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教育部聲復審計部審核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民國 111 年度 

決算及營運計畫執行情形表 
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111 年度整體財務短絀

已較預算減少 3成，惟逾 2成學校預算執行結果

未如預期且決算數與預算數差異超過百分之

十，允宜督促各校研提改善措施並追蹤考核，以

達維持基金收支平衡或有賸餘之目標。 

(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下稱設置條例)第

11條第 1項規定：「校務基金預算之編製，應以國立

大學校院中長程發展計畫為基礎，審酌基金之財務及

預估收支情形，在維持基金收支平衡或有賸餘之原則

下，定明預估之教育績效目標，並納入年度財務規劃

報告書，由國立大學校院公告之。」國立大學校院校

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下稱管監辦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學校校務基金及各項自籌收入之執行，應

以有賸餘或維持收支平衡為原則；如實際執行有短絀

情形，學校應擬訂開源節流計畫，經管理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執行。」111年度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39

點第 1項規定，基金主管機關應督促所屬加強財務控

管，提升營運(業務)績效；對預算之執行，應隨時注

意督導考核，如有實際數與預算分配數間重大差異

(超過百分之十者)情形，應督促提出改善措施，並追

蹤考核，考核結果併年度考成辦理。經查 111 年度

47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決算短絀 25億 5,117萬

餘元，較預算短絀 38 億 5,174 萬餘元，減少 13 億

56萬餘元，約 33.77％，主要係受贈收入、利息收入、

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增加所致。各校 111年度預算

執行結果，計有國立空中大學等 3校決算賸餘較預算

增加、國立臺灣大學等 10 校預算短絀而決算賸餘、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等 20 校決算短絀較預算減少，合

計 33 校預算執行結果優於預期(占 47 校之 70.21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等 13 校決算短絀較預算增

加、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校決算賸餘較預算減少，合

計 14 校預算執行結果未如預期(占 47 校之 29.79

％)。又該 14 校中，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等 13 校(占

47 校之 27.66％)決算數與預算數差異超過百分之

一、本校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

定，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推動開源

節流實施要點」，依該要點第 5 點，

訂定各年度「推動開源節流措施方

案」。又為具體落實各項推動措施，

每年由各相關單位填報各項開源節

流措施執行情形，隨時檢討缺失及

追蹤改進，以強化執行績效。 

二、本校校務基金 111 年度收支預 

算短絀 77,678 千元，執行結果為 

短絀 12,415 千元，減少短絀，相差

65,263 千元，主要係用人費用等各

項費用撙節支用所致。面對教育大

環境變化日趨嚴峻及少子化等高教

問題，本校每年持續檢討校務基金

之營運績效，以合理配置有限資源

使其發揮最大效益，並賡續執行開 

源節流措施以維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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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十，其中國立臺南藝術、臺灣海洋及東華大學等 3

校，差異超過百分之百以上(表 1及附表 1)。 

 

