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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總體發展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簡稱臺北科大(Taipei Tech)今年建校 114 年，是國內首屈一指

的產業推手，培養企業家的重要搖籃。至今，畢業校友約 14 萬人以上，在各領域表現

傑出，在企業界、特別是全國上市上櫃公司，主要的負責人有 10%以上都是本校校友，

例如和碩科技童子賢董事長、長春化工林書鴻董事長等。 

本校秉承誠樸精勤之精神，以研究實用科學與技術，培育學術、品德、人文素養兼

備之高級專業人才，服務社會，建設國家為宗旨。依循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訂定了學

校的總體發展目標及教學單位與行政單位的發展目標。本校創立已逾一世紀，為國家培

育了無數企業中堅領導人才，奠定臺灣工業之肇基，實可謂「工業推手一世紀、企業搖

籃一百年」之典範。百年以來，本校在「誠、樸、精、勤」校訓的引導下，建立樸實的

校風，既重視理論研究，亦注重實作能力之培養，雙軌並重，教學研究與業界需求零距

離。 

本校定位為具技職特色的實務研究型大學，課程規劃強調實務教學與學用合一，致

力培育實務人。2022 年獲政府通過成立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與台積電合作開辦模組

化之半導體微學程、學程及產業學程，培育未來核心產業高階科技人才。鑑於國內外經

貿及產業發展正面臨後疫情時代之複雜情勢，為實現深耕產學目標，鼓勵教師整合團隊

與大型企業或地方政府合作，例如本校於草漯場域開發北科大桃園航空城產學合作基地，

遴選「智慧製造」、「智慧交通」、「B5G」、「低碳綠能」，以及「人工智慧」等五

大領域研究團隊進駐，打造「智慧與綠能產業服務共創基地」，共創科技桃園之智慧城

市，藉以擴大產學合作範疇與產研量能。另，為配合近年來政府將太空科技發展納入國

家重大政策，積極發展太空系統工程理論與實務應用的跨領域整合技術，本校電資學院

已獲教育部核定於 112 學年度起增設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推動以「立方衛星應用」及

「低軌通訊領域」作為太空系統研究所碩士學位系列課程的兩大主軸，以擴大跨領域太

空系統工程人才的養成。 

近年來政府將太空科技發展納入國家重大政策，國內對於投入衛星系統研發及驗證

相關技術與相關應用人才需求逐漸增加，低軌衛星發展已然成為全球市場趨勢，產學界

對於投入衛星系統研發及驗證相關技術與應用人才需求漸增，本校積極發展太空系統工

程理論與實務應用的跨領域整合技術，包括系統工程、通訊工程、機電整合、資訊分析

與處理技術等，整合電資學院與機電學院的豐富資源及優秀師資，結合學校及學院之教

學目標，培育學養精湛之太空系統工程人才。本校電資學院已獲教育部核定於 112 學年

度起增設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結合本校電資學院及機電學院相關師資專長，依照學校

定位與發展重點，推動以「立方衛星應用」及「低軌通訊領域」作為太空系統研究所碩

士學位系列課程的兩大主軸，以擴大跨領域太空系統工程人才的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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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以「科技為強項的國際知名大學」為主要目標，近二年校務推動屢創佳績，2025

年《Cheers》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北科大榮登技職第 1 名，2024 年《遠見》雜誌企業

最愛大學生調查，本校獲國內第 2 名、技職第 1 名；104 人力銀行 2024 大學品牌力報

告，北科大榮獲產學力全國第一。2025 年 QS 世界大學排名本校已躍升為世界 425 名、

全台第 6，連五年榮列世界前 500 名，創下歷年最佳成績。2024 年 QS 世界大學學科排

名，北科大「工程與科技」領域排名居世界第 170 名；｢化學工程」居世界前 100 名；｢

材料科學」、｢建築」、｢機械，航空與製造工程｣、｢電機與電子工程」居世界前 150 名；

「土木及結構工程」居世界前 201-240 名；｢電腦科學與資訊工程｣居世界前 300 名；｢環

境與科學｣、「商業與管理學」居世界前 301-350 名；｢物理與天文學｣領域居世界前 501-

550 名。近二年來，本校與傅爾布萊特(Fulbright Taiwan)英語授課專業支援團隊合作，協

助校內教師提升全英語授課(EMI)教學的質與量，並作為推廣到國內各大專校院的基礎。

110 學年度本校工程學院、管理學院獲教育部核定重點培育學院，111 學年度大學英語

授課比例已達部定目標值的三倍，113 學年度獲教育部「領域型標竿計畫」，包括工程

及應用科學、社會科學，顯示本校耕耘與精進雙語教育，成果有目共睹。 

此外，本校更榮獲 2023 年德國紅點年度最佳設計獎，自全球數千件參賽作品中脫

穎而出。光電工程所碩二學生參加國際光電工程學會(SPIE)在美國舉辦的「2023 年學生

光學設計競賽」，以與華碩電腦合作的 AR 眼鏡光學設計研究成果，在各國頂尖大學學

生中脫穎而出，拿下第一名。2024 年工業設計系產品設計組學生設計「登山杖租借站」

(Let’s Summit)，榮獲德國 iF 學生設計獎，當屆得獎率僅有百分之一，實屬不易。本校近

年更推動與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日本東北大學、臺德科大聯盟、臺法高等教育組織圓桌

會議與辦理雙邊學術活動。 

在聯合國長期推動永續發展指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簡稱 SDGs)的教育

努力方面，北科大獲得教育部補助資源，由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主持，整合校內節能

減碳、潔淨技術、能源監控、綠建築等領域及校外超過 30 位專家學者，成立新世代節

能研究中心，以節能技術研發、節能產業創新轉型為目標，期能解決電力缺口、強化發

電安全與穩定等課題。近三年 SDGs 論文持續高效產出，並以「SDG7 可負擔的潔淨能

源」、「SDG9 產業創新與基礎建設」、「SDG3 健康和福祉」等 3 項目標相關領域數量

最多，充分結合本校教師優勢研究領域實踐永續研究目標。本校於 2023 年榮獲 TCSA

台灣永續大學績優獎及大學永續報告書金獎，2024 年獲得《遠見雜誌》USR(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大學社會責任「大學永續報告書」楷模獎及「在地共融組」楷模獎。

2024 年 3 月本校更與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共同簽署《大學永續發展倡議書》，承諾

以「健全大學治理」、「發揮社會影響力」、「落實環境永續」三大宗旨，持續與各界

各校攜手合作，共同實踐環境永續。本校透過自身厚實的研究能力、豐富的學術資源、

扎實的產學合作基礎，發揮與國際接軌的創新與創意，將大學社會責任與全球化對接。

在綠能硬體實踐方面，北科大於 2020-2024 年間每年皆獲得世界綠能大學高樓型大學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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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世界排名第一。本校辦學績效已普獲業界及國際高等教育評鑑機構之肯定，未來將

延續既有校務發展基礎，繼續未竟之各項校務發展工作。 

隨著近年來整體社會環境急速變化，生育率下降，導致少子化及工作年齡人口減少

等社會問題，使得技職校院面臨生源與產業需求的問題。因此必須以新的思維來經營校

務，除了依照本校組織規程所訂定之單位職責推動校務外，本校也將透過本身的學術能

量、發展重點、學術領域表現、研究趨勢及國際競爭力等關鍵條件參與國際產學聯盟及

高教深耕計畫；延續校友菁英會與企業校友共設創新開發公司，持續強化募款管理委員

會功能增加學校募款成效；發揮與臺北醫學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及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所

組成之臺北聯合大學系統之互補功能等方式。整合產業與校友等外部資源，朝向結合業

界、校際及國際之實務研發，落實培育優質、務實之專業技術人才，並確立本校技職教

育典範地位。 

一、願景：致力「邁向國際優質且具有技職特色之實務研究型大學」為中長 
程之發展方向 
有鑑於近年來科技的發達，IT 產業興盛，物聯網串起各種產業，資訊傳遞量大增，

速度也更快速，社會產業商業樣貌、教育學習模式及消費型態等社會環境急速變遷，生

育率下降，少子化和人口減少等問題，將逐年影響我國技術人力結構。為因應這些問題

引發的衝擊，本校將進一步強化外部與內部資源的整合，掌握「具有技職特色之實務研

究型大學」的定位下，訂定目標，擬定妥適的策略與執行方案，善用資源，落實「誠樸

精勤」的校訓，朝向「傳承北工精神，再創北科巔峰，邁向國際優質且具有技職特色之

實務研究型大學」願景前進。 

目前本校共包含電資、機電、工程、管理、設計、人文與社會科學及創新前瞻科技

研究等七學院，以及通識教育中心、體育室、師資培育中心、及前瞻技術研究總部，114

年 1 月專任(案)教師 485 人(教授 220 人、副教授 135 人、助理教授 109 人、講師 21 人)；

行政單位包括：教務處、學生事務處、總務處、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處、國際事務處、

圖書資訊處、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藝文中心、校友聯絡中心、安全衛生環保中心、校務

研究暨永續發展中心、進修部、軍訓室、秘書室、人事室及主計室等，職員 302 人(含公

務人員 117 人、校務基金進用人員 161 人、教官 7 人及助教 1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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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使命： 
本校建校以來為臺灣各個經濟發展階段培育產業所需之傑出人力，未來秉持以實踐

大學社會責任與培育跨域技術人才為宗旨，完成以下使命： 

（一）培育品格高尚，素質優秀之專業人才 

（二）培育視野寬廣，關懷社會之未來企業領導人 

（三）強化產學研發合作，奠定跨域培力基礎 

（四）創新科技實踐永續，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三、本校教育目標： 
本校落實「培育具備高尚品格、核心素養、國際視野、社會關懷之專業人才與企業

領導人」之教育目標，培育學生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包含人文涵養與社會關懷能力、

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能力、專業實務與跨域整合能力、創新領導與解決問題能力、國際

移動與永續實踐能力。 

四、本校 SWOT 競爭力分析： 
（一）優勢 

1.位置鄰近都會文創園區，人文關懷與科技創意群集 

2.校友企業專業鏈結穩固，串接學生就業與職場能力 

3.教師產學研發及專利技轉優良，產學合作績效卓越 

4.技職校院龍頭、國際排名優異，技職學生首選學府 

5.設置全國唯一前瞻技術研究總部，優化產研人才培育 

6.訂定跨領域學習畢業條件，促進學生跨專業領域學習機會 

7.善用學校優勢，積極拓展各種自籌財源 

8.組成「臺北聯合大學系統」，教學研究資源能量擴增 

（二）劣勢  

1.校地及容積率受限，教學及宿舍空間嚴重不足 

2.高等教育普及化，學生平均素質不及工專時期 

3.教學實習場域設備老舊，軟硬體設施仍待加強 

4.人文藝術領域發展規模有限，仍需積極提升產學研究績效 

5.技高學生與普高學生人數比例失衡，技職教育仍須爭取社會認同 

（三）機會  

1.教育部執行高教深耕計畫，有助推展實務教學與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2.政府推動前瞻與新南向計畫，有利跨領域及國際人才培育 

3.落實雙語化學習計畫(EMI) 及 STEM 紮根教育，增進學生職場競爭力 

4.企業面臨升級轉型，高科技產業技術人才需求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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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玉山計畫與彈性薪資方案，強化延攬及留任國內外頂尖人才 

6.畢業校友積極捐款協助校內設備建置，優化本校教研環境 

7.桃園農工改隸北科大成為北科附工，整合教育資源擴展學習基地 

（四）威脅  

1.高職入學生專業銜接落差，學生素質程度不均 

2.全球化競爭險峻，學生國際移動力不足 

3.亞洲鄰近國家人才培育吸引政策，紛紛積極發展重點大學 

4.少子化現象嚴峻生源短缺，未來招生面臨影響衝擊 

5.公立大學法規僵化缺乏彈性，辦學效率易受限 

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 之分析，相關對策如下： 

（一）SO 策略 (強化優勢、利用機會；增長性策略) 

1.深化品德教育，朝向以人為本的教學理念 (C-3) 

2.強化跨校及跨域研究合作的機制 (D-2) 

3.建構產學研鏈結平台及提升技術移轉績效 (D-3) 

4.推展優秀境外研究生攬才留才 (E-1) 

5.提升行政效率，優化服務品質 (F-1) 

6.強化成本控制機制，擴展學校財務來源(F-3) 

7.增進校友互動交流與意見回饋機制 (F-4) 

（二）WO 策略 (減少劣勢、利用機會；扭轉性策略) 

1.塑造多功能永續綠色校園 (A-3) 

2.強化課程統整，精進學生跨域整合的專業能力 (B-1) 

3.提升產學合作、校友資源利用，及硬體設備更新 (B-2) 

4.發展創新教學模式，建構以學生為主的學習環境 (B-3) 

5.攜手多元產業合作模式，培育優質跨域就業人才 (B-4) 

6.增進學生人文藝術涵養與優良人格特質 (B-5) 

7.強化學生多元社團經驗與服務學習機會 (C-1) 

（三）ST 策略 (強化優勢、避免威脅；多元化策略) 

1.鞏固校友企業專業鏈結，樹立學生學習楷模 (C-2) 

2.建構實務導向與全球化的研發策略 (D-1) 

3.增進產學研發獎勵制度與成果運用 (D-4) 

4.建立技職特色國際交流模式 (E-2) 

5.落實全球在地化提升國際能見度(E-3) 

6.聚焦標竿大學發展實質合作 (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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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WT 策略 (降低威脅、減少劣勢；防禦性策略) 

1.提供舒適學習環境 (A-1) 

2.建置智慧控的優質校園 (A-2) 

3.盤點管理空間活化利用 (A-4) 

4.提升生活品質與校園環境 (A-5) 

5.完善運動環境硬體設施，提升師生運動風氣 (C-4) 

6.建構多元獎勵制度，增進教職員工互動效益 (F-2) 

五、校務發展之近中長程目標如下： 

（一）近程目標（2 年）：發揮現有特色，爭取並整合各項重大外部計畫與資源。 

（二）中程目標（4 年）：充實整建學校軟硬體建設，發展學校重點教研特色，讓學

術攻頂、技術落地，奠定技職典範領航地位。 

（三）長程目標（8 年）：邁向國際優質科技大學，與國際知名大學並駕齊驅。 

本校將中長程發展計畫 6 項治校主軸目標「健康智慧的綠色校園、多元創新的學習

環境、全人發展的孕育搖藍、務實導向的產學研發、深耕學研的國際交流、效能友善的

行政團隊」，及 26 項發展策略融入 ESG(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治理精神，

落實「健全校務治理」、「卓越教研創新」、「驅動社會共好」及「永續生態環境」四大永

續發展面向，透過自身研究能力、學術資源、產學合作與創新創意，驅動永續治理，將

大學社會責任與全球化對接，實踐校務永續發展，如圖 1.1 本校近中長程發展計畫架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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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A：健康智慧的綠色校園 

發展策略（A-1）提供舒適學習環境： 

1.優化教學大樓教室與公共空間 

2.實踐教育部推動新宿舍運動計畫 

發展策略（A-2）建置智慧控的優質校園： 

1.建置校園安全監控中心 

2.更新宿舍電力收費系統 

3.建置校園節電、節水、環保等節流減排系統 

發展策略（A-3）塑造多功能永續綠色校園： 

1.整建校園環校步道及靜誼空間，推動與落實大學淨零碳排 

2.開發航空城校區，打造智慧綠能產業服務共創基地 

3.規劃科技、互動、智慧、生態大學城 

發展策略（A-4）盤點管理空間活化利用： 

1.校園圖資及相關管理系統全面 E 化 

2.滾動修正校園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庫 

發展策略（A-5）提升生活品質與校園環境： 

1.一大川堂榕園景觀工程整建 

2.規劃拆除老舊建築，提升校園教學空間品質 

主軸目標 B：多元創新的學習環境 

發展策略（B-1）強化課程統整，精進學生跨域整合的專業能力： 

1.培育跨域關鍵能力之教學創新精進 

2.推動系統化之創新教學增能研習模組 

3.建構雙語化學習支持系統 

4.深化適應性選才，擴大甄選入學招生名額比率 

發展策略（B-2）提升產學合作、校友資源利用，及硬體設備更新： 

1.淬鍊產學實務知能，建構具產學特色的課程模組 

2.塑造特色實戰課程，建構產業公協會交流平臺 

3.持續優化教學環境，提升師生教學品質 

4.建置雲端服務系統及導入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發展策略（B-3）發展創新教學模式，建構以學生為主的學習環境： 

1.奠基關鍵基礎能力，厚植資訊安全教育能量 

2.建置開發教學彈性薪資系統及相關配套措施 

3.完善教學品保，精進創新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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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略（B-4）攜手多元產業合作模式，培育優質跨域就業人才： 

1.推動企業合作，領航前瞻科技創新 

2.育成企業推動創新，打造友善創業環境 

3.推動參與競賽獎勵機制，提升本校就業競爭力 

發展策略（B-5）增進學生人文藝術涵養與優良人格特質： 

1.推廣 USR 參與管道，推升 USR 成為全民運動 

2.永續發展意識融入大學育才策略 

3.建構科技人文美學，推廣美感行動及跨域整合國際交流 

4.建置校史與藝文園區 

5.建置彈性終身學習機制，育成造就學生優良品德 

主軸目標 C：全人發展的孕育搖籃 

發展策略（C-1）強化學生多元社團經驗與服務學習機會： 

1.增加學生活動空間，強化學生活動與品德教育鏈結 

2.辦理國際志工講座，提升學生全球移動力 

發展策略（C-2）鞏固校友企業專業鏈結，樹立學生學習楷模： 

1.技術行銷及合作成果推廣，加強與校友連繫合作 

2.辦理校友交流活動，連結母校發展理念 

3.優秀校友樹立典範，支持學生專心向學 

發展策略（C-3）深化品德教育，朝向以人為本的教學理念： 

1.專責單位推動學生品德教育 

2.涵養永續發展目標，融合科技與人文關懷 

3.發掘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潛力，適性揚才翻轉人生 

4.建構 USR 教育實踐基地，深化師生參與機制 

發展策略（C-4）完善運動環境硬體設施，提升師生運動風氣： 

1.創造多元教學，推廣體育活動 

2.改善運動場地及設施，提供師生舒適安全之運動場域 

主軸目標 D：務實導向的產學研發 

發展策略（D-1）建構實務導向與全球化的研發策略： 

1.提升本校論文質與量，鼓勵教師發展研究量能 

2.鏈結策略聯盟夥伴，擴展國際學術網路 

發展策略（D-2）強化跨校及跨域研究合作的機制： 

1.推動跨校與跨國之學術研究合作，擴大科研合作效益 

2.深化橫向及縱向之跨域合作，提升本校研發實力 

3.推動跨領域特色聯合研發中心，創造優勢前瞻科研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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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略（D-3）建構產學研鏈結平台及提升技術移轉績效： 

1.研發成果推廣與布局，提升技術價值最大化 

2.執行科研產業化平台計畫，強化產學實務鏈結 

3.建置會員企業與教師的溝通平臺 

4.促進國內產學連結合作，實現永續社會責任 

發展策略（D-4）增進產學研發獎勵制度與成果運用： 

1.建立貴重儀器機制，獲取外部資源 

2.滾動修正學術研究獎補助制度，增加研究發展資源 

3.創造研究發展優質實力，增進本校 QS 世界大學排名 

主軸目標 E：深耕學研的國際交流 

發展策略（E-1）推展優秀境外研究生攬才留才： 

1.強化優秀境外研究生攬才留才 

2.完善全面支持的輔導措施 

3.建置國際菁英實習樂業網，協助媒合至產業實習 

發展策略（E-2）建立技職特色國際交流模式： 

1.推廣「國際 PBL」計畫與優華語計畫 

2.參與國際締約及聯盟組織 

3.深化國際交流合作，提升學生國際移動力 

發展策略（E-3）落實全球在地化提升國際能見度： 

1.成立國際研發聯盟，推動國內外學研量能整合 

2.優化雙語課程訓練，培育國際專業人才 

發展策略（E-4）聚焦標竿大學發展實質合作： 

1.深化標竿盟校合作交流 

2.擴展跨國海外學習機會 

主軸目標 F：效能友善的行政團隊 

發展策略（F-1）提升行政效率，優化服務品質： 

1.應用 AI 提升適性輔導成效 

2.提高跨單位聯合服務效能 

3.改善簡化行政流程，提升教務行政效能 

4.擴大圖書館服務對象暨優化入口網資源取得途徑 

5.推動大學淨零碳排的永續發展策略 

發展策略（F-2）建構多元獎勵制度，增進教職員工互動效益： 

1.實施特殊優秀「服務」人才彈性薪資 

2.實施特殊優秀「研究」人才彈性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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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強化校園推廣倡議，拓展各領域師生普及參與 USR 

發展策略（F-3）強化成本控制機制，擴展學校財務來源： 

1.完善內控及稽核制度 

2.定存及投資理財充實學校財源 

3.凝聚校友力量拓展受贈資源 

4.規劃專業課程增益推廣教育收入 

發展策略（F-4）增進校友互動交流與意見回饋機制： 

1.匯聚菁英校友國際網絡資源 

2.設立校企聯合研究中心 

聯合國長期推動永續發展指標(SDGs)的教育，以強調「不拋下任何人」(no one left 

behind)，不論是貧窮、資源匱乏的國家、地區、人口，或是經濟、環境、社會中的弱勢

族群，都應共享進步成果。學校應以 SDGs 為上位架構，平均於各學科目領域中當指導

原則，積極推廣與分享校內成果與有用資訊。北科大為技職龍頭、歷史悠久之高等技職

教育學府，擁有豐沛的跨域產學研量能，積極回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將秉持校訓「誠、

樸、精、勤」的精神，呼應傳統工業朝向現代科技轉換及綠色環保永續經營的趨勢，持

續為永續未來貢獻心力。 

本校為推動校務永續發展，設立「校務研究暨永續發展中心」，以推動大學社會責任

相關計畫，並協助評估參與國際永續發展相關組織及倡議，增加國際能見度；系統性蒐

集、整合、管理、運用校內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成果；針對本校校務發展方向，進行以

數據、實證為本之議題研究，提供決策參考；推動校務研究成果之相關校務改革方案等

為主要任務。未來本校以致力「邁向國際優質且具有技職特色之實務研究型大學」為願

景，將中長程發展計畫 6 項治校主軸目標「健康智慧的綠色校園、多元創新的學習環境、

全人發展的孕育搖藍、務實導向的產學研發、深耕學研的國際交流、效能友善的行政團

隊」融入 ESG 治理精神，規劃「健全校務治理」、「卓越教研創新」、「驅動社會共好」

及「永續生態環境」四大永續發展面向，並具體對應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

及 169 項細部指標，積極回應與實踐校務永續發展的挑戰。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與永續

發展面向連結內容，如表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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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養

兼
備

之
高

級
專

業
人
才
。

 

發
揮

學
校

在
社

會
與

企
業

界
的

影
響
力
，
以
大
學
知
識
助
產
業
發

展
與
地
方
關
懷
，
推
動
產
業
升
級

轉
型
，

 促
進
文
化
傳
承
與

創
新
，

為
在

地
城

鄉
打

造
具

有
復

原
與

適
應
能
力
的
韌
性
社
區
。
從
校
園

內
部
到
社
會
外
界
的
參
與
，
促
進

大
學
與
地
方
的
共
好
共
榮
。

 

運
用
環
境
工
程
、
能
源
與
綠
建
築

等
永

續
關

鍵
核

心
專

業
，

打
造

「
生
態
校
園
」
，
實
施
節

能
減
碳

策
略

，
 發

展
再
生

能
源
，

有
效

控
管

廢
棄

棄
物

之
處

理
與

資
源

回
收
再
利
用
，
並
落
實
安

全
、
環

保
與

人
道
的

採
購

 政
策
，

成
為

環
境
與
生
態
永
續
的
典
範
大
學
。

 

永
續
發
展

 

策
略

 

1.
校
務
全
面
聚
焦
永
續
議
題
，
研
議

永
續
政
策
與
行
動
方
案
。

 

2.
公
平
對
待
每
位
教
職
員
生
，
增
進

健
康

福
祉

，
落

實
兩

性
平

權
與

減
少

不
平

等
，

提
升

安
心

適
性

揚
才

的
高

教
公

共
性

，
打

造
良

好
職
場
與
就
學
環
境
。

 

3.
提

升
永

續
投

資
與

財
務

資
訊

揭

露
，
建
立
良
好
的
溝
通
平
台
。

 

1.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融
入
學

術
研
究

與
教
學
環
境
。

 

2.
涵
養
社
會
關
懷
、
專
業

實
務
與

跨
域
合
作
的
能
力
。

 

3.
涵
育
職
涯
關
鍵
能
力
之

教
學
創

新
精
進
，
為
社
會
育
成
產

業
實

務
關
鍵
人
才
。

 

1.
連
結
學
校
優
勢
特
色
之
產
學
合

作
，
回
應
國
家
、
產
業
與
社
會

的
永
續
發
展
需
求
。

 

2.
支

持
師

生
投

入
社

會
實

踐
行

動
，
發
揮
核
心
專
業
協
助
其
發

展
自
身
永

續
經
營
能
力
。

 

3.
深
化
與
國
際
標
竿
學
校
及
企
業

機
構
的
合
作
關
係
，
開
展
永
續

方
面
的
交
流
和
合
作
。

 

1.
維

護
校

園
生

物
多

樣
與

校
園

生
態
系
統
，
爭
取
健
康
建
築
與

綠
建
築
評
級
。

 

2.
推

動
碳

盤
查

，
實

施
能

源
管

理
，
制
定
淨
零
減
碳
策
略
，
提

高
再
生
能
源
使
用
。

 

3.
落
實
綠
色
採
購
、
水
資

源
與
廢

棄
物
管
理
政
策
，
減
少
浪
費
與

環
境
汙
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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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續
發
展
面
向

 
健
全
校
務
治
理

 
卓
越
教
研
創
新

 
驅
動
社
會
共
好

 
永
續
生
態
環
境

 

呼
應

SD
G

s 

SD
G

s 1
、

SD
G

s 3
、

SD
G

s 4
、

 

SD
G

s 5
、

SD
G

s 8
、

SD
G

s 1
0、

SD
G

s1
6、

SD
G

s 1
7 

SD
G

s 4
、

SD
G

s 8
、

SD
G

s 9
、

SD
G

s 1
1 

SD
G

s 4
、

SD
G

s 8
、

SD
G

s 9
、

SD
G

s 1
0、

SD
G

s 1
1、

SD
G

s 1
7 

SD
G

s 3
、

SD
G

s 6
、

SD
G

s 7
、

SD
G

s 
11

、
SD

G
s 

13
、

SD
G

s1
4、

SD
G

s 1
5 

校
務
發
展

 

主
軸
目
標

 

A
.健

康
智
慧
的
綠
色
校

園
 

E.
深
耕
學
研
的
國
際
交
流

 

F.
效
能
友
善
的
行
政
團
隊

  

B
.多

元
創
新
的
學
習
環
境

 

D
.務

實
導
向
的
產
學
研
發

 

C
.全

人
發

展
的
孕
育
搖
籃

 

D
.務

實
導
向
的
產
學
研
發

 

E.
深
耕
學
研
的
國
際
交
流

 

A
.健

康
智
慧
的
綠
色
校
園

 

近
程
發
展
策
略

 

(2
年

) 

A
-1
、

A
-2
、

A
-3
、

A
-4
、

A
-5
、

E-
1、

F-
1、

F-
2、

F-
3、

F-
4 

B
-1
、

B
-2
、

B
-3
、

B
-4
、

B
-5
、

D
-1
、

D
-2
、

D
-3
、

D
-4

 

C
-1
、

C
-2
、

C
-3
、

C
-4
、

D
-2
、

E-
1、

E-
2、

E-
3、

E-
4 

A
-3

 

中
程
發
展
策
略

 

(4
年

) 

A
-1
、

A
-2
、

A
-3
、

A
-4
、

E-
1、

E-

3、
F-

1、
F-

2、
F-

3、
F-

4 

B
-1
、

B
-2
、

B
-3
、

B
-4
、

B
-5
、

D
-1
、

D
-2
、

D
-3
、

D
-4

 

C
-1
、

C
-2
、

C
-3
、

C
-4
、

D
-1
、

D
-2
、

D
-3
、

D
-4
、

E-
1、

E-
2、

E-
3 

A
-3
、

A
-5

 

長
程
發
展
策
略

 

(8
年

) 

A
-1
、

A
-2
、

A
-5
、

F-
1、

F-
2 

B
-1
、

B
-2
、

B
-3
、

B
-4
、

B
-

5、
D

-1
、

D
-2
、

D
-3
、

D
-4

 

C
-1
、

C
-2
、

C
-4
、

C
-3
、

D
-

1、
D

-2
、

D
-3
、

D
-4
、

E-
1、

E-
2、

E-
3、

E-
4 

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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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學單位 

一、機電學院 
本校自 86 年度改制為科技大學以來，即逐漸將以教學為主改變為教學及研究並重，

並陸續成立研究所碩士班及機電科技博士班，進行跨系(所)整合性研究，逐年提昇研究

水準及培育高級人才。本院均能充分利用各系所特有之研究領域，加以整合分工，提升

研究的質與量。中長程計畫中，本院將持續落實學生具技職特色之教學，並強化本院縱

向之研究水準與能量。 

(一)現況 

1.組織架構 

機電學院組織架構圖如圖 2.1 所示，主要學生涵蓋五專、大學部及研究所三個部

別，五專部有智慧自動化工程科；大學部有機械工程、車輛工程、能源與冷凍空調工

程三系，以及機電學士、機電技優領航兩個學士班；研究所則有三系之碩士班，自動

化、製造科技碩士班、智慧鐵道科技碩士學位學程，以及機電科技、能源與冷凍空調

工程、製造科技三個博士班。 

為順利推動學院院務、學術及研究發展、課程、服務、教評等工作項目，本院除

一般行政人員之外，設有諮詢委員會議、院務會議、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院課程委員

會等。 

圖 2.1 機電學院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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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所簡介 

(1)機械工程系/機電整合碩士班 

以精密設計、精密機電、精密量測、半導體設備、非傳統加工及電機與控制為發展

主軸，著重於實用技術之教學及研究，培養具備機械專業理論與應用技術之高級人才為

基礎，並以提昇機械工程研發水準，增強新工程技術開發能力之實務研究為導向。結合

外語、人文及法治等訓練，以培育具全人格及國際觀之工業人才。強調紮實的實務經驗，

配合不同專業領域與產業界合作，設計實務模組課程與研究主題。特色主題包含：精密

機械、非傳統加工、積層製造技術與應用、製程自動化技術與應用及模具與機構設計與

分析、生醫感測器等領域。 

表 2.1 機械工程系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製造技術特色。 
2.師資多元跨域。 
3.工廠參觀與實習。 
4.產業實績豐富。 

1.授課課程負擔。 
2.退休教師多，新聘教師不易。 
3.研究空間不足。 
4.整合型研究不足。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智慧製造潮流。 
2.跨域人才培訓。 
3.「產學技術聯盟計畫」。 
4.國際鏈結 

1.博士生源不足。 
2.碩士生素質降低。 
3.研究、升等壓力。 
4.優秀師資被挖角。 

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之分析，本系相關因應策略如下： 

A. 授課課程負擔：本於重質不重量的方向將大學部減為 2 班並將名額轉為碩

士班以增強本系的研發量能。 

B. 退休教師多，新聘教師不易：朝向自研發單位或他校研聘學有專精且有志

於技職教育發展的老師著手。 

C. 研究空間不足：積極在整併過於零散的空間，依據校方的政策積極爭取、

申請新研究大樓或未來新校地的研發空間。 

D. 整合型研究不足：老師整合成一新型態的研發團隊，透過教師微型研究社

群，並將與本系友好往來的他系老師一同參與研究計畫中，以達充份整合

之目的。 

E. 博士生源不足：縮減名額或加強栽培博士後研究員方為可行的方向，並積

極網羅外籍研究生。 

F. 碩士生素質降低：透過降低研究所入學考試科目，吸引理工相關系所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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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來報考。 

G. 優秀師資被挖角：適當的師資難覓，優秀的師資更需要相對應的價值感；

如何營造價值感方面本系策略為：創造向上的動力、避免過多的干擾、增

加前進的動力。 

(2)車輛工程系/車輛工程系碩士班 

因應工業科技與社會環境之發展趨勢，培育車輛相關產業所需專業工程人才，並針

對車輛產業之零組件研發、設計、驅控、製造、裝配，以及行銷管理、售後維修、行車

安全、肇事重建、軌道車輛等各項技術進行相關教學及研究，以開發先進車輛零組件及

增進車輛性能及安全性。培養學生獲得基礎科學、車輛工程知識以及分析設計與執行系

統組件整合之工程實務等知識與技能，同時注重人文素養、工作倫理、跨領域知識之整

合應用及行銷服務與管理能力之養成。設有「鐵道車輛技術研發中心」、「智慧車電研發

中心」，集研究與實務教學於一體。連續多年在全國省油車競賽及電動車競賽連續奪得

第一名等佳績，並保有省油車競賽之大會記錄。 

表 2.2 車輛工程系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地理位置佳，交通便捷，資訊豐富。 
2.傳承臺北工專優良歷史，系友眾多。 
2.學科紮實、理實並重。 
3.師資多元且研究豐富、具車輛實務經驗。 
4.深耕車輛產業關係良好。 
5.學生以第一志願入學，引領方向。 

1.設備老舊、空間有限。 
2.教學方向偏重傳統，尚待創新。 
3.學制多元，資源較為分散，團隊合作尚待

強化。 
4.少子化影響生源，學生素質尚待加強。 
5.教師升等有待提升。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我國車輛產業翻轉，前景可期。 
2.科技加持產業升級，發展快速、專才搶

手。 
3.學生可多元發展、畢業出路廣闊。 
4.產學異業結盟及系友表現優良。 
5.本系為全國車輛系的龍頭，在車輛界稍

有聲望。 

1.新興設備價格高昂。 
2.刻板印象、產業發展有所侷限。 
3.國內技專校院紛紛成立車輛系，生源不

足且程度參差不齊。 
4.現有教師陸續退休，聘用車輛專長師資

不易。 

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之分析，本系相關因應策略如下： 

A. 盤點既有師資專長，針對未來產業方向檢視師資需求，延攬具學術及實務

經驗之專業教師，同時透過資深教師帶領新進教師之方式，傳承豐富教學

經驗，分享學術研究資源，以提高教師升等比率，並開放多元招聘管道，

強化本系師資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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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增加教師與產業界之產業合作鏈結，以汰換老舊設備，融入創新教學，強

化師生教學與研究成效，擴大車輛產業發展範圍。 

C. 教育目標掌握系上重點發展特色，依據未來人才培育需求及學生核心能力

加以規劃課程，提高在學生與畢業系友之連結，集中資源強化團隊合作。 

(3)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碩士班/博士班 

為我國最早培育「冷凍空調」人才的高等教育機構，為配合能源問題日漸嚴重之國

際趨勢與國內產業之需求，於 1999 年成立冷凍空調工程系能源科技學程，為落實與能

源科技結合之教育；並於 2006 年將「冷凍空調工程系」正式更名「能源與冷凍空調工

程系」，將密切關連之「能源科技」、「冷凍」、與「空調」三項核心科技，結合為共通之

教學研究應用領域。結合能源科技與冷凍空調之核心技術，重視基礎理論，強調實務教

學，培育能源科技及冷凍空調之專業人才。 

表 2.3 能源系與冷凍空調工程系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具有國內首創系所之顯赫歷史。 
2.具有眾多產業領袖之優良系友。 
3.遴近相關產業聚落之地理位置優勢。  
3.為相關領域技職龍頭。 
4.師資群完備且品質好。 
5.科系學制(博碩士)完備。 
6.系所具備全國性及國際特色。 
7.系所研究指標名列前茅。 
8.產學合作績效卓著。 
9.國際化已略具成效。 

1.系所之歷史相對短。 
2.研究資源相對於高教體系少 
3.系所空間之先天性限制。 
4.招生名額少。 
5.生師比偏高，教學負荷重。 
6.生師比偏高，面臨師資質量考核壓力。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近年技職有缺工及再抬頭之趨勢。 
2.相關台商回台產業再轉型。 
3.系所近年之研究指標突飛猛進。 
4.學院國際排名大幅增進。 
5.國際及大陸學術合作機會增加。 
6.增聘研優教師與研究助理教授。 
7.吸引優質國際生來就讀碩博班。 
8.系友對母校向心力強。 
9.節能減碳及 ESG 議題成國際趨勢。 
10.疫後之生醫及半導體產業需求擴大。 

1.學生來源處於高教體系下游。 
2.教師退休潮，優秀師資聘補不易。 
3.在大機電領域全國性研究生員額擴充，

壓縮本系研究生之招生素質，少子化造

成招生壓力。 
4.系(所)發展所需經費及資源有限。 
5.大型計畫資源之競爭日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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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之分析，本系相關因應策略如下： 

A. 本系已獲得核准公告徵聘師資 2 位，預計於 113 學年度起聘，以降低生師

比，減輕教學負荷。 

B. 鼓勵教師積極進行大型產學合作爭取資源，申請利用本校桃園校地及先鋒

大樓前瞻總部之空間，建立研究中心以減輕空間不足之壓力，目前已有 2 位

老師以及高教深耕住商節能中心進駐前瞻總部，初見成效。 

C. 本系於 113 年度邁入 60 週年，目前已經規劃舉辦 60 週年相關擴大慶祝活

動，結合淨零碳排及 ESG 全球趨勢議題與浪潮，宣揚本系與冷凍空調產業

之價值、發展優勢與師生輝煌之成就，以吸引更多優秀的學子就讀本系。 

(4)製造科技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配合國家產業發展方向，以製造科技技術之教學及研究為宗旨，培養具高級製造專

業理論與應用技術之工程師，提昇並整合製造技術研究水準，增強開發創新技術的能力，

以服務國內工業界；同時結合外語、人文及法治等訓練，以培育全人格工業人才。本所

強調紮實的實務經驗，配合本所師資專業、研究設備之應用與培養學生技能特性發展，

以及國家產業發展需求及未來發展趨勢之製程整合、創新、國際化與環保的發展策略，

訂定四大重點發展領域：精微加工技術、精密設計與智慧化製造分析、先進智慧化製程

技術與量測技術、智慧化製造管理應用。 

表 2.4 製造科技研究所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師資特色領域多元。 
2.教師產學合作能量強。 
3.實務教學扎實。 
4.在職碩士班需求大，同時創造產學合作

機會多。 

1.研究空間不足。 
2.整合型研究能量不足。 
3.獨立所經費資源有限。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製造產業回流，產業升級需求大。 
2.台灣高科技製造名聲大，有利於國際學

生招生。 
3.智慧製造以及淨零碳排大趨勢下，製造

技術升級之產學合作機會多。 

1.博士班招生不易，研究能量無法發揮。 
2.少子化以及招生名額擴充等問題導致碩

士班學生素質下降。 
3.新聘教師招聘艱難。 
4.優秀教師被挖角而流失。 

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之分析，本所相關因應策略如下： 

A. 辦理教師微型研討會，利用中午短時聚會時間，提供本所教師各項計畫與

研究整合資訊，並對相關研究與計畫議題進行意見交換，以利研究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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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之整合，同時爭取並提升整體研究經費。 

B. 積極更新英文網頁，以利外籍學生瞭解本所相關研究方向，希冀增加外籍

博士班學生之招生。 

C. 辦理各式專題演講，並多邀請年輕或優秀教師以相互認識與了解，提供多

元新聘教師招募管道。 

D. 鼓勵教師多爭取校內教學或研究資源，並多了解學校獎勵教師之相關措施，

提升教師研究能量。 

(5)自動化科技研究所 

自動化科技研究所於 2000 年 9 月應運而生，基於時代潮流、產業需求，以及教育

部對自動化領域的支持與資助下成立。研究所的宗旨是「整合工程技術與軟體設計技能，

推動自動化科技的進步，並培育未來自動化科技領域的頂尖人才」。本所聚焦於「智慧型

光機電系統」這一前瞻性的特色領域，通過跨領域整合，探索更寬廣的研究空間。此整

合過程不僅促進了各專業技術的相互融合，還激發出更多具創新性和前瞻性的研究思維。

未來，本所將致力於開發具實用性與前瞻性的機器視覺、智慧型系統與控制技術，以應

用於光機電系統，推動科技的持續創新與進步。 

表 2.5 自動化科技研究所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高科技產業及自動化科技領域需求量龐

大，畢業生甚受企業界肯定。 
2.師資陣容堅強，實務與理論兼備，學術與

產學研究表現頗佳。 
3.師生研發能力強，產學合作略具規模。 
4.教師研究成效優良，教學認真。 
5.所內教師相對學院其他單位較年輕。 
6.自動化科技研究領域目前非常熱門。 

1.教授級師資比例較低。 
2.專利及技術移轉仍可加強。 
3.老師缺乏共同研究空間。 
4.學生外語能力尚可再提升，國際化仍可

改進。 
5.學生來源處在下降，學生素質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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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近年之 AI、AOI、智慧電網、機器人受

重視，研究指標突飛猛進。 
2.激勵教師共同提出整合型合作研究或教

學計畫。 
3.政府機關、公司急需與學校合作，加強與

業界之產學交流與合作。 
4.所內學生受企業界歡迎與校友認同，合

作機會增加。 
5.根據研究績效可爭取國際學生。 
6.整合具競爭力之研發團隊，共同去爭取

資源。 

1.少子化造成學生來源快速惡化，招生競

爭變得更劇烈。 
2.獨立所之生存與發展困難。 
3.需與國內頂尖大學競爭，吸引更多優秀

學生，攻讀自動化前瞻技術相關領域之

博碩士，以培育半導體人才，解決產業

人才荒。 
4.自動化所之優勢發展及國際競爭特色待

形塑。 
5.自動化所之技術創新及地方連結動能待

啟動。 

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之分析，本所相關因應策略如下： 

A. 本所助理教授已積極規劃於本年度準備進行升等，以提升本所師資的等級

與整體水準，強化學術實力。 

B. 本所教授與其他學院專任教師共同申請整合型計畫，以提升自動化所之優

勢與特色之形塑，並突出本所其專業特色領域。 

C. 鼓勵本所教授積極參加學校主導之整合型計畫，推動技術創新，並致力於

培育優秀人才，以緩解產業中的人才短缺問題。 

D. 鼓勵學生參與校內外各類實作競賽，如機器人競賽、人工智能挑戰賽等，增

強學生的實踐經驗，通過競賽的曝光度，提升自動化所的知名度，並吸引更

多的學生報考。 

(6)智慧鐵道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為呼應政府頒布之路面交通運輸政策，本學位學程以推動鐵道科技智慧化與國產化

為教育核心，目標培養具備鐵道領域基礎知識、且能有效整合新興科技、應用於產業實

務作業之專業人才，藉此協助提升國內鐵道產業技術研發之自主能力、並擴大市場經濟

規模。學程課程以鐵道產業實務需求出發，透過產業導師協同教學及產業命題之專題研

究執行，培養學生課授理論及專案技術之橫向整合能力。依據產業技術發展趨勢訂定之

教學策略主軸包含「鐵道車輛與系統設計」、「鐵道運輸服務之創新」及「鐵道工業 4.0」，

而議題延伸之相關研究課題涵蓋預測與健康管理(PHM)、通訊式列車控制(CBTC)、旅客

資訊服務系統(PIS)、延展實境(XR)、人工智慧(AI)、物聯網(IoT)、5G 通訊系統、和大數

據與分析等技術範疇。期以透過結合基礎理論、現代科技、及實務範例之教學模式，可

階段性培育國內鐵道專業人才，以此深化產學連結、活絡業界人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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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智慧鐵道科技碩士學位學程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位處國內鐵道產業高度發展區域。 
2. 跨域多元師資，學生選課彈性高。 
3. 為國內少有鐵道技術專門教育單位。 
4. 鐵道實務導向之跨域整合式教學。 
5. 生源領域涵蓋範圍廣泛。 
6. 研發實力備受肯定，產學規模高。 

1. 新設學程，相關制度尚未健全。 
2. 教學研究空間不足。 
3. 獨立學程，經費資源有限。 
4. 未有專任師資，新聘教師聘任困難。 
5. 未設有專任行政人員支援。 
6. 少子化導致招生競爭壓力增加。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 深耕鐵道產業，產官學研關係良好。 
2. 國家政策高度支持，專案整合性計畫

機會多。 
3. 業師協同教學，產學實務結合度高。 
4. 智慧化技術為主流產業發展趨勢。 

1. 鐵道領域實驗研究設備價格昂貴。 
2. 多為兼任教師，師資凝聚力低。 
3. 學程師資對鐵道領域認識程度迥異。 
4. 產業刻板印象，招生相對不易。 
5. 生源多來自高教體系下游。 

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之分析，本學程相關因應策略如下： 

A. 藉由有限的空間及經費資源建立教育和行政團隊，並參考其他系(所)之組織

架構和規章，階段性組建學程團隊之行政事務委員會、以完善學程制度。此

外，整合學程師生專業及資源組建團隊，合作爭取外部產學合作計畫，以促

進成員累積實務知識及經驗，並鼓勵師資開設鐵道領域相關專業課程、推

動學程經營長期發展。 

B. 針對國內少子化招生競爭問題，將推動大學部鐵道專業學程，搭配校內微

學程修/畢業門檻規定及產業提出之就業利多，鼓勵校內大學部學生逕讀碩

士。此外，將配合校內招生及學程推廣政策，建立傳統式和數位化廣宣作業

流程，並透過大型講座活動，邀請產業高層與專業人士與會，使參與師生掌

握鐵道產業之最新脈絡、與實習就業利多資訊，藉此深化產學連結。 

C. 學程授課生師比問題將由兩方面著手進行調整，首先於兼任師資方面，邀

請更多校內具相關專業背景之師資支援授課，以提升實聘支援授課師資人

數。在專任師資方面，將統整國內機電、電資領域系所及業界之專業人才名

單，邀請其參與鐵道產學研究計畫執行及學程授課，最終詢問轉任本校教

師之意願。 

(7)機電學院機電科技博士班 

機電學院整合學院相關系(所)之技術與研究，於 2001 年 8 月成立機電學院機電科技

博士班，本班為整合型研究所，統合機電學院院內各研究所教師之專長而設立。本班之

目標為國家培育高階機械與電機及其整合科技人才，增強產業機電科技之研發能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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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之機械與電機科技發展至今，各領域除縱向深入之發展外，亦有橫向緊密結合之勢，

舉凡機械之精密控制、製造流程之自動化與最佳化、載具行進間舒適與安全之設計、電

力負載之監控與管理、微機電系統之研發與應用、冷凍空調系統能源應用效率提昇、感

測器之研製與應用、有線與無線通訊系統效能之提昇、微電子與光電系統之設計與應用、

電動車技術、自駕車技術、機器人、智慧視覺、智動化、工業 4.0 技術等，皆朝向機電

各相關領域之技術整合發展。 

表 2.7 機電科技博士班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整合院內相關研究所之研究專長，實務

及理論兼備。 
2.跨域整合，研究領域開闊。 
3.與產業界密切接軌，產學合作機會高。 
4.研發績效良好。 

1.課程、師資皆由院內各研究所支援，師資

質量考核壓力大。 
2.研究空間不足。 
3.國人就讀博士班意願低，招生不易。 
4.研究領域分散，不易形成特色領域。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國際學生來台就讀意願提升。 
2.節能、環保意識提高，SDGs 永續研究興

盛，電動車、智慧製造、節能等領域研發

受重視。 
3.機械領域國際排名逐漸上升，學術聲望

上揚。 

1.少子化，學生生源不足，招生困難。 
2.少子化造成學生素質下降。 

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之分析，本班相關因應策略如下： 

A. 統合院內各研究所課程，規劃適合之跨研究所共開課程，以豐富本班課程

內容。規劃英語授課課程，加強本國學生之國際交流能力，且有利於招收國

際學生。 

B. 規劃招收國際學生之宣導活動，以擴大國際學生生源；並籍由國際學生以

增加本國學生之國際交流能力。 

C. 整合院內空間以提升空間使用效率，鼓勵院內教師成立研究中心以進駐先

鋒大樓，改善空間不足現象。 

(8)智慧自動化工程科 

本科為五專學制，採菁英教學及一徒二師輔導，企業導師將協助專任教師於學生之

個階段實習實務技術訓練與創新創業傳承之諮詢輔導。企業導師協助專任教師於學生企

業實習、各階段之實務技術訓練與創新與創業傳承之諮詢輔導；學生畢業後企業家導師

即可輔導與媒合就業。與和碩聯合科技、群光集團、友達光電及 IBM 等知名企業共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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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導入 P-TECH 之教學模組，以加強產業核心技術之學習。 

教學方面著重英文能力之訓練，且寒暑假將規劃海外活動，安排交換學生學習經歷

等，以增進學生之國際移動力與國際視野，因此學生畢業將具有高度競爭力與高薪就業

力。升學管道包括轉入四技，另鼓勵就業三年後申請碩士班在職或全時進修，直接取得

碩士學位。 

表 2.8 智慧自動化工程科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每一學生有實習企業導師與專題專業導

師輔導。 
2.與多家企業建教合作。 
3.拓展學生國際視野。 
4.結合理論與實務的多元學習管道。 

1.科內空間之先天性限制。 
2.科內經費較為受限制。 
3.授課課程負擔。 
4.新聘教師不易。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優秀的學生來源。 
2.培養企業接班人。 
3.產生創新創業人才。 

1.補助經費不足。 
2 學生的多方面照顧需求高。 
3. 業界徵才對學歷的要求。 

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之分析，本科相關因應策略如下： 

A. 空間之先天性限制：積極與機械系和製科所整併過於零散的空間，依據校

方的政策積極爭取、申請新研究大樓或未來新校地的空間。 

B. 補助經費不足：藉由教學創新來積極爭取校方的補助與教育部的補助。 

C. 授課課程負擔：積極聘任老師以減低每位老師的授課負擔。 

D. 學生照顧需求高：鼓勵教師參加導師知能與輔導研習，吸取輔導與照顧學

生的資訊，並加強與學輔中心的的連結與合作。 

E. 業界徵才對學歷的要求：建立企業建教實習良好管道，以及企業預聘制度，

讓業界一同培養其需求的人才。 

(9)機電技優領航專班 

機電技優領航專班招收在機械、冷凍空調與車輛相關專長有優異技職表現之技優生，

本專班一直延續到大四畢業，學生無須分流至各系。校定必修及專業必修以專班學生集

中在同一班級上課，能以適性的教材進行。本專班大三及大四的課程會依學生的專業需

求，分為機械組、車輛組及能源冷凍空調組，在導師輔導下自行到機械系、車輛系、及

能源冷凍空調系修讀專業選修課，規劃自我的專業發展方向。 

為鼓勵技優學生參加國際技能競賽為國爭光，入學後在競逐國手選拔或是得到正取

國手資格之國手訓練，皆可同時修讀實習/實作學分，不必辦理休學而中斷學業。另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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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學生持繼精進技能，學期中也可選修企業實習，或安排暑假校外實習，大四上學期

或下學期，會安排整學期的校外實習。 

表 2.9 機電技優領航專班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專班統整三系資源，聚焦機械、車輛、能

源專業。 
2.學生實作能力強。 
3.專班高選課彈性且重視實習。 
4.專班授課因材施教。 
5.國際化發展(海外實習、海外交換) 。 

1.專班歷史相對短。 
2.學生來源處於高教體系下游。 
3.專班空間限制。 
4.學生學理能力較弱。 
5.技能職種多且分散。 
6.專班專任教師少尚待補充。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國際產業合作逐漸增加。 
2.專業技術人才受到高度重視。 
3.產業對實作型人才之需求與日俱增。 
4.企業願意投入資源進行人才培育。 

1.生師比偏高，面臨師資質量考核壓力。 
2.學生比完國手選拔或國際技能競賽有可

能轉學，壓縮本專班學生之招生人數。 
3.專班內發展所需經費及資源有限。 
4.傳統升學觀念使得專班報到率不佳而導

致招生遇缺不補情況。 
5.專業技術人才培育必須投入大量經費與

資源以提高成果的質與量。 
6.缺乏具有豐富實作與教學經驗且積極投

入實習教育的專任師資。 
7.師資斷層 

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 之分析，本班相關因應策略如下： 

A. 本班透過招生宣導宣傳專班各方面成效、擬透過募款等方式以改善教學環

境設備，配合院內空間整合以改善專班空間限制問題。 

B. 本班透過新生測驗成績做分級學業輔導，並視學生情況給予因材施教改善

學生學理能力較弱、技能職種多且分散之問題。 

C. 本班積極爭取經費與資源，鼓勵學生的競賽成績，整合學院資源，溝通協調

教師評量方式，增強學生學習動機，打造技優學生的學習天地，改善所述威

脅。 

D. 本班因應師資斷層的策略為：引進新血、招募新教授為專班帶來重新調整

的機會，擁有新興研究方向或技術專長的教師，並進行課程改革。若短期內

無法找到新老師，則由兼任老師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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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學 

本院為培育各級學生能在各行各業發揮所長，因應趨勢發展之需要，各系(所)(科)課

程安排以基礎、核心與進階課程為考量，基礎課程培養學生在各系(所)(科)之專業領域內

有基本之能力訓練；核心課程係配合將來在不同領域之發展需要，進階之課程則以目前

科技趨勢與學生程度差異為考量，施予不同領域之專業選修，使同學畢業後能適應社會

所需，及個人在事業上之發展。 

此外，整合各系(所)(科)及校內外教學資源，鼓勵學生對跨領域與不同主題的完整概

念，增加第二專長，本院已規劃「機器人學程」、「工業 4.0 學程」，與電資學院之「半導

體學程」、「光電學程」等相呼應，未來將配合產業需求，鼓勵學生參與工程學院規劃之

整合性學程如：「能源材料學程」：整合能源、冷凍空調、機電控制、生醫、陶瓷、奈米

材料、分子工程、化工及光電材料之課程。「電子材料學程」：整合本校工程學院之奈微

米實驗室、化工、分子工程、材資、奈米材料、軟性高分子、半導體及陶瓷材料之課程。

配合政府「前瞻基礎建設」及「國車國造」計畫，本院整合校內專業師資，規劃設立「智

慧鐵道微學程」，內容涵蓋鐵道產業共通之運行原理，各種鐵道車輛、號誌、電力、通信

等設備，以培育鐵道產業專業人才。(B-1) 

本院為增加授課內容之廣度與深度，以補教學上之不足，各系(所)(科)每學期均會固

定邀請國內外各專業領域之學者專家，到本校作專題演講，使學生得接觸最新之科技、

資訊及技術，另外各系(所)(科)為增進同學之學習興趣，對一些非數理之課程，輔以數小

時之錄影帶教學，藉由國內外珍貴之畫面及解說，增加學生之興趣及印象。為顧及國外

來的國際學生，各系(所)(科)也加開以英文教學為主的課程，及科技英文，科技英文寫作

訓練，專題討論等。(B-4) 

本院為因應現今面對人工智慧發展趨勢，配合學校政策將現有「程式設計」必修課

程納入「人工智慧(AI)」，係培育學生具備程式設計相關素養，提升學生邏輯思辨、運算

及人工智慧(AI)應用等能力，增進畢業後就業競爭力，為 113 學年入學大學部學生必修

課程。 

本院秉持本校「誠、樸、精、勤」校訓，掌握科技與產業發展趨勢，培育學養精湛、

術德兼備、獨立進取、敬業樂群的高級專業人才以加速科技發展，促進產業升級，厚植

國家競爭力。本院教學方面之推動作法簡述如下 (B-1~B-5、E-1、E-2)： 

(1)全院三系五所通過「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 

(2)鼓勵學生參與各種認證考試，及強化實務專題製作。 

(3)加強語言學習環境，推動國際化。 

(4)積極爭取校內、外計畫，強化教學資源。 

(5)整合校內外資源及聽取校友及外界聲音。 

(6)鼓勵學生國際交流提升國際移動力，以國際交換生交換學習，或鼓勵國際校

外實習，跨越國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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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開設整合型專題，提供學生跨系跨院合作機會。 

(8)鼓勵學生參與國際競賽。 

(9)肯定技優學生專長，選為實務課程助教，發揮其特殊專長。 

(10)廣推鼓勵教師雙語或英語授課，強化學生英語學習環境。 

(11)開授認證課程，培育種子教師。 

(12)鼓推學生到國外優質國際公司校外實習。 

(13)持續辦理政府及公法人委辦認證訓練課程。 

(14)邀請國際講座教授來校授課。 

(15)深化姊妹校合作、學生交流、老師授課交流。 

(16)針對不同來源之入學生，因材施教，以達各學制班別之教學效果。 

4.研究 

本院為進一步提昇研究水準及研究風氣，發展具競爭力之研究成果，茲擬定具體措

施如下： 

(1)配合學校訂定相關獎勵辦法，本院亦將研擬相關辦法，積極鼓勵各系所老師

從事研究，以建立優質研究環境，提升研究風氣。本院以系所特色為依據，

每年均設有學院發展重點特色研究，鼓勵教師依專長參與多個研究群，各研

究群以申請學校重點特色為目標，進而以申請科技部整合型計畫、科技部產

學研鏈結中心、教育部計畫、經濟部價創計畫、以及大型業界產學合作案為

目標，學院在空間與經費上，相對應予於支持。(F-2) 

(2)本院經費分配將以補助規劃之重點研究和新進教師研究為優先，集中研發人

力能量，發展本院突出顯著之研發成果。本院系所教師積極爭取業界計畫，

成果漸顯現，經費來源已逐年增加業界所資助研發經費之比例。本院進行

SWOT 分析，已選定幾個重點研究方向，本院年度之圖儀設備費將重點補助，

俾能發揮最大功效。(F-3) 

(3)本院近年正積極進行各系所相關領域之跨領域之研究，希能從資源互補，知

識共享之架構下，進行整合性研究。本院配合國家科技發展方向與全球發展

趨勢，隨時加入新的科技研發，如配合聯合國發布的 17 項「全球永續發展

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及環境社會治理(Environment 

Social Governance， ESG)的國家政策發展；相關主議題列述如下： 

A.工業 4.0 智能工廠系統整合、工業 4.0 智能照護 

為了解決少子化與高齡化造成缺工的問題及因應未來滿足客戶的客製化

商業新模式，智慧製造主要是因應少子化之勞動力不足、提高產品良率、客製

化生產、降低庫存成本等因素而成為全球製造業競相發展的技術。工業 4.0 的

概念並非只是工廠內的自動化，而是終端客戶與生產者、供應商之間，整條價

值鏈沒有時差、沒有誤差地全部串連起來雙向互動，效率與彈性提升，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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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工業 4.0 並不是單指某一項技術，工業 4.0 也沒有應用領域限制，各個領

域都可以導入工業 4.0。工業 4.0 是一個概念，是一個如何透過資訊串聯，讓

系統變得有智慧，讓機器設備變聰明，簡單來說，工業 4.0 的精神就是智能化

技術，智能化技術涵蓋所有生產服務科技，無人化就是智能化技術的極致表

現，因應少子化與老年化，智能工廠與智能服務科技已經是必走的路，跟不上

的企業、學校、政府都將被淘汰。 

B.機器人與生醫科技、機電設計及其相關技術 

依據科技部自動化領域策略規劃結論：智慧型機器人技術列為自動化領

域未來發展重點。本院為培育跨領域、高科技與追求人類舒適安全之全方位

之人才。以智慧型機器人為發展目標，結合機械、電機、電子、自動控制、計

算機科學與人工智慧等學科與領域的綜合應用，藉由此相關學科與領域結合，

培養智慧型機器人在科技暨人文面之研發與設計人才。本院由機械系及自動

化所、車輛系主導此機器人的相關課程與學程。 

另依據「生物技術產業策略(SRB)會議」生醫科技為未來國家發展重點。

本院人才濟濟，研發生醫工程的老師多位。生醫工程的重點著重於生物技術、

醫療電子、微機電元件、生醫光電、生理訊號感測與分析等核心技術之開發與

整合，以探索生命體運作機轉，並發展輔助診療技術與裝置。發展生醫微感測

系統、醫療監控/照護系統設計、生醫裝置微製造組裝、生醫光電系統等研究，

使得未來醫療技術與裝置朝向智慧化、簡單與高整合度之發展。 

C.能源與冷凍空調技術(SDGs 2.c、SDGs 3.9、SDGs 7、SDGs 8.2、SDGs 8.4、

SDGs 9.4、SDGs 11.6) 

行政院產業科技策略會議通過綠色技術工業之新及淨潔能源設備及材料

(太陽光電、風力發電)為新興產業及國家發展重點。隨著各式礦藏能源的過度

開發與運用，有許多的能源在不久的將來都會遭遇到枯竭或用盡的課題，因

此，如何持續的進行研究與開發新型態的能源應用或取得，以及省能、節能方

法的研究，就成了一個極為重要的研究方向。近年來在自然能源的運用與開

發上，以單純的能源轉換成電力而言，不論是水力、風力、潮汐、化學能或是

太陽能等，均有許多不同的方式被提出，其中又以太陽能和燃料電池發電的

能源利用引起先進國家較大的關注與投入相當的研究資源。本院機械系、車

輛系、能源系，將在燃料電池和太陽電池、核能的材料方面發展，整合校內各

系所之人力及資源共同進行能源相關課題之發展。 

因應國際節能減碳及 ESG 發展趨勢與機會，整合各項優勢，持續發展以

下課題： 

a.發展多樣能源生產技術及節能技術，以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的起、

http://www.stag.gov.tw/content/application/stag/meeting/guest-cnt-browse.php?cnt_id=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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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以及現代化的能源服務。 

b.發展食品保存之冷鏈技術，以確保食品與產業市場發揮正常功能，包括儲

糧以減少極端的食價格波動及浪費。 

c.戮力於開發綠建築、健康建築、醫療與產業環控之技術，以減少人類死於

危險化學物質、空氣污染及其他污染的死亡及疾病人數。 

d.升級能源與冷凍空調設施，改造工商業，使產業可永續發展提高能源使用

效率與生產效率，並採用乾淨又環保的科技與工業製程，以減少經濟成長

環境惡化之間的關聯。 

e.發展降低都市熱島效應及空氣汙染之相關都市與建築規劃及設計技術，以

減少都市空氣品質與高溫對環境的有害影響。 

D.精密加工、量測與智慧化製程開發技術 

自 2014 年後，全球製造業結構開始改變，已開發國家和新興市場的工資

差距將大幅縮減，促使主要製造商把製造業營運基地移回已開發國家(美國

AMP 計畫)。各工業國家為角逐工業強國，部署新一輪製造業革命計畫；如德

國推出「工業 4.0」，中國大陸發布「中國製造 2025」規畫，台灣「5+2 產業

創新方案」計畫也應運而生。本院師資優良，與產業密切合作，以智慧化製造

與工業 4.0 為雙主軸建構高質/值、敏捷、人性化的製造產業環境，亦即藉由

網實整合(CPS)/機器人、巨量資料及智慧聯網技術，打造製造產業發展全方位

系統之整合，積極透過生產前的設計製造規劃、生產時的系統訊息整合、與人

機介面改善等以大幅縮短生產時程，以最少資源及最有效率方式，掌握技術

核心並優化，達到技術層次與產品品質之提升，並大幅縮短生產時間，創造最

大價值的整體產品設計開發、製造與服務能力。 

以既有產業之專業技術為基礎，延伸至新技術開發與應用，透過跨領域

之系統整合，開創具高品質與高附加價值產業。亦即以先進製造技術重點項

目為依據，整合本院資源，縮短技術發展時程，高品質化其技術發展項目包括

透過數位製造、設計與製程模擬，在實體製造中，掌握數位控制核心與優化技

術，達到品質與良率的確保，大幅縮短生產時間；如加工製程數位化、多物理

模型加工模擬與預測、虛擬工具機平台等。高值化先進製程整合則將高值化

先進感測、加工、檢測及網路監控視為是目前發展整廠智慧製造系統以提高

機台各類精度的重要趨勢，透過整合最新產業技術(如即時多訊號、物聯網

(IOT)等)，達到特殊目標並增加產品價值；如 Robot inside 智能加工、線上監

控檢測、多元感測訊號融合智慧決策、品保設備通信整合、雲端與網路提升製

造智能化及巨量資料(Big data)於智慧製造之應用等，提高台灣製造業的高品

質化與高價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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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先進車輛技術(SDGs 7.a) 

依據行政院交通規劃，強化軌道運輸服務功能，推動多元公路公共運輸，

強化行車安全、迎接萬物連網時代；將會配合政策推動，鏈結產官學研，發展

新進車輛科技為學校特色。開發環保節能減碳、低石油依賴性且綠能載具，朝

向低(或零)污染目標。持續精進引擎技術，研究汽車電動化，發展油電混合車、

電動汽車與燃料電池車等低(零)油耗新能源車輛動力儲電元件與系統研發、電

能管理技術研發、駕駛資訊模組開發、底盤電控化、輕量化、智慧化車用感知

控制技術、車用動力電池、馬達、控制器、充電設施、車聯網、車輛行控中心、

創新營運模式，提升智慧電動車整車及關鍵組件性能、製程及資訊應用功能、

運用智慧電動車運行大數據分析、提增自動化安全駕駛技術、自主避障控制、

深度學習等技術等各項關鍵技術突破研究。對於軌道車輛技術，將建置軌道

車輛相關之性能設計、分析能量、提升軌道相關技術以及自主研發能力。期能

帶動國內產業升級，進而成為智慧車輛、電動車、電動巴士、城市最後一哩載

具等等國際供應鏈重要一環。 

F.智慧鐵道技術 

「前瞻基礎建設」及「國車國造」為政府近年來力推的兩大重要計畫，鐵

道產業的發展與創新，也已經成為當今政府的施政重點。在台灣，目前共計投

入了 1.97 兆元，以發展 57 項鐵道建設；所形成的產業總產值保守估計為 3.21

兆元，相關就業機會超過 5.8 萬個。然而，在面對如此龐大的產業生態系，鐵

道相關專業人才明顯不足，極需系統化的育成。鐵道產業的發展與創新，已經

成為政府的施政重點。學院針對鐵道技術研發、產品驗證所規劃建置及鐵道

技術研究及驗證中心，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共同為台灣鐵道產業從電氣化

邁向資訊化、智慧化而努力；並對鐵道建設、產業及國產化做出更多的努力，

帶動鐵道產業鏈的發展，創造就業人口及經濟發展，達成鐵道國家隊走向國

際的最終目的。學院技術研發領域將聚焦於驅動鐵道 4.0 的九大技術核心(自

主機器人、模擬與仿真、大數據與分析、先進材料與製程、擴增實境、水平與

垂直系統整合、工業物聯網、雲端、寰宇安全)，能紮實培養鐵道人才並支持

新世代智慧鐵道系統的發展。 

因應趨勢發展，掌握時代脈動，「創新策略，企業經營新思維」，隨時做好

接受挑戰的準備。促使本院成為台灣乃至世界知名之機電整合、精密機械、製

造科技、先進車輛、智慧型機器人、自動化、能源新技術、機器設備研發之旗

艦學院是我們努力追求的目標。 

除配合學校整併之大型團隊研發計畫，本院亦進行院內跨領域之研發整

合，鼓勵團隊之形成，提升研發競爭力，相關的作法的如下：(D-1、 D-2) (SDGs 

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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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創造多元化的研究環境。 

b.設立研究獎，獎勵教師與研究生從事研究並爭取校內外殊榮。 

c.鼓勵教師舉辦和參加學術研討會。 

d.積極掌握趨勢，強化研究重點與特色及成立重點研究中心。 

e.本院發展以機電整合，製程設備、先進智慧化製程技術與量測技術、精密

設計與智慧化製造分析、車輛研發、節能、省能與新能源的技術開發、智

慧自動化工程與技術為本院的重點方向，特別是先進車輛技術研發與冷

凍空調節能技術為國內少有之科系，亦為國內之相關技術開發與引領學

校之一，深具發展潛力與特色。 

f.鼓勵教師組跨領域團隊，並與國外機構及企業成立技術聯合開發中心。 

本院研發重點如下： 

f-1.工業 4.0 智能工廠系統整合、工業 4.0 智能照護、自動控制與設計、機

電整合創新設計、半導體相關技術、微光機電系統、精密機械、先進薄

膜與奈米技術。 

f-2.冷凍空調科技、能源科技、真空科技、科技製程環境與能源、智慧型網

路節能監控技術。 

f-3.先進能源與動力系統、振動噪音防制技術、車輛機構設計與結構分析、

智慧型車輛安全系統與控制、車輛之計算流體力學(CFD)應用。 

f-4.精微加工技術、精密設計與智慧化製造分析、先進智慧化製程技術與量

測技術、智慧化製造管理應用、光學精密檢測、機械視覺與影像處理。 

f-5.醫療機電系統、機器人、智慧自動化。 

f-6.跨國合作技術開發項目，如生化試片設計與開發、物聯網共享電子圍籬

技術。 

f-7.具台灣當地交通環境特色之自駕車技術。 

f-8.智慧鐵道之相關國產化技術開發，如 TCMS 技術、集電弓技術案。 

除此之外，本院亦隨時觀察外界環境之變遷，隨時加入新的科技研發。例如配合聯

合國發布的 17 項「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DGs)，及隨著全球氣候變遷的影響，我國政

府致力於發展再生能源政策，本院亦投入離岸風電、綠能相關技術、節能技術、城市風

電、省油車、電動車、油電混合動力車等技術之開發。    

5.產學合作 (B-2、D-3) 

本院統計 110-112 年之每位教師每年之平均產學合作件數為 2.18，產學合作金額每

年每位教師之平均為 245 萬，無論是產學合作平均件數或產學合作平均金額皆遠高於學

校之平均值。在持續推動作法上，由於學院陸續有年輕師資加入，協助新進老師媒合產

學合作機會，或推動資深老師邀請新進老師組成產學研發團隊，並鼓勵新進老師參與本

校負責輔導工業區之訪廠計畫，以加強新進老師之產學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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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推廣服務 (B-4、D-3) 

(1)成立企業日及論壇，邀請產、官、學、研重量級人員蒞院指導。 

(2)成立學院企業伙伴，爭取產業合作，資源開發。 

(3)尋訪業界需求，規劃產業碩專班，提供業界在職進修之機會。 

(4)加強推廣教育。 

(5)成立院務校外顧問群，輔導教師研發成果及技術專利作價與交易媒合。 

7.國際化 (E-1、E-3、E-4) 

配合學校之重點標竿合作學校，進行校際共同研究案之申請與執行。另外本院共聘

有 37 位國際榮譽講座教授 (ICP)，分佈於美歐亞洲，且都為國際相關領域之知名學者，

另有 26 個國際知名大學與機電學院簽署院際國際合作，其中包括與美國賓州州立大學、

美國辛辛那提大學、荷蘭恩荷芬科技大學等簽屬雙聯學位。累計已有 12 位同學至雙聯

大學就讀。此外每年暑假與同濟大學/大阪工大/千葉大學共同辦理問題導向式學習 (PBL)

教學與競賽，同時與大阪工大開闢產業研發 PBL 實務訓練。本院共有 3 個國際研究所

專班，此外各所亦同步招收國際生，目前學院國際學生大學部計有 14 位，研究所共有

62 位就讀中。另外，本院成立學生級國際化社團，環球 38K 社，學院亦協助社團積極

推動學生出國交換，寒暑假研修及申請雙聯學位等。 

 (二)目標與特色 

1.競爭力 SWOT 分析 

日本東京科學大學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okyo Tech)乃為本校及本院所追

求之標竿學校之一，東京科學大學前身是東京職工學校，1929 年升格為東京科學大學，

預定在 2024 年 10 月 1 日與東京醫科齒科大學合併為東京科學大學(Institute of Science 

Tokyo)。歷經 120 餘年的發展，現已經成為日本國內最大的理工科大學。亦係日本十大

名校之一，也獲選為日本公司最希望錄用的大學畢業生學校。該校奈米光電整合工程卓

越中心包含五個隸屬不同學院的電子、機械相關系所，研發實力極為堅強。日本東京科

學大學伴著 120 年的光輝歷史，一直努力向引領 21 世紀科學技術的世界理科綜合大學

邁進。作為研究大學，日本東京科學大學在學術研究和教育方面不僅在日本國內，在世

界也享有盛譽。其歷史背景與其學術、產學地位均屬世界一流，本校歷史及其背景與該

校相似。表 2.10 是本院就優勢(Strength)，劣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

(Threatening)之 SWOT 分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4%BA%AC%E9%86%AB%E7%A7%91%E9%BD%92%E7%A7%91%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4%BA%AC%E7%A7%91%E5%AD%B8%E5%A4%A7%E5%AD%B8


32 

表 2.10 機電學院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交通便利，鄰近華山文創園區及光華

商圈。 
2.學院大部份系所具有悠久歷史。 
3.長年累積為數眾多之優良系友。 
4.遴近相關產業聚落之地理位置優勢。 
5.院內系所為相關領域技職龍頭。 
6.師資群完備且品質好。 
7.院內科系學制(博碩士)完備。 
8.院內系所具備全國性特色。 
9.院總體研究指標已具規模。 
10.產學合作已具規模。 
11.國際化已略具成效。 

1.學院研究所歷史相對短。 
2.研究資源相對於高教體系少。 
3.學生來源受限制。 
4.院內具競爭力之發展方向待整合。 
5.院內空間之先天性限制。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近年技職有再抬頭之趨勢。 
2.相關台商回台產業再轉型。 
3.學院近年之研究指標突飛猛進。 
4.學院國際排名大幅增進。 
5.國際及大陸學術合作機會增加。 
6.增聘研優教師與研究助理教授。 
7.吸引優質國際生來院就讀。 
8.校友對母校向心力與捐款大幅提升 
9.國際產業合作逐漸增加。 
10.可預見之新空間。 

1.院內各學制班級數偏多，教學負荷重。 
2.生師比偏高，面臨師資質量考核壓力。 
3.院內教師退休潮，優秀師資聘補不易。     
4.大機電領域之全國性研究生員額擴及

少子化等因素造成招生壓力，壓縮本

院研究生之素質。 
5.院內系(所)發展所需經費及資源有

限。 
6.大型計畫資源之競爭日益激烈。 
 

(1)優勢 (B-2、F-2) 

本校層級發展之歷史與日本東京科學大學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okyo 

Tech)(預定在 2024 年 10 月 1 日與東京醫科齒科大學合併為東京科學大學(Institute of 

Science Tokyo)相近，本校的前身是臺北工業學校，日本東京科學大學的前身是東京職工

學校，分別在台灣及日本各領工業之風騷，其後之發展亦雷同，該校已是世界排名前面

的學校而北科大尚在努力當中。北科大位居臺灣首都臺北市的正中心，交通四通八達，

捷運密佈，南來北往，交通居於樞紐，異常方便。本校宏裕科技大樓、億光大樓、先鋒

國際研發大樓等新大樓陸續落成，校園綠化、景觀步道逐步完工。且鄰近忠孝東路、新

生南路、華山文創園區、光華商場、東區商圈、臺北車站、市政府、世貿展示館、國際

會議中心等，可配合區域之人潮，進行相關研發成果之展示，商機無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4%BA%AC%E9%86%AB%E7%A7%91%E9%BD%92%E7%A7%91%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4%BA%AC%E7%A7%91%E5%AD%B8%E5%A4%A7%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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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本校在校長的大力改革與多項新措施的推動下，碩博士班增額，傑出教學

獎、傑出研究獎、講座、特聘、教師評鑑制度，技術研究院專任研究教授、產學教授員

額的設立等新的策略與新的思維逐漸明朗，在科大這個部分已站穩領先的角色，億光大

樓、南北軸線地下停車場的完工，精勤樓的完工，校友的信心逐漸回籠，光華商場、三

創廣場的持續發展，捷運路網之拓展，本校已經逐漸成為標準城市型的工業大學。本院

未來無論對學生、老師等的吸引力逐漸增強中，已經逐漸有籌碼與企業界談條件、說回

饋，明日之繁榮可期，追逐台清交成，走出自己的路，已逐漸站穩腳步。值此同時說明

本院擁有與時俱動之新策略、新思維之後，利用建立企業伙伴、企業研發園地，善用校

友資源及歷史使命，掌握歷史、地利、人脈，把握機會，成為臺灣頂尖之專業學院已經

為期不遠。 

(2)劣勢 

本院由於配合學校改制較晚(民國 83 年方改制成技術學院，86 年方建置成科技大

學、學院成立)因此在學術研究上暫時落後國內研究型大學，但假以時日，本校將繼日本

工業大學、香港科技大學之後成為台灣乃至世界頂尖之大學。由 2023 年本院進入機械

與製造領域之 QS 全球 123 名、國內第 2 名，可見一般。 

台灣高等教育制度長期以來即處於聯招分發之方式，受國內家長對技職教育之青睞

不及一般高教大學體系，致使學生來源一直處於頂尖高教大學之下游，且政府投入技職

學校之資源也不及一般高教體系，明顯偏低，此外，高教體系在熱門研究領域，如 AI 人

工智慧、智慧機械，半導體技術之研究生員額擴充，也不利於本院招收優質學生之發展。 

在學校空間發展方面，由於本校周遭建築發展早已飽和，加上學校新系所之成立，

分散可用空間資源，本院擴大發展受到限制。在學生人數容量、研究實驗室空間之需求

增加下，如何滿足成長所需，形成極大之挑戰。 

(3)機會 (B-2、E-1、E-3) 

A.本校從工職、工專、技術學院到科技大學，這些年之間教育部、社會各階層

對北科大的待遇及評比並非絕對公平。工專時代以培育專業技術為重點，

師資專注教學。任何一個大學往往得搭配學生來源以及研究所的成立，研

究能量與品質才得以提升，但改制較晚，追得很辛苦，但危機也是轉機。 

B.正值經濟大變動，呼應目前教育部及科技部不僅以 SCI 論文為主的評鑑制

度，也是本學院機會。本校擁有來自工專時代建立起來的校譽，師生秉持此

傳統，畢業生一直為業界所喜愛。這些年來大學廣設，大學生程度低落，廣

為業界所詬病，家長漸漸體會技術的重要性，因此技職體系的學校再度廣

被社會大眾提出來討論。 

C.本院目前招收的學生，技職體系與一般高中體系的比率大約為 4：1。兩種

體系的學生相互交流，讓學生於理論與實務彼此互補的情況下，擁有更佳

的學習環境。有理論，有動手能力，才有機會將創意與理想具體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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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本院配合學校轉型，已累積 20 年以上之實務型研究聲譽，校友眾多，在國

內外機電相關產業界具有深遠影響，且位居台北市中心地帶，交通便利，若

能佐以優質的外語授課環境，將有利於招收優質國際研究生，以充實研究

人力。 

(4)威脅 (F-2) 

A.機電學院傳承以往工專時代所紮下的基礎以及特色，為技職學校之典範，

為國家維持製造加工與設計等相關科技的人才培育，投入相當多人力於培

養技職人才的學程，造成較大之教學負荷。依目前較重視論文發表及引用

之評鑑制度，無法呈現此特色及績效。 

B.在 Cheers 雜誌、遠見雜誌等評鑑調查，本校各類評比皆有卓越表現，本院

各系皆通過 IEET 工程教育認證。QS 國際排名本院在機械與製造領域的世

界排名 101 名，在國內大學中排名第 2 名，有機會挑戰更前面名次，但新

興國家之大學教育亦同步掘起，本院須有更多的投入，才能在競爭之國際

環境中維持成長。 

C.面臨少子化威脅，學生就讀人數減少，另報考研究所人數亦同步減少。 

D.國內大學教師近年因屆齡退休，而呈現退休潮，本院亦同；在遴聘優秀師資

時，需與其他國立大學競爭，挑戰性高。 

針對以上劣勢與威脅之分析，本院相關對策及具體執行方法如下： 

相關對策： 

(1)增聘優質師資 

(2)擴招國際學生 

(3)精實招生班別 

(4)強化課程整合 

(5)院內資源共享 

(6)發展研究特色 

具體執行方法： 

(1)盤點研發能量，整合領域研究：本院可廣泛歸類為大機電領域，多位教師已

建置出優異的研究團隊。擬透過盤點本院教師指標，結合本院強項課題，以

團隊方式爭取大型計畫，並投入資源持續耕耘。 

(2)推動跨系所教學與研究空間整合共用：針對重點之跨系、跨領域研發團隊與

學科領域，例如：院內的人工智慧、電腦、基礎實驗課程等，加強教室、空

間、師資人力與學生的整合，建構跨系所的學習風氣，使資源能夠獲得更有

效的整體運用。 

(3)研究所專業課程提高全英語教學比例：配合學校提供之獎學金誘因，擴大英

語教學課程之佔比，強化系所英文網頁之宣傳，以廣招優質外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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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課程精實與重整：落實課程精實成效，降低院內教師授課負擔，提升學生的

學習強度，並與學校政策配合，由院級以就業領域構築課程藍圖，推動跨院

系學生之跨領域學習活動。 

(5)提供研究、服務競賽績優教師獎勵措施：提撥院內資源鼓勵包括大型計畫、

研究績優以及服務績優、對外各項比賽績優之教職員表現。 

(6)營造優質之研究教學環境：提供新進教師之研究，教學經驗傳承與輔導，並

鼓勵本院畢業生出國進修學博士學位，利用其對學院之向心力，回學院服務，

注入新血。 

2.目標與特色 

本院目標，依教學、研究、服務之性質，說明如下： 

(1)教學 (B-1、B-4、D-2) 

A.全方位教育，跨領域思考，培育機電整合、精密機械、製造科技、智慧型機

器人、自動化科技、車輛工程、能源與冷凍空調、智慧製造、永續能源等專

業及統合性人才。  

B.新思維、新技術，落實學術研究，強化技術研發，創新育成，嚴格要求教學

與課程，以提昇我國機電工業水準。 

C.鼓勵爭取國內外產、官、學、研之各界資源，發展各系、所特色，經由技術

交流、產品開發、人才培訓，與科技界密切結合。 

D.結合科技管理、外語、人文及法制等通識教育，以培育全人格之高級科技人

才。  

E.提供跨領域學程，培養學生終身學習與技術整合之能力。 

(2)研究 (D-1、D-2) (SDGs 7.a、SDGs 8.2) 

A.著重實務性科技之研發、建教合作，以產學研發為本，營造良好的研發實

力，再作為基礎學理的研發大本營。 

B.落實學術研究，強化技術研發，以提昇我國機電工業水準。 

C.發展各、系所特色，經由技術交流、產品開發、人才培訓，與工業界密切結

合。 

D.配合國家經濟發展之方向，整合研究團隊，提供離岸風電、智慧鐵道、半導

體設備 5G 技術應用等研發服務。 

E.聚焦機電整合、車輛相關技術研發、能源與冷凍空調技術與智慧自動化科技，

在國內具有特色與競爭力。(D-1) 

F.每年由各系所提出之重點特色計畫，預期各系所於五年內至少發展一項具

全國競爭力之研究項目。 (D-1) 

G.配合趨勢發展，著重實務性科技之研發，特別強調機器設備之開發，如 3D

列印機，微波噴射 CVD 電漿設備、智慧電池能量平衡管理系統、物聯網智



36 

慧共享技術、大量客製化積層製造研發、新世代住商與工業節能研發以及

生化試片創新設計與開發等世界級先進技術。(D-3) 

H.設立本學院年度研究獎，獎勵並表彰研究傑出之同仁。 (F-2) 

I.大幅增聘優良師資，補充研究生力軍。 (F-2) 

J.與產業界交流密切，產業界捐贈儀器設備支援之研究逐漸增多。(B-2)  

K.配合學校發展本學院特色之貴重儀器中心、黃光室，及潔淨室。  

(3)服務 (B-2、B-4) (SDGs 8.2) 

A.提供機電整合設計、智慧型機器人、精微加工技術、智慧製造、自駕車輛、

能源與冷凍空調、自動化科技、機電科技等領域之業界產學合作、在職進

修、專業知識充電之各種機會與環境。 

B.與產業界密切合作，研究成果能支援產業發展。  

C.成立企業日及論壇，邀請產、官、學、研重量級人員蒞院指導。  

D.成立學院企業伙伴，爭取產業合作，資源開發。 

E.因應企業需求設計課程，提供業界在職進修之機會及強化推廣教育。 

本院特色： 

本院為「應用研究導向」之學院，在強化實務性應用研究之方向下，進一步以研究

成果為標的，同時兼顧優質教學與服務社會之目標。包括：培育機電科技領導人才，著

重實務性應用科技之研發，提供機電科技業界產學合作、在職進修、專業知識充電之各

類機會。本院師資優良與認真，努力爭取各界資源，與業界互動良好，遠見雜誌企業最

愛大學生，本校排名第 2 名。此外，在 QS 2024 世界大學之領域排名，本學院亦在機械

與製造相關領域為 101 名，國內第 2 名，且持續累積研究實力與成果。另外，保留並發

揮本校之技職特色，辦理技優專班，強調國際技能競賽、技術證照取得、與產業間之實

習、技術研發聯結。 

3.定量化指標  

機電學院根據各系所師資條件，環境設備及近年之研究相關統計，為求本院有具體

量化及質化之目標及動能，機電學院研究發展指標訂定如表 2.11 所示。 

針對執行率較低者，本院相關原因及改善措施如下： 

(1)本院部份系(所)生師比略高，主因為近年面臨資深教師退休潮，新進教師仍

在逐步遴聘中，教師員額尚未補足；本院採經費補助新進教師等措施，積極

增聘優質師資。 

(2)本院新進教師之各項研究量能尚在初步成長期，造成各項產學合作案、國科

會計畫案、國際期刊論文、專利申請…等，無法補上退休資深教師之產出總

量。 
(3)本院請資深教授擔任新進教師之輔導顧問，傳承各項研究之方向，帶領新

進教師與企業界進行產學合作，以渡過新舊世代交接空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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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院近年先後成立五年制專科與技優專班，教師在大學部及五專部教學負擔

偏重，造成論文及研究績效無法達成預定目標；今後將遂步調整班級及學生

數，增加研究生占比，以降低教學負擔並提升研究能量。 

    表 2.11 機電學院之定量化發展指標總表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務實導向

的產學研

發(D) 

強化跨校及

跨域研究合

作的機制 
(D-2) 

中程（4 年） 

1.SCI 、 EI 、
SCOPUS 論

文：成長率

15%。 
2. 科 技 部 案

件：成長率

10%。 
3.國內外參展

與競賽獲獎

率：成長率

10%。 

1.111 年 SCI、EI、SCOPUS
平均論文篇數為 3.34，112
年為 3.46，113 年為 3.35。
111 年至 113 年無成長。 

2.每位專任老師科技部研究

計畫，111 年為 1.16，112
年為 1.01，113 年 0.78。111
年至 113 年無成長。 

3.111 年教師指導學生參加

國內外競賽，獲獎 39 件。

112 年教師指導學生參加

國內外競賽，獲獎 53 件。

113 年指導學生參加國內

外競賽，獲獎 61 件，成長

率 15%。 

長程（8 年） 

1.平均每年每

位專任老師

發表之 SCI
論文數目達

到 2.8 篇以

上。 
2.平均每年每

位專任老師

科技部研究

計畫件數達

到 1.3 件以

上。 
3.至少一位講

座級教授。 
4.至少一位老

師獲得國科

會傑出研究

獎。 

1. 每位專任老師發表 SCI 論
文數，111 年為 2.33 件，

112 年為 2.31 件，113 年

為 2.29 件。  
2. 每位專任老師科技部研究

計畫，111 年為 1.16 件，

112 年為 1.01 件。113 年

為 2.13 件。  
3. 能 源 系 胡 石 政 教 授

(112.02.01-15.01.31) 獲 講

座教授。 
4. 能源系胡石政教授 111 年

度獲國家產學大師獎。 

建構產學研

鏈結平台及

提升技術轉

中程（4 年） 
1.建教與產學

計畫案：成

長率 10%。 

1.產學合作計畫平均件數，

111 年為 1.96 件，112 年為

2.52 件，113 年為 1.77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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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移績效(D-3) 2. 專 利 及 技

轉：成長率

15%。 

111 年至 112 年之成長率

為 28%，112 年至 113 年

無成長。 
2.產學合作計畫平均金額，，

111 年為 236.9 萬元，112
年為 317.01 萬元。113 年

為 228.8 萬。111 年至 112
年之成長率為 33.8%，112
年至 113 年無成長。 

3.專利平均件數，111 年為

0.43 件，112 年為 0.54 件，

113 年為 0.17 件。111 年至

112 年 之 成 長 率 為

25.58%。112 年至 113 年無

成長。 
4.技轉平均件數，111 年為

0.53 件，112 年為 0.39 件，

113 年為 0.56 件。112 年至

113 年之成長率 
為 17%。 

深耕學研

的國際交

流(E) 

落實全球在

地化提升國

際能見度 
(E-3) 

近程（2 年） 

每年與 2 間國

際知名學校訂

定學術合作意

向書。 

1.111 年 與 捷 克 Drazni 
Revize 公司簽訂智慧鐵道

技術研究之 MOU。 
2.111 年 與 Penn State 

University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Mechanics 
Department 簽 訂 3+1+1 
雙聯學位。 

3.112 年與賓州州立大學全

球核電安全中心簽立國際

合作備忘錄。 
4.112 年與捷克奧斯特拉法

理 工 能 源 研 究 中 心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Ostrava - The Energy 
Research Centre (ERC)簽訂

合作備忘錄。 
5.113 年與賓州州立大學

(PSU)全球核電安全中心

簽立國際合作備忘錄。 
6. 113 年與捷克奧斯特拉瓦

(Ostrava)科技大學能源中

心簽立國際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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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7. 113 年與馬來亞 大學

(Malaya)節能中心簽立國

際合作備忘錄。 

長程（8 年） 

至少二件跨國

研究(技術)開
發中心。 

本院「新世代住商與工業節

能中心」已成為跨國研究中

心，與東京大學、賓州州大、

捷克奧斯特拉法理工等多校

研究中心實質交流，每年執

行多項跨國計畫及國際交

流。 

 (三)近中長程發展策略 

本院依據校務發展會議建議，本院將以日本東京科學大學工學院、喬治亞理工學院、

哈爾濱工業大學及阿亨工業大學為本院之標竿學校群，為未來本院之發展學習對象，訂

定學院中長程目標及達成量及質化的中長程計畫，及明訂達到標竿的時程。 

本院各系(所)以優良師資、完備的教學儀器及電腦相關設備，提供學生各領域教學

的需求及實作的機會。各系(所)亦備有精密新穎的儀器設備，作為學術研究之用。在教

育方面，能培養務實、敬業、充滿創新活力且具世界觀之工程人才，以配合國家經濟建

設及工業發展之需要。在學術研究方面，本院於既有基礎上，繼續提昇研究水準，加強

國際學術交流。在工業服務方面，本院持續加強與產業界的合作關係，落實機電工程人

才培育及實務研究的成果。為發展更高深之學術研究，本院與相關研究單位經常共同合

作，從事與國家重大建設相關之研究發展工作，以朝一流學術研究水準之目標邁進。近

中長程發展目標將依據各系所特色進行規劃，本院之近中長程計畫彙整如下所示： 

1.近程發展策略（2 年） 

(1)提升本院國際知名度，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合作。(E-3) 

A.積極與具國際知名度之學校機電相關學院進行學術交流，並洽商簽訂學術

合作協議合約。以每年與 2 間國際知名學校訂定學術合作意向書為目標。 

B.積極拜訪已簽約或計劃簽約之學校，建立實質合作關係。 

C.舉辦與合作學校之教師交流活動，以加強雙方學術合作深度。 

D.舉辦與合作學校之國際 PBL 活動，增加雙方學生之學術交流機會。 

E.配合本校政策將現有「程式設計」必修課程納入「人工智慧(AI)」。 

(2)擴大英語授課 

A.擴大英語或中英雙語教學，配合本校新聘專任教師起聘 3 年內須開設至少

3 門以上全英語或中英雙語課程策略，遂年增加英語授課課程數量。 

B.除增開本院各系(所)英語授課課程，並鼓勵各系(所)間之合開課程，以利國

際學生修課，並鼓勵本國學生修習英語課程，厚植學生之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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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善技優學生專班之發展 (B-1、B-3) 

A.集結本院各系之技優專長學生，設立機電技優領航專班，針對技職保送學

生之各職類特性，規劃專門課程內容，定期舉辦授課老師協調會議，以確保

課程符合技優學生之教學內容。 

B.建立學伴制度以增強對技優學生之課業輔導。採行校外實習制度，持續訓練

其學生之實作能力。 

C.針對各職類專長之優秀學生，輔導參加各項國際技能競賽，或參加技術證照

檢定。 

(4)推動 USR 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C-1、C-3)(SDGs 4.5) 

為配合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簡稱 USR 計畫)政策，本院整合

院內教師開發一系列問題導向式教學、合作學習法、設計教學法等創新教學，

將大學專業課程導入社區及偏鄉教育，讓修課學生瞭解城鄉差距，並活用上

課過程中所學，為中小學生設計實作教學載具，增加學生的學習意願。目前所

開發之教學資源透過 Google classroom 傳遞給臺北市龍門國中七年級生及民

權國小六年級生，後續將持續推動。 

2.中程發展策略（4 年） 

(1)教學 

A.教學方面達到至少一位老師獲得全校傑出教學獎。 

B.學院各系(所)(科)教授人數達到各系(所)(科)師資總人數的 60% (E-2)。 

C.逐年提升英語授課、中英雙語授課之比例，以吸引外國學生入學。 

D.整合既有課程，開發跨域課程教材。規劃三大跨域課群及微學程課程地圖，

並納入學生畢業門檻，以激勵學生跨域學習。 

E.舉辦苗圃設計思考工作坊，引導學生跨域應用所學及解決工程實務問題。 

F.邀請業師授課或參與指導學生專題，以更貼近產業趨勢需求。 

(2)研究 

在計畫執行與學術研究上躋身國內頂尖學府之列，包括： 

A.平均每年每位專任老師發表之 SCI 論文數目達到 2.6 篇以上。 

B.平均每年每位專任老師科技部研究計畫件數達到 1.2 件以上。 

C.學院達到至少七位特聘級教授。 

D.學院達到至少一位老師獲得國內傑出研究獎。 

E.學院達到至少一件跨國研究(技術)開發中心。 

F.學院整合各系所資源培養出至少一個居於國內領導地位的特色實驗室或中

心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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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產學合作 

A.產學合作計畫平均每年每位專任老師達到 3.1 件以上。 

B.應用本院特色及特色實驗室，爭取大型產學合作計畫或學界科專計畫。 

C.強化系統整合產業化：本院將在現有之三個校級研究中心即「新世代住商與

工業節能研究中心」、「大量客製化積層製造研發中心」及「潔淨技術研發

中心」，及八個與電能、節能、永續、智慧感測、數位轉型、車輛、鐵道等

主題相關的院級研究中心，在此這些校級研究中心之基礎下，整合學院教

師能量，推動產業化執行。其中機械系將以智能教學示範工廠為中心並整

合 3D 列印技術，為企業端提供其產業 4.0 所需技術，包括人才培訓及資訊

流系統建置。車輛系則以新世代電動車與先進自駕技術做系統整合，並藉

由經濟部價創計畫之執行來提升企業所需技術。能源與冷凍系則以節能與

新能源技術，結合校友企業，由傳統空調節能擴展到住商與工業新能源領

域之技術開發與輔導，以藉由整合現有空調之技術，提升台灣能源產業之

整體技術水準。(D-1) (SDGs 8.2) 

(4)推廣教育 

A.針對學生或校外人士開設專業證照考照班，每年至少 2 班 (B-4)。 

B.協助環保署等政府單位開設專業職能訓練班，每年至少 2 班。 

(5)國際化 

A.積極推動國際化，爭取國際跨校(姐妹校)合作，包括研究計畫與交換師資學

生 (E-3)。 

B.強化研究所外國學生專班之規模，提升外籍學生人數 (E-1)。 

3.長程發展策略（8 年） 

(1)教學 

A.本院教授人數達到各系所師資總人數的三分之二以上。 

B.增加開設研究所全英文課程，以持續提升學生英文能力，增加外國學生之就

讀意願 (E-1)。 

C.提升跨域課程執行率並培養學生具備工程設計思考能力。 

(2)研究 

在計畫執行與學術研究方面躋身國際名校之列，包括 (E-3) ： 

A.平均每年每位專任老師發表之 SCI 論文數目達到 2.8 篇以上。 

B.平均每年每位專任老師科技部研究計畫件數達到 1.3 件以上。 

C.達到至少一位講座級教授。 

D.達到至少一位老師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E.學院達到至少二件跨國研究(技術)開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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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整合院系所資源培養出至少一個居於國際領導地位的特色實驗室或中心(F-

2)。 

G.成為國內創新性及前瞻性之尖端工程技術領導者 (D-1)。 

H.成為國際間機電整合與製造科技之重點學校之旗艦學院，躋身國際名校之

列 (E-3)。 

(3)產學合作 

A.產學合作計畫平均每年每位專任老師達到 3.3 件以上。 

B.應用本院各系所特色及特色實驗室，爭取至少一件國家型研究計畫。 

(4)推廣教育 

A.對外之專業證照考照班，每年參與人數持續成長。 

B.政府單位之技術訓練班，除環保署外能擴充一校外單位。 

(5)國際化 

A.深化現有國際交流實質內涵，擴展本國學生雙聯學制成效，延攬研優/國際

師資，以吸引一流國際學生來院就讀 (E-1、E-3)。 

B.積極延攬國外知名學者擔任“玉山學者”，帶動本院之尖端研究 (E-3)。 

本院在歷任院長及全院教職員之共同努力下，已將機電學院發展具知名聲望之學院，

不論是在教學環境建置、師資延聘、教材創新與更新等方面皆呈現良好成效。為面對科

技之急速進步與教育環境之競爭，學院將朝 6 項主軸方針與目標持續精進，以成為具國

內外聲譽之旗艦學院。此 6 項主軸方針與目標如下： 

(1)健康智慧的綠色校園：空間爭取與調整，建構便利且舒適之學習環境與空間。

(A-3) 

(2)多元創新的學習環境：學院將推動課程之跨域整合，以培養學生跨域整合之

能力；成立以校友為主之院務推動小組，借重校友資源與攜手指標性產業以

強化實務教學內含與成效。(B-1) 

(3)全人發展的孕育搖籃：鼓勵學生加入專業社團，以專業技術參與服務學習，

並陶冶優良的人格特質與人文素養。(B-5) 

(4)務實導向的產學研發：建構學院產學研鏈結平台，媒介研發成果商品化及技

術交易，並搭配科技部產學研鏈結中心，以強化產學實務鏈結成效。整合校

友資源與募款獎勵，以激勵教師實務研發成效。(F-2) 

(5)深耕學研的國際交流：深化現有國際交流實質內涵，擴展本國學生雙聯學制

成效，延攬研優/國際師資，以吸引一流國際學生來院就讀。(E-3) 

(6)具效能的友善行政團隊：配合新專班之設立，增聘院辦行政人力強化人員之

外語溝通能力，以提升及優化服務品質。整合院內各系所之系友會，以凝聚

校友之向心力。(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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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資學院 

(一) 現況 

1.組織架構 

本學院成立於民國 95 年 8 月，奠基於已有數十年卓越歷史表現之電機、電子等科

系，許多校友在產業界頭角崢嶸，舉足輕重。時正值國家電資產業蓬勃發展之際，本學

院培育兼具理論與實務之優秀人才，開發先進技術，以貢獻產業與社會。 

學院設有直屬之電資學士班(不分系)、電資外國學生專班、人工智慧與大數據高階

管理雙聯碩士學位學程，另有電機工程、電子工程、光電工程及資訊工程等四個學系，

四系皆為系所合一(亦均含有碩、博士班)，並於 112 學年度起增設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113 學年度全院專任教師共計 105 人，學生人數約 3,600 人。下圖 3.1 為本院

組織架構圖。 
 

 

圖 3.1 電資學院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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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所簡介 

(1)電機工程系 

民國 37 年設立五年制電機工程科。其後陸續成立三年制及二年制之電力組與冷凍

組學程。民國 83 年 8 月本校升格為國立臺北技術學院，改名為電機工程技術系。86 年

本校改名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更名為電機工程系，並與電子系合設電腦通訊與控制

(3C)研究所。民國 87 年 8 月設立電機工程系研究所碩士班，並於民國 92 年成立博士

班。電機工程系以教授電機工程專業知識及培育國家建設所需之電機科技專業人才為

主要目標。教育方式採理論與實務並重並培養國際觀；其教學範圍涵蓋電機工程各項

領域，以培養具務實及創新能力之人才。所培育之學生除希望能依個人志趣從事相關

之專業事務外，更期望能在研究發展、立意創新等方面發其潛能，特別注重職業道德

的涵養及加強跨領域團隊工作的能力及習慣。表 3.1 為電機工程系優勢(Strength)、劣

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ening)之 SWOT 分析。 

表 3.1 電機工程系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高科技產業及綠能科技領域需求量

龐大，畢業生甚受企業界肯定。 
2. 畢業校友大多為企業中堅份子，捐贈

踴躍、向心力強，且校友遍佈全國，

有利本系學生就業實習與發展。 
3. 師生研發能力強，產學合作已略具規

模。 
4. 配合 EMI 需求，增設本系全英語授

課課程。 
5. 本系學制(碩博士班)完備。 

1. 教授級師資比例較低且教師平均年

齡較高。 
2. 專利及技術移轉仍可加強。 
3. 生師比略高，教師教學負擔較重。 
4. 面臨資深教師退休潮，新進與資深教

師之教學、研發等傳承為當務之急。 
5. 學生基礎外語能力不高，尚可再提

升，並加強交換學生與雙聯學制宜，

以增進國際競爭力。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 近年之研究指標進步，強化本系所之

特色。  
2. 易於與政府機關、公司行號合作，加

強與公家機關、業界之產學交流與合

作。 
3. 本系學生頗受企業界歡迎，校友認同

感深，捐款機會增加。 
4. 持續鼓勵教師發表期刊、研討會論文

與專利、技轉。 
5. 鼓勵教師聘任研優教師與研究助理

教授，提升研發能量。 

1. 少子化造成學生來源快速惡化，招生

競爭變得更劇烈，且容易造成學生程

度低落等現象。 
2. 學生學習動機與教師教學效能待強

化。 
3. 優勢發展及國際競爭特色待形塑。 
4. 資深教師相繼退休，優質教師聘補不

易，教學及研發傳承有難度。 
5. 大型計畫資源爭取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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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 之分析，電機系相關因應策略如下： 

A. 近年教授級師資屆齡退休者眾，將積極聘任年輕優秀的師資，並鼓勵現有

的副教授申請升等為教授。 

B. 本系於 113-119 年將有 15 位專任教師退休，除應積極聘補退休教師的缺額

外，亦可視退休教師研究領域規劃提前聘用年輕優秀的教師，或鼓勵屆退

教師申請延後退休，以促進經驗傳承，避免教資斷層發生。 

C. 本系積極配合學校 EMI 政策，已於 114 年 2 月聘任 EMI 專任教師 1 名，藉

由全英語教學，提升學生基礎外語能力。 

D. 鼓勵教師參加相關教學分享會，以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與技巧，啟發學生

的學習動機。 

E. 鼓勵教師進行雙向的國際交流，加強國際的學術與研究合作。 

F. 近年來聘補優質師資確實不易，教師出缺除利用各種管道廣為宣傳外，亦

籲請本系教師協助，鼓勵有意願並符合資格的校外人士應徵本系專任師資。 

G. 鼓勵教師善用系、院及學校各項有利資源及人力，爭取大型計畫資源。 

H. 因應少子化趨勢，除定期檢討招生政策，適時調整入學標準與條件，並重視

學生的全面發展與個人特色，以招收適合學生，並為確保培養學生紮實的

專業基礎，將定期檢視學生的學習情形。另鼓勵教師依學生學習程度，採用

不同的教學方法與策略，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品質。 

(2)電子工程系 

民國 38 年電機工程科增設三年制電機科電力及電訊兩組，電訊組後併入電子科。

49 年成立五年制電子工程科。86 年增設電腦通訊與控制研究所。103 年系所合一更名

為『電子系』碩士班、博士班。電子系教學目標為配合工業經濟發展與產業界的需求，

擴展學生專業技能，加強其創造思考與研究發展能力，積極為國內產業界培育具理論與

實務訓練高等電子專業技術人才，同時規劃跨領域的學程，增加第二專長。發展的重點

以計算機工程(含軟體、硬體、韌體、多媒體、人機介面、及單晶片微處理)、無線通訊

(含無線傳播、行動通訊、信號處理及網路應用)與電波工程(含數值電磁、高頻電路、微

波傳播、微波積體電路設計、光電系統、光通訊及光纖有線電視雙向互動影音傳輸)及晶

片系統(晶片設計、電腦輔助、設計自動化、軟硬體共同設計)等四大領域，並強調計算

機、通訊、光電及控制等技術之整合與應用。表 3.2 為電子工程系優勢(Strength)、劣勢

(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ening)之 SWOT 分析。 

 

 

 

 



46 

  表 3.2 電子工程系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電子與資通訊產業需求量龐大，畢業

生深受企業界肯定。 
2. 本系眾多畢業校友為上市櫃科技公司

負責人，捐贈踴躍、向心力強。 
3. 師資陣容堅強，實務與理論兼備，學術

與產學研究表現俱佳。 
4. 師生研發能力強，產學合作已具規模。 
5. 國際化環境佳且已具成效。 
6. 博士班吸引眾多中西醫師及醫療相關

從業主管人員就讀，持續培育醫電與

整合人工智慧技術之醫療人才。 

1. 整體空間資源及樓地板面積運用有

限。 
2. 生師比高，教師教學負擔重。 
3. 面臨資深教師退休潮，新進與資深教

師之教學、研發等傳承為當務之急。 
4. 學生外語能力尚可再提升，國際化仍

可改進，並加強交換學生，以增進國

際競爭力。 
5. 需支援電資學生專班、人工智慧學位

學程、創新學院等相關教學與行政活

動，教師教學與行政負擔重。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 近年之研究指標突飛猛進，特色研究

持續成形。 
2. 激勵教師共同提出整合型合作研究或

教學計畫。 
3. 加強學生英文能力，提昇國際競爭力。 
4. 政府機關、公司行號易於合作，加強與

業界之產學交流與合作。 
5. 鼓勵教師參與講座教授、終身特聘教

授、特聘教授之申請，增加本系能見

度，並可與鄰近大學資深教授合作。 
6. 系所學生受企業界歡迎，校友認同感

深，捐款機會增加。 
7. 持續鼓勵教師發表期刊、研討會論文

與專利、技轉。 
8. 增聘研優教師與研究助理教授，提升

學院研發能量。 

1. 其他國際型大學及中國大陸大學的

崛起，大學間競爭加劇，本系學生來

源及學習型態需轉型。 
2. 少子化造成學生來源快速惡化，招生

競爭變得更劇烈。 
3. 需與國內頂尖大學競爭，吸引更多優

秀學生來校攻讀半導體前瞻技術相

關領域之博碩士，以培育半導體人

才，解決產業人才荒。 
4. 學生學習動機與教師教學效能待強

化。 
5. 資深教師相繼退休，優質教師聘補不

易，教學及研發傳承有難度。 
6. 優秀師資相繼轉職至待遇更高的國

內外學術或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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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 之分析，電子系相關因應策略如下： 

A. 待本系進修部學優專班電子四丙學生於 113 年暑假畢業後，將可改善生師

比問題。 

B. 本系產學攜手專班停招案已通過 113 年 12 月 17 日校務會議決議通過，未

來經教育部審查後，若能順利停招，將可改善生師比問題。 

C. 近年教授級師資屆齡退休者眾，將積極聘任年輕優秀的師資，並鼓勵現有

的副教授申請升等為教授。在此的同時，將鼓勵資深教師傳承教學與研發

經驗。 

D. 鼓勵系上教師增開全英語授課課程，營造全英語學習專業知識之環境，並

透過與外生班合開課程，增加學生學習英語之動機，藉以提升學生英語能

力及國際競爭力。 

E. 學校近年來努力提升國際學術的排名及能見度，並推動招生的新思維與策

略，將有助於招收優秀之學生。 

F. 積極培養學生實作能力，同時媒合學生赴校外各公私場所實習，增進職場

體驗，並促進學生職涯發展，並期可培育產業界所需之人才(如人工智慧、

前瞻半導體技術等)。 

G. 將開授半導體前瞻技術課程，吸引更多優秀學生來校攻讀半導體前瞻技術

相關領域之博碩士，以培育半導體人才，解決產業人才荒。 

H. 鼓勵教師參加相關教學分享會，以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與技巧，啟發學生

的學習動機。 

I. 近年來聘補優質師資確實不易，教師出缺除利用各種管道廣為宣傳外，亦

籲請本系教師協助，鼓勵有意願並符合資格的校外人士應徵本系專任師資。 

J. 積極營造更適合教師職涯發展的環境，為系上教師增取各項權益及福利，

讓教師能在安心的環境中發展，以吸引更優質的師資。 

K. 整合系上同性質的會議，精簡行政流程，提高效益。 

L. 規定校外實習學分數上限，鼓勵學生修習系所專業選修課程，提升學生專

業能力。 

(3)資訊工程系 

資工系創立於民國 89 年，初期僅招收碩士班研究生。90 學年度成立大學部二年制

(二技)，招收專科畢業生。93 學年度由二技換班為四技，招收高中生及高職生，同時停

招二技。94 學年度設立博士班，開始招收博士班研究生。資工系課程規劃參照 ACM/IEEE 

Computing Curricula，與全球同步。課程設計以「語言與軟體」、「數學與演算」及「計算

機系統」等三大基礎領域為主軸，並規劃「軟體工程與系統」、「人工智慧與多媒體系統」

與「網路與資訊安全系統」等三個專業領域，提供基礎理論與實作應用兼備的訓練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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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環境。研究所課程以物件導向程式設計為基礎，再輔以軟體工程學程及資工系特色研

究領域的進階課程，將論文導向各專業研究領域。表 3.3 為資訊工程系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ening)之 SWOT 分析。 

  表 3.3 資訊工程系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資訊技術如人工智慧、雲端、大數據分

析、元宇宙、物聯網、資安、量子計算

等，在未來科技和產業發展趨勢極具

關鍵影響力，科技和產業對資訊人才

的需求持續增長。 
2. 本系畢業生實作能力佳，深受企業界

肯定，並建立良好聲譽。 
3. 本系師資陣容堅強，實務與理論兼備，

學術與產學研究表現佳。 
4. 師生研發能力強，研究計畫與產學合

作持續增長。 
5. 系所學制(碩博士班)完備。 

1. 本系整體空間資源及樓地板面積有

限，影響成長。 
2. 本系學生與教師人數於學院中相對

較少，影響教學與研發量能。 
3. 本系生師比接近上限，加上需支援電

資學生專班、人工智慧與資安碩士學

位學程等相關教學活動，教師教學與

行政負擔重。 
4. 相較於頂尖大學，本系學生素質與外

語能力尚需提升，國際化仍可加強。 
5. 系所成立較晚，歷史相對較短，具社

會影響力之畢業校友相對較少，校友

的支持力量仍待發展。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 隨著科技發展趨勢，近年來政府重視

資訊人才培育，加上產業對資訊人才

的需求增加，大環境有利於系所成長。 
2. 因國家政策與產業發展的影響，近年

來本系與業界之產學交流與合作機會

增加，有助於教師研究與產學量能的

提升。 
3. 學校國際排名大幅進步，雙聯學位合

作逐漸增加，對促進系所國際化與知

名度的提升。 
4. 系所學生深受企業歡迎，學生就業機

會多且待遇佳，有助於吸引優秀學生

就讀，促進研發能量提升。 
5. 學校在研究、產學、教學與服務等方面

設有完善的獎勵辦法和彈性薪資，有

助於鼓勵教師進一步提升研究、產學、

教學與服務的成果。 

1. 系所空間不足，恐影響系所未來發展

與成長。 
2. 資深教師相繼退休，大環境不利優質

年輕教師聘補，恐影響師資結構，以

及教學與研發經驗的傳承。 
3. 少子化與頂尖大學擴充名額可能造

成學生素質下降、博士生招收不易等

情況，恐影響系所發展與教師研發量

能的成長。 
4. 國內教育資源有限，大學間競爭加

劇，本系教師與研究生人數規模相對

較小，恐影響競爭優勢。 
5. 學生外語能力基礎仍需改善，學校國

際化學習環境尚需加強，恐影響國際

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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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 之分析，資工系相關因應策略如下： 

