. 為減少職涯發展輔導活動參與同學過於小眾化之問題： 

(1) 未來職涯活動之辦理，將加強與各系所老師開設之課程合作，以各種形式納入

各種課程中，嘗試與課程結合以擴大影響力與參與率。 

(2) 培養導師具備職涯規劃相關知能，有助於與導師職涯相關活動的合作，共同協

助學生做好求職的事前準備與個人職涯規劃。 

2. 畢業生流向調查資料等相關回饋資料除提送各級課程委員會討論外，應可提至教

務會議或其他一級單位會議討論，以作為本校持續改善之動力來源。 

(三) 推動電子公文整合系統 

1. 本校公文及檔案整合系統剛上線一年，考量仍有部分教師未習慣使用本校公文及

檔案整合系統，可能有部分公告事項未能即時處理或給予回應，致使少數業務無

法順利推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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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於此段過渡期之重要公文公告事項，業務承辦人宜多加留意，加強與通知對

象 e-mail 或電話提醒聯繫或請系所助理協助留意通知相關教師，亦可透過本校

原有之「曁大文件公告系統」周知，善用多種管道加強通知。 

3. 可再辦理系統操作教育訓練，加強宣導公文及檔案整合系統之使用操作，服務全

校同仁，再提升系統之使用率級行政效率。 

4. 建請文書組進行公文及檔案整合系統之使用意見調查，深入分析同仁之使用情形，

以了解現況問題，更強化系統功能及相關教育訓練宣導。 

(四) 污水回收再利用 

本校 106年污水處理廠進流水量為 170587公噸，回收水量為 104614公噸，回

收率達 61.3%。如果未來能提昇中水回收再利用的層面，充份運用於植栽澆灌、廁

所沖廁等用途，將能再減少本校使用地下水用量，達到節省地下水資源之成效，以

期水資源永續發展。 

(五) 提升教師研究能量 

1. 本校近三年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通過率為： 

104年 58%、105年 61.63%、106年 51.19% 

106年度雖然成長下降，惟查詢科技部學術統計資料，全國大專校院專題計畫

通過率為： 

104年 48.72%、105年 48.68%、106年 47.48% 

本校通過率仍然高於全國大專校院平均通過率，且教育部補助計畫及產學合作

計畫案件數與金額皆較往年提高。 

2. 對於提升專題研究計畫通過率的措施，本校業於 106年 12月 12日訂定「國立

暨南國際大學獎勵教師參與計畫及辦理推廣教育實施要點」，並自 107年 1月 1

日起實施，針對科技部專案計畫或規劃推動計畫等跨領域整合型計畫，將予以

獎勵，期盼透過此獎勵機制，營造教師積極研提計畫之氛圍，進而提升全校整

體研發能量。 

3. 往後需多利用已建置之教師專長領域資料庫，更完整充分的蒐集與專案計畫徵

求相關領域之教師，協助媒合促成跨域整合型計畫研究團隊共同研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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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提高專利媒合機會 

1. 本校 106年度之專利通過數略微下降(詳情如附表)，尚有改善空間，將持續了

解同仁申請專利之困境並予以輔導及規劃獎勵機制。 

表 15 歷年專利通過數 

2. 在提高專利媒合機會 

本校創業育成中心除利用中心網站公告專利訊息外，更利用「中部科學園區自

造基地網站」及「科技部鏈結產學媒合平台(iACE)」網站推廣媒合本校教師專利技

轉或專利全讓與出售訊息，未來將定期於網站更新公告。另外，本校亦將持續與工

研院產學服務團合作，增加本校教師專利媒合與商品化機會。 

(七) 人文學院 

人文學院 106學年度僑生減少約 10%(105學年度 49名)，考慮到來台僑生整體

趨勢，人文學院情況乃整體趨勢之縮影。至於外籍生則成長 25%(105學年度 4

名)，顯示有甚大成長潛力。人文學院一方面會固守既有的僑教工作，另一方面會

投入開拓外籍生源，以利日後發展。 

(八)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面對整體教育環境經費短絀，爭取校外資源及擴展經費上較為不易；

加上台灣人口出生率普遍下降少子化的趨勢下，長期將面臨招生競爭之壓力，故管

理學院在考量到兩岸發展與貿易關係後，於 96學年度及 103學年度先後成立「管

理學院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與「管理學院兩岸高階主管經營管理

境外碩士在職學位學程」供學生研習，並獎勵管理學院優良之學生參與國際交流活

動，故將持續在困境中發展自我特色、擴展學院規模、爭取外部資源，以提升內部

教學質量，將是未來發展所需面對的重要議題。 

年度 管院 應化系 電機系 應光系 土木系 資工系 資管系 總計 

104 0 0 22 0 0 0 3 25 

105 0 2 21 0 2 0 0 25 

106 0 3 12 1 3 0 1 20 

總計 0 9 93 2 13 4 5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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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科技學院 

1. 持續加強國際交流 

科技學院在國際交流上已推行多年，在 106 年度也同樣積極地配合本校校務發

展計畫，展開新南向計畫的申請以及與姐妹校的學術交流聯繫，除了期盼能與越南姐

妹校簽訂學術交流及碩士雙學位合作協議書，也希望與緬甸姐妹校能進一步展開學

術交流。惟因教育部核定時程較晚，且新訂合作協議書尚有許多課程細節待討論，科

技學院在新的年度仍積極進行中。在緬甸學校的部分，則宥於國際情勢，仍有待持續

加強互訪行程。惟科技學院在 106 年度透過《大學社會責任試辦計畫 USR》，由土木

系陳谷汎教授、楊智其專案助理教授等前往柬埔寨協助陽光慈善基金會建立淨水之

相關設備，解決柬埔寨偏鄉乾淨水源缺乏之問題，是科技學院師生將理論結合實務，

進行在地實踐的另一種模式及突破。 

2. 配合本校行政單位，持續激發教師研究與教學能量 

在 106 年由於教育部及科技部新增許多跨領域之研究，因此在科技部傳統個別

型計畫上，科技學院教師獲核定之計畫量為 45件，惟科技學院教師在跨領域型的計

畫中，分別獲得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試辦計畫 C類補助，以及【數位經濟前瞻技術應

用人才培育計畫─做中學課程與創客空間】計畫補助，這是科技學院教師共同積極合

作的成果。同時，科技學院在 106年也在教務處的補助下，成立教師專業社群，藉由

共同聚會的模式，對創新的教學方式作討論以及共學，期盼能誘發教師更多元的教師

模式，培植具未來競爭力的學生。因此，在新的年度，科技學院也將持續鼓勵教師爭

取各項計畫及補助，除可增強教師的研究能量外，也可以讓同學在做中學，培育更多

優秀的學生。 

 (十) 教育學院 

1. 翻轉課程教學之課程教學尚未多元化，且培養師資生具有創新教材設計與教學

的能力並不充足，尚有改善空間。故教育學院未來將持續邀請相關領域的學者

專家蒞校介紹科技軟、硬體的課程教學，提供學生及教師研究與發展創新教材

之所需，亦將持續辦理科技產品應用課程，期待師生們在課程發展設計上有更

好的表現。並利用學習社群及網路溝通平台發展教學技能、學習班級經營及多

元評量之策略，以培養師資生具有創新教材設計與教學的能力，精進十二年國

教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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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持續透過辦理演講與活動，提升學生理論知識、實務技能，教育學院將著手吳

清山教授所提出學生應具備的五力，包括溝通力、專業力、統整力、團隊力及

防禦力等融入教學與課程中。教育學院有許多在職的研究生與畢業生，其中不

乏中、小學校長、主任與教職員們，當然也有在政府機關工作的公務員，這都

是教育學院所擁有的人才和人脈資源。透過這樣一個人際網路，組成學習社

群，讓學生們有機會互相分享學習，藉由這種互動互學的機會，使機關方面的

人員更能理解教學現場的實務面，學校教職員們也更加理解政策內容和需求。

不只在職生間的相互瞭解，對於大學生來說，透過這些研究所的學長姊的分

享，會進一步清楚本系所對於各位學生的未來社會出路安排，對於繼續進修做

研究、通過高普考考試成為公務員，或是修習師資培育課程成為教師等等，都

有大方向且全面的瞭解與認識。在足夠的瞭解後才能做出適合自己的選擇，學

生們能配合興趣、選修的課程及將來的實習機會，一步一步規劃各自的未來走

向，以達到縮短學用落差，建構培用合一之產學合作機制的最終成果。 

3. 為協助師資生向臨床教師學習適性輔導工作的技巧與策略，未來將持續透過師

資生適性輔導理念工作坊及師資生適性輔導實務探究活動加以落實。最後與師

資生實習課程結合，前進埔里各中等學校強化其專業知識與積累經驗，以此方

式深化在地關懷，並透過社會參與培養學生社會參與能力。有鑑於 106年度的

辦理情形，未來對於講座辦理將針對宣導方式進行改善，例如在學校首頁進行

演講公告，吸引全校各系所同學、教師、行政同仁參與，甚至是埔里、南投在

地的學校教職員工，增加各個層面、單位的研究人員、教職人員與學生互動，

以望激發出學術、實務上的火花，更進一步達到深化在地關懷的理念目標。 

4. 教育學院著重實務經驗，讓學生可以透過實習，深化國際文教知能的應用實

踐，將反思進一步轉化為對國際文教專業與學術的提升。教師們亦利用暑假期

間帶領學生進行海外志工服務；視導學生海外實習事務，擴展教師在研究上的

向度與實用性，也提升教師在產業上的專業與發展。 

5. 現階段的執行成果為教育學院帶來正向的轉變，再依據翻轉課程教學、縮短學

用落差、深化在地關懷及開展國際視野等四個面向持續強化再造，希望藉由行

政團隊的經營、教師專業的帶領與學生不斷的學習下，精進學生專業知能拓展

國際多元文化視野，克服目前教育面臨之困難，並持續推動教育學院的改造與

創新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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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合結論 

1. 本報告書立基於 106 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提報單位包括教務處、學務處、總務

處、研發處、國際處、人文學院、管理學院、科技學院及教育學院。各單位針對

業務工作均設定合理具體之績效目標，在本報告書就達成目標之項目檢視政策成

效，並針對未達成目標之項目提出後續改善措施。 

2. 少數項目未能達成目標，建議應就內在成因和外在影響深切檢討。如果是內在因

素所致 (例如校友會之校友資料庫不夠齊全，且校友會運作並不理想，應再具體

的發揮系友會之功能；專利申請件數下降，應配以適當的獎勵制度，鼓勵教師申

請；學生可以選修跨領域學程之自由學分與畢業門檻不夠彈性，各系應修改相關

學分規則，以利學生修習課程；職涯發展輔導活動參與同學過於小眾化，應與各

系所聯合推廣，鼓勵學生參與；公文及檔案整合系統推行仍有改善空間，應多方

了解教師使用上的需求等)，則應從制度、策略等方面共同檢討，尋求可能的改善

方向，並設定時間表，預計於未來年度達到目標。如果是外在環境造成 (例如碩

士生註冊人數下降，可設置獎學金及加強錄取生輔導方式；提升國際生比例，可

擴大辦理全英語授課及參與相關國外教育展；加強國際交流，可建構國際化微課

程並邀請師生參與相關說明會等)，或者不能歸責於校內既有之作法，但也同時反

映現有作法有更動修正之必要，同樣需要各單位共同努力，適應外在環境轉變，

追求校務基金之執行績效。 

3. 針對教育部於 106 年 9 月 27 日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05 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

告書」同意備查之回函說明二所提出的：「本校 105 年期末可用資金為 2 億 2,801

萬 2 千元，佔 105 年度決算平均每月現金經常支出 2.86 個月，平均每月現金經常

支出倍數偏低」之情況，經由同仁的齊心努力，本校之 106 年度決算平均每月現

金經常支出倍數已增加至 3.15。本校由於地理位置之因素，在招生與產學合作上

有其困境，加上近年來政府預算有限與整體經濟環境之影響，該「平均每月現金

經常支出倍數」一直未能達到合理之數值。本校往後將藉由預算分配之規劃及實

際執行時，請各單位齊心配合開源節流措施，俾逐年改善學校財務狀況，亦冀盼

教育部能給予本校更多的資源補助與鼓勵。 

387



46 

 

4. 106 年度由於各位同仁的努力，有了良好的績效，但仍有改善空間。未來將以高

教深耕計畫及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之目標為努力的方向，配合計畫規劃的實

務作法，將大學所需扮演的社會角色具體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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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學生申訴辦法第三條修正條文（草案）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三條 

本校為辦理學生申訴案件，設置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

申評會），設置委員十七人，由

教師及學生代表組成，任期一

年，為無給職，由校長遴聘之。

教師代表中為兼行政職務之教

師不得少於委員總數之二分之

一；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數

三分之一以上。 

教師代表共十二名，其組成如

下： 

一、由各學院分別推舉二名未兼

行政職務者。 

二、由校長遴聘四名，其中至少

一名為未兼行政職務者；另至少

一名須具法律、教育或輔導諮商

專業。 

學生代表共五名，由本校學生會

推舉之。 

如有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案件，應

增聘特殊教育學者專家、特殊教

育家長團體代表或其他特殊教

育專業人員擔任委員。 

學生獎懲委員會之委員或負責

學生獎懲決定、調查之人員，不

得擔任申評會委員。 

申評會主席由委員互相推舉產

生，負責會議之召集與進行。第

一次會議由學生事務長召集之。 

申評會就申訴案件之性質，得聘

任相關專業諮詢顧問一至三人。 

第三條 

本校為辦理學生申訴案件，設

置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

簡稱申評會），設置委員十七

人，由教師及學生代表組成，

任期一年，為無給職，由校長

遴聘之。教師代表中為兼行政

職務之教師不得少於委員總數

之二分之一；任一性別委員應

占委員總數三分之一以上。 

教師代表共十二名，其組成如

下： 

一、由各學院分別推舉二名未

兼行政職務者。 

二、由校長遴聘四名，其中至

少一名為未兼行政職務者；另

至少一名須具法律、教育或輔

導諮商專業。 

學生代表共五名，由本校學生

會推舉之。 

學生獎懲委員會之委員或負責

學生獎懲決定、調查之人員，

不得擔任申評會委員。 

申評會主席由委員互相推舉產

生，負責會議之召集與進行。

第一次會議由學生事務長召集

之。 

申評會就申訴案件之性質，得

聘任相關專業諮詢顧問一至三

人。 

 

一、依據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

申訴服務辦法」第五條： 

各級學校為處理特殊教育學生

申訴案件，除特殊教育學校準用

前條規定辦理外，應由學校原設

立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中，增

聘特殊教育學者專家、特殊教育

家長團體代表或其他特殊教育

專業人員擔任委員。 

二、新增處理特殊教育學生申訴

案件，應依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

申訴服務辦法辦理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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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申訴辦法 
 

中華民國 85 年 1 月 5 日 8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5 年 12 月 5 日 8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86 年 4 月 25 日 8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86 年 5 月 9 日教育部台（86）訓（一）字第 86050333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1 年 3 月 20 日 9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91 年 6 月 12 日 90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91 年 6 月 27 日教育部台（91）訓（一）字第 91091052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5 年 3 月 7 日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95 年 3 月 29 日 94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修正第一條、第二條、第五條 

中華民國教育部 95 年 7 月 4 日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50096365 號函核定第一條、第二條、第五條、

第十一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 

中華民國 95 年 7 月 19 日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50106673 號函核定第十九條 

中華民國 97 年 4 月 23 日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第 1 次生事務會議修正第十五條、第二十條 

中華民國 97 年 6 月 18 日 96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十五條、第二十條 

中華民國 97 年 8 月 15 日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70159058 號函核定第二十條 

中華民國 97 年 8 月 29 日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70169987 號函核定第十五條 

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7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27 日 100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1 年 2 月 1 日教育部台訓(一)字第 1010014254 號函核定 

106 年 6 月 20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第  一  條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保障學生權益，依大學

法第三十三條第四項、教育部頒大學及專科學校學生申訴案 處

理原則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九條之規定，特訂定「國立暨南國

際大學學生申訴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以下簡稱申訴

人)對於學校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認為違法或不當，致侵害

其權利或利益者，得依本辦法提起申訴。 

前項所稱學生，指本校對其為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時， 

仍具本校正式學籍者。 

第  三  條 本校為辦理學生申訴事件，設置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

簡稱申評會），置委員十七人，由教師及學生代表組成，任期一

年，為無給職，由校長遴聘之。教師代表中未兼行政職務之 教師

不得少於委員總數之二分之一；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 數三分

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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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代表共十二名，其組成如下；  