(二)政府為推動國立大學農林畜牧教學研究及實習示範

設施之發展，於 61年依預算法第 19條規定設置國立

臺灣大學實驗林場、農業試驗場、山地農場及家畜醫

院等 4 個作業基金（69 年合併為國立臺灣大學農林

畜牧作業基金）及國立中興大學農林畜牧作業基金。

87年為促進國立大學資源有效運作，提升營運績效，

貴部依行政院簡併基金之政策，將國立臺灣大學農林

畜牧作業基金及國立中興大學農林畜牧作業基金，納

入該 2校校務基金，成為附設作業組織，包括國立臺

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山地實驗農場、農業試

驗場、動物醫院及實驗林管理處等 4個作業組織，暨

國立中興大學附設農林畜牧作業組織（包含實驗林管

理處、畜產試驗場、實習商店、獸醫教學醫院、園藝

試驗場、農業試驗場、食品加工廠），作為校內相關

系所教學、實習、試驗、研究、自然生態保育與林業

技術經營之場域。111年度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

農學院附設山地實驗農場等 5個附設作業組織，收入

10億 4,260萬餘元、支出 10億 1,495萬餘元，收支

規模已與部分國立大學(如國立臺北護理健康、高雄

餐旅、體育大學等)相當，其教學、研究、自然保育

等情形，與師生教研水準之提升及民眾生活福祉相

關。經查各作業組織 111年度預算執行結果，其中國

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山地實驗農場、動

物醫院等 2個作業組織，決算賸餘較預算增加；國立

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1 個作業

表 1 111年度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預算執行情形 
單位：校 

合計 

預算 決算 決算優於預算者 決算未如預算者 

賸
餘 

短
絀 

賸
餘 

短
絀 

決算賸
餘較 
預算增
加 

決算賸
餘而 
預算短
絀 

決算短
絀較 
預算減
少 

決算短
絀較 
預算增
加 

決算賸
餘較 
預算減
少 

47 4 43 14 33 
33 14 

3 10 20 13 1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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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組織，預算短絀而決算賸餘，合計 3 個作業組織(占

5 個作業組織之 60％)預算執行結果優於預期。另國

立中興大學附設農林畜牧作業組織因原物料成本上

漲及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增加，預算賸餘而決算短

絀；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農業試驗場

因產品銷貨收入減少，決算賸餘較預算減少，合計 2

個作業組織(占 5 個作業組織之 40％)預算執行結果

未如預期且決算數與預算數差異皆超過百分之十(附

表 2)。 

(三)綜上，111 年度 47 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整體決

算短絀雖較預算減少 3 成，惟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等

33 校決算短絀未能達成有賸餘或維持收支平衡之目

標，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等 13 校預算執行結果未如預

期且決算數與預算數差異超過 10％。另國立中興大

學附設農林畜牧作業組織及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

暨農學院附設農業試驗場，預算執行結果未如預期且

決算數與預算數差異超過 10％，允宜督促各校研提

改善措施並追蹤考核，以達維持基金收支平衡或有賸

餘之目標。 
二、近 5 年度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整體自籌收入

逐年增加，惟部分仰賴學雜費收入作為主要自籌

收入財源學校，受少子女化趨勢影響，學生人數

及學雜費收入逐年減少，允宜輔導各校積極開拓

其他自籌收入財源，降低對學校營運之衝擊。 

(一)貴部為因應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提升教育品質，增進

教育績效，於 104年 2月 4日修正設置條例時，再度

擴大校務基金自籌收入範疇，增列學雜費收入為自籌

收入項目。依據修正後設置條例第 3條規定，校務基

金自籌收入項目為學雜費收入、推廣教育收入、產學

合作收入、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場地設

備管理收入、受贈收入、投資取得之收益及其他收

入。經查 107 至 111 年度 47 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總收入(包含政府補助收入及自籌收入)分別為

1,254億餘元、1,310億餘元、1,315億餘元、1,333

億餘元及 1,414 億餘元，其中政府補助收入分別為

一、本校 107 至 111 年度自籌收入

占全校總收入分別為 43.04%、

43.20% 、 43.70% 、 42.26% 及

42.60%，雖未達 5 成，惟本校

針對提升自籌收入，研擬相關

措施如下： 

(1)學雜費收入方面：建立名額

調整機制、招生現況檢討、滾

動修正招生策略，積極開拓其

他自籌收入財源，降低對學校

營運之衝擊。 

(2) 推廣教育收入：持續爭取

各項委辦或開辦推廣教育等課

程班別，以增加本校推廣教育

收入；另積極開發與民間產學

合作案，並藉由場地軟硬體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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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578億餘元、601億餘元、606億餘元、609億餘元及

