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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前身為國立嘉義農業專科學校時期之農業經濟

科及國立嘉義技術學院時期之農業經濟科。民國89年8月國立嘉義技術學院與國

立嘉義師範學院兩校合併成立國立嘉義大學，原農業經濟科轉型並更名為應用經

濟學系，隸屬於新成立之管理學院。過去6年半的時間裡，本系的主要工作目標

為將過去技職體制為核心的教育結構轉型為大學教育為核心的教育結構。不論是

學制、師資、課程、教學、或輔導，本系均以學生的受教權益與生涯發展為重，

大幅度地進行調整。 

國立嘉義大學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中將發展與充實學生多元知能，具備挑戰能

耐與競爭力；追求卓越、多元與創新，倡導學術責任，展現高等學府新風貌；及

加強學術交流與合作，躋身國際殿堂列為校務發展中程目標。秉本校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應用經濟學系的設立宗旨為：培養大學生使能熟練應用經濟學的研究方

法，分析各種經濟及社會現象，並使其同時具有國際觀及關心台灣本土的情懷。

本系具體的教育目標為： 

1.以紮實的經濟學理論為基礎，培育經濟學術研究人才，使本系學生於畢業後得

以繼續深造。 

2.配合應用課程的訓練，培育未來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需之工商服務業人力，

使本系學生於畢業後得以直接投入就業市場。 

本系承繼歷史的資源並因應教育環境的變動，自成立以來6年半的時間裡努

力調整轉型，雖不能面面俱到，但對於學生學習事務未曾放鬆。本系將教育目標

具體落實於教學與學習活動的作為有： 

1.學制結構轉變：民國89年8月，本系成立之初學制上同時設有大學部、五專部及

二技部，橫跨高等教育與技職教育兩系統。未來民國98年8月起，本系將僅設

有大學部及碩士班，專向發展高等教育。 

2.師資結構調整：本系師資結構自設系至今 6 年半的時間內，有相當顯著地結構

性變化，專任教師中，最高學歷具博士學位比率已由原來 12.5%提高至 70%，

助理教授級以上師資比率亦由 50%也提高為 70%。 

3.課程結構調整：應用經濟學系成立之初，受限於當時師資背景，專業選修課程

中有相當比重的農業經濟相關課程。稍後，隨著師資結構的逐步調整及專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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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努力開課備課，專業選修課程中農業經濟相關課程淡出。自 93 學年度起，

本系大學部所開設的專業選修課程中已無農業經濟相關課程，且將大學部專業

選修課程學程化。 

為強化大學部學生學習效果，本系對於學生採取具體輔導措施有： 

1.各授課教師每週均訂有課輔時間以解答學生學習問題。 

2.自94學年度起每學期期中考後將各專業必修課程測驗成績整理，提供各班導師

作為預警輔導參考，並寄送學生家長使瞭解學生在校學習狀況。 

3.95學年度起設有「應用經濟診所」，由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提供大學部學生經濟相

關必修課程之課後輔導。 

4.「應用經濟診所」同時提供學生就業及語言學習相關資料。 

5.自95學年度起，本系特別排定「升學輔導老師」提供學生各項升學諮商並協助

考試準備工作，及「就業輔導老師」提供學生各項就業諮商並協助相關準備工

作。 

6.針對研究所研究生，本系安排有導師乙名輔導其課業及生活。本系定期安排專

題演講活動導引同學進入研究殿堂，每次專題演講後並進行Happy Hours，供師

生與講座間進行聯誼。 

由前述的說明可知，應用經濟學系於成立轉型過程，無時不以學生的受教權

益、生涯發展為思考重點。幸賴全系教師關係和諧，不論是學制、師資、課程、

教學、或輔導均已大幅度地調整。我們逐步地建立了完善的教育與輔導機制，輔

導學生的生活與課業，創造密切且和諧的師生關係及學生的競爭力。歷經6年半

的轉型過程，本系主要的成果有： 

1.學制轉型：89學年度為大學部、五專部、二技部的組合。98學年度起確定將轉

型為研究所、大學部的組合。 

2.師資結構調整：89學年度8位專任教師，1位具博士學位。95學年度本系有10位

專任教師，其中7位具有博士學位。95學年度管理學院第二次院務會議提案爭取

得新增專任教師員額乙名。本系專任教師員額得以增加為12名。並將於96學年

度第一學期增聘具博士學位助理教授級以上之專任教師2名。 

3.課程結構調整：93學年度起將專業選修課程學程化。持續開設第二外語(日文)

兩學年4門課，共計1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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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畢業生表現：升學方面，93級應屆畢業有7人(14.6%)，94級應屆畢業有13人

(26.5%)，95級應屆畢業有8人(16.7%)考取國內研究所。就業方面，93級應屆畢

業有30人(62.5%)，94級應屆畢業有23人(47.0%)，95級應屆畢業有33人(68.8%)

立即就業。公職考試方面，共計有2人次通過普通考試，2人次通過高等考試三

級。金融相關證照方面，93級應屆畢業有15人(31.3%)，94級應屆畢業有14人

(28.6%)，95級應屆畢業有13人(27.1%)取得金融相關證照。 

  然而，本系教師研究能量仍需持續調整： 

1.教師員額方面：依「國立嘉義大學院系所員額配置處理原則」，本系應配置教師

13名。然經多年爭取，也僅獲員額12名。教師員額仍待繼續爭取。 

2.教師教學與研究配合方面：鄰近的中正大學，教師每學期每週實際授課時數僅6

小時。本系教師教學活動普遍份量較重，教師每學期每週實際授課時數則至少

達9小時；對於新進教師也並無優待。明顯影響教師可投入研究活動的時間。未

來規劃上，對於本系較具研究潛力教師，於開排課上盡量減輕其教學負擔。 

3.研究資料庫方面：由於嘉義技術學院與嘉義師範學院合併前並未有經濟相關期

刊及資料庫，本系自轉型以來即積極爭取添購。然添購過刊成本過高且書庫空

間有限，本系一直以爭取購買全文資料庫來替代。經過多年的爭取，本校圖書

館終於同意自民國96年起訂購Econlit及JSTOR II等兩項資料庫。至於其他全文

資料庫，如：JSTOR I；數據資料庫，如：AREMOS 總體經濟統計資料庫，則

仍待繼續爭取。 

4.圖書方面：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現有經濟學相關館藏，中文有7,563冊，西文有

5,698冊。研究與教學用書的質與量都需增購。 

5.軟體方面：本系現有GAUSS、EViews各兩套。管理學院則支援提供有SPSS及

Microfit。唯購得的授權套數仍不足教學與研究所需。 

6.學術研究重點：由於本系研究資源有限，教師同時面對相當高的升等壓力。目

前仍屬於各自努力的狀態。未來將透過課程暨學術發展委員會反覆的討論逐步

形成本系的學術研究重點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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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前身為國立嘉義農業專科學校時期(民國62年至

民國86年)之農業經濟科及國立嘉義技術學院時期(民國86年至民國89年)之農業

經濟科。民國89年8月國立嘉義技術學院與國立嘉義師範學院兩校合併成立國立

嘉義大學，原農業經濟科轉型並更名為應用經濟學系，隸屬於新成立之管理學院。 

過去6年半的時間裡，本系的主要工作目標為將過去技職體制為核心的教育

結構轉型為大學教育為核心的教育結構。不論是學制、師資、課程、教學、或輔

導，本系均以學生的受教權益與生涯發展為重，大幅度地進行調整。相關措施分

別說明如后。 

1-1.系所設立宗旨及教育目標與校務發展計畫之相符程度 

國立嘉義大學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中將發展與充實學生多元知能，具備挑戰能

耐與競爭力；追求卓越、多元與創新，倡導學術責任，展現高等學府新風貌；及

加強學術交流與合作，躋身國際殿堂列為校務發展中程目標。 

秉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應用經濟學系的設立宗旨為：培養大學生使能熟

練應用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分析各種經濟及社會現象，並使其同時具有國際觀及

關心台灣本土的情懷。本系具體的教育目標為： 

1.以紮實的經濟學理論為基礎，培育經濟學術研究人才，使本系學生於畢業後得

以繼續深造。 

2.配合應用課程的訓練，培育未來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需之工商服務業人力，

使本系學生於畢業後得以直接投入就業市場。 

 

1-2.系所教職員與學生對教育目標的認知 

應用經濟學系具體的發展方針、特色、人才培育宗旨與教育目標，及如何落

實於課程規劃中，每學年均經系務會議全體教師參與討論確認，並公布於本系網

頁。至於本系學生，相關書面資料均已提供本系入學學生。主任導師於新生訓練

時針對新生及新生家長詳加說明，班級導師也於各班導師時間針對在校學生宣導

與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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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系所教育目標反映在教學與學習之活動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由原農業經濟科轉型並更名而來。承繼歷史的資

源並因應教育環境的變動，本系自成立以來6年半的時間裡努力調整轉型，雖不

能面面俱到，但對於學生學習事務未曾放鬆。本系將教育目標具體落實於教學與

學習活動的作為有： 

1-3-1.學制結構轉變 

民國89年8月，本系成立之初學制上同時設有大學部、五專部及二技部，橫

跨高等教育與技職教育兩系統。民國89年8月，大學部首屆招生；雖有五專部停

止招生，但也開始二技部首屆招生，技職教育持續進行。稍後，本系配合校務發

展規劃，逐步調整專向發展高等教育：民國93年8月，五專部最後一屆畢業，五

專部走入歷史。民國95年8月，碩士班成立，並開始招生。本系二技部將於民國

97年8月停止招生；民國98年二技部最後一屆畢業，二技部走入歷史。民國98年8

月起，本系將僅設有大學部及碩士班，專向發展高等教育。(參看表1-1) 

 

表 1-1 招生學制結構變化 

 學年度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研究所        ●  ●  ●  ●  
大學部  ●  ●  ●  ●  ●  ●  ●  ●  ●  ●  
五專部  ●  ●  ●  ●        
二技部  ●  ●  ●  ●  ●  ●  ●  ●  ●   
註：●表示當年存在之學制。  

 

1-3-2.師資結構調整 

本系師資結構自設系至今6年半的時間內，有相當顯著地結構性變化：專任

教師中，最高學歷具博士學位比率由12.5%提高至70%，助理教授級以上師資比

率由50%也提高為70%。詳細歷程說明如後：本系設立之初共有專任教師8名，其

中教授2名，副教授2名，講師4名；專任教師中最高學歷具博士者有1名，具碩士

學位者7名，具學士學位者1名。稍後，本系專任教師結構逐年異動：民國90年8

月，副教授1名退休，同時增聘副教授1名。民國91年8月，增聘副教授1名。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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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年8月，教授1名退休。民國94年2月，講師1名退休。民國94年8月，教授1名退

休，同時增聘助理教授3名。民國95年2月增聘教授1名。本系現有專任教師10名，

其中教授3名，副教授1名，助理教授3名，講師3名；專任教師具有博士學位者7

名，具有碩士學位者3名。(參看表1-2) 

本系於95學年度管理學院第二次院務會議提案爭取得新增專任教師員額乙

名。本系專任教師員額得以增加為12名。本系將於96學年度第一學期增聘具博士

學位助理教授級以上之專任教師2名。 

 

表 1-2 專任教師人數、職級及最高學歷 

 學年度  
89 90 91 92 93 94 95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職級  

教授  2 25 2 25 2 23 2 25 2 25 3 27.3 3 30 
副教授  2 25 2 25 3 33 2 25 2 25 2 18.1 1 10 
助理教授  - - - - - - - - - - 3 27.3 3 30 
講師  4 50 4 50 4 44 4 50 4 50 3 27.3 3 30 

最高

學歷  

博士  1 12 2 25 3 33 3 37 3 37 8 72.7 7 70 
碩士  5 63 4 50 4 44 3 38 3 38 3 27.3 3 30 
學士  2 25 2 25 2 23 2 25 2 25 0 0 - - 

專任教師人數  8 8 9 8 8 11 10 
註： 1.94 學年度黃柏農教授借調至本系服務。  

  2.94 學年度第 2 學期余士迪教授加入本系。  

 

1-3-3.課程結構調整 

1-3-3-1.大學部 

本校大學部畢業學分，除部分特殊學系例外，一律訂為128學分。本校管理

學院則另特別訂定全院大學部各系共同必修課程，使得應用經濟學系成立之初，

經濟相關專業訓練壓縮且明顯薄弱，專業必修課程僅有27學分；其中個體經濟學

與總體經濟學都只有一學期3學分，微積分也未列必修課程。稍後，本系針對經

濟相關專業訓練逐步加深，自93學年度起，大學部經濟學相關專業必修總學分數

已達42學分。本系為凸顯「應用」之特色，強化學生資料分析敏感與處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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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量經濟學增列為專業必修；其他如微積分、國際貿易、國際金融也都納入專業

必修。個體經濟學與總體經濟學兩門課程也已調整為一學年6學分。(參看表1-3) 

 

表 1-3 大學部專業必修課程 

學年度 

89 90 91 92 93 94 95 

經濟學(6) 

個體經濟學(3) 

總體經濟學(3) 

經濟數學(4) 

統計學(6) 

管理經濟學(3) 

專題討論(2) 

經濟學(6+2) 

個體經濟學(6) 

總體經濟學(6) 

數量方法(6) 

統計學(6+2) 

國際貿易理論

(3) 

國際金融(3) 

經濟學(6+2) 

個體經濟學(6) 

總體經濟學(6) 

數量方法(6) 

統計學(6+2) 

國際貿易理論

(3) 

國際金融(3) 

經濟學(6+2) 

個體經濟學(6) 

總體經濟學(6) 

數量方法(6) 

統計學(6+2) 

國際貿易理論

(3) 

國際金融(3) 

經濟學(6+2) 

微積分(6) 

個體經濟學(6) 

總體經濟學(6) 

統計學(6+2) 

計量經濟學(6) 

國際貿易(3) 

國際金融(3) 

經濟學(6+2) 

微積分(6) 

個體經濟學(6) 

總體經濟學(6) 

統計學(6+2) 

計量經濟學(6) 

國際貿易(3) 

國際金融(3) 

經濟學(6+2) 

商用微積分(6) 

個體經濟學(6) 

總體經濟學(6) 

統計學(6+2) 

計量經濟學(6) 

國際貿易(3) 

國際金融(3) 

27 學分 36 學分 36 學分 36 學分 42 學分 42 學分 42 學分 

 

應用經濟學系成立之初，受限於當時師資背景，專業選修課程中有相當比重

的農業經濟相關課程。稍後，隨著師資結構的逐步調整及專任教師努力開課備

課，專業選修課程中農業經濟相關課程淡出。自93學年度起，本系大學部所開設

的專業選修課程中已無農業經濟相關課程，且將大學部專業選修課程學程化。 

為導引大學部同學在校選課能夠配合其未來生涯發展，本系自93學年度起將

大學部專業選修課程予以學程化。大學部專業選修課程區分成三個領域，分別

為：經濟分析領域、應用產業管理領域、以及應用財務金融領域。本系大學部學

生必須自這三個領域中選出兩個做為主修領域，每一主修領域至少須修畢12學

分。至於第二外國語言的訓練，本系維持每學期均外聘教師，分別開設初級日語、

中級日語、高級日語及商用日語等課程，共計12學分。學生可依其未來升學或職

場就業之需要自由選擇。(參看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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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大學部專業選修課程 

93、94、95 學年度 
經濟分析領域 應用產業管理領域 應用財務金融領域 

經濟數學 
數理經濟學 
高等微積分 
高等統計學 
個體計量經濟學 
總體計量經濟學 
貨幣理論與政策 
賽局理論 

管理經濟學 
產業經濟學 
管制經濟學 
定價策略 
產業關聯分析 
可計算一般均衡分析 
環境經濟學 
資源經濟學 
休閒經濟學 
休閒事業策略管理 
休閒事業投資規劃 
行銷學 
外人投資 
國際貿易實務 
法律經濟學 
健康經濟學 
中國經濟 

財務經濟學 
財務管理 
財務報表分析 
衍生性金融商品與市場 
國際財務管理 
中級會計學 
管理會計學 
金融市場與機構 
投資學 
保險市場 
貨幣銀行學 
家庭理財學 

初級日語 
中級日語 
高級日語 
商用日語 

 

1-3-3-2.研究所 

本系碩士班於95年8月招收研究生6名。為培養能熟悉經濟理論與應用統計方

法及計量分析能力之經濟專業人才，本系於專業必修課程中，就經濟理論養成

上，安排有個體經濟分析與總體經濟分析各一年6學分的訓練；另就應用統計方

法及計量分析能力養成上，也安排有計量經濟學、個體計量經濟學或總體計量經

濟學二選一，共有6學分的訓練。至於，專業選修課程部分則依現有教師研究專

長進行規劃。(參看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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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碩士班專業必、選修課程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專業必修 
(二十學分) 

個體經濟分析(I) 3 
個體經濟分析(II) 3 
總體經濟分析(I) 3 
總體經濟分析(II) 3 
計量經濟學 3 
個體計量經濟學或總體計量經濟學(二選一) 3 
專題研討(I) 1 
專題研討(II) 1 

學位論文 
(六學分) 畢業論文(I)、畢業論文(II) 6 

專業選修 
(七學分) 

產業組織 3 
管理經濟學 3 
國際貿易 3 
國際金融 3 
產業關聯分析 3 
生產力分析 3 
賽局理論 3 
經濟成長 3 
勞動經濟學 3 

 

1-3-4.學生學習輔導相關措施 

為強化本系大學部學生學習效果，本系對於學生採取的具體輔導措施有： 

一、各授課教師每週均訂有課輔時間，以解答學生學習問題。課輔時間除於課程

授課大綱中明訂外，並公告於本系網頁供學生參考。 

二、自94學年度起，每學期期中考後，本系將各專業必修課程測驗成績整理後，

除提供各班導師作為預警輔導參考外，另寄送學生家長，使學生家長瞭解學

生在校學習狀況。 

三、本系95學年度起招收首屆碩士班研究生。故於95學年度起設有「應用經濟診

所」，由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於週一至週四每日12時至14時30分，提供大學部

學生經濟相關必修課程之課後輔導。(參看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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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用經濟診所」同時提供學生就業及語言學習相關資料，例如：金融相關

專業證照考試準備用書，空中英語教室、彭蒙蕙英語等語言學習用書，商業

週刊、今週刊、Economist等商業雜誌。 

五、94學年度(含)以前，本系大四班級導師及相關授課教師均採自願形式，額外

協助解決大四應屆畢業生升學與就業問題。自95學年度起，本系特別排定「升

學輔導老師」與「就業輔導老師」，前者提供學生各項升學諮商並協助考試

準備工作，後者則提供學生各項就業諮商並協助相關準備工作。95學年度起

由余士迪老師、林幸君老師、林億明老師、楊琇玲老師擔任「升學輔導老師」；

陳麗花老師與李佳珍老師則擔任「就業輔導老師」。 

六、針對研究所研究生，本系安排有導師乙名輔導其課業及生活(95學年度為林億

明老師)。本系定期安排專題演講活動導引同學進入研究殿堂(95學年度上學

期安排有講座：中央研究院鍾經樊教授；中央研究院陳恭平教授；台灣大學

李怡庭教授；中興大學陳美源教授；中正大學賴宏彬助理教授；東海大學陳

仕偉副教授；暨南國際大學吳健瑋助理教授)。每次專題演講後並進行Happy 

Hours，供師生與講座間進行聯誼。 

 

 

1-4.系所自我評鑑及自我改善機制之組織與運作 

1-4-1.基本組織架構 

應用經濟學系系務運作之最高決策機構為系務會議。為因應教學、研究、服

務及系務推動之需要，設置有教師評審委員會，課程暨學術發展委員會，圖書委

表 1-6 應用經濟診所看診項目 

星期 主治大夫 

星期一 
科別 個經 微積分 計量 
姓名 周柏均 王韻婷 鍾坤霖 

星期二 
科別 統計 個經 經原 
姓名 汪傳貴 周柏均 高誼婷 

星期三 
科別 總經 微積分 經原 
姓名 呂明珊 王韻婷 高誼婷 

星期四 
科別 統計 計量 總經 
姓名 汪傳貴 鍾坤霖 呂明珊 

※看診時間為週一至週四中午 12：00~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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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及經費管理委員會；各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 

1-4-2.與教師相關之機制運作 

本系有關教師之聘任、教學、研究、服務等相關獎懲事項之評審均經由「教

師評審委員會」議決。(會議記錄詳附件一) 

本系針對教師從事教學活動所設計之自我評鑑及自我改善運作機制有： 

一、設置「課程暨學術發展委員會」。本系有關課程規劃、排定與未來發展方案

等均先經由課程暨學術發展委員會擬定方案，後再送交系務會議經由全體教

師參與討論決議。(附件二) 

二、訂定「學生反應教學意見處理辦法」。本校於每學期針對大學部各課程均進

行教學評鑑。然而，因為教學評鑑的頻率較低，無法即時處理學生反應之教

學意見。本系於95學年度起，依新通過之「學生反應教學意見處理辦法」處

理學生於學期中反應之教學意見，並於最短三日內處理完畢。(附件三) 

三、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教學獎設置辦法」。辦法中明訂本系專任

教師每學年有新台幣三千元整之經費支應權滿足其教學準備之基本需求。專

任教師課程教學評鑑達全校平均值以上，每課程獎勵新台幣一千元整之經費

支應權。(附件四) 

四、辦理「教師成長研習營」邀請國內學者蒞校傳授英語授課技巧。以期有助於

本系教師逐步準備開設「全英語」授課課程。95學年度邀請講座：高雄大學

耿紹勛副教授。(附件五) 

  本系針對教師從事研究活動所設計之自我評鑑及自我改善運作機制有： 

一、設置「課程暨學術發展委員會」以推動學術研究相關活動之發展。 

二、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研究成果獎設置辦法」。辦法中明訂本系

專任教師每學年有新台幣三千元整之經費支應權滿足其從事學術研究之基

本需求。專任教師如有著作物刊登於學術期刊，將獲得新台幣一千至二千元

不等之經費支應權。(附件六) 

三、辦理「教師成長研習營」邀請國內學者蒞校講授相關專業領域研究方法，協

助提昇本系教師從事學術研究之能量。95學年度邀請講座：中央研究院鍾經

樊教授主講數量方法研究方法；中央研究院陳恭平教授主講個體經濟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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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台灣大學李怡庭教授主講貨幣經濟研究方法。(附件七) 

  本系「圖書委員會」負責本系教學與研究所需之圖書、期刊、電腦軟體推薦

購買；並負責研擬爭取年度校長統籌分配款之圖儀經費。(附件八) 

1-4-2.與學生直接相關之機制運作 

本系針對學生課業學習與服務活動所設計之運作機制有： 

一、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勤學獎設置辦法」。除本校校長於每學期

頒發書卷獎獎勵成績優異前3名同學外，本系擴大獎勵同學努力向學，獎勵

各班成績亦屬優秀之前十名同學。(附件九) 

二、本系不僅期許學生學業表現優異，更期望培養學生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積極

奉獻、熱心服務人群之風氣訂定有「國立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敦品獎設置

辦法」，獎勵各班兩名有具體服務奉獻事證之同學。(附件十) 

 