一、由各學院分別推舉二名未兼行政職務者。  

二、由校長遴聘四名，其中至少一名為未兼行政職務者；

另至少一名須具法律、教育或輔導諮商專業。  

學生代表共五名，由本校學生會推舉之。 

如有處理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案件，應增聘特殊教育學者專

家、特殊教育家長團體代表或其他特殊教育專業人員擔任委

員。 

學生獎懲委員會之委員或負責學生獎懲決定、調查之人員，

不得擔任申評會委員。 

申評會主席由委員互相推舉產生，負責會議之召集與進行。

第一次會議由學生事務長召集之。  

申評會就申訴案件之性質，得聘任相關專業諮詢顧問一至三

人。 

第  四  條 申評會委員如為申訴案件之申訴人、關係人應行迴避。 

第  五  條 申評會掌理之事項如下： 

一、影響學生受教權益之申訴與評議。  

二、學生個人、學生會及其他學生自治組織不服學校之懲

處、其他措施或決議事項之評議。  

申評會相關行政作業由本校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辦理。 

第  六  條 本校學生、學生會及其他學生自治組織不服學校之懲處、

其他措施或決議事項者，於接獲本校通知後，應於次日起三十

日內，以書面提列具體事實並檢附相關資料，向申評會提出申

訴；同一案件以一次為限。 

申訴書應敘明事由、姓名、系（所）年級、住址、聯絡電

話及處理建議。 

申訴人因天災或其他不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遲誤前項申

訴期間者，於其原因消滅後十日內，得以書面敘明理由向申評

會申請受理評議。但遲誤申訴期間已逾一年者，不得為之。 

第  七  條 申訴人於評議決定書送達前，得撤回申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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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申評會應於接獲申訴書次日起三十日內完成評議；必要時，

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不得逾二 個

月。但涉及退學、開除學籍或類此處分之申訴案，不得延長。 

申評會認為申訴書不合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

申訴人於七日內補正。其補正期間應自評議期間內扣除。 

申評會召集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親自出席，出席委

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方得做成決議。但經二次議決仍無法

做成決議時，第三次以多數決為之。 

第  九  條 申評會評議申訴事件以不公開為原則。 

申評會得通知申訴人、原處分或原措施作成單位之代表及關

係人到會說明或陳述意見。 

第  十  條 申評會之評議、表決與委員個別意見，應予保密。  

本校對涉及學生隱私之申訴案件，申訴學生個人之基本資料

應予保密，並配合提供適切之輔導。 

第 十一 條 申訴案件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停止評議：  

一、申訴人就申訴事件或其相牽連之事項，提出訴願或訴

訟。  

二、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訴願或訴訟之法律

關係是否成立為據者，於該訴願或訴訟程序終結前。  

前項第一款之情形，申訴人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評會。申評會

於停止原因消滅後，經申訴人書面請求應繼續評議。  

第一項第二款之情形，申評會於停止原因消滅後，應繼續評

議。 

申評會依申訴人之通知或依職權知有停止評議事由，若停

止評議時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原因消滅後續行評議時，亦同。 

退學、開除學籍或類此處分之申訴事件不適用本條規定。 

第 十二 條 申評會於申訴案件評議期間，得依職權建請原處分單位對申

訴人之處分暫緩執行。 

 退學、開除學籍或類此處分之申訴案件，於評議決定確定

前，申評會得依職權或依學生書面之請求，使其於學校繼續肄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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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評會接獲前項學生請求後，應衡酌該生生活、學習狀況，

於七日內以書面回覆，並載明學籍相關之權利與義務。 

第 十三 條 申訴人依前條之規定經本校同意在校肄業者，本校除不得

授給畢業證書外，其他修課、成績考核、獎懲得比照在校生處

理。 

第 十四 條 申評會於申訴案件有調查必要時，得決議成立「調查小

組」，其成員以三至五人為原則。 

第 十五 條 申評會對申訴案件之評議結果應做成評議決定書，送達申

訴人。評議決定書應包括主文、事實、理由等內容；不受理之

申訴案件亦應做成評議決定書，但其內容只列主文和理由。 

前項評議決定書應載明不服申訴評議決定之救濟方法。 

第 十六 條 評議決定書陳校長核定時，應副知原為懲處、措施或決議單

位。原為懲處、措施或決議單位如認為有與法令牴觸或窒礙難行

者，應於評議決定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事實及理

由陳報校長，並副知申評會。校長認為有理由時，得移請申評會

再議，並以一次為限。評議決定書經核定後，本校即應依評議決

定執行。 

第 十七 條 退學、開除學籍或類此處分之申訴案件，經評議確定維持

原處分者，其修業、學籍、兵役及學費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  

二、申訴期間所修習科目學分，得發給學分證明書。  

三、役男「離校學生緩徵原因消滅名冊」於申訴結果確定後

三十日內冊報。  

四、退費基準依「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八條

及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第十五條」之規定 辦

理。 

五、有關本校其他費用退費基準依本校相關辦法辦理。 

第 十八 條 申訴人就本校所為之行政處分，經向本校提出申訴後未獲救

濟者，得於收到評議決定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並

檢附評議決定書，經由本校檢卷答辯後向教育部提起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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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九 條 申訴人就本校所為之行政處分以外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

議，經向本校提起申訴而不服其決定者，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

訴訟，請求救濟。 

第 二十 條 訴願決定或行政訴訟判決撤銷本校原退學、開除學籍或類

此處分者，其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復學時，本校應輔導其復學；

對已入營無法復學之役男，本校應保留其學籍，俟其退伍後，輔

導優先復學；復學前之離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 

第二十一條 學生申訴制度及相關辦法屬學生權益救濟性質，應列入學生

手冊，並廣為宣導。 

本校為暢通學生意見，應就學生之陳情、建議、檢舉及其他

方式所表示之意見，另訂規範處理。 

學生因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凌事件提起申訴，其屬性別平

等教育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申請調查之性質者，依性別平等 教

育法相關規定處理。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

後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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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學生自治會會費收取暨財務管理辦法說明 

條文內容 說明 

第一條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

自治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健全會務之完

整運作，俾利處理學生在校學習生活，維

護其權益，以達成校園文化自治之開展，

依據本校學生自治會章程第三十條之規

定，訂定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學生自治會會

費收取暨財務管理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本辦法之法規依據。其授

權自： 

1. 大學法第 33 條第三項。

2. 本校組織規程第 36 條第

二項。 

第二條  

本辦法管理單位為本會財務部。 

本辦法管理之單位。 

第三條  

具有本校大學部學籍之在校學生為本會之

當然會員，應繳交學生會會費。 

本會學生會會員之繳費規

定。 

第四條  

本會會費之使用，以處理學生在校學習、

生活及與其權益有關之事項為限。 

本會會費之使用範圍。 

第五條  

本會會費之金額如下： 

一、 大一新生：四年會費 1500 元。 

二、 大二以上之學生：以在校剩餘學年

計算，每學年 400 元，一次繳交。 

前項收費依各系修業年限為基準。 

本會會費繳納金額之規

定。 

第六條  

每學期開學被退學者，得填具退費申請單

至本會財務部辦理退費，退費之金額以剩

餘學年計算，每學年為 400 元。 

前項退費方式依教育部大學校院學生退、

休學退費標準辦理。  

本會退費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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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本會應將所收取之會費存入專用帳戶，專

款專用。 

本會會費帳戶專款專用之

規定。 

第八條  

本會學年度預算編列原則如下： 

一、 學生議會預算不得超出當學年度學

生會費專戶之總額 10％。 

二、 學生行政中心預算不得超出當學年

度學生會費專戶總額 80％。 

三、 預備金應至少提列學年度學生會費

專戶總額 10％。 

本會會費預算編列原則。 

第九條  

本會每學年度預算由行政中心向議會提

出，經議會通過後，送本校學生事務處課

外活動組（以下簡稱課外組）核備，方可

動支。 

本會預算案之通過方式。 

第十條  

本會每學年度決算由行政中心於第二會期

最後一次會議向議會提出，經議會通過

後，送課外組備查。 

本會決算案提出之規定。 

第十一條  

本會應於每學年初預算案通過後一周內，

公開預算案，每二個月公開行政中心財務

收支，並於每學年末決算案通過後一周

內，公開決算相關資訊。 

本會預算案、決算案以及

財務收支報表公開之相關

規定。 

第十二條  

本會會員得向本會申請閱覽預算、會計、

決算資訊及其原始單據等文書。 

本會會員之申請閱覽預算

案之權利。 

第十三條  

本會如有財務管理不當之虞，課外組得要

求本會提供財務管理及帳務收支之文件，

本會財務管理不當究責之

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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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稽核。本會如有財務管理不法之情事

者，課外組經查證屬實後，依本校學生獎

懲辦法處理之。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學生議會決議，送本校學生事務

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並

送校務會議備查。 

本辦法之生效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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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學生自治會會費收取暨財務管理辦法 
100 年 9 月 13 日行政中心新訂 

100 年 9 月 29 日學生議會通過 

101 年 3 月 22 日行政中心修訂 

101 年 5 月 10 日學生議會通過 

101 年 5 月 16 日 100 學年度第 2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自治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健全

會務之完整運作，俾利處理學生在校學習生活，維護其權益，以達成校園

文化自治之開展，依據本校學生自治會章程第三十條之規定，訂定國立暨

南國際大學學生自治會會費收取暨財務管理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管理單位為本會財務部。 

 

第三條  

具有本校大學部學籍之在校學生為本會之當然會員，應繳交學生會會費。 

 

第四條  

本會會費之使用，以處理學生在校學習、生活及與其權益有關之事項為限。 

 

第二章 會費收取與核退 

第五條  

本會會費之金額如下： 

一、 大一新生：四年會費 1500 元。 

二、 大二以上之學生：以在校剩餘學年計算，每學年 400 元，一次繳交。 

前項收費依各系修業年限為基準。 

 

第六條  

每學期開學被退學者，得填具退費申請單至本會財務部辦理退費，退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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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額以剩餘學年計算，每學年為 400 元。 

前項退費方式依教育部大學校院學生退、休學退費標準辦理。 

 

第三章 會費管理 

第七條  

本會應將所收取之會費存入專用帳戶，專款專用。 

 

第八條  

本會學年度預算編列原則如下： 

一、 學生議會預算不得超出當學年度學生會費專戶之總額 10％。 

二、 學生行政中心預算不得超出當學年度學生會費專戶總額 80％。 

三、 預備金應至少提列學年度學生會費專戶總額 10％。 

 

第九條  

本會每學年度預算由行政中心向議會提出，經議會通過後，送本校學生事

務處課外活動組（以下簡稱課外組）核備，方可動支。 

 

第十條  

本會每學年度決算由行政中心於第二會期最後一次會議向議會提出，經議

會通過後，送課外組備查。 

 

第十一條  

本會應於每學年初預算案通過後一周內，公開預算案，每二個月公開行政

中心財務收支，並於每學年末決算案通過後一周內，公開決算相關資訊。 

 

第十二條  

本會會員得向本會申請閱覽預算、會計、決算資訊及其原始單據等文書。 

 

第十三條  

本會如有財務管理不當之虞，課外組得要求本會提供財務管理及帳務收支

之文件，以供稽核。本會如有財務管理不法之情事者，課外組經查證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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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處理之。 

 

第四章 附則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學生議會決議，送本校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並送校務會議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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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學生自治會章程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第十一條  學生會會長因

故出缺時，由副會長代

理，其任期至原會長任

期屆滿之日止。會長、副

會長同時出缺時，由學

生議會議長暫行代理學

生會會長，如距原任會

長任期屆滿之日達一百

日以上時，應舉辦會長

之補選。 

      副會 長 因故 出 缺

時，會長應在一個月內

提名候選人，由學生議

會補選，繼任至原任期

屆滿為止。 

第十一條  學生會會長因

故出缺時，由副會長代

理，其任期至原會長任

期屆滿之日止。會長、

副會長同時出缺時，由

學生議會議長暫行代

理學生會會長，如距原

任會長任期屆滿之日

達一百日以上時，應舉

辦會長之補選。 

 

本條文為規範會長出

缺及正副會長同時出

缺時之遞補方式。增

訂副會長出缺時之補

選方式。 

第二十五條  學生議會之

權限如下： 

一、 修訂學生自治會章

程。 

二、 修訂學生會其他法

規。 

三、 聽取行政中心活動

企劃、預算與工作執

行之報告，並得行使

質詢權。 

四、 審查行政中心所提

之預算案、決算案，

第二十五條  學生議會之

權限如下： 

一、 修訂學生自治會章

程。 

二、 修訂學生會其他法

規。 

三、 聽取行政中心活動

企劃、預算與工作

執行之報告，並得

行使質詢權。 

四、 審查行政中心所提

之預算案、決算案，

為配合「國立暨南國

際大學會長暨副會長

選舉與罷免法」之實

施及章程第二十五條

有關學生議會權限之

規範，增訂審議本會

會員所提出會長副會

長罷免案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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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不得為增加支出

之決議。 

五、 議決學生議員或學

生會會長所提之議

案。 

六、 審議本會會員所提

出會長、副會長之罷

免案。 

但不得為增加支出

之決議。 

五、 議決學生議員或學

生會會長所提之議

案。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由學

生議會決議，送本校學

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實施，並

送校務會議備查。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由學

生議會決議，送本校

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公佈實施。 

為了使本會章程更具

正當性與完整性，章

程第三十三條增訂並

送校務會議備查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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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學生自治會章程 

100 年 9 月 13 日行政中心新訂 

100 年 9 月 22 日學生議會通過 

100 年 9 月 29 日學生議會修正通過 

100 年 12 月 5 日學生議會修正通過 

100 年 12 月 7 日 100 學年度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年 5 月 7 日行政中心修訂 

101 年 5 月 10 日學生議會修正通過 

101 年 5 月 16 日 100 學年度第 2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宗旨：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學生自治會，受全體會員之付託，依學生自治精

神，培養學生獨立自主能力，以促進校園民主，增進會員福祉，維持校園

和諧，保障學生權益為目的。 

 

第一條  

本章程依大學法第 33 條及國立暨南國際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組織規程 36

條訂定之。 

 

第二條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學生自治會」（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Student 
Association）以下簡稱「學生會」或「本會」 。 

 

第三條  

本會為代表本校大學部全體在學學生之自治組織。 

 

第四條   

本會由行政中心與學生議會二個機關組成之。 

  

第五條  

本會之輔導單位為本校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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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會員 

第六條  

凡於本校註冊之大學部在學學生，均為本會之當然會員。  

 

第七條  

本會會員具有下列權利：  

一、 選舉、罷免學生會正、副會長。 

二、 被選舉為學生會正、副會長。 

三、 創制、複決本會法規。 

四、 被聘任為本會幹部。 

五、 參與本會各項活動。 

 

第八條   

本會會員有下列義務： 

一、 繳納會費。  

二、 遵守本會之章程、法規及決議。 

 

第三章 行政中心 

第九條  

本會行政中心置會長一名、副會長一至二名，正副會長應採搭配競選，由

全體會員直接選舉產生，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一次。正副會長之選舉罷

免辦法另訂之。 

 

第十條  

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領導行政中心綜理會務，並依本校組織規程之規

定出、列席與學生學業、生活及獎懲有關之會議。 

副會長應協助會長處理會務，並得參加前項所定之會議。 

 

第十一條  

學生會會長因故出缺時，由副會長代理，其任期至原會長任期屆滿之日止。

會長、副會長同時出缺時，由學生議會議長暫行代理學生會會長，如距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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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會長任期屆滿之日達一百日以上時，應舉辦會長之補選。 

副會長因故出缺時，會長應在一個月內提名候選人，由學生議會補選，繼

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第十二條  

學生會行政中心之常設組織及職權如下： 

一、 祕書處：設秘書長、副秘書長各一人，協助會長綜理本會事務。 

二、 學會部：設部長一人，協調、統籌與各系學會間之合作事務。 

三、 社團部：設部長一人，負責本會與各社團之合作事務。 

四、 新聞部：設部長一人，對外負責本會新聞之發布，對內負責本會刊物

之發行。 

五、 學生權益部：設部長一人，負責促進本會會員在學生活與學習相關之

權益。 

六、 財務部：設部長一人，管理本會會費與相關經費，並負責本會器材維

護與管理，促進本會資產之有效運用。 

七、 活動部：設部長一人，負責本會相關活動之籌劃與推動。 

八、 公關部：設部長一人，負責本會之對外聯繫，促進本會之形象管理。 

九、 美宣部：設部長一人，負責本會文宣設計以及形象塑造。 

前項各部得視各部業務之推展，設副部長一至二人，協助部長業務之推動

與執行。 

行政中心得組成臨時性工作小組，為一非常設性組織，處理常設組織未能

承辦之事項，由學生會會長任命，於承辦之事項完成後，臨時性工作小組

應立即解散。 

 