640 億餘元，自籌收入分別為 676 億餘元、708 億餘

元、709 億餘元、724 億餘元及 773 億餘元，皆呈增

加趨勢；且自籌收入占總收入比率，由 107 年度之

53.91％，微幅增加至 111 年度之 54.70％；政府補

助收入占總收入比率，由 107年度之 46.09％，微幅

降低至 111年度之 45.30％(表 2及附表 3)。 

(二)惟受少子女化趨勢影響，高等教育生源逐年減少，對

大專校院辦學及營運之衝擊已逐漸由私立大學擴及

國立大學。依據貴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公布

之 111學年度各大專校院新生註冊率，111學年度計

有 19所大專校院註冊率未達六成之「淹水線」 ，唯

一 1 所國立大學為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新生註冊率

47.29％，僅高於真理大學(46.27％)、華夏科技大學

(42.39％)、明道大學(39.47％)、聖約翰科技大學

(35.31％)、東方設計大學(26.30％)及高苑科技大學

(24.51％)。此外，新生註冊率未達 9成之國立大學，

尚有國立東華、嘉義、臺東、臺南、金門、屏東、臺

中教育、澎湖科技及高雄餐旅大學等 9 校。上開 10

校 107至 111年度自籌收入占總收入比率，除國立臺

中教育大學 111 年度達 5 成(50.50％)外，其餘 9 校

107至 111年度自籌收入占總收入比率皆未達 5成；

且各校 107至 111年度學雜費收入淨額占自籌收入比

率介於 33.2％～70.26％，屬高度仰賴學雜費收入作

為主要自籌收入財源之學校。惟其中國立金門、澎湖

科技、高雄餐旅大學及臺東專科學校等 4校，受少子

女化趨勢影響，107至 111年度之學生人數及學雜費

收入，皆呈現減少之趨勢(附表 4)。 

(三)鑑於貴部為提升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財務運作彈

性，減輕國庫負擔，自 90 年起逐步鬆綁校務基金自

籌收入範疇，鼓勵各校開源節流，實施迄今已逾 20

年。雖近 5年度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整體自籌收入

逐年增加，惟部分仰賴學雜費收入作為主要自籌收入

財源學校，受少子女化趨勢影響，學生人數及學雜費

收入逐年減少，允宜輔導各校積極開拓其他自籌收入

備更新，開拓場地短期租金收

入，儘可能增加推廣教育收入

穩定。 

(3) 產學合作收入、政府科研

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本校

產業發展以中小企業為主，學

校與教師致力於與政府機構或

民間單位進行產學合作計畫，

以增加產學合作（含政府科研

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為鼓勵

教師執行產學合作（含政府科

研補助或委託辦理)計畫，本校

提出多項激勵措施，例如訂定

「產學合作績效獎勵辦法」、設

立「教師應用技術升等機制」、

增加「計畫結餘款及行政管理

費支用彈性」等，以提高教師

執行產學合作（含政府科研補

助或委託辦理)計畫之意願。本

校 107 年計畫金額 5 億 8 千 7

百餘萬元，108 年計畫金額 6 億

5 千 9 百餘萬元，109 年計畫金

額 6 億 6 千 6 百餘萬元，110 年

計畫金額 6 億 8 千 8 百餘萬元，

111 年計畫金額達 7 億 1 千 6 百

餘萬元，呈現逐年成長趨勢。

未來本校將持續為各界提供訓

練、研究等各類服務，以增加

學校產學合作（含政府科研補

助或委託辦理)收入。 

(4)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積極檢

討現有建築物及校舍空間使用

情形，活化林森校區各場館空

間，短期以標租方式提高各棟

建物使用率並積極媒合新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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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源，降低對學校營運之衝擊。 承租；111 年度林森校區場租收

入 2,990,198 元，較 110 年度增

加 9%。 

(5) 受贈收入：108 年度因推動

百年校慶，整體受贈收入為近 5

年最高值，而自 109 年上半年

迄今，全球均受疫情影響，經

濟活動及捐贈意願下降；惟本

校仍持續透過與各地區校友會

積極互動宣導校務理念，發行

刊物、LINE 官方帳號及網站等

多元媒體宣傳募款資訊，爭取

校友認同。為便利各界捐贈，

校友中心已於 111 年 12 月底完

成線上捐款系統建置，期能透

過智慧化及便捷的捐款系統，

提升募款效能；未來亦將研議

推動線上小額捐款活動，提高

自籌效率。 

(6) 投資取得之收益：本校校務

基金轉投資部分，除採郵局小

額(500萬元以下)定期存款獲

取較高利息收入外，另視市場

經濟情勢，採保守穩健原則，

依據投資標的規劃分配之權重

比例，循行政程序完成投資作

業，預估長期年報酬率應可達

3%以上，整體投資效益亦明顯

優於郵局 2年期定存機動利率

1.625%或固定利率 1.595%。 

二、本校 111學年度全校新生(含境

外生)註冊率 82.45%，學雜費收

入淨額近 3 年為 109 年 5 億

1,732萬 2,758元、110年 5億

2,686萬 5,913元、111年 5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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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2,757萬 5,995元，雖然註冊率