1-5.系所之辦學特色 

由前述的說明可知，應用經濟學系於成立轉型過程，無時不以學生的受教權

益、生涯發展為思考重點。幸賴全系教師關係和諧，不論是學制、師資、課程、

教學、或輔導均已大幅度地調整。我們逐步地建立了完善的教育與輔導機制，輔

導學生的生活與課業，創造密切且和諧的師生關係及學生的競爭力。 

歷經6年半的轉型過程，本系主要的成果有： 

一、學制轉型：89學年度為大學部、五專部、二技部的組合。98學年度起確定將

轉型為研究所、大學部的組合。 

二、師資結構調整：89學年度8位專任教師，1位具博士學位。95學年度本系有10

位專任教師，其中7位具有博士學位。 

三、課程結構調整：經濟相關專業必修課程份量調整達42學分。93學年度起進一

步將專業選修課程學程化。持續開設第二外語(日文)兩學年4門課，共計12

學分。 

四、畢業生表現： 

  1.升學方面，93級應屆畢業有7人(14.6%)，94級應屆畢業有13人(26.5%)，95

級應屆畢業有8人(16.7%)考取國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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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就業方面，93級應屆畢業有30人(62.5%)，94級應屆畢業有23人(47.0%)，95

級應屆畢業有33人(68.8%)立即就業。 

  3.公職考試方面，共計有2人次通過普通考試，2人次通過高等考試三級。 

  4.金融相關證照方面，93級應屆畢業有15人(31.3%)，94級應屆畢業有14人

(28.6%)，95級應屆畢業有13人(27.1%)取得金融相關證照。 

  然而，本系教師研究能量仍需持續調整： 

一、教師員額方面：依「國立嘉義大學院系所員額配置處理原則」，本系應配置

教師13名。然經多年爭取，本系也僅獲教師員額12名。教師員額仍待繼續爭

取。 

二、教師教學與研究配合方面：鄰近的中正大學，教師每學期每週實際授課時數

僅6小時。本系教師教學活動普遍份量較重，教師每學期每週實際授課時數

則至少達9小時；對於新進教師也並無優待。明顯影響教師可投入研究活動

的時間。未來規劃上，對於本系較具研究潛力教師，於開排課上盡量減輕其

教學負擔。 

三、研究資料庫方面：由於嘉義技術學院與嘉義師範學院合併前並未有經濟相關

期刊及資料庫，本系自轉型以來即積極爭取添購。然添購過刊成本過高且書

庫空間有限，本系一直以爭取購買全文資料庫來替代。經過多年的爭取，本

校圖書館終於同意自民國96年起訂購Econlit及JSTOR II等兩項資料庫。至於

其他全文資料庫，如：JSTOR I；數據資料庫，如：AREMOS 總體經濟統計

資料庫，則仍待繼續爭取。 

四、圖書方面：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現有經濟學相關館藏，中文有7,563冊，西文

有5,698冊。研究與教學用書的質與量都需增購。 

五、軟體方面：本系現有GAUSS、EViews各兩套。管理學院則支援提供有SPSS

及Microfit。唯購得的授權套數仍不足教學與研究所需。 

六、學術研究重點：由於本系研究資源有限，教師同時面對相當高的升等壓力。

目前，仍屬於各自努力的狀態。未來將透過課程暨學術發展委員會反覆的討

論逐步形成本系的學術研究重點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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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第一節 現況描述 

本系自民國89年8月轉型為應用經濟學系以來，除加強學生基礎經濟學門之

訓練外，另於選修課程設計上，減少農業相關課程，增加經濟分析領域、應用產

業管理及應用財務金融等相關課程，且於延聘師資之專長也朝向經濟專長之領

域。以下僅將本系之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之情形，依照經濟學門評鑑之各項參考

效標，逐一說明。 

2-1.系所規劃課程架構之理念、課程架構和內容與設立宗旨及教育目標間之關係 

一、課程架構之理念 

應用經濟學系課程設計的主要理念是以紮實的經濟學理論為基礎，配合應用

課程的訓練來提昇學生生涯的競爭力。 

二、課程架構和內容 

基於前述課程架構之理念，本系大學部的課程規劃依照學校教務會議規定大

學畢業應修滿128學分，授與經濟學學士學位；其中校訂必修30學分，院訂必修

33學分，系專業必修及專業選修共65學分。研究所的課程規劃規定畢業應修滿27

學分(不含論文6學分)，授與經濟學碩士學位；其中專業必修20學分，專業選修7

學分。 

本系由原農業經濟科轉型為應用經濟學系。轉型之初，本系即逐步紮實大學

部核心經濟學理論訓練；然基於師資專長之考量，應用課程之規劃仍多偏重於農

業經濟相關之領域。隨著師資結構的調整與專任教師努力開發新課程，93學年度

起，本系大幅重新修訂課程架構，期能滿足學生生涯發展之需求。 

自93學年度起，院訂必修及系專業必修中屬經濟學相關專業必修學分數已達

42學分。經濟學相關專業必修包括：微積分、個體經濟學、總體經濟學、計量經

濟學、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 

除了提供學生紮實的核心理論課程訓練外，為同時滿足學生的興趣、升學與

職場就業之需要，本系自93學年度起將大學部專業選修課程予以學程化。大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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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課程區分成三個領域，分別為：經濟分析領域、應用產業管理領域、以

及應用財務金融領域。本系大學部學生必須自這三個領域中選出兩個做為主修領

域，每一主修領域至少須修畢12學分。至於第二外國語言的訓練，本系維持每學

期均外聘教師，分別開設初級日語、中級日語、高級日語及商用日語等課程，共

計12學分。93-95學年度之詳細課程可參見附件十一。 

至於95學年度新成立之應用經濟學研究所課程規劃，本系於專業必修課程中

特重經濟理論養成，安排有個體經濟分析與總體經濟分析各一年6學分的訓練；

另就應用統計及計量分析能力養成上，也安排有計量經濟學、個體計量經濟學或

總體計量經濟學二選一，共有6學分的訓練。專業選修課程部分則依現有教師研

究專長進行規劃；現規劃有：管理經濟學(林啟淵老師)，產業組織、賽局理論(潘

治民老師)，經濟成長、勞動經濟學(楊琇玲老師)，國際貿易、生產力分析(林億明

老師)，產業關聯分析(林幸君老師)。 

三、課程架構與設立宗旨及教育目標間之關係 

本系設立之宗旨與教育目標即以紮實的經濟學理論為基礎來培育經濟學術

研究人才外，也配合應用課程的訓練，來培育未來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需之工

商服務業人力，使本系學生於畢業後得以直接投入就業市場。大學部雖受限於院

訂必修33學分，本系專業必修與選修學分數壓縮至僅剩65學分。透過課程規劃，

本系仍要求經濟學相關專業必修有42學分，專業選修部份也予以學程化。基本

上，本系大學部與研究所課程架構內容均能達成原先設立之教育目標。 

 

2-2.系所負責課程規劃設計與修正改進之機制 

一、課程之規劃設計 

本系自94學年度起，設有課程暨學術發展委員會，負責統籌規劃設計大學部

及研究所必、選修科目、修習學分等事宜，針對每學期教學內容及學生學習狀況

進行檢討，最後並經系務會議全體專任教師討論確定。課程規劃流程為： 

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課程草案→系務會議→院課程委員會

→校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教育部備查。 

二、課程規劃修正改進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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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課程設計能涵蓋理論與實務且符合學生之需求，每學年上學期期中課程

暨學術發展委員會先行召開會議，檢討現行課程規劃是否符合學生之需求，並研

擬新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架構及相關修業規定。 

至於每學期實際開設之課程與師資調配，每學期期末課程暨學術發展委員會

均會重新檢視次學期學生之開課需求與過去學生對於課程的反應，作為修正下學

期開排課與師資調配之依據，最後並經系務會議全體專任教師參與討論確定。 

94學年度共召開2次課程委員會，95學年度第一學期也召開4次課程委員會，

足見本系對課程規劃之重視。(會議內容如附件十二)。且為使系上教師充分瞭解

課程規劃之詳細內容，以做為教學內容準備之需要，每次課程委員會於召開會議

後，會再召開系務會議予於確認。93學年度系務會議共召開6次，94學年度召開

13次，95學年度第一學期召開6次。(會議內容如附件十三)。 

 

2-3.系所提供學生有關修課輔導的方式 

本系透過下列三種方式輔導學生選課。 

一、導師輔導修課 

本系大學部及研究所每班均排定1位專任教師擔任班級導師，負責輔導學生

課業及生活等相關事宜。原則上，每位導師均由學生入學帶領畢業為止。 

由於大一新生對於大學修課方式、課程內容以及應修習哪些課程較不清楚，

因此新生開學一週內，導師均會利用時間，將系上所需修習之必、選修科目、選

課規定及課程特色向學生說明。使學生能充分瞭解修課方式及規定，與高中修課

方式大不相同。至於大二以上之班級，導師則於學生選課流程開始之前向班級宣

佈學生選課時應注意事項，如：每學期最低學分、系上專業選修等規定，且要求

在規定時間內完成選課手續。各班導師最後並於選課確認單上確認班上每位學生

選課是否有不足或不符規定，如發現馬上通知該位同學作補救措施，以免影響學

生權益。 

至於研究生部分，研究所一年級時，由導師協助學生選課。然當研究生進入

論文研究及撰寫階段，修課輔導工作則轉由論文指導教授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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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所網頁公告修課相關訊息 

本系網頁除公告各班級之修業規定外，亦會公佈每學期所有課程相關資訊，

如：授課大綱、專兼任教師基本資料、專任教師課輔時間、各課程考古題等，供

學生隨時可以查考。 

三、專業必修科目課表時間固定化 

本系對於學生專業必修課程課業要求甚嚴，每學期均有相當數量的同學需選

課重修。為避免專業必修課程重修選課衝堂事宜發生，造成學生修課之困擾，業

經95學年度第3次系務會議決議，將大一至大四專業必修科目之開課時段採固定

且課程間不衝堂，以解決學生重修專業必修選課上之問題。足見系上對輔導學生

修課之重視。 

 

2-4.專兼任教師之數量與素質、教師教學科目是否與個人學術研究領域相結合 

一、專兼任教師人數、職級及學歷 

本系原有專任教師總員額為11名，經95學年度管理學院第2次院務會議提案

爭取得增加專任教師員額乙名。本系專任教師得以增加為12名。95學年度現有專

任教師10位，包括教授3人、副教授1人、助理教授3人、講師3人。10位專任教師

中，具有博士學位7位，碩士學位3位(其中1位進修博士學位中)。 

由於專任教師人數不足且基於學術專長之考量，本系於93學年度一度聘任有

10位兼任教師。但自94學年度起，本系陸續增聘4位專任教師後，除法律與財務

管理委聘兼任教師外，其餘專業必選修課程均已由本系專任教師擔任。 

又由前章已知，本系師資結構在6年半的時間裡有大幅度的改變。故整體而

言，本系專兼任教師之素質已達一定水準，只是數量上相較於國內其他經濟學系

仍嫌不足。詳細資料參見表2-1、表2-2及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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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專兼任教師人數、職級及最高學歷 

 專任  兼任  
93 94 95 93 94 95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職級  

教授  2 25 3 27.3 3 30 2 20 0 0 0 0 
副教授  2 25 2 18.1 1 10 3 30 0 0 0 0 
助理教授  0 0 3 27.3 3 30 3 30 1 100 2 50 
講師  4 50 3 27.3 3 30 2 20 0 0 2 50 

最高

學歷  

博士  3 37 8 72.7 7 70 8 80 1 100 2 50 
碩士  3 38 3 27.3 3 30 2 20 0 0 2 50 
學士  2 25 0 0 0 0 0 0 0 0 0 0 

專任教師人數  8 11 10 10 1 4 
註： 1.94 學年度黃柏農教授借調至本系服務。  

  2.94 學年度第 2 學期余士迪教授加入本系。  

 

表 2-2 95 學年度應用經濟學系專任教師最高學歷及專長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教授兼系

主任  
潘治民  

美國華盛頓大學經濟

學博士  
產業經濟分析、休閒產業分析、國際

貿易、應用個體經濟學 

教授  林啟淵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農業經濟學博士  
應用個體經濟、管理經濟、國際貿

易、農業經濟  

教授  余士迪  
美國羅徹斯特大學經

濟學博士  
個體計量經濟學、計量經濟學、統計

學、經濟學  

副教授  黃傳欽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

濟學博士  
經濟學、經濟數學、產業經濟學、農

業經濟學  

助理教授  楊琇玲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

牛城分校經濟學博士  
經濟成長、總體經濟學、家庭經濟、

勞動經濟  

助理教授  林億明  
美國范德堡大學經濟

學博士  
國際貿易、應用個體經濟學、計量經

濟學  

助理教授  林幸君  
國立台北大學經濟研

究所博士  
總體經濟學、計量經濟學、產業關聯

分析、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應用  

講師  謝志忠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

濟研究所碩士  

經濟學、資料處理、家庭理財學、投

資學、商業套裝軟體應用、農場管

理、保險學  

講師  陳麗花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推

廣教育研究所碩士  
投資學、統計學、會計學、貨幣銀行  

講師  李佳珍  
國立中正大學國際經

濟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經濟學、統計分析、資源經濟、農業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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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93-95 學年度應用經濟學系兼任教師最高學歷、授課科目及時數 

學年度 姓名 職稱 最高學歷 授課科目、時數 

93 

周登陽 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經濟學

博士 
高等統計學(I)(II)(6 小時) 

余士迪 教授 美國羅徹斯特大學經濟學博士 數量方法(I)(3 小時) 
陳芳岳 副教授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校區經

濟學博士 
家庭經濟學(3 小時) 
外人投資(3 小時) 

王瑜琳 副教授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博 總體經濟學(I)(II)(6 小時) 
馮立功 副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經濟學博士 國際金融(3 小時) 
林岳喬 助理教授 美國雪城大學財務博士 證券投資分析(3 小時) 

衍生性金融市場(3 小時) 
林福來 助理教授 中正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博士 統計學及統計學實習(8 小時) 
張呈徽 助理教授 中正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 數量方法(II)(3 小時) 
林信旭 講師 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 商事法(3 小時) 
蔡廷宜 講師 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法學碩士 商用法規(3 小時) 

94 
葉錦鴻 教授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法律系 

商用法規(3 小時) 
林德瑞 助理教授 美楊百翰大學法學院博士 

95 

盧永祥 助理教授 台灣大學農業經濟所博士 財務管理(I)(3 小時) 
林家慶 助理教授 政治大學國際貿易學系博士 國際貿易(3 小時) 
吳東璟 講師 義守大學管理研究所碩士 管理經濟(3 小時) 
蔡廷宜 講師 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法學碩士 商用法規(3 小時) 

註：95 學年度起，林啟淵老師借調致遠管理學院擔任教務長乙職。部分課程聘任林家慶老師與吳東璟老師兼代。 
 

二、新聘教師之情形 

本系自改制以來，雖然總師資員額並沒有明顯增加。然而，隨著部份專任教

師屆齡退休，本系始得在師資結構上有調整的空間。本系於90學年度增聘專任教

師1位，91學年度再增聘任專任教師1位。93學年度曾發聘3位適任教師人選，但

因各校間聘任優秀教師非常競爭，最後這3位人選均未接受本系聘任，而分赴政

大、清華等大學任教。94學年第一學期終於新聘3位專任教師，第二學期又增聘1

位專任教師。足見系上對教師員額素質增加之積極度。 

三、教師教學科目與個人學術研究領域配合之情形 

本系自改制以來，由於學制上有大幅的變動，部份轉型中的老師必須重新調

整任教科目、努力備課，致無法投入較多的時間從事學術研究。因此，93-95學年

度部份專任教師任教科目有極大的變動，但仍無法與其個人學術研究領域密切結

合。詳細資料參見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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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應用經濟學系專任教師歷年授課科目與學分數 

姓

名 
專長 

近五年是

否發表期

刊論文 

部別 授課科目 

學分數 

93 94 95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薛

玲 

農業經濟 
農場管理 
農產運銷 
會計學 
農企業管理 

 進修部 

消費者行為 3     

行銷與創業 2 2    

會計學  3    

直銷學  2    

合計 5 7    

黃

傳

欽 

經濟學 
經濟數學 
產業經濟學 
農業經濟學 

 

大學部 

個體經濟理論與應用 3  3  3 

經濟數學 3 3 3 3 3 

經濟學概論(通識) 4 4 4 4 4 

產業經濟學  3  3  

進修部 

經濟與生活(通識) 2     

經濟數學 3 3 3 3 3 

合計 15 13 13 13 13 

謝

志

忠 

經濟學 
資料處理 
家庭理財學 
投資學 
商業套裝軟體應

用 
農場管理 
保險學 

 

大學部 

家庭理財學(含通識) 5 2 5 2 5 

經濟與生活(通識) 2     

經濟學概論(通識)  2    

商業類科教材教法

(教程) 
   4 4 

進修部 

商業套裝軟體 2 3 3 3 3 

家庭理財學(通識) 2   2 2 

網際網路  2    

產業經濟  3    

經濟學概論(通識)    3  

保險學    3  

農場管理     2 

合計 11 12 8 17 16 

陳

登

和 

會計學  

大學部 
會計學概論(通識) 2     

中級會計(I) 3     

進修部 

財務管理 3     

會計學 3     

中級會計(I) 3     

財政學 2     

合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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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應用經濟學系專任教師歷年授課科目與學分數(續一) 

姓

名 
專長 

近五年是

否發表期

刊論文 

部別 授課科目 

學分數 

93 94 95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陳

麗

花 

投資學 
統計學 
會計學 
貨幣銀行 

 

大學部 

貨幣銀行學 3  3  3 

投資學  3  3  

中級會計   3 3 3 

金融市場與機構     3 

進修部 

統計學 3 3 3 3 3 

市場調查 2     

貨幣銀行學 3  3  3 

投資學  3  3  

金融市場與機構  2    

合計 11 11 12 12 15 

李

佳

珍 

經濟學 
統計分析 
資源經濟 
農業經濟 

 

大學部 

統計學(含實習) 3 3 3 3 3 

生活與消費(通識) 2     

休閒經濟學   3  3 

國際金融    3  

經濟學(含實習)     3 

進修部 

總體經濟學(I) 3 3 3 3 3 

經濟學 3  3   

農業經濟學  3  3  

合計 11 9 12 12 12 

林

啟

淵 

應用個體經濟 
管理經濟 
國際貿易 
農業經濟 

 

大學部 
經濟學(含實習) 6 6 3  3 

定價理論與策略    3  

二技部 國際貿易   3   

碩士(專)班 
管理經濟  9  9  

合計 6 15 6 12 3 

黃

柏

農 

財務計量 
時間數列分析 
經濟學原理 
統計學 

 

大學部 經濟學(含實習)   3 3  

碩士(專)班 
個案研討   3   

合計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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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應用經濟學系專任教師歷年授課科目與學分數(續二) 

姓

名 
專長 

近五年是

否發表期

刊論文 

部別 授課科目 

學分數 

93 94 95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潘

治

民 

產業經濟分析 
休閒產業分析 
國際貿易 
應用個體經濟學 

 

大學部 

個體經濟學 3 3 3 3 3 

國際貿易理論 3  3   

經濟與生活(通識) 2     

賽局理論  3  3 3 

定價理論與策略  3    

碩士(專)班 

定價策略與管理專題

討論 
3  3  3 

數量分析方法 3     

觀光遊憩經濟分析    3  

合計 14 9 9 9 9 

林

幸

君 

總體經濟學 
計量經濟學 
產業關聯分析 

 

大學部 

統計學(含實習)   3 3 3 

數量方法(I)   3   

投入產出分析   3   

貨幣理論與政策    3  

經濟分析：總體    3  

進修部 個體經濟學(I)     3 

碩士(專)班 
總體經濟分析(I)     3 

合計   9 9 9 

楊

琇

玲 

經濟成長 
總體經濟學 
家庭經濟 
勞動經濟 

 大學部 

經濟學(含實習)   3 3 3 

總體經濟學   3 3 3 

數理經濟學   3 3  

商用微積分     3 

合計   9 9 9 

林

億

明 

國際貿易 
計量經濟學 
應用個體經濟學 

 

大學部 

高等統計學   3 3 3 

統計學(含實習)   3 3 3 

個體計量經濟學   3   

進修部 個體經濟學(I)   3 3  

碩士(專)班 
個體經濟分析(I)     3 

合計   12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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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應用經濟學系專任教師歷年授課科目與學分數(續三) 

姓

名 
專長 

近五年是

否發表期

刊論文 

部別 授課科目 

學分數 

93 94 95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余

士

迪 

個體計量經濟學 
計量經濟學 
統計學 
經濟學 

 

大學部 

經濟學(含實習)    3  

數量方法(II)    3  

個體計量經濟學     3 

計量經濟學(I)     3 

碩士(專)班 

數量分析方法    3  

計量經濟學     3 

多變量分析     3 

合計    9 12 

註：1.94 學年度黃柏農教授借調至本系服務。  

  2.陳登和老師於 93 學年度第二學期退休。 

  3.薛玲老師於 94 學年度第一學期退休。 

  4.林啟淵老師 95 學年度借調致遠管理學院擔任教務長乙職。 

 

2-5.幫助學生對學科之教學目標與內容充分瞭解 

本系為了促進學生學習效果，老師皆備有授課大綱，幫助學生瞭解課程目

標，並藉由不同的授課方法，以幫助學生瞭解課程的內容。 

一、教學目標的確認及執行 

  1.本系任課教師於每學期開學第一個星期，將該學期開課課程之授課大綱發

予學生，俾提供學生選課之參考，本系教師亦會口頭告知教學目標及內

容，以確保學生能充分瞭解。(請參考附件十四教學大綱)。 

  2.本系亦會將各個老師的授課大綱張貼於系所網站，供學生隨時上網參閱。 

  3.本系教師皆將其個人之課輔時間張貼於教師研究室門口及系所網頁資料

上，俾提供學生在課業學習相關的諮詢與顧問。 

  4.本系教師皆採用最新版本的教科書。所開設的專業必修課程一律採用英文

教科書，幫助學生及早閱讀及熟悉英文的經濟專業術語。 

  5.各科課程上課進度大部分均符合教學大綱，但有時會因學生學習困難的狀

況而調整教學內容與速度，使得實際課程進度與課前規劃偶有落差的情

形，(請參考附件十四教學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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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科內容的瞭解 

  為了幫助學生對課程內容的瞭解及熟悉，老師皆會運用不同的評量工具在課

堂中操作，如作業、小考、期中考、期末考、報告、分組討論等方式，確保學生

對課程內容的瞭解；另外，課堂以外的時間，本系特別設置應用經濟診所(請參考

表 1-6)，固定安排研究生協助同學課後學習。教師亦利用課輔時間解決學生對課

程的疑問(請參考附件十五教師辦公時間表)。 

 