第十三條  

行政中心部長由會長任命之，並送學生議會備查。部長職位出缺時，其職

務由副部長代理之，部長與副部長均出缺時，由會長暫行代理，會長並應

於下次學生議會開會前，任命新部長，送學生議會備查。 

 

第十四條  

行政中心應於學生議會第一會期第一次會議中，提出活動計劃與預算，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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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議會審議，並於第二會期第一次會議中，提出上學期活動經費收支報告，

接受議會質詢；行政中心並應於學生議會第二會期最後一次會議中，提出

本會學年度收支決算。 

 

第十五條  

學生會會長對學生議會之決議，如認為有窒礙難行時，得由會長收到決議

後十四日內移請學生議會覆議。覆議時，如經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維持

原決議，會長即應接受該項決議，或提交全體會員複決之。  

 

第四章 學生議會 

第十六條  

本會設學生議會，由學生議員組成，為本會之立法機關。 

 

第十七條  

學生議員由本校各系學會會長選派代表擔任，任期一年，於每屆學生會長

改選後派任之，各系派任學生議員之人數，以各系大學部在學人數為標準，

每達一百人則派任一名學生議員，以此類推，每系至少一人 。 

學生議員之罷免，於各系學生總數百分之四十以上連署向各系學會會長提

出時，各系學會會長應重新派任學生議員。 

 

第十八條  

學生議員不得兼任學生會行政中心幹部。 

 

第十九條  

學生議會設議長、副議長各一名，任期一年，由學生議員互選之，連選得

連任。 

 

第二十條  

議長負責召開並主持會議，副議長負有輔佐議長處理相關事務之責。 

 

第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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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長依本章程第 11 條規定代理會長期間，其議員資格自動喪失，學生議會

應選舉新任議長。議長代理會長原因消滅時，其議員資格自動恢復。 

 

第二十二條  

議長不克行使職權時，由副議長代行其職權。 

 

第二十三條  

學生議會設秘書處，處理議會事務，設秘書長一人，由議長派任之。 

 

第二十四條  

學生議會得視需要設各種委員會，各委員會之組織法規由學生議會另訂之。 

 

第二十五條  

學生議會之權限如下： 

一、 修訂學生自治會章程。 

二、 修訂學生會其他法規。 

三、 聽取行政中心活動企劃、預算與工作執行之報告，並得行使質詢權。 

四、 審查行政中心所提之預算案、決算案，但不得為增加支出之決議。 

五、 議決學生議員或學生會會長所提之議案。 

六、 審議本會會員所提出會長、副會長之罷免案。 

 

第二十六條  

學生議會之會期依本校學年度行事曆學期間，分為第一會期與第二會期；

寒暑假期間為議會休會期。 

 

第二十七條  

學生議會之會議分列如下： 

一、 常會： 

(一) 於每屆學生議員推派完成後，由現任議長於二週內召開下屆學生議

會，選舉新任議長、副議長。 

(二) 會期中每月召開常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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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臨時會：由會長諮請或由全體議員五分之一以上連署請求時，議長應

於七日內召開。 

 

第二十八條  

學生議會之議事規則，由學生議會另訂之。 

 

第五章 財務 

第二十九條  

本會經費來源如下： 

一、 會員繳納之會費。 

二、 學校補助之經費。 

三、 捐贈所得。 

四、 利息所得。 

五、 其他收入。 

 

第三十條  

本會會費之收取與財務管理辦法另訂定之。 

 

第六章 附則 

第三十一條  

本章程之修改，應依下列程序之一為之： 

一、 由全體學生議員五分之一以上提案，二分之一之出席，及出席議員三

分之二之決議通過。 

二、 會長提案，議員二分之一之出席，及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之決議通過。 

 

第三十二條  

本會會員得由全體會員百分之十以上之連署提案，創制本會相關法規或複

決學生議會之決議。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由學生議會決議，送本校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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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並送校務會議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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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學生自治會會長副會長選舉罷免辦法說明 

條文內容 說明 

第一條 (辦法依據)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

自治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本會章程第

九條之規定，訂定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學生

自治會會長副會長選舉與罷免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本會會長、副會長之選舉、罷免，除學生

會章程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之規定。 

本辦法之法規依據。 

第二條 (投票方法) 

本會會長、副會長之選舉、罷免，以普

通、平等、直接、無記名方式行之。 

本會選舉會長、副會長之

投票方法。 

第三條 (選舉機關) 

本會會長、副會長之選舉、罷免，由本會

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選委會）辦理之。 

本會選舉機關之設置。 

第四條 (選務委員產生方式) 

選委會之委員由本校各系學會會長組成

之；並由本會現任議會議長於每年 4月 15

日前召集首次會議。各院委員互推一名院

代表，共計四名；四名院代表再互推一名

擔任主席。 

本會選舉委員會之委員產

生方式。 

第五條 (選委會之職務) 

選委會辦理下列事項： 

一、 選舉、罷免之公告事項。 

二、 候選人資格之審定事項。 

三、 投、開票所之設置及管理事

項。 

四、 選舉、罷免事務進行程序及計

畫事項。 

五、 辦理候選人之政見發表會。 

本會選委會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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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有關候選人選舉事務爭議之處

理。 

七、 選委會預算之編列。 

八、 其他有關選務事項。 

第六條  

凡具本校學籍之學生有選舉權，但休學或

保留學籍者，於辦理休學或保留學籍期間

不具選舉權。  

投票人投票權之規定。 

第七條 (投票權) 

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於指定投票

所投票；逾時不得進入投票所。但已於規

定時間內到達投票所且已領取選票者，仍

可進行投票。 

投票權之規定。 

第八條 (不得為候選人之人員) 

本會會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得登記為

候選人：       

一、 擔任當屆選委會之選務委員。 

二、 應屆畢業生。 

本會會員不得為候選人之

情況說明。 

第九條 (選舉公告以及候選人登記) 

選委會應依下列規定期間，發布各種公

告： 

一、 選舉公告，須載明選舉種類、

投票日期、投票起迄時間及候

選人登記截止時間，並應於當

屆選委會第一次召開會議後三

日內發布之。但補選之公告日

期不在此限。 

二、 候選人名單，應於登記截止日

三日內公告。 

三、 選舉人人數，應於投票日三日

前公告。 

本會正副會長選舉公告以

及候選人登記事項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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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當選名單，應於投票日後三日

內公告。 

五、 罷免公告與結果。 

第十條  

本會會長、副會長選舉，應於每年 6月 15

日前完成選舉投票。但如遇補選，不在此

限。 

本會正副會長選舉時程之

規定。 

第十一條 (候選人之登記規定) 

本會會員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應填具申

請表，檢附下列文件，並繳交保證金新臺

幣一千五百元整： 

一、 學生證影印本。 

二、 本會正副會長候選人連署書，

其連署人數應達一百人（含）

以上。 

前項保證金於公告選舉結果後七日內無息

發還。 

本會正副會長參選人之登

記及連署人數最低門檻規

定。 

第十二條 (張貼選舉海報) 

選舉海報經選委會審核通過後，方得張

貼，並應遵守本校張貼海報之相關規定辦

理。 

正副會長競選海報張貼之

規定。 

第十三條 (投票方式) 

本辦法所規定之投票，選委會除實際投票

外，並得以網路投票方式辦理之。 

本會正副會長選舉之其他

投票方式。 

第十四條  

候選人不得有期約或賄選等情事，違反本

條之規定者，撤銷其候選人資格、當選無

效，沒收保證金，並依本校相關規定議

處。 

正副會長候選人不法情事

之處理。 

第十五條 (違反投開票所秩序之處理) 

投票人於投票所有下列情事之一者，選委

投票人違反投票所秩序之

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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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得制止之： 

一、 在旁監視、勸誘或干涉其他選

舉人投票或不投票。 

二、 將選舉票攜出會場。 

三、 將已圈選之選舉票明示他人。 

四、 將選舉票交付他人代為圈寫。 

五、 其他妨害選舉之行為。 

第十六條 (無效選票之認定) 

選票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為無效票： 

一、 在選舉票上夾寫其他文字或符

號。 

二、 所圈位置不能辨別為何人。 

三、 圈寫後加以塗改或字跡模糊致

不能辨識。 

四、 將選票撕破，致不完整。 

五、 不加圈選，完全空白。 

六、 非使用選委會所備之圈選工具

圈選。 

前項所列無效票之認定，由選委會決議

之。 

正副會長選舉之無效票之

認定。 

第十七條 (正副會長當選門檻) 

選舉總投票數應逾選舉人總數之百分之

十。 

未達前項規定者，應由選委會於十五日內

公告辦理補選，並至遲應於當年度 10 月前

完成補選投票，原參選人之資格得予保

留。補選總投票數應逾選舉人總數之百分

之五。 

本會正副會長當選之門

檻。 

第十八條 (同票及同額競選之規定) 

開票結果以獲得最高票者為當選人，得票

數相同者，以公開抽籤方式決定之。 

本會正副會長選舉若遇同

票競選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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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當選之公告) 

開票結果經選委會確認後即應公告當選名

單，並由選委會簽請本校學生事務處頒發

當選證書。 

本會正副會長選舉當選名

單之公告。 

第二十條  

選舉投票或開票，因天災或其他不可抗力

之因素，致不能舉行時，應由選委會統一

公告，改定投、開票日期、方式或場所。 

所有選舉票於投票結束後，即行當場封

箱，封存一年以備查驗。 

正副會長選舉投票或開票

遇無法預料之因素而使選

舉延後之情事說明。 

第二十一條 (選舉結果異議之規定) 

候選人對於選舉結果有異議時，應於當選

公告日起三日內向選委會提出申訴。 

候選人對於選舉結果異議

之規定。 

第二十二條 (罷免案之提出) 

本會會長、副會長之罷免案，由本會會員

向議會提出，提案連署人數應達本會會員

總數百分之三（含）以上。 

本會會長、副會長就職未滿四個月，不得

罷免。 

本會正副會長罷免案之提

出。 

第二十三條  

學生議會確認罷免案無誤者，即宣告成

立，並做成理由書交由選委會公告之。 

罷免理由書副本應送交被罷免人，於十日

內提出答辯書，交由選委會公告之。 

罷免案之理由書與答辯書

之相關規定。 

第二十四條 (罷免之門檻) 

本會會長、副會長罷免案成立後，由選委

會辦理罷免案之投票，投票人數應達選舉

人人數百分之二十五。 

罷免案經有效票過半數同意罷免時，即為

通過。 

本會正副會長罷免案之門

檻及通過之條件。 

第二十五條  本會正副會長選舉罷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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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免案通過後，選委會應公告罷免結果，

被罷免人及行政中心會長以下幹部自公告

之日起，解除職務，選委會應立即辦理本

會會長、副會長之改選。 

公告之規定，以及行政中

心經罷免案通過後解除職

務之事項。 

第二十六條  

本辦法經學生議會決議，送本校學生事務會

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並送校

務會議備查。 

本辦法之生效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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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學生自治會會長副會長選舉罷免辦法 
100 年 9 月 13 日行政中心新訂 

100 年 9 月 29 日學生議會通過 

101 年 4 月 10 日行政中心修訂 

101 年 5 月 10 日學生議會通過 

101 年 5 月 16 日 100 學年度第 2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辦法依據)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自治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本

會章程第九條之規定，訂定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學生自治會會長副會長選舉

與罷免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本會會長、副會長之選舉、罷免，除學生會章程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之

規定。 

 

第二條 (投票方法) 

本會會長、副會長之選舉、罷免，以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方式行之。 

 

第二章   選舉罷免機關 

第三條 (選舉機關) 

本會會長、副會長之選舉、罷免，由本會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選委會）

辦理之。 

 

第四條 (選務委員產生方式) 

選委會之委員由本校各系學會會長組成之；並由本會現任議會議長於每年 4

月 15 日前召集首次會議。各院委員互推一名院代表，共計四名；四名院代

表再互推一名擔任主席。  

 

第五條 (選委會之職務) 

選委會辦理下列事項： 

一、 選舉、罷免之公告事項。 

二、 候選人資格之審定事項。 

三、 投、開票所之設置及管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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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選舉、罷免事務進行程序及計畫事項。 

五、 辦理候選人之政見發表會。 

六、 有關候選人選舉事務爭議之處理。 

七、 選委會預算之編列。 

八、 其他有關選務事項。 

 

第三章   選舉 

第六條  

凡具本校學籍之學生有選舉權，但休學或保留學籍者，於辦理休學或保留

學籍期間不具選舉權。  

 

第七條 (投票權) 

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於指定投票所投票；逾時不得進入投票所。

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達投票所且已領取選票者，仍可進行投票。 

 

第八條 (不得為候選人之人員) 

本會會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得登記為候選人：       

一、 擔任當屆選委會之選務委員。 

二、 應屆畢業生。 

 

第九條  (選舉公告以及候選人登記) 

選委會應依下列規定期間，發布各種公告： 

一、 選舉公告，須載明選舉種類、投票日期、投票起迄時間及候選

人登記截止時間，並應於當屆選委會第一次召開會議後三日內

發布之。但補選之公告日期不在此限。 

二、 候選人名單，應於登記截止日三日內公告。 

三、 選舉人人數，應於投票日三日前公告。 

四、 當選名單，應於投票日後三日內公告。 

五、 罷免公告與結果。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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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會長、副會長選舉，應於每年 6月 15 日前完成選舉投票。但如遇補選，

不在此限。  

 

第十一條 (候選人之登記規定) 

本會會員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應填具申請表，檢附下列文件，並繳交保

證金新臺幣一千五百元整： 

一、 學生證影印本。 

二、 本會正副會長候選人連署書，其連署人數應達一百人（含）以

上。 

前項保證金於公告選舉結果後七日內無息發還。 

 

第十二條 (張貼選舉海報) 

選舉海報經選委會審核通過後，方得張貼，並應遵守本校張貼海報之相關

規定辦理。 

 

第十三條 (投票方式) 

本辦法所規定之投票，選委會除實際投票外，並得以網路投票方式辦理之。 

 

第十四條  

候選人不得有期約或賄選等情事，違反本條之規定者，撤銷其候選人資格、

當選無效，沒收保證金，並依本校相關規定議處。 

 

第十五條  (違反投開票所秩序之處理) 

投票人於投票所有下列情事之一者，選委會得制止之： 

一、 在旁監視、勸誘或干涉其他選舉人投票或不投票。 

二、 將選舉票攜出會場。 

三、 將已圈選之選舉票明示他人。 

四、 將選舉票交付他人代為圈寫。 

五、 其他妨害選舉之行為。 

 

第十六條 (無效選票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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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票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為無效票： 

一、 在選舉票上夾寫其他文字或符號。 

二、 所圈位置不能辨別為何人。 

三、 圈寫後加以塗改或字跡模糊致不能辨識。 

四、 將選票撕破，致不完整。 

五、 不加圈選，完全空白。 

六、 非使用選委會所備之圈選工具圈選。 

前項所列無效票之認定，由選委會決議之。 

 

第十七條  (正副會長當選門檻) 

選舉總投票數應逾選舉人總數之百分之十。 

未達前項規定者，應由選委會於十五日內公告辦理補選，並至遲應於當年

度 10 月前完成補選投票，原參選人之資格得予保留。補選總投票數應逾選

舉人總數之百分之五。 

 

第十八條  (同票及同額競選之規定) 

開票結果以獲得最高票者為當選人，得票數相同者，以公開抽籤方式決定

之。 

 

第十九條 (當選之公告) 

開票結果經選委會確認後即應公告當選名單，並由選委會簽請本校學生事

務處頒發當選證書。 

 

第二十條  

選舉投票或開票，因天災或其他不可抗力之因素，致不能舉行時，應由選

委會統一公告，改定投、開票日期、方式或場所。 

所有選舉票於投票結束後，即行當場封箱，封存一年以備查驗。 

 

第二十一條 (選舉結果異議之規定) 

候選人對於選舉結果有異議時，應於當選公告日起三日內向選委會提出申

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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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罷免 

第二十二條 (罷免案之提出) 

本會會長、副會長之罷免案，由本會會員向議會提出，提案連署人數應達

本會會員總數百分之三（含）以上。 

本會會長、副會長就職未滿四個月，不得罷免。 

 

第二十三條  

學生議會確認罷免案無誤者，即宣告成立，並做成理由書交由選委會公告

之。 

罷免理由書副本應送交被罷免人，於十日內提出答辯書，交由選委會公告

之。 

 