未達 9 成，在全校學生數達 1

萬 2,000 餘人下，學雜費收入

仍微幅上升，雖然學校受少子

女化影響，招生不易，學校仍

會積極開拓其他自籌收入財

源、建立名額調整機制、招生

現況檢討、滾動修正招生策

略，降低對學校營運之衝擊。 

 

 

 

三、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111 年底整體可用資金

倍數達 10.54個月，資金存量充裕，惟部分學校

連續 2年度實質賸餘減少，或可用資金倍數低於

4個月，潛藏營運衰退或資金存量不足風險。 

(一)管監辦法第 20 條及第 21 條規定，稽核人員執行任

務，應本誠實信用原則，不得明知校務基金之執行有

年度決算實質短絀、賸餘或可用資金異常減少等缺失

或異常事項，故意隱匿或作不實、不當之揭露。第

30 條規定，學校執行校務基金，有年度決算實質短

絀、可用資金過低致影響學校校務基金健全等情形

者，貴部得命學校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視其

情節輕重，調降學校以自籌收入支應學校人員人事費

之比率上限或限制不得支給。所稱年度決算實質短

絀，依管監辦法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係學校年度收

支餘絀須調整加回國庫撥款購置資產所提列之折

舊、折耗及攤銷費用後，仍為短絀之情形。依管監辦

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可用資金指現金加上短期可

變現資產及扣除短期須償還負債之合計數。另依貴部

104年 10月 6日臺教高(通)字第 1040131656號函說

明略以，學校依管監辦法第 10 條規定以自籌收入辦

理新興工程時，工程興建期間之財務預測方式，將以

各校每年底可用資金餘額占經常支出現金(不含產學

合作及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成本，下稱可用資

1、本校近 3 年度(109-111 年度)經

調整加回國庫撥款購置資產所提列

之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後，實質

賸餘分別為 98,721千元、87,151千

元及 76,282千元，減少主要係修護

及整建校區老舊房舍與基礎設施等

經費增加所致，本校仍持續落實開

源節流措施，俾提升實質賸餘。 

2、本校 107至 111年度平均每月經

常支出雖逐年遞增，但可用資金占

平均每月經常支出現金之倍數均達

10 倍以上，尚無潛藏可用資金存量

不足之風險，本校仍將持續管控資

金安全存量，降低校務基金經營管

理及資金流動性風險。 

 

 

 

 

 



教育部聲復審計部審核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民國 111 年度 
決算及營運計畫執行情形表 

