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嘉義大學 103 學年度校務諮詢委員會 

理工學院分組討論會紀錄 

開會時間：104 年 6 月 30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10 分 

開會地點：理工大樓 A16-313 會議室 

主持人：洪滉祐院長                                  記錄：簡麗純 

校外諮詢委員：吳志揚博士、侯春看博士 

校內諮詢委員：艾群副校長、劉玉雯學務長 

出席人員：陳思翰主任、古國隆主任、陳榮治主任、朱健松主任、林裕淵主任、

陳宗和主任、徐超明主任、丁慶華主任、洪敏勝主任、吳振賢主任、

黃文祿主任、楊朝旺主任、林楚迪主任、郭煌政特別助理 

請假人員：陳文俊主任 

壹、院長致歡迎詞及介紹與會師長：(略) 

貳、學院討論議題簡報： 
簡報議題： 
1.  強化系所多元合作發展，建立以學院為主體的跨領域人才培育機制，擴

展境外學生來源。 
2.  課程跨領域整合及分流。 
3.  強化產學合作與學生實習，建構產學人才培育機制。 
4.  系所轉型整併之方向。 
5.  有關學院特色與院務永續發展。 
引言人：洪滉祐院長 

叁、諮詢委員對簡報內容提出的建議： 

一、吳志揚博士： 

（一）雲嘉南區域未來政府訂為農業首都，進行大數據合作。貴校在農業部份，

理工與農學有相關跨領域合作，又有資工相關系，若能與雲嘉南縣市合

作，引進大數據，可協助區域發展。 

（二）少子化，境外生來源不外乎從大陸、東南亞來招生實務上最為可行。歐



美、日韓外籍生，我們學校先從夏季學程做起，貴校全英文學位學程比

我們還多，此可供貴校參考。另外很多學校與大陸做 3+1 的合作模式，

我們現在正在起步。 

少子化影響，教育部的政策是學校整併，整併之後未來也可能會下修人

數，此對招收大學部、碩、博士班招生衝擊會比較大。有學校以院為招

生，之後再分幾個組。我們也向教育部建議碩博招生，以院為單位分組

招生，系所員額可流用到其他系所。另外，中正管理學院企管所做改革，

招收員額大幅調整到在職，效果不錯，供參考。 

二、侯春看博士 

（一）學用合一、務實致用 

有關實用(產業)學程，要從需求端尋找，根據院系特色找對應產業。依我

們學校做法是與產業工學會討論產業人力需求，或有公司有需求，就直接找公

司討論。科技大學在推的產業學程，不外乎於學生修畢產業學程之後，八成以

上工學會或公司都能吸收聘用，所以要從需求面了解之後再回來規劃實用型課

程。 

（二）產學合作 

產學合作建議從地區做起，例如雲林科大在雲林地區，認養雲林工業區，

之後再擴展。嘉義大學位處中南部，可針對嘉義產業來投入。嘉大有農業、師

資培育，可將兩元素加入規劃經營。我的經驗是產學合作真正要落實很辛苦，

與產業之間要有相當一段時間的了解、信任才能落實。 

（三）少子化，招外籍生 

雲科大外籍生的分布，真正外籍 70 多位，加上僑生 200 多位，再加上陸

生共有 600 多位，所以陸生有 400 多位。陸生也是透過 3+1，與福建工學院合

作，這學期有 186 位學生，3 年級來 4 年級回去，一年之後再就業。另外，公

立學校與私立學校競爭，公立學校有相當多的限制，所以此部分是要經營的。 

三、艾群副校長： 

（一）少子化： 

1.提升校譽：培養學生參加各項競賽，或帶學生做社團服務，增加正面見報

率。 



2.凸顯特色，不要作第一要作唯一 

嘉大在中南部是有特色，農業大數據、農委會的農業 4.0 與理工有很多相

關，可以組團隊跨校院合作。雲嘉嘉三縣市的縣市長有共識，從食安進行。本

校有食科系，現在彙整所有檢驗儀器，檢驗儀器數位化的部份是可組團隊參

與。 

（二）系所橫向互動不夠  

課程模組化，建議嘗試從課程互動開始，開跨系所整合協同教學課程，慢