A. 對齊學校「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設置人工智慧、資安等碩士學位學程的

目標，積極協助增聘資訊領域年輕師資和爭取配合的空間，以提高整體的

教學與研發量能，並傳承資深教師教學及研究的經驗。 

B. 配合學校發展國際化的學習環境，鼓勵教師開設 EMI（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課程以及與國外單位進行合作計畫，同時鼓勵學生申請成為

國際交換學生或就讀雙聯學位，以提升學生的外語能力、擴展其國際視野、

強化其國際溝通與接軌能力、及培養其國際移動力。 

C. 配合學校提升世界大學排名和招收外籍生的政策，以及因應少子化，鼓勵

教師參與國際合作研發計畫、參加國際學術會議、開設 EMI 課程、指導學

生參加國際競賽等，以吸引和招攬更多優秀國際與本地研究生就讀，提高

研究生人數與素質。 

(4)光電工程系 

本校十分重視光電領域教學與研究，早在民國 75 年即成立光電科技中心，設立光

電科技學程。88 年 8 月在機電學院成立光電技術研究所，招收碩士班研究生，為技職體

系首度成立的光電研究所，培育光電科技研發人才。90 年 8 月在人文科學院成立光電科

技系，設有二技部，培育光電科技實務人才。91 年 8 月，光電科技系改隸於機電學院，

光電兩系所合一，共享師資與設備。92 年 8 月，光電科技系改名為光電工程系。93 年 8

月，光電技術研究所改名為光電工程系碩士班，同年教育部核定設立光電工程系博士班，

使本系成為技職體系當時唯一具有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完整學制的光電系所。96 年

8 月電資學院成立，光電工程系改隸於電資學院。光電系秉持充實光電理論基礎、研習

光電應用技術、培育實用光電技術人才，以配合產業界需求為宗旨，研究範圍涵蓋光通

訊、顯示科技、光學工程、光電材料與元件等光電重要領域。表 3.4 為光電工程系優勢

(Strength)、劣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ening)之 SWOT 分析。 

    表 3.4 光電工程系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具就業優勢，高科技產業(半導體科

技、顯示科技、光電材料與元件、光通

訊領域等)人才需求量龐大，本系畢業

生備受企業界肯定。 
2. 本校校友網絡完整，畢業校友大都為

企業中堅份子，捐贈踴躍、向心力強，

且校友遍佈全國，有利本系學生就業

實習與發展。 

1. 支援全校性物理，壓縮教師講授專業

課程時間。 
2. 生師比較高，教師教學負擔重，且教

師平均年齡較高。 
3. 專利及技術移轉仍可加強。  
4. 都市學校之先天性空間限制，整體空

間資源及樓地板面積運用有限。  
5. 面臨資深教師退休潮，新進與資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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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師資陣容堅強，實務與理論兼備，師生

研發能力強，學術與產學研究表現頗

佳，產學合作已略具規模。 
4. 1986 年本校成立光電科技中心，並設

立學程，1999 年成立光電技術研究所， 
2001 年創立光電工程系，104 年規劃

本系 4 大領域半導體科技、顯示科技、

光電材料與元件、光通訊領域，111 學

年開設半導體科技學程，研究與教學

方面基礎紮實。 
5. 配合 EMI 課程，增設本系全英語授課

課程，國際化環境佳且已逐年進步。 
6. 系所學制(碩博士班)完備。 

師之教學、研發等傳承恐發生斷層。  
6. 學生基礎外語能力不高，尚可再提

升，並加強交換學生與雙聯學制宜，

以增進國際競爭力。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 近年之研究指標進步，強化各系所之

特色。  
2. 激勵教師共同提出整合型合作研究或 

教學計畫。  
3. 加強學生英文能力，提昇國際競爭力。 
4. 易於政府機關、公司行號合作，加強與

業界之產學交流與合作。  
5. 鼓勵系上教師參與講座教授、終身特

聘教授、特聘教授之申請，增加能見

度，並可與鄰近大學資深教授合作。  
6. 本系學生受企業界歡迎，校友認同感 

深，捐款機會增加。  
7. 增聘研優教師與研究助理教授，提升

研發能量。  
8. 高科技產業需求量龐大，近年增設半

導體科技，以培育國家未來人才。 

1. 其他國際型大學及中國大陸大學的

崛 起，大學間競爭加劇，學生來源

及學習型態需轉型。  
2. 少子化造成學生來源快速惡化，招生

競爭變得更劇烈，且恐致大學生品質

低落等問題。  
3. 需與國內頂尖大學競爭，吸引更多優

秀學生來校攻讀半導體前瞻技術相

關領域之博碩士，以培育半導體人

才，解決產業人才荒。  
4. 學生學習動機、教師教學效能、專業

課程豐富度待強化。 
5. 優勢發展及國際競爭特色待形塑。  
6. 資深教師相繼退休，優質教師聘補不 

易，教學及研發傳承有難度。 

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 之分析，本系相關因應策略如下： 

A. 聘用物理專案教師，以提升物理相關課程的教學品質與避免生師比不足之

狀況發生。 

B. 本系近 5 年將有 5 位專任教師退休，除應即時聘補退休教師研究領域之空

額外，亦可視退休教師研究領域規劃提前聘用新教師，或鼓勵教師延後退

休，以促進經驗傳承，避免教資斷層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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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鼓勵系上教師增開全英語授課課程，營造全英語學習專業知識之環境，並

透過與外生班合開課程，增加學生學習英語之動機，藉以提升學生英語能

力及國際競爭力，對於招收國外學生及學生素質提升有正面影響。 

D. 鼓勵教師帶領學生參與校外競賽或出席國外會議，並多與國際學者合作與

交流，以促進國際化發展。 

E. 積極媒合學生赴校外各公私場所實習，增進職場體驗促進學生職涯發展，

並期可培育產業界所需之人才(如智慧顯示、前瞻半導體技術等)。 

F. 積極向政府或企業申請研究計畫，並爭取實務型研究專案計畫，落實技職

教育培養實務人才為目標，藉以擴充各研究領域的設備，同步建立發展各

自特色研究之實驗空間(本系四大領域光通訊、顯示科技、光學工程、光電

材料與元件)，提高取得產學合作案與技術服務案之競爭力，以推動學術創

新，提升研究與實務間之連結。 

G. 鼓勵系上教師申請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除可積極爭取經費外，亦激

勵教師創新教學，同步提升教學品質。 

H. 關注最新科技趨勢，並依據當前科技發展趨勢新設或修正微學程，使在學

學生能獲得最新的專業知識，以滿足業界對人才的最新需求，以期提升畢

業生職業生涯中之就業競爭力與機會。 

I. 因應少子化趨勢，除定期檢討招生政策，適時調整入學標準與條件，重視學

生的全面發展與個人特色，以招收適合學生，並為確保培養學生紮實之專

業基礎，需定期調查學生課程學習情形與學生核心能力成效達成狀況需維

持一定水準。另鼓勵教師依學生學習程度，採用最佳的教學方法與策略，使

大學生品質得以提升。 

(5)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 

隨著政府將太空科技產業納入大力推動的六大核心戰略產業，從 108 年開始規劃

「國家太空科技發展長程計畫」，投入低軌通訊衛星的研製、規劃國家發射場，以及人才

的培育。 

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簡稱太空所）創立於民國 112 年，目前僅招收碩士班研究生。

整合電資學院與機電學院的豐富資源與優秀師資，積極發展太空系統工程相關的跨域技

術。鎖定衛星通訊系統、通訊酬載等技術領域，為全台技職體系唯一的太空領域研究所。

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目標以發展立方衛星應用和低軌通訊領域作為建立太空技術能量

的主要方向，推動以「立方衛星應用」及「低軌通訊領域」作為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碩

士學位系列課程的兩大主軸，同時順應 AI 之發展，導入機器學習、深度學習與生成式

AI 於課程及研究上，提供衛星系統研發如地面站建置、衛星通訊、衛星影像系統整合之

人才培育，使其具備太空系統工程理論與實務應用的跨領域整合發展技術，能力培養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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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系統工程、通訊工程、機電整合、資訊分析與處理技術等，產業分布涵蓋國家機關、

軍事系統、太空與相關企業整合製造、系統軟體及資通訊服務等，以擴大跨領域太空系

統工程人才的養成，促進太空產業鏈之健全發展。表 3.5 為太空所優勢(Strength)、劣勢

(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ening)之 SWOT 分析。 

表 3.5 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師資陣容實務與理論兼備，學術與產學

研究表現頗佳。 
2. 師生研發能力強，產學合作已略具規模。 
3. 課程規劃完整。 
4. 配合 EMI 需求，增設本所全英語授課課

程。 
5. 與國家太空中心有良好的合作關係。 
6. 成立前瞻通訊與遙測科技研究發展中

心，聚焦技術研發，推廣並應用先進技

術。 

1. 專利及技術移轉仍可加強。 
2. 都市學校之先天性空間限制，本所整體

空間資源及樓地板面積運用有限。  
3. 加強交換學生，以增進國際競爭力。 
4. 生師比高，教師教學負擔重，且不易新

聘專任教師。 
5. 本所學生與教師人數於學院中相對較

少，影響教學與研發量能。 
6. 系所成立較晚，歷史相對較短，具社會

影響力之畢業校友相對較少，校友的支

持力量仍待發展。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 加強學生英文能力，提昇國際競爭力。 
2. 易於政府機關、公司行號合作，加強與

業界之產學交流與合作。  
3. 政府將太空科技發展納入了國家重大政

策，國內對於投入衛星系統研發及驗證

相關技術與相關應用人才需求也逐漸增

加，大環境有利於系所成長。 
4. 持續鼓勵教師發表期刊、研討會論文與

專利、技轉。 
5. 激勵教師共同提出整合型合作研究或教

學計畫，並可與鄰近大學資深教授合作。 
6. 因國家政策與產業發展的影響，本所與

業界之產學交流與合作機會增加，有助

於教師研究與產學量能的提升。 
7. 學校在研究、產學、教學與服務等方面

設有完善的獎勵辦法和彈性薪資，有助

於鼓勵教師進一步提升研究、產學、教

學與服務的成果。 

1. 其他國際型大學及中國大陸大學的崛 
起，大學間競爭加劇，學生來源及學習

型態需轉型。  
2. 少子化與頂尖大學擴充名額可能造成學

生素質下降，影響系所發展與教師研發

量能的成長。 
3. 國內教育資源有限，大學間競爭加劇，

本所教師與研究生人數規模相對較小，

恐影響競爭優勢。  
4. 學生學習動機、教師教學效能、專業課

程豐富度待強化。 
5. 優勢發展及國際競爭特色待形塑。  
6. 產業關鍵人才及產學合作能量仍有提升

空間。  
7. 系所空間不足，恐影響系所未來發展與

成長。 
8. 優秀師資相繼轉職至待遇更高的國內外

學術或研究機構，不易新聘專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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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 之分析，本所相關因應策略如下： 

A. 有效地整合所內外資源，減少重複與不必要的浪費，提升研發能量。 

B. 善用全校資源，發展系所與系所之合作事項。 

C. 在教學實務方面，根據系所實務課程發展機制，確立系所產業定位，並發展

特色課程，強化學生就業知能，落實技職教育「務實致用」的教育目標。再

透過推動跨領域學程、契合式學分學程、引進業師協同教學等機制，加強實

務訓練，並配合產業需求，強化學生就業職能，提升學生就業率。 

D. 因應變動快速的產業環境，培養學生創新、創意之思維；並開設跨領域課

程，培養學生跨領域知識整合的能力，增加學生就業競爭力，並有助於學生

快速適應就業後產業發展趨勢。 

E. 因應少子化，推動招生新思維：整合教育資源，積極行銷辦學績效，推展宏

觀教育理念。定期檢討招生政策，適時調整入學標準與條件，重視學生的全

面發展與個人特色，以招收適合學生，並為確保培養學生紮實之專業基礎，

需定期調查學生課程學習情形與學生核心能力成效達成狀況需維持一定水

準。另鼓勵教師依學生學習程度，採用最佳的教學方法與策略，使大學生品

質得以提升。 

F. 妥善運用各項補助，持續更新教學設備與提升教學品質，並培養學生專業

知識、技能，提升學習成效。 

G. 以 ESG 與 SDGs 為導向，全面達成高影響力研究及產學合作。 

H. 發展技職特色，強化教師實務教學能力。 

I. 持續增聘相關領域優秀師資，並以系所計畫經費補助專任教師進行研究或

出國進修。 

J. 鼓勵所上教師增開全英語授課課程，營造全英語學習專業知識之環境，並

透過與外生班合開課程，增加學生學習英語之動機，藉以提升學生英語能

力及國際競爭力。 

K. 鼓勵教師帶領學生參與校外競賽或出席國外會議，並多與國際學者合作與

交流，以促進國際化發展。 

L. 鼓勵教師申請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除可積極爭取經費外，亦激勵教

師創新教學，同步提升教學品質。 

M. 積極媒合學生赴校外各公私場所實習，增進職場體驗促進學生職涯發展，

並期可培育產業界所需之人才。 

N. 積極向政府或企業申請研究計畫，並爭取實務型研究專案計畫，落實技職

教育培養實務人才為目標，藉以擴充各研究領域的設備，同步建立發展各

自特色研究之實驗空間，提高取得產學合作案與技術服務案之競爭力，以

推動學術創新，提升研究與實務間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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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關注最新科技趨勢，並依據當前科技發展趨勢新設或修正微學程，使在學

學生能獲得最新的專業知識，以滿足業界對人才的最新需求，以期提升畢

業生職業生涯中之就業競爭力與機會。 

P. 應用 AI 於教學及研究，鼓勵教師使用 AI 發揮創新教學。 

3.教學 (B-2、C-2) (SDGs 4.3) 

本院之教學目標係以培育電機、電子、光電、資訊及太空系統等實務科技研究人才

與傑出企業家，並具備人文涵養與社會關懷、職場倫理與協調管理、國際視野、專業實

務與創新技術之能力。 

未來 10 年全球將進入超高速運算時代，AI 人工智慧、5G 將會扮演重要角色；本院

於 112 學年度起新設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結合本院及機電學院的相關師資專長，推動

以「立方衛星應用」及「低軌通訊領域」作為課程的兩大主軸，以擴大跨領域太空系統

工程人才的養成。 

本學院師資陣容堅強，113 學年度共有專任教師 103 位，均畢業於國內外一流名校，

極富教育熱忱，實務與理論兼備。電資領域是臺灣高科技產業的重心，本學院畢業同學

之專業能力、敬業精神與團隊意識，普遍獲企業經理人之肯定，並成為業界極力爭取的

對象。在《遠見》雜誌公布「2024 企業最愛大學生排行榜」新聞中，本校榮登第二名，

並拿下技專校院龍頭。 

本院畢業校友提供多項獎助學金給品學兼優、家境清寒、或需急難救助的學生申請，

如本校名譽博士、光寶科技創辦人宋恭源，於 111 學年度起成立本院「宋恭源獎學金」，

目前已提供 51 名經濟弱勢學生、每生每一學期 21 萬元獎學金，創下本校大學部獎助學

金歷年最高之紀錄；學院並以五年一貫學碩士、高額獎學金等方式，鼓勵學優學生在本

校繼續進修；並加強學生實務能力，開設校外實習課程以促進學用接軌，使學生畢業後

能具有職場實務經驗及應用之能力。 

4.研究 (D-2、E-1) (SDGs 9.5) 

本學院鼓勵教師經由專長整合，組成研究團隊，推動整合型研究計畫之申請與執行，

並統合共用研究設備以提高設備使用率，擴充實驗環境。目前已成立「群光-北科研發中

心」、「資安科技研發中心」等 2 個校級研發中心，及「軟體發展研究中心」、「電力電子

技術中心」、「能源監控研究中心」、「前瞻通訊與遙測科技研究發展中心」等 4 個院級研

發中心；並有顯示器、高速光學計算、新進光電材料元件與量測、高能量全固態短脈衝

雷射激發液晶、全光控制元件與系統應用、積體電路與系統、多媒體通訊、嵌入式系統

等研究群，達到資源共享、經驗互補、深化研究等成果。 

為獎勵教師與研究生從事研究與進行學術交流，以提昇本院學術研究水準與聲望，

學院設有「年度傑出研究獎」、「研究躍升獎」，表揚與獎勵研究成果傑出之本院教師；另

為鼓勵本院各系所辦理學術研討會，業已訂定補助辦法，藉以促進學術交流與提昇學術

地位。榮登 2024 QS 世界大學排名「電機電子領域」全球排名 130 名；「電腦資訊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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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排名 251~300 名，在此目標下，將持續發表具世界、產業、社會影響力與貢獻之研

究論文，並以發表於國內外認定之高品質 SCI、高影響係數，以及高引用率之期刊論文

為目標。 

5.產學合作 (D-1、D-4) (SDGs 9.b) 

本校在產學方面卓有特色，近年來並全力推展國際化，具體實施項目包括：以實務

研發成果展現本校特色，實務專題課程與企業合作、最後一哩就業學程計畫、產業研發

碩士專班、產學攜手專班、產學訓專班、企業人才培訓、顧問諮詢與企業診斷、業界委

託研發專案，以及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等。 

為配合本校實務研究型大學之發展目標，本學院積極獎勵產學合作，強化與產業界

之合作關係，設立「電資學院年度傑出產學合作獎」表揚並獎勵本院於產學合作有傑出

成果之教師。並配合本校國際產學聯盟之各項計畫與行政支援，媒合與產業界間之合作，

以擴大研發量能及研發成果。 

6.推廣服務 (B-2、B-4) 

自民國 95 年度起本院陸續開設產業碩士專班，一方面透過與業界合作的方式一起

培育人才，另一方面指導產業碩士專班研究生，可結合學校資源與業界資源，研究開發

新的技術，學生的論文題目可以更切合產業的要求，透過此一模式可增加學校與產業的

互動，並增加教師的產業視野。 

本院電子系設有進修部的產學攜手專班，分別與同欣電子、肯微科技、華碩電腦、

全國電子合作，培訓專業電子技術人才；此外電子系另設有產學訓專班，與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及北基宜花金馬分署合作，第一年在該分署受訓取得數位電子乙級、

電腦硬體裝修乙級或 Java 國際證照等二張技術證書，第二年至第四年白天在校外實習，

晚上回學校上課，取得學士學位，形成特色。 

7.國際化 (E-1、E-2、E-3) (SDGs 8.2) 

在加強國際交流方面，本學院於 98 學年成立研究所全英語國際學程--電資外國學生

專班(International Graduate Degree Program in EECS)，並積極聘請國際榮譽講座教授蒞臨

學院講學、演講與規劃國際雙聯學制。此外學院亦積極舉辦國際研討會，透過與國際學

者的互動交流，以提升學院之國際知名度。 

自 109 學年度起，本院與美國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合辦人工智慧與大數據高階管理

雙聯碩士學位學程專班，透過雙聯學制的交流與合作，可提供國內外學生有更多機會認

識國內國際化優質學習環境，並申請加入國際合作學位項目，如此將有助於提昇學校聲

譽，增加學生就讀意願，期望提升學校國際整體印象。 

(二) 目標與特色 

1.競爭力 SWOT 分析 

本學院師資陣容堅強，專任教師均畢業於國內外一流名校，極富教育熱忱，實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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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兼備。電資領域是臺灣高科技產業的重心，教師經由專長整合、組成研究團隊，推

動整合型研究計畫之申請與執行，並統合共用研究設備以提高設備使用率，擴充實驗環

境；畢業學生之專業能力、敬業精神與團隊意識，普遍獲企業經理人之肯定，並成為業

界極力爭取的對象。 

經由表 3.1-3.5，可瞭解本院各系所共同優勢在於其培育之人才符合產業所需，畢業

學生深受業界肯定；畢業校友大都為企業中堅份子，捐贈踴躍、向心力強，且校友遍佈

全國，有利本院學生就業實習與發展。惟因整體空間資源及樓地板面積運用有限，且面

臨資深教師退休潮，新進與資深教師之教學、研發等傳承為當務之急；另面對少子化浪

潮，招生需兼顧質與量，勢必將面臨挑戰。 

針對本院各系所目前所面臨的外在機會與威脅及所具有的優勢與劣勢，綜整其分析

內容及問題，整合出電資學院之優勢(Strength)，劣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與威

脅(Threatening)分析，如表 3.6。 

表 3.6 電資學院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佳。 
2. 學院部分系所歷史悠久，特色鮮明。 
3. 高科技產業及綠能科技領域人才需求

增加，提供招生和研發契會。 
4. 本院畢業生深受企業界肯定。 
5. 畢業校友大都為企業中堅份子，捐贈踴

躍、向心力強，且校友遍佈全國，有利

本院學生就業實習與發展。 
6. 學院師資陣容堅強，實務與理論兼備，

學術與產學研究表現佳。 
7. 師生研發能力強，研究計畫與產學合作

持續增長。 
8. 本院為雙語學習計畫重點培育學院，全

面推動全英語授課，有助學生提升未來

競爭力。 
9. 院內系所學制(碩博士班)完備。 

1. 本院整體空間資源及樓地板面積運用

有限。 
2. 科技日新月異、電資領域競爭激烈，學

院各系所面臨課程及設備更新之挑戰，

且經費較難以支持大規模設備升級及

研究。 
3. 生師比高，教師教學負擔重。 
4. 面臨資深教師退休潮，新進與資深教師

之教學、研發等傳承為當務之急。 
5. 少子化及國內頂尖大學研究所學生擴

充名額造成就讀技職學校學生數量減

少與學生素質下降。 
6. 相較於頂尖大學，本院學生素質與外語

能力尚需提升；國際化能力尚待再加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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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 因應國家政策與產業發展，產學交流合

作機會增加，利於教師研究與產學量能

之提升。 
2. 產學研對電資領域人才需求量大，有利

本院系所成長。 
3. 學院國際排名大幅進步，國際合作學術

交流逐漸增加。 
4. 教師們共同提出跨域合作及整合型計

畫，運用技術整合創造新利基。 
5. 結合雙語學習計畫推動全英語授課，增

強學生英文能力，提昇國際競爭力。 
6. 鼓勵院內教師申請講座教授、終身特聘

教授、特聘教授，增加學院能見度，並

可與鄰近大學資深教授合作。 
7. 學生深受企業歡迎，學生就業機會多，

有助於吸引優秀學生就讀，促進研發能

量提升。 
8. 校友認同度高，捐款機會增加。 

1. 國內大學間競爭加劇，本院生源及學習

型態需轉型。 
2. 資深教師相繼退休，優質教師聘補不

易，教學及研發傳承有難度。 
3. 大型計畫資源爭取不易。 
4. 少子化影響招生素質，學生學習動機

低，方向不明確，探究能力待提升。 
5. 電資領域競爭激烈，需不斷提升學院教

學與研究品質以吸引更多優秀學生來

院攻讀相關領域之博碩士。 
6. 學院優勢發展及國際競爭特色待形塑。 
7. 學院區域創新及地方連結動能需再持

續推展。 
8. 院內產業關鍵人才及產學合作能量需

再提升。 

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 之分析，本院相關對策及具體執行方

法如下： 

相關對策： 

(1) 凝聚向心力，締造人和效率的電資學院。 

(2) 整合院內外資源，提昇研發能量。 

(3) 迎戰少子女化，推動招生之新思維。 

(4) 洞悉產業需求，推動產學合作。 

(5) 拓展國際視野，邁向國際舞台。 

(6) 精進全院之教學、專業及服務，隨時處於最佳狀態。 

(7) 強化各系系友會力量，增加募款成功機會。 

(8) 培養學生關鍵基礎能力及就業能力，加強學生學習成效。 

具體執行方法： 

 建構學院未來發展策略： 

(1) 建構策略諮詢團隊。 

(2) 建立學院資料庫。 

(3) 擬定藍海及紅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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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擬定新南向學校之合作策略。 

(5) 有效整合院內外資源。 

(6) 落實院務發展委員會，因應產業與大環境之變遷，規劃學院中長程發展計畫。 

(7) 善用全校資源，發展院與院間之合作事項。 

(8) 以進入 QS ranking 電機及電子領域全世界 150 大以內，電腦及資訊領域全

世界 250 大以內為目標。 

 因應少子女化浪潮之生源開拓 

(1) 運用資料庫數據早期宣傳。 

(2) 輔導高中職專題科展。 

(3) 提供具誘因之入學獎學金。 

(4) 推動五年一貫學制。 

(5) 加強與國外雙聯學制，吸引優秀學生就讀。 

(6) 研擬碩博士班招生策略 

(7) 生源之量變將轉換成質變，留住好學生繼續就讀本院碩博士班。 

(8) 強化電資學士班之招生。 

(9) 擴大招生宣傳，主動將本院各系所各項優點及特色向外推銷。 

(10) 平衡招生政策，確保學術質量和學生素質的提升。 

 優質研發團隊之中長期培育 

(1) 培育具特色之研究領域。 

(2) 經營新興跨領域、整合新領域。 

(3) 鼓勵院級研究中心成立，推動大型整合計畫，建立學院特色。 

(4) 積極推動產學合作及與校友企業之合作，落實科技大學之名。 

(5) 鼓勵老師同仁共同參與研究計畫，協助需升等同仁加入團隊。 

(6) 提升學院之整體研究風氣。 

(7) 使注重實務研究並有豐碩成果之形象，深植於國內業界。 

(8) 鼓勵教師發表 SCI 論文與實用性的研發成果(專利、技轉等) 。 

(9) 成立跨院合作研究群，鼓勵研究主題聚焦、相互支援，亦可增加論文之引用。 

(10) 利用 Scopus 資料庫及 SciVal 系統，分析電資領域 CiteScore 指標及 FWCI

影響係數。 

 因應教師退休潮策略與措施： 

(1) 提前 2 年規劃退休教師職缺之聘用作業，以利經驗傳承及無縫接軌。 

(2) 聘任研優、競爭型員額教師及專案教師。 

(3) 透過專業學術網站、社交媒體等渠道吸引優秀年輕人才加入本院團隊。 

(4) 建立經驗傳承及教學交接機制，將資深教師的經驗和專業傳授給新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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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供具競爭力的彈性薪資福利及和激勵措施，吸引和保留優秀的教師人才。 

(6) 建立支持和尊重教師的良好工作環境和文化，重視教師的專業發展需求，並

促進師生之間的良好關係和協作。 

 學院國際化之深化與拓展 

(1) 強化與歐美優秀電資相關學院關係。 

(2) 與歐美著名大學簽訂雙聯學制，提供學生擴大國際視野。 

(3) 增加榮譽國際講座教授數目，邀請國際級大師交流講學。 

(4) 鼓勵教師雙向國際交流，促進本校與姊妹校教師互訪。 

(5) 碩博士生至國外從事研究交流。 

(6) 加強新南向之東南亞國家宣傳及招生。 

(7) 增加與國外大學學院合作簽約數，推展國際合作計畫。 

(8) 提供專案輔導提升學生赴國外就讀雙聯學位之意願。 

(9) 加強國際之雙邊學術及研究合作案。 

(10) 落實國際重點姊妹校之實質交流，積極推動交換學生。 

2.目標與特色 

電資學院課程規劃採取實務與理論並重的原則，各個專業領域內各有其必修的理論

及實驗課程，以培養學生跨領域能力及團隊合作的習慣。學生實務專題的訓練及學長的

經驗傳承，使學生之能力已經深入至研究所階段，另外校外實習為必修科目，使學生提

早瞭解未來就業環境(D-1、D-2) (SDGs 9.5)。 

本著技職教育的精神，學院教學多以實務技術為最終學習目標，課程間教材相互搭

配銜接，提升關聯性，相關課程內容及習作採漸進累積方式，其學習成果並可延伸作為

畢業專題實務、企業實習，以及各項校內、外專題成果競賽之基礎技能，並同時兼顧到

學生就讀碩、博士班時之學理研究基礎。因而課程規劃之作業及專題實作結果，可長時

間逐步改良累積，衍生成足以成為具有商業價值之專業代表作品，並能增加學生就業或

創業之競爭優勢。此一教學方式能夠使學生深化多年課程所學、統整實務經驗之環境，

使學習成效穩固達成。此一教學方式之成果，已逐漸呈現於學院近年各項校內、外專題

競賽，多次獲得全國冠軍之優異成績表現(B-1、D-1) (SDGs 4.4)。 

本學院畢業校友在工業、科技及學術界等各行各業的表現均十分傑出，充分顯露了

北科大校訓之誠、樸、精、勤的精神，獲得企業界的高度讚賞與肯定。各系系友感念母

校的栽培，均成立系友會，給予獎學金、清寒急難救助、學術演講、系上建設、教師研

究等方面補助，成為各系發展重要的支柱，對於學院的進步有不可磨滅的貢獻。本學院

傑出校友數目居全校之冠，校友向心力強，捐資全校陽光獎助金及宏裕、億光二棟大樓，

形成特色。此外電資學院各系所專長為各種跨場域跨領域應用之核心，舉凡機電、化工

材料、智慧建築、資訊管理、多媒體設計乃至文創發展，皆須電資領域的人才，極具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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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優勢特色(C-2、D-4、F-2、F-4)。本院之目標與特色，分述如下：  

本院目標： 

(1) 培育電機、電子、資訊、光電、太空系統等科技專業與領導人才 (B-1) (SDGs 

4.4) 

(2) 持續務實嚴謹教學的傳統精神 

(3) 實施跨領域、理論與實作均衡的專業訓練 (B-1) (SDGs 4.4) 

(4) 注重學生的工程倫理與生活素養 (B-5、C-3) 

(5) 形成多元的研究環境，組織研究群，產出特色研究成果 (B-1) (SDGs 8.2) 

(6) 推動產學合作並加強與校友互動 (C-2、D-3、F-4) 

(7) 逐步推展國際交流與合作 (E-1) 

(8) 成為具競爭力、具全國辨識度、具光榮感之現代化學院 

(9) 國際化及實務化之學院新典範 (E-1) 

(10) 重點研究領域國內第一、亞洲知名 (E-1) 

本院依教學、研究、服務之性質，其相關之細項目標說明如下： 

(1) 教學目標：(B-1、B-4、D-2) (SDGs 4.4、SDGs 8.2、SDGs 9.5) 

A. 持續推動「IEET 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E-1) 

B. 建立「院級共同教學實驗室」(A-4、D-2、D-3) (SDGs 9.5) 

C. 培養具有創造力的科技領袖 (B-5、C-3) 

D. 推動學生校外實習 (B-2、B-4、D-3) 

(2) 研究目標： 

A. 提升與擴充研究生的質與量 

B. 延攬國內外知名教授 (E-3) (SDGs 4.c) 

C. 舉辦本院教師年度研究成果分享發表會 (D-4、E-1) 

D. 發表具影響力之研究論文 (D-4、E-1) 

E. 執行教育部計畫-B5G 低軌衛星關鍵通訊模組產業人才與技術培育計畫 (B-

2、D-1、D-2、E-1) (SDGs 9.b) 

F. 成立離岸風電-電機領域研究群 (B-2、D-1、D-2、E-1) (SDGs 9.b) 

(3) 服務目標： 

A. 結合本校實務研究型大學之發展目標，本院積極強化與產業界之合作關係；

並配合國際產學聯盟之各項計畫與行政支援，媒合與產業界間之合作，以

擴大研發量能及研發成果。(D-2、D-3、D-4) 

B. 本院陸續開設產業碩士專班，透過與業界合作的方式共同培育人才，並指 

導產業碩士專班研究生，可結合學校資源與業界資源，研究開發新的技術；

學生的論文題目可以更切合產業的要求，透過此一模式可增加學校與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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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並增加教師的產業視野。(D-3、D-4) 

C. 與產業界合作密切，研究成果多能支援產業發展(D-3) 

D. 推動產學合作並加強與校友互動(C-2、D-3、F-4) 

E. 一週六天全年無休，提供業界在職進修之機會，並加強推廣教育之進行(B-

4) 

F. 結合校友及產業界資源，致力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USR)，結合社會服務

於教學內容 (C-1、C-3) 

本院特色： 

(1) 大學部各系均開設實務專題，每年公開舉行展示及考評，培養學生實務能力 

(2) 各系共享教學資源 每學期針對每一專、兼任教師進行教學評量 

(3) 一週六天全年無休，提供業界在職進修之機會 (B-4) 

(4) 加強推廣教育之進行 

(5) 與產業界合作密切，研究成果多能支援產業發展 (D-3) 

(6) 著重實務性科技之研發 

(7) 設立本學院傑出研究獎，獎勵並表彰研究傑出之同仁 (D-4、F-2) 

(8) 大幅增聘優良師資，補充研究生力軍 

(9) 與產業界交流密切，產業界捐贈儀器設備支援研究為數眾多 (B-4) 

(10) 整合全學院研究動能，以分組進行研究分工 (D-2) 

3.定量化指標 

電資學院為求具體量化及質化之目標及動能，學院各項發展指標依據各系之師資條

件、環境設備及近年表現，訂定電資學院之定量化發展指標總表，詳如表 3.7 所示。 

電資學院於強化課程統整、產學合作及研發、培育優質跨域就業人才等，每年均有

相當績效，持續達成定量化指標；論文、計畫、專利、技轉案等發表，因教師離退、專

任教師遴補不易等因素影響，近年量化績效略有下降，各系所對於即將屆退的師資員額，

將即早規劃聘任需求，並積極對外延攬優秀人才；鼓勵教師跨系所合作提出多年期與整

合型計畫。另因新冠疫情對於國際移動造成相當影響，110-111 年疫情期間暫緩海外實

習與減少交換學生，故量化績效下降，隨著疫情受控，國境解封，各系所將積極鼓勵與

媒合學生出國學習及海外實習。 
  



62 

表 3.7 電資學院之定量化發展指標總表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多元創新的

學 習 環 境

(B) 

強化課程

統整，精

進學生跨

域整合的

專業能力

(B-1) 

近程（2 年） 

推動全院課程整

合暨跨域學程，實

施以學院為教學

核心之學習機制，

統合全院資源，培

養學生第二專長。 

1. 為使學生有目的性修習

並提升就業競爭力，完成

推動課程精實與拓展學

生跨領域學習計畫，自

112 學年度入學之新生，

新增跨領域學習為畢業

門檻，並增設跨院系相關

學程及微學程課程供學

生選讀。 
2. 每學期召開院課程委員

會會議，針對學院及各系

所學程及微學程課程開

課進行提案討論。 
3. 持續執行「多媒體人機互

動應用與設計微學程」、

「智慧創新網宇實體系

統設計與開發微學程」課

程。 
4. 因應人工智慧發展，本院

各系已將現有「程式設

計」必修課程納入「人工

智慧(AI)」。  
5. 推動跨領域學習，已增設

以下微學程，供學生修

習： 
(1) 電機系：智慧節能電源

科技、太空科技。 
(2) 電子系：人本自然語言

處理與互動設計、無人

機。 
(3) 資工系：數據分析、資

訊安全、教育大數據。 
(4) 光電系：面板、智慧發

光二極體製作應用。 
(5) 電資學院：人工智慧與

深度學習、離岸風電跨

域、智慧感測科技、低

軌衛星通訊電路與天

線、低軌衛星通訊與接

取網路、低軌衛星系統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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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6. 訂於 113 年 7 月 15 日至

8 月 2 日期間，辦理「程

式設計能力強化研習營」

暑期跨院跨領域研習課

程。 
7. 業於院務會議、行政會議

及各系期初系務會議中

宣導，鼓勵師生參與跨域

學習課程活動。 
8. 落實管考機制： 
(1) 透過多種管道宣傳微學

程並增加非資訊背景學

生數。 
(2) 發展跨領域創新教學模

式並提升完成微學程的

學生數。 
(3) 學生參與產學實習等活

動。 
(4) 輔導與評量學生學習成

效與核心能力。 
(5) 持續培育跨域種子師資

及課程助教。 
(6) 帶領學生參加各類程式

設計能力競賽。 

提升產學

合作、校

友資源利

用，及硬

體設備更

新(B-2) 

中程（4 年） 

1. 執行教育部計畫

推動跨域學習。 
2. 建構雙語化學習

環境。 

1. 辦理「多媒體人機互動應

用與設計微學程微學

程」、「智慧創新網宇實

體系統設計與開發微學

程」之說明會， 4 場種子

教師工作坊、2 場種子教

師研習營、2 場學生程式

與 AI 能力之研習營、2
場專題講座，並舉辦「數

位人文電子遊戲工作

坊」、「建築加速度」、

「沉浸式敘事工作坊」

等；學生參與產學實習活

動達 31 家以上，73 人次，

創作成果參與相關競賽

總獲獎達 12 項 45 人次；

參與「2023 年全國大專

校院智慧創新暨跨域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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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合創作競賽」參賽 3 隊，

獲獎 3 隊。 
2. 本院自 112 學年度起，列

為推動雙語化學習計畫

之重點培育學院，每學期

召開 EMI 會議，持續推

動須達成之目標： 
 本院教師積極參與 EMI
教學師資活動： 

(1) Fulbright 入班觀課，112
學年共 12 人次；113-1
學期共 5 人次 

(2) 教師增能活動，112 學

年共 128 人次；113-1 學

期共 65 人次 
(3) 共進計畫，112 學年共 8

人次；113-1 學期共 3 人

次 
(4) 專業諮詢參與人數，112

學年共 27 人次；113-1
學期共 17 人次。 

 持續積極推動須達成之

目標： 
(1) 本院日間部研究所各系

所英語授課(EMI)課程

之最低開設要求，所修

學分 40%為 EMI 課程，

112 學年全英語授課學

分數比率已達 44.61％；

113-1 全英語授課學分

數比率已達 54.88％，達

成目標。 
(2) 本院大二各系班專業課

程 ， 每 學 期 至 少

20%EMI 課程（學分

數），其餘年級每學年

至少共 3 門 EMI 課，

112 學年大二 EMI 課程

已達 21.14％，其餘年級

EMI 課程數已開立 21
門課程；113-1 大二 EMI
課程已達 32.50％，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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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年級EMI課程數已開立

9 門課程，達成目標。 

攜手多元

產業合作

模式，培

育優質跨

域就業人

才(B-4) 

中程（4 年） 

攜手產業界，厚植

電資領域產業專

才共同打造教學

中心及規劃課程，

培植電資領域產

業專才。 

1. 112 年度電子系鍾明桉

老師帶領及指導學生參

加國科會創新創業激勵

計畫榮獲最大獎「創業傑

出獎」100 萬元創業基金

之殊榮；資工系白敦文老

師實驗室團隊參加本校

創新育成中心舉辦幸福

科技創新創業競賽，以

「非侵入式洗腎廔管 AI
偵測儀」榮獲競賽第一

名。並持續於相關集會中

加強宣導全院師生參加

多元產業合作及競賽。 
2. 為深化電資領域系所前

瞻晶片設計與布局技術

培育量能，申請跨領域

113 年度先進製程 IC 設

計及驗證環境建置計畫

業獲通過，執行時間自

113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8
年 8 月 31 日止。 

3. 通過「113 年度先進製程

IC 設計及驗證環境建置

計畫」，全程計畫期程：

自 113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8 年 8 月 31 日止。 
4. 通過教育部「建置區域產

業人才及技術培育基地

計畫」113 年度「B5G 低

軌衛星關鍵通訊模組產

業人才與技術培育基地

第二期計畫 AI 賦能計

畫」，計畫期程：自 113
年 12 月 4 日起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 
5. 於各項會議及場合中，積

極宣傳及鼓勵各系所教

師共同建立專業領域之

連結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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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務實導向的

產 學 研 發

(D) 

強化跨校

及跨域研

究合作的

機制(D-2) 

近程（2 年） 

1. SCI 論文：每年

10%成長。 
2. 國科會計畫：每

年 10%成長。 
3. 專利：每年 10%
成長。 

4. 技轉：每年 10%
成長。 

5. 每三年至少舉辦

全國性或國際性

研討會一次。 
6. 每年至少有一件

跨領域或跨校之

整合性計畫。 

1. 彭勵教師申請本校獎勵

特殊優秀研究人才彈薪，

依其論文、國科會計畫、

產學、技轉等成果與全校

教師進行排序，經相關會

議通過人數：111 年 41
人、112 年 43 人、113 年

41 人。 
2. 積極鼓勵全院教師增取

跨域研究計畫，各項論

文、國科會計畫、專利及

技轉案等均在成長中。 
3. 已舉辦 7 場國際性研討

會(112 年 3 場、113 年 4
場)，並超過 10 件跨領域

或跨校之整合性計畫。 

建構產學

研鏈結平

台及提升

技術移轉

績效(D-3) 

中程（4 年） 

1. 推動學院研究中

心之增設，以增

加研究動能。 
2. 成立離岸風電 -
電機領域研究

群。 

1. 本院已成立 2 個校級研

發中心、及 4 個院級研發

中心。 
2. 已完成離岸風電-電機領

域研究群之建立。 
3. 積極執行教育部計畫 -

B5G 低軌衛星關鍵通訊

模組產業人才與技術培

育計畫，業於 113 年 6 月

7 日邀請臺科大等 10 間

夥伴學校召開夥伴學校

說明會；並於同日舉行計

畫管考會議，落實管考機

制。 
4. 113 年 5 月 16 日邀請數

發部黃彥男部長蒞臨本

校指導本計畫執行，並邀

請國際知名學者：美國密

西 根 大 學 Dr. Leung 
Tsang(Professor)、美國加

州理工學院噴射推進實

驗 室 Dr. Simon 
Yueh(Project cientist) 蒞
校演講及交流。 

5. 113 年 8 月 22 日邀請新

加坡理工大學 Yar K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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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Peo 副教授蒞校演講與

暑 期 課 程 ( 教 室 億 光

1035)交流。 
6. 113 年 9 月 5 日(四)舉辦

種子教師研習營，高階量

測儀器 R&S ZNA 67GHz
網路分析儀量測低軌衛

星前端模組量測技術研

討，綜科 211 教室。培育

種子教師與學員 50 位。 
7. 113 年 9 月 19 日(四)舉
辦種子教師研習營，使用

Altair Feko 軟體設計低

軌衛星模組技術研討，綜

科 318 教室。培育種子教

師與學生學員 5 位。 
8. 113 年 9 月 25 日邀請

Lewis Hong，國際會議廳

演講，分享在 SpaceX 的

經歷，SpaceX 公司的文

化，與馬斯克工作的特

色，太空產業的未來展望

與機會。 
9. 媒合學生暑期至太空、低

軌衛星產業相關產業實

習，巨量移動科技 4 位，

捷揚航電 1 位、歐姆佳科

技 2 位、鐳洋科技 3 位。

共計 10 位。 
10. 管考機制 :除每兩周之

例行會議，追蹤各項進

度、管考並建立儀器設

備建置、訂定儀器設備

使用管制辦法，已於 9
月中建置 B5G 網頁，陸

續將完善管理設備場地

與儀器配件使用之管

理。 
11. 已規畫低軌衛星地面控

制接收站場域建置，讓

學生透過在本場域實際

操作，加強學生對其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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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業知識的深入了解。 

12. B5G 低軌衛星關鍵通訊

模組產業人才與技術培

育基地第二期計畫 - AI
賦能計畫，獲教育部

113 年 12 月 4 日審查通

過。 
13. 10/18 日、10/19 日兩天

舉辦天線量測系高頻校

正教育訓練，5 位學員

通過訓練。取得天線量

測系統高頻校正項目種

子教師資格。 
14. 10/24(四)南港世貿展覽

館-北科大攤位參展，推

廣太空、低軌衛星及三

個微學程課程。 
15. 10/26(六)北科大校慶攤

位參展，推廣太空、低

軌衛星及 B5G 三個微

學程課程。 
16. 11/13(三)國內低軌衛星

學者莊智清教授來訪交

流。 
17. 11/15(五)合作廠商及種

子教師訓練之學生至國

家太空中心實驗室共同

量測。 
18. 11/18(一)美國空軍科學

研究辦公室亞洲中心研

究計畫專案計畫辦公室

(AOARD)學者蒞臨參

訪。 
19. 11/30~12/4TASTI 臺灣

太空國際年會-北科大

攤位參展，推廣太空、

低軌衛星及三個微學

程。 
增進產學

研發獎勵

制度與成

果運用 

中程（4 年） 

訂定相關法規及

獎勵制度，提升進

步誘因以激發電

資學院團隊潛能： 

為鼓勵及獎勵全院教師增

進產學研發，建立各項獎勵

制度，每年申請踴躍，除提

供獲獎教師補助費並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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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D-4) 1. 電資學院獎勵各

系所辦理學術研

討會補助。 
2. 電資學院獎勵教

師參與論文或實

務競賽。 
3. 電資學院年度傑

出研究獎。 
4. 電資學院年度研

究躍升獎。 
5. 電資學院教師服

務優良獎。 
6. 電資學院年度傑

出教學獎。 
7. 電資學院年度傑

出產學合作獎。 

相關集會中頒獎表揚。 

深耕學研的

國 際 交 流

(E) 

優秀境外

研究生攬

才留才 
(E-1) 

近程（2 年） 

1. 國際合作與國際

榮譽講座教授數

目 年 成 長 達 
10%。 

2. 持續與國外知名

大學簽訂姊妹校

或合作備忘錄。 

1. 為提升教學與研究學術

水準及充實師資陣容，本

院 112 年推薦孔祥重院

士(央研究院院士、美國

哈佛大學教授)擔任本校

榮譽講座教授。 
2. 邀 請 美 國 賓 州 大 學

Akhlesh Lakhtakia 教授

於 113 年 6 月中旬來訪

洽談研究合作事宜，並由

校長頒發本校榮警國際

講座教授證書給 Akhlesh 
Lakhtakia 教授。 

3. 邀請美國國家工程院院

士 Leung Tsang 教授(美
國密西根大學電機資訊

教授)於 3/18~3/27 蒞校

進行學術演講與研發產

學經驗交流。 
4. 邀 請 美 國 賓 州 大 學

Akhlesh Lakhtakia 教授

於 113 年 6 月中旬來訪

洽談研究合作事宜，並由

校長頒發本校榮警國際

講座教授證書。 
5. 邀請日本九州大學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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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光子學與電子學研究中

心（OPERA）主任，安達

千波矢教授，於 7 月 29
日蒞校演講及洽談學術

研究合作事宜。 
6. 邀請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林明玉教授

於 11 月 21 日-12 月 3 日

來訪，洽談學術研究合作

事宜。 
7. 院內系所持續與國外大

學積極洽談合作，以強化

學生國際移動能力。 

落實全球

在地化提

升國際能

見度(E-3) 

長程（8 年） 

1. 持續擴大國際研

究生學程，希望

在十年內外籍生

達到全院研究生

總數的五分之

一。 
2. 強化與國際知名

大學、研究機構

及企業之實質合

作關係。 

1. 積極推動與國外大學院

系所合作與合作簽約數。 
2. 鼓勵教師參與國外學校/
機構講學或聯合研究。 

3. 配合國際處宣傳出國研

讀說明會，並利用班週會

及導師時間鼓勵學生出

國交換、海外實習以及修

讀雙聯學制；112-2 學期

共有 4 位學生在海外進

行雙聯學位。 
4. 吸引世界各國優秀境外

學生至本院系所研修就

讀，優化境外生招生選才

流程： 
5. 制定系所內部審查標準

和流程，確保在審查境外

生申請時能夠遵循一致

的標準。 
6. 鼓勵系所教師之間的協

作和交流，分享審查經驗

和案例，提升整體審查水

平。 
7. 境外生甄選期間，請系所

教師協助進行視訊或書

信訪談，使甄選流程更為

順利。 
8. 電資外生專班 112-2 學

期辦理 3 場境外生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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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活動，邀請院內系所教師

進行專題演講，使學生能

理解不同電資領域知識，

規劃研究目標、並促進教

師與學生交流。113-1 學

期辦理 4 場境外生演講

活動。協助院內境外生了

解院內系所教師研究方

向。 
9. 電資外生專班於 9/10 辦

理新生說明會，與學生說

明新生注意事項與本學

期各項申請時程。 
10. 113-1 學期協助國際處

宣傳 2 場雙聯學制說明

會，共計 12 位學生報名

參加。 
11. 本校與美國德州大學阿

靈頓分校(UTA)雙聯碩

士學位學程業獲教育部

核定 113 學年度復招，

共13人報到，休學3人，
於 9/22(日)舉辦 opening 
ceremony，9/23(一 )與
UTA 校方進行合作交

流會。 

(三) 近中長程發展策略 

為鼓勵教師繼續在研究、技術發展及創新研發方面努力，電資學院提出多項措施、

策略及發展目標之建立，並著重於本校多元創新的學習環境、務實導向的產學研發及深

耕學研的國際交流等三項主軸主標，逐步推展近中長程發展策略，以期達成目標。 

1.近程發展策略（2 年） 

(1)執行教育部人才培育計畫 (B-1、D-2) 

設定本校非資訊領域學生開設跨領域資訊軟體專業課程為本計畫的發展方向，為因

應產業對此類人才的需求，以培養出更多能快速面對未來科技變化的跨域關鍵人才，以

解決產業實際問題。智慧創新跨域人機互動與物聯網人才培育計畫主要由多媒體人機互

動應用與設計微學程、智慧創新網宇實體系統設計與開發微學程兩個微學程所組成(期

程：自 112 年 2 月起至~116 年 1 月止)，共同啟發學生跨域學習，期許學生經過訓練後，

能將資訊軟體學習歷程擴展到產業面實際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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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推動模式由本校跨域核心教師團隊執行微學程之推廣與招生，培育非資訊領域

潛力菁英學生，建置學生軟體學習歷程，並培訓跨域種子教師與課程助教，以校層級整

體推動跨領域智慧創新微學程。 

(2)建構雙語化學習環境 (B-1) (SDGs 4.3) 

為優化雙語化學習環境及提升學生英語能力與國際競爭力，提供多元化英語學習資

源與輔導，強化學術專業英語聽說讀寫之學習成效檢核，持續配合本校教務處推動 EMI

專業領域教師與 ESP 專業英語教師教學共進計畫，增開本院各系(所)英語授課課程，並

鼓勵各系(所)間之合開課程，以利國際學生修課。 

(3)加強國際化 (E-2、E-3、E-4) (SDGs 4.3) 

持續規劃並推動國際學程及雙聯學制，透過建立一條龍的技術實作人才培育課程、

對準應用產業創新教學，積極鏈結在地與國際企業合作、增進學生創意與實作能力等多

元策略，培育更多特殊領域技術人才，以達到永續運作之目的。 

於 109 學年度起，本院與美國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合辦人工智慧與大數據高階管理

雙聯碩士學位學程專班(E-2、E-3)，透過雙聯學制的交流與合作，可提供國內外學生有

更多機會認識國內國際化優質學習環境，並申請加入國際合作學位項目，如此將有助於

提昇學校聲譽，增加學生就讀意願，期望提升學校國際整體印象。 

(4)舉辦國際研討會 (E-2、E-3) 

    為增進與國際學術界之交流，提高科技水準及國際學術地位，本院持續積極舉辦國

際研討會，透過與國際學者的互動交流，以提升學院之國際知名度。 

(5)推動 USR 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C-1、C-3) 

為配合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簡稱 USR 計畫)政策，以「在地連結」與「人

才培育」為核心，本院資工系、化工系與經管系合作，以在地需求出發，於現面臨傳統

漁村人口外流、人力老化、資源枯竭的雲林縣口湖鄉為場域基地，成立「智慧物聯感測

漁業」計畫，以建置可用手機 app 操作魚塭感測系統，能防災預警，更節省 2 成人力成

本，並透過數據優化育成率，促進養殖智慧化。 

2.中程發展策略（4 年） 

(1)教學 

A. 持續推動「IEET 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E-1) 

「IEET 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是國際間大學工程教育的新趨勢，通過認

證學系之畢業生，可憑此優勢擴大就業市場，並具備直接考取他國工程師執

照與執業的資格。本院 108 年電機工程、電子工程、資訊工程、光電工程四

系順利通過「IEET 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未來全院各系所將持續推動工程

認證，依各系所特色設定之教育目標進行教學，持續改善教育品質。 

B. 建立「院級共同教學實驗室」(A-4、D-2、D-3) (SDGs 4.3) 

為提升基礎實習教學環境，本院擬針對全院大學部共同之基礎實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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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微算機與邏輯設計、電子電路、通訊與訊號處理等，建立「院級共同教學實

驗室」，以求空間與設備等資源的有效運用，並適度整併各系所大學部實驗

室，創造更多研究空間。同時學院也將推動開課內容、不同系所相似課程之學

分相互承認。 

C. 培養具有創造力的科技領袖 (B-5、C-3) 

為培育出類拔萃的領導人才，除專業技能知識外，本院將持續注重並加

強學生人文與通識素養，包括職場倫理與生活修養，培養同學終身學習的習

慣，以便將來成為社會上的好公民，具備科技領袖的胸襟與視野。學校已將

「大學入門與工程倫理」課列入通識必修，以培育具競爭優勢之人才，加強學

生獨立思考及創新能力的養成，並強化基礎專業教育及注重人格的培養，陶

冶學生優良的人格特質與人文藝術的涵養，強調及落實品德教育。 

D. 增設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 (B-1、B-3、B-4) 

近年來國際間受到低軌通訊衛星大量製造和商業火箭發射低成本的帶動

下，立方衛星系統的構建成本也有所降低，帶動相關附屬應用的快速發展，隨

著全球市場需求不斷增長，國內多家龍頭企業也紛紛投入，因此，政府將太空

科技發展也納入了國家重大政策，國內對於投入衛星系統研發及驗證相關技

術與相關應用人才需求也逐漸增加。本研究所已獲教育部核定於 112 學年度

起增設每年招收 15 名碩士生，並自 114 學年度起增額招收 30 名碩士生；以

培育學生具備太空系統工程理論與實務應用的跨領域整合發展技術。 

太空系統研究所目標以發展立方衛星應用和低軌通訊領域作為建立太空

技術能量的主要方向，結合本院及機電學院相關師資專長，依照學校定位與

發展重點，推動以「立方衛星應用」及「低軌通訊領域」作為太空系統研究所

碩士學位系列課程的兩大主軸，以擴大跨領域太空系統工程人才的養成。 

E. 推動學生校外實習 (B-2、B-4、D-3) (SDGs 8.3) 

大學部強力推動校外實習，研究所開設校外實務研究課程，期望最後校

外實習修課人數目標可以達到 100%，以達到學理與實務之結合。加強學校與

產業間的關係、促進產學合作，開拓學生實習及就業機會。積極推動大學部學

生赴業界實務實習，培養學生業界實務經驗與能力，積極推動研究生赴業界

實務研究，培養研究生理論與實務結合之能力，推動專案導向式暑期實習，另

外也將鼓勵學生專題製作成品實體化及商品化。 

F. 推動以學院為教學核心的課程整合 (B-1、D-2) (SDGs 8.2) 

鑒於跨領域人才培育，將會是未來的學習重點，本院自 107 學年度起推

動以學院為教學核心的大學院制課程整合暨跨領域學程，以院級核心目的之

跨域學習，破除系的本位核心，以因應各項學習的環境或阻力，加以協助院系

間的溝通，亦幫助學生奠定相關基礎知識的同時，也增加同學與他系同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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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或與外界交流跨域學習的機會，以促進專業通識化進行通識課程之創新及

強化。 

G. 因應生成式 AI 工具之教學措施(B-1、D-1) 

生成式人工智慧（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簡稱生成式 AI）

是一種人工智慧系統，能夠生成文字、圖像、音樂等。例如：ChatGPT、

Midjourney 等，均為生成式 AI，藉由透過學習大量的數據資料，進而生成新

的文本。人工智慧技術是當今科技發展的重要趨勢，因應現今生成式 AI 工具

在教學現場所帶來的便利與影響，將相關倫理議題納入課程規劃中，並培養

學生正確的觀念及行為及注意資訊安全與隱私問題。 

(2)研究 

A. 提升與擴充研究生的質與量 

本院 109 學年度大學部及研究所外加資通訊學生名額 15%，研究所碩士

班人數逐年略加擴充，博士班學生人數維持不變，並希望進一步著重素質的

提升。生源之量變將轉換成質變，研擬碩博士班招生策略，留住好學生繼續就

讀本院碩博士班，擴大招生宣傳，主動將本院各系所各項優點及特色向外推

銷。 

B. 延攬國內外知名教授 (E-3) (SDGs 4.c) 

藉由知名教授的加入，帶動本院教師研究風氣，成立跨系所/領域之研究

團隊，帶領年輕教師從事學術研究，提昇學術研究質量，爭取更多研究經費。

因此延聘具實務經驗的業界人士及資深、研究績優教師至本院任教為當務之

急。另外要活化教師新聘流程彈性，推動新進資淺教師升等輔導計畫，提供新

進教師充足設備經費，鼓勵優秀教師傑出教學、創新教學方法以作育英才，鼓

勵教師利用更務實、更多元的升等方式提出升等，訂定輔導與獎勵措施，鼓勵

研發遇有瓶頸之同仁。 

C. 舉辦本院教師年度研究成果分享發表會 (D-4、E-1) 

以教師年度研究成果發表會等方式，透過研究成果的分享，促進院內教

師間的溝通與了解，建立相互合作之基礎，本項成果發表會亦可與國際學校

合作舉辦。此外將建立學術論文發表輔導機制、科技部計畫撰寫輔導機制、產

學合作計畫撰寫輔導機制，學院每季舉行午餐分享座談會，邀請院內教師分

享教學、研究、升等、計畫撰寫、頂尖期刊論文撰寫及審稿之經驗。 

D. 發表具影響力之研究論文 (D-4、E-1) 

電資學院鼓勵教師經由專長整合，組成研究團隊，推動整合型研究計畫

之申請與執行，並統合共用研究設備以提高設備使用率，擴充實驗環境。目前

已成立軟體工程、電力電子、顯示器、高速光學計算、積體電路、多媒體通訊

與嵌入式系統等研究群，達到資源共享、經驗互補、深化研究等成果；學院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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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發表具世界、產業、社會影響力與貢獻之研究論文，並以發表於國內外認

定之高品質 SCI、高影響係數，以及高引用率之期刊論文為目標。 

E. 執行教育部建置區域產業人才及技術培育基地計畫- B5G 低軌衛星關鍵通

訊模組產業人才與技術培育基地(B-2、D-1、D-2、E-1) (SDGs 9.b) 

本院執行教育部建置區域產業人才及技術培育基地計畫- B5G 低軌衛星

關鍵通訊模組產業人才與技術培育基地計畫(期程：自 112 年 6 月起至 114 年

12 月止)，結合本學院通訊與網路領域教師與合作單位包含國家太空中心、資

策會、工研院等法人機構，期望透過三年的時間規劃實驗基地與設計相關理

論與實作課程來培育 B5G 衛星通訊關鍵項目之產業人才。 

在課程設計與人才培育方面，擬依據課程設計之特色開設「射頻模組」、

「通訊與接取網路」以及「系統應用」等學程，於學程中分別整合基礎、核心

與總整課程，並結合夥伴學校的資源協同開發與開設所規劃之課程，課程設

計除增進學員理論基礎能力外，亦培養學員實作能力，並為之 5G/B5G 衛星

通訊相關產業聚落提供在職進修、證照訓練等課程；夥伴學校包含美國喬治

亞理工、台灣科大、臺北大學、海洋大學、龍華科大、明志科大、景文科大、

亞東科大、中華科大、臺北城市科大及黎明技術學院等學校。 

B5G 衛星通訊關鍵項目的培育計畫將成為未來通訊科技發展的重要推動

力量，也將為相關產業的發展帶來新的契機。期待以此計畫，培育出一批具有

國際競爭力的頂尖人才，推動我們的國家在通訊科技領域的持續崛起與發展。 

F. 注入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核心價值 (B-2、D-

1、D-2) 

依據聯合國發布的 17 項「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及隨著全球氣候變遷的影響，我國政府致力於發展再生能源政

策；經濟部訂定 2025 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20％的政策目標，為因應未來傳統

再生能源無法穩定且持續維持發電量的現實，台電近年來配合電業法之修正，

提出一系列彈性且具前瞻性的購電服務，以克服我國未來電力系統占比達

20%之再生能源的間歇性與不易預測性，對併網 與電力調度可能的衝擊，其

中電網輔助服務的需求應運而生，也可以儲能、購買再生能源憑證、繳納代金

代替(SDGs 9)。 

為使鋰電池儲能系統在電網順利運作，並受台電公司調度來提供需量反

應服務，使供電處在穩定的狀態，可以幫助國家經濟快速發展，並促進充分的

生產性就業(SDG 8)。此外，亦幫助用戶儲存太陽能，確保人人負擔得起、可

靠和永續的現代能源(SDG 7)。本院教師業界有感於電力通訊的重要性，攜手

共同研究及開發符合台電規範之系統，並預計參與台電電力交易平台，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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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電力做出一份貢獻，並落實社會責任與促進人類永續發展的承諾。 

(3)產學合作 

A. 技術行銷及合作成果推廣，加強與校友連繫合作 (B-2、C-2、F-4) 

透過校友服務組織，建立與校友長期互動管道，強化並回餽參與合作之

校友。配合本校校友服務之行政體系建立校友入口網站，建立雙向溝通平台，

積極行銷本院教師研發技術，並將合作之成果透過文宣及推廣活動進行宣傳，

創造擴散機會，積極推動產學合作及與校友企業之合作，落實科技大學之名。 

B. 透過校友體系，強化學生實習計畫 (B-2、D-3) 

透過校友服務組織提供在校學生日夜間或寒暑假實習計畫，以加強學生

在校所學，使其能夠與未來就業技能相互結合。除了深化系所與校友之間的

互動，也讓學生瞭解就業後的工作模式與職場需求，以達到學生及業界合作

雙贏之目的。 

C. 國際產學合作 (B-4、D-1、D-3、D-4、E-1、E-2、E-3) 

電資學院在產學方面卓有特色，近年來並全力推展國際化。為配合本校

實務研究型大學之發展目標，本學院積極獎勵產學合作，強化與產業界之合

作關係。具體實施項目包括：以實務研發成果展現本校特色，實務專題課程與

企業合作、最後一哩就業學程計畫、產業研發碩士專班、企業人才培訓、顧問

諮詢與企業診斷、業界委託研發專案、以及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等。本學院並

配合本校區域產學合作中心之各項計畫與行政支援，媒合與產業界間之合作，

以擴大研發量能及研發成果。在加強國際交流方面，本學院目前設有研究所

全英語國際學程(International Graduate Degree Program in EECS)，並積極聘請

國際講座教授蒞院講學與規劃國際雙聯學制。目前並與上市公司群光電能成

立聯合研究中心，進行長期產學合作事宜，也與友達、光電簽訂雙邊合作 MOU，

至於國際產學合作部分，已與泰國泰達電公司合作新南向國際大學部專班，

亦跟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 Media Lab.簽訂雙邊合作 MOU，每年派學生

至該實驗室進行雙邊合作計畫，另外本學院亦執行科技部新南向計畫，負責

與新加坡的各個大學合作。最後執行區域產學合作計畫、及執行公民營事業

產學合作計畫等，一直是本學院多年來持續執行產學合作的重點項目。 

D. 專利技轉成果 (D-4) (SDGs 9.b) 

電資學院的專利技轉產學合作成果一直以來均相當豐碩，不論是發明專

利、新型專利以及技轉之數量與金額均非常可觀，亦有教師榮獲經濟部的國

家產業創新獎，相當難能可貴。至於參與產學合作競賽活動並得獎，一直是本

學院多年來的強項。因此鼓勵教師專利技轉，並利用實務研發成果升等亦是

本院為來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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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廣服務 (B-4) 

A. 持續強化產業碩士專班 

持續強化產業碩士專班，一方面透過與業界合作的方式一起培育人才，

另一方面指導產業碩士專班研究生，可結合學校資源與業界資源，研究開發

新的技術，學生的論文題目可以更切合產業的要求，透過這樣的模式可增加

學校與產業的互動，並增加教師的產業視野。 

B. 持續辦理進修部產學訓專班 

持續辦理進修部產學訓專班，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合作，第一年在該分署受訓取得數位電子乙級及 Java 國際證照等二張技術證

書，第二年至第四年白天在校外實習，晚上回學校上課，取得學士學位，形成

特色。 

(5)國際化 

A. 提昇學生之英文能力 

在校方對大學部畢業要求為多益 550 分的基礎上，推動研究所英文能力

提升，如增加英文課程、推動國際交流、訂定碩博士生畢業英文門檻等。此外

也將推動英文授課課程逐年提升，以因應日漸增多之電資外國學生專班之研

究生。 

B. 逐步規劃國際學程與雙聯學制 (E-2) 

本學院於 98 學年成立「電資外國學生專班(International Graduate Degree 

Program in EECS)」，主要招收東南亞、非洲等地學生，目前規劃的核心課程

包含通訊、控制與訊號處理三類。雙聯學制部分，目前規劃 3+2 與 3.5+1.5 學

程，是指學生在 3 或 3.5 年修讀本校大學部課程，在 2 或 1.5 年修讀國外碩士

班課程，最後學生可取得本校學士學位與國外大學碩士學位。另外也將逐步

規劃 1+1 學程，學生 1 年修讀本校碩士班課程，1 年修讀國外碩士班課程，最

後學生可取得本校碩士學位與國外大學碩士學位。 

C. 新南向國家交流 (E-1、E-3) 

電資學院目前已與泰國泰達電公司合作新南向國際大學部專班，並已跟

泰國中華國際學校及威爾斯國際學校進行交流，未來希望能招收對方優秀的

高中生至本學院新南向國際大學部專班就讀，此專班為全英語授課，高年級

時至泰達電公司進行校外實習，極具特色。另外本學院亦執行科技部新南向

計畫，負責與新加坡的各個大學合作。未來本學院之目標除泰國外，將朝向越

南、馬來西亞、印尼之規劃發展與交流。 

電資學院目前已與 10 餘間國外或大陸知名大學簽署合作意向書 MOU，

未來將強化實質合作項目，目前本學院並延聘榮譽國際講座教授 20 餘位，大

部分為 IEEE Fellow 等級之國際知名學者。交換學生及教師雙聯研究計畫亦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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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進行中，其中交換學生這幾年來有相當顯著的成長，除大陸外，歐洲國家是

成長最快的地區，目前本學院也與多所學院洽談學生雙聯學位事宜。至於舉

辦國際研討會部分，目前本學院幾乎每 1 至 2 年均會舉辦國際研討會，以增

加學院之知名度，本學院創全國之先，舉辦 IEEE International Elite School，每

季邀請國外知名大學或企業之教授或研究者，至校進行為期三天的短期課程

訓練，並對外招募學員，反應相當良好，形成本學院之一大特色。至於海外實

習計畫方面，目前已跟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 Media Lab.簽訂雙邊合作

MOU，每年派學生至該實驗室進行雙邊合作計畫。 

電資學院教師經常出國參與國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每年亦邀請多位短

期國際訪問學者至學院專題演講甚至開授一學分之短期課程，深受學生好評。

本學院有多位教師擔任多種 IEEE 及 SCI 國際期刊 Associate Editor，亦有多位

教師擔任 IEEE 各分會的會長，國際學術活動相當頻繁。另外本學院時常接待

來自國外及大陸的師生團體來訪，並組團至日本、大陸、港澳、泰國進行國際

考察訪問，此外教師也會先申請科技部補助，利用教授休假或副教授國外進

修管道赴國外進修研究，而參與國際競賽亦是學院目前正在努力的目標之一。 

3.長程發展策略（8 年） 

(1)教學 

A. 推動全院課程整合 (B-1) (SDGs 17.16) 

整合相同課程，避免各系選修課程過度重複開課，以免資源浪費，降低生

師比、減少總開課數量，以減輕教師教學負擔。電資產業不斷推陳出新，唯有

具備紮實之基礎知識與專業能力，方能因應產業的迅速變遷與需求。因此將

推動以學院為核心之大學院學習機制，打破系所間藩籬，透過增加學院師資

統整調度及總體課程架構之規劃彈性，活化學習場域，促使學生能從現行學

制中之單專長走向雙專長學習，以統合全院資源，並兼顧專業課程的廣度與

深度。目前學院之電資學士班已經在試行這樣的學程。 

B. 推動跨領域學程 (B-1、D-2) (SDGs 17.16) 

除本系所之畢業條件外，並落實跨系所及跨學院之跨領域教學。高科技

重要趨勢為跨領域技術整合，整合跨領域的訓練與研究。本院目前已有半導

體科技、光電科技、與軟體工程等學程，未來將視需要新設或整併學程，提高

學程選讀的吸引力，以培養本院及其它學院學生第二專長，提升其就業競爭

力。 

C. 擴大國際學程，提升師生視野 (E-1、E-3) 

開授全英語授課國際學程，招收國外優秀學生至本院就讀，並鼓勵本院

師生，與國外知名學府交流。持續與國外大學簽訂院對院 MOU，評估成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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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學院大學部外國學生專班之可行性，並持續辦理選訓優秀學生赴美國 MIT 

Media Lab. 交流學習。此外可利用遠距教學實施跨國際的教育機制，增進學

生的學習機會。 

D. 電資學士班教學流程優化 (B-1) 

為推動以學院為核心之課程整合暨跨領域學程，本院直屬電資學士班學

生擁有學術基礎及多元課程，透過合授課程規劃、校際參訪等模式，加強與國

際的人才交流。學生可於大三、大四至本院四系(電機、電子、資工、光電)選

擇主修領域，透過跨領域的技術整合，以便完成全人教育及跨領域學習；且本

院傑出校友可提供最新技術與儀器，習得專業頂尖知識後可服務於校友企業，

亦可鼓勵學生參與遠學計畫提升研究視野，於人才培育方面便可事半功倍，

進而達到強大的品牌吸磁效應及良性循環。 

E. 協調連貫性課程內容，強化學生專業應用能力 (B-3) 

針對應用工具之快速改變，課程內涵也需適當加以反應與調整，學院將

協調連貫性課程內容，強化學生專業應用能力，並推動遠距課程及 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 教學，創新翻轉教師教學模式，鼓勵將產學合作成果轉

化成數位教材。 

F. 成立具專業特色的學程 (B-1) 

針對未來電資領域之趨勢與發展，擬規劃成立具專業特色的學程，諸如

物聯網學程、大數據學程、人工智慧學程。此外將配合學校第二專長之建立以

及學院跨領域之學習，此具專業特色的學程將可吸引更多學生往電資領域學

習與研究，培育更多相關人才。 

G. 執行雙語化學習計畫-精進成為重點培育學院 (E-3) 

配合行政院「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電資學院致力於推動全英

語授課(EMI)，並以推展國際交流與合作為重點發展目標；精進本院成為雙語

學習重點培育學院，將由各系針對學生修業進路進行課程盤點，擬定合適之

專業科目，盤點大一及大二 EMI 相關課程，期望入學之大一新生能自一年級

開始進入沉浸式的英文教學環境中，以利二年級時能順利修習更深入之英語

授課專業課程。盼藉由本計畫建構雙語國際友善學習環境，提升學生英文基

礎能力及全英語專業課程(EMI)的課程品質，落實教育部規範之 KPI 指標，推

動全英語授課，並配合本校配套措施強化教學環境，如錄製線上課程、Fulbright

進班觀課以切磋教學經驗、改進教材教法，建構良好的雙語化學習環境，以提

高本院學生國際移動力及全球職場競爭力，落實國家高教雙語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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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 

A. 發展特色研究 (E-1) 

東京工業大學有特殊的教研單位，例如理工研究學院底下設有獨立的「影

像工程實驗室」與其他研究所並列，彰顯東工大在此課題的前瞻與卓越。我們

亦可參考這樣的作法，突顯本院的特色研究領域。除了東工大之外，並將美國

喬治亞理工學院、德國阿亨工業大學、大陸哈爾濱工業大學列為本學院未來

努力的目標。目前本學院電機、電子、資工、光電四系所均已通過 IEET 工程

認證，與國際組織認證機構接軌。 

B. 協助本院教師獲得國內外研究獎項或獲選為國際學會學士 (D-4、E-1) 

成立諮詢與推薦機制，以協助本院優秀教師獲得國內外研究獎項或獲選

為國際學會會士。電資學院電機系目前有二位 IEEE Fellow，光電系有二位

SPIE Fellow，在國際間具領先或獨創之研發技術能力，國際間之聲望與能見

度亦相當高，因此可藉由以上 Fellow 的現身說法，提供相關申請經驗，以提

供未來本院教師獲得國內外研究獎項或獲選為國際學會學士之參考。 

C. 研發資源整合暨成果商品化 (D-3) (SDGs 9.b) 

電資學院電子系教師目前已技轉動心醫電股份有限公司，以無線感測網

路(WSN)、Zigbee(802.15.4)、網路科技、微機電系統設計為基礎，結合生活型

態為客戶提供具有智慧無線感測功能的產品及解決方案。本技轉案結合包括

感測技術、無線網路科技、雲端服務、微機電系統設計、晶片設計、發展平台、

監控軟體、紡織材料及生活創意等「跨領域」人才組成的專業團隊，為下一代

生醫電子之穿戴式產品提供整體技術之解決方案。目前已有商品化智慧衣及

智慧手環上市，並已發表相關書籍，促成校內研發人才之整合。 

D. 長期培育國內第一特色研究領域 (D-2) 

本院教師研究能量豐沛，惟目前大型整合型計畫數量較少，未來長期擬

培育國內第一特色研究領域，經營新興跨領域、整合新領域，延續與鼓勵研究

群之成立，推動大型整合型計畫，建立學院特色，建立多元化之研究環境，並

設立相關研究中心，整合本學院跨系所研究人力資源，以提升學院之整體研

究風氣，使注重實務研究並有豐碩成果之形象，深植於國內業界。 

E. 進行院務研究，以提升競爭力 (D-4) 

本院擬進行院務研究，深入分析本學院之 SWOT，以提升競爭力。鼓勵

教師發表 SCI 論文與實用性的研發成果(專利、技轉等)，鼓勵無升等壓力之

教授，建立產品導向之研發方向與特色，成立跨院合作研究群，鼓勵研究主題

聚焦、相互支援，亦可增加論文之 citation，利用 Scopus 資料庫及 SciVal 系

統，分析電資領域 CiteScore 指標及 FWCI 影響係數，在多元化之研究領域與

環境中，鼓勵系所建立特色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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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與台北聯合大學系統電資學院共組研究團隊 (D-2) (SDGs 17.17) 

本校與台北大學、台北醫學大學、臺灣海洋大學為台北聯合大學系統，這

四校均有電資領域相關系所，因此可聯合其他三校共組研究團隊，透過彼此

之優點及資源，針對醫電電子、醫學工程、穿戴式裝置、銀髮族健康照護、長

期照護、海洋工程、食品工程等領域，開發新穎實用之技術與系統。 

(3)產學合作 

A. 建置技術交換平台 (D-3) 

持續推動產學合作，建置並維護研發人員與技術資料庫，匯集本院教師

及研發團隊研究專長、研發成果、實驗室設備及技術服務能量等資料，提供產

學合作全方位諮詢服務，並配合本校國際產學聯盟之各項計畫與行政支援，

媒合與產業界間之合作，以擴大研發量能及研發成果。 

B. 媒合交流、推動產學社群 (B-1) 

選定特定技術領域籌組產學社群，定期舉辦媒合交流會，提供研發團隊

與產業界經驗交換、意見溝通的場合，藉以激發與創新理念及促成合作之機

會，並配合本校高教深耕計畫，完成研究產學技術深耕之目標。 

C. 鼓勵創設公司，開發校外資源 (B-2、B-4、D-3) 

以學校育成中心為平台，師生與產業合作，創設商業公司，落實研發技

術，並擴大學校與學院研發資源。目前電子系教師目前已技轉動心醫電股份

有限公司，希望未來能在北科創新開發公司及國際產學聯盟的輔導及支持下，

能有更多新創公司成立。因此積極鼓勵教師留職停薪到產業界創業，將是本

院未來發展目標之一。 

D. 創新創業訓練及計畫 (B-3) (SDGs 9.b) 

本校一直以創業家的搖籃及實務研究型大學自許，自推動教學卓越計畫

以來，創新創業學程一直是本校的特色，目前本院已將創新創業列為學院博

雅選修課程之六大向度之一，外來將持續推動創新創業訓練及計畫，鼓勵學

生實務專題與企業合作共訂題目，落實專題製作實體化及商品化，並推動專

案導向式校外實習，鼓勵申請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產學大小聯盟計畫)及產

學研價值創造計畫，以利教師學生一起創業。  

(4)推廣服務 

A. 積極拜訪校友企業爭取企業資源與計畫 (B-2) 

配合校友聯絡中心，積極拜訪校友企業爭取企業資源與計畫，凝聚 與校

友企業人脈，積極募款以注入活水。 

B. 成立企業諮詢委員會，提供企業諮詢服務 (B-4) 

本學院將成立企業諮詢委員會，提供企業諮詢服務。建構策略諮詢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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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學院資料庫，擬定藍海及紅海策略，有效整合院內外資源，提供最好最快

的推廣服務。 

(5)國際化 

A. 積極推動國際校際雙聯學制 (E-2) 

除了校方的國際交換學生外，學院亦與國外學校相關系院洽談合作，交

換學生及教師出國研究參訪。並以國際校際雙聯學制為目標，建立實質之學

生交互修課與雙學位取得的制度，以提昇本院師生國際視野及外語能力。本

學院亦將積極參與國際學校及研究機構之實質合作，並持續擴大國際研究生

學程。 

B. 歐美中小型優秀電資及工程相關學院交流 (E-1、E-2) 

除新南向國家外，為增進本學院之國際能見度，進一步與歐美中小型優

秀電資及工程相關學院交流，將是本院長期加強國際化之目標。首先將增加

榮譽國際講座教授數目，邀請國際級大師交流講學，以帶動師生教學研究風

氣，並進行教師雙向國際交流，鼓勵本校與姊妹校教師互訪或相互講學，鼓勵

碩博士生至國外從事研究交流，增加與國外大學學院合作簽約數，推展國際

合作計畫，並以專案輔導方式，大幅提升本院學生赴國外就讀雙聯學位之意

願。 

C. 建立榮譽國際講座教授蒞校 SOP，提供相關協助 (E-3) 

本院擬建立榮譽國際講座教授蒞校 SOP，提供相關協助，並加強跨國際

之雙邊學術及研究合作案，提昇學生外語能力，提昇競爭力及擴大國際視野，

落實國際重點姊妹校之實質交流，積極推動交換教授與交換學生。並仿效 Penn 

State University，email 電資學院 newsletter 給全球各電資相關學院，宣傳本學

院之研發成果，引領學院發展優勢領域、展現多元國際競爭特色。 

電資學院電機系目前有二位 IEEE Fellow，在國際間具領先或獨創之研發技術能力，

國際間之聲望與能見度亦相當高，另外光電系亦有教師發表 Nature 等級之國際期刊論

文，期望未來本學院國際定位角色與發揮之功能能持續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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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程學院 

(一) 現況 

1.組織架構 

本院成立於西元 1999 年，在臺灣有著悠久的歷史，目前包括土木工程系(所)、分子

科學與工程系(所)、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所)、材料及資源工程系(所)、資源工程研究

所、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等 6 個教學單位，結合全院老師的潛能與專長，本院也成立

了直屬的工程科技學士班(大一不分系)及能源與光電材料外國學生專班(博士班)，另也

設有 10 多個跨系所整合之研究中心。 

截至 113 學年度(2025 年)，本院共計有專任教師 108 位、博士班學生 193 位、碩士

班學生 834 位、大學部學生 1,644 人，另亦招收進修部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219 人，總計

學生人數約近 3,000 人。下圖 4.1 為本院組織架構圖。 

 

 

圖 4.1 工程學院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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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所簡介 

(1)土木工程系 

教學目標為培育土木工程專業人才，使能從事土木工程有關之規劃、調查、測繪、

設計、施工、檢驗及維護管理等專業工作，進而培養學生具有土木各專業領域之進修研

究能力，以本系教學研究成果，促使國內土木工程環境向上提升，以改善民生工程之技

術與品質。表 4.1 為土木工程系優勢(Strength)、劣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與威

脅(Threatening)之 SWOT 分析。 

表 4.1 土木工程系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課程完整與實務結合。 
2. 產學合作成果豐碩。 
3. 學生表現佳且受業界肯定。 
4. 土木系友多。 
5. 優良師資且師資專業領域具特色。 
6. 豐富實務經驗。 

1. 學生程度逐漸下滑。 
2. 學生學習態度待加強。 
3. 全英授課接受度待提升。 
4. 學生參與國際化活動意願低。 
5. 同學念碩士班意願逐漸下滑。 
6. 同學繼續升學博士班意願低。 
7. 師生比不足。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 業界人才需求量龐大。 
2. 與土木系產學合作需求量提升。 
3. 業界對於本系畢業生表現評價高。。 
4. 土木系未來先進科技技術跨領域重點

發展領域，土木系人才需求高。 
5. 土木系在減碳與 ESG 發展為主要重要

推動與發展角色之一。 

1. 少子女化現象持續衝擊學生來源。 
2. 不易招聘新進年輕優秀老師。 
3. 入學新生程度下滑。 
4. 計畫申請競爭日益激烈。 
5. 系所發展經費及資源有限。 
6. 提供優秀外籍生入學申請誘因有限。 

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之分析，本系相關對策及具體執行方

法如下： 

A. 本系已鼓勵老師開設英文授課，除了符合學校推動 EMI 全英語授課目標外，

也可提高外籍生選擇英語授課之機會，將可降低學生參與國際化活動意願

低的問題。  

B. 鼓勵老師在課堂上宣導大學生繼續升學之優點，並鼓勵系上大學生成績優

異的同學參加北科學碩士一貫學程，並邀請業界企業主管說明業界人才之

需求趨勢，將可改善同學念碩士班意願逐漸下滑之問題。 

C. 鼓勵老師主動且在國內外提前找尋未來招聘新進優秀老師，將可解決系上

教授陸續退休與師生比不足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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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鼓勵老師多申請國科會計畫或產學計畫，並邀請系上具經驗之老師分享申

請經驗，將可因應近年來計畫申請競爭日益激烈之問題。 

(2)分子科學與工程系 

主要目標在於培養訓練有素的分子科學與工程方面專業人員，尤其是有機聚合物和

紡織材料領域的專業人員。在教學上側重於結合理論和實務，且致力於傳統的化學技術，

並開發跨學科的分子材料以及設計增值紡織產品。目前的研究領域包括分子合成與模擬、

奈米材料與應用、生醫與生化工程、光電與能源元件、智慧型紡織品等。並建立了專屬

的諮詢委員會，以協助和指導教學、增進國際觀與交流、以及未來之重大研究發展。表

4.2 為分子科學與工程系優勢(Strength)、劣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

(Threatening)之 SWOT 分析。 

表 4.2 分子科學與工程系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國內外知名大學畢業的教師，師資專長多

元化。 
2. 學生來源高中生與高職生 1:1，可以互相

學習與成長。 
3. 課程由淺入深，由基礎進階到應用。降低

必修學分，跨領域整合課程，以三年可畢

業的課程安排，最後一年可提供全學年實

習/出國交換/服兵役。 
4. 跨領域國內外之合作研究，發表高點數論

文期刊。 
5. 全英語教授課程，占比 30-50%。教師授課

經驗已逐年精進，學生雙語能力亦有所進

步。結合課程鼓勵考取證照，國內外實習。 
6. 智慧紡織研究中心，多項國內外之產學合

作案。 
7. 整合系上各項儀器，可提供系友或業界各

項技術委託服務檢測。 
8. 系上與多國教師進行交流與合作研究，多

位 HICP 國際教授。雙聯學位，多校的學

生交換 MOU 簽署。 

1. 師資平均年紀較高，最低年紀也已經大

於 38 歲。近 5 年將有 3 位教師退休。 
2. 傳統紡化或是化纖的高職畢業生每年

越來越少。傳統紡織相關科別則是面臨

轉型。 
3. 高職生的基礎較不如高中生，導致上課

內容較為受限。 
4. 大四有最低選修學分，導致大四生選修

較少學分。 
5. 國家資源有限，部分教師的研究與計畫

數，有下降趨勢。 
6. 英語教學授課的課程，學生的英文程度

差異，導致明顯分數的差距。高職生的

英文程度較高中生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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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 已積極延攬年輕教授，進行師資授課之延

續，並降低本系師資平均年紀。 
2. 學校多項獎勵政策，已衝高本系教師發表

高點數的知名期刊論文的質量兼具。 
3. 順應招生選才需求，與高中職端的師長對

接，向下扎根進行招生推廣(舉辦科學營、

工作營或論壇)，有助提高報到率及註冊

率。 
4. 已申請到多項國際合作計畫、教育部學海

築夢計畫，推動系上師生國際研究交流，

拓展國際視野。 

1. 年輕博士皆往台積電高薪水工作，將較

以往，較少年輕博士應徵大學教職。 
2. 新課綱影響目前高中職畢業生，基礎知

識與能力較為薄弱。 
3. 國家台清交成半導體學院或是學系，增

加招生數目，壓縮本系的學生來源。 
4. 少子化的影響，學生的質與量逐年降

低。 
5. 普通大學的分科測驗，簡化入學的考試

科目。影響技職體系招生考試的安排。 
6. 東南亞國家的經濟與教育崛起，將影響

招收東南亞學生質與量。 

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之分析，本系相關對策及具體執行方

法如下： 

A. 盤點即將退休老師人數，提前佈局規劃招收新進教師，且主動提供老師本

校各項彈性薪資鼓勵方案。 

B. 鼓勵授課教師每學期末進行教學問卷調查分析，審視高中生與高職生的平

均分數差異，檢驗其基礎學科能力是否退步，進行下一次教學的改善，取得

平衡點進行教學。 

C. 鼓勵大四生可以上修研究所課程，抵用研究所的學分，或是鼓勵修習第二

專長或是跨領域課程，拓展知識的廣度。 

D. 除了國科會補助計畫案外，多鼓勵老師與業界多交流，進行產學合作計畫。 

E. 前往東南亞進行合作交流或是宣傳招生，吸引優秀的東南亞學子前來就讀．

降低本國少子化學生數下降的衝擊。 

F. 結合優秀畢業學長捐款力量，成立各類獎學金(含成績優異，五育均衡，家

境清寒，急需救助等)，鼓勵優秀高中職畢業生選讀本系。 

(3)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以教授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實用技術，培養國家化學工程建設所需之化學工程人才

為目標。除加強傳統化工教育，以提升化學工業生產、操作及設計之技術水準外，並因

應化工新領域，配合未來產業發展特色，重點發展生物科技、生化工程、奈米工程、半

導體製造技術、特用化學品、高分子材料、程序系統工程、電化學、觸媒與反應工程等

方面之專業技術。表 4.3 為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優勢(Strength)、劣勢(Weakness)、機會

(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ening)之 SWO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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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31 位專任師資陣容堅強(7 位特聘教授、11
位教授、7 位副教授、6 位助理教授)，並

正持續增聘新進教師，引進最新研究主題

及壯大研究能量。 
2. 教學及研究實驗室設備充足，提供教師研

究與學生學習需求。 
3. 教師研究成果優異，2023 年 QS 世界大學

學科排名化工領域全台第一。 
4. 教師與企業產學合作密切，學生校外企業

實習活動多。 
5. 課程充實多元，畢業生實力堅強且就業順

利。 
6. 擁有優質學生來源，學生會組織活躍並持

續舉辦專業相關活動或學生康樂活動。 
7. 系友及系友會組織與系上連結密切，提供

師生多項獎助學金，全力支持母系發展。 

1. 對應於化工系師生數量，系所空間較

為不足，發展受限。 
2. 目前學生英文程度較弱，還有加強空

間。 
3. 在全英文課程中，為顧及學生吸收程

度，可能會影響專業部分的深度及廣

度，因此教師還須在此面向上多費心

力及時間。 
4. 學生來源較為集中，多元性稍嫌不足，

無法吸引優秀高中生入學就讀。 
5. 大學部課程涵蓋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

兩大領域，必修學分較多，可能壓縮學

生跨域學習機會。 
6. 系館建造迄今已頗具歷史，近期常需

進行施工補強，影響教學及研究進行。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 以長程未來的角度看，在傳產或科技業均

需仰賴化工及生技之專業人才，人才需求

前景看好。 
2. 國家政策重點發展產業與化工或生技均有

密切關連，研究領域有龐大發展空間及遠

景。 
3. 政府或業界提供之研究計畫經費不斷提

升，可支援本系各領域研究發展。 
4. 國際研究機構合作機會豐富，加上系友會

提供充足之教師出國研究基金，使老師無

經費後顧之憂，擴大國際研究。 
5. 系所簽署多件跨國雙聯學位學程合約，學

生可善加利用，增長國際視野。 
6. 近年國際學生的量與質均有增長之趨勢，

對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都為良性的刺激，

可加速系所國際化進展。 

1. 有些傳統化工學科技術雖仍重要，但

已穩定且較無技術發展空間。因此在

教學上漸趨弱勢，也影響學生學習意

願。 
2. 研究所之獎助學金較大學部缺乏，因

此較難留下本系優秀大學部學生繼續

攻讀系上研究所。 
3. 因少子化之故，生源數目有降低之趨

勢，因此錄取率也逐漸升高，目前雖無

問題，但須持續關注往後學生的素質。 
4. 近年教育部及學校之課程精實政策，

調降大學部必修學分數，恐衝擊學生

在化工重要知能訓練上之紮實度。 
5. 系所空間有限且分散於三館，可能影

響系所發展及師生交流。 
6. 國內其他頂尖大學可能挖角系上優秀

老師，造成師資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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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及威脅(Threatening)之分析，本系相關對策及具體執行

方法如下： 

A. 隨著系館結構補強及空間改善工程大部分完成，系上同時會進行空間整理

及活化，可以期待未來教學研究環境的優化。學校已爭取到建國啤酒廠用

地，未來向學校爭取部分場域由化工系使用。 

B. 持續進行全英文課程的教學，為顧及學生吸收程度，學校搭配了英文能力

優秀的研究生助理，課後加強輔導學生，期望能大幅改善教學成效，達到與

中文教學成效一致的結果。 

C. 由於英文教學課程的增加，吸引更多國際學生入學就讀，已提高學生組成

的多元化。 

D. 本系因跨有化工及生技兩大領域，必修課程負擔較他系繁重，但配合教育

部及學校政策，逐年調整課程結構，挪出學生跨領域學習的學分空間。 

E. 在研究生入學的面向，除學校提供「優秀本國研究生研究成果獎勵」，系友

會也提供鼓勵本校學生留讀本校研究所之獎學金，可望對優秀學生留在母

校就讀更有誘因。 

F. 因大學部必修學分數近年逐步調低，系上課程內容實質調整為更緊密精實，

且相對要求學生須有跨域課程組合，不論是化工生技專業或是跨領域知能，

使學生面對未來不斷轉變的社會趨勢，具備更充足的自我學習能力。 

G. 因國內就業趨勢之故，國內高中職化工科選讀學生數目持續下降(故相對影

響本系生源)，本系將積極參與國中及高中職之職涯分享活動，讓年輕學子

進一步了解未來職業，做出對自己最適合的選擇，不致盲目跟隨潮流。 

H. 系上將以減輕教學負擔及優化研究環境上的方式，除吸引優秀博士級人才

加入專任教師團隊外，也期能降低教師遭外校挖角的可能性。 

(4)材料及資源工程系 

是全國唯一將材料科學與資源工程整合的學術單位，配合先進材料科技與現代資源

永續發展，提供材料生命週期所需之專業知識與人文素養，由資源之開發、處理、應用、

再生，以至於材料製程、組織、性質、性能與應用等專業實務科技，使學生得以進入科

技或學術領域發展。表 4.4 為材料及資源工程系優勢(Strength)、劣勢(Weakness)、機會

(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ening)之 SWO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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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專任教師總計教授 9
名，副教授 6 名，助理教授 5 名，研究及

技術支援人員等數名，本系亦積極聘任新

血加入，具有深厚的學術知識和專業技

能。這可以提供高質量的教育和研究經

驗，吸引優秀的學生和資金支持。 
2. 本系是全國唯一將材料科學與資源工程

整合的學術單位，配合先進材料科技與現

代資源永續發展，提供材料生命週期所需

之專業知識與人文素養，由資源之開發、

處理、應用、再生，以至於材料製程、組

織、性質、性能與應用等專業實務科技，

使學生得以進入科技或學術領域發展。 
3. 提供學生豐富的實踐機會，例如實驗室實

習、產業實習和專案合作。這種實踐經驗

可以幫助學生將理論知識應用於實際問

題，增強他們的技能和就業競爭力。 

1. 本系面臨空間和設施方面的限制。限制了

研究和教學質量，並影響到學生的學習體

驗。學校目前爭取新校地設置解決空間不

足問題。 
2. 在材料及資源工程領域，存在其他高等教

育機構提供相似專業的競爭。本系材料組

主要教學及研究方向在金屬、陶瓷及其複

合材料之成分、微觀組織、製程及性質間

之相互關係，材料之性能與應用，以及材

料之防蝕與保固研究，研究之材料依功能

性以電子、奈米、生醫、能源、及民生材

料為主。資源組所培育各種資源的開發、

處理、應用、回收及再生等領域的專業人

才，特別著重工業廢棄物(資源)之再生及

處理、礦物 材料及陶瓷原料之合成及應

用、地質工程技術等領域需要努力保持競

爭力，吸引優秀的學生和教職員工。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 隨著半導體產業及 AI 科技的發展，除原

有傳統製造業外，材料及資源工程的需求

逐步增加。本利系積極利用這一機會擴大

合作關係，與行業合作開展研究項目，提

供實用的解決方案。 
2. 材料及資源工程領域存在許多國際合作

的機會。本系積極與國外大學和研究機構

尋求合作，進行跨國研究項目、交換學生

和教職員工，從而豐富教學和研究資源。 

1. 材料及資源工程領域面臨技術迅速變化的

威脅。新興技術的出現使一些傳統技術變

得過時，需要不斷跟進最新發展，以保持

領先地位。 
2. 該領域的高度競爭可能使人才成為稀缺資

源。其他學術機構和行業也在爭取優秀的

材料及資源工程專業人才。學校提供新進

教師充分研究經費及彈性調薪制度，豐富

的獎學金申請，吸引和培養優秀的教職員

工和學生。 
3. 117 學年大學一年級學生人數降至 15.7 萬

餘人，公立大學招生名額約為 12 萬人，如

何招收優秀學生為本系重視課題，為提高

招生競爭力，除凸顯本系專業領域優勢外，

辦理高中職蒞校參訪了解系所特色，商請

系上教師至高中職宣講吸引學生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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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之分析，本系相關對策及具體執行方

法如下： 

A. 除原有規劃經費及空間外，本系對內積極向校方爭取經費與空間資源，對

外鼓勵系上教師與產業界尋求合作，獲取更多資源及發展空間。  

B. 本校已有提供彈性薪資等福利，並發展薪傳制度藉由資深教師輔導新進老

師，分享教學及研究相關經驗，以吸引和保留優秀的教職員工。 

C. 提升招生宣傳：派遣系上教師指各高中職進行宣傳，強化學系的特色和優

勢，制定有吸引力的宣傳策略，吸引高品質的學生報讀。 

D. 優化課程結構：鼓勵教師參加教學知能研習，吸取創新教學方法，確保課程

內容具有實際應用價值，吸引更多有志投身材料及資源工程領域的學生。 

(5)資源工程研究所 

資源工程研究所成立於 2006 年，為一整合型研究所，跳脫傳統科系框架束縛，結

合材料科學、化學、化工、環工、地質、大地工程領域，執行跨領域整合型研究案解決

學術上與工業界複雜性系統問題。主要教學及研究方向為「資源開發及地質工程」、「資

源應用及材料合成」與「資源處理及材料製程」等三大領域。表 4.5 為資源工程研究所

優勢(Strength)、劣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ening)之 SWOT 分析。 

表 4.5 資源工程研究所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研發方向多元，知識技術可應用於不同

產業。 
2. 課程設計具備工程專業的縱向思維，培

養具備資源領域實務整合的人才。 
3. 教師研究與業界實務結合，專業觸角四

通八達。 
4. 同單位教師透過交流能獲得不同思路

的專業知能，拓展處理問題策略。 
5. 課程規劃精實，使學生有效獲取資源工

程知識與研究方法。 
6. 實驗室與機儀設備豐富，且各具特色。 
7. 來自不同科系(專業)的學生共學，能開

闊視野，並激發創意。 
8. 畢業生選擇職場方向廣，彈性高。 
 

1. 學生多元接觸，僅增加專業廣度，研究

上的深度仍有偏向。 
2. 學生多來自非資源工程專業，選擇研究

主題時需費時與教師專業契合。 
3. 不同科系的學生加入，學習進度不一

致，課程較難深入探討。 
4. 教師所授課程的專業差異大，常無法互

相支援或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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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 淨零排放行動、前瞻綠能開發與各式轉

型的提倡使資源工程受到重視。 
2. 教師隨產業轉型的推動，著手承接具時

變的研究主題。 
3. 學生進入各域職場，能以資源工程角度

對待事業，扣合產業轉型。 
4. 資源開發專業已投入國家推動的再生

能源計畫中，並將相關主題納入課程。 
5. 資源處理技術已獲得台灣創新發明金

牌獎，並積極與產業進行技轉。 
6. 資源應用研究獲得多項國外論文獎，並

密切與東南亞國家進行教研合作。 

1. 學生程度差異大，同儕間的互動時有問

題；師生均易對高等教育感到茫然。 
2. 外籍生加入比例增加，造成研究室的經

費、工作分配不易公允，或有抱怨。 
3. 大學研究所類別多，且易考上，學生漸

有不積極面對與解決學業瓶頸的情形。 
4. 資深教師退休，部分專業不易聘得教

師。 
5. AI 科技、通訊軟體與網路影音佔據學生

作息，傳統教學法較難吸引學生注意。 
6. 生源下滑。 

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之分析，本所相關對策及具體執行方

法如下： 

A. 目前跨域學習是台灣教育的方向，北科大也大力推動課程多元，本所積極

配合。針對學生專業深度不足之疑慮，將於課程中或研究過程提供學生自

主學習方向，在適當的生師比環境，指導教授可充分提供協助與支援。 

B. 課程內容加入實作或實際調研方式，課程講義設計也從單向式改為互動式

與回饋式，有助於提升學生投入與注意力。 

C. 師資問題可藉由調整系所發展方向與課程內容解決；另外，聘用兼任教師

或邀請協同教師教學可緩解課程支援問題。 

D. 鼓勵學生多與指導教授溝通，並投入研究工作，藉以減少抱怨。 

(6)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 

教學目標為發現新興的應用知識，並為學生提供基礎的知識、技能及實踐經驗，使

學生能成為環境工程領域的領導者。本所的課程與研究方向有三大主軸，分別為「環境

污染與控制技術」、「資源循環與環境永續」與「永續系統工程與管理」。表 4.6 為環境工

程與管理研究所優勢(Strength)、劣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ening)

之 SWO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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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本所 7 位專任教師皆為助理教授以上，

專長涵蓋環境工程與管理，開授多樣化

之專業科目。 
2. 本所二個研究中心積極整合校內跨系

所資源，進行跨領域研究合作，與業界

深入交流合作。 
3. 每學期全英語授課學分數比例達 50%

以上，有助學生英文能力之提升。 
4. 積極推動國際交流及雙聯學位，增進學

生國際宏觀視野，培育學生國際競爭力

與國際移動力。 
5. 本所獎學金項目豐富，提供優秀及弱勢

學生積極向學。 

1. 本所為獨立所學生人數較少，每年學校

分配之設備費無法提供實驗室購置需

要之設備，學生必要時需去其他所借用

設備。 
2. 環境工程就業市場薪資標準較無法與

科技電子領域競爭，無法吸引畢業生從

事環工相關工作。 
3. 本所成立 20 餘年，獨立所雖然具備研

發能量優勢，但畢業校友人數及潛力仍

待發展。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 因應極端氣候及淨零發碳排之國際趨

勢及企業永續急迫需求，針對問題整合

產官學力量解決問題，是本所能肩負的

責任。 
2. 學生來源多元，學識背景不同，有益於

學生間跨領域之互動學習。 
3. 每年均有外籍碩博士生至本所就讀，有

助於國際化發展。 
4. 本所教師配合學校發展方向從事實務

型研究，有助於與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1. 近年報考博士班年輕學子逐年減少，恐

造成研究斷層。 
2. 在少子女化的發展趨勢下，未來也將面

臨招生問題。 
3. 資深教師退休，新聘優質教師不易。 

 

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之分析，本所相關對策及具體執行方

法如下： 

A. 為提供學生完善之實驗室環境，本所與工程學院其他系所建立有儀器共享

機制，亦透過設備共同採購之方式，使學生有足夠之儀器可以使用，此外，

教師亦提供經費給學生至學校貴重儀器實驗室使用本所無法購置之設備，

緩解學生之使用需求。 

B. 在高教少子化危機下，持續提供豐富且務實之課程，以維持並提升本所招

生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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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利用本所專業多元之師資，配合學校開設跨域跨界微學程，推動跨系所學

程，提供學生整合跨域跨界能力及與就業接軌之機會，並強化教師之教研

能量。 

D. 持續與簽訂雙聯學位學校合作，不定期邀請國外學者開設講座課程，並針

對出國學生提供獎學金，提高本碩士班之招生吸引力。 

E. 提早進行新聘教師遴選作業，俾有充份之時間遴聘優質教師。 

3.教學 (B-1、B-4、D-1)  

本院教育的目標為依據本校「誠樸精勤」之校訓，永續發展本院系所特色，培養術

德兼備之素養與國際觀，致力實務型研究，成為領導團隊之工程專業人才。故各系所課

程安排概分為基礎與核心課程，基礎課程讓學生在各系所之專業領域內有基本之能力訓

練，核心課程即配合在不同領域之發展需要，施予不同領域之專業選修，使同學畢業後

能為國家社會所需。 

本院所屬的系所均已通過「IEET 工程教育認證」，確保學生在通過認證的課程設計

與教學環境下習得所需的專業知識，系所及教師們持續在課程設計上引進外部諮詢委員

的建議，並且參考內部學生的教學評量回饋調整教材教法。 

為因應時代快速變遷，學生需要更多關鍵能力，才能面對接踵而來的各項挑戰，包

括跨領域合作、AI 人工智慧及 ESG 永續發展等。本院在此一趨勢下，於 108 學年度起，

配合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推動以學院為核心之課程整合暨跨領域學程，陸續開設院級

選修課程：「人工智慧與工程應用實作」、「工程模擬工具的開發」、「循環經濟與淨零永

續」等，幫助全院各系所學生具備順應產業環境所需之跨域、AI 與 ESG 等知能，建構

以學生學習為主體的教學環境。此外，自 113 學年度起，本院大學部各系的程式設計、

計算機等相關必修課程，亦將 AI 人工智慧納入授課內容中，引導學生對 AI 有全面性的

基礎認知，破除對 AI 的迷思與恐懼；或利用生成式 AI 等現有工具輔助課程進行，例如

協助撰寫程式或生成文字或圖像等文件，引導學生獲得如何利用 GenAI 生成資訊的素

養。 

4.研究 (D-2、D-4) (SDGs 7、SDGs 3、SDGs 6) 

為進一步提昇研究水準及研究風氣，發展具競爭力之研究成果，本院設置「學院傑

出研究獎」，並集中經費挹助新進教師研究，積極鼓勵各系所教師從事研究、以建立優質

研究環境，提升研究風氣。 

依據教育部公布「107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審查結果，本校獲得 2 億 7,887 萬

元補助，通過設立 3 個國際級的特色領域研究中心：「智慧紡織科技研發中心」、「大量

客製化積層製造研發中心」及「新世代住商與工業節能研究中心」，其中「智慧紡織科技

研發中心」以本院分子系教師為主要參與者，亦有其他系所相關領域教師參與在「新世

代住商與工業節能研究中心」的團隊當中，透過研究中心的設立，將引領本院持續朝國

際頂尖實務研究型大學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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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4 年 QS 世界大學-學科排名(QS Ranking)中，本校「工程與科技」領域世界排

名第 170 名，其中「化工」學門世界排名第 75 名，「材料科學」學門世界排名第 101-150

名，「環境科學」學門世界排名第 301-350 名，「土木及結構工程」學門世界排名第 201-

240 名。本院所發表論文領域集中分布在化工、化學、材料科學、高分子、土木結構、

環境科學、能源等領域，在與 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相關之論文研究則聚焦於可靠及永續的現代能源(綠能)、醫學工程促進人類福址(醫工)、

水資源衛生及永續管理(環境)等領域，統計本院 2020 至 2024 年間與綠能、醫工、環境

相關的論文篇數分別有 383 篇、282 篇及 151 篇。 

5.產學合作 (D-3、D-4) 

為配合本校實務研究型大學之發展目標，本院積極獎勵產學合作，強化與產業界之

合作關係，設置「傑出產學合作獎」表揚並獎勵本院於產學合作有傑出成果之教師。 

本院目前共有 3 個校級研發中心、10 個院級研發中心，透過整合院內老師進行政府

及公民企業產學計畫，可進行研究和產業鏈結，將教師、研究人員及學生之研究成果能

加以應用，讓有意提升研究價值的團隊，能有效地將其技術實務化，進而落實產業應用，

同時亦能有效促成產學間的互動與交流，加速研究成果的產業化，達到技術加值與商轉

應用的目的。 

6.推廣服務 (B-2) (SDGs 4.3) 

本院所屬各系所日間部及進修部碩士在職專班課程，均有開放校外人士隨班附讀，

提供校外學員進修學習的管道。此外，本院教師亦藉由向校外單位申請補助資源，再透

過學校這個平台開設相關課程予社會在職進修人士，例如：公共工程品質管理班、工地

主任班等，且近年來持續承接上述 2 項專班開課服務，每個專班平均一年會開設 3 個梯

次。 

7.國際化 (E-3、E-4) 

本院推動國際化不遺餘力，並採用多角化方式進行，包括成立外國學生專班、邀請

國際知名學者交流講學、辦理國際研討會、簽定學術合作意向書、聯合學制及雙聯學位

等。 

本院於民國 98 年成立研究所全英語國際學程--「能源與光電材料外國學生專班」

(International Graduate Program in Energy and Optoelectronic Materials, EOMP)，以結合生

物與光電能源材料的跨領域技術為特色，擴大招收外國學生。 

本院自民國 101 年起，陸續開始延聘國際榮譽講座教授，並與國際知名大學簽訂學

術合作意向書(MOA;MOU)、聯合學制及雙聯學位，累計目前已延聘 97 位榮譽國際講座

教授、10 餘件合作意向書、10 餘件聯合學制及雙聯學位，且已有國內外學生完成學業

取得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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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標與特色 

1.競爭力 SWOT 分析 

綜觀各系所的 SWOT 分析結果，均將所聘任之教師視為推動優質教學和研究的重

要基石，且也非常重視且肯定教師與產業界的交流合作。在面對國家政策重點發展領域、

極端氣候及淨零碳排之國際趨勢及永續議題等的急迫需求下，本院各系所都能在各自不

同的專業領域中找到可以與之對準的研究主題，並著手承接相關計畫，整合產官學力量

解決問題。同時與國外大學和研究機構日益豐富的合作機會，也為各系所注入新的研究

動能。然而，各系所也都面臨學生來源日益委縮、學生程度差異，以及年輕優秀師資聘

任不易的情形，面對與其他高等教育機構的人才競爭，著實需要採取相關措施努力保持

競爭力，以吸引、培養和保留優秀的學生和教職員工。 

表 4.7 為工程學院就優勢(Strength)、劣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

(Threatening)之分析。 

表 4.7 工程學院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學院所屬系所領域為基礎科學之應用

與延伸，為工業發展所需之專業知能。 
2. 教師在教學與技術研發、產業服務、課

程規劃等方面，具備學術知識與專業技

能。 
3. 實驗室與教學儀器設備豐富，且各具特

色，提供教師研究與學生學習需求。 
4. 各系所分別有多項獎助學金提供優秀

及弱勢學生積極向學。 
5. 獲核定為雙語學習重點培育學院，在大

學部與研究所均推動全英語授課，有助

學生提升未來競爭力。 
6. 工程實務技術受產業青睞，畢業生廣受

業界肯定。 

1. 學生的英文程度參差不齊及英文口語

表達能力不足，不利英語教學的推行。 
2. 學生數理學科等基礎能力逐漸下滑或

程度差異大。 
3. 部份系所的空間與經費不足，限制研究

發展和教學質量。 
4. 生師比處於臨界邊緣或偏高，不利於師

資質量考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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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 世界大學排名於近年逐步上升，有利校

院系際國際合作與雙聯學位推動。 
2. 與業界互動良好，有甚多產學合作的成

功案例，可與產業需求配合，相輔相成。 
3. 國家重點發展領域與本院研究領域密

切扣合，包括化工生技、半導體、淨零

碳排、前瞻綠能科技等，具有龐大發展

空間及遠景。 
4. 高科技產業或先進科技技術領域對人

才之需求量龐大。 
5. 強化國際化工作，教師與國外大學和研

究機構學者合作機會豐富，有助擴展師

生國際視野。 
6. 鼓勵招收國際碩、博士生，對教師教學

及學生學習都為良性刺激，有助國際化

發展。 

1. 國內少子女化影響，學生來源銳減，招

生逐漸捉襟見肘，學生質與量均有降低

的趨勢。 
2. 大學研究所類別眾多以及頂尖大學增

加招生名額，因此較難留下本院優秀大

學部學生繼續攻讀研究所。 
3. 近年報考博士班年輕學子逐年減少，恐

造成研究斷層。 
4. 資深教師退休或其他大學挖角，新聘優

質教師不易。 
5. AI 科技、通訊軟體與網路影音佔據學生

作息，傳統教學法較難吸引學生注意。 
6. 技術領域需要不斷跟進新興技術的最

新發展，才能保持領先地位。 
7. 國科會研發計畫經費降低，教師須配合

調整研發方向並持續加強與產業結合

之能力。 

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之分析，本院相關對策及具體執行方法

如下： 

相關對策： 

(1) 迎戰少子女化 

(2) 重視學生學習 

(3) 引導師資發展 

(4) 強化課程整合 

(5) 落實管理辦法 

(6) 資源彈性運用 

(7) 接軌國際舞台 

具體執行方法： 

(1) 落實教學品質與學生預警：教學為教師之職責，除了研究工作外，教學品質

亦應重視。 

(2) 提前規劃佈局徴聘新進教師：固定盤點各系所未來六年屆齡退休人數，以提

早啟動教師聘任作業。並若預期師資不足，亦能針對課程規劃討論必要之調

整。另也同步擬修訂放寬院內新聘教師資格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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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盤點研發能量，整合領域：本院廣泛可分為化工、材料、土木環境等三大領

域，多位教師已建置出優異的研究團隊。擬透過盤點本院教師指標，結合本

院發燒課題，以團隊方式爭取大型計畫，並投入資源持續耕耘。 

(4) 推動跨領域、跨系所研發領域與硬體統整：針對重點之跨系、跨領域研發團

隊與學科領域，例如：院內的人工智慧、軟體、數學教學等，加強教室、空

間、師資人力與學生的整合，建構跨系所的學習風氣，使資源能夠獲得更有

效的整體運用。 

(5) 專業課程融入全英語：爭取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精進成

為重點培育學院」計畫，推動本院雙語教學工程。 

(6) 課程精實與重整：落實課程精實成效，提升學生的學習強度，並與學校政策

配套，由院級以就業領域構築課程藍圖，推動跨院系學生之跨域學習活動。 

(7) 提供研究、教學、服務績優教師獎勵措施：提撥院內資源鼓勵包括大型計畫、

教學創新以及服務績優之教職員的計畫申請。 

(8) 國際化策略：彈性擴展國際雙聯學位課程修習之機制，思考以線上課程降低

學生對國際化之心理門檻，提升學生對於國際化之意願，以雙聯學位幫助學

生提升競爭力以及強化本校研究所之招生。 

2.目標與特色 

本學院定位為教學、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多元發展的學院。在教育方面，培育專業、

勤奮且具國際觀的學生，以滿足國家經濟建設與工業發展所需；在學術研究方面，於良

好基礎下持續提昇研究水平，並強化國際學術交流；在工業服務方面，加強維繫與產業

界的合作關係，以具體落實工程教育及研究成果。本院之目標與特色之建立，著重本校

「多元創新的學習環境」、「務實導向的產學研發」及「深耕學研的國際交流」等 3 項主

軸目標，並具體對應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及 169 項細部指標，全方位推動

院務永續發展。本院之目標與特色，分述如下： 

本院目標：  

(1) 培育兼具工程領域(生醫、化工、材料、資源、有機高分子、土木及環境工

程)專業與數位科技能力之技術人才。(A-1、B-1、B-3) 

(2) 持續務實嚴謹教學的傳統校風(B-4、D-1)。 

(3) 實施跨領域整合能力、理論與實作均衡的專業訓練。(B-1、D-2) 

(4) 注重學生的工程倫理與生活素養。(B-5、C-3) 

(5) 形塑特色研究領域。(D-1、D-2) 

(6) 結合校友力量，成為國內產業的技術後盾。(B-2、B-4、C-2、D-3、F-4) 

(7) 推展國際交流與合作。(E-2、E-3、E-4) 

(8) 成為具競爭力、有效率之現代化學院。(D-1、D-2、D-3、D-4、F-1、F-2) 

(9) 結合產業與重點研究領域成為吸引國際學生之場域。(D-3、E-1、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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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結合教學與研究之國際化學院新典範。(D-1、E-1、E-2、E-3、E-4) 

本學院依教學、研究、服務之性質，相關之細項目標說明如下： 

(1)教學目標 

A. 培育工程領域專業技術人才(生醫、化工、光電、材料、資源、有機高分子、

土木及環境工程)。(A-4、B-1、B-3) 