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金倍數)月數應至少達 4 個月以上，作為不影響學校

正常運作之判斷基準。 

(二)經查 47 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109 至 111 年度決

算短絀分別為 27億 1,844萬餘元、31億 2,423萬餘

元及 25 億 5,117 萬餘元，經各校調整加回國庫撥款

購置資產所提列之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後，分別為

賸餘 61 億 4,642 萬餘元、57 億 9,304 萬餘元及 60

億 4,933萬餘元。111年度整體校務基金實質賸餘較

110 年度增加 4.42％，且近 5 成學校(國立臺灣大學

等 23 校，占 47 校之 48.94％)111 年度實質賸餘較

110年度增加，惟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109年度實質短

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1年度實質短絀、國立中興

大學等 15 校連續 2 年度(111 及 110 年度)實質賸餘

較前一年度減少 (附表 5)。次查 47所國立大學校院

校務基金 107 至 111 年度可用資金分別為 712 億餘

元、726 億餘元、746 億餘元、782 億餘元及 806 億

餘元，平均每月經常支出現金分別為 68 億餘元、71

億餘元、72億餘元、72億餘元及 76億餘元，皆呈增

加趨勢；可用資金倍數分別為 10.44、10.13、10.36、

10.83 及 10.54，資金存量充裕。惟其中國立清華、

中興、成功、陽明交通及暨南國際等 5校，107至 111

年底可用資金倍數或低於 4個月，或長年於 4個月上

下波動(附表 6)，恐有可用資金存量不足以支應學校

正常運作及進行新興工程之風險。 

(三)綜上，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111年度近 5成學校實

質賸餘較 110年度增加，惟部分學校在排除國庫撥款

購置資產所提列之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後，仍出現

實質短絀、連續 2年度實質賸餘減少、可用資金倍數

低於 4個月等情形，可能潛藏營運衰退、可用資金存

量不足等疑慮或風險，允宜督促各校深究賸餘或可用

資金減少原因，落實開源節流措施，俾穩定提升實質

賸餘及可用資金存量，降低因資金短缺影響校務基金

財務健全之風險。 

四、財務預警機制有防範未然之警示效果，為及早

預警財務欠佳學校採取因應措施，允宜深入分析

1、本校111年度營運資金1,264,167

千元，未出現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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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國立大學財務風險來源，及早擬訂校務基金適用

之個別財務預警指標。 

(一)行政院主計總處為提升政府預算資源配置效益，促使

非營業特種基金具備穩定自主財源，自 109年 6月起

推動非營業基金財務及裁撤預警實施計畫，訂定所有

非營業基金適用之「共同預警指標」，及個別基金適

用之「個別預警指標」；上開 2 類預警指標下，再區

分預警基金財務狀況欠佳之「財務預警指標」及預警

基金達到檢討裁撤要件之「裁撤預警指標」，透過運

用「特種基金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SBA)」功能，

及早預警財務欠佳基金採取因應措施。其中所有非營

業基金適用之「共同預警指標-財務預警指標」，由

SBA系統自動判讀各基金當月會計月報累計之營運資

金(流動資產減流動負債)是否為負數；「個別預警指

標-財務預警指標」則訂定個別基金適用之財務預警

指標，透過 SBA或人工方式向主管機關示警。因目前

SBA系統僅上線(111年 11月 5日)觀光發展基金個別

化財務預警指標，為使附屬單位預算執行相關規定更

臻周延，主計總處於 111年 12月 16日修正附屬單位

預算執行要點，於第 39 點增訂財務預警機制，作業

基金連續 3年出現短絀，且未來 1年內不含短期債務

之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加計淨現金流量可能為

負數者，應訂定與財務相關之個別性預警指標辦理預

警作業，並於每月 20 日前填具「基金財務預警改善

追蹤表」，報各該主管機關追蹤檢討改善；各該主管

機關應將督促改善情形副知主計總處。 

(二)經查 47 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111 年底流動資產

總額 1,025 億 8,124 萬餘元，流動負債總額 676 億

9,305萬餘元，營運資金(流動資產減流動負債)總額

348億 8,819萬餘元。惟各校分析結果，國立臺灣、

政治、中央、臺灣海洋、高雄、陽明交通、臺北教育、

虎尾科技及勤益科技大學等 9校，111年底營運資金

為負數，已達 SBA 系統「共同預警指標-財務預警指

標」之警戒值(表 3及附表 8)。次查國立清華大學等

28校，連續 3年度(109至 111年度)出現短絀，雖該

2、查本校連續 3年(109-111年度) 

業務活動現金流量分別為 273,576

千元、308,708 千元及 240,587 千

元；決算餘絀分別為-1,850 千元、

6,595千元、-12,415 千元，未有連

續 3 年決算短絀且業務活動淨現金

流入遞減情形。 

3、本校近 3 年度(109-111 年度)經

調整加回國庫撥款購置資產所提列

之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後，實質

賸餘分別為 98,721千元、87,151千

元及 76,282千元，減少主要係修護

及整建校區老舊房舍與基礎設施等

經費增加所致。  

綜上所述，本校預警指標為待

強化之藍燈，未來仍持續落實開源

節流措施，俾提升實質賸餘、降低

財務風險，以達財務健全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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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28 校 111 年度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加計各校