2-6.系所教學研究空間與設備的安排 

管理學院已於94學年度第2學期搬遷至新民校區之新建大樓。依管理學院之

空間分配，本系配有大學部教室4間，研究生教室2間、研究生研究室2間，實驗

室1間，教師研究室12間，系辦公室1間，系主任辦公室1間。(詳附件十六)。另外

本系亦可使用管理學院的國際會議廳及階梯教室。本系亦購置有圖書、資料庫、

教學研究相關電腦軟體及教學輔助設備協助老師教學與研究。 

一、教學空間的配置與使用 

本系大學部學生每班提供專用教室乙間，教室配有冷氣、液晶投影機及投影

螢幕設備，上課前學生可依課程需求至系辦公室借用筆記型電腦、無線麥克風等

教學輔助設備進行課程。上課期間各班亦排有值日生負責教室整潔之維護。學生

除上課外亦經常於課餘至教室讀書或進行小組討論。 

95學年度本系設有研究所，另設有研究生教室2間、研究生研究室2間。研究

生研究室提供研究生每人1張書桌、1張椅子及1台桌上型電腦。現有剩餘研究生

教室1間，研究生研究室1間，目前提供大學部四年級學生準備升學與就業之用，

此為本系的特別設置。 

本系另運用管理學院分配之實驗室空間設置由專任教師負責指導的「應用經

濟診所」。「應用經濟診所」內部設置兩台電腦，另安排研究生輪流於應用經濟診

所駐診，幫助大學部同學解決各專業必修課程學習上的問題。 

有關本系學生上機實作之課程，管理學院設置有電腦專用教室乙間，授課老

師可透過課程排定協調上課專用時段；學生亦可於教學時段外自由使用。目前電

腦專用教室之統計學與計量經濟學軟體仍有待充實，已積極爭取購置。 

二、教師研究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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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教師每人均配置有單獨使用之研究室，俾鼓勵教師積極從事教學與研究

工作。本系教師研究室之空間及基本設備彙整如下： 

  1.五坪以上個人專屬研究室。 

  2.個人電腦、列表機、相關教學與研究之電腦軟體、網路。 

  3.冷氣機及電風扇各乙台。 

  4.辦公桌椅與書櫃若干。 

  5.校內專用分機電話。 

三、教學及研究輔助設備 

  1.國際會議廳及階梯教室可供學術研討會及大型演講之用。 

  2.圖書購置：本系圖書之購置係配合校方及院方統一採購，購入與經濟學門

相關之中外文專業書籍計有 13,261 冊，專業紙本與電子期刊甚少，前者僅

有一種而後者雖種類較多，但均屬摘要版，電子資料庫更是不足；將積極

向學校與管院爭取經費購置相關領域電子期刊，學校允諾於 95 學年度下

學期購入經濟資料庫 Econlit 及 JSTOR II。  

  3.設備儀器軟體：除已購入印表機、多媒體電腦、筆記型電腦、掃瞄器、液

晶投影機、影印機等外，本系已購入文書軟體 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

並購有統計軟體 GAUSS, EViews, SPSS, Microfit。 

 

2-7.教師教學工作負擔 

本系師資結構自設系至今6年半的時間內，已有相當顯著地結構性變化。然

而，為了配合研究所、大學部及進修部課程的需要，每個老師不是鐘點已滿，就

是超鐘點，教學負擔頗重。同時，為了配合課程轉型，老師授課類別多，更加重

老師備課負擔。 

一、授課時數： 

  本校從技職院校轉型為綜合型大學，93、94、95三個學年度尚維持有二技部

的課程，本系教師每學期平均授課約3到4門，平均授課時數則約9到12小時之

間，每個學期都有4到6位老師超鐘點，教學負擔頗重。(參見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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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教師授課時數狀況 

 93 94 95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滿鐘點教師數 1 1 5 4 4 
超鐘點教師數 6 4 4 6 6 
不足鐘點教師數 1 2 1 1 0 

 

二、授課類別： 

  自 93 學年度起，本系大學部所開設的專業選修課程中已無農業經濟相關課

程，部分專任教師必須轉型開出非原研究領域的課程，教師備課負擔頗重。(請參

考教師學經歷背景資料附件十七及表 2-6) 

 

表 2-6 教師備課科目數 

單位：人 
 93 學年度 94 學年度 95 學年度 

備課科目總數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1 1 0 0 1 1 
2 1 1 2 1 0 
3 2 5 5 7 6 
4 3 0 2 1 3 
5 1 1 0 7 0 

 

2-8.教師專業成長管道及教學獎勵 

  本校為提昇老師的教學能量，訂定有相關教學獎勵辦法。本系則不但辦理教

師專業成長活動，並且另自行訂教學獎勵辦法。 

一、專業成長管道 

  1.教師成長研習營：95 學年度上學期共辦理 4 次，邀請專家學者分享教學研

究的經驗。 

  2 定期的演講：為了讓老師及研究生熟悉各個經濟領域進行中的研究，本系

每星期四邀請各經濟學領域的學者蒞系專題演講。每次專題演講後並進行

Happy Hours，供師生與講座間進行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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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系於 94 學年度下學期舉辦第七屆全國實證經濟研討會，全國實證經濟先

進 70 多人參與，請參考附件十八全國實證經濟研討會資料。 

  4.本系亦向國科會社科中心申請辦理卓越研習營。 

二、教學獎勵： 

  1.學校每年新學年開學，舉辦教與學研討會，邀請教學優良老師分享教學經

驗，並在會中表揚教學優良教師。 

  2.本系為了鼓勵老師用心教學，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教學獎設

置辦法」。辦法中明訂本系專任教師每學年有新台幣三千元整之經費支應

權滿足其教學準備之基本需求。專任教師課程教學評鑑達全校平均值以

上，每課程獎勵新台幣一千元整之經費支應權。(附件四) 

 

2-9 系所學生教學反應機制 

  學生對於老師教學的反應，學校和系所都有配合的機制，使得學生的意見可

以表達，並作為老師教學準備及系所開排課的參考依據。 

一、學校的機制：學校每學期定期舉辦教學評量調查，俾實際瞭解本系學生對於

授課教學品質之評價意見，將教學評量結果提供給各授課教師教學改進之參

考。同時，本系亦採據教學評量結果作為開排課的依據。 

二、系所的機制：系上為了讓老師有具體的教學改進建議，本系訂定有「學生反

應教學意見處理辦法」，以處理學生對於教師教學意見之反應，並提供學生

反應的管道，學生可從系所網站下載教學意見反應表，書面反應教學改進之

處，經導師及系主任協調改善，且最短於 3 天內向學生回覆。(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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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與困難 

一、本系學生在選修課上，有廣度不足的情形。在學校規定的128畢業學分內，

又有院訂必修33學分的規定，使得學生在選修課上的自由度大受限制。 

二、學校地理位置較北部大學差，但因薪資與其他公立學校一致，導致聘任優秀

教師不易。 

三、經濟領域圖書、期刊及電子資料庫仍非常缺乏，致教師教學準備受到限制。 

四、受限於專任教師人數與學術專長，本系專任教師平均每學期需備課約3至5

門，而平均授課時數則約9至12小時之間，又要從事學術研究。教學與研究

的搭配要一起成長是有困難的。 

五、本系專業選修課程的設計予以學程化，並且已經加強各個學程的宣導。但是

部分學生依然隨興選課，不易達到原課程設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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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改善策略 

一、建請學校放寬畢業學分數的統一規定，並請院課程委員會逐步降低院定必修

課程學分數，以提供學生有較多的選課自由度。 

二、建請學校對優秀教師給予薪資或其他禮遇，以提高進入本校服務之意願。 

三、積極向學校與院爭取經費購置經濟相關領域圖書、期刊及電子全文資料庫。 

四、為改善老師教學品質及學術研究，建請學校增加本系教師員額編制以降低授

課時數，另鼓勵教師藉由加強學術研究時數抵減授課時數，來提昇研究的量

與質。 

五、邀請畢業生返系，以過來人的身份與在校生座談，並宣導學程選擇與選課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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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第一節 現況描述與特色 

本系自民國89年8月國立嘉義技術學院與國立嘉義師範學院兩校合併成立國

立嘉義大學，正式更名為應用經濟學系，隸屬於管理學院，現有大學部學生共186

人，研究生6人，大學部已畢業3屆，總畢業學生人數145人，研究所尚未有畢業

生。(參見表3-1) 

 

表 3-1 學生人數 

 92 年 93 年 94 年 95 年 
大一 45 46 45 46 
大二 51 47 46 49 
大三 49 49 47 43 
大四 48 49 49 48 
研究生 - - - 6 
合計 193 191 187 192 

 

以下就學門評鑑各項參考效標逐一說明如后： 

3-1.系所開設專業課程之數量滿足學生學習之需求狀況 

本系規定大學畢業應修滿128學分，畢業授與經濟學學士學位，其中校訂必

修30學分，院訂必修33學分，屬於系專業必修及選修共65學分，其中大學部經濟

學相關專業必修總學分數42學分，系定專業必修包括微積分、個體經濟學、總體

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另外，大學部同學在校選課能夠配

合其未來生涯發展，自93學年度起將大學部專業選修課程予以學程化。大學部專

業選修課程區分成3個領域，分別為：經濟分析領域、應用產業管理領域、以及

應用財務金融領域。本系大學部學生必須自這3個領域中選出兩個做為主修領

域，每一主修領域至少須修畢12學分。至於第二外國語言的訓練，本系維持每學

期均外聘教師，分別開設初級日語、中級日語、高級日語及商用日語等課程，共

計1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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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本系學生對本系所開設之必修與選修課程能否有效達成學習目標的滿

意度，我們的問卷調查結果如表3-2，3-3所示。由表3-2，3-3可以知道本系學生對

本系所開設之必修課程能否有效達成學習目標是滿意與非常滿意達到65%，而對

本系所開設之選修滿意與非常滿意則只有五成。 

 
表 3-2 本系必修課目滿足學生學習目標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大一 0 
(0%) 

1 
(2.2%) 

15 
(32.6%) 

25 
(54.3%) 

5 
(10.9%) 

46 
(100%) 

大二 1 
(2.1%) 

3 
(6.4%) 

12 
(25.5%) 

24 
(51.1%) 

7 
(14.9%) 

47 
(100%) 

大三 1 
(2.3%) 

1 
(2.3%) 

17 
(39.5%) 

19 
(44.2%) 

5 
(11.6%) 

43 
(100%) 

大四 1 
(2.2%) 

0 
(0%) 

13 
(28.9%) 

27 
(60%) 

4 
(8.9%) 

45 
(100%) 

碩一 0 
(0%) 

0 
(0%) 

1 
(16.7%) 

5 
(83.3) 

0 
(0%) 

6 
(100%) 

小計 3 
(1.6%) 

5 
(2.7%) 

58 
(31%) 

100 
(53.5%) 

21 
(11.2%) 

187 
(100%) 

 
表 3-3 本系的選修課目滿足學生的學習目標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大一 0 
(0%) 

4 
(8.7%) 

22 
(47.8%) 

18 
(39.1%) 

2 
(4.3%) 

46 
(100%) 

大二 2 
(4.3%) 

5 
(10.6%) 

17 
(36.2%) 

20 
(42.6%) 

3 
(6.4%) 

47 
(100%) 

大三 1 
(2.3%) 

4 
(9.3%) 

16 
(37.2%) 

20 
(46.5%) 

2 
(4.7%) 

43 
(100%) 

大四 0 
(0%) 

3 
(6.7%) 

18 
(40%) 

20 
(44.4%) 

4 
(8.9%) 

45 
(100%) 

碩一 0 
(0%) 

0 
(0%) 

2 
(33%) 

4 
(66.7%) 

0 
(0%) 

6 
(100%) 

小計 3 
(1.6%) 

16 
(8.6%) 

75 
(40.1%) 

82 
(43.9%) 

11 
(6%) 

187 
(100%) 

 

3-2.系所教師運用多元教學、要求學習作業與進行學習評量之情形 

由於本系大部分的課程內容需要較多的數學推導與圖形分析，本系大部分課

程均以的板書搭配講授進行。教師在上課時使用電腦輔助多媒體教學的情形，與

管理學院其他各系比較，並不普遍。本系學生對於課程進行中使用電腦輔助多媒

體，並無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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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本系教師仍嘗試以其他的教學方式進行課程教學，例如：小組討

論、上機、軟體操作與實作等。教師在修課期間會要求學生繳交作業數次，以作

為平時成績之參考。大部分課程均有期中考、期末考及平時小考，部分專業必修

科目甚至有2次至3次期中考。授課教師對於學生作業及學習評量之要求均會於授

課大綱明訂。 

針對本系學生對教師是否有效運用多元教學、要求學習作業與進行學習評量

的滿意度，本系的問卷調查結果如表3-4、3-5、3-6、3-7、3-8所示。由表3-4、3-5、

3-6、3-7、3-8，可以知道本系學生對本系運用多元化的教學方式的滿意度大約有

六成，教學時提供學習作業輔助學生學習的滿意度大約接近八成，教學時提供學

習評量之滿意度大約亦接近八成。 

 
表 3-4 本系老師運用多元化的教學方式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大一 0 
(0%) 

2 
(4.3%) 

17 
(37%) 

21 
(45.7%) 

6 
(13%) 

46 
(100%) 

大二 0 
(0%) 

0 
(0%) 

18 
(38.3%) 

27 
(57.4%) 

2 
(4.3%) 

47 
(100%) 

大三 1 
(2.3%) 

2 
(4.7%) 

17 
(39.5%) 

21 
(48.8%) 

2 
(4.7%) 

43 
(100%) 

大四 0 
(0%) 

0 
(0%) 

17 
(37.8%) 

23 
(51.1%) 

5 
(11.1%) 

45 
(100%) 

碩一 0 
(0%) 

0 
(0%) 

3 
(50%) 

3 
(50%) 

0 
(0%) 

6 
(100%) 

小計 1 
(0.5%) 

4 
(2.1%) 

72 
(38.5%) 

95 
(50.8%) 

15 
(8%) 

187 
(100%) 

 

表 3-5 本系老師教學時提供學習作業輔助學生學習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大一 0 
(0%) 

0 
(0%) 

7 
(15.2%) 

26 
(56.5%) 

13 
(28.3%) 

46 
(100%) 

大二 1 
(2.1%) 

2 
(4.3%) 

11 
(23.4%) 

30 
(63.8%) 

3 
(6.4%) 

47 
(100%) 

大三 0 
(0%) 

1 
(2.3%) 

8 
(18.6%) 

27 
(62.80%) 

7 
(16.3%) 

43 
(100%) 

大四 0 
(0%) 

1 
(3%) 

10 
(22.2%) 

31 
(68.9%) 

4 
(8.9%) 

45 
(100%) 

碩一 0 
(0%) 

0 
(0%) 

0 
(0%) 

5 
(83.3%) 

1 
(16.7%) 

6 
(100%) 

小計 1 
(0.5%) 

3 
(1.6%) 

36 
(19.3%) 

119 
(63.6%) 

28 
(15%) 

18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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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本系老師教學時提供平時小考來評量學生成績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大一 0 
(0%) 

1 
(2.2%) 

10 
(21.7%) 

24 
(52.2%) 

11 
(23.9%) 

46 
(100%) 

大二 0 
(0%) 0(0%) 6 

(12.8%) 
33 

(70.2%) 
8 

(17%) 
47 

(100%) 

大三 0 
(0%) 

1 
(2.4%) 

15 
(35.7%) 

21 
(50%) 

5 
(11.9%) 

42 
(100%) 

大四 0 
(0%) 

0 
(0%) 

14 
(31.1%) 

27( 
60%) 

4 
(8.9%) 

45 
(100%) 

碩一 0 
(0%) 

0 
(0%) 

2 
(33.3%) 

3 
(50%) 

1 
(16.7%) 

6 
(100%) 

小計 0 
(0%) 

2 
(1.1%) 

47 
(25.3%) 

108 
(58.1%) 

29 
(15.6%) 

186 
(100%) 

 

表 3-7 本系老師教學時提供考試(期中考或期末考)來評量學生成績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大一 0 
(0%) 

1 
(2.2%) 

8 
(17.4%) 

26 
(56.5%) 

11 
(23.9%) 

46 
(100%) 

大二 1 
(2.2%) 

0 
(0%) 

2 
(4.3%) 

26 
(56.5%) 

17 
(37%) 

46 
(100%) 

大三 1 
(2.3%) 

0 
(0%) 

4 
(9.3%) 

28 
(65.1%) 

10 
(23.3%) 

43 
(100%) 

大四 0 
(0%) 

0 
(0%) 

5 
(11.1%) 

25 
(55.6%) 

15 
(33.3%) 

45 
(100%) 

碩一 0 
(0%) 

0 
(0%) 

0 
(0%) 

4 
(66.7%) 

2 
(33.3%) 

6 
(100%) 

小計 2 
(1.1%) 

1 
(0.5%) 

19 
(10.2%) 

109 
(58.6%) 

55 
(29.6%) 

186 
(100%) 

 

表 3-8 整體而言，學生覺得本系老師能夠有效評量學生成績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大一 0 
(0%) 

1 
(2.2%) 

16 
(34.8%) 

25 
(54.3%) 

4 
(8.7%) 

46 
(100%) 

大二 0 
(0%) 

1 
(2.1%) 

7 
(14.9%) 

36 
(76.6%) 

3 
(6.4%) 

47 
(100%) 

大三 0 
(0%) 

1 
(2.3%) 

10 
(23.3%) 

25 
(58.1%) 

7 
(16.3%) 

43 
(100%) 

大四 0 
(0%) 

0 
(%) 

8 
(17.8%) 

33 
(73.3%) 

4 
(8.9%) 

45 
(100%) 

碩一 0 
(0%) 

0 
(0%) 

0 
(0%) 

5 
(83.3%) 

1 
(16.7%) 

6 
(100%) 

小計 0 
(0%) 

3 
(1.6%) 

41 
(21.9%) 

124 
(66.3%) 

19 
(10.2%) 

18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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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系所圖書儀器、資訊科技、或專科教室設備，數量與品質符合學生學習之需

求與設備維護與管理情形 

一、教學空間：本系獲分配有大學部教室4間，研究生教室2間、研究生研究室2

間，實驗室1間。另本系亦可使用管理學院電腦教室、國際會議廳及階梯教

室。 

本系大學部學生每班配置專用教室乙間，共計4間。教室內配有冷氣、液

晶投影機及投影螢幕設備，上課前學生可依課程需求至系辦公室借用筆記型

電腦、無線麥克風等教學輔助設備進行課程。 

95學年度本系新設研究所，招收新生一班，使用研究生教室1間、研究生

研究室1間。研究生研究室提供研究生每人1張書桌、1張椅子及1台桌上型電

腦。現有剩餘研究生教室1間，研究生研究室1間，目前提供大學部四年級學

生準備升學與就業之用。 

本系運用管理學院分配之實驗室空間，設置「應用經濟診所」，由老師負

責指導。「應用經濟診所」內配置有兩台電腦，並安排研究生輪流於應用經濟

診所駐診，幫助大學部同學解決各專業必修課程學習上的問題。 

有關本系學生上機實作之課程，則借用管理學院的電腦專用教室進行。

目前電腦專用教室之統計學與計量經濟學軟體仍有待充實，已積極爭取經費

購置。 

二、圖書、儀器與電子資料庫：本系購置有圖書、教學研究相關軟體及教學設備

提供教師作為教學準備與學術研究之用。本系大學部各班專用教室中已配置

有冷氣、液晶投影機及投影螢幕設備。各班於課前另可依課程需求至系辦公

室借用筆記型電腦、無線麥克風等教學設備，或使用影印機與掃描器準備課

程所需資料。 

    管理學院成立之初，圖書購置經費全由院掌控；近兩年，該項經費始依

計算公式明確分配到各系所。至於資料庫購置經費上，由於所需經費龐大，

非單一系所所能負擔，只得仰賴爭取學校圖書館經費或校長統籌分配款。至

今，本系透過圖書館已購入經濟學相關中外文專業書籍一萬三千餘冊(附表

1)，專業期刊及資料庫則甚少。經過多年爭取，本校圖書館已同意於95學年

度下學期購入Econlit及JSTOR Arts and Science II資料庫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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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部分，本系已購得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GAUSS、EViews、

與Mathematica。唯購得的授權套數仍不足教學所需。管理學院則支援提供有

SPSS及Microfit。 

整體而言，本系的空間與硬體設備基本上是能符合教師教學與同學學習

的需求，本系亦已充分使用現有獲配置的資源與設備。至於圖書、資料庫與

軟體部分則仍顯不足。但由於圖書、資料庫與軟體購置所需經費龐大，非本

系所能承擔，本系每年都積極爭取。目前，本系的需求仍無法獲得滿足，確

實是本系目前極待改善的部分。 

 

3-4.系所提供教學等相關支援服務之專門人力狀況 

本系系辦公室現有全職行政人員兩名，目前為黃瑞珠小姐與史雅芳小姐。兩

人負責管理所有的系有空間、教學器材與設備，以及提供老師及同學之行政支援

與服務。另，本系並指派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擔任核心專業必修課程的教學助教。

96學年度，本系將增加10名研究生，我們亦將安排支援大學部教學相關活動。 

 

3-5.系所提供學生學習輔導、生活輔導和生涯輔導等措施及執行成效 

一、學習輔導 

  (一)課輔時間：本系專任教師每週必須提供4小時的課輔時間，在課程開始的

第一週宣布。每位老師的課表及課輔時間均張貼於研究室前，並公告於

本系網頁。 

  (二)新生暑期輔導：為使新生充分應用錄取後至開學前的時間，本系列出30

本經濟、人文領域之書單供學生選擇部分閱讀，撰寫心得報告，並給予

獎勵(如附表3)。 

  (三)期中考成績寄回家：本系非常重視學生的學習情況，並希望與家長保持

良好的互動，共同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94學年度起，本系即將專業必

修課程的期中考成績寄給家長，獲得本系學生家長的良好反映。 

  (四)應用經濟診所：本系為提升大學部經濟相關課程教學品質，特別成立「應

用經濟診所」(設置要點如附件十九)。運用研究生之課餘時間，安排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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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時段在診所內(如表3-9)協助輔導大學部學生課業上的問題。希望因為

大學部學生與研究生的年齡落差較小，透過課外自發性的討論，提昇大

學部學生的學習成果。 

 

表 3-9 應用經濟診所看診項目表 

星期 主治大夫 

星期一 
科別 個經 微積分 計量 
姓名 周柏均 王韻婷 鍾坤霖 

星期二 
科別 統計 個經 經原 
姓名 汪傳貴 周柏均 高誼婷 

星期三 
科別 總經 微積分 經原 
姓名 呂明珊 王韻婷 高誼婷 

星期四 
科別 統計 計量 總經 
姓名 汪傳貴 鍾坤霖 呂明珊 

※看診時間為週一至週四中午 12： 00~14： 30。  

 

二、生活輔導 

  (一)導師制：本系實施導師制，每一年級均有1位導師負責，除非遇有特殊狀

況，每位導師均由一年級新生帶至畢業。歷年導師名單如附表2所示。

值得一提的是本系李佳珍老師榮獲本校94年度優良導師，足見本系對導

師制之重視與實施成效。 

  (二)學長制：為協助新生儘早適應大學之課業與生活，除參加學校的新生訓

練外，並採「學長制」，鼓勵學長姐帶領學弟妹學習及共同成長。 

  (三)家長日：本系已在去年率全校風氣之先分別於95年3月25日與95年9月17

日舉辦過家長日及新生家長日。分別有本系學生家長30多人參加。新生

家長日可以使家長可以知道同學在校的生活環境與學習狀況，並建立與

老師及系上溝通的管道，本系學生家長的反應非常良好，也獲得校長函

勉(詳附件二十)。校長亦於行政會議中指示全校各系96學年度起舉辦新

生家長日。 

  (四)週會專題演講：本系利用週會時間邀請國內知名學者專家蒞系專題演

講。95學年度上學期有5場(參見表3-10)。 

 

 33 



 

表 3-10 週會專題演講內容 

日期 主講人 職稱 講題 
2006.09.27 呂宗昕 台灣大學化工系教授 時間管理高手 
2006.10.04 朱學恆 奇幻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長 未來的競爭力 