第二十四條  (罷免之門檻) 

本會會長、副會長罷免案成立後，由選委會辦理罷免案之投票，投票人數

應達選舉人人數百分之二十五。 

罷免案經有效票過半數同意罷免時，即為通過。 

 

第二十五條  

罷免案通過後，選委會應公告罷免結果，被罷免人及行政中心會長以下幹

部自公告之日起，解除職務，選委會應立即辦理本會會長、副會長之改選。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六條  

本辦法經學生議會決議，送本校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並送校務會議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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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106 學年度第 2次校務會議紀錄 

時    間：民國 106 年 12 月 27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5 分 

地    點：人文學院 116 會議室 

出席人員： 

一、 當然代表：蘇玉龍校長、江大樹學術副校長兼教務長、孫同文行政副校

長兼主任秘書、張英陣學務長、孫同文總務長、蔡勇斌研發長兼環境保

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中心主任（林玉溪組長代）、洪雯柔國際長（許文忠組

長代）、李廣健院長、陳建良院長（欉清全教授代）、蔡勇斌院長（許孟

烈教授代）、楊洲松院長（賴美貞秘書代）、蔡怡君館長、黃育銘中心主

任、陳彥錚中心主任、吳顯政主任、周儀芳主任。 
二、 教師代表：陶玉璞副教授(請假)、陳正芳副教授、魏伯特教授、汪淑媛

教授、吳若予副教授(請假)、林偉盛副教授、李美賢教授(請假)、莊文

彬副教授、張德存副教授、李享泰教授、王育民教授、游子宜教授、曾

永平副教授、吳坤熹副教授、黃光璿副教授、鄭全桓教授、陳谷汎教授(請

假)、魏學文教授(請假)、許孟烈教授、吳立真教授、吳景雲教授、陳祥

教授(請假)、黃文定副教授、楊振昇教授、吳京玲教授(請假)、夏榕文

副教授、黃淑玲教授(請假)、李健菁副教授。 

三、 研究人員代表：李信助理研究員（請假）。  

四、 職員代表：許秋純護理師、宋育姍組長(請假)、曾敏組長(請假)、侯東

成簡任秘書(請假)、簡文章組長。 

五、 學生代表：蕭維毅、陳正嘉、莊士賢、鄭豐毅(請假)、張瑋育、薛禾渝。 

 

主    席：蘇玉龍校長                                記錄：許宏斌專員 

 

壹、宣布開會 
應到校務會議代表 54 位，目前（12 時 25 分）實到 42 位，已達法定開會

人數，主席宣布 106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會議開始。 
 

貳、主席致詞： 
本人為籌備本校創校至今之歷史撰寫作業，近期於臺北宴請歷任校長，歷

任校長皆欣然與會；惟旅居於美國的本校籌備處主任顏秉璵教授未能共襄盛

舉，本人已規劃於 107 年 1 月初親至美國拜訪顏秉璵教授，期藉此完備本校歷

史。另時值「高教深耕計畫」、「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等大型計畫審核、執行期

間，期許本校各位同仁全力以赴，為本校再創佳績。 
 

參、確認 106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紀錄(詳附錄)：確認通過 

 



肆、校務會議各委員會報告（略） 
 

伍、業務報告（略） 

 

陸、提案事項 

案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具「國立暨南國際大學組織規程」第 4 條條文修正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 案經本校 106 年 12 月 20 日第 486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 教育部 106 年 6 月 26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60089913 號函同意本校「原

鄉發展跨領域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更名為「原住民文化產業

與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爰配合修正本校組織規程

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9 目，並自 107 年 8 月 1 日起生效。 
三、 檢附本校組織規程第 4 條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草案）等資

料各 1 份（附件 1，見第 112-128 頁）。 
 決議：照案通過，請循序報教育部核定。 
 執行情形：本校組織規程第4條條文修正案業經教育部107年1月30日臺教高(一)

字第 1070008768 號函核定，並經考試院 107 年 2 月 14 日考授銓法四字

第 1074312476 號函核備。 

 

案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擬具「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法」部分條文案，

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經本校 106 年 6 月 20 日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二、為利本校學生自治團體輔導工作之推動，特擬定旨揭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 
三、檢附本校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法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

正後全文各 1 份（附件 2，見第 129-131 頁）。 
 決議：照案通過，請循序報教育部核備。 
 執行情形：本案業經教育部 107 年 2 月 8 日臺教授青字第 1070000074 號函准予核

定後實施。 



案號：第三案	 	 	 	 	 	 	 	 	 	 	 	 	 	 	 	 	 	 	 	 	 	 	 	 	 	 	 	 	 	 	 	 	提案單位：稽核人員	

 案由：擬具本校 107 年度財務規劃報告書(草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依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 25 條規定略以，年度財務

規劃報告書應載明教育績效目標、年度工作重點、財務預測、風險評

估、預期效益等事項，並於提報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

後，報部備查。 
三、檢陳 107 年度財務規劃報告書(草案)（如附件 3，見第 132-158 頁)。 

 決議：照案通過，請循序報教育部核備。 
 執行情形：本案業經 107 年 02 月 08 日教育部臺教高（三）字第 1070007774C 號

函同意備查。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組織規程第四條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分設下列各學

院、學系、研究所及教

學單位： 

一、人文學院： 

（一）中國語文學系(含

博、碩士班)。 

（二）外國語文學系(含

碩士班)。 

（三）社會政策與社會

工 作 學 系 ( 含

博、碩士班)。 

（四）公共行政與政策

學系（含博、碩

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五）歷史學系(含博、

碩士班)。 

（六）東南亞學系(含

博、碩士班、人

類學碩士班、碩

士在職 

      專班)。 

（七）華語文教學碩士

學位學程 (碩士

班) 。 

（八）非營利組織經營

管理碩士學位學

程(碩士在職專

班)。 

（九）原住民文化產業

與社會工作學士

學位學程原住民

第四條  分設下列各學

院、學系、研究所及教

學單位： 

一、人文學院： 

（一）中國語文學系(含

博、碩士班)。 

（二）外國語文學系(含

碩士班)。 

（三）社會政策與社會

工 作 學 系 ( 含

博、碩士班)。 

（四）公共行政與政策

學系（含博、碩

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五）歷史學系(含博、

碩士班)。 

（六）東南亞學系(含

博、碩士班、人

類學碩士班、碩

士在職 

      專班)。 

（七）華語文教學碩士

學位學程 (碩士

班) 。 

（八）非營利組織經營

管理碩士學位學

程(碩士在職專

班)。 

（九）原鄉發展跨領域

學士學位學程原

住民族專班。 

一、修正本條第一項第一

款第九目。 

二、奉教育部 106年 6月 26

日臺教高 (四 )字第

1060089913 號函同意

本校「原鄉發展跨領域

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

族專班」自 107學年度

起更名為「原住民文化

產業與社會工作學士

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

班」，爰配合修正本校

組織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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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專班。 

二、管理學院： 

（一）國際企業學系(含

博、碩士班)。 

（二）經濟學系(含碩士

班)。 

（三）資訊管理學系(含

碩士班)。 

（四）財務金融學系（含

碩士班）。 

（五）觀光休閒與餐旅

管理學系（含碩

士班，學士班學

籍分組為「觀光

休閒組」與「餐

旅管理組」）。 

（六）管理學院高階經

營管理碩士學位

學程（碩士在職

專班）。 

（七）新興產業策略與

發展博士學位學

程（學籍分組為

「觀光創新組」

與 「 新 興 產 業

組」）。 

（八）新興產業策略與

發展碩士學位學

程。 

 (九)管理學院兩岸高

階主管經營管理

境外碩士在職學

位學程。 

三、科技學院： 

（一）資訊工程學系(含

博、碩士班)。 

二、管理學院： 

（一）國際企業學系(含

博、碩士班)。 

（二）經濟學系(含碩士

班)。 

（三）資訊管理學系(含

碩士班)。 

（四）財務金融學系（含

碩士班）。 

（五）觀光休閒與餐旅

管理學系（含碩

士班，學士班學

籍分組為「觀光

休閒組」與「餐

旅管理組」）。 

（六）管理學院高階經

營管理碩士學位

學程（碩士在職

專班）。 

（七）新興產業策略與

發展博士學位學

程（學籍分組為

「觀光創新組」

與「新興產業

組」）。 

（八）新興產業策略與

發展碩士學位學

程。 

 (九)管理學院兩岸高

階主管經營管理

境外碩士在職學

位學程。 

三、科技學院： 

（一）資訊工程學系(含

博、碩士班)。 

（二）土木工程學系（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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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木工程學系（含

博、碩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 

（三）電機工程學系(含

博、碩士班、通

訊工程碩士班、

通 訊 工 程 博 士

班)。 

（四）應用化學系（含

博、碩士班、生

物醫學碩士班）。 

（五）應用材料及光電

工程學系（含碩

士班）。 

（六）科技學院光電科

技碩士學位學程

在職專班。 

四、教育學院 

（一）國際文教與比較

教 育 學 系 ( 含

博、碩士班)。 

（二）教育政策與行政

學系(含博、碩士

班)。                

（三）諮商心理與人力

資源發展學系 

(含輔導與諮商

博士班、輔導與

諮商碩士班、輔

導與諮商新加坡

境外碩士在職專

班、終身學習與

人力資源發展碩

士班)。 

（四）課程教學與科技

研 究 所 ( 碩 士

博、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 

（三）電機工程學系(含

博、碩士班、通訊

工程碩士班、通訊

工程博士班)。 

（四）應用化學系（含

博、碩士班、生

物醫學碩士班）。 

（五）應用材料及光電

工程學系（含碩

士班）。 

（六）科技學院光電科

技碩士學位學程

在職專班。 

四、教育學院 

（一）國際文教與比較

教 育 學 系 ( 含

博、碩士班)。 

（二）教育政策與行政

學系(含博、碩士

班)。                

（三）諮商心理與人力

資 源 發 展 學 系 

(含輔導與諮商

博士班、輔導與

諮商碩士班、輔

導與諮商新加坡

境外碩士在職專

班、終身學習與

人力資源發展碩

士班)。 

（四）課程教學與科技

研 究 所 ( 碩 士

班)。 

（五）終身學習與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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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五）終身學習與人力

資源發展碩士學

位學程 (碩士在

職專班)。 

(六)教育學院心理健

康與諮詢碩士在

職學位學程(碩士

在職專班)。 

五、通識教育中心：設人

文組、社會科學組、

自然科學組、體育

組。 

本校必要時得經校務

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

後增設學院、學系、研究所

或其他教學單位。 

資源發展碩士學

位學程 (碩士在

職專班)。 

(六)教育學院心理健

康與諮詢碩士在

職學位學程 (碩

士在職專班)。 

五、通識教育中心：設人

文組、社會科學組、

自然科學組、體育

組。 

    本校必要時得經校務

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

定後增設學院、學系、研

究所或其他教學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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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組織規程       修正後全文(草案)   
                                       84.04.20 處務會議議通過 
                                       奉教育部 84.07.06台 84高字第○三一九三三號函同意備查 
                                       85.01.05 八十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追認通過 
                                    85.05.02 八十四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85.07.27台八五高（三）字第八五○六二六二九號函核定 
                                       86.04.25 八十五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86.06.23台八六高（三）字第八六○六七九一六號函核定 
                                       奉考試院 86.08.19八六考台銓法三字第一五○九九六五號函核備 
                                       87.05.01 八十六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87.06.10台八七高（三）字第八七○五五四七三號函核定 
                                       88.05.07 八十七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88.06.05台八八高（二）字第八八○六四一九八號函核定 
                                       89.05.26 八十八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9.06.23 八十八學年度第二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89.08.11台八九高（二）字第八九一００四二三號函校定 
                                       奉考試院 89.10.04八九考台銓法三字第一九四六七一五號函核備 
                                       奉考試院 90.05.24九十考台銓法三字第二０一五七二八號函核備 
                    90.06.14八十九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0.08.22台九十高（二）字第九０一一九二０四號函核定 
                                       90.12.26 九十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考試院 91.05.01考受銓法字第０九一二一三三一０九號函核備 
                                       奉教育部 91.06.06台九一高（二）字第九一０八三０三五號函核定 
                                       91.6.12九十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1.08.01台九一高（二）字第九一一一五一０一號函核定  
                                       奉教育部 91.08.08台九一高（二）字第九一一一八九五０號函核定 
                                       奉考試院 92.03.12考授銓法三字第０九二二二二六六五九號函核備 
                                       92.06.11 九十一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92.12.24 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 
                                       奉教育部 93.03.02台高（二）字第０９３００２６０７８號函核定 
                                       93.06.09 九十二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奉教育部 93.09.24台高（二）字第０９３０１０７６７６號函核定 
                              奉考試院 94.09.27考授銓法三字第 0942544766號函核備 

95.01.11九十四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5.02.07台高（二）字第０９５００１１０１１號函核定 
                                       奉考試院 96.05.02考授銓法三字第 0962790128號函核備 

95.03.29九十四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5.7.17台高（二）字第０９５００８９５５２號函核定 

奉考試院 97.4.14考授銓法三字第 0972927132號函，第 5、17至 19條不予核備，餘同意核備 
95.12.27九十五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6.1.25台高（二）字第０９６００００７５８號函核定 
                                       並奉教育部 96.8.22台高（二）字第 0960126396號函核定溯自 96年 2月 1日起生效 
                                       奉考試院 97.4.14考授銓法三字第 0972927132號函，第 5、19至 20條不予核備，餘同意核備 

96.06.27九十五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6.7.23台高（二）字第 0960103511號函核定 
                                       並奉教育部 96.8.22台高（二）字第 0960126396號函核定溯自 96年 2月 1日起生效 
                                       奉考試院 97.4.14考授銓法三字第 0972927132號函核備 
                                       96.11.21 九十六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追認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6.11.15台高（二）字第 0960171809號函核定溯自 96年 2月 1日起生效 
奉考試院 97.4.14考授銓法三字第 0972927132號函核備 
97.06.18九十六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通過 
奉教育部 97.7.23台高（二）字第 0970142227A號函核定自 97年 8月 1日起生效 
奉考試院 97.8.5考授銓法三字第 0972955786號函核備 
98.06.17九十七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奉教育部 98.7.28台高（二）字第 0980126427號函核定自 98年 8月 1日起生效 
奉考試院 98.9.14考授銓法三字第 0983106491號函核備 
98.11.25九十八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奉教育部 98.12.17台高（二）字第 0980211426號函核定自 99年 2月 1日起生效 
奉考試院 99.2.26考授銓法三字第 0993171458號函核備 
99.06.23九十八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第 4、16、22條條文修正 
奉教育部 99.7.6台高（二）字第 0990113146號函核定第 22條條文溯自 98年 8月 1日生效 
奉考試院 99.8.26考授銓法三字第 0993240667號函核備第 22條條文溯自 98年 8月 1日生效 
 奉教育部 99.9.3台高（二）字第 0990151845號函核定第 4、16條條文溯自 99年 8月 1日生效 
100年 6月 22日九十九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100.7.29臺高字第 1000131885號函核定自 100年 8月 1日生效 
奉考試院 100.9.6考授銓法三字第 1003451182號函核備 
101年 6月 26日一百學年度第六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5、11之 1、12、13之 1、 
27、35條條文 
奉教育部 101.07.12臺高字第 1010128506號函核定自 101年 8月 1日生效 
奉考試院 101年 8月 23日考授銓法三字第 1013629211號函核備 
102年 6月 26日 101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4、11、14、25、27條條文 
奉教育部 102.07.16臺教高（一）字第 1020106499號函核定自 102年 8月 1日生效 
奉考試院 102年 10月 16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23774577 號函核備 
103年 1月 8日 102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4、19、27條條文 
奉教育部 103年 1月 22日臺教高(一)字第 1030008588號函核定自 103年 2月 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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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考試院 103年 6月 3日考授銓法五字第 1033851766號函核備 
103年 6月 18日 102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4條條文 
奉教育部 103年 7月 11日臺教高(一)字第 1030103669 號函核定自 103年 8月 1日生效 

奉考試院 103年 8月 15日考授銓法五字第 1033875938 號函核備 
104年 5月 20日 103 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4、35條條文 

                                       奉教育部 104年 6月 9日臺教高(一)字第 1040078063號函及 104年 7月 21日臺教高                                  
(一)字第 1040098998號函核定自 104年 8月 1日起生效 

奉考試院 104年 8月 3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44001809號函核備 
104年 12月 2日 104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26、26之 1、29條條文 
奉教育部 104 年 12月 29日臺教高(一)字第 1040182931 號函核定自 104年 8月 1日生效 