112 年度預計淨現金流量 ，皆未出現負數，惟國立

臺灣海洋大學等 12 校連續 3 年度出現短絀且業務活

動淨現金流入遞減(附表 7)，顯示學校在沒有外部籌

資來源下，經由營運活動產生維持學校正常運作之現

金流量，有逐年減少現象。 

(三)鑑於財務預警機制有防範未然之警示效果，為及早預

警財務欠佳學校採取因應措施，經參據貴部大專校院

校務資訊公開平臺「財 2-11.私立學校財務比率及燈

號-以『校』統計」之燈號警示方式，將管監辦法第

21 條第 1 項有關校務基金年度決算實質短絀、實質

賸餘減少、可用資金倍數未達 4個月、連續 3年度出

現短絀且業務活動淨現金流入遞減等 4 項校務基金

執行之缺失或異常事項，與 SBA系統「共同預警指標

-財務預警指標」(營運資金負數)，共同納列為 5 項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財務預警指標，以燈號分級如

次：1.財務健全之綠燈：0項指標達警戒值；2.財務

待強化之藍燈：1至 2 項指標達警戒值；3.財務須管

控之橙燈：3至 4項指標達警戒值；4.財務須警戒之

紅燈：5項指標皆達警戒值。47校評核結果：1.國立

臺灣海洋大學及國立中興大學 3 項指標達警戒值，2

校(占 47校之 4.26％)皆為財務須管控之橙燈；2.國

立臺灣大學等 26 校(占 47 校之 55.32％)，1 至 2 項

指標達警戒值，為財務待強化之藍燈；3.國立成功大

學等 19 校(占 47 校之 40.43％)0 項指標達警戒值，

為財務健全之綠燈；無學校出現財務須警戒之紅燈

(同表 3及附表 8)。 

(四)綜上，行政院主計總處為提升政府預算資源配置效

益，促使非營業特種基金具備穩定自主財源，自 109

年 6 月起推動非營業基金財務及裁撤預警實施計

畫，惟迄未於 SBA 系統訂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個別預警指標-財務預警指標」。鑑於財務預警機制

有防範未然之警示效果，且部分學校已達 SBA 系統

「共同預警指標-財務預警指標」及管監辦法第 21條

所訂缺失或異常警戒項目。為及早預警財務欠佳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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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採取因應措施，允宜深入分析國立大學財務風險來

源，及早擬訂校務基金適用之個別財務預警指標，以

避免財務危機之發生。 

五、國立大學設立國家重點領域研究學院培育高階

科學技術人才，有助提升國立大學研究發展成果

效益，帶動國家重點領域產業發展，惟部分研究

學院招生率未達 8成，或合作企業資金挹注情形

未如預期，允宜督促各校積極研謀改善。 

(一)政府為促進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

提升國立大學研究發展成果效益，培育高階科學技術

人才，強化產業競爭力，於 110年 5月 28日公布國家

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下稱創新條

例)。貴部隨據創新條例第 4條規定，邀集國家發展委

員會、經濟部、科技部等部會及相關學者專家、產業

代表共同組成審議會，決議國家重點領域範圍為半導

體、人工智慧、智慧製造、循環經濟、金融等 5 大領

域，國立大學在國際聲望、產學合作表現、人才培育

能量等 3 項指標符合資格者，可與符合合作條件之企

業提出設立國家重點領域研究學院(下稱研究學院)之

申請。貴部嗣於 110 年核准國立臺灣、清華、陽明交

通及成功大學等 4 校設立研究學院，並自 111 年度起

編列校務基金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111年復核准國

立政治、中興、中山、臺灣師範、臺灣科技及臺北科

技大學等 6 校設立研究學院，並自 112 年度起編列校

務基金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截至 111 年底止，共

計 10所國立大學、設立 11個研究學院(其中國立中山

大學設立 2個研究學院，附表 9)。 

(二)經查貴部核定國立臺灣大學重點科技研究學院等11個

研究學院招生總額 1,300 人，截至 112 年 2 月底止，

實際招生 991人，招生率 76.23％。各研究學院招生率

未達 8 成者，計有國立臺灣大學重點科技研究學院、

政治大學國際金融學院、中山大學國際金融研究學院

及臺灣師範大學跨域科技產業創新研究學院等 4 個研

究學院(占 11 個研究學院之 36.36％)，招生率未達 8

成原因，主要係學院剛成立知名度不足、合作企業未

本校未設立研究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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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推薦足額學生報考、學院仍在籌備中預計 112 年 9 月

入學等因素所致(表 4 及附表 9)。次查創新條例第 7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研究學院之資金來源包含行