B. 實施跨領域、理論與實作均衡的專業訓練。(B-1、D-1) 

C. 持續務實嚴謹教學的傳統精神。(B-4、D-1) 

D. 注重學生的工程倫理與生活素養。(B-5、C-3) 

E. 培養學生具備先進技術之研究能力。(D-2) 

F. 培養學生具備以英語學習工程領域專業技術之能力。(E-3) 

G. 積極延攬國內外優秀學生就讀。(E-1) 

(2)研究目標 

A. 形塑特色研究領域與團隊。(D-2) 

B. 積極推展國際合作與交流。(E-3、E-4) 

(3)服務目標 

A. 成為國內產業的技術支援後盾。(D-3) 

B. 成為國際著名的學術研究機構。(D-1、E-3、E-4) 

本院特色：  

本學院自創設以來，一直以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具之高級工程人才為已任，有系統地

培育土木防災、材料資源、有機高分子、化學工程、生醫工程、環境工程與管理等專業

人才，在包括：半導體工程、先進材料科技、風電工程、鐵道工程、能源以至於環境資

源工程等國家重大工程領域，都肩負著培植技職體系學生與產業共進的責任。雖然本院

各科系專長訓練與課程內容均有極大差異，但卻共同構築一有利於跨域、跨界、跨國的

學習環境，共同培育新世紀具備解決問題能力的工程人員，及具國際化溝通能力與領導

特質的業界專才，共同成為產業的後盾。相關特色如下： 

(1) 專業課程融入資訊科技技能 (B-1) 

(2) 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與工程業界聯繫密切。(B-2、B-4、D-1) 

(3) 各領域團隊，在國內學研單位已具備知名度，有助於爭取持績性的研發計

畫經費。(D-2) 

(4) 積極爭取產學合作，與業界的產學成果豐碩。(D-3) 

(5) 主導或協同國內多個公協學會，擔任理、監、董事等職務。(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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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量化指標  

工程學院依據中長程發展計畫之 6 大主軸目標及 26 項發展策略，擬定量化發展指

標及執行期程。各項發展指標依據院系之資源條件、軟硬體設備及近年表現，篩選出特

色亮點指標，再從中訂定核心發展指標。每學期透過校務發展委員會及中長程計畫書研

商修訂會議，持續針對各單位近中長程預定達成之定量化指標進行追蹤檢討。工程學院

之定量化指標及近三年(111-114 年 1 月 31 日)執行成效如表 4.8。 

針對執行率較低者，提出相關原因及改善措施如下： 

(1) 有關生師比值部份系所仍略高，係因本院面臨資深教師退休，惟遭遇博士人

力銳減及近來國內各校均積極招聘新進教師，造成新聘優質教師不易。在此

環境下，各系所需盤點系所內的人力需求與領域分布，以招聘新進教師及延

攬他校優秀教師雙管齊下的方式，維持系所研究量能。 

(2) 有關國科會計畫金額下滑部份，可能主要原因為國科會將大量資源挹注至

特定領域專案計畫，造成其他一般性計畫經費相對減少。在此情況下，學院

提出獎勵教師團隊提送大型計畫申請，以給予實質獎勵的方式，鼓勵教師組

隊申請大型/專案式/整合型計畫。 

(3) 有關境外生人數成長緩慢部份，擬辦理院內境外生招生委員會議，邀集境外

生招生工作老師及系所主管凝聚共識，說明當年度選才機制推動重點，並推

動院內系所與境外生招生面談機制。 

表 4.8 工程學院之定量化發展指標總表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多元創新的

學 習 環 境

(B) 

強化課程統

整，精進學

生跨域整合

的專業能力

(B-1)。 

近程（2 年） 

全學院大學部學

生畢業前完成跨

領域學習。 

本院已完成各系至少主責 2
項微學程之目標，連同去年

環境所主責的「循環經濟與

淨零永續」微學程，本院目

前共計 9 項微學程，並建構

台積電半導體製程模組產業

學程，以滿足學生跨領域學

習業門檻。 

發展創新教

學模式，建

構以學生為

主的學習環

境(B-3) 

近程（2 年） 

1. 全 學 院 通 過

「IEET 工程及

科 技 教 育 認

證」。 
2. 全學院所有開

設課程均登錄

於本校「教學

進度及大綱」

查詢系統。 

1. 所屬系所通過 IEET「工

程教育認證」，認證期間為

108 年至 114 年。 
2. 所有課程均有登錄「教學

大綱與進度表」供學生查

閱。 
3. 111-113 年間共新聘 14 位

新進教師，惟生師比值部

份系所仍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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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3. 持 續 增 聘 師

資，各系所生

師 比 下 降 至

博、碩士生師

比值≦15、生

師比值≦35。 

攜手多元產

業 合 作 模

式，培育優

質跨域就業

人才(B-4) 

中程（4 年） 

持續開設大學部

校外實習課程，

研究所開設校外

實務研究課程，

期望最後修課人

數 可 以 達 到

100%為目標。 

大學部共開設 30 門校外實

習相關課程，研究所共開設

3 門校外實務研究課程，修

習總人數約為 1,000 多人。 

務實導向的

產 學 研 發

(D) 

 

建構實務導

向與全球化

的研發策略

(D-1) 

近程（2 年） 

1. WOS 資料庫或

Scopus 資料庫

論文：每年篇

數成長 5%。 
2. 國科會計畫：

每年金額成長

5%。 
3. 專利：每年件

數成長 5%。 
4. 技轉：每年件

數或金額成長

5%。 
5. 產學合作：每

年產學計畫金

額成長 5%。 

1. 論文篇數 111 年為最高，

達 644 篇。 
2. 國科會計畫金額 111 年為

最高，達 15.29 千萬元。 
3. 專利核准件數 111 年為最

高，達 12 件。 
4. 技轉金額 112 年為最高，

達 2.77 千萬。 
5. 產學計畫金額 112 年為最

高，達 18.03 千萬元。 

強化跨校及

跨域研究合

作 的 機 制

(D-2) 

近程（2 年） 

1. 舉辦全國性或

國 際 性 研 討

會：本院系所

每年至少 1 次。 
2. 跨領域或跨校

之 整 合 性 計

畫：本院系所

每年至少有 1
件。 

1. 共辦理全國性研討會 11
場、國際性研討會 13 場。

(含主、協辦) 。 
2. 院內各系所都有老師參與

本校與國內、國際、大陸合

作學校(機構)校際學術合

作計畫，每年件數約為 30
件左右。 

深耕學研的

國際交流

(E) 

推展優秀境

外研究生攬

才留才 
(E-1) 

長程（8 年） 

外籍生人數：達

到全院學生總數

的 10 分之 1。 

日間部境外生人數逐年微幅

上升，從 129 人上升至 159
人，比例逐步成長至 5.95%，
將持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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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建立技職特

色國際交流

模式(E-2) 
中程（4 年） 

參與出國實習或

出國交換生：每

學年成長 5%。 

參與出國實習及出國交換生

人數穩定維持在 30-50 人左

右。 

落實全球在

地化提升國

際 能 見 度

(E-3) 

中程（4 年） 

1. 與國外知名大

學簽署 MOU
學 術 合 作 協

定：每年 2 件。 
2. 全學院全英語

授 課 (EMI) 課
程數達 125 門。 

1. 學術 MOU 合作協定共計

7 件。 
2. EMI 課程已從大幅成長階

段進入微幅成長階段(141
門上升至 149 門)，將持續

維持開課量能。  

聚焦標竿大

學發展實質

合作(E-4) 
中程（4 年） 

1. 國際合作論文

發表：每年至

少 100 篇。 
2. 推動聯合學制/
雙聯學位：每

年至少 1 件。 

1. 國際合作論文發表篇數平

均為 262 篇。 
2. 聯合學制(大+研)共洽談

簽訂 3 件，雙聯學位(研+
研)共洽談簽訂 3 件，合計

共 6 件。 

(三) 近中長程發展策略 

本院的近中長程發展策略扣合對應學校的主軸目標及發展策略開展。主軸目標包括：

「多元創新的學習環境」、「務實導向的產學研發」及「深耕學研的國際交流」等 3 項，

發展策略包括：(1)強化課程統整，精進學生跨域整合的專業能力(B-1, SDGs 4.3)；(2)提

升產學合作、校友資源利用，以硬體設備更新(B-2)；(3)發展創新教學模式，建構以學生

為主的學習環境(B-3, SDGs 4.3)；(4)攜手多元產業合作模式，培育優質跨域就業人才(B-

4, SDGs 4.4、SDGs 8.5)；(5)鞏固校友企業專業鏈結，樹立學生學習楷模(C-2, SDGs 4.3)；

(6)建構實務導向與全球化的研發策略(D-1, SDGs 8.5)；(7)強化跨校及跨域研究合作的機

制(D-2)；(8)推展優秀境外研究生攬才留才(E-1, SDGs 8.5)；(9)落實全球在地化提升國際

能見度(E-3, SDGs 4.3)；(10)聚焦標竿大學發展實質合作(E-4, SDGs 4.3)等 10 項。 

1. 近程發展策略（2 年） 

(1) 推展 EMI 英語授課，執行重點培育學院計畫 (A-1、B-3、D-1、E-3) 

針對日間部大學部及研究所的學生展開全英語教學，以教育部之部訂指標為基礎，

輔以本校共同專業英文的學習(大學部)，以及 Fulbright 教學團隊之進駐，從課程、師資、

學生等 3 大面向推動本院雙語化學習進程。 

(2) 持續推動跨領域課程 (B-1、B-4、D-1、D-2) 

針對重點之跨系、跨領域學科領域，例如：院內的人工智慧、循環經濟等議題，加

強資源整合，建構跨系所的學習風氣。並由院級以國家發展方向與既定如淨零碳排方向，

構築院內課程藍圖，推動跨院系所學生之跨域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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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展國際盟校實質合作 (B-4、D-1、D-2、E-1、E-3、E-4) 

依據不同系所領域，針對不同機構鼓勵教師參與聯合研究。以及盤點院內教師國際

合作分布，集結院內專長、領域、合作國家相近的老師形成團隊、出訪交流。並辦理推

廣活動，推動學生參與出國交換、海外實習及修讀聯合學制或雙聯學位。 

(4) 優化國內、外招生選才 (E-1、E-2、F-4) 

提出針對國內、國外學生具體的招生策略或措施，並強化各系、所特色亮點曝光及

境外生生活與心理輔導。 

(5) 激勵教師拓展學術影響力 (B-2、B-4、D-2、D-3、D-4) 

聚焦本院重點研究發展方向，盤點整合院內相關技術研究團隊，配合政府與產業之

發展方向，例如：淨零永續、能源、風電、半導體、生物科技等，投入公部門與私人企

業的產學合作計畫以及獎項申請，提升本院研究之質與量。 

2. 中程發展策略（4 年） 

(1)教學 

A. 持續推動「IEET 工程教育認證」 

「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是國際間大學工程教育的新趨勢，通過認證學

系之畢業生，可得憑此優勢擴大就業市場，並具備直接考取他國工程師執照

與執業的資格。本院 108 年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所)、分子科學與工程系

(所)、材料及資源工程系(所)、土木工程系(所)、資源工程研究所、環境工程

與管理研究所皆順利通過「IEET 工程教育認證」，未來全院各系所將持續推

動工程認證，依各系所特色設定之教育目標進行教學，持續改善教育品質。 

B. 深化學生專業技術能力 (B-2、B-4、C-2)  

持續推動學生參與校外實習或校外實務研究，鼓勵系所與公民營企業簽

約，增加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實習機會，希望可以達到全部學生皆能前往校

外實習，培養理論與實務結合之能力，並拓展業界實務經驗。 

同時，亦於課程中結合相關證照考試、配合證照考場翻新學生實習空間，

並持續改善上課教室與教學實驗室、建置 PBL 教室，使修習 PBL 課程學生

有一專業討論空間，培養學生實作解決問題之能力。 

未來仍會繼續朝向培育學生畢業即能具備符合業界需求的職能，達到無

縫接軌的目標，獲得企業的青睞及肯定。 

C. 推動以學院為教學核心的課程整合及跨域學習 (B-1) 

持續配合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推動以學院為核心之課程整合暨跨領域

學程及校內課程精實計畫，由學院整合開設院內課程性質相近的共同專業核

心課程為「院級課程」，另也開設學院整合性選修課程合班授課，以提高學生

選課彈性，並降低開課數及教師授課負擔。 

此外，學校自 106學年起設定大學部入學新生畢業前須完成跨領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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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學院及各系亦陸續設立跨域微學程，強化以院級核心目的之跨域學習，破

除系的本位核心，也增加同學與他系同學互動或與外界交流跨域學習的機會。 

D. 推動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B-3) 

鼓勵榮獲學院傑出教學獎的老師，提出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

請，同時也給予申請教師實質經費獎勵，鼓勵全院教師踴躍提案，已看見申

請件數及核定通過件數均有上升，已見初步成效。透過教師從教學現場發現

問題後，提出改進策略，以創新教學方法、教材教法改變，回歸以學生為主

體之教學模式，期望藉此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學生學習成效。 

(2)研究 

A. 積極增聘優良師資及研究人力  

本院逐年增聘學養俱佳、具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及業界實務經驗之新任

教師，亦延攬專案研究教師及博士後研究人力，並配合國家政策之攬才計畫

(如玉山學者等)，積極延聘優秀研究人員到校服務，與院內教師組成研究團

隊，以開發新的研究能量。並調整院版各級新進教師計分辦法，使其更具彈

性，得以聘任有研究潛能的學者進校服務。 

B. 提升與擴充研究生的質與量 

本院自 109 學年度起，研究所日間部碩士班學生招生名額，因配合國家

離岸風電之發展，獲核定增量 15 名；另配合國家半導體、AI、機械領域之發

展，113 學年度研究所招生名額獲核定共擴充 70 名(日間部碩士班 57 名、日

間部博士班 6 名、碩士在職專班 7 名)。隨著研究生人數逐年增加，希望進一

步著重素質的提升，生源之量變將轉換為質變，以留住優良學生繼續就讀本

院碩、博士班為主要方向。 

C. 持續推動研究獎勵措施 (D-4) 

本院除了持續以「傑出研究獎」鼓勵教師投入研究外，亦持續補助新進

教師創始研究設備費，並依據本校「獎勵特殊優秀研究人才支給作業規定」，

訂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程學院獎勵特殊優秀研究人才彈性薪資支給評審

準則」，辦理本院編制內及依本校法規進用之編制外教研人員申請特殊優秀研

究人才獎勵金額作業。 

D. 發表具影響力之研究論文 (D-1) 

過去以 SCI 論文數量為目標的取向，在數量逐漸提升之際，亦將進一步

兼顧論文的學術價值，持續發表具世界、產業、社會影響力與貢獻之研究論

文，以發表於國內外認定之高品質 SCI、高影響係數及高引用率之期刊論文

為目標。 

E. 申請並執行特色領域研究中心 (D-2) 

本院目前設有 2 個獲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之校級特色領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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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一是第一期由分子系主導之「智慧紡織科技研發中心」，二是第二期由

化工系主導之「高值生醫材料研究與商品化中心」，整合院內跨系所及跨院之

專長，成立國際級特色領域研究中心。 

(3)產學合作 

A. 廣邀業界專家開授實務課程 (B-2、B-4) 

為使學生更了解實務界的動向，並透過與產業界人士的互動，對於實務

上最新產業運作模式更加了解，配合學校推行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針對

實務性及專題課程採教師與業師雙師教學模式，積極與產業專業人士合作開

設課程，或藉由專題討論課程邀請產業專業人士蒞校演講，與師生分享實務

經驗，促進師生對於業界的認識，對學生未來就業、事業發展均有助益。 

B. 爭取產學合作計畫 (D-3) 

鼓勵教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建立與產業界間的連通網絡，落實理論與

實務結合之教學目的。除了科技部產學計畫之外，亦鼓勵教師廣泛參與政府

或民問所提供的產學合作計畫，或與各大企業簽訂合作意向書(MOU)，以提

升教師與政府機關及產業界間的互動關係。 

C. 對準產業服務社會 (D-2、D-3) 

搭配本院的校級與院級研發中心，或是跨校研究中心的合作，提升本院

的產學計畫件數與金額，增加專利件數與技術移轉績效，對準產業服務社會。 

D. 強化學生實習計畫 (B-4、C-2)  

透過校友服務組織提供在校學生學期間或寒暑假實習計畫，以加強學生

在校所學，使其能夠與未來就業技能相互結合，也持續擴大實習合作企業範

圍，深化與產業界合作交流，增加學生實務訓練，提昇學生之實務能力。另

透過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與校內國合計畫，鼓勵本院學生前往國外公司或研

究單位進行實習或短期研究，拓展其國際視野。 

E. 善用校友專業資源 (C-2) 

本院在開授實務課程、產學合作計畫、學生實習計畫等面向均與校友保

持緊密的合作關係。借重校友企業的知識與技術輔導，於專題討論課程邀請

校友返校分享實務經驗，或遴聘為業界教師與校內教師共同授課，亦鼓勵教

師與校友的企業開展產學合作計畫或提供技術服務檢測等。同時，也向部份

校友企業募集經費作為學生獎學金之用，或積極爭取提供給學生的實習機會。

期盼藉由各項方式，鞏固並深化與校友企業之專業鏈結，同步提升校友企業

以及本院系所之影響力。 

(4)推廣服務 

A. 持續提供進修機會 (B-2) (SDGs 4.3) 

本院的 7 個碩士班中，有 4 個系所設置碩士在職專班，一週六天全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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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提供業界在職進修之機會，透過攻讀碩士在職專班取得學位，或修習課

程取得相關學分證明，強化職場競爭力。 

B. 整合行銷特色亮點 

藉由院系所中英文網頁資訊翻新，來強化與外界的連結，讓本院之發展

成果更廣為人知。 

(5)國際化 

A. 提升學生英文能力 (E-3) (SDGs 8.5) 

配合國家重點政策，本院自 110 學年度參與「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

計畫」，110-112 學年度為本校重點培育學院，113 學年度為領域型標竿學院，

已建構由低年級、基礎學科或導論課程導入全英語教學，作為銜接高年級課

程之策略方向，以循序漸進方式增進並加深英語學習之力道，並從「課程安

排」、「師資與教學輔導」及「雙語教學環境」等 3 個面向推動雙語化學習策

略，持續提升學生英語力，強化全英語授課。 

B. 持續推動聯合學制及雙聯學位 (E-4) 

持續推動大學部高年級學生接軌國際課程，前往已簽訂完成的合作學校

完成國內與國外雙碩士學位。同時亦努力與海外 QS300 名以內之大學簽署研

究所雙聯學位，並研議討論課程規劃對接等事宜，未來院內四系兩所均陸續

與國際知名之機構建立雙聯學位機制。 

C. 持續強化國際交流 (E-3) 

持續與國際知名大學拓展新的學術合作機會，包括簽訂新的合作意向書、

辦理各類國際學術研討會/工作坊、繼續延聘國際講座教授等。並希望定期於

每年寒、暑假邀請所聘請的國際講座教授或短期國際訪問學者至學院專題演

講或開設 1~3 學分的正式課程，以英文授課、報告及考試，提供學生體驗不

一樣的上課環境。 

此外，亦將穩定維持定期或不定期的學術交流互動，透過接待來自國外

及大陸的師生團體，或師生組團至國外及大陸進行國際考察訪問，都有助於

雙方發展合作關係。即使遭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例如：COVID-19 新冠肺

炎)，亦可採取線上互動的方式視訊面談或辦理國際講座，在國際移動受限的

情況下，國際學術合作卻不會間斷。 

D. 深化實質合作 (E-4) 

在與既有國際標竿盟校的合作協議基礎上，積極深化雙邊實質交流。本

院已選定美國賓州大學 (Penn State University)、日本九州大學 (Kyushu 

University)及日本東北大學(Tohoku University)為積極深化合作關係之標竿大

學，另也積極與新南向國家的大學接觸，配合學校補助國際合作研究作業方

案，推動教師選送學生出國或邀請合作對象來台，且一年內累積至少 2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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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之研究，並於結束後須發表共同合著論文，尋求與國際標竿大學發展永

續合作及交流。 

E. 提高境外生人數 (E-1) 

積極接納海外交換生與學位生，也鼓勵教師申請及執行新南向及先進國

家優秀青年學子來臺蹲點計畫(TEEP)，廣納多國交換學子來本院學習與交流，

藉由了解臺灣的學術與文化環境，提高日後申請來臺攻讀學位之機會，希望

於 114 學年度本院境外生人數達到全院學生數的 10%。 

3. 長程發展策略（8 年） 

(1)教學 

A. 推動全院課程整合 (B-1) 

針對化工、分子、材料等材料領域以及土木、資源、環工等循環經濟領

域持續推動整合院內相同課程，朝向以大班授課為目標，減少開課總量，以

減輕教師教學負擔。 

B. 盤點重點科目，研思創新教學 (B-3) 

盤點各系所重點課程是否可以符合基本學能與國內外工程現況之需求，

且為因應產業結構之快速變遷，逐年檢討專業課程架構、研訂新課程，以符

合市場人才需求。 

C. 注重專業技術，加強實作能力 (B-1、D-1) 

持續聚焦各專業課程的教育目標與核心專業技術，以培育國家經建發展

所需的工程科技人才，並對業界施以小惠結合學生研發專題，提高產學鏈結

度。 

此外，藉由實習活動，加強學生實習活動輔導，媒合加入適合的專長領

域產業，提高未來學生進入職場之成功機率與引導議題之機會。 

D. 培育 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人才，擴展學生專業視野 (B-1)  

為加強學生之數位科技能力，學院成立一整合性微學程，藉由結合工程

數位科技與人工智慧領域之專業知識，使學生具備以數位科技與人工智慧能

力解決工程領域問題之能力，並能了解數位科技與人工智慧在工程上之應用

技術與內容，以期培養設計開發相關應用工具的能力。 

此外，學院近年也積極辦理半導體相關學程。本院材資系設有「半導體

-製程微學程」，以薄膜科學與檢測分析、半導體製程、半導體元件物理等 3 大

領域規劃課程，學生修畢至少 11 學分即可取得微學程證書。另也於 112 年與

台積電合作開設「半導體-製程模組」產業學程，包括半導體元件關鍵學能、

先進製程技術(基礎+進階)共 33 學分之課程模組供學生修讀，將工程數學、

物理化學等奠定學生基礎數理能力相關之課程列為必修。另本校創新學院自

113 學年度起設立「半導體科技碩士學位學程」，預計招收 30 名學生，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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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參與課程規劃、師資授課等事宜。 

(2)研究 

A. 鼓勵研究創新 (D-1、D-2)  

推動辦理跨領域整合型重點研究計畫或多年期國家型整合型計畫，充分

結合國內外之人力與資源，創新研究風氣。另針對目前院內符合國家重點政

策且較具前瞻性的研究重點，如「能源與光電技術」、「電子材料技術」、「先

進防災技術」、「綠色環境技術」與「生醫材料技術」等，在既有的基礎上，

鼓勵加值研究創新。並訂定獎勵計畫，扶植具有未來性且高研發潛能的研究。 

B. 落實貴重儀器實驗室運作 (D-4) 

要求各系所每年彙編補助貴重儀器購置以滿足研究需求，新增採購設備

規劃，集中經費以團體最大效益為考量提昇系所設備，提高研究品質，強化

研發競爭力。 

C. 整合跨域研發，綜整研究團隊 (D-2) 

對內積極整合院內各系所專業領域師資，建立教師研究聯盟，鼓勵教師

組隊提送大型整合計畫或大型特色研究計畫，厚實產出，提高計畫金額，使

學術能量達到加乘效果。對外強化校內跨院夥伴合作關係，積極整合跨院研

發團隊聯盟，整合資源、促進合作。 

D. 與北區工程學院策略聯盟 (D-2) 

配合台北聯合大學系統，工程學院間進行策略聯盟，強化各院的優點，

化解缺點，提升各院所之競爭力，互利共贏。 

E. 進行院務研究，以提升競爭力 (D-4) 

擬進行院務研究，深入分析本學院之 SWOT，以提升競爭力。鼓勵教師

發表 SCI 論文與實用性的研發成果(專利、技轉等)，鼓勵無升等壓力之教授，

建立產品導向之研發方向與特色。亦可增加論文之 Citation，利用 Scopus 資

料庫及 SciVal 系統，分析工程領域 Cite Score 指標及 FWCI 影響係數，在多

元化之研究領域與環境中，建立系所特色亮點。 

(3)產學合作 

A. 擴展全方位產學合作 (D-3) 

加強與產業界之建教合作研究與技術交流，以建立全方位之產學合作模

式，業界也能藉由學校與學生的投入獲益，畢業生在公司的優異表現，將能

落實未來研發議題的引導與委託。 

B. 媒合交流，推動產學社群 (D-2) 

選定特定技術領域籌組產學社群，定期舉辦媒合交流會，提供研發團隊

與產業界經驗交換、意見溝通的場合，藉以激發與創新理念及促成合作之機

會，並配合本校高教深耕計畫，完成研究產學技術深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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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落實研發成果商品化 (D-3) 

鼓勵支持教師繼續深化與產業界的合作，並申請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

(產學大小聯盟計畫)及產學研價值創造計畫，以產業需求為核心導向，透過產

學研三方共同執行計畫，整合多方研發資源，合作進行技術商品化開發。教

師運用既有之基礎研發能量及設施，開發前瞻、創新產業技術，並進一步促

成關鍵智財及技術衍生新創事業或新事業部門，有效協助企業轉型與產業升

級。 

(4)推廣服務 

A. 提升學術影響力 

研發團隊布局國內主要公協會與審查，擴大話語權與影響力。 

B. 落實大學社會責任 

除了配合學校執行「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之外，本院藉由土木、

環境、化工與材料等專業，提供政府與民間機構專業之諮商意見，參與國家

建設、環境、資源、能源等重大議題與政策之制定，亦鼓勵撰寫專書，型塑

領域專業與社會責任形象。 

(5)國際化 

A. 持續推動全英語授課 (E-3) 

配合政府「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之願景，接續第一階段

(2021~2026 年)之執行成果，以打造國際工程學院，培育雙語之工程領域專業

技術人才為目標。 

B. 擴展學生國際視野，增加交流學習機會 (E-3) 

配合學校現有機制大力推動國際交換學生，擬編列獎助金鼓勵學生參與

國際競賽，並持續以提升學生修讀國際校際雙聯學制為目標，建立實質之學

生交互修課與雙學位取得的制度，提昇本院師生國際視野及外語能力。 

C. 擴大教師參與國際實質合作 (E-4) 

透過教師國際雙邊實質合作、國際講座教授蒞校等等措施，提供相關協

助。期許院內有更多教師發展國際雙邊實質合作，加強跨國際之雙邊學術及

研究合作案，與更多國際大學或機構深化實質合作關係。 

 

 



109 

四、管理學院 

(一)現況 

1.組織架構 

本院正式成立於 1999 年，並於 2000 年 9 月通過 ISO 9001 認證，為全校唯一通過

ISO 認證之學院。為因應少子化風潮及確保管理學院永續發展，本院自 2013 年起即進

行一波組織重整，確立目前以實務研究為特色之三系架構，同時致力於追求教學、研

究、服務與產學卓越，以國際化與創新創業為主軸，在現有的良好基礎上，建立自我

特色。本院正式於 2019 年 7 月通過國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簡稱 AACSB)認證。為持續追求進步與卓越，本院已於

2022 年 6 月遞交再認證(CIR)申請書，為 2025 年 AACSB 再次認證做準備。 

 

 

 

 

 

 

 

 

 

 

 

 

 

 

圖 5.1. 管理學院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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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所簡介 

本院目前設有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含學、碩、博士班)、經營管理系(含學、碩士

班)、資訊與財金管理系(含學、碩士班)三系及院屬之管理博士班、EMBA 專班及

IMBA 專班。全院專任師資人數 51 人，其中教授 27 人、副教授 13 人、助理教授 11

人。另聘有專案師資 3 名。 

(1)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管系成立於民國 52 年成立，為台灣最早的工業工程系之一。工業工程主要是研

究決策者在面對複雜系統的運作：人員、機械設備、資金、物料與能源、資料、製造

技術方法與流程、以及系統環境條件等，應用數學、物理、工程設計、資訊管理、甚

至社會科學的專門知識與工具，進行系統性的分析、評估、控制、並加以改善的學

科。 

工管系辦學及專業特色，主要是配合我國經濟朝向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科技化

與國際化、以及傳產業特色化的趨勢下，將教學與研究分為三個領域：「生產管理與

製造服務」、「產業電子化與資訊應用」、以及「管理科學與決策」。生產管理與製

造服務領域之發展著重於創新設計與研發管理流程；產業電子化與資訊應用領域之發

展著重於資訊收集、資訊處理及電子化之整合能力；管理科學與決策領域著重使用計

量方法來建構決策模式，以最佳化為目標協助管理者制定相關決策。 

工管系的辦學與專業特色深具獨特性，與其他學校相比有其明顯的差異。工管系

特別強調與產業界的緊密連結，注重回應企業的實際需求。工管系的教師團隊不僅擁

有豐富的產業經驗，並且與本校系友所組成的強大產業網絡形成正向循環，進一步提

升教學與研究的實務性。透過國科會計畫、產學合作計畫及實習專題等多元安排，工

管系的研究與教學著重學以致用，確保學生能夠將所學知識有效應用於實際工作中。

此外，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工管系的課程內容與設計亦持續調整，以迎合最新的科

技發展趨勢，像是智慧製造、大數據分析與生成式人工智慧等新興領域，均已納入工

管系的教學與研究中，使學生始終站在技術與知識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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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工管系教師皆有強烈的產業鏈結，研究

與課程調整上均能與時俱進。工管系新

聘教師中，已加入供應鏈碳足跡管理以

及企業 ESG 碳排量測等相關研究與教

學能量，符合產業需求。 
2. 工管系教師與產業鏈結互動密切，與產

業現況接軌程度高，有助於學生未來就

業與實習，也有利於招生。 
3. 工管系教師大部分均能使用英語教學並

開設 EMI 課程，對於國際學生的接受

度高。 

1. 工管系新生率取率低，表示人才需求強

勁。然而師資員額與行政資源相對不

足，生師比例偏高，發展受限。 
2. 對於國際生給予的協助有限，缺乏行政

專業窗口，使得招生相對被動。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 工管系優秀系友眾多以及產業鏈結強

勁，因此對於國際化方面的合作，尤其

是針對以特殊產業，例如半導體產業，

為導向的國際實習交換生，有高度的執

行能力與吸引力。 
2. 工管系連續兩年承辦經濟部執行的半導

體 AI 應用工程師人才培育的潛力學程

經驗，可以考慮擴展到美國亞利桑那州

以及日本的熊本縣，對於人才國際化與

學生招生等提供誘因。 

1. 工管系學生能順利畢業的比例偏低，因

為教學方面的資源過於欠缺，無法給予

學生更多輔導所致。這在少子化的趨勢

下，將影響未來學生觀感與就學意願。 
2. 工管系教師雖有國際化的能力與意願，

然而工管系無行政專職人員，無法提供

國際生專業的行政流程協助，將導致在

國際生招生的困難，影響優秀國際生觀

感與就學意願。 

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之分析，工管系相關因應策略如下： 

A.工管系於近期行政助理屆齡退休的遴補過程中，順利尋得具有英語能力且

對於工管系專業熟悉的新進同仁，相信有助於工管系國際生與本地生在選

課方面提供可靠的協助，後續也將積極爭取學校相關支援。 

B.工管系鼓勵教師參加 EMI 教學知能研習，吸取創新教學方法，加強學生對

於英語的聽力與專業知識的連結，並提昇其成為國際化人才的學習動機。 

C.工管系積極與國際知名大學的工業工程系所進行雙聯學制以及 3+1+1 學制

的 MOU 簽訂，讓學生的學習能有更多元的選擇，降低本校因無法提升國

際學習環境與英語學習資源不足的問題。 

D.提供學習課外的學習資源，例如增加課程協助的助教人數，同時鼓勵教師

與課程協助的助教多多參與 EMI 社群，讓師生瞭解不同協助學習的課程

設計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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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營管理系 

經管系自民國 87 年成立以來，已經歷了多次發展與變革，從早期的商業自動化與

管理研究所碩士班發展至今，經過了多年的教學與實踐累積，目前設有日間部四技、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並支援管理學院博士班及 EMBA 經營管理組。在與其他學校

的經管系相比，我們的經管系展現了幾個獨特的優勢。 

首先，經管系強調數位時代背景下的經營管理教育，培育學生具備數位化、創新

化的管理思維，這在課程設計上充分體現。經管系的研究與教學涵蓋了行銷管理、策

略與人力資源管理、財務管理、服務科學以及創新創業等多個領域，而這些領域的教

學與研究內容不僅著重理論基礎，更強調與實務深度結合。 

此外，經管系與重要企業及研究單位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係，這不僅為學生提供

了豐富的實習和就業機會，更使得學生在畢業前即能累積實務經驗。經管系還特別注

重學生領導才能和團隊合作精神的培養，透過領導力培訓、團隊項目合作等多樣化的

實踐機會，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得以應用所學，並發展出應對未來商業和管理挑戰的

能力。 

這些獨特的辦學與教學特色，使得經管系在培育數位時代經營管理人才方面具備

無可替代的競爭力，也與其他學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表 5.2 經營管理系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經管系教師涵蓋各商管領域專業。 
2. 大多數經管系教師能以英語授課。 
3. 新課綱以培養數位時代下經營管理人才

為教育目標，透過課程模組的設計，結

合數位科技與商管理論，深化學生在商

管領域之專業訓練。 

1. 各學制僅有一個班級，但經管課程多

元，教師人數極度不足，生師比偏

高，教師之教學與指導工作負荷量

大，難以提供學生更多課程選擇。 
2. 空間及資源有限，行政人力不足，使

得系所發展緩慢與受限。 
3. 管理領域之優質期刊發表速度慢且接

受率低。 
4. 大學部入學學生的背景多元，程度不

一，造成老師教學輔導的困難。 
5. 雖然經管系有國際化之能力與意願，

礙於人力有限，無法特別針對境外生

進行生活或課程上輔導，國際合作也

因此受限。 
6. 由於企業經營管理問題的成因盤根錯

節，牽涉層面相當廣泛，難以提供明

確的 KPI 以承接相關產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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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 國家與企業對具備國際視野之數位轉型

人才之需求持續增加。 
2. 位於台北市中心，交通地理位置方便，

能就近與產業進行交流。 

1. 國內商管學系眾多，經管系相對成立

時間較短，規模較小，比較難以創造

差異化。 
2. 優質之商管領域教師聘僱困難，新聘

教師留任不易。 

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之分析，經管系相關因應策略如下：  

A.經管系已規劃獎勵與輔導機制，協助新進教師提高研究能量。 

B.以「培養數位時代下經營管理人才」之教育目標，設計課程模組，並透過

課程模組的設計，結合證照與實習，以提高教師與學生深化與產業之連

結。 

C.透過邀請企業到系所徵才或給予經驗分享，創造更多與產業互動交流之機

會。 

D.經管系已制定全球徵才策略，透過學術演講邀約，主動接觸有研究潛力的

商管教師，以降低生師比。 

E.經管系擬於系所網站設計實習專區，積極主動媒合學生實習機會。 

F.經管系擬於系所網站設置交換生專區，促進國際交流。 

G.經管系擬制定辦法，將入學學生的專業程度分級，以分組教學，提高學生

學習成效，降低教師教學負荷。 

(3)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因應金融產業面臨的「數位轉型」與「智慧轉型」趨勢，資財系以培養具備人工

智慧賦能、資訊技術與財務金融管理專業能力的人才為使命。資財系不僅教導學生傳

統的財務管理知識，更注重於資訊技術與財務金融的融合，讓學生能夠在迅速變化的

金融科技(FinTech)產業中脫穎而出。  

資財系的辦學特色在於課程設計上結合理論與實務，強化學生的理論基礎，更使

他們具備獨立開發與管理資訊系統的實務能力。資財系的課程內容涵蓋資訊管理、財

務管理、金融管理等多個領域，讓學生能夠在學習過程中發展個人專長和興趣。相較

於其他學校的資財相關科系，我們的課程更靈活且具實用性，特別是針對數位轉型中

的金融科技應用，如人工智慧、大數據分析、區塊鏈技術等新興科技，資財系持續引

進最新的技術和應用，確保學生的知識和技能與時俱進。  

此外，資財系與金融機構、科技公司及資訊企業保持緊密的產學合作關係，為學

生提供了豐富的實習機會，這些機會讓學生得以在真實環境中應用所學知識，還能夠

提前適應職場需求。同時，資財系亦鼓勵並輔道學生積極參與專業證照考試提升就業

競爭力，為學生在進入職場之前建立起扎實的專業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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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資財系致力於培育具備跨領域能力的專業人才，這種能力不僅限於

財務或資訊技術單一領域，而是能夠在金融科技這個數位化競技場中靈活應對各種挑

戰的全方位人才。這種辦學特色，使我們資財系在金融科技人才的培養上，與其他學

校相比更具競爭優勢。 

5.3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資財系同時具有資訊與財金背景兩種專

業領域的老師。為國內唯一金融資訊兩

種領域皆有師資的科系。 
2. 資財系在技職體系商管學群的排名，近

幾年來都落在前三志願，都能吸引到相

當優秀的同學報考就讀。 
3. 資財系為國內科技大學第一個培養兼具

資訊技術與財務金融管理人才的科系。

特別加強資訊方面，尤其程式撰寫能

力，落實資訊技術實作於金融應用上。 
4. 資財系積極導入生成式人工智慧 (如 

ChatGPT) 於課程及專題中，並於 2023
年設置人工智慧賦能跨域微學程，並積

極與產業合作，來培養出具備人工智慧

跨域應用能力。 

1. 金融科技為當紅的領域，非常吸引同學

報考陸續增加許多學生員額及新的學

制，導致生師比偏高，但是在招聘同時

具備資訊與財金專業的優秀師資難度較

高。 
2. 資財系目前有大學部、學優班，以及碩

士班，近年來學生數目快速成長，但系

上配置的行政助理始終只有一位，行政

資源相當缺乏。 
3. 資財系空間較為缺乏，主要原因為學生

數過多，加上 2024 年增設的「金融科

技與資訊安全產碩專班」增加了 22 名

員額，使得使用空間更為侷限。加上北

科大地處北市中心，空間有限，在爭取

教師研究與學生學習空間實屬不易。 
4. 雖然學校鼓勵增聘優秀的競爭型師資，

但是核定員額很少，限制條件很多，聘

任程序冗長，導致錯失很多優秀師資的

聘任機會，使得本系生師比不易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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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 資財系地處台北市中心位置，周邊有相

當多的資訊公司、金融業、金融科技

業，能提供資財系同學相當多元且豐富

的實習機會。 
2. 資財系涵蓋資訊與財金兩種跨領域師

資，且位處於在台北中心與金融重鎮，

故有相當多與產業界、政府部門產學合

作的機會。 
3. 資訊技術演進本來就會帶動金融產業發

展，資訊與金融始終息息相關結合，不

會因為時間演進而退流行。因此，資財

系發展內容與發向總是可以順應潮流，

持續發展。 
4. 資財系重點發展特色為“金融科技”，重

視學生之多元跨領域整合能力，可因應

近年來快速新興的金融科技與數位金融

浪潮。 

1. 資財系為全國第一個在科技大學成立具

有資訊與金融跨領域的科系，其後陸續

有其他大學與科大仿造成立類似系所。 
2. 資財系急需快速補足優秀且具有資訊與

財金兩種領域的師資，但是優秀師資不

易尋找。 
3. 學校空間有限，本系成立較晚，學校給

予的空間與資源非常有限，爭取空間與

資源非常困難，限制了系所發展。 

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 之分析，資財系相關因應策略如下： 

A.近年來，北科大在 QS 排名上表現優異，但經分析後發現，影響排名變動

的主要因素之一為生師比偏高。學校長期以來積極推動各系所延攬優秀師

資，以提升教學與研究品質。然而，由於核定員額有限，加上聘任條件及

相關程序需符合各項規範，整體師資增補的速度受到一定影響。為進一步

優化生師比並提升競爭力，建議學校持續檢視師資聘任機制，適度調整相

關規範與流程，以提高延攬優秀人才的效率。 

B.資財系近年來積極發展，然而現有教研空間有限，影響教學與研究的推

動。為改善空間不足的問題，資財系已優化現有空間使用，透過重新規劃

辦公室與研究室配置，提高使用效益；同時，並透過產學合作與研究計畫

爭取外部資源支持，以擴充可用空間及設備。資財系將持續透過內部調整

與資源整合，提升教學與研究空間的使用率，以確保長期發展。 

C.資財系為全國第一個在科技大學成立具有資訊與金融跨領域的科系，其後

陸續有其他大學與科大跟進成立類似系所，因此資財系於 2024 年增設的

「金融科技與資訊安全產碩專班」，與企業共同培訓高階人才，跟合作企

業開展更多的產學合作機會，發展系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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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資財系面對系上配置的行政助理始終只有一位，行政資源相當缺乏的情況

下，透過爭取成立金融科技與資訊安全產碩專班計畫，獲取合作企業與教

育部挹注的資金與資源，目前已增聘一位計畫專任助理與若干位兼任助

理，有助於豐富系所的行政資源與人力補充。 

(4)院設學程專班 

為培養各領域研究學術人才，本院設有一院屬之整合型管理博士班，另為提供產

業界中、高階主管一個良好的進修管道，本院亦設有 EMBA 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共

計 8 班，境內計有台北 3 班及桃園 1 班，境外計有泰國、華南、大上海等 3 班，另有

與美國德州大學合作之雙聯專班 1 班)，讓具有豐富職場經驗之專才，得以重返校園進

修高階管理新知。面對全球化挑戰，本院亦規劃管理學院外國學生專班(International 

Master Program in Business Management -IMBA)招收國際學生，並與國內外學術單位及

企業進行研習及互訪，藉以增進學術交流、拓展學生國際視野，培育具備國際化企業

經營之人才。 

本院積極善用位處台北國際都會中心之地理優勢，持續於教學、研究及服務等方

面作質量兼顧之努力，使本院成為國人引以為傲之國際著名管理學院。 

3.教學 

    本院設有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經營管理系、資訊與財金管理系三大系，各具實務

研究特色，並契合國家產業發展重點政策，致力於培育產業轉型所需人才，推動智慧

管理與永續發展的雙重轉型。 

(1)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配合行政院生產力 4.0(智慧密集)發展方案，規劃三大學域：

「生產管理與製造服務」強調智慧製造與產業優化；「產業電子化與資訊應

用」對應物聯網技術發展；「管理科學與決策」聚焦大數據分析應用，培育智

慧製造與決策管理專才。 

(2) 經營管理系因應全球市場數位轉型，深化行銷、財務、策略、科技管理等領域

教學，並強調創新創業，培養具備數位商務、創新管理及國際視野的人才，以

因應創意經濟及企業轉型需求。 

(3)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以資訊技術應用於財務金融領域為核心，強調理論與實務並

重，並配合國家六大核心產業推動方案，發展資安防護技術課程，培育具備資

訊安全、數位金融及 AI 財務決策能力的跨域專才。 

本院於 95 年創設 EMBA 高階管理碩士專班，為產業界高階主管提供優質進修管

道。課程涵蓋領導與策略管理、營運模式創新、企業數位轉型等領域，已發展台北 3

班(工業與科技管理、經營管理、資訊與財金管理)、桃園 1 班、境外 3 班(泰國、華

南、大上海)，並與美國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UTA)合作辦理國際雙聯 EMBA，提升學

員的國際視野與競爭力。此外，自 2020 年起，本院與中小企業聯輔會合作推出高階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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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管理雙證課程，強化產官學研合作，提升企業財務決策能力。 

    面對 ESG 永續發展趨勢，本院 EMBA 更引領大學之先，開設「企業倫理與社會

責任實踐」必修課程，透過「一班一公益」模式，推動社會關懷，並於 113 年舉辦

「We Care。永續創生」競賽，落實學生社會責任與永續實踐，展現大學社會責任

(USR)影響力。 

    因應 ChatGPT 與 AI 技術發展，本院於 112 學年度開設「人工智慧賦能跨域應用

微學程」，強化學生生成式 AI 智慧應用能力，並於 113 年度獲教育部補助，執行「生

成式 AI 技術於金融科技之應用」計畫，培育具備 AI 財金決策與數位轉型能力的專業

人才，確保學生在人工智慧時代具備國際競爭力。 

    為打造更優質的學習環境，本院發展多項特色實驗室，包括： 

• VR/AR 製造模擬人因工程實驗室 

• 資訊與財金示範實驗室(包含金融科技實驗室、AI 圖靈研究中心、數位資產

研發基地、金融資安實驗室、ESG 永續經營研發) 

• EMBA 管理個案講堂，提升學員企業決策能力。 

    本院亦透過 EMBA 管理講座與慧智講堂，廣邀傑出校友與業界專家演講，加強與

學生連結，促進知識與經驗傳承。同時，為提升學生的職場競爭力，三系均積極舉辦

企業徵才活動、專業證照考試說明會，每學年輔導上百名學生考取各類專業證照，確

保學生畢業即具備業界所需技能。 

    為培育具國際視野的教師，本院訂有選送教師赴海外進修辦法，自 105 年以來已

選送 15 位教師赴美國哈佛商學院、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 IVEY 商學院、英國倫敦政經

學院(LSE)等校進行個案教學與大數據分析專業訓練，提升教學水準與國際影響力。 

    此外，本院於 110 年 9 月獲教育部核定為「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之重

點培育學院，積極推動全英語教學、延攬國際雙語師資、規劃全英語專業課程模組，

以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與全球競爭力，並強化畢業生在國際職場的就業優勢。 

    本院透過多元化學術發展、產學合作與國際接軌，提供學生最先進的智慧管理與

永續發展教育。無論是透過 AI 與金融科技應用、ESG 企業永續發展、產業鏈高階管

理培育，或是全英語國際課程與師資提升計畫，管理學院始終致力於為學生打造專

業、國際化、創新且與產業緊密接軌的學習環境，確保本院畢業生在未來職場中擁有

領先優勢，成為引領產業數位轉型與永續發展的關鍵推動者。 

4.研究 

本院致力於推動學術研究，除訂定多元獎勵辦法，鼓勵教師提升研究量能外，亦

強調研究對全球產業、社會發展的實質貢獻，積極支持教師發表高影響力學術論文，

並投稿至高引用率、國際公認之優質期刊(如 SCI、SSCI、TSSCI 等)。為強化本院學術

研究競爭力，自 113 年度起，教師研究獎勵辦法已排除所有純 Open Access 期刊(國科

會各學門推薦期刊除外)，並針對發表於 FT50 或 UTD24 當年度列表期刊之論文提供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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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獎勵，鼓勵教師挑戰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學術舞台。 

在高影響力研究成果方面，本院工業工程與管理系范書愷教授指導學生論文刊登

於國際頂尖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並榮獲 2022 

IEEE Robotics & Automation Society 半導體製造自動化最佳論文獎，展現本院在智慧製

造與自動化領域的深厚研究能量。此外，資財系吳牧恩教授指導學生榮獲 ACIIDS 

2023 最佳論文獎，再次印證本院在人工智慧與資訊管理領域的卓越實力。本院工業工

程與管理系應國卿、劉建浩及車振華教授名列美國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2024

年全球前 2%頂尖科學家名單，展現教師在管理科學、工業工程、數據分析等領域的學

術領導地位，並提升本院在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力。 

本院教師亦積極投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相關研究，透過學術發展推動產

業與社會轉型，實踐大學社會責任(USR)。近年來，多位教師的卓越研究成果獲得高度

肯定，包括：工管系范書愷教授榮獲 113 年校級傑出研究獎；工管系李育奇教授榮獲

113 年度中華民國管理人因工程學會傑出青年學者；工管系張秉宸教授榮獲 113 年度台

灣作業研究學會傑出青年學者；工管系徐昕煒教授榮獲 113 年度中國工業工程學會優

秀青年工業工程師獎。這些獲獎教師的研究涵蓋智慧製造、數據分析、作業研究、人

因工程等多個關鍵領域，為產業與學術界提供創新突破，並引領未來技術發展。 

未來，本院將持續透過深化國際學術合作、推動產學應用研究、鼓勵高影響力期

刊發表，擴大研究影響力，並強化與產業界、社會的緊密連結。透過建立國際級研究

團隊、拓展跨領域合作以及培養優秀研究人才，本院將致力於成為智慧管理、產業創

新與永續發展領域的重要學術基地。 

5.產學合作 

本院配合桃園市政府發展亞洲矽谷計劃所需高階人才培育，於北科附工校區成立

桃園 EMBA 專班，為桃園市產業中高階主管量身訂做兼顧學術與實務的學習平台，提

昇台灣產業創新研發管理能力。同時桃園 EMBA 專班亦在該地區的金融科技與創新生

態系統中擔任產學平台，訓練具備金融科技與大數據、創新與創業及科技管理的人

才，課程涵蓋創新與創業、領導與組織管理、大數據分析、智慧生產等內容。 

本院教師積極與友達光電、華新科技及華東科技等知名上市櫃科技公司合作，促

進產學研發並掌握產業脈動。本學院為提高學生之畢業即就業優勢，致力與企業簽訂

產學合作合約，獲企業捐贈本學院教學軟體並提供學生實習機會，如海量數位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捐贈企業資源規劃 ERP 軟體以及群燁系統股份有限公司捐贈 EMA&MES 

工廠管理軟體。 

面對氣候變遷及淨零排放目標等因素帶來的挑戰，本院積極與企業建立數位永續

產學合作夥伴關係，推動減碳技術與企業雙軸轉型(Twin Transition)。本院與勤業眾信 

(Deloitte TW) 簽訂數位永續產學合作備忘錄，導入 Deloitte Global 開發的 GreenSpace 

減碳技術情報平台，整合全球研究團隊及減碳專家知識，並利用 AI 技術串聯各領域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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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與技術資源，推動創新技術生態，協助企業達成減碳及永續發展目標。合作內容涵

蓋企業雙軸轉型議題授課、暑期實習合作及社會人才培育，以回應產業及社會的數位

轉型需求。 

此外，本院亦與綠易股份(ezGreen)簽署 MOU，結合國內外碳管理平台與完整解決

方案的優勢，攜手於 ezGHG 組織碳盤查系統及產品碳足跡系統平台進行專案輔導，提

供碳盤查、低碳管理、企業永續發展及國際碳管理標準課程的專題講座與人才實習名

額，共同培育未來減碳管理專業人才，深化產學合作與社會責任實踐。 

本院已於院內主導成立智慧永續產學服務團隊，匯集院內教授們組成跨系專項學

群作為出發點，以管理學院 EMBA 校友會、各系校友會、系所友會當作產業合作與技

術服務支撐。媒合專項學群與校友企業之直接合作，快速打造符合新興議題、具擴散

性之知識服務模組，朝著「產學深耕在地化」前進。同時參照 2020 年歐盟於其產業策

略提出之「雙軸轉型(Twin Transition)」概念，將數位轉型及淨零(永續)轉型結合、使兩

個概念互補擴大，打造出具有高度競爭力、氣候中和且數位化的永續產學合作服務模

式。 

本院將於 114 年度透過智慧永續產學服務團積極參與企業輔導與產學合作，協助

企業在精實管理、低碳與智慧化升級、碳盤查以及零售服務業數據共享創新等領域推

動轉型，並與經濟部產業發展署與商業發展署合作，參與多項產學計畫，具體提案成

果如下：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精實管理輔導服務： 

 協助金泰工業、協利、保泰進行管理效能提升。 

 輔導昌鑫、大昶強化企業競爭力。 

 參與岡豐之企業管理優化計畫。 

 指導新進鐵工廠執行管理提升專案。 

 中小型製造業低碳及智慧化升級轉型： 

 輔導惇新企業，協助企業邁向低碳與智慧化轉型。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碳盤查計畫： 

 協助勝新空調進行碳盤查，推動企業碳管理與減碳策略。 

 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建構零售暨服務業數據共享創新服務計畫： 

 協助頂鋒國際推動零售與服務業數據共享與創新應用。 

本院透過訪現場、齊討論、申資源、助升級等輔導機制，確保企業在轉型過程中

獲得實質幫助，並深化產學合作成效，進一步提升產業競爭力與永續發展能力。 

6.推廣服務 

    本院積極推動工業工程領域的前瞻研究、人才培育、產學合作與國際學術交流，

並在專業學術領域展現卓越影響力。本院范書愷院長擔任中國工業工程學會(CIIE)第

22 及第 23 屆理事長(112-115 年)，透過學會平台深化產學合作，促進學術與產業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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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結。此外，本院亦積極參與國際學術發展，范院長擔任 Q1 等級國際學術期刊《工

程最佳化》(Engineering Optimization)首位亞洲主編(Editor-in-Chief)，帶領期刊推出主

題性特刊，推動創新與變革，進一步提升本院在國際學術領域的能見度與影響力。 

    本院工業工程與管理系近年來積極與半導體業界進行產學合作，連續 3 年(110-113

年)與資策會合作開設「半導體 AI 應用潛力學程」，結合台積電、力積電及南亞科技

等半導體產業，共同推動「半導體高階智慧製造人才培育潛力學程」，透過 50 小時的

主題培訓課程，補足產業前瞻技術能量，並挹注半導體高階人才缺口。112 學年本院負

責本校與台積電合作開設「智慧製造學程」之課程規劃，113 學年進一步負責規劃本校

與友達光電合作開設「光電智慧製造學程」，以擴展智慧製造技術至光電產業領域。 

    面對生成式 AI 技術的蓬勃發展，生成式 AI(如 GPT 和 DALL·E)正深刻影響各產

業，從內容創建到企業管理、客戶服務、法律與市場行銷等領域均受到衝擊。本院資

訊與財金管理系積極回應此一趨勢，執行國科會計畫，並與台灣人工智慧學校(AIA)合

作辦理「2024 百工百業用 AI 工作坊」，透過舉辦 GenAI 先導工作坊，推廣最新的 AI

入門知識至不同產業，並透過與產業的互動討論，將企業需求回饋給公部門與學界，

作為政策擬定與辦學發展之重要參考。 

本院亦積極舉辦各類學術研討會及產業論壇，促進學術交流與產業應用。工業工

程與管理系於 2024 年 11 月承辦「中國工業工程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探討雙軸

轉型於企業運營的挑戰與趨勢。經營管理系每年主辦「經營管理研討會」，2024 年

(113 年)已於 6 月 14 日舉辦，促進企業經營管理的學術交流與實務應用。資訊與財金

管理系則承辦「第 32 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並自 2019 年起，每年於 4 月 1

日(41 AI 日)與台灣量化交易協會聯合策畫舉辦「全方位智能交易論壇」，2024 年已邁

入第六屆，成為 AI 與量化交易領域的重要學術交流平台。此外，2024 年 8 月，本院

與中央大學統計系共同舉辦「亞洲量化財務研討會」，深化亞太地區金融科技與量化

交易的合作。2024 年 10 月，本院與臺灣大學管理學院及韓國釜山大學於韓國釜山共同

舉辦國際研討會，探討「Management Innovation: An Era of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and 

Analytics」，分析科技、智能與數據分析對管理創新的影響。 

面對全球數位轉型與低碳永續發展趨勢，本院與 EMBA 校友會每年共同舉辦「邁

向 2030 新未來—智慧×永續高峰論壇」，針對 ESG 綠色布局、永續治理、政府資源、

標竿案例，以及企業如何因應數位與減碳轉型等議題進行深度探討，提出解決方案，

協助企業經理人掌握趨勢，布局 2030。 

    本院將持續深化推廣與服務，透過學術研究、產學合作、產業交流及國際學術合

作，提升產業競爭力與學術影響力，致力於成為亞太智慧管理與永續發展的領航學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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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國際化 

本院近年來積極推動國際化發展，涵蓋外籍生招生、國際交流、學術合作、師資

國際化，以及產學合作等多方面，成效卓著。以下為近期重要成果： 

(1)國際學生招收與校園國際化 

為提升學院國際化水平，本院積極推動外籍生招生，並建構友善的國際學習環

境。截至 112-113 學年度，碩士班(含 IMBA)與博士班外籍生總數已達 105 名，顯示本

院對國際學生的吸引力日益提升。 

本院設立 IMBA 國際專班，採全英語授課，並提供完整的國際學生輔導機制，包

括迎新活動、學術資源工作坊、跨文化交流等，協助外籍學生順利適應學習與生活環

境。此外，113-1 學期共有 42 位學生申請赴國外交換學習，展現學生對於國際移動與

多元文化學習的積極參與。 

(2)雙聯學位與國際學術合作 

A.UTA 雙聯學位專班 

自 2016 年起，本院與美國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UTA)合作開辦高階管理

碩士雙聯學位專班，至 113 學年度已辦理 9 屆，課程採全英語授課，招收國

內與境外學生，培育國際化管理人才。 

B.歐美及亞太區學術合作 

本院與美國、英國、義大利、荷蘭、澳洲、韓國等國外知名大學簽署學

術交流 MOU，推動雙聯學制與交換生計畫。 

C.近期重大合作計畫 

a.本院工管系與泰國法政大學(SIIT)簽署 1+1 雙聯學制。 

b.本院工管系與美國賓州大學(Penn State University)洽談 3+1+1 雙聯學位合

作(MoA)。 

(3)國際學者與師資延攬 

為提升學術研究與教學品質，本院積極延攬國際優秀師資，推動全英語授課，並

促進國際學者來校交流。 

A.國際榮譽講座教授 

a. E. K. Zavadskas(立陶宛，維爾紐斯技術大學) 

b.Xu, Chunhui(日本，千葉工業大學) 

c.Biswajit Sarkar(印度，南韓延世大學) 

B.國際專任教師 

a.朴維鎮(韓國，工管系專任教授) 

b.李鎮宇(美國，經管系專任助理教授) 

c.張漢利(印尼，工管系專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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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國際學術交流 

透過與國際學者交流，進一步推動本院學術國際化發展，本院廣邀國際

知名學者來校演講，如下： 

a.紐西蘭梅西大學 Prof. Henry F.L. Chung 

b.慕尼黑工業大學 Prof. Klaus Bengler 

c.希臘馬其頓大學 Prof. Rodoula H.Tsiotsou 

(4)韓國與東南亞學術交流 

A.韓國學術合作 

a.2023 年本院與韓國 4 所頂尖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MOU)，包括浦項工科

大學(POSTECH)、釜山大學(PNU)、釜慶大學(PKNU)、漢陽大學(HYU)。 

b.2024 年 1 月浦項工科大學(POSTECH)師生 32 人來訪本院，進行創新創

業座談，雙方收穫良多。 

c.2024 年 10 月本院聯合臺灣大學管理學院、釜山大學(PNU)於韓國釜山共

同舉辦國際研討會。 

d.2025 年 1 月本院與釜慶大學(PKNU)聯合舉辦跨國研討會，邀請本校工

程、機電、電資學院共同參與。 

B.東南亞學術交流 

a.2023 年 5 月泰國孔敬大學(KKU)師生來訪並探討合作。 

b.2023 年 5 月泰國先皇技術學院(KMITL)共同舉辦 Capstone PBL 競賽。 

c.泰國烏汶大學商學院(URBS)師生 25 人來訪，對本院課程與學術發展留下

深刻印象。 

(5) AACSB 認證與國際影響力 

  本院自 2019 年通過 AACSB 認證後，積極深化國際連結，提升全球學術影響

力。 

a.2023 年 4 月參加芝加哥 AACSB 年會，強化國際合作。 

b.2024 年 2 月參與巴塞隆納院長級會議，探討 AI 與商管教育未來發展。 

c.2024 年 4 月赴亞特蘭大 AACSB 年會，為 2025 年再認證做準備。 

d.2024 年 6 月，出席馬來西亞亞太認證會議，深入了解認證新制及實地訪

查流程，進一步推動學院的國際化發展。 

e.2025 年 2 月赴拉斯維加斯參加院長級會議，與 CIR 主席討論認證訪視規

劃。 

(6)國際產學合作與全球影響力 

本院積極與國際產業龍頭合作，推動實務導向的國際化發展。 

A.與 Tether 合作推動區塊鏈教育 

a.2024 年 6 月，全球最大穩定幣發行商 Tether 與本院合作，推廣區塊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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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數位資產教育，並於本院設立研發基地。 

B.與 CME Group 金融科技合作 

a.2023 年 8 月，與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 Group)簽署合作協議，提供金

融科技教育資源與模擬交易系統。 

C.學生國際競賽成果 

a.2024 年 7 月，本院資財系 7 名學生獲選參加瑞士 Franklin University Plan 

B Summer School，其中 2 組團隊競賽入選。 

b.2024 年 6 月，本院 EMBA 校友會與北科大泰國校友會聯合舉辦「慧智論

壇—泰國場」，探討泰國綠色商機與前瞻布局。 

綜合來看，本院在國際化推動方面展現了卓越成效，透過與全球頂尖大學和機構

的廣泛合作，不僅加強了學術交流，提升了師生的國際視野，也大幅提高了本院的國

際聲譽。持續的雙聯學位合作、國際師資引進、及多元的國際活動，顯示出本院在全

球管理教育及研究領域中具有重要的影響力。 

(二)目標與特色 

1.競爭力 SWOT 分析 

  表 5.4 管理學院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本院具有整合本校工程科技專業並提

升產業經營績效之極佳條件。 
2.創新而多元的學習環境，使本院具備

成為一流管理學院之基本條件。 
3.位處都會區與優良研究及教學環境，

可以吸引延攬優秀師資前來任教。 
4.本校素有「企業家搖籃」之美名，校

友遍佈國內外產業各界，這些傑出校

友及其第二代均是管理學院 EMBA
生員的潛在來源。 

5.本院境外 EMBA 專班結合在地校友

及台商菁英促進南向國家產業交流。 

1.位處台北市中心地段，校園空間侷

促，本院相關教學空間受限。 
2.現有三個系，尚無法涵蓋整體學院發

展應具備之課程與規模。 
3.師資員額不足，生師比例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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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ening) 

1.中高階主管進修管理知識蔚為潮流，

本校之地理位置有利於招收有意在職

進修之社會人士。 
2.本院資財系連年榮登科大四技商管群

第一志願，徹底「翻轉」本校理工掛

帥的印象。未來可加強普通高中招

生，吸引更多優秀高中生前來就讀，

提升學生素質。 
3.隨著兩岸交流頻繁，本校良好的辦學

績效可以吸引更多優秀陸生前來就

讀。 
4.臺北市是國際城市，本院現有 IMBA
及 IMFI 國際學生專班，有利招收外

籍人士前來就讀。 
5.本院榮獲 AACSB 國際認證，辦學品

質與學習資源具國際競爭優勢。 

1.少子化浪潮下，各校招生競爭激烈，

如何比其他學校更具吸引學生前來就

讀的條件是必須努力之課題。 
2.中短期內，較多教師退休，如何招聘

優良新進教師提升研究績效也是亟需

解決的問題。 
3.政府資源挹注學校日趨短少，如何與

產業界合作爭取資源也是需要努力之

方向。 
4.積極與國際接軌，使師生更具國際觀

及國際競爭力也是未來努力的重點。 
 

針對以上本院競爭力 SWOT 分析之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茲提出對

策及因應之道如下： 

   劣勢(Weakness)之對策 

(1)妥善運用及活化現有空間 

本校近年來積極活化校地，除增建新教學大樓外，對於原教學空間也進行了多次

的重整與規劃。本校空間規畫委員會於 107 年至 109 年兩年間已陸續分配予本院若干

空間，114 年又獲校方核准同意出借宏裕科研大樓 305 及 306 空間供本院使用，本院已

妥善運用於緩解所屬系所教學及研究空間之不足。 

(2)擴充整體教學研究軟硬體設施 

學院整體規模之發展有賴於整體教學相關軟硬體資源之配合，其中包含師資、生

源、教學研究之空間與設備之同步擴充始能達成，這是本院長期努力的目標。雖然本

身規模不足為本院現階段發展所面臨的劣勢，然而本院目前這種以實務研究為特色之

三系架構亦充滿了競爭力，國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AACSB)重視商管學院是否持續進

步並追求卓越，本院於 2019 年 7 月正式通過 AACSB 認證即為明證。本院在 2024 QS

世界大學排名商業與管理類科-Business & Management Studies 中，排名全世界第 301-

350 名，全台灣排名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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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積極延攬國內外優秀師資 

本院三系近幾年積極聘任優秀師資，除改善生師比，亦積極延攬國際優秀外籍師

資，以提升國際化及推動全英語教學。例如：工管系韓國籍朴維鎮教授及印尼籍張漢

利助理教授，經管系美國籍李鎮宇助理教授。112 學年本院工管系自南韓延世大學工業

工程系延聘印度籍 Biswajit Sarkar 教授擔任國際榮譽講座教授。 

威脅(Threatening)之因應 

(1)發展系所特色增加學生就業競爭力 

面對少子化不可逆浪潮的威脅，發展系所教學與研究特色，增加學生就業競爭力

是本院長期努力的目標。本院目前三系各具教研特色，例如：工業工程與管理系致力

於培養智慧製造、物聯網科技及大數據分析人才；經營管理系在行銷、財務、組織、

策略、服務與科技管理、創新創業方面的教學深化；資訊與財金管理系則以培養金融

科技(Fin-tech)之創新管理人才為要，以上各領域均契合國家產業之脈動，能強化學生

就業競爭力並提供學生未來發展前景。 

(2)增聘優良師資提升研究量能 

本院三系近幾年積極聘任優秀師資，惟以目前全院 51 名專任師資負擔全院各學制

之教學，每位教師負擔仍屬不輕，繁重之教學工作勢必排擠教師投入研究之心力與時

間。因此，本院將持續增聘更多優秀師資加入，除了聘滿各自編制內之應聘師資員

額，本院將鼓勵三系積極爭取申請聘任競爭型專任師資，以提升本院學術競爭力及整

體發展。 

    (3)加強產學合作引進業界資源 

本院持續與產業界保持密切良好互動，目前院內有幾位教師長年致力於產學研一

體之合作模式，成果豐碩，未來將更深入了解產業需求，提供研發服務，引進業界資

源，建立產學創新鏈結平台。 

(4)接軌國際提升競爭力 

本院長期致力於國際化的推展，近幾年本院與國外知名大學簽定 MOU、學術交流

互訪、舉辦國際研討會，進行國際研究合作、延聘國際優秀師資、跨國競賽合作、招

收外籍生、國際交換生、簽署聯合學制、提升全英語授課比率等國際化相關工作都已

陸續推動。另，自 2019 年本院獲 AACSB 國際商管學院認證以來，如何使本院在教學

研究各方面均能持續符合國際認證標準並與國際接軌也已成為現在進行式之工作。 

2.目標與特色 

本校過去秉持誠、樸、精、勤之校訓，創造光榮的傳統，而此光榮的傳統是過去

百年來歷屆師生努力耕耘的結果。本院在此堅強的基礎下，期能秉持高等技職教育所

賦予之本質，結合現有科技發展之脈動，深化產學互動之根基，據以發展出與產業科

技脈動相契合之管理領域特色研究與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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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以成為東亞地區知名之管理學院為總體目標，本院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

南洋商學院(全球商管學院排名第 25 名)為標竿學院。提供優質之教學研究環境，加強

行政服務效率及教學研究能量。善用本校交通地利優勢，持續加強招生。在現有的良

好基礎上，建立管院自我特色。 

本院目標： 

(1)教學-整合教學實踐與 EMI 雙語學習計畫 

近年來教學實踐研究之終極目的乃「整合師生課程教學發展、推動教授多元能力

培養」，直接回應社會對於人才培育之需求與符合全球教育趨勢。未來世界教育潮流

將走向跨領域學習、學術組織扁平化，系所間之藩籬逐漸淡化，學院將扮演未來「教

授跨領域教學」、「學生多元學習」之重要基石。管理學院為本校執行 EMI 雙語學習

計畫重點培育學院之一，過去五年來無論 Inbound & Outbound 交換學生、來校境外學

生、就讀雙聯學位學生之數量均為全校之冠，管理學院未來將以「EMI 全英語授課教

學」為手段，落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內涵之「ESP 創新教學研究」推動計畫(註: 

ESP: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再者，管理學院將推動具未來性新興議題如典範移

轉、產業 AI 化、企業賦能、數位轉型、遠距協同、SDGs、ESG、USR 等研究議題，

同時將以上社會急迫需求直接轉化成本院 AACSB 認證之課程綱要，並確保學習成效

之落實，直接回應社會對於大學人才培育之殷切需求。  

(2)研究-推動 Impactful 學術研究 

除配合校方計畫持續提升管院整體學術能量外，本院將努力推行「研究成果深遠

化」，加倍鼓勵教師帶領研究團隊將學術研究成果深耕企業，或是針對教授群專業領

域範疇內由企業主動出題。如此一來學術研究除了影響因子、引用率、H-index 等各類

固有計量指標外，讓教授群研究內涵直接回應企業/產業研發與人才培育需求，同時對

於學校國際競爭力有實質助益。 

推動「Impactful 學術研究」計畫將影響力深入企業/產業。因臺灣於製造管理、資

訊管理、數位轉型、企業賦能、智慧化等研究議題在亞洲居領導地位，若能長期深耕

實務研究落地，對於鄰近國家之企業/產業發展具有深遠影響，同時達成「學術聲望國

際化」之目的。 

現今世界處於典範移轉的時代，「研究能量」與「教學品質」兩者相輔相成。意

即「研究好，教學與時俱進」，「教學好，研究自然嚴謹」，兩者並行不悖。教授團

隊引領朝向「New Industrialization」之先端研究領域，定能將研究成果紮實回饋於教學

內容，如此將為企業、社會、國家培育出精進「Social Civilization」之人才。以上三項

作法之終極目標乃厚實管理學院實務研究之紮實度，而非全然僅追求數字上之亮眼表

現。 

(3)產學-主導區域產學合作與技術服務 

近年來管理學院之教授大部分產學合作均趨向於企業智慧營運之系統整合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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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技術服務、營運流程改造、先端科技導入評估與企業講座等項目，其合作無論知

識內涵、經費規模、抑或是遞交項目(deliverables)與本校工程、機電、電資三大院教授

們大相逕庭。為了增強其知識擴散強度、普及度與影響程度，已於院內主導成立區域

產學合作與技術服務團隊。首先匯集院內教授們組成跨系專項學群作為出發點，以管

理學院 EMBA 校友會、各系校友會、系所友會當作產業合作與技術服務支撐。媒合專

項學群與校友企業之直接合作，快速打造符合新興議題、具擴散性之知識服務模組，

朝著「產學深耕在地化」前進，產學試運成果亦可回饋各系所當作實務教學一手教

材。產學試運成功模組後續可藉由執行長辦公室推展至 EMBA 境外班校友企業(大中華

地區與東南亞國協)，以達「技術服務區域化」之中期目標，至於智財權管理與服務商

品化為長期目標。 

(4)服務-引領新興議題與回應社會需求 

科技研究需要三層同心圓建構之: 「核心價值」、「基礎研究」、「創造經濟/社

會需求」。核心價值領域乃教授們根據自己的專長領域進行「好奇探索基礎研究」，

這部分無論國科會、校方、院方持續長期支持。「前瞻策略跨領域研究」乃配合「行

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規劃之專案計畫內容，輒取本院成立「區域產學合作與技術服

務團隊」之強項配合國家政策發展，例如: 智慧製造、智慧生活、智慧商務、智慧醫

療、物聯網等專案計畫等。至於「創造多元經濟價值、回應社會需求」則是本院可發

揮所長之處，處於 VUCA (Volatility, Uncertainty, Complexity, Ambiguity)、典範移轉渾沌

的時代，國際經濟社會情勢瞬息萬變，後疫情時代的新商務規範(New Normal)、遠距

協同(Remote Collaboration)、無接觸式智慧醫療(Touchless Healthcare)等研究議題皆無法

事前定義，引領此類新興議題、直接回應社會需求就是本校管理學院發揮所長之契

機。 

本院特色： 

本院之特色定位可以五個 I 表示：Information(電子化資訊化)、Innovation(創新)、

Intelligence(智慧)、Integration(整合)與 Internationalization(國際化)。 

(1)培育理論與實務並重、具備良好溝通能力、團體合作及領導技能之整合型

管理菁英。(B-2、B-4) 

(2)培養具備整合應用資訊科技與電子化之智慧型管理專才。(B-1) 

(3)培育科技與人文兼備、契合產業需求之創新創業管理人才。(B-3、B-4、B-

5) 

(4)注重具備國際觀管理專才之養成。(E-2) 

3.定量化指標 

管理學院依據中長程發展計畫之 6 大主軸目標及 26 項發展策略，擬定量化發展指

標及執行期程。各項發展指標依據院系之資源條件、軟硬體設備及近年表現，篩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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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亮點指標，再從中訂定核心發展指標。每學期透過校務發展委員會及中長程計畫

書研商修訂會議，持續針對各單位近中長程預定達成之定量化指標進行追蹤檢討。管

理學院之定量化指標及近三年(111-114 年 1 月 31 日)執行成效如表 5.5。 

針對執行率較低者，提出相關原因及改善措施如下： 

(1)有關 112 學年研究所 EMI 開課數未達 KPI 值，主要係因為本院 112-1 學期

適逢多位教師離職，及退休教師補缺、新聘教師增聘進度不如預期等因素

影響，導致 EMI 開課情形不如預期，本院將持續尋求改善：以現有 IMBA

國際學生專班之全英語課程規劃模組課程開放大二以上學生修課、鼓勵資

深教師多開設全英語課程，並積極延攬國際優秀師資，除了推動全英語教

學亦可促進研究國際化。 

(2)有關於東南亞國家增設 EMBA 境外專班據點部分，已針對越南河內開班之

可行性進行評估，評估結果暫不另設新據點，替代方案是將現有泰國曼谷

專班轉變為東南亞中心(東南亞專班)，繼續深耕泰國，並拓展至其他東南亞

國家，使其成為一個更廣泛的境外 EMBA 專班，吸引臨近的東南亞國協國

家學生前來就讀。 

表 5.5 管理學院之定量化發展指標總表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多元創新

的學習環

境(B) 

發展創新

教 學 模

式，建構

以學生為

主的學習

環境(B-3) 

近程（2 年） 

本院獲教育部

核定為「大專

校院學生雙語

化學習計畫」

之重點培育學

院。 
1. 2024 年：至

少 25%學生

大二起英文

能力在聽說

讀 寫 達 到 
CEFR B2 以
上。 (大二指 
112 學 年 度

入學)。 
2. 2024 年：當

學年度至少 
20%大二及碩

一學生，所

修學分  20%
為全英語授

1. 112 學年度入學的大二學

生之英文能力，其聽說讀

寫達到 CEFR B2 以上之

比率為：聽力測驗 37%、

閲讀測驗 32%、口説測驗 
23%、寫作測驗 11%。 

2. 學生修讀全英授課學分數

達 20%以上者： 
(1)111 學年度入學的大二

學生中，45.41%之學生修

習 EMI 課程學分數達

20%,為部定指標兩倍。 
(2)112 學年度入學的碩一

學生中，68.10%之學生修

習 EMI 課程學分數達

20%,為部定指標三倍。 
3. 111 學年-113 學年 EMI 課
程開課成效： 

(1) 111 學年大學部 EMI 開

課 KPI： 16 門，達成

值：25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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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課 (EMI)課程

(大二指  111 
學 年 度 入

學、碩一指 
112 學 年 度

入學)。 

(2) 111 學年研究所 EMI 開

課 KPI： 61 門，達成

值：60 門。 
(3) 112 學年大學部 EMI 開

課 KPI：17 門，達成值: 
35 門。 

(4) 112 學年研究所 EMI 開

課 KPI： 62 門，達成

值：38 門。 
(5) 113 學年大學部 EMI 開

課 KPI： 18 門，達成

值:46 門。 
(6) 113 學年研究所 EMI 開

課 KPI： 63 門，達成

值：61 門。 
4. 其他相關執行成效： 
(1) 本院 7 位教師參與為期 2

週的 UCSD/UMD 實體教

師培訓，並計有 39 人次

教師參與 Fulbright 外籍

教學顧問協同辦理之

EMI 教師培訓工作坊。 
(2) 己完成 23 門實體觀課，

已達成 82.6%教師相互

觀課回收 450 份學生期

中調查問卷，結果顯示

整體 EMI 課程英語口說

比例為 96.27%。 
(3) 已完成 5 門 EMI 數位學

習課程錄製。 
(4) 由 IMBA 國際學生專班

課程中擇選行銷管理、

跨文化創造力與創業家

策略、數據分析與決策

進行、物流管理、創業

與籌資等 5 門課做為

EMI 創新科技與管理模

組化課程，鼓勵大二以

上學生修課。 
(5) 每年至少邀請 2 位國際

專家學者至本院訪問及

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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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6) 每年邀請國際處為本院

學生舉辦 1 場海外學習

說明會，每年至少推薦

20 名學生申請赴國外學

校交換。 

長程（8 年） 

本院獲教育部

核定為「大專

校院學生雙語

化學習計畫」

之重點培育學

院。 
1. 2030 年：至

少 50%學生

大二起英文

能力在聽說

讀 寫 達 到 
CEFR B2 以
上。 (大二指 
118 學 年 度

入學)。 
2. 2030 年：當

學年度至少 
50%大二及碩

一學生，所

修學分  50%
為全英語授

課 (EMI)課程

(大二指  117 
學 年 度 入

學、碩一指 
118 學 年 度

入學)。 

1. 左列兩項指標檢核時間點

為 2030 年底，目前尚無

法統計。 
2. 111 學年-113 學年 EMI 課
程開課成效： 

(1) 111 學年大學部 EMI 開

課 KPI： 16 門，達成

值：25 門。 
(2) 111 學年研究所 EMI 開

課 KPI： 61 門，達成

值：60 門。 
(3) 112 學年大學部 EMI 開

課 KPI：17 門，達成值: 
35 門。 

(4) 112 學年研究所 EMI 開

課 KPI： 62 門，達成

值：38 門。 
(5) 113 學年大學部 EMI 開

課 KPI：18 門，達成值: 
46 門。 

(6) 113 學年研究所 EMI 開

課 KPI： 63 門，達成

值：61 門。 
3. 其他相關執行成效： 
(1) 本院 7 位教師參與為期 2

週的 UCSD 實體教師培

訓，並計有 39 人次教師

參與 Fulbright 外籍教學

顧問協同辦理之 EMI 教

師培訓工作坊。 
(2) 己完成 23 門實體觀課，

已達成 82.6%教師相互

觀課回收 450 份學生期

中調查問卷，結果顯示

整體 EMI 課程英語口說

比例為 96.27%。 
(3) 已完成 5 門數位學習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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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程錄製。 

(4) 由 IMBA 國際學生專班

課程中擇選行銷管理、

跨文化創造力與創業家

策略、數據分析與決策

進行、物流管理、創業

與籌資等 5 門課做為

EMI 創新科技與管理模

組化課程，鼓勵大二以

上學生修課。 
(5) 每年至少邀請 2 位國際

專家學者至本院訪問及

講學。 
(6) 每年邀請國際處為本院

學生舉辦 1 場海外學習

說明會，每年至少推薦

20 名學生申請赴國外學

校交換。 

務實導向

的產學研

發(D) 

強化跨校

及跨域研

究合作的

機制(D-2) 

近程（2 年） 

1. 收 錄 於

Scopus 資料

庫之期刊論

文教師人均

篇數每年維

持 2 篇 以

上。 
2. 研究計畫(含
產學合作計

畫)總金額或

件數年成長

8%。 
3. 舉辦全國性

學 術 研 討

會、教育訓

練活動、論

壇或競賽每

年 至 少 2
場。 

1. 研究成果論文數年成長

率： 
(1) 111 年 2.3 篇 
(2) 112 年 2.55 篇 
(3) 113 年 2.34 篇 
2. 研究計畫 (含產學合作計

畫)件數年成長率： 
(1) 111 年+17% 
(2) 112 年+9% 
(3) 113 年-0.1% 
3. 舉辦全國性學術研討會、

教育訓練活動、論壇或競

賽場次： 
(1) 111 年 3 場 
(2) 112 年 3 場 
(3) 113 年 7 場 

建構產學

研鏈結平

台及提升

技術移轉

績效(D-3) 

近程（2 年） 

研究計畫(含產

學合作計畫)總
金額或件數年

成長 8%。 

研究計畫(含產學合作計畫)
件數年成長率： 
(1) 111 年+17% 
(2) 112 年+9% 
(3) 113 年-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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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深耕學研

的國際交

流(E) 

優秀境外

研究生攬

才留才 
(E-1) 

近程（2 年） 

1. 與亞太及歐

美地區大學

或國際機構

合作交流，

並簽署合作

備 忘 錄

(MOU) 每 年

至少 3 件。 
2. 國際學生之

招收每年至

少 30 位。 
3. 延攬優秀外

籍師資 (含國

際榮譽講座

教授 )佔全院

專任教師數

至少 5%。 

1. 與亞太及歐美地區大學或

國際機構合作，簽署合作

備忘錄(MOU)件數： 
(1) 111 年 1 件 
(2) 112 年 4 件 
(3) 113 年 3 件 
2.國際學生之招收人數： 
(1) 111 學年 78 名 
(2) 112 學年 56 名 
(3) 113 學年 55 名 
3.外籍師資佔全院專任教師

數率： 
(1) 111 學年 8% 
(2) 112 學年 10% 
(3) 113 學年 10% 

落實全球

在地化提

升國際能

見度(E-3) 

中程（4 年） 

於東南亞國家

設置 EMBA 境

外專班至少 2
據點。 

1. 本院已於泰國曼谷設置 1
據點。 

2. 已針對越南河內開班之可

行性進行評估，評估結果

暫不另設新據點，替代方

案是將泰國曼谷專班轉變

為東南亞中心(東南亞專

班)，繼續深耕泰國，並

拓展至其他東南亞國家，

使其成為一個更廣泛的境

外 EMBA 專班，吸引臨

近的東南亞國協國家學生

前來就讀。 

聚焦標竿

大學發展

實質合作

(E-4) 

中程（4 年） 

與國際標竿大

學簽署至少一

項雙聯學位合

作案。 

本院 113 年已與泰國法政大

學(SIIT) 物流與供應鏈系統

工程系合作開設雙聯碩士學

位學程。此外，本院正與美

國 賓 州 大 學 Penn State 
University 洽談簽署工業工

程 (IE) 領 域 之 雙 聯 學 位

(3+1+1)合作 M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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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近中長程發展策略 

1.近程發展策略（2 年） 

(1)積極增聘優良師資 (F-1、F-2)(SDGs 4.3、SDGs 4.4、SDGs 4.7) 

本院三系教師除日間部各學制外，另需負擔學院學程專班之授課：博士班 1 班、

EMBA 8 班，外國學生專班 1 班。為減輕教師授課負擔及因應教育部日趨嚴格之師資

質量考核標準，本院將持續延攬國內外具高學歷、研究潛力及實務經驗之優良師資，

以改善生師比。 

(2)持續鼓勵教師教學研究與服務 (B-3、D-4) (SDGs 4.3、SDGs 4.4、SDGs 4.7) 

本院訂定各類教學、研究與服務相關獎勵措施，表揚並激勵教師認真從事教學、

研究與服務，以提昇本院整體發展量能。 

(3)持續辦理 AACSB 認證作業 (B-1、B-3) (SDGs 4.3、SDGs 4.4、SDGs 4.7) 

本院於 2019 年 7 月正式通過國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AACSB)認證。AACSB 重視

商管學院是否持續進步並追求卓越。本院將持續依 AACSB 認證標準進行相關課程規

劃與改善，為 2025 年 AACSB 再次認證做準備。 

(4)提升國際化與國際合作 (E-1、E-4) (SDGs 4.3、SDGs 4.4、SDGs 4.7) 

持續尋求與亞太及歐美地區大學之院對院合作，並簽署合作備忘錄(MOU)。本院

已與泰國法政大學 Sirindhor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IIT)簽署雙聯課程合

作，並將尋求與美國賓州大學 Penn State University 洽談簽署工業工程(IE)領域之雙聯

學位(3+1+1)合作 MoA。 

(5)積極推動全英語教學 (B-3) (SDGs 4.3、SDGs 4.4、SDGs 4.7) 

配合 2030 雙語國家政策，本院於 2021 年 9 月獲教育部核定為「大專校院學生雙

語化學習計畫」之重點培育學院，為達該計畫之績效目標，本院將積極推動全英語教

學、延攬國際優秀外籍師資、規劃全英語之專業課程模組，除提升學生之英語能力，

同時更強化學生之就業力與全球競爭力。 

(6)強化校友連結 (B-3、C-2、E-3、F-4) (SDGs 4.3、SDGs 4.4、SDGs 4.7) 

持續辦理泰國、華南、大上海 EMBA 境外專班招生，加強與在地校友連結。已針

對越南河內開班之可行性進行評估，評估結果暫不另設新據點，替代方案是將泰國曼

谷專班轉變為東南亞中心(東南亞專班)，繼續深耕泰國，並拓展至其他東南亞國家，使

其成為一個更廣泛的境外 EMBA 專班，吸引臨近的東南亞國協國家學生前來就讀。 

(7)建立智慧與永續發展基礎 

面對人工智慧革命帶來的變革挑戰以及日益增長的永續發展需求，本院將積極推

動智慧科技(AI、數據分析)與永續發展(ESG、綠色金融)相關課程與研究。建立產學合

作平台，與企業、政府及學術機構合作，推動智慧與永續管理的應用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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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程發展策略（4 年） 

(1)總體目標 (B-1、B-2、B-3、B-4、B-5、D-2、D-4、E-1、E-2、E-3、F-1)  

(SDGs 4.3、SDGs 4.4、SDGs 4.7、SDGs 9.5、SDGs 9.b) 

A.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南洋商學院(全球商管學院排名第 25 名)為標竿學

院。規劃屬於院、系、所之永續發展目標 SDGs，強化符合世界永續潮流

之研究亮點、課程發展主軸、院系所特色優勢、與國際(區域)教育合作夥

伴規劃相關工作之推動。 

B.透過智慧科技(AI、數據分析)與永續創新(ESG、循環經濟)的深度融合，打

造產學合作平台，推動教育與研究創新，協助產業及社會邁向數位化與永

續發展並行的未來。 

C.持續延攬具高學歷、研究潛力及實務經驗之優良師資。 

D.持續開設並推廣泰國、華南、大上海 EMBA 境外專班招生。 

E.籌畫成立資訊與財金管理系、經營管理系博士班，以使本院涵蓋完整之管

理教育功能。 

F.建立多元化課程，培養學生程式設計、外語及管理能力，裨利學生適性之

發展。 

G.檢討現有課程規劃，以現代產業需求為依歸，用學程模式編組課程，提升

專業人才培育之成效。 

H.持續推動創新與創業學程，培養學生創新能力與創業觀。 

I.延攬產、官、學、研代表，強化管理學院發展諮詢委員會功能。力邀企業

經營有成之傑出校友，除擔任本院發展諮詢委員外，並能對在校學生給予

專業生涯規劃之寶貴建議與協助。 

J.協助學生就學、就業與生涯規劃之諮商。 

(2)教學 (B-1、B-2、B-3、B-4、B-5、E-2) (SDGs 4.3、SDGs 4.4、SDGs 4.7) 

A.推動以學院為統整核心之教學體制，由學院評估產業趨勢、學生學習需求

及師資專業提出整體人才培育構想。 

B.落實推動 PBL 教學課程，鼓勵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以實務問題為核心，鼓

勵學生進行小組討論，以培養學生主動學習、批判思考和問題解決能力。 

C.整合教學實踐與 EMI 雙語學習計畫，以「EMI 全英語授課教學」為手

段，落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內涵之「ESP 創新教學研究」推動計畫

(註: ESP: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D.教學主軸切合政府政策及核心產業脈動，開設智慧製造、金融科技、創新

創業及大數據分析等特色課程。 

F.結合業界專家協同深化實務教學，持續推動創新與創業學程，培養學生創

新與創業基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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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建立教學品保機制，有效控管管院師資水平及預期教學水準。 

H.鼓勵管理通識課程之開授，以使全校同學皆有受管理思維薰陶的機會。 

I.積極爭取相關經費以充實教學之軟硬體設施。 

J.加強學生外語能力、國際觀，以及領導能力(Leadership)之培養。 

K.積極輔導學生考取專業證照。 

L.為提升多元學生素質及教學水準，增加招收普通高中畢業生。 

(3)研究 (D-1、D-2、D-3、D-4) (SDGs 9.5、SDGs 9.b) 

A.推動 Impactful 學術研究，鼓勵教師帶領研究團隊將學術研究成果深耕企

業/產業，除直接回應本地企業/產業之人才培育需求外，並將研究成果擴

及鄰近國家，達到「學術聲望國際化」之目的。 

B.強化跨領域研究團隊，發展智慧供應鏈、ESG 評估模型與永續管理策略，

提升學術影響力。 

C.加強提供科技部、政府機構及公民營企業等申請研究計畫案之資訊，以協

助爭取研究計畫並提升研發能量。 

D.鼓勵研究績優教師依學校獎助辦法，申請聘任專案研究人員從事研究，提

昇研究量能。 

E.邀請知名國際期刊編輯或研究發表成果豐碩之學者以其自身經驗與全院教

師分享交流國際期刊撰寫與投稿技巧。 

F.持續推動管院教師 SCI/SSCI/TSSCI 論文獎勵辦法，鼓勵並推動教師研究活

動，促進國際及產學合作之成效。 

G.舉辦相關之國際及全國性研討會，加強與國內外學者之共研究合作與互動

交流。 

(4)產學合作 (D-1、D-2、D-3、D-4) (SDGs 9.5、SDGs 9.b) 

A.成立院級區域產學合作與技術服務團隊，匯集院內教授們組成跨系專項學

群，並以管理學院各校友會當作產業合作與技術服務支撐。 

B.由學院媒合專項學群與校友企業之直接合作，快速打造符合新興議題、具

擴散性之知識服務模組，朝著「產學深耕在地化」而前進。 

C.鼓勵支持教師繼續深化與產業界的合作，協助廠商導入政府資源，成立鏈

結創新平台。 

D. 以產學研一體化理念訂定研究與產學合作機制，主動拜訪科技大廠介紹

團隊硏發成果，並深入了解業界需求。 

E.鼓勵教師配合政府重點產業發展之創新項目研發專利與技轉、並鼓勵教師

帶領學生參與產學合作競賽活動。 

F. 擴大產學合作計畫，深化企業夥伴關係，開發高階管理人才培訓課程與智

慧管理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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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推廣服務 (B-2、B-4、D-1、D-3) (SDGs 9.5、SDGs 9.b) 

A.協助企業培訓所需人才，執行產學計畫解決企業問題，雙方合作將研發成

果商品化。 

B.爭取建教合作機會，適時開設短期管理人才培訓專班。 

C.開設高階經理人學分班，為國內企業高階主管提供最科技與管理理論教

育。 

D.持續推廣 EMBA 碩士在職專班之招生，以提升與產業界之互動。 

E.配合產業與政府對產業國際化發展之管理人才需求，持續推動管理國際學

生專班(IMBA)。 

F.舉辦循環經濟與綠色創新論壇，促進學術與產業交流，推動資源效率與碳

中和研究。 

(6)國際化 (D-2、D-4、E-1、E-2、E-3) (SDGs 4.3、SDGs 4.4、SDGs 4.7) 

A.積極與國外大學合作促進雙向交換教師與交換學生之交流。 

B.加強全英語課程開設、打造英文學習環境、結合專業領域的英文學習、強

化國際交流、以及增加學生輔導與教師獎勵機制等措施。 

C.與國外知名大學學院簽署合作意向書、訂定策略聯盟、共同舉辦國際研討

會。 

E.延聘國際講座教授及國外績優教師，配合南向政策擴大招收國際學生。 

F.鼓勵教師雙聯研究及學生雙聯學位。 

G.加強國際交流、爭取舉辦國際研討會、提升國際知名度。 

3.長程發展策略（8 年） 

(1)總體目標 (A-3、B-1、B-2、B-3、B-4、B-5、D-2、D-4、E-1、E-2、E-3、 

F-1) (SDGs 4.3、SDGs 4.4、SDGs 4.7、SDGs 9.5、SDGs 9.b) 

A.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南洋商學院(全球商管學院排名第 25 名)為標竿學

院。規劃屬於院、系、所之永續發展目標 SDGs，強化符合世界永續潮流

之研究亮點、課程發展主軸、院系所特色優勢、與國際(區域)教育合作夥

伴規劃相關工作之推動。 

B.透過智慧科技（AI、數據分析）與永續創新（ESG、循環經濟）的深度融

合，打造產學合作平台，推動教育與研究創新，協助產業及社會邁向數位

化與永續發展並行的未來。 

B.積極評估 EMBA 境外專班往東南亞其他國家發展之可能性，譬如越南，

緬甸等深具發展潛力之國家。 

C.提供優質之教學與研究環境，加強教學與研究相關之軟硬體，以提高行政

服務效率及教學研究之能量。 

D.追求教學、研究、服務與產學之卓越，營造多元特色環境，與產業密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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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善用本校交通地利優勢，提昇管理學院產學互動、學生招收與社會形象。

在現有的良好基礎上，建立管院自我特色。 

F.設立具特色並符合產業需求之研發中心，推動全方位產學合作與建教合作

模式。 

G.結合學校「結合臺北秋葉原打造為臺北科技綠廊核心」之遠景，發展管理

學院特色，將管理學院經營與城市發展結合，共同運行。 

(2)教學 (B-1、B-2、B-3、B-4、B-5、E-2) (SDGs 4.3、SDGs 4.4、SDGs 4.7) 

A.持續推動以學院為統整核心之教學體制及 PBL 教學課程。 

B.持續推動、規劃並改進本院各系學程設計及課程內容，更精確符合當代產

業人才之專業需求。 

C.結合業界專家協同深化實務教學，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提高學

生自主學習及跨領域選課彈性。 

D.持續強化教學品保機制，有效控管管院師資水平及預期教學水準。 

E.培養學生具備使用及運用程式語言之能力，輔導學生考取專業證照。 

F.爭取相關經費以充實教學之軟硬體設施。 

G.持續加強學生外語能力、國際觀，以及領導能力(Leadership)之培養。 

(3)研究 (D-1、D-2、D-3、D-4) (SDGs 9.5、SDGs 9.b) 

A.推動 Impactful 學術研究，鼓勵教師帶領研究團隊將學術研究成果深耕企

業/產業，除直接回應本地企業/產業之人才培育需求外，並將研究成果擴

及鄰近國家，達到「學術聲望國際化」之目的。 

B.鞏固智慧供應鏈與 ESG 研究優勢，推動產學合作與國際交流，提升實務

影響力與政策影響力。 

C.加強提供科技部、政府機構及公民營企業等申請研究計畫案之資訊，以協

助爭取研究計畫並提升研發能量。 

D.鼓勵研究績優教師依學校獎助辦法，申請聘任專案研究人員從事研究，提

昇研究量能。 

E.邀請知名國際期刊編輯或研究發表成果豐碩之學者以其自身經驗與全院教

師分享交流國際期刊撰寫與投稿技巧。 

F.持續推動管院教師 SCI/SSCI/TSSCI 論文獎勵辦法，鼓勵並推動教師研究活

動，促進國際及產學合作之成效。 

G.舉辦相關之國際及全國性研討會，加強與國內外學者之共研究合作與互動

交流。 

(4)產學合作 (D-1、D-2、D-3、D-4) 

A.成立院級區域產學合作與技術服務團隊，匯集院內教授們組成跨系專項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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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並以管理學院各校友會當作產業合作與技術服務支撐。 

B.由學院媒合專項學群與校友企業之直接合作，快速打造符合新興議題、具

擴散性之知識服務模組，朝著「產學深耕在地化」而前進。 

C.鼓勵支持教師繼續深化與產業界的合作，協助廠商導入政府資源，成立鏈

結創新平台。 

D.以產學研一體化理念訂定研究與產學合作機制，主動拜訪科技大廠介紹團

隊硏發成果，並深入了解業界需求。 

E.鼓勵教師配合政府重點產業發展之創新項目研發專利與技轉、並鼓勵教師

帶領學生參與產學合作競賽活動。 

F.推動智慧城市與循環經濟專案，與政府、企業合作，發展智慧能源管理與

城市永續解決方案。 

(5)推廣服務 (B-2、B-4、D-1、D-3) (SDGs 9.5、SDGs 9.b) 

A.協助企業培訓所需人才，執行產學計畫解決企業問題，雙方合作將研發成

果商品化。 

B.爭取建教合作機會，適時開設短期管理人才培訓專班。 

C.開設高階經理人學分班，為國內企業高階主管提供最科技與管理理論教

育。 

D.持續推廣 EMBA 碩士在職專班之招生，以提升與產業界之互動。 

E.配合產業與政府對產業國際化發展之管理人才需求，持續推動管理國際學

生專班 (IMBA)。 

(6)國際化 (D-2、D-4、E-1、E-2、E-3) (SDGs 4.3、SDGs 4.4、SDGs 4.7) 

A.積極與國外大學合作促進雙向交換教師與交換學生之交流。 

B.加強全英語課程開設、打造英文學習環境、結合專業領域的英文學習、強

化國際交流、以及增加學生輔導與教師獎勵機制等措施。 

C.與國外知名大學學院簽署合作意向書、訂定策略聯盟、共同舉辦國際研討

會。 

D.延聘國際講座教授及國外績優教師，配合南向政策擴大招收國際學生。 

E.鼓勵教師雙聯研究及學生雙聯學位 

F.加強國際交流、爭取舉辦國際研討會、提升國際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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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設計學院 

(一)現況 

1.組織架構  

設計學院籌設於 1999 年，其後於 2001 年(民國 90 年)8 月正式成立。目前設有三個

獨立系所分別為建築系(含建築與都市設計碩士班)、工業設計系(含創新設計碩士班)及

互動設計系(含碩士班)；學院另整合資源與跨領域專業設立兩個專班－設計博士班以及

創意設計學士班，並協調互動系分別於 107、110 學年度起開設互動設計與創新外國學

生之碩士與學士專班。 

 

圖 6.1 設計學院組織架構圖 

  



140 

2.系所簡介 

本校設計學院目前所轄之系所班簡介如下所列： 

(1)建築系 

為國內最早成立的建築科系，溯自日治時期 1912 年工業講習所時代，為當時台灣

建築、營造界培育了無數的人才。台灣光復以後，原台北工業學校改制台北工專，而建

築科曾於 1963 年及 1966 年，分別隸屬於土木工程科和工業設計科下之「建築組」，至

1987 年(民國 76 年)回復獨立為「建築設計科」，至改制台北技術學院以後的「建築系」，

一百多年來，栽培成就了今日台灣建築界專才的基石。建築系依專業特色分為「設計理

論」、「都市設計」及「工程技術」重點發展項目，並搭配特色研究室、創新綠建材研發

與推廣中心等教學研究單位，結合國內外永續、循環、健康與智慧綠能等單位跨域合作，

培養產業實務人才並與國際接軌，共同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為願景。系學程並

獲得 IEET AAC 國際建築教育認證，未來可廣泛在「坎培拉協定」(Canberra Accord)獲得

建築專業能力相互採認與接軌。 

建築系優先以「英國曼徹斯特建築學院」(Manchester School of Architecture,MSA) 

(2023 年 QS 建築學類別排名第 5 名)為發展標竿目標，目前已與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環

境、教育與發展學院)簽訂雙聯碩士學位協議，對於其合作之曼徹斯特建築學院，可作為

優先標竿目標。另一方面，在鄰近國際知名大學，建築系擁有多位「日本東京大學工學

部建築學科」(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2023 年 QS 建築學類別

排名第 17 名)博士畢業之師資，因此可作為鄰近亞洲區域優先作為標竿目標學校。在英

國曼徹斯特建築學院课程和研究跨多個學科, 涵蓋多個領域，包括城市設計、城市發展、

生態和景觀設計以及歷史環境的保護和管理等不同領域。而在日本東京大學建築學科，

則有建築歷史、環境、構造、構法、計畫等綜合課程，與建築系發展相似，其國際化教

學方針可作為標竿參考。綜觀標竿目標學校，主要皆以培育專業建築人員，例如，英國

皇家建築師、日本一級建築士等證照為培育目標，而本系亦是相同以培育台灣建築師證

照為主，可進一步針對教學課程與研究進行標竿項目建立。表 6.1 為建築系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ening)之 SWO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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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建築系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教學課程規劃與師資專業多元發展，符

合產業所需人才要求，並高度獲得產業

企業肯定，學生畢業具備競爭力。 
2. 建築系在國內具高度知名度，大學部招

生穩定且學生質素高，可長期培育建築

專業人才。 
3. 系友眾多且多於建築產業服務，校友企

業支持讓學生畢業即就業，可訂單式培

育專才。 
4. 建築系在 QS 世界大學建築學領域排名

曾在國際百大之內，增加國際知名度與

國際合作。 
5. 學校地理交通位置即優，長期連結政府

機關與公協會單位合作，可立即獲得最

新知識與資訊。 

1. 教學課程配合學校課程結構，專業必修

與選修課程數逐年減少，影響學生未來

在職場與國家建築師證照之競爭能力。 
2. 建築設計課程為主要核心課程，國家考

試亦規範最低時數，所需專業師資分組

教學指導，設計課程鐘點數逐年遞減，

與其他國立大學建築系時數差異越大，

學生學習基礎不足。 
3. 專業實作教學空間嚴重不足，影響教學

使用，相關設備與設施老舊無足夠之經

費大幅更新，相較國立高中職與相關大

學建築系之空間與設備嚴重不足。 
4. 課程國際化程度不足，影響國際合作與

國際生招募，國際化尚待發展。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 全球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其中以低蘊含

碳建築與碳中和建築為目標，本系具備

相關教學課程與研究，可供未來低碳建

築人才培育，符合脫碳產業發展機會。 
2. QS 世界大學排名提高建築系國際知名

度，增加國際合作機會。 
3. 校友與產業長期支持系教學與學生學習

之外部資源，提供與產業合作發展機會。 
4. IEEA AAC 建築教育認證獲協議國家建

築教育相互認證，提供學生國際就業與

學習發展機會。 

1. 碩士班教學特色與宣傳不足，與其他大

學碩士班差異甚小，招生不具競爭力，

外部招生競爭影響學生報到率，影響招

生穩定度。 
2. 建築產業大多為中小企業，易受經濟景

氣波動影響，選擇就讀建築系及未來投

入建築產業誘因少，志願選擇眾多，不

易選擇就讀建築系。 
3. 大學國際化成為重要發展特色，課程國

際化程度不足，不如其他國際大學建築

系，難以吸引國際生入學建築系。 
4. 資深教師退休或教師離職，教師遴補時

間長，影響教學規劃與研發能量。  

針對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 之分析，建築系相關因應策略如下： 

A.針對學生於職場與國家建築師證照之競爭能力提升，以微學程課程進行規

劃，增進學生實務與建築師證照能力，例如與工程學院土木系合開之微學

程，即以建築師所需專利能力強化，包括結構、構造等課程內容。 

B.學生生源受到高中職技術科系人數逐年減少與應界畢業生就讀研究所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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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部分，以課程規劃方式分流培育建築產業所需人才，並與校友合作頒

發獎助金方式，如金手獎獎助金予新生，吸引學生就讀並可支應技藝學生

安心就讀。 

C.積極國際交流與學生交換，透過相關外部資源導入與鏈結國際重要研究單

位與學術單位，並與國際化產業單位合作，培育跨國際移動能力之建築專

業人才。 

D.掌握教師離退情形，即早啟動教師遴聘作業，並鼓勵資深教授申請延長服

務。 

(2)工業設計系 

為國內最早成立的工業設計科系，溯自日治時期 1912 年工業講習所時代，本校木

工製作技術班開始，歷經工業學校、工專、技術學院時期科組改制，於本校改制為臺北

科技大學後正式正名為「工業設計系」，針對工業界之需求，培育學有專精之設計人才。

教學內容理論與實務並重，貫通設計教育至研究所階段，完整科技大學之技職教育功能。

因應教學趨勢與發展，結合跨領域專業師資，朝向發展跨領域多元「特色實驗室」的方

向邁進，涵蓋了人因與高齡化議題、兒童科技教具、公共環境、室內空間、設計方法與

策略、設計製造、設計史、家具木藝設計、數位製造、人因互動與科技應用等應用議題。

工業設計系實習工廠設備與師資完善，設有完整金工與木工教學機具設備，推動百年木

工技藝將與新科技融合，打造全台首座「木藝多樣少量類產業人才培育基地」，運用

AR(擴增實境)技術建構教學系統，引導木藝教育創新。 

工業設計系以日本千葉大學工學院設計系為發展標竿目標，千葉大學設計系是一個

致力於培養優秀設計師的學術單位，目前本院與日本千葉大學工學院有密切的合作關係，

包括學術研究、設計工作營、學生交流等多方面的交流活動。日本千葉大學工學院設計

系是日本頂尖的設計教育機構之一，其在 QS 世界大學排名的藝術與設計領域中位居日

本第二，也是日本設計學會的重要成員。工業設計系以日本千葉大學工學院設計系之教

育理念和方法為發展方向，旨在培養具有敏銳觀察力和創新思維的設計師，能夠運用科

技和藝術的知識和技能，創造出符合人性和多元性的設計作品，並且能夠因應社會和文

化的變遷，提出具有前瞻性和國際競爭力的設計方案。讓工業設計系之畢業生將有機會

在各種產業領域中發揮其設計才能，例如產品、汽車、機械、家電、傢俱等製造業，或

者在教育和研究機構中從事設計教學和研究工作。表 6.2 為工業設計系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ening)之 SWO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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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工業設計系之 SWOT 分析 

針對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 之分析，工業設計系相關因應策略如下： 

A.加強資源整合與業界合作：爭取政府、企業和系友捐款，開拓並提升軟硬體

資源；持續推動與設計業界的合作機會，包括參訪、實習和講座，開創更多

設計實戰經驗。鼓勵產品與家室組合作相關跨學科計畫，共享資源並發揮

各組特色。 

B.課程創新與技術適應：定期更新課程，包括 AI 等新興技術，增設多樣化課

程選擇。積極與國際學府合作，提供交換學生計劃和邀請國際專家授課。持

續舉辦國際設計工作坊，應用新技術於跨領域及文化等面向。 

C.空間優化與線上學習發展：爭取新空間並優化現有空間使用率，與設計學院

他系所共享相關資源。開發線上課程和跨校合作計劃，促進自主線上學習

成效。 

(3)互動設計系 

民國 98 年全國首創「互動媒體設計研究所」，於民國 102 年正式成立「互動設計系」

與碩士在職專班。互動設計系的規劃，跨設計、科技、媒體/視傳三領域，因應業界對「互

動介面及使用者經驗設計」、「互動程式設計」、及「互動創意與服務設計」等人才的需求

孔急。課程規劃以跨設計與科技領域的整合為主，結合資通訊技術(ICT)產業、行動應用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專業的教師陣容和豐富的跨域合作經

驗，課程成果優係。 
2.學生積極參與國內外設計競賽，多次榮

獲國際設計大獎。 
3.良好的學術和研究能量，研究及相關計

畫產出優異 
4.業界系友眾多能提供多元實習和就業機

會。 

1.課程所需軟硬體費用不足，難以因應新設

計開發工具興起，現有投入資源有限。 
2.本系包括產品組及家具與室內設計組，兩

組各有其發展特色但也分散現有資源的

投入。 
3.相較國際設計標竿學府，學制及生源的多

樣性與發展規模受限。 
4.現有學制所需空間不足。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與業界合作的豐富經驗可持續深化實

習、產學與獎學金等機會。 
2.運用老師不同設計背景進行跨域合作及

優化學習新技術和工具。 
3.持續耕耘國際設計工作營與合作研究，

擴大國際化成效。 
4.善用地緣優勢開創產學研合作契機。 

1.AI 工具的興起與相關技術進步需要不斷

更新課程。 
2.經濟弱勢學生可能影響其學習成效 
3.設計相關工作職缺的變動性對學生就業

前景的影響。 
4.受限既有空間，擴大跨域學習與發展有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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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MobileApp)、物聯網(IoT)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前瞻性跨產業跨領域的關鍵能

力，提供國家未來產業發展所需人才的培養與訓練。107 學年度起開設「互動設計與創

新碩士外國學生專班」，該專班以全英文授課，招生國外學生，以互動設計與創新跨領域

整合研究與應用實務為教學核心，發展互動設計、實體互動技術、環境智能、創新應用

管理等多領域的創新研究與應用為目標。110 學年度起亦開設「互動設計與創新學士外

國學生專班」(四技日間部)，接軌國際合作、放眼世界，培育互動設計與創新應用科技

的全球化人才。111 年成立全台第一座「元宇宙 XR 研發中心」，提供動態捕捉、虛擬網

紅、虛擬製作、電子音樂等軟硬體，將攜手產官學研合作，打造元宇宙人才培育基地。 

互動設計系以美國 MIT 媒體實驗室(MIT Media Lab)為發展標竿目標，以培養具有

創新思維和跨領域能力的設計人才。MIT 媒體實驗室是麻省理工學院建築與設計學院的

一個跨領域的研究機構，專注於設計、多媒體和科技的創新應用，並在多個領域取得了

突破性的成果。MIT 媒體實驗室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開創了無線網絡、無線傳感器和網

頁瀏覽器等技術，受到了國際媒體的高度關注和讚譽。近年來，MIT 媒體實驗室更致力

於用設計和技術解決社會問題，如教育、健康、能源和環境等，強調「創新的根本在於

可以接受失敗」，因此媒體實驗室揚棄傳統學術機構申請研究計畫的流程，改以企業贊

助為主的經費共享模式(Corporate Sponsorship)，使整個媒體實驗室得以更貼近產業趨勢

的研究，展現了其社會責任感和創造力。表 6.3 為互動設計系優勢(Strength)，劣勢

(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ening)之 SWOT 分析。 

表 6.3 互動設計系之 SWOT 分析 

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 
1.為國立大學第一個專注於使用者經驗與介面

設計，結合數位媒體與互動科技之前瞻科系。

並已於成立國際互動學士班，實施雙語教學。 
2.搭配數位內容與體驗經濟產業之需求，擴展設

計、藝術與娛樂性的應用研究，特色在行動科

技、擴增與虛擬實境、智慧空間，穩合發展產

業趨勢。 
3.位於臺北市具有文化交流(光華、松菸)與接觸

流行資訊之區域環境優勢，交通方便易於往

來。 
4.培育人才往跨域發展，校友表現傑出，受知名

企業聘用，並有國內外接續深造。  
5.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比例分布平均有助經

驗傳承及系穩定發展。教師研發成果優異。 

1.整體空間資源及樓地板面積嚴重不

足。 
2.為全校最新之系所，需要更多經費與

空間資源挹注。 
3.招收國際生，生師比高，教師教學負

荷高。 
4.編制專任師資員額較少，影響系所發

展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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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ening) 

1.強調跨領域學習與整合的研究與教學，「設

計背景懂程式，程式背景懂設計」以提升就

業競爭力。 
2.引入產業界校友前來系所兼課，強化教學、

產學與銜接實務 
3.持續引入國際化作為以拓展產學、生源與

學術交流。 

1.新型態的跨域整合教學，貼近產業趨勢，

造成教師群備課不易。 
2.著重「(介面)設計+(媒體)程式」主軸以彰

顯本系特色，惟程式設計的課程須因材

施教，每位學生的基礎點不同，建議未

來可以能力分班。 
3.需結合學生選擇不同學習特質來開發多

元學習管道(交換、海外實習、微學程) 。 

針對劣勢與威脅之分析，互動設計系相關因應策略如下： 

A.積極向學校爭取學生之創作空間，光華館三樓育成中心搬遷後，部分空間

有望交由互動設計系使用，以緩減師生空間之不足；現亦整合光華館四樓

現有樓層，提供師生優質完善的學習與研發場域，建置多功能展演教學教

室、綠幕教室、3D 列印與雷切教室、電腦教室、AI 繪圖室、數位錄音間等，

整合成一專業的元宇宙應用研發環境。 

B.鼓勵教師們於寒暑假參與新興科技之研習，並於新學期導入創新科技與教

學手法；並強化師生的自學能力，以因應科技之日新月異。 

C.辦理多項工作坊與跨領域學程，引薦諸位業界專家前來分享，並鼓勵師生踴

躍參與，以強化與產業之鍊結。 

D.國際外生專班的名額尚未招生完全，加強發放獎學金政策，以吸引優秀大

學生前來本系就讀。 

E.積極辦理招生活動，除平日邀請高中職師生前來參訪與體驗外，更積極推動

暑期夏令營和寒假冬令營的元宇宙課程，超前部屬，強化優秀學子們對於

系所的認同及報考意願。 

F.積極向學校爭取專任師資員額與研究空間資源，遴聘具互動設計新興研究專

業與教研具優之優秀教師，拓展系所發展。 

(4)設計博士班 

設計博士班為整合型博士班，於民國 95 年 8 月正式成立，由設計學院整合院內建

築系所、工業設計系所、互動設計系所之學術專業發展方向與資源進行運作。為設計學

院整合資源與跨領域設計專業應用之博士班學制。致力於創造都市之適居性、國際化、

永續與綠建築及歷史資產保存與再利用等研究；並以產品設計數位化、人因與互動設計、

及創新設計策略與管理為研究核心，秉持理論與實務並重。設計博士班為有效結合既有

之建築、工業設計、互動設計學門之專業教育，培育高級設計專業人才，學生研究方向、

教師產學研發、專利發明、競賽獲獎配合發展特色，訂有修業補充規定與修業流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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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學生修業依循；課程規劃具多元廣度，學生得依個人研究專向與探討領域，選擇各學

