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 年度下半年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報告書 
所列各項待改善（建議）事項及參考建議 

評鑑

項目 
待改善事項、參考建議 答覆單位 

答覆內容及改進措施（請

提出事宜的量化指標） 

一 、

學 校

自 我

定位 

1.該校學生對學校自我定位及學生

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之瞭解和認

同度尚不足。該校宜透過系所班

級導師、大學入門、學校網頁、

海報等管道全面宣導，並舉辦問

卷有獎競賽，以強化學生對學校

自我定位及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

能力之瞭解與認同度。 

教務處、學務

處、研發處、各

學院 

 

2.該校宜針對其校務發展及發展

特色，釐訂具體目標或擇定標

竿學校，做為未來校務發展達

成之標的。 

教務處、研發

處、秘書室、各

學院 

 

3.該校宜針對中程發展計畫，訂

定明確之分年量化及質性指

標，以利追蹤落實。 

各一級行政單

位、各學院 
 

二 、

校 務

治 理

與 經

營 

1.該校三大願景之一為「躋身國

際」，且有追求國際化之相關作

法，惟其外籍生人數從 97 學年度

53 人到 99 學年度 68 人，僅成長

15 人，且僅占全校學生人數

0.5%，仍有成長空間。該校宜針

對「躋身國際」之願景，訂定追

求國際化、提高外籍學生人數等

具體目標。 

教務處、學務

處、研發處、各

學院 
 

 

2.該校於學務處設有國際學生事務

組，但外籍學生之招生及學習又

分由教務處及各院系負責；外籍

或國外交換師資則由研發處負

責，國際化事務缺乏整合機制。

該校宜設置或指定統籌國際化及

國際事務之單位。 

教務處、學務

處、研發處、

各學院 

 

3.該校目前共有 4 個校區，雖經 97
學年度第二次校務會議議決各校

區之內涵，但未來少子化的嚴重

教務處、學務

處、總務處、研

發處、圖書館、

 



評鑑

項目 
待改善事項、參考建議 答覆單位 

答覆內容及改進措施（請

提出事宜的量化指標） 
衝擊及校務經營成本之重複負擔

等問題，尚未有相關之因應規

劃。該校宜考量少子化衝擊及校

務經營成本，加強規劃 4 個校區

之運用。 

進修部、電算中

心、秘書室、會

計室、人事室 

4.該校囿於校區分散之緣故，雖已

建立全校之會計相關作業 e 化系

統，然而對於各校區之現金及財

務管控仍有待加強。該校宜強化

各校區現金及財務之管控。 

總務處、研發

處、秘書室、會

計室 

 

5.該校留學講座及座談會等國際活

動舉辦之情形，仍有加強之空

間。該校宜視學生需求增辦留學

講座或座談會。 

學務處、研發

處、各學院 
 

6.該校雖訂有辦法補助學生出席國

際會議，但尚未訂有鼓勵學生參

與國際競賽之相關辦法。該校宜

整合訂定學生參與國際會議及國

際競賽的獎勵辦法。 

教務處、學務

處、研發處、各

學院 

 

7.該校教師研究成果登錄系統使用

狀況較不理想，宜與教師評鑑、

教師升等及各項教師獎勵辦法結

合，以提高該系統之使用率。 

教務處、研發

處、人事室、教

發中心 

 

8.宜適度增加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

校外委員的名額。 
研發處  

9.經費稽核委員會宜增加具財務或

會計專長之教師委員，且於會前

提供會議責料。 

研發處、管理

學院 
 

10.該校宜善用現有之規模與資

源，積極發展該校具特色之產學

合作項目或產學合作中心，拓展

產學合作之績效，以挹注學校財

源。 

產 學 營 運 中

心、各學院、

各研究中心 

 