政院國家發展基金之撥款及自籌收入，自籌收入項目

為研究學院之學雜費收入、推廣教育收入、產學合作

收入、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場地設備管理

收入、受贈收入、投資取得之收益及其他收入，其中

產學合作收入及受贈收入屬合作企業資金者，其每年

提供之資金額度應不得低於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撥款

之額度。經統計，國立臺灣大學重點科技研究學院等 4

個學院 ，111 年度編列合作企業資金挹注金額預算數

5億 320萬元、決算數 4億 9,784萬餘元，執行率 98.94

％，整體不低於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撥款金額 4億 287

萬餘元。各研究學院合作企業資金挹注金額，除國立

陽明交通大學產業創新研究學院因多數合作計畫輔開

始執行尚處簽約階段，預算執行率僅 83.36％外，國立

臺灣大學重點科技研究學院為 90.64％、國立清華大學

半導體研究學院為 125.27％、國立成功大學智慧半導

體及永續製造學院為 104.30％，皆逾 90％(附表 10)。 

(三)綜上，政府為帶動大學治理模式創新，引導企業研發

資源結合國立大學研發能量，鼓勵研究頂尖之國立大

學與研發領先企業，合作設立國家重點領域研究學院

培育高階科學技術人才，有助提升國立大學研究發展

成果效益，帶動國家重點領域產業發展，惟部分研究

學院招生率未達 8 成，或合作企業資金挹注情形未如

預期，允宜督促各校積極研謀改善，以提升高階科學

技術人才培育成效。 

六、部分學校資本支出預算執行進度未臻理想，或

預算保留多年仍未執行完竣，允宜加強督導考

核，促請研謀改善措施積極執行，以發揮資源預

期效能。 

(一)為督促國立大學校院積極發揮資源使用效能，本部自

96 年 5 月 23 日起，對於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資本

支出預算執行成效欠佳情事，迭次函請貴部加強督導

考核，督促各校審慎規劃積極辦理。經查 111 年度 47

本校 111年度資本支出執行率達

99.32％，無執行率過低亦無預算保

留多年未執行之情形。嗣後本校將

持續依預定進度賡續積極執行，以

發揮整體資源預期效能。 



教育部聲復審計部審核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民國 111 年度 
決算及營運計畫執行情形表 

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資本支出預算數 135 億

5,585萬餘元，奉准先行辦理數 26億 3,325萬餘元，

連同以前年度轉入數 15億 2,674萬餘元，合計可用預

算數 177 億 1,585 萬餘元，決算數 155 億 9,226 萬餘

元，占可用預算數 88.01％(附表 11)。各校資本支出

決算數未達可用預算數 80％者，計有國立臺灣體育運

動大學等 9 校(占 47 校之 19.15％，表 5)，其中國立

臺灣科技大學等 4校未達 60％，各校執行進度未臻理

想原因，主要係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

影響，承包商缺工嚴重及原物料上漲、工程採購案多

次流標致工程進度落後，或校區設置計畫檢討中尚未

經行政院核定等因素所致。 

(二) 次查 111 年度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資本支出保留

數 12億 4,256萬餘元【包含以前年度保留數 6億 1,856

萬餘元、本(111)年度預算保留數 6億 202萬餘元、本

(111)年度奉准先行辦理保留數 2,197 萬餘元】，占可

用預算數 7.01％保留原因，主要係受新型冠狀病毒肺

炎(COVID-19)疫情影響，承包商缺工嚴重及原物料上

漲致作業延宕、施工中尚未完成、與廠商履約爭議進

行調解等因素，須保留至下年度繼續執行(附表 12)。

另國立政治大學等 15校以前年度保留數 6億 1,856萬

餘元【包含 107(含)以前年度保留數 1 億 1,568 萬餘

元、109年度保留數 5,470萬餘元及 110年度保留數 4

億 4,817 萬餘元】，其中國立臺北、臺南及彰化師範大

學等 3 校，因履約爭議進行訴訟、校區設置計畫檢討

中尚未經行政院核定等因素，107(含)以前年度保留數

迄未執行完竣(同附表 12)。允宜賡續加強督導考核，

促請執行進度落後學校研謀改善措施，積極執行，改

善鉅額預算連年保留情形，以發揮資源預期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