奉考試院 105 年 5 月 2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54100965 號函核備 
105年 1月 6日 10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5條條文 
奉教育部 105年 5月 5日臺教高(一)字第 1050059536號函核定自 105年 2月 1日生效 
105年 5月 25 日 104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5條條文 
奉教育部 105年 6月 15日臺教高(一)字第 1050081990號函核定自 105年 8月 1日生效 
奉考試院 105 年 8月 3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54130642 號函核備 
105年 11 月 16 日 105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4、7、8、13、14、26、27條條文 
奉教育部 106年 1月 13日臺教高(一)字第 1060005225號函核定第 4條自 106年 8月 1日生效，
第 8、13、14、26、27條自核定日生效，106年 1月 24日臺教高(一)字第 1060010600號函核定
第 7條自核定日生效 
105年 12月 28日 105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26條條文 
奉教育部 106年 2月 9日臺教高(一)字第 1060017837號函核定自核定日生效 
奉考試院 106年 4月 13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64213455號函核備 
106年 5月 17日 105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5條條文 
奉教育部 106年 6月 12日臺教高(一)字第 1060084112號函核定自 106年 8月 1日生效 
奉考試院 106年 6月 21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64237906號函核備 
106年 11月 16日 106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4條條文 
奉教育部 106年 12月 6日臺教高(一)字第 1060176439號函核定自 106年 8月 1日生效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大學法第三十六條暨其施行細則之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校定名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第 三 條  本校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推展僑教、

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 

第二章  組  織 

第 四 條  本校分設下列各學院、學系、研究所及教學單位： 

一、人文學院： 

（一）中國語文學系(含博、碩士班)。 

（二）外國語文學系(含碩士班)。 

（三）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含博、碩士班)。 

（四）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含博、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五）歷史學系(含博、碩士班)。 

（六）東南亞學系(含博、碩士班、人類學碩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七）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 

（八）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 

（九）原住民文化產業與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

班。             

             二、管理學院： 

（一） 國際企業學系(含博、碩士班)。 

（二） 經濟學系(含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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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訊管理學系(含碩士班)。 

（四） 財務金融學系（含碩士班）。 

（五）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含碩士班，學士班學籍分組

為「觀光休閒組」與「餐旅管理組」）。 

（六）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 

（七）新興產業策略與發展博士學位學程（學籍分組為「觀光

創新組」與「新興產業組」）。 

（八）新興產業策略與發展碩士學位學程。 

 (九)管理學院兩岸高階主管經營管理境外碩士在職學位學

程。 

三、科技學院： 

（一） 資訊工程學系(含博、碩士班)。 

（二） 土木工程學系（含博、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 電機工程學系(含博、碩士班、通訊工程碩士班、通訊

工程博士班)。 

（四） 應用化學系（含博、碩士班、生物醫學碩士班）。 

                 （五）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六）科技學院光電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 

四、教育學院 

（一）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含博、碩士班)。 

                （二）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含博、碩士班)。                

                （三）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含輔導與諮商博士      

班、輔導與諮商碩士班、輔導與諮商新加坡境外碩士在

職專班、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碩士班)。 

（四）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五）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 

     班)。 

(六)教育學院心理健康與諮詢碩士在職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 

    班)。 

五、通識教育中心：設人文組、社會科學組、自然科學組、體育

組。 

本校必要時得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增設學院、學

系、研究所或其他教學單位。 

第 五 條  本校設立下列中心： 

一、語文教學研究中心：設中國語文教學組、外國語文教學組、

語文教學研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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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師資培育中心：設教學組、實習輔導組、進修組、行政組。 

三、校務研究中心：設資料組、研究組。 

前項中心各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由校長聘請副教授

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之。由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兼任者，任期以配

合校長任期為原則。 

本校因研究、推廣之需要，得另設校級研究中心，其設置辦法經

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凡依學校發展需要設立之中心，其設置、評鑑及裁撤辦法另訂之。

其中師資培育中心之設置辦法應報教育部核定。 

第 六 條  本校置校長一人，對內綜理校務，負校務發展之責，對外代表本

校。校長室置秘書若干人，以協助處理機要、庶務及行政事宜。 

第 七 條   本校現任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應組成

校長遴選委員會，經公開徵求程序遴選新任校長，報請教育部聘任之。 

前項遴選委員會成員置十五人，分別由學校代表六人、校友代表

及社會公正人士六人，及教育部遴派代表三人組成之。學校代表中教

師代表四人、職員及研究人員代表一人、學生代表一人，由本校校務

會議推選；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中校友代表二人、社會公正人士

四人。本大學校長遴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

一以上。 

第 八 條   本校校長之任期為四年，得連任一次，自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起

聘為原則。除辭職或其他原因離職者外，符合連任資格者，於任期屆

滿前一年，報請教育部辦理校長續聘評鑑事宜。 

學校辦理校長續任，應將校長上任後學校歷年校務基金執行情形、

可用資金變化情形及開源節流計畫執行成效，併同教育部校長續任評

鑑報告書提校務會議，作為續聘之參考，經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決

議續聘，應由學校報請教育部續聘之；如經決議不予續聘，應即依第

七條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辦理新任校長遴選事宜。 

校長於教育部進行續聘評鑑程序時表達無續任意願，或參加續聘

未獲通過者，不得參加本大學新任校長遴選。 

 

第  九  條    校長有重大違法失職情事者，得由校務會議代表四分之ㄧ以上之

連署提出解聘案，經校務會議代表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出席代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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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以上同意通過，報請教育部解聘之。 

              校長因故出缺或依前項規定經教育部解聘時，其職務依校長職務

代理人順位代行校長職權，並報請教育部核定。 

第 十 條   本校得置副校長一至二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副校長室置秘書若

干人，協助處理行政工作。 

    副校長由校長遴選教授聘兼之，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 

第 十一 條   本校各學院各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並得視業務需要置職員若

干人襄助院務行政工作，第一任院長之產生，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

院長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任期屆滿，得連任時，應於任期屆滿前

三個月內，經由各學院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報請校長續聘之，如院長

因故出缺或任期屆滿不再連任時，應於任期屆滿三個月前或出缺後三

個月內組成院長遴選委員會，遴選與該學院相關學科領域之教授二至

三人，提請校長圈選其中一人聘兼之。 

          前項遴選委員會代表之產生及運作方式，及院長解聘之程序，

由各學院擬訂，經院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之。 

第 十一 條之一   本校各學院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置副院長一人，以輔佐 

          院長推動院務： 

          一、學院所屬系、所總數達十個以上。 

          二、學院所屬專任教師達七十五人以上。 

          三、學院所屬學生總數達一千五百人以上。 

各學院依前項規定設置副院長，其任期以配合院長之任期為原

則，由院長就該院專任教授中提請校長同意後聘兼之，其續聘、解

聘程序亦同。因情事變更而不符設置之條件者，經校長核定，自次

學年起停置副院長。 

第 十二 條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任

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視業務需要置教師、研究人員、職員

若干人。 

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 十三 條    本校各學系各置主任一人，辦理系務，各單獨設立之研究所各置

所長一人，辦理所務，各學位學程得置主任一人，辦理學程事務；各

系、所、學位學程並置職員若干人，協助行政工作。 

系、所、學程之主管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第一任系、所主管

之產生，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任期屆滿，得連任時，

應於任期屆滿三個月前，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簽請院長提請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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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兼之。如任期屆滿不再連任或出缺時，應於任期屆滿三個月前或

出缺後三個月內，由各該系、所就副教授以上教師中推選二人至三

人，簽請院長提請校長圈選一人聘兼之。學位學程主任由院長推薦

副教授以上教師二人至三人提請校長圈選一人聘兼之。 

前項之系、所主管推選及解聘辦法由各系、所擬訂，提經院務

會議通過並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之。 

第 十三 條之一    本校各學系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置副主任一人，以輔佐

主任推動系務： 

            一、學系所屬學生總數達五百人以上。 

            二、學系同時具有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等學制(不含在職專班) 

達四個以上。 

                  各學系依前項規定設置副主任，其任期配合主任之任期為原 

則，由主任就該系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中提請校長同意後聘兼之， 

其續聘、解聘程序亦同。因情事變更而不符設置之條件者，經校長

核定，自次學年起停置副主任。 

第 十四 條  本校設下列各行政單位： 

一、 教務處：設註冊組、課務組、資訊服務組、招生組、教學  

     發展中心。 

二、 學生事務處：設生活輔導組、課外活動組、衛生保健組、 

     住宿服務組、諮商中心、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校園 

安全中心。 

三、 總務處：設文書組、事務組、出納組、保管組、營繕組、 

     採購組。 

四、 研究發展處：設綜合企劃組、學術及推廣服務組、創業育 

     成中心。 

五、 國際及兩岸事務處：設國際事務組、僑教及大陸事務組 

六、 圖書館：設行政組、採編組、閱覽服務組、系統資訊組。 

七、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設系統組、網路組、諮詢組。 

八、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設環境保護組、安全衛生組。 

九、 秘書室。 

十、 人事室。 

十一、 主計室。 

              本校前項各處、館、室、中心及其下之各組、中心，必要時得經

校務會議通過後增減或合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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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五 條    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承校長之命掌理教務事宜，由校長聘請教

授兼任之，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置副教務長一人及視業

務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 十六 條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一人，承校長之命掌理學生事務，由校

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置副學務長一

人及視業務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 十七 條    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承校長之命掌理總務事宜，由校長聘請副

教授以上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以配合校長任

期為原則。並得置副總務長一人及視業務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 十八 條   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人，承校長之命掌理研究發展事務，由校

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視業務需要置

職員若干人。 

第 十九 條   國際及兩岸事務處置國際事務長一人，承校長之命掌理國際事務，

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置副國際

事務長一人及視業務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 二十 條   圖書館置館長一人，承校長之命綜理館務，由校長聘請具有專業

知能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以配

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視業務需要置研究人員、職員若干人。 

第二十一條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承校長之命綜理中心業務，

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兼

任，或由職員擔任之，由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

兼任者，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視業務需要置職員、研究

人員、稀少性科技人員若干人。 

              前項稀少性科技人員於九十年八月二日以前已進用者，得繼續留

任至其離職為止，其升等得逕依原遴用資格辦法辦理。 

第二十二條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承校長之命綜理中心

業務，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

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由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

術人員兼任者，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視業務需要置職員

若干人。 

第二十三條    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綜理秘書業務，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

人員兼任或職員擔任之，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

並得視業務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二十四條    人事室置主任、秘書、專員、組員，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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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主計室置主任、組長、專員、組員，依法掌理歲計、會計，及統

計事項。 

第二十六條   本校一級行政單位符合教育部所定之達一定規模、業務繁重認定

基準，得置副主管，由單位主管遴選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

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報請校長聘兼之，其任期與單位主管同。 

              各單位分組辦事者，各置組長一人，除通識教育中心下設之體育

組組長由講師以上教師兼任；學生事務處下設之生活輔導組組長由助

理教授以上教師或軍訓教官兼任外，餘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

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各單位分中心辦事者，各置主任一人，除學生事務處下設之校園安

全中心主任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軍訓教官兼任外，餘由助理教授以上

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兼任。 

          本校各單位由教師兼任之組長（主任），由各該單位一級主管就符

合資格者遴選後薦請校長聘兼之，任期與單位主管同，任期中得自動

請辭或不予聘兼。 

第二十六條之一  本校置隸屬於校長之兼任稽核人員若干人。其運作、績效考核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另定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前項兼任稽核人員應具稽核工作經驗及相關專業背景，且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之成員、總務、主計及行政主管相關人員，不得兼任之。 

第三章 會 議 

第二十七條  本校設下列各種會議：      

一、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主任秘書、各

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中心主任、環境

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人

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表、職員代

表、學生代表組織之。本會議如因議事上之需要，得邀請校

內外相關人員列席。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其人數不得少

於全體會議人數之二分之一，教師代表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

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各單位

教師代表人數按各單位教師人數比例分配之；研究人員代表

一至三人、職員代表三至五人，分別由本校全體研究人員、

職員互選之；學生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其人數不得少於全體

會議人數之十分之一；各代表之確定人數、任期、選舉方式

及校務會議議事規則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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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主持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但經

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

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二、行政會議：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國際事務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

心中心主任及其他單位主管組織之。校長為主席，討論本校

重要行政事項，必要時得邀請其他與議程相關之人員列席，

討論與學生權益有關之事項，必要時得邀請學生列席。 

三、教務會議：以教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長、

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圖書

館館長、各中心主任及學生代表三人組成；教務長為主席，

討論重要教務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相關單位之人員列

席。 

四、學生事務會議：以學生事務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長、

教師代表、學生代表三人為當然代表，並由校長聘請與學生

事務有關之單位主管若干人組成；教師代表由各學院各推舉

教師二人，學生事務長為主席，討論學生事務及學生獎懲重

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相關單位之人員列席。 

五、總務會議：以總務長、各學院院長、主任秘書為當然代表，

並由校長聘請有關之單位主管、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三人組

成；總務長為主席，討論總務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

程相關單位之人員列席。 

六、研究發展會議：以研發長、教務長、國際事務長、總務長、

各學院院長、教師代表、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為當然代

表，並由校長聘請與研究發展事務相關之單位主管若干人組

成；教師代表由各學院各推舉教師二人，研發長為主席，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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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研究發展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相關單位之人員

列席。 

七、國際及兩岸事務會議：以國際事務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教師代表、學生代表三人為

當然代表，並由校長聘請與國際及兩岸事務相關之單位主管

若干人組成；教師代表由各學院各推舉教師二人，國際事務

長為主席，討論國際及兩岸事務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

議程相關單位之人員列席。 

八、各學院院務會議：以院長、各系（所）主任（所長）及該院

教師代表組織之。教師代表人數與比例，由各學院訂定組織

章程，經校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院長為主

席，討論各該學院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之重要事項，必要

時得邀請與議程相關單位之人員或學生代表出席或列席。 

九、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議：由中心主任、各組組長及中心全體

專任教師、研究人員及行政人員組織之。中心主任為主席，

討論通識教育有關之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相關單

位之人員或兼任人員列席。 

           十、各學系、研究所務會議：以系主任、所長、全體專任教師、

及經由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組織之。學生代表人數與比例，

由各系所訂定之。以系主任、所長為主席，討論各該系、所

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之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兼任教師

列席。 

十一、各處、館、室、中心會議：以各處、館、室、中心主管 

      及所屬人員組織之。各處、館、室、中心主管為主席， 

      討論各該處、館、室、中心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 

      業務相關單位人員列席。 

第二十八條  本校於必要時得設其他各種會議，各種會議之功能、組成方式另

以組織章程及規則訂定之。 

第二十九條   本校分設下列各種委員會：  

一、教師評審委員會。 

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三、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四、職員評審委員會。 

五、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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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七、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前項除第四款外，其他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方式另訂，經校務會

議審議通過後實施。必要時本校得增設其他各種委員會，其組織章程

或設置要點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四章 教師分級及聘用 

第 三十 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四級，從事授課、研

究、服務及輔導。為教學及研究需要，得聘助教協助之，並得聘研究

人員從事研究計畫及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 

第三十一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教師之初聘聘

期至當學年度止，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每次均為二年。長

期聘任資格等有關規定，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教師之聘任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

刊載徵聘資訊。 

             為提升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等成效，應建立評鑑制度，

以做為升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標準。

其規定另定之，並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納入聘約。 

教師不服解聘或停聘及其他決定之處置者，得向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申訴。 

第三十二條  本校研究人員分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四級，

從事研究、推廣及服務。 

研究人員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辭聘及待遇等依有關規定

辦理。 

研究人員之聘任由單位主管協同相關院、系、所主管提名，經本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通過後，陳請校長聘任之。 

第三十三條   本校專業技術人員之分級與聘任，依有關規定辨理。其專業技術

人員之聘任由單位主管協同相關院、系、所主管提名，經本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討論通過後，提請校長聘任之。 

第三十四條  本校為提昇教學與研究水準，得設置講座，主持教學研究工作。

講座之設置辦法由學校擬訂，經本校教務會議及校務會議審查通過後

實施。 

第三十五條  本校設校、院、系、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以評審有關教師、

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

資遣原因之認定等事宜，並審議講座及榮譽教授之設置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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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方式如下： 

一、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以副校長、教務長、各

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由

各學院推選教授組成之，必要時，得遴聘校內外學術領域相

近之教授或國內研究機構具相當教授等級資格之研究人員

共同組成。委員由校長聘任，任期一年，得連任。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並主持之，在副校長未聘定前

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 

二、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以各該學院院長及各系、

所、中心主管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由各系、所、中心各推

選教授一人組成。委員由院長聘任，任期一年，得連任。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由院長擔任召集人並主持之。 