2006.10.18 陳智明 富邦金控 挑戰職場--金融服務產業產業前

景與職涯發展 

2006.10.25 劉允正 凱薩墾丁 挑戰職場--觀光休閒產業產業前

景與職涯發展 
2006.11.15 曾陽晴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更美麗的愛情 

 

三、生涯輔導 

  (一)升學輔導與就業輔導：針對大四應屆畢業生，本系安排有升學輔導老師

(95學年度為余士迪老師、林幸君老師、林億明老師、楊琇玲老師)提供

學生各項升學諮商及協助考試準備工作，就業輔導老師(95學年度為陳麗

花老師、李佳珍老師)提供學生各項就業諮商及協助相關準備工作。針對

研究所研究生，本系安排有導師乙名輔導其課業及生活(95學年度為林億

明老師)。本系亦於網頁中提供升學與就業相關網站連結。 

  (二)應用經濟診所：「應用經濟診所」同時提供學生就業及語言學習相關資

料，例如：金融相關專業證照考試準備用書，研究所準備用書，空中英

語教室、彭蒙蕙英語等語言學習用書，商業週刊、今週刊、Economist

等商業雜誌。 

  (三)畢業系友經驗分享：本系每年邀請畢業系友回來對系上學弟妹作心得分

享與經驗傳承。此一系列演講可分為研究所考試，職場工作與公職人員

考試等三部分，學長姐的心得與經驗比較容易引起在校同學的興趣，討

論與共鳴，成效良好。 

  (四)挑戰職場系列演講：本系爭取行政院青輔會提供的挑戰職場系列演講經

費補助。95學年度上學期有富邦金控陳智明先生演講「金融服務產業產

業前景與職涯發展」與墾丁凱薩飯店的劉允正先生演講「觀光休閒產業

產業前景與職涯發展」。未來，本系亦將積極爭取行政院青輔會經費補

助。 

  (五)證照考試：為不準備升學(考研究所)的同學畢業後就業預作準備，本系鼓

勵同學在學期間，利用課餘時間考取各種(金融)證照，也於「應用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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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中提供金融相關專業證照考試準備用書。目前在學同學，以大四同

學為主，已有22人考取43張證照，詳見表3-11。 

 

表 3-11 現有學生取得證照清單 

學生姓名 證照名稱 學生姓名 證照名稱 

林鶴軒 
期貨商業務員 

郭玉欣 
信託業務員 

證券商業務員 證券商業務員 
日本與能力試驗四級 

王韻婷 

信託業務員 

張心梅 

證券商業務員 銀行內控人員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 理財規劃人員 
信託業務人員 金融市場與道德 
投信投顧業務人員 人身壽險 

吳佩貞 證券商業務員 
陳芑錠 

銀行內控人員 

楊佳茹 
證券商業務員 人身壽險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 王薇婷 信託業務員 
會計丙級 

高秀怡 
銀行內控人員 

王昭瑩 信託業務員 會計丙級 

凌昀瑄 
證券商業務員 林信怡 信託業務員 
信託業務人員 池佳玲 銀行內控人員 

李淑媛 信託業務人員 
柳慧君 

證券商業務員 

黃靜如 
證券商業務員 金融市場與道德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 薛國洲 信託業務員 
信託業務員 

張玲瑜 
會計丙級 

詹莞香 信託業務員 證券商業務員 

林依蓉 
信託業務員 期貨商業務員 
日文檢定三級 游婉婷 信託業務員 

謝雅婷 會計丙級   

 

針對本系學生對本系所提供學生學習輔導、生活輔導和生涯輔導等措施及執

行成效的滿意度，本系問卷調查的結果如表3-12-1、3-12-2、3-13-1、3-13-2、3-14-1、

3-14-2所示。由問卷調查結果可以知道本系學生對本系老師關心學生的學習狀況

滿意度較有八成左右；本系老師關心學生的生活狀況滿意度較有六成左右；本系

老師關心學生的生涯規劃滿意度亦有六、七成左右；另一方面，也可以發現大四

同學對本系所給予的各項輔導措施的滿意度較其他各年級來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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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1 本系老師關心學生的學習狀況統計表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大一 0 
(0%) 

1 
(2.2%) 

12 
(26.1%) 

23 
(50%) 

10 
(21.7%) 

46 
(100%) 

大二 0 
(0%) 

0 
(0%) 

7 
(14.9%) 

26 
(55.3%) 

14 
(29.8%) 

47 
(100%) 

大三 0 
(0%) 

1 
(2.3%) 

11 
(25.6%) 

21 
(48.8%) 

10 
(23.3%) 

43 
(100%) 

大四 0 
(0%) 

1 
(2.2%) 

6 
(13.3%) 

19 
(42.2%) 

19 
(42.2%) 

45 
(100%) 

碩一 0 
(0%) 

0 
(0%) 

0 
(0%) 

1 
(16.7%) 

5 
(83.3%) 

6 
(100%) 

小計 0 
(0%) 

3 
(1.6%) 

36 
(19.3%) 

90 
(48.1%) 

58 
(31.0%) 

187 
(100%) 

 

表 3-12-2 本系老師提供課輔時間輔助學生學習統計表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大一 1 
(2.2%) 

2 
(4.3%) 

13 
(28.3%) 

22 
(47.8%) 

8 
(17.4%) 

46 
(100%) 

大二 0 
(0%) 

3 
(6.4%) 

4 
(8.5%) 

29 
(61.7%) 

11 
(23.4%) 

47 
(100%) 

大三 0 
(0%) 

1 
(2.3%) 

9 
(20.9%) 

23 
(53.5%) 

10 
(23.3%) 

43 
(100%) 

大四 0 
(0%) 

1 
(2.2%) 

4 
(8.9%) 

23 
(51.1%) 

17 
(37.8%) 

45 
(100%) 

碩一 0 
(0%) 

0 
(0%) 

0 
(0%) 

2 
(33.3%) 

4 
(66.7%) 

6 
(100%) 

小計 1 
(0.5%) 

7 
(3.7%) 

30 
(16%) 

99 
(52.9%) 

50 
(26.7%) 

187 
(100%) 

 

表 3-13-1 本系老師關心學生的生活狀況統計表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大一 0 
(0%) 

1 
(2.2%) 

25 
(54.3%) 

17 
(37%) 

3 
(6.5%) 

46 
(100%) 

大二 0 
(0%) 

1 
(2.2%) 

18 
(39.1%) 

23 
(50%) 

4 
(8.7%) 

47 
(100%) 

大三 0 
(0%) 

2 
(4.7%) 

18 
(41.9%) 

18 
(41.9%) 

5 
(11.6%) 

43 
(100%) 

大四 0 
(0%) 

2 
(4.4%) 

10 
(22.2%) 

19 
(42.2%) 

14 
(31.1%) 

45 
(100%) 

碩一 0 
(0%) 

0 
(0%) 

0 
(0%) 

1 
(16.7%) 

5 
(83.3%) 

6 
(100%) 

小計 0 
(0%) 

6 
(3.2%) 

71 
(38.2%) 

78 
(41.9%) 

31 
(16.7%) 

18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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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2 本系老師嘗試幫助解決學生的生活困境統計表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大一 0 
(0%) 

3 
(6.5%) 

23 
(50%) 

18 
(39.1%) 

2 
(4.3%) 

46 
(100%) 

大二 0 
(0%) 

3 
(6.4%) 

22 
(46.8%) 

20 
(42.6%) 

2 
(4.3%) 

47 
(100%) 

大三 1 
(2.3%) 

1 
(2.3%) 

22 
(51.2%) 

17 
(39.5%) 

2 
(4.7%) 

43 
(100%) 

大四 0 
(0%) 

0 
(0%) 

13 
(28.9%) 

24 
(53.3%) 

8 
(17.8%) 

45 
(100%) 

碩一 0 
(0%) 

0 
(0%) 

0 
(0%) 

3 
(50%) 

3 
(50%) 

6 
(100%) 

小計 1 
(0.5%) 

7 
(3.7%) 

80 
(42.8%) 

82 
(43.9%) 

17 
(9.1%) 

187 
(100%) 

 

表 3-14-1 本系老師關心學生的生涯規劃統計表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大一 0 
(0%) 

2 
(4.3%) 

24 
(52.2%) 

16 
(34.8%) 

4 
(8.7%) 

46 
(100%) 

大二 1 
(2.2%) 

1 
(2.2%) 

19 
(41.3%) 

21 
(45.7%) 

4 
(8.7%) 

46 
(100%) 

大三 0 
(0%) 

1 
(2.3%) 

14 
(32.6%) 

21 
(48.8%) 

7 
(16.3%) 

43 
(100%) 

大四 0 
(0%) 

1 
(2.2%) 

14 
(31.1%) 

19 
(42.2%) 

11 
(24.4%) 

45 
(100%) 

碩一 0 
(0%) 

0 
(0%) 

0 
(0%) 

3 
(50%) 

3 
(50%) 

6 
(100%) 

小計 1 
(0.5%) 

5 
(2.7%) 

71 
(38.2%) 

80 
(43%) 

29 
(15.6%) 

186 
(100%) 

 

表 3-14-2 本系老師嘗試提供學生生涯規劃的方向統計表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大一 0 
(0%) 

2 
(4.3%) 

20 
(43.5%) 

19 
(41.3%) 

5 
(10.9%) 

46 
(100%) 

大二 0 
(0%) 

2 
(4.3%) 

14 
(29.8%) 

26 
(55.3%) 

5 
(10.6%) 

47 
(100%) 

大三 0 
(0%) 

1 
(2.3%) 

14 
(32.6%) 

21 
(48.8%) 

7 
(16.3%) 

43 
(100%) 

大四 0 
(0%) 

0 
(0%) 

12 
(26.7%) 

23 
(51.1%) 

10 
(22.2%) 

45 
(100%) 

碩一 0 
(0%) 

0 
(0%) 

0 
(0%) 

3 
(50%) 

3 
(50%) 

6 
(100%) 

小計 0 
(0%) 

5 
(2.7%) 

60 
(32.1%) 

92 
(49.2%) 

30 
(16%) 

18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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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系所學生校內獲得獎助學金、工讀等情形 

本校除提供清寒獎助學金、急難救助金、工讀金、減免學雜費等之外，校外

亦有上百項的獎助學金可以申請。為鼓勵學生申請各式獎助學金，本系在本系網

頁上，主動提供相關訊息給系內所有同學。以下就獎助學金、工讀分別說明如下： 

一、獎助學金：學校提供本系研究生每月新台幣3,500元的獎助學金。大學部獎學

金方面，每班學期成績前3名可獲得本校書卷獎獎學金新台幣1,000至3,000

元。 

本系為提升大學部學生勤學風氣設立「勤學獎」。大學部一、二、三、

四年級學生前一學期修習本系必修科目均及格且必修科目平均成績名列全

班前十名者，每名發給獎狀乙紙及新台幣玖佰元整。另外為提升大學部學生

高尚的道德情操，積極奉獻、熱心服務人群之風氣，亦設置「敦品獎」。由

大學部各班及系學會於每學期第16週提名候選人2人，檢具相關服務奉獻具

體事證，經主任導師、大學部各班導師、系學會指導老師共同審定後，每名

發給獎狀乙紙及新台幣玖佰元整。其設置要點，如附件九、十。其他獲獎情

形如下表3-14。 

二、工讀：本系研究生除了每月新台幣3,500元的獎助學金之外，亦在系上「應用

經濟診所」輪值協助輔導大學部學生課業上的問題，每月另獲得本系提供之

新台幣1,500元的工讀金。本系因不定期之系務需要提供大學部學生在校工讀

機會。近三年本系提供的工讀時數與金額有：93學年度有208.5小時，工讀金

總計16,680元；94學年度有1,089小時，工讀金總計87,120元；95學年度第1

學期已達1,099小時，工讀金總計87,920元。 

此外，本系林啟淵老師、余士迪老師、林幸君老師、林億明老師亦有研

究計劃提供同學在校工讀的機會。 

三、減免學雜費：本校亦提供中低收入、原住民及身心障礙子女學雜費減免優惠。

本系同學符合並獲得此項補助93學年度有20人次，94學年度有20人次，95學

年度(上學期)有18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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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 本系學生獲得獎助學金人數統計表 

單位：元 
學年度 姓名 獎學金名稱 金額 

93 

詹莞香 清寒學生獎學金 10,000 
柳郁清 清寒學生獎學金 10,000 
張心梅 清寒學生獎學金 9,000 
羅郁文 清寒學生獎學金 9,000 

94 

張心梅 
學產基金獎助學金 10,000 
台南市政府獎學金 4,000 
宗倬章先生獎學金 50,000 

詹莞香 清寒學生獎學金 8,500 
蔡慧珊 清寒學生獎學金 8,500 
巫育儒 清寒學生獎學金 9,000 
李佳容 清寒學生獎學金 9,000 

95 

王韶瑩 清寒學生獎學金 9,000 
詹莞香 清寒學生獎學金 9,000 
黃靜如 清寒學生獎學金 9,000 
林鈺貞 清寒學生助學金（每月） 4,000 

 

3-7.系所提供國際學生進修管道並給予輔導狀況 

本系自民國89年8月正式成立至今才6年半歷史，課程、師資與制度均尚待充

實與調整，冒然引進國際學生進修，時機恐未適當。因此，本系目前並未提供國

際學生進修管道。未來本系部分課程將逐步採全英語授課，將可提供在校國際學

生選課。 

 

3-8.系所鼓勵學生參與國際學習活動狀況 

為鼓勵學生參與國際學習活動，本系主動提供全體同學相關訊息給系內所有

學生，例如：本系網站上提供各項留學考試資訊與網站相關連結，本校與外國締

盟學校交換學生進修機會。本系教師亦會於課程進行中或課輔時間主動提供訊息

鼓勵同學出國進修。惟本系學生受限於語言能力與財力，出國進修的人數並不

多，出國進修的風氣尚待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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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系所學生通過外語檢定測驗之情形 

本系在校學生通過外語檢定測驗總計45人次，其中通過參加全民英檢初級者

計有大學部一年級林鈺貞等8人，二年級吳海盈等4人，三年級林信怡等3人。中

級檢定計有大學部一年級之林容宇等8人、二年級翁莉屏等10人，三年級王薇婷

等5人，四年級李婉妘等4人。參加TOEIC檢定之同學有四年級李婉妘，參加TOEFL

考試之同學有四年級陳彥任。本系對大一到大四學生通過外語檢定人數統計表如

表3-16。 

 

表 3-16 本系學生通過外語檢定人數統計表 

班級 姓名 檢定考試名稱 檢定結果 

大一 

林鈺貞 全民英檢初級 通過 
林容宇 全民英檢中級 通過 
王柔云 全民英檢中級 通過 
吳美儒 全民英檢中級 通過 
鄭如珊 全民英檢中級 通過 
盧臣瑜 全民英檢初級 通過 
李晨渝 全民英檢初級 通過 
郭怡君 全民英檢初級 通過 
徐榮宏 全民英檢中級 通過 
張巧如 全民英檢初級 通過 
李佩瑤 全民英檢中級 通過 
李宜倩 全民英檢中級 通過 
李佩儀 全民英檢初級 通過 
朱政澔 全民英檢初級 通過 
呂佳玟 全民英檢中級 通過 
林佳欣 全民英檢初級 通過 

大二 

吳海盈 全民英檢初級 通過 
余婉綺 全民英檢初級 通過 
廖映庭 全民英檢中級 初試通過 
林家安 全民英檢中級 初試通過 
王思婷 全民英檢中級 初試通過 
黃雅岑 全民英檢中級 通過 
林誼諠 全民英檢中級 通過 
劉怡貝 全民英檢中級 初試通過 
廖子茵 全民英檢中級 初試通過 
郭家呈 全民英檢初級 通過 
徐薏芳 全民英檢中級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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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 本系學生通過外語檢定人數統計表(續一) 

班級 姓名 檢定考試名稱 檢定結果 

大二 

林恬安 全民英檢初級 通過 
陳妍潔 全民英檢中級 通過 
黃政維 全民英檢中級 初試通過 
翁莉屏 全民英檢中級 通過 

大三 

陳芑錠 全民英檢中級 通過 
王薇婷 全民英檢中級 通過 
林信怡 全民英檢初級 通過 
高秀怡 全民英檢中級 通過 
周立中 全民英檢初級 通過 
王聖文 全民英檢初級 通過 
郭信男 全民英檢中級 通過 
林岑璠 全民英檢中級 通過 

大四 

陳彥任 TOELF-ibt 81 
黃照穎 全民英檢中級 通過 
凌昀暄 全民英檢中級 通過 

李婉妘 
全民英檢中高級 通過 
TOEIC 830 分 

 

3-10.系所學生參與校內外及國際競賽之成績表現情形 

本系為鼓勵學生在課餘時間多加充實自我與積極參加校內外的活動與競

賽，在經費許可範圍內盡量給予學生補助。在過去的2年內學生的表現都相當的

不凡，其特殊表現匯總如表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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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7 學生特殊表現 

93 學年度 94 學年度 95 學年度 
嘉大壘盟總冠軍 嘉大籃盟總亞軍 系際盃慢速壘球賽－亞軍 
全校合唱比賽亞軍 校運會女子 10 人 11 腳冠軍 校運會男子 400 公尺接力亞軍 
校運會男子 400 公尺接力亞軍 校運會男子 5000 公尺第 4 名 校運會男子 1600 公尺第 3 名 
新生盃籃球賽冠軍 校運會男子跳遠季軍—何信宗 新生盃籃球賽冠軍 
中經盃壘球冠軍 系際杯慢速壘球亞軍 中經盃壘球冠軍 
中經盃羽球亞軍 南管杯壘球冠軍 舉辦中經盃 
李婉妘校內英文考試全校最高 中經盃桌球冠軍  

 
94 學年度校內大二英文能力

檢定全院第一名：楊仲捷  

 陳昭穎當選畢聯會會長  

 
學生住宿服務暨輔導委員會委

員—顏旭志  

 校務會議代表—張有群  
 膳食委員會委員—張有群  

 

3-11.研究生、專題生與論文指導教授互動情形 

本系研究所於95學年度首度招生，研究生目前尚未確認指導教授。 

 

3-12.系所輔導學生會運作，並建立學生意見反應與回饋之機制 

本系學生設置系學生會(學生會宗旨與組織章程如附件二十一、二十二)，會

長由本系同學普選產生，學生活動由系學生會主導(學生會幹部及歷年活動如附表

3-4，3-5)，本系指派一名老師從旁給予協助與指導，現由謝志忠老師負責。系學

生會舉辦、參與各式校內，校外活動，校內活動，例如參加新生杯、系際杯、迎

新、送舊、舉辦演講、電影欣賞、烤肉、吃火鍋及其他活動。校外活動，例如：

參加大經杯、中經杯、南管杯，本年度並接辦中經杯。除此之外，本系亦給予系

學生會活動經費上的補助，93學年度給予活動經費上的補助有75,869元；94學年

度有22,618元；95學年度有19,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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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與困難 

一、本系大學部每屆招收新生50人，大學部同學合計不到200人；研究所每屆招

收新生10人，研究所同學合計20人。受限於本系教師員額與最低開課人數的

限制，且大學部學生有集中選課的情形，因此在學生學習選修課方面較無法

滿足學生之需求。 

二、本校因地理位置隸屬中南部的關係，因此在邀請北部專家學者至本系演講

時，常因為時間的無法配合遭遇困難。同樣的，在本系若有需要聘任兼任老

師至本系兼課，亦常遭遇困難。 

三、圖書、軟體、與電子資料庫在滿足教學與同學學習的需求上，尚有不足。 

四、由於本系教師員額與經費預算的不足，無法提供國際學生進修管道，也無法

提供本系學生參與國際活動足夠的資源。因此，本系學生參與國際學生活動

的機會相對較小；另外，本系學生的英文能力也嫌不足。 

五、本校共分為四個不同的校區且分散在嘉義縣市，造成學生修課，學習與參加

全校性或其他校區之學生活動有相當程度的不便，因此降低同學參與活動的

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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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改善策略 

一、由於本系教師員額的不足，僅獲教師員額12名，現有10名專任教師，無法滿

足學生對於選修課程之需求。因此本系將新聘專任教師，並爭取更多教師員

額；另透過修課輔導以消除學生集中修課的情形。 

二、本系計劃未來成立學生事務委員會，統籌管理所有有關學生學習活動與學生

事務。 

三、鼓勵同學參加英文檢定考試活動，並請系上教師配合使用英文教科書及使用

全英文出題，期許學生的英文能力增進。 

四、建請學校增加學生出國研習之補助，以鼓勵同學積極參與國際學習活動。 

五、敦請學校激勵教師增加開設同步視訊教學課程並提高校區間校車往返的密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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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與專業表現 

本系專任教師在系所轉型階段，仍積極進行學術研究，也先後接受若干政府

單位委託計劃，並參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因此，本系教師學術研究著作發表成

果具有潛力，並且不斷提升中。 

第一節 現況描述 

本系專任教師近年研究數量逐年增加，惟研究品質表現仍有待加強。另外也

先後接受國科會、農委會、勞委會、經建會等單位委託計劃，惟若以本系平均每

位專任教師獲研究計畫補助之件數，仍有待加強。 

4-1.教師研究與專業表現成果之數量與品質 

一、3年內獲得國內外學術研究著作發表成果 

民國93至95年本系有8至10位專任教師，研究數量逐年增加，惟研究品質表

現仍有待加強。93至95年共計在期刊上發表23篇學術論文，其中刊登於SSCI或SCI

者有7篇，刊登於EconLit者有2篇，刊登於TSSCI者有10篇，刊登於其他期刊有4

篇；會議論文計26篇；專書或技術報告計13本，詳細資料如表4-1及附件二十三。

其中94年及95年發表之期刊論文及研討會論文篇數增加顯著，顯示本系教師學術

研究著作發表成果具有潛力，並且不斷提升中。 

 

表 4-1 教師學術研究著作發表表現之成果 

                         單位：篇、本 
 93 年 94 年 95 年 合計 

期刊論文 6 10 7 23 
  SSCI,SCI 1 5 1 7 
  EconLit 1 0 1 2 
  TSSCI 4 2 4 10 
  其他期刊論文 0 3 1 4 
研討會論文 8 7 11 26 
技術報告及其他論文 4 4 5 13 
註： 94 學年度黃柏農教授借調至本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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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獎勵研究之措施 

為提升本校教師之學術研究風氣，本校訂定有「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研究成果

獎勵辦法」(附件二十四)、「國立嘉義大學傑出研究教師獎勵辦法」(附件二十五)

等相關鼓勵措施，管理學院另訂「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學術研究獎勵辦法」(附

件二十六)。本系則訂有「國立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研究成果獎設置辦法」(附

件六)鼓勵本系教師積極投入學術研究。 

95年本系申請「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學術研究獎勵辦法」1件，金額為新

台幣30,000元；申請「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1件，金額為新台幣

8,000元；總計2件，金額合計為新台幣38,000元。 

 

4-2.教師申請和獲得研究計畫獎(補)助情形、教師參與整合性計畫之成果及系所

產、官、學、研合作之成效 

本系教師於92至95學年度接受校外國科會、農委會、勞委會、財政部、經建

會委託計劃共有13件，金額總計965萬元。本校另訂定有「國立嘉義大學學術專

題研究計畫補助辦法」(附件二十七)補助校內教師進行學術研究。本系教師申請

校內補助研究計畫共有1件，金額共計10萬元。若以本系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研

究計畫補助之件數，相較於其他國立大學相關科系而言，仍有待加強，詳細資料

如表4-2。 

 