慢走到研究合作。  

四、劉玉雯學務長 

產學合作業界教師教學可帶給學生實務經驗，從土木系找業師上課的經驗，

學生反應很好。勞動部有就業學程，此係屬學務處業務，可跨系提出申請，但

需有業界教師聯合教學。此可與業界連結合作，增進信任關係，建議理工系所

可成立學程來申請。 

肆、討論與交流： 

一、院長提問：少子化招生越來越困難，教育部有整併裁撤辦法，系所招生員

額不足，可能被裁減或裁撤，請教兩位校長貴校是否有此問題及做法為

何？ 

吳志揚博士： 

中正因應少子化及調薪，總量管制最早先是從財務的角度出發。總量管制

以院為單位，教師員額只能聘到 90%，鼓勵聘任的方向以跨領域整合的方式

作思考。健全的財務才是大學永續發展最核心的課題。總量管制，表面上看來

還有員額，聘足員額則學校的財力會受不住。現在碩博士生減收，相對也不需

要那麼多教師，控管可能需再下修。 

侯春看博士： 

系所整併面臨老師退場機制。雲科大的問題大在獨立所，碩博士招不好，

獨立所就可能會面臨的問題，所以會要求教師要好好招生。另外，我們也控管，

保留一些以兼任或專案教師聘任，制訂聘任專案教師的辦法。 

二、學務長提問：請問兩位校長，如何鼓勵教師產學合作計畫？ 

侯春看博士： 



雲科大當時創立以工程、管理、設計三群而成立，當然還包括共同科。產

學合作計畫學校有獎勵機制，但是現在慢慢形成跨領域研究團隊。例如去年中

鋼合作成立「手工具工程技術研發中心」，原因是我們有完整的設計學院、工

程科系，及管理學院，所以成立跨領域團隊很有幫助。另外，我們很幸運拿到

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典範科技大學計畫是要透過科技大學的研發能量去幫助企

業，所以一定要與產業掛勾，所以成立四個中心，中心一定要與產業接軌，教

育部每年都來評鑑。 

三、院長提問：教師或教師帶學生參加研究發明展，學校是否有挹注經費補助？ 

侯春看博士： 

研究發明展報名費很高，學校有遵循的機制，經費教學卓越計畫有補助一

些，另外教師可以用自己的計畫結餘款使用。 

吳志揚博士： 

中正的中心分三個層次：(1) 建制頂大 5 年 500 億成立的中心，主任、組

長有加給；(2)校級及院級中心，經費是自給自足，主管加給以簽呈辦理。另

外，產學合作校有獎勵措施之外，學校特聘教授有區分出產學合作傑出的特聘

教授，此對老師亦有很大的動能。 

侯春看博士： 

產學合作績效，管理費是一個門檻，教師升等於研究與產學的部分，教師

可選擇配分比例，此對鼓勵教師也有幫助。 

三、徐超明主任提問：教師認真做研究，研究產品因不善與廠商溝通交流，也

沒有門路，學校如何協助教師將產品包裝、鑑價及媒合推銷，創造學校價

值。 

吳志揚博士： 

中正與成大是聯盟學校，有簽合作協議，老師若有產品要提高到學校層次

來做，則委託成大辦理。 

侯春看博士： 

雲科大有育成與智慧財產中心，是教育部技轉的補助經費成立。目前做法，

我們典範跟教卓計畫，將創新、創業列為重點，去年有 4 隊創業團隊以參加科

技部的比賽得名，得 93 萬獎金；又有 6 家學校培養出來的團隊成立公司，此



部分是由育成智慧財產中心協助成立公司，另有輔導機制。教師研究產出之鑑

價與技轉交由育成智財中心找專業幫忙。 

四、黃文祿主任提問：專利申請作法、所有權的作法為何？  

吳志揚博士： 

學校採比例制，有委員會審議。 

侯春看博士： 

教師提出申請，學校研發處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學校出錢，專利所有

權屬學校所有。另外也訂定辦法，鼓勵教師研究成果技轉，技轉金額很大一部

分是給老師。 

 

肆；散會：11 時 5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