門相關研究專業課程，實務設計專案融入教學，引領博士生跨領域研討操作相關議題，

強化博士生在設計專業領域應有之廣度與精度。 

設計博士班係設計學院創院以來唯一之博士班學制，也是目前國內國立標竿大學設

計系院中，唯一由學院建立資源協調支援機制，以具效率規模之資源整合，達成跨領域

設計整合教學效益與自我特色之單一學制博士班學程，設計博士班面對產業潮流日新月

異與技職高等教育轉型等洪流，歷年招生情況良好，學制研發績效日益成長，仍競競業

業備戰高等教育飽和發展與少子化的衝擊。表 6.4 為設計博士班優勢(Strength)，劣勢

(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ening)之 SWOT 分析。 

表 6.4 設計博士班之 SWOT 分析 

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 

1.招生情況良好，具跨領域結合電子資通

機械領域學術研究及實務操作之優勢。 
2.位於臺北市中心，享有文化交流與流行

資訊、數位經濟的區域環境優勢。 
3.擁有建築、工設、互動設計系所，跨領域

設計學習領域全面，教學研究產學成果

優異。 
4.教學與研究制度兼顧學術與技術導向，

適應產業潮流發展行動科技、智慧空間

等技術於設計應用。 
5.實習工廠設備齊全，具有完整教學機具

設備、產線建置及雷雕、3D 列印設備。 
6.師資具有團隊精神與產學研究風氣，帶

領學生參與產業實務計畫及國際設計競

賽與發表。 

1.位處都市環境，校內整體空間資源及樓

地板面積有限。 
2.專任師資員額編制有限，生師比高，教

學負擔重，侷限議題領域與員額配置。 
3.設計研發產出較難全以量化評比(如期

刊發表)，研究、創作導向分心，影響資

源分配效率。 
4.技職學生英語能力仍力有未逮，影響教

師開設全英語課程效益。 
5.面臨資深教師退休潮，新進教師與資深

教師交接期短，部分教學研發傳承與延

續為當務之急。 
6.在職學生佔多數，較難全時投入研究，

致使修業期程長，高年級休退學人數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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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ening) 

1.台灣高科技產業邁向下一個世代，數位

經濟模式對設計技能的需求日益增加。 
2.科技部調整博士級專任助理的薪資制

度，依據專業能力給予合理的報酬，吸引

多元的人才加入研究團隊。 
3.都會區位的優勢有助於師生與國際、市

場進行交流合作。 
4.吸引業界人士持續學習與創新，整合學

術與技術實務應用，有效縮短產學間的

落差與接合。 
5.少子化帶來教育品質的提升，師生比有

望下降，數位學習增進教學效率。 
6.在地文化觀念日趨成熟，創意文化資源

及工作機會逐漸累積。 

1.國內外設計市場競爭激烈，建築與設計

產業面臨挑戰與衝擊。 
2.人口老化與少子化的趨勢，影響學生的

數量與需求，改變學習的方式與目標。 
3.少子化趨勢，致使大專教職缺額短少，

影響學生就讀博士班意願。 
4.跨領域學習需整合不同領域的知識與技

能，較難直接呈現特定學科領域績效。 
5.大專校院廣設設計系所，設計學生的數

量過剩，影響設計畢業生的品質與薪資

水準。 
6.年金改革的影響，大陸與國際間攬才，

招募優秀且具有設計能力與研發成果的

教師更加不易。 

針對劣勢與威脅之分析，設計博士班相關因應策略如下： 

A.整合院內系所空間，並優化校內空間規劃與管理，提升空間使用效率與品

質。聘任兼任或客座教師、邀請產業專家或國外教師等，增加師資多元性與

專業性。 

B.建議學校逐步建立設計研發產出的多元評估機制，並鼓勵教師參與跨領域

或跨校的合作計畫，提升研究創作的品質與能見度。 

C.建立教師交接與傳承的機制與平台，如設立導師制度、工作坊或座談會等，

資深教師分享教學研發成果與心得，促進新進教師的成長與發展。 

D.強化英語教學與學習的支援系統，如提供英語能力測驗、補助或獎勵等，並

推動國際交流與合作的機會，提升學生英語能力與國際視野。 

E.配合學校與國科會訂定之博士生獎助學金，鼓勵優秀全時學生攻讀博士學

位，並提供更多的就業輔導與職涯發展機會。維持博士學位品質，明確規範

博士生的修業和畢業要求並設定退場機制，鼓勵博士生進行跨學科和國際

化的研究合作，提升博士生的自主學習和創新能力。 

 (5)創意設計學士班 

創意設計學士班考生資格為高中應屆畢業生。課程規劃採「大一不分系、大二訂主

修」的原則，在大一不分系訓練過程中，結合本院建築系、工業設計系及互動設計系三

系所的師資及軟硬體設備等資源，訓練其創意設計能力與思考，加上完整的專題實作技

術磨練，培養學生養成跨領域專業知識應用思維，探索自己專長與興趣，進而選擇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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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不同尺度的設計學習，如大尺度的都市與建築、中尺度的室內空間、小尺度的產品與

家具，與無尺度的虛擬互動數位介面，發揮專業設計才能。今時今日，設計的界線在數

位原生代的時代不再清晰可辨。在得天獨厚的小班教學下，創意設計學士班學生在專屬

的設計工作室逐步養成能在任何領域發光發熱的設計人才。基礎課程架構以基本設計的

主軸展開，設計課以小組方式上課，在被所熱愛的設計填滿的大學生活中，透過不同的

設計題，一次又一次的評圖與班展，了解如何作設計與說設計，呈現各種學到的與體會

出的設計能力。 

3.教學 

(1)師資 

師資主要來自歐、美、日深造學成歸國學人及我國研究所培養之專才，理論與實務

兼具，皆能依據教育部頒課程標準之需要及各系發展特色，發揮專長達到務實之教學工

作。具同質性設計領域的資源及師資可以整合共享，學生可以相互選修課程及輔系，院

內師生互動良好。專任教師之聘任視實際需要，以具有專業知識背景之高學位及兼具教

學、實務經驗，術德兼修者為優選條件。兼任教師亦按實際需要，以理論與實務兼具者

為聘任之先決條件。教師於教學之餘致力於學術研究及著作，或參與政府機關之委託研

究工作及協助產業界研發專案，並經常參與國內外設計有關之研討會、工作營、考察參

訪等活動。 

(2)學院學生 

本院三系(工業設計系、建築系、互動設計系)及其碩士班、三班(創意設計學士班、

設計博士班、互動設計與創新碩士外國學生專班)具有同質性的設計領域，資源及師資共

享，學生可以相互選修課程外，院內師生關係良好且密切。學院積極與國外校院締結姊

妹關係，每年各系皆有外國交換學生與本系生共同上課並進行交流，一方面擴展學生國

際觀，另一方面本院學生出國交換或進修的人數亦大幅成長，目前日間部四技學生數約

近 9 百位、碩士班研究生近 230 多位、博士班研究生約 80 多位；進修部與進修學院二

技/四技學生數近 2 百位、碩士在職專班約 200 位；平均每年約有 60~90 人次之國際交

換生與國際學生前往設計學院就讀。 

(3)課程特色 

大學部課程以四年設計課為核心，採精兵制小組教學，針對業界之需求，培育專精

之設計人才。教學內容理論與實務並重，貫通設計教育至碩士班階段，完整科技大學之

技職教育功能，使學生畢業後能具備就業所需之基本知識、技能及態度；研訂能力指標，

確實達到各課程間縱向及橫向之連結。專業核心課程採共同教學及各別指導之方式以結

合多位教師專長，供學生開闊之知識領域及增加教學效果。定期舉辦各種設計作品展示

及相關活動，邀請專、兼任教師、產業界之經營者及設計專家一同參與及評審，促進與

業界之互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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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培養學生具備業界水準之「設計+程式」基本能力，自 106 學年起將「程式設計

入門」、「設計實作」、「設計表現法」列為院訂專業必修，訓練其創意思考與設計之能力，

加上完整之設計技術訓練，培養學生擁有獨特之跨領域專業知識應用思維。 

4.研究 

(1)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整合 

教師積極參與科技部與公民營機構各項研究計畫，包括基礎、產品開發與應用型研

究等，以配合產學發展。設計實習以主動發掘議題或接受業界委託方式，應用都市、建

築、工業設計等專業，落實於空間設計及實際研究開發新產品。 

(2)強調跨領域、跨系所、跨校整合研究 

設計學院專任教師均依據本身專長領域設立專屬研究室或實驗室，執行產官學界研

究案，充分達到理論與實務結合。學院將持續與更積極的推動各系所老師間進行不同領

域專長組織團隊的整合，執行整合型專案或計畫，以藉此充分利用科技與資源整合觀點

跨出校園與其他大專院校或業界研發單位共同合作，最後並得以將產學合作或研究成果

傳授於課程教學內容或相關專題及論文題目。 

(3)學術交流 

本院教師學術交流頻繁，持續與國內外學術界保持良好關係，除了至國外研修講學

研究，亦常帶學生至國際知名校院或合作機構交流訪問、參展參賽，與合作校舉辦工作

坊互相觀摩學習。為加強與國際設計教育機構及研究單位之持續交流，不定期邀請國內

外專家學者舉辦設計專題講座，並積極延聘設計領域知名學者擔任國際榮譽講座教授，

如已聘的德國漢堡邦都市發展與環境部前局長 Wilhelm Schulte、國際知名建築大師暨教

育家 Frank D. K. Chin、英國皇家城市規劃學會會長 Janet Askew...等皆曾受邀至本院短期

授課和論壇講座。 

5.產學合作 

本校地點由於位處都會區市中心雙捷運線交會點，交通便利，適合與都會設計脈動

連結，或與相關業界、機構建教合作。為推動產業界提升建築與產品設計能力，拓展國

內外市場知識能力，除落實產、官、學、研結合，更與企業界與工程界緊密聯繫，落實

政府推動產業升級政策。院內專任教師參與公、民營機構各項計畫，並指導學生論文研

究主軸結合產業發展議題，促進學生接軌業界實務，進行實用性研究工作。教師透過研

究計畫的執行資源，指導並組織學生共同參與整合性研究，建立優良研究團隊。 

6.推廣服務 

建築系與建築、都計公部門、實務產業領域聯繫密切，多數老師皆擔任各公部門專

業委員會委員，協助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動公共政策之各項計畫、審議與活動。在老師的

帶領下，搭配建築展、建築講座的舉辦，以及都市景觀、文化社會、環境永續等產學合

作計畫的執行，充分發揮本校優良的區位優勢，形成一首都核心區的都會型建築/都市專

業養成與進修、推廣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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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設系透過建教合作服務廠商及政府法人機構開發新產品與設計，業界提供獎助學

金供同學進修，同學協助業界開發產品並進而培養設計實務經驗。木藝培育中心透過擴

增實境技術結合傳統鉋刀知識開發互動擴增 App，並透過台北故事館、松菸文創空間與

民眾教學展示，並提供學生參與展示規劃與設計，培養學生對於傳統木藝與科技藝術的

概念結合，並發展出新的科技木藝展示內容。教師亦結合職能治療領域專業，發展擴增

實境與互動桌遊教具內容，應用於特殊孩童的社交學習應用上，整合設計與醫療等跨領

域專業特色。 

互動系參與學務處所規劃的牡丹鄉原住民 USR 計劃案，將提出 AR 壁畫掃描解說、

VR 360 明信片等工作。將國科會展示開發「CO2 捕捉互動 VR」、「綠色能源桌遊與 AR

系統 」等輔助教學系統。參與教育部之「大學以社教機構為基地之數位人文計畫」進行

虛實整合兒童圖書館規劃設計。 

7.國際化 

設計學院自 2006 年起簽署過學術合作備忘錄的國家有日、韓、德、法、美、英、捷

克、蒙古、馬來西亞、新加坡、中國大陸等計 30 多所校院，每年皆有多位學生雙邊交換

研修，也經常與國外知名大學合辦跨國工作營及國際研討會，如日本九州工業大學與千

葉大學、德國特里爾大學與波次坦應用科大、香港中文大學、國際空間規劃與永續發展

學會...等，教師亦會協助同學至姊妹校研究室參與相關實務研究之執行，持續積極推動

與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環境教育發展學院、美國賓州州立大學資訊科學與技術學院已簽署

之雙聯學位學程。 

院內不定期邀請國際知名專家學者舉辦設計講座，並依循國家「大學校院藝術與設

計領域人才培育」之目標，加強藝術與設計領域人才培育國際化，鼓勵師生積極參與國

際競賽，培育設計人才與國際競賽接軌，院內各系依據不同設計專業領域參與各項大型

國際設計賽事，國際競賽交流成果屢傳佳績，為校爭光。 

另外，本院家具木工產學訓專班與越南多家大廠簽約教學實習合作，教師亦對外徵

詢更多國際產學合作機會，曾媒合學生至西班牙、緬甸、越南、柬埔寨、中國等國事務

所實習，除了培育學生國際競爭力，亦力求與產業需求市場接軌。 

 (二)目標與特色 

1.競爭力 SWOT 分析 

本校設計學院嘗試以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藝術學院，作為本

院追求的標竿學校院；其位於美國的賓夕法尼亞州的匹茲堡，屬研究性綜合類大學。在

全美創始於 20 世紀的大學中，卡內基梅隆是唯一一所進入全美排名前 25 的大學。CMU

擁有全美名列前十的藝術學院(College of Fine Arts)，由建築系、藝術系、設計系、戲劇

系、音樂系組成，培養的人才包含從建築設計到表演藝術、視聽藝術等廣泛領域；其平

面設計、工業設計、建築設計等專業在全美均處於頂尖水平，本校設計學院與其設計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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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與發展背景相似，均是強調跨領域的實作與設計整合。經檢核設計學院轄下之系所之

SWOT 分析，共同優勢在於其培育之設計人才符合產業所需，學生畢業具備競爭力，在

師生共同努力下，亦有優良研發教學與競賽成果，地處市中心具有最即時接收設計文化

與流行資訊之區域環境優勢，但亦因地處都會中心，校內整體空間資源及樓地板面積有

限，設計工作空間不足，且設計應用之教學軟體成本高昂，院系資源尚不足以負擔，設

計學院目前雖然招生尚為穩定，但面對設計產業新鮮人起薪略低與少子化浪潮，未來招

生要兼顧質與量，勢必將面臨挑戰，為了克服這些問題，設計學院將加強跨領域的教學

和研究合作，拓展國際和產業的連結利用自身的優勢，改進劣勢，穩定發展的機會，應

對可能的威脅，進而提高教學品質和社會貢獻。以下為設計學院就優勢(Strength)，劣勢

(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ening) 之進行分析說明如表 6.5。 

表 6.5 設計學院之 SWOT 分析 

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 

1. 基礎教育優良，人才素質水準整齊。 
2. 跨域整合電子資通機械領域學術研究及

實務操作與同類大學相較具優勢。 
3. 位於臺北市具有文化交流與接觸都會區

流行資訊之區域環境優勢。 
4. 具有建築、工設、互動設計系所，設計

學習領域涵蓋完整，在行動科技、擴增

與虛擬實境、智慧空間等已累積優良研

發教學成果。 
5. 設計實作精神濃厚，家具木工與產品設

計具有悠久歷史與師徒制教學傳統。 
6. 以就業實務與產業需求導向，將實務技

巧建立在理論基礎之上。 
7. 實習工廠設備與師資完善，設有完整金

工與木工教學機具設備及雷雕、3D 列印

設備。 
8. 師資具團隊精神與濃厚產學研究風氣，

帶領學生參與各項國際設計競賽。 

1. 位處都市環境，校內整體空間資源及樓

地板面積有限。 
2. 與歐美諸國相較下，一般人民、消費者

對都市設計生活美學素養仍需加強。 
3. 針對基礎工藝之專精化及技術指導，仍

欠缺專業技工產學師資指導。 
4. 學校專任師資員額編制有限，生師比高，

教學負擔重，侷限議題領域與員額配置。 
5. 技職學生對於全英語課程較缺乏興趣和

信心，影響全英語課程效益與課程國際

化發展。 
6. 面臨資深教師退休潮，新進教師與資深

教師交接期短，部分教學研發傳承與延

續為當務之急。 
7. 設計研發產出較難全以量化評比(如期

刊發表)，研究、創作導向分心，影響資

源分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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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ening) 

1. 結合國家重點發展產業之智慧製造、綠

色建築、數位文化等領域，設計技能跨

域應用機會倍增。 
2. 臺灣設計力已具國際水準，頻繁於國際

競賽中屢獲殊榮，具有國際視野和競爭

力的設計人才深獲國內外產業青睞。 
3. 培育跨領域人才為提升社會競爭力的重

要策略，進而激勵業界人士迴流進修。 
4. 少子化帶動小班菁英教學，師生比可望

降低。 
5. 校友與產業資源能提供學生實習和實務

接軌平台，為未來就業和創業開拓更多

可能性。 
6. 世界各國逐步解封，重啟國際人員交流，

境外學生來台機會增加。 

1. 國內外設計市場競爭激烈，建築與設計

產業面臨挑戰與衝擊。 
2. 台灣人口結構變化傾向高齡化與少子

化，造成學生來源及學習型態轉變。 
3. 產業結構偏重高科技及製造外移，而內

需營建設計產業與資源相對弱勢。 
4. 跨領域學習逐漸成型，整合不同領域之

學習內涵仍需探索。 
5. 近 10 年大專校院廣設設計系所，設計系

所學生數膨脹近 4 萬人，畢業生專業能

力良莠不齊，拉低設計系所畢業生平均

薪資。 
6. 年金改革之衝擊與大陸、國際大舉攬才，

遴聘優秀且設計能力與研發產出兼具之

師資不易。 

依據設計學院就優勢 (Strength)，劣勢 (Weakness)、機會 (Opportunity)與威脅

(Threatening)對應關係分析，提出相關策略及執行方法，分別說明如下： 

 整備資源健全組織運作 

(1) 組織學院發展與國際化策略諮詢團隊，建立合作與交流資料庫；對接研究課

題與設計命題，建構國際相互合作深度。 

(2) 善用都會區位優勢，結合校外與跨院系所資源與空間的支援與應用，發揮資

源最大利用。 

(3) 彙整校內新進教師之獎勵補助資源，強化系所主動詢訪優秀人才機制，加速

延聘效率，遴聘優秀且設計能力與研發產出兼具之師資。 

(4) 本院專任師資員額有限，因應設計、實作、實習之特殊教學任務，爭取增加

具實務設計經驗與競賽實作專案教師比例，強化學生技術指導並藉以降低生

師比，提升教學品質。 

(5) 強化各系系友會運作與交流機制，爭取募款資源，應用於提升學生國際視野

與能力，增加就業競爭力。 

 擴展生源建構特色教學 

(1) 強化招生宣傳，凸顯招生系所特色亮點，擴增學生專業背景類科，穩固國內

生源。  

(2) 開設國際專班，拓展境外生源，降低少子女化衝擊。 

(3) 建立入學獎學金機制，爭取優秀新生到校就讀，續留優秀學生就讀院內碩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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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班。 

(4) 結合課程展演活動及108課綱精神，廣邀高中職端參與系所設計工作營，盤

點院內課程資源，建立對接高中職課程機制。 

(5) 鼓勵教師申請教學實踐計畫，結合科技應用，建構特色教學，促進學生學習

成效。 

 跨域整合提升設計研發 

(1) 成立跨校、院、系所研究社群，組織院內教師共同參與研究，型塑設計結合

其他跨域共同研究之發表風氣。 

(2) 鼓勵教師洞悉設計產業需求，成立研發中心與特色實驗室，推動產學合作，

提供與業界接軌之專業服務。 

(3) 聚焦設計研發於人文生活科技、減碳化、智慧化、科技整合等跨領域且配合

國家發展重點之應用領域。 

(4) 推動與文化創意、建築營造、醫療福祉、社會服務、智慧科技、綠能環保等

能使設計應用加值之產學合作。 

(5) 分析SciVal、QS、THE排名評比指標與分類領域，從中瞭解如何截長補短，

進而強化發揮學院整體優勢，提升研發量能與建立學院特色。 

 深化合作推展國際交流 

(1) 持續推動與國外指標設計校院締結合作交流協議(MOU)與雙聯學制，增加師

生國際交流機會，提升國際競爭力。 

(2) 強化已締約合作校院實質交流，推動雙邊學術研究合作與教師雙向互訪交流；

學生國際交流來訪及出訪人均比例，均為本校學院之最佳。 

(3) 持續邀聘榮譽國際講座教授，透過舉辦國際設計工作營、國際論壇等展演活

動，邀請榮譽國際講座教授、知名國際設計大師短期駐校講學。 

(4) 鼓勵師生積極參與國際會議，從事研究交流，增加國際曝光度與拓展國際視

野。 

(5) 建立研究室媒合交換學生、雙聯學位等輔導機制，提升學生赴國外就讀與交

流之意願。 

2.目標與特色(SDGs 11、SDGs 12.b) 

設計學院依循校務發展目標及設計專業發展趨勢，在永續環境設計方面以洞察 21

世紀城市競爭力，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11)「建設包容、安全、具防災能力與

永續的城市和人類住區」，了解未來都市之永續發展的趨勢，致力於創造都市之適居性、

國際化、永續與綠建築及歷史資產保存與再利用等研究，；以產品設計數位智慧化、人

因與互動設計、永續／健康設計及創新設計策略與管理四軸向為核心，秉持理論與實務

並重，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12.b) 「制定及實施政策，以監測永續發展對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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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業，促進地方文化與產品的永續觀光的影響。」，培養國家建設所須之高級設計研究

發展與實務人才，發展涵蓋由產品、家具、室內、建築、景觀、文化資產，進而包括住

家、社區、都市空間的規劃與設計之完整專業，並配合科技數位媒體，彰顯其互動之媒

體設計，面向未來跨領域整合設計管理領域。 

設計學院之目標與特色之建立，著重本校多元創新的學習環境、務實導向的產學研

發、深耕學研究國際交流等四項主軸目標，並依據強化課程統整，精進學生跨域整合的

專業能力(B-1)、提升產學合作，校友資源利用，及硬體設備更新(B-2)、發展創新教學模

式，建構以學生為主的教學環境(B-3)、攜手多元產業合作模式，培育優質跨域就業人才

(B-4)、增進學生人文藝術涵養與優良人格特質(B-5)、強化學生多元社團經驗與服務學習

機會(C-1)、鞏固校友企業專業鏈結，樹立學生學習楷模(C-2)、深化品德教育，朝向以人

為本的教學理念(C-3)、建構實務導向與全球化的研發策略(D-1)、強化跨校及跨域研究合

作的機制(D-2)、建構產學研鏈結平台及提升技術移轉績效(D-3)、優秀境外研究生攬才留

才(E-1)、落實全球在地化提升國際能見度(E-3)等本校多項發展策略訂定設計學院之目標

與特色。 

本院目標： 

(1) 教育目標 (B-1、B-3、B-4、B-5、C-1、C-3、D-2) 

A.落實全人教育，重視學生生活之輔導。 

B.以嚴格的基礎培訓和獨特專業發展為基本前提，強調跨學科互動來擴展其

核心知識。 

C.發展文化創意、數位內容、智慧生活等跨領域設計人才。 

D.培育學生成為具創意、能整合、善應用互動科技、發展網路媒體創新應用與

雲端服務的人才。 

(2) 研究目標 (D-1、D-2、 E-1、E3) 

A.調專業整合，提供設計人文與相關專業領域之配合。 

B.加強國際交流，充實學術研究內涵，落實與國際校院實質合作與師生研修交

流。 

C.強化跨領域研究與實務合作及專業領域的連結。 

D.推廣環境永續經營的理念，提升產業設計品質。 

(3) 服務目標 (B-1、B-2、B4、C-1、C-2、C3、 D-1、D-2) 

A.臺北科大規劃設計品牌建立，持續北科設計傳統,作為全台最重要的設計教

育基地。 

B.形塑北科建築之心傳統，首都都心Arch Hub建立，成立都心建築資訊溝通平

台，交流共享。 

C.建立密切的產、官、學、研合作模式與產業界實習機制。 

D.結合校友資源，致力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USR)，結合社會服務於教學內



155 

容。 

本院特色： 

設計學院所提供的專業教育與人的生活密切相關，希望藉由不同尺度下，考慮不同

單元的設計活動；由尺度最小的產品、家具、建築物、戶外空間的設計，進而包括大尺

度的社區、都市的規劃設計與互動媒體視覺傳達，所涵蓋之專業領域十分完整；並強調

現代科技導入設計，包括智慧化、物聯網、人工智能、虛擬實境等技術導入設計程序應

用，期能提供市民居住於一個健康且永續發展的環境，相關發展特色如下： 

(1) 理論與實務並重，理論方面著重於設計基礎之養成及設計相關理論之學習；

實務方面除了設計技巧之傳授，並透過設計競賽參與、設計專題、義築計畫

及校外實習等方式，使學生具備足夠之設計技能。(B-1、B-3) 

(2) 設有獨立工場空間，實作教學為各系核心課程，各系皆擁有設備齊全的模型

工場，尤其木作工場設備應屬全國之冠。(B-2) 

(3) 工設與建築系所歷史悠久，校友資源豐富，為國內最早成立的工業設計及建

築科系，畢業校友在產業界頗有成就且對母校向心力強，使本院實務教學、

產學合作以及技術研究的外部資源豐沛。(B-2、C-2) 

(4) 落實永續環境設計，以文化空間、高齡環境、景觀建築、都市規劃與再生、

智慧健康建築等教學與研發主軸，強化建築學術專業融合業界實務，為建築

師、都市設計師等培育基地。因應新需求、新潮流，重新盤整師資、課程、

空間及設備，並汲取國際新技術、新觀念，兼及台灣文化、地域特色，成就

大型建築、設計事務整合基地。(D-1、D-3) 

(5) 兼具產品、家具、室內設計專業，擁有為國內唯一具有產品設計、家具及室

內設計專業領域之工業設計系所，符合就業市場需求，學生畢業後就業領域

寬廣。(B-4、D-1) 

(6) 以人機介面互動技術與藝術為主，娛樂科技、設計為輔，導入生成式 AI 應

用，輔助訓練跨領域設計與工程的新世代人才。(B-4、D-1、D-2) 

(7) 以使用者經驗為基礎，將互動科技(如 AR/VR)、新興技術(如 AI、區塊鏈)等

創新應用於產品(含電腦、通訊、消費性電子、汽車等)、空間(含室內/室外、

開放性與專屬空間)、與服務(含雲端服務、手持裝置行動服務、互動網頁等)

之設計。(D-1、D-2) 

(8) 都會設計論壇社會實踐，創建北科設計產業資料庫，綜整師生活動現況、作

品展示、作品建檔、校友平台，並藉由提供評圖、講座、論壇、展覽、工作

營、保存、出版等活動平台，建構北科設計樞紐地位，實踐國立大學社會參

與的責任。(C-2、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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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量化指標 

設計學院為強化跨領域的設計研發整合與提升教研成果績效，擬定量化發展指標及

執行期程。各項發展指標依據院系之資源條件、軟硬體設備及近年表現，篩選出特色亮

點指標，再從中訂定核心發展指標。每學期透過校務發展委員會及中長程計畫書研商修

訂會議，持續針對近中長程預定達成之定量化指標進行追蹤檢討。設計學院之定量化指

標及近三年(111-114 年 1 月 31 日)執行成效詳如表 6.6 所示。  

設計學院於實作教學、作品展演、設計工作營、USR 計畫、教學實踐計畫…等，每

年均有相當績效，持續達成定量化指標；論文研究發表與計畫執行，於 110-111 年為穩

定成長 10%以上，112 年度因教師離退，專任教師遴補時程長，國科會對特定專案領域

資源分配，一般專題計畫通過率普遍下降…等因素影響，112-113 年量化績效相較於 111

年略有下降。另新冠疫情對於國際移動造成相當影響，110-111 年疫情期間暫緩海外實

習造成部分量化績效下降，針對執行率較低者，提出相關改善措施如下：。 

(1)彙整校內新進教師之獎勵補助資源，強化系所主動詢訪優秀人才機制，加速延聘

效率，遴聘優秀且設計能力與研發產出兼具之師資。 

(2)成立跨校、院、系所研究社群，組織院內教師共同參與研究，型塑設計結合其他

跨域共同研究之發表風氣。 

(3)分析 SciVal、QS、THE 排名評比指標與分類領域，從中瞭解如何截長補短，進

而強化發揮學院整體優勢，提升研發量能與建立學院特色。 

(4)隨著疫情受控，國境解封，112 年暑假起各系所積極鼓勵與媒合學生出國學習及

海外實習。 

表 6.6 設計學院之定量化發展指標總表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多元創新

的學習環

境(B) 

強化課程統

整，精進學生

跨域整合專

業能力(B-1) 

近程（2 年） 

每年至少舉辦 1 場

跨領域國際(國內跨

校、跨系)專題設計

工作營。 

111 年-113 每年與研發處或

跨校、跨國姊妹校舉辦設計

工作營，常態執行平均每年

約 2-3 場。 

提升產學合

作、校友資源

利用，及硬體

設備更新 
(B-2) 

中程（4 年） 

整合與改善既有平

台空間，包括設計館

2 處演講廳、生態小

屋展示平台等。 

生態小屋已運用設計教學

與作品點評使用，設計館 8
樓與 B1 演講廳設備持續改

善中，目前已更新 8 樓空調

系統，光華館 400 多功能教

學展演廳已完成整修，並利

用頂樓閒置空間整建互動

系外國學生專班討論區。 
發展創新教

學模式，建構

以學生為主

近程（2 年） 
維護更新 1 處全院

共用實習工廠，鼓勵

各系設置 1 間數位

設計館 B1 工廠打造為全台

首座木藝產業基地，並持續

更新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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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的學習環境

(B-3) 
製造工場，提供創客

的優質環境。 
1. 各系均已設立 1 間結合數

位製造之工場或教室。 
2. 院屬創意設計學士班教室

陸續添置 3D 印表機，支

援教學研究使用。 

中程（4 年） 

鼓勵教師申請教學

實踐計畫，建構特色

教學，申請教師數達

15%。 

108-113 學年獲核定執行教

學實踐研究計畫，共計高達

54 案，計畫執行之教師數達

約 27%。 

攜手多元產

業合作模式，

培育優質跨

域就業人才

(B-4)  

近程（2 年） 

落實實務、實作課

程，各系每學期至少

規劃 2-4 門實務、實

作課程。 

各系平均每學期至少開設 2-
4 門實務、實作課程，及至

少 5 門跨域微學程課程。 
 

增進學生人

文藝術涵養

與優良人格

特質(B-5) 

近程（2 年） 

各系每年至少 4 場

公開作品展演，促進

設計教育交流。 

每年均有 4-6 場學生作品展

演舉辦。 
 

全人發展

的孕育搖

籃(C) 

鞏固校友企

業專業鏈結，

樹立學生學

習楷模(C-2) 

近程（2 年） 

成立木創中心與木

藝推廣課程 (一年

/140 人次)  

豐園木創中心與校本部城

市魯班木藝推廣課程常態

開設中，合計每年平均參與

人次約 140-160 人次。 

深化品德教

育，朝向以人

為本的教學

理念(C-3) 

近程（2 年） 

以院為計畫單位執

行 1 件高教深耕

USR(大學社會責任)
計畫。 

111-113 年每年執行 2 件高

教深耕 USR(大學社會責任)
計畫，114 年持續執行 USR
種子計畫，另每學年開設 2
門以上社會實踐微學程課

程。 

建構實務導

向與全球化

的研發策略

(D-1) 

近程（2 年） 

每年接受委辦 2 場

都市規劃、建築工程

與設計技術相關之

委訓系列課程。 
提升國際研討會論

文發表目標為 10%。 

1. 平均每年協助政府部門與

產訓單位執行 2 場以上綠

建材、健康建築、都市更

新等委訓系列課程。 
2. 109-111 國際研討會論文

發表提升 14%，112-113 年

篇數略有下降，114 年持

續努力中。 

務實導向

的產學研

發(D) 

建構實務導

向與全球化

的研發策略

(D-1) 
 

中程（4 年） 

1.發表於 WOS、
SCOPUS、TSSCI、
THCI 等期刊論文目

標提升為 10%。 
2.擴大政府、學術機

構研究計畫合作計

1. 109-111 年期刊論文篇數

提升 11%，112-113 年篇

數略有下降，114 年持續

努力中。 
2. 109-111 年學術機構研究

計畫合作計畫執行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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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畫的爭取與執行，目

標為提升 10%。 
3. 112 年計畫件數較 111 年

下降，113 年國科會計畫

之金額、件數均有成長。 

強化跨校及

跨域研究合

作的機制 
(D-2) 

 

中程（4 年） 

融入科技應用與數

位木工的技術，每年

至少開設 4 場工作

坊。 

豐園木創中心與校本部木

藝中心木藝推廣課程常態

開設中，每年至少開設 2-4
場工作坊。 

優秀境外研

究生攬才留

才(E-1) 
近程（2 年） 

普及師生英語教學

與學習環境，全院每

學期固定開設全英

語授課課程六門以

上。 

110-113 年全英文課程累計

(大學部+研究所)開課數為

122 門。112-2 學期全院全英

文開課數達 30 門，113-1 學

期全英文開課數達 27 門。 

深耕學研

的國際交

流(E) 
` 

優秀境外研

究生攬才留

才(E-1)  

中程（4 年） 

1. 每年薦送 1-2 名優

秀學生出國進修。 
2. 推動與美、日、韓、

德、英、荷、捷克、

泰國、馬來西亞、

越南之合作及交

換學生每年提升

5%。 

1. 每年均薦送 1-2 位以上優

秀學生至姊妹校交換或研

讀碩士雙聯學位學程。另

110-113 學年已有 5 位學

生(3 位已畢業)修讀碩士

雙聯學位學程。 
2. 出國交換生每年皆提升

5%以上。(111 學年 25 人、

112 學年 31 人、113 學年

39 人) 

長程（8 年） 

推動各系與國外大

學進行雙聯學制，每

系至少 1 所對應學

校。 

互動設計系簽屬 2 所(美國

賓州州立大學、德國波茲坦

應用科技大學)；建築系簽屬

1 所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 ) 
1+1 雙聯學位學程。 

落實全球在

地化提升國

際能見度 
(E-3) 

近程（2 年） 

1. 每年至少舉辦 1
場推展國際(兩岸) 
學術交流活動。 

2. 每年至少出訪或

實質交流 1 個國

際知名校院。 

1. 每年平均 3-5 場國際(兩
岸)工作營及交流活動。 

2. 每年出訪國際知名校院或

有 1-2 名國際專家學者至

本院系所訪問交流。 

(三)近中長程發展策略 

配合本校悠久之技術本位傳統及台灣產業漸由製造外銷轉為創意內需及全球化之

社會轉型現象，期望培育能掌握技術與融合文化之工業設計及都市營建專業人才，在設

計導向下建置教學與研究制度，並針對社會變遷及經濟發展情勢，提供師生多元探索、

穩定成長、和諧氣氛下學習環境。 

設計學院配合本校長期發展目標與定位─「具有技職特色之實務研究型大學」，培養



159 

設計領導人才，兼具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的均衡發展。現有學士、碩士與博士學位班級

涵蓋建築都市、工業設計、互動設計三個領域，未來除增設相關學部班級及學程，並在

研究所與大學部學生人數上作適當調整，以及將橫向整合研發及產學中心來開發本學院

研發能量，設計學院於教學、研究與產學發展策略推動，致力於創造都市之適居性、國

際化、永續與綠建築及歷史資產保存與再利用、USR 計畫等教學與研發(SDGs 11、SDGs 

13.1)；為實現醫療保健涵蓋全球(UHC)的目標，持續推動結合「全齡設計」醫療保健相

關的研究計畫(SDGs 3.8)。以產品設計數位智慧化、人因與互動設計、永續／健康設計

及創新設計策略與管理四軸向為核心，秉持理論與實務並重 (SDGs 12.b)。透過與和產

業合作，開設產學專班，提供多樣化的學習管道和實習機會，提升教育的可及性和品質 

(SDGs 4.3、SDGs 4.4)。在國際學生方面，將針對海外及大陸學生，積極建置研究所之國

際授課專班。分別各項規畫陳述如下： 

1.近程發展策略（2 年） 

(1) 減輕師生教學與學習負擔，塑造良好教學環境 (B-1、B-2、B-3、B-4、B-5) 

全面檢視系所課程架構，推動課程精實與創新教學計畫，開設跨領域設計人才培育

微學程之課程。積極延聘優秀專任及專案教師，遴補資深教師離退潮所遺缺額，降低生

師比，降載教學負擔，形塑教師專業特長重心；充足完善院系所整合共享之 E 化設備及

空間，優化教學品質。 

(2) 提升師生競賽及研發量能 (D-1、D-2、D-3) 

拓展本院教師教研學能，彙整與宣導校內獎勵補助資源，遴聘優秀且設計能力與研

發產出兼具之師資，鼓勵教師多元發表提升知名度，結合設計課程教學與申請教學實踐

計畫，結合國際設計競賽教學輔導，帶動師生參與競賽之風氣。跨領域組織研究社群，

邀請各系教師共同參與，進化設計與科技結合，建立團隊跨域合作之發表機制。 

(3) 推動 USR 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C-1、C-3) 

依據國家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發展政策，向社會各界募集資源推動大學社會責任

實踐計畫，專業應用於地方場域，凸顯人文環境特色，形塑品牌推廣計畫，結合大學社

會責任實踐課程設計等實務教學，進而促進在地產業聚落、社區文化創新發展，每年至

少執行 1 件高教深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含 USR 種子計畫)(SDGs 11.a)。 

(4) 接軌產業實務研發 (D-1、D-2、D-3、D-4) 

A.持續辦理企業、政府機關與研究機構提供委託研發計畫，共同合作推動創

新研發，整備院內研發中心，結合產官學界研發資源，建立互補交流之產學

合作模式。推動教研、設計競賽獲獎作品實體化與商品化之設計加值應用，

接軌業界實務研發。 

B.為實現醫療保健涵蓋全球(UHC)的目標，工業設計系預計每年推動至少 2 項

與醫療保健相關的研究計畫。合作內容包括取得建構或優化高品質醫療保

健服務，以及所有的人都可取得安全、有效、高品質、負擔得起的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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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透過與相關醫療機構和專業組織的合作，促進了醫療技術的創新

與應用，也增進了全球醫療保健的可及性和品質，共同推進人類健康福祉

的可持續發展。(SDGs 3.8) 

(5) 深化國際校院合作交流，強化國際移動力 (E-1、E-2、E-3) 

爭取主辦國際研討會與推動國際交流活動，增加學術合作備忘錄簽署與國際大學院

系及國際榮譽講座教授簽約數，鼓勵教師積極爭取赴外講學機會、邀請國際學者講座交

流，或出國訪問國際學術機構並洽談合作計畫，拓展國際人際網絡。設立外國學生專班，

推動雙聯學制與交換學生，積極開設全英文 EMI 課程，推動雙聯學制與交換學生，招收

優秀國際學生，培訓具國際競爭力與移動力之人才，進而擴散國際鏈結。 

(6) 結合永續環境議題深化教學研究 

A.在全球的文化與自然遺產的保護上，進一步努力，建築系每年執行至少 2 件

建築文化資產保存計畫，並與相關文化資產單位合作，開設相關課程至少 1

門，致力於文化遺產的保護。(SDGs 11.4) 

B.可永續發展的都市化與容積，透過都市計畫與設計，讓人類能夠進行永續發

展的定居規劃與管理，開設相關都市永續議題，如都市熱島問題、都市設

計、都市氣候防災等相關課程至少 2 門，解決都市面臨相關問題。(SDGs 

11.3) 

C.2050 年淨零排放之建築轉型，強化低蘊含碳建築與建築能效標示，導入循

環建材及永續技術，以減少碳排放與維護室內空氣品質與健康建築，每年

承接政府部門計畫 2 件，引導淨零轉型。(SDGs 11.6) 

D.為確保所有的男女都有公平、負擔得起、高品質的技職、職業與高等教育的

受教機會，工業設計系預計每年推動至少 1 項與教育和職業培訓相關的木

工教育培訓計畫。透過與相關教育機構和產業組織的合作，努力提供多樣

化的學習管道和實習機會，提升了教育的可及性和品質。 (SDGs 4.3、SDGs 

4.4) 

E.為落實性別平等，互動設計系預計每年執行至少 2 件女力科技之相關產學

計畫，並與跨部會組織合作，提升女性在元宇宙時代的科技接受與使用度，

並共融共創多元宇宙的價值與意義。(SDGs 5.b) 

2.中程發展策略（4 年） 

(1) 教學 (B-1、B-2、B-3、B-4、B-5、C-3、C-4) 

A.跨領域問題導向學習，整合跨系所資源與學生，建構未來結合自然人機介

面技術與人工智慧整合應用跨領域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的學習模式，介接新世代產業需求。 

B.完成大學設計核心課程及輔助課程整備計畫，陶冶學生人文藝術涵養，延聘

具潛力、學理及實務兼具的師資，使各領域、各年齡層師資結構的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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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配置合理空間設備，使院內空間及設備的整合達最有效率運用，積極爭取設

計實作與新設學制應具備之空間。 

D.建置校友網絡建立與資源整合，邀請具風範校友實質參與系所教學，強化

學生品德教育與專業倫理，擴大系所建教合作資源，培育產業定向專才。 

E.發揚本校傳統實作核心競爭力，繼續強化實作課程權重，落實課程中的實務、

實作設計課程，持續推動大學專業實務社會服務，並鼓勵師生參與各部會

專業委員會、義築計畫、中央與地方都市空間、傳統村落改造、工程設備實

務研發等。(SDGs 12.8) 

F.配合課程精實，與整合有限教學與空間資源，互動設系評估原有分組合併招

生之可行性，提供學生彈性多元學習機會。 

G.元宇宙中心以跨領域之智能化產品/體驗/系統/空間之創新加值設計，因應

虛擬互動領域科技趨勢，透過虛實整合之應用，結合STEM教育培訓推廣活

動，以發展具創意的數位內容與服務。 

H.推動，配合本校的跨領域學習，掌握先進技術為基礎，以系所專業特色為主

軸，導入生成式AI應用，辦理跨領域學習微學程，鼓勵學生迎向多元學習

趨勢，強化跨領域知識的整合。 

I.開設「創新思考」系列課程，結合STEM教育，開辦微學分計畫課程。後續

將推動於相關企業任職學生迴游協助特色講課。 

J.培育建築文化資產專業人才，與相關文化資產單位合作，將全球與台灣的文

化與自然遺產保護議題內容融入課程，每年藉由開設課程方式培育10位建

築專業文化資產人才。(SDGs 11.4) 

(2) 研究 (D-1、D-2、D-3) 

A.整合資源與設備，優化院內互動設計實驗室，以 VR、AR、元宇宙、AI 內

容生成計算等技術，進行相關設計專題實驗製作和技術研發。 

B.依據國家推動全齡照顧幸福社會發展政策，針對高齡化現象，強化「健康住

宅」、「在地老化」、「都市設計」研究，爭取研究資源，增加專任助理及

優秀人力以合作研究、資源共享、經驗互補，以社區規劃服務中心產學合作

機制，建立健康社區實驗平台。(SDGs 11.7) 

C.鼓勵教師舉辦和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國際展演與競賽，提升國際能見度與

研發交流，進而與國際知名院校或研究機構建立合作關係，促進教師參與

國際共同研究項目，增強國際學術影響力。 

D.依據國家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之精準健康產業發展政策，針對長照健康住宅

及在地老化等課題深入創新設計研究，設立人因設計與醫療設計專門課題

與實驗室，深入探討未來醫療產業與高齡服務的需求設計與研究。工業設

計系預計每年推動至少2項與無障礙設計相關的產學或研究計畫。透過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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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機構、社區組織和專業團體的合作，共同開發和實施創新的綠化策略和

無障礙設計方案。確保了不同年齡、性別和能力的人都能平等、自由地享用

公共空間，共同創造更和諧、更包容的社會生活環境。(SDGs 11.7) 

E.結合數位人文發展思潮，開發數位人文研究工具，針對智慧圖書館人因介面

及大數據分析，研究整合使用者行為及人工智慧思考模式。 

F.具體解決都市熱島問題，以跨國際研究中心合作方式，Joint Research 合作

方式，針對國際與台灣城鄉差異產生之都市熱島問題，每年提出研究合作

計畫至少1件，跨國方式提出全球都市化共通問題之解決技術。(SDGs 11.3) 

G.持續推動與落實國際組織、國際研討會、工作營、設計展演活動的參加與舉

辦。並鼓勵跨國、跨校、跨領域研究計畫團隊的組成、研究計畫的執行。 

(3) 產學合作 (D-1、D-2、D-3、D4)  

A.利用都會中心的地理優勢，建置設計資訊交流場域，促進都市、建築、工業

創意設計與互動的整合學習，提供產學諮詢服務並擴展協助，推動創新與

合作。 

B.結合地方政府發展社區規劃服務中心，加強台灣都市更新及社區營造，進行

產學合作及社區營造，增加學生建教合作及實習機會。 

C.鼓勵師生持續落實社會實務工作實踐，擴大公部門與民間單位的產學合作

計畫，強化產學合作列入教師升等與評鑑之計分權重。 

D.以深化無邊界大學及大學社會責任，開拓產業商機議題，結合產學合作與

實習機會，萌芽孵化未來設計產業生產各階段專才。 

E.在醫療保健長照方面，深耕產學合作與研發創新設計，針對人因與高齡醫療

專題開設設計課程與實地工作坊。 

F.以行動擴增實境(MAR)結合3D感測技術，為政府單位與大型展覽機構推廣

STEM教育，提出AR/VR創新應用，如遊戲化導覽與史實故事場景的重建，

並導入生成式AI應用，進行互動科技專案企劃及執行管理。(SDGs 11.4) 

G.配合本校創新育成中心廠商，建立整合性的產學合作媒介管道。另積極的

透過與專業廠商簽訂實習及產學合作之合作備忘錄，提供新進教師與研究

生更多元化的產學媒介機會。 

(4) 推廣服務 (D-1、D-2、D-3)  

A.利用科技與資源整合觀點與夥伴校院或業界研發單位共同合作，結合都市、

大學、產業、文化園區，打造北部創意設計基地。 

B.落實大學社會責任，由設計學院整合跨系院校之學術專長，與民間團體互助

合作，傾力執行USR計畫(SDGs 12.b)。 

C.成立跨領域數位設計中心，凝聚設計、資工、機電、教育跨界師資，以產學

合作案為平台，連通產業需求與學術研究，解決跨領域數位設計及產銷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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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並培育從基礎到中階工程設計人才。 

D.跨領域設計學習、課程規劃及研發與服務之建置，整合工程與管理領域之

學習平台建置。鼓勵師生跨領域參與都市設計、工業設計、商業設計、展場

設計及其他設計實務專業，培養師生跨領域合作能力與涵養。 

E.結合國家六大核心戰略產業與資訊數位發展政策，聚焦智慧生活、AI、IoT

技術及5G寬頻建設。透過發展互動介面設計與情境體驗研究，提升人性化

與效率化的互動服務。並舉辦大型國際研討會，與台灣人機互動學會合作，

推動跨領域、跨場域、跨組織的人機互動交流，擴大國際影響力。 

F.依據元宇宙研發領域，研析未來實務應用可行性，攜手產官學研界合作，打

造元宇宙人才培育基地。 

G.新建建築物與既有建築物之建築能效與低蘊含碳規劃設計與技術，培育產

業所需人才，每年開設相關產業人才培訓課程至少1場次，培育所需專業能

力。(SDGs 11.6)  

(5) 國際化 (E-1、E-2、E-3) 

A.盤點並活化國際姊妹校及機構，推動各系洽談與爭取1所國際校院合作雙聯

學制，提升學術合作深度與廣度。 

B.落實與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環境教育發展學院簽訂之雙聯學制，選送優秀學

生出國研修，強化交流可續性。 

C.擴大參與並主辦國際設計工作營、研討會、講座、建築展與大型設計展演活

動，以國際專班為設計國際學院交流平台。 

D.持續爭取與提供各項資源，推動國際(兩岸)學校、建築師事務所及設計專業

機構的師生、專業人員交流、訪問，並落實系所層級國際學校合作實務。 

E.積極規劃各系與重點姊妹校拓展雙聯學制機會，如互動系與德國波茲坦應

用科技大學、工設系與韓國漢陽設計學院、建築系與波蘭格但斯克建築學

院。 

F.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積極發展與泰國、越南、印尼姊妹校合作及交換計畫。 

G.與國外知名校院合辦PBL活動，如上海同濟大學或日本千葉大學。並鼓勵教

師定期舉辦國際工作營及參與國際研討會，積極推動國外大專院校規劃雙

聯學程。 

H.依據2030雙語國家政策，申請國際學生專班，採全英文授課，進而推動在台

國際學生雙聯學位計畫。 

3.長程發展策略（8 年） 

(1) 教學 (B-1、B-2、B-3、B-4、B-5、C-4、C-3) (SDGs 12.8) 

A.推動跨域學習，使學生選擇適性專長，學生取得主修學系學位外，亦須取得

跨領域學程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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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針對「全齡設計」之人因、介面、產品及健康都市空間研究新設學程，培養

本院及其它學院學生第二專長，提升其就業競爭力。 

C.整合本院姊妹校開設國際跨領域課程或學程，設立國際專班，培養具備創新

研究能力及國際競爭力的設計相關領域專業人才。 

D.以「再一哩」的概念輔導學生如何將創新之創作以兩種形式進行發表論述，

包含以申請專利為目標的創新性說明，以及以學術發表為目標的學理、應

用、與評估論述。 

E.確立北科建築課程及人力教育基地特色，培養各領域專題實務、實作能力之

設計專才，並提供無障礙、開放的學習環境。 

F.與國內外知名藝術創作者合作，共同以新互動敘事形式創作出具高度影響

力之傳達體驗，進而創造AI、IoT新產值。 

(2) 研究 (D-1、D-2、D-3) 

A.發展特色研究，發展臺灣下世代高科技產業，整合高值化、減碳化、智慧化

與人文生活科技、都市生活設計美學素養，開設智慧化室內空間設計、產品

設計相關特色研究。 

B.延聘國內外講座教授，藉由講座教授帶動教師研究風氣，成立跨領域研究團

隊，提昇學術研究質量，爭取計畫經費補助及合作開發大型規劃設計專案。 

C.擬以系或院為單位籌備設計專業主題之學術性刊物，鼓勵教師將研究成果

撰寫成論文進行研究成果發表與分享，提升教師研究水準及建立系所間相

互合作之基礎，厚實設計學院在研究領域之基礎，同時建立系所教師將研

發成果進行系統化整理之觀念與思維。 

D.建置整合多元化設計未來學研究技術平台及生態系，永續創新設計研究與

應用加值，發展特色研究與重點產業跨領域整合之研究與開發。發展人工

智慧(AI)與人機互動的特色研究，以VR的眼球追蹤技術大量蒐集數據，透

過演算法來重塑人機互動的創新應用。 

E.結合都市建築、工業設計、互動人因，開發都市物理環境探針，以全方位搜

集環境及市民動態資料，以建構智慧城市資料庫。(SDGs 11.4) 

F.依據國家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之綠能及循環經濟發展政策，擬以人類世、氣候

變遷、永續綠能、文化遺產及社區創生、設計構築自動化、機器人等未來趨

勢議題研究，提出世界區域型(歐盟、聯合國)研究計畫的申請與執行。 

G.城鄉差異與住商差異在都市環境問題之研究，結合教學方式與大學社會任

實踐永續都市環境，藉由實證方式提出長期研究計畫，每年培養4位研究生

於都市熱島與城鄉差異等研究課題。(SDGs 11.3、SDGs 13.1) 

(3) 產學合作 (D-1、D-2、D-3、D-4) 

A.加強整合產、官、學、研，與企業界、工程界緊密聯繫，並配合政府推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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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升級政策，加強專案研究及建教合作計畫。 

B.建構高齡化社會對應產業合作平台，針對高齡健康相關家具、室內設計、建

材市場、無障礙化都市環境，爭取進行產學合作及研究及技術開發，並設置

技術媒合產業合作平台。 

C.加強與國際設計機構及研究單位交流，藉由競圖及規劃方案產業合作，擴大

研發資源，落實設計教育績效。 

D.建構高齡化所需完整方案之產學合作與永續作法，強化跨領域專業與工業

設計技術的連結與科技應用。 

E.將AR/VR的互動體驗技術，應用於工業安全衛生訓練、失智與照護醫療服

務、終身學習教育領域，為使用者創造新體驗與新服務。 

F.提升教師實務經驗，強化教師教學及研發品質，均衡並提升每位老師產學合

作計畫的質與量，如：建築專業教師可提供建築專業技術服務，形塑北科建

築聯合建築事務中心。 

G.健康建築與低碳建築於建築生命週期之整合，透過ESG環境社會與公司治

理等面向，提出建築對應方式，藉由院級研究中心之跨域整合方式，與產業

合作培養專業人才與開設成學程所需之微學程，減少環境衝擊影響。(SDGs 

11.6、SDGs 13.1) 

H.連結政府部門、觀光機構和地方企業合作，共同研究和發展創新的永續發

展策略和解決方案。透過深入的市場分析、政策評估和項目實施，促進地方

經濟的增長和多元化，工業設計系預計每年推動至少1項與永續發展和地方

產業相關的研究或產學合作計畫，確保了觀光產業的永續發展。(SDGs 12.b) 

(4) 推廣服務 (D-1、D-2、D-3) (SDGs 12.b) 

A.推動與國際大型設計機構、事務所、研發中心等單位進行競圖、設計工作

營、聯合創作及方案規劃等合作，建立國際產學聯盟交流機制，擴大研發資

源。 

B.以跨領域結合機器學習及人工智慧，開發建築物、空間、產品、介面等設計

優化與模擬之輔助設計應用模組(human-machine partnerships)。 

C.培育不同技術背景且未受過設計本科系的專業訓練人才投入綠能產品研發、

長照健康科技、智慧化空間設計…等創新設計產業，擬與產業合作，開設學

士後或碩士後的微學位／微學分實務課程。 

D.與機電學院、電資學院，共提智慧校園計劃，解決校園停車、垃圾、照明等

問題。 

E.結合推廣教育，規劃開放課程與MOOCs，邀請國內外頂尖設計專家與學者

線上授課，推動設計與科技整合的國際化課程，研擬專業線上學分及研修

時數認證辦法，推廣設計教育並提供其他領域人士培養第二專長之學習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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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F.建築課程改造與建築師公會與相關專業單位合作，教學融入台灣古蹟修復

建築師培訓計畫，培養專業建築師成為建築文化資產修復，每年開設建築

師培訓課程1場次，培養文化資產建築師。(SDGs 11.4) 

G.與地方政府、社區組織和環保機構合作，共同開發和推廣環保科技、節能及

生態友善的生活設計。工業設計系預計每年推動至少1項與永續生活教育和

自然共融設計相關的合作計畫，透過教育、訓練和實際應用，提高人們對永

續發展的認知和參與。(SDGs 12.8) 

(5) 國際化 (E-1、E-2、E-3) 

A.持續擴大國際研究生學程，提升外籍研究生比例為20%。 

B.持續推動國際及兩岸之實質交換、交流及雙學位績效，各系至少簽訂1所國

際雙聯學位合作學校，並落實雙邊薦送學生攻讀雙學位機制。 

C.遴聘外籍博士後研究人員，與國際研究機構進行實質合作。 

D.推動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研究所每學期開設40%全英語授課課程，長

程擬推動學生修習跨國課程學分機制。 

E.持續改善國際化學習、教學環境，提升設計教育品牌內涵，爭取優秀外籍生、

僑生、港澳生、交換生來校，共創並活化國際設計教育與建築教育交流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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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一)現況 

人文與科學學院創立於民國 88 年 8 月，97 年 2 月更名為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簡

稱「人社院」。 

人社院成立之初，包含：共同學科、應用英文系、技術與職業教育研究所、教育學

程中心與體育室等五單位，而後因應中央法規之更迭，民國 90 年共同學科改名通識教

育中心；92 學年應用英語系由原招收二技學生改招四技學生；教育學程中心配合師資法

修訂，更名為師資培育中心；93 學年技術與職業教育研究所奉准招收博士班。94 學年

度奉教育部「學院之下不得設置一級教學中心」之規定，師資培育中心及體育室移出成

為獨立單位，不再隸屬人社院；95 學年通識教育中心亦因相同理由成為獨立單位，但四

者至今仍相互依存互動密切；97 學年度應用英文系成立應用英文研究所，下分應用語言

組與文化研究應用組。100 學年成立智慧財產權研究所與文化事業發展系。106 學年度

文化事業發展系成立文化事業發展系研究所。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所屬各系所師生人數

規模由大至小依次為應用英文系、文化事業發展系、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智慧財產

權研究所。此外，人社院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應用英文系及智慧財產權研究所等均

開辦碩士在職專班，以推動落實終身學習之理念。 

1.組織架構 

本院規模為二系四所。計有：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博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智慧財產權研究所(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應用英文系所(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大學部)、文化事業發展系(大學部、碩士班)等四個單位。然而大學教育中智育的養成固

然重要，但全人教育卻是教育的最終目的，如何達成此目的，需德、智、體、群、美五

育均能兼顧。因此，大學中的通識教育、體育教育在大學教育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環。人

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除了配合通識中心文、史、哲、藝領域的教學，也具有專業院系所的

特質，而培育新時代優良師資以發展全球最高品質的教育，師資培育中心亦扮演重要的

角色。因此雖然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及體育室均獨立於人社院之外，卻是人社

院重要的夥伴單位，四者至今仍相互依存互動密切。截至 113 學年度全院專任教師共 42

人，在學學生數約 738 人，學院及所屬系所實有教學空間面積共 2,641 平方公尺，為本

校規模較小的學院之一。現階段本院的組織架構如下圖 7.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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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人社學院組織架構圖 

2.系所簡介 

(1)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之獨立研究所，碩士班成立於民國 87

年 8 月，為全國第一所技職教育研究所，89 學年增設碩士在職專班，亦為全國首設；93

學年度奉准增設博士班，為全國技專校院第一所設有博士班之技職教育相關研究所。目

前本所自我定位為實務研究及專業進階人才培育之研究所。 

本所之教育目標為「培育技職教學與行政(技職教育行政與政策、課程與教學等)、

人力資源(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教育訓練等)與數位學習(數位學習內容設計與評鑑、數

位學習方法與策略、數位化評量方法與工具等)等類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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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培養了 16 位現任高中職校長、李通傑校友更榮獲教育部 109 年師鐸獎、學生

亦是金鐸獎的常勝軍，無論師生都於教育領域中有傑出表現。表 7.1 為技術及職業教育

研究所優勢(Strength)，劣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ening) 之 SWOT 

分析。 

表 7.1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本校位處都會中心且交通便捷，利於回

流教育的辦理。 
2. 本校鄰近中央部會及臺北市政府，有利

產學合作案之爭取及業師的延聘。 
3. 本所教師於教學領域之專業理論與實

務經驗兼具，主持或參與研究及相關專

案經驗豐富。 
4. 本所教師積極參與或從事技職教育相

關工作，對技職教育政策具影響力。 
5. 本所畢業校友遍及教育行政機關、北臺

灣之高中職與中小學，擔任校長、主任、

組長與教師，兼具豐富之行政經驗，對

本校向心力高，是本所重要資源。 

1. 本所全數員額與師培中心合聘師資，教

師需於本所日間碩、博士班及夜間在職

碩專班任課且需支援師培中心授課，教

學負擔較重。 
2. 本校位居都會區，校地空間有限，且獨

立所經費資源有限，所務發展相對受

限。 
3. 教育類相關研究所設置普及，競爭激

烈，學生來源素質逐漸下降，尤以日間

一般生為最。 
4. 在職生占學生總數比例日增，專職投入

研究及協助所務人力日減。 
5. 空間雖勉以維持教學運作，但學生研究

室空間仍不夠充裕，且教學與研究空間

尚未能集中。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 數位學習思潮蓬勃發展，有利吸引學校

及產業人士報考本所。 
2. 鄰近各級學校多，合作與交流機會多。 
3. 常年辦理全國性技職教育研討會或學

術活動，且承辦教育行政主管機關相關

專案計畫，提供碩、博士生互動及學習

的機會。 
4. 與本校國際合作學校達 42 國 357 所學

校，可善加運用該資源進行國際化。 
5. 涵蓋技職教育、數位學習及人力資源等

三大領域，重視學生多元整合能力，符

應跨域人才培育趨勢。 

1. 少子化日益嚴重，致生源數已見明顯降

低，連帶錄取率逐漸升高，致碩士班學

生素質良窊不一。 
2. 各級學校教師具碩士資格者眾，教師進

修需求量減少，影響生源。 
3. 年金改革影響教師退休意願，連動降低

學生因擬修習教育學程而報考本所的

意願。 
4. 在職身分學生多，受限於請假外出進修

天數限制，影響排課與選課。 
5. 學校持續增設其他研究所，排擠教學相

關資源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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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之分析，本所相關對策及具體執行方

法如下： 

相關對策： 

A.迎戰少子化，推動招生新思維。 

B.拓展國際視野，邁向國際舞台。 

C.洞悉產業需求，推動產學合作。 

具體執行方法： 

A.強化招生宣傳，凸顯系所特色亮點，主動將各項優點及特色向外推銷，穩

固國內生源。 

B.研究所專業課程提高全英語教學比例，強化系所英文網頁宣傳，以廣招優

質外籍學生。 

C.鼓勵教師雙向國際交流與本校姊妹校教師互訪，鼓勵碩博士生至國外從事

學術參與及研究交流。 

D.鼓勵師生積極參與國際會議，從事學術及研究合作案，增加國際曝光度與

拓展國際視野。 

E.提供教師產學獎勵措施，激勵教師擴大與政府部門、民間企業或法人團體

建立共同合作關係。 

(2)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智慧財產權研究所於 100 學年度正式成立，強調以教授智慧財產權實務為導向，著

重培養學生實作能力，並配合台灣與中國大陸兩岸經貿交流時勢，以及企業經營實務之

需要，以培育具備國際觀、公共政策視野，並嫻熟全球知識產業之智慧財產權專業人才

為目標。 

本所之教育目標在培育具備 4E：Education(專業)、Experience(實作經驗)、Exposure(視

野及人際關係)、EQ(團隊精神、溝通表達及領導能力)的學生；就專業課程規劃方面，著

重專利法律與智財法律之跨領域訓練，除了以培養專利師、智慧財產權律師、專利或商

標代理人、專利或商標審查官等實務人才為目標，更結合本校「科技法律學程」課程，

不僅注重智慧財產權實務訓練之餘，也提供學生完整的基礎法律課程，在搭配產業實習、

國家考試輔導、擔任委託研究及產學合作專案助理等學習機制下，建構最完善之智慧財

產權法律學碩士(LL.M.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學習訓練計畫，培育出兼具科技與法律知

識之智慧財產權專業人才。 

本所持續輔導學生考取國家考試證照，統計至 113 年共計有 19 位學生考取律師、

專利師、商標代理人、司法官、公務員等執照或資格，成果顯著。表 7.2 為智慧財產權

研究所優勢(Strength)，劣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ening)之 SWO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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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智慧財產權研究所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本所為北部地區智慧財產權研究與實

務人才培育之高等學府。 
2. 本所以培養具備獨立溝通與思辨能力、

國際視野，以及優越英語能力之智慧財

產權理論和實務人才為教育目標。 
3. 本所強調橫跨智慧財產權法律、其他科

技法律及理工技術知識之研究與教學，

藉此和其他同性質系所有明顯之區隔。 
4. 本所師資均具備豐富與智慧財產權相

關之產、官、學經驗。 
5. 本所位處臺北市中心設備新穎之先鋒

國際研發大樓，鄰近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乃是學習、

研究最新智慧財產權發展趨勢之中心。 

1. 本所之學制只有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

班，並無大學部、博士班之建置，在教學、

研究上影響本所之健全發展。 
2. 本所專任教師員額太少，使其教學、輔導

服務之責任過重，且若干教師即將屆齡

退休，對於本所研發能力之強化，有負面

之影響。 
3. 本所專任教師平均論文發表、國科會專

題研究計畫、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及產學合作案件等研究成果數量，仍有

必須持續的向上提升。 
4. 本所成立期間不長，故知名度仍然不足，

導致於若干生源外流至其他同性質之系

所。 
5. 本所空間雖全部搬遷至設備新穎之先鋒

國際研發大樓，但專業教室、研究室之空

間依舊不充足。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 本所課程教學將智慧財產權法律結合

AI、區塊鏈、大數據、FinTech 等新興

科技知識，不僅符合教育部高教深耕計

畫之實務教學，更契合未來臺灣科技發

展之方向。 
2. 本所配合校方多項產學合作、研究彈性

薪資等獎勵方案，全面提升專任教師之

產學合作及研究能量。 
3. 藉由本校鼓勵各系所舉行國際化交流、

學術研討會等活動，本所不僅配合舉辦

多項活動，亦設立鼓勵考取專利師、律

師證照獎學(勵)金，來提高本身招生知

名度與吸引力。 
4. 本所專任教師踴躍執行各類教育部高

教深耕計畫及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不僅

有利於教師提升其教學能力、獲得本校

教學彈性薪資、有助其多元升等外，更

有益於提高學生之學習動機。 
5. 本所將視未來課程教學及所務發展之

需要，增聘智慧財產權專業競爭型或具

備 EMI 教學能力之專任及專案教師。 

1. 本所現在和未來之招生，已經受到社會

步入少子化與高齡化之嚴重影響。 
2. 學生自我學習英語或外語及赴國外交流

學習之意願低落，不利其未來從事智慧

財產權實務工作之職涯發展。 
3. 本所如何建立自身鮮明之品牌特色，並

從招生、教學及研究等各方面，來超越其

他學校同性質之系所，乃是當務之急。 
4. 本所如何有效提高專任教師之研究能

量，特別是增多執行與智慧財產權相關

之產學合作案，另積極鼓勵本所教師及

其他校院教師共同組成跨校院、跨領域

之研究或產學合作團隊，乃是重大之挑

戰。 
5. 在臺北市有許多與智慧財產權相關之大

學系所，故本所如何在激烈之競爭中，提

高自身之競爭力和知名度，藉此吸引更

多優秀的學生或智慧財產權實務工作者

來就讀，乃是發展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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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之分析，本所相關因應策略如下：  

A.本所位於先鋒國際研發大樓 13 樓與 14 樓，配合全新的教學、研究設備，

有效的整合先鋒國際研發大樓之前瞻研究資源，不僅提供師生優質完善的

教學、研究環境，並吸引更多優秀的學子來就讀本所，更能有效地提高本所

跨領域研究、產學合作之機會與能量。  

B.鼓勵本所專任教師參加各類教學知能研習、EMI 教學工作坊，來吸取創新

及 EMI 教學方法，並運用於課堂教學中，不僅有效提高學生學習智慧財產

權專業知識之動機，也能夠具體增強學生之智慧財產權專業英語能力。  

C.本所將舉辦許多國內、國際智慧財產權研討會，另亦舉行國內、國際智慧財

產權產學合作及教學交流活動，不僅能夠提高優秀學子、智慧財產權實務

工作者之參與度，還能夠增強本所跨國研究、產學合作之機會和能力，更能

夠提升本所招生之知名度。此外，本所籌設鼓勵考取專利師、律師證照獎學

(勵)金，來吸引更多優秀學子和智慧財產權實務工作者選擇就讀本所，如此

亦提高本所招生之吸引力。 

(3)應用英文系 

應用英文系成立於民國 88 年 8 月，為本校第一個設立的人文學系。本系以「配合

國家經濟及文化發展、培養英語文應用專業人才」為成立宗旨，並以為國家培養具備思

辨能力、國際文化視野、跨國溝通技巧，及優越英語專業及應用能力人才為主要目標。 

本系自設系以來即朝三大目標邁進：(A)建構優質教學、研究、服務環境、提昇教學

研究服務品質；(B)強化師資陣容，延聘具語言文化溝通，專業英語文應用發展經驗及研

究興趣之師資；(C)設計彈性課程架構、落實理論實務並重原則。 

本系同時為全校共同英文課程之主責單位，持續推動全校學生英語提升方案，包含

辦理強化學生英語口說及寫作的 English Producers 與輔導學生語言檢定之超英聯盟等多

元化英語加值(English Plus)活動；同時，因應雙語政策，本系協助推動全校專業領域課

程英語授課(EMI)，與外語中心共同辦理各類 EMI 與國際師資訓練課程，以幫助老師進

行更完善的教學。 

本系成立校級 APEC 教育創新發展研究中心(APEC IIED)，擔任國家資深幕僚，近

十年受教育部委託辦理多項 APEC 會議，包含 APEC 產學典範論壇、APEC 青年創新創

業論壇暨創業競賽、APEC 青年培訓課程、模擬 APEC 會議等，使臺灣青年能更深入與

亞太經濟體代表交流，同時了解國際議題與國際議事方式，培養青年參與國際活動之能

力。表 7.3 為應用英文系優勢(Strength)，劣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

(Threatening)之 SWO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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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應用英文系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本系教師教學研究及產學計畫表現持續

成長。近 5 年國科會研究計畫及教學實

踐研究計畫，總金額加總約 2 千萬，共計

34 件；產官學計畫總金額加總約 8 千 2
百萬，共計 21 件。 

2. 本系課程依永續全球人才培育規劃，建

構紮實之溝通力及專業應用能力。 
3. 重視學生實務研究及專業產出能力，為

全國唯一英語科系大學部依碩士論文個

別指導並撰寫全英畢業專題。 
4. 本系為全國大專院校中唯一辦理 APEC

人力資源發展工作小組計畫，每年辦理

至少 3~4 場論壇，並持續多年爭取到

APEC 官方核定之經費，擔任教育部推動

國際化工作之關鍵幕僚單位。 
5. 每年辦理國際研討會與國內外學術學會

合辦，學術能見度高。 
6. 本系執行教育部雙語計畫推動全校全英

語授課，掌握主要英語教與學之資源，發

展國際 EMI 聯盟，鏈結 Fulbright(傅爾布

萊特學術交流基金會)、美國賓州州立大

學及美國馬里蘭州州立大學(洽談中)之
教學資源。 

1. 近年因技職教育相關法規及本校升等

規定，導致攬才及留才不易，影響本系

師資長期規劃及系務發展。 
2. 本系空間嚴重不足，無法拓展學生學習

活動，及教學研究相關合作受限。 
3. 處於以理工為導向的科技大學，與校內

理工科系相比，本系爭取資源相對困

難。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 專業英文及溝通能力為各領域職場必備

職能，國際移動力之需求使本系畢業生

擁有關鍵全球職涯發展能力。 
2. 2030 雙語政策快速推升英語能力及專業

發展之整合需求，ESP+EMI 提供本系教

學研究及產學合作之動能。 
3. 國際社會及產業經濟發展所需之全球思

維、國際合作及永續能力，為本系創造多

元參與之機會(如每年與 APEC 經濟體近

百位資深官員及青年學生合作交流)。 
4. 企業最愛北科大畢業生及本校校友之堅

強後盾，創造學生更多實習及就業機會。 

1. 刻板印象認為科技大學學生能力不及

一般大學，甚至英文系學生專業及整合

能力受質疑，此為嚴重誤謬。 
2. 過度強調工程及製造技術價值，不利人

文社會科學之整體發展，因而影響招

生。 
3. AI 及科技產業發展快速，推動本系學生

跨領域學習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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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 之分析，本系相關因應策略如下： 

A.持續積極與學校溝通，於現有之各項法規中，考量理工與人文社會科系之

差異性，逐步調整符合人文社會系所屬性之法規與補助要點。 

B.組成教學與研究社群，搭配學校既有之彈性薪資與相關獎勵，鼓勵教師積

極申請各類研究計畫補助，持續提升產學與研究能量，同步爭取外部及內

部資源。 

C.辦理相關招生宣傳與說明會，讓外界更了解本系的發展與資源；此外，積

極拓展國際合作機會，如：導入 Fulbright 資源，並與美國賓州州立大學簽

署雙聯學制，提升本系學生國際化學習的機會。 

D.推動跨域學習，持續與校內不同系所共同規劃跨域微學程，以跨域能力加

值國際英語溝通，培育未來產業所需的人才。 

(4)文化事業發展系 

文化事業發展系於民國 100 年本校創立第 100 週年時成立，與這所日治時期即以成

立的工業學校攜手進入下一個百年。文化乃人類文明之基礎，本系立足在以科技為名的

科技大學，致力於以文化永續發展為職志，本系也是全國少數以「文化涵養」為系所特

色，建構「文化復育」、「文化治理」及「文化實踐」之三大教育目標，以「永續文化科

技發展」、「活化無形文化資產」、「創新場館營運策略」並輔以「媒材力及實作力」之四

項核心能力為特色與發展計畫，培養具備文化復育能力、熟習文化治理知識、掌握文化

實踐技能，全方位發展文化事業的人才。 

目前本系學制為日間部大學四年制及研究碩士班；大學部每學年一班，106 學年度

設立研究所，現每年招生 8 名，著力於培養學生多元能力，積極參與高教深耕、大學社

會責任及教育部教學實踐計劃，鼓勵師生積極蓄積研究能量，致力鏈結在地特色之文化

與產業，重視擴大學生事業，鼓勵學生海外交流，積極配合國家文化政策，長期培養具

備就業即戰力，國際移動力的文化事業人才。 

本系大學生專題製作榮獲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獎助成果豐碩，近三年於 111 學年

度 6 件、112 學年度 5 件，至 113 學年度 6 件，研究特色持續增長；近年校內研發處 PBL

獎助皆年年參與並獲肯定，碩士生積極發表並獲多項優秀論文肯定，創作類以陶瓷參加

國內外競賽獲獎者有 2023 年臺灣陶藝獎創作獎、臺灣工藝獎創作獎入圍各 1 件共 2 件，

教師主持並攜手泰國朱拉隆功大學商學院舉辦國際 PBL 工作營，執行教育部高教深耕

USR 計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產官學合作計畫等，舉辦陶藝創作國內外個展或參展，

作品國際競賽獲獎等，逐步建構培育文化中介人才之特色。 

表 7.4 為文化事業發展系優勢(Strength)，劣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

(Threatening) 之 SWO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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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文化事業發展系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校園歷史悠久、學術聲望優良，且位於

台北市文化首都圈的樞紐位置，能幫助

學生豐富實習管道並落實實踐場域。 
2. 系所師資多元，兼具理論與實作能力，

能廣納文化內容之各面向，進行創新與

跨界合作。 
3. 教師持續善用學科專業，積極鏈結外部

文化機構並挹注於教學資源。 

1. 校地校舍空間受限，影響系所常態教學

空間及特色專業教室發展規劃。 
2. 相近文化創意領域具有競合關係，系所

需隨時保持競爭力及發展獨特性，以吸

引優秀人才。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文化事業體之相關新興行業，對於具有

文化底蘊及跨界能力之人才需求，逐漸

擴大，有助開拓新的職業內容。 
2.文化永續與地方創生之相關國家政策

及國際發展趨勢，有助系所增加外部合

作與國際交流機會，從而豐富教學與研

究資源。 

1. 少子化問題未見趨緩，對生源的質與量   
產生衝擊。 

2. 政府政策投入文化相關教育與事業的

比例低，須更為長期且深入的支持。 

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之分析，本系相關因應策略如下： 

A.有關因空間受限致使影響系所常態教學及特色專業空間發展規劃問題，本

系以最大彈性、多元翻轉方式思考及規劃現有空間運用，並配合師生教學

檢視，挹注經費優化空間設備，使空間獲得最大效益的善用，並且將持續

向學校爭取相關資源。 

B.本系持續釐清系所發展特色，與他校性質相近系所或其他文化創意領域有

區別性，強化實作能力，並持續因應社會改變，檢視課程架構，課程規劃

符合產業人才需求。 

C.因應少子化衝擊問題，本系透過系務會議討論共識訂定研究所碩士班招生

策略：修訂研究領域與特色發展，製發海報宣傳(請系上教師可提供重點

宣傳校系)，鼓勵並研議多元畢業方式(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

以技術報告代替)。 

D.本系優秀大學生續留就讀本系研究所碩士班；大學部招生配合學校政策朝

向實作方向規劃，以期招攬優秀學生修讀本系。 

E.本系持續關注政府單位投入文化相關教育與事業情形，積極參與高教深

耕、大學社會責任及教育部教學實踐計劃，鼓勵師生積極蓄積研究能量，

致力鏈結在地特色之文化與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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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學 

本院旨在以全人教育理念，培養人文素養暨宏觀視野之技職教育專業人才、智財專

業人才、溝通專業人才、及文化專業人才。教學與研究並重，依系所特色發展專業職能

與智能，推動高教深耕計畫，落實教學創新，透過深化思辯式學習模組、完善社交力培

育養成、優化多元自學模式、強化國際接軌能力，提供學生更完整的終身學習機制。 

發展跨系所及跨學術領域之交流與研究，成效如下： 

(1)跨領域學程及第二專長模組課程 

本校於 97 學年度開始設置科法學程，現由本院智財所開設學程課程，以利同學結

合專業的同時，更能確保日後研發、創作等智慧財產權之利益；並積極輔導同學挑戰自

97 年開始舉行的專利師國家考試，期望能增強同學的專業實力及就業發展之競爭力。 

本院應用英文系開設「語言學及專業應用」、「文學文化專業應用」第二專長學程課

程，並與經營管理系開設「全球商務英語溝通」微學程；文化事業發展系開設「數位出

版設計產業模組」、「文化記憶與地方創生」、「工藝文化與創新設計」、「文化軟實力技能

開發」第二專長學程課程，並於光大創創學院開設「文藝行銷」、「文藝傳承」、「文創互

聯網」第二專長學程模組，並與互動系開設「沉浸式影像創作與展演」微學程。 

(2)建構完善教學環境 

目前本院所屬教學單位教室及研討教室包括：英語文會議及口譯室(401)、英語文數

位多媒體室(403)、英語文實驗劇場室(715)、英語文專業教室(714、716)二間、英語文教

學資源及研討室(806)、多功能教室(R103A)、媒體製作教室（R103B）、多功能教室(R302)

小型研討室 (R303A、R303C)、網路資料研討室(R201)、智財協商會議室(513)、智權加

值研究室(514)、專利交易佈局室(516)、研究生研究室(515、501-1)、專業文創教學實驗

室(614)、文創專題設計實驗室(615)、前瞻性文創實務開發實研室(616)、數位影音互動媒

體攝影棚(617)、暗房，與專題工作室等。並將持續擴大建構相關學習設備。 

(3)教學品保機制，在輔導學生學習發展上成效卓著 

為增進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學品質，本院各系所教師均接受「教學評量」，由學生於每

學期末對任課教師的授課品質提出考評。教學評量成績為專任教師升等計分項目，亦為

兼任教師是否續聘之重要參考，本院歷年教學評量總平均分數皆在 4.2 分以上。 

(4)善盡對於社會國家的社會責任 

本院應用英文系陳怡倩老師積極推動教育部 USR「牡丹鄉富育計畫」，帶領學生前

往屏東縣牡丹鄉進行田野調查、與當地鄉民師長與學童進行深入對話與瞭解，以富、育

牡丹鄉。除教育部之 USR 計畫，陳怡倩老師於校內與本校機械系老師合作遠距英語輔

導教室，協助偏鄉英語教師不足之地區學童、於課後進行遠距英語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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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 

本院系所教師持續發展既有研究領域，鼓勵教師組成研究團隊，爭取跨國合作研究

團隊，提供研究資源，開創新研究領域。建請校方持續挹注師生足夠研究資源與良好的

研究環境，改善系所教學環境，強化研究單位於 109 年 7 月成立院級技術及職業教育暨

產業人才發展中心、110 年 8 月正式成立校級 APEC 教育創新發展中心」。 

5.產學合作 

本院積極推展學生校外實習與產學合作計畫、帶領學生至工廠實習、雙師計畫，以

及產學合作研究成果融入教學與培育人才，使課程規劃能配合產業需要，並促成產學合

作。 

6.推廣服務 

本院積極鼓勵教師提供專業服務： 

(1)鼓勵教師參與學術社團並擔任幹部。 

(2)開辦非學分班推廣教育服務課程。 

(3)鼓勵教師擔任政府諮詢服務工作。 

(4)鼓勵教師擔任校內、外服務性工作。 

7.國際化 

本院積極推動師生國際交流與國際化，每年舉辦國際研討會、推動雙聯學位與海外

大學進行實質深耕交流，透過國際合作獲取更好的研究成果，鼓勵教師出國發表論文並

給予機票補助。校方每年編列經費，加強與國際知名大學交流，本院與國外知名大學簽

定 MOU：如日本九州大學法學部、泰國 King Mongkut'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onburi 

(KMUTT)、菲律賓德拉薩大學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ADMU)、菲律賓雅典耀大學

De La Salle University (DLSU)、馬來西亞拉曼大學 University Tunku Abdul Rahman(UTAR)；

108 年 8 月赴泰國學術交流團參訪 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PIM)等學校，並

簽訂院級學術合作備忘錄。 

本院延聘國際知名學者擔任國際榮譽講座教授，如技職所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

教育學院院長 Prof. David H. Monk、英文系 Prof. Minako O’Hagan 講座教授等。 

(二)目標與特色 

本院教學與研究並重，並依系所特色發展專業職能與智能、發展跨系所及跨學術領

域之交流與研究，具體而言本院教育目標：以全人教育理念，培養人文素養暨宏觀視野

之技職教育、智慧財產、跨語言文化溝通及文化管理專業人才。依據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第四項「優質教育」(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4：Quality Education)，確保所有兒

童與青少年都能獲得高品質的教育，並促進公平及良好的教育，且提倡終身學習，讓人

人都能展開機智的學習生活。本學院依教學、研究、服務之目標，確保有教無類、公平

以及高品質的教育(SDGs 4.3)，及提倡終身學習確保學生獲得能促進永續發展的知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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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SDGs 4.7)。 

1.競爭力 SWOT 分析 

為兼顧現實條件與教育理想，本院隨時分析掌握領先學校之作為及本院之優劣勢，

以適時調整教學與研究之推動方向與指標，如表 7.5 分析。 

表 7.5 人社學院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為我國高等技職教育相關研究與人才

培育的重點學術單位。 
2. 為國家培養具備思辨能力、國際文化視

野、跨國溝通技巧，及優越英語專業及

應用能力人才為主要目標。 
3. 科技為體、智財為用的研究教學，與他

校相關系所明顯區隔。 
4. 鄰近光華商圈、華山文化創意園區，可

開發出北臺灣極富特色的文化重鎮。 

1. 本院僅有二系四所，未達「人文社會」

應有的規模和多元內涵。 
2. 全院教師平均論文發表數量、國科會專

題研究及產學合作案仍須持續努力 
3. 人社院所能支配使用的必要空間，明顯

不足，影響健全發展。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 執行教育部深耕計畫之推行更重視實

務教學。 
2. 校方推動多項彈性薪資方案，提升教師

研究能量。 
3. 系所建置教學儀器與設備。 
4. 教師協助高教深耕計畫有利於提升重

點研發中心。 
5. 增聘研優教師與研究助理教授。 
6. 招收優質國際生來院就讀。 

1. 社會已步入少子化與高齡化的衝擊。 
2. 學生國際移動力不足不利就業發展。 
3. 新設系所，如何在短時間建立特色，並

超越他校相關系所。 
4. 如何提升教師領研究量，並組成跨領域

的研究團隊。 
5. 大學間競爭加劇，吸引更多優秀的學生

就讀。 

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之分析，本院相關對策及具體執行方法

如下： 

相關對策： 

(1) 爭取設立應用英文研究所博士班。 

(2) 爭取設立智慧財產權研究所博士班。 

(3) 爭取設立文化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4) 本院為人文與社會學院，以教學為主，屬性與科技研發迥異，主客觀之研究

資源及條件也因此不足，是以研究論文、專利申請、建教合作等數量，與校

內工程科技類屬之學院相較偏低。加上社會科學領域之學術刊物較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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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不易發表。全院教師平均論文發表數量、國科會專題研究及產學合作案

仍須持續努力，持續發展特色研究與多元化研究團隊，期刊論文、專書、研

討會論文等之研發能量，持續由量的增加，轉向以高品質或國際共同合作的

論文為主，並爭取優良績效者能成為特聘教授。 

(5) 人社院所能支配使用的必要空間，明顯不足，影響健全發展。本學院各單位

集中於共同科館，共同科館內，不屬人社院轄下的「計網中心」、「通識中心」

及「總務處」實質佔用全館近半面積。院內教師研究室、系所單位辦公空間

以及教學、研究、活動空間並不充裕。 

(6) 強化系友會運作，提高校友認同度。 

(7) 建立系所特色，擬定招生策略。  

(8) 以學生學習成效為主體之教學品質保證機制。 

具體執行方法： 

二十一世紀，人力品質已成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因素，人才競爭超越技術的追

求，本院以人文及社會科學教育為主要訓練元素，以激發創意和培養宏觀視野為主軸，

可以培育出深具發展潛力與創新之人才。 

(1) 建立系所特色，吸引學生就讀，辦理招生宣導講座，積極招收境外生及華僑

就讀。 

(2) 鼓勵學生參與國內外實習或競賽，增進專業技能，並能考取就業所需的重要

證照，鼓勵學生擔任交換生增進語文能力與開拓國際視野。 

(3) 整合院內外相關資源，鼓勵教師爭取校外研究經費，擴大整合性研究計畫。 

(4) 為培育學生與國際接軌，開設跨領域微學程。 

(5) 加強院內(際)教師專業融整，成立研究中心。 

(6) 爭取教育部教學型研究計畫、政府部門委託研究及公私營機構產學合作專

案計畫，與業界建立多元的交流合作機制，讓學生學以致用，與產業接軌。 

(7) 舉辦國際性會議與活動，增加國際性產學合作計畫。 

(8) 提供獎學金吸引優秀學生就讀。 

2.目標與特色 

本院目標(B-1、B-2、B-4、B-5、C-3、D-2、D-4) (SDGs 4.3、SDGs 4.7)： 

本學院依教學、研究、服務之目標，相關細項說明如下： 

(1)教學目標 (B-1、B-5、C-3) (SDGs 4.3、SDGs 4.7) 

A.配合本校發展，提供全校學生人文養成教育。 

B.配合社會需求，培育我國人文、社會相關行業高級實用人力。 

C.培養國高中職校及技專校院之教師、行政人員與行政領導主管，以及培養

技職教育政策規劃與研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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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培養公民營企業與學校之高級專業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人才。

E.數位學習：培養教育科技數位學習之教學應用研究及行政領導人才。

(2)研究目標 (D-2、D-4) (SDGs 4.3、SDGs 4.7)

A.期刊論文、專書、研討會論文等之研發能量，持續由量的增加，轉向以高品

質或國際共同合作的論文為主，並爭取優良績效者能成為特聘教授。

B.擴大與國內外相關領域之交流，以強化學生國際性經驗、拓展學術合作之廣

度與深度。

C.主辦國際學術研討會，藉由學術交流擴展師生視野。以文化和應用語言學

議題為主軸，開拓英文多元應用，並強化學術研究。

D.引進業界及國際師資，協助師生及學校與企業界互動，及掌握智財實務脈

動，增進學生國際化視野。

E.文化創意事業的搖籃：以文化為基底，以文字、影音、行動、展示為表達

手段，以推銷文化為核心，以創造商業價值為目標。

(3)服務目標 (B-2、B-4) (SDGs 4.3、SDGs 4.7)

A.從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基礎性及應用性研究與推廣服務。

B.執行政府部門專案計畫與產訓單位等人才培育計畫。

C.執行高教深耕 USR(大學社會責任)計畫。

本院特色 (B-1、B-3、B-4) (SDGs 4.3、SDGs 4.7)： 

(1)技職教育政策發展的智庫。

(2)英語文教學、研究、課程實踐之典範。

(3)跨領域智財專業人才培育的重鎮。

(4)文化創意事業的搖籃。

3.定量化指標

本院每年定期召集院內主管檢討和考評相關研究、教學、產學，國際化等績效，並

於每年校共識會議提出檢討和建議。為達成發展目標，本院分別就教學、研究、國際化

、產學合作等方面訂定量化指標及近三年(111-114年1月31日)執行成效表如表7.6。 

近三年期刊論文發表績效111年人均值0.41篇，112年成長至0.43篇，113年降至0.34

篇。國科會計畫111年9件，112年增加至16件，113年略降至14件。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

計畫111年3件，112年成長至8件，113年增至13件。產學計畫件數人均值111年0.20件，

112年大幅成長至0.43件，113年降至0.25件。當前規劃促進跨領域研究與跨領域教學合

作之目標及作為如下：短期目標：成立跨領域教師社群，由不同領域的教師組成，促進

共同研究和跨領域教學。中期目標：設立跨領域研究中心，作為跨領域研究的核心機構

，協助開展研究項目與跨領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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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際：推動國際學術交流與國際合作研究。短期目標：持續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強化與國際院校之交流訪問與研究合作。中期目標：爭取外部資金支持，開展國際合

作研究項目，建立更多的國際合作夥伴關係。

跨部門：促進企業合作與協助爭取產學合作計畫。短期目標：成立跨系所產學合作

平台，促進與產業界以及公私部門之交流與合作。中期目標：優化獎勵機制，鼓勵院內

教師爭取公私部門產學合作計畫與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表 7.6 人社學院之定量化發展指標總表 

主軸目標
發展策略

(編號) 發展期程 定量化指標
執行成效

(111-114 年 1 月 31 日) 

多元創新

的學習環

境(B) 

強化課程

統整，精

進學生跨

域整合的

專業能力

(B-1) 

近程（2 年） 

1.開設至少一門跨領

域學程。

2.舉辦至少一場公開

作品展演。

1.開設國際領導力微學程與

文化經濟與體驗行銷微學

程。

2.舉辦「憶百：憶」百年風華

的北科特展與「瓷·文化共

振-課程成果聯合展演」。

提升產學

合作、校

友資源利

用，及硬

體設備更

新(B-2) 

中程（4 年） 

改善教學環境，建置特

色實驗室。

系所持續建置特色實驗室。

發展創新

教 學 模

式，建構

以學生為

主的學習

環境(B-3) 

中程（4 年） 

1.以開放資源及教學

研究為本，設計適性

化教學，舉辦至少二

門開放式課程及講

座、磨課師 MOOCs
與翻轉教室的行動

及遠距教學。

2.精進核心課程、實務

專題及專題課程。

1.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111 年 3 件，112 年成長至

8 件，113 年增至 13 件。

2. 112 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績優計畫：以 ICARE
教學模組結合數位鷹架提

升英語口說表現之研究

(劉慧雯老師)。

攜手多元

產業合作

模式，培

育優質跨

域就業人

才(B-4) 

中程（4 年） 

1.產學合作案件數與

金額每年提升 5%。

2.執行政府部門專案

計畫與產訓單位等

人才培育計畫。

1.產學合作案件數 110 年 22
件；111 年 16 件；112 年

30 件。113 年 17 件。

2.國際司委託辦理「APEC 青

年培訓課程暨模擬 APEC
會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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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略

(編號) 發展期程 定量化指標
執行成效

(111-114 年 1 月 31 日) 

增進學生

人文藝術

涵養與優

良人格特

質(B-5) 

中程（4 年） 

舉辦至少一場專題實

作成果展。

第九屆《嶼其說》；第十屆《失

物招領》；第十一屆《源宇宙》

畢業專題成果展覽。

全人發展

的孕育搖

籃(C) 

深化品德

教育，朝

向以人為

本的教學

理念

(C-3) 

中程（4 年） 

參與至少一件推動大

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SR
計畫「陶瓷文化培力 ‧ 鶯歌

地方創生」；「永續貢學」；「鶯

歌陶瓷培力與科技驅動計

畫」；「漁村真本事-萬里野柳

海岸地景保育與漁村文化永

續」；「CDIO模式與差異化教

學整合運用於文化場域治理

課程之實踐」。

務實導向

的產學研

發(D) 

強化跨校

及跨域研

究合作的

機制(D-2) 

中程（4 年） 

1.期刊論文：每年 10%
成長。

2.國科會計畫：每年5%
成長。

3.每三年至少舉辦全

國性或國際性研討

會一次。

4.每三年至少有一件

跨領域或跨校之整

合性計畫。

1.期刊論文發表績效 111 年

人均值 0.41 篇，112 年成

長至 0.43 篇，113 年降至

0.34 篇。

2.國科會計畫 111 年 9 件，

112 年增加至 16 件，113 年

略降至 14 件。

3.辦理國際研討會：「2024
APEC 產學合作典範工作

坊：包容性創新、數位永續

及跨域人才發展最佳實踐

典範」；全國比較文學會議

「微法西斯」國際研討會；

智慧財產權理論與實務研

討會。

3.112 年辦理 2023 金融文化

永續人才培力計畫國際

PBL 工作營。 
建構產學

研鏈結平

台及提升

技術移轉

績效(D-3) 

中程（4 年） 

推動學院研究中心之

增設，以增加研究動

能。

院級：技術及職業教育暨產

業人才發展中心與校級：

APEC 教育創新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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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略

(編號) 發展期程 定量化指標
執行成效

(111-114 年 1 月 31 日) 

增進產學

研發獎勵

制度與成

果運用

(D-4) 

中程（4 年） 

1.爭取校方經費挹注，

鼓勵教師赴國外參

與國際研討會。

2.獎勵教師執行國科

會計畫教學儀器設

備費。

1.補助師生日本大阪工業大

學參加暑期智慧財產權密

集課程暨英語簡報比賽與

韓國 ClayArch 金海美術

館、高興粉青文化博物館、

清州國際工藝雙年展參訪

交流。

2.111-113 年共補助教學儀

器設備費 39 案。 

深耕學研

的國際交

流(E) 

優秀境外

研究生攬

才留才

(E-1) 

近程（2 年） 

吸引優秀外籍生就讀，

提高英語授課比例。

研究所均已達到研究所 EMI
課程(30%學分以上/學期)。 

技職特色

國際交流

模式(E-2) 
近程（2 年） 

每年至少一件國際合

作交流案。

日本大阪工業大學 (暑期密

集課程 112/8/28-112/9/1)、與

賓州大學進行線上視訊會

議，商討確認應用語言學系

(所)雙聯學位之合作。 

落實全球

在地化提

升國際能

見度(E-3) 

長程（8 年） 

持續擴大國際研究生

學程，希望在十年內外

籍生達到全院研究生

總數的十分之一。

111 學年度外籍生人數共 35
人。112 學年度外籍生人數

共 31 人。113 學年度第 1 學

期外籍生人數共 48 人。 

(三)近中長程發展策略

本學院依教學、研究、服務之目標，依據本校多元創新的學習環境、全人發展的孕

育搖籃、務實導向的產學研發、深耕學研的國際交流等四項主軸目標，訂定量化指標，

逐步推展近中長程發展策略。遵循四項主軸目標項下分成四項發展策略，分別為：(1)深

化品德教育，朝向以人為本的教學理念，提供全校學生人文養成教育，增進學生人文藝

術涵養與優良人格特質(B-1、B-3、B-5、C-3, SDGs 4.3、SDGs 4.7)；(2)強化跨校及跨域

研究合作的機制 (D-2)；(3)攜手多元產業合作模式，培育優質跨域就業人才(B-4)；(4)推

展優秀境外研究生攬才留才，建立技職特色國際交流模式，落實全球在地化提升國際能

見度(E-1、E-2、E-3)等。 

1.近程發展策略（2 年）

配合本校發展，提供全校學生人文養成教育。近程工作重點，加強院內(際)教師專

業融整、設立院級研究中心與 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相關之論文研究則聚焦於教育與永續城鄉等領域、開設院校跨域整合課程，全力支持



183 

教師爭取教育部教學型研究計畫，其中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113 年通過 13 件，執行永續

發展計畫與大學社會責任如「CDIO 模式與差異化教學整合運用於文化場域治理課程之

實踐」與「探討審議式教學結合線上論證在永續發展目標相關議題的學習成效」計畫，

爭取政府部門委託研究及公私營機構的產學合作。

(1)多元創新學習環境 (B-1、B-5) (SDGs 4.3、SDGs 4.7)

協助提升本校品德教育、人文素養、社會關懷及環境教育，本院開設跨領域學程，

鼓勵學生研讀微學程並建構雙語化學習支持系統，落實英語學習成效檢核，增加全英語

授課的課程數目和參與同學，加強學生英文能力。

(2)提升教師研究量能 (D-2)

本院致力提升教師研究量能，鼓勵教師發表期刊論文、專書、研討會論文等，研發

能量持續由量的增加，轉向以高品質或國際共同合作的論文為主，並爭取優良績效者能

成為特聘教授。

(3)提升國際合作交流 (E-1) (SDGs 4.3、SDGs 4.7)

本院系(所)推動日間部研究所開設全英語授課專業課程開設學分數已達 37.88%，持

續推動達該系所專業課程總學分數 35%為目標。 

持續推動與深化國際重點大學院系所之實質合作，簽署國際交流協議，並以舉辦研

討會、交換學生、赴外講學、推動國際 PBL 活動或邀請國際學者來院講學或訪問研究，

邀請國際短期訪問教授及參與國內外共同研究等深化合作事務。

(4)組成跨領域研究團隊 (D-2)

鼓勵教師組成跨領域研究團隊，積極申請國科會等公私營機構的計畫。爭取改善支

援教師研究、教學所需的空間，鼓勵教師多元升等，並積極延攬研優教師。籌措相關經

費鼓勵教師發表高品質論文及爭取跨域或整合型計畫(產學合作與育成創新開發)。 

(5)厚植就業培養力 (B-4) (SDGs 4.3、SDGs 4.7)

優化國內、國外的招生選才，增加國際交換及海外實習學生，鼓勵學生參與國內外

實習或競賽，增進專業技能，並能考取就業所需的重要證照。

2.中程發展策略（4 年）

本院將在二系四所的規模上，對內鼓勵與支持各系所發展特色，並積極建立整合機

制，相互支援、資源共享。對外，以全院為單位，爭取足夠的發展空間，樹立具有人文

特質的整體意象。

(1)教學方面 (B-1、B-3、D-2) (SDGs 4.3、SDGs 4.7)

A.協助系所邀請傑出國內外學者、業界專家來院短期講學、專業技術指導。

B.協助系所推動全英文或雙語教學。

C.協助系所辦理跨領域工作坊、論壇，推動跨領域學分。

D.協助系所建立教學知識庫，將所發表研究發展報告轉化為課程教材。

E.落實教學創新，協助系所推動數位教材製作，打造無所不在的學習環境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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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教師提升教學知能。

F.協助出版教學系列叢書(如智慧財產個案討論、專論系列叢書、大學部學

生畢業專刊)。

G.積極推動校外實習、自主學習、第二專長等課程。

(2)研究方面 (D-1、D-2、D-3、D-4) (SDGs 4.3、SDGs 4.7)

A.透過「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獎勵研究、教學及服務表現優良教師辦法」，

鼓勵教師申請國科會計畫、於重要學術期刊上發表研究成果。

B.協助舉辦各類提升學術研究能力講習活動，協助老師增加研究能量。

C.倡議系所規劃教師研究重點領域，並從事教學實踐研究。

D.協助舉辦常態性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國際傑出學者專家來訪，共組研

究團隊或指導研究。

E.鼓勵教師參加研習與升等。

F.參與高教深耕計畫，就數位內容與本校設計學院共同開發。

G.結合校外已具成效之相關系所，建立學術研究夥伴關係。

(3)產學合作 (B-2、B-4、D-3) (SDGs 4.3、SDGs 4.7)

A.厚植學生的就業競爭力。

B.協助建立永續性之學生校外實習課程。

C.協助教師爭取與產業界交流及合作計畫。

E.聘請業界實務教師。

D.協助教師積極參與校內外產業合作諮詢活動。

F.讓教師之教學和研究得符合國家發展與社會所需。

(4)推廣服務 (D-3)

A.鼓勵教師為校內外相關單位提供專業服務。

B.與產官學相關單位合作，開設推廣學分班。

C.協助系所建立人際網路資料庫，定期編製電子報，並強化網站資訊。

(5)國際化 (E-1、E-3) (SDGs 4.3、SDGs 4.7)

A.鼓勵教師與國外姊妹校交流互訪。

B.帶領學生赴國外進行短期見習參訪。

C.爭取「交換學生」機會，鼓勵學生出國短期學習。

D.積極與著名大學相關學系建立姊妹系關係，推動學生及教授交流互訪，

逐步拓展學生國際文化視野。

E.招收國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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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長程發展策略（8 年）

本院將在各系所均衡發展、全院資源有效整合、教學研究空間獨立完整的基礎上，

成為本校的重點學院。

(1)組織方面

A.爭取設立應用英文研究所博士班。

B.爭取設立智慧財產權研究所博士班。

C.爭取設立文化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2)教學方面 (A-1、B-1、B-3、B-4) (SDGs 4.3、SDGs 4.7)

A.持續協助系所提升圖書及期刊之質量。

B.持續協助系所優化學習教學設備及環境設施。

C.持續推動數位教材製作，鼓勵教師提升教學知能，並從事教學實踐研究。

D.建構多元外語教學環境，鼓勵多元外語學習。

E.建構以跨系所、跨校、跨國、跨場域為核心之學習環境。

F.透過多元自學模式，培養終身學習力。

G.持續延攬傑出國內外學者來院短期講學。

H.發展具特色之人文與社會科學實習課程與就業學程。

(3)研究方面 (D-2、D-4) (SDGs 4.3、SDGs 4.7)

A.持續發展特色研究與多元化研究團隊。

B.透過「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獎勵研究、教學及服務表現優良教師辦法」，

提升教師研究能量。

C.舉辦常態性國際學術研討會，並邀請國際傑出學者專家來訪。

D.創立人社院學術期刊。

(4)產學合作 (B-4、D-3、D-4) (SDGs 4.3、SDGs 4.7)

A.推動並舉辦學生職涯發展講座。

B.持續建立永續性之學生校外實習課程，累積學生參與實務計畫之經驗。

C.持續協助教師爭取與產業界交流及合作計畫。

D.持續鼓勵教師為校內外相關單位提供專業服務，積極參與產業合作諮詢

活動。

(5)推廣服務 (D-3) (SDGs 4.3、SDGs 4.7)

A.持續與產官學相關單位合作，開設推廣學分班。

B.持續協助系所建構知識服務與創新研究中心，並成為國家人文社會相關

政策及產業智庫。

C.鼓勵各系所活化校友會運作，擴大推廣與合作的機會。

(6)國際化 (E-1、E-2、E-3) (SDGs 4.3、SDGs 4.7)

A.持續鼓勵教師與姊妹校交換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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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擴大本院學生「交換學生」之名額及參訪國別。

C.持續協助系所打造完善之全英語授課環境，吸引國際生就學。

D.與國外大學訂立交流協定，促進學術交流活動(如舉辦國際性論壇或研討

會、雙聯學位等)。

E.進行國際跨校合作及推動雙聯學位。

(7)其他 (A-1、B-2、D-4)

A.持續爭取院務發展所需空間。

B.持續改善院內設施、達成院內教學設施現代化。

C.校方資源持續挹注，提升教師研究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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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通識教育中心

(一) 現況 

通識教育中心為發展全人教育的理念，採用教學與通識活動相互為用的方式，建立

本校通識教育之特色。是以，本校通識課程在以學生為主體下規劃，經由通識教育委員

會研訂並審議相關課程與架構，設計出新生定位課程、大學入門、語文閱讀與表達，及

人文與藝術、社會與法治、創新與創業、自然與科學等四大向度之博雅課程供學生修讀，

希望學生經由課程的學習，強化學生語文表達與思辨能力、親近藝文生活能力，並孕育

學生博雅素養、培養學生健全完美的人格，使學生具優質的人文素養、關懷社會的實踐

能力與領導能力，進而涵養學生深度學習與終身學習能力，而與培育企業家搖籃的學校

目標相契合。除了上述課程外，本校透過通識環境營造，建立實體教育，以「實體」深

化「認知」，鼓勵並獎勵參與通識系列活動，建立「非課堂學習」觀念，確立學生「無處

不知識」的積極學習態度，讓學生認識「沒有學分的知識」。

本校通識教育以通識教育委員會為最高規劃與決策機構，主要審議本校通識教育之

發展方向、實施目標或其他有關通識教育之重要事項，並檢討本校通識教育之成果，適

時調整規劃，以滿足學生需求。本校通識教育課程開課審議制度嚴謹，審查機制流程包

括每學期由各系所及通識中心規劃通識博雅課程後，提送通識教育中心通識教育課程委

員會與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再送校級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確認後使得開課。

本校王校長在就職演說中將帶領臺北科技大學為國際優質科技大學，他提出健康智

慧的綠色校園、多元創新的學習環境、全人發展的孕育搖籃、務實導向的產學研發、深

耕學研的國際交流與團結友善的行政團隊等六大目標。其中在全人發展的孕育搖籃方面，

校長提出加強學生品德教育、養成健善美孝、關懷他人情操，樹立青年學生楷模、陶冶

學生優良的人格特質與人文藝術的涵養、強化社團活動與校園服務學習與落實社區服務

與善盡大學社會責任等來落實全人發展。而王校長對全人發展的理念與通識教育中心的

理念相符，以下就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如何推動與落實全人教育理念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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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組織架構

圖 8.1 通識教育中心組織架構圖 

2.中心簡介

中心師資依現有課程規劃分為人文學群、社會學群與自然學群，共計專任教師 9 人。

人文學群負責人文與藝術向度課程，社會學群負責社會與法治向度課程，自然學群負責

自然與科學向度課程，每向度設有向度召集老師，定期檢討與更新課程，讓本校通識課

程在快速的社會變遷下能規劃出及時適應社會需求的課程。

3.教學

強化學生語文表達與思辨能力、親近藝文生活能力，並孕育學生博雅素養、培養學

生健全完美的人格，使學生具優質的人文素養、關懷社會的實踐能力與領導能力，進而

涵養學生深度學習與終身學習能力，而與培育企業家搖籃的學校目標相契合。特點如下：

(1)深耕基礎能力

(2)涵養精緻生活

(3)建立多元見識

(4)拓展知識廣度



189 

(二) 目標與特色 (B-1、B-3、B-5、C-3、F-3)

1.競爭力 SWOT 分析

    表 8.1 通識教育中心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百年悠久的光榮歷史與傳承。

2. 引領技職校院的龍頭地位。

3. 眾多優秀校友企業家為通識課程與學生

的堅強後盾。

4. 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

5. 國際化且為世界知名的綠能大學之。

6. 多元、跨領域且符合時代需求的通識課

程。

7. 本校通識教育蘊含知識廣度、批判思維及

人文關懷，具有基礎性、主體性、多元性、

整合性、貫通性及前瞻性。

8. 創新與創業向度課程培育更多的通才與

企業家。

9. 搭配多項主題式活動，融入通識教育，進

而提升全人教育的目標與效果。

1. 課程部分：通識教育課程架構中有部分

向度的廣度與深度都不夠，但因為改革

的時程過於短暫，無法有效的針對本校

的問題加以討論，需要時間及實施後的

成效檢討，再加以修改，以符合需求。

2. 經費問題：因通識教育中心沒有隸屬的

學生，在學校的經費分配中，明顯的缺

乏，通識教學所包含的學生數及師資數

是一般系所的好幾倍，可是經費的分配

卻比一般的系所低，有些班級更是大班

授課，缺乏教學助理的協助，無法有效

地提升教學品質。

3. 師資結構：在全人教育的核心理念下，

師資理應兼顧人文、社會、自然三大領

域，雖有部分與系所合聘部分之師資，

但各系支援通識課程的師資不多，且在

通識老師退休，遇缺不補的狀況下。中

心的師資嚴重失衡，另兼任師資部份亦

稍嫌過多，如能補充相關師資，對通識

教育的整體性會更好。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 師資面：容易吸引優秀專、兼任師資。

2. 課程面：若能有更好的誘因吸引各系優秀

教師開設通識課程，不僅能強化通識課

程，更能降低兼任教師人數。

3. 學生面：課程改革後，增加不少創新課程

及微學分課程，讓學生有更多選修與培養

通才能力的機會。

4. 中心發展：身為技職校院的龍頭，且經過

多次通識課程架構的改革，有絕佳的發展

機會，引領技職校院的通識教育，創造嶄

新的格局。

1. 少子化。

2. 專任師資相繼退休，但員額未補，專案

師資的加入雖能為學校節源與增加教

學研究量，但其職業歸屬感可能降低。

再者，專案及兼任師資易受限於教學評

量要求較高，發生迎合學生影響教學內

容與要求。專案師資基本授課時數較專

任師資更多，可能影響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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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之分析，本中心相關因應策略如下： 

(1)課程定期改革與成效檢討，並尋求聯大系統的優秀通識課程或線上課程，

增加同學選修的機會，才更能符合時代變遷需求。

(2)大班授課能為校方節源，若能經由深耕計畫資源配置教學助理協助，提升

教學品質，老師與學生雙贏。

(3)中心師資相繼退休，應補足合理數量之專任師資，才能支持中心全人教育

的核心理念，及建立教師對學校的認同使命感。並尋求優秀通識兼任教師

開設通識或線上課程，共同強化通識課程品質。

2.目標與特色

北科通識教育以涵養人文、關懷社會及親近自然三大主軸，教學目標首在重建學生

於人文、社會與自然學科方面的學識，奠定學習專業學科之潛力。其次為鍛練學生語文

表達、思辨與親近藝文生活能力、培養學生人文素養，並期增進學生社會科學知識，奠

定社會適應、服務領導能力，培育具備人文、社會與自然關懷的科技專業人才。

在教學理念上，著重「深、雅、廣、博」四字真言，亦即「深耕基礎能力、涵養精

緻生活、拓展知識廣度、建立多元見識」，舉辦多元豐富的通識活動，著重強化課程外的

學習，利用表演、演講、競賽、親身體驗、主題展示，動手做等各種方式，將書本知識

與生活經驗結合，以強化學生對某項知識認知之深度與廣度，進而培養學生人文氣息、

關懷社會和自然科學涵養的健全人格；學生並可從師生共同參與之通識活動中，學習如

何待人接物處事。

總之，北科通識教育的實施，雖在學校百年歷史傳統下，仍然不斷創新求變，豐富

多元，從組織面、教學制度面以及課程面不斷提昇，補技職教育重科技輕人文、懂操作

缺思維的不足，也訓練每位北科學生不僅僅只是專門技術人員，更是深耕社會、創造經

濟實力的企業家。本中心之目標與特色，分述如下：

本中心目標：

(1)強化課程統整，精進學生跨域整合的專業能力 (B-1)

(2)發展創新教學模式，建構以學生為主的學習環境 (B-3)

(3)攜手多元產業合作模式，培育優質跨域就業人才 (B-5)

(4)深化品德教育，朝向以人為本的教學理念 (C-3)

本中心特色：

(1)教學 (含課程及師資等)

A.課程 (通識課程分為通識正式課程與通識非正式課程)

a.通識正式課程：

a-1.新生定位課程：大學入門、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

a-2.語文閱讀與表達：國文及英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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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通識博雅四大向度課程，規劃理念特色如下：

a-3-1.基礎性：以一位知識份子所應具備之人類知識領域中最為基礎之

課程，排除過於專深或語言等明顯工具性(或生活化)之

課程，期能建立學生具備各領域最基礎之認知概念。

a-3-2.多元性：四大向度哲學、文藝、歷史、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

皆含之於內，每一向度下更開設諸多課程，可供學生彈

性選擇，達成開拓學生視野、建立多元思考及觀察社會

之基礎。

a-3-3.滾動式修正授課目標以對應各永續目標。

a-4.113 學年度起課程架構如下：

圖 8.2 113 學年度起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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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選修相關規定：

a-5-1.通識教育課程至少 28 學分，其中必修課程包含「大學入門」(1 學

分，2 小時)、「大學入門與工程倫理」(1 學分，2 小時)、「服務學

習」(0 學分)、「勞作教育」(0 學分)、「語文閱讀與表達」12 學分

及「博雅課程」15 學分。 

a-5-2.「語文閱讀與表達」包含「國文」(2 學分 2 小時)、「國語文實務

應用」(2 學分 2 小時)、「英文溝通與應用」(4 學分 6 小時)、「專

業英文」(4 學分 6 小時)及其他外語課程，但其他外語課程學分

不算通識博雅學分。

a-5-3.「博雅課程」選課規定：共 15 學分，分為學院指定向度課程 12

學分和學生自選向度課程 3 學分。學院指定向度課程部分，由各

院自行決定必選 3 向度，每向度修滿 4 學分，計 12 學分。學生

自選向度課程部分，可於四大向度中自由選修，計 3 學分。 

a-5-4.學生每學期至多選修 2 門博雅課程，特殊情況須經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審核同意後，才可超修。

b.通識非正式課程：

b-1.推動書香計畫：為了提升本校學生的中文語感及表達能力，通識中心

持續推動閱讀計畫及演講比賽，每個寒暑假，四技一年級與所有要修

國文、國語文實務應用課程的同學，假期中必須閱讀指定課外讀物，

並於學期初參加國文會考。

b-2.多元豐富、符合永續發展目標通識活動：著重強化課程外的學習，將

書本知識與生活經驗結合，辦理各類與永續發展相關的活動，增加學

生體驗機會。

b-3.為了營造具有人文科學氣息的通識情境，下列校內環境氛圍讓學生其

於無形中學習與感化：

b-3-1.通識步道：於共同科館 5、6 樓設置人文步道與自然步道，展示人

文社會領域等的相關知識。

b-3-2.校園環境：校內的藝文中心、第六教學廣場及川堂等，皆為全校

師生重要之休閒空間，並可作戶外教學與舉辦戶外藝文活動之用。 

c.臺北聯合大學校際選課：藉由臺北聯合大學系統，與國立臺北大學、臺北

醫學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及慈濟大學合作，擴大跨校通識課程互選，

豐富本校通識課程的多元化，讓學生有更多元的修課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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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師資