表 4-2 教師校外及校內研究計畫之統計 

 92 學年 93 學年 94 學年 95 學年 合計 
校外委託研究計畫 

件數 2 2 5 4 13 
金額(萬元) 205 190 325 245 965 
委託單位 農委會(2 件) 

 
農委會(2 件) 

 
農委會(2 件) 
國科會(2 件) 
勞委會(1 件) 

農委會(1 件) 
國科會(1 件) 
財政部(1 件) 
經建會(1 件) 

農委會(7 件) 
國科會(3 件) 
勞委會(1 件) 
財政部(1 件) 
經建會(1 件) 

校內補助研究計畫 
件數 

未申請 
1 1 

金額(萬元)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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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系所師生參與國內和國際學術活動之情形 

一、舉辦經常性小型學術研討會、教師成長研習營及演講 

為融合理論與實務，除由任課老師講解，鼓勵任課教師邀請實務專家前來演

講，以培養學生對實務的瞭解。本系於95年5月下旬舉辦「2006年全國實證經濟

論文研討會」，95學年度迄今並舉辦演講包括：4場教師成長研習營、4場教師暨

研究生專題演講，詳細資料如表4-3及表4-4。 

 

表 4-3 教師成長研習營演講內容 

日期 主講人 職稱 講題 

2006.09.07 耿紹勛  高雄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英文授課準備與經驗分享  

2006.09.21 鍾經樊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研究員兼副所長  

數量方法研究方法與經驗分享  

2006.09.28 陳恭平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個體經濟研究方法與經驗分享  

2006.10.02 李怡庭  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貨幣經濟研究方法與經驗分享  

 

表 4-4 教師暨研究生專題演講內容 

日期 主講人 職稱 講題 

2006.11.09 陳美源 國立中興大學財務金融學

系及研究所教授兼系主任 

A Study on Relations between 
Health Care Expenditure and 
Income via Local Quantile 
Regressions 

2006.11.30 賴宏彬 國立中正大學經濟學系助

理教授 
An Introduction to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2006.12.07 陳仕偉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Measuring Business Cycle 
Turning Points in Japan with the 
Markov Switching Panel Model 

2006.12.14 吳健瑋 暨南國際大學經濟學系暨

研究所 網路拍賣的提早下標行為 

 

二、每年專任教師國內、外進修情形 

本校訂定有「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國內進修要點」(附件二十八)及「國立嘉義

大學教師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要點」(附件二十九)鼓勵教師繼續進修，並同時也

積極鼓勵系上教師前往國外作訪問學者。本系目前有1位教師於中正大學國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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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研究所進修博士學位。 

三、每年專任教師參與國內、國際學術交流情形 

為提升與國內學者交流機會，本系教師亦經常參與國內學術研討會，並在會

中廣泛且積極的交換學術研究成果。本系對於教師參加研討會或發表論文均與交

通及住宿費用補助，94年至95年共計20人次，63,369元。93至95年本系教師參與

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共發表研討會論文26篇。 

另本校訂定有「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附件三十)及「國

立嘉義大學學生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補助辦法」(附件三十一)鼓勵教師及學生

赴國外發表論文。 

四、應邀演講、應邀(學位)口試、計畫審查、期刊論文審查及期刊主編等 

本系教師應邀演講、應邀(學位)口試、計畫審查、期刊論文審查及農業經濟

叢刊、農業與資源經濟等期刊編輯，另亦擔任農委會、經濟部貿調會、台南縣政

府多項委員會之委員、外校教師升等案及期刊論文審查工作。 

 

4-4.教師研究與專業表現與社會、經濟、文化與科技發展需求之相關性及教師提

供社會專業服務之成效 

為融合研究與教學，增進學生對理論內涵之瞭解，鼓勵任課教師將研究成果

依課程的相關性適時的融入教學中，豐富教學內容。此外，亦可讓學生瞭解更精

闢深入的理論。 

本系教師研究成果頗受到社會的重視，在參與政府或非營利事業機構之社會

服務與擔任專業評審時，將自己的研究成果作為會議建言及評論，深受機關之肯

定。例如：對休閒飯店的訂價策略提供分析、區域性農業經濟發展之規劃、對環

境及能源作物推廣提供影響評估方法、對雲嘉南區域產業關聯性進行分析、對未

來國內各產業就業需要人口進行預測提供政府人力規畫及運用政策參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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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與困難 

一、包括校內、院內及本系皆有多項措施鼓勵教師從事學術研究，惟本系教師因

備課時間較長，嚴重影響學術研究時間分配，使得教師所發表論文數仍有待

加強。 

本校現為部審學校。本校教師升等條件方面，校內升等辦法著重研究著

作發表數量，教育部升等審查著時則著重研究著作發表品質，在兩者質量條

件不一致下，形成本系教師學術研究之困擾。 

二、本系多位教師均努力積極爭取國科會、農委會、勞委會等單位之研究計畫，

且陸續已申請到若干研究計畫，惟仍集中在少數幾位教師。 

三、目前本系教師提供社會專業服務並不多，主因 2 年內新進教師共有 4 位，比

率較高約占四成，在備課及 4 年內升等壓力下，短期內難有多餘時間從事社

會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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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改善策略 

一、對於擬聘任之新進老師，除教學能力外，其研究能力亦列為主要考量因素。

並且盡力爭取學校經費，購買電子期刊，提高研究能力，未來教師升等改為

本校自審後，擬建議修改升等辦法，解決質量條件要求不一致之困擾，並積

極鼓勵教師利用寒暑假申請中研院「獎勵國內學人來院從事短期訪問」及參

加相關領域研習營，進行短期研究工作，增進研究成果。 

二、組成研究團隊(群)爭取整合型區域研究計劃，以提昇研究能力，積極進行跨

系、跨領域及跨校合作，共同爭取區域研究計劃。 

三、持續鼓勵教師及研究生積極加入台灣經濟學會、中國農村經濟學會、美國經

濟學會(AEA)、美國農業經濟學會(AAEA)等會員，獲得相關國內和國際學術

活動資訊，並就教師個人專業領域，積極參與國內及國際學術活動。並且配

合國外優秀學者來台機會，積極邀請至本系演講或短期講學，汲取國際學術

經驗。 

四、以嘉義地區社會專業服務為短期發展目標，利用課餘時間赴各高中進行科系

介紹，提供本區域中學生未來選擇大學升學科系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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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畢業生表現 

第一節 現況描述 

本系教學目標有二：一、以紮實的經濟學理論為基礎，培育經濟學術研究人

才，使本系學生於畢業後得以繼續深造。二、配合應用課程的訓練，培育未來台

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需之工商服務業人力，使本系學生於畢業後得以直接投入就

業市場。為達成上述目標培育高素質之專業人才，本系之課程設計，除了紮實的

核心經濟理論課程之訓練外，並將選修課程分為三大學習領域，包括：經濟分析

領域、應用產業管理領域、應用財務金融領域，學生可依其興趣選擇升學或職場

就業所需的領域；即學生必須自這三個領域中選出兩項做為主修領域，同時每一

主修領域至少需修畢12學分，因此可擴大學生職涯發展之選擇空間以及跨領域發

展就業力之機會，並能彈性因應產業對人才之需求。再者，本系亦提供英、日語

各兩年的訓練，培養學生聽、說、讀、寫之能力及國際視野，可提升學生升學與

就業之競爭力。 

5-1 畢業生專業能力符合系所專業目標程度 

本系成立至今已有三屆畢業生，畢業後普遍在金融服務業(彰銀、一銀、土銀、

玉山銀、…)、高科技產業(華碩、友達、IBM、…)、證券業(金鼎證券、復興證券…)

或公教界等服務，皆有不錯之表現。 

進一步將目前就業的畢業生按照本系選修課程分為三大學習領域，即經濟分

析領域、應用產業管理領域、應用財務金融領域等加以分類，以瞭解畢業生在校

所學與就業的相關分析，詳細資料如表5-1。依據訪查結果顯示，在校所學均能靈

活運用在各產業界，各展所長。因此，畢業生專業能力均符合本系之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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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本系畢業生目前就業分佈概況表 

單位：% 
    畢業年度 

領域 93年 94年 95年 

經濟分析 17.5 39.4 34.8 
應用產業管理 40.0 21.2 39.1 
應用財務金融 20.0 30.3 17.4 
其他 22.5 9.1 8.7 
合計       100.0       100.0       100.0 
註： 1.調查期間：民國 95 年 12 月 26 日至 96 年 1 月 2 日。以電話訪談。   
  2.經濟分析指繼續唸研究所。  

 

5-2 畢業生在升學與就業之表現 

從本系畢業生畢業當年在升學與就業之情形來看。93年畢業生，畢業當年立

即就業者約佔62.5%，繼續升學者14.6%，其他者(準備考試、待業中)約佔22.9%；

94年畢業生，畢業當年立即就業者約佔47%，繼續升學者約佔26.5%，其他者(準

備考試、待業中)約佔26.5%；95年畢業生，立即就業者約佔68.8%，升學者約佔

16.7%，其他者(準備考試、待業中)約佔14.5%，詳細資料如表5-2。顯示本系學生

在升學與就業方面皆有良好表現，受到各校師長與公司主管之賞識與重用。 

 

 

從本系畢業生目前的升學與就業之情形來看。93年畢業生目前就業者約佔

75%，仍在繼續升學者約佔14.6%，其他者(準備考試、待業中)約佔10.4%。94年

畢業生目前就業者約佔63.27%，仍在繼續升學者約佔26.53%，其他者(準備考試、

待業中)約佔10.20%，詳細資料如表5-3。由以上分析顯示，目前就業率較畢業當

表 5-2 本系畢業生畢業當年出路概況表 

   畢業年度 
畢業出路 

93 年畢業生 94 年畢業生 95 年畢業生 
人 % 人 % 人 % 

就業 30 62.5 23 47.0 33 68.8 
升學 7 14.6 13 26.5 8 16.7 
其他 11 22.9 13 26.5 7 14.5 
合計 48 100.0 49 100.0 48 100.0 
註： 1.其他：包含準備考試、待業中。  
  2.就業包括男生服兵役。  
  3.資料來源同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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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略有提昇。 

 

 

再者，畢業生為配合職涯發展，考取相關證照(理財規劃人員、證券營業員、

信託業務員、期貨營業員…)人次甚多：93年畢業生中有15人考取43張(考取相關

證照比率為15/48=31.25%)，94年畢業生中有14人考取63張(考取相關證照比率為

14/49=28.57%) 、 95 年畢業生中有 13 人考取 34 張 ( 考取相關證照比率為

13/48=27.08%)。另有3位畢業系友分別考上94年、95年普通考試與高等考試三級，

表現極為優異。本系經常辦理相關生涯講座及活動，落實導師制，並排定就業輔

導老師以提供各項就業諮商及協助生涯規劃與職前輔導，促使學生做好職前準

備，並研討畢業生就業之相關問題及提供解決之道。詳細資料如附件三十二、三

十三。 

 

5-3 畢業生在校所學與畢業後之關聯度 

為瞭解畢業生在學校所學與畢業後就業之關聯度為何？本系針對全部畢業

生以電話訪談之方式(資料來源同表5-1)，詢問其：1.畢業系友在學校所學有關經

濟專業能力之滿意度？2.畢業系友在學校所學應用在工作上是否有關聯？從電話

訪談中得知畢業系友對學校所學有關經濟專業能力滿意度？此項回答「滿意」者

有69.3%，回答「普通」者有30%，回答「不滿意」者有0.7%。此外，畢業系友

所學應用在工作上是否有關聯中？在此項目回答「高」者有60.2%，回答「普通」

者有32.3%，回答「不高」者有7.5%。由此顯示系友認為在學校所學與畢業就業

關聯度尚高。 

表 5-3 本系畢業生目前出路概況表 

   畢業年度 
畢業出路 

93 年畢業生 94 年畢業生 95 年畢業生 
人 % 人 % 人 % 

就業 37 77.1 31 63.27 33 68.8 
升學 5 10.4 13 26.53 8 16.7 
其他 6 12.5 5 10.20 7 14.5 
合計 48 100.0 49 100.0 48 100.0 
註： 1.其他：包含準備考試、待業中。  
  2.就業包括男生服兵役。   
  3.資料來源同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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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特色 

一、本系強化學生紮實的經濟理論基礎，並將選修科目分為三大學習領域，包括：

經濟分析領域、應用產業管理領域，應用財務金融領域，學生可依其升學或

職場就業之需自由選擇。 

二、本系辦理數場就業輔導專題講座及職涯相關活動，協助學生於畢業前瞭解目

前的就業市場，及早作職涯規劃。 

三、本系教師對報考研究所之同學個別輔導，同學亦不負眾望皆有良好表現。之

後，系學會也會張貼恭賀系友考上研究所之榜單，有助於鼓舞在校同學之士

氣。 

四、本系為提升大學部學生高尚的道德情操，積極奉獻、熱心服務人群之風氣，

訂有敦品獎辦法。以培養學生善於與人相處，並且具備領導特質，以有效執

行團隊工作。 

五、本系於應用經濟診所陳列相關書籍、資料與題庫供同學借閱參考，積極輔導

學生配合職涯規劃考取相關專業證照或取得有公信力之檢定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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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問題與困難及改善策略 

一、問題與困難： 

(一)大學教育普及化，增加大量大學畢業生，同時與我國產業人力需求結構

無法配合，以致於造成失業率節節上升之現象。本系對產業人才之養成

仍有待努力。 

(二)本系由於成立之時間不久，外界的知名度不高，業界並無直接向本系徵

才的情況，就業市場有待本系大力開發。 

二、改善策略： 

(一)於本系網頁及電子佈告欄定期公佈各項考試、就業及活動訊息，同時結

合青輔會及民營就業網站，提供畢業生廣泛而全國性的就業資訊，以增

加工作效能。 

(二)培養學生善於與人相處，並且具備領導特質，以有效執行團隊工作；並

能夠發掘問題，分析與解決問題之能力，才能成功在職場發展。 

(三)本系網頁計畫設置校友專區，除提瞭解畢業系友就業情形及系友對本系

滿意度與反應等意見，並可以供畢業校友間聯繫與互動。未來並逐步實

施雇主滿意度調查。 

(四)主動與相關業界聯繫，以瞭解業界對人力需求之條件與數量，並蒐集與

相關機構或人員之意見，以作為未來課程調整之依據。 

(五)每學年邀請考上研究所與高普考的優秀系友回校經驗分享座談會，並分

享學長姐之生涯發展及職場經驗。一方面使同學能從中獲得啟發思考未

來之方向，另一方面亦可凝聚系友之向心力，鼓勵畢業校友提攜自己學

弟妹，增加同學就業機會。 

(六)每年於應屆畢業生畢業典禮當日辦理「系友返家日」邀請系友回校聯誼

與經驗分享，以加強在校同學與畢業學長姐之間聯繫及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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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庫藏數量統計表 

 類號 類別 蘭潭 蘭潭密 
集書庫 民雄 民生 林森 林森家

資室 合計 

中
文 

312.9] 電子計算機使用法
(軟體) 2145 1249 2204 1238 127 1 6964 

471.5] 電子計算機(硬體) 79 49 199 33 1 0 361 
48] 商業 595 3 272 504 18 1 1393 
49] 商學 4582 20 1566 6012 185 97 12462 
50] 社會科學總論 177 1 550 41 37 21 827 
51] 統計學 1163 28 523 288 14 2 2018 
55] 經濟學 3783 17 2095 1591 72 5 7563 
56] 財政學 1410 6 520 1055 15 4 3010 
99] 休閒 767 12 1790 290 22 5 2886 
總計 14701 1385 9719 11052 491 136 37484 

西
文 

004] Data processing, 
computer science 214 0 131 131 3 1 480 

005] computer 
programming 391 0 151 138 4 0 684 

006] special computer 
methods 193 0 62 41 0 0 296 

31] Collections of general 
statistics 13 7 47 13 2 0 82 

33] Ecomomics 1007 0 655 3977 29 30 5698 

354] Administration of 
economy 1 0 4 3 0 0 8 

38] 
Commerce, 
communications, 
transportation 

143 0 52 222 1 2 420 

657] Accounting  27 0 64 451 9 0 551 
658] General Management 579 0 414 4888 11 24 5916 

659] Advertising & Public 
relations 11 0 23 108 0 1 143 

79] Recration 596 0 861 364 2 2 1825 
總計 3175 7 2464 10336 61 60 16103 

中西文合計       53587 
備註：統計日期 95.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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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本系 95 學年度導師名單 

班別 導師姓名 辦公室號碼 
研究所 碩一甲 林億明 (05)2732860 
大學部 四年甲班 陳麗花 (05)2732862 
大學部 3 年甲班 楊琇玲 (05)2732859 
大學部 二年甲班 黃傳欽 (05)2732856 
大學部 一年甲班 李佳珍 (05)2732863 

進修部 二技一年甲班 謝志忠 (05)2732861 
進修部 二技二年甲班 林幸君 (05)2732860 

 

 

附表 4 學會幹部名單 

 93 學年度 94 學年度 95 學年度 

系學會長 陳昭穎 張有群 顏旭志 

副學會長 張有群 陳韋均 歐陽妤亭 

執行秘書 吳佩真 王薇婷 姚舒婷 

活動組長 游嘉蓉 廖純敏 李燿名 

總務組長 許靜茹 蔡家修 賴靜婷 

公關組長 廖千惠 方韻雯 李宜諠 

文書組長 李婉妘 張書萍 張書承 
 
 

附表 3 新生暑期閱讀得獎名單 

93 學年度 94 學年度 95 學年度 

第一名：吳湘婷 第一名：賴靜婷 第一名：劉如萍 
第 2 名：黃開蘭 第 2 名：徐薏芳 第 2 名：吳金英 
第 3 名：吳育菁 第 3 名：歐陽妤亭 第 3 名：林菽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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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學會歷年活動 

93 學年度 94 學年度 95 學年度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93 年 8 月 北中南分區迎新

茶會 94 年 8 月 北中南分區迎新

茶會時間 95 年 9 月 新生迎新宿營 

93 年 9 月 溪頭迎新宿營 94 年 9 月 走馬瀨迎新宿營 95 年 10 月 系家聚 
93 年 9 月 中秋烤肉聯誼會 94 年 11 月 中經盃參賽 95 年 10 月 電影欣賞 
93 年 11 月 校慶園遊會設攤 94 年 11 月 應經家族聚餐 95 年 11 月 系內盃籃球賽 
93 年 11 月 傳情活動 94 年 12 月 傳情活動 95 年 11 月 電影欣賞 

93 年 12 月 
通過系學會組織

章程 95 月 3 月 經濟週 95 年 12 月 中經盃 

93 年 12 月 中經盃參賽 95 年 4 月 大經盃參賽   
93 年 12 月 應經家族聚餐 95 年 5 月 系內盃活動   
94 年 1 月 應經系遊 95 年 5 月 送舊晚會   
94 年 3 月 經濟週      
94 年 3 月 專題演講     
94 年 3 月 大經盃參賽     
94 年 4 月 系內盃活動     
94 年 4 月 企業參觀     
94 年 5 月 應經系遊     
94 年 6 月 送舊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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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教評會議記錄 

 

《資料留存系辦公室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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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課程暨學術發展委員會組織辦法  

第一條 應用經濟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推動課程及學術研究之發展，將設置本

系課程暨學術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之工作為協助本系各項課程、學術研究及整合型計畫之研擬及推

動。 

第三條 本會由本系五位教師組成，其中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由本系教

師自願參加。若自願參加人數超過四位時，採抽籤方式決定之。 

第四條 本會召集人由委員互選產生，任期為一學年，連選得連任。相關行政工

作由本系行政人員協助。 

第五條 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以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本會各項

決議須提本系系務會議核備。 

第六條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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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學生反應教學意見』處理辦法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提升教學與學習效果，

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修習本系所開設課程之全體學生。  

第三條 學生遇有關教學方面之問題，應填具『學生反應教學意見表』。  

第四條 本系於接獲學生反應教學意見表後，應於三個工作日內，交由所屬班級

之導師進行瞭解、溝通及處理。必要時，得會簽相關權責人員及單位處

理。 

第五條 處理結果應以書面方式回覆反應該意見之學生。  

第六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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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教學獎設置辦法 

一、應用經濟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追求教學卓越，特訂定本辦法。 

二、教學獎所需經費由本系每年教訓輔經費支應。 

三、為提供本系專任教師從事教學活動之基本需求，每位教師每學年有新台幣參

仟元整經費支應權。 

四、本系專任教師每一教學課程之教學評量達嘉義大學全校平均值以上者，檢具

相關資料，於次一學期經系務會議審定後，頒發教學獎以資鼓勵。 

五、本獎頒發新台幣壹仟元整經費支應權。 

六、前述各項經費支應權須於獲得經費支應權當學年內檢具單據動支完畢。 

七、本辦法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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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教師成長研習營」講座-傳授英語授課技巧 

 

 
高雄大學耿紹勛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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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研究成果獎設置辦法 

一、應用經濟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追求學術卓越，特訂定本辦法。 

二、研究成果獎所需經費由本系每年教訓輔經費支應。 

三、為提供本系專任教師從事學術研究之基本需求，每位教師每學年有新台幣參

仟元整經費支應權。 

四、本系專任教師以嘉義大學名義發表論文於相關領域之期刊，檢具發表證明，

經系務會議審定後，頒發研究成果獎以資鼓勵。 

五、本獎頒發 TSSCI 或同等級以上之論文每篇新台幣貳仟元整經費支應權，其他

論文每篇新台幣伍佰元整經費支應權。 

六、前述各項經費支應權須於獲得經費支應權當學年內檢具單據動支完畢。 

七、本辦法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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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教師成長研習營」講座-講授相關專業領域研究方法 

 

  

中央研究院鍾經樊教授 中央研究院陳恭平教授 
 

 
台灣大學李怡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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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圖書委員會組織章程  

第一條 應用經濟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配合學校校務發展，支援行政、教學、

研究之圖書資訊需求，特設圖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之工作為負責本系圖書、期刊、電腦軟體之推薦。 

第三條 本會由本系三至五位教師組成，其中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為由

本系教師自願參加或本系教師互相推舉組成。  

第四條 本會召集人由委員(當然委員除外)互選產生，任期為ㄧ學年，連選得連

任，相關行政工作由本系行政人員協助。  

第五條 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ㄧ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會各項決議均須提本系系務會議核備。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之，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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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勤學獎設置辦法 

一、應用經濟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提升大學部學生勤學風氣，特訂定本辦法。 

二、勤學獎所需經費由本系每年教訓輔經費核發。 

三、本系大學部一、二、三、四年級學生前一學期修習本系必修科目均及格且必

修科目平均成績名列全班前十名者，經系務會議審定後，頒發勤學獎以資鼓

勵。 

四、本獎名額每班十名，每名發給獎狀乙紙及新台幣玖佰元整。 

五、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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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敦品獎設置辦法 

一、應用經濟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提升大學部學生高尚的道德情操，積極奉獻、

熱心服務人群之風氣，特訂定本辦法。 

二、敦品獎所需經費由本系每年教訓輔經費核發。 

三、本系大學部各班及系學會於每學期第十六週提名候選人二人，檢具相關服務

奉獻具體事證，經主任導師、大學部各班導師、系學會指導老師共同審定後，

頒發敦品獎以資鼓勵。 

四、本獎名額每學期壹拾名，每名發給獎狀乙紙及新台幣玖佰元整。 

五、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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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大學部、研究所必選修科目冊 