11.該校教育部教學卓越補助款逐

年下降，且學校用以支援教學與

研究之統籌款亦由 96年度之 2億

教務處、研發

處、各學院 
 



評鑑

項目 
待改善事項、參考建議 答覆單位 

答覆內容及改進措施（請

提出事宜的量化指標） 
多元下降至近年之 3 千至 4 千萬

元，恐難以支應學校未來教學與

研究發展所需。宜積極發展該校

具特色之教學卓越項目，以爭取

較多之教學卓越補助款。 

三 、

教 學

與 學

習 資

源 

1.新民校區學生人數超過 2,000
人，宿舍床位不足以供應目前學

生需求。宜增加新民校區學生宿

舍供應量，以符合學生需求。 

學務處   

2.該校共分 4 個校區運作，學生跨

校區選課（尤其是通識及師培課

程）不便之問題，應是校方應面

對及改善的重要課題。該校宜主

動分析有跨校區選課需求之課

程，並提供配套措施，鼓勵這類

課程授課教師開設全數位教學課

程。 

教務處、進修

部、電算中心、

通 識 教 育 中

心、師資培育中

心 

 

四 、

績 效

與 社

會 責

任 

1.該校 97 及 98 年度專任教師執行

國科會計畫比例略顯偏低；全校

研究補助案總金額 98 至 99 年亦

由 5.03 億元降至 3.9 億元。宜檢

討現行研究獎勵相關辦法及評鑑

制度，以激勵教師積極爭取研究

計畫。 

研發處、教發中

心、人事室、各

學院 

 

2.該校雖重視弱勢學生的扶助，惟

97 至 99 年度學生工讀金之執行

率，分別為 96.01%、92.64%及

83.86%，未執行之剩餘經費並未

規劃學生扶助之適當用途。宜研

訂適當機制，充分運用學生工讀

金，以將剩餘經費降至最低。若

有剩餘，宜另規劃適當用途，以

提供學生更多協助。 

學務處   

3.該校每年休、退學學生人數及比

率偏高。宜進一步分析各學制、

各年級、各班別之休、退學原因，

教務處、進修部  



評鑑

項目 
待改善事項、參考建議 答覆單位 

答覆內容及改進措施（請

提出事宜的量化指標） 
並加強輔導，以降低休、退學學

生人數。 
4.該校雖訂有「學生基本素養」，惟

如何透過通識教育課程之修習及

其他方式以達到培育之目標，尚

有加強之空間。宜訂定妥善之方

針與策略，經由修習通識教育課

程等方法，達到培育之目標。 

教務處、學務

處、進修部、通

識教育中心 

 

5.該校推廣教育之班數及學生人

數，三年來(97 至 99 年度)未有明

顯成長。宜深入分析地區之需

求，並適度結合在地文化及產業

特性，加強規劃推廣教育之班次

與內容。 

進修部、產學營

運中心、各學院

 

6.該校經由社團評鑑機制淘汰部分

表現欠佳社團，社團數由 97 學年

度的 118 個降為 99 學年度的 108
個，學生之社團參加率降低。宜

檢討學生社團之輔導辦法，鼓勵

學生參與社團活動。 

學務處、進修部  

五 、

持 續

改 善

與 品

質 保

證 機

制 

1.該校雖有明確之自我定位及學生

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但並未以

問卷調查方式詢問師生、校友之

認同度。宜透過問卷調查瞭解師

生、校友，對學校自我定位及學

生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的認同

度，並據以分析，做為績效檢討

修訂之參考。 

教務處、學務

處、研發處、進

修部、各學院 

 

2.該校對於教師、在校生、校友、

企業雇主等利害關係人之意見蒐

集，執行尚稱良好，惟缺乏統整

性分析及系統性回饋。宜針對教

師、在校生、校友、企業雇主等

利害關係人之意見，進行統整性

之深度分析，並有系統性回饋，

以做為持續改善之參考。 

各一級行政單

位、各學院 
 



評鑑

項目 
待改善事項、參考建議 答覆單位 

答覆內容及改進措施（請

提出事宜的量化指標） 
3.該校有關學術單位績效自我評鑑

機制之制度與內涵，及評鑑結果

與資源分配之連結，尚未訂定較

完整之評鑑辦法。宜規劃訂定完

整之學術單位績效評鑑辦法，落

實滾動式之內部自我評鑑機制。

教務處、研發

處、各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