中心師資依現有課程規劃分為人文學群、社會學群與自然學群，共計專

任教師 9 人。其中人文學群 1 人、社會學群 3 人與自然學群 5 人。計教授 1

人、副教授 8 人。 

3.定量化指標

通識教育中心依據中長程發展計畫之 6 大主軸目標及 26 項發展策略，擬定量化發

展指標及執行期程。定量化指標及近三年(111-114 年 1 月 31 日)執行成效如表 8.2。 

本中心所訂之各項指標，皆有穩定朝目標執行。在鼓勵其他系所教師開設通識課程、

舉辦通識講座與開設解決問題導向與具特色之人文與社會科學精神之通識課程，皆有穩

定成長；在多承認他校開設之通識課程、增設通識微學分、線上通識課程與含 SDGs 目

標內容課程，皆有穩定發展；在規劃與執行含 SDGs 目標通識活動、大學入門系列課程

與活動以及增聘人文領域相關師資中，已陸續增加目標活動數量且相關師資增聘也正處

聘任流程中。最後在辦理推廣非學分課程-愛樂沙龍課程將持續推進，增加學校財務開源。 

表 8.2 通識教育中心之定量化發展指標總表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114 年 1 月 31 日) 

多元創新

的學習環

境(B) 

強化課程統

整，精進學

生跨域整合

的專業能力

(B-1) 

中程（4 年） 

1. 鼓勵系所教師開

設通識課程 10
門。

2. 善用學者專家進

行協同教學或舉

辦課堂通識講座

30 場，提供學生

多元廣博而整合

之通識教育學習

內涵。

3. 設計實施行動導

向、問題解決導向

的通識課程 2 門。 

1. 系所教師開設通識課

程共計 118 門。(111 年

40 門、112 年 43 門與

113 年 35 門)。
2. 舉辦課堂通識講座共

計 36 場(111 年 10 場、

112 年 12 場與 113 年

14 場) 。
3. 開設設計實施行動導

向、問題解決導向的

通識課程 23 門(111 年

12 門、112 年 5 門與

113 年 6 門)。

發展創新教

學模式，建

構以學生為

主的學習環

境(B-3) 

中程（4 年） 

1. 鼓勵老師積極發

展具特色之人文

與社會科學精神

之通識課程 3 門。 
2. 共享跨校資源—
除台北大學聯合

系統外，多承認他

校開設之通識課

程。

3. 朝向增設通識微

1. 開設具特色之人文與

社會科學精神之通識

課程 12 門(111 年 4
門、112 年 4 門與 113
年 4 門)。

2. 111-2 起新增慈濟大

學通識課程互選。

3. 開設 1 學分通識課程

4 門(111 年 2 門、112
年 2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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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114 年 1 月 31 日) 
學分課程方向努

力。

4. 營造多元化的通

識教育環境-儘量

營造多元化、多樣

性的通識教育環

境。

5. 尋找校內外專家

學者開設線上通

識課程，增豐學生

多元選課。

6. 開設含 SDGs 目

標內容通識課程。 

4. 營造多元化的通識教

育環境-儘量營造多元

化、多樣性的通識教

育環境。

5. 110-2 起開設通識線

上課程 21 門(111 年 7
門、112 年 6 門與 113
年 8 門)。

6. 開設含 SDGs 目標內

容通識課程 853 門

(111 年 308 門、112 年

278 門與 113 年 267
門)。

增進學生人

文藝術涵養

與優良人格

特質(B-5) 

近程（2 年） 

1. 規 劃 與 執 行 含

SDGs 目標通識活

動。

2. 大學入門系列課

程執行。

1. 執行含 SDGs 目標通

識活動 25 場(111 年 9
場、112 年 8 場與 113
年 8 場)。

2. 大學入門系列課程執

行性別平等講座、溝

通表達、品德教育講

座，共計 17 場(111 年

3 場、112 年 6 場、113
年 8 場)。

中程（4 年） 
增聘人文領域相關

師資。

110-2 增聘國文專案教

師 2 名。預計 114-2 增聘

國文專任教師 1 名。

全人發展

的孕育搖

籃(C) 

深化品德教

育，朝向以

人為本的教

學理念

(C-3) 

近程（2 年） 

規劃與執行含SDGs
目標通識活動。

執行含 SDGs 目標通識

活動 272 場(111 年 86
場、112 年 76 場、113 年

95 場)。 

中程（4 年） 

建 立 多 元 化 、 含

SDGs目標內容通識

課程，裨利學生適性

之發展。

開設含 SDGs 目標內容

通識課程 853 門(111 年

308 門、112 年 278 門與

113 年 267 門)。 

效能友善

的行政團

隊(F) 

強化成本控

制機制，擴

展學校財務

來源(F-3) 

近程（2 年） 

辦理推廣非學分課

程-愛樂沙龍開課。 
每學期辦理愛樂沙龍課

程，每次報名參與人數

約 40-60 人，每人收費

3,000 元。(111 年 49 人、

112 年 39 人與 113 年 8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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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近中長程發展策略

本中心為增進學生人文藝術涵養與優良人格特質(B-5)、深化品德教育，朝向以人為

本的教學理念(C-3)、發展創新教學模式，建構以學生為主的學習環境(B-3)及強化課程統

整，精進學生跨域整合的專業能力(B-1)，致力發展通識課程與活動內容涵蓋 SDGs 各項

指標(SDGs 1.4、SDGs 2.1、SDGs 2.2、SDGs 2.4、SDGs 3.3、SDGs 3.4、SDGs 3.9、SDGs 

4.3、SDGs 4.7、SDGs 4.b、SDGs 5.2、SDGs 5.4、SDGs 5.6、SDGs 5.c、SDGs 6.3、SDGs 

7.1、SDGs 8.1、SDGs 8.2、SDGs 8.5、SDGs 8.6、SDGs 10.3、SDGs 10.4、SDGs 11.3、

SDGs 11.4、SDGs 12.2、SDGs 13.1、SDGs 13.3、SDGs 14.1、SDGs 15.1、SDGs 16.1、

SDGs 16.2、SDGs 16.3)。 

1.近程發展策略（2 年）

透過各項執行方案實踐學校主軸目標與發展策略，如增進學生人文藝術涵養與優良

人格特質(B-5)、深化品德教育，朝向以人為本的教學理念(C-3)、強化成本控制機制，擴

展學校財務來源(F-3)。 

(1) 開設培育人文素養，涵養品德，塑造優良人格的大學入門課程

(2) 規劃與執行含 SDGs 目標通識活動

(3) 推廣非學分課程-愛樂沙龍開課

(4) 持續開設外籍生專班國文課程，提升本校外籍生華語文能力

(5) 建立北科特色國文會考題庫並舉辦相關講座

(6) 開設奠基關鍵基礎能力，含 SDGs 指標內容通識課程，拓展學生多元永續

視野

2.中程發展策略（4 年）

透過各項執行方案實踐學校主軸目標與發展策略，如強化課程統整，精進學生跨域

整合的專業能力(B-1)、發展創新教學模式，建構以學生為主的學習環境(B-3)、增進學生

人文藝術涵養與優良人格特質(B-5)、深化品德教育，朝向以人為本的教學理念(C-3)。 

(1) 教學 (B-1、B-3、B-5、C-3)

A. 協助中心提升圖書及期刊之質量。

B. 協助中心老師製作數位教材，並鼓勵教師積極參與數位內容、數位典藏、數

位學習國家型計畫。

C. 鼓勵老師積極發展具特色之人文與社會科學精神之通識課程。

D. 協助老師出版通識教學系列叢書。

E.舉辦「通識博雅講座」邀請知名學者、專家、產業領袖演講，促進經驗傳承。

F. 建立多元化之通識課程，裨利學生適性之發展。

G. 鼓勵系所教師開設通識課程。

H. 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至中心作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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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 (B-1、B-3、B-5、C-3)

A. 以「人文、社會與自然科學中心」為基地，組成跨領域研究團隊，發展特色

研究。

B. 舉辦各類提升學術研究能力研討活動，協助老師增加研究能量。

C. 鼓勵教師申請科技部計畫。

D. 鼓勵教師於重要學術期刊上發表研究成果。

E.鼓勵教師積極參加國內外學術研討會。

F. 提倡教師研究風氣，並鼓勵與協助教師研究著作之發表。

G. 加強提供科技部、教育部、政府機構及公民營企業等申請研究計畫案之資

訊，以協助爭取研究計畫並提升研發能量。

H. 充實教師之研究軟硬體設備。

(3) 課程 (B-1、B-3、B-5、C-3) (SDGs 1.4、SDGs 2.1、SDGs 2.2、SDGs 2.4、

SDGs 3.3、SDGs 3.4、SDGs 3.9、SDGs 4.3、SDGs 4.7、SDGs 4.b、SDGs 5.2、

SDGs 5.4、SDGs 5.6、SDGs 5.c、SDGs 6.3、SDGs 7.1、SDGs 8.1、SDGs 8.2、

SDGs 8.5、SDGs 8.6、SDGs 10.3、SDGs 10.4、SDGs 11.3、SDGs 11.4、SDGs

12.2、SDGs 13.1、SDGs 13.3、SDGs 14.1、SDGs 15.1、SDGs 16.1、SDGs

16.2、SDGs 16.3)

A. 構築數位化交流平台與學習環境通識資料庫，提供學生多元的學習管道與

不限時地的學習平台。

B. 共享跨校資源—除台北大學聯合系統外，多承認他校開設之通識課程。

C. 善用學者專家進行協同教學或舉辦課堂通識講座，提供學生多元廣博而整

合之通識教育學習內涵。

D. 設計實施行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的通識課程。

E.朝向增設通識自主學習課程和微學分課程方向努力。

F. 營造多元化的通識教育環境-儘量營造多元化、多樣性的通識教育環境。

G. 尋找校內外專家學者開設線上通識課程，增豐學生多元選課。

H. 開設含 SDGs 目標內容通識課程。

I. 規劃 STS 微學程。

3.長程發展策略（8 年）

透過各項執行方案實踐學校主軸目標與發展策略，如強化課程統整，精進學生跨域

整合的專業能力(B-1)、發展創新教學模式，建構以學生為主的學習環境(B-3)、增進學生

人文藝術涵養與優良人格特質(B-5)、深化品德教育，朝向以人為本的教學理念(C-3)。 

(1) 教學 (B-1、B-3、B-5、C-3)

A. 協助中心提升圖書及期刊之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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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協助中心老師製作數位教材，並鼓勵教師積極參與數位內容、數位典藏、數

位學習國家型計畫。

C. 鼓勵老師積極發展具特色之人文與社會科學精神之通識課程。

D. 協助老師出版通識教學系列叢書。

E.建立多元化之通識課程，裨利學生適性之發展。

(2) 研究 (B-1、B-3、B-5、C-3)

A. 以「人文、社會與自然科學中心」為基地，組成跨領域研究團隊，發展特色

研究。

B. 鼓勵教師於重要學術期刊上發表研究成果。

C. 邀請國際傑出學者專家來訪。

D. 鼓勵教師積極參加國內外學術研討會。

E.加強提供科技部、教育部、政府機構及公民營企業等申請研究計畫案之資

訊，以協助爭取研究計畫並提升研發能量。

F. 充實教師之研究軟硬體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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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體育室

(一)現況 

本室設置主任一人，綜理全室業務，下設體育教學組及活動推廣組，統籌全校體育

教學課程與全校性體育相關活動的規劃與執行，以及運動場館的規劃及管理，以達體育

之教育目標。

1.組織架構

 

圖 9.1 體育室組織架構圖 

2.本室簡介

本校創校之初即設體育衛生組，負責全校體育運動與醫務之推展工作。75 年 8 月分

設為體育組及衛生保健組，隸屬訓導處。83 年 8 月改制為國立臺北技術學院後，成立「體

育室」。86 年 8 月改制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本室於 88 年由行政單位歸屬人文與科學學

院為教學單位，復於 93 年獨立成為一級教學單位迄今。 

目前專任(案)教師共 13 人，含教授 6 人、副教授 3 人、助理教授 2 人、講師 2 人，

均為國內外體育運動相關科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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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學 (C-3、C-4) 

(1)課程規劃 

課程主要分為三大類：必修課程、選修課程及適應體育班。日間部大學部及進修部

一、二年級體育必修 0 學分，日間部大學部三、四年級選修課程 1 學分，依學生意願選

擇單一運動項目組合成班上課；修畢必修課程者得修習選修課程，修習及格學分予以登

錄。專科部一至四年級體育必修(一、二年級 1 學分，三、四年級 0 學分)，以一至三年

級以原班級為單位上課，四年級採興趣選課。另外，針對肢體障礙及患有慢性疾病，無

法做正常運動之學生，則開設適應體育班。 

(2)活動推展 

為增加校內師生參與運動之機會，每年會定期舉辦新生盃、品德教育盃、系際盃、

研究所盃球類競賽，以及陸上划船賽等各項運動競賽。在教職員工部份，每年於校慶前

後舉辦教職員工俱樂部五項球類比賽。而每年的全校運動大會，則是全校師生共同參與

的運動聖會。 

本校共有田徑、足球、男女籃球、排球、羽球、網球、桌球、游泳等代表隊，每年

均代表學校參加各大專校院運動聯賽及全國大專運動會，表現優異，獲得佳績。在校際

運動競賽交流方面，由本校、國立臺北大學、臺北醫學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四校輪

流主辦臺北聯合大學系統教職員工及學生體育交流活動(簡稱北鼎聯賽)；協辦中華民國

大專校院籃球運動聯賽、北區大專校院秋季男子籃球錦標賽及各系所主辦之大專校院校

際錦標賽。另外，衡酌現有師資，每學期開辦籃球、排球、羽球、網球及桌球等推廣教

育非學分班；並於寒、暑假開設桌球冬、夏令營。 

(二)目標與特色 

1.競爭力 SWOT 分析 

表 9.1 體育室之 SWOT 分析 

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 

1. 社會對身心健康的意識抬頭，進而對

體育活動的需求逐步提昇。 
2. 因應社會潮流，體育課程或體育活動

皆朝向多元化設計，包含運動、休閒

及健康領域。 
3. 因本校具較佳的地理位置，對體育活

動的推展具備整合及推動的能力。 

1. 本校身處市中心校地狹窄，體育活動

的空間相對受限制。 
2. 部分運動場館老舊，使體育課程或活

動在推動與發展上面臨困境。 
3. 專任教師多偏重術科專業技能，且無

研究生協助，研究能量相對顯弱。 
4. 代表隊訓練時間長，惟校外競賽成績

難以量化方式呈現，績效評比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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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ening) 

1. 體育課程隨著社會潮流的脈動，逐年

做漸進式的調整，以符合學生需求，

進而提高學習興趣。 
2. 學校訂定各項獎補助辦法，鼓勵老師

參與校內外跨領域產學合作，或申請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本室

教師未來可朝此方向努力，以提升研

究能量。 

1. 目前多數青少年較偏重個人靜態活

動，坐式生活型態居多，致使體適能

水準降低、身體質量指數(BMI)上升

及人際關係不佳。 

  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 之分析，本室相關因應策略如下： 

(1)本校已規劃於東校區興建多功能學生活動中心，配合場館使用全面更新各

項設備，整合成一專業且多元運動的園區，提供師生優質完善的運動環境，

屆時將可降低體育課程活動空間不足的問題。 

 (2)鼓勵教師參加教學知能研習，吸取創新教學方法，強化學生運動健康觀念，

並提昇其課餘參與身體活動的動機。 

(3)舉辦多元化體育活動(如全校性體育活動週)，並配合活動進行，對參加者

進行體適能檢測，搭配 Inbody 身體組成分析儀，檢測完畢後，給予適當

解說與運動建議，讓師生瞭解個人健康情形。 

2.目標與特色 

體育室發展目標之建立，著重本校全人發展的孕育搖籃及效能友善的行政團隊等二

項主軸目標，逐步完善。並依據二項主軸目標深化品德教育，朝向以人為本的教學理念

(C-3)、完善運動環境硬體設施，提升師生運動風氣(C-4)及強化成本控制機制，擴展學

校財務來源(F-3)等三項發展策略訂定本室之目標與特色。 

  本室目標： 

(1)教學目標 (C-3、C-4) 

A.透過體育活動，提昇學生身體活動能力，促進身心健康。同時，培育學

生團隊合作精神，建立運動道德觀念，並增進人際互動關係。 

B.培養學生對運動的認知及運動欣賞能力，提昇運動參與動機，進而養成

終身運動的習慣。 

(2)服務目標 (A-1、C-3、C-4、F-3) 

A.提倡教職員工正當休閒活動，激勵教學及工作情緒，促進群我關係及情

感交流，增進校園和諧。 

B.強化運動代表隊實力，以提升個人競爭力。 

C.永續開發多元推廣課程，廣納校內外人士參與，培養規律運動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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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多功能學生活動中心結合體育專業師資，提供師生優質之學習環境，並

可對外營運，充實學校財源。 

 本室特色： 

(1)課程分專項課程、適應體育及選修課程。專項課程為單一項目運動能力的

培養，使學生有專精的運動技術及知識。選修課程著重在提升運動認知及

運動欣賞能力，培養學生奠定未來參與運動的習慣。(C-4) 

(2)舉辦多樣化全校性體育活動，旨在培養學生榮譽心、責任心及團隊合作精

神，進而提昇全校向上的動力。(C-3、C-4) 

(3)組訓多項運動代表隊，除可為校爭光外，更可培養對校的認同感與榮譽感；

另外，在與他校學生切磋之餘，亦可達到結交同好，拓展視野之目的。(C-3、

C-4) 

(4)協辦全校教職員工體育活動，藉此增進其健康及活力，進而享受更好的生

活品質。(C-3、C-4) 

(5)提供全校師生課餘活動的運動空間，增加其運動的機會，以深植師生平時

的運動觀念，進而養成終身運動的習慣。(C-3、C-4) 

3.定量化指標 

體育室依據中長程發展計畫之 6 大主軸目標及 26 項發展策略，擬定量化發展指標

及執行期程。各項發展指標依據本室之架構與目標，整合現有資源條件、軟硬體設施，

並扣合年度重要工作事項，訂定核心發展指標與對應成效。每學期透過校務發展委員會

及中長程計畫書研商修訂會議，持續針對本室近中長程預定達成之定量化指標進行追蹤

檢討。體育室之定量化指標及近三年半(111-114 年 1 月 31 日)執行成效如表 9.2。 

各項指標均有逐年提升或完全達到績效的情形，然而運動場地整修費用以及運動設

備與器材更新費用則會因每年度實際面臨的現況問題之不同而有所異動，或無法有逐年

提升之情形，但此部分皆已達本室訂定的定量化指標成效。 

   表 9.2 體育室之定量化發展指標總表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健 康 智

慧 的 綠

色 校 園

(A) 

提供舒適

學 習 環

境(A-1) 
近程（2 年） 

1. 依實際需求規劃

相關運動場地整

修 ( 每 年 約 計

50-100 餘萬元)。 
2. 定期汰換老舊運

動設備及器材

(設備約 60 萬

元、器材約 70 萬

元)。 

1.運動場地整修費用： 
(1) 111 年共花費 1,634,000 元。 
(2) 112 年共花費 2,432,000 元。 
(3) 113 年共花費 1,623,418 元。 
2.運動設備與器材更新費用： 
(1) 111 年共花費 1,223,000 元。 
(2) 112 年共花費 1,653,000 元。 
(3) 113 年共花費 1,113,04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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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全 人 發

展 的 孕

育 搖 籃

(C) 

深 化 品

德 教

育，朝向

以 人 為

本 的 教

學理念 
(C-3) 

近程（2 年） 

1. 全部以專項方式

開課，可依個人

意願選課，使其

學得專精的運動

技術及知識，並

自 111 學年度起

調降為 30 人左

右，以提供良好

學習環境。 
2. 舉辦多樣化全校

性體育活動，如

校運會、全校划

船大賽及 4 項學

生球類競賽 (新
生盃、系際盃、

品德教育盃、研

究所盃等)，培養

團隊精神及凝聚

力。 
3. 組訓運動代表

隊，培養運動家

精神，參加大專

運動聯賽及全大

運獲獎 15 項以

上。 
4. 每學期開設桌球

(3 班 )、籃球 (2
班)、排球(1 班) 
及羽球(3 班)等
非學分班共 9
班，並於寒暑假

開設冬、夏令營。 

1.本校體育課程已全面修改為個

人意願選課。 
2.課程人數方面，每學年每班平

均人數： 
(1) 111 學年每班平均 30.9 人。 
(2) 112 學年每班平均 30.4 人。 
(3) 113 學年每班平均 30.0 人。 
3.111 至 113 年每學年舉辦全校

性體育活動，包括校運會、全

校划船大賽及 4 項學生球類競

賽。 
4.運動代表隊每學年大專運動聯

賽及全大運獲獎情形： 
(1) 111 學年共項獲獎 28 項。 
(2) 112 學年共項獲獎 23 項。 
(3) 113 學年共項獲獎 29 項。 
5.每年開設非學分班，與寒暑假

冬、夏令營數量如下： 
(1) 111 年共開設非學分班 12

班，與寒暑假冬、夏令營 1
班。 

(2) 112 年共開設非學分班 10
班，與寒暑假冬、夏令營 2
班。 

(3) 113 年共開設非學分班 11
班，與寒暑假冬、夏令營 2
班。 

完 善 運

動 環 境

硬 體 設

施，提升

師 生 運

動 風 氣

(C-4) 

中程（4 年） 

更新第三教學大

樓地下室運動空

間，提供教學與課

餘時間運動時更

舒適與更現代的

運動環境與設備。 
 

1.第三教學大樓地下室運動空間

設計老舊，且器材多數年份久

遠，單靠每年體育室設備費進

行器材更新數量有限。 
2.114 年第一季，刻正進行健身

房空間規劃與相關資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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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長程（8 年） 

東校區興建一座

多功能學生活動

中心，全面更新體

適能訓練設備，整

合成一專業多元

運動園區，提供優

質完善的運動環

境。 

1.110 年協助『基本設計(變更)
第二版』，並參與諮詢委員會

議。 
2.111 年參與基本設計變更建築

工程(含景觀)諮詢會議暨工作

小組工程會議。 
3.112 年參與總務處邀約動工期

程事宜，總務處於 12 月 18 日

通知本案細部設計已奉核定，

並著手公開招標事宜。 
4.113 年 1-6 月協助總務處會簽

本案兩次招標文件。 
5.因應體育場地施工無法使用運

動場地，配合師資結構重新規

劃與開設適宜之體育課程，並

針對歷年須辦理之體育活動與

競賽，視校內體育空間之可行

性，調整體育活動之辦理。 

(三)中長程發展策略 

體育室發展目標之建立，著重本校健康智慧的綠色校園、全人發展的孕育搖籃、務

實導向的產學研發等三項主軸目標，逐步推展近中長程發展策略。依據上述主軸目標項

下分成四項發展策略，分別為：(1)創造多元教學， 配合學校課程精實計畫之推動，將

體育課程統一調整為專項體育課程方式實施，開設多元專項課程提供學生依興趣自由選

課，為學生提供多樣化的運動課程以促進身體健康(C-3, SDGs 3.4)；(2)推廣體育活動，

賡續將品德教育融入運動代表隊訓練及競賽，培養學生運動道德，奠定運動家精神，並

配合現有場地及師資，持續辦理各項運動推廣課程，以活潑多元化的方式讓校內外人士

共同參與，創造有活力的校園活動和運動比賽，幫助學生保持身體健康，同時也增強社

區參與感(C-3、C-4, SDGs 3.4)；(3)改善運動場地及設施，規劃相關運動場地整修，提供

全校師生舒適且安全之體育運動場域(A-1、C-3、C-4)；(4)提升學術研究，鼓勵教師結

合外部資源，進行跨校或跨國之合作研究，除提升研究能量，更可增加國際能見度(D-2)

等。 

1.近程發展策略（2 年） 

(1)創造多元教學 (C-4) (SDGs 3.4) 

A.配合學校課程精實計畫之推動，將體育課程統一調整為專項體育課程方

式實施，開設多元專項課程提供學生依興趣自由選課。體育課程的目的

除了讓修課同學獲得技能學習、身體活動之提升效益外，更可以透過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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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課程的參與，讓參與者學習運動與健康相關知識，以及養成規律運動

習慣的益處，而這可讓參與者在人生未來階段採用健康的生活方式，提

升健康效益與生活品質之福祉。 

B.本校為提升學生英語能力，並提高國際學生就讀本校意願，鼓勵教師開

設全英語授課課程(EMI 課程)。本室配合上開措施，自 111 學年度起，每

學年至少開設 3 門全英語授課課程。 

(2)推廣體育活動 (C-3、C-4)  

A.配合全校運動會舉辦時間之調整(改為於週間舉行)，提昇教職員工參與

度，以期全校師生可養成規律且有效率之運動習慣。 

B.積極舉辦多元化之各項校內競賽(如全校划船大賽、新生盃、系際盃、研

究所盃、品德教育盃各項球類競賽)及主辦(或協辦)校際體育活動(如北鼎

聯賽、北區大專校院秋季男子籃球錦標賽)。 

C.將品德教育融入運動代表隊訓練及競賽，培養學生運動道德，奠定運動

家精神，並提昇榮譽感，鼓勵學生參加全國性運動競賽爭取佳績。 

(3)改善運動場地及設施 (A-1、C-3、C-4) 

 規劃相關運動場地整修，包括鋪設室內桌球教室 PV 地墊、籃球場木地板

及東校區戶外網球場壓克力地坪整修工程，並定期汰換老舊運動設備，俾

提供全校師生舒適且安全之體育運動場域。 

2.中程發展策略（4 年） 

(1)創造多元教學 (C-4) 

A.建立各運動項目標準化之測驗及評量範本。 

B.因應本校校園環境發展條件，體育課程內容擬趨向健康化、休閒化、專

業化及社會化的課程目標。 

C.學生體適能教學全面化及普遍化。 

D.鼓勵教師參加體育教學相關的研習會，並取得兩項以上運動專業項目之

結業證書。 

(2)推廣體育活動 (C-3、C-4) (SDGs 3.4) 

A.賡續將品德教育融入運動代表隊訓練及競賽，培養學生運動道德，奠定

運動家精神，並提昇榮譽感，鼓勵學生參加全國性運動競賽爭取佳績。 

B.結合校代表隊或體育性社團活動，舉辦相關校內或校際體育活動。 

C.配合現有場地及師資，持續辦理各項運動推廣課程，以活潑多元化的方

式讓校內外人士共同參與，養成規律運動習慣，同時提升自我價值、自

信心、歸屬感等，亦可強健體魄、調適放鬆心情及拓展社交範圍。體育

活動推展的最主要目的，及讓參與者透過自身活動的參與，達到身體健

康與心理健康的效益。運動對身體與心理的健康，除了是一種「非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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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治療外，更具有預防非傳染性疾病之功效。 

(3)建設運動場館及設施 (A-1、C-3、C-4) 

A.結合相關單位共同規劃東校區多功能學生活動中心。 

B.整合規劃三教多功能體適能運動中心，獲取更大使用空間。 

C.協助建置學校周邊步道簡易運動設施，供校內外人士隨時隨地使用，可

促進社區民眾身心健康，培養運動習慣，並改善社會風氣。 

(4)提升學術研究 (D-2) 

A.鼓勵教師定期參與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或進修研究。 

B.鼓勵教師結合其他系所資源，做跨系、所及跨領域合作研究，共同參與

教育部、科技部及產學合作計畫，以提升研究能量。 

C.鼓勵教師進修跨領域之課程。 

3.長程發展策略（8 年） 

(1)創造多元教學 (C-4) 

A.籌辦與本校其他單位合作開設跨領域整合體育課程。 

B.專項課程項目配合新建場館及設備更新，開授多元課程。 

C.舉辦體育教學觀摩會。 

(2)推廣體育活動 (C-3、C-4) 

A.辦理全校性體育活動週，並配合活動進行參加師生體適能檢測，搭配 

Inbody 身體組成分析儀，瞭解個人健康情形。 

B.結合校代表隊或體育性社團活動，舉辦全國性體育活動競賽交流。 

(3)建設運動場館及設施 (A-1、C-3、C-4) 

A.興建東校區多功能學生活動中心，配合場館使用全面更新體適能訓練設

備，整合成一專業多元運動園區，提供師生優質完善的運動環境。 

B.增設攀岩設施。 

(4)提升學術研究 (D-2) 

A.鼓勵教師結合外部資源，進行跨校或跨國之合作研究，除提升研究能量，

更可增加國際能見度。 

B.舉辦國際性體育學術研討會。 

大學教育中智育的養成固然重要，但全人教育卻是教育的最終目的，如何達成此目

的，需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能兼顧。因此，體育教育在大學教育中是不可或缺的

一環。體育教育的推展不只是體育教師的重要任務，也需各個單位的配合及系所對學生

的鼓勵才得以達成。因此，為了提昇學生的身體活動能力，增進健康體能水準，有賴全

校師生來共同努力，使學生能獲得最佳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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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師資培育中心 

(一) 現況 

1.組織架構 

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隸屬本校一級教學單位，設中心主任 1 人，綜理中

心業務，下分教學、實習兩組，設組長各 1 人，另組員各 1 名。 

為有效推動各項業務，設有中心會議、教師評審委員會、課程委員會、教育實習審

議小組等功能性組織。現階段組織架構如下圖所示： 

 

圖 10.1 師資培育中心組織架構圖 

2.系所簡介 

本校體認技職教育師資對技職教育發展之重要，於民國 84 年設置師資培育中心，

同年奉教育部核准開設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由本中心主辦教育專業課程，並與本校培育

系所合作，共同培育我國未來中等教育之優秀教師。目前可培育的師資有自然科學領域

化學專長、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機械群、動力機械群、電機與電子群-電機專長、電

機與電子群-資電專長、土木與建築群-建築專長、土木與建築群-土木專長、化工群、商

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設計群-室內設計專長、設計群-立體造形專長、外語群-英語專長、

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等，共 14 群科專長。 

本中心之教育目標有二： 

(1) 培育兼具理論與實務經驗，及具國際視野的技職教育人才 

(2) 培育具備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專業素養之中等學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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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才培育 (B-1、B-3) 

本中心每年招收大二以上學生 45 名，招生甄選係面試方式辦理，以公開公平原則

擇優錄取，期能選出最具教師人格特質及發展潛力之學生修習教育學程。 

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訂有申請資格門檻(如：學業成績、操行成績)，亦訂有

師資生學習輔導與淘汰要點落實品保機制，從嚴考核學生素質，培育師資生兼具經師專

業與人師品德。 

本中心課程設計係依教育部規範及政策變革訂定。教育專業課程採循序漸進方式，

先有基礎課程及方法學訓練，接續修習其他專業課程，最後完成教育實習之階段性及邏

輯性設計。 

4.產學研究 (D-2) 

本中心教師積極參與中等學校技職教育相關研究及國內外期刊論文或學術研討會

之發表，並與技術型高中教師組成研究團隊，藉由研究成果回饋於教學實務，促使教學

內容與時俱進，提昇整體師資培育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 

5.社會責任 (B-2、B-4) 

本中心持續針對夥伴學校舉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主題多元、內容豐富(如：教學媒

體製作應用、數位學習、創意教學)，增進北區技職學校教師教學知能，滿足實務工作需

求，強化雙方合作與互動關係。 

6.國際合作 (E-2) 

本中心歷年皆與技職所合作辦理國際性學術研討會，並結合中心課程實施推動，提

供師資生認識他國教育經驗，拓展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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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標與特色 (A-1、B-1、B-2、B-3、B-4、B-5、D-2、E-1)(SDGs 4.3、SDGs 

4.7) 

1.競爭力 SWOT 分析 

表 10.1 師資培育中心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本校校風勤樸、畢業生敬業精神普受雇

主肯定。 
2. 本校學生技能精湛，且學生素質在技能

體系中良好。 
3. 本中心教師熟悉技職教育、在技職體系

中人脈充沛，深具教育熱忱，對技職政

策具有影響力。 
4. 本校各單位對本中心業務支持，不遺餘

力。 
5. 本校多數參加師資培育遴選學生，奉獻

教育熱忱相當高。 
6. 本中心成立時間悠久，已培養大量優質

的教師人才，在中等技職學校廣受好

評。 
7. 本校師資生背景多元，來自不同學制(日
間部、進修部)，使有志擔任教師的青年

學子及業界菁英皆有機會選讀教育學

程。 
8. 本校培育科別具特殊性，如：「重機科」、

「動力機械科」、「軌道車輛科」「冷凍空

調/電機空調科」等，為國內少數師資培

育大學進行培育。 

1. 學校學制較複雜，學生互動不易，能力

落差亦大，以致行政運作協調事項多，

亦不利輔導修業。 
2. 單班招生，單位成本高，且教師受基本

鐘點限制，每學期教授科目數較多，負

擔大。 
3. 學生實作能力雖強，但應考筆試能力偏

弱，不利通過教師資格考試。 
4. 科技大學學生出路寬廣，本校尤以工科

為主，對於從事教職興趣相對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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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ening) 

1. 本校位處臺北都會區中心，交通便捷，

且附近文教機構密度高，互動容易，便

於夥伴關係的建立。 
2. 在各科技大學中，本校學生素質較佳，

若輔以適性擇優之遴選方式，應可招收

質量均佳之師資生。 

1. 受年金改革及流浪教師過多等不利消

息影響，本校學生報名參加甄選人數逐

年遞減。 
2. 職業學校因少子女化導致生員減少，不

願釋缺，畢業生難以覓得理想教職，使

儲備教師名額逐年增加。 
3. 學生教育實習改為半年，實習學校指導

學生實習，運作上困難度增高，降低學

校提供實習名額意願。 
4. 目前教師資格考試仍以紙筆測驗方式

進行，主要在檢核師資生之認知能力及

知識水準，不利技職體系學生應試。 

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ening) 之分析，本中心相關對策及具體執行

方法如下： 

相關對策： 

(1) 組成班級、學會群組，凝聚師生向心力。 

(2) 合聘教師、協同教學，減少授課教師負擔。 

(3) 開設教育科目增能班，輔導學生考試。 

(4) 遴選成績優異的學生，提高考試通過率及就業率。 

(5) 定期召開說明會班會，使學生清楚法規規定及修業流程。 

具體措施： 

(1) 將師資生組成班級群組，並組成教育學程學會，由班導師擔任指導老師，協

助舉辦各項增能活動，凝聚向心力及參與度。 

(2) 合聘本校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專業教師，協助本中心開班授課，或採同教

學方式，降低授課老師負擔。 

(3) 為解決技職體系學生紙筆考試能力偏弱問題，本中心於寒暑假期間，針對教

師資格考試各考科，開設增能加強班，密集複習及演練，協助學生通過考試。 

(4) 為因應參加教育學程考試人數漸少，且就業市場萎縮，本中心積極檢討並調

整招生機制，遴選成績優異的學生修讀教育學程，提高教師資格考試、教師

甄試的錄取率。 

(5) 為提高本校學生參與甄選的意願，本中心積極爭取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獎學

金，近年平均獲 3 名補助，減輕師資生於修讀教育學程期間的經濟壓力。 

(6) 為提升學校提供實習名額意願，本中心除了輔導師資生選擇教育實習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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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願擔任實習機構的學校進行實習，並向教育部申請經費，補助教育實習

輔導老師，提高其輔導意願。 

(7) 本中心自 108 學年度起開設「教學策略規劃實務」課程，以提升師資生實務

教學相關理念，並進一步應用所學，反思個人的教學策略規劃，促進學生對

職業教育教學理論與實務教學實踐間的連結，以及增進教師資格考試申論題

的答題技巧能力。 

2.目標與特色 

本中心發展目標： 

(1)人才培育：培育優質師資，成為我國技術型高中教師培育重鎮。 

(2)產學研究：運用人工智慧技術，開發技能培訓教學相關資源。 

(3)社會責任：攜手國內偏鄉學校，成為地方教育發展的重要夥伴。 

(4)國際合作：深化國際合作研究，成為東亞教育研究重鎮。 

本中心特色： 

(1) 重質不重量：本中心為教育部首批核准辦理教育學程之中心，設置至今堅持

質優於量之原則，維持單班規模，目前學生就業情況良好。(A-1) 

(2) 位置適中交通便利：本校由於位置適中交通暢達，吸引甚多有意從事教職之

在職進修人員進入本中心修業。(A-1) 

(3) 評鑑成績良好：本中心分別於 103 年 12 月、110 年 10 月接受教育部實地訪

評，評鑑結果順利通過。(A-1) 

(4) 學生專業素養佳：本校係以工科為主之校院，學生技術能力精湛，多數具備

多張職業檢定證照，亦普遍具備乙級技術士證，尤其在職進修人員具豐富實

務經驗，畢業後擔任職業學校教師更能促成技職教育發揮應有功能。(B-1) 

(5) 課程規劃結合學校特色與當前教育發展趨勢：教育專業課程規劃以提供職業

教育(含職業學校專業群科及綜合高中職業學程)所需之優秀師資為主要方

向，並自 104 學年度起，為因應《技術及職業教育法》規定，特開設「職業

教育與訓練」之教育專業課程提供學生選讀，以建立師資生應有之技職教育

理念與認知；另開設「教育議題專題」課程，引導學生發揮思辨能力，從創

新與宏觀之角度分析重大且新興之教育議題。(B-1、B-3) (SDGs 4.7) 

(6) 專業系所支援：本校已將師資培育納入學校整體發展之重要項目，且本中心

有本校專業研究所「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予以人力、物力支援，善於資

源整合，並結合技職所碩、博士論文研究，鼓勵師生進行技職教育師資培育

相關議題之研究。(B-1) 

(7) 與夥伴學校往來密切，社區資源充沛：與本中心簽約的夥伴學校數眾多，同

時因與多數夥伴學校同屬技職體系，彼此往來密切，多有活動相互支援之事

例。另自 105 年起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改制為本校附工，更成為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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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教學、增能、實習、研究等工作上可深度合作之平台。(B-2、B-4) (SDGs 

4.3) 

(8) 師生具有特殊優良表現：本中心積極鼓勵師生參與各項活動、研習及競賽，

亦鼓勵實習生記錄實習過程，並請教育實習指導老師協助指導學生檔案製作，

於校內組成教育實習績優獎評選小組，定期舉辦校內初選，每年評選兩位代

表本校參加全國競賽。(B-5) 

3.定量化指標 

本中心依據中長程發展計畫之6大主軸目標及26項發展策略，擬訂定量化發展指標

及執行期程。定量化指標及近三年(111-114年1月31日)執行成效如表10.2。 

本中心所訂之各項定量化指標，皆能穩健執行，在精進教學部分能有效提升教師資

格考試通過率的表現，近年成效卓越，將持續維持；在定期與本校附工進行合作部分，

目前穩定發展，未來亦將積極增加合作項目。在授課教師與教學現場教師進行合作，以

及定期辦理增能演講及工作坊部分，皆已有不錯表現，未來將鼓勵專任教師與現場教師

發展適合偏鄉學校使用之技職教育探索課程及教材。此外，在落實全球在地化，提升國

際能見度部分，現階段專任教師積極參與海外國際會議及發表期刊，未來期能與世界知

名大學合辦暑期活動，吸引國內外研究人員參訓，擴大學術影響力。 

表 10.2 師資培育中心之定量化發展指標總表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多元創新

的學習環

境(B) 

強化課程

統整，精

進學生跨

域整合的

專業能力 
(B-1) 

近程（2 年） 

精進教育專業

課 程 教 學 內

容，教師資格

考試通過率逐

年提升並高於

全國平均。 

本校教師資格考試通過於 111
年為 94% (全國 71.5%)、112 年

為 58.33% (全國 51.64%)、113
年為 71.43%(全國 52.79%)，近

三年皆高於全國平均，顯見本

校教育專業課程之教學內容精

實。 

提升產學

合作、校

友資源利

用，及硬

體設備更

新(B-2) 

近程（2 年） 

定期與本校附

工進行合作，

產學合作至少

1件、實地學習

至少 2 次。 

1. 本中心專任教師長期與本校

附工合作研發系統，成效卓

越。 
(1) 111 年：建置「技術型高中

教師教學風格觀察系統」。 
(2) 112 年：建置「發展職業動

作軌跡偵測系統」。 
(3) 113 年：獲得國科會專題研

究計畫補助，與本校附工合

作，了解專家教師資訊科技

融入教學於課前、課中與課

後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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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2. 本中心長期聘請本校附工專

業教師擔任教學實習課程兼

任老師，每年皆安排 2 次至

附工實地學習，成效顯著。 

發展創新

教 學 模

式，建構

以學生為

主的學習 
環境(B-3) 

中程（4 年） 

每學期至少 1
次授課教師與

教學現場教師

進行教學、進

修、研習等合

作，確保教學

內容符合教學

現場需求。 

1. 111-1：至瑞芳高工與教學現

場老師進行 1 次學術交流、

並與內湖高工電機科教師進

行 1 場「科技輔助教學」增

能研習。 
2. 111-2：邀請教學現場教師進

行 1 場「生生用平板 iPad 融

入教學應用」工作坊。 
3. 112-1：與內湖高工電機科教

師進行 1 場「科技輔助教學」

增能研習。 
4. 112-2：邀請陽明高中及三重

家商教師進行 2 場「全英素

養導向教學活動設計」工作

坊。 
5. 113-1：邀請陽明高中及三重

家商教師進行 2 場「全英授

課及跨領域學習」工作坊。 
攜手多元

產業合作

模式，培

育優質跨

域就業人

才(B-4) 

中程（4 年） 

與北科附工教

師組成研究團

隊，共同發展

校務行政數據

管理系統。 

本中心專任教師與北科附工教

師組成之研究團隊，研發之校

務行政數據管理系統，於 111年
建置完成，112 年正式啟用。 

增進學生

人文藝術

涵養與優

良人格特

質(B-5) 

近程（2 年） 

辦理素養導向

及重大議題相

關演講、活動

及工作坊，每

學 年 至 少 4
場。 

本中心為增進學生知能，於 111
年辦理 31 場、112 年 20 場、

113 年 3 場多元增能講座。 

務實導向

的產學研

發(D) 

強化跨校

及跨域研

究合作的

機制(D-2) 

中程（4 年） 

向教育部申請

地方教育輔導

工作計畫，爭

取經費，每年

至少舉辦 4 場

專題講座。 

本中心每年確實辦理地方教育

輔導工作，111 年至 112 年皆獲

得教育部經費補助，113 年更將

輔導工作延伸至離島，於 3 年

間至合作夥伴學校辦理共計 12
場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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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深耕學研

的國際交

流(E) 

落實全球

在地化，

提升國際

能見度 
(E-3) 

長程（8 年） 

參與海外國際

會議/合作 
本中心專任教師積極參與海外

國際會議及合作，於 111 年至

113 年期間參與 15 項研究活

動。 

(三) 近中長程發展策略 

本中心一方面為培育兼具理論與實務經驗及具國際視野的技職教育人才，與具備任

教學科/領域/群科專業素養之中等學校教師，另一方面為確保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

讓全民終身享有學習機會。在發展策略上，分人才培育、產學研究、社會責任、國際合

作等四個面向進行。首先，在人才培育面向，本中心積極遴選資優學生修習教育學程，

並於課程設計落實新課綱、新興議題之推動，確保師資生習得必要的知識與技能，進而

促進永續發展，接軌未來教學現場(B-1、B3, SDGs 4.7)。其次，在產學研究面向，為增

進本中心與本校附工的合作關係，進行協同教學，共同開發創新教學教案，組成研究團

隊，協力發展校務行政數據管理系統，朝向高品質的技職教育努力(D-2, SDGs 4.3)。在

社會責任面向，旨在強化本中心與夥伴學校之間的關係，並協助技職學校教師解決教學

實務上所遇問題及困境(B-2、B4)，最後在國際合作方面，期能與國外大學共同執行國際

合作研究項目，深化本中心的研究能量(E-3)。 

1.近程發展策略（2 年） 

(1)人才培育 (B-5) (B-1) 

維持教師資格考試通過率高於全國平均。 

(2)產學研究 (B-2) 

引導師資生積極參與數位教學能力檢測，提升師資生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數位教學能

力。 

(3)社會責任 (D-2) 

每年與偏鄉學校合作辦理教育服務營隊服務國中小學生。 

(4)國際合作 (E-3) 

A.設立以人工智慧與數據科學為主題的教育研究實驗室，深化本中心的研

究能量。 

B.推動與賓州州立大學、密西根州立大學、佛羅里達大學、盧森堡大學、上

海交通大學等世界名校共同執行國際合作研究項目，於國際頂尖期刊發

表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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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程發展策略（4 年） 

本中心將在近程基礎水準上，積極向前邁進，全力落實當前師資培育重要任務。 

(1)人才培育 (B-1、B3) (SDGs 4.7) 

輔導畢業校友進入技術型高中擔任教職。 

(2)產學研究 (B-2、B4) (SDGs 4.3) 

與國內產業合作開發教育及職業技能訓練相關之教學教材、教具及系統。 

(3)社會責任 (D-2) 

發展適合偏鄉學校使用之技職教育探索課程及教材，協助學生進行生涯探索。 

(4)國際合作 (E-3) 

與世界知名大學合辦暑期活動，吸引國內外研究人員參訓，擴大學術影響力。 

3.長程發展策略（8 年） 

本中心將在中程發展基礎上，持續精進成長，勠力推動未來一波師資培育重要工作。 

(1)人才培育 (B-1、B3) 

輔導畢業校友擔任技術型高中校長及主任等學校行政主管。 

(2)產學研究 (B-2、B4) (SDGs 4.3) 

與國內公司發展長期合作關係，爭取公部門專案計畫資助投入教育相關系統開發工

作。 

(3)社會責任 (D-2) 

發展數位教學平台提供全國偏鄉地區學校學生學習技職教育相關知能。 

(4)國際合作 (E-3) 

與世界知名大學共同申請國際組織(包括歐盟、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提供之跨國合

作科研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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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單位 

一、前瞻技術研究總部 

(一) 現況 

1.組織架構 

前瞻技術研究總部(以下簡稱前瞻總部或本部)成立於民國 110 年 8 月，以學企共事

共學共研為經營目標主軸，結合創新沙盒概念，和合作企業聯合共同解決業界關鍵性問

題並培育有業界觀的高階研發人才。由能源、人工智慧及半導體等本校強項為主要研究

領域，分別設立 3 個研究總中心，並與合作企業簽訂產官學研合約後設立研發中心/平台

(統稱研發單位)，目前計有 15 個研發單位。前瞻總部下串聯本校科研產業化平台，輔導

研發單位申請計畫及強化企業鏈結。本部並設有任務型編組：國家計畫推動辦公室與國

際研發聯盟，分別配合國家重要政策推動執行政府計畫與推進與國際合作事項。本部組

織架構如圖 11.1。 

 

 

 

 

 

 

圖 11.1 前瞻技術研究總部組織架構圖 

2.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及學位學程簡介 

 為促進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之創新，本校申請「國家重點領域研究學

院」計畫通過，依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例，於 111 年 8 月成立「創

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以下簡稱創新學院或本學院)。本學院配合本校特色領域發展，

整合 6 大學院跨領域教研資源，橫向連結跨部門行政資源、綜整本校產學合作量能，培

育符合國家重點領域專業之科技領導人才，使其具備跨域專業知識、良好溝通模式、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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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研發創新技術與協調領導能力，達成培育高階科學技術人才，強化產業競爭力之目標。 

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組織架構如圖 11.2，本學院置院長一人掌理院務，人事、主

計、總務等行政事務，由本校相關單位人員兼辦。行政營運組織規劃產學營運總中心置

中心主任一人，執行半導體領域、人工智慧領域及國際交流推廣等營運事項；教學組織

規劃人才培育總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本學院 111 學年度起設立「人工智慧科技碩(博)

士學位學程」及「資訊安全碩(博)士學位學程」；113 學年度起增設「半導體科技碩士學

位學程」，且得招收外籍生，促進國際化且增加留用國際優秀產業人才之機會。 

 
圖 11.2 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組織架構圖 

(1)人工智慧科技碩(博)士學位學程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是全球產業趨勢，為因應國內外高科技產業人力

之需求，本學位學程整合創新學院、電資學院、機電學院…等教學資源，囊括基礎科學

深化至 AI 專業知識，並因應人工智慧科技多樣化應用之特色，課程規劃涵蓋人工智慧、

機器學習、深度學習、影像處理、語音辨識、大數據分析、雲端運算及多門跨領域資料

應用學科等課程；配合業界 AI 產業化、產業 AI 化之目標，垂直整合課程，延伸至智慧

醫療、智慧製造及智慧大數據等應用場域之模組專題課程及推廣活動。本學程教學目標

為基於學企共培，培養品格高尚且具備高度創新與專業能力之人工智慧領域人才。表

11.1為人工智慧科技碩(博)士學位學程優勢(Strength)、劣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

與威脅(Threating)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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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人工智慧科技碩(博)士學位學程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人工智慧及資訊安全人才為國家政策安

全首要目標，人才需求刻不容緩。 
2. 強化人工智慧科技多樣化應用之特色，

規劃課程延伸至智慧醫療、智慧製造及

智慧大數據等應用場域之模組專題課程

及推廣活動。 
3. 具高教與技職之 AI 師資背景堅強，實務

與理論兼備，學術與產學研究表現俱佳。 
4. 本校校友眾多，評譽良好，在社會組織

發揮影響力，有利本校學生就業實習與

發展。 
5. 配合 EMI 課程，增設全英語授課課程，

教學基礎紥實。 
6. 推動專業實習及產學，與產/企業及多個

法人研究機構已建立穩固且長期合作關

係。 

1. 系所空間不足，恐影響系所未來發展

與成長。 
2. 學生素質不均，學習態度普遍被動，學

生外語能力尚再提升改進。 
3. 教師教學與行政負擔重。 
4. 學校待遇無法與業界薪資相比，熱門

領域之教師聘任不易，優秀學者留才

不易。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ing) 

1. 產業與社會變化快速，高科技產業需求

量龐大，公司行號合作意願高。 
2. 利用創新條例彈性薪資增聘教師與業

師，提升研發能量。 
3. 透過各項聯合研發中心合作計畫挹注，

激勵學生學習動機、教師教學效能、專

業課程豐富度。 
4. 學校在研究、產學、教學與服務等方面

設有完善的獎勵辦法，有助於鼓勵教師

進一步提升研究、產學、教學與服務的

成果。 

1. 國內少子化造成需與國內頂尖大學競

爭招生，影響學生生源以及學生程度，

人才缺口日益增加。 
2. 資深教師退休潮，新進與資深教師之

教學、研發等傳承為當務之急。 
3. 國外大學來台招生逐年增加，對科系

招生影響衝擊大。 
4. 學生學習動機、教師教學效能、專業課

程豐富度待強化。 

針對上表劣勢(Weakness)及威脅(Threatening)，本學程相關因應策略如下： 

A. 調整課程時間表，最大化利用現有的教室資源；與其他單位合開課課程，以

達教學資源共享之作用。 

B. 提升學程 EMI 開課比率，學生得透過選修英語授課課程增強外語能力。 

C. 前瞻研究總部下有人工智慧研發總中心，提供豐富的產學研資源，吸引優

良教師至本校任教；透過執行計畫案提升師生緊密度，學生以實踐性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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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體驗，將理論實踐到專案，藉成就感提升學生學習態度。 

D. 透過引入業師或與企業合開授課，提升課程豐富度，接軌產業需求，以面向

產業的課程設計，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2)資訊安全碩(博)士學位學程 

因應政府將資訊安全提升至國家安全層級，本學位學程設立乃欲擴大培育數位發展

與數位轉型所需之專業實務資安人才。結合本校電資學院及管理學院教研量能，鏈結前

瞻總部之實體場域、研究人才及產業資源，進行資訊安全高階技術研發與人才培育。此

學位學程以「工業物聯網與軟體安全」及「金融資訊安全管理與稽核」之專業技能為兩

大重點方向，課程涵蓋理論基礎到資訊安全實務技術，並延伸至各種應用場域之模組專

題課程及推廣活動，包括建立資訊安全實作練習場域強化學生的資訊安全實作能力、輔

導與協助取得資訊安全專業證照、籌組資訊安全學生學習社群。本學程之教育目標為實

踐資訊安全對社會之影響與責任，培育學生具備資訊安全專業知識與紮實的資安實務技

能，以面對資安科技快速變化的挑戰。表 11.2 為資訊安全碩(博)士學位學程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ing)之分析。 

表 11.2 資訊安全碩(博)士學位學程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資訊安全人才為國家政策安全首要目

標，人才需求刻不容緩。 
2. 與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與其他機構合

作，致力於醫療與關鍵基礎建設資安、

金融資安、網路威脅防禦、假訊息分析

以及先進密碼技術。 
3. 具高教與技職之資安師資背景堅強，實

務與理論兼備，學術與產學研究表現俱

佳。 
4. 本校校友眾多，評譽良好，在社會組織

發揮影響力，有利本校學生就業實習與

發展。 
5. 配合 EMI 課程，增設全英語授課課程，

教學基礎紥實。 
6. 推動專業實習及產學，與產/企業及多個

法人研究機構已建立穩固且長期合作關

係。 

1. 系所空間不足，恐影響系所未來發展

與成長。 
2. 學生素質不均，學習態度待提升，學生

外語能力也需再提升改進。 
3. 教師教學與行政負擔重。 
4. 學校待遇無法與業界薪資相比，熱門

領域之教師聘任不易，留才亦不易。 
5. 缺少資安指標性大師帶領。 
6. 教師普遍未獲得資安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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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ing) 

1. 產業與社會變化快速，高科技產業需求

量龐大，公司行號合作意願高。 
2. 利用創新條例彈性薪資增聘教師與業

師，提升研發能量。 
3. 透過前瞻研究總部計畫挹注，激勵學生

學習動機、教師教學效能、專業課程豐

富度。 
4. 學校在研究、產學、教學與服務等方面

設有完善的獎勵辦法和彈性薪資，有助

於鼓勵教師進一步提升研究、產學、教

學與服務的成果。 

1. 國內少子化造成需與國內頂尖大學競

爭，影響學生生源以及學生程度，人才

缺口日益增加。 
2. 競爭對手環伺。 
3. 國外大學來台招生逐年增加，對科系

招生影響衝擊大。 
4. 學生學習動機、教師教學效能、專業課

程豐富度待強化。 

針對上表劣勢(Weakness)及威脅(Threatening)，本學程相關因應策略如下： 

A. 透過引入業師或與企業合開授課，提升課程豐富度，接軌產業需求。調整課

程時間表，最大化利用現有的教室資源；與其他單位共同開課，以達教學資

源共享之作用。 

B. 提升學程 EMI 開課比率，學生得透過選修英語授課課程增強外語能力。 

C. 加強推動辦理研討會或教師證照研習，鼓勵教師增進學術表現及提升持照

人數。 

D. 發揮創新研究學院與各研究中心的優勢，提供更豐富的產學研資源，吸引

優良教師至本校任教。 

(3)113 學年度增設「半導體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預估台灣半導體產業產值於 2024 年將達 4.17 兆台幣，台灣

做為世界重要半導體產業聚落，可預期未來本地及國際人才需求將與時俱增。本學位學

程依業界各職務專長設有 3 組別，分別為材料製程組(Semiconductor Materials and 

Fabrication)、設備廠務組(Semiconductor Manufacture Equipment & Facility)及積體電路設

計組(IC Design)。本學位學程整合機電學院、電資學院及工程學院之教研資源，培育修

課學生具備半導體的基礎核心知識與相應之專業知能，包含：半導體元件技術研發、積

體電路製程開發、關鍵材料研發與製程，半導體設備及關鍵元件、潔淨室奈米及化學微

汙染控制、晶圓搬運自動化設備汙染控制、類比/數位/射頻 IC 設計、半導體元件設計等。

本學程與業界合作，人才培育更貼近實務及產業需求，例如：學生可申請至台積電新訓

中心進行場域實習、前瞻總部半導體製程設備研發平台(合作廠商有華景、益景…)，提

供學生更多實作資源與研究場域。本學程之教育目標為配合國家發展重點產業，落實學

用合一，加速培育具備創新力、執行力、國際移動力和社會關懷力之半導體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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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 為半導體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優勢(Strength)、劣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

與威脅(Threating)之分析。 

表 11.3 半導體科技碩士學位學程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橫向連結機電學院、電資學院及工程學

院之教研資源，師資陣容完整且學術與

產學研究表現俱佳。 
2. 本校半導體人才具完善的整體規劃，從

半導體課程、微學程、產業學程，到學

士、碩士學位學程，提供學生完整修課

路徑，人才培育直向連結。 
3. 配合國際生招募，進行英語授課，擴展

本地學生國際觀。 
4. 本校設有校級研發中心-潔淨技術研發

中心、前瞻總部設有半導體製程設備研

發平台，具豐富硬體教學環境。 

1. 新設學程，仍待建立名聲及健全相關

制度運作。 
2. 半導體設備所佔空間龐大，若需購置

空間恐有不足。 
3. 教學研究空間不足。 
4. 首屆為學程獨立招生，招生時間晚於

一般招生，初判學生素質較一般招生

略低。 
5. 教師教學與行政負擔重。 
6. 學界與業界待遇懸殊，教師聘任、留才

不易。 
7. 與其他學院合開課程，部分課程開課

情形較難掌控。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ing) 

1. 產業國際供應鏈布局，國外廠區職缺增

加，對國際招生具吸引力。 
2. 以創新條例彈性薪資增聘教師與業師，

提升研發能量。 
3. 透過前瞻研究總部計畫挹注，激勵學生

學習動機、教師教學效能、專業課程豐

富度。 
4. 於 113 年 6 月通過「半導體學院重點設

備建置計畫」(晶創計畫)，預計補助 5
年，補助經費將用於建置教學及實務兼

備之教學環境。 
5. 與合作企業互動密切，提供實習、產學

計畫合作之機會。 

1. 國內少子化導致生源減少，技職體系

招生須與普通大學競爭。 
2. 國內陸續成立半導體相關專門系所，

競爭對手增加。 
3. 外籍生入學申請誘因(獎學金)有限。 
4. 業界技術進展快速，可能產生學用落

差。 

針對上表劣勢(Weakness)及威脅(Threatening)，本學程相關因應策略如下： 

A. 透過引入兼任專業技術技術人員、與企業或研究機構合聘教師等途徑豐富

教師結構，提升課程多元性，接軌產業需求。 

B. 積極爭取建啤校區，規劃更完整之半導體設備教學研究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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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突顯以實務人才及就業取向之辦學特色，積極爭取合作廠商之助學資源，

增加本地及外籍學生就讀意願。 

D. 積極更新英文網頁，加強國際招生面向之宣傳與招生，以拓展生源。 

3.教學 (B-2、B-4、C-2 ) 

前瞻總部做為一級研究單位，同時肩負偕同企業培育高階產業人才之責任，透過提

供跨域研發環境，提供創新學院實現高階人才培育之目的。本學院聚焦人工智慧及半導

體等本校強項重點領域，規劃人工智慧科技碩(博)士學位學程、資訊安全碩(博)士學位學

程及半導體科技碩士學位學程，以動態式調整的創新策略聚焦吸引優秀學子就學，與業

界研究人員密切交流與溝通，合作產生更大的新穎性研發成效及戰略，兼顧前瞻核心技

術研發與高階科技人才培育之需求。 

創新學院師資專任教師共計 4 位(截至 113-2 學期)，教師均畢業於國內外一流名校，

極富教育熱忱，實務與理論兼備。本學院課程與各學院併同開課，匯集六大專業學院教

學資源，課程架構完善。教學為接軌產業趨勢及人才需求，也與產業合開課程或聘用專

業技術人員授課。 

4.產學合作 (D-1、D-2) 

本校素以卓越產學合作績效及實務研究導向為發展目標，本部亦以承擔產業界中開

發和推廣技術之責任，及作為倡導校務產學合作的先驅組織為精神與使命，以務實方式

協助解決各產業相關問題。本部現與多家知名企業合作成立聯合研發中心，包含台達電

子、友達光電、義隆電子、光寶科技、福壽實業、美商 Sunbird 等企業，致力於為企業

提供研發解決方案；此外亦與政府單位攜手合作，如國科會、交通部、經濟部、教育部

等，並與盟校臺北醫學大學成立北科北醫聯合研發中心，全面整合產官學研資源，提供

計畫與行政支援。 

5.國際化 (E-2、E-3) 

本部成立國際研發聯盟，積極推動國內外學研量能整合，聯合國外頂尖大學，包含

麻省理工學院、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賓州州立大學、辛辛那提大學、德州大學阿靈頓

分校等，提升本校國際能見度。其中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簽署合作協議，共同打造亞洲

首座「城市科學實驗室(City Science Lab @ Taipei Tech)」，探討城市科學、都市規劃、電

腦科學、公共政策、社會科學及高速城市化等全球議題，並進駐於先鋒大樓教研基地，

場域結合工作、實驗、測試及 prototype 展示，打造科技結合人性的實驗空間。 

(二) 目標與特色  

1.競爭力 SWOT 分析 

(1)前瞻技術研究總部競爭力 SWOT 分析 

綜整本部各項資源發展，整理表 11.4 為前瞻技術研究總部就優勢(Strength)、劣勢

(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ing)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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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4 前瞻技術研究總部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半導體、人工智慧及能源轉型為國家重點

發展目標，相關人才需求龐大。 
2. 基於完善激勵產研制度，進一步鬆綁相關

規範，運作更具彈性。 
3. 成立創新學院並設立人工智慧科技、資訊

安全與半導體科技學位學程，與企業共同

培育高階研發人才。 
4. 畢業校友及合作企業為台灣中堅與頂尖

份子，遍佈全國，踴躍捐贈儀器設備、關

心母校，有利本校學生就業實習與發展。 
5. 本校師資完備，實務與理論兼具，學術與

產學研究表現頗佳。 
6. 師生研發能力強，產學合作績效頗具規

模。 
7. 全球在地化已略有成效。 

1. 同時須進行跨行政與教學單位整合，

資源協調較不易。 
2. 發展階段，穩定且長期之研發計畫數

量較少。 
3. 本部(含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相關

規範須廣為本校各單位與教師所知，

避免與原有體制混淆。 
4. 教師由各學院轉聘而來，宜發展自身

教研能量。 
5. 國際化交流宜再加強。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ing) 

1. 政府機關、公司行號合作意願高，加強與

業界之產學交流與合作。 
2. 本校國際排名持續進步，國際產業合作逐

漸增加，能見度更高。 
3. 高科技產業需求量龐大，協助增設相關學

程，以培育未來人才。 
4. 研發基地位處精華地段，為本校新落成之

研發大樓。 

1. 需與國內頂尖大學競爭，吸引更多優

秀學生來校攻讀前瞻技術相關領域之

博碩士，以培育相關人才，解決產業人

才荒。 
2. 本部優勢發展及國際競爭特色有待持

續形塑。 
3. 本部區域創新及地方鏈結動能待啟

動。 
4. 大型計畫資源競爭激烈。 

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ing) 之分析，本部相關對策及具體執行方法

如下： 

相關對策： 

A. 整合校內資源，提昇研發能量。 

B. 開設跨域學程，強化課程整合。 

C. 洞悉產業需求，推動產學合作。 

D. 拓展國際合作，提升國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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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執行方法： 

 部務發展 

A. 設立部務會議委員諮詢機制，與產業密切聯繫，取得相關資訊及動向。 

B. 高效整合總部內外資源。 

C. 落實部務發展，因應產業與大環境之變遷，規劃總部發展計畫方向。 

 研發量能 

A. 中長期培育國內前瞻特色研究領域。 

B. 建構實務導向之科技研發與產學合作，打造堅強的研發實力。 

C. 鼓勵所屬研發中心推動大型平台式計畫，建立前瞻研發特色。 

D. 藉由本部營運部門，推動產學合作及與校友企業之合作。 

E. 使注重實務研究並有豐碩成果之形象，深植於國內業界。 

 國際化 

A. 加強國際之雙邊學術及研究合作案。 

B. 拓展歐美、東亞優秀盟校。 

C. 鼓勵碩博士生至國際研發聯盟友校從事研究交流。 

D. 增加與國外大學學院合作簽約數，推展國際合作計畫。 

E. 落實國際重點姊妹校之實質交流，積極推動交換學生。 

(2)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競爭力 SWOT 分析 

表 11.5 為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就優勢 (Strength)、劣勢 (Weakness)、機會

(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ing)之分析。 

表 11.5 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之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院內學制完備，學生來自不同背景，多元思

維模式交相衝擊易於創新。 
2. 學位學程課程特色鮮明，學院建立跨學院

學習打破單一特定學門的界限，提供學生

具備專業整合性特色課程。 
3. 學院積極布建便利的數位學習環境。 
4. 利用前瞻總部作為與企業產學交流平台之

功能，學程師生研發能力成長與提高產學

合作績效相輔相成。 
5. 本校校友眾多，評譽良好，在社會組織發揮

影響力，有利本校學生就業實習與發展。 
6. 國際化交流環境佳且已略具成效。 
7. 人才培育扣合國家重點領域，業界人才需

求與日俱增。 

1. 都市學校之先天性空間限制，學院整體

空間資源不足，影響學院未來發展與成

長。 
2. 學院成立較晚，競爭力之發展方向、定

位未聚焦，學院重點特色宜儘快推出。 
3. 學生素質不均，學習態度普遍被動，學

生外語能力尚再提升改進。 
4. 學校待遇無法與業界薪資相比，熱門領

域之教師聘任不易，優秀學者留才不易。 
5. 生師比高，教師教學與行政負擔重，故

滿足教學、研發等學院教育現場需求為

當務之急。 
6. 產學、專利與技術移轉仍可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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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ing) 

1. 學院學程領域獲政府及業界豐富資源，推

動各方合作機會眾多。 
2. 學院適用創新條例，得以彈性薪資增聘具

研究及教學能量之教師與業師，提升學院

整體研發能量。 
3. 透過各項聯合研發中心合作計畫投入，激

勵學生學習動機、教師教學效能、專業課程

豐富度。 
4. 院內學生受企業界歡迎，校友認同感深，學

生就業機會及企業捐款機會增加。 
5. 學校在研究、產學、教學與服務等方面設有

完善的獎勵辦法，有助於鼓勵教師進一步

提升研究、產學、教學與服務的成果。 

1. 少子化造成生源減少，國內外頂尖大學

及其他研究學院競爭高階人才培育之板

塊，招生競爭劇烈。 
2. 學生學習動機、教師教學效能、專業課

程豐富度待強化。 
3. 資深教師退休潮，新進與資深教師之教

學、研發等傳承為當務之急。 
4. 優質教師聘補不易，教學及研發能量持

續及擴充有難度。 
5. 學院優勢發展及國際競爭特色有待持續

形塑。 
6. 學院區域創新及地方連結動能待啟動。 
7. 大型計畫資源競爭激烈，爭取不易。 

針對以上劣勢(Weakness)與威脅(Threating) 之分析，本學院相關對策及具體執行方

法如下： 

相關對策： 

A. 整合學院內外資源，提供優質研發環境，以支援學術研究，並建立優化基礎

研究之核心設施，與共用資源之研究中心，提升技術整合與服務品質及研

發能量。(D-1; SDGs 7.b) 

B. 因應少子化，本學院對外招生必須建立特色和品牌等市場定位，並與他校

作區隔。(E-1、E-3; SDGs 8.6) 

C. 透過產業界與學校的合作，以上課、實習、專題等方式，強化學生的技術與

實務能力，以符合產業發展及就業市場之所需。(B-2、B-4; SDGs 8.9) 

D. 透過國際見學拓展師生的國際視野，打開見學探索體驗的新境界，讓所有

參與師生不再只是課堂上的學習，而是可以深度與國外夥伴對話。(E-2、E-

3; SDGs 16.6) 

E. 本學院將資源落實於教學現場，以學生學習成效為主體，培養學生關鍵基

礎能力及就業能力。(B-1、B-3、B-4; SDGs 8.6) 

具體執行方法： 

 建構學院未來發展策略 

A. 有效整合學院內外資源。(F-1、F-4; SDGs 17.18) 

B. 建立學院資料庫。(F-1、F-4; SDGs 17.16) 

C. 建構策略諮詢團隊。(F-1; SDGs 16.6) 

D. 擬定新南向學校之合作策略。(E-1、E-2、E-3、E-4; SDGs 17.9) 

E. 落實院務發展，因應產業與大環境之變遷，規劃學院中長程發展計畫。(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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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DGs 17.14) 

F. 善用全校資源，發展學院與學院間之合作事項。(A-1; SDGs 17.6) 

 學院國際化之深化與拓展 

A. 強化歐美及新南向優秀半導體相關學院關係。(E-1、E-2、E-3、E-4; SDGs 

10.3) 

B. 增加榮譽國際講座教授數目，邀請國際級大師交流講學。(E-3、E-4; SDGs 

4.1) 

C. 教師雙向國際交流，鼓勵學院與姊妹校教師互訪。(E-1、E-2、E-3、E-4; SDGs 

4.c) 

2.目標與特色 

前瞻總部作為本校一級研究單位，呼應本校願景「邁向國際優質且具有技職特色之

實務型研究大學」，組織面得基於研究發展需要，設立任務編組之研發中心，串聯企業資

源，匯聚校內研究量能；於人事面得延攬資深或具研究潛力之研究員促進產學績效；於

財務面，引入企業資金，經費自給自足，專款專用，訂定收支管理規定，使財務收支更

具彈性，欲實踐與產業界共治創新管理，提供跨域研發產學合作平台環境，進而實現培

育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育之目標。本部目標與特色，分述如下： 

前瞻技術研究總部目標 

(1) 培育半導體、人工智慧及能源科技尖端領導人才。(B-4; SDGs 4.4) 

(2) 發展能源、人工智慧及半導體前瞻技術，整合產、官、學、研各界研究資源，

設立跨領域聯合研發中心。(D-1) 

(3) 推動產學合作並深化與合作企業、校友互動。(C-2、D-3、F-4) 

(4) 匯聚世界頂尖大學研發能量，逐步推展國際交流與合作。(E-2) 

(5) 延攬國內外知名教師與研究人員，充實學研能量。(E-3; SDGs 4.c) 

(6) 配合產業人才需求招生及選才(B-4) 

前瞻技術研究總部特色 

(1) 與企業共同培育具前瞻技術及跨域能力的產業研發人才，協助進駐合作企業

留才攬才。(B-4) 

(2) 盤點政府產業施政策略桿杆合作企業與政府資源，共同驅動國家重點領域研

發項目。(D-2、D-3) 

(3) 與產業界合作密切，研究成果多能支援產業發展。(D-3) 

(4) 著重實務性科技之研發。(D-1) 

前瞻總部於人才培育層面，透過執行國家重點領域研究學院，設立創新前瞻研究學

院，以學企共事共學共研為宗旨，依據創新條例作法規及制度鬆綁，以創新沙盒概念，

吸引標竿企業長期合作培養前瞻資安、人工智慧科技及半導體設備與技術人才，並偕同

前瞻總部之產學合作、研發資源，讓人才培育更靈活彈性。本學院之目標與特色，依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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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服務之目標，分述如下： 

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目標 

(1) 教學目標 

A. 配合前瞻科技發展，養成及深化學生品德、倫理教育。(B-3、C-3、D-1) 

B. 配合產業需求，培育我國前瞻科技相關行業所需具備創意思考及跨領域整

合能力的高階研發人才。(B-2、B-3、B-4、D-2; SDGs 4.4、SDGs 4.b) 

C. 培養具有創造力的科技領袖。(B-1、B-4、D-1; SDGs 4.b) 

D. 推動自我評鑑機制確保整體教學研究品質及辦學績效。(B-1、B-2、B-4) 

(2) 研究目標 

A. 提升研究生參與研發中心比例並深化其參與研究。(B-3、B-4、C-2、D-2) 

B. 延攬業界及國際師資，協助師生及學校與企業界互動，及掌握前瞻科技發

展脈動，共研共學，增進學生國際化視野。(B-4、D-3、E-2、E-4; SDGs 17.6) 

C. 舉辦本學院教師年度研究成果分享發表會。(D-2、F-2) 

D. 發表具影響力之研究論文。(D-1) 

(3)服務目標 

A. 積極強化與產業界之合作關係，成立研發中心，引入企業資金挹注前瞻科

技研發，以擴大研發量能及研發成果。(D-2、D-3、D-4; SDGs8.2、SDGs8.3、

SDGs 9.5) 

B. 申請開設前瞻科技學位學程碩、博士班及國際學生名額，透過與企業合作

共同培育人才，並指導產業研究生，結合學校資源與業界資源，研究開發新

的技術；學生的論文題目可以更切合產業的要求，增加學校與產業的互動，

並增加教師的產業視野，同時研究成果支援產業發展。(B-4、E-1、E-2; SDGs 

4.3、SDGs4.4、SDGs 4.b、SDGs 17.6) 

C. 推動產學合作並加強與校友互動。(C-2、F-4) 

D. 結合校友及產業界資源，推動學院發揮大學社會責任，以專業能力解決社

會問題並結合社會服務於教學內容。(B-3、C-3) 

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特色 

(1) 以學企共事共學共研為目標主軸，結合創新沙盒概念，和合作企業聯合共

同解決業界關鍵性問題並培育有業界觀的高階研發人才。(B-1、B-2、B-3; 

SDGs 4.3、SDGs 4.4) 

(2) 以資安、人工智慧及半導體等本校強項為主要研究領域，形塑產學研發為

特色，攜手國際企業及大學，以實務研究課題為導向，建構以技職人才培

育及實務產學研發為主的親產學環境，培養前瞻資安、人工智慧科技及半

導體廠務暨製程設備研發技術人才。(B-1、B-2、B-3, SDGs 8.2) 

(3) 以實務研究課題為導向，協助學術內涵與產業核心技術的相互結合，以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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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究與業界需求零距離及訓練學生解決業界關鍵技術能力的信念，持

續建構以技職人才培育及實務產學研發為主的親產學教學環境。(B-2、B-

3、B-4、D-1) 

3.定量化指標 

(1)前瞻技術研究總部定量化指標 

前瞻技術研究總部為求具體量化及質化之目標及動能，總部各項發展指標依據本部

特色、各研發中心規劃與環境設備，訂定本部之定量化發展指標總表，詳如表 11.6 所示。 

前瞻總部成立雖未滿 3 年，但綜觀 111 年-113 年前瞻技術總部之執行成效，仍有達

成各項近程之定量化指標。其中學程招生人數因自 111 學年度開始招生、113 年度加設

半導體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可預估近 2 年學生數得因在學班級數增加而穩定成長，但未

來仍需重點關注學生人數是否受少子化趨勢影響，也將再持續協助推動於 114 學年成立

半導體製程與設備學士學位學程。由於產學合作計畫的經費統計係依簽約日期計算，其

多年期計畫的總額不會重複計算，導致若以產學案金額成長率作為評估標準時，無法準

確反映實際合作成效。為能達成實際對研發單位的管考職責，將自 114 年起導入績效導

向管考制度，透過更完善的評估機制，確保產學合作的穩定成長。 

表 11.6 前瞻技術研究總部之定量化發展指標總表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多元創新

的學習環

境(B) 

開設重點領

域學程，精

進學生跨域

整合的專業

能力(B-1) 

近程（2 年） 

設立人工智慧科

技、資訊安全及半

導體科技等學位學

程，增設申請通過

後，每學年共招收

70 名以上學生，實

施以整合六大學院

為教學核心之課程

機制。 

111-113 學年前瞻技術研究總

部學位學程在學學生數 (人
數)： 
學年

度 111 112 113 

人數 27 139 239 
 

提升產學合

作、校友資

源利用，及

硬體設備更

新(B-2) 

中程（4 年） 

持續接洽與開拓合

作企業達 18 間。 
1. 與企業產學合作案，合作企

業共計 29 間。 
2. 政府及其他產學合作案，合

作單位共計 12 間。 

攜手多元產

業 合 作 模

式，培育優

質跨域就業

人才(B-4) 

中程（4 年） 

產學合作案金額每

年提升 3%。 
1. 111-113 年前瞻技術研究總

部產學合作案金額 (新台

幣)： 
 111 年：$174,909,688 
 112 年：$77,622,284 
 113 年：$47,260,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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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近程（2 年） 產學合作案件數預

估 21 案。 
111-113 年前瞻技術研究總部

產學合作案(件數)： 
年度 111 112 113 小計 
件數 30 21 28 139 

 

中程（4 年） 產學合作案件數預

估 22 案。 

長程（8 年） 產學合作案件數預

估 23 案。 

務實導向

的產學研

發(D) 
 

強化跨校及

跨域研究合

作 的 機 制

(D-2) 

近程（2 年） 

聘任兼任業師授

課，開設 1 門以上

課程。 

112 年起規劃聘任兼任業師授

課，期能增加課程與業界實務

經驗、技能之連結。 
1. 112-2 學期：2 門。 
2. 113-1 學期：3 門 
3. 113-2 學期：3 門 

建構產學研

鏈結平台及

提升技術移

轉績效(D-3) 

近程（2 年） 

協助研發中心申請

政府計畫案，補助

款每年達 1,000 萬

元以上。 

義隆電-北科研發中心通過國

科會產學合作案，總經費 2 年

(112-113 年)3,000 萬。 

近程（2 年） 

協助企業建立彈性

管理制度，實踐就

地場域驗證每年 2
案以上。 

110-112 年創新前瞻科技研究

學院企業實踐就地場域驗證： 
年度 111 112 113 
件數 1 2 3 

 

中程（4 年） 

推動平台式研發中

心達 8 間，以整合

研究動能。 

截至 114 年 1 月，已成立平台

式研發中心共 8 間： 
1. 離岸風電研發平台。 
2. 智慧節能研發平台。 
3. 淨零碳排與企業永續中心

NECSC。 
4. 智慧鐵道學院暨產業研發

平台。 
5. 北科-北醫智慧醫療研發平

台。 
6. 智慧健康研發平台。 
7. 半導體製程設備研發平台。 
8. 半導體學院重點設備建置

計畫平台 

深耕學研

的國際交

流(E) 

落實全球在

地化提升國

際能見度 
(E-3) 

長程（8 年） 

強化與國際知名大

學、研究機構及企

業之實質合作關

係，增加國際研發

盟校達 8 間。 

截至 113 年 6 月，國際研發聯

盟成員已有 5 間合作學校： 
1. 麻省理工學院(MIT)。 
2.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UC 

Berkeley)。 
3. 賓州州立大學(PSU)。 
4. 辛辛那提大學(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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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5. 德州大學  阿靈頓分校

(UTA)。 

(2)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定量化指標 

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為求具體量化及質化之目標及動能，學院各項發展指標依據

各系之師資條件、環境設備及近年表現，訂定創新學院之定量化發展指標總表，詳如表

11.7 所示。 

綜觀 110 年-113 年，隨 113 學年度半導體碩士學程正式始開始招生，創新學院下共

設立三門學程，整合六大學院、結合學企共培之精神，完成近程指標中開設跨域學程之

目標，故後續將改為優化教研環境及資源，每年至少採購 1 件重點設備，並著重於後續

建啤校區之教研環境規劃。教師教學及研究表現，本學院未來將視需求逐步聘任教師，

發揮本學院協助媒合產學研界之功能，113 年度隨半導體學位學程開設，已增聘 4 名兼

任教師強化教學及課程。國際化部分，近程預期透過三門學程之經營，研議與國際知名

大學簽訂雙聯學制，除增加學生就讀誘因、豐富學生學涯規劃途徑，也希望以此進一步

連帶促進國際間深化合作之長程目標。 

表 11.7 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之定量化發展指標總表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多元創新

的學習環

境(B) 

強化課程

統整，精

進學生跨

域整合的

專業能力

(B-1) 

長程（8 年） 

充實學院專、兼任

師資(含合聘師資

及專業技術人員)，
總計至少增聘至

10 位。 

專任師資共計 4 位，兼任師

資共計 6 位。 

提升產學

合作、校

友資源利

用，及硬

體設備更

新(B-2) 

中程（4 年） 

半導體重點設備

建置，優化教研環

境及資源。每年至

少採購 1 件重點設

備。 

113 年為籌備階段，預計採

購「次太赫茲材料之介電與

高阻特性量測系統」。 

攜手多元

產業合作

模式，培

育優質跨

域就業人

才(B-4) 

中程（4 年） 

攜手產業界，厚植

電資領域產業專

才共同打造教學

中心及規劃課程，

培植電資領域產

業專才。 

112 年起規劃聘任兼任業師

授課，期能增加課程與業界

實務經驗、技能之連結。 
1. 112-2 學期：2 門。 
2. 113-1 學期：3 門 
3. 113-2 學期：3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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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務實導向

的產學研

發(D) 

強化跨校

及跨域研

究合作的

機制(D-2) 

中程（4 年） 

1. 教師 Scopus 論

文篇數：每年至

少 5 篇。 
2. 國科會計畫 (核
定件數)：每年至

少 4 件。 
3. 產學合作案：每

年 1 件。 
4. 專利：4 年至少 1
件。 

 

1. 111-113 年創新前瞻科技

研究學院專任教師論文篇

數： 
年

度 
111 112 113 小

計 
篇

數 
11 7 10 28 

2. 111-113 年創新前瞻科技

研究學院專任教師國科會

計畫(以核定件數計)： 
年

度 
111 112 113 小

計 
件

數 
1 1 4 6 

3. 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

專任教師產學合作案執

行現況： 112 年 2 件；113
年 1 件。 

4. 111-113 年創新前瞻科技

研究學院專任教師專利

件數：無。 

建構產學

研鏈結平

台及提升

技術移轉

績效(D-3) 

中程（4 年） 

推動學院研究中

心之增設，以增加

研究動能。 

本校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

院下設 5 間研究中心： 
1. Sunbird-北科大能源管理

技術研發中心。 
2. 光寶科技-北科聯合研發

中心。 
3. 友達-北科聯合研發中心。 
4. 福壽實業-北科大數位發

展研發中心。 
5. 義隆電-北科研發中心。 

深耕學研

的國際交

流(E) 

優秀境外

研究生攬

才留才 
(E-1) 

近程（2 年） 

1. 國際合作學者人

數：每年至少 2
位。 

2. 持續與國外知名

大學簽訂姊妹

校、雙聯學位或

合作備忘錄。 

1. 國際學者進駐國際學者訪

問辦公室：112 年 1 位、

113 年 2 位。 
2. 與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已完

成 2 門（資訊安全碩士學

位學程及人工智慧科技碩

士學位學程）雙聯學程之

課程對照表，預計於 113-
1 學期，配合國際處向新

生宣傳並行後續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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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半導體科技碩士學程洽談

中，課程對照進行中。 

落實全球

在地化提

升國際能

見度(E-3) 

長程（8 年） 

1. 持續擴大國際研

究生學程，希望

在十年內外籍生

達到全院研究生

總數之 5%。 
2. 強化與國際知名

大學、研究機構

及企業之實質合

作關係。 

1. 本校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

院半導體科技學程將於

113學年外籍生共計 3人。 
2. 透過雙聯學制、前瞻技術

研究總部國際研發聯盟加

強國際連結，進一步擴展

實質合作。 

(三) 近中長程發展策略 

前瞻技術研究總部以三大面項規劃各階段發展策略，於教學面將著重精進教學品質、

確立符合產業需求之人才培育；產學合作面將推進產學深化合作、研究領域發展重點及

跨域資源整合；國際化層面則欲建立國際合作模式之策略模式，並呼應本校六主軸項目： 

著重本校健康智慧的綠色校園、多元創新的學習環境、全人發展的孕育搖籃、務實導向

的產學研發、深耕學研的國際交流及校能友善的行政團隊等六項主軸目標，逐步推展近

中長程發展策略。 

1.近程發展策略（2 年） 

(1)教學 (B-1、B-3、B-4) (SDGs 4.3、SDGs 4.4、SDGs 4.7、SDGs 4.b) 

本部為促進國家重點領域的科技發展，積極推動跨學院資源整合與學術創新，並強

化產學合作機制，以培育高階科技人才。透過學院與學程的設置，落實資源共享，提高

研究與教學效益，並減少管理與行政成本，以因應未來科技產業發展需求。具體策略如

下： 

A. 高階研發人才培育一條龍：本部將持續經營創新學院下設之「人工智慧科

技碩(博)士學位學程」及「資訊安全碩(博)士學位學程」及「半導體科技碩

士學位學程」，目標是打造前瞻技術與產業趨勢接軌的學習環境。並與協助

推動本校半導體製程與設備學士學位學程，透過完整的學術養成與實務導

向訓練，奠定學生扎實的專業基礎，並進一步銜接碩博教育，形塑一條從學

士、碩士到博士的高階研發人才培育路徑。透過垂直整合人才培育模式，強

化學生的學術深度，也提升其未來在產業與研究領域的競爭力，實現高階

人才的全方位培養。 

B. 重點教學研究設備建置：為提升教學與研究品質，打造高效能的學術與實

驗環境，積極推動重點教學研究設備建置，透過完善的設備與資源配置，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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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前瞻技術發展與高階人才培育。透過執行「半導體學院重點設備建置計

畫」，汰換或新購以升級現有半導體相關軟硬體設備，提升教學及研究量能。 

透過以上策略，實施整合六大學院為教學核心之課程機制，提供學生符合高品質的

技職、職業與高等教育的受教機會(SDGs 4.3)，並確保所有的學子都習得必要的技術知

識與職業技能而可以促進永續發展，包括永續發展教育、永續生活模式(SDGs 4.4、SDGs 

4.7)及職業訓練、資訊與通信科技(ICT)，技術、工程以及科學課程(SDGs 4.b)。 

(2)產學合作 (A-1、A-2、B-1、B-2、B-4、C-2、D-1、D-2、D-3、D-4、E-1、

E-2、E-3) (SDGs 3.4、SDGs 3.8、SDGs 4.4、SDGs 4.7、SDGs 7.2、SDGs 7.a、

SDGs 7.b、 SDGs 8.2、SDGs 8.4、SDGs 9.b、SDGs 11.2、SDGs 11.6、SDGs 

12.5、SDGs 16.6、SDGs 16.7、SDGs 17.14、SDGs 17.16、SDGs 17.17) 

為符合政府推動國家重點產業領域政策之需求，欲培育更多跨領域的優秀高階人才，

規劃建立創新的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模式，打破傳統師生封閉的產學合作模式，連結業

界需求。創新學院設有產學營運總中心，聘任本部相關領域學者專家若干人擔任委員，

指導部務發展方針，藉由定期會議，與企業密切交流。具體策略如下： 

A. 盤點政府產業施政策略槓桿合作企業與政府資源：協助企業申請資金挹注

之補助案，發展之議題包括永續發展教育、永續生活模式(SDGs 4.7)，同時

確保各個階層的決策回應民意，是包容的、參與的且具有代表性(SDGs 16.7)，

在所有的階層發展有效的、負責的且透明的制度(SDGs 16.6)。另外，本部

各領域研發中心近程計畫成果在不同領域具體對應13項發展策略及聯合國

15 項細部指標，詳如下表 11.8 所示： 

    表 11.8 前瞻技術研究總部研發中心預期近程計畫成果 

期程 研究領域 預計件數 對應治校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對應及可達成

SDGs 

近期 
(2 年/112 年

至 113 年) 

能源 5 
A-1、B-2、B-4、D-
1、D-2、D-3、D-4、
E-2、E-3 

7.2、7a、7b、 9b 

人工智慧 16 

A-1、A-2、B-1、B-
2、B-4、C-2、D-1、
D-2、D-3、D-4、E-
1、E-2   

3.4、3.8、4.4、
7.a、7.b、8.2、
11.2 、 12.5 、

17.14、17.16、
17.17 

半導體 2 
B-1、B-2、B-4、D-
2、D-3、D-4 8.2、8.4、11.6 

B. 學企共培，協助進駐合作企業留才攬才，包含推動與企業合作授課，人才培

育接軌產業需求；執行產學合作案，研究人才提早融合業界環境，縮小學校

研發與企業需求的潛在性認知差異；協助企業參與校園徵才說明會或獨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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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說明會，優秀人才留用合作企業，固化高階產業人力。 

C. 強化各研究中心與企業交流管道，提升相關行政支援服務品質，完善校企

合作制度。將於 114 年執行績效導向之管考制度，提升研發單位執行績效，

以進退場及獎勵機制，持續活化研發環境。 

D. 培育重點領域產業人才：協助企業培育產業人才，提升校企關係，促進後續

與產業合作。承接政府或其他機關委託辦理之重點領域人才培育之相關業

務，包含非學分班課程、講座。 

(3)國際化 (E-2、E-3、E-4) (SDGs 4.7、SDGs 4.b) 

本部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合作之「城市科學實驗室(City Science Lab @ Taipei Tech)」，

實質推動跨國研究及人才培育合作方案。合作方向包含無人駕駛技術的精進研究、

CityScope 模擬平台、室內建築和家具機器人創造超高效的可變形空間之設計及概念研

發、智慧機械狗的活用教學及示範等。 

另外，現有三門學程也將基於現有與國際合作盟校的協議，辦理雙聯學位。根據雙

方大學各自的學術強項，設計符合學程專業所需之基礎及核心能力之課程結構及認列學

分之準則，學生取得雙學位的同時，也拓展國際視野、提升語言能力。預計於本階段，

至少設置 3 門與國外盟校之雙聯學位。 

對應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治校主軸目標「深耕學研的國際交流」與其項下 3 項發展

策略，並具體對應聯合國 1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及 2 項細部指標，本部與美國麻省理

工學院簽署合作協議，共同打造亞洲首座「城市科學實驗室(City Science Lab @ Taipei 

Tech)」，藉由城市科學實驗室，建立技職特色國際交流模式，聚焦標竿大學發展實質合

作，使所有的學子都習得必要的知識與技能而可以促進永續發展，包括永續發展教育、

永續生活模式(SDGs 4.7)及職業訓練、資訊與通信科技(ICT)，技術、工程以及科學課程

(SDGs 4.b)。 

2.中程發展策略（4 年） 

(1)教學 (B-1、B-3、B-4) (SDGs 3、SDGs 9、SDGs 11) 

以問題導向學習並以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設定具體實際應用之議題，針對台灣社會

面臨之高齡化議題、智慧城市及低碳生活環境衍生之議題，強化現有學程之跨領域合作，

如：智慧城市與基礎設施建設，共同設計智慧城市解決方案，從感測器技術、AI 數據分

析到數據保護，提供一套完整的智慧城市管理系統(SDGs 9)；發展數位健康與遠距醫療

技術，開發穿戴式醫療設備，並以人工智慧進行醫療數據分析和診斷，資訊安全則能保

護患者數據隱私，確保遠距醫療技術的安全使用(SDGs 3)；開發智慧交通與電動車技術，

包含自動駕駛技術、智慧交通管理系統，並結合資訊安全技術確保系統穩定性和安全性

(SDGs 11)。而創新學院具產學共治之特色，以產學評議會作為諮詢管道，確保教學方向

貼合產業發展及需求，具體策略為鼓勵組建教師跨領域社群、鼓勵教師申請教學實踐研

究計畫、舉辦跨領域論壇/研討會、高階課程設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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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學合作 (A-1、A-2、B-1、B-2、B-4、D-1、D-2、D-3、D-4、E-1、E-2、F-

4) (SDGs3.4、SDGs 4.4、SDGs 4.7、SDGs 4.b、SDGs 7.2、SDGs 7.a、SDGs 

7.b、SDGs 8.2、SDGs 8.3、SDGs 8.4、SDGs 11.2、SDGs 11.6、SDGs 12.5、

SDGs 17.14) 

接軌「百大企業實務研發」，引進美商太陽鳥(Sunbird Software)、友達光電、台達電

子、義隆電子等國內外知名科技領導企業與集團事業資源，不定期合作辦理 QS300 國

際學校與企業 PBL 工作營，藉由產學合作共同研發掌握未來科技發展趨勢，協助學院

培育未來國家產業所需人才；建置「創新跨域研發平台」，提供本部教研人員所需之研發

導向與企業導向、碩博士研究生所需之學習導向與實習導向數位雲端資源，以即時、巨

量、精準支援相關教研發展活動，達成「實務研究攻頂，關鍵技術落地」之目標。 

對應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五項治校主軸目標「健康智慧的綠色校園、多元創新的學

習環境、務實導向的產學研發、深耕學研的國際交流、效能友善的行政團隊」與其各項

下計 12 項發展策略，具體對應聯合國 7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及 14 項細部指標，本部

藉由引進國內外知名學校及科技領導企業與集團事業資源，掌握未來科技發展趨勢，育

未來國家產業所需人才，確保所有的學子都習得必要的技術知識與職業技能而可以促進

永續發展，包括永續發展教育、永續生活模式(SDGs 4.4、SDGs 4.7)及職業訓練、資訊與

通信科技(ICT)，技術、工程以及科學課程(SDGs 4.b)。另外，本部各領域研發中心中程

計畫成果在不同領域具體對應 12 項發展策略及聯合國 11 項細部指標，詳如下表 11.9 所

示： 

表 11.9 前瞻技術研究總部研發中心預期中程計畫成果 

(3)國際化 (E-2、E-3) (SDGs 4.7、SDGs 4.b、SDGs 7.2、SDGs 7.a、SDGs 8.4、

SDGs 9.4) 

與 UC Berkeley 合作成立國際研發中心，UC Berkeley 具能源領域之雄厚研究基礎，

且與美國能源部國家實驗室合作，未來規劃與本部能源研究總中心之研究量能鏈結，於

本校媒合有意合作之教師，進行教研交流。 

對應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治校主軸目標「深耕學研的國際交流」與其項下 2 項發展

策略，具體對應聯合國 4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及 6 項細部指標，本部國際化中程發展

期程 研究領域 預計件數 對應治校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對應及可達成

SDGs 

中期 
(4 年/112 年

至 115 年) 

能源 5 D-1、D-3 7.2 

人工智慧 14 
A-1、A-2、B-1、B-2、
B-4、D-1、D-2、D-3、
D-4、E-1、E-2、F-4 

3.4、7.a、7.b、8.2、
8.3、8.4、11.2、
12.5、17.14 

半導體 2 
B-1、B-2、B-4、D-2、
D-3、D-4 8.2、8.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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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將與 UC Berkeley 合作成立國際研發中心，未來規劃與本部能源研究總中心之研

究量能鏈結，建立技職特色國際交流模式，聚焦標竿大學發展實質合作，使所有的學子

都習得必要的知識與技能而可以促進永續發展，包括永續發展教育、永續生活模式(SDGs 

4.7)及職業訓練、資訊與通信科技(ICT)，技術、工程以及科學課程(SDGs 4.b)，提高全球

再生能源的共享(SDGs 7.2)，改善國際合作，以提高乾淨能源與科技的取得管道，包括

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更先進及更乾淨的石化燃料科技，並促進能源基礎建設與乾淨能

源科技的投資(SDGs 7.a)，並漸進改善全球的能源使用與生產效率，努力減少經濟成長

與環境惡化之間的關聯(SDGs 8.4)，同時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大幅採用乾淨又環保的科

技與工業製程(SDGs 9.4)。 

3.長程發展策略（8 年） 

(1)教學 (B-1) (SDGs 4.3、SDGs 4.4、SDGs 4.7、SDGs 4.b) 

針對未來國家重點領域之趨勢與發展，盤點本校專長系所資源，視需求得規劃成立

具專業特色的學程(B-1)，配合跨學院跨領域之學習，吸引更多學生學習與研究，培育更

多相關人才。因本校創新學院獲教育部核准可增聘研究學院之教師，預計至少聘至 10

位，加強學院及整體校務教學資源。 

對應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治校主軸目標「多元創新的學習環境」與其項下 1 項發展

策略，具體對應聯合國 1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及 2 項細部指標，本部將針對未來國家

重點領域之趨勢與發展，擬規劃成立具專業特色的學程，配合跨學院跨領域之學習，培

育更多相關人才，具體對應 1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及 4 項細部指標外，以符合高品質

的技職、職業與高等教育的受教機會(SDGs 4.3)，並確保所有的學子都習得必要的技術

知識與職業技能而可以促進永續發展，包括永續發展教育、永續生活模式(SDGs 4.4、

SDGs 4.7)及職業訓練、資訊與通信科技(ICT)，技術、工程以及科學課程(SDGs 4.b)。 

(2)產學合作 (A-1、A-2、B-1、B-2、B-4、D-1、D-2、D-3、D-4、E-1、E-2、E-

3、F-2、F-4) (SDGs 3.4、SDGs 3.d、SDGs 4.4、SDGs 4.7、SDGs 4.b、SDGs 

7.2、SDGs 7.a、SDGs 7.b、SDGs 8.2、SDGs 8.4、SDGs 9.4、SDGs 9.5、SDGs 

11.2、SDGs 11.6、SDGs 12.5、SDGs 16.6、SDGs 16.7、SDGs 17.14) 

A. 推廣行銷雙方合作研發成果(B-2、B-4、C-2、F-4)：透過本部營運部門產學

鏈結平台，建立與企業長期互動管道，強化並回饋參與合作之企業。配合本

校產學服務之行政體系，建立雙向溝通平台，積極行銷本部各研發中心研

發技術，並將合作之成果透過文宣及推廣活動進行宣傳，創造擴散機會，積

極推動產學合作及與企業之合作，落實科技大學之名。 

B. 建構大型研發平台(D-2、D-3)：積極推動跨中心之合作，以建立能綜整產

學及研發資源之平台式研發中心為目標，得自發性發揮媒合企業與研發團

隊之功能，迸發相輔相成之產學研發量能。 

對應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六項治校主軸目標「健康智慧的綠色校園、多元創新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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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環境、全人發展的孕育搖籃、務實導向的產學研發、深耕學研的國際交流、效能友善

的行政團隊」與其項下 14 項發展策略，具體對應聯合國 9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及 18

項細部指標，本部將積極推動產學合作及與企業之合作，配合本校產學服務之行政體系，

建立雙向溝通平台，積極行銷本部各研發中心研發技術，促使學生習得必要的職業技能、

職業訓練、資訊與通信科技(ICT)，與技術、工程及科學課程提高高等教育的受教率，進

而可以促進永續發展，包括永續發展教育、永續生活模式(SDGs 4.4、SDGs 4.7、SDGs 

4.b)，同時增進校友互動交流與意見回饋機制，確保各個階層的決策回應民意，是包容

的、參與的且具有代表性(SDGs 16.7)，以符合在所有的階層發展有效的、負責的且透明

的制度(SDGs 16.6)，配合推動永續發展校務；本部未來將持續擴大各研發中心規模，提

高全球再生能源的共享(SDGs 7.2)，改善國際合作，以提高乾淨能源與科技的取得管道，

包括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更先進及更乾淨的石化燃料科技，並促進能源基礎建設與乾

淨能源科技的投資(SDGs 7.a)，並漸進改善全球的能源使用與生產效率，努力減少經濟

成長與環境惡化之間的關聯(SDGs 8.4)，同時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大幅採用乾淨又環保

的科技與工業製程(SDGs 9.4)。另外，本部各領域研發中心長程計畫成果在不同領域具

體對應 9 項發展策略及聯合國 9 項細部指標，詳如下表 11.10 所示： 

表 11.10 前瞻技術研究總部研發中心預期長程計畫成果 

(3)國際化(E-3、E-4) (SDGs 4.7、SDGs 4.b、SDGs 7.2、SDGs 7.a、SDGs 8.4、 

SDGs 9.4) 

本部現有的國際研發聯盟學校包含麻省理工學院、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賓州州立

大學、辛辛納提大學及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未來將積極與各國標竿大學，如日本東北

大學等，展開更多師生交換及學術交流的合作，加深與拓展與國際研發聯盟學校之合作

(E-3、E-4)。 

對應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治校主軸目標「深耕學研的國際交流」與其項下 2 項發展

策略，本部國際化長程發展策略，將加深與拓展與國際研發聯盟學校之合作，此將延續

中程計畫，具體對應 4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及 6 項細部指標外，並將服膺於聯合國其

他永續發展目標，致力於達成細部指標。 

期程 研究領域 預計件數 對應治校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對應及可達成

SDGs 

長期 
(8 年/112 年至

119 年) 

能源 5 D-1、E-3 7.2 

人工智慧 15 

A-1、A-2、B-1、B-
2、B-4、D-1、D-2、
D-3、D-4、E-1、E-
2、F-2 

3.4、3.d、 
7.a、7.b、8.2、
9.5、11.2、12.5、
17.14 

半導體 2 
B-1、B-2、B-4、D-
2、D-3、D-4 8.2、8.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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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行政單位 

一、教務處 

(一)現況 

本處以營造優質教學環境、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為核心目標。重要例行工作包括各

項招生事務性工作(進修部與境外生除外)、學生註冊、學生選課、學籍與成績管理、學

生畢業門檻檢核、學位授予、協助課程規劃與師資聘任、規劃系所科自我評鑑、課程

榮譽學生管理、安排上課時間與教室、教學評量、學生學習品保與成效、全校共同英

文教學、本國研究生獎學金之審議與發放、書卷獎、榮譽學生、畢業生學業優良獎、

規劃與執行各項教學改進計畫、出版校訊、電子報與特刊(如畢業特刊、校慶特刊)、印

製試卷與講義等。本處設註冊、課務、綜企、出版 4組，與教學資源、外語 2中心。本

處主辦之重要例行會議包括各項招生會議(校長為主任委員)、教務會議、校課程委員會、

與各開設班別與各項教學補助之審查會議。 

為打造與時俱進之教與學環境，穩步扎實地提升教學品質，本校配合國家政策及

依據中長程計畫之規劃、師生實際教學需求及因應全球與社會趨勢，積極爭取教育部

之相關計畫。112 年起本校配合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主冊計畫第二期規劃之五大面向，

包括教學創新精進、善盡社會責任、產學合作連結、高教公共性及推動校務硏究，規

劃重點主軸目標及其策略計 109項子計畫，教務處在「教學創新精進」與「產學合作連

結」面向，主要依據「多元創新的學習環境」、「全人發展的孕育搖籃」、「務實導向的

產學研發」之主軸，以及透過校務研究探討影響學生學習表現的因素、學生及教師的

訪談或意見反映，並依循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綱領、永續發展目標、政府核心產業推

動政策等，規劃出多項教學創新的推動策略，包括「淬鍊產學實務知能，領航前瞻科

技創新」、「精進跨域學習模式，打造職場 T 型人才」、「奠基關鍵基礎能力，拓展多元

永續視野」、「完善混成教學支持與品保，深化教學精進循環」、「育成創新創業開發，

強化特色團隊潛能」等主軸(如圖 12.1)。 

此外，本校為臺北聯合大學系統成員之一，為加強校內各學門領域之整合，因此

結合四校教學研究的能量，整合資源擴增規模、發揮互補性，在教學面向的合作上，

自 101年起推動跨校輔系、雙主修，合作交流與資源共享之項目日益多元並持續深化，

包括學生跨校選課/教師跨校授課/遠距課程、跨校教師/學生社群、教學知能研習、跨

校微學程、全英語教學課程、教務相關校務研究交流、教學實踐研究交流、北聯大系

統招生合作、教學知能研習、自主學習推動、開發教學教法/評量工具等重點推動工作

項目，各項目之發展亦規劃於中長程計畫策略中，以擴展各項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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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 本校第二期高教深耕計畫推動架構圖 

(二)發展目標 (B-1、B-2、B-3、B-4、B-5、C-3、E-1、E-2、F-1) 

本校秉持著全人教育理念，及落實本校「實務研究型大學」及「企業家搖籃」之

品牌特色，除了持續注重專業與實務技能之外，將透過課程設計、教學實施與資源配

套三個面向，進一步培養學生關鍵基礎能力與自主學習能力，涵養其跨域溝通與創新

創業的思維，使其除了具備專業知識與技能，還具有獨立判斷、多元包容及團隊合作

的能力與態度，以面對未來社會快速變遷與多元發展的趨勢。此外，對於不同入學管

道的學生，提供其生活或學習上對應的協助，匯集校友力量協助弱勢學生安心就學，

並提供相關就業輔導。以期有教無類、因材施教，讓每一個北科學生都能安心就學，

得到適性發展的機會。 

教務處發展目標之建立，著重本校多元創新的學習環境、全人發展的孕育搖籃、

深耕學研究國際交流及校能友善的行政團隊等四項主軸目標，逐步完善。且中長程發

展策略則依據四項主軸目標項下之強化課程統整，精進學生跨域整合的專業能力(B-1)、

提升產學合作，校友資源利用，及硬體設備更新(B-2)、發展創新的教學模式，建構以

學生為主的學習環境(B-3)、攜手多元產業合作模式，培育優質跨域就業人才(B-4)、增

進學生人文藝術涵養與優良人格特質(B-5)、深化品德教育，朝向以人為本的教學理念

(C-3)、優秀境外研究生攬才留才(E-1)、技職特色國際交流模式(E-2)、提升行政效率，

優化服務品質(F-1)等九項發展策略細化制定工作項目。 

教務處依據中長程發展計畫之 6 大主軸目標及 26 項發展策略，擬定量化發展指標

及執行期程。各項發展指標依據單位資源條件、軟硬體設備及近年表現，篩選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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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點指標，再從中訂定核心發展指標。每學期透過校務發展委員會及中長程計畫書研

商修訂會議，持續針對各單位近中長程預定達成之定量化指標進行追蹤檢討。教務處

之定量化指標及近三年(111-114 年 1 月 31 日)執行成效如表 12.1。 

教務處調整 112 學年度起日間大學部入學新生跨領域學習畢業條件，推動校內各

項跨領域學習機制，截至 113 年每系至少有一個微學程，全校共計 46 個微學程，日間

大學部各系皆修訂 112 學年度課程標準，新增「跨域及自由選修」16-20 學分。本校培

育實務人才，與企業合作開設產業模組化等相關課程，111 至 113 年，每年與企業合作

平均 76家，開設產業模組化相關課程、微學程。111至 113年間導入雙師共授之業界協

同教學機制於 349 門實務課程，同時為落實技術扎根計畫教學，期間共開設 360 門課

程，培育 705 名實務助教，奠定並優化學生專業力，其倍受肯定，並於《Cheers》雜誌

「2025 年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榮獲技專校院龍頭。 

      表 12.1 教務處之定量化發展指標總表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多元創新

的學習環

境(B) 

強化課程

統整，精

進學生跨

域統合的

專業能力

(B-1) 

中程（4 年） 

因應調整 112 學年度

起日間大學部入學

新生跨領域學習畢

業條件，推動校內

各項跨領域學習機

制： 
1. 各系至少增設一

個特色微學程。 
2. 日間大學部各系

調整課程架構新

增「跨域及自由

選 修 」 學 分 額

度。 

1. 截至 113 年每系至少有

一個微學程，全校共

計 46 個微學程。 
2. 日間大學部各系皆修

訂 112 學年度課程標

準，新增「跨域及自

由選修」16-20 學分。 

提升產學

合作，校

友資源利

用，及硬

體設備更

新(B-2) 

中程（4 年） 

本 校 教 學 空 間 有

限，為使校園空間

發揮最大效益，制

訂普通教室排課使

用及管理規則，同

時訂定相關排課注

意 事 項 ， 並 規 劃

110 學年度啟用先

鋒國際研發大樓新

建教室，以利課程

空間安排與運用。 

1. 111 年啟用先鋒國際研

發大樓 4-6F 共 12 間教

室，透過高規格之軟

硬體設施及新型課桌

椅，支援本校課程教

學。 
2. 112 年針對第二教學大

樓 教 室 進 行 全 面 整

建，並大量採用綠建

材，以降低對環境及

人體之影響。教室優

化啟用後，根據問卷

調查結果，有近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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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之師生同意在新教室

授課/上課有助於提升

教學成效。 
3. 113 年比照第二教學大

樓整建模式，進行第

三教學大樓教室整建

工程，並於 113 年 9 月

竣工，以滿足師生教

學需求。 

發展創新

的教學模

式，建構

以學生為

主的學習

環境 
(B-3) 

近程（2 年） 

1. 依教育趨勢，每

年至少推出 6 項

創新教學計畫，

並導入教學彈薪

積點指標。 
2. 每年預計 90 門課

程導入創新教學

計畫，其學生學

習 滿 意 度 達

80%。 

1. 111 至 113 年間平均每

年推出 8 項創新教學計

畫，如 112 年因應 AI
趨勢，推出生成式 AI
工具導入教學計畫，

計有 20 門應用課程。 
2. 111至 113年間計有 359
門課程導入創新教學

計畫，學生學習滿意

度平均達 84.2%。 

攜手多元

產業合作

模式，培

育優質跨

域就業人

才(B-4) 

長程（8 年） 

1. 推動企業合作以

貼近產業所需，

每年合作產業至

少 50 家，共同規

劃課程以達產學

接軌。 
2. 此外，透過雙師

共授、業界串流

協同機制，每年

導入 75 門業師協

同教學課程；落

實技術扎根計畫

教學教育，每年

開設至少 105 門

課程實驗教學課

程 ， 培 育 至 少

180名實務助教，

厚實學生實務基

礎，優化專業技

能與提升學科能

力。 

1. 本校培育實務人才，

111 至 113 年，每年與

企業合作平均 76 家，

開設產業模組化相關

課程、微學程。 
2. 透過雙師共授、業界

協同機制，111 至 113
年間共導入 349 門業師

課程，同時為落實技

術扎根計畫教學，期

間共開設 360 門課程，

培育 705 名實務助教，

奠定並優化學生專業

力，其倍受肯定，並

於 《Cheers》 雜 誌

「2025 年企業最愛大

學生」調查，榮獲技

專校院龍頭。 

增進學生

人文藝術
長程（8 年） 當學年度修習日間

部大一國文或國語

111-112 年間，基礎國文

會考成績計入該學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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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涵養與優

良人格特

質(B-5) 

文實務應用課程之

學生為對象，實施

基礎國文會考，每

年達 2,800 學生參

與，共 1,700人次達

成學校設定中文閱

讀寫作能力提升之

目標。 

績中，占「國文」或

「國語文實務應用」學

期成績 10%；111 年共

2,964人參與 1,766人提升

目標；112 年共 2,909 人

參與 2,045 人提升目標。 

全人發展

的孕育搖

籃(C) 

深化品德

教育，朝

向以人為

本的教學

理念 
(C-3) 

近程（2 年） 

本校為協助弱勢學

生獲得良好教育機

會，透過「琢玉計

畫」輔導機制從招

生 入 學 至 就 學 輔

導，提供經濟與文

化不利學生全方面

協助，提升學生涯

發展能力畢業後順

利進入職場發揮所

長，改善生活促成

社會階級流動。 
1. 與技普高學校交

流。 
2. 112年線上學系博

覽會辦理 1 場。 
3. 未來學生網站點

閱數。 

1. 111 至 113 年共辦理博

覽會 44 場、招生說明

會及講座 92 場、模擬

面試 15 場，全校系所

投入參與共協助技普高

70 校。 
2. 112 與 113 年辦理高中

申請入學線上招生說明

會共 2場，1,250位師生

共同參與。 
3. 截至 113 年未來學生網

站點閱率達 18 萬次。 

深耕學研

的國際交

流(E) 

建立技職

特色國際

交流模式

(E-2) 

近程（2 年） 

推 動 榮 譽 學 生 制

度：針對大學部應

屆畢業生，每學年

度頒發並公開表揚

榮譽學生至多 10
名，分為特優、優

等及甲等 3 級；特

優 1 名頒發新臺幣

10 萬元；優等以 2
名為原則，每名頒

發新臺幣 5 萬元；

甲等名額以當年度

其餘獲獎人數訂定

之，每名頒發新臺

幣 2 萬元，總計 34

111-113 年間頒發榮譽學

生，111 年計 1 名(甲等 1
名)，獎勵金共計 2 萬

元，經費執行率 6%；

112年計10名(特優1名、

優等 2 名、甲等 7 名)，
獎勵金共計 34 萬元，經

費執行率 100%；113 年

計 5 名(特優 1 名、優等 1
名、甲等 3 名)，獎勵金

共計 21 萬元，經費執行

率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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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萬元。經費執行率