《資料留存系辦公室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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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課程暨課程學術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 

《資料留存系辦公室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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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系務會議記錄 

《資料留存系辦公室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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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授課大網 

《資料留存系辦公室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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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 

本系專任教師課輔時間 

《資料留存系辦公室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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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 

本系專屬空間 

  
應用經濟學系辦公室 

  
應用經濟學系系主任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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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經濟學系會議室 

  
應用經濟學系退休人員暨校友聯誼室 大學部一年級教室 

  
大學部二年級教室(暫用) 大學部三年級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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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四年級教室 大學部教室(外借) 

  
研究所一年級教室 

  
研究所二年級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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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研究室 

  
碩士班研究室 

  
應用計量經濟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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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專任教師基本資料 

 

中文姓名 潘治民 

英文姓名 Pan, Chih-Min 

聯絡電話 (05)2732857 

Email cmpan@mail.ncyu.edu.tw 

主要學歷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Washington University 美國 Dept.of Economics 博士 
Washington University 美國 Dept.of Economics 碩士 
台灣大學 台灣 經濟學研究所 碩士 
東吳大學 台灣 經濟學系 學士 

現職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 / 系所 職 稱 
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經歷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 / 系所 職 稱 

中正大學 經濟學系含國際經濟研究所 副教授 
中正大學 研究發展處(校友及社會服務組) 組長 
東吳大學 國際貿易研究所 兼任副教授 
嘉義農專 農業經濟科 兼任副教授 
Washington University Dept.of Economics 講師 
東吳大學 經濟學系 兼任講師 
東吳大學 經濟學系 兼任助教 

專長 
產業經濟分析 休閒產業分析 應用個體經濟學 國際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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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林啟淵 

英文姓名 LIN, CHI-YUAN  

聯絡電話 (05)2732854 

Email cylin@mail.ncyu.tw 

主要學歷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美國 農業經濟系 博士 
政治大學 台灣 企業管理研究所 碩士 
台灣大學 台灣 農業經濟系 學士 

現職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 / 系所 職 稱 
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教授 

經歷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 / 系所 職 稱 

中正大學 經濟學系含國際經濟研究所 副教授 
嘉義大學 管理研究所 兼任副教授 
成功大學 會計系 兼任副教授 
文化大學 企管系、研究所 兼任副教授 
台灣大學 農經系 兼任副教授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企劃處經研科 科長  

專長 
應用個體經濟  管理經濟  國際貿易  農業經濟 產業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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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余士迪 

英文姓名 Shih-ti Yu 

聯絡電話 (05)2732864 

Email styu@mail.ncyu.edu.tw 

主要學歷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美國羅徹斯特大學 美國 經濟學 博士 
清華大學 台灣 核子工程學 學士 

現職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 / 系所 職 稱 
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教授 

經歷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 / 系所 職 稱 

元智大學 財務金融系 教授 
吳鳳技術學院 國際企業系 教授 
中興大學 財務金融系 教授 
中興大學 財務金融系 副教授 
中正大學 經濟系 副教授 

專長 
個體計量經濟學 計量經濟學 統計學 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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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黃傳欽 

英文姓名 Huang，Chuan-Chin 

聯絡電話 (05)2732856 

Email cchuang@mail.ncyu.edu.tw 

主要學歷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中興大學 台灣 農業經濟研究所 博士 
中興大學 台灣 農業經濟研究所 碩士 
中興大學 台灣 農產運銷學系 學士 

現職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 / 系所 職 稱 
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副教授 

經歷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 / 系所 職 稱 

嘉義技術學院 農場管理科 副教授 
嘉義農專 農場管理科 副教授 
嘉義農專 夜間部 總務組長 
嘉義農專 農場管理科 講師 

專長 
經濟學 經濟數學 產業經濟學 農業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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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楊琇玲 

英文姓名 Hsiu-ling Yang 

聯絡電話 (05)2732859 

Email aechly@mail.ncyu.edu.tw 

主要學歷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 美國 經濟學系 博士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 美國 經濟學系 碩士 
台灣大學 台灣 經濟學系 學士 

現職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 / 系所 職 稱 
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助理教授 

經歷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 / 系所 職 稱 

豪股份有限公司  貿易秘書 
國科會  國科會計畫專任研究助理 
國科會  國科會計畫專任研究助理 
國科會  國科會計畫專任研究助理 
中正大學 經濟系 助理教授 

專長 
經濟成長  總體經濟學 家庭經濟  勞動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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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林幸君 

英文姓名 Hsing-Chun Lin 

聯絡電話 (05)2732858 

Email hclin@mail.ncyu.edu.tw 

主要學歷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台北大學 台灣 經濟研究所 博士 
中興大學 台灣 經濟研究所 碩士 
台灣大學 台灣 經濟學系 學士 

現職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 / 系所 職 稱 
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助理教授 

經歷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 / 系所 職 稱 

景文技術學院 國貿系 助理教授 
行政院 主計處第三局 編審 
新竹市政府 工務局 課員 

專長 
總體經濟學 計量經濟學 產業關聯分析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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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林億明 

英文姓名 Yih-Ming Lin 

聯絡電話 (05)2732860 

Email yxL173@mail.ncyu.edu.tw 

主要學歷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美國范德堡大學 美國 經濟學 博士 
東吳大學 台灣 經濟研究所 碩士 
台灣大學 台灣 會計學系 學士 

現職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 / 系所 職 稱 
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助理教授 

經歷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 / 系所 職 稱 

東吳大學  助教 
中正大學 國經所 兼任助理教授 

專長 
國際貿易 計量經濟學 應用個體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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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李佳珍 

英文姓名 Lee，Jia-Jan  

聯絡電話 (05)2732863 

Email ley@mail.ncyu.edu.tw 

主要學歷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國立中正大學 台灣 國際經濟研究所 博士班進修中 
國立中興大學 台灣 農業經濟研究所 碩士 
國立中興大學 台灣 農業經濟學系 學士 

現職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 / 系所 職 稱 
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講師 

經歷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 / 系所 職 稱 

嘉義農專 農業經濟科 講師 
嘉義農專 農業經濟科 助教 
嘉義農專 共同科 助教 
中興大學 農業經濟研究所 研究助理 

專長 
經濟學 統計分析 資源經濟 農業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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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陳麗花 

英文姓名 CHENG,LYI-HWA 

聯絡電話 (05)2732862 

Email clh@mail.ncyu.edu.tw 

主要學歷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中興大學 台灣 農業推廣教育研究所 碩士 
中興大學 台灣 農業經濟系 學士 

現職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 / 系所 職 稱 
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講師 

經歷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 / 系所 職 稱 

嘉義技術學院 農業經濟系 講師 

專長 
投資學 統計學 會計學 貨幣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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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謝志忠 

英文姓名 HSIEH, CHIEH- CHUNG 

聯絡電話 (05)2732861 

Email cchsieh@mail.ncyu.edu.tw 

主要學歷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中興大學 台灣 農業經濟研究所 碩士 
中興大學 台灣 農業經濟系 學士 

現職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 / 系所 職 稱 
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講師 

經歷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 / 系所 職 稱 

嘉義技術學院 農業經濟科 講師 
嘉義農專 農業經濟科 助教 

專長 
經濟學 資料處理 家庭理財學 投資學 商業套裝軟體應用 農場管理 保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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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八 

第七屆全國實證經濟研討會 

《資料留存系辦公室備查》 
 
 

 88 



 

附件十九 

應用經濟診所設立宗旨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診所 

(Applied Economics Clinic) 
設立宗旨 
   本系為提升大學部經濟相關課程教學品質，大學部學生學習成就，培養學業後就

業與升學競爭力，特設置應用經濟診所。 
 
發展重點與業務 
 本診所發展重點與業務如下： 
 經濟相關課程教材與教法資料庫研發 
 實施經濟相關課程課後輔導與補救教學 
 提供就業與升學資料庫 
 
經費來源及預估 
 一、校內經費 
 二、政府機關研究計畫經費 
 三、校外募款 
 
診所成員與組織架構 
   應用經濟學系老師及研究所學生為本診所基本成員。本診所置主任一人，綜理診

所業務。並得以專案計畫進用短期研究或技術人員若干人，所需經費依合約或本校相

關規定辦理。 
 
診所位置：預計設立於本校管理學院內。 
 
預期成效 
   本診所預計結合應用經濟學系現有之教學師資與研究生建立經濟相關課程教材

與教法資料庫，實施課後輔導與補救教學，並提供就業與升學資料。期使提供應用經

濟學系大學部經濟相關課程教學品質，大學部學生學習成就。培養畢業後就業與升學

競爭力。 
 
連絡人 
 黃瑞珠小姐/國立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600 嘉義市新民路 580 號 
 TEL： (05)2732852  FAX： (05)2732853 
 E-mail： dpae@mail.ncy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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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 

校長函勉 

 
-----Forwarded message----- 
From:李校長<mjlee@mail.ncyu.edu.tw> 
To:潘主任(應經系)<cmpan@mail.ncyu.edu.tw> 
Date: Tue, 12 Dec 2006 20:34:17 +0800 
Subject: 謝謝 

潘主任勛鑒： 
  

 非常謝謝 您和貴系同仁用心辦理家長日活動，參加人數

高達 33 人。成果值得肯定和讚美，特敬致誠摯謝忱！ 
  

耑頌 
  

大安 
  

         李明仁 敬上 95.12.12 

 
--== Mail Via Ncyu Ma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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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一 

應經系學會宗旨 

 
共好~我們應經的夥伴!! 

 
我們擁有共同的目標願景--活化應經， 

我們攜手合作締造克服萬難， 
我們相親相愛相互扶持!! 

 
  就讓我們以： 

松鼠的精神,讓我們做有價值的工作 
海狸的方式,讓我們為目標而努力 
野雁的天賦,讓我們彼此鼓舞 

 
 

           
           92 年系學會長 邱仲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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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二 

應經系學會組織章程 

 
第一章：總則 
 ※ 定名 
     本會全名為「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系學會」，簡稱「應經系系學會」。 
※ 宗旨 

     致力於系上的團結發展、活絡系上氣氛並促進情感交流、止於至善。 
 
第二章：會員 
 ※ 資格 
     凡本系大學部之在學學生均為本會會員。凡經本校退學、休學、開除學籍及

轉學者即喪失會員資格。 
※ 權利 

     第一條：具選舉、罷免正副會長之權利。 
     第二條：具被選舉、罷免為正副會長之權利。 
     第三條：具被選任擔任各部部長之權利。  
     第四條：具發言及參與本會各提案及活動之權利。 
※ 義務 

第五條：遵守本會章程及本會提出之決議。 
第六條：依規定如期繳交會費。 
第七條：協助本會指派之任務並對其負責。 
第八條：提供各種資訊並盡力謀求各會員之福祉。 
 

第三章：經費 
    第一條：新生入學後，於上下學期兩學期各繳交新台幣兩千元整(須親自繳交

且以現金支付)，每年繳交總額約為二十萬元整。 
    第二條：未交系費者，本會將於一週內公佈名單。 

第三條：每年系費預留十五萬元，若不慎超支，則需提出謹慎報告。 
                                    第

第四章：.組織與職掌 
 ※ 會長 

第一條：設會長一人、任期一年、不得連任、依本會之選舉罷免法選出。 
       為本會之最高負責人。 

第二條：負責召開對內之幹部會議、參加對外之各相關會議。 
第三條：決策並執行本會議決之各項提案。 
第四條：分配各部部長之任務且予以協助。 
第五條：會長於就任後一個月內需提出一年預算案後呈交系主任查閱 

◎控制支出及預算並編製每日支出明細。 
◎有義務接受會員質詢並給予答覆 

※ 副會長 
第一條：任期一年、不得連任、依本會之選舉罷免法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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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會長之代理人，必要時可代理會長。 
◎年度預算若有變動或增加，須副會長同意背書，始得變更。 

※ 顧問  
第一條：設顧問一人，由前任會長擔任。 
第二條：召開幹部會議時從旁協助以利會議順利進行 
第三條：監督活動的支出預算及會費運用，具查核會費動向的職權 
第四條：系學會公告預算時，須由顧問從旁背書。 

※ 秘書 
第一條：設秘書一人。 
第二條：編製工作日誌。 
第三條：掌握幹部會議流程，並紀錄開會內容。 
第四條：有權掌握各活動之總召進度。 

※ 公關組 
第一條：設組長一人、組員若干。 
第二條：活絡與師長、校內外系所及協助廠商之聯繫。 
第三條：協調連絡場地、器材、人事等事宜。 
第四條：與活動組相輔活動方案執行 

※ 活動組 
第一條：設組長一人、組員若干。 
第二條：支援總召籌劃系內大小型活動。 
第三條：有效安排人力資源。 
第四條：負責安排攝影人員等事宜以利活動成果之展出。 
第五條：製作各項活動之回憶錄。 
第六條：與公關組相輔活動方案執行 

※ 美宣組 
第一條：設組長一人、組員若干。 
第二條：活動之宣傳海報設計。 
第三條：活動會場之美化及佈置。 
第四條：與文書組相輔活動宣傳執行 

※ 文書組 
第一條：設組長一人、組員若干。 
第二條：書面資料之彙整、處理。 
第三條：活動之文宣內容。 
第四條：與美宣組相輔活動宣傳執行 

※ 總務組 
第四十五條：設組長一人、組員若干。 
第四十六條：收取系費，盡保管之責。 
第四十八條：審核支出項目。 
第四十九條：保存各項支出明細、帳冊及資產。 
第五十條：編纂財務收支報表。  
第五十一條：定期呈報系內財務狀況並對外公開財務報表。 

※ 體育組(籌備中) 
第一條：設組長一人，由系隊代表中選出，各系隊派一代表組成。 
第二條：負責協辦系上體育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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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連繫各系隊與系學會。 
※ 專案總召 

第一條：每個活動選一名；依活動類型，由幹部會議時提名並選出。 
第二條：為活動排程之主持人，須對會長負責。 
第三條：總召須由各部門中各挑選 1 位負責人，組成任務型團隊。 

    第四條：對下指揮各部負責人；對上可向正副會長請求支援。 
     
第五章：集會 
※ 幹部會議 

第一條：由會長召集、主持。 
第二條：凡會議召開各組組長皆須到齊；若不克前來，則以其他組員暫時替補。 
第三條：活動之行前討論及事後檢討。 

第六章：選罷、交接 
※ 選舉 
◎正副會長參選資格：須曾擔任系學會幹部工作一年以上者為宜。 

第一條︰會長、副會長之選舉定於每年五月舉行，並於五月底正式 
       上任 

第二條︰本會會長、副會長由全體會員選舉之，任期一年，不得連任。第三條︰

單組候選人，則以系上同學人數 2/3 以上投票同意通過 
第四條︰兩組以上候選人，則以系上同學人數 1/3 以上投票，同票結果以多數決。 
第五條︰各組長由原任組長推薦及組員附議，經本人同意後用之；若沒有意願擔

任，須提出具體理由。 
第六條：會長倘認各組組長有不適任情形者，得予撤換，另覓適任人選遞補，並

召集臨時會報告之。 
第七條︰本選舉以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單計投票法行之。 

※ 交接 
第一條︰新、舊任會長、副會長及各組長於選舉結果公布後一週內進行交接及就

任儀式。 
第二條︰舊任幹部須從旁協助新任幹部處理系學會各項活動事宜至迎新檢討會

結束為止。 
※ 罷免 

第一條：經 1/2 以上之系學會工作人員通過，方可舉行罷免投票。 
第二條：須由系上二分之ㄧ以上之會員參與投票且同意人數需過投票數之 2/3 以

上方可通過罷免。 
第三條：會長罷免案通過後，由副會長暫代會長職務，並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四條：會長、副會長之補選事宜，由系學會幹部辦理之。     

                                       
第七章：附則 
※章程之修改規定 

由會長召開幹部會議，討論後由顧問陳請系住任同意，得以修改。 
 
本組織章程訂定於 93 年 12 月 24 日,全系通過後,於 94 年 3 月 1 日正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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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三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專任教師學術研究著作 

※潘治民 

(A)期刊論文  

  1.潘治民，1986，一階段與二階段方法求解均衡值之異同，(合著者：黃鴻)，《經濟

論文叢刊》，第14輯，213-223。 

  2.潘治民，1986，一階解與二階解均衡值之異同：作者答覆，(合著者：黃鴻)，《經

濟論文叢刊》，第15輯，131-133。 

  3.Chih-Min Pan, 1993, “Vertically Differentiated Product and Optimal Discriminatory 

Tariffs: A Case of Cournot competitio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s (Missouri Valley 

Economics Association), Vol.16, 67-72. 

  4.潘治民，1995，市場需求不確定下之權力金契約與限制轉售價格，《公平交易季刊》，

第3卷第4期，125-134。 

  5.Chih-Min Pan, 1995, “Vertical Mergers and the Balance of Trade,”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Vol.16, 145-153. 

  6.潘治民，1997， 開放體系下的最適排放標準政策，(合著者：梁益莉)，《經濟論文》，

第25卷第4期，463-477。 

  7.潘治民，2002，中間原料聯合採購的福利分析，(合著者：林健智)，《公平交易季

刊》，第10卷第1期，105-119。 

  8.潘治民，2002，台北地區國際觀光旅館業集中度分析，《旅遊管理研究》，第2卷第2

期，57-66。 

  9.潘治民，2003，台灣省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效率之評估—資料包絡分析法應用，(合

著者：黃清信)，《台灣銀行季刊》，第54卷第1期，331-360。 

  10.潘治民，2003，台北地區家庭購買豬肉的消費行為分析，(合著者：林啟淵、吳宏

明)，《農業經濟叢刊》，第9卷第1期，43-62。 

  11.潘治民，2004，觀光慶典活動遊客花費與整體經濟效果之評估研究-以國際童玩節

為例，(合著者：吳宗瓊)，《戶外遊憩研究》，第17卷第1期，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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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潘治民，2005，博物館觀眾消費行為之研究：以袖珍博物館為例，(合著者：鄭雅

云)，《博物館學季刊》，第19卷第1期，99-113。 

  13.Chih-Min Pan, 2005, “Market Structure and Profitabil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Tourist 

Hotel Industry,” Tourism Management, Vol.26, 845-850. 

  14.Chih-Min Pan, 2005, “A Nash-Bargaining Model for Average Daily Rates,” Tourism 

Economics, forthcoming. 

  15.潘治民，2005，台灣職業棒球隊之生產函數估計，(合著者：吳昶潤、吳佳芳)，《嘉

大體育健康休閒期刊》。 

  16.Chih-Min Pan, 2006, ”Market Demand Variations, Room Capacity, and Optimal Hotel 

Room R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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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啟淵 

(A)期刊論文  

  1.林啟淵，1991。「加速農村建設貸款對農業發展影響之評估」，『農業金融論叢』，第

二十六輯，頁7-19。 

  2.林啟淵，1992。「美國農民對農業政策的影響力分析」，『農業金融論叢』，第二十八

輯，頁145-152。 

  3.林啟淵，1993。「糧食安全及台灣未來之農地利用策略」，『農業金融論叢』，第二十

九輯，頁13-20。 

  4.林啟淵，1996。「兩岸主要農產品比較利益分析」，『農業經濟叢刊』。第2卷，第1

期，頁39-74。NSC-84-2415-H-194-004-L3(TSSCI) 

  5.林啟淵、周登陽、楊國姓，1996。「臺灣稻作規模經濟分析」，『農業金融論叢』。36

輯，頁251-273。 

  6.林啟淵，1996。「台商赴大陸投資對台灣農業規模與資本形成之影響」，『農業金融

論叢』。37輯，頁107-152。 

  7.林啟淵、徐倬園，1996。「配額進口腹脅肉、內臟與臺灣毛豬產業」，『農業與經濟』。

17期，頁67-83。NSC-87-2415-H-194-013(TSSCI) 

  8.林啟淵，1997。「台灣地區肉品逆需求體系之研究」，『經濟論文』。第25卷，第2期，

頁251-267。(TSSCI) 

  9.林啟淵，1997。「臺灣進口救濟制度及其實施成效」，『台灣經濟金融月刊』。第三十

三卷，第十一期，頁70-83。  

  10.林啟淵、許玉鳳，1997。「貿易自由化對台灣毛豬與肉雞產業影響之經濟分析」，『農

經半年刊』。第六十二期，頁37-64。(TSSCI) 

  11.林啟淵，1998。「WTO防衛協定與我國實施經驗」，『台北銀行月刊』。第二十八卷，

第七期，頁2-17。 

  12.林啟淵，1998。「臺灣畜禽產業與畜禽產品進口自由化之計量分析」，『台灣銀行季

刊』。第四十九卷，第三期，頁307-334。 

  13.林啟淵，1998。「台灣農業成長來源再探討」，『農業與經濟』。第二十二期，頁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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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C-88-2415-H-194-008(TSSCI)  

  14.林啟淵，1999。「台灣農地政策的過去與未來」，『政策月刊』。頁2-4。  

  15.林啟淵、李元和，2000。「CAS標誌與國產稻米品質之提升」，『政策月刊』。第55

期，頁29-31。  

  16.高文津、林啟淵，2001。「住宅屬性與房價關係之研究」，『台灣經濟金融月刊』。

第三十七卷，第九期，頁100–107。  

  17.林啟淵，2001。「台灣不同稻作保險之經濟分析－以雲林縣稻作生產區為例」，『農

業經濟叢刊』。第6卷，第二期。頁235-253。NSC-89-2415-H-194-001(TSSCI)  

  18.林啟淵，2002。「大台北地區蔬菜逆需求體系及數量彈性之估計」，『農經半年刊』。

第七十一期。頁57-76。NSC-89-2415-H-194-020(TSSCI)(升等代表著作)  

  19.王瑜琳、林啟淵，2002。「強化農業信用保証機制之分析」，『農業經濟叢刊』。第

七卷，第二期，頁207-229。(TSSCI) 

  20.林啟淵、卓輝星，2002。「台灣加入WTO後毛豬產業受衝擊之評估」，『台灣土地

金融季刊』。第三十九卷，第三期，頁103-136。  

  21.林啟淵、卓輝星，2002。「修建農宅貸款對改善農村生活品質之研究」，『臺灣銀行

季刊』。第五十三卷，第四期，頁189-231。  

  22.劉維樵、林守男、趙正安、林啟淵，2003。「民眾選擇醫療資訊媒體通路及對就醫

決策影響之探討－以嘉義市某區域教學醫院之就醫民眾為例」，『醫院雙月刊』。第

36卷，第6期，頁42-54。 

  23.林啟淵、潘治民、吳宏明，2003。「台北地區家庭購買豬肉的消費行為分析」，『農

業經濟叢刋』。第九卷，第一期。頁43-62。(TSSCI) 

  24.林啟淵、卓輝星，2006。「防止斃死豬非法流用之探討」，『農業與資源經濟』。第

四卷，第一期。 

(B)研討會論文  

  1.林啟淵，1996。「兩岸農業生產之比較利益分析」，國科會84年度經濟學門專題研究

計劃研究成果發表會。台灣。 

  2.林啟淵，1996。「兩岸農業生產之比較利益分析」,「大陸農業發展與兩岸農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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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可行性」，國科會84年度整合型計劃研究成果發表會。台灣。 

  3.林啟淵，1996。「台灣進口救濟制度及其實施成效」，世界貿易組織架構下之貿易救

濟制度研討會。台灣。 

  4.Lin, Chi-Yuan,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Productivity of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in 