                三、系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以各系、所、中

心主管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之組成由各該系、所、中心務

會議訂定辦法，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系、所、中心教師

評審委員會由系、所、中心主管擔任召集人並主持之。 

通識教育中心評審教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有關第一項之

事宜，應由該中心組成之系級及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第一項榮譽教授之設置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之。 

第三十六條   教師經長期聘任者，非有重大違法失職之情事，經系（所、中心）

務會議議決，並經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裁決，不得解聘或停聘。 

第五章  學生自治團體與校務參與 

第三十七條   本校為增進教育效果，保障學生權益，得由學生推選代表出席或

列席與其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各項會議。學生代表由選

舉產生，任期均為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為顧及學生課業，出席各

項會議代表可由不同學生擔任。 

第三十八條   本校學生得成立學生會與研究生協會，以處理其在校學習、生活

與權益有關事項。其辦法由學生事務處輔導學生研訂，經本校學生事

務會議審查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之。 

學生為前項學生會與研究生協會當然會員，學生會與研究生協會

得向會員收取會費；學校應依學生會與研究生協會請求代收會費；收

費相關規定另訂之。 

第三十九條  本校學生對於個人所受獎懲不服，或自身權益遭受損失時，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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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

事件，得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六章 附 則 

第 四十 條   本校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定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職員員額

編制表應函送考試院核備。 

本校各單位所置職員之職稱，包括專門委員、編纂、秘書、組長、

技正、編審、專員、輔導員、組員、技士、技佐、助理員、辦事員、

書記。 

本校所置醫事人員職稱包括醫師、護理師、護士。醫師，必要時

得遴用公私立醫療機構合格醫師兼任。 

第四十一條  本校得於各院、系、所或中心辦理各項推廣教育與建教合作計畫，

其辦法另訂，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四十二條  本校因教學實習或實驗之需要，得設立附屬中學及其他實習或實

驗機構，其設立辦法另訂，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四十三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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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法 

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第一條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為落實學

生自治理念，培養學生民主

素養，促進校園意見溝通，

並增進服務精神，特依大學

法第三十三條、本校組織規

程第三十八條，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為落實學

生自治理念，培養學生民主

素養，促進校園意見溝通，

並增進服務精神，特依大學

法第十七條、本校組織規程

第三十八條，訂定本辦法。

本校原沿用民國 82 年大

學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

定，查前揭法條已於民

國 94 年修正為大學法第

三十三條，故修正條

文。 

第六條  學生自治團體經學校

核可後，得向會員收取會費，

接受校外補助者，應依相關

規定辦理。 

    學生自治團體之經費，

由其自行保管、分配，但應

周詳規劃，妥善運用，定期

向成員公布，並接受輔導單

位之監督查核。 

第六條   學生自治團體經學

校核可後，得向會員收取會

費。經輔導單位同意並得對

外募款或接受捐助。 

學生自治團體之經費，由其

自行保管、分配，但應周詳

規劃，妥善運用，定期向成

員公布，並接受輔導單位之

監督查核。 

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學

生會運作原則」第 9點第

4 項規定：「依公益勸募

條例第五條規定，學生會

對外不得有勸募行為」，

故修正條文。 

第九條  學生自治團體之出版

品張貼於本校設置之公布欄

者，應遵守各公布欄規定；

學生自治團體出版品之相關

法律責任由該自治團體及其

行為人自行負責。 

第九條  學生自治團體之出版

品張貼於本校設置之公佈欄

者，應遵守各公佈欄規定；

學生自治團體出版品之相關

法律責任由該自治團體及其

行為人自行負責。 

修正法律統一用字。 

第十五條  為執行各項活動推

展之作業需要，所蒐集之姓

名、科系、出生年月日、國民

身分證號碼及聯絡方式等各

（增列） 為符合個人資料保護法

之立法意旨，故增列此條

以符合個人資料保護法

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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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個人資料，將依個人資料

保護法之規範處理。 

第十六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

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報請

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

會議通過、校務會議核備，

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一、條次變更。 

二、刪除「修正時亦同」。

三、奉示修正需經校務

會議審議通過，故修

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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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法 

                                  91 年 3 月 20 日 90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91 年 6 月 12 日 90 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核備通過 

                                                91 年 6 月 21 日教育部台(91)訓(二)字第 91092422 號函同意備查 

106 年 6 月 20 日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落實學生自治理念，培養學生民主素養，促進校

園意見溝通，並增進服務精神，特依大學法第三十三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八條，訂

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學生得依本辦法，按校、院、系（所）層級，成立學生自治團體。 

第三條 依本辦法成立之學生會，為本校學生之最高代表組織，代表學生行使學生自治權利，處

理學生在校學習、生活與權益有關事項。 

第四條 學生自治團體之成立、管理及解散，依各學生自治團體之組織章程辦理，並報請學校核

備。 

第五條 學生自治團體應遵守本校校規及相關法令，並接受學生事務處及所屬院、系（所）之輔

導。 

第六條 學生自治團體經學校核可後，得向會員收取會費，接受校外補助者，應依相關規定辦理。 

學生自治團體之經費，由其自行保管、分配，但應周詳規劃，妥善運用，定期向成員公

布，並接受輔導單位之監督查核。 

第七條 學生自治團體受輔導單位補助經費之運用及核銷，應符合本校會計規定及相關法令。 

第八條 各學生自治團體輔導單位準用「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學生社團組織及輔導辦法」進行輔導。 

第九條 學生自治團體之出版品張貼於本校設置之公布欄者，應遵守各公布欄規定；學生自治團

體出版品之相關法律責任由該自治團體及其行為人自行負責。 

第十條 學生個人有舉辦集會活動之需要者，應向學生自治團體登記，並由學生自治團體代為向

相關單位申請。 

第十一條 學生自治團體得依本校各項會議規定，推派代表出席或列席。 

第十二條 學生自治團體得準用「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學生社團評鑑要點」參加評鑑暨觀摩。 

第十三條 學生自治團體得參加本校舉辦之各項研習及參訪活動，以充實學生自治團體幹部、學生

會員代表之自治理念、管理能力及議事技能。 

第十四條 學生自治團體違反校規及相關法令者，其行為人及負責人依校規處理，並應負法律責任。 

第十五條 為執行各項活動推展之作業需要，所蒐集之姓名、科系、出生年月日、國民身分證號碼

及聯絡方式等各項個人資料，將依個人資料保護法之規範處理。 

第十六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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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報告以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為基礎，就現階段發展所具備之優、劣

勢，以及可能遭遇之機會與威脅，展望 107年度校務發展目標與財務預算規劃之

相互搭配，做詳細分析與檢視。本報告首先陳述當前學校教育績效目標與成果，

次就年度工作重點做說明，然後配合 107至 109年之財務預測，就各重點項目進

行風險評估，最後是整體目標之預期效益。依照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

督辦法，本報告之預期效益於年度結束後再行檢視，就達到之成效與未達成之檢

討，作成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 

 

一、教育績效目標 

(一) 精進招生策略，提升教學品質 

  本校教育績效目標首重招生策略改善增進，旨在提高新生報考人數及註冊率，

吸引優秀學子報考及就讀本校，精緻化境外學生輔導機制，並積極參與海外招生

活動，開設全英語課程，招收更多海外僑生、外國學生及陸生來校就讀，以擴增

生源。目前正研議跨領域學分學程，整合四個學院教學資源，持續開設各項跨領

域學分學程，以提供學生多元跨領域學習機會，同時推廣跨域學習風氣，提升學

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另本校正籌設數位學習的教與學創新機制，產出多元、

具特色及符合學生需求的數位課程，提升師生對於數位教學平台的使用率。此外，

為落實本校設校宗旨與目標，國際化績效目標聚焦於強化學生國際移動力，提升

境外學生質量。 

(二) 擴大招收弱勢學生，提升高教公共性 

教育部在未來 5年內預計投注至少 600億經費辦理「高教深耕計畫」；其中，

兩成經費依各校規模提供基本需求、八成經費用來發展大學特色。大學特色的經

費至少 50%要用於教學。此外，為配合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其中一個要項為發

展「高教公共化」，各大學須提升弱勢生比例。在此項目上，本校招收弱勢學生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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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機制的實施原則主要有成立專班、擴大招生、優先錄取，以及費用減免等，採

取的措施包括：1. 成立原住民族專班，單獨招收原住民學生、2. 擴大招收弱勢學

生名額、3. 減少報名經濟負擔、4. 優先錄取、5. 設立獎學金，增加就讀意願、6. 

加強宣傳、7. 特殊選才招生，單獨招收新住民及其子女、以及 8. 逕予錄取。採

取前述措施以符合教育部推動高教公共化之精神。 

(三) 建構職涯輔導與校友服務 

  改善招生策略及提升教學成果二者合一的共同作法，是建構學用合一的職涯

輔導與校友服務，結合校友服務於職涯輔導系列活動的設計推廣，強調生涯與職

涯輔導服務之連貫性，並融合校友服務，整合校內外相關資源，提升學生職場適

應力與就業競爭力。同時，設置並落實執行各類獎助學金，積極與相關基金會聯

繫，結合校內外資源協助學生解決財務問題。另協助申辦就學貸款、辦理學雜費

減免及弱勢學生助學金等，以減輕學生與家長之就學負擔。若學生在校期間發生

因偶發事件導致生活陷入困境，本校設有急難救助金及生活助學金，提供生活費

補助以協助學生渡過困難，讓學生能安心學習。 

(四) 公文電子化 

  行政院自 99 年 1 月 25 日函頒「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方案」，要求各機關

應於 104年底前，達成公文全程電子化處理及減紙 30%目標。本校目前已經完成

規劃建置並實施具有公文線上簽核功能的公文及檔案整合系統，包含公文製作、

公文管理、線上簽核、檔案管理及數位儲存等各項整合性資訊服務，提供一套共

通性且能集中管理的資訊系統，並含電子公布欄、公文稽催等實用功能，為本校

建置完整的電子化、無紙化，文檔合一的資訊服務作業環境。 

 (五) 提升教師研究能量 

  本校持續積極建構終身學習型大學，擴大推廣教育規模，並增加教育部與科

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核定通過率，協助媒合本校專任教師共同申請各類型計畫補助，

為校爭取資源，提升本校研究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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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提高專利媒合機會 

  促進學用合一的積極作法，是結合社區力量共同推動學生職涯發展。本校鼓

勵埔里當地產業進駐育成中心，透過近距離觀察產業了解其需求，同時邀請本校

教師／學生組成創業輔導團隊，輔導進駐廠商，促進學校與地方產業的合作關係，

進而培養學生具備就業與創業實戰的知識與技能。 

(七) 人文學院 

  人文學院教育績效目標首重招生策略改善與增進，除積極爭取本地生就讀之

外，將積極協助推廣外籍生及僑生招生工作，以擴大生源，並持續追蹤外籍生及

僑生在校學習適應情況，強化僑生及外國學生獎補助及輔導機制，以提高外籍生

及僑生報到率。未來將持續強化人文學院東南亞研究之特色，配合當前社會新住

民人口之增加，朝向成立新住民學位學程專班進行規劃。 

(八)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在科技整合與資源共享的原則下，積極結合產學資源，透過正式課

程、產學合作專班、推廣教育班、非正式課程及潛在課程，落實培育學生具有基

礎能力、專業能力以及人文素養，增加學生自信以及就業競爭優勢，培育「理論

與實務並重，敬業樂群之現代經營管理人才」。 

(九) 科技學院 

  科技學院之整體教育績效目標有「理論與實務並重」、「人文與科技兼備及術

德兼修」、「具國際視野及創新思考」三大方向，院內各系也以培育具備跨領域學

能且富有獨立研究能力之專業人才為目標，積極推動發展。 

(十) 教育學院 

  教育學院配合本校高教深耕計畫之「深耕水沙連．迎往東南亞」目標，以強

化教學創新、發展辦學特色、提升高教公共性、落實社會責任、永續體制運營五

個面向，進行系所改造與創新，期能培育具備「在地化、專業化、國際化」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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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之未來人才，援引校內外資源，逐步落實建構「溫暖而專業的教師群」、「活

力勇健的學習環境」及「多元創新的課程教學」三個績效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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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工作重點 

(一) 招生事務 

  面對少子化現象對大學帶來的生源減少衝擊，積極擬訂招生策略以為因應，

並透過招生形態轉型持續拓展新生源，乃為本校當前最迫切且重要的課題之一。

本年度招生工作推動重點分述如下： 

1. 定期召開招生策略小組工作會議 

  為規劃及研議各項招生策略與推動方案，已於 106年度成立本校招生策略

小組，由教務長、國際事務長、校務研究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及各學院推薦

教師 1至 2名共同組成，定期召開會議，負責擬訂招生策略，整合校內各相關

單位資源，落實各項推動方案，強化招生成效。 

2. 擴增境外生源 

  107年度將積極至國外參加臺灣海外教育展（包括馬來西亞、香港、澳門、

越南、緬甸等），增加學校曝光率及知名度，並適度擴增熱門科系僑外生招生

名額、與緬甸華語中學合作師資培育專班及陸續開設僑外生專班（例如：教政

系僑外高階教育人員博士專班等），以吸引更多海外僑生、外國學生及陸生來

校就讀。 

3. 提供獎勵吸引優秀學子就讀 

  藉由修訂本校各項學士班及碩士班入學獎勵辦法，放寬獎勵標準，吸引更

多優秀學生報考及就讀本校。此外將持續開設專業實習、企業實習課程與設計

實作課程，檢討碩士班入學考試科目，以吸引更多優秀學子報考。 

4. 與高中簽訂策略聯盟 

  積極與重點高中簽訂策略聯盟，透過本校師資、課程及設備等資源的支援

與共享，一方面增加高中學生的學習資源，另一方面則讓高中學生提早認識本

校師資及教學環境，進而提升就讀本校意願，達到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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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強招生宣傳 

  107 年度將積極參與國內各項大學博覽會及加強網路整合行銷，並持續邀

請各高中師生蒞校參訪、派員參加高中認識大學學群講座及協助高中辦理模擬

面試等活動，以增加學校曝光率及知名度。此外，亦將鼓勵及補助各學院辦理

寒、暑假高中營隊活動，讓更多學生提早認識本校美麗的校園環境及優良的師

資與設備資源等，提高其就讀本校意願。同時請教師推薦或鼓勵本校畢業生報

考本校研究所，繼續升學就讀。招生計畫將善用網路與社群媒體做為招生宣傳

工具，拍攝學、碩、博班招生影片；招生文宣及師生榮譽皆公告至社群網站粉

絲頁，並透過加強觸及人數之方式，促使更多學子認識本校，進而吸引優秀學

子報考。 

6. 持續推動碩博士班招生名額調整原則 

因應教育部規定各大學碩博士班招生名額 2年名額使用率未達 70%，將調

減招生名額至 70%~90%。為紓緩各系所招生名額遭扣減壓力，於每年 4月提報

教育部總量計畫書前，先依據本校 106 年 4 月 25 日名額協調會議決議通過之

「碩博士班招生名額調整原則」所定之規則先進行預配，並邀集四院院長召開

名額協調會，討論碩博士班各系所名額分配，綜合評估調整系所招生名額，以

提高名額使用率。 

 (二) 課程與教學創新 

1. 持續辦理跨領域學分學程 

持續辦理各項學分學程並分享相關資訊與成果，協助系所增設新領域或實

務相關學分學程或微學程。鼓勵學生修習各項學程，核發學分學程及微學程證

書，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2. 鼓勵系所課程與業界實務結合 

為鼓勵系所課程與業界實務結合，補助實務性課程至業界進行實地學習，

深化課程與職涯能力對應，並辦理「實務性課程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畫」

徵件，鼓勵系所教師參與實務性課程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以增加學生實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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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動開設統合課程及試行深碗課程 

推動系所擴大開設專題實務\實習與跨領域相關統合課程，補助辦理專題成

果發表、專業競賽、實習成果發表等活動，邀集產學研專家評審進行交流，引

導學生了解業界發展情況與方向，提升學生專題製作與實習之寬廣度。此外，

為深化系所基礎學科，厚植學生專業基礎能力，改變學生學習的態度及習慣，

將試行推動系所深碗課程。 

4. 落實教師專業社群及深化社群內涵 

依據教師教學或研究需求以及社群主題特性，規劃多元向度(橫向：例如教

學、研究、創新等)及分級經費額度(縱向：1萬至 10萬不等)，提供不同的資源

管道及適宜的補助經費。另提供社群網路分享平台，使師生能透過平台交流教

學經驗及討論實踐研究相關議題，並結合校內推動的各項方案計畫，透過社群

整合資源分享當前教育重大議題及資訊。此外，拓展社群橫向連結，鼓勵與產

官學界人士一同探討教學面及學習面的連貫與創新，邀請學生共同參與社群討

論給予教學上的想法與意見回饋。 

5. 持續推動數位教學 

建置數位學習支援環境，提供教師製作數位教材資源及設備，培養數位團

隊，並定期舉辦教育訓練，適時改進教學平台的相關系統作業，以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為提升教師數位教學知能，陸續開辦數位教學工作坊及相關課程，並