達 8 成為目標。 

效能友善

的行政團

隊(F) 

提升行政

效率優化

服務品質

(F-1) 

近程（2 年） 

1. 提供便捷即時的

行政服務：配合

聯合服務中心啟

動一站式服務，

如 補(換)發 學 生

證；配置全功能

自動化繳費系統

申請成績單、在

學證明等文件。 
2. 改善簡化行政流

程：建置畢業生

離校系統暨無紙

化電子簽名、 線
上成績單申請系

統。 

1. 111-113 年補(換)發學

生證申請件達 4,981
件。 

2. 111-113 年全功能自動

化繳費系統成績單申

請件數達 17,188 件。 
3. 111-113 年在學證明申

請件數達 4,344 件。 
4. 111-113 年畢業生線上

離校簽核達11,058件。 
5. 111-113 年度線上成績

單 申 請 系 統 共 受 理

4,756 件申請資料(其中

包 含 資 深 校 友 259
件)。 

(三)近中長程發展策略 

1.近程發展策略（2 年） 

(1)完善弱勢協助機制、促進社會流動(與學務處及其他各單位共同執行) (B-

5、C-3) (SDGs 4.3、SDGs 16.6) 

本校創校以來培育許多艱苦家庭子弟，藉由努力讀書、努力工作形成社會中堅後

回饋母校與社會，促成社會良性流動。隨著近年高教深耕計畫建立，弱勢家庭學生進

入聲望較高公立大學機會提升，瞭解弱勢學生每月財務情況，進而檢視當前獎學金支

持是否足以提供弱勢學生基本生活無虞，降低弱勢學生因迫於解決生活開銷問題，而

影響課業及畢業後發展，為重要任務。 

本校為標竿公立科技大學，肩負照顧弱勢學生、實現社會正義的使命。為照顧弱

勢學生、實現社會正義，本校將提供弱勢生個別化的生活協助及學習輔導，也將匯集

校友力量設置獎助學金，協助弱勢學生安心就學，並提供其就業輔導。配合學校特色

發展及教學輔導的需要。其具體內容包括增加弱勢學生(含經濟弱勢、原住民等)入學機

會；成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整合校內資源，以利推動弱勢學生的特殊教育工作。

針對弱勢學生推行「個別化支持計畫」，輔以校友捐款資源，提供獎學金支持，並藉由

質化、量化統計分析評估特教需求，量身打造個別支持計畫，包含課業輔導、生活協

助與職涯銜接，另針對原住民成立原住民教育發展中心，致力推動文化發展與原民輔

導。並辦理各類輔導人員知能提升活動，以精進其專業服務品質。放寬部分弱勢學生

選課及休退學規定，降低是類學生學業壓力，提供安心就學環境。未來並將針對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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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規劃全校系所設置校友認捐之清寒或急難救助獎學金，並深化校友聯絡網，提

高募款目標，用於設立急難與清寒類別以外之其他獎助學金。另打造身障學生無障礙

校園、增聘多元輔導人員，提供客製化的個別支持計畫。 

未來，本校將協助更多弱勢學生進入本校，獲得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並透過

「琢玉計畫」輔導機制，讓弱勢學生獲得職涯發展能力。以積極性的激勵機制，提供

弱勢學生獎助學金，鼓勵學生奮發向上；讓弱勢學生從新生入學時即有完整安心的學

習輔導機制，提升弱勢學生的學業基礎能力與專業能力，降低其休退學率；提升弱勢

學生的就業能力，並強化企業媒合，提升其就業率；建立弱勢學生自我肯定的正向樂

觀態度，促進同儕彼此扶持與合作的良好循環；讓弱勢學生順利進入職場發揮所長，

改善生活促成社會流動，以實現社會正義。預定執行的重點項目包括： 

A.招生機制 

a.為照顧弱勢學生，增加是類學生入學機會，本校甄選入學及聯合登記分

發招生管道，配合教育部政策提撥相關招生名額；新設五專「智慧自動

化工程科」招生，提供該類學生外加名額；特殊選才招生簡章內容，針

對該類學生的甄審成績予以加分優待；增加運動成績優良學生與身心障

礙學生甄審甄試入學的機會，提供弱勢學生更多入學管道。 

b.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至本校參加面試、實作或術科甄試或現場報

到、分發之招生(例如甄選入學、高中申請入學、特殊選才)所支出之交

通或住宿費用由本校給予補助。 

c.持續和聯盟高職學校合作，辦理開放學生來本校預修課程，該類學生得

免受甄選名額之限制及免學分費，遠道者酌予交通補助，增進該類學生

未來選擇就讀本校之意願。 

d.至偏鄉弱勢地區高中職進行升學進路宣導、資源提供及輔導關懷活動。 

e.安排該類國中及高中職學生來本校參加體驗學習課程及營隊活動，並請

由院系端安排的教師與學生交流互動，以加深學生對本校的了解及引起

未來就讀的動機，並針對該類學生給予適度補助。 

f.建立網站，定期公告該類學生之補助、輔導或宣導活動等資訊。 

g.未來規劃願意來本校就讀之新住民，可依規定資格以僑生或外國學生入

學方式申請，具潛力及符合系上選才條件者，本校將優先考量錄取。 

h.因應少子化衝擊，規劃宣導傳承機制，制訂模組化的系所宣導流程，以

確保宣導內容一致性與品質。同時，與各縣市主要生源學校建立長期合

作關係，定期進行宣傳活動，吸引優秀學生報考。 

i.以 AI 輔助追蹤本校生源變化並與務研究分析，作為修訂招生策略之參考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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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經濟扶助 

a.獎助學金：提供急難及清寒助學金，並透過校友捐款增設學業進步獎、

競賽獲獎或出國交換等類之獎學金，以鼓勵學生積極奮發。 

b.學雜費優待：提供家境清寒及身心障礙學生學雜費減免、生活助學金及

優先提供宿舍等。 

c.附服務負擔助學生獎助：為協助弱勢學生培養經濟自主能力，提撥經費

獎助或補助學生，安排學生參與學校規劃之無對價關係之服務活動。 

d.考試費用之補助：補助外語檢定相關報名費，通過檢定門檻者另提供獎

金。 

C.輔導機制 

a.個別輔導：學業部分訂定個別學習輔導制度，提供學習落後學生與技優

生補救基礎、專業學科預修課程等課業輔導；由學輔中心安排專業輔導

人員提供學生完善的心理及生活輔導。 

b.導師輔導：透過導師制度提供學生生活或學業上的輔導。 

c.同儕輔導：鼓勵學習成效較佳的同學擔任學伴，協助學習落後學生，另

給予獎勵，透過教學相長的互惠模式，增進學生之間的情誼。 

d.自學計畫：因經濟弱勢導致課業成績不好的學生，另提供學生申請自學

計畫之管道，使得學生有學習更為精進的空間。 

e.建置學業預警機制：開學前提供成績大表送系所和導師參閱、宣導師生

及系所善用成績查詢系統監測學生學業學習歷程、教師每學期第 9 週至

第 11 週按時實施期中預警機制並登錄預警原因、大學部和五專部學生被

預警科目(學分)達該學期修習科目學分數二分之一(含)以上時通知學生及

家長。教務處網頁設置學生學業輔導通報平台，作為全校教職員工通報

共學輔導及轉系資訊之介面，以資加強學生在校學業學習資源。(SDGs 

4.3) 

f.充實導師、教職員查詢專區：透過校園入口網，提供全校行政及教學單

位輔導相關資訊查詢，包括查詢班級學生資料、學業成績/期中預警資料、

休學/復學紀錄、退學紀錄、歷年編班/修業狀況及畢業資格審查資訊

(SDGs 16.6)。 

D.打造無障礙校園環境 

讓身心障礙或行動不便學生享有安全便利之校園環境，順利學習。每學

期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資源教室定期維護學籍管理身心障礙學生身分，

保障學生就學權益。 

(2)推動榮譽學生制度(與學務處、國際處及其他各單位共同執行) (B-1、B-3、

C-3、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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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並表揚四年制大學部畢業生入學後自我訂立學習目標，積極進取，勇於探

索，多元發展，兼備良好品格與領導力。經系及校級會議審核通過者，於畢業典禮公

開表揚獲獎、榮譽事蹟列入學校大事紀要。 

(3)設置學業優良學生書卷奬獎勵 (F-2) 

本獎勵每學期辦理一次，獎勵大學部和五專部學生，凡符合每學期修課達最低選

課學分數，修習科目未有任何一科以上不及格或未通過者，操行成績 80 分(甲等)以

上，且無申誡(含)以上懲處記錄，非全學期均在校外機構參加「校外實習」者，並依各

系(科)各班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排序，班級人數二十人以下者一名；二十一人至四十人者

二名；四十一人至六十人者三名；餘類推。每名頒發獎學金貳仟伍佰元及獎狀乙紙。 

為鼓勵並表揚本校學生自我訂立學習目標，展現積極進取與勇於探索的求學態度；

開拓視野、多元發展，並致力於實踐社會正義，具備良好品格與領導力，規劃未來應

用所學造福人群，擘畫生涯藍圖，教務處推動本校大學部學生榮譽學生制度，訂定本

校榮譽學生頒發作業要點，由教務處會同學務處及國際事務處訂定榮譽學生資格條件，

並由學校組成審查委員會審定獲獎名單報校長核定。取得本校榮譽學生資格者，規劃

於畢業典禮授獎、頒發獎狀與獎金。每學年度預定頒予 10 名，並得視當學年度申請人

數及審核各候選人具體事蹟調整增減名額。 

因是新制上路，為使學生明瞭並申請，中程方面教務處計畫將印製榮譽學生簡介

並辦理說明會之方式宣導以廣為週知；請各學系、相關單位協助宣傳與推薦名單，鼓

勵學生踴躍申請。長程方面每年定期檢視辦理成效，視學生申請情形做滾動式修正；

適時調整並更新各向度之資格條件，引導學生學習自我管理與訂定學習目標，並舉辦

歷屆榮譽學生分享講座，透過學長姊與學弟妹間的互動交流，增強信心與勇氣，並凝

聚北科的向心力，期許未來皆能成為本校傑出校友。 

(4)臺北科技大學校訊優化微工程 (B-2、B-5) (SDGs 4.7) 

為佈達周知本校重點新聞與重要成果，以及推廣傳達校務理念與計畫，本項工作

之中程將藉由豐富本校校訊內容及提高受眾接觸面，以強化校方與教職員生之間的溝

通；長程將因應行動化時代，透過社群網路即時發佈校訊內容及校園活動資訊，以擴

大讀者群，鼓勵教職員生及校友參與校務活動，凝聚人員向心力及提高本校能見度。

相關方向及策略作法如下： 

A.辦理「校園記者招募及培訓計畫」 

為提升學生關心校園事務，並以文字或影像進行記錄及報導，自 108 學

年度起規劃每年招募校園記者，並開辦系列培訓課程，包括報導選題、媒體

識讀、文稿撰寫、採訪技巧、社群平台經營、影片剪輯、企劃撰寫等，參與

課程且達規定產出數量者(校訊文稿撰寫或影片製作)，將頒發服務證書。而

為鼓勵校園記者創作文字及影音作品，本計畫亦訂定相關獎勵機制，如提升

稿費(文字每字 1.2 元、圖片每張 90 元)及創作獎金，藉此增進學生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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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校訊內容更添豐富性。本計畫 109 學年度校園記者共 15 名，110 學年度校

園記者共 16名，111學年度校園記者共 17名，112學年度校園記者共 18名，

113-1學期校園記者共 16名。113-1學期刊登於校訊文稿共 8篇，刊登於教務

處 YouTube 頻道影音短片共 4 部。 

B.規劃辦理主題徵稿 

校訊為教職員生資訊傳遞的管道之一，為促進師生踴躍投稿，使校訊內

容更貼近師生，將辦理主題徵稿(如「好課到修報」、「我隅北科」、「社團／

組織開箱」)，並透過校園記者以文字及影音方式報導校園事務，發佈於社

群媒體(臺北科大教務處 Facebook、YouTube 北科科科台、北科大校園記者

Facebook 與北科大校園記者 Instagram)，除了提高師生對校園事務的關注度

及平臺黏著度外，也藉此增進師生與校園之間的連結。 

C.善用社群媒體與校訊網站，每期精選校訊文章分享 

因應社群媒體浪潮，教務處於 107 年 8 月成立「臺北科技大學教務處」

臉書粉絲專頁(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TaipeiTech.aca/)，以宣傳推廣

教務相關業務及活動資訊等，俾利教職員生及校友更即時掌握教務資訊。並

持續更新校訊網站，新增可翻閱式電子書形式，提供教職員學生及校友電子

化閱讀平台，強化資訊傳遞與流通速度。而為提高校訊觸及率，每期校訊出

刊後皆精選數篇文章分享於教務處及全體學生之臉書粉絲專頁。目前已更新

至當期出刊校訊，113 年校訊平均每期瀏覽數約 300 人次。期能藉此促進學

生養成閱讀習慣，甚至踴躍投稿分享校園所見所聞。 

(5)持續辦理技優領航計畫 (B-1、B-2、B-3、B-4) (SDGs 4.4) 

為強化技優生學科能力及技術能力，教育部自 105學年度起推動「技專校院技優領

航計畫」，本校獲教育部部份補助辦理本計畫後，對該類學生業從調整每學期修習學分

數下限、修業年限、學業退學、參加國際技能競賽國手培訓時數抵免學分等規定之學

習機制予以適度鬆綁及彈性。由於技優入學學生實作能力強，但基礎及專業科目較弱，

基於有教無類、因材施教之教育理念，教務處規劃完備相關輔導措施，協助渠等學習

的過程，使其能感受到學校的誠摯關懷，並發揮本身學習特質及優勢，順利畢業並進

入職場。 

(6)提升教務行政效能 (B-5、F-1) ( SDGs 1.4、SDGs 4.3、SDGs 4.7、SDGs 16.6) 

學生端、教師端、行政端是學校永續經營成長的鐵三角，教務處隸屬行政端之單

位，職司學生端學習面和教師端教學面業務，工作繁雜，但影響重大，教務同仁兢兢

業業認真負責完成各項本份工作和臨時任務。但教育情勢今非昔比，少子女化、學用

落差、國際化、資訊科技快速發展等重大挑戰迎面而來，學習革命的風潮從中小學席

捲向上至大學，學生端和教師端的諸多重大變革正如火如荼的開展，教務處作為教育

新針相關配套措施之引導、支援與服務角色，本身亦須迎接教育趨勢「變」的步調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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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故已蒐集國內大學國際化資訊，了解其在教務面向的行政程序上，如何有效對準

學生需求之作法。另製作境外生問卷，調查國際學生瀏覽教務處網頁及使用校園入口

網站＼教務系統下之相關英語版本需求，亦將召開座談會傾聽學生所遭遇之困難點，

並翻譯本處與境外生習習相關之重要法規及常用表單為主要工作要項，以便利境外生

面對教務問題如選課或註冊等疑難能夠迎刃而解。以建置或改善相關硬體設施或軟體

系統，以學生需求為出發點，設計流程便捷、易懂的標誌，鼓勵並吸引國際學生慣用

本處網頁及相關硬體設備，未來將持續優化更新相關內涵與功能，使得教務處在面對

工作質的比重大於量、學生學習權利意識的提高及開創性的工作增多等挑戰下，能夠

持續提升行政業務效率。推動之措施臚述如下： 

A.顧客導向，持續優質服務措施 

a.教務處網頁架構已重新調整，以師生角度設計分類選單，包含招生資訊、

在學學生、選課、成績、畢業及學位考試、教學資源及法規暨表單等。

另設置「近期最夯」公告、教師版及學生版 Google 行事曆，方便師生快

速掌握教務資訊。此外，亦持續精進英文版網頁，目前已完成新增角色

分類、重要公告、英文 google 行事曆、英文版教務系統操作影音(12 部)、

內頁版型易讀性優化、表格分類選單等，並新增外籍生常見FAQs及教務

處英文版辦公室平面圖，以供外籍生查詢。未來將持續更新優化及導入

無礙障網頁內容。 

b.為便於學生和校友申請成績證明、英文畢業證明書，已建置線上成績單

申請系統並正式上線，未來將再持續辦理及檢討修正(SDGs 1.4)。 

c.日間部大學部畢業資格審查查詢專區學生版及導師版業已上線，提供學

生系所、導師和學生上網查詢畢業班學生修習學分情形。由於同學選課

態樣繁多，持續因應修正，協助同學對資料檢視之疑慮，已訂定畢業資

格審查作業要點，推動學生、系所和教務單位三階段檢視及審核畢業資

格權責分工程序，並將接續規劃畢業資格審查系統，透過線上審查機制，

落實學生、教學單位與行政單位三者間分工檢核及審核，促進本校畢業

審查作業流程透明化(SDGs 4.7、SDGs 16.6)。 

d.據統計學生每年申辦掛失學生證約達 2 千人次，爰關於學生證補發案件，

建置線上掛失與補發申請系統，與悠遊卡公司掛失服務結合，持續規劃

與修正系統介面，自 111 年度起於聯合服中心啟動一站式補(換)發作業，

促進學生即時申請與發放作業，以節省人力、時間等資源(SDGs 1.4)。 

e.學生休退學輔導相關表件業掛置於「校園入口網」 /「教務系統」/「學

生休退學管理系統」，促請教師及教官多加利用上網填報之方式，提供追

踪及輔導，促請系所對休學同學追蹤動向及進行訪視等關懷作為，輔導

同學如期復學，穩定學生在學率(SDGs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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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畢業生線上離校系統業已建置及上線，提供學生及教職員中英文操作介

面，未來將持續利用及優化系統(SDGs 16.6)。 

g.充實聯合服務中心系統，建置在成績單申請、學生證補發、在學證明書、

畢業證明書文件印製及教室借用等功能，推動文件領取電子簽名作業，

未來將持續檢討修正(SDGs 1.4)。 

h.持續規劃及改善教務相關系統，包括學籍系統、選課系統、成績管理系

統、學位考試申請 E 化系統、畢業資格審查系統、畢業生線上離校系統

等，並加強宣導及提升師生利用系統之效能(SDGs 16.6)。 

i.為了解各類入學管道學生學習情形，及對教務之意見，規劃不定期邀請

學生座談，以能適時修正或訂定相關法規，回應同學的需求。 

B.持續精進業務執行及知能，提升行政績效 

a.對於教務重要工作或任務例如招生試務等，於工作結束後立即進行檢討

及作成書面資料存查，以便來年辦理時注意相關細節或改進之方。 

b.公文處理是同仁重要的基本必備能力，為精進同仁該項知能，教務處曾

為同仁辦理公文寫作經驗分享說明會，並於教務處網頁建置公文觀摩專

區，同仁可隨時上網參閱觀摩各類公文處理案例，精進公文處理及寫作

能力。未來將持續就個案之處理足資同仁學習者定期增置於該專區。 

c.為因應外籍生前來洽公溝通應對之需，及同仁能自行即時於教務處網頁

更新優化個人本職業務資訊，鼓勵同仁積極進修，參與教育訓練或線上

學習等方式，優先提升同仁英文與網頁能力。強化外籍生校園學習權益，

英譯重要學生公文書，諸如教務相關註冊須知、逾期未註冊退學預警信、

選課不符規定退學預警、選課確認通知信、期中撤選通知、休學核定通

知書、復學通知書、退學通知書、畢業離校通知信。 

d.為使同仁瞭解教育發展，增進教育專業知能、行政服務效能，與時俱進，

鼓勵同仁參加會議、座談、講習、研討會及辦理校際交流和標竿學習參

訪活動。並以自主學習方式，請同仁收集國內外大學校院教務創新作為

資訊或傳媒報導，利用每學期教務長和同仁座談時機，請同仁分享心得，

以作為同仁發想規劃方案作業之參考。 

e.建立系統開發 SOP，以減少與計中間系統需求溝通之時間，加速教務所

需系統之開發作業效率。 

(7)建置開發教學彈性薪資系統及相關配套措施 (B-3、D-4) (SDGs 4.3) 

為鼓勵教師執行教學相關計畫並提升教學品質，自 107年起本校已持續 6年獎補助

於教學面上表現傑出優良之教師。歷年申請教學彈性薪資之教師人數以穩定趨勢成長，

為鼓勵教師申請教學彈薪，策進教師積極投入教學創新，爭取教育部獎補助計畫，並

避免教師遺漏申請相關資訊，及簡化相關申請步驟，教資中心自 110年起規劃開發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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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薪申請系統之建置及相關配套措施，配合教學彈薪相關條文修訂，預計於 114年完成

建置系統並運行測試，115 年正式提供教學彈性薪資系統予以校內教師使用。預計系統

可提供教師填寫每年度教學彈薪補助申請、上傳所需資料文件、檢視教師於教學彈性

薪資各評量項目達成條件及點數，並提供彈薪審查相關資訊提供教師檢視申請狀態及

歷年所獲點數，以利日後教學升等連動教學成效評鑑之申請資料填寫。 

(8)推動系統化之創新教學增能研習模組 (B-1、B-2、B-3) (SDGs 4.3) 

為推動教師創新教學增能系統化，避免教學知能研習孤島化情況，且能有效銜接

創新教學歷程，將依當前教育趨勢(如後疫情時代之混成教學、108 課綱之關鍵素養)及

教師意向需求(如班級經營、多元評量)擬定研習主題，並依內容深淺程度設計基礎、核

心及總整等階段化研習架構，以此組成主題研習模組。同時，搭配混成參與模式(實體、

線上同步及非同步)，提高研習辦理彈性及教師參與意願。再者，針對各階段研習擬定

教學彈薪獎勵，以提升教師完課率，並能公開分享研習經驗、導入實體課程及實行教

學實踐研究。另鼓勵教學薪傳團隊以研習模組基礎課程作為團隊共學活動之一，以促

使新進教師後續逐步增進教學知能。 

(9)建構雙語化學習支持系統，落實英語學習成效檢核 (B-1) (SDGs 4.3、SDGs 

4.4、SDGs 4.7) 

因應本校管理學院、工程學院與電資學院於 113學年度獲教育部補助，推動大專校

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領域型標竿學院」，為優化本校雙語化學習環境及提升學生英

語能力與國際競爭力，將統籌規劃全校師生雙語化學習支持系統，整合教學資源及行

政配套，提供多元化英語學習資源與輔導，強化學術專業英語聽說讀寫之學習成效檢

核，並落實教學品保機制，奠定全英語授課基礎。預定執行的重點項目包括： 

A.策略與管理 

a.定期召開雙語化學習計畫管考會議，追蹤計畫各項推動進度，以符合本

校及領域型標竿學校之規劃，以利即時掌握進度與調整推動策略。 

b.規劃於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辦理英文會考(合併畢業門檻鑑定考)、畢業門

檻鑑定考；114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英文會考。同時，調整相關法規如學

生英語能力畢業門檻、抵免英文課程實施要點等，審查條件之英語測驗

成績須含聽說讀寫；全方位評估學生的英文能力。且須達到標準，以符

合推動雙語化學習計畫之內涵。 

c.推動共同英文(除初級班外)課程全英語授課並全面涵蓋 4skills(聽說讀寫)，

每學期每門課程之老師需安排至少 1 次口說及寫作測驗，並完成學生英

文聽說讀寫程度評量，同時繳交相關佐證資料如錄音、寫作範本以及班

級整體學習成效說明等。 

B.學生與學習 

本校專業英文課程教學及教材研發已深入發展逾十年，其中大一、大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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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必修英文課程自三年前已改革為專業英文課程(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聚焦專業領域語言應用與實務訓練。為進一步強化學生英語

能力並提升其在專業領域之溝通與應用能力，並於期末檢視達到 CEFR 

B2 程度之人次及比率。於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辦理之英文畢業門檻鑑定

考，聽讀測驗之到考人數為 3,357 人，20.65%的學生聽讀能力達到 B2；

說寫測驗方面，8%的學生寫作能力達到 B2、56%的學生達到 B1(到考人

數為 89 人)，26%的學生口說能力達到 B2、62%的學生達到 B1(到考人數

為 90 人)。另外，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辦理之英文畢業門檻鑑定考，聽讀

測驗共有 3,277 名學生到考，21.21%的學生聽讀能力達到 B2。同時，說

寫測驗中共 389 名學生到考，其中 24.68%的學生寫作能力達到 B2、

68.64%的學生達到 B1(到考人數為 389 人)；22.62%的學生口說能力達到

B2、65.30%的學生達到 B1(到考人數為 389 人)。未來將持續強化輔導措

施，供各院系學生增進學術英語表達能力。 

b.每學期提供學生各項英語輔導加值服務，以強化學生英語能力，建立學

生參與全英課程學習之鷹架為目標，如學術及專業英文寫作中心、家教

式說寫輔導團隊 English Producers(EP)、語言交換學生社群，同時與學術

交流基金會(Fulbright)合作辦理英語提升工作坊及跨文化交流工作坊等，

111-112 學年度學生英文增能活動累積參與人次達 7,000 人，113-1 學期參

與人次達 2,700 人。另，本校線上英文學習平台 Easy Test 使用人次逾

100,000 人。再者，為強化學生於領域專業課程與不同情境主題中運用英

語口說與寫作之溝通能力，採用互動性高的學習模式，增進學生之英語

文學習動能，辦理主題英文學習營與大學入門英文合院演講，提供英文

學習方法及資源，搭配共同英文及專業英文課程，全面銜接全英文專業

課程。 

c.依據本校師生教學與學習需求，擴充現有或新購線上英語學習與測驗平

台，增加多元線上課程，並於每學期舉辦推廣活動鼓勵學生自主與延伸

學習，以強化學生英語文聽說讀寫能力。 

C.教師與教學 

a.持續與海外名校共同建置 EMI 教學增能系統並開發跨校 ESP 教學增能系

統，111-113 學年度寒假期間累積選送 23 位教師前往美國知名大學(加州

大學聖地牙哥分校、馬里蘭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進行為期兩週

之密集式 EMI移地教師培訓課程，精進教師 EMI教學技巧並提升 EMI教

學品質。同時，與賓州州立大學共同開發 EMI 教學增能認證系統，辦理

混成式 EMI 教師培訓課程，111-112 學年度累計 19 位教師完成研習，113

學年度預計 12 位教師將完成受訓。此外，113 年與臺科大 EMI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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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合作辦理 ESP 師資增能課程並分享相關資源予其他大專校院及技職

院校，共計來自 16 所大學之 28 位教師參與研習。 

b.持續與學術交流基金會合作提供 EMI 教學增能資源並擴大資源共享，自

111 學年度起，本校與 Fulbright EMI 團隊持續合作辦理教師及 EMI 教學

助理增能活動，以有效提升EMI教學量能。111-112學年度累積辦理逾50

場各類型教師增能活動，全面推動 EMI 教學法增能及教學經驗分享，主

題涵蓋 AI 應用於教學及以學生為中心之教學等，累積超過 1,300 名 EMI

及 ESP教師參與，其中 250人來自 35多大專院校，實際提升 EMI教學技

巧並分享各領域教學經驗。113-1 學期辦理教師增能活動共 9 場，約 300

名校內外教師參與。同時，111-112 學年度與 Fulbright 美籍學人共同辦理

21 場 EMI 教學助理培訓工作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創造雙語化學習友

善校園，累計參與人次達 500 人。113-1 學期辦理 EMI TA 培訓工作坊及

英文能力提升工作坊各 3 場，約 110 名 EMI 教學助理參與。 

c.持續推動 EMI 專業領域教師與 ESP 專業英語教師教學共進計畫，建立三

階段之教師社群系統，鼓勵教師組成全英語專業課程教師社群以切磋教

學經驗，並進行互相觀課、進班實驗教學、EMI 課程影片錄製、EMI 教

材製作、北科之英 ESP 教材編修等教學活動，藉此開發適性化全英語教

學教材。111 學年度起新增 EMI2 組別，由 2 名 EMI 教師與 1 名美籍教學

顧問共同執行，提升 EMI 教學技能，111 至 112 學年度共計 49 組(98 人

次)，其中 34 組 EMI&ESP、11 組 EMI2、以及 4 組 EMI Specialist。本次

計畫中共同研發 ESP 教材共 47 單元、EMI 學習線上資源 27 支影片；113

學年度上學期共進計畫共 14 組，9 組 EMI&ESP、兩組 EMI2、以及一組

EMI Specialist，並完成互相觀課、進班實驗教學及教學顧問討論活動等。 

D.品質保證 

a.依據所規劃之本校日間部研究所及大學部開課 EMI 課程目標值進行查核。

另每學期依「教學全都錄」等佐證進行 2 次不定期檢核，以確保落實英

語授課；亦於每學期教學評量中納入「教師使用英語教學頻率」及「學

生對英語授課理解程度」之檢核。111學年度第一學期英語授課課程查核，

依「教學全都錄」或教師提供授課影片連結等佐證資料進行檢核，已於

第 5-7 週進行全面查核，未通過原因為影片數不足：16 門、沒有影片：5

門；並於第 15-17 週以首次開設 EMI 課程者、期中查核未通過者為當然

查核對象，112 學年度共計查核 629 門全英語授課課程，總抽查比率將以

各院 EMI 總課程數 30%以上為原則檢核，以確保落實英語授課及維持良

好課程品質。113-1 學期未通過原因為影片數不足：6 門、沒有影片：2

門；未來外語中心及雙語中心將持續針對全英語授課繼續查核，以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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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品質保證。 

b.訂定各面向之英語授課檢核方式，如教師口說、師生互動、表達能力等

面向，邀請專家學者共同研擬評量尺規，本校已針對三個重點培育學院，

建立專屬的 EMI 課程評量尺規(AACSB、IEET)與教學品保機制，並由相

關英文專業背景師資協助查核老師英語授課情形，同時給予適度評量及

回饋，以提升英語授課教師之教學與課程品質。於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

進行評量尺規發展，並於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起試行，113 學年度持續推

行中。 

(10)應用創新教學提升學生基礎與跨域能力 

為提升共同教育之教學品質與成效，本校自 111 年 7 月起多次邀集校內相關單位進

行討論，並參考國內知名大學推動共同教育的經驗並逐步凝聚共識，擬成立擴大參與

層面並系統化運作的共同教育委員會，針對創新教學、永續教育及科研女力培養等議

題，進行課程規劃，並導入相關獎勵措施。 

初期將規劃與推動全校共同教育課程以「創新教學」、「永續教育」與「科研女力

培養」為核心，並整合校內舉辦之兩性、科學、科技、工程、藝術及數學相關主題講

座及體驗課程。 

2.中程發展策略（4 年） 

(1)招生選才專業化，精心打造將才路 (B-1、B-3) (SDGs 4.4) 

教務處負責主辦日間部國內學生招生工作，由於少子女化和國際化等影響，國內

外各大學都卯足全力競相出招爭取優秀學生之趨勢，本校未來不能再以不愁生源為己

足，更應扮演現代伯樂之角色，主動出擊以得英才而教之，並為英才精心規劃厚實競

爭力的各類教學及輔導措施，協助型塑其個人具價值之未來。 

每學年度從多元入學管道來自各方的菁英齊聚本校，這些北科的明日之星們在本

校就學期間及畢業之後的榮耀，不僅為學生自己爭光，也成為臺北科大在世界發光發

熱的一股動能，藉由英才得英才之連環帶動效應，期能吸引更多的英才後輩學子前來

本校就讀，爰擬規劃從宣導行銷、適性選才、優質學習、完善輔導、行政支援等機制

臚述如下： 

A.賡續辦理多元招生，為學生打造未來學習最佳組合 

根據實證研究，由多元背景學生所組成的「學習共同體」，透過互相包

容、互相尊重的學習環境，可激發學生多面向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激盪出

更圓滿更富創意的成果方案。秉持如是教育普世價值之理念，賡續辦理多元

招生，現行教務處辦理之國內生入學管道除新增之五專學制外，大學部招生

計有高中申請入學、甄選入學、技優入學、聯合登記分發入學、繁星班甄試、

特殊選才、體育績優生甄試入學、身心障礙生甄試入學、政府派外子女甄試，

在境外生學制的部份配合國際事務處辦理外籍學生申請入學、陸生聯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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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僑生聯招入學及單獨招生等類。自 108 學年度起於上述「甄選入學」和

「特殊選才」等 2類招生新增「青年儲蓄帳戶組」，提供參加教育部「青年教

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的高中職畢業生於職場體驗、學習及國際體驗等類

型滿 2 年後升讀本校之機會。 

高中新課綱實施至今，已進入技專校院階段，本校因應新課綱完善各項

招生及評分審查作業，提高審查之客觀性、鑑別性及公平性，培養本校從校

至系核心團隊，共同落實新課綱技專校院實務選才及對接技能養成。建立與

高中、北科附工溝通渠道，聯合發展高中對接與技專銜接課程，補足跨類群

學生學習困難，與減少學生志趣不合情形，並配合校務研究資料數據研究研

擬與調整招生策略，促進本校招生專業化發展。 

B.以行銷概念辦理招生宣導，並定期檢討成效 

本校為臺灣技職教育之濫觴，校史與國同壽，歷經時代變遷與體制變革，

始終屹立不搖，為產業界培育務實致用人才係本校堅定之教育信念。持續廣

納優質學生是本校永續前進的價值目標，爰將繼續積極參加和辦理各種宣導

活動。中程則擴大與高中職學校建立策略聯盟，推動先修課程，深化學生升

讀本校意願。長程建議將招生宣導事務提升至校級，整合校內資源，使行銷

效益最大化。並以問卷回饋機制檢討招生宣導成效。 

a.招生宣導工作擬升級至校級位階，整合校內各招生事務相關單位(如：秘

書室、國際事務處、校友聯絡中心、各系所…)，讓各單位在招生事務上

進行整合與連結，彼此即時並充分掌握招生現況，使招生資源與宣傳發

揮最高的效益。 

b.持續協同院系端積極參與國中及高中職學校自辦的升學博覽會或至學校

辦理招生宣導說明會，及時把握招生宣傳的時機。另亦配合參加「技職

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辦理之全國性技職繁星、特殊選才及五專招生

宣導說明會之活動。宣導類活動每年至少參加或辦理 30 場次。 

c.積極由教務處或請其他單位運用辦理活動、產學合作等行銷策略，提高

本校知名度，型塑本校優質品牌形象與辦學特色。 

d.擴大與高中職學校進行合作，持續高中職學生來本校或雲端學習先修課

程，及專題製作指導等合作方式，建立和學生的情誼，提升就讀意願。

每年到本校先修課程的高中職學生預計10-15名，到高職指導專題人數預

計 50 名。 

e.編製招生宣導文宣，及掛罝招生宣導網頁，傳送本校招生資訊與辦學特

色，以達廣面宣傳之效。網頁版採互動經營方式，從新生角度出發，建

置校園生活資訊與學長姊分享專欄，藉以拉近和各類招生對象的距離。

除國內學生外，為利開拓境外生源，教務面相關文宣定期提供予國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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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處更新該處招生資訊，提供對境外生宣導之需。每年文宣印製及傳達

人數預計 1,000 名。 

f.持續拓展和境外知名大學校院簽訂聯合學制合作協議，使同學入學本校

後，亦有機會取得該等學府同級或跨級學位，以此修業制度及藉境外名

校之加持，作為對國內師生及家長宣導之優勢利基，吸引學生選讀本校。 

g.持續規劃及建構優質的教學與學習環境，以辦學口碑加深社會大眾對本

校之良好印象，提高本校的能見度。 

h.每招生年度定期檢視註冊新生畢業學校來源，以及問卷方式調查學生選

擇本校原因、學生接觸招生宣導與媒體情形，藉以追蹤招生資源投入成

效，作為策略改善依據，從而精準鎖定目標受眾。 

C.依校務發展需求調整學制班別及各系所班招生名額 

本校透過校務研究分析結果及聯合會招生統計分析資料，提供各招生院

系組班評估招生情形與學生入學後學習表現，並請各學院召開相關會議依各

系情形，研商配置招生名額。並由教務處召開校招生策略規劃暨名額調整委

員會，審議招生名額分配結果後報部。期降低少子化生源不足之衝擊，策略

性調整各學制招生管道各系名額分配，以提升招生效率、降低行政負擔。另，

配合國家發展政策與社會需求，依照學校定位與發展重點，鏈結實體場域、

研究人才及產業資源，新設新興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a.人工智慧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因應人工智慧科技產業變革，電資學院積

極發展人工智慧科技之跨領域教學，強化人工智慧科技多樣化應用之特

色，規劃課程涵蓋人工智慧基礎、進階課程及多門跨領域資料應用學科，

並延伸至智慧醫療、智慧製造及智慧大數據等應用場域之模組專題課程，

以運用人工智慧相關技術解決各領域的問題。 

b.智慧鐵道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鐵道建設為重點項

目之一，本校已在教育部與交通部支持下成立「智慧鐵道產業人才學院」，

以培育鐵道車輛與系統設計、鐵道運輸服務之創新、鐵道工業 4.0等產業

人才，協助學生將自身專長融合鐵道專業知識，如機械、車輛、能源、

製造管理、電機、土木…等各領域專業知識轉化整合為智慧鐵道工程師。 

c.資訊安全碩士學位學程：因應全球日益嚴重的資訊安全威脅及新型態資

訊安全人才培育需求，結合電資學院以及管理學院資訊與財金管理系的

相關資訊安全師資，推動以「工業物聯網與軟體安全」及「金融資訊安

全管理與稽核」作為本學程系列課程的兩大主軸，進行高階資訊安全技

術的研發，建立輔導及培育資訊安全專業技術人才的團隊。 

d.半導體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因應全球半導體產業人才多元需求，且半導

體產業為臺灣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之一，本校結合機電學院、工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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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資學院、前瞻創新科技研究學院之師資與資源，培育具備半導體製程

與設備實作能力之專業優質人才，期減少半導體人才缺口，強化整體產

業的競爭優勢。 

(2)優化教學環境、激勵教師提升教學成效 (B-1、B-2、B-3) (SDGs 4.3) 

本校位處臺北市大安區精華地段，寸土寸金的教學空間十分有限，隨著招生管道

日趨多元、境外學生人數日漸增加，又於 107 學年度恢復招收五專學生。在校地及資

源有限的前提下，校園空間發揮最大效益化，制訂本校普通教室排課使用及管理規

則，同時訂定相關排課注意事項，並於 111 年啟用先鋒國際研發大樓 4-6F 共 12 間教

室；112 年及 113 年完成第二教學大樓及第三教學大樓教室整建工程，另預計於 114 年

6 月下旬進行第四教學大樓教室全面整建，透過高規格之軟硬體設施及新型課桌椅，支

援本校課程教學，提供多元創新之學習環境。 

充足而優質的教師是學校進行人才培育與研究發展最重要的關鍵因素。為了配合

未來社會的快速變遷與前瞻產業的人力需求，中程本校擬逐年增聘具備教學熱忱且專

長符合的專任師資，並建立教師輔助及輔導機制，長程則持續推動相關計畫提升教師

素質，實施彈性薪資及特殊優秀教學人員獎勵措施，以及藉由教學評量再造激勵教師

提升教學成效。 

A.增聘教師降低生師比 

本校全校生師比符合教育部規定低於 27。然而，因應本處推動 107-111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為落實教學創新，目標規劃開設跨領域與多元課程，同

時配合境外生源增加、恢復招收五專學生、提供學生適性輔導等；透過以下

規劃增聘專任案教師數，使得 108 學年度教師數 464 人至 113 學年度實際聘

任 480 名，以期降低生師比，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 

a.增聘專任教師：本校於 110至 113學年度期間積極爭取教師員額以增聘專

任教師，自 111 學年度起已增聘資安教師 4 名及雙語教師 3 名；於 111 學

年度起設立「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至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已增聘該

學院師資 5 名，除負責本校創新學院學位學程授課外，亦可支援本校教

學研究工作；另於 112 年增設「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碩士班」，目前已增

聘 2 名師資。 

b.多元化增聘師資管道：因應跨領域與多元課程開授、與學生適性輔導的

需求，鼓勵跨校院系所教師合授課程；校院系所亦得依課程屬性進用短

期專案教學人員，包括考慮擇優吸收部分退場學校教師，充實教學人力。 

c.推動增聘優秀專任教師：為持續延攬優秀人才至本校服務，於 110 學年

度訂定「競爭型專任教師員額申請及聘任要點」，請各教學單位提出具發

展潛力之優秀專任教師人選，於審查通過後核給員額供申請單位聘用。

至 113 學年度核給 3 名競爭型員額供教學單位聘任，未來將賡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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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本校優秀專任教師人數。 

d.聘任專案教師，優化生師比並控管教學品質：本校所聘專案教師為支援

共同基礎科目教學為主，或指導學生專題、參加競賽。例如：共同英文

課程為加強學生基礎英文能力，聘任具英語教學專長及檢定測驗實務經

驗之專案教師；抑或設計學院系所因帶領學生參加紅點、iF 等國際設計

競賽；以及因實務教學需求，聘任具業界實務經驗且具特殊造詣、成就

之專案教師。 

B.提升新聘教師素質 

a.實施薪傳計畫：由資深教師帶領新進教師組成薪傳團隊，在教學、研發、

產學合作與服務等方面進行經驗傳承。 

b.推動教學全都錄計畫：本校教室全面建置教學全都錄系統，供教師隨時

錄製授課內容，提供教學創新應用。另配合薪傳計畫實施，請資深或傑

出教師觀看後新進教師錄製之教學實況，並予以建議。 

c.推動全英語教學：配合本校新聘專任教師起聘 3 年內須開設至少 3 門以

上全英語課程，辦理全英語教學工作坊，邀請國內外英語教學師資分享

教學技巧及教材教案等知能，協助新進教師順利開設英語或中英雙語課

程。 

d.推動教學說/觀/議計畫：推動教師實地教學觀課，新進教師應於起聘日

起一年間至少參與四週次觀課，教學主題包含翻轉教室、全英語/中英雙

語教學、PBL課程、專業通識化、Zuvio教學即時反饋及創新教學等，協

助新進教師進行教學反思與精進，以達教學觀摩與經驗傳承。 

e.教學資源平台：以行動化、開放化、社群化為原則，建置網路教學平台，

並鼓勵教師以平台功能結合教學策略，發展創新教學模式。另透過平台

匯集各領域教學相關資源，提供教師快速擷取資源，融入日常教學活動，

同時將教學成果反饋至平台。 

C.實施彈性薪資及特殊優秀教學人員獎勵措施 

為落實教學創新，將善用彈性薪資方案，提供特殊優秀教學人員獎勵措

施；檢視「教師評鑑-教學成效」之檢核架構及計分比例，並擬訂各項創新

教學的補助機制，納入教學彈性薪資之採計項目，同時配合各項教學資源及

支持系統，提升教師教學效能，落實教學品保循環，透過提供 EMI 開課獎勵

及彈性薪資獎勵金，鼓勵教師開設全英語課程，以提升教師參與度及校內教

學水準。 

D.實施教學評量辦法提升教學品質 

a.教學評量結果與處理： 

a-1.專任教師教授同一門課程連續二次分數皆未達 3.5 分，次一學年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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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該課程。 

a-2.兼任教師同一學期之所有授課課程總平均未達 3.5 分，原則上不得聘

任及開課，如有特殊情形得以專簽處理。 

a-3.教師親自現場教學異常者，由教務處通知教師所屬單位進行了解及協

助教師改善，教務長得進行晤談。情形嚴重者得提系、院、校教評會

審查。 

b.專任教師追蹤輔導措施： 

本校專任教師教學評量之任一課程未達標準(3.5)分，由教務處通知並鼓

勵教師參加本校教學資源中心主辦之教學知能研習，另教師所屬單位主 

 (3)精進跨域學習模式，打造 T 型人才(B-1、B-3)(SDGs 4.3、SDGs 4.4) 

因應社會與產業的快速變遷，過去的專業分工逐漸朝向專業多工發展，僅具備單

一專長的人才將難以適應長遠的工作需求，學校因此必須建置跨域學習的相關措施。

跨域學習的兩大目標，一是培養學生的多元專長，以適應變動的工作環境；二是培養

學生與其他領域人士的溝通協調能力，以共同協力解決問題。 

本校自推動高教深耕計畫以來，已設置輔系、雙主修、學程、第二專長、微學程

及跨領域系列課程等多項跨領域學習機制，並透過課程精實政策創造學生跨域學習空

間，培養學生多元專長，拓展學生多元視野，培育產業所需之跨域人才。同時配合國

家發展政策，打造臺灣成為雙語國家，本校亦積極投入資源強化雙語能力之跨領域人

才的養成。 

本項工作具體策略將先著重教學與行政相關單位充份溝通以促成課程制度上之變

革，接續漸進式鬆綁系所課程分野，推動學院整合開課、擴大開課及選課彈性，因應

調整 112學年度起入學新生跨領域學習畢業條件，陸續增設特色微學程，深化學生資訊

與數位科技、STEM領域素養，整合自主學習計畫，逐步完善跨域學習機制，未來擬進

一步規劃特色前瞻學士學位學程；再透過開拓其他學校的合作，深化互動及聯盟關係，

提供多元軟實力的發展。預期將透過以下策略，提高學生學習自由度與培養學生多元

專長以適應未來變動的工作環境。 

A.彈性跨域學習機制 

推動校內各項跨領域學習機制，打破系所間藩籬，擬鬆綁學位授予的限

制增加修課彈性，透過推動特色學士學位學程，突破僵固的系本位學習模式，

培育學生跨系所專長或跨領域溝通能力，給予具高度轉銜動機及學習能力的

學生彈性的畢業管道。 

a.因應調整 112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跨領域學習畢業條件，持續推動課程精

實，規劃調整日間部四技課程架構，新增「跨域及自由選修」學分額度，

以 16 至 20 學分為原則，開放學生自由選修各類課程，並得認列加修之

博雅課程至多 4 學分；除設定各類必修課程之學分配置目標值，整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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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專業必修及選修的課程安排，更落實對教學品質之要求，加強課前預

習及課後複習、課後作業及演練等學生學習面向，達到應有的跨域學習

成效。 

b.盤點現有各微學程可容納之外系修課人數，持續增設符合未來新興科技

產業趨勢、SDGs 項目或技職實作特色之微學程或學分學程；另明確規範

學程開設申請之認證與課程模組設計準則，含課程架構設計、開課須知、

微學程設置與審核單位之權責分工等，供教學單位作為規劃設計微學程

課程模組之依循；而為使學生有目的跨域學習，增訂申請學程認證應符

合之跨領域學習畢業條件：除完成學程所有修業規範，所修之非基礎課

程類別科目至少六學分須符合學生所屬系(班)「跨領域專業課程」之條

件。 

c.建立修習輔導機制，成立跨域學習輔導小組，讓學生充分了解各微學程

特色，學生先於通識、基礎課程進行探索，繼而引導學生完成微學程後

進一步取得學程、第二專長、輔系、雙主修等，以建立跨域學習深度，

並符合自身期待；另建置網路預選系統與跨域學習登錄系統，課程提供

定額之外系選修人數，連動選課系統進行分發作業；且能根據學生修課

紀錄與主修系，推薦合適之微學程，亦便利學生查閱修習之進度；並擬

開放學生線上申請微學程證書。 

d.發展跨校合作的跨界學堂，與臺北大學聯合系統學校或他校進行跨校合

作，以「共備共授」、「共組社群」、「共同研究」、「共享資源」為導向進

行。在課程與研究面向，以大學社會責任(USR)以及永續發展目標(SDGs)

為主題積極與臺北大學聯合系統學校交流合作。在社群方面也鼓勵四校

教師發展「創新創業」、「EMI 共進教學」社群，並發展跨校跨域學生社

群合作活動，進行定期的跨校專業交流及重點培訓，持續推動跨校交流。 

e.修訂教師授課鐘點支給辦法與補助教師跨域教學，鼓勵不同領域教師合

作共組社群，開設跨領域共時共授課程、工作坊，亦將設計思考模式導

入通識博雅或專業課程，培養學生能以同理心與洞察力瞭解使用者需求，

探究問題的根本，再透過溝通與討論，凝聚團隊專業與合作，最後進行

設計與驗證。帶動本校跨域學習氛圍，擴增本校教師在跨域學習上之教

學效能。 

B.跨界整合的資訊與 STEM 教育 

透過科際、領域整合開設跨領域應用系列課程，培養學生跨領域應用設

計與實作能力。 

a.啟發思考邏輯的程式設計課程，程式設計與資訊技術的運用，已成為各

專業領域解決問題的重要工具。本校依系所定位與學習進程，已於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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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聘請專任程式設計教師，配合各院系課程特色，教授全校或各院

系程式設計課程，全面推動基礎程式設計課程，並持續開設與時俱進之

數位科技微學程，針對不同科系、領域，設計適合之新興科技微學程，

以培育具資通訊能力之跨域人才。 

b.由校層級推動適合非資訊領域學生修習之跨領域智慧創新微學程，並規

劃軟體開發工程實務重點課程培育學生資訊軟體核心能力，如設計學院

針對人機介面及電腦動畫程式分階段引導學生學習；機電學院課程規劃

著重在感測與物聯網技術，以提升學生對於程式設計的熟捻度，運用資

訊科技解決領域問題。 

c.擴充資訊領域種子師資，培訓足夠的非資訊領域教師種子師資，共組跨

院系合作之核心教師團隊，亦鼓勵院系開設跨域雙師共授課程，並透過

資通訊領域與非資通訊領域之教師共備共授課程，促進教師之間的跨域

合作與教學資源整合，以培養跨域師資協助規劃和培育非資訊背景之潛

力菁英學生的資訊核心能力，及資訊背景學生解決跨域應用問題的能力。 

d.推展女性培力學習模組，以「性別平等」為核心，匯集通識教育相關課

程，開設科際整合課程促進 STEM 領域與非 STEM 領域之教研人員合作

建立多元夥伴關係；並鼓勵女性師生籌組 STEM 社群、參與大專學生專

題計畫及企業合作的 PBL 產學研發專題，使女性有更多機會修讀男性比

例較高領域之課程，改善傳統科系中的性別隔離現象。 

e.具體規劃 AI 導入本校課程，主要分成三階段課程規劃 AI 素養課程、AI

應用領域課程、AI 核心知識技能課程，使學生能應用 AI 解決其領域問

題；透過組建 AI 課程小組、規劃課程、開發教材、安排教師增能工作坊

與制定獎勵措施，完善推動教學單位進行 AI 導入課程。 

C.優化多元自學模式 

隨著資訊科技快速發展，未來學習將跳脫課堂為主的制式形態，本校將

啟發學生「學習自決」的意識，提供學生多元自主學習模式，並能自主決定

學習內容，以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同時透過與校外各界合作，創新學習模

式與實踐場域，鼓勵學生至場域回饋學習成效，打造自主充實、學習無礙的

環境。 

a.精進現行的自主學習方案，修訂相關執行辦法，調整計畫執行時程；推

薦優質線上課程並以現實議題進行課程分類；優化線上學習開課規範，

增訂線上課程選定標準，並彙整學生反饋，同時建立自主學習交流平臺，

檢核每週學習進度，並安排期中檢核與期末成果發表會，使自主學習能

有連貫性及具體目標和成果，完善自主學習歷程。 

b.學生以讀書會、專題研究、競賽參與主題透過線上磨課師平臺或課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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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資源，共組跨域/跨校學習社群；在軟體專案管理層面透過開源平臺

(GitHub)，學生體驗多種角色於不同階段的各項任務，自由規劃時程，

包含人員組織、進度控制、軟體度量等，體現各類程式設計師業務，培

養學生團隊開發、分工合作能力。 

c.藉由沃課(workshop)線上平臺，「課程面」發展彈性自主學習機制，持續

以「隨選、隨開、隨上」彈性授課方式，提供「募師、募課、募問題」

之微型自主學習活動；「場域面」自光華、大稻埕商圈逐步擴散至其它場

域學習與回饋；「成果面」選擇適當場域分別進行「重點深耕」及「初探

體驗」，滿足學生隨時進行自我進修之學習需求，增進未來跨域學習與合

作發表機會，擴大學習邊界。 

(4)完善混成教學支持與品保，深化教學精進循環 (B-1、B-2、B-3) (SDGs 4.3) 

為有效提升教學品質，本校持續推動合理之教學績效考核機制，擴充教學場域及

軟硬體設備，推廣成果導向的社群共學、彈性化的混成教學設計及循環化的教學探究

模式，同時結合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夥伴學校之教學資源，以建構線上資源結合線下課

堂共生的教學優化系統，協助教師順利進入創新教學的第一哩路。 

依先前教學卓越計畫成果的分析與師生回饋，發現本校現階段教師多數欠缺創新

教學的知能及技巧，且缺乏同儕支援，以致投入創新教學的教師多集中於特定系所。

因此，本教學優化系統將逐步完善教學支持網絡，有效帶動教師投入創新教學相關工

作，以促進各院系所定期定量產出優質教學成果，並發佈至網路共享平臺，並推動整

體教學系統逐步轉化成一有機循環的創新教學生態圈，可持續產出創新教學資源，提

供學生最佳化的適性教學。 

A.完善教學支持網絡 

多方提供人力、經費、軟硬體資源與應用範例，同時建置虛實整合的反

饋及諮詢機制，以持續完善創新教學支持網絡，以有效降低教學創新的門檻。

預期透過以下策略，逐步推動全校每年 10%以上之教師通過支持網絡發展教

學增能方案，以強化教學成效。 

a.依照創新教學需求培訓常態性技術人力，提供教學設備支援、活動實況

錄影、數位教材製作、與教學現場輔助等服務。 

b.依任務導向(Task-Based Learning)原則辦理實體與線上創新教學實務研習，

並將成果匯整至網路平臺，提供教師相互觀摩。 

c.優化教學所需軟體之雲端應用環境，並匯整重要專業應用及優質開源軟

體，打造「教學軟體雲市集」。 

d.定期蒐集及推廣國內外創新教學應用模組(含新知趨勢、開放教育資源及

實用範例等)，並透過電子報、App 及社群媒體發佈應用資訊。 

e.推廣著重於知識節點設計、同儕互評機制、線上筆記、連結教學實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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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及學習歷程分析等功能的教學平臺。 

B.推展多元共學機制 

為有效提升教師的教學技巧及品質，透過多元共學機制，同時融合產

官學各方資源，發展符合各方需求的創新教學模式。預期透過以下策略，

逐步推動全校每年 15%以上之教師參與社群化共學活動，以有效帶動教師

專業成長。 

a.由傑出或資深教師(Mentor)帶領新進教師(Mentee)組成團隊，進行教學與

研究實務之傳授交流。 

b.「創新教學社群」：結合「線上」及「實體」社群，以教學創新為共構目

標，設計教材教法及導入跨領域教學研究。 

c.鼓勵各系所教師開放教室，形成「說/觀/議課」教學參照地圖，提供有志

教師實地見習。見習教師可汲取「說/觀/議課」歷程中的有效模式，自行

或與授課教師共同設計教學優化策略。 

d.由不同系所或專長教師合作開設問題導向學習課程，並共同設計課程教

材，同步帶領學生應用專業知識解決實際問題。 

e.透過研習推播平台，定期整合並發佈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四校研習資訊，

並相互參與研習活動，優化校際研習資源共享與人員交流機制。 

C.設計混成式教材教法 

為提高學生整體學習的參與感與學習成效，鼓勵教師導入混成式學習

(Blended Learning)概念。以學生為主體，設計整合資訊科技與學活動的教學

模式。預期透過以下策略，逐步推動全校每年 10%有以上之教師發展創新教

材教法，以有效提升教學力。 

a.透過「夥伴學校」、「產學能量」及「資源平台」三軌機制同步推廣及開

發 MOOCs 資源，如每年與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夥伴共同製作及推廣

MOOCs線上課程，同時鼓勵教師善用MOOCs、OCW、OTB等開放教育

資源，提升教學自由度及品質。 

b.推廣教師設計合作學習教案，並嵌入問題導向或遊戲式學習等概念，以

主題遊戲(如桌遊)或指派專案任務，提供學生分組依主題關鍵字進行探

究及分享合作成果。 

c.鼓勵教師運用教室設置之「教學全都錄」系統，錄製課堂教學實況影音

並發佈至網路平臺，以幫助學生自學。另將「教學全都錄」成果結合相

關網路資源，導入各類學習情境。 

d.鼓勵教師發展「線上」(如網路平台、直播軟體等)互動學習結合「線下」

實體課程的混成教學(Blended Learning)模式，打造虛實融合的學生學習

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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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鼓勵教師將生成式 AI、AR/VR 等數位科技導入教學，以輔助學生學習歷

程，並提升資訊素養及學習成效。 

D.活絡教學反饋共享鏈 

整合創新教學相關成果及延伸資源，並分享至開放教育資源平臺，讓教

師能將資源快速導入教學創新。預期透過以下策略，逐步推動全校每年 10%

以上之教師分享教學應用資源，以活絡創新教學氛圍。 

a.導入行動載具的即時反饋系統，於課程中進行教學互動，並即時了解學

生學習狀況，適時調整課程進度與內容。 

b.鼓勵教師蒐集教學成果及實施歷程相關資料，以個別或團隊形式展開教

學實踐研究。 

c.匯集各系科領域教師之創新教學心得及本位教案，並連結相關應用範例

及開放教育資源，以電子專題報導形式進行分享，促進教師能快速邁入

創新教學的第一哩路。 

d.將校內創新教學案例、研究成果及參考資源，以「策展」概念脈絡化及

故事化，利於師生快速理解及應用，同時推動數位協作機制，便於師生

共構資源地圖。 

3.長程發展策略（8 年） 

(1)奠基關鍵基礎能力，拓展多元永續視野 (B-3、B-5)(SDGs 4.6、SDGs 11.3、

SDGs 11.a) 

本校學生之工程科技專業及實務能力佳，但獨立思辨與溝通表達等能力較弱。為

因應未來社會的挑戰，本校將加強培養學生「帶得走」的基礎能力，包括邏輯思辨、

社交表達、國際移動及自主學習等項，再配合系所依據未來人才培育要求與欲養成學

生之核心能力來進行課程設計，培養專業與跨域能力，達到全人發展與具備終身就業

力的目標。 

本項工作將全面彙整校內資源，完善現有系統及機制，強化基礎能力課程與自主

學習環境，涵養學生關鍵基礎能力；強化評估邏輯思辨、社交表達、國際移動及自主

學習等四大基礎能力的綜效，如業界對本校畢業生在專業能力以外之指標評比，並據

以調整各項課程、活動、資源之配套措施。 

A.培養語文表達思辨力 

引導學生探索自我、規劃生涯構築未來，培養其合乎邏輯的獨立思考模

式，精進中文表達能力，提升媒體運用素養與充實法學知識，進而主動覺察

問題，做出理性分析與適當決策。 

a.為強化學生邏輯思辨力及提升表達能力，配合寒暑期書香計畫鼓勵學生

研讀課外讀物，搭配業師授課以及線上寫作課程，並針對國文課程大幅

改革，跳脫傳統課綱，以實用語文表達為導向，漸進式增強語文表達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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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確認學生在跨域溝通時，可準確表達核心概念。 

b.於大一國文課程中，導入職場溝通表達與科技寫作面向的數位教材，開

發可與外校共享的中文能力數位教材；並於課程中加入職場實務的溝通

案例，及包含科技寫作的基礎專業寫作內容。  

c.配合校園刊物「北科青年」與「校訊」徵稿，鼓勵學生書寫各項校園活

動心得參與投稿(獲刊登者可獲稿酬)，可增加實際寫作機會與展現自我

管道，提升活動曝光率與迴響程度。  

d.舉辦辯論賽及解謎遊戲設計工作坊，透過各議題正反方論述與遊戲關卡

設計實驗過程，以對手或玩家角度推導邏輯脈絡，培養理性與耐性。 

e.先發展口說評量尺規，適用於修讀國文課程之大一生。後期將依照學生

需求與程度，建立具科技專業與技職特色的國文會考題庫，搭配閱讀與

寫作評量尺規，並推動輔導機制，協助未達標準之學生。 

B.深化人文博識社交力 

以本校通識課程引導，開啟學生博識廣知視野，豐厚其人文底蘊，透過

社交禮儀技巧傳授與領導力培育，養成深具魅力之個人氣度；並藉由社團參

與過程，發掘興趣拓展人脈，幫助學生型塑特質，孕育自我品牌雛形，未來

逐步養成兼具理性思維與感性內涵之專業人才。 

a.通識多元專業化：規劃整合跨領域或創新創業相關課程，並增加心理學

領域課程。另調整彈薪積點，鼓勵專業系所教師開設通識課程或跨領域

微學程基礎課程。導入壓力調適及性別平等主題，培養情緒管理技巧及

適當調適管道，提升人際社交能力。 

b.涵養底蘊的人文美學體驗：規劃多樣化的藝文展演及講座，並舉辦手作

技藝活動，提供學生親身體驗藝術創作機會，提升人文涵養。 

c.提升學生心理健康的活動規劃：規劃增聘心理學領域專業師資，辦理壓

力與情緒調適相關活動，以協助學生因應忙碌緊湊的生活模式。 

d.鼓勵學生成立興趣導向多元社團，集結志同道合、來自不同系所專業同

儕，伸展社交觸角，開拓跨領域人脈，藉此引導學生共同營造團體向心

力與歸屬感，自主均衡發展優質課外活動。 

e.以座談會、講座型式，幫助師生思考：在世代差異與多族群共生的社會

環境中，如何跨越刻板印象藩籬相互理解，重新尋求自我定位。 

f.通識課程內涵及修習方式多元化：通識課程逐步開放更多北聯大他校課

程採認為校際選修，並鼓勵開設跨校合授課程，互補四校特色，並規劃

通識線上學分課程。 

g.通識課程主題納入科技與社會：將科技、科學與社會(STS)以及永續發展

目標(SDGs)導入通識課程及微學程，介接專業系所微學程，認列國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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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上與科技社會及永續發展相關的線上學分，並成立 SDGs 主題微學程。 

C.強化國際接軌學習網絡 

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及國際市場之擴張，本校積極提升學生外語能力與國

際移動力，並同時結合培育國家產業發展重點人才為首要目標，未來將致力

於雙語化大學目標邁進。本校將透過下列執行作法，厚植學生外語實務能力，

預計於四年內有效提升學生專業(職場)外語能力，外語能力提升成效目標成

長至 80%；此外，將於校內外拓展多方管道，提供學生接觸多元文化之機會，

強化學生國際視野與多元文化包容度，打造與國際脈動接軌之人才。 

a.基於英語能力是暢行國際場域的必備要件，以英語能力畢業門檻作為學

生檢視自我能力之基準實為重要。未來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制度和相關英

文教育改革之配套措施將因應教育情勢適時檢視修正，並自辦校內英語

能力鑑定考試作為英語畢業門檻之檢測選項。 

b.定期舉辦英語會考，進行能力分班與適才適性的多元英文教學。針對英

文程度高的學生，提供沉浸式的全英語學習環境，對英文程度落後的學

生，則以奠基英語基礎及通過外語檢定為目標。另開設職場及學術應用

加值英語課程。 

c.持續強化英語課程，中程將強化基礎英文課程多元性，提供學生選讀以

補足自身較弱之項目，以全面提升學生英語於聽、說、讀、寫能力達

CEFR B2 之標準。同時透過 ESP 與 EMI 教師合作充實專業英語學習教材

內容，並增設以強化口說與寫作能力之學術英文課程，以利學生未來與

EMI 課程學習接軌；長程將增聘外語教師，與國際盟校教師合作，落實

英語課程小班教學，並充實英語教材資料庫，以優化教學資源。 

d.辦理「English Producers」等全方位英語輔導服務，由 Fulbright 美籍學人

與應用英文系及他系英文能力較佳之學生成立輔導團隊，提供全英語口

說及寫作小組輔導，每學期參與學生人次逾 800 人次。此外，成立「學

術及專業英文寫作中心」，由外語中心師資提供相關英文寫作指引。 

e.每學期開設第二外語課程，涵蓋歐洲語系、日語、韓語及東南亞語種等，

遴聘教學經驗豐富之中、外籍教師，由淺入深奠基基礎語言能力，配合

外語檢定獎勵機制，鼓勵學生習得第二外語、報考相關檢定等。 

D.推動外語獎勵與鑑定機制變革 

為尊重學生學習自主和肯定其他第二外語優良能力，推動將第二外語作

為英語能力畢業門檻之替代語言選項。另為減輕學生參加校外機構語言檢測

之經濟負擔，教務處透過現行英語畢業門檻承認之測驗(如多益、全民英檢、

劍橋領思、托福、雅思等)建立具有信效度之「校內英檢」，學生英語程度相

當於英語畢業門檻標準之成績始得畢業，重點實施項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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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自 110 學年度開始，每學年度第二學期舉辦之英文期中會考合併英文畢

業門檻鑑定考辦理，為使題目具信效度以確實檢測學生英語能力，英文

畢業門檻鑑定考皆採購校外具有信效度之英檢考題，符合資格之考生若

修習成績及格，視同通過英語能力畢業門檻。 

b.透過校內英語檢定機制(英文畢業門檻鑑定考、校內舉辦之培力英檢)長

期追蹤學生之學習成效，並用以提升與改進本校開設之相關英語教學課

程。 

c.為鼓勵學生學習多元外語，本校訂有外語獎勵機制，未來規劃獎勵之外

語語種除現行之英語、日語、德語、法語、西班牙語等之外，擬配合英

語能力畢業門檻規定之修正，順應國際潮流，增列韓語、泰語、越南語

等語言，並參考歐洲語言能力分級架構 CEFR，修正調整各語種之獎勵

級別。 

E.主動探究問題解決力 

a.設計思考的社會觀察實踐：設計思考導入大一共同課程，讓學生了解設

計思考五步驟，並從中發掘定義問題，結合自身專長解決問題，以利應

用於專案研究、社會服務及競賽。 

b.培養非資訊領域學生運算思維能力：增聘程式設計教師，規劃統籌本校

非資訊領域的基礎程式設計課程，使其具運算思維能力並了解如何運用

於解決各領域問題。 

c.整合自主學習課程與學習實踐社群：持續推動各學院於基礎學科課程中

導入自主學習引導計畫並開設相關教學與學習工作坊予師生。同時透過

未來知識實踐者計畫，鼓勵學生學以致用，提升學習動機及效益，利用

自身專業協助解決社會議題。 

(2)淬鍊產學實務知能，領航前瞻科技創新 (B-1、B-2、B-3、B-4) (SDGs 8) 

本校以培育實務人才為辦學宗旨，同時為深化技職教育、培育國家前瞻科技人才，

除精進教師產業知能外，同時持續優化學生職能，深化產業專業的對接。自 107年起與

企業合作推動「產業模組化課程」以貼近產業需求，與標竿企業規劃實務模組化產業

課程、產業接軌課程，合作企業數成長 2.77倍，修課人次提升 6.5倍。此外，透過雙師

共授、業界串流協同機制，每年導入 75 門業師協同教學課程；落實技術扎根計畫教學

教育，每年開設至少 105門課程實驗教學課程，培育至少 200名實務助教，厚實學生實

務基礎，優化專業技能與提升學科能力。專業力履受肯定，並於《Cheers》雜誌「2025

年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榮獲技專校院龍頭。 

A.加值教師產業知能 

提升教師多元教學知能並激發創新教學能量，藉由與標竿企業之業師交

流奠基，深耕產學合作，使課堂教學與產業技術接軌，提升實務教學成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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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 

a.系科定位並尋找相對應的業界合作夥伴簽訂合作備忘錄，並成立產業課

程規劃委員會，建構產業導向之課程地圖。 

b.深化業師協同教學計畫，每年開設業師加值課程門數 75 門進行雙師協同

教學外，為深化業師參與教學之成效，可開放業師參與課程成績評分、

安排學生於課程結束後至業師所屬公司參觀或實習，抑或指導學生專題

或參與校外競賽。 

c.推動教師赴業界實務研習、深耕服務、赴標竿企業參訪，成果以融入教

學。 

d.自 112 學年度起，鼓勵教師將實務研究成果轉化成教材每年至少 10 件並

納入教學評鑑及特殊優秀教學人才彈性薪資計點，補助教師將其近年研

發成果以產出教材並建立教材資料庫，以建立研發新知之學習，並培育

相關標竿企業人才。 

B.建構具產學特色的課程模組 

建構實務導向的課程模組與教學，聚焦產業具體人力需求，並透過系院

課程推動與特色專班計畫，與時俱進培育產業核心人才。 

a.推動主題式總整課群，鼓勵各系重新檢視教學目標，在確保領域基礎專

業與核心知識完整性的前提下，重塑課程結構，建立由基礎、核心至總

整之學習階段，依據各領域主題整合系上大學部課程內容，讓科目之間

的連貫性更明確，以培養學生應用所學的專業知識連貫並付諸實踐。112

學年度正式辦理，截至 113 學年度，參與學系包含互動設計系、資訊與

財金管理系、文發事業發展系、電子工程系、工業設計系與機械工程系

共 7 學系，合計參與教師 32 位，修讀中學生 3,120 人次。 

b.發展具產業微學程，由產業與學校簽訂之合作契約，共同規劃實作課程

及實務實習，修畢可獲產業微學程企業認證證書。 

c.「技優領航計畫」針對學生專長量身打造學習歷程，除基礎學科以專班

教學強化外，高年級以專長選修職場實務，並以就業培訓、企業創新創

業跨域學習，育成具高階專精實務及國際移動力之技優人才。 

C.強化實務技能的學習機制 

透過實驗基礎課程資源補助，穩固各系專業基礎教學、提升學習品質，

並導入標竿產業教學相關資源，引領學生與產業對接，強化實務學習能力。 

a.提高實作的成效，執行「技術扎根教學」實施辦法，每門基礎實驗課程

提供教學獎助理資源，並透過傑出教學獎機制，表揚績效優良助教，提

升整體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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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導入由標竿企業友達、仁寶、緯創共同發起之「GOLF 學用接軌聯盟」，

依產業主題共同規劃課程及錄製教學教材，透過線上實務課程融入實地

教學課程，帶領學生走出教室看見產業真實的面貌與需求，以接軌產業。 

(3)塑造特色實戰課程，培育學生創業家精神 (B-2、B-3、B-4、B-5) (SDGs 3、

SDGs 7、SDGs 9、SDGs 11、SDGs 12) 

本校素有「企業家搖籃」之稱，全國上市上櫃公司主要負責人 10%以上為本校校

友。為發揚校友創新創業精神，於全國首創創新創業學程，因應趨勢潮流推動創新創

業模組化課程，同時搭配實作場域，鏈結校外資源，以培育學生具備創新創業因子。

本項工作將以多元創新創業課程奠定基礎知能，並依照不同實作需求，擴增校內創創

空間、教學場域及展示空間，供學生們進行創意激盪，長程建構校園創意氛圍與深化

教師創新實務力，持續召募跨領域師資團隊，送訓海內外汲取教學新知，搭配校際與

跨國創業競賽，安排業師諮詢服務，更鼓勵團隊參與教育部「創業實戰學習平臺」等

計畫累積創業實力，透過整合前端創新創業資源、鏈結企業及產學後端輔導，系統化

增進學生團隊創業實力，打造北科創業生態圈。 

A.建立種子教師認證機制，領航技職創創進路 

推動國家創新創業種子師資認證機制，建成臺灣創新創業教育示範基地，

以培育具創業家精神與產業實務經驗之新時代技職人才，厚實國家創新發展

之底蘊。 

a.養成具備創業知識及創業家精神的創新創業教師團隊： 

招募希望園丁及遴選校內 4 至 5 名種子教師送訓海內外(如美國 Babson 

College、UC Berkeley)，規劃創創飛行護照，建立教師創創培訓歷程檔

案，提供課程培訓相關補助措施。 

b.建立完善的種子教師培訓認證機制及教師人才資料庫： 

組建跨校教練團、辦理增能工作坊、確立培訓機制與人才資料庫。並向

部內申請核可，建構全國檢核機制並核發證照。最後由教練輔導團隊，

擴大人才培訓。由創創教練團隊統籌規劃大專校院通用創業典範模組化

課程、辦理全國教育松暨創業教育論壇，擴散創新創業教學能量。 

B.優化創業學習地圖，完善創業家微學程 

優化初階、進階、綜整三階段課程，培養學生創業知能與素養精神，系

統性、層次性、完整性地規劃學習進程，厚植學生創業實踐能力，建立創業

課程藍圖。 

a.營造具創業家冒險精神的校園氛圍： 

發展主題實戰課程(如微型創業實戰課程)，仿效全球頂尖大學校園創業

沙盒機制，培養校園創業精神。彙整師生創業實例專訪，分析商業教案，

規劃本校校園創業商案課程，建立校友創業人才庫，激勵校園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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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接軌產業的全方位創業商戰模擬課程： 

與里鄰企業合作(如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開設在地創新創業課程，實

際開發並募資或販售。辦理創業競賽衝刺培訓活動(如創業企劃書撰寫)

積極培養師生創業軟實力。 

c.與時俱進的創創學習地圖與修課歷程： 

擴增表達力/簡報力課程(如口語溝通演練)、經營課程(如網路創業管理)。

精實創新創業微學程，重整規劃基礎、核心及總整三階段系列課程。 

(4)積極培育本校碩、博士班研究人才 (B-1、B-4) (SDGs 4.3) 

本校定位為實務型研究大學，肩負培育國內高階產業人才之使命，而碩博士生亦

為校內進行前瞻實務研發與產學技轉的重要人力。本校透過每學年度辦理碩士班推甄、

碩士班一般招生考試、產業碩士專班、博士班推甄、博士班一般招生考試共五項招生，

招收本校及他校優秀大學部學生進入本校研究所就讀。同時校內透過學、碩一貫辦法、

發放研究生獎學金及逕修讀博士學位等積極措施，鼓勵本校優秀學生繼續就讀本校研

究所。辦理工作內容包含：蒐集歷年辦理招生之相關資料、調整碩、博士班招生名額、

各系所訂定分組名額、研修簡章、策劃各項工作時程及細節、準備各種需要的文件等

事宜。各項招生作業均肇始於召開招生委員會會議，會議中就簡章內容、考試時程、

相關配合作業時程、各項工作分工等事項討論。之後即依據會議之討論結果，隨即製

作宣傳海報，進行一連串之宣傳工作，除公告於招生網站及校外大型電子看板之外，

並將招生資訊發佈至全國各公私立大學、技專校院及大型補習班。本學年度報名作業

均採用網路報名的方式辦理，採行電子化繳費服務；同時設立正、備取生報到狀況查

詢系統，提供考生們更便捷、貼心的服務。持續辦理留讀相關招生措施來留住本校優

秀學生攻讀本校研究所，相關措施臚列如下： 

A.辦理學碩一貫學程(SDGs 4.3) 

為使學生及早確認志向，並鼓勵本校各學制優秀學生繼續留在本校就讀

碩士班，大學部學生各學期表現優良者，得於三年級上下學期規定期間向各

系所碩士班提出申請，錄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碩士班預備研究生

資格，其後每學期可上修研究所至多三門課程，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成績達

七十分以上，得依入學後所屬系所規定申請抵免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數，

並期使學生達到連續學習及縮短修業年限之目的，亦減輕少子化現象對本校

碩士班招生之衝擊。 

B.發放研究生獎學金 

本校為鼓勵大學部提早畢業之優秀應屆畢業生續讀本校研究所及鼓勵碩、

博士班研究生入學後能專心致力於學術研究與技術研發，設立研究生入學獎

勵及研究生研究成果獎勵金，經審查通過者，提供研究生相當於學雜費半免

或全免之獎勵金及每月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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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鼓勵學生逕修讀博士班(SDGs 4.3) 

針對本校之大學部應屆畢業學生及碩士班一年級或二年級學生，若對於

學術研發領域具有興趣及研究潛力，鼓勵申請逕修讀，進入本校研究所博士

班繼續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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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事務處 

(一)現況 

學生乃為校務行政的核心，除為大學全人教育施教的對象外，更為大學創新研究發

展及畢業後熱情服務社會之生力軍。因此，大學校園人才培育的本質，除了要奠定其學

識基礎外，更須形塑健全人格，使其日後能具有良好品德、關懷社會及樂於服務人群之

高尚情操。特別是，本校為具有優良傳統之技職名校，校園環境處於繁華之都會地區，

學生置身於高度自由及多元價值文化的首善之區，難免受到媒體報導亂象或社會功利主

義之外在環境的影響，而自我封閉，難以面對壓力或挫折，甚至急功近利、迷失自我。 

本校除賡續推動友善校園各項活動及強化「服務-學習」課程之內涵外，將全面提升

學生之人文藝術涵養，營造校園環境氛圍，實踐品德教育；持續推動「勞作教育」課程，

漸次培養同學勤勞愛物的習慣，樂於犧牲奉獻、回饋社會；強化社團活動能量，活絡社

團活動，培養具社會關懷的領導人才；以致力偏鄉服務，關懷弱勢族群，善盡大學社會

責任；強化健康促進活動與心理輔導，增進學生身心靈健全發展。培養學生成為活潑健

康、有品有格、關懷社會的優秀青年。 

(二)發展目標 (A-1、A-2、A-4、A-5、B-3、B-5、C-1、C-2、C-3、F-1) (SDGs 1.3、

SDGs 3.4、SDGs 3a、SDGs 4.1、SDGs 4.5、SDGs 4.6、SDGs4.7、SDGs 4.a、

SDGs 5.1、SDGs 9.1、SDGs 10.3、SDGs 11.7、SDGs 17.14) 

本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秉持「誠、樸、精、勤」之校訓，以「誠實、整潔、禮貌、

紀律、安全、服務」之六大德目，努力建立充滿「正義、溫馨、和諧、快樂、關懷」之

優質校園環境及文化，培養具有卓越能力、篤實精神、樂觀進取、關懷社會、有品有格

的社會中堅；且具備人文關懷、社會情操、樂於分享之全人化公民為目的。並滾動式修

正本處中長程發展計畫，針對消除貧窮飢餓、促進健康生活、打造優質環境、確保公平

教育及實現性別平等，具體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學生事務處依據中長程發展計畫之 6 大主軸目標及 26 項發展策略，擬定量化發展

指標及執行期程。各項發展指標依據單位資源條件、軟硬體設備及近年表現，篩選出特

色亮點指標，再從中訂定核心發展指標。每學期透過校務發展委員會及中長程計畫書研

商修訂會議，持續針對各單位近中長程預定達成之定量化指標進行追蹤檢討。 

學生事務處近三年執行成效皆完成指標，完善學生輔導，提供舒適學習環境(A-1)部

分，本校五專及大學部學生已全面實施一級預防班級輔導，每年計 60 個以上班級，並

超過 2,000 人次參與，新生高關懷受測率已達成 90%目標；建置智慧控制的優質校園(A-

2)部分，致力推動智慧控制的優質學生住宿空間，已完成宿舍電力雲端計費系統建置並

已實施；盤點管理空間活化利用(A-4)部分，持續擴增學生活動空間，近三年已增加學生

活動空間面積 376.24 m2；提升餐飲品質與校園環境(A-5)部分，111 至 114 年間共辦理

餐飲衛生研習 7 場，總計 323 人參加，食品抽驗共 10 批次，總計 122 件送驗，衛生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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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共 146 次，維護校園餐飲環境與品質；發展創新的教學模式，建構以學生為主的學習

環境(B-3)部分，透過勵志獎助金結合之學習輔導機制，協助弱勢學生提升學習成效，111-

113 每年皆獎助超過 80 人，獎助金額每學期皆超過 2,500,000 元；增進學生人文藝術涵

養與優良人格特質(B-5)部分，每年辦理 1 場全校師生書法比賽，每場至少 100 人參與，

以推廣及傳承品德教育；強化學生多元社團經驗與服務學習機會(C-1)部分，每年皆參與

教育優先區中小學寒暑假營隊及帶動中小學社區服務，並舉辦國際志工活動。在學生社

團方面，每年皆辦理超過 400 場次活動及組成約 160 隊服務學習公共議題研討團隊，呈

現多元學生活動樣貌；在鞏固校友企業專業鏈結，樹立學生學習楷模(C-2)部分，每年約

提供 20 項以上校友獎助學金供學生申請，總計提供 200 名獎助生員額，獎助金總達 2,800

萬元，協助學生專心向學；深化品德教育，朝向以人為本的教學理念(C-3)部分，每年召

開 2 場次品德教育相關會議，持續強化本校師生對於品德核心價值之建立與認同；提升

行政效率優化服務品質(F-1)部分，透過本校「特殊優秀服務人才彈性薪資」各項指標與

點數認證制，獎勵服務優秀教師，並持續修正各項指標項目內容。學生事務處之定量化

指標及近三年(111-114 年 1 月 31 日)執行成效如表 13.1。 

     表 13.1 學務處之定量化發展指標總表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健康智慧的

綠 色 校 園

(A) 

完善學生輔

導，提供舒

適學習環境 
(A-1) 

中程（4 年） 

1.針對五專及大

學部學生全面

實施一級預防

班級輔導，每年

達 60 個班級共

2,000 人 次 參

與。 
2.擴展二級預防

輔導，辦理新生

高關懷篩檢，以

受測率 90%為

目標。 

1.111 至 113 年間，五專

及大學部辦理班級輔

導，111 年共 79 班，

2,781 人；112 年共 87 班

3,631 人；113 年共 87 班

3,712 人。 
2.新生高關懷受測率自

111 年為 80%、112 年

90%、113 年 96%。 

建置智慧控

的優質校園

(A-2) 
近程（2 年） 

持續推動智慧控

制的優質學生住

宿空間，全面改

善宿舍寢室電力

系統收費。 

1. 111-113 年改善電力系

統收費，以價制量，達

成節能效益。學生宿舍

床位總共 1,902 床，113
年共計 1,902 床完成建

置電力雲端計費系統，

執行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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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盤點管理空

間活化利用

(A-4) 
中程（4 年） 

依 學 生 社 團 需

求，開放商借教

室、會議室、中正

館供社團練習及

上課，3 年增加

10-12 個場地作

為 社 團 活 動 使

用。 

2. 111-113 年建置宏裕科

技大樓 B4 社團空間，

並新增 5 間大型社團辦

公室、5 間小型社團辦

公室、2 間樂器置放室、

2 間樂團排演室，增加

空間面積為 376.24 m2，

並於 112 年全面進駐使

用，113 年持續優化空

間。 

提升餐飲品

質與校園環

境(A-5) 
中程（4 年） 

1.舉辦餐飲衛生

研習 每年 2 場

次/80 人次。 
2.針對校園餐飲

食品微生物、添

加物抽驗送檢

每年 4 批次/40
件次。 

3.每週不定期現

場衛生督導每

年 40 場次。 

1.111-114 年 2 月餐飲衛

生研習共辦理 7 場，總

計 323 人參加，執行率

達 100%。 
2.111-114 年 2 月食品抽

驗共 10 批次，總計 122
件 送 驗 ， 執 行 率 達

100%。 
3.111-114 年 1 月 30 日衛

生督導共 146 次，執行

率達 100%。 

多元創新的

學 習 環 境

(B) 

發展創新的

教學模式，

建構以學生

為主的學習

環境(B-3) 

中程（4 年） 

為落實教育部高

等教育深耕計畫

「以學習取代工

讀」精神，期望透

過勵志獎助金等

相關獎學金結合

之 學 習 輔 導 機

制，協助弱勢學

生規畫自主學習

計畫，依照學習

策略善用校內/外
學習資源，以達

到提升學習成效

之目的，每學期

預 計 核 發

2,500,000 元。  

1. 111-1 學期獎助 639 人

次 ， 獎 助 金 額 共 計

6,915,660 元。 
2. 111-2 學期獎助 414 人

次 ， 獎 助 金 額 共 計

4,325,250 元。 
3. 112-1 學期獎助 395 人

次 ， 獎 助 金 額 共

4,918,000 元。 
4. 112-2 學期獎助 438 人

次 ， 獎 助 金 額 共 計

5,425,650 元。 
5. 113-1 學期獎 466 人次，

獎助金額共 5,231,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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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增進學生人

文藝術涵養

與優良人格

特質(B-5) 

長程（8 年） 

為 推 動 品 德 教

育，宏揚本校師

生高尚品格，每

年辦理 1 場全校

師生書法比賽，

每場至少 100 人

參與，以推廣及

傳承書道文化藝

術，提升全校師

生對書法藝術之

賞析，建立人文

藝術之涵養，以

提升品德教育、

推廣書香的校園

文化。 

111-113 年共計辦理 4 場，

111 年計 116 人參與、112
年計 142 人參與、113 年

計 128 人參與，執行率達

100%。 

全人發展的

孕 育 搖 籃

(C) 

強化學生多

元社團經驗

與服務學習

機會(C-1) 

近程（2 年） 

1.學生參與教育

優先區中小學

寒暑假營隊及

帶動中小學社

區服務活動，每

年派遣 10 至 15
隊服務團隊。 

2.每年辦理 1 場

次國際志工相

關活動(講座、

參訪等)。 
3.學生社團每年

辦理約 400 場

次活動，含括學

術性、康樂性、

聯誼性、音樂

性、體能性、服

務性及學生自

治會等品德教

育活動。 
4.服務學習活動

方面，每年辦理

1 場 TA 培 訓，

組成約 160 隊

公共議題研討

團隊，強化學習

領導統整能力、

1.111-113 年共計派遣 38
隊服務團隊前往服務，

執行率 100%。 
2.111-113 年共計辦理 10
場國際志工相關活動，

執行率 100%。 
3.111-113 年學生社團辦

理各項活動約 3848 場，

提供學生在團體中適性

發展的機會，積極培養

多元發展能力，以凝聚

團體向心力，執行率

100%。 
4.111-113 年共辦理 3 場

服務學習 TA 培訓，服

務學習課程修課生組成

約 480 隊公共議題研討

團隊，推動現有的各項

社會服務方案，精進課

程帶領技巧，執行率

100%。 



274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反思能力與批

判思考能力。 

鞏固校友企

業 專 業 鏈

結，樹立學

生學習楷模

(C-2) 

中程（4 年） 

依據各類校友獎

助學金規定及學

生經濟狀況、學

習表現等因素受

理 獎 助 學 金 申

請；期使學生瞭

解校友愛心回饋

學 子 就 學 之 美

意，以及獎勵學

生突破困難、精

進學習。每年度

至少提供 12項校

友企業獎助學金

供學生申請。 

111-113 年度計提供 20 項

校友獎助學金供學生申

請，每年計提供 200 名獎

助生員額，協助學生專心

向學，獎助學金總金額達

2,800萬元，獎學金核發率

達 100%。 

深化品德教

育，朝向以

人為本的教

學理念 
(C-3) 

長程（8 年） 

每年召開 2 場次

品德教育相關會

議，以強化本校

師生對於品德核

心價值之建立與

認同、人文藝術

涵養之提升、欣

賞 與 美 感 之 開

展、服務與關懷

之實踐，並以校

訓「誠樸精勤」為

中心，形塑優質

校園文化，進而

培養業界所需人

才，運用所學服

務社會，成為具

有良好品德與態

度的世界公民。 

111 年召開會議 5 次、112
年召開會議 3 次，113 年

召開會議 3 次，執行率達

100%。 

效能友善的

行 政 團 隊

(F) 

提升行政效

率優化服務

品質(F-1) 
近程（2 年） 

1. 本校「特殊優

秀服務人才彈

性薪資」點數

認證分為三大

服務項目，分

別為「學生輔

導服務」、「社

會責任」及「校

1.111 年申請件數 28 件，

27 件審核通過，副教授

(含)以下比例為 55%，

彈性獎勵金為 186 萬

元。 
2.112 年申請件數 28 件，

23 件審核通過，副教授

(含)以下比例為 52%，



275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內服務」，各項

指標項目內容

並依實施現狀

每年滾動式修

正。 
2. 「特殊優秀服

務人才彈性薪

資獎勵名額，

以本校當年度

專任教師與專

案教師合計總

額之 20%為上

限，並得視當

年度本校特殊

優秀人才彈性

薪資之經費額

度調整名額或

終止彈性薪資

獎勵。惟副教

授以下(含副教

授)職級之獲獎

勵人數須占總

獲 獎 勵 人 數

30%以上。 

彈性獎勵金為 194.4 萬

元。 
3.113 年申請件數 36 件，

30 件審核通過，副教授

(含)以下比例為 47%，

彈性獎勵金為 284.4 萬

元。 
4.111-113 年獲獎人數與

比率皆達目標值，執行

率 100%。 

(三)近中長程發展策略 

學生事務處發展目標之建立著重本校健康智慧的綠色校園、多元創新的學習環境、

全人發展的孕育搖籃及效能友善的行政團隊等四項主軸目標，逐步推展近中長程發展策

略。據前四項主軸目標項下分成十項發展策略細化制定工作項目，分別為：完善學生輔

導，提供舒適學習環境(A-1, SDGs 4.a)、建置智慧控的優質校園(A-2)、盤點管理空間活

化利用(A-4, SDGs 4.a)、提升餐飲品質與校園環境(A-5,SDGs 3.a)、發展創新的教學模式，

建構以學生為主的學習環境(B-3, SDGs 4.a)、增進學生人文藝術涵養與優良人格特質(B-

5, SDGs 10.3)、強化學生多元社團經驗與服務學習機會(C-1, SDGs 1.3)、鞏固校友企業專

業鏈結，樹立學生學習楷模(C-2)、深化品德教育，朝向以人為本的教學理念(C-3, SDGs 

4.7)、提升行政效率優化服務品質(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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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程發展策略（2 年） 

(1)打造智能住宅環境，提升學生宿舍質量 (A-1、A-2、A-3、A-4、A-5)(SDGs  

4.a、SDGs 9.1、SDGs 11.7) 

檢討現行宿舍門禁、電力系統，透過跨單位整合，並結合現行學生證悠遊卡功能，

期使學生宿舍朝向智能住宅發展，建置智慧控的優質校園。配合教育部新宿舍運動政策，

透過展開建築團隊的專業對話，盤點管理空間活化利用，規劃未來公共空間整建，並透

過更穿透的廊道空間，塑造多功能永續綠色校園，期使宿舍能注入更多的互動量能，具

體對應永續發展目標；另為提供更多學生的住宿空間，已向友校新北高工及南港高工承

租閒置宿舍，現行租約期限為一簽 3 年短期契約，將積極爭取長年限續約，以維持穩定

床位供給，並積極尋找適合地點承租，以提供學生良好住宿環境。 

(2)強化學生活動與品德教育之鏈結 (C-1、C-3) 

融合教育部品德教育細項指標以提升社團活動、全校性學生活動經營品質並達到深

化人文素養成效，每年社團活動約 160 場次，合計參與約達 3,000 人次，並逐年提升學

生活動人數、場次及社團活動之價值。 

(3)推動健康促進活動 (A-1) (SDGs 3.a) 

籌劃辦理健康促進及衛生教育講座與活動，如：健康體位、菸害防制、性教育(含愛

滋病防治)、傳染病/防疫、健康飲食、急救訓練等活動，預計每年辦理8場次，參加達900

人次，並配合教育部健康促進學校計畫項目執行，健康體位開班招收40人，授課期間6

週，達500人次參加，並與醫療院所合作提供相關服務，透過規律運動、健康飲食等方

式，養成良好生活習慣，提升師生自我健康管理能力，進而強化優質健康生活。另配合

112年菸害防制法修正案，大專院校院全面禁菸，本校撤除吸菸區實施全面禁菸，營造無

菸校園環境。 

(4)促發弱勢學生學習，以學習取代打工 (B-3、C-3) 

為落實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以學習取代工讀」精神，期望透過勵志獎助金、

學業優良獎助金、學業進步獎助金等十項獎助金所結合的學習輔導機制，協助弱勢學生

規畫自主學習計畫，依照學習策略善用校內/外學習資源，以達到提升學習成效之目的，

每學期預計核發5,000,000元，並將輔導成果提供給校務研究中心分析成效，滾動式調整

輔導機制，以切合弱勢學生之需求。 

(5)優化導師制度 (A-1、B-5、C-3) 

優化導師可使用之系統工具、遴聘優質導師、提升輔導效能，並訂定本校「優良導

師評選作業要點」，以建立更完善之導師制度，促進導師與學生間更緊密的聯繫並為落

實導師工作之推展，提升輔導功能，強化導師與導生的關係。 

(6)特殊優秀服務人才彈性薪資 (F-2) 

本校為獎勵特殊優秀服務暨輔導人才，以提升教師服務品質與意願，依據「國立臺

北科技大學特殊優秀服務人才彈性薪資支應辦法」，訂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特殊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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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人才彈性薪資支給要點」。依據本要點第3條規定，特殊優秀服務人才彈性薪資獎勵

名額，以本校當年度專任教師與專案教師合計總額之20%為上限，並得視當年度本校特

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之經費額度調整名額或終止彈性薪資獎勵。惟副教授以下(含副教

授)職級之獲獎勵人數須占總獲獎勵人數30%以上。每年預計獎勵全校30位服務績優之教

師。 

(7)深耕在地，鏈結國際(C-1、C-3) (SDGs 4.1) 

A.辦理國際志工講座，並規劃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為主題，邀請各界具有

相關志工知識、海外援助經驗以及國際志工交流背景人士，與學生分享過

往服務經驗，激發學生對國際社會之使命感、責任感，提升學生全球移動

力，促使學生具備國際關懷情操。 

B.鼓勵學生參與教育優先區中小學寒暑假營隊及帶動中小學社區服務活動，

培養學生公民意識與責任感，並涵泳品德倫理態度及服務精神。預計每年

派遣 15 隊服務團隊。 

(8)健全心理健康三級輔導網絡 (A-5) 

透過新生心理健康講座，即早篩選出需輔導資源介入之學生；連結校外心理

輔導資源，學期間提供每月兩次精神科醫師諮詢及一場次醫療衛教講座；另

外，藉由參與教師、學生相關活動介紹學生輔導中心資源，增進師生與校內

外輔導資源的連結，並辦理增進人際界線、提高對他人尊重相關活動，打造

和諧校園環境。 

2.中程發展策略（4 年） 

(1)整合校內外資源，全方位關懷學生 

面對世界局勢瞬息萬變，貧富差距擴大，學生家庭承擔能力不一，整合資源，扶助

弱勢家庭學生，輔導強化學識發展，維護學生受教權利。 

A.提升扶助經濟弱勢家庭學生效能 (C-2) (SDGs 1.3) 

a.加強宣導及辦理就學貸款業務，配合政府政策，每學期針對中低收入家庭

子女減免學雜費，減輕籌措教育經費壓力。 

b.強化學生急難救助功能，充分利用及宣導校內外獎助與補助金，有效解決

學生或家庭突發狀況。 

c.增加弱勢家庭學生生活助學金申請名額至 180 名，藉由在各單位服務學習

機會提升未來就業知能及達成安心就學目標。同時有效運用工讀制度，協

助弱勢家庭學生在校內從事臨時性、專長性之工作，使學生藉工讀機會養

成獨立自主精神。 

d.各項獎(助)學金資訊採網路與通告並行方式，便利學生查詢與辦理，俾能

發揮濟貧扶弱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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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為保障身心障礙學生及弱勢學生教育權益，依據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各項

工作，致力於推動身心障礙學生與弱勢學生輔導機制，例如:學習落後學生

個別輔導、導師輔導、同儕輔導，及配合學生個人的學力，擬定自學計畫。

(B-5, SDGs 4.5) 

C.強化社團組織、推展社團活動 (C-1、C-3) (SDGs 10.3、SDGs 17.14) 

a.輔導學生社團配合自身專業展開社區服務。 

b.落實學生自治精神，建立學生自治會、學生議會、系學會及學生社團之行

政架構，輔導其健全發展，並鼓勵優秀學生參加，每年 2 場次全校性社團

社長暨指導老師會議。 

c.增進幹部本職學能，每年辦理大型社、系會長研習營，協助各系會長及社

長學習組織運作，並提升經營組織之實務技能。 

d.建立社團幹部獎勵制度，鼓勵學生社團落實服務工作。 

e.強化社團評鑑制度及 e 化，獎優汰劣，建立社團各項活動及工作傳承，並

強化檔案管理制度。 

f.健全學生社團網頁。 

D.建置完善的社團設備與空間 (C-1、A-4) (SDGs 10.3、 SDGs 11.7) 

a.改善社團活動環境，增置社團專用活動場地，提升社團辦理各項活動品質。 

b.充實社團內部設備，編列預算逐年增加各社團所需器材與設備，並配合學

校空間調整，增加學生社團之團辦空間。 

E.為營造多元文化友善校園，落實輔助原住民族學生課業學習、生活輔導及生

涯規劃，設置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以提升原住民學生的學習成效與品

質，建立其對學校與自我文化的認同，每年民族教育課程活動達 9 場次。

(C-1、C-3、B-3) 

(2)推動服務-學習課程，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A.強化服務-學習課程 (C-1) (SDGs 1.3) 

a.具體落實「誠樸精勤」校訓的理念，養成學生主動積極、負責自律、勤勞

服務、互助合作之美德，以及領導協調之核心能力，同時，深化服務學習

課程內涵，以達成關懷弱勢、縮短貧富差距、落實社會正義及完成學生、

家庭、學校、社區、與機構，以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b.每年辦理志工訓練及軟實力培訓，藉由服務學習促進學生的社會與公民責

任、服務技能、個人發展，並在真實生活情境中強化學習領導統整能力、

反思能力與批判思考能力。 

c.設立社區服務場域業師，強調服務實作，使學生主動付出，而非被動接受；

加強學生與社區的互動，使學校氛圍更開放、積極與成長的學習環境，學

校亦自社區得到資源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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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學生透過服務與社區間互惠，給社區(機構)與學生有新的思考，同時因為

學生的參與帶給雙方正向的成長經驗，主動關注社會議題、繼續投入社會

服務，繼而積極參與社會事務。 

B.強化服務連結，關懷永續發展 (C-1、C-3) (SDGs 4.5、SDGs 4.6、SDGs 5.1) 

a.透過校定必修服務學習課程，帶領修課學生關注公共議題及聯合國永續發

展指標(SDGs)，並連結社福單位與社區需求，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志工服務，

擴大志工規模。 

b.強化社團參與教育優先區及帶動中小學計畫之能量，以社團專長從事服務

學習，經由社團活動的參與培養群育精神並拓展多元能力，引導學生開拓

永續視野，在體驗過程中創造自我價值。 

c.輔導學生成立自組團隊，積極協助社區發展，深入與廣化地區觸接模式，

滿足地區需求。 

d.持續辦理國際志工講座，長期推廣關懷國際社會之理念，鼓勵更多學生加

入國際志工行列。 

(3)整合輔導資源，落實學生輔導工作 

A.發揮人員專長，落實專業分工並合作 (A-1、B-5) (SDGs 4.7) 

a.導師工作以輔導知能、自我成長、輔導經驗傳承三面向，訂定自我探索、

生涯規劃、生命教育、親子溝通、人際關係與溝通、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

兩性交往與溝通、認識憂鬱症、網路成癮及校園法律問題等主題活動，提

昇導師輔導知能。並加強導師與學生輔導中心之互動，在三級預防的架構

下構建高效能之輔導資源網絡。在永續議題推動規劃方面，對應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SDGs)，藉由辦理導師輔導知能研習，增進對於個別差異的包

容與接納以提供更有效能之輔導。 

b.促進導師與學輔人員間的共識與瞭解，增進校內系統合作的效率與品質，

建立優質的校園輔導守護網，強化導師間的同儕輔導網絡，革新遴選優良

導師制度，彼此激勵與學習，並落實教師輔導與服務評鑑制度，以提升教

師輔導績效。 

c.賡續敦聘具有心理諮商、臨床心理、社會工作等不同專長的輔導老師，提

供本校教職員生更為貼切與多元的專業服務。 

B. e 化諮商輔導服務系統，提昇輔導效能：配合資訊之蓬勃發展，學生、導師

頻繁使用網路之特性，除提供電話諮詢及諮商預約之服務外，亦藉由「前瞻

輔導 321 系統」，將諮商輔導服務 e 化，加強師生在諮商與諮詢服務之廣度

及深度，並透過系統間之共構，專業輔導人員能立即的轉介個案、共享資

源。(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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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落實學生三級預防輔導 (A-1、C-3) (SDGs 3.4、SDGs 4.7) 

a.系統性實施一級預防輔導，大學部學生全面實施統合性輔導方案，每學年

規劃辦理五專班班級輔導及大一新生定向班級輔導、大二同學生命教育

輔導、大三學生之生涯發展輔導。同時，為提升學生未來就業即戰力，辦

理就業相關主題之團體輔導。於輔導講座中，適時推廣心理衛生教育，有

助於同學了解學輔中心各項資源與服務，引導學生重視溝通、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情緒管理等核心能力之培養與學習。每年約辦理 70 個班級、

2,700 人次。 

b.實施一級預防輔導，安排培訓心輔義工、學輔股長之課程。培訓同儕輔導

種子，讓心輔義工成為學務資源與同學之間的橋樑，透過學輔股長提升同

儕間互相關懷與扶持，以此強化校園之多元輔導網絡。預計每年同儕輔導

種子培訓活動達 30 場次、75 小時，合計參與達 700 人次。另外，為營造

多元文化友善校園環境，針對不同身份學生(如：研究生、外籍生、僑生)

辦理系列工作坊，學習有效之壓力調適、人際適應策略，提升學生於校園

生活的適應能力。每年特定身份輔導活動達 8 場次、24 小時，合計參與

達 95 人次。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整合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永

續發展規劃內容，持續精進一級預防輔導工作，以確保包容和公平的優質

教育，讓全民終身享有學習機會。 

c.擴展二級預防輔導，辦理新生高關懷篩檢，實施對象從大一學生擴展至研

究生、境外生、陸生及五專生，各學院個案管理師主動聯繫有關懷需求的

同學，列管追蹤，提供及時的心理諮商服務，每學年受測率達 90%以上。

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持續精進二級預防輔導工作，以確保健

康的生活方式，促進各年齡人群的福祉。另外，針對篩選出高關懷的學生

達 100%追蹤，並視個別狀況進行個管或提供諮商服務。 

d.提供完整的測驗資源，建置符合學生需求的各式測驗，讓學生能夠完整的

依個人需求進行自我探析。學輔中心備有 16 種心理測驗、48 種牌卡。 

e.強化三級預防輔導，建立學生輔導轉銜機制，透過教育部轉銜平台進行校

際合作，在學生入學之初便能及早提供服務、縮短輔導空窗期。另外，已

完成修訂本校校園自我傷害危機處理標作業流程，並持續優化危機時系

統間的合作。 

(4)宣導疾病預防與健康促進教育、加強師生健康管理及建構安全校園環境 

A.建立全校師生健康資料庫，運用健康教育大單元教學與活動介入同時並行

的方式，推動相關衛生教育，增進教職員工生的健康生活技能與行動能力。

每年衛生教育課程 10 場次，合計參與達 1,000 人次。(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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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辦理急救訓練課程，提升師生對事故傷害預防及緊急處理的知能，強化校園

緊急救護支援系統。每年急救教育訓練課程 4 場次，合計達 80 人次。(A-1) 

C.推動健康促進實務系統，由雲端儲存師生檢查結果，建立連續而完整的健康

資料，以長期觀測本校師生健康狀態，建立健康行為監測系統，協助自主管

理健康。每年登錄使用 1,800 人次。(A-2) 

D.持續培訓衛保志工團體，協助推動健康促進活動，每年參與志工服務達 50

人次。(C-1) 

E.協助實施學生定期健康篩檢，並加強傳染病防治工作。每學年 1 場次新生

健康檢查/健檢率達 95%。(A-1) 

F.持續強化校內餐飲衛生管理工作，營造衛生、健康、安全、美味的飲食環境。

每年 2 場次餐飲衛生講習合計參與達 80 人次；食品抽驗 4 梯次合計 40 件；

現場衛生督導 40 次。(A-5、F-1) 

G.推動菸害防制教育活動，持續配合政府菸害防制法相關政策，結合校內外

資源落實無菸校園環境營造。每年菸害防制教育宣導活動 4 場次合計參與

達 400 人次，戒菸輔導或轉介 20 人次。(A-1、B-5) (SDGs 3a) 

H.為維護校園安全，校園現有 14 台 AED(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未來仍

視需求增設 AED，以建構安全健康的生活環境。(A-2) 

3.長程發展策略（8 年） 

(1)增進學生人文藝術涵養，實踐品德教育 

本校為歷史悠久之科技大學，歷年培育之學生對國家具有莫大之貢獻。而要培養 21

世紀之現代化公民，除了需要專業知識外，亦應具備良好品格、生活美學及人文藝術的

能力。同時為提升校園倫理，以落實品德教育，塑造正向負責的社會公民為目標。 

A.厚植學生人文藝術素養 (B-5) (SDGs 10.3) 

a.結合社團及系學會進行多元化宣導，並以學生喜好為考量，辦理常態性宣

導活動，擴大師生參與度。 

b.辦理音樂性、服務性、康樂性、學術性、體育性社團之聯合成果展或校際

交流競賽，鼓勵社團多元交流，並積極參與臺北聯合大學系統相關活動，

促進不同團體間彼此腦力激盪，拓展社團視野、增強溝通與協調能力，期

建立多元文化校園環境。 

c.鼓勵社團與本校文創相關科系共同展演或結合校內外相關藝文活動，藉由

參與校內外活動與共同規劃辦理主題系列活動，提升校園文創氣息，培養

同學藝術涵養，並增進團隊合作、問題解決與文化創造之能力。 

B.型塑品德教育 (B-5、C-1、C-3) (SDGs 4.7、SDGs 10.3) 

a.成立「品德教育推動委員會」，由一級主管共同建構發展內涵及目標，並

以環境建構、通識教育、多元融入課程、社團活動／學生輔導／社會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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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技藝傳承、表揚榮譽、USR(大學社會責任)、SDGs(永續發展

目標)等八面向進行推展。具體對應永續發展目標(SDGs)，以提升本校師

生品德教育實踐能力，友善環境，減少資源濫用。 

b.每年規劃品德相關主題，配合設計各種活動與輔導方案推展，建構品德核

心價值與行為準則之實踐，結合學生社團、系學會及學生會辦理社會服務

類(捐血、淨灘淨山、社區服務)、人文藝術類(藝術講座、音樂欣賞、人文

系列)等各項常態性宣導活動。 

c.與通識中心、藝文中心、圖書館、人社學院等單位合作，透過跨處室資源

整合，並請導師、指導教授協助督導，形塑品德校園文化。 

d.關懷社會問題，宣導毒品、菸酒、檳榔及愛滋病對個人、家庭與社會之危

害，建立無菸無毒之優質校園環境。 

e.褒揚學生善行、孝行、義行，影響同儕，提升品德教育。 

C.透過服務學習課程，扶助弱勢團體，培養學生「關懷社會」、「知福惜福」、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情懷。(C-1、C-3)  

(2)培育學生核心能力，發展優質校園文化 

透過各項學務工作之推動，將本校「誠、樸、精、勤」核心價值落實於日常生活，

以培育學生德行，提升校園文化，建立「正義、溫馨、優質、快樂、學習」之優質校園

文化為目的。 

A.強化品德教育及禮貌，發揚誠、樸、精、勤校訓精神。(C-3) 

B.持續配合全校垃圾不落地政策，輔以宣導垃圾分類工作，維護校園整潔。(A-

1、C-3) 

C.落實保管教室制度，持續推動勞作教育課程，預計每學期將至少 4000 人次

施作，培養學生勤勞愛物觀念，建構乾淨整齊的教學空間。(A-1、B-5、C-

3)。 

D.賡續辦理校園安全、交通安全及人身安全等之教育宣導，增進學生對安全

之重視。(B-5、C-3) 

E.加強推動生活及民主法治教育，每年檢討學務相關法規及透過智慧財產權

多元活動之舉辦，培養學生誠實之習性。(B-5、C-3) 

F.持續推動社團及學生自主團隊服務等多元活動，配合服務-學習課程之開設，

擴大弱勢團體之照顧與服務，鼓勵社團參與協助中小學社團發展及教育優

先區服務；加強學生團隊鏈結社區與資源整合，讓服務學習更細緻化，由學

校、學生與在地團體共同實踐，深化學生社會關懷及參與。(B-1、C-1) (SDGs 

4.5) 

G.積極輔導社團及系學會參加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提升

社團活動及經營品質，以發揮學生活動之教育功能。並運用雲端技術，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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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社團評鑑無紙化。(C-1、C-2)(SDGs 17.14) 

H.持續補助及辦理學生參與國際志工交流及服務，連結國際場域，培育新世

代永續發展人才。(C-1) (SDGs 4.5) 

(3)改善學生宿舍質量，營造安全溫馨的學習環境 

A.依據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辦法，按住宿資格優先順序安排住宿，保障遠地新

生及弱勢學生、身心障礙學生優先住宿機會。針對弱勢學生減免住宿費用，

協助學生安心就學。(A-1、A-5)(SDGs 4.a) 

B.規劃宿舍活動空間，安排交誼廳、撞球室、桌球室等多項公共活動空間，並

增添休閒設備，提供住宿學生課業研討、休閒及交誼使用。(A-1、A-5、C-

4) 

C.持續改善宿舍電力及熱水供應之安全與品質，並依據學生需求更新宿舍相

關設備，以營造舒適及安全的住宿品質。(A-1、A-5) 

D.加強住宿學生對於宿舍公共環境自我維護觀念，規劃開宿、期初及期末公

共環境大掃除，並配合住宿學生平日環境整潔檢查，提升學生整潔執行力。

(A-1、C-3) 

E.建置學生住宿系統，推動宿舍管理 e 化作業，加強網頁及資料庫整合，以提

升學生宿舍管理效能。(A-1、A-2) 

F.強化門禁刷卡管理系統及安全監視系統軟硬體設施，建構便利及安全的住宿

環境。(A-1、A-2) 

G.增進本地生與國際學生的交流，營造多元文化的宿舍環境，俾利不同文化

相互了解與尊重，拓展住宿學生的國際觀。(A-1、E-3) 

H.辦理每學年 2 次住宿新生說明會、每學期 1 次宿舍幹部會議，提供學生表

達相關住宿建議或意見，增加學生與學校交流管道。(A-1)。 

I.鼓勵品格優良學生擔任宿舍幹部，並強化宿舍幹部管理機制，另鼓勵管理員

進修提升自我管理能力，以提升宿舍管理效能。(C-3) 

J.針對宿舍現況及學生需求，滾動修訂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辦法，提供學生整潔、

安全、舒適、溫馨的住宿及學習環境。(A-1) 

(4)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弱勢學生的協助機制 

A.完善弱勢學生的協助機制 (B-3、F-1) (SDGs 4.a) 

a.針對本校弱勢學生的學習及課業輔導，連結系上專兼任教師、研究生或

高年級學長，建立弱勢學生的課業輔導師資庫，並提供鐘點費辦理課業

輔導，每年輔導弱勢學生課業達 800 小時。另外透過同儕互助的概念，

提供筆記抄寫、借閱、課業討論等學習協助，每年同儕協助弱勢學生達

600 小時。同時，規劃身心障礙學生從入學開始強化新生轉銜輔導工

作，並與學系合作，透過導師、任課老師、系助教，依據學生特教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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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進行課程規劃、實習安排與生涯規劃之諮詢與輔導。 

b.連結勞政資源，以共同合作的方式辦理大專生職前團體訓練課程，輔導學

生參加國家考試，增強弱勢學生的就業能力，提升學生畢業即就業之比率。

每年職前團體訓練課程達 10 場次、合計參與 100 人次。 

c.營造友善校園人文環境，辦理教職員工知能活動，增進師長、同仁對於身

心障礙者的認識，減少與身障者的隔閡，每年辦理兩場次；並於每學期知

會系所導師、系主任有關身心障礙學生概況，增加師生互動與聯繫，落實

學生輔導工作，每年知會人數達 200 人次。積極對任課教師、教官、相關

行政單位、學生等進行宣導、聯繫並建立互助連結，增進校園對於身心障

礙學生特殊性之認識，建立協同合作的關係。 

B.建立「以學生為本」的輔導資源網絡，整合校內外輔導資源 (A-1) 

a.支持弱勢學生的學習適應與生活適應，降低學生因經濟危機、文化弱勢、

身心狀況受限，在學習與適應方面產生的阻礙；支持其穩定就學，提升自

信與尊嚴。 

b.針對弱勢學生之狀況，提供適切的資源連結，例如獎學金補助。並視學生

在校園生活的適應情形，提供輔導，協助學生快速適應校園生活。 

c.針對弱勢學生提供諮商輔導服務，同時協助整合相關輔導資源，一方面連

結校內資源，另一方面於學生有需求時進行校外輔導系統的轉介，建立友

善且多元的互助網絡，以提升弱勢學生在校適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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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務處 

(一)現況 

本校校區共分成臺北校區、萬里校區、龜山校區及航空城校區等四大校區，土地面

積如表 14.1 所示。目前本校絕大部分之教學與研究服務，均在臺北校區。 

臺北校區位處臺北市都會中心地區，面積 9.65 公頃，地理位置被忠孝東路與建國南

路劃分為四區，分別為東校區、西校區、南校區、其他校舍，如圖 14.1 所示。座落於板

南線與中和新蘆線兩條捷運之交會點，周圍有忠孝東路、新生南路、八德路與建國南路

等四條主要幹道圍繞，交通十分便捷。且附近有遠近馳名的光華商場，金融服務、商業

辦公大樓林立，人潮、車潮終日絡繹不絕。 

臺北校區共有建物 27 棟，總樓地板為 234,150.4 m2，如圖 14.2 及表 14.2、14.3 所

示。 

表 14.1 本校各校區之土地面積統計表 

校區 面積(m2) 