Taiwan,”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June 

1997, Taiwan 

  5.林啟淵，1997。「台灣貨品進口救濟制度之發展、施行與檢討」，跨世紀貿易救濟制

度之變革研討會，長榮管理學院，台南。 

  6.林啟淵，1998。「WTO防衛協定與我國實施經驗」，世界貿易組織架構下進口救濟

制度研討會，暨南大學，南投。 

  7.林啟淵，1998。「WTO進口救濟制度-農產品與工業產品案例分析」，進口救濟、智

財權與反傾銷研習班，中正大學，嘉義。 

  8.林啟淵，1998。「我國貿易救濟制度簡介及案例分析」，農產品受損害救助與貿易救

濟制度說明會論文集，台灣省政府農林廳，南投。 

  9.林啟淵，1998。「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辦法及實施成效」，貿易救濟制度與農產品

受進口損害救助研討會，台灣省農業試驗所經濟系，霧峰。 

  10.林啟淵，「進口救濟制度及其案例分析」，世界貿易組織架構下進口救濟制度研討

會，民87年，長榮管理學院，台南。 

  11.Lin, Chi-Yuan,1998。(合著者：Chou, Deng-Yang),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Counterfeit Prevention,”，1998年貿易學術與實務研討會論文集，民銘傳大學，台

北。 

  12.林啟淵，2000。「修建農宅貸款對改善農村生活品質之檢討與績效評估」，行政院

農委會89年度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台灣。 

  13.林啟淵，2001。「離農年金、擴大經營規模及提升競爭力」，行政院農委會90年度

研究計畫成果研討會，台灣。 

  14.林啟淵、卓輝星，2002。「台灣加入WTO後毛豬產業衝擊之評估」，第三屆全國實

證經濟學論文研討會，暨南大學，埔里。 

  15.林啟淵，2002。「台灣不同稻作保險方案之經濟分析」，臺灣農業與資源經濟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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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學術研討會，中興大學，台中。 

  16.林啟淵、卓輝星，2002。「台灣加入WTO後毛豬產業受衝擊之評估」，入世後的兩

岸農業：投資與貿易研討會，浙江大學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中國浙

江杭州。10月。 

  17.林啟淵、紀麗宏，2002。「大台北地區水果需求體系之估計－數量對價格的影響」，

第一屆應用經濟學學術研討會，台中。10月。 

  18.林啟淵、吳宏明，2002。「大台北地區消費者對豬肉品質認知及其對消費行為之影

響」，九十一年農業經濟學術研討會，台灣大學。 

  19.林啟淵，2002。「臺灣農產運銷之調整與因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農業之

因應研討會，台灣大學。 

  20.林啟淵、卓輝星，2003。「農民對農民福利措施滿意及需求之探討」，第二屆全國

應用經濟學術研討會。台北：淡江大學。10月17日。 

  21.林啟淵、卓輝星，2003。「WTO後我國農民福利政策之探討」，臺灣農業與資源與

經濟學會第二屆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10月3日。 

  22.林啟淵，2003。「因應貿易自由化區域性農業發展之調適研究「Ⅱ」－中部地區」，

農業政策與經濟問題研究計畫成果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11月28日。 

  23.林啟淵、洪進朝，2003。「農業產銷班之現況及未來發展方向」，2003南方學術論

壇。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10月30日。 

  24.林啟淵、卓輝星，2003。「因應加入WTO我國農民福利政策之探討」，行政院農委

會九十一年度農民輔導之研究計畫成果摘要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 

  25.王瑜琳、林啟淵，2003。「強化農業信用保證制度機制與功能之研究」，行政院農

委會九十一年度農民輔導之研究計畫成果摘要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 

  26.林啟淵、李仁耀，2004。「台灣土雞運銷通路概況及其行銷策略」，國產土雞運銷

暨產業永結發展策略研討會。新竹。 

  27.林啟淵，2005。「農業國際化下農業比較利益與農業產業結構之調整」，海峽兩岸

農業競合與共同發展學術研討會。臺北。 

(C)研究計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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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林啟淵，1994。「海峽兩岸農業發展的區域優勢分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研究。 

  2.林啟淵，(合著：周登陽)，1995。「台灣稻米生產成本調查制度及估算方法之研究-

兼論台灣稻作規模經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研究。 

  3.林啟淵，1995。「兩岸農業生產之比較利益分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委託研究。 

  4.林啟淵，1995。「台商赴大陸投資對台灣農業規模與資本形成之影響」。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委託研究。 

  5.林啟淵，1997。「台灣地區主要畜禽產品運銷成本及其副產品銷售通路調查分析」。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研究。 

  6.林啟淵，1998。「配額進口腹脅肉、內臟與台灣毛豬產業」。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委託研究。 

  7.林啟淵，1999。「農產品產銷預測系統之建立—梅」。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研究。 

  8.林啟淵，1999。「未來台灣開放稻米市場之潛在進口來源可能衝擊之研究」。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委託研究。 

  9.林啟淵，1999。「日本稻作經營及供需穩定政策與台灣稻米收購制度之比較分析」。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研究。 

  10.林啟淵，1999。「毛豬、肉雞運銷通路及成本調查分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

研究。 

  11.林啟淵，1999。「台灣農業生產效率及技術進步之衡量」。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委託研究。 

  12.林啟淵、黃怡貞、賴朝煌，2000。「青梅產銷預測系統之建立(第二年)」。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委託研究。 

  13.林啟淵、卓輝星，2000。「修建農宅貸款對改善村生活品質之檢討與績效評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研究。 

  14.林啟淵、史詠方，2000。「台灣畜牧業自動化需求之研究」。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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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經濟月刊，第218輯，2月。  

  10.楊初雄、黃傳欽、顏正益、陳明正，1995。「水稻育苗中心規模與經營績效之研究」，

嘉義農專學報，第40輯，2月。  

  11.黃傳欽，1995。「文心蘭農場經營管理之個案分析」，台灣農業，32:1，民國84年2

月。  

  12.黃傳欽，1997。「農場企業化的理論與作法」----以蔬菜農家為例，嘉義農專學報，

第46輯，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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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琇玲 

(A)期刊論文  

  1.Hsiu-ling Yang, 2000, “Education, Married Women’s Participation Rate, Fert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1-18.(JET) 

  2.Hsiu-ling Yang, 2004, “Sectoral Shifts,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and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Evidence form Taiwan, ” Bulletin of Labour Research, 

Vol.16, p.125-154. 

(B)研討會論文  

  1.Hsiu-ling Yang, 1999, “ Married Women ’ s Participation Rate, Fert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發表於勞動市場轉型與東亞國際勞工移動國際研討會(The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bor Market Transition and Labor Migration in 

East Asia)，中央研究院。 

  2.楊琇玲，2001,“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and Business Cycle: Evidence 

from Taiwan.”發表於外籍勞工、經濟發展和勞動市場變化學術會議，國立中正大

學。 

  3.楊琇玲，2003,“Sectoral Shifts,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and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Evidence from Taiwan.”發表於第四屆全國實證經濟研討

會，國立東華大學。 

  4.楊琇玲，2003,“Government Education Expenditure, Labor Supply, Fert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發表於2003開放經濟與總體計量會議，中央研究院。 

(C)專書及專書論文  

  1.Hsiu-ling Yang, 1998,“Female Labor Supply, Fertility, Economic Growth and Business 

Cycle.” Ph.D.Thesis, SUNY at Buffalo. 

(D)技術報告及其他  

  1.楊琇玲，2000，「政府教育支出，勞動供給，生育率與經濟成長」，國科會專題研究

計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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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楊琇玲，2001，「婦女勞動參與率，產業結構的轉型，自然失業率」，國科會專題研

究計劃報告。 

  3.Hsiu-ling Yang, 2005,“Government Education Expenditure, Labor Supply, Fert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114 



 

※林幸君 

(A)期刊論文  

  1.劉瑞文、林幸君、林國榮，1997，「我國資訊產業發展現況與展望」，中國統計通訊，

8:9，17-31。 

  2.林幸君、劉瑞文、徐世勳，1998，「兩岸加入WTO對總體經濟與產業結構變動之影

響評估－全球貿易分析模型(GTAP)之應用」，台灣經濟學會年會論文集，81-113。 

  3.林幸君，1999，「85年產業關聯統計編算結果摘要」，行政院主計處國民經濟動向統

計季報，第87期專載，58-63。 

  4.林幸君，2002，「非編表年產業關聯表試算之研究-指數法與R.A.S.方法之應用」，中

國統計通訊，13:3，2-23。 

  5.林幸君、張靜貞，2004，「台灣農業與相關產業之附加價值與投入產出分析」，農業

經濟叢刊，10:1，1-23。 

  6.林幸君，2004，「全球貿易分析(GTAP)資料庫演進及應用之探討」，農業經濟，32，

107-143。 

  7.林幸君、王智薇，2006，「我國新能源產業之產業關聯分析」，台灣經濟研究月刊，

29：7，55-61。 

  8.林幸君、高慈敏，2006，「農業天然災害產物損失對經濟影響之區域投入產出分析」，

農業經濟叢刊，12:1，105-138。(TSSCI) 

  9.徐世勳、張靜貞、楊子江、李篤華、林幸君，2006，「臺灣SARS疫情經濟影響的事

後分析」，台灣經濟預測與政策。(已接受) (TSSCI) 

(B)研討會論文  

  1.Lin, H.C., L.Liou and S.H.Hsu (1999)“ Sectoral and Economy-wide Analysis of Taiwan 

and China’s WTO Membership with An Emphasis on Cross-Strait Trade Structure- The 

Application of 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GTAP)”Select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Annual Conference on Global Economic Analysis, June 8-10, 1999, Denmark. 

  2.Lin H.C., S.H.Hsu and H.P.Su (2004) “Updating Input-Output Tables Using a Dynamic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The Case of Taiwan” Approac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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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ing Energy Substitution in CGE Modeling: The Case of Taiwan”.2004 Taipei 

Conference on macro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3.Lin H.C., S.H.Hsu and H.P.Su (2005) " Economy-wide Analysis of Impacts of Higher 

Oil Prices Using the "Technology Bundle" Approach: The Case of Taiwan", 台北大學

第八屆經濟發展學術研討會－生活品質問題探討。 

  4.Hsu S.H., H.P.Su, H.C.Lin and D.H.Li (2005) " An Economy-wide Analysis of Policy 

Responses of Taiwan to Stabilize CO2 Emissions", selected 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the 

2005 ETSAP Annex IX Technical Conference of Energy Models Users’ Group: Global 

and Regional Energy Modelling, Taipei. 

  5.Hsu S.H., C.C.Chang, H.C.Lin, T.C.Yang, H.P.Su and D.H.Lee (2005), “An Ex post 

Evaluation of Economic Impacts of Foot-and-Mouth Disease on Taiwan Using a 

Dynamic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selected 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the 2005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AAEA), 

Providence, Rhode Island, U.S.A. 

  6.Hsu S.H., C.C.Chang, T.C.Yang, H.C.Lin, H.P.Su (2005), “An Ex post Evaluation of 

Economic Impacts of SARS on Taiwan Using a Dynamic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select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8th Annual Conference on Global 

Economic Analysis, L eck, Germany. 

  7.Lee D.H., H.C.Lin, C.C.Chang, S.H.Hsu, C.C.Chen, Jenny C.H.Sun, (2006), “Impact 

Assessments of High Oil Prices on the Agro-Food System and the Role of Bio-energy 

Crops”, select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nd East Asian Symposium on Environment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Economics, Seoul, Korea. 

  8.徐世勳、劉瑞文、林幸君，1997，「台灣可計算一般均衡(CGE)動態預測模型之建

立」，中研院經濟所總體計量模型研討會研討論文。 

  9.林幸君，1998，「我國能源使用變動因素之產業關聯分析－SDA方法之應用」，中國

統計學會年會研討論文。 

  10.高慈敏、林幸君、賴金端，2004，「雲嘉南地區區域產業關聯分析」，第五屆全國

實證經濟學論文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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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高慈敏、林幸君，2004，「選擇權避險之互饋效果與現貨市場交易風險」，2004年

台灣經濟學會年會。 

  12.高慈敏、林幸君、賴金瑞，2004，「中央銀行利率目標區操作與商業銀行利率風險

管理」，台北大學第八屆經濟發展學術研討會－當前金融問題探討。 

  13.林幸君、高慈敏，2005，「蘇花國道興建期及通車後之區域經濟效果分析」，中央

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環境資源經濟、管理暨系統分析學術研討會。 

  14.林幸君、高慈敏、徐世勳、左峻德，2006，「再生能源系統投資建置對區域經濟、

環境及能源影響之區域投入產出分析：以綠島預擬建置再生能源系統為例」2006

年全國實證經濟論文研討會。 

  15.高慈敏、林幸君、林志誠，2006，「區域發展機制之探討」2006年全國實證經濟論

文研討會。 

  16.林幸君、李篤華、徐世勳、左峻德，2006，「發展再生能源的內部成本效益與經濟

影響—以能源作物生產生質能源為例」，2006年兩岸發展再生能源之技術創新與政

策整合研討會。 

  17.林幸君、陳玉芳，2006，「我國各產業就業人口之預測」，2006年總體經濟計量模

型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18.林幸君、高慈敏、賴金端，2006，「興建蘇花國道通車後對花蓮觀光產業之衝擊分

析」，2006年台灣經濟學會年會。 

  19.林幸君、徐世勳、左峻德，2006，「國內發展能源作物對農業及總體經濟影響之投

入產出分析」，2006年台灣經濟學會年會。 

(C)技術報告  

  1.林幸君，2006，「我國各產業職類別就業人口之預測」，行政院勞委會委託研究計畫

報告。(案號08-094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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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億明 

(A)期刊論文  

  1.傅祖壇、李隆安、林億明(1998)，“多元排序性Probit的估計：個體資料法”,經濟論

文，26，349-381.(EconLit, TSSCI) 

  2.Shaw, Daigee, Yu-Lan Chien and Yih-Ming Lin (1999),“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Combining Revealed and Stated Preference Data: Valuing Water Quality of the River 

System in Taipei,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 Studies, 2, 97-112.(EconLit) 

  3.Fu, Tsu-Tan, lung-An Li, Yih-Ming Lin and Kamhon Kan (2000), “A Limited 

Information Estimator of the Multivariate Ordinal Probit Model, “ Applied Economics, 

32, 1841 -1851.(EconLit, SSCI) 

(B)研討會論文  

  1.Yih-ming Lin and Hung-Pin Lai (2005) “Why does the U.S.Prevent Parallel Imports?” 

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Taiwan Economics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2.林億明、吳健瑋、倪志琦(2006) “土產之定價行為”第三屆應用經濟學研討會,中興

大學，臺中。 

  3.Bond, Eric W.and Yih-Ming Lin (2007), “Arbitrage and the Harmonization of Patent 

Lives,” 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ASSA Meetings, Chicago. 

(C)技術報告及其他  

  1.Yih-Ming Lin (2006), “Bilateral Trade Flows and Notraded Goods,” manuscript, 

submitted. 

  2.林億明，2005。「仿冒,專利訴訟與智慧財產權」，國科會。94-2415-H-415-005，國

立嘉義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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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珍 

(A)期刊論文  

  1.李佳珍(1999)，臺灣地區銀行經營績效評等之分析—以本國銀行與外商銀行為例，

嘉義技術學院學報，67，79-97。  

  2.李佳珍(1999)，臺灣地區漁會信用部存款保險費率之研究，嘉義技術學院學報，65，

65-74。  

  3.施孟隆、游清芳、李佳珍(1999)，Logit模式應用於信用卡信用風險審核系統之研究

-以國內某銀行信用卡中心為例，財務金融，4，85-104。  

  4.李佳珍(1999)，臺灣地區漁會信用部經營績效之研究，農業金融論叢，41，197-215。  

  5.周仲光、李佳珍、李謀監、柯金存(1996)，不同型式運輸設備與運輸途中 豬隻損

耗、死亡關係之研究，農產運銷季刊，108， 27-40。  

  6.李佳珍、張銘煌，(1994)臺灣農村醫療環境與其資源之研究，嘉農學報，38，89-105。  

  7.李佳珍，(1992)臺灣地區蔬菜需求函數型式之研究，嘉農學報，29，133-141。  

  8.李慶餘、楊垣進、李佳珍(1992)，臺灣木材供需及木材工業發展趨向之研究，紅豆

出版社，1-48。  

  9.李佳珍、施能仁(1991)，臺灣蝴蝶蘭產銷之經濟分析，嘉農學報，27，103-123。  

(B)研究計畫報告  

  1.施能仁、李佳珍(1990)，臺灣蝴蝶蘭產銷之經濟分析，教育部委託研究。  

  2.黃翠瑛、李佳珍(1994)，影響農民農業合作化行為因素之研究，農委會委託研究。  

  3.周仲光、李佳珍、李謀監(1995)，不同型式運輸設備與運輸途中豬隻損耗、死亡關

係之研究，農委會委託研究。  

  4.黃翠瑛、李佳珍(1997)，86年臺灣省農業建設展覽成果評估，農委會委託研究。  

  5.施孟隆、游清芳、李佳珍(1998)，信用卡信用風險審核系統之研究，台南區中小企

業銀行委託研究。  

(C)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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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李佳珍(1988)，臺灣森林資源經營管理之研究-林務局大甲林區之個案分析。國立中

興大學農業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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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花 

(A)期刊論文  

  1.陳麗花(1986)，「台灣家禽市場空間均衡之分析」，嘉義農專學報13，283-306。 

  2.陳麗花(1987)，「台灣農地重劃與農村社區更新之研究」，嘉義農專學報15，249-258。 

  3.陳麗花(1989)，「嘉義地區超級市場(生鮮產品)消費者購買行為之研究」。 嘉義農專

學報21，153-1819。 

  4.陳麗花(1991)，「台灣主要特產品價格安定制度之建立」(單行本)。 

  5.陳麗花(2001)，「台灣農會合併可行性之研究－從農會信用部地區農業金融業務之

成本結構觀點剖析」。*碩士論文。 

  6.陳麗花(2001)，農會合併條件之研究。 

  7.蔣憲國，陳麗花(2003)，「基層農會推廣股長對進行廣域型名省會合併的意願之研

究」。中華農學會報，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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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志忠 

(A)期刊論文  

  1.謝志忠(1987)，〈農家日記帳自動化系統研製〉，《嘉義農專學報》，(臺灣)，15，

219-248。  

  2.謝志忠(1987)，〈行政預算處理自動化之研究〉，《嘉義農專學報》，(台灣)，16，

137-171。  

  3.謝志忠(1988)，〈分散式成績處理系統之研究〉，《嘉義農專學報》，(台灣)，17，

245-252。  

  4.謝志忠(1989)，〈保證價格對作物種植面積迴歸模型之研究〉，《嘉義農專學報》，(臺

灣)，19，193-219。  

  5.謝志忠(1990)，〈農經科實習農會各類利息結算之程式設計〉，《嘉義農專學報》，(臺

灣)， 23，107-123。  

  6.謝志忠(1993)，〈農產品價格水準、波動及需求量之研究-八種作物之個別探討〉，《嘉

義農專學報》，(台灣)，35， 99-111。  

  7.謝志忠(1995)，〈台灣地區農作物生產資訊系統之研究〉，《嘉義農專學報》，(台灣)，

40，93-125。  

  8.謝志忠(1995)，〈台灣地區農作物生產資料庫整合之研究〉，《嘉義農專學報》，43，

79-100。  

  9.謝志忠(1999)，〈農產品躉售物價、消費者食品物價及貨幣供給量因果關係之研

究〉，《嘉義技術學院學報》，63，3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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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四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 

95 年 6 月 6 日 94 學年度第 10 次行政會議正通過 
 

  凡本校專任教師署名以第一著作人或通訊作者，並署名「國立嘉義大學」名

稱，在國內、外等期刊發表論文，得申請本項獎助。同一篇論文第一著作人或通

訊作者皆為本校教師者，以通訊作者為補助對象。獎助原則為： 

(1)凡經 SCI、SSCI、AHCI、EI、LLBI、MLAIB、TSSCI 刊登之論文或同等級國

際知名期刊刊登之論文每篇獎勵金額新台幣捌仟元。同一申請人於同一學年度

內之獎勵金額以新台幣陸萬元為限。前款之期刊論文，同一申請人於同一學年

度內補助之刊登費用，以新台幣參萬元為限。收錄於第一款之期刊論文，同一

申請人於同一學年度內補助之英文編修(不含翻譯)費用，每頁補助新台幣壹佰

壹拾元，每篇最高補助金額以新台幣伍仟元為限。 

(2)論文已領取其他校內外獎勵金額者，本校不予獎助；如事後發現違反本項規

定，則追回已領獎金。 

(3)「同等級國際知名期刊」由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於每年 2 月提供於研究發展

處並公布於網頁。 

(4)論文申請獎助時效以申請日期前一年所刊登之文章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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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五 

國立嘉義大學傑出研究教師獎勵辦法 

95 年 3 月 14 日 94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通過 
 

  凡本校專任教師研究表現優良，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獎勵： 

(1)凡本校專任教師研究表現優良，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獎勵： 

(2)近五年內曾獲國科會傑出獎助一次以上。 

(3)近五年內研究傑出，並已在國內外發表著作(包括專書、期刊論文與專利等)八

件以上者。 

(4)以上獎項，每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均以每年至多一名為原則，獲獎教師五年內

不得重複獲獎。 

(5)獎勵項目：獲獎者，每人頒發獎金新台幣貳拾伍萬元整、獎牌一座，獎金及獎

牌由校長於本校重要會議或慶典中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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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六 

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學術研究獎勵辦法 

94 年 11 月 30 日 94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修訂 
 

(1)論文發表獎勵：在 SSCI 列等之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其影響指數(impact factor)

在 0.2 以下者，每篇論文補助研究經費新台幣壹萬元；影響指數在 0.2(含)至

0.8 者，每篇論文補助研究經費新台幣參萬元；影響指數在 0.8(含)以上者，每

篇論文補助研究經費新台幣陸萬元。在本院相關領域常用之索引學術期刊發

表論文者，每篇論文補助研究經費新台幣伍仟元；常用之索引學術期刊由各

系(所)提出，經系(所)教評會通過後送院教評會核備。在 SCI 列等之學術期刊

發表論文，其影響指數在 0.2(含)以上，或在 TSSCI 正式名單列等之學術期刊

發表論文者，每篇論文補助研究經費新台幣捌仟元；在 TSSCI 觀察名單列等

之學術期刊發表論文者，每篇論文補助研究經費新台幣伍仟元。申請發表期

刊論文研究經費補助者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且以本校名義發表者，於每

年 2 月底前提出申請，且申請補助之期刊論文應為申請當年度前一年底開始

計算之兩年內已發表之論文。 

(2)論文發表補助：於 TSSCI、SSCI、SCI 及國外有審查制度列等之學術期刊投稿

論文者，審稿費及刊登費用給予全額補助，惟每人每年以補助新台幣一萬元

為限。 

(3)研究計畫補助：當年度曾申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但未獲國科會通過者，如未

獲其他機關或本校之補助，得依其申請項目之「其他費用」及工讀金部份，

提出補助申請；經審核後，每案補助上限為三萬元。 

(4)其他經院長提請管院獎委會通過、有助於提昇本系教師研究與教學水準之補助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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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七 