鼓勵數位學習教師專業社群，凝聚數位學習共識與交流數位專業知能，成為數

位學習推動種子教師。此外，為鼓勵教師以數位方式創新課程與教學，並進一

步發展「磨課師」(MOOCs)課程，成果優良者可作為教學獎重要參考資料。同

時，教師的數位教學成果可以配合多元升等制度，作為教學型升等重要參考指

標。 

 (三) 學用合一 

  學用合一的推動重點，是整合職涯發展與校友服務工作，透過實習輔導、企

業參訪、職涯講座等方式，期能借助校友力量提升畢業生就業力。此外，積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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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學生、學校與校友三方聯繫與合作的溝通平台，著重校友服務並整合校友資源，

結合並強化現有職涯輔導整合資訊平台，透過數位媒體營造全方位職涯輔導環境。

運用現有各項校內外資源，積極主動探尋有需求之經濟弱勢學生，輔導申請各類

獎助學金或急難救助金，並透過起飛計畫協助受扶助學生儘早恢復常態。 

(四) 國際化 

  國際化的工作重點，是強化學生國際移動力，積極申請教育部學海系列等計

畫，鼓勵教師結合課程，帶領學生赴海外研修、研究、見習、實習或參與國際志

工服務，並鼓勵僑外生返鄉實習。本校 106年獲得多項教育部與科技部新南向計

畫補助，在學生國際化指標上有大幅提升。另一方面，為提升境外學生質量，持

續追蹤境外生 (含僑生、外國學生及大陸訪問生等) 學習適應情況，強化僑生及

外國學生獎補助及輔導機制，以提高境外生報到率，增加境外生占比。另積極洽

談雙聯學制，拓展更多學生來校就讀之可能性；並透過與大陸姐妹校密切交流互

動，開設合作辦學班別，穩固大陸訪問學生生源。 

(五) 在地化產學合作 

  為促進學校與地方產業合作關係，本校積極參與並推動在地化產業行銷，適

時提供管理及法律層面的協助，藉由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 (USR) 計畫的引導，

同時結合本校人社中心資源，定期舉辦創新創業論壇，開設創業相關課程與工作

坊，並組成創業輔導團隊，提供團隊具備參加各項創業競賽的基本能力。其次，

鼓勵在地廠商進駐育成中心，提高育成培育空間使用率，協助在地青年人創業或

中壯年轉業再造生命第二春。此外，結合外部創新創業資源，舉辦活化專利能量

說明會，協助評估專利價值，輔導校內教師技術轉移及商品化。 

(六) 計畫補助申請與推廣教育 

  為提升獲得公私部門補助機會，持續以滾動方式蒐集國家政策資訊，分析研

判該議題是否有可能成為政府未來獎補助重點，即時將計畫徵求資訊轉知學院相

關領域教師，並研訂教師參與計畫獎助要點，編列相關獎助預算，激勵教師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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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計畫之意願。此外，匯集本校專任教師學術專長領域，建置本校人才資料庫，

未來依計畫主題，媒合本校不同領域專任教師撰寫計畫，逐步養成默契，成立跨

院跨領域合作團隊，向外爭取短中長期推廣教育計畫及大型研討會，並促成與本

校簽訂有策略聯盟之校外單位，合辦推廣教育班別之開設，期能擴大校內推廣教

育規模，為學校開闢更多自籌收入財源。 

(七) 公文電子化 

  105 年編列預算採購電子簽文系統，刻正與廠商持續配合專案管理作業。公

文及檔案整合資訊化作業系統已於 106年 1月 3日上線啟用，使本校內部文書流

程節能減碳更進一步。107 年度持續管理維護系統，並配合督促廠商依約完成檔

案管理局委託之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驗證，及尚待整合檔案管理局公文電子交

換輕量化 API介面之新政策要求。 

(八) 人文學院 

  人文學院工作，首要提高人文學院各系／學程研究所之競爭力及特色，將與

各系／學程討論規劃跨學科／跨領域之課程設計，以建立系／學程跨域合作之學

術特色，培養學生多元能力。配合本校申請高教深耕計畫，規劃院本課程，精簡

專業必修學分，並整修既有空間發展多元用途，以供課程、演講、展覽、表演等

需要。此外，持續推動國際化工作，與國外學校簽訂合作交流計畫，強化雙方實

質交流，包含交換學生、學術參訪或其他學術合作等。同時，積極鼓勵學生出國

研修、海外實習或志工服務等，並提供相關協助。 

(九)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年度工作重點，是建立以院為核心之「院本課程」，院本課程大致分

為三個階段，首重大學生的核心能力，分為低 (一、二) 年級和中高 (三、四) 年

級，以及院本實作課程，低年級建立院本通識 (college-based GE)，以管院各系共

同主修為架構的通識基礎，有別於校通識，在教學上實踐「越在地、越國際」的

理念；高年級院本課程提供各系主修 (major) 學程，規劃各系學生在畢業前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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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由選擇所屬科系之外至少一個外系主修，達到「系進／院出」的目標；院本

實作課程則強調實做 (hand-on)、實習 (internship) 與田野調查 (field study)，鼓勵

學生在大三到大四寒暑假，參與院本課程規劃的實做與實習課程，使學生畢業時

能具備跨領域能力與解決問題的能力。課程品質上，建立全院共同標準，院本課

程同時要面向國際，逐步在三階段院本課程上規劃全英文課程與學程，並以 3-5

年時間申請管理學院 AACSB國際認證，實際開展院校國際化進程。 

(十) 科技學院 

  科技學院積極精進各系教學與研究能量，持續強化跨領域合作，配合校內各

處辦理招生、提昇課程品質、推動學用合一、促成產學合作以及拓展國際視野等

工作。具體工作包括：透過經費補助鼓勵教師帶領專題學生參與校外競賽。持續

辦理企業實習說明會，增加企業實習之機會與誘因，加強學用合一，並降低就業

之磨合期。持續辦理國際交流活動，補助師生至國外學校參訪、建立合作模式。

鼓勵教師組成合作團隊，長期投入特色研究之建立，提升研發與產學合作能量。 

(十一) 教育學院 

  作為教育專業，課程教學之創新為教育學院之強項，針對年度三項績效目標

進行規劃，建立以專業帶領為基礎的新師養成制度，及基於「學習共同體」的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並增近教師結合理論與實務的專業發展，進而促進教師多元升

等，培養「溫暖而專業的教師群」，深化教師的特質與專業。「活力勇健的學習環

境」著重於多元教學空間的再造、放鬆與心理定靜安空間的經營、無邊界學習空

間的開展，及辦理全院師生共同活動，建構活力滿盈、勇健熱情的學習環境。「多

元創新的課程教學」則是經由院本課程的建構、實踐專題課程的實施、問題導向

教學方案的嘗試與教學的翻轉，配合與協力本校教學創新試辦計畫以及高教深耕

計畫，在課程與教學面將呈現出多元、多樣與活力，而能因應時代與社會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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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務預測 

  107至 109年度之財務規劃，雖囿於教育資源有限，但為達成本校教育目標，

將依增益收入與節約成本之原則辦理，以奠立學校長遠發展之穩定基石。 

(一) 預計收支 

  經常收支部分，除政府補助款外，本校為提高自籌能力，透過加強產學合作

計畫、拓展推廣教育、增加投資收益、積極募款外，同時也戮力爭取其他補助計

畫、開發本校觀光潛力增益場地使用收入等，以為開源之方法。另節流方面，合

理配置預算，以提昇整體營運效能，使教學與研究有適當之資源後盾持續發展與

創新，並訂定節流措施增進校務執行績效。107年至 109年預計收支如下表。 

 

預計收支餘絀表 

107年至 109年 

                                                       單位：千元 

項                   目 
107 年 

預計數 

108年 

預計數 

109年 

預計數 

當期業務總收入 1,270,116  1,316,978  1,328,278  

  業務收入 1,188,659  1,235,121  1,246,021  

    學雜費收入 319,650  320,350  320,850  

    學雜費減免(-) -31,882  -32,582  -33,082  

    建教合作收入 243,650  248,000  255,000  

    推廣教育收入 4,380  4,500  4,600  

    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604,903  604,903  604,903  

    其他補助收入 44,294  86,250  90,000  

    其他 3,664  3,700  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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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107 年 

預計數 

108年 

預計數 

109年 

預計數 

  業務外收入 81,457  81,857  82,257 

    財務收入 4,000  4,080  4,200  

    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 73,525  73,645  73,725  

    受贈收入 2,520  2,640  2,720  

    其他 1,412  1,492  1,612  

減：當期業務總支出 1,373,547 1,419,815 1,429,215 

  業務成本與費用 1,260,803 1,351,556 1,360,856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809,113 851,069 854,419 

    建教合作成本 235,575 240,000 246,000 

    推廣教育成本 4,213 4,300 4,350 

    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51,800 52,000 52,300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201,123 200,623 200,223 

    其他 3,564 3,564 3,564 

  業務外費用 68,159 68,259 68,359 

    財務費用 0 0 0 

    其他業務外費用 68,159 68,259 68,359 

本期賸餘(短絀) -103,431  -102,837 -100,937 

註： 

1. 107年度預計數為該年度預算案數；108及 109 年度預計數係考量以前年度執行狀況及衡酌該年度業務計畫

推展情形之估算，並增加高教深耕計畫預估收支。 

2. 業務收支項目「其他」係自辦招生考試收入與支出。 

3. 業務外「其他」收入為雜項收入；業務外「其他」費用為學生宿舍、學人會館及體育健康中心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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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遞延借項擴充 

  為充實學校教學研究空間，自民國 90 年起，以政府補助及本校自籌經費興

建所需建築物，90至 101年間陸續完成「人文學院大樓」、「圖書資訊大樓」及「管

理學院大樓」、「體育健康中心」、「學生活動中心」、「研究生宿舍」及「教職員宿

舍」，上述建築物經費共計 22 億 3,114 萬 5 千元。嗣後年度賡續編列購建固定資

產及無形資產預算，用以增置教學研究設備、圖書館藏及電子資料庫等，俾提升

學校研究及教學環境，精進師生專業技能。107年至 109年規劃經費如下表。 

 

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遞延借項明細表 

107年至 109年 

單位：千元 

項                   目 
107年 

預計數 

108年 

預計數 

109年 

預計數 

動產 70,170 90,450 91,200 

   機械及設備 44,419 49,000 49,500 

   交通及運輸設備 4,340 5,000 5,200 

   雜項設備 21,411 36,450 36,500 

不動產 1,830 0 0 

   土地 0 0 0 

   土地改良物 0 0 0 

   房屋及建築 1,830 0 0 

無形資產 6,676 7,000 7,500 

遞延借項 1,824 1,800 1,800 

合計 80,500 99,250 100,500 

註：107 年度預計數為該年度預算案數；108 及 109 年度預計數係考量以前年度執行狀況及該年度預計需求之推

估，並增加高教深耕計畫預估設備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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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可用資金 

  本校籌措相當數額之自有營運資金興建前揭工程，近年可用資金約有 3 至 4

億餘元，為兼顧學校營運需求及長遠校務發展，除致力增加自籌收入能力外，並

勵行節約措施撙節開支，以期可用資金得逐年遞增。依據經常收支現金餘 (絀) 及

投入資本支出之預計，評估 107年至 109年可用資金變化情形如下表。 

可用資金變化情形 

107年至 109年 
                                                            單位：千元 

註： 

1. 現金及定存包括現金(含活期存款及自存入起三個月內到期之定期存款等)、流動金融資產項下存款期間三個月以
上，一年內到期之定期存款與投資項下存款期間一年以上到期之定期存款。 

2. 經常門現金收入包括政府補助收入與學雜費收入、建教合作收入、推廣教育收入、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與受贈
收入等自籌收入，並扣除不產生現金流入之收入。 

3. 經常門現金支出係指支出效益及於當年之現金支出，如人事費、水電費、維護費及獎助學金等。 

項                   目 
107年 
預計數 

108年 
預計數 

109年 
預計數 

期初現金（A）  655,170   695,494    744,715  

加：當期經常門現金收入情形（B）  1,270,116   1,316,978  1,328,278  

減：當期經常門現金支出情形（C）  1,201,850   1,239,815   1,249,215 

加：當期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入情形（D）  52,558   71,308   72,558  

減：當期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情形（E）  80,500   99,250   100,500  

加：當期流動金融資產淨(增)減情形（F）     -             -             -    

加：當期長期投資淨(增)減情形（G）     -                 -                 -            

加：當期長期債務舉借（H）     -                  -                  -            

減：當期長期債務償還（I）     -                 -                 -          

加：其他影響當期現金調整增(減)數(±)（J）     -                   -                   -            

期末現金（K=A+B-C+D-E+F+G+H-I+J）  695,494   744,715   795,836  

加：期末短期可變現資產（L）  62,584   64,000   65,000  

減：期末短期須償還負債（M）  429,629   438,000   447,000  

期末可用資金預測（N=K+L-M）  328,449   370,715   413,836  

其他重要財務資訊 

期末已核定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     -             -             -         

  政府補助     -             -             -         

  由學校已提撥之準備金支應     -             -             -         

  由學校可用資金支應     -             -             -         

  外借資金     -             -             -         

長期債務 
借款 

年度 

償還 

期間 

計畫 

自償率 

借款 

利率 

債務 

總額 
X1年餘額 X2年餘額 X3 年餘額 

債務項目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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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入係指各政府機關補助款屬指定用於增置動產、不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
等。 

5. 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係指支出效益及於當年及以後年度之現金支出，包括增置動產、不動產、無形
資產及其他資產等。 

6. 流動金融資產係指預期於一年內變現之金融資產，但不含存款期間三個月以上，一年內到期之定期存款。 

7. 投資係指採權益法之投資、非流動金融資產及其他長期投資等，但不含存款期間一年以上到期之定期存款。 

8. 長期債務係指償還期限在一年以上長期借款等。 

9. 其他影響當期現金調整增(減)數，係指經常門現金收支、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支、流動金融資產淨增
減、投資淨增減與長期債務舉借及償還以外，其他影響期末現金之合計數。  

10. 短期可變現資產係指得於短期內轉換成現金之財務或經濟資源，包括：流動金融資產、應收款項及短期貸墊款。 

11. 短期須償還負債係指應於短期內支付現金之給付義務，包括：流動負債、存入保證金、應付保管款、暫收及待結
轉帳項，但應排除屬指定用途捐贈款已提撥準備金之部分。 

12. 可用資金係指學校帳上現金及定存加上短期可變現資產並扣除短期須償還負債與資本門補助計畫尚未執行數，
係在衡量特定時點學校可運用之資金。 

13. 其他重要財務資訊至少應包括期末已核定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及長期債務，係在衡量學校以後年度應(或很
有可能)給付現金數額，其中由學校可用資金支應之營建工程預算與長期債務無法自償部分，將由學校期末可用
資金、以後年度經常門現金收支結餘與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支結餘等支應。 

14. 期末已核定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係指可行性評估業經行政院或本部核定之營建工程，其截至當年底尚未編
列完成之工程預算數，該等預算數預計於以後年度編列。 

15. 前項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財源：政府補助係指由本部或其他政府機關補助；由學校已提撥之準備金支應係
指由不包含於現金及定存內，已提撥之改良及擴充準備金或其他準備金支應；外借資金係指向銀行舉借長期債
務支應。 

填表說明：         

1. 本表第 1 年預計數原則應與預算相符。         

2. 其他影響當期現金調整增(減)數，包括：減少短期代墊款、減少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減少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及礦產資源、減少投資性不動產、減少生物資產－非流動、減少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增加短期貸墊
款、增加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增加短期債務、流動金融負債及其他負債、減少短期債務、流動金融
負債及其他負債與匯率變動影響數等。 

3. 營建工程倘財源預計由受贈款等支應，其中屬尚未募得資金部分，仍應於可用資金支應部分表達。 

4. 請查填債務名稱，倘有 2項目以上，請自行增列。 

5. 有「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10 條，以自籌收入規劃辦理第 8條第 1項第 6款新興工程之情
事者，請自行斟酌增加可用資金變化情形之期間。 