臺北校區 96,537 

萬里校區 1,516,661.24 

龜山校區 1,767 

航空城校區 24,803.57 

總計 1,639,768.81 

圖 14.1 臺北校區位置圖 

  

西校區 
東校區   

林森校地 

南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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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校區位於忠孝東路北側、建國南路西側之校園區塊，建物有國父百年誕辰紀念館、

土木館、材資館、設計館、化工館、化學館、分子館、共同科館、綜合科館、第一至六

教學大樓、中正館、宏裕科技大樓、光華館等；原為校史館的思賢樓(紅樓)，已被臺北

市政府列為古蹟，一大川堂列為歷史建築，行政大樓為本校校務行政中心；榕園、人文

廣場、陽光中庭及生態水池共同構成本校主要開放空間。 

東校區位於忠孝東路北側、建國南路東側佔地約 2.8 公頃，其中學生宿舍一、二舍

可容納 1,572 位學生住宿，億光大樓為地上 13 層及地下 3 層建築，其餘空間暫時規劃為

排、籃、網球場各兩座及兩百公尺田徑操場，並有汽車停車位約 210 格與機車停車位 500

格。 

 
圖 14.2 臺北校本區校舍分布圖 

表 14.2 臺北校區西校區校舍建築樓地板面積統計表 

編號 建物名稱 樓地板面積(m2) 編號 建物名稱 樓地板面積(m2) 
1 化工館 2,517.00 12 共同科館 10,038.60 
2 土木館 5,032.80 13 設計館 11,202.86 
3 材資館 4,768.25 14 綜合科館 36,026.89 
4 第一教學大樓 1,318.50 15 國父百年紀念館 2,295.32 
5 第二教學大樓 2,532.53 16 光華館 5,658.59 
6 第三教學大樓 6,205.86 17 行政大樓及圖書館 13,040.94 
7 第四教學大樓 1,970.28 18 中正館 9,786.80 
8 第五教學大樓 2,836.23 19 宏裕科技研究大樓 36,645.22 
9 一大川堂 1,152.11 20 第六教學大樓 6,157.68 
10 分子館 3,200.20 21 紅樓 63.70 
11 化學館 1,3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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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3 臺北校區東校區、南校區、及其他校舍建築面積統計表 

編號 校區 建物名稱 樓地板面積(m2) 

22 東校區 學生第一宿舍 8,771.28 

23 東校區 學生第二宿舍 9,875.03 

24 東校區 億光大樓 28,777.48 

25 南校區 先鋒國際研發大樓 18,720.35 

26 其他 職務宿舍 130.26 

27 其他 隆玉科技大樓 4,829.18 

(二)發展目標 

1.塑造智慧低碳永續循環校園 (A-3)(SDGs 4.a、SDGs 9.1、SDGs 11.c、SDGs 12.7) 

(1)校園整體規劃 

根據「臺北市都市景觀中、長程建設計畫」與「臺北市東西軸線空間再利用規劃」，

臺北科技大學將位處於臺北市「都市生態綠軸」之中心，如圖 14.3 所示。隨著臺北市地

位提升，一連串首都營運計畫逐一執行，諸如：將臺北火車站創造為臺灣五鐵共構營運

轉乘站，建立華山藝文特區，重塑光華區段科技意向，以及松山菸廠巨蛋運動園區設置

等計畫。而本校是位於這都市重要計畫軸線上的唯一大專院校，由此彰顯本校於臺北市

中心區位之重要性。 

圖 14.3 臺北市都市文化生態綠軸示意圖 

臺北科技大學一直不斷努力突破既有界面限制，積極與週遭環境做結合，串聯市民

大道北方的建國啤酒廠，以及復育市民大道南段的瑠公圳。如圖 14.4 所示，在未來將以

一連串校園中長程計畫實做落成，期以臺北科技大學為中心，推動與周邊都市環境發展，

做一整體性規劃，建立人文、科技、生態三位一體之目標的都會型開放校園空間，建立

位於首都綠軸上之旗艦型永續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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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4.4 臺北科大週邊環境圖 

臺北科技大學校園規劃在既有的基礎上，配合校務發展方向，營造永續經營的校園

環境品質與情境，冀望達到以下目標： 

A.營造完整且關係緊密的教學、研究與學習環境。 

B.建構具有良好品質的校園空間形式，創造在生活中學習之活動場所。 

C.培育具有良好專業素養及健全人格的學生。 

D.追求卓越、積極致力研究發展與推動產學合作，致力國際化，加速與國際知

名大學的學術交流，並擴大招收外籍學生。 

E.提供開放且具多元功能的校園環境。 

在校園規劃上從訂立規劃目標到形成規劃原則，其必須考慮校地、師生需求、經費

等。依據上述校園之發展願景，未來的規劃重點如下： 

A.校園合理的發展及大學城意象形塑。 

B.自然環境資源的維護。 

C.空間彈性使用及空間複合使用。 

D.開放空間架構層級關係的建立。 

E.校園人性尺度空間的考量。 

(2)落實合理節電、節水、環保等節流減排措施 

行政院頒布「永續能源政策綱領」提到在政策目標方面：要把握「能源、環保與經

濟」三贏的目標，亦即永續能源發展應兼顧「能源安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

以滿足未來世代發展的需要；政策原則：為「二高二低」，即永續能源政策的基本原則將

建構「高效率」、「高價值」、「低排放」及「低依賴」二高二低的能源消費型態與能源供

應系統；政策綱領方面：要做到「淨源節流」，本校節電、節水規劃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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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電力需量監控系統。 

B.全校照明節能改善。 

C.全校空調節能改善。 

D.全校水資源管理系統建置。 

E.建立節水、節油及生態校園。 

2.盤點空間活化運用 (A-4) 

(1)完成校園地理資訊系統，以落實本校數位化校園管理政策之推動。 

(2)配合校區各項開發工程進度，將成果全數納入校園空間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庫

中，俾利後續加值運用。 

(3)開發校園地理資訊系統，完成本校各項基本圖資建置及符合本校業務需求的

資訊管理系統與資料庫，及時且有效地展現本校現有設備資訊與空間環境規

劃結果，俾利行政管理人員使用。 

(4)配合校園建築物 3D 建模成果之展示與導覽，來輔助管理單位各項硬體設施

建置，並提供校內師生及校外訪客一快速了解校園環境與各項設施之瀏覽方

式。 

3.提升餐飲品質與環境 (A-5)(SDGs 12.3、SDGs 12.5) 

配合政府相關餐飲衛生環保政策，逐步汰換美耐皿餐具，避免濫用與不當使用對環

境危害及對師生健康造成健康威脅，在校內餐廳推廣使用不鏽鋼或瓷盤餐具，提升餐飲

用餐服務品質。 

4.強化開源節流並充實學校財源 (F-3) 

(1)為不牴觸影響師生空間使用權利下，適時釋出部分空間供引進外部廠商提供

日常生活便利服務，並在新大樓興建規劃同時，討論是否預留部分空間供外

部廠商進駐，方便師生生活便利及增加收入，使該棟建築物在未來使用時能

自給自足維持固定營運的費用。 

(2)定存及投資理財(SDGs 12.7)：本校組成投資管理小組，擬訂年度投資規劃及

執行各項投資評量與決策，並定期將投資效益報告管理委員會，持續進行並

強化財源部份；投資策略以長期資產配置觀念，固定收益之銀行定存為原則，

另以定期定額方式投資臺股指數股票型基金(ETF)，並以企業社會責任

(CSR)、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等原則建立校務基金的投資準則，擇取

「ESG」永續投資相關之 ETF 為標的，以永續性的投資為前提，提高校務基

金收益。配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12.7)「依據國家政策與優先要務，

促進可永續發展的公共採購流程。」進行校務基金之永續投資操作。秉持追

求最大利益，目標配合學校中長期發展計畫、開發資源，達到學校的中、長

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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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妥善設計規畫新建工程，科學管理工程發包、合約與執行：(SDGs 9.1、SDGs 

11.7、SDGs 11.c) 

A.設置校園規劃及公共藝術小組。 

B.製定新建工程採購作業標準作業程序。 

C.建立工程規劃設計、發包、施工及驗收等各階段履約督導作業準則，避免

各階段採購作業因不熟悉法令及契約規定而衍生履約爭議。 

D.建立本校辦理新建工程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提升工程品質。 

5.建置智慧控的優質校園 (A-2) 

(1)校園安全監控系統 

建置西校區校園安全監控中心，整合錄影監視系統、門禁系統、電梯對講系統、女

廁緊急求救鈴等系統設備。除有專人負責即時監看管理、緊急或意外等事故處理，並可

處理調閱影像畫面、門禁卡片設定等校園安全相關服務事項。 

(2)智慧停車系統 

係針對學校教職員生之汽機車使用地下室停車場交通管理改善管制進出方式，及

快速進出停車場，提升停車場環境品質，方便教職員生於停車場內快速尋找車位，以

及節省離場取車時間，將積極建置智慧化設施設備。 

透過標示各樓層空車位數量顯示車位的使用狀況，快速引導車輛到空的停車位。

為便利教職員生進出停車場，改採車牌辨識方式進出，節省教職員生開窗感應職員證

卡及皮包取卡的時間。 

總務處依據中長程發展計畫之 6 大主軸目標及 26 項發展策略，擬定量化發展指標

及執行期程。每學期透過校務發展委員會及中長程計畫書研商修訂會議，持續針對近中

長程預定達成之定量化指標進行追蹤檢討。 

總務處近三年執行成效相當多，在工程面完成林森校區隆玉科技大樓重建工程、先

鋒國際研發大樓新建及裝修工程、擴建綠光庭園餐廳、優化第二及第三教學大樓教室、

完成共同科館 B1 空間整修，命名為「十二甲講堂」、完成忠孝地下藝文廊道內裝修工

程及宏裕科技大樓 B4F 變更為學生社團空間，修復及再利用歷史建物一大川堂等。另在

投資面 111 至 113 年間定存金額增加近 6.5 億元，利息收入增加約 2 億元，投資資本累

計近 2.6 億元，股息收益累計約 1,200 萬元。總務處定量化指標及近三年(111-114 年 1 月

31 日)執行成效如表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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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4.4 總務處之定量化發展指標總表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114 年 1 月 31 日) 

健康智慧

的綠色校

園(A) 

提供舒適學

習環境 
(A-1) 

近程（2 年） 

1.增加 12 間 PBL
教室 (每間教室

可容納 48~120
個座位，平均 85
個座位)，共可容

納 1028 人)、增

加 1 間 180 人階

梯教室。 
2.增加產學合作研

發中心樓地板面

積 10,000 平方公

尺。 
3. 增加學生餐廳

1,400 平方公尺，

座位數 340 席以

上。 
4.檢修使用超過 30
年 11 層樓以上

的校舍建築物外

牆。 
5.增加 1 間土木系

試驗室、1間材資

系試驗室、8間學

生社團辦公室，

優化社團活動空

間品質。 

1.111 年完成林森校區校

舍隆玉科技大樓重建工

程。 
2.111 年完成先鋒國際研

發大樓新建工程空間整

建工程及裝修工程。 
3.112 年完成擴建綠光庭

園餐廳整修工程。 
4.學生宿舍外牆檢修改善

工程已於 113 年 11 月

28 日經設計單位提出

先期規劃方案。 
5.112 年完成宏裕科技大

樓地下四樓至地下五樓

空間活化改善工程。 

提供舒適學

習環境 
(A-1) 

中程（4 年） 

1. 增加教學研究空

間之樓地板面積

25,000 平方公尺

(含 400 人演講

廳、共同教室、

活動型階梯教

室、通用教室、

老師研究室、學

生研究室、系辦

公室)。 
2. 增加 1 座 8 水道

50 公尺長室內

溫水游泳池。增

加 39 間社團使

用空間，1 間舞

1.教學研究大樓第二期及

多功能學生活動中心新

建工程：112 年 9 月 8 日

通過都市設計審議作

業，112 年 12 月 18 日

核定細部設計第三版。 
2.職務宿舍新建工程於

113 年歷經 7 次招標，

113 年底經教育部同意

修正計畫名稱並於 114
年 1 月決標，預定 116
年 12 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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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114 年 1 月 31 日) 
蹈教室、1 間重

訓練室、1 間飛

輪教室。 
3. 增加 2 面淨高 7
公尺室內籃球場

及 2 面淨高 9 公

尺室內排球場。

增加 1,393 個室

內機車停車位及

增加 122 個室內

汽車停車位。 
4. 增加學人宿舍、

教育設施空間及

商業空間等使用

場域。 

建置智慧控

的優質校園

(A-2) 
近程（2 年） 

1.校園安全監控系

統：針對校園公

共門建立門禁管

理設備，聯結消

防移報。建立校

園公共區域監視

器系統，儲放至

雲端，建立即時

監看及調閱。 
2.啟用智慧停車系

統結合車牌辨識

系統及自動感應

E-Tag，讓駕駛人

無須搖下車窗，

即可入場。增設

各樓層及區域之

剩餘車位顯示

器，以快速引導

車輛。 
3. 基於使用者付

費，建立二棟學

生宿舍及二間校

外宿舍雲端計費

電力系統。 

1.110 至 113 年間，已於

各校舍公共區域建立門

禁設備並結合消防移報

功能並陸續將校園老舊

監視器汰舊換新為網路

監視器，儲放影像至雲

端，將便利性的即時監

看及調閱。 
2. 110 年 1 月起智慧停車

系統正式全面啟用，並

於 110 年至 111 年加裝

各樓層及區域之剩餘車

位顯示器。 
3.更新宿舍電力收費系

統，於 110 年進行規劃，

111 年底完成發包作

業，已於 112 年 10 月完

工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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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114 年 1 月 31 日) 

塑造多功能

永續綠色校

園(A-3) 

近程（2 年） 

1.校園內增設 6 處

公共藝術設施。 
2.增設一條環校步

道。 
3.修復歷史建築樓

地板面積 1,087
平方公尺。 

1.公共藝術設置於 112-
113 年經本校校園規劃

與公共藝術小組多次會

議討論，重新修正計畫

書及提送市府審查通

過，預計 114 年完成公

共藝術甄選，將陸續完

成設置。 
2.校園環校步道於 113 年

開始規畫，及靜誼空間

第一期工程已完工，第

二期工程已於 113 年底

施工，二者皆預計於 114
年底完成。 

3.歷史建築修復暨校史及

藝文園區建置於 111 年

經文化局核可。111 年

12 月開工，已於 113 年

完成並開幕啟用。 

盤點管理空

間活化利用

(A-4) 

1.透過建立空間資

訊管理系統，清

查校內使用率不

高之空間及畸零

空間，以提供空

間更有效運用達

9成，以舒緩校內

空間不足情形。 
2.配合技專校院資

料庫填報，請各

單位至少每年對

所屬空間調查盤

點一次，以瞭解

使用狀況，達到

有效分配與管理

空間。 
3.辦理新建大樓空

間測量、繪圖及

屬性調查，並結

合空間資訊平

台，有效提高空

間 使 用 率 達

100%，使各單位

1. 利用閒置空間設置第

三教學大樓穆斯林室 1
間。 

2. 宏裕科技大樓B4F原為

學生餐廳變更為學生

社團空間，並新增 5 間

大型社團辦公室、5 間

小型社團辦公室、2 間

樂器置放室、2 間樂團

排演室。 
3. 111-112 年進行全校各

單位空間盤點，配合修

正空間異動調整，執行

率達 95%。 
112 年先鋒國際研發大樓

1 至 13 樓除男女廁公共

空間外，共計使用空間

約 150 間進行室內測量

及 繪 製 ， 執 行 率 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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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114 年 1 月 31 日) 
審慎規劃現有使

用之建築空間。 

提升生活品

質與校園環

境(A-5) 
近程（2 年） 

1. 優化 14 間教室

設備。 
2. 提升公共區域面

積達 45%以上，

增進不同領域學

生相互交流，分

享學習成果。 
3. 基於使用者付

費，建立二棟學

生宿舍及二間校

外宿舍雲端計費

電力系統。 
4. 優化 14 間教室

設備。 
5. 提升公共區域面

積達 45%以上，

增進不同領域學

生相互交流，分

享學習成果。 
6. 基於使用者付

費，建立二棟學

生宿舍及二間校

外宿舍雲端計費

電力系統。 
7. 更新-E 化講桌、

投影幕、網路、

課桌椅、指標系

統及照明設施等

教學設施、降低

走道窗台、更換

老舊木窗為鋁

窗、增加採光。 
8. 打造為小型展示

空間、接待大廳

及具入口意象，

營造開放空間戶

外景觀，改善夜

間照明設施。 
9. 改造為專業演藝

廳，更新專業座

1. 優化第三教學大樓教

室(含課桌椅)。 
2. 新宿舍運動於 112 年 8
月教育部同意核定先

期規劃成果。賡續辦理

招商及改善工程之發

包及施工。 
3. 更新宿舍電力收費系

統，於 110 年進行規劃，

111 年底完成發包作

業，已於 112 年 10 月

完工啟用。 
4. 112 年完成優化第二教

學大樓教室。 
5. 112年完成共同科館B1
空間整修，命名為：十

二甲講堂。 
6. 111 年完成綜合科館一

樓演藝廳整修。 
7. 112 年完成忠孝地下藝

文廊道內裝修工程。 
8. 提升餐飲品質與環境: 
9. 111-113 年共舉辦 7 次

「委外經營管理委員

會」，執行率達 100%。 
10. 111-113 年共舉辦 6 次

餐飲類公用部門督導，

巡查率達 100%。不定

期檢查每周至少一次，

總次數超過 100 次。 
11. 111-113年本校共舉辦

3 次「學生餐廳滿意度

調查」，整體滿意度超

過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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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114 年 1 月 31 日) 
椅、音樂反射板、

吸音板、電動吸

音幕、演奏型鋼

琴等專業演藝設

施。 
10. 提供師生、社區

居民及行人更

安全便捷的連

通道路。 
11. 每學期至少召

開一次「委外經

營 管 理 委 員

會」。 
12. 每一季辦理進

駐廠商，公用部

門督導檢查及

不定期檢查。 
13. 辦理「學生餐廳

滿意度調查」，

有效提升本校

住宿學生對餐

飲廠商的滿意

度(餐飲、服務、

環境、價格)。 

效能友善

的行政團

隊(F) 

強化成本控

制機制，擴

展學校財務

來源(F-3) 

近程（2 年） 

1.執行以固定收益

之銀行定存為原

則。 
2.配置投資穩定成

長之臺股 ETF，
為標的進行投

資。 

1. 111 至 113 年間定存金

額增加近 6.5 億元，利

息收入增加約 2 億元。 
2. 投資資本累計近 2.6 億

元，股息收益累計約

1,200 萬元。 

強化成本控

制機制，擴

展學校財務

來源(F-3) 

中程（4 年） 

增加以企業社會

責 任 (CSR) 、

ESG(環境、社會、

公司治理)等原則，

為標的進行投資。 

111 至 113 年間投資資本

累計近 2.1 億元，股息收

益累計約 1,13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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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中長程發展策略 

總務處發展目標之建立，著重建立健康智慧的綠色校園及效能友善的行政團隊等二

項主軸目標，逐步推展近中長程發展策略。依據二項主軸目標項下分成五項發展策略，

分別為：(1)建置智慧控的優質校園(A-2)；(2)塑造多功能永續綠色校園(A-3, SDGs 4.a、

SDGs 9.1、SDGs 11.c、SDGs 12.7)；(3)盤點管理空間活化利用(A-4)；(4)提升生活品質與

校園環境(A-5,SDGs 12.3、SDGs 12.5)；(5)強化成本控制機制，擴展學校財務來源(F-3)

等。 

1.近程發展策略（2 年） 

(1)塑造智慧低碳永續循環校園 (A-3)( SDGs 4.a、SDGs 9.1、SDGs 11.c、SDGs 

12.7) 

A.校園建築更新 

本校目前在建工程有先鋒國際研發大樓已於 111 年 3 月開始陸續進駐使

用、隆玉科技大樓已於 113 年 8 月陸續進駐使用，並已取得使用執照及綠建

築標章、等智慧建築標章。 

B.建置校園環校步道及靜誼空間 

規劃環校步道，除作為步行通道外，也可作為師生沉思散步或休閒活動

之用，並可於適當地點設置體健設施，兼有運動強身功能。目前進行整體規劃

中，預計於 114 年初招標設計單位完成。 

忠孝大門入口左側至三教與共同科館中間之空間，包含藝文中心前之廣

場及陽光中庭，規劃為靜誼空間，將進行空間改造。除美化校園外更可提供學

生休憩及展演空間。已於 113 年 6 月 18 日開工，預計於 114 年中旬底完成靜

誼空間。 

C.建置校史與藝文園區 

位於學校核心區之一大川堂，創建於 1918 年，與紅樓同為校內僅存之日

治時期校舍。經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於 107 年指定為歷史建築。為重新塑造校

園核心區空間及景觀，計畫將一大川堂及周邊環境予以整修，將校史館改遷

至一大川堂之既有房間空間，其餘開放空間作為學生活動、休憩及展演空間，

整體空間命名為校史與藝文園區。 

作為歷史建築之修復及再利用因應計畫，已於 111 年經文化局核可。113

年 11 月竣工，已完成歷史建築修復暨校史藝文園區及校史館建置。 

D.擴建綠光庭園餐廳 

為改善學生餐廳，特將光華館 1、2 樓大部分空間改為學生餐廳，已於 109

年 9 月開始啟用，命名為綠光庭園餐廳，啟用後廣受好評。為繼續加強學生

餐廳品質提升，已將光華館 1、2 樓剩餘空間，於使用單位搬遷先鋒國際大樓

後，將騰出之空間改為餐廳及商店，擴大餐廳空間，提供更多元的服務，讓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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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庭園餐廳不僅只是師生用餐的地方，還是休憩、社交、閱讀與辦活動的多功

能空間。已於 112 年 2 月完工，113 年 1 月已辦理委外招商事宜，委外廠商進

駐施工，113 年 4 月開始正式營運。 

E.優化第三教學大樓教室(含課桌椅) (A-1、A-5、F-1) 

本校教室第三教學大樓現行自民國 76 年增建竣工啟用至今已屆約 36

年，現有教室牆面斑駁、公共空間陳設及設備老舊、漏水、公共空間閒置等

問題已逐漸浮現，這些問題不僅影響了校內學習環境的品質，更直接影響了

師生的學習體驗，因此為改善教學品質並提升教室多元之機能，因應此類的

變遷，針對現有教室進行改善整修，以滿足因應未來環境變化及多元形式教

學的教室。 

本案建造費用為新臺幣 5,500 萬元整，設計監造服務費為新臺幣 350 萬

元整。工程於 113 年 6 月開工，113 年 9 月竣工並開放教學使用。 

F.建置校園公共藝術 (A-3) 

宏裕大樓及億光大樓之公共藝術尚未執行。因考量公共藝術不應只限藝

術品，還應該要能融入建築景觀，並能有實質功能。經研商後，擬將二棟大樓

之公共藝術經費合併於西校區執行。於校舍樓棟間設置具有雨庇實質功能之

藝術品，除作為樓棟間之藝術連結，並具有晴雨廊道之實質功能。 

已與公共藝術策展單位研商，將於修改設置計畫同時增加委員人數，於

陳報文化局審議通過後，辦理公共藝術甄選。預計 114 年完成公共藝術甄選，

將陸續完成公共藝術設置。 

G.建置校園能源管理、安全監控中心 (A-2) 

建置整合性校園能源管理系統，整合既有許多分散式能源管理系統，涵

蓋電力、空調、自來水等不同類型及樓棟之能源管理系統。不僅符合資安規

定、方便操作及維護管理，節能效能可進一步提升。已於 112 年進行初步規

劃，前期以水、電錶能源數據與節能為優先，已於 113 年完成規劃，將陸續發

包施工，於 114 年至 116 年分期建置完成。 

建置安全監控中心，整合錄影監視系統、門禁系統、電梯對講系統、女廁

緊急求救鈴及校園緊急求救鈴等系統設備。已於 110 年開始進行規劃，112 年

已將部分重要出入口之網路型監視影像設置於校安中心，門禁系統與消防移

報將陸續建構至校安中心。 

H.更新宿舍電力收費系統 (A-2、A-5) 

學生宿舍之 220V 空調電力收費系統建置於民國 94 年，除已老舊、常故

障，尚有正確性常被質疑、卡片儲值加值不便、無法掌握各房間用電資訊等缺

失。擬更新採用已成熟之新科技，更新宿舍電力收費系統，並將各寢室內 110V

電力也納入收費系統，以收節能之功效，已於 112 年 10 月完工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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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規畫全校節能 (A-2) 

111 年至 112 年已完成之節能計畫：學生宿舍一、二舍各一台熱泵主機汰

換；中正館離心式冰水主機因老舊故障，更新汰換為螺旋式冰水主機及圖書

館及行政大樓儲冰式空調系統整復工程。 

(2)盤點空間活化 (A-4) 

現階段已完成校園地理資訊系統，以落實本校數位化校園管理政策之推動。並配合

校區各項開發工程進度，將成果全數納入校園空間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庫中，俾利後續加

值運用。 

(3)提高投資理財效能 (F-3)(SDGs 12.7) 

落實校務基金投資管理小組決議事項，執行以固定收益之銀行定存為原則，配置投

資穩定成長之臺股 ETF，並以企業社會責任(CSR)、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等原則，

持續擇取「ESG」永續投資相關之 ETF 為標的進行投資，提高校務基金收益。 

(4)提高學校出納業務效能 (F-1) 

完善線上繳費系統，提供製單及多元繳費管道，並配合各項行政配套措施，進行優

化改善。 

2.中程發展策略（4 年） 

(1)塑造智慧低碳永續循環校園 (A-3)( SDGs 4.a、SDGs 9.1、SDGs 11.c、SDGs 

12.7) 

A.校園建築更新 

a.東校區：教學研究大樓第二期及多功能學生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東校區位於建國南路東側，西臨建國南路高架橋，東側為 8 米巷道，

東校區第一楝教學研究大樓(億光大樓)完工後須繼續興建第二棟教學研究

大樓以及多功能學生活動中心，同時解決停車問題。 

目前於臨建國南路側正在規劃設計「多功能活動中心新建工程」、「教

學研究大樓第二期新建工程」等 2 棟大樓，113 年 2 月 21 日、113 年 5 月

3 日及 114 年 1 月 10 日等歷經 3 次開標，皆因無廠商標而流標，113 年 11

月底經教育部核定修正計畫書並同意調增總計畫經費，賡續辦理公開招標，

預定 118 年 12 月底完工。 

b.職務宿舍新建工程 

共歷經 8 次招標，過程中經教育部 113 年 12 月 26 日臺教技（二）字

第 1130128871 號函同意修改計畫名稱為「職務宿舍新建工程」並調增工程

經費總額。已於 114 年 1 月 22 日決標，將於 114 年 4 月初申報開工，工期

700 日曆天，預定於 116 年 12 月底完工 

B.積極合理節電、節水、環保等節流減排措施 

a.電力需量監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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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用電超過契約容量時進行空調主機等設備卸載，各大樓饋線、高

低壓迴路裝設多功能電錶，以利統計及監視各大樓用電情況及功率因素等。

本系統於本校總變電站及各棟大樓分電站各種負載設置數位電表，經由各

棟之校園網路，將用電資料傳回，除監視各迴路即時用電情形及紀錄各用

電報表。對於行政大樓中央空調系統主機及綜合科館箱型冷氣機系統進行

需量控制，以達到抑制尖峰用電及降低負載功能。 

b.全校照明節能改善 

傳統鐵磁式安定器 T8 之日光燈及 T5 之日光燈汰換為 LED 高效率電

子式省電燈具。 

c.雲端能源管理系統 

增設雲端能源管理功能及雲端資料庫，透過網路將資訊儲存於雲端資

料庫，藉由資料庫內已建置的運算程式可快速的計算統計所有的能耗資料。

遠端能源管理系統所提供的是一個 24 小時服務的資訊平台，讓用戶可以隨

時掌握能源的使用狀況、查出歷史資料紀錄、用電需量的量測和管理、用電

資料和功率因數及節能效益改善前後的分析比對，正確地估算出電費和單

位用電成本，可以提供各種電能管理所需的報表，利用這些明確的數據可

以擬定最佳的用電方式，透過行政管理達到全面節能的作用。 

d.全校水資源管理系統建置 

飲水機時程管理：行政大樓各樓共同飲水機控制使用時間，於 20 時至

翌日 7 時關閉電源(五樓進修部為 21 時 30 分至翌日 7 時)，各單位自行使用

之小型開飲機停止使用，避免浪費電能。 

e.節水改善及管理措施 

既有水龍頭加裝節水器或節水墊片，新設之用水設備使用具節水標章

自動沖水器、自動龍頭。用水設備張貼節水貼紙，加強節水宣導。 

f.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統建置 

配合第三教學大樓、行政大樓、共同科館屋頂隔熱防水之施作，增設屋

頂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統，其雨水收集效果將更為顯著，對於自來水之減量

及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均有甚大助益。 

本計畫將透過符合綠建築之屋頂隔熱防水工程、雨水及教學大樓冷氣

機冷凝水回收，結合既設排水管路之改裝，初期雨水排除設施、雨水雜質去

除器、雨水儲槽、省水器材及解說牌設置等措施作多元之示範宣導系統，每

年約可節省 1,456 公噸用水量。 

g.節約用紙措施(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 

電子公文線上簽核，包括公文收文、創簽稿、傳遞、發文、歸檔以至後

續檔案管理作業，全程均列入管制加強宣導採用線上簽核、電子公佈欄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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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等，此外，在公文收、發文亦以採用電子傳送為主，全面加強推動實

施節能減紙。 

線上調閱提升處理時效：為邁向數位化校園，電子檔案管理系統建置

後，將歸檔公文，經整卷編目建檔後，即進行掃描上傳，以便同仁可查詢檔

案目錄及辦理線上申請作業及調閱功能，各單位承辦人，可直接於系統調

閱承辦之案件，提升紙本檔案保存功能及節能減紙。 

h.基地保水(SDGs 6.6) 

透水鋪面：設計館前透水磚鋪面，因具備完整場面，且為校內對外重要

出入通路，極具教育宣導之場所功能。將基地透水、保水等功能，功能表現

為抽象圖紋，配合宣導看板之設立，解說本基地透水磚之功能。 

i.生態露台及壁面綠化 

於本校設計館面對忠孝東路之服務核牆面上，利用廁所洗手台之中水

澆灌牆面上之植栽。達到水資源再利用及壁面綠化之生態意象。 

j.聯外水景及生態池 

基地原為建築系館旁之開放空間綠地，原有基地上為草坪和羊蹄甲樹，

無人使用。設置生態池，使校內融合水生態空間，藉以軟化原本僵硬的校園

空間。 

C.航空城校區開發 

本校智慧與綠能產業服務共創基地擬設置於桃園市觀音區草漯地區莊敬

一街與莊敬二街、莊敬路及忠孝一街間之土地(草福段 414 地號，面積 2.48 公

頃)，鄰近觀音工業區，位於桃園市觀音區西北部，近鄰臺灣海峽，介於大堀

溪與富林溪之間，繫鄰草漯地區都市計劃北界，距基隆港 70 公里，臺北市 45

公里，桃園區 24 公里，中壢區 15 公里，桃園機場 7 公里，位於臺北都會區

之外緣地帶。 

有關本基地開發，依據本校財務規劃，預計以校務基金、校友捐贈及引進

民間資金等方式，辦理分期開發，預計自民國 113 年起至 133 年止，分 3 期

21 年進行籌備與逐步建設。 

目前刻正辦理都市計畫個案變更及提送產學分部籌設計畫書至教育部審

查，俟行政院核定本校產學分部籌設計畫書後，再據以辦理第一期工程，第一

期工程將辦理工程委託規劃設計作業、工程採購發包作業、整地等工作，將興

建類產業測試工廠、自駕車驗證場等相關工程。 

(2)提升餐飲品質與環境 (A-5)(SDGs 12.3、SDGs 12.5) 

由於學校空間有限，學校空間應優先為師生教學研究活動使用，為不牴觸影響師生

空間使用權利下，適時釋出部分空間供引進外部廠商提供日常生活便利服務，並在新大

樓興建規劃同時，討論是否預留部分空間供外部廠商進駐，增加營業收入，使該棟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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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未來使用時能自給自足維持固定營運的費用。 

本校依據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國有公用不動產收益原則規定，為提昇本校日常

生活便利服務品質及妥善經營學校各項資源並有效利用校內空間，確保師生員工權益，

提升服務績效，學習結合民間資金，專業經營能力，開發本校相關設施，增加校務基金

經營收益，節約建物維護等相關費用，以達開源節流之目標；是以，本校委外經營現有

21 家已簽約廠商駐進校區提供餐飲、便利日用品、圖書文具、美髮、體育用品、數位彩

印、自動提款機及會議管理等各項服務。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委外經營管理委員會」

討論委外廠商管理業務執行缺失、規章修訂或招募新廠商進駐事宜，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 

而對於簽約進駐服務之廠商，本校每一季辦理部門督導檢查及不定期檢查，不合校

方要求及合約規定者，應於限期內改善完竣，對於同一缺點不得有三次紀錄，否則得逕

予終止契約；另外膳食衛生安全等檢查依本校有關規定辦理，希望能提昇學生餐廳衛生、

健康、營養及價格合理之餐飲服務品質；配合校務未來發展，讓資源配置合理化，輔以

加強財務及人力管控，落實內部審核，充分運用五項自籌收支彈性，發展學校特色。 

配合政府環保及減塑政策，逐步汰換美耐皿及一次性餐具使用情形，俾免濫用與不

當使用對環境危害及對師生健康造成健康威脅，推動垃圾減量、節能減碳，維護教職員

工生及來賓身體健康，是以，在校內餐廳推廣使用不鏽鋼或瓷盤餐具，提升餐飲用餐服

務品質。 

A.合理檢討要求簽約廠商對服務空間及周邊環境的清潔維護，共同維持舒適

校園環境。 

B.提升本校現有會議場館服務水準，增加外界使用之意願。 

(3)強化開源節流並充實學校財源 (F-3) 

A.進行委外經營業務計畫持續招商，如隆玉科技大樓一至三樓及四教一樓休

憩空間，若可引進適合師生便利生活服務之模式刻正規畫辦理中，加上停

車場收入及各級會議場地教室借用，預期每年為學校挹注校務基金約新台

幣 6,000 萬元以上。 

B.定存及投資理財 

a.投資理財以固定收益之銀行定存為原則，再考慮多元投資於外幣存款、臺

股 ETF、基金或股票，以提高校務基金收益。 

b.強化校務基金投資管理小組功能及落實年度投資計劃書投資組合。投資組

合項目(b-1)股票類型相關資產(b-2)債券型相關資產(b-3)其他投資與校務

發展或研究相關之公司與企業。 

C.妥善設計規畫新建工程，科學管理工程發包、合約與執行 

a.不定期召開校園規劃及公共藝術諮詢小組會議 

修訂校園規劃及公共藝術諮詢小組會議設置辦法，增加學生代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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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任務如下： 

a-1 對校園發展規劃及資訊管理工作，提供校務發展會議諮詢建議。 

a-2 對校園之景觀規劃與公共藝術之設置進行研究，並提出規劃構想供總

務處參考施作。 

a-3 對學校重大工程應設置公共藝術，研擬計畫書送教育部審查。 

a-4 對校內外熱心教育人士捐贈本校藝術品時，規劃設置地點與研擬表揚

方式。 

a-5 對本校各單位使用建築物牆面或空間，張貼標示牌及宣傳標誌等之申

請書進行審核，給予建議並提供協助。 

b.落實新建工程採購作業標準作業程序 

確實遵照新建工程採購作業標準作業程序及規定期程，妥擬空間需求

規劃，提送可行性評估報告書至教育部及工程會審查，避免設計階段提送

30%規劃設計必要圖說報告書至教育部及工程會時，與原核定可行性評估

報告書產生落差而延長審查時程。 

c.落實工程規劃、設計、發包、施工及驗收等各階段履約督導作業準則，避

免各階段採購作業因不熟悉法令及契約規定而衍生履約爭議。 

d.落實本校辦理新建工程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落實新建工程施工期間三級

品質管理工作，提升工程品質。 

(4)建置智慧控的優質校園 (A-2) 

建置西校區校園安全監控中心，整合錄影監視系統、門禁系統、電梯對講系統、女

廁緊急求救鈴等系統設備於該中心，並可容納專人值勤。 

3.長程發展策略（8 年） 

(1)塑造多功能永續綠色校園 (A-3)(SDGs 4.a、SDGs 9.1、SDGs 11.c、SDGs 12.7) 

A.校園使用分區 

a.使用分區(平面、立體) 

計畫構想於校園空間逐步整建與改建，將位於中央區之紅樓、榕園、圖

書館前廣場、第二教學大樓、化學館及新生軸線所共同組成的校園人文空

間，於建築物底層部分規劃以近人使用之區域，如：自修教室、閱覽室、休

閒討論區、校園咖啡館等。 

b.校園建築物量體、高度 

本校自 1985 年整體規劃之後，陸續興建高層行政、教學空間與圖書館，

這些建築的區位，是位於忠孝東路軸線兩側(行政、綜科館)與忠孝東路沿線

(設計、共同科館)，這些位於校區周邊的建築物，除建築體本身利用設置遮

蔽、空調等方式遮蔽校園外圍噪音，更為校區帶來遮蔽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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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4.5 臺北校區主要人文空間平面分佈圖 

 

 

 

 

 

 

 

                        圖 14.6 校園人文活動空間立體說明圖 

     建立整體校區外高內低之近人使用形態(詳見圖 14.7，校園高度管制建議圖)，強化

校區內綠化區域之使用親近度；建築物應採取階梯式設計露台，或於建築物校內側設置

深廣型陽台，提供學校師生課間做為討論與休憩平台，並應強化設置綠化設施，建立生

態校園。位於中央區校園人文空間，以紅樓、榕園、圖書館前廣場、第二教學大樓、化

學館及新生軸線所共同組成，該區域建築高度建議於四層(10m)以下；鄰近校園周界線

之周邊建築物，除按照以上建築物量體退縮與深陽臺設置，其建築物高度依實際需求配

置，不予額外限制。 

本校校園土地為密集型使用模式，於開放空間之設置應能有效利用高層建築，以三

度空間之思考模式提出設置方式，並提出與其他開放空間彼此之關係；如：視覺串連、

活動互動等。 

A.人文核心空間 

B.陽光廣場 

C.設計館前小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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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4.7 建物高度分區管制建議圖 

 

 

 

 

 

 

       圖 14.8 校園核心開放空間及周圍高層建築配置關係說明圖 

c.校園建築物配置 

在校地與校舍介紹中，學校強調：「位於忠孝東路北側建國南路西側

為教學區，建物有土木館、材資館、設計館、化工館、化學館、分子館、

共同科館、綜合科館以及六棟教學大樓，還有供學校師生經常使用的藝文

中心、圖書館、學生活動中心及中正館等，另有已被臺北市政府列為古蹟

的紅樓及全校行政中樞的建物為行政大樓。刻劃臺北科技大學願景，將可

成為本研究對校園規劃基準之重要提示。 

B.校園軸線規劃 

有關校園動線系統的改善，乃希望學校能在無車校園的目標導引下，減

少校園內行車狀況，增加人行空間環境，並促進校園內個別發展區域及公共

空間之間的合諧關係。透過整體校園規劃推行校內行人徒步區及環校步道觀

念，研擬「減少車道」、「車輛改道」等策略，經營校園環境品質與情境之營造，

達到人與自然的開放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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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主要軸線 

北科大校園空間發展中所形成的兩條主要軸線：新生軸線、忠孝軸線

(忠孝軸線於校園發展歷史第三階段形成)；忠孝軸線建立之後，行政大樓與

綜合科館兩棟高層建築物發展於軸線兩側，與巍峨的校門及軸線植栽適切

地表現出校門所需要的語彙；故此一軸線應適切加以維護與發展，以保持

正式入口之象徵性表徵意象；發展新生軸線的歷史情懷、使用價值，而在停

車場退出校園後，應整理新生軸線，使新生軸線成為更適合師生步行、連絡

之軸線。 

b.次要軸線 

校園次要軸線，一為忠孝軸線連結至紅樓之軸線、二為設計館左側綠

色大門至四教川堂之軸線、三為新生軸線至設計館之軸線。此為校園活動

空間中尺度親近性較高之空間，並具有代表性之校園景觀元素；如紅樓、一

大川堂、以及椰林軸線；另外整個校區雖被建國高架橋一分為二，但未來藉

由地面道路或人行地下通道之建造，將可完成一條新的校園軸線。 

未來東校區規劃在校園景觀考量上應將焦點落在中央軸線帶的創造，

如何將東區校地的聚合點落於中央軸線上，並強化軸線分布與西區校本地

之軸線連結性，亦是發展重點之一。 

 

       圖 14.9 校園軸線現況圖 

 

 

 

 

  

A.忠孝軸線 
B.新生軸線 
C.歷史軸線 
D.新生軸線至設計館之軸線 
E.忠孝軸線至紅樓之軸線 
F.設計館左側小門至四教川

堂之軸線 
G.教學區連接東校區之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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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軸

線 

A 忠孝軸線 B 新生軸線 

  
由忠孝東路大門往景觀水池拍攝。 由新生入口望向中正館之新生軸線 

次

要

軸

線 

C 忠孝軸線至紅樓之軸線 D 設計館左側小門至四教川堂圖像之軸線 

  

次

要

軸

線 

E 新生軸線至設計館之軸線  

 

 

圖 14.10 主要軸線及次要軸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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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開放空間 

本校校園特色為小而精緻，空間之使用相當地密集並朝垂直化發展；開

放空間之設置亦受到相當的限制，發展建築物設置開放露台或深陽台等空間

為一可能之方式；開放空間之活動應具有直接或間接之互動性，因此反映在

本校之開放空間設計上，應注重各開放空間之水平、垂直之互動關係，於規劃

中至少應達成兩點間相互視線上之串聯，以活絡空間之使用；榕園、人文廣

場、陽光中庭、川堂長廊及生態水池等開放空間更是提供師生課餘休閒之活

動場所；校園內有限的開放空間均以綠美化，主要目的是塑造美而雅之優質

生態校園，培養師生擁有高貴的人文氣質，並讓校園瀰漫祥和的氣氛。 

D.校園與都市及社區關係  

未來東校區規劃重點為：校園內部建築配置計畫與校園景觀的打造，在

建築量體考量希望能留設大片開放空間提供師生使用，由於本校所在地位於

高密度使用的都市化空間環境，學生使用校園面積有限，因此打造開放式空

間感，及擴張鄰里生活圈的綠色環境，與北側綠色走廊結合為一體。 

a.校園透明化 

開放教育提倡沒有圍牆的校園，讓校園更社區化；圍牆本身是一種阻

隔，也象徵著學校與社區間無形的距離，校方與社區對校園開放、管理、與

社區互動等觀念認知差距而造成的隔閡，都是當前社區化推動過程中必須

面對及思考的課題。校園周圍與社區的交接面，是帶狀連續的公共空間，反

應校園對社區要有足夠的透明度與接納度，另一方面也應有適當的介面阻

隔，以保持學生活動不受干擾及確保學生安全。 

b.校園生活社區化 

學校是有共同意識的一群人在一起生活、學習，具有共同體的觀念，他

就是社區，因此創造一個讓師生、社區居民擁有集體記憶與歸屬感認同感

的社區環境，進而塑造大學生活社區的風格形貌。 

E.科技、互動、智慧、生態大學城 

台灣正朝向「綠色矽島」努力前進，科技與生態之結合已成為未來必然之

路；面對日益嚴重的世界生態危機的挑戰，繼生態學家的極力呼籲，各領域專

家學者也已紛紛投入此一全球性議題之研究，擬對唯一的地球保存其永續之

路。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推動之「六年國家發展計畫」亦積極提出對應政

策，並宣告 2008 年為「水與綠建設計畫」。 

政府正積極推動「亞洲‧矽谷計畫」，引領產業全面升級轉型，為連結全球

先進科技研發能量，搶進下一世代產業，政府於 2016 年 9 月 8 日通過了「亞

洲∙矽谷推動方案」(以下簡稱「亞洲∙矽谷」)，成為五加二產業創新之旗艦計

畫，不僅掌握物聯網的前瞻趨勢做為發展主軸，有助提高經濟成長動能及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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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業；更要建構完善的創新創業生態系。 

在校園生態永續規劃之概念下，提出以 Recycle-循環、Reuse-再利用、

Reduce-減廢為規劃主軸，並依各層環境系統，如綠、藍帶系統，人性開放空

間與景觀軸線系統等，依空間環境不同需求，研擬規劃準則，並提出校園軸線

與開放空間景觀改善構想；生態校園規劃架構及理念。 

臺北市政府規劃串連本校周邊生態水道，復育新生大排生態藍帶，重啟

瑠公圳生態意象，運用設計手法讓熱島退燒、提升都市生物共生機會；以節能

環保為規劃方向，在最低環境負荷的前提下，打造安全、健康與舒適的環境。 

F.校園景觀 

校園植栽既已成型，未來植栽發展將以既有植栽整備(軸線週邊)與新建

(學生宿舍及體育運動教學區)、整建、重建(教學區與產學合作及育成中心區)

建築物週邊植栽之建構為主，於現有植栽基礎上，整理北科大植栽之傳統風

貌。 

學校植栽自日治時代熱帶南洋風格之選擇如：大王椰子、榕樹，至近年校

園發展，植栽日趨多樣：小葉欖仁、肯式南洋杉。灌木類以杜鵑、春不老、鵝

掌藤常見於校園，而攀爬於建築上之長春藤、薜荔則為學校之特色。設計規劃

單位應重視以上既有植栽所形成特色，在植栽整備或建築工程時，參照各區

位植栽方式，作為設計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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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4.11 校園植栽發展計畫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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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長期拆除構想 (8~25 年) 

化學工程館、分子工業館建造時間為光復初期，至今已達使用年限，加上

教學課程多元化，結構與空間已不符使用，建議將老舊建築拆除，提升校園教

學空間品質與設備完善，促進校園硬體設施更加完善。 

教學一、二大樓分別座落人文核心區，人文核心區以人文廣場為主要廣

場，建議打通四棟教學大樓地面層，活絡學生在人文核心區之間活動。 

臺北科技大學光華館、國父百年紀念館、土木館、材資館及光華區段透過

空間建構「文化、科技、產業」、「科教文」意向，建議將土木館與材資館納為

改建對象，強化校園與都市界面。 

 

 

圖 14.12 億光大樓(上圖)、教研二期及活動中心(下圖)示意圖 

H.永久保留 

紅樓與一大川堂目前是創校時期的具有歷史價值的校園建築，應維持保

留創校時間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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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盤點空間活化運用 (A-4) 

由於本校創校已逾百年，校園及校舍多見老舊，各系所教學研究空間不足與設備老

舊需汰換更新，目前已逐步規劃汰舊更新；如何在新舊空間重新規劃分配，系所搬遷進

駐新空間後，再拆除舊有建築物時，適時盤點現有空間，因應各單位老師及學生數的數

量增減，重新調整並因應所需之空間。 

目前本校空間規劃委員會在制定策略性的校園空間規劃下，將空間活化運用，提升

空間使用效率。並將部分空間設定為彈性運用之空間，以因應學校增取產學合作或大型

科技部或教育部研究計畫時所需之空間使用。 

為使校園圖資及本校各單位相關管理系統得以全面E化，本校將針對校園進行圖資

重製、整合及系統建置，有效提升行政業務作業便利性及資訊正確性。並將地理資訊系

統與校園建築物3D建模成果結合，提供校區環境更美觀及清晰之校園導覽功能，能讓師

生、訪客容易了解校區環境及各項生活設施位置及外觀，讓使用者對校園有更深一層的

認知與了解，因此規劃委外辦理「校園地理資訊系統平台建置」計畫，擬透過科技應用，

更有效率管理並利用本校寸土寸金之校園空間。 

(3)提升餐飲品質與環境 (A-5) 

A.檢討並適當增加校內可對外出租經營之地點，提高租金收入。 

B.新建大樓完成後部分空間對外出租，以增加租金收入。 

(4)強化開源節流並充實學校財源 (F-3) 

A.持續進行委外經營業務計畫，擬朝向優質品牌、綠色節能校園、溫馨生活

環境等方向持續招商，停車場收入及各級會議場地教室借用，未來先鋒國

際研發大樓及隆玉科技大樓部分空間委外經營，預期每年為學校挹注校務

基金約新台幣 7,000 萬元以上。 

B.定存與投資理財：投資理財以固定收益之銀行定存為原則，再考慮多元投

資於外幣存款、臺股 ETF、基金或股票，以提高校務基金收益。 

a.金融機構定存：以中、長期布局，將持續存放定存於台灣銀行及郵局，或

其他利息較高之銀行。 

b.購置不動產：配合產學合作之需要，可考量在本校週邊購置具有效益之不

動產。 

c.股票類型相關資產：得尋求優秀的投信機構，評估篩選產業前景穩定、本

益比相對低之績優、獲利能力持續成長及穩定現金配息者。本校將以長期

持有之方式投資，以股息收益為主，以資本利得為輔，並以公開上市或上

櫃者為限，選股評估篩選原則為：(c-1)實收資本額 20 億以上。(c-2)已設

立至少 6 年以上。(c-3)過去三年之平均現金殖利率，優於定存利率。(c-4)

過去三年之股東權益報酬率≧ 10%。 (c-5)台灣經濟新報信用等級

(TCRI)7.8.9 及 D 級者不得投資。(c-6)優先投資以永續穩健經營、善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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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責任之企業為標的。 

d.指數股票型基金，評估擇優投入，篩選標準具產業前景穩定、股價波動小、

本益比相對低之績優表現者、獲利能力持續成長、及高現金配股者。採定

時定額或定時不定額之方式運用，投資時間可採每月固定日期買進，以每

年有固定配息者優先考慮。 

e.債券型相關資產：以配息收益為投資目標，資產配置應以分散風險的投資

組合「股票+債券」以完善校產管理。債券投資得尋求優秀的投信機構，

評估擇優委託投入，以篩選標準具產業前景穩定、價格波動小、表現績優

者、獲利能力平穩成長者。 

f.投資與校務發展或研究相關之公司與企業。 

(5)建置智慧控的優質校園 (A-2) 

逐步將傳統類比攝影機汰換更新為 IP camera、低照度攝影機等較好的設備，提高品

質及安全性，建構更完善的永續校園安全環境。 

(6)校區開發 

A.萬里校區 

本校在民國 80 年代為積極籌備改制技術學院，為解決臺北校區空間嚴重

不足問題，以及改善教學研究環境與服務品質，並配合本校之發展，經相關資

料之蒐集及眾多待選校地之分析篩選及實地勘察後，在民國八十年之校務會

議中議決，擇定新北市萬里區及基隆市大武崙為「第二校區」，並承蒙教育部、

內政部、新北市政府、基隆市政府等單位協助，取得萬里區及大武崙等 46 筆

土地共約 197 公頃，即為本校之「萬里校區」。 

民國 88 年 11 月 17 日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函略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萬里校區興建計畫確有需要，原則同意。本案總經費 80 億元，其中公務預算

30 億元在教育部各年度預算項下支應」備案。目前基隆市大武崙區段已獲內

政部營建署都委會審議通過變更為文大用地。新北市萬里區區段在民國 91 年

由學校報請新北市政府循「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申請程序，向內政部營建署

提出土地變更分區為「文教設施用地」，然經農委會二次之水土保持審查仍未

通過。不過，雖然基於開發經費一時無法充分籌措，暫緩開發，但經校務會議

再三評估認為，仍應以取得校區之地目編定變更，儘早實質取得文教設施用

地為目標，決定於民國 97 年前完成，總預算則以約 1400 萬元為額度。 

101 年 3 月 27 日第 100 學年第四次行政會議討論決議：繳回無償撥用之

校地至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保留本校價購之土地，供未來生態保育及低密度

使用，另教育部來函要求本校依 101 年 4 月 20 日臺技(二)字第 1010066261 號

函附件決議事項：預擬萬里校區國有地繳回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之期程報部；

是以，本校目前持續進行無償撥用之萬里校地進行返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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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本校考量目前萬里校區開發不易，決議優先設立「智慧與綠能產業服

務共創基地」(桃園市觀音區草福段 414 地號)，並於 111 年 11 月 30 日報請教

育部撤銷籌設萬里校區興建計畫，行政院於 112 年 1 月 18 日院臺教字第

1121000241 號函勉予同意。 

B.龜山校區利用 

與臺北校區一樣年代久遠的龜山校區位於桃園市龜山區，全部土地面積

約為 1,767 m2，日據時代時提供學生疏散教學之替代用，由於距離臺北校區較

遠，過去一直是土木系之量測實習場地。 

綜觀臺北校區之開發，幾乎已經到達極限，不太可能有多餘的空地可供

建設新教學或研究之場所；民國 96 年 4 月本校「校園規劃與公共藝術小組」

決議，將龜山校區之校園予以規劃、建設，但是基於預算之限制，初步建築以

簡易之實習或實驗場所為主，特別是可以設立遠距監測，或實驗特性屬於可

長期觀測之實驗，將逐步依需求遷移至龜山校區。 

C.航空城校區開發 

本校智慧與綠能產業服務共創基地擬設置於桃園市觀音區草漯地區莊敬

一街與莊敬二街、莊敬路及忠孝一街間之土地(草福段 414 地號，面積 2.48 公

頃)，位於臺北都會區之外緣地帶。有關本基地開發，依據本校財務規劃，預

計以校務基金、校友捐贈及引進民間資金等方式，辦理分期開發，預計自民國

113 年起至 133 年止，分 3 期 21 年進行籌備與逐步建設。 

第一期工程，主要開發類產學測試工廠，總樓地板面積 3,000 平方公尺，

以及自駕車驗證場，面積 6,500 平方公尺，第二期工程，主要開發產學研發大

樓(第一期、地上 7 層及地下 1 層)，預計施工總樓地板面積 15,000 平方公尺；

第三期工程，主要開發產學研發大樓(第二期、地上 7 層及地下 1 層、總樓地

板面積 15,000 平方公尺)及設計與產業諮詢中心(地上 7 層及地下 1 層、總樓

地板面積 8,000 平方公尺)。 

D.建國啤酒廠都市計畫個案變更 

臺北啤酒工場(原建國啤酒廠)位於臺北市建國北路、八德路及渭水路交叉

口，於民國 8 年(西元 1919 年)創立，前身為高砂麥酒株式會社，為臺灣首座

啤酒廠，其生產設備及酒廠發展深具特色，是臺北都市發展歷程中重要之產

業文化代表。臺北市政府於 89 年 6 月 30 日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評定範圍

內與生產線有關之機具設備均納入保存之範圍，後於 100 年 3 月 7 日及 101

年 3 月 29 日查對使用現況修正公告，另於 95 年 11 月 23 日公告登錄 3 處歷

史建築：釀造大樓、儲酒室及包裝工場；後於 110 年 11 月 4 日公告新增 2 處

抽水井納入歷史建築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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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為整合文化資產之保存、高等教育資源之充裕及國有土地之活化

使用，並考量本校校地不足之情形且鄰近之臺北啤酒工場亦曾為該校學生學

習發酵之教學場所，爰協調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教育

部、內政部及臺北市政府等相關單位並獲致共識，將部分之臺北啤酒工場土

地撥供本校使用，並負責管理維護市定古蹟及歷史建築，期塑造為結合教育、

文化及提供公共服務等多元機能之場域。 

是以由本校研提逕為變更都市計畫書草案，另因本案涉擬定細部計畫事

宜，爰併同辦理細部計畫之擬定作業。本校業已擬具「變更臺北市中山區都市

計畫(配合臺北啤酒工場保存與活化使用)工業區為大學用地及道路用地主要

計畫案」及「擬定臺北市中山區都市計畫(配合臺北啤酒工場保存活化使用)大

學用地及道路用地細部計畫案」之草案書圖；內政部 112 年 11 月 28 日內授

國都字第 1120055401 號函認定本案係配合中央興建之重大建設，同意依都市

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同條第 2 項辦理用地個案變更。 

113 年 1 月 18 日內授國都字第 1130800528 號函同意「變更臺北市中山區

都市計畫(配合臺北啤酒工場保存活化使用)工業區為大學用地及道路用地主

要計畫案」辦理公開展覽，展覽期間自 113 年 2 月 1 日起至 113 年 3 月 8 日

止，2 月 19 日下午 2 時於臺北市中山區朱園區民活動中心舉辦說明會，任何

公民或團體對此計畫如有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向臺北市政府提出並由

臺北市政府彙整轉本校研提具體說明資料彙報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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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發展處 

(一)現況 

本校堅守「以產學研發帶動人才培育」的原則，在學術研究發展方面以應用科技為

導向，教師聘任以具有博士學位及實務經驗的學者為優先，升格科技大學後，積極推動

實務導向的學術研究工作，除了與國科會、政府機構及公民營企業的合作案外，研究成

果及技術已多能轉移到工、商業用途。 

研發是本校校務發展極為重要的一部份，以邁向國際的「實務研究型大學」為總目

標，培育技術紮實的企業中堅人才。因此，研究發展與產學合作雙軌進行，學術研究與

技術發展並重，除了推動多項學術研究之獎補助措施，鼓勵教師從事貼近工業應用之研

究，更積極建構技術發展優良環境，同時也鼓勵教師積極與產業界進行合作研發及技術

交流，並與產業界密切結合，以解決業界關鍵性問題，突顯實務研究的特色。此外，本

校為擴展學生將其所學與產業的聯結性，強化學生學以致用，鼓勵在校期間培育實務技

術並縮短學用落差，本校日間大學部全面實施校外實習，且為推動課程精實，自 112 學

年度起，改為實施專業必修 2 學分之校外實習課程，更每年舉辦校園徵才博覽會 ，讓

學生有多元化的求職管道，在徵才博覽會上同步實習媒合。近年來，因應國際化之世界

潮流，更積極推廣海外實習，以培育出學養精湛且具有實務技能之高階專業人才。 

本校於國際競賽亦有傑出表現，本校榮獲 111 年 iF Design Talent Award，由創新設

計所學生團隊聯手設計開發「EVAN2 Medical surgery app 醫療管理系統」，專為醫療專

業人員設計，以其對手術患者進行術前評估和監測。另 112 年，本校工業設計系學生團

隊聯合設計「Farewell 流浪動物友善送行服務」，結合新興服務流程及視覺設計提供流

浪動物遺體送行箱，以落實動物友善，獲評德國紅點設計概念大獎(Red Dot Award-Design 

Concept)中最高品質設計象徵之紅點獎 (Winner)，展現本校學生優越創作力及國際發展

潛力。113 年工業設計系產品設計組學生設計「登山杖租借站」(Let’s Summit)，更榮獲

2024 年德國 iF 學生設計獎，如圖 15.1 所示，全球超過七千件作品僅 76 件獲獎，且當

屆得獎率僅有百分之一，實屬不易。113 年素有「技能奧運」之稱的第 47 屆國際技能競

賽由本校技優專班冷凍空調類國手陳思源同學傳承父親技藝，勇奪世界金牌，如圖 15.2

所示。且近 3 屆的國際技能競賽，均有本校出身的選手拿下金牌，「冷凍空調」職類更

是兩度奪金，第 45 屆國際技能競賽當中，更有技優專班國手學子，代表臺灣取得有史

以來第一面「汽車噴漆」職類金牌，如圖 15.3，凸顯本校重視實務知識及技能，為產業

創新發展奠定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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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本校對外爭取研究經費金額逐年成長，如圖 15.4 所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

畫穩定成長。此外，為鼓勵新進教師踴躍申請國科會計畫，特舉辦國科會計畫申請經驗

分享講座，邀請資深教師分享過去申請國科會計畫經驗，共同交流並提升研究能量。研

究論文部分，本校表現也穩定成長，如圖 15.5 所示，近五年大致維持成長趨勢，充分顯

示教師學術研究動能的提升，與企業合作的論文數也同步增加，則顯示本校基礎研究與

應用研究並行方式之專業成長；本校 2025 QS 世界大學排名已躍升為世界 425 名、全台

第 6，連五年榮列世界前 500 名，創下歷年最佳成績。在最新公告的 2024 年 QS 世界大

學學科排名：「工程與科技」領域排名居世界 170 名；｢化學工程」領域排名居世界 75

名，國內大學中排名第二、｢材料科學｣領域居世界前 150 名，國內大學中排名第二；｢

機械，航空與製造｣領域居世界 101 名，國內大學中排名第二、｢電機與電子」領域居世

界 130 名，國內大學中排名第三、｢建築」領域居世界前 150 名，國內大學中排名第二；

｢商業與管理學」領域居世界前 350 名；｢電腦科學與資訊系統｣領域居世界前 300 名；｢

環境與科學｣領域居世界前 350 名；｢物理與天文學｣領域居世界前 550 名。2024 年 QS

亞洲大學排名 82 名，國內大學中排名第七。 

 

 

 

 

 

圖 15.1 工業設計系學生團隊聯手設計開發的作品「登山杖租借站」

圖 15.2 北科大學生陳思源勇奪金牌 圖 15.3 北科大學生楊婷喻勇奪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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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並擴展跨校跨國之學術研究合作、學術產業鏈結，自 98 年起本校與馬偕紀

念醫院及臺北醫學大學陸續展開校際學術合作專題計畫案，合作對象並已擴增至國內外

多所大學及機構並配合計畫之執行訂定學術合作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研究合作案機

構數截至 113 年已高達 23 間(含國內地區 7 間、大陸地區 4 間及國際地區 12 間)，加上

109 年新增之國際合作研究補助，合作案件自 108 年起每年皆有逾百件之申請案，至今

參與計畫教師已逾 200 位，參與人次則超過 500 人次。編列經費亦逐年提升，113 年提

高至 3,252 萬元。本校校際合作計畫補助經費統計表如表 15.1，持續性的校際合作，不

但培育學生跨領域的能力，更增加本校在國際上的能見度。 

             表 15.1 109-113 年本校校際合作計畫補助經費統計表      單位：萬元 

國內校際合作機構 

年度 
合作單位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馬偕紀念醫院 210 120 239 200 160 
臺北醫學大學 239.4 267.9 175 175 100 
國立臺北大學 60 90 81 132 90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5.2 117.5 80 155 90 
榮總蘇澳員山分院 70 35.2 - - - 
長庚紀念醫院 280 271.1 280 160 自113年起終止合作 

振興醫院 自110年度
合作 

240 198 240 153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 自111年度起合作 138 120 80 
萬芳醫院 自112年度起合作 200 160 

大陸地區校際合作機構 
年度 

合作單位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北京理工大學 85 25 75 0 0 

圖 15.4 外部研究經費金額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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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5 本校教師論文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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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學 60 50 25 0 50 
北京科技大學 170 125 - - - 
北京工業大學 60 150 175 125 75 
深圳大學 353 246.6 211.3 250 75 

國際地區校際合作機構 
年度 

合作單位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泰國先皇技術學院 59.8 25 50 75 50 
 

泰國法政大學 55 150 100 250 150 
泰國蒙庫國王科技大學 -- 50 50 100 150 
伊朗德黑蘭大學 58 25 25 25 - 
澳洲西雪梨大學 33 -- - - - 
馬來亞大學 90 25 25 50 - 
日本東北大學 50 75 50 50 
美國賓州大學 自112年度起合作 300 300 
越南胡志明市理工大學 自113年度起合作 75 
波蘭格但斯克大學 自113年度起合作 90 
布拉格捷克理工大學 自113年度起合作 30 
立陶宛維爾紐斯科技大學 自113年度起合作 180 

國際合作研究補助 
                年度 

合作單位 110年 111年 112 年 113 年 

獎勵型 60 30 
150 180 

預申請型 45 15 

由於本校之研發強調與產業界結合，研究論文「實務化、應用化」，研發成果「產

業化、技術化」，本校所培育出的高素質人才，長久以來，不但深受企業肯定，也自行

創業，貢獻社會。114 年《Cheers》雜誌針對 2000 大企業進行的「2025 企業最愛大學

生」調查，本校取代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拿下技專校院龍頭；《遠見雜誌》「2025 企業

最愛大學生排行榜」亦榮獲技專院校第二名。由此可知，本校校友在各產業界深獲企業

喜愛並表現優異。 

(二)發展目標 (D-2、E-1)  

研發處發展目標之建立，著重強化務實導向的產學研發及深耕學研的國際交流為主

軸目標，以強化跨校及跨領域研究合作的機制(D-2)及增進國際交流，提升國際學術知名

度(E-1)之發展策略制定發展目標，並使有限的校內設備經費得以發揮最大的效用，本校

自民國 93 年 11 月 30 日訂定「教學單位教學儀器設備、無形資產與實習材料費分配辦

法」並因應協助推動學校發展持續更新。自 107 年以來，每年穩定維持本校圖儀設備、

無形資產與材料費經費預算，未來並視當年度學校發展所需增加，以挹注本校教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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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資源，如表 15.2。除了圖儀設備、無形資產及材料費的分配，本校亦加強提供國科

會、政府機構及公民營企業等徵求各類型研發計畫資料，輔導及協助本校各系所爭取更

多的政府及民間經費的支援，鼓勵各系所爭取更多校外的研究經費。 

        表 15.2 111-116 年之圖儀設備、無形資產及材料費實際分配數及預估數 單位：仟元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115 年 
(預估) 

116 年 
(預估) 

圖儀設備 98,090 98,090 98,090 98,090 108,090 108,090 

無形資產 4,272 4,272 4,272 4,272 4,300 4,300 

材料費 8,684 8,684 8,684 8,684 9,350 9,350 

總  計 1.11 億元 1.11 億元 1.11 億元 1.11 億元 1.21 億元 1.21 億元 

1.在研究發展方面，本校未來預期達到之目標如下： 

(1)每年 SCI/SSCI 等的相對論文數，自 102 年起每年均呈穩健成長，期至

116(2027)年人均數 2.6 篇/人、年。 

(2)每年國科會計畫核定總金額，在國科會每年度補助預算及政策方向不變之

前提下，期至 116(2027)年核定總金額達 4.6 億元/年(如表 15.3 所示)。 

表 15.3 111-116 年國科會計畫實際獲補助數及未來爭取金額目標表 單位：億元 

年度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115 年 
(目標) 

116 年 
(目標) 

國科會計畫

總金額 4.5 3.9 4.3 4.6 4.6 4.6 

2.在技術發展方面，持續建構技術與學術並重之研究氛圍，推動跨領域、跨國

域及跨校聯盟之學術研究合作，培育實務與理論兼具人才，本校未來預期達

到之目標如下：  

(1)本校科研合作機構間數自 98 年起每年均呈穩健成長，期至 116 年可拓展至

27 間(如表 15.4 所示)。(D-2、E-1) 

(2)隨著科研合作機構間數增加，所產出之 SCI/SSCI 等論文篇數、技術移轉、

可商品化之成果將有效助益本校國際化及研發能量。 

                       表 15.4 科研合作機構數預估表              單位：間 

年度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115 年 
(目標) 

116 年 
(目標) 

科研合作 
機構間數 18 20 23 26 2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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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定量化發展指標方面，研發處依據中長程發展計畫之 6 大主軸目標及 26 項

發展策略，擬定量化發展指標及執行期程。每學期透過校務發展委員會及中

長程計畫書研商修訂會議，持續針對近中長程預定達成之定量化指標進行追

蹤檢討。研發處近三年致力於提升本校研究質量，112 年師資結構改變，具發

表能量之教師陸續退休，導致總體論文數趨緩成長，惟本校仍持續鼓勵教師

發表論文，並將國際合著學術機構國家數加權項目加入論文獎補助辦法，期

望提升本校國際能見度，同時提升論文品質；在擴大跨校際及科研單位學術

合作效益方面，近三年執行成效已達成指標；此外，本校積極鼓勵學生考取

專業證照及參加國內外競賽，執行成效皆達指標，近三年研發處之定量化指

標及執行成效(111-114 年 1 月 31 日)如表 15.5。 

    表 15.5 研發處之定量化發展指標總表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深耕學研的

國 際 交 流

(E) 

落實全球在

地化提升國

際能見度 
(E-3) 

近程（2 年） 

收錄於 Scopus
資料庫中與國

際學者合著之

期刊論文數近 2
年成長 2%。 

1.本校國際合著論文數 111
年為 668 篇、112 年為 617
篇、113 年為 690 篇、114
上半年為 160 篇。 

2. 112 年較 111 年下降

7.63%。113 年較 112 年成

長 11.38%。 
3.113 年論文數量回升，國際

合著論文數亦呈現顯著增

長趨勢。 
4.本校除持續鼓勵教師發表

論文，亦將國際合著學術

機構國家數加權項目加入

論文獎補助辦法，期望提

升本校國際能見度，並提

升論文品質。 

務實導向的

產 學 研 發

(D) 

強化跨校及

跨域研究合

作的機制 
(D-2) 

近程（2 年） 

1. 舉辦本校與

學術活作夥

伴聯合成果

發表會：每年

至少一次。 
2. 跨領域或跨

校之學術計

畫：每年至少

60 件。 
3. 校際學術合

作計畫合作

國際學校三

1.111 至 113 年間共辦理 7 場

發表會(含主、協辦)。 
2.教師參與本校與國內及國

際暨大陸合作學校(機構)
校際學術合作計畫，111 年

67 件、112 年 79 件、113
年 60 件。 

3.112 年合作學校新增美國

賓州大學；113 年合作學校

新增越南胡志明市理工大

學、波蘭格但斯克大學、布

拉格捷克理工大學、立陶



321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年增加 1 間。 宛維爾紐斯科技大，114 年

合作學校新增美國紐澤西

理工學院、立陶宛維爾紐

斯大學、美國辛辛那堤大

學至 114 年止合作學校(機
構)共計 26 間。 

多元創新的

學 習 環 境

(B) 

發展創新教

學模式，建

構學生為主

的學習環境 
(B-3) 

中程（4 年） 

參與競賽獲獎

人次近兩年成

長 5%。 

本校 110 學年度參與競賽獲

獎人次為 233 人、111 學年

為 357 人、112 學年為 440
人，近兩年成長率超過近

89%。 

多元創新的

學 習 環 境

(B) 

攜手多元產

業 合 作 模

式，培育優

質跨領域就

業人才 
(B-4) 

中程（4 年） 

技專校院校務

基本資料庫學

生考取專業證

照數近兩年成

長 5%。 

本校 110 學年度專業證照獲

證數為 943 張、111 學年為

1,023 張、112 學年為 1,053
張，近兩年成長率超過近

12%。 

(三)近中長程發展策略 

為了強化務實導向的產學研發及深耕學研的國際交流並鼓勵教師繼續在研究與技

術發展以及創新研發方面努力，本校提出多項措施，逐步推展近中長程發展策略，分別

為(1)提升本校研究質量，並強化高階研究人力結構(D-1) (SDG 17.14)；(2)擴大跨校際及

科研單位學術合作效益，並積極獲取研究發展外部資源(D-4) (SDG 17.14)；(3)鼓勵學生

考取專業證照，培育關鍵師級人才，並增加學生國際移動力與競爭力(B-4) (SDG 4.4)；

(4)形塑優勢實務研發，深化 PBL 研發專題(SDG 4.3)，以期達到前述之目標。 

1.近程發展策略（2 年） 

(1)提升本校論文質與量 (D-1、E-3) (SDG 17.14) 

每年辦理本校師生論文獎勵及期刊論文潤稿與刊登補助，鼓勵教師投稿優質期刊。

為同步提升本校教研人員學術研究成效的質與量，校內各項研發獎補助 107 年起全面採

用論文點數計算公式，採計以本校名義發表收錄 Scopus 或 WOS 資料庫之優質國際學

術期刊論文，且屬企業合作或與國際作者合著論文，得額外加權，為綜合評估學術研究、

實務應用研究、跨領域研究、產學研究或國際合作績效之機制，並追蹤全校與教師個人

FWCI 指數成長之比值；為進一步接軌國際研究趨勢，本校加入 h5-index、SDGs 加權項

目及國際合著學術機構國家數加權項目，鼓勵教師跨國學術研究合作，提升本校國際能

見度，兼顧論文數量、論文品質、永續發展以及影響力之綜合衡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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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鼓勵教師發展研究量能爭取國科會研究計畫 (D-1) 

利用校內多元管道廣泛周知國科會計畫徵件訊息，並定期彙整公告通知各學院其所

屬教師獲核定補助情形。同時針對不同職級之教師提供個別化輔助，新進教師部份提供

研究薪傳計畫補助、新進教師申請國科會計畫諮詢輔導補助；資深教師部份，將國科會

計畫績效納入校內各項獎補助措施中重要申請指標，同時修訂「專任教師申請國科會計

畫諮詢輔導補助原則」，針對連續兩年申請國科會計畫未通過、連續五年未執行國科會

計畫之教師提供諮詢輔導措施。另本校專任教師須有執行中之國科會計畫且擔任計畫主

持人(非共同或協同主持人)，始得申請校際學術合作計畫，惟助理教授不在此限。 

(3)持續推動跨校與跨國之學術研究合作 (D-2)  

為培養跨領域、多元及具包容性的科技研發人才，加速與國內外學術單位及醫療院

所合作，藉由雙方共同出資，鼓勵不同領域、不同面向的組織團隊共提學術專題研究案，

推動跨領域(醫院)、跨國域(泰國、澳洲、馬來西亞、日本、美國、立陶宛、捷克等)、以

及跨校聯盟(臺北聯合大學系統等)之科技教研合作，並逐步擴增研究經費與合作學校(機

構)，且持續穩定增加中。此外，本校訂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際合作研究補助作業要

點」，鼓勵本校教師積極與世界大學排名 QS300 名以內之國外學校(機構)學者進行合作

研究，每年並選送本校學生至國外學校(機構)研修，以拓展國際學術合作版圖。 

(4)建立貴重儀器機制獲取外部資源 (D-4) (SDG 17.14) 

因應學生學習與實驗所需，本校逐年進行貴重儀器汰舊換新工作(購置使用、維修管

理)，以提高儀器使用效益，增進全校整體學術研發能量，擴大社會服務效能。為此，本

校訂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貴重儀器管理辦法」及「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貴重儀器補助要

點」，設置管理委員會審議貴重儀器管理及補助相關任務。在以落實使用者付費精神及

開發外部資源為目標的前提下，積極推動各貴重儀器管理單位建立「收費機制與租借規

則」，開放校內外各單位使用及受理委託檢測服務，為優化貴重儀器控管流程，於 112 年

規畫建置系統管理平台，113 年完成建置，114 年將正式上線啟用並加強宣導校內師生

落實使用，以利整合儀器營運管理資料及考核儀器績效與使用狀況，俾利貴重儀器使用

之永續發展；儀器管理單位可依實際情形自行訂定收費標準並對外開放，提高儀器使用

效率，服務收入亦可作維護修繕使用，服務案收入逐年成長，期能透過開放服務機制提

高本校科研能見度，提升外部資源收入。 

(5)持續辦理校園徵才相關活動，整合職涯輔導策略 (B-4) 

每年除了企業徵才博覽會，亦辦理廠商徵才說明會，提供學生多元求職管道。 

學生校外實習方面，自 112 學年度起，改為實施專業必修 2 學分之校外實習課程，

培養學生務實致用之觀念與能力，研究所開設「校外實務研究」專業選修課程，鼓勵碩、

博生赴業界進行與其研究相關的實習工作，除發展學術理論外更擁有業界實務經驗，以

培育出學養精湛且具有實務技能之高階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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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調整課程實習：為強化學生務實致用的觀念及能力，與業界接軌建立正確

工作態度，已逐步建立各系與相關產業之實習課程，從學校之教學方針與

企業之研發動向同步邁進，調整教學內容與實務專業相輔相成，並藉由校

外實習管道，瞭解產業需求與適用企業人材，達到「做中學，學中做」的概

念。 

B.實習前企業觀摩：透過企業參訪，使學生校外實習前親身接觸及了解實習環

境、實習內容等，降低學生實習前後學習認知落差，拉進學生與企業的互動

距離。 

C.職涯輔導發展網絡：包含職涯諮商、履歷健檢、企業參訪、職涯講座四大類

別，讓學生充分使用校園資源增加自我探索之正向意義，達成人才培育發

展目的。 

D.學海築夢海外實習計畫：為提升學生國際移動力，本校積極爭取教育部「學

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補助，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企業、研究

中心或學校等進行國際專業實習，期藉國際實習交流，拓展學生國際視野，

增進實務學習經驗。 

(6)創造競賽佳績，提升本校國際競爭力 (B-3)  

鼓勵學生參加國內或國際性技能、學術性競賽，以爭取佳績並提升本校校譽與學術

水準。此外，藉由學生參加各項競賽，增加學生與業界交流與溝通之機會，以縮短學生

未來就業之落差，培育未來企業之人才，茲將提升競賽策略臚列如下： 

A.國內外競賽成績優良獎勵金：藉由核撥獲獎團隊獎勵金，可提高學生參賽

意願，給予實質鼓勵，相關獎勵金額度則依獎項大小及賽事規模核定。 

B.國內外競賽獲獎師生由各系所辦公室辦理敘獎事宜。 

(7)奠基優勢研發能量，加乘特色研發成果 (D-1) 

以執行教育部 107 年-111 年第一期與 112 年-116 年第二期之「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為基礎，持續推動本校特色創新研發工作。結合國家高等教育發展趨勢，以及國家經濟

產業發展政策，並配合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目標，厚實前瞻實務研究能量，衍

創連結產業動能目標。近程重要策略與作法規劃如下： 

A.拔尖創新研發成果，前瞻科技人才共構 

a.成立教師研發成長社群：籌組校內跨系所學院、校外跨校跨產業、以及國

際重要學者與特色主題之專業教師成長社群，強化與國際高被引學者及世

界前 2%科學家進行研究合作交流，聚焦 ESG 與 SDGs 等國際趨勢研究議

題，藉由國內外跨域教師之交流合作，激盪本校教師之創新研發能量。 

b.同步國際學術人才網絡：運用國際通用之 Scopus 期刊論文資料庫、SciVal

研究績效評估方案、以及 PURE 學研人才資料庫等資源，與國際知名學府

分享研究人才及研究成果之即時資訊，發掘潛在之國際合作研究學者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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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學校對象，促進國際共同合作研究契機，並接軌國際研究主流方向。 

B.開發問題導向專題，育成產業實務專才 

a.推動產研專題暨工作營：持續推動教師與企業合作進行以問題導向 PBL

模式之產學合作計畫，雙方共同出資擴大計畫執行規模；鼓勵學生自主創

作研發專題與進行後實習研究專題，深化產業實務學習成效；跨校辦理「競

賽工作營」或企業命題「產研工作營」，推動本校創新教學研發特色成效。 

b.辦理核心產業人才培育：引導學院系所與特色實驗室辦理產業專題演講、

研習營、以及實務專題工作坊等相關國家現在與未來產業所需之核心產業

人才培訓活動，培育符合國家六大核心戰略產業、前瞻基礎建設、國際永

續發展目標 SDGs 之未來人才，形成國際核心技術趨勢重點之教研培育室。 

2.中程發展策略（4 年）  

(1)提升研究發展及研發人才培育 (D-4) 

本項策略以增進學術研究獎補助制度及增加研究發展資源為兩大面向推動，細部策

略方針如下： 

A.滾動修正本校研究發展之獎補助措施，如表 15.6，鼓勵教師積極爭取政府

帶動研究人員及學生參與研發工作，提升爭取政府補助之研究計畫及高品

質論文發表量，有效挹注教師研究所需資源，並提供新進教師研發設備之

資源。 

B.穩定圖儀設備、無形資料及材料費分配金額，確保教學單位教學及研究運

作。 

C.完善「彈薪及留才攬才制度」，廣招優秀研究人才，並協助教師教學及研究

單位發展重點特色領域，建立本校專有研究特色；落實教師多元升等機制，

鼓勵理論與實務雙軌並行之研究。 

D.利用多方位之媒合機制，尋求業界產學研發合作計畫，積極爭取空間、人力

的擴增及校外資源的挹注，並利用校內各研發中心橫向聯合資源使用，爭

取校內跨領域之整合型計畫。 

   表 15.6 本校研究發展之相關獎補助辦法 
項目 辦法名稱 內容 

人 
才 
培 
育 

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教學單位教學

儀器設備、無形資

產與實習材料費

分配作業要點 

1.教學儀器設備、無形資產與實習材料費之分配，依五大

分配項目(大學部、研究所碩士班、其他教學需求、學

院、備用款)之分配比例。 
2.備用款分配原則：年度備用款優先分配僑外生(不含專

班之外籍生)、原住民生及離(外)島生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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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辦法名稱 內容 

學 
術 
研 
究 

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研究薪傳計畫

實施辦法 

1.為提升本校新進教師及編制內專任教師研究能量，使

研究優良教師經驗得以傳承，特擬定「國立臺北科技

大學研究薪傳計畫實施辦法」。 
2.本辦法所稱之新進教師，係指自 105 學年度起新聘任

之編制內專任教師。 
3.本辦法所稱之研究薪傳教師，須符合以下資格之一，且

經系(所)主管及院長推薦之本校專任研究優良教師： 
(1)現任專任教授以上職級教師。 
(2)曾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3)曾獲得校、院傑出研究獎。 
(4)曾獲得校、院傑出產學合作獎。 

4.凡本校新進教師，需於到任起一年內提出研究薪傳計

畫申請，邀請一名研究薪傳教師，進行一對一研究輔

導。本校編制內副教授以下職級教師，亦可依其意願提

出申請。每位教師申請以二次為限，一次補助期程為二

年。 

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教師執行國科

會整合型計畫獎

勵辦法 

為鼓勵教師執行國科會整合型計畫，以提升本校研究實

力與水準，凡執行國科會整合型計畫擔任計畫總主持人

或該整合型計畫之子計畫主持人，且該整合型計畫團隊

執行之子計畫總件數達三(含)件以上，計畫總主持人給

予 2 萬元及子計畫主持人給予 1 萬元獎勵金。 

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新進教師研究

經費補助辦法 

為鼓勵新進教師從事學術研究，協助建立必須之研究設

施，凡本校一年內新聘之助理教授以上(含)專任教師，且

必須以本校名義申請或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並擔任

計畫主持人，原最高補助二十萬元教學儀器設備費，自

108 年度起新進教師依學院或國科會計畫之學門歸屬提

高至三十五萬元或五十萬元等教學儀器設備費補助。 
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師生研究論文

獎勵辦法 (經 108
年 9 月 24 日行政

會議決議本辦法

修訂為師生研究

論文獎勵作業要

點並與高品質論

文獎合併。) 
109年 8月 4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修訂名稱為「國立

臺北科技大學陽

光獎助金─教職員

為鼓勵本校教職員生積極從事研究，發表學術論文，特

訂定本辦法。 
1.申請資格： 
   (1)本校現職專任教師、研究人員、專任職員、在校   

學生(含博士生、碩士生及大學部學生)均得提出申

請。 
   (2)得包含退休或畢業三學年以內符合上述第一項之

申請資格者。 
2.申請條件： 

(1)期刊論文 
A.論文獎助之申請人須以本校名義發表於 Scopus
或 Web of Science(WOS)資料庫中之期刊論文(僅
限 Original Article 及 Review Article)。 

B.論文發表日期須為申請年度之前一年度(1 月~12
月)，學術論著正式出版年度以紙本刊登年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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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辦法名稱 內容 
及學生論文獎勵

作業要點」 
準，若無紙本出版則以電子版刊登年度為基準，

申請過其他論文獎勵之論文不得重覆申請。 
(2)研討會論文 

A.限本校學生及畢業 36 個月以內之本校校友。 
B.為發表收錄於 Scopus 之研討會論文而參加國際

學術會議，且該論文係以本校名義口頭發表者。 
C.申請者需檢附研討會口頭發表現場佐證照片。 

3.獎勵原則如下所示： 
(1)論文基點每點獎勵金採逐年浮動調整並配合年度

預算核實訂定之。 
(2)本獎勵金之發放以申請人為單位，申請人之實得點

數與每點獎勵金之乘積即為該申請人得獎之總獎

勵金。 
(3)符合研討會論文申請條件之文章，一篇以獎勵金

2,000 元計。 

財團法人國立臺

北科技大學文教

基金會獎助辦法 

當年度無任何計畫之本校專任教師撰寫論文向具有評審

制度之國際學術期刊論文發表單位投稿者，得向本會申

請投稿所需潤稿費用補助金。 

研 
究 
人 
才 

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教師研究成效

評鑑要點 

為提升教師榮譽，增進教師研究水準，由各學院應參照

學校整體研發方向，並依其學術發展特色與重點訂定評

量基準，每三年評鑑一次。 

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獎勵特殊優秀

研究人才支給要

點 

1.經費由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款、教育部編列

公務預算補助款、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補助

款、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補助款及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自籌收入等支付，經費來源如

停止，本要點亦自動中(終)止辦理。 
2.適用對象： 
本校編制內及依本校法規進用之編制外特殊優秀教研

人員，其在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領域研究績效具有

特殊傑出表現者，並符合國科會與教育部相關辦法規

範者。 
3.特殊優秀研究人才得分等級支給不同彈性薪資差距，

由申請人提供相關證書等證明文件送審評議。 
4.獎勵名額以當年度全校教師人數總額之 30%為原則。

副教授以下(含副教授)職級之獲獎勵人數至少需占總

獲獎勵人數之 10%。 
5.當年度核定總彈性薪資經費之最高 30%優先分配給

「新聘之特殊優秀人才」，其規範依據「國立臺北科技

大學獎勵新聘特殊優秀研究人才支給作業規定」辦理。 
6.自 110 年度起，本校編制內專任有給之新進教師，於

正式納編日之年度至前二年內，符合「教育部補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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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辦法名稱 內容 
專校院實施彈性薪資作業要點」第二點第二款第一目

至第三目規定者，得由系(所)主管推薦送審評議。108
年 1 月(含)以後至本要點修正公布實施前已正式納編

本校之專任教師，用本款申請獎勵。 

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獎勵新聘特殊

優秀研究人才支

給作業規定 

1.經費由本校申請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

點補助款支付，每年獎勵經費視該部補助額度及實際

申請審核。 
2.獎勵對象： 
本校編制內、外新聘任期三年(含)以下特殊優秀教學研

究人員且於補助起始日前一年內曾執行國科會補助研

究計畫，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1)非曾任或非現任國內學術研究機構編制內之專任

教學、研究人員。 
(2)於申請日前五年間均任職於國外學術研究機構。 

3.獎勵額度： 
(1)教授：每月獎勵額度新臺幣六萬至八萬元。 
(2)副教授：每月獎勵額度新臺幣三萬至六萬元。 
(3)助理教授：每月獎勵額度新臺幣一萬至三萬元。 

4.本獎勵期限最長三年，受獎勵人員於獎勵期內，每年均

應繳交績效報告，並依第五點接受定期考評，審核通

過者發與次年之獎勵。績效報告審核未通過者停止發

放奬勵金，且不得再申請本獎勵。 

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講座教授設置

辦法  

1.諾貝爾獎得獎人或中央研究院院士。 
2.曾獲總統科學奬或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者。 
3.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或學術獎。 
4.曾獲國家產學大師獎者。 
5.曾獲國科會傑出特約研究員獎或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二

次以上。 
6.國際知名之國家院士。 
7.曾(現)任國際著名大學之講座。 
8.重要國際學會會士(fellow)。 
9.曾獲本校終身特聘教授滿 3 年者。 
10.在產學合作或實務專業技術上有傑出貢獻者。 
11.其他在學術上有傑出貢獻者(僅限 Original Article 及

Review Article)。 

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特聘教授設置

辦法 

1.特聘教授應具教授年資實際在職五年(含)以上之專任

教授，並具有下列基本條件之一者，得申請為本校特

聘教授：  
(1)申請年度之前五年(含)內以本校名義發表之重要

學術論著績效點數 160 點。(僅限 Original Article
及Review Article)設計學院及人社學院教師得採計

TSSCI/THCI 期刊論文；人文、設計、藝術或社會

科學領域教師得以學術專書著作或專章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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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辦法名稱 內容 
(2)申請年度之前五年(含)內以本校名義所獲得之教

育部補助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SR)計畫績效點數

達 80 點以上者，其績效點數之計算每 10 萬元 2
點。 

(3)申請年度之前五年(含)內以本校名義所獲得之國

科會一般專題計畫(不包含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
績效點數達 250 點者，其績效點數之計算每 10 萬

元 5 點。 
(4)申請年度之前五年(含)內以本校名義所獲得之產

學合作計畫(含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案之廠商配合

款金額)績效點數達 200 點以上且管理費納入校務

基金超過 150 萬元者，其績效點數之計算每 10 萬

元 2 點。 
(5)申請年度之前五年(含)內以本校名義所獲之實收

技術移轉金(不包含國科會先期技術移轉授權金)
績效點數達 100 點以上且管理費納入校務基金超

過 40 萬元者，其績效點數之計算每 10 萬元 5 點。 
(6)依本項第(1)、(2)、(3)、(4)、(5)款所訂之基本條件

為基準，其中兩項所計算出來的達成率合計達

130%(含)以上、且該兩項之一達成率須達 75%(含)
以上者。 

(7)申請人近五年(含)之其他傑出專業表現，對發揚本

校校譽有重大貢獻且經簽准者。 
(8)曾獲本校「傑出教學獎」2 次者。 

前項條件之績效計算期間，五月底前申請者，計算

至前一年度十二月底止；十一月底前申請者，計算

至當年度六月底止。 
2.特聘教授之資格審定由校傑出研究遴選委員會審定，

每任三年，任期期滿者得再申請，最多三任，三任期滿

者得申請終身特聘教授榮銜。 
3.特聘教授名額為全校專任有給教師人數之 8%為基準，

留職停薪者不計入人數計算，惟終身特聘教授人數名

額不計入限額。 

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明珠基金禮聘

國際大師辦法 

1.為落實「實務研究型大學」之發展目標，並與企業共同

研發最新技術，特依本校「設置明珠基金禮聘國際大

師擔任高等研究院講座教授」募款活動辦法訂定。 
2.「明珠講座教授」，薪給待遇依下列規定辦理： 

(1)固定薪資最高支給標準比照行政院「各機關聘請國

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台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

準表」規定核給。補助級別與報酬如有疑義，得依

校傑出研究遴選委員會之決議或校長裁示辦理之。 
(2)彈性薪資最高支給標準參考本校明珠基金禮聘國

際大師適用等級與彈性薪資支給標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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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辦法名稱 內容 
(3)明珠講座教授除薪資外，得經校長核准提供受邀人

往返機票、住宿補助、專用停車位、實驗設備與空

間、保險費及其他優惠待遇。 
(4)固定薪資與彈性薪資按月給付。 

3.本辦法延攬之明珠講座教授，如另有適用之相關聘任

或設置辦法者，應先依該辦法聘任並核給薪給待遇，

再依本辦法補充其他優惠待遇。 
4.明珠講座教授彈性薪資之給付須每年審核一次，至多

以五年為原則。 

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延攬國際頂尖

人才作業要點 

1.為延攬國際頂尖人才，提供符合國際競爭之薪資待遇，

以吸引國際人才來臺任教，讓國際人才的學術能量在

臺灣學術環境扎根，以利提升本校卓越的學術能量及

國際影響力，依「教育部協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人

才實施計畫」訂定。 
2.本校延攬之國際頂尖人才，分為玉山學者及玉山青年

學者(取得最高學歷 10 年以內)。上述玉山學者及玉山

青年學者不得為現任我國大專校院及學術研究機構人

員或退休人員，且不得再請領本校之彈性薪資。 
3.本校延攬之國際頂尖人才，編制內專任教師應依本校

新進教師限期升等辦法規定。其聘任方式應符合下列

規定： 
(1)玉山學者 

A.編制內專任教師，但聘任時年齡超過 65 歲者，得

以專案教師聘任。 
B.短期交流教研人員，聘期應至少 3 年，每年至少

在學校服務 3 個月以上。 
(2)玉山青年學者：為編制內專任教師。 

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 Dr. Shechtman
年輕學者研究獎

勵設置辦法 

1.為激勵本校有潛力之年輕教師積極參與推動學術研究

工作，追求卓越，特以 2011 年化學獎諾貝爾得主 Dr. 
Dan Shechtman 之名訂定本辦法。 

2.凡在本校任教滿三年且年齡在45歲以下之編制內專任

助理教授或專任副教授(簡稱年輕學者)，均得由所屬系

所推薦並向所屬學院提出申請，經所屬學院審查並排

定優先順序後，送至研發處續辦相關事宜。 
3.本校設立「年輕學者研究獎」項，其獎勵對象為有具體

學術研究貢獻之本校專任教師，近三年具有下列條件

之一者： 
(1)超越原有學術領域之範疇，開拓新領域或跨領域之

研究，並獲致具體貢獻(例如著作、創作、發明、技

術等)，表現優異如獲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者

等。 
(2)出版具學術貢獻之專書著作，且有重大影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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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與產業界合作，將研究成果(例如專利、發明、技術

等)移轉產業界，且有具體優異成效可證明其成效

者。 
(4)研究成果有助社會重大問題之解決，獲致具體貢

獻，表現優異者。 
(5)以學術研究之貢獻獲致國際學術界之具體肯定，表

現優異者。 
(6)所發表之論文有相當品質及數量，研究成果優異者

(僅限 Original Article 及 Review Article)。 
4.本校每年選出至多五名年輕學者給予奬助，得獎者之

研究貢獻及得獎事實得公開以供校及各界人士參考。 

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傑出研究獎設

置辦法 

本獎項之獎勵對象為有具體學術研究貢獻之本校教師，

且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 
1.超越原有學術領域之範疇，開拓新領域或跨領域之研

究，並獲致具體貢獻(例如著作、創作、發明、技術等)。 
2.完成並出版極具學術貢獻之專書著作，表現優異者。 
3.與產業界合作，將研究成果(例如專利、發明、技術)移
轉產業界，且有具體優異成效可証明學術成就。 

4.研究成果有助社會重大問題之解決，獲致具體貢獻，表

現優異者。 
5.以學術研究之貢獻獲致國際學術界之具體肯定(例如

個人在全球性該領域之主流學術組織中獲選擔任

president，vice president，award committee chair，fellow 
committee chair，主流期刊之 editor-in-chief 等地位崇

高之職務，或被全球性該領域之主流學術組織頒授地

位崇高之獎項等)，表現優異者。 
6.所發表之論文有相當品質及數量，研究成果優異者(僅
限 Original Article 及 Review Article)。 

7.獲獎教師頒予獎牌乙面，及獎金新台臺幣四十二萬元

(其中含研究獎勵費十二萬元及研究經費配合款或設

備費三十萬元)。 

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奬助研究及產

學績優教師聘任

研究人員辦法 

因應研究需要及創新創業或提升產業技術效益之需求向

法人機構延攬高階人才，特訂定本辦法。 
本辦法所聘用之研究人員與資格如下： 
一、研究型 
 (一)研究績優教師：專任教授以本校名義發表之重要學

術論著於該領域 Scopus 或 Web of Science (WOS)資
料庫，收錄於 SCOPUS 資料庫之研討會論文且有 
CITE SCORE RANKING 者(限人社學院及設計學

院)，其近五年平均論文點數符合下列資格 (計算方

式請參照【附表一】) 且三年內執行過至少兩件以

上國科會計畫且為計畫主持人者，得提出研究人員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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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型教師： 
(1)專任教授學術論文(不含研討會論文)每年加權平均

30 點以上。 
(2)研究型教師聘任後應每年以本校名義申請國科會

研究計畫並擔任計畫主持人，其申請績效納入續聘

之參考。 
(3)研究型教師同一人聘滿一期 3 年者，結案時論文點

數滿足執行條件及擔任國科會計畫之「計畫主持

人」至少一件，始得續聘下一期。 
2.博士後研究人員：專任教授學術論文每年加權平均20

點以上。 
二、產學型 

(一)產學績優教師：近五年以本校名義執行公民營機構

或相關政府之產學合作案，依管理費實際入帳金額

累計，符合下列資格者：(點數計算方式如【附表

一】) 
1.研究型教師： 

  (1)專任教授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費及技轉金管理費實

收金額，換算點數合計，每年平均 12 點數以上。 
  (2)研究型教師聘任後以本校名義取得產學合作計畫，

並擔任計畫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其申請績效納入

續聘之參考。 
2.博士後研究人員：專任教授學術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費

及技轉金管理費實收金額，換算點數合計，每年平

均 8 點數以上。 
  本校設計學院及人社學院教師單獨申請資格，為上

述產學績優教師要求的二分之一。 
(二)教師符合上述資格得提出申請，於審議時將以產學

合作計畫點數乘以 0.3，技轉金管理費點數乘以

0.7，合計評選。 
三、各單位為執行經校長核定之大型計畫，將研究成果

轉化設立公司(spin-off)，或加入國內傑出企業提升

產業技術(spin-in)之效益，簽奉校長核定後，得提出

專業研究人員之申請。 

 

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各級專任教師

申請國科會研究

計畫諮詢輔導補

助原則 

一、 本校各級專任教師以本校名義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

擔任計畫主持人未通過，符合以下條件者，得邀請

本校具有研究績效之教師擔任諮詢輔導教師，輔導

國科會研究計畫之撰寫與申請。 
(一) 新進教師：本校新聘任任期三年(含)以下教學研究

人員(含研究助理教授)，且一年內曾申請國科會研

究計畫 1 件未獲通過者。 
(二) 其他校內各級專任教師：本校聘任任期超過三年之

教學研究人員，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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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連續兩年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皆未獲通過者。 
2.五年內未擔任國科會研究計畫主持人者。 
(三) 經醫師診斷確認懷孕事實起至養育三足歲以下子

女之連續期間內，且無執行國科會研究計畫者，得

檢附足資證明懷孕或生育事實證明文件提出申請，

不受前述條件限制。 
二、國科會研究計畫獲核定通過，並經申請教師繳交輔

導紀錄表後，其所邀請之諮詢輔導教師每案可獲新

臺幣伍萬元業務費補助，所需經費由研究發展處專

案計畫經常門支應。 

(2)擴大跨校際及科研單位學術合作效益 (D-1、D-2) 

為強化跨校及跨域研究合作機制，積極拓展本校學術合作單位數量，提供本校教師

更多元的選擇與其他學術、研究及醫療等單位合作，在雙方各提供相等數額作為研究計

畫經費原則下，同時加強雙向人才交流，包括共同指導研究生及專題生、發表研究成果、

舉辦演講及研討會、提供技術諮詢、支援教學及共同使用研究設備等，達到互利互惠作

用。另外，本校與各合作學校(機構)皆訂定有「學術合作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如表

15.7，以規範雙方之計畫成果產出，計畫主持人須於計畫結案後 2 年半內(部分為一年

半)，發表至少 1 篇由雙方共同合著之 SCI/SSCI/A&HCI/TSSCI/THCI 論文。凡歷年獲補

助之計畫累積達三件以上者，則需增加發表 1 篇 SCI/SSCI/A&HCI/TSSCI/THCI 論文。

未來亦將持續鼓勵教師所發表之論文需發表於該領域 Scopus 或 Web of Science(WOS)資

料庫之 Q1、Q2 範疇，共同提升本校與合作學校(機構)之研究合作的質與量，期對於總

體學術研究水平與精進教學培育跨域人才成效目標能有效提升。 

   表 15.7 本校校際學術合作之相關辦法 
 辦法名稱 內容 

學 
術 
合 
作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暨

馬偕紀念醫院學術合

作專題研究計畫作業

要點 

為增進臺北科技大學及馬偕紀念醫院之學術研究合

作，提升雙方生物醫學研究水準，特訂定此作業要點。 
以一年期計畫為原則，如有多年期計畫，仍需視年度總

預算及年度成果,逐年審查，分以下兩種計畫類型： 
1.個別型計畫：由計畫主持人依研究專長研提之。每件

計畫每年雙方經費總額不超過八十萬元。 
2.整合型計畫：由總計畫主持人自行組成研究團隊，研

提整合型計畫，且應包含總計畫及三至五件之子計

畫。每件子計畫每年雙方經費總額不超過八十萬元。 



333 

 辦法名稱 內容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暨

長庚紀念醫院學術合

作專題研究計畫作業

要點 

為增進臺北科技大學及長庚紀念醫院之學術研究合

作，提升雙方生物醫學研究水準，特訂定此作業要點。 
以一年期計畫為原則，如有多年期計畫，仍需視年度總

預算及年度成果，逐年審查，分以下兩種計畫類型： 
1.個別型計畫：由計畫主持人依研究專長研提之。每件

計畫每年雙方經費總額不超過八十萬元。 
2.整合型計畫：由總計畫主持人自行組成研究團隊，研

提整合型計畫，且應包含總計畫及三至五件之子計

畫。每件子計畫每年雙方經費總額不超過八十萬元。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暨

振興醫院學術合作專

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為增進臺北科技大學及振興醫院之學術研究合作，提

升雙方生物醫學研究水準，特訂定此作業要點。 
以一年期計畫為原則，如有多年期計畫，仍需視年度總

預算及年度成果,逐年審查，分以下兩種計畫類型： 
1.個別型計畫：由計畫主持人依研究專長研提之。每件

計畫每年雙方經費總額不超過八十萬元。 
2.整合型計畫：由總計畫主持人自行組成研究團隊，研

提整合型計畫，且應包含總計畫及三至五件之子計

畫。每件子計畫每年雙方經費總額不超過八十萬元。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暨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委
託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興建經營)學術合作專

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為增進臺北科技大學及新北市立土城醫院之學術研究

合作，提升雙方生物醫學研究水準，特訂定此作業要

點。 
以一年期計畫為原則，如有多年期計畫，仍需視年度總

預算及年度成果,逐年審查，分以下兩種計畫類型： 
1.個別型計畫：由計畫主持人依研究專長研提之。每件

計畫每年雙方經費總額不超過八十萬元。 
2.整合型計畫：由總計畫主持人自行組成研究團隊，研

提整合型計畫，且應包含總計畫及三至五件之子計

畫。每件子計畫每年雙方經費總額不超過八十萬元。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暨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學

術合作專題研究計畫

作業要點 

為增進臺北科技大學及萬芳醫院之學術研究合作，提

升雙方生物醫學研究水準，特訂定此作業要點。 
以一年期計畫為原則，如有多年期計畫，仍需視年度總

預算及年度成果,逐年審查，分以下兩種計畫類型： 
1.個別型計畫：由計畫主持人依研究專長研提之。每件

計畫每年雙方經費總額不超過八十萬元。 
2.整合型計畫：由總計畫主持人自行組成研究團隊，研

提整合型計畫，且應包含總計畫及三至五件之子計

畫。每件子計畫每年雙方經費總額不超過八十萬元。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暨

臺北醫學大學學術合

作專題研究計畫作業

要點 

為增進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及臺北醫學大學之學術研究

合作，提升雙方學術研究水準，特訂定此作業要點。 
以一年期計畫為原則，如有多年期計畫，需視年度總預

算及年度成果，逐年審查，並分以下兩種計畫類型： 
1.個別型計畫：由計畫主持人依研究專長研提之。每件

計畫每年雙方補助金額最高不超過六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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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合型計畫：由總計畫主持人自行組成研究團隊，研

提整合型計畫，且應包含總計畫及二至三件之子計

畫。其子計畫每件每年雙方補助金額最高不超過六十

萬元。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暨

國立臺北大學學術合

作專題研究計畫作業

要點 

為增進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及國立臺北大學之學術研究

合作，提升雙方學術研究水準，特訂定此作業要點。 
以一年期計畫為原則，如有多年期計畫，需視年度總預

算及年度成果，逐年審查，並分以下兩種計畫類型： 
1.個別型計畫：由計畫主持人依研究專長研提之。每件

計畫每年雙方補助金額最高不超過六十萬元。 
2.整合型計畫：由總計畫主持人自行組成研究團隊，研

提整合型計畫，且應包含總計畫及二至三件之子計

畫。其子計畫每件每年雙方補助金額最高不超過六十

萬元。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暨

國立海洋大學學術合

作專題研究計畫作業

要點 

為增進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及國立海洋大學之學術研究

合作，提升雙方學術研究水準，特訂定此作業要點。 
以一年期計畫為原則，如有多年期計畫，需視年度總預

算及年度成果逐年審查，分以下兩種計畫類型： 
1.個別型計畫：由計畫主持人依研究專長研提之。每件

計畫每年雙方補助總金額最高不超過六十萬元為原

則。 
2.整合型計畫：由總計畫主持人自行組成研究團隊，研

提整合型計畫，且應包含總計畫及二至三件之子計

畫。其子計畫每件每年雙方補助總金額最高不超過六

十萬元為原則。 

臺北科技大學暨北京

理工大學學術合作專

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為增進與北京理工大學兩校之學術研究合作，提升兩

校學術水準，特訂定此作業要點。分為一年期計畫與多

年期計畫，由計畫主持人依研究專長參考本校公布之

研究重點方向研提之，每件計畫每年經費總額以約五

十萬元新臺幣為原則。 

臺北科技大學與南京

理工大學學術合作專

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為增進與南京理工大學兩校之學術研究合作，提升兩

校學術水準，特訂定此作業要點。此為一年期計畫，由

計畫主持人依研究專長參考本校公布之研究重點方向

研提之，每件計畫每年經費總額以約五十萬元新臺幣

為原則。 

臺北科技大學與北京

工業大學學術合作專

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為增進與北京工業大學兩校之學術研究合作，提升兩

校學術水準，特訂定此作業要點。此為一年期計畫，由

計畫主持人依研究專長參考本校公布之研究重點方向

研提之，每件計畫每年經費總額以約五十萬元新臺幣

為原則。 
臺北科技大學與深圳

大學學術合作專題研

究計畫作業要點 

為增進與深圳大學兩校之學術研究合作，提升兩校學

術水準，特訂定此作業要點。此為一年期計畫，由計畫

主持人依研究專長參考本校公布之研究重點方向研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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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每件計畫每年經費總額以約五十萬元新臺幣為原

則。 

臺北科技大學暨泰國

先皇技術學院學術合

作專題研究計畫作業

要點 

為增進與泰國先皇技術學院兩校之學術研究合作，提

升兩校學術水準，特訂定此作業要點。此為一年期計

畫，由計畫主持人依研究專長參考本校公布之研究重

點方向研提之，每件計畫每年經費總額以約五十萬元

新臺幣為原則。 

臺北科技大學暨泰國

法政大學學術合作專

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為增進與泰國法政大學兩校之學術研究合作，提升兩

校學術水準，特訂定此作業要點。此為一年期計畫，由

計畫主持人依研究專長參考本校公布之研究重點方向

研提之，每件計畫每年經費總額以約一百萬元新臺幣

為原則。 

臺北科技大學暨泰國

蒙庫國王科技大學學

術合作專題研究計畫

作業要點 

為增進與泰國蒙庫國王科技大學兩校之學術研究合

作，提升兩校學術水準，特訂定此作業要點。此為一年

期計畫，由計畫主持人依研究專長參考本校公布之研

究重點方向研提之，每件計畫每年經費總額以約一百

萬元新臺幣為原則。 

臺北科技大學暨澳洲

西雪梨大學學術合作

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

點 

為增進與澳洲西雪梨大學兩校之學術研究合作，提升

兩校學術水準，特訂定此作業要點。此為一年期計畫，

由計畫主持人依研究專長參考本校公布之研究重點方

向研提之，每件計畫每年經費總額以約五十萬元新臺

幣為原則。 

臺北科技大學暨伊朗

德黑蘭大學學術合作

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

點 

為增進與伊朗德黑蘭大學兩校之學術研究合作，提升

兩校學術水準，特訂定此作業要點。此為一年期計畫，

由計畫主持人依研究專長參考本校公布之研究重點方

向研提之，每件計畫每年經費總額以約五十萬元新臺

幣為原則。 

臺北科技大學暨紐澤

西理工學院學術合作

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

點 

為增進與紐澤西理工學院兩校之學術研究合作，提升

兩校學術水準，特訂定此作業要點。此為一年期計畫，

由計畫主持人依研究專長參考本校公布之研究重點方

向研提之，每件計畫每年經費總額以約六十萬元新臺

幣為原則。 

臺北科技大學與馬來

亞大學學術合作專題

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為增進與馬來亞大學兩校之學術研究合作，提升兩校

學術水準，特訂定此作業要點。此為一年期計畫，由計

畫主持人依研究專長參考本校公布之研究重點方向研

提之，每件計畫每年經費總額以約五十萬元新臺幣為

原則。 

臺北科技大學與越南

胡志明市理工大學學

術合作專題研究計畫

作業要點 

為增進與越南胡志明市理工大學兩校之學術研究合

作，提升兩校學術水準，特訂定此作業要點。此為一年

期計畫，由計畫主持人依研究專長參考本校公布之研

究重點方向研提之，每件計畫每年經費總額以約五十

萬元新臺幣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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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科技大學與波蘭

格但斯克科技大學學

術合作專題研究計畫

作業要點 

為增進與波蘭格但斯克科技大學兩校之學術研究合

作，提升兩校學術水準，特訂定此作業要點。此為一年

期計畫，由計畫主持人依研究專長參考本校公布之研

究重點方向研提之，每件計畫每年經費總額以約六十

萬元新臺幣為原則。 

臺北科技大學與布拉

格捷克理工大學學術

合作專題研究計畫作

業要點 

為增進與布拉格捷克理工大學兩校之學術研究合作，

提升兩校學術水準，特訂定此作業要點。此為一年期計

畫，由計畫主持人依研究專長參考本校公布之研究重

點方向研提之，每件計畫每年經費總額以約六十萬元

新臺幣為原則。 

臺北科技大學與立陶

宛威爾紐斯科技大學

學術合作專題研究計

畫作業要點 

為增進與立陶宛威爾紐斯科技大學兩校之學術研究合

作，提升兩校學術水準，特訂定此作業要點。此為一年

期計畫，由計畫主持人依研究專長參考本校公布之研

究重點方向研提之，每件計畫每年經費總額以約六十

萬元新臺幣為原則。 

臺北科技大學與日本

東北大學學術合作專

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為增進與日本東北大學兩校之學術研究合作，提升兩

校學術水準，特訂定此作業要點。此為一年期計畫，由

計畫主持人依研究專長參考本校公布之研究重點方向

研提之，每件計畫每年由本校補助新台幣二十五萬元、

東北大學補助日幣七十萬元(約新台幣二十萬元)，總額

以四十五萬元新臺幣為原則。 

臺北科技大學暨暨美

國賓州州立大學學術

合作專題研究計畫作

業要點 

為增進與美國賓州大學兩校之學術研究合作，提升兩

校學術水準，特訂定此作業要點。此為一年期計畫，由

計畫主持人依研究專長參考本校公布之研究重點方向

研提之，每件計畫每年由本校補助新台幣一百萬元、賓

州大學補助美金 3 萬元(約新台幣一百萬元)，總額以二

百萬元新臺幣為原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

際合作研究補助作業

要點 

為增進本校教師、研究人員與國際學校、政府單位及研

究機構之學術研究合作，提升雙方學術水準，特訂定此

作業要點。合作模式分為教師選送學生至國外研讀雙

聯學位或至合作地區學校(機構)研修，合作學校(機構)
限世界大學排名 QS300 以內，以及與本校簽訂雙聯學

位或聯合學制之國外學校(機構)，每件計畫每年經費以

三十萬元新臺幣為原則。 

(3)深化橫向及縱向之跨域合作 (D-2) 

A.深化橫向跨域合作聯盟：持續善用臺北聯合大學系統(由本校、臺北醫學大

學、國立臺北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組成)之四校特色領域互補，進

行各項研發學術交流合作(如校際學術合作計畫、跨校聯合課程開設、跨校

聯合研發中心設置、辦理研發成果發表會、研討會等)，並且推動貴重儀器

互惠使用合作。為展現雙方學術研究合作計畫成果，每年由輪值學校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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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成果發表會，除促進四校教師學生進行研究交流以外，亦邀請全