國立嘉義大學學術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辦法 

93 年 4 月 27 日 92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訂 
 

  凡本校助理教授級以上(或博士級講師)專任教師均可提出申請。向本校提出

之計畫須於當年度向國科會或行政院所屬機構申請補助，但未獲補助者為限，且

每人每年最多只能申請一件。若新進教師於第一年未及申請國科會或行政院所屬

機構補助者，亦得申請本辦法補助，補助原則如下。 

1.由本校「學術研究獎勵審議小組」訂定之，博士級講師至少佔該年名額之 10%。 

2.本計畫補助之專任教師，於計畫執行當中，若再獲校外單位補助，則取消校方

經費補助，並追回已使用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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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八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國內進修要點 

93 年 3 月 16 日 92 學年度第 3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訂 
 

一、為提高本校教師素質及學術研究水準，裨益教學研究工作，除依據行政院及

教育部有關訓練進修規定辦理外，並應本校教師申請國內進修之需要，特訂

定本要點。 

二、本校教師申請進修時應就全時進修、部份時間進修、留職停薪進修等三者，

擇一申請不得重覆。 

三、凡於本校連續服務二年以上之專任教師，得申請報考國內各大學校院研究所

進修。 

四、教師進修應以不影響教學、研究及業務之正常運作為原則，其原任課程或兼

任之行政職務，需有適當人員擔任或代理，各單位不得以此理由要求增聘教

師或臨時人員，並須考慮下列條件： 

  (一)進修內容必須與本職相關或授課所必需，且切合系所發展需要，中途若

更動申請之研究主題，必須依序經系所、院、校教評會通過。 

  (二)經荐送全時進修者，須服務至規定年限屆滿後，方可再申請全時進修。 

  (三)帶職帶薪全時進修人員，期滿應返回本校服務，其期間為進修時間之二

倍，不回本校服務或服務期間未滿而辭職者，應按未履行義務之期間比

率，賠償相等於進修期間所領薪津及各項補助費之金額。 

五、申請全時進修者，第一年帶職帶薪，第二年起改為留職停薪或部份時間進修。

修業年限碩士以四年為限，博士以八年為限。 

六、進修員額之審查，應依左列規定： 

  (一)各系、所、中心其教師人數在十人(含)以內者，每學年得推荐一人；十一

人至二十人者，每學年得推荐二人，依此類推。 

  (二)各系、所、中心申請進修人數，超過限額時，以在本校服務年資較久且

未曾獲荐送進修者優先，年資相同者應考慮系、所發展方向及其教學研

究成果及主修科目。 

  (三)教師在職進修總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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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申請全時進修者每學年不得超過全校現有專任教師總人數 5%。 

    2.申請部份時間進修者每學年不得超過全校現有專任教師總人數 5%並

由各系、所、中心安排每週至少應留校三全日。 

    3.經教育部或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國內進修者依其規定辦理；申

請利用寒暑假期間進修三個月內者，不受上項名額之限制。 

七、申請進修人員每學年辦理乙次，申請者應檢具申請表及進修計畫各乙份，於

每年三月底前依相關學校規定期限提出，並送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後

由學校核定，未依限提出申請者不予受理。 

八、經學校同意荐送進修並錄取者，應檢附報考學校之考試錄取通知單及註冊證

明，向學校辦理進修手續。 

九、經核准部份時間進修者，應檢附進修課表，申請公假登記；核准部份時間進

修如有須要改為全時進修者，應辦理留職停薪。 

十、本校教師進修，由各系、所、中心教評會先行開會決定優先順序，並報經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後，再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定全校進修之名額及優先

順序。在核定進修名額以內者得發給推荐證明參加在職人員考試，核定進修

名額以外者，得報考一般進修之入學考試。放榜後如「核定進修名額以內者」

未錄取，得由「核定進修名額以外者」依序遞補。 

十一、未依行政程序申請自行前往進修者，不得以取得學位提出申請升等或改聘。 

十二、本校專任教師申請利用寒暑假期間前往國內大學或研究機關(構)研究進修

者，得於進修前提送進修計劃書，依行政程序核准後即可以公假登記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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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九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要點  

 95 年 5 月 23 日 94 學年度第 7 次校教評會議修訂 
 

一、為鼓勵本校教師吸收國外學術新知，提升教學研究水準，促進國際文化交流，

依據行政院「公教人員出國進修研究實習要點」及教育部「教師進修研究獎

勵辦法」，訂定本要點，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二、本要點所稱講學，係指至國外大學校院擔任客座教師，從事教學；所稱研究，

係指至國外大學校院、國外專業研究機構或從事專題研究；所稱進修，係指

至國外選修學分或國外大學校院攻讀博士學位。 

三、申請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人員，須具有審查合格之助理教授(含)以上資格，

申請出國研究或進修人員，須具有審查合格之講師以上或於民國 86 年三月

二十一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施行前已具審查合格之助教資格。 

  前項人員專任教師且在本校連續服務二年以上者為限。 

四、申請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人員，以不影響學校教學為原則，並提出講學，

研究或進修計畫及國外學校或專業研究機構同意函等文件，經系(所)，院教

師評審委員會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同意，其原任課程或兼任之行政職

務，須有適當人員擔任或代理。如為兼任行政職務人員，其出國期間在六個

月以上者，本校得應業務需要，予以免兼行政職務。 

五、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計畫，應切實依據教學、研究需要擬定，計畫之內容

規定如下： 

  (一)計畫名稱。 

  (二)計畫與該系(所)、中心教學實際需要之情形。 

  (三)計畫內容概述。 

  (四)擬前往講學、研究或進修之國家及學校名稱。 

  (五)預計講學、研究或進修時間。 

  (六)預計講學、研究或進修後之成果。 

六、出國講學、研究、進修人員，應不影響系(所)、中心教學為原則，其原任課

程或兼任之行政職務，需有適當人員擔任或代理，各系(所)、中心不得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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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要求增聘教師或臨時人員。 

七、每學年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人數，每學院、系(所)、中心及全校均以同時

不超過現有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十分之一為原則(現有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未達十人之系、所、中心得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一人)；另自 89 至 94 學

年度止為儘速改善本校師資結構，凡本校現職教師未滿五十五歲欲申請進修

博士學位者，在不影響教學業務正常運作之原則下(留職留薪者其及原授課

程由本校相關教師分任為原則)，得將上項每學年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人

數之限制酌予調整。 

    另本校教師符合下列各項資格之一者，並符合同一系(所)同一時間出國

進修研究教師(含進修學位者在內)人數之上限者，【即該系(所)在校教師人數

乘以(四減上一學年該系(所)教師平均鐘點數)再除以十之人數】，得申請非進

修學位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 

  (一)教授休假期間之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者(已明列於休假研究進修計畫內

容中者免再申請)。 

  (二)經政府機關機構，例如教育部、國科會、農委會、經濟部等核准在案者。 

  (三)獲本校同意之國外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全額資助進修或研究者。 

  (四)獲本校推薦擔任交換教授或互訪教學研究者。 

  (五)於國內博士班進修，未享全時進修或全時進修期間，以在學身份赴國外

大學研究有利提昇其博士論文水準者。 

  (六)經教育部相關考試通過之博士後研究者。 

八、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人員，准予帶職帶薪，其期間如下： 

  (一)講學期間以一年為限，如少於一年者，必要時申請延長，惟延長期間同

原核定之講學期間合計仍以不超過一年為限。 

  (二)研究、進修期間以一年為原則，必要時得申請延長，惟延長期間最高以

二年為限；前項延長研究或進修期間一律留職停薪，並須逐年(次)申

請，且須於期限屆滿前二個月，檢附列舉不能依核定計畫完成講學、研

究或進修之事實及取得講學、研究或進修學校之證明等有關資料，報經

系(所)、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唯未取得博士學位者，得依程序

申請酌予延長進修期間，並依比例延長其履行服務義務之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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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人員，每學期(季)結束二個月內及期滿返國三個月內，

應依行政程序向系(所)、院、校提出講學、研究或進修報告，並檢附有關證

件資料備查。 

  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人員期滿返國三個月內，須辦理成果發表。 

十、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人員應於出國前與本校簽訂契約並辦妥保證手續；期

滿後應即返校服務，不得藉故稽延。除因特殊公務需要，留職停薪者應服務

之時間與出國時間相同；帶職帶薪者應服務之時間為帶職帶薪時間之二倍；

其以留職停薪延長講學、研究或進修者，應再加計延長講學、研究相同之時

間；否則應按未履行服務義務之期間比例，償還其講學、研究或進修間所領

薪給及補助。未完成服務義務前，不得辭聘，調任或再依本要點申請出國。

但因教學研究或業務之特殊需要，經系(所)、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陳奉校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十一、本要點施行前已核准之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者，得依原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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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十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 

94 年 5 月 31 日 93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修訂 
 

第一條 為鼓勵教師參與國際性學術活動，以促進學術交流並提昇研究水準，特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經費來源如下： 

    一、本校建教合作收入。 

    二、本校捐贈收入。 

    三、本校投資收益收入。 

    四、本校場地設備租借管理收入。 

    五、本校推廣教育收入。 

    六、其他。 

第三條 申請資格： 

    一、凡本校專任老師，其論文以本校名義在國際性學術會議發表者，應

先依規定期限向國科會提出補助申請，如未獲補助者，始得向本校

提出補助申請，但因教師延遲送件致未獲國科會補助者，本校不予

補助。 

    二、教師於該年度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中已包含出席國際會議經費

或同一年度已向國科會申請補助而獲准者，得檢附證明文件，不須

再向國科會提出申請。 

    三、國際會議在台澎金馬地區舉辦者，得不須先向國科會提出補助申

請，但須經系所、學院審核後，再向本校提出申請。 

    四、每一年度以補助一次為限。 

第四條 檢附文件： 

      擬申請出席國際會議之申請人需檢附下列文件向研究發展處學術

發展組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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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校補助出席國際會議申請書一份。 

    二、大會論文接受函。 

    三、發表論文全文一份，會議議程一份(含註冊標準)，相關代表著作一

份(最多五件)。 

    四、國科會未接受補助函。 

    五、機票票根正本。 

    六、註冊費收據。 

    七、外幣兌換水單或出國前一天(如逢假日往前順推)台灣銀行賣出即期

美元參考匯價證明。 

第五條 補助標準如下： 

    一、台澎金馬地區：比照本校出差費規定辦理並補助註冊費(依來函規定

之全額補助)。 

    二、國外部分： 

      1.旅費：亞洲地區新台幣一萬元;紐澳地區新台幣一萬五仟元;歐、

美、非洲地區新台幣二萬元(檢附機票票根正本)。 

      2.註冊費：依來函規定之全額補助。 

第六條 教師出席國際會議，須為本校進行國際學術交流。 

第七條 凡接受本補助者，應檢附有關單據及證明文件(包括機票票根正本、註冊

費收據、外幣兌換水單或出國前一天(如逢假日往前順推)台灣銀行賣出

即期美元參考匯價證明)，按本校規定之財務程序辦理領款手續，並同時

將出國報告書(含出席國際會議時訪談對象及連絡方式)(如附表一)送交

研究發展處。若欲放棄者，應於核定後二個月內以書面通知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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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十一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補助辦法 

94 年 11 月 14 日 95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修訂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學生參與國際性學術會議，發

表學術成果，並擴大國際視野，特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經費來源如下： 

    一、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經費(含本校配合款)。 

    二、本校學雜費收入。 

    三、本校建教合作收入。 

    四、本校捐贈收入。 

    五、本校投資收益收入。 

    六、本校場地設備租借管理收入。 

    七、本校推廣教育收入。 

    八、其他。 

第三條 申請資格： 

    一、本校博、碩士班研究生及大學部之在學學生，其論文以本校名義在

國際性學術會議發表者。 

    二、同一論文，有下列情事者，不得重複提出申請： 

      (一)已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

議要點」、「教育部補助國內大學校院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

會議處理要點」：規定獲其補助者。 

      (二)已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申

請參與研究計畫之相關人員「國外差旅費」者。 

      (三)已獲其他機關補助者。 

第四條 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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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申請補助，須檢附下列文件： 

        申請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者，須於出席國際會議六星期前，檢附

下列文件向各學院提出申請： 

      (一)學生證影本。 

      (二)補助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補助申請書一份。 

      (三)大會論文接受函。 

      (四)發表論文全文一份(以尚未在期刊及國際性會議發表者為限)。 

      (五)會議議程一份(含註冊標準)。 

      (六)指導教授推薦函(註明外語能力)。 

      (七)學生請假單影本。 

    二、請領補助款項，須檢附文件： 

        本校學生，出席國際會議返國後，請於一星期內將下列資料送

至各學院申請補助費： 

      (一)出國報告書。 

      (二)機票票根正本。 

      (三)註冊費收據。 

      (四)外幣兌換水單或出國前一天(如逢假日往前順推)台灣銀行賣出

即期美元參考匯價證明。 

第五條 申請人在同一會計年度內以補助一次為限；論文為合著者，同一論文以

補助一人發表為限。同一論文不得接受其他出席國際會議補助。 

第六條 補助標準： 

    一、台澎金馬地區： 

      (一)交通費：比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 

      (二)註冊費：依來函規定之全額補助。 

    二、國外部分： 

      (一)交通費(須檢附機票票根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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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亞洲地區最高補助新台幣五千元為限。  

        2.紐、澳、歐、美、非地區最高補助新台幣一萬五千元為限。 

      (二)註冊費：依來函規定給予全額補助。 

    以上各項補助費用，由受補助人於出國時先行墊付。 

第七條 補助名額： 

    各學院依本辦法補助之學生名額，依各學院當年度核定之經費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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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十二 

畢業生升學概況表 

93 年畢業同學研究所上榜名單 

上榜屆別 確定就讀 姓名 學校名稱 研究所名稱 
應屆 Y 吳亭瑩 政治大學 財政研究所 

 吳亭瑩 台灣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Y 林欣瑜 成功大學 工業與資訊管理研究所 
Y 蕭育欣 嘉義大學 休閒管理研究所 
Y 尚思齊 嘉義大學 休閒管理研究所 
Y 梁欣蓓 嘉義大學 管理研究所 
Y 邱振達 長庚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財務管理組 
Y 陳緯恬 彰化師範大學 商業教育研究所 

非應屆 Y 王 珣 東吳大學 商用數學所 
 王 珣 暨南大學 財務金融研究所 

Y 陳惠雯 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Y 陳泰良 高雄大學 經濟管理研究所(全球經貿組) 
Y 劉恬邵 嘉義大學 管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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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年畢業同學研究所上榜名單 

上榜屆別 確定就讀 姓名 學校名稱 研究所名稱 
應屆 Y 黃雅琪 台灣大學 農業經濟學研究所 

 黃雅琪 台北大學 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 
 黃雅琪 中正大學 國際經濟研究所 

Y 林怡玟 台北大學 經濟研究所 
 林怡玟 高雄大學 經濟研究所 
 林怡玟 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研究所 

Y 胡予頻 台北大學 合作經濟研究所 
Y 王予仕 中正大學 運動休閒教育研究所 
 王予仕 台灣體育學院 運動管理研究所 

Y 陳鏘任 中正大學 國際經濟研究所 
Y 林言俊 嘉義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 
Y 邱仲弘 嘉義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 
Y 吳孟蓉 暨南大學 經濟研究所 
Y 連瑋鑫 暨南大學 經濟研究所 
Y 黃家安 彰化師範大學 商業教育研究所 
Y 莊家喜 台北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莊家喜 嘉義大學 管理研究所 
 莊家喜 東海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Y 郭貞吟 雲林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研究所 
 郭貞吟 逢甲大學 財務金融研究所 

Y 張文琪 雲林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研究所 
非應屆 Y 紀達誠 台北大學 經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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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年畢業同學研究所上榜名單 

上榜屆別 確定就讀 姓名 學校名稱 研究所名稱 
應屆 Y 翁靖迪 台灣大學 農業經濟研究所 

 翁靖迪 中正大學 國際經濟研究所 
 翁靖迪 中山大學 經濟研究所 
 翁靖迪 中興大學 應用經濟所 
 翁靖迪 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碩士班 
 翁靖迪 東海大學 經濟學研究所 

Y 蔡慧珊 交通大學 管理科學研究所 
 蔡慧珊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金融營運所 

Y 紀達誠 台北大學 經濟學研究所 
 紀達誠 中正大學 國際經濟研究所 

Y 張大川 台灣大學 農業經濟研究所 
 張大川 台北大學 經濟學研究所 
 張大川 成功大學 經濟學系研究所 
 張大川 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碩士班 
 張大川 中正大學 國際經濟研究所 

Y 汪傳貴 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碩士班 
Y 羅尹志 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詹健宗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財務管理研究所 

Y 詹健宗 淡江大學 財務金融研究所 
Y 周柏均 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碩士班 
Y 鄭珺予 東海大學 國際貿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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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十三 

畢業生就業概況 

93 年第一屆畢業生現況 

學號 姓名 現況 學號 姓名 現況 
893602001 蔡宏政 進口貿易 893602026 蘇舜華 公職受訓 
893602002 王 珣 東吳大學商用數學系 893602027 周嘉偉 玉山銀行 
893602003 蔡奉益 補教業 893602028 吳依珍 永豐銀行 
893602004 陳兆蔚 寶來證券國外部 893602029 黃胡訓 台灣人壽 
893602005 朱鈞瑋 彰化銀行行員 893602030 蕭怡柔 台灣銀行 

893602006 尚思齊 當兵 893602031 陳惠雯 彰化師範大學企業管理

研究所 
893602008 劉惠棱 第一銀行 893602032 李金賢 環工公司 
893602009 劉倍汝 誠泰銀行行員 893602033 吳厚德 國泰人壽 
893602010 劉冠智 當兵 893602034 方心怡 準備考試 
893602011 曲冠宇 兆豐銀行資訊系統 893602035 王淑真 準備考試 
893602012 楊語涓 輔仁大學金融研究所 893602036 林弘裕 準備考試 
893602013 林冠宇 紡織研究所研究助理 893602037 李維軒 自家工廠工作 
893602014 黃敏芳 會計事務所查帳員 893602038 陳俊侃 信義房屋 

893602015 林欣瑜 成大工業與資訊所 893602039 陳泰良 高雄大學經濟管理研究

所(全球經貿組) 
893602016 楊淨如 補教業 893602040 黃慶國 YAMAHA 
893602017 游志怡 會計事務所 893602041 吳俊毅 準備考試 
893602018 盧靜怡 某大飯店 893602042 施信宇 當兵 

893602019 蕭育欣 長榮航太 893602043 劉恬邵 國立嘉義大學管理研究

所 
893602020 李建鴻 資訊公司業務助理 893602044 邱瓊慧 安親班教師 
893602021 梁欣蓓 華碩電腦公司 893602046 張莉萍 IBM 
893602022 邱振達 當兵 893602047 邱振榮 竹科管理師 
893602023 吳亭瑩 財政部 893602048 鄭有為 台灣東方馬達 
893602024 陳緯恬 南投高商實習 893602049 施傑勛 準備考試 
893602025 張修書 資訊業 893602050 卓泰毅 自家工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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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年第二屆畢業生現況 

學號 姓名 現況 學號 姓名 現況 
0906101 洪小婷 台灣人壽 0906126 鄧雅芳 遠東銀行台中分行 
0906102 連瑋鑫 暨南大學經濟研究所 0906127 楊蕙芸 待業中 
0906103 吳孟蓉 暨南大學經濟研究所 0906128 陳瑞隆 當兵 

0906104 黃雅琪 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研究

所 0906129 黃玟萍 大同商職實習敎師 

0906105 王予仕 中正大學運動休閒教育研

究所 0906130 陳鏘任 中正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 

0906106 陳筱茜 漢神百貨 0906131 邱仲弘 嘉義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研

究所 
0906107 紀達誠 台北大學經濟研究所 0906132 楊佩珊 某私人公司 
0906108 陳珮倫 台灣人壽 0906133 顏士翔 準備考試 
0906109 林君翰 當兵 0906134 詹婷琳 準備考試 
0906110 林曉茵 金鼎證券 0906135 賴彥廷 當兵 
0906111 林言俊 準備考試 0906136 王瑞雲 台證證券 
0906112 林新傑 兆豐證券 0906137 林宥妡 待業中 
0906113 涂哲瑜 當兵 0906138 林怡玟 台北大學經濟研究所 
0906114 黃桂櫻 花蓮企銀蘆洲分行 0906139 陳駿宜 當兵 

0906115 張靜儀 花蓮企銀西蘆洲分行 0906140 郭貞吟 雲林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研

究所 
0906116 穆婉懿 華航地勤 0906142 洪小斐 國泰世華台南分行 
0906117 謝宜蓁 陽信銀行桃園分行 0906143 柯淳鐘 當兵 
0906118 葉滋韻 國泰人壽 0906144 胡予瀕 台北大學合作經濟研究所 
0906119 陳麗惠 台中銀行平鎮分行 0906145 陳瑋靖 新光三越中山店 
0906120 莊家喜 台北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0906146 謝惠愛 私人公司 

0906121 許弘昌 當兵 0906147 張文琪 雲林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研

究所 

0906122 吳良韋 當兵 0906148 黃家安 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研

究所 
0906123 王台鳳 新竹商銀新竹分行 0906149 張耀元 當兵 
0906124 葉允立 土地銀行 0906150 李宗丞 當兵 
0906125 王玟婷 豐原市公所    

 141 



 

95 年第三屆畢業生現況 

學號 姓名 現況 學號 姓名 現況 
0916101 梁志豪 當兵 0916128 陳翰宇 當兵 
0916103 徐正杰 當兵 0916129 邱柏榮 當兵 
0916104 黃姵蓉 準備考試(普考) 0916130 蔡慧珊 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 

0916105 林品妤 補習 0916132 汪傳貴 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研

究所 
0916106 羅郁文 國泰世華 0916133 鄭伊珊 玉山分行 
0916107 石宗民 當兵/馬祖/東引 0916134 陳義欣 當兵/憲兵 
0916108 郭佳銘 當兵 0916135 朱漢文 當兵 
0916109 朱婉听 準備考試 0916136 李雅雯 準備考試 
0916110 詹健宗 淡江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 0916137 張秀琪 準備考試 

0916111 周柏均 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研

究所 0916138 張柏明 當兵/嘉義縣政府替代役 

0916112 蔡宛婷 自家公司 0916139 鄭珺予 東海大學國際貿易系研究

所 
0916113 杜青芸 自家公司 0916140 陳湘寧 外商貿易 
0916114 朱宸妤 聯邦銀行 0916141 方柔蘋 補習 
0916115 蔡淑慧 私人公司 0916142 楊玉君 建華銀行 
0916116 林家嶙 待業中 0916143 巫育儒 當兵 
0916117 張逸飛 補教業 0916144 尚宗憲 當兵 

0916118 邱敏翔 當兵 0916145 羅尹志 彰化師範大學企業管理研

究所 
0916119 詹子程 當兵 0916147 張大川 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研究所 
0916120 陳巧玲 愛德堡 0916148 王雅珍 準備考試 
0916121 劉恆毓 當兵 0916149 王珮宜 永裕塑膠 
0916122 黃添勝 當兵/馬祖/南竿 0916150 王淑亭 明安國際 
0916124 呂侑霖 當兵 0916151 陳英哲 延畢 
0916125 鍾慧伶 瑞峯針織 0916152 李佳容 台商公司 
0916126 翁靖迪 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研究所 0916153 林科吟 順發 3C 
0916127 陳建廷 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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