6. 學校規劃新興工程等重大計畫時，除可用資金外，應將其他重要財務資訊納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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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投資規劃 

1. 投資之法源依據: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十三條及「國立大

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規定所投資取得之收益，包括： 

(1) 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  

(2) 購買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  

(3) 投資於與校務發展或研究相關之公司及企業，除以研究成果或技術作

價無償取得股權者外，得以自籌收入作為投資資金來源。 

(4) 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並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資。  

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投資額度上限，由教育部定之。 

學雜費收入及其他自籌收入具有特定用途者，不得作為第一項第三款投資

資金來源。 

2. 依據前揭辦法規定，本校已於 106年 1月 10日奉核成立投資管理小組，並

於 106年 5月 24日及 106年 10月 25日召開相關會議，參考其他學校投資

情形，研擬本校爾後投資方向及其可行性。 

3. 為配合學校未來發展作資金分配運用規劃，目前仍以存放金融機構定期存

款為主，估算 107 年度本校校務基金定期性存款利息收入約新臺幣 400 萬

元，已編列編於本校 107年度預算並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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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風險評估 

(一) 招生事務 

  就招生工作而言，每年符合優秀學生入學獎勵標準之人數不一，獎學金發放

金額波動幅度較大，對於獎助學金的編列造成壓力。目前已有多所大學之特殊選

才入學管道，開放招收新住民及其子女，將可能造成各校之間生源拉扯之情形。

另教育部近年持續推動統一調整（扣減）博士班名額政策，由教育部統一控管 30%

名額，其中學校可自行調控 10%-15%名額，並得填列專案申請回復計畫書，向教

育部申請名額回復。惟儘管本校博士班註冊率高達 90％以上，名額仍未能全部回

復。再者，部分系所博士班招生名額已扣減至僅剩 1名，名額太少，影響考生報

名意願，恐不利招生且不易安排課程。 

     此外，因系所的框架及學術的本位等問題，造成部分招生情況不佳或資源不

足之系所，不易也不願主動將招生名額釋出，這部分困難學校已經逐步進行通盤

檢視，透過資源調整啟動因應及調整機制。 

(二) 課程與教學創新 

為了擴大學生學習範圍，設立學程固然是主要作法之一，但學程經營仍有其

困難處，一方面系所教師既有教學、研究與服務負擔繁重，不易長期支援學程運

作；另一方面學生所屬系所課程負擔重，影響學生修讀意願，加上跨領域學程之

運作需跨院系所交互協調，如何讓業界了解課程目標需要很多的溝通、軟硬體建

置經費與空間有所不足，均為影響開課之因素。 

就推動數位學習的教與學創新機制而言，雖然推廣數位學習是大勢所趨，但

數位教學與資訊科技密切相關，又涉及數位教材製作技術及相關法令，甚至需要

攝影技術或團隊支援；建置過程所需經費與人力，授課教師不易單獨處理，若無

法培養專業助理群協助，數位課程可能面臨產製困難的風險。此外，專業成長與

跨領域學習需跳脫既有學術專業領域與層次，改變教學方式及學生申請自主學習

會增加額外的負擔及壓力，許多教師心態上可能較多持保守之態度。這部分的挑

戰，藉由高教深耕計畫與大學社會責任計畫之推動，應該可以發揮明確之影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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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有效導引本校教學創新工作之正向發展。 

106 年度校方透過各種競爭型計畫爭取相當經費額度，明顯有助於課程品質

之提升。未來仍將積極向各方爭取經費增建教學空間，並透過計畫經費組織相關

教學團隊，逐年增聘專任(案)教師來協助教學。此外，增加辦理不同形式的活動，

以讓業界參與了解本校課程教學的作法與目標。 

(三) 學用合一 

  本校學務工作面臨兩大挑戰，一是校內各系所與學務處尚待建立互助合作之

夥伴關係，希望透過支援體系之建構，讓職涯輔導更具全面性及普及性，以落實

學用合一目標；二是應設法避免經濟弱勢學生標籤化，提高清寒學生就學輔助涵

蓋率，持續提升弱勢生的關懷，並透過教育機制使一般生建立對弱勢生有更正向

之關懷與互動。 

(四) 國際化 

  在國際化面向上，教育部學海系列計畫補助款額度各年度皆有變動，致使經

費來源不甚穩定。學生出國研修、海外實習或志工服務等所需經費，除其所規定

之校配合款外，仍需投入相當數目之校自籌財源，才能穩定維持運作；此部分經

費所需可能對校內財務分配帶來壓力。另國際局勢詭譎多變，兩岸政經因素影響

招生甚鉅，仍應審慎觀察評估。 

(五) 在地化產學合作 

  育成中心的努力方向之一，是與在地化產業結合以發展暨大育成的特色，未

來配合社區化與在地化之跨領域計畫，可望將地區產業逐步導向高科技、高產能

的商品發展。 

  在產學合作方面，從專利到技轉到最後商品化是一條漫長的路，需要大量的

資金，更要有廠商願意購買商品。因此，如何提高校內教師取得專利後願意繼續

往商品化的方向走，是一大難題。且專利價值的評估，技術的轉移、商品的雛形

製造，皆需要專業人員與相關的知識協助，耗力費時，需要更多的財力物力來配

合。行政作業繁瑣，也需要投注的人力與時間，亦提高其運作之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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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計畫補助申請與推廣教育 

  爭取科技部及教育部補助計畫過程中，大型跨領域的整合型計畫議題多與國

家政策動向，也有較多的計畫補助經費，但計畫通過後是否能長期持續發展，未

來的不確定相當大。再者，跨院跨領域合作團隊養成非短時間即可養成，需長時

間默契培育與合作建立，倘若計畫的申請期限較倉促，恐降低計畫申請的通過率。

此外，撰寫計畫成員多為助理教授及副教授，撰寫計畫經驗不足，且多有升等壓

力，未來應規劃實質獎勵誘因，或提供行政協助，以吸引同仁積極投入撰寫計畫

行列，爭取校外資源。推廣教育以往都被視為是正常教學之外的負擔，教師們也

因此對開授推廣教育有所保留。本校目前已經通過教師申請計畫及推動推廣教育

的獎勵額度及方式，應可有效提升教師爭取計畫與在推廣教育的開課意願。 

(七) 公文電子化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工作的推動，為了避免文書資訊安全風險，應力求以下三

個目標：1.真實性：可鑑別與確保電子公文檔案產生、蒐集及修改過程的合法性。

2.完整性：電子公文檔案管理過程，應確保儲存內容、詮釋資料及儲存結構之完

整。3.可及性：由完整的電子公文檔案保存機制，配合法定保存年限，維持電子

公文檔案及其管理系統可供使用。電子公文系統之導入，將依約委由公正第三方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依法規辦理嚴謹之系統整體驗證，通過系統驗證取得驗證

證書，以確保資訊安全風險得以有效控管。 

(八) 人文學院 

  人文學院預計成立學位學程，雖可回應社會上對教育專業的需求，但在教育

部總量管制的限制之下，如何調整校內學生名額及教師員額以追求效率，都是未

來要設置學位學程要處理的問題。此外，跨領域學程之運作需跨系／學程交互協

調，影響跨學科／跨領域運作之因素眾多，包括法規制度設計、課程架構調整、

教師支援授課機制建立等等。跨學科／跨領域之課程設計是目前努力方向，真正

落實需要所有單位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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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管理學院 

  面對整體教育環境經費短絀，須積極籌措自有財源的情況下，管理學院在爭

取校外資源及擴展經費上，得益於推廣教育的執行，較其他院系更有著力之處。

然而，受限於教育部總量管制限制，不論要增加教師員額或成立新設系所均有困

難。再者，在台灣人口出生率普遍下降少子化的趨勢下，長期將面臨招生競爭之

壓力。因此，如何在目前的困境中發展自我特色、擴展學院規模、爭取外部資源，

以提升內部教學質量，將是未來發展所需面對的重要議題。 

(十) 科技學院 

  科技學院推動教學研究重點工作不遺餘力，面臨幾點挑戰。首先，部分系所

設立推廣教育課程或學程，主要係為增加生源，惟因需倚賴原有教師之協助，而

教師既有教學、研究與服務等工作已屬繁重，故不易長期支援。 

(十一) 教育學院 

  教育學院以學院改造及學院創新為推動重點工作，然而，因忙於研究與教學，

除非有強大的誘因，教師們參與社群意願並不高。再者，教育學院在四院中規模

最小，學習場域集中在綜合教學大樓，營造專業的學習環境因而受場地限制。學

生人文素養的不足，學習動機與出國意願較低，學習目標不明確使學用落差問題

逐漸浮現，亦是一項值得重視的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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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預期效益 

(一) 招生事務 

  透過成立招生策略小組，定期召開會議，擬訂招生策略與計畫，可有效整合

校內資源，落實各項推動方案，強化招生成效。另藉由參加海外教育展，可提高

本校曝光率及國際知名度，以吸引海外僑生、外國學生及陸生來校就讀，因應國

內生源減少之困境。此外，藉由修訂本校各項學士班及碩士班入學獎勵辦法，放

寬獎勵標準，及透過與高中簽訂策略聯盟等措施，應可吸引更多高中或大學優秀

學子報考。前述各項招生策略之積極規劃，希望可有效提高本校 107學年度各學

制之新生註冊率，目標設定如下：學士班自 106學年度 95.64%提高至 96%，碩士

班自 106學年度 63.69%增加至 65%，博士班 106學年度為 96%，107學年度則期

望能維持穩定。 

(二) 課程與教學創新 

  配合近年教育部提倡學校提升跨領域交流風氣，本校持續推動學院及系所辦

理跨領域學分學程，鼓勵各系所老師開辦新興學分學程，提升本校學分學程數量，

增加學生多元學習機會；107年度預計開設學分學程數 18個以上。此外，藉由每

年定期辦理全校性學分學程成果分享及招生說明會，搭配學程主辦單位不定期招

生宣導，鼓勵學生申請修習學程，培養跨領域專長，並增進跨領域整合能力；107

度申請修習學程學生人數預計 500人，完成學程課程並取得學分學程證明書預計

50人。 

107年度全校統合課程涵蓋率預計達 85%，學生至職場見習或實習人數達 500

人，並提供教學單位經費補助，鼓勵辦理學生專題成果發表會或展演 10場，及補

助學生參與校內外專題成果發表或競賽 15 組，協助學生激發創意實作，增進與

產官學交流，了解業界發展現況與方向，提升學生領導、溝通協調、複雜問題解

決能力、批判式思考能力等之軟實力。此外，試行推動系所深碗課程 2門，厚植

學生專業基礎學科能力，並推動系所課程與業界實務實作結合 3門，增進課程內

容與理論及實務結合，縮短產學落差，增進學生就業準備。透過補助實務性課程

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10 門，鼓勵系所教師參與協同教學，以增加學生實務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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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並邀請有成效之教師進行實務性課程協同教學經驗分享會 1場，以提升教學

品質。最後，各系所每學期需召開課程委員會至少 1次，以強化課程外部回饋機

制，提升課程品質保證。 

本校積極推動數位課程學習的教與學創新，持續落實並修訂教師專業社群補

助辦法，以提升本校教師專業社群參與度，全校專任教師參與專業社群比率預期

由 106年度的 35%，於 107年度提升至 40%；自 107年開始，每年申請製作數位

課程(教材)補助件數預計提升 10%以上，106年度現況值為 9件，107年度預期目

標值為 10件。 

 (三) 學用合一 

  職涯暨校友中心 107年度持續補助各系所辦理 「企業參訪」及「職涯講座」，

預計補助 25 場次企業參訪，吸引 1,500 人次參加；預計規劃 15 場職涯講座，吸

引 1,200 人次參加。另為提升本校學生及校友之就業競爭力，107 年度將持續提

供職涯諮詢駐點服務，服務內容包含探索職涯定向、職能檢測服務、中文履歷自

傳撰寫指導、面試技巧指導等專業服務；預計提供諮詢輔導服務 250人次。 

  107年度預估協助 1,700人次辦理學生就學貸款，貸款金額約 4,800萬元；學

生工讀計畫及生活服務學習計畫之執行，粗估全年各為 2,600 人次及 105 人次同

學參與。持續協助學生爭取校外獎助學金，預估可頒發獎項約 205人次，獎助學

金額度約為 260 萬元。校內獎助學金發放人次粗估約 189 人次，發放金額約 292

萬元。另辦理各類生學雜費減免約 895 人次，總額約 1,400 萬元；弱勢學生 (家

庭年收入 70萬元以下) 助學金預估約可發放 264人，助學金金額為 453萬餘元。

以上各種措施，應可有效緩解弱勢學生之就學壓力。 

(四) 國際化 

  106 學年度本校國際移動人數約 200 人次，其中包含出國研修、海外實習或

參與國際志工服務等項目，107 學年度預計可突破 300 人次。105 學年度境外學

生人數增加至 828 人，成長率約 12.9%，佔全校總人數 13%；106 學年度境外學

生人數 829人，占全校總人數約 13%；107學年度境外學生人數預估將增加至 9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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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地化產學合作 

  107年度校內育成中心預計廠商進駐率成長 10%。 

(六) 計畫補助申請與推廣教育 

  本校學術研究能量強調質量並進，在質的面向鼓勵專任教師從事學術研究，

增加國際學術期刊論文數量以提升學術研究地位，促進本校與國際研究單位交流

合作機會。在量的面向 107年度預計達成以下效益：預計 107年度獲得教育部補

助金額較 106年度金額成長 3%，或通過件數成長 3%，整體科技部計畫及產學跨

領域計畫案承接率成長 5%。推廣教育部分，則預估年度開班數成長 2%。 

(七) 公文電子化 

  本校完成公文及檔案整合系統後，將可以資訊化環境建構完整的文書及檔案

整合系統，落實資訊化政府及節能減紙政策，並提升行政效率。本校實施公文線

上簽核後，優先以保存年限十年內公文實施線上簽核推估，保守估計全校每年減

少發文用紙量約 78,000張，節省檔案室保管空間 13.52公尺，相對減少可觀維護

成本。 

(八) 人文學院 

  人文學院積極推廣外籍生及僑生招生工作，提高外籍生及僑生報到率，期以

外籍生及僑生補充本地生之不足，擴大生源增加學校之收入。持續推動學生國際

移動，包括出國研修、海外實習或參與國際志工服務等項目。另針對招生狀況不

理想的科系／學程研擬改善策略與加強招生宣傳活動，以期新年度招生不理想之

科系／學程能逐步改善，招生人數及報到率方面皆能微幅成長；招生狀況較理想

的系／學程則希望維持 106學年度水準。此外，經由院內課程與空間的調整，讓

學生的課程選擇更為多元，並擁有更良好的學習環境。 

(九)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 107年度預計工作如下：開設 3門院本通識課程，預計提供 150位

學生修習；成立 3個教師專業社群，鼓勵教師形成跨領域研究團隊，提升教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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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能量；辦理 10場次校外見習活動，提供 400人次學生了解企業實務操作，提升

就業能力；補助 30位學生出國進行學術交流，開闊學生國際視野，提升學生國際

移動力能力；薦送 20人次教師出國參訪講學，提升教師社群的國際流動；透過各

類推廣教育學位學程招收 90名學生，強化產學連結，並增加本校收入，達到開源

之目標。 

(十) 科技學院 

  科技學院藉由運用各項學士班及碩士班入學獎勵辦法，定期召開招生策略工

作小組會議研擬招生計畫，應可吸引更多高中或大學優秀學子報考。另亦將積極

參加校外招生宣傳活動、校外演講、海外教育展，提昇網路曝光率及國際知名度，

以期吸引海外國際學生，減緩國內生源減少之衝擊。此外，學術研究能量強調質

量並進，並於質化面向鼓勵專任教師從事學術研究，期可增加國際學術期刊論文

數量以提升學術研究地位，進一步促成與國際研究單位交流合作之契機。 

(十一) 教育學院 

  教育學院持續發展學校特色課程，引進臨床教師，建構產學合作機制以深耕

大學教師之專業發展，培養學生之在地文化認同與社會關懷能力，並持續提升學

生就業所需之技術能力，透過跨境教育合作，期能增進學生服務奉獻與全球移動

能力。教師方面，則持續促進團隊動能，營造學校、社區及業界學習共同體，並

建構團隊合作創新之機制。學習的場域不是僅限在教育學院大樓，也不僅在學校、

社會、國家而己，整個世界都是學習的場域，本校目前無論是無邊界大學計畫、

人文與社會實踐計畫、教學創新試辦計畫、高教深耕計畫等，都在打破學習的有

形與有限空間，期許不斷擴展學習的意義與場域，並提升教育之視野與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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