國各大專院校師生及產業界先進共襄盛舉；此外，聯盟間亦不定期舉辦研

究媒合交流會議(論壇)、計畫執行經驗分享會與其他研發推動相關之業務討

論會議，以激盪更多跨領域合作的可能性。透過跨校、跨國、跨機構等方式，

促進師生共同進行研究計畫，帶動國內外學術與實務研發之交流合作，發

揮此聯盟跨域交流平台之影響力，有效提升本校師生與校外各領域產生互

動的鏈結，增進本校的研發實力及成果展現。 

B.縱向扎根北科附工：桃園農工於民國 105 年 2 月 1 日正式改隸屬於本校，

改名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簡稱「北科附工」，

此案為全國國立科大併國立高職首例，成為北區策略聯盟於桃園區重要的

示範場域，建立培育技職人才之領航站。本校以大手攜小手之理念，配合北

科附工校內主要學生活動，採本校教師與該校教師共同合作指導附工學生

之模式，規劃「北科附工專題製作共同指導」、「北科附工全國競賽共同指

導」等活動，合作成果十分亮眼，透過本校師生攜手北科附工師生一同指

導，奠基良好基礎能力，並深化研究學理知能，屢屢於全國技藝競賽爭取許

多佳績，為兩校增添榮耀。此外，透過結合本校系所單位針對高中職學生辦

理之研習營等活動，規劃該類型活動提供北科附工學生全程免費參與之優

惠，舉辦多項學理與實務並重活動與銜接大學之體驗試探，藉此向下培植

未來人才，提升北科附工整體的教育素質。另自 110 年起，鼓勵本校技優

生加入競賽團隊，期藉由技優生過往得獎競賽經驗及嫻熟技術，共同參與

指導，試行至今，北科附工學生經本校技優生共同指導者，幾乎皆有獲獎，

成效良好，未來擬持續推動本項項目，期藉由本校技優生進行經驗傳承，提

高北科附工學生競賽獲獎率，形成良性循環。 

(4)成立與業界同步設備的「工廠型實驗室」(D-1、D-4) 

為強化本校與產業之鏈結，培養實務人才及整合跨域學習資源並統籌規範本校工廠

型實驗室之設置及管理，特訂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廠型實驗室設置暨管理辦法。本辦

法所稱之工廠型實驗室係指將原研究型或教學型實驗室轉型為兼具基礎訓練與客製化

試產功能之「工廠型實驗室」，透過業師共同指導實驗操作，更新實驗設備使其與業界同

步，以達與業界共同培育人才為目的之實驗室。 

(5)建構技術環境，深耕研發中心 (D-4)  

為建構技術環境，統合校內外資源，培養優秀研發人才，促進研發成果落實在產業

的應用，近年來，本校與國內外主要研究單位及產業界進行多項合作，成立不同領域之

研發中心。另為規範研發中心設置及管理，本校研究發展處訂有「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研

發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研發中心管理委員會委員有九人，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研發

長、產學長及各院院長為當然委員，統籌新設研發中心審核、既有研發中心考評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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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現行研發中心計有校級 9 個、院級 28 個，其中校級研發中心以配合政府政策或

推動重大校務為目的，由跨學院之教師聯合提出規劃申請，以長期性研究發展與跨領域

合作為目的，並對外爭取大型跨領域整合型研究計畫或承接學校發展為導向之任務；院

級研發中心則由本校教師依其專長或研究需求提出規劃申請。不論是校級或院級研發中

心，皆為重要科技領域的龐大研究能量之推動者，不僅實質提昇本校研發績效，亦達成

培育頂尖跨領域之優秀人才之目的。同時，因應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自 112 年始之

第二期五年規畫，擬遴選全校潛力研發團隊，以本校優勢研究量能為基礎，配合政府重

點產業政策推動方向，籌組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輔以先鋒科技研發大樓為中心研發場域，

再創本校領導前沿科技研究先驅優勢。 

(6)鼓勵學生積極考取專業證照，提升本校學生就業力 (B-4) (SDG 4.4) 

為鼓勵本校學生、校友依所學專長及興趣取得專業證照，以提升學生技術水準及就

業力，茲將提升證照通過策略臚列如下： 

A.考取高考或專技高考證照獎勵：藉由核撥考取高考或專技高考證照獎勵金，

可提高學生參加證照考試意願，給予實質鼓勵。 

B.考取 iPAS 高階工程師獎勵：由教師授課指導，並藉由研發處協助設立實作

考場、開設衝刺課程及階段式補助本校報考學生報名費，提升學生報考人

數及通過率。 

(7)鏈結校外研究資源，倍增合作研究產值 (D-1) 

本校地理位置位於臺北市中心，超過百年悠久歷史，素以「企業家的搖籃」自詡，

累積豐厚之傑出校友與百大上市櫃企業能量。奠基於此優勢利基，據以鏈結外部及國際

研究資源，促進傳統產業升級並接軌趨勢科技產業。中程重要策略與作法規劃如下： 

A.育成技職產業將才，傳承校企國家典範 

a.養成國家師級菁英人才：扣合政府產業經濟發展政策，對準核心產業實務

辦理人才培訓，蹲點企業進行實務實習，鼓勵學生考取具鑑別度、高市場

價值、以及國際通用之專業證照，並參與各項專業技能競賽與展演，取得

卓越成績驗證學習成效，以強化學生專業實務能力，成為國家產業中堅。 

b.匯英聚才傳承校企典範：集結北科菁英校友百大企業經營理念智慧，整合

教學單位、行政單位、以及校友會組織網絡共同宣揚百年優質校風，導入

AI 趨勢科技與 SDGs 永續經營發展，邀請業界專家與校友企業講授企業

經營管理相關議題，培養學生具備實務視野，育成產業創新轉型國家人才。 

B.鏈結策略聯盟夥伴，擴展國際學術網路 

a.提升學術成果貢獻影響：強化與國際排名前三百大之大學締約進行國際學

術交流合作，並增加與國際高被引學者與高影影響力學者互訪交流、發表

論文、以及執行國際合作研究計畫，鼓勵教師擔任國際重要期刊主編、院

士或會士、以及擔任國際研討會 Keynote Speaker，提升國際學術影響力。 



339 

b.打造國際研發特色團隊：集結校內優勢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能量，設定國際

標竿研究中心，加強雙邊研究人員交流、駐點合作、以及共同執行國際研

究計畫；持續開發問題導向產學研發專題及辦理 PBL 工作營隊，主動向

國際知名大學廣為宣傳，創造專屬本校之特色國際工作營品牌知名度。 

3.長程發展策略（8 年） 

(1)創造研究發展優質實力，增進本校 QS 世界大學排名 (D-4)  

優質研究能量之建立首重研究計畫爭取及論文發表兩項指標，本校持續利用近中程

計畫所規範之具體措施鼓勵推動，期能提供本校教師豐厚研究資源、挹注及引入優秀研

究人才、增進本校教師爭取政府部會研究計畫之競爭力並提升高品質論文數量，落實本

校「實務研究型大學」之願景，並提升本校於 QS 世界大學排名。 

(2)打造國際化研究環境 (D-1) 

本校積極朝向與世界排名前 300 名大學尋求合作機會，由研究發展處與國際事務處

跨單位橫向合作，持續與國際頂尖大學簽訂學術合作協議(如於 113 年已於美國紐澤西

理工學院、立陶宛維爾紐斯大學與美國辛辛那堤大學簽定校際學術計畫合作合約)，提升

本校教師進行國際合作之機會；此外，本校更利用自 109 年起推動的國際合作研究補助，

獎勵本校教師與 QS 排名前 300 之國外學校學者合作，已合作學校包括美國賓州州立大

學、日本東京大學、日本九州大學、韓國漢陽大學、香港理工大學、澳洲昆士蘭大學等。

藉由國際化合作的推動，本校國際合著論文年平均比例也躍升為 21.8%，透過與國際頂

尖大學的領銜專家合作，帶動本校整體研究影響力及國際知名度，達成「國際競升」之

研發目標。 

本校與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MIT Media Lab)雙方自 106 年起簽署校際產學合

作合約，合作成立城市科學研究團隊(City Science Initiative)，成立臺灣首座、Media Lab

海外授權第 5 間姊妹實驗室－「都市科技實驗室(CSL)」。未來將持續選送學生赴該校實

習，參與研發，讓學生展現務實的態度，發揮實作的能力，雙方亦積極辦理或參與各項

國際化活動(如年度高峰論壇、黑客松等)，為師生打造國際化創新之路、建構國際化研

究環境。 

(3)推動跨領域特色聯合研發中心 (D-2) 

A. 藉由鏈結政府部門、研究機構、學術單位、以及企業組織合作等方式，選

擇校內或校外場域共同合作研究，共創雙贏及研究成果備增成效。推動全

方位跨域研究聯盟：持續鼓勵研究中心與特色實驗室深化對外合作之緊密

鏈結，拓展跨校、跨機構、跨公司、跨公部門之跨域廣度，建立實質雙邊

合作交流，共同投入研究資源，打造優良研究環境，共創產學研合作高效

產值。 

B. 進駐在地共創產學研榮景：積極鼓勵本校研究團隊進駐在地實體場域共同

研究，運用場域資源及周邊資源，驗證研發成果，並將研發導向產業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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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促進在地產業轉型與成長，發揮場域產值，並回饋場域研發人才，

實現共榮願景。 

(4)聚焦創新趨勢議題，開創永續前瞻科技(D-1、D-2) 

創新研發之長程規劃秉持逐年滾動修正精神，勾勒長程目標發展與推動策略內涵，

以厚實本校創新實務研究能量，培育國家未來各項核心產業所需人才，持續促進國家產

業升級，創造前瞻永續科技研發願景。長程重要策略與作法規劃如下： 

A.型塑前瞻科研環境，創新學研實踐生態 

a.創造優勢前瞻科研聚落：建構創新跨域研發環境與系統化產官學研合作平

臺，對外爭取資源成立聯合研發中心，爭取政府大型計畫與企業產學合作，

促成進駐企業共伴多角化合作，升級本校重點科技領域優勢。發展跨域實

務人才培育模式，推動國際頂尖科研教育，形塑國際化產業導向研發先鋒。 

b.客製創新學研網實架構：建置現代化實體科研環境空間，輔以數位化的虛

擬數位資訊平台，創造國際水平之整合科研創新研發網實校園空間，傳遞

趨勢科技生成式 AI 教研軟硬體學習環境，藉由運用 AI 工具強化訓練以

提高解決問題效率，創造高教技職價值，營造無邊界之跨域頂尖學研生態。 

B.發展國際趨勢科技，提升產研成果貢獻 

a.匯聚國際頂尖學府共創：聚焦世界頂尖研究型大學與科技大學優勢研究領

域，匯聚國際一流學府、世界知名學者、以及標竿研究中心等資源，結合

本校特色領域共同合作，提升本校研究成果之國際影響力與對國際社會之

貢獻，打造本校成為亞洲區域科技大學典範學校，提升國際學術聲望。 

b.落實科研成果務實致用：以創新研發科技引領國內產業成長動能，導引高

價值研發成果產品化，深化本校優勢研究領域之商品化成效，帶動國內科

技產業升級。以 SDGs 為永續研究方向，穩固本校「實務學術攻頂」領銜

地位，並以實務學術研究帶動創新產業發展，促進「關鍵技術落地」成效。 

產、官、學、研的合作是一種多贏的合作關係，由政府、業界提供資金，於學界獲

得專業學研加值後再回饋知識與人才予業界，而國家經濟則因而得以蓬勃發展。未來本

校以「持續推動創新研發」與「發展學校優勢特色」為最重要之研究發展方向，並具體

擬定相關短中長期計畫進程，以延續百年實務人才培育、進行前瞻新世代科技研究，以

及邁向世界級實務研究型大學為目標，擔負起促進地方及產業發展，繁榮國家經濟成長

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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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際事務處 

(一)現況 

國際化是國內外各大學邁向世界頂尖大學的重要指標。為實踐本校「邁向國際優質

且有技職特色之實務研究型大學」中長程發展願景，並全面性落實「深耕學研的國際交

流」的主軸目標，以「將世界帶來北科大(Bring the World to Taipei Tech)」與「從北科大

走向世界(Take Taipei Tech to the World)」為核心概念，積極招募國際人才，挹注資源，

並規劃各類輔助政策，鼓勵更多校內師生參與國際交流活動，期望建構「深耕學研的國

際交流」校風文化。 

國際事務處置國際合作組、國際學生組、境外生輔導組、兩岸交流組及華語文中心，

主責國際合作發展策略及國際面向之校務研究規劃與推動、各類國際合作與交流(國際

盟校校級協議簽屬、跨國校際合作與交流活動支援、各類交換生計畫與相關補助辦理、

國際學者訪問與外賓接待等)、國際招生(國際生、僑生/港澳生、陸生)、支援國際生連結

校內資源(國際生社團、健保、工作證等)及各類華語文課程規劃與推動等。 

在策略推動面，以「拓展國際合作、深化師生交流並提高國際能見度」為主軸，積

極參與各類主流國際年會論壇及舉辦國際學術座談會拓展國際盟校網絡，並簽訂跨國校

際合作協議及建構國際交流平臺，以發展各類交流活動並強化師生國際移動力，推動實

質具體之國際合作。為達有限資源效益最大化，結合「標竿學習(benchmarking)」理念，

以每一國家之標竿大學為對象，爭取合作關係，分別從數量、質量與特色三方面進行，

擬定「橫縱聯」策略含以「橫向連結」拓展合作校數量、「縱向深化」彼此契合之合作關

係及透過透過資源共享達到「聯盟互補」效益。 

本校拓展國際合作成果方面，本校國際盟校數截至 114 年 1 月止，計 57 國 445 所。

除了拓展數量，更積極聚焦深化與各國標竿大學之合作，含美國 Penn State、奧地利 TU 

Wien、瑞典 Chalmers U. of Technology、日本 Tohoku U.及 Kyushu U.、韓國 SKKU、馬

來西亞 UM 及 UTM、泰國 Chula. U.、印度 IITD、印尼 UGM、越南胡志明大學、捷克

布拉格捷克理工大學及布拉格化工大學、澳洲西雪梨大學等，皆為各國最頂尖之標竿大

學，期望藉由師生深度交流，見賢思齊強化本校量能。 

國際移動力及能見度是全球化世代之接軌國際的核心元素，因此本校積極推動各類

師生國際交流活動與計畫，包含教師、學生、特色合作三面向。教師方面，邀請各國傑

出學者擔任本校「國際榮譽講座教授」，當中包含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暨中央研

究院院士李遠川博士、國際 SOFC 知名學者-日本九州大學應用化學系石原達己教授

(Tatsumi Ishihara)，以及曾獲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國家工程學院院士等殊榮且現職為美

國哈佛大學比爾蓋茲講座教授之孔祥重教授。111 年至 113 年各系所積極引薦國際榮譽

講座教授及國際學者共 82 位。學生方面，設立「學伴計畫(Student Buddy Program)」及

各類推廣措施，如至各院系所辦理交換學生說明會，並善用學生廣泛使用之媒體平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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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讓本校年度交換生人數(包含「出國」與「來校」) 自 111 學年度 259 人成長至 113

學年度 348 人。近三年本校來校交換生人數平均 153 人，相較前期(108-110 學年，全球

疫情期間)，來校交換總人數成長近 3 倍。近三年本校學生出國交換人數平均 168 人，相

較前期出國交換總人數 135 人，亦見努力成效。 

 

 

 

 

 

 

 

 

 

 

圖 16.1 108-113 學年度交換生人數統計表 

國際招生方面，始於 91 學年度，積極擴增招生名額，增設獨立招生管道，並定期

參加教育部主辦之大型教育展，提升本校知名度及建立穩定生源，經過多年的積極運作

下，境外招生成長顯著，截至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止，本校境外生(外籍生、僑生、陸生)

達 1,015 人，來自 58 國家。(資料來源：本校學籍系統，統計至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止

的在學人數。) 

 

圖 16.2 歷年境外學位人數統計圖 

因應兩岸關係，於 104 學年度國際事務處下增設兩岸交流組，擴大推動招收陸生及

兩岸學術交流。因疫情影響，自 109 學年度起至 112 學年度，陸方禁止非在台升學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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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台，未來將視疫情後教育部開放名額，100%招生率為目標。兩岸研究合作方面，102

年首度開啟雙邊研究計畫，合作校與申請案逐年成長，至 110 年為止，合作校達 5 校，

年度核定案已超過 20 餘件，113 年核定 9 件，其中北京科大通知因疫情暫停辦理雙邊研

究計畫。目前因政治等氛圍，似不宜再擴大合作案，多次與校長及國際長報告目前暫以

現況交流為佳。 

表 16.1 兩岸研究合作統計表 

年度 北京理工

大學 
北京科技

大學 
南京理工

大學 深圳大學 北京工業

大學 核定總件數 

102 4     4 
103 4 3 2   9 

104 3 2 3   8 
105 3 11 1   15 
106 3 11 2   16 

107 3 11 2 9 1 26 
108 3 15 2 12 1 33 

109 3 6 2 12 2 25 
110 1 5 2 10 6 24 

111 3  1 9 7 20 
112 0  1 10 5 16 
113 1  2 3 3 9 

本校華語暨文化課程除了一般語言學習及文化體驗外，更為語言課程學生安排企業

參訪。此外，與跨國企業泰達電合作，設計人才培育課程，在泰國招募學生至本校學習

語言、文化、專業課程及企業見習，安排至該企業臺灣總部學習，充分展現本校與產業

的深厚連結。 

圖 16.3 華語中心年度營收總額統計圖(統計至 113 年度第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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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目標 (E-1、E-2、E-3、E-4) (SDGs 4.4) 

國際處發展目標之建立，著重本校實踐「邁向國際優質且有技職特色之實務研究型

大學」中長程發展願景，在國際面向，有三項執行重點：「強化優秀境外研究生攬才留

才」(E-1)(E-3)、「發展本校技職特色國際交流模式」(E-2)(E-3)、「聚焦標竿盟校雙邊合作」

(E-3)(E-4)。並滾動式修正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具體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4.4)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大幅增加具有就業或創業相關技術及職業技能的青年與成年人

人數」，整合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校務永續發展規劃內容，全方位推動永續發展校務。 

1.強化優秀境外研究生攬才留才 

優秀研究生是研究型大學的重要動力，觀察國際指標型大學，如美國、日本、德國

等(以2024年資料為例)，即可發現，上述國家標竿大學所招收的國際學生(境外生)中，研

究生比例極高，美國前五名大學國際研究生平均比例達81.8%、日本前五名的大學，國

際研究生平均比例達86.4%，德國前五名大學研究生平均比例達56.6%，足見優秀研究生

對大學的研究產能有關鍵影響，亦是各國大學競爭重點。目前境外研究生人數為496人，

佔總體境外生比例約為51.9%，未來期望國際研究生人數能成長至540人。(E-1) (E-3)  

表 16.2 美國前五名大學研究生占比 
校名 MIT Harvard U. Stanford U. Caltech U. of Pennsylvania 

QS # 1 4 6 10 11 
全體學生之

研究生占比 
60% 67% 55% 59% 57% 

境外生之研

究生占比 
82% 83% 79% 87% 78% 

備註：全體學生中研究生平均比例達59.6%，境外生中研究生占比平均達81.8%。 
 

表 16.3 日本前五名大學研究生占比 
校名 U. of Tokyo Kyoto U. Tokyo Tech Osaka U. Tohoku U. 
QS # 32 50 84 86 107 
全體學生之

研究生占比 
50% 46% 53% 36% 40% 

境外生之研

究生占比 
90% 88% 86% 79% 89% 

備註：全體學生中研究生平均比例達45%，境外生中研究生占比平均達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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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4 德國前五名大學研究生占比 

校名 TUM LMU U. Heidelberg Freie U. Berlin RWTH Aachen 
U. 

QS # 28 59 84 97 99 
全體學生之

研究生占比 
51% 36% 28% 38% 48% 

境外生之研

究生占比 
62% 52% 44% 66% 59% 

備註：全體學生中研究生平均比例達40.2%，境外生中研究生占比平均達56.6%。 

2.發展本校技職特色國際交流模式 

發展學校特色是本校重點政策之一。本校秉持「實務與理論並重」的辦學理念，借

鏡美國指標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的 PBL Lab 所推廣的 Global Teamwork 概念，發展

具「技職特色」的交流模式，推動實務導向國際 PBL 計畫，具跨國、跨領域、跨企業之

特性，與國際盟校及企業共同設計多元模型，含「競賽型」、「專案型」、「課程型」，透過

任務式競賽、跨領域企業專案、以臺灣產業需求為主軸的正式課程等形式，讓學生應用

學科知識與實作能力，並學習如何與不同專業、語言及文化背景的夥伴共同合作。未來

將擴大推動此技職特色國際交流模式至校內各院，持續發展更多元且深具本校技職特色

之各類型 PBL 活動。(E-2) (E-3) 

3.焦標竿盟校發展實質合作 

為了有效運用資源，應聚焦在深化與國際標竿大學的合作，進行深度師生國際交流，

與標竿型國際盟校規劃定期舉辦學術交流互訪活動，並開放跨領域學者與研究生參加，

促進多元領域學術合作。同時，鼓勵校內教授邀請國外學者至本校交流、訪問、研究、

授課等，見賢思齊，期望未來能足以比肩。目前已與美國 Penn State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Cincinnati、New Jerse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以及日本 Tohoku University 簽署聯合

研究計畫，雙方共同投入經費，讓雙邊教授能夠合作，共同進行研究計畫，並洽談商討

共同成立研究中心的可能性，期望藉此讓本校研究水準更上一層樓。(E-3) (E-4) 

國際處依據中長程發展計畫之 6 大主軸目標及 26 項發展策略，擬定量化發展指

標及執行期程。各項發展指標依據單位資源條件、軟硬體設備及近年表現，篩選出特色

亮點指標，再從中訂定核心發展指標。每學期透過校務發展委員會及中長程計畫書研商

修訂會議，持續針對近中長程預定達成之定量化指標進行追蹤檢討。國際處之定量化指

標及近三年(111-114 年 1 月 31 日)執行成效如表 16.5。 

在 111 至 113 年間，本校積極推動國際合作與交流，並取得顯著成果。111 年及 112

年，重點接待活動包括與我校盟校日本早稻田大學的來訪、捷克科技大學簽署研究合約，

以及與紐澤西理工學院簽署合作備忘錄等。113 年，本校共舉辦約 40 場國際交流活動，

來自美國、日韓、德國、法國、印度等多國的大學與機構進行了學術合作與文化交流，

並簽訂了多項合作備忘錄及交換學生協議，進一步深化了國際間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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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校在 111 至 113 年間，與 39 個國家的學術機構簽署了 123 項合作備忘錄，

目前已與 19 間學校簽訂雙聯協議。值得一提的是，本校與 QS 排名前 60 的馬來亞大學

簽署了新合作備忘錄及交換學生協議，同時也與越南多所大學(如胡志明市百科大學、越

南國家大學、醫藥大學、文朗大學、科技與教育大學)進行了參訪與合作協議的續簽與新

簽。在中東地區，本校也拓展了合作網絡，與拉斯海瑪大學簽定了合作合約，並正與伊

朗的謝里夫理工大學研擬合作計劃。在歐洲與美國，本校與 QS 排名前 500 的大學，如

奧地利的格拉茨科技大學續簽了合作合約，並與立陶宛的維爾紐斯大學簽署了新的交換

學生協議。同時，本校也與 QS 排名前 100 的聖地牙哥加利福尼亞大學簽署了合作備忘

錄，進一步加強與全球學術機構的聯繫。目前，本校與多所重點盟校(包括美國賓州州立

大學、紐澤西理工學院、辛辛那提大學及日本東北大學等)正進行多方面的合作計劃，涵

蓋優華語、Fulbright 計劃、雙聯學位、聯合研究、STEM、PBL 等領域，並促進師生及

職員的交流合作。與臺德聯盟 6 校的合作亦不斷深化，雙方共同舉辦永續交流工作坊及

參與雙邊圓桌會議，預計未來將有更多教授互訪等學術交流，擴大兩國科技大學之間的

學術合作，為未來的前瞻技術領域人才培育開創新契機。113 學年度國際研究生人數佔

全體境外生人數達 50.3%，並有泰語、印尼語、越南語、英語、日語等五種招生資訊。 

表 16.5 國際處之定量化發展指標總表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深耕學研

的國際交

流(E) 

推展優秀

境外研究

生攬才留

才(E-1) 

近程（2 年） 

1. 提高本校曝光

率：於社交網站

平台刊登泰語、

越南語、印尼

語、英語等四種

多語招生資訊。 
2. 每年至少參與

2 次海外教育

展或拜訪海外

學校舉辦招生

說明會(實體或

線上)。 

1. 網站平台現有泰語、印尼

語、越南語、英語、日語

等五種招生資訊。 
2. 111 學年度參加印尼、印

度、泰國等 3 場線上高等

教育展，以及馬來西亞實

體教育展。112 學年度參

加印尼、馬來西亞、泰國

等三場海外實體教育展。

113 學年度參加越南、馬

來西亞、印尼、泰國、日

本等五國，共六場海外實

體教育展。 

中程（4 年） 

國際研究生人數

成長至 500 人。 
1.111 年國際研究生人數：

540 人。 
2. 112 年國際研究生人

數：496 人。 
3. 113 年國際研究生人

數：51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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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長程（8 年） 

每年穩定增加至

少 10位國際研究

生新生。 

1. 111 年國際研究生人數

540 人，研究生新生人數

175 人，佔全體研究生

32.41%。 
2. 112 年國際研究生人數

496 人，研究生新生人數

130 人，佔全體研究生

26.21%，較去年減少 45
人，減幅 25.71%。 

3. 113 年國際研究生人數

511 人，研究生新生人數

162 人，佔全體研究生

31.7%，較去年增加 32
人，增幅 24.62%。 

建立技職

特色國際

交流模式

(E-2) 

近程（2 年） 

每年至少辦理一

場國際 PBL 活

動。 

1. 111年本校與日本千葉工

業大學、東海大學合辦

「Chiba IT X NTUT 2022 
International Design 
Workshop」，針對設計主

題 ： Innovative Service 
Design for Web3-based 
Society 進行線上討論與

實作，後續亦持續發展與

優化修正，參與相關國內

外設計競賽。 

中程（4 年） 

擴大推動此技職

特色國際交流模

式，持續發展更

多元且深具本校

技職特色之各類

型 PBL 活動。 

1. 112 年本校共辦理三場

次國際 PBL 工作營，共

172 名學生參與，各單位

辦理情形茲述如下： 
(1) 本校文化事業發展系辦

理「金融文化永續人才

培力計畫國際 PBL工作

營」：邀請泰國第一學府

朱拉隆功大學商學院參

訪臺灣首座金融博物館

「金融探索館」，讓參訪

師生瞭解臺灣金融體

制。參與之泰國學生計

39 名、我國學子計 17
名，總計 56 人參與。 

(2) 本校工業設計系與東海

大學、日本千葉大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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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作辦理「臺日國際設計

工作營」：臺日學子總計

27名學生組成六個跨校

設計團隊，透過實際踏

查大肚山上的自強市

場，發展以田野調查為

基礎、具永續概念的地

方設計提案，並提供未

來東海大學執行 USR
計畫可參考之發展方

向。 
(3) 本 校 機 電 學 院 辦 理

「2023 國際 PBL 競賽

工作營」：總計來自五國

十校，計 89 名優秀學子

參與，於本校先鋒國際

研發大樓進行實體合作

交流。且外國學生佔比

高達 60.3%，以激發本

校學生利用外語進行國

際交流之潛能，亦培育

學生具備國際互動能力

且尊重團隊他人意見，

並有效發揮各人專長，

共同打造克服場地障礙

之智慧自走車，與其他

團隊競賽。 
2. 113 年預計辦理「國際

PBL 競賽工作營」，及「臺

日韓國際跨校產研 PBL
工作營」，兩項活動參與

人數預計逾百人。 

聚焦標竿

大學發展

實質合作

(E-4) 

近程（2 年） 

1. 於近程內每個

區域(東南亞、

歐洲，及美洲)
至少與 1 所外

國大學簽署合

作備忘錄。 
2. 於近程內提升

本校雙聯學位

合作盟校至 19
所。 

1. 簽署合作備忘錄方面111
至 113 年本校計與 29 國

簽署 98 項合作備忘錄。

近年重要成效茲述如下： 
(1) 拓展與東南亞優質學校

合作：112 年與越南胡

志明市理工大學新簽署

雙邊研究協議書，並同

時與新加坡科技教育大

學洽談合作機會。 



349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3. 每年至少與 1
所已簽訂合作

備忘錄或雙聯

學位學程之學

校辦理 1 場教

師及研究人員

交流研究工作

坊或聯合研討

會。 
4. 每學年邀約 1
所盟校前來宣

傳，並完成 2 場

(含 )以上雙聯

學制學位學程

說明會，並輔導

申請出國雙聯

學生申請校內

外留學獎學金。 
 

(2) 強化與歐洲合作：113
年與維也納理工大學續

簽交換學生協議書。同

年 1 月業與捷克大學聯

盟(13 所大學)簽署合作

備忘錄，以強化雙邊教

育合作交流，共同培育

新世代人才。 
(3) 深化臺美合作：112 年 3

月本校與美國加州大學

河濱分校新簽署合作備

忘錄。10 月與美國紐澤

西理工學院、紐澤西州

立羅格斯大學簽訂合作

協議，強化兩國學術交

流。 
(4) 113 年本校聯合臺北科

技大學、臺北大學、臺

灣海洋大學、臺北醫學

大學(台北聯合大學系

統)，共同參訪胡志明市

百科大學、越南國家大

學、醫藥大學、文朗大

學、科技與教育大學。 
(5) 113 年與臺德聯盟 6 校

進行永續交流工作坊及

本校師長至德國 6 校參

與雙邊圓桌會議。 
(6) 113 年辦理國際交流活

動，共完成 15 國 48 校

參訪接待。 
(7) 113 年與 14 國(含東南

亞、歐洲，及美洲)23 校

完成合作備忘錄及學生

交換協議簽署，達近程

既定目標。 
2. 簽訂雙聯學位方面： 
本校積極推動雙聯學制

計畫，目前已與 19 間學

校簽訂雙聯協議。本校

112 年新增簽署與美國

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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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學碩士雙聯學位合約、與

泰國皇太后大學之碩士

雙聯學位合約、與美國密

西根大學迪爾伯恩分校

之學碩士雙聯學位合約、

113 年 3 月與加州大學河

濱分校新簽署之學碩士

3+1+X 雙聯學位合約、同

年 7 月簽訂與德國波茲

坦應用科技大學之雙碩

士雙聯學位合約及與泰

國法政大學詩道琳學院

之雙碩士雙聯學位合約，

與立陶宛維爾紐斯大學

雙博士雙聯學位合約。另

本校應英系、資工系與美

國賓州大學之學碩士雙

聯學位合約刻正洽簽當

中，爰總計新增 7 個雙聯

學位學程。 
辦理聯合研討會方面： 

(1) 111 年本校與日本東北

大學舉辦國際學術線上

研討會。 
(2) 112 年本校與日本東北

大學辦理聯合國際實體

研討會。 
(3) 112 年透過臺北聯合大

學系統之合作，本校協

辦 本 年 度 USTP x 
SixERS 臺日聯合研討

會。 
3. 辦理雙聯學位說明會： 
本校 112 年計辦理 10 場

次說明會，包括結合系所

週會時間辦理之雙聯學

制說明會，本學期迄今已

辦理機電、電資、工程、

設計學院各主要系所共

6 場說明會；亦辦理 2 場

辛辛那提大學雙聯學位

學程說明會，1 場早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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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大學雙聯學位學程說明

會，1 場密西根大學迪爾

伯恩分校雙聯學位學程

說明會。113 年計辦理 12
場次說明會，包括前瞻學

院等各主要系所入班說

明共 10 場，接待雙聯盟

校代表辦理 2 場招生講

座(美國辛辛那提大學與

日本早稻田大學)。 

中程（4 年） 

1. 於中程內每個

區域(東南亞、

歐洲，及美洲)
與 1 所 QS 排名

500 名以內學

校洽簽合作備

忘錄，持續推動

前揭優質學校

與本校校長互

訪的行程安排。 
2. 113 至 116 學年

度累計參與雙

聯學制學位學

程學生人數成

長至 330 人。 
3. 協助推動本校

與已簽訂合作

備忘錄或雙聯

學位學程之學

校間教師及研

究人員交流，每

年來自前揭學

校之訪問學者

至少 1 名。 
4. 每年至少針對

2 個院所行政

同仁辦理雙聯

學制學位學程

增能研習或教

育訓練。 

1. 與 QS 排名 500 名以內學

校洽簽合作備忘錄方面： 
(1) 111 年本校與密西根大

學迪爾伯恩分校續簽合

作備忘錄。(QS 排名 201
名) 

(2) 112 年本校與伊利諾大

學香檳分校、伊利諾大

學芝加哥分校新簽合作

備忘錄。(QS 排名 64 及

323 名) 
(3) 112 年本校與馬來亞大

學續簽合作備忘錄。(QS
排名 65 名) 

(4) 112 年年本校與馬來西

亞理科大學續簽合作備

忘錄。(QS 排名 137 名) 
(5) 112 年本校與國油大學

新簽合作備忘錄及交換

學生協議書。(QS 排名

307 名) 
(6) 113 年本校與馬來亞大

學新簽交換學生協議

書。(QS 排名 60 名) 
(7) 113 年本校與聖地牙哥

加利福尼亞大學新簽合

作備忘錄。(QS 排名 62
名) 

(8) 113 年本校與維也納工

業大學續簽合作備忘錄

及交換學生協議書。(QS
排名 18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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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2. 簽訂雙聯學位方面： 
本校 108 至 112 學年度

共有 317 位學生參與本

計畫(包含進修部)。為持

續推動，本校亦積極與美

國賓州州立大學、 美國

辛辛那提大學、日本早稻

田大學，及日本東北大

學、九州大學等校進行學

術往來。 
3. 國際訪問學者方面： 

111 年共 4 位，112 年共

23 位，113 年共 9 位，

110 至 113 年國際訪問學

者共 38 位。 
4. 111 至 113 年 6 月 30 日

尚未辦理針對行政同仁

之雙聯學制學位學程相

關教育訓練。 

長程（8 年） 

1. 於長程內每個

區域(東南亞、

歐洲，及美洲)
至少與 1 所 QS
排名 300 名以

內學校洽簽合

作備忘錄，持續

深化與前揭優

質學校之合作。 
2. 113 至 120 學年

度累計參與雙

聯學制學位學

程學生人數成

長至 350 人。 
3. 協助推動本校

與標竿盟校間

教師及研究人

員交流，每年來

訪或出訪行程

至少 1 場次。 
4. 於長程內透過

臺北聯合大學

系統之合作，辦

相關內容請參閱前揭短

程、中程成效。 
 



353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理 1 場次跨校

雙聯學制學位

學程經驗分享，

鼓勵學生積極

參與雙聯學位

計畫。 

(三)近中長程發展策略 

國際處發展目標之建立，著重本校務實導向的深耕學研究國際交流主軸目標，逐步

推展近中長程發展策略。依據主軸目標項下分成近程、中程與長程發展策略，近程、中

程發展策略分別為：(1)強化優秀境外研究生攬才留才(E-1) (E-3) (SDGs 4.4)；(2)發展本

校技職特色國際交流模式(E-2) (E-3)；(3)焦標竿盟校發展實質合作(E-3) (E-4)等。藉由近

程、中程策略的落實推動，進而執行長程發展策略：推動「國際接軌-全面參與(Global 

Engagement-Full Scale)」(E-3)，全面性落實「深耕學研的國際交流」的主軸目標。 

1.近程發展策略（2 年） 

(1)強化優秀境外研究生攬才留才 (E-1) (SDGs 4.4) 

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鎖定東南亞及南亞地區標竿大學畢業生強化招募，提供充足

的獎學金與宣傳未來發展性，提高來臺就讀誘因。 

持續積極參與教育展(實體或線上)，並開發整合性國際招生申請系統暨獎學金申請

系統，一方面便利行政單位及教學單位線上審查，提升行政效能，一方面資料數位化，

供未來生源分析及記錄在校境外生歷程。 

在校務永續議題推動規劃方面，本校積極擴展產學合作、企業參訪契機，與國際企

業洽談學生海外實習合作，以提升境外生實習機會。113 年至 114 年 1 月下旬，已辦理

1 場企業參訪，2 場外籍生企業媒合說明會，參與人次 130 餘人。113 年與 2 家知名企業

公司—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叡揚資訊新簽產學合作與實習機會合約，亦與 3 間

知名企業 Google、普鴻資訊及 Check Point 續簽實習合約。並舉辦 3 場企業實習洽談會

議，與台達電、印達電，及叡揚資訊研議外籍學生實習合作，為優秀學子尋求海外實習

機會。 

(2)發展本校技職特色國際交流模式 (E-2) 

深入校內所有院系所，連結關鍵師生及職員，以其作為宣傳窗口，觸及潛在有意參

與國際交流之群體，善用學生偏好之媒體平臺，如：Instagram、Facebook、YouTube 和

Twitter 等進行宣傳，提高資訊能見度。同時，結合本校雙語課程執行措施，鼓勵學生參

與本校各類國際交流活動與交換生計畫，實際應用在雙語課程累積的學習經驗，至各國

盟校體驗文化、拓展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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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至 113 年度連續三年獲得教育部核定本校與美國辛辛納提大學建立華語文

教育合作關係，112 年度起另獲得核定本校與美國紐澤西理工學院建立華語文教育合作

關係。藉由校對校之合作，於國際間推廣我國精緻優良的華語文教育，其中合作事項包

括選送華語教學人員、提供「臺灣優華語獎學金」吸引美國大學學生來台研習華語、辦

理及推廣線上華語文教材與課程、推廣華語文能力測驗等。獎學金生來台研習華語同時，

也透過本校華語文中心的安排，參與我國小學雙語教學活動，以「大手攜小手」計畫，

為臺灣小學挹注優質的雙語教學能量至 114 年度 1 月，已有 13 名辛辛那提大學學生至

本校研習華語，50 名紐澤西理工學院學生參與短期華語研習團。 

(3)聚焦標竿盟校，發展實質合作 (E-4) 

為推動實質國際合作，將持續推動「橫縱聯」策略，檢視現有各國國際盟校之合作

情形，深耕雙方契合之盟校，無實質合作之盟校，將以新締結之盟校替代，強化合作盟

校之陣容。 

合作始於交流，擬以 QS 排名前 300 標竿型大學為目標，增加雙邊交流人數。交流

暨合作領域「多元化」有助發展長遠實質的國際合作關係，擬鼓勵更多領域院系所投入

與標竿大學之交流合作，從二面向著手，與現有標竿型盟校發展新合作項目或拓展新標

竿盟校。 

2.中程發展策略（4 年） 

(1)強化優秀境外研究生攬才留才 (E-1) (SDGs 4.4) 

策略分析目前在學境外研究生之組成、領域、研究產能及所領取之獎學金額度，並

透過質性訪談了解就讀本校動機、訊息管道及未來規劃等，以數據支持招生規劃與資源

分配決策。延攬在學優秀境外碩士生逕讀博士班，並鼓勵經過訓練之外籍博士生能夠留

在本校擔任博士後研究員，持續充實本校研究能量。 

以學生為本，納入境外生觀點，提升校內學生服務品質並規劃配套措施，以回應持

續增加之境外生需求及提高境外生對本校之認同度，促使推薦其他母國學生就讀本校，

形成正向循環。 

除了境外研究生，國際學者亦為國際學術發展的核心重點，擬定期與院系所研議，

積極延攬各領域國際學者來校訪問交流，如可能，甚至聘任為本校外籍師資，將更多元

的研究技術及文化觀點帶入校內，豐富研究與教學之多元性。由於全球高教招募國際頂

尖人才極度競爭，策略之一為鎖定具高潛力之年輕學者，參考歐美高教機構，出資邀請

來校面試，積極說服就職，並協助其發展研究團隊。策略之二為瞄準屆齡退休之高學術

名望資深學者，邀請學者及其研究團隊共同來校駐點，並招募契合本校學術發展方向之

人才。同時，本校積極參與教育部每年舉辦之玉山學者攬才說明會，期望強化本校國際

學術網絡與外籍師資陣容。 

在校務永續議題推動規劃方面，擬訂本校校務永續發展規劃內容，協助辦理本校境

外生攬才徵才及評點制相關講座，使學生瞭解在臺就業環境及條件，吸引畢業境外生留



355 

臺就業。增設境外生校園徵才網頁，由承辦人審核後公告企業徵才資訊，提供境外生更

多樣的工作選擇，以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4.4)「在西元 2030 年以前，大幅增

加具有就業或創業相關技術及職業技能的青年與成年人人數」，全方位推動永續發展校

務。 

(2)發展本校技職特色國際交流模式 (E-2) 

向校內各院系所推廣「國際 PBL」計畫，分享國際 PBL 執行經驗，歸納核心元素，

提供給校內各院作為推動相關領域國際 PBL 計畫之參考，鼓勵更多領域教師與學生參

與計畫，豐富領域多元性，發展具學院特色之國際 PBL 計畫。 

針對教育部「台灣優華語」計畫政策推動，經由在辛辛納提大學開設華語文學習課

程及提供「臺灣優華語獎學金」吸引華獎生來台研習華語，穩固與姊妹校辛辛納提大學

之華語文教育合作連結。華獎生與本校學生進行相關學術交流活動，並協助達成 2030 雙

語國家政策之「大手攜小手」計畫。提升華語教學品質，積極推動校園國際化，拓展學

生國際視野，提高國際競爭力。 

(3)聚焦標竿盟校，發展實質合作 (E-4) 

聚焦標竿型國際盟校，在研究、教學、師生職交流等面向，進行長期、實質且深入

之合作，規劃定期舉辦學術交流互訪活動，並開放跨領域學者與研究生參加，鼓勵跨域

學術合作。同時，鼓勵校內教授邀請國外學者至本校交流、訪問、研究、授課等。與標

竿型國際盟校共同推動多領域之聯合研究及雙聯學制計畫。 

3.長程發展策略（8 年） 

(1)推動「國際接軌-全面參與(Global Engagement-Full Scale)」 (E-3) 

為實踐「邁向國際優質且有技職特色之實務研究型大學」中長程發展願景，全面性

落實「深耕學研的國際交流」的主軸目標，可從任務類別(教學、研究、服務)及身份類

別(教員、職員、學生)共九面向檢視與規劃。 

     表 16.6 國際事務工作規劃表 
 

教學 研究 服務 

教授/學者 
(全職教授；研究

型教授；教學型

教授；訪問學者) 

• 增加英語授課 
• 跨國聯合授課 
• 錄取優秀國際

研究生 

• 跨國聯合研究 
• 跨域聯合研究 
• 投稿國際學術期

刊(SCI、SSCI、
A&HCI.) 

• 參與國際交流事務 
• 招募更多優秀國際學者

來校交流與就職 
• 引介跨國產學合作 
• 引介國際標竿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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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研究 服務 

主管/職員 
(行政類；技術類) 

• 爭取校內外資

源 (經費、空

間) 
• 支援英語教學

之軟硬體 (設
計、維護與升

級) 
• 整合校內課程

制度，與國際

接軌 (課程彈

性) 

• 策略性招募優秀

國際研究生，充

實研究能量 
• 優秀國際研究生

留才，編制博士

後名額與經費 
• 推動跨國聯合研

究(制度、資源、

拓展合作對象) 

• 支援校園雙語化、數位

化 
• 各單位提供完善英語諮

詢服務 
• 提升學生服務品質並規

劃配套資源，提高境外

生對本校之認同度 
• 分析校內國際化績效與

資源分配 
• 策略性提高國際能見度 

學生 
(大學部/研究所；

學位/非學位；本

地/境外) 

• 充實英語能力 
• 參與英語授課

課程 

• 投稿國際學術期

刊(SCI、SSCI、
A&HCI.) 

• 投稿國際研討會 

• 參與國際交流活動 

國際化推動是近年來各大專校院共同努力的目標，學校在推動國際化的過程中所涉

及的各類資源一定會增加，校內各類基礎面向與配套措施也需要同步強化，如教學與課

程、研究、軟硬體設備、數位介面、師資與行政人力等，需要依國際化目標投入對等資

源，整體國際化推動才能順利。各校國際事務單位屬性應該為拓展國際交流管道的先鋒，

協助校內與國際合作校的連結，但絕不可能單靠一單位來執行所有國際相關事務，否則

有違「國際化」之本意。即便國際事務單位成功爭取機會與世界級頂尖標竿學校促成協

議，建立合作管道，最重要的還是校內師生與其它教學與行政單位的投入與配合，強化

橫向連結、溝通與合作，打破本位主義心態，才能真正促成具實質效益的國際合作，打

造真正國際化環境，將世界帶到臺灣，幫助臺灣立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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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產學合作處 

(一)現況 
因應本校產學研發能量日漸成長之需求，本校於張前校長天津任內規劃成立一專責

單位，辦理本校各項產學合作業務，由時任研究發展處研發長擔任籌備主任一職，協助

辦理國科會以外各項產學研究及建教合作籌設業務。民國 93 年 6 月李校長祖添就任後

促使研發總中心正式成立，由本校教授兼主任一職，開啟並奠定本校研發與產學成長之

基礎。 

研發總中心配合校務發展及校務基金制度之實施，達成部分預算經費自籌，其任務

除接受政府委託專案研究外，亦配合業界需求協助產業進行產品開發、技術更新、企業

診斷、產學鏈結等各項產學合作。研發總中心有如本校產學行銷部門，負責產學案之延

攬及推動。 

隨著產學合作需求增加，須經常對外代表學校進行各式協調業務，參與產學合約簽

訂及相關合作業務的推動，為提高其代表性，姚前校長立德於民國 104 年 8 月將本中心

改制為產學合作處，並設立產學長一職，處內成立產學推動組、創新育成組及專利技轉

組，負責本校產學媒合及管控、協助夥伴學校產學合作、輔導中小企業成長、推廣研發

成果，並推動自造教育與師生創業等業務。 

(二)發展目標(B-2、D-3、D-4) (SDGs 1.4、SDGs 3、SDGs 4.4、SDGs 7、SDGs 8.3、

SDGs 9、SDGs 12.2、SDGs 13.1、SDGs 13.3、SDGs 17.6、SDGs 17.16) 

產學合作處發展目標之建立，為帶領本校師生成為臺灣技職教育的領頭羊，配合本

校中長程發展策略、國際化特色推動及政府施政方向，建構務實導向的產學研發(D-1、

D-3、D-4)，強化產學實務連結(D-3、D-4)，攜手企業，建立產學硏鏈結平台，擴大產學

研發效果(D-3)(SDGs 17.6、SDGs 17.16)，促進產學連結合作及推動創新創業，透過各面

向制度、網頁英文化、媒體行銷及產學會議等方式，增加誘因鼓勵校內產學與研發能量

提升，重視全球佈局，促成本校學研與國內外企業合作，使國內產學研的創新能量與全

球技術領先的產業供應鏈接軌，並基於本校人才培育及創新創業推動基礎(B-2) (SDGs 

4.4、SDGs 12.2、SDGs 17.6)，除承繼校友創業精神培育北科學子成為新世紀創業實踐家

(B-4、D-3、D-4) (SDGs 1.4、SDGs 4.4、SDGs 8.3)外，也期望藉由開設創新創業學程之

研習，打造優質之企業人才，發揮大學社會責任。另依據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

(SDGs)及細部指標，對應本校產研量能，推動與永續相關議題的產學合作計畫(SDGs 3、

SDGs 6、SDGs 7、SDGs 9、SDGs 13.1)和研發成果的智財布局與推廣(D-1、D-4)(SDGs 

3、SDGs 6、SDGs 7、SDGs 9、SDGs 13.3)，促成永續性產學合作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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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動國際產學連結 

(1)強化產學實務鏈結 (D-3、D-4) (SDGs 3、SDGs 6、SDGs 7、SDGs 9、SDGs  

13.1) 

北科大在臺灣技職教育扮演重要角色，促進產學合作之成果豐碩及呼應政府政策，

產學處執行「國際產學聯盟計畫 2.0:科研產業化平台計畫」，透過專業整合應用之概念，

依據本校研發能量及優勢聚焦發展智慧製造、農食生技、醫療照護及綠能減碳等，加速

落實技術商品化。為持續推升產學能量，加強與產業界交流，本校盤點校內各系所研發

能量，聚焦能源、人工智慧及半導體專業研發資源，於 110 年成立前瞻技術研究總部，

成立能源研究總中心、人工智慧研究總中心及半導體研究總中心，並串聯系所建立合作

團隊爭取大型產學案，集中全校研究及產學資源，為本土企業導入最新學術研發，支援

產業發展所需之前瞻性技術或設備等，建構專精實驗室，協助企業爭取政府大型計畫，

並培育實務及研究特色人才，與企業進行多元化合作。 

為扮演推動本校與產業界之橋接角色，本處連結前瞻研究總部及研發處，並聘任產

業資深經理人擔任執行長，至各需要服務之企業進行諮詢與盤點需求並了解該企業之問

題，持續強化本校與產業互補及具有產能的合作關係。串聯合作之夥伴技專校院所，透

過跨校技術互補，共同服務國內與國際合作廠商，發展前瞻性技術。與行政院五大創新

產業所欲發展之綠能科技、互聯網、智慧機械、生物醫學乃至循環經濟等方向相符，顯

示本校的實務技術研發方向與國家產業發展趨勢高度契合，且接軌全球永續發展議題

(SDGs 3、SDGs 6、SDGs 7、SDGs 9、SDGs 13.1)，圖 17.1 所示為臺北科技大學產學推

動目標。 

(2)攜手企業，擴大產學研發效果 (D-3) (SDGs 17.6、SDGs 17.16) 

為引導企業進行前瞻技術研發活動，本校聘請具資深產業、創投等背景專家擔任產

業聯絡專家，增進技轉的新知與視野，以促成本校與企業會員間合作為任務，並使得國

內產學研的創新能量可與全球技術領先的產業供應鏈接軌，協助產業轉型與發展，並配

合永續目標提升科學、科技與創新能力，提高科技的使用度(SDGs 17.6、SDGs 17.16)。

將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及校友專業顧問團隊作為會員外部研發夥伴及智庫，獲得最新研發

新知，快速提升產品研發與創新價值。協助會員掌握最新趨勢、培養全球化人才，藉由

多元擴展合作機會與網絡，進而促成國際創新研發合作，延伸到新創事業及生產等更深

層價值創造活動。進而推升本校產學合作能量，每年產學合作金額成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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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7.1 臺北科技大學產學推動目標 

2.促進國內產學連結合作及人才培育 (D-3) (SDGs 4.4、SDGs 12.2、SDGs 17.6) 

為加強與產業界交流，透過多邊合作輔助並提高全球在永續發展上的合作，產學合

作處提供企業研發創新、經營管理、人才培育、智慧財產管理與產品推廣等輔導及服務，

分享知識、專業、科技與財務支援，期能有效掌握產業發展趨勢及人才需求，推動產業

與學校協作實務教學與實作學習(SDGs 4.4)，以促進產學需求媒合及深化交流合作，共

同培育優質專業技術人才(SDGs 17.6)。 

    配合政府執行「產業園區廠商競爭力推升計畫」，建立北科大「智慧製造數位轉型專

業學術團隊」，協助新北產業園區進行轉型，藉由 IT 與 OT 的規劃與導入、機聯網、MES 

等，透過架設在產線的感測器進行資料收集，搭配經過專家分析所制定的解決方案，如

計算設備稼動率、工具使用壽命及測試產品性能，以及智慧製造與數位轉型導入、AI 導

入解決園區遭遇問題、複製成功經驗帶動產業數位轉型、建立示範園區，結合機器人、

物聯網及自動化產線等，達成對於各家廠商現有問題的解決並優化，推動區內廠商導入

智慧化，藉以解決各家廠商現有問題，實現自然資源的永續管理以及有效率的使用(SDGs 

12.2)，並實踐本校之社會責任。 

3.育成企業推動創新 

(1)打造友善創業環境 (B-4、D-3、D-4) (SDGs 1.4、SDGs 4.4、SDGs 8.3) 

A.營造風氣培育種苗 

透過辦理系列主題規劃的培訓課程，包含具本校特色及永續發展的創業

系列活動及課程，提供新創團隊創意發想的機會與練習，並以團隊腦力激盪

重組的方式達到創意聚焦腦力激盪的目的，執行規劃包含創意思考、執行評

估、市場分析，營造校內推動創新創業風氣以培育新創種苗，透過協助團隊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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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創新創業競賽，增加實戰演練機會，另導入相關政府計畫、民間創業服務單

位、創業社群等資源與活力，辦理創業相關交流活動或說明會，扮演北部各級

學校師生實作之創業示範基地，打造新創事業在北部的新聚落。 

B.篩選個案進行培育 

為配合教育部推動創新創業深化培養政策，本校由創新創業課程、競賽，

提供師生積極參與創新教育推廣的機會，扶植有意投入創新創業之團隊，篩

選具有技術價值或市場發展潛力之團隊，協助了解與追蹤團隊實踐創業進度，

從商業模式或產品驗證，逐步協助新創隊成功創業。 

(2)輔導新創催生產值 (B-4)(SDGs 8.3) 

A.聚焦產業落實研發 

配合政府創育產業發展轉型政策，善用本校研發資源、企業鏈結、人才培

育之優勢，以定向育成、焦點培育為目標，透過整合本校研發教學資源，配合

國家產業發展政策，結合資源優勢，吸引更多產、官、學、研的投入，成為創

新創業之整合平台，建立創業一條龍的典範，引導學校教師的產學合作方向

來強化重點商品競爭力，更期望能協助以輔導培育支援國內中小企業的成長

與轉型、以產學合作強化重點商品競爭力。 

B.強化輔導串接資源 

以「技術研發創新協作」、「政府計畫資源媒合」、「企業經營培育輔導」、

「創新實驗場域實踐」、「夥伴資源合作群聚」循環串接，作為培育新創團隊的

五大項目，協助新創團隊成長，引薦業師輔導創業，提供一對一創業輔導資

源，將永續發展觀念融入企業團隊，建立各項輔導機制及多元產業服務管道，

依據團隊受輔導歷程或階段性發展需求，安排不同創業過程中，專業領域所

需的各種專業諮詢服務，包含會計稅務、法律扶助、政府資源、品牌行銷、商

業模式等項目，結合區域育成聯盟的各種連結，積極扮演「地方產業發展推

手」、「中小企業研發好夥伴」等角色，積極延續本校「企業家搖籃」的優良傳

統美名。 

C.指標企業攜手產學 

藉由本校與數個指標性企業的密集合作，讓大型企業願意注入培養育成

企業或校園師生研發團隊的資源，作為本校培育創新創業人才與媒合技術人

才的奧援力量。除了積極推展將中大型企業資源注入育成企業或校園師生的

研發創業，協助新創團隊成長外，也藉由同時媒合取得大企業與學校專業團

隊的產學專案合作，或協助大企業透過企業服務取得國際級獎項之殊榮，達

成「輔導創新企業成為具國際競爭力產業」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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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 

(1)持續優化本校研發成果 (D-4) (SDGs 3、SDGs 6、SDGs 7、SDGs 9、SDGs 

13.3) 

A.改善專利申請及管理制度 

針對專利申請方面，結合智慧財產諮詢服務，提供教師研發初期智財諮

詢與專利申請建議，同時納入國際專利布局概念，藉以提高教師申請專利質

量。並依據本校發展策略及政府產業策略，透過智慧財產權協定，適時調整專

利申請作業流程、維護流程及技術移轉流程等，減少非必要的行政作業時間

或無形成本，協助教師進行專利申請，在保障教師專利財產權下，確保民眾健

康、水資源衛生及進行永續管理，以專利技術使人人有機會擁有負擔得起、可

靠和永續的現代能源，促進具包容性的永續工業化及推動創新，並因應氣候

變遷及其衝擊。另本校考量專利申請及維護成本，採取本校與技術發明人(即

教師)，依比例共同負擔專利相關費用，積極協助教師申請專利。表 17.1.為本

校近五年專利與技術移轉件數與金額，顯示本校研發能量充足。技術通過智

慧財產局審查核准率頗高，顯示本校研發成果皆符合專利創新的精神。 

    表 17.1 本校近五年申請與研發成果收益情形 

項目 

專利 
(包含發明、新型、設計) 

研發成果收益 
(單位：萬元) 

申請件數 領證件數 專利授權 技術移轉 衍生新創技術入股 
(股值/股數) 

109 年 110 48 482 2,922 1,507.5 
(75.3 萬股) 

110 年 110 71 75 3,694 1,492.5 
(196.7 萬股) 

111 年 130 62 1,272 5,192 136 
(13.6 萬股) 

112 年 95 83 1,701 4,096 1,964.6 
(2,275.7 萬股) 

113 年 89 61 1,245 2,614 2,449 
(1,774.9 萬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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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強化校內智慧財產知識 

設立智慧財產諮詢窗口，協助解決本校教職員生智慧財產相關法律爭議，

包含專利、商標、著作權及營業秘密等，長期耕耘的成果已讓智慧財產權法律

觀念深入校園之中。建立專利技術網，企業可透過技術網平台瞭解本校的專

利及技術，並邀請產官學研專家辦理教育訓練活動，對成員進行教育訓練，亦

協助提升專利申請時之專利內容品質，作為後續與事務所洽談之標準，另外，

亦建立篩選標準，針對配合專利事務所進行定期審查，以確保本校申請專利

之質量。 

(2)研發成果推廣及布局 (D-1) (SDGs 17.6、SDGs 17.16) 

A.提升研發成果效益 

持續參與各式推廣活動，辦理成果發表會及技術授權商談會，增加技術

曝光度。同時積極接觸中小企業，主動拜訪科技大廠，發揮蹲點企業精神。提

升技轉媒合機會，目標將研發成果或專利轉化成具價值之商業化成品，追求

技術價值的最大化。在「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

法」明文規定，將 80%之技術移轉權利金分配予教師，以鼓勵教師能將研發

成果轉化成專利或進行技術移轉，提升本校教師對研發成果應用。也邀請本

校或校外創新創業及智財法律之相關師資，提供有意創業之校內師生智慧財

產權相關觀念及創業所需的智財知識。 

B.研發成果策略布局 

基於本校技術多元化，依據務實導向及全球布局策略目標，將修訂相關法

規，於研究發展成果審查委員會中，建立專利費用補助審議機制，針對技術不

同性質，如商業價值性、未來發展性及技術移轉可能性等進行審議，給予不同

比例補助費用，在有限的專利補助經費下形成差異化，使其更有效及更彈性

的利用專利補助經費，甚至於已具有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之技術，經審議提

高或全額補助專利費用，將有利於促進教師進行產學技術合作之意願。 

5.定量化指標 (詳如表 17.2) 

產學處依據中長程計畫之 6 大主軸目標及 26 項發展策略，擬定量化發展指標及執

行期程。各項發展指標依據單位資源條件、軟硬體設備及近年表現，篩選出特色亮點指

標，再從中訂定核心發展指標。每學期透過校務發展委員會及中長程計畫書研商修訂會

議，持續針對各單位近中長程預定達成之定量化指標進行追蹤檢討。 

產學處近三年執行成效皆完成指標，有關發展策略攜手多元產業合作模式，培育優

質跨域就業人才(B-4)部分，本校 111-113 年共培育 49 個團隊申請教育部 U-Start 及大專

校院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臺，且每年皆有團隊獲得補助；且於教育部辦理之技職盃「黑

客松」全國大賽表現亮眼，年年獲獎。建構實務導向與全球化的研發策略(D-1)及建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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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鏈結平台及提升技術移轉績效(D-3)部分，致力協助智財布局及強化本校研發成果媒

合價值，本校與臺北醫學大學跨校研究組成聯合研發中心，持續推動研發成果商品化，

截至 113 年已有 10 組團隊獲政府補助計畫(共獲>5,000 萬元補助)；另持續深化與企業

產學合作深度，擴大本校產學及技轉運營成效，截至 113 年 12 月產學合作金額為 6.07

億元、技轉實收金亦達 3,800 萬元、技術作價實收股值 2,449 萬元。增進產學研發獎勵

制度與成果運用(D-4)，本處持續修正法規及各項獎勵機制，優化推動教師辦理產學合作

及專利技轉，目前本校有 8 位教師技術作價，設立十間校園衍生新創企業。產學處之定

量化指標及近三年(111-114 年 1 月 31 日)執行成效如表 17.2。 

表 17.2 產學處之定量化發展指標總表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多元創新

的學習環

境(B) 

攜手多元

產業合作

模式，培

育優質跨

域就業人

才(B-4) 

近程（2 年） 

1. 營造風氣

培育種苗，

打 造 友 善

創業環境，

建 立 一 條

龍 的 創 業

生態系，篩

選 適 合 個

案 進 行 個

別化培育，

每 年 培 育

創 業 團 隊

數至少 10
組。 

2. 協助教育

部 推 動 產

碩 專 班 及

產攜專班，

增 加 學 生

實務能力。 
 

1.育成企業推動創新 
(1)每年舉辦幸福科技展示成

果及「北科育成之星」選拔。 
(2)本校於教育部辦理之技職

盃「黑客松」全國大賽表現

亮眼，111、113 年本校參賽

學生獲評審團大獎、112 年

亦囊括最佳技術獎、最佳簡

報獎、最佳設計獎、最佳創

造價值獎等獎項。 
(3)本校 111-113 年 12 月共培

育 49 個團隊申請教育部 U-
Start 及大專校院創業實戰

模擬學習平臺，且每年皆有

團隊獲得補助。 
(4)依據企業階段性發展需求，

安排不同專業領域之免費

諮詢服務，協助企業轉型，

並媒合創業企業與本校教

師合作，促成企業升等擴大

平臺角色，如媒合德芙生醫

與奇士美打造聯名商品；拓

展歐美市場，獲得世界品質

評鑑大賞－金獎。 
(5)協助臺北市政府青年局替

創業團隊找到行動驗證場

域及募資放大平台。 
2.促成產學合作人才培育： 

(1)每年協助開辦產院、產攜 10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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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2)開發產學合作新能量合作

學校數 363 校次、參與學生

數 2,105 人次。 

務實導向

的產學研

發(D) 

建構實務

導向與全

球化的研

發策略 
(D-1)  

長程（8 年） 

1. 協助智財

布局，強化

跨校智財

合作或聯

手其它單

位智財行

銷平台聯

盟推廣。 
2. 利用本校

制度化之

專利申請

審查程序，

強化本校

研發成果

媒合價值，

每年度專

利申請件

達 80 件以

上、平均技

轉件數達

90 件以上。 

1.本校與臺北醫學大學跨校研

究，藉由兩校聯合研發中心，

以工程科技加乘智慧醫學，促

成跨校專利授權實績，目前已

有 10 組團隊獲政府補助計畫 
(共獲>5,000 萬補助)。 

2.建立制度化之專利申請評估審

查程序，針對技術可否申請專

利保護，制訂兩道審查機制，

從 110 年單一專利檢索分析評

估，在 112 年精進為研發成果

可專利性及可技轉性評分制

度，透過專利事務所評估可專

利性，再由研發審查委員會實

質進行技術市場價值評估。112
年專利申請件數 95 件、113 年

專利申請件數 89 件。 
3.本校優質技術或國際專利，邀

請智財法律專家共同合作，透

過智財事務所等專業經理及律

師之協商談判模式，在合理範

疇內提供獎金分潤，除激勵智

財法律事務所勇於爭取，更保

障並提升本校研發成果收益。

111 年促使 Meta(fb)國際案技

轉金額提高(30 萬美金)。112-
113 年本校技轉件數平均超過

90 件，113 年技轉金(含技術作

價實收股值)共 6,249 萬元。 

建構產學

研鏈結平

台及提升

技術移轉

績效 
(D-3)  

長期（8 年） 

1.建置會員

企業與教

師的溝通

平臺。 
2.多元化開

發策略，每

年辦理產

學、專利技

轉推廣、新

創輔導活

1.盤點校內教師，營造本校親產

學形象，串接中小企業，與指

標性校友企業及國際標竿企業

合作，提供合作企業對教授的

研發成果能量，建置專利資料

庫，並由本校「科研產業化平

臺計畫(原前國際產學聯盟)」
擔任單一產學諮詢窗口，快速

鏈結本校跨領域跨部門的研發

與行政資源，滿足企業包括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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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動達 8 場。 

3.與國際接

軌，深化企

業產學合

作深度，推

動整合校

內教研團

隊，與產業

需求對接，

爭取承接

中大型產

學合作計

畫，深化本

校教研團

隊與產業

合作，擴大

本校產學

運營成效，

至 120 年

產學合作

金額平均

每年超過

6 億元。 

術、人才等多面向的需求。 
2.111-113 年舉辦產學及專利技

轉推廣、新創輔導活動，及協)
協助教研團隊參加產學、專利

技轉推廣、新創輔導活動共 32
場。 

3.串聯系所整合團隊爭取政府或

法人之大型產學案，與多家國

際企業(如 TSMC、Qualcomm、
Hitachi ABB Power Grids 等)合
作。 

4.與太陽鳥、群光等企業合作成

立聯合研發中心，每年與各企

業法人合作金額超過 500 萬

元，且 MIT 北科城市科學實驗

室+鴻海(+先鋒)及北科臺車智

慧車電研發中心，分別取得國

科會 AIR Center 計畫。 
5.111-113 年產學合作(多年期)總
金額皆超過 6 億元。 

增進產學

研發獎勵

制度與成

果運用(D-
4) 

中程（4 年） 

1. 修正法規

及各項獎

勵機制，推

動教師辦

理專利技

轉。 
2. 配合政府

新創政策，

完備衍生

新創法規

及申請作

業流程並

研擬新創

企業回饋

方案。 
3. 協助校園

科研成果

成立新創，

輔導教研

1.已於傑出產學合作獎增訂技轉

獎；於奬助研究及產學績優教

師聘任研究人員辦法增訂產學

績優教師。 
2.為提高教師意願及提升專利授

權誘因，完善本校專利申請制

度與經費管理，112 年 12 月 12
日修訂本校研究發展成果及技

術移轉管理辦法，有關研發成

果收益之分配比例。本校之專

利案授權，分配比率由原本校

30%、創作人 70%；修正為本

校 20%、創作人 80%。發明(創
作)人期限內未繳納應負擔之

專利申請費用訂定罰則。 
3.每年協助校園科研成果成立新

創，輔導教研團隊申請國科會

或經濟部新創計畫至少 6 個新

創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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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團隊申請

國科會或

經濟部新

創計畫。 

4.目前本校有 8 位教師技術作

價，共設立 10 間校園衍生新創

企業。至 113 年技術作價總股

數為 5,636.3 萬股、學校配得股

數 791.2 萬股。 

(三)近中長程發展策略 

為了鼓勵教師積極與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研發，本校提出多項措施，並採用積極策

略，以期達到突顯實務研究的特色之目標。在建構務實導向的產學研發、促進產學連結

合作及推動創新創業，主要發展策略包含：(1)營造本校親產學形象，串接中小企業，與

指標性校友企業及國際標竿企業合作(D-3、D-4)，回應政府政策，對接永續發展目標

(SDGs)及相關細項指標(SDGs 3、SDGs 7、SDGs 9、SDGs 13)，提高本校與國內外企業

在永續發展議題上的產學合作；(2)與產業界建立良好之產學交流活動及互動模式，深耕

產學合作，縮短學用落差，強化教師務實致用教學能力，並協助學生瞭解產業發展現況

(D-3、D-4)；(3)以創造友善創業環境、篩選個案進行培育，打造創業生態體系服務為目

標，推動創新創業(B-4)，輔導串接資源推動創新創業團隊赴國際展覽會開拓海外市場，

攜手產官學資源，創造中大型企業投資或與新創團隊合作專案之雙贏機會(SDGs 1.4、

SDGs 4.4、SDGs 8.3)；(4)透過法規制度、智財布局推廣與鑑價機制(D-3、D-4)，擴大研

究成果對整體產業之發展、全球永續發展及實踐永續發展目標(D-1)，並發展與永續相關

議題的合作計畫(SDGs 3、SDGs 6、SDGs 7、SDGs 9、SDGs 13)。 

1.近程發展策略（2 年） 

(1)推動國際產學連結 (D-3、D-4) (SDGs 3、SDGs 7、SDGs 9、SDGs 13.1) 

串接指標企業及中小企業，盤點整合廠商需求，戮力提供企業完善的服務。此外亦

協助企業深化產學合作案、培育新創事業、辦理論壇等，對於本校持有的專利強化管理

層面，提供教師研發能量展現平台，透過各種智財管理推廣如專利、技術轉移、育成等，

研發成果具促進產業升級影響力，發展與永續相關議題的產學合作計畫。 

A.持續強化與企業合作 

結合本校創新前瞻總部、與校內各學院研究成果與技術，透過科研產業

化平台與產業界鏈結，使綠色能源與跨領域技術結合，促成企業產業升級，盤

點本校校友企業，了解其產業類型並分類規劃，串接指標企業及中小企業，盤

點整合廠商需求，招募並媒合企業加入本校產學合作會員，執行聯盟企業會

員客製化之服務，提供廠商適當的服務內容，並以提昇與企業實質合作金額

為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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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校內研發能量展現平台 

提供合作企業對教授的研發成果能量，供合作廠商搜尋，透過各種智財

管理推廣，提升研發成果促進產業升級之影響力，就企業需求媒合本校研發

能量，協助簽立產學研發合約。教師研發能量資料庫網址為：

https://workshop2.ntut.edu.tw/OnlineTeach-New/index.php/pages/view/login，如

圖 17.2 及圖 17.3 所示。 

    

 

 

 

 

 

 

 

 

圖 17.2 教師研發能量資料庫: 教師研發能量資料庫搜尋關鍵技術 

 

 

 

 

 

 

 

 

 

 

 

 

圖 17.3 聯盟工作平台 

(2)促進國內產學連結合作及人才培育 (B-4、D-3) (SDGs 4.4) 

A.人才培育及訓練 

推動上市櫃公司、國內外知名大廠或 iPAS 認同企業，媒合至辦學狀況良

好、實務能量充沛之大專校院，共同開設「產業學院專班」及「產學攜手專

班」，因應全球變化及產業脈動，對焦政府重點產業及生成式人工智慧（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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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崛起，與產(企)業共同辦理契合之人才培育專班或學程，以縮短學用落差，

培育企業所需人才。 

B.增進教師與產業接軌 

為提升教師實務教學及能力，增進教師與產業接軌，結合產業公協會、重

點產業及經濟部 iPAS，打造「種子師資培訓課程」，課程藉由企業實地研習、

實務教學及討論回饋，汲取產業發展新資訊及實務經驗，有助提升教學品質、

學生學習成效與研究能量，除擴展實務教學資源外，更緊密鏈結產業需求，以

培育產業發展所需各級優質技術人力。 

(3)育成企業推動創新 (B-4) (SDGs 1.4、SDGs 8.3) 

為打造友善育成環境，因應產業發展聚焦人工智慧與智慧應用技術，激發本校創

新創業能量，以促進開發為導向，支援就業創造、企業管理、創意與創新，串聯各界

資源，鼓勵本校師生參與競賽活動及微型、中小企業的正式化與成長，相關作法如

下： 

A.營造風氣培育種苗 

通過分享成功案例，讓新創企業學習最佳實踐，避免常見陷阱，加速商業

模式的成熟與落地。另外也透過活動聚會，協助有意創業的學生逐步挖掘創

業的題目與可善用之社群工具。 

舉辦商業模式創新工作坊，教導最新的商業模型設計方法，協助有創新

想法及想創業者，制定可行且可持續的商業策略；辦理產業媒合會，使研發團

隊與市場需求進行交流，透過雙向交流除讓團隊了解市場脈動，同時也讓企

業界更加了解北科大師生的創新能力。 

B.邀請業師激發創新火花 

另一方面，積極邀請成功企業家提供商業模式設計諮詢，並提供可將創

意商品化的前基礎實務課程，同時鼓勵本校師生團隊參加創新創業競賽，透

過參加比賽及活動讓學生能將 STEM 知識加以展現，如教育部黑客松創業競

賽、Ustart 計畫、大專校院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臺等創業實戰競賽或商品化競

賽，以培養校園創業團隊發揮創意與創業精神。 

(4)研發成果的智財布局與推廣 (D-1、D-4) (SDGs 17.6、SDGs 17.16) 

本校將深耕布局，符合趨勢發展之研發成果，就專利技術及相關智財權，進行配套

措施規劃(Plan)。除了積極推動技轉交易平台機制外，更要增加企業交流及合作機會，整

合企業需求，協助專利加值與布局，促進專利交易(Do)，進一步更促成研發成果商品化。

系統化本校研發成果申請專利保護，透過系統可掌握並管理本校之研發能量及成果

(Check)，並逐步建置本校智財布局(Act)。 

A.強化專利案件管理 

基於本校豐沛的研發能量及研發成果，透過專利申請及維護資訊，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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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專利案件管理，可隨時掌握本校專利狀態，更能積極有效推廣專利技術。 

B.推廣優質研發成果 

提供產業評估及整體服務，包含技術授權、產學合作與育成培育，以輔導

技術商品化或衍生新創事業，並辦理智財與產學活動，推動相關智財知識，提

昇人員專業素質，可同時兼具研發成果擴散與推廣效果，啟動科學、科技與創

新能力培養機制。 

2.中程發展策略（4 年）  

(1)推動國際產學連結 (B-4、D-3、D-4) (SDGs 3、SDGs 7、SDGs 9、SDGs 13.1、

SDGs 13.3) 

依據本校研發能量及優勢聚焦發展智慧製造、農食生技、醫療照護及綠能減碳等，

對接永續發展目標(SDGs)及相關細項指標，透過媒合輔導服務及舉辦論壇等方式，推動

國際標竿企業合作，致力於產學交流，結合市場需求，提升國內技術研發，使產學合作

成果更加豐碩。 

A.組成團隊爭取政府或法人之大型產學案 

藉由執行長與產業聯絡專家的業務能力，掌握教授之研發能量，依照廠

商的問題與欲開發之技術找尋適當的教師進行產學合作媒合，組成跨院、跨

系所團隊，提供學校研發成果服務企業界。 

B.辦理活動及媒體曝光推廣合作成效 

利用網路、報章媒體雜誌與辦理研討會論壇，進行深耕產學運作宣傳與

業務推廣，並提供合作企業具體形象展示、產品發佈等，加強合作的機會。也

將至各企業進行諮詢與盤點，了解需求與問題，媒合適當教師協助，促成產業

升級。 

C.聚焦重點發展產學 

本校技術發展聚焦綠能減碳(SDGs 7 及 SDGs 13)、農食生技(SDGs 7)、醫

療照護(SDGs 3)、智慧製造(SDGs 9)等，回應政府政策發展及配合永續目標促

成永續性產學合作與連結，加速落實技術商品化，促成本校與企業間合作，積

極扮演推動本校與產業界之橋接角色，使國內產學研的創新能量與全球技術

領先的產業供應鏈接軌。促成本校與企業間合作，深化本校教研團隊與產業

合作，達成與企業長期與深度合作，每年合作廠商達 250 家以上，單一企業

產學合作金額超過 500 萬之家數每年維持達 8 間以上，並每年促成永續相關

議題之產學合作金額至少 3,000 萬元。 

(2)促進國內產學連結合作及人才培育(B-4、D-3) (SDGs 8) 

A.促成教師至產業研習或研究 

依據教育部「技專校院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規定，為落實

教師實務增能，提升教學品質，媒合本校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界進行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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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研究，有效提升實務教學，達成率達 100%。透過與企業簽屬產學合作意向

書(或合作備忘錄)，藉以此與產業界建立良好之產學交流活動及互動模式，深

耕產學合作，縮短學用落差，強化教師務實致用教學能力，並協助學生瞭解產

業發展現況及輔導就業機會。 

另為協助教師了解產業現況，本處配合教育部推動教師實務研習及實務

增能，讓教師實務提升以及教學與教材精進，將產業場域視為教室的延伸，動

手實做視為技能的提升；課程邀請產業的業師授課，強化教師與產業的鍊結

外，更藉此瞭解產業的技術以及人才的需求。除與企業建立長期合作的夥伴

關係外，並藉由企業所提供之實習機會，促進學校與企業間的產學合作。 

B.建構產業公協會交流平臺 

透過公協會調查及彙整產業公協會會員廠商之需求，提供產業技術、人

力與服務，媒合系所與產業公協會或產業開設相關學生產業職能工作坊/研習，

提供學生將 STEM 相關素養能力得以運用在實際工作場域中之機會，提高學

校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之媒合效率，實現全面有生產力的就業，積極整合產

官學之資源，預期提升本校與公部門及公、民營營利事業機構產學合作深度。 

(3)育成企業推動創新 (B-4) (SDGs 1.4、SDGs 4.4、SDGs 8.3) 

善用本校優勢催生創業團隊，篩選適合個案進行個別化培育，使其擁有就業、覓

得好工作與企業管理職能，包括技術與職業技能，打造創業生態體系服務，發揮群體

效益： 

A.打造友善創業環境 

優化創意空間與創新育成中心設備及功能，善用軟硬體資源推廣自造教

育，輔導學生做出創意產品達到創新創業的目標。同時提供師生開放共用之

創意討論及提供進駐團隊「共享空間」(coworking spaces)，使創業團隊與新創

企業增加互動，交流市場實務經驗，藉以催生創業團隊，發揮創業圈所謂的打

群架效益。擴大培育場域，與華南金資產簽訂專約(108 起)，共同培育「內湖

瑞光育成」之新創團隊。強化國際創新技術交流邀請國際業師、國際創育機

構、以及相關單位合作共同主辦國際及趨勢論壇，並邀請本校新創團隊參與

新創技術或產業交流活動並拓展國際市場。 

B.篩選個案進行培育 

前育成到成立公司的一條龍培育機制，藉由培育課程、政府資源計畫、創

新創業競賽所篩選出之創業團隊，鼓勵微型與中小企業的正式化與成長，包

括取得財務服務的管道，邀請業師擔任諮詢顧問，協助團隊建立商業模式，擬

定有利於進入市場的營運規劃，同時針對個案需求，協助進行產品測試或驗

證，加強師生研究商品化，加快新創團隊完成產品 Demo，積極催生新創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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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發成果的智財布局與推廣 (D-1、D-4) (SDGs 3、SDGs 6、SDGs 7、SDGs 

9、SDGs 13.3) 

為使研發技術嘉惠於產業界，且發展符合永續相關議題及目標的技術發展，針對包

括資訊及數位、資安卓越、精準健康、綠電及再生能源等，強化活用研發成果，促成經

濟成長，透過專利技轉法規修正及通案授權方式，讓研發成果可達到最大活化成果並符

合法規規範。 

A.專利彈性補助機制 

專利費用包含專利申請、維護及推廣等相關費用。建立專利彈性補助機

制，有助於有效的使用本校專利申請補助經費，其中需建立專利補助及修改

相關辦法。具有商業價值之專利可連結專利推廣策略，將其專利品質與價值

提升，增加曝光率，提升專利技轉成功機會。 

B.發揮通案授權效益 

本校具有通案授權資格，代表本校已建構完備研發成果管理運用機制，

及具有智財加值營運與技術推廣服務能力。將更積極的拓展專利授權、提升

技術移轉之綜效。 

3.長期發展策略（8 年） 

 (1)推動國際產學連結 (D-1、D-3、D-4) (SDGs 3、SDGs 7、SDGs 9、SDGs 13.1、

SDGs 17.6、SDGs 17.16) 

多元開發串聯海外資源及多邊合作輔助，拓展本校國內外產學能量與國際鏈結，提

高全球在永續發展上的合作，強化國際經貿組織鏈結能量，深化與企業合作深度，協助

企業在科學、科技與創新上解決問題，創造企業價值，配合前瞻技術技術總部，建立產

學研合作團隊與全球產業技術接軌，及合意的全球科技促進機制。促進本校產學連結合

作及人才培育 113-120 年成效預估表如表 17.3。 

A.建置會員企業與教師的溝通平臺 

建置企業與教師更密切之產學合作關係，深度掌握教授之研發能量，依

照廠商的問題與欲開發之技術找尋適當的教師進行產學合作媒合，從中加強

對技術之瞭解進一步達到產學合作案之合作。讓臺北科技大學在尖端前瞻之

學術成果，更貼近產業發展需求，並整合校友聯絡中心之資源，連結諸如海內

外校友、產業界、公部門以及知名研究機構之網絡，進一步規劃大型產學媒合

活動，增加媒體曝光，以「共創」理念造就企業、本校、教授及公部門四贏局

面。提供合作企業登入使用本校所設置的網站，使合作企業得以了解關鍵技

術及永續發展目標(SDGs)各面向的產學合作概況，鏈結學校教授及合作企業

進行產學合作。 

B.多元化開發策略 

本校除透過挖掘校友企業、鏈結法人公協會、攜手國內技師公會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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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推動產學合作及聯盟會員外，也透過歐洲在台商務協會(ECCT)、荷蘭在台

辦事處(NTIO)及海外校友企業等方式擴張國際產學能量，另外也進行主動拜

訪及開發，舉辦論壇與活動，邀請國際重量級人士，每年舉辦超過 10 場之論

壇、研討會、課程及媒體曝光，深化與海外校友企業的鏈結，增加與潛在會員

的接觸機會，藉此積累業界人脈，進而主動前往拜訪介紹本校之研發能量與

聯盟之服務，進而促成產學合作及會員入會案，與國際廠商執行國際型的產

學合作案，使國內產學研的創新能量與全球技術領先的產業供應鏈接軌。 

C.國際接軌 

參加國際展覽、國際競賽，開發具產業潛力的國際合作研發機會之構想，

與研究機構/公協會共同辦理國際合作與交流活動，進而鼓勵跨國公司、研究

機構與大學來台設立研發中心或據點，提供企業全球創新布局與連結的協助

與服務。 

D.深化企業產學合作深度 

110 年起創建前瞻技術技術總部鏈結全校各學院教研能量，將科研能量應

用於特色領域，以引進企業資金、促進教師跨域產學研發之規劃宗旨，組成跨

學院研究團隊，全力發展能源、人工智慧及半導體前瞻技術，整合產、官、學、

研各界研究資源並設立跨領域聯合研發中心。 

(2)促進國內產學連結合作及人才培育 (B-4、D-3、D-4) (SDGs 4.4、SDGs 8.3) 

A.推動產學合作人才培育 

持續引入產業助力，依產企業人才需求，媒合與技職校院，共同規劃及推

動客製化產學合作人才培育專案計畫，依產業趨勢、新興技術及關鍵職能，辦

理教師實務研習課程。盤點學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需求，及產業公協

會白皮書、經濟部產業技術白皮書及國家重點產業發展政策之人才建議或技

術內容，媒合教師參與產業研習或研究。 

B.開發產業需求及產學培育新能量 

積極橋接教師與業界或研究機構進行技術商品化研發，組成跨系院團隊

連結產業，促成學校與產企業進行產學合作案、技術移轉或授權，開發產業技

術研發或研究、技術轉移及營運管理等需求，促成學校與產業產學合作案，強

化技術合作深度，開發符合市場需求之產品及技術商品化，以達成技術商業

化思維導引出產業重要價值之目標，藉以厚實產研能量。藉由多層次、多形式

的產學研合作模式及成功經驗，使學界已累積的技術研發成果有效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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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3 促進本校產學連結合作及人才培育 113-120 年成效預估表 

年度 113-114 年 115-116 年 
(目標) 

117-118 年 
(目標) 

119-120 年 
(目標) 

本校簽訂產學合作 
意向書(MOU) 35 份 40 份 40 份 40 份 

訪視國內廠商 50 家 50 家 55 家 55 家 
全校產學合作計畫 

收入經費 6 億元 6.3 億元 6.5 億元 6.7 億元 

(3)育成企業推動創新 (B-4、D-3、D-4) (SDGs 1.4、SDGs 4.4、SDGs 8.3) 

依據盤點結果、歸納育成專業，發展「國家發展計畫-六大核心戰略產業」及促成永

續性產學合作與連結，啟動一成功的創業生態系統，凸顯本校特色。育成企業推動創新

113-120 年成效預估表如表 17.4。 

A.聚焦產業落實研發 

落實學研界研發成果商業化：教師研發成果商品化、催生商業智慧技術

出場。協助新創團隊創意完成初步驗證、提供其作為創意發想之第一階段測

試，在開創前期打下創業基礎。成果優異者，預期透過協助，可為其研發成果

商品化、催生商業智慧技術出場，專利技轉，或進一步爭取其他創投資金挹

注，以 IPO 或併購出場獲利為目標，將推使臺灣智慧科技登上國際舞台。 

B.強化輔導串接資源 

依據新創事業之發展歷程與階段性發展需求，參考創業實務，規劃會計

稅務、法律扶助、政府資源、品牌行銷、商業模式、智慧財產等諮詢服務，邀

請校內外專業服務單位加入共同輔導，連結本校設立之投資基金、引入外部

天使投資、辦理新創交流媒合會，實戰 pitch，確保新創團體皆有公平的權利

與取得權，包含經濟資源、基本服務、以及土地與其他形式的資源、新科技與

財務服務等；同時篩選適合團隊需求之政府計畫單位，如國科會、國研院、經

濟部、教育部、工研院、資策會等，或民間專業服務單位如 KPMG、萬國法

律、TXA 私董會、中華創業育成協會、電腦公會、ARVR 產業協會等，將新

創事業推往下個經營階段前進。透過參與國際展覽會活動，將關鍵技術開發

成果推上國際舞台，也同時可以透過其他參展企業所展示之研發成果，瞭解

世界科技之脈動潮流趨向。規劃創新創業團隊赴國際展覽會開拓海外市場。 

C.指標企業攜手產學 

善用本校教師合作之中大型企業，如華南銀行、欣元投資、研華、群光電

等，力邀企業管理階層擔任企業導師，指導新創企業營運管理與市場佈局之

經驗，或本校執行政府部會計畫之資源，將新創事業的產品服務導入，提供新

創團隊進入市場的機會，進一步透過投資媒合，創造中大型企業投資或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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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團隊合作專案之雙贏機會，同時引進育成機制、結合資深產業顧問、創業資

金等一條龍輔導資源，獲得企業肯定，未來將可自主營運。 

表 17.4 育成企業推動創新 113-120 年成效預估表 

年度 113-114 年 115-116 年 
(目標) 

117-118 年 
(目標) 

119-120 年 
(目標) 

培育師生創業團隊數 14 組 16 組 18 組 20 組 
辦理創新創業活動場數 12 場 14 場 14 場 16 場 
媒合教師提供新創團隊

或企業研發服務家數 6 家 7 家 7 家 8 家 

(4)研發成果的智財布局與推廣 (D-1、D-4) (SDGs 3、SDGs 6、SDGs 7、SDGs 

9、SDGs 13.3) 

基於本校技術多元化，依據務實導向及全球布局策略目標，協助企業發展擴大研究

成果對整體產業之發展、全球永續發展及實踐永續發展目標，進而推廣本校研發成果。

研發成果的智財布局與推廣量化指標如表 17.5。 

A.建立智財布局與鑑價機制 

建立個案式智財布局與鑑價服務，連結國內外相關或合作企業，協助研

發成果利用與產業趨勢連動。 

B.協助研發中心智財布局 

以本校各領域研發中心為主，集中資源火力，協助建立有效完整的研發

成果智財布局，促成專利技術與相關智財的交易，促成國際專利授權，與國際

教研單位共同開發產業技術及專利，提升國際專利授權曝光。 

C.強化跨校智財合作或聯手其它單位智財行銷平台聯盟推廣 

面對國際化市場，健全審查機制，國際專利佈局，整合跨校研發成果，形

成專利家族，提升產業整體研發成果的商業與法律強度；或研擬與第三方之

智慧財產行銷平台洽談合作事宜，推廣本校研發成果，提高教師申請及推廣

專利誘因，突破僅以智慧財產之申請數量與領證數量為主之評價標準，藉由

積極進行智財授權、技術移轉，甚至作價投資與侵權訴訟等研發成果貨幣化

之實踐，提升本校品牌能見度，擴大資訊的流通、媒合與交易，增加研發成果

之經濟價值。 

     表 17.5 研發成果的智財布局與推廣量化指標 

年度 113-114 年 115-116 年 
(目標) 

117-118 年 
(目標) 

119-120 年 
(目標) 

專利申請件數 86 件/年 88 件/年 90 件/年 92 件/年 

技轉件數 95 件/年 100 件/年 105 件/年 105 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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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圖書資訊處 

(一)現況 

圖書資訊處任務主要包含圖書館與校史館之營運管理 

1.圖書館空間 

圖書館地處校園中心，緊鄰人文廣場紅樓古蹟，是本校師生頻繁往來的重要場

所。然而本館建築自民國 81年落成啟用，使用至今已 30餘年，空間配置已不符時宜，

且設備老舊，加上圖書館藏量快速成長下，致使書庫空間漸感壓迫，亟需全面空間改

造，以滿足全校師生研究教學需求。 

經過本館多方爭取，在 105 年 5 月 18 日的「圖書館空間規劃會議」中，校長指示

圖書館空間應作全面性整體規劃，經過年餘的規劃施工，於 107年 4月重新開放啟用。

本次空間整修工程藉由人文、藝術之設計手法，改善不良動線及配置、淘換老舊設

施，提升閱覽品質，營造舒適愉快的圖書館環境，並翻轉過去以館藏為主的空間設

計，增加讀者與圖書、讀者與讀者之間互動空間，提供知識交流與激盪的場域，例如

小組討論室、窗邊沉思席、咖啡輕食區等。並於一樓增設主題、暢銷雜誌圖書區，塑

造易於親近的閱讀空間，讓讀者主動走進圖書館。 

自 107年整修至今，將因應師生需求進行空間調整，為了增加討論空間並且不減少

個人研究席的前提下，於 112 年上半年進行前期規劃，利用暑假期間進行小型空間改

造，在二樓增設 4個討論區、三樓增加 24個討論席位；113年於二樓新增 3間討論室，

每間提供 4 個座位共 12 席，現場都配有插座便於讀者使用筆電，師生能使用此空間進

行課業或學術研究討論。 

為提供豐富館藏內容和形式，在 111年底於本館 2樓設立漫畫書區，使館藏更加多

元化和豐富化，以滿足不同讀者的需求和興趣，期望透過漫畫書的圖像視覺，激發讀

者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同時提供師生另一種放鬆閱讀方式，促進讀者的學習和成長。 

圖書館為地上三層地下兩層之建築，提供讀者參考諮詢、流通借閱、資訊檢索、

自學資源、研究討論等服務，本館空間配置表如下表 18.1。 

表 18.1 圖書館空間配置表 
樓層 區域 

一樓 流通櫃檯、暢銷文庫、經典文庫、期刊雜誌區、老蕭書房、紅樓書坊 

二樓 臨窗閱覽區、西文圖書書庫、沉思席、討論室、討論區、學術期刊

區、漫畫書區、資訊檢索區 

三樓 中日文圖書書庫、個人研究席 
地下一樓 視聽室、自學中心、自習室 
地下二樓 罕用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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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圖書館館藏 

本校圖書館依據「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有系統、有計畫地建立符合本校教學

研究需求之館藏，滿足讀者需求。至 114年 1月止，圖書館館藏中西文圖書總冊數已達

40 萬餘冊；中西文電子期刊達 6 萬餘種，全館多媒體視聽資料近 8 千餘件。此外，透

過電子書聯盟，可使用電子書目前已達 97 萬餘冊。每月採購中文暢銷書籍，讀者也可

利用圖書推薦系統推薦本館購書，使館藏更貼近讀者需求及社會脈動。 

本館電子資料庫數量達 280 餘種，類型涵蓋各領域，包括工程、機電、理工、設

計、管理、教育、人文等主題。其中重要資料庫包含 Scopus、Web of Science (WOS)、

IEL Online (IEEE Xplore)、SciFinder、SDOL (Science Direct Online)等，本館更引進

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及 SciVal 研究評估分析系統，協助提供各項量化指標分析

科研成果，提昇學術論文產出品質。 

電子資源是本校重要的研究資料來源，茲以 113年館藏資源採購經費為例，該年採

購經費總計約 6,922 萬元，其中以電子資源為最大宗，採購金額約 5,986 萬元，佔總經

費 86.48%；其次為紙本圖書，採購金額約 394萬元，佔總經費 5.69%；再來是電子書，

採購金額約 361 萬元，佔總經費 5.22%。 

 

 
圖 18.1 圖資處館藏採購經費分配圖(民國 113 年)  

3.組織與人員 

圖書資訊處在學校屬於一級單位，組織上劃分為三組，分別為技術服務組、讀者

服務組及資訊服務組。 

59,865,218 , 
86%3,616,485 , 5%

3,940,384 , 6%

637,939 , 1%

1,162,359 , 2%

113年圖書資源採購經費（元）及比例（%）

電子期刊及資料庫

電子書

紙本圖書

紙本期刊

視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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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8.2 圖書資訊處組織與分工圖 

圖書資訊處置圖資長 1 人統籌處務，目前人力配置有組長 3 人、館員 15 人。館員

中除圖書管理相關科系畢業者 7人外，更有資訊工程管理相關科系畢業者 3人，而其餘

人員亦受過相關之圖書館工作訓練，經驗豐富。另館長及 3位組長，皆由助理教授以上

職級教師兼任，顯示出本館人員之素質優良，圖書館工作人力人數如下：  

表 18.2 圖書館工作人力人數統計表 

職稱 員額 職稱 員額 

館長 1 人 組長 3 人 

組員 5 人(含專員 1 人) 助教 2 人 

行政組員 5 人 技工 2 人 

臨時人員 1 人 計時實習生 29 人 

4.校史館與紅樓 

本校與民國同壽，歷經日治時期及學校改制等多次變遷，史料資源豐富，圖書資

訊處負責維護校史館業務。校史館營運包含於民國 99年 11月校慶正式成立的本校校史

館，及本校歷史建築「紅樓」。透過大學入門新生導覽及活動推廣，讓全校師生了解

本校歷史傳承，是凝聚廣大校友及校內師生感情的所在。 

茲將校史館與紅樓現況說明如下： 

(1)校史館 

原位於宏裕科技大樓三樓，分成學校傳承與精神、日治時期、工專時期、技術學

院與科大時期等主題展示，配合校史藝文園區整體規劃，將校史館遷入歷史建築「一

大川堂」，並整合紅樓、榕園、鄰近教學大樓打造多功能校史藝文園區。校史館於 113

年 11月 22日開幕，分為迎賓廳、常設展廳、特展廳三個空間，持續進行校史文物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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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關主題策展活動，使歷史建築再生及永續利用，並提供校史及學生創意設計作品

展示空間。 

(2)紅樓 

為本校日治時期建築，為兩層樓的紅磚建築，長久以來一直是本校歷史性的精神

象徵，亦為臺北市市定古蹟，於 105 年 12 月啟動修復及再利用工程，以「原貌復原」

為原則，仿「臺北賓館」為設計主軸。於 106 年 5 月 23 日開幕對外開放，分成一樓常

設展區展示建築歷史及沿革；二樓特展區展示建物修復、文物保存內容。 

(二 )發展目標  (A-1、A-2、A-4、B-3、B-5、C-3、D-2、E-2、E-3、F-1、F-

4)(SDGs 4.3、SDGs 4.4、SDGs 4.6、SDGs 4.7、SDGs 4.a、SDGs 5.1、SDGs 

10.3、SDGs 11.4、SDGs 11.7、SDGs 12.8) 

圖書館扮演本校教學與研究之資源匯集中心的角色，以協助提升教學與研究品

質、陶冶讀者學術資訊應用能力與培育務實致用之專業人才為宗旨。基於此發展理

念，圖書館將持續徵集實體館藏資料，並積極發展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期能穩定

提供全校一個數位化的媒體資料中心，師生亦能透過網際網路，不受空間與時間的限

制取得所需資源。 

圖資處發展目標之建立，以本校擬訂之近中長程策略為基礎，滾動式修正近中長

程校務發展計畫並具體對應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及 169 項細部指標，以健

康智慧的綠色校園、多元創新的學習環境、全人發展的孕育搖籃、務實導向的產學研

發、深耕學研的國際交流，以及效能友善的行政團隊六項為發展主軸，逐步推展近中

長程發展策略。依據六項主軸目標項下之提供舒適學習環境(A-1)、建置智慧控的優質

校園(A-2)、盤點管理空間活化利用(A-4)、建構以學生為主的學習環境(B-3)、增進學生

人文藝術涵養與優良人格特質(B-5)、深化品德教育，朝向以人為本的教學理念(C-3)、

強化跨校及跨域研究合作的機制(D-2)、建立技職特色國際交流模式(E-2)、落實全球在

地化提升國際能見度(E-3)、提升行政效率、優化服務品質(F-1)、增進校友互動交流與

意見回饋機制(F-4)等 11 項發展策略研擬工作項目。 

圖資處依據近中長程發展計畫之 6 大主軸及 11 項發展策略，擬定量化發展指標及

執行期程。各項發展指標依據單位資源條件、軟硬體設備及近年表現，篩選出特色亮

點指標，再從中訂定核心發展指標。每學期透過校務發展委員會及近中長程計畫書研

商修訂會議，持續針對各單位近中長程預定達成之定量化指標進行追蹤檢討。 

身為大學心臟的圖書館，圖書館支援全校師生教學研究，提供紙本館藏資源(紙本

書、紙本雜誌)供讀者查找之外，並擁有特藏資源(日治舊籍、善本書、校史文物)，以

系統式單一檢索介面協助讀者在不受地點及時間的限制之下進而取得資料，包含電子

資料庫、電子期刊、電子書與多媒體資料。基於現今網路傳輸發達年代，能夠穩定提

供電子資源並持續精進採購電子資源，且提供舒適的閱讀空間，是圖書館扮演知識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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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角色應盡責任，本館執行迄今皆能達成設定的目標。 

圖書館館積極擴大讀者服務面向，如辦理主題書展與影展、開辦客製化圖書館利

用指導課程、辦理大學入門課程、平板電腦外借服務、二手教科書代售活動、成立校

史藝文園區、辦理校史文物特展、辦理書香計畫指定用書、提供讀者意見反映及雙語

服務以提供國際學生更完善服務，進而提升服務品質與邁向國際化。圖資處之定量化

指標及近三年(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執行成效如表 18.3。 

表 18.3 圖資處之定量化發展指標總表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健康智慧

的綠色校

園(A) 

提供舒適

學習環境 
(A-1) 

中程（4 年） 

1. 每學年定期

召開 1 次圖

書選購委員

會議；系所

單位每年薦

購圖書數其

採購比率達

80%以上。 
2. 每月定期檢

核系統圖書

編目轉檔及

點收 100%
完成；每月

定期上傳新

書書目至國

家圖書館書

目品質管理

系統，藉此

檢核書目格

式 100% 正

確。 
3. 每月定期挑

選網路書店

排行榜共 60
本暢銷書；

建構特色主

題館藏資源

清單；每年

採購 170 部

公播版式聽

資源及提供

1 種線上公

播版影音串

1. 圖書館建立館藏發展政策以

採購符合本校教學研究領域

之圖書館館藏，每年皆編列

系所圖書經費供師生薦購學

術與課程專業用書，依各系

所需求建立館藏，修訂館藏

採購政策，增加館藏深度。

111-113 學年選購委員會已

召開 3 場，113 學年度已於

10/1(二)辦理完畢。 
2. 提高書目資料查詢正確性執

行成效：111 年至 113 年皆

100%編目轉檔及點收；上

傳到國家圖書館「全國圖書

書目資訊網(NBINet)」的中

西文書目共計 24,051 筆，積

極協助提昇聯合目錄資料庫

質量，並於 111-112 年獲頒

金心獎，得以有效發揮書目

共享之功能。 
3. 為建構新穎、多元且切合學

校發展方向之館藏，已定期

挑 選 網 路 書 店 排 行榜 共

2,998 本暢銷書；於圖書館

網 站 資 源 教 學 頁 面 建 立

SDGs、英語學習、考試用

書資源專區；113年採購 246
部公播版視聽資源及提供

「視界電影線上公播版影音

串流平台」、「K-movie 電

影平台」。 
4. 112 年更新紙本學位論文書

目資訊及系所分類號，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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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流平台。 

4. 每年完善兩

個學院之學

位論文分類

及 書 目 資

訊。 

學位論文之書目資訊並便利

讀者查找，112 年共計完成

23,364 筆。 

建置智慧

控的優質

校園 
(A-2) 

中程（4 年） 

1. 持續提供臺

北聯合大學

圖書資源共

享服務，每

年流通冊數

達 400 冊。  
2. 持續提供智

慧空間登記

服務，每年

使用人次達

4 萬人次。 

1. 圖書館與北聯大系統合作學

校每年皆會舉辦借閱王與線

上/巡迴書展等相關活動，除

推廣圖書資源共享服務外，

也透過活動讓讀者認識不同

學校的特色館藏。北聯大三

校向本校申請代借冊數為

2,092 冊，本校向北聯大三

校申請代借冊數為 926 冊。 
2. 自習室、討論室及視聽室可

使用空間管理系統進行登

記，近三年共計 200,375 人

次。 

盤點管理

空間活化

利用(A-4) 
近程（2 年） 

1. 建置一大川

堂校史館。 
2. 建置數位影

音剪輯室。 
3. 建置討論室 
4. 增設 2 樓討

論區及 3 樓

研究席。 

1. 建置一大川堂校史館執行成

效說明如下： 
(1) 110-111 年：完成校史館展

前研究、一大川堂展前研

究報告、完成宏裕科技大

樓三樓校史館文物及設備

搬遷作業。 
(2) 112 年：完成策展委託規劃

設計審查會議共 10 場會

議，以及協調會議、工務

介面銜接、展示內容等小

組會議計 10 場、完成校史

館中、英文展示內容校

稿。 
(3) 113 年：已選出校史館裝

修、軟硬體整合及佈展、

LED 動態螢幕牆承作廠

商，並每 2週召開工務會議

確認施工進度。 
2. 113 年建置數位影音剪輯室

執行成效說明如下：提供個

人或小團體進行視訊會議、

錄製影片、簡易直播，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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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成建置並開放全校師生借

用。 
3. 113 年於二樓新增 3 間討論

室，每間提供 4 個座位共 12
席，現場配有插座便於讀者

使用筆電討論課業。 
4. 112 年增設二樓討論區 24 席

及三樓增設 24個研究席位，

討論桌椅可自由拚接，因應

討論需求，現場提供插座、

32 吋螢幕及白板給讀者使

用。 

多元創新

的學習環

境(B) 

建構以學

生為主的

學習環境

(B-3) 

近程（2 年） 

彙 整 本 校

SDGs 資源。 
112 年於圖書館網站「資源教

學」頁面建置「【閱讀永續】

SDGs 學習資源專區」，彙整

本校圖書期刊、視聽影音、電

子資料庫及學位論文等多種

SDGs 相關資源； 
網址：

https://lib.ntut.edu.tw/ct.asp?xIte
m=9386&ctNode=1366&mp=10
0。  

增進學生

人文藝術

涵養與優

良人格特

質(B-5) 

近程（2 年） 

1. 每年辦理至

少12場推廣

活動，吸引

讀者入館使

用。 
2. 北科青年之

品德共讀及

漫畫園地每

年分別出刊

2個SDGs主
題。 

3. 建構支持雙

語教學之圖

書資源：建

置雙語教學

及英語學習

圖書資源清

單 1 份、採

購 語 言 學

習、英文讀

1. 圖書館定期配合節慶、世界

閱讀日、圖書館週等主題辦

理系列推廣活動，亦善用館

內特有空間，舉辦藝文講

座、電影首映會、手作坊等

多場兼具知識性與趣味性的

活動，透過嶄新且多元的活

動內容吸引讀者入館。近三

年活動辦理場次共 206 場，

共 31,158 人次參加。 
2. 《北科青年》自 107 年 9 月

發行出刊，每兩個月發行一

次，截至 113 年止已出版 38
期。近年已於《北科青年》

新增 SDGs 相關主題供學生

投稿創作。110 年校永中心

(前身為社會責任辦公室)提
供的文章之外，亦包括 3 月

刊「法治人權」、11 月刊

「生命教育」主題，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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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物及 EMI雙
課程相關書

籍、辦理 2
場英語授課

教學課程。 

19 篇。為增加刊物內容的豐

富性，111 年起，除了文章

之 外 ， 於 漫 畫 園 地新 增

SDGs 主題，例如「和平與

正義」、「永續環保」、

「實踐平等人權」、「預防

犯罪」等，共出版 33 篇。

112 年 7 月刊品德共讀新增

「環境永續」主題，共出版

27 篇。113 年，除了校永中

心以外，通識中心亦提供許

多 SDGs 主題文章，共出版

82 篇。近三年刊載 SDGs 主
題篇數有增加之情形，故有

提升學生透過品德教育融入

校園永續參與，並將設計創

意結合 SDGs 議題，寓教於

樂。 
3. 已彙整 EMI 相關圖書及電子

資源資訊，建置於圖書館網

頁 供 師 生 參 考 ， 網址 ：

https://lib.ntut.edu.tw/ct.asp?x
Item=9475&ctNode=1366&m
p=100；另亦完成採購語言

學習、英文讀物及 EMI 雙課

程相關書籍逾 50冊，並與與

系所配合，辦理 2 場次英語

授課之圖書資源利用教育課

程(113/10/3 互動所外生專班

非同步授課及113/10/21應英

系碩士班即時線上授課)。 

全人發展

的孕育搖

籃(C) 

朝向以人

為本的教

學理念 
(C-3) 

近程（2 年） 

強化學位論文

專業性。 
110 年圖書館修訂延後公開年

限規定(至多申請 1次 5年)，避

免學位論文永不公開情事，並

透過相關教育訓練加強宣導延

後公開觀念。本校 111 學年度

至 112 學年度延後公開比例由

11%些微調升至 14%，顯示申

請專利及計畫比例提高；畢業

論文相似度百分比顯著降低，

由 9.78%降至 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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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務實導向

的產學研

發(D) 

強化跨校

及跨域研

究合作的

機制(D-2) 

近程（2 年） 

1. 每年辦理 1
場北聯大工

作會議 1 場

交流研習活

動。 
2. 每年辦理 3
場北聯大推

廣交流活動

及 1 場 書

展。 
3. 每年北聯大

聯合採購通

識性電子雜

誌各校採購

金額 25 萬

元。 

1. 本校與國立臺北大學、臺北

醫學大學及國立臺灣海洋大

學三所大學組成「臺北聯合

大學系統」，每年各主責學

校皆會辦理各項工作會議與

研習活動，111-113 年，共

辦理 3 次工作會議、3 次參

訪活動，計 247 位人次參

加。  
2. 北聯大推廣交流活動共辦理

9場推廣交流活動，計691人
次參與；聯合書展共辦理 4
場，計543人次參與，113年
聯合書展已於 10 月舉辦。 

3. 113 年四校聯合採購電子雜

誌共 173 種。 

深耕學研

的國際交

流(E) 

建立技職

特色國際

交流模式

(E-2) 

中程（4 年） 

1. 每年參加聯

合採購電子

書，降低採

購成本，發

展 優 質 館

藏。 
2. 每年協助讀

者取得館際

合作資源，

館際服務件

數每件處理

時效平均兩

個工作天內

完成。 

善用館際合作資源，協助讀者

取得資源並拓展館際交流關

係： 
1. 圖書館每年皆參加由各學術

機 構 主 辦 電 子 書 聯 盟

(TAEBDC、HyRead、
iRead、UDN) 進 行 聯 合 採

購，111 年-113 年共計採購

23,146 冊，購置成效卓越。 
2. 111 年至 113 年他校向本校

申請館際合作借書及複印件

共 1,235 件，遠高於本校向

他校申請之 150 件，顯示本

校圖書資源館藏已滿足大部

分本校讀者之使用需求，

111 年至 113 年每件申請案

平均於 8 小時內處理完畢。 

效能友善

的行政團

隊(F) 

提升行政

效率、優

化服務品

質(F-1) 

近程（2 年） 

1. 提升館藏採

購流程及上

架效率：中

日文圖書自

下訂到上架

平均40工作

天內；西文

書90工作天

內。 

1. 中日文、西文圖書採購每冊

皆於規定期限內完成，除了

複本、絕版及缺貨書籍不在

此限。 
2. 圖書館館藏查詢系統於 112
年改版，進行相關功能之調

整與資安規範優化，讀者反

饋意見良好，更容易查找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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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2. 館藏查詢系

統 升 級 說

明。 
3. 建置一個虛

擬圖書館。 

3. 因應疫情期間讀者無法到

館，於 112 年建置虛擬圖書

館(線上網站點我觀看)，於

112及 113年當年 9月搭配大

學新生入門舉辦線上闖關活

動，共計 231 人次參與，帶

領讀者認識圖書館各項資源

與空間。 

中程（4 年） 

每季 1 次統計

電子資源使用

情形。 

1. 110 年起將所有電子資源使

用統計彙整至統計總表，每

季持續統計各項電子資源使

用情形及評估使用成效。 

增進校友

互動交流

與意見回

饋機制 
(F-4) 

近程（2 年） 

經營紅樓與校

史館，每年辦

理 2 場展覽，

參觀人次每年

成長 1%。 

每年定期在紅樓舉辦展覽，並

於每學年大學入門課程，帶領

大一新生參觀紅樓及校史館。

近三年導覽場次共 8 場，共計

411人次。(110年 5月-111年 9
月因疫情暫停導覽服務，校史

館於 111年 12月閉館搬遷，新

校史館 113 年 11 月 22 日開

幕。) 

近程（2 年） 

建置數位校史

盤點清單。 
112 年完成 A 類教具文物類、

B 類書刊文件類、C 類紀念獎

章類、D 類標誌模型類、E 類

文獻史料盤點清單，並將文物

拍照建檔，總計 768 件。 

(三)近中長程發展策略 

圖書館是一個知識高度集中的機構，將文獻資源以系統式的方式進行蒐集、整

理、保存並提供利用，有鑑於此基礎架構下，在資訊量快速增加與流通的時代，圖書

館除了資訊靜態收藏、整理、查找的功能外，更要積極扮演知識傳播角色；基於此知

識匯集功能，同時響應聯合國提出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及 169 項細部指標，期望能

充分提供高品質及符合國家發展政策之相關學術資源充實館藏資源、舉辦閱讀書展、

影展、展覽、講座、研究生利用教育課程等多元性推廣活動，邀請社區人士使用圖書

館館藏資源、培養讀者對 SDGs的理解與實踐，以落實大學社會責任、推動校園永續發

展理念、強化學位論文專業性、發展學生品德教育與建立學術倫理涵養，以協助學術

研究者進行高質量研究，方能落實永續發展目標(SDGs 4.3、SDGs 4.4、SDGs 4.6、

SDGs 4.7、SDGs 4.a、SDGs 5.1、SDGs 10.3、SDGs 11.4、SDGs 11.7、SDGs 12.8)。 
  

https://app.gather.town/app/rdptdmPKTSqBOBUO/NTUT_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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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程發展策略（2 年） 

(1)圖書館入口網改版 (A-1、F-1) (SDGs 4.3、SDGs 4.3、SDGs 4.4) 

因應近年使用者習慣改變與資訊傳遞方式改變，將原有圖書館入口網站功能進行

整合，並依據近年業務需求增加電子資源各項服務頁面與 AI 客服功能，以期入口網改

版後更容易找到所需資源、功能，提供讀者更多協助。擬定之量化指標詳如下表

18.4。 

          表 18.4 圖書館入口網改版量化指標表 
查核季別 查核指標 工作說明 

第 1 季 

1. 請相關單位/廠商協助評估圖

書館入口網改版需求，並確

認時程與所需費用。 
2. 完成主機建置與部署。 

與相關單位/廠商開會評估圖書館入口網改

版需求所需時程和費用，確定後進行主機環

境申請與部署。 

第 2 季 

1. 完成入口網需求與 AI客服檢

索訪談。 
2.  匯入 AI 客服相關資料， 並
完成模型測試。 

進行入口網改版與 AI 客服檢索的需求訪談

後進行時程調整與規劃。 

第 3 季 

1. 完成入口網規劃與版面設

計，並開始進行開發。 
2. 將 AI 客服嵌入入口網功 
能，並進行測試。 

進行環境改造前置準備作業，並依時程完成

空間改造建置。驗收確認攝錄影、網路、燈

光、音控等硬體與軟體，皆與需求相符且符

合資安規範。 

第 4 季 

1. 完成入口網改版功能開發，

並進行測試。 
2. 將 AI客服嵌入入口網功能，

並進行測試。  

啟用空間，進行新空間與服務推廣，並結合

圖書館館藏相關資源，提供使用教學指引，

如:辦理影音剪輯主題書展、主題講座等。 

(2)圖書館三樓空間改造前期設計 (A-1、A-4、A-5、B-5)( SDGs 4.3、SDGs 

4.5、SDGs 4.7)  

因應館藏資料的不斷成長、服務項目的增加，活化圖書館空間利用，建立「以讀

者為中心的多元創意學習空間」，圖書館主體由館藏轉化為讀者，切合服務要求、利

於未來擴展、營造良好的閱讀氛圍，增加展演及閱讀空間，提供使用者舒適的閱讀環

境，擬定之量化指標詳如下表 18.5。 

       表 18.5 圖書館三樓空間改造前期設計量化指標表 
查核季別 查核指標 工作說明 

第 1 季 

1. 113 年空間、活動、資源使

用情形分析報告一份。 
2. 參訪記錄一份。 
3. 使用者滿意度問卷題目一

份。 

1. 整理 113 年圖書館各空間使用情形、

活動參與情形、資源使用情形，進行

使用者習慣分析。 
2. 組成空間改造小組。 
3. 北部圖書館參訪。 
4. 擬定使用者滿意度問卷調查題目，於

第 2 季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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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季別 查核指標 工作說明 

第 2 季 

1. 使用者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

分析一份。 
2. 工作坊意見整理一份。     

1. 針對不同使用族群進行問卷調查，了

解使用者滿意度，並進行問卷分析。 
2. 針對館員、讀者舉辦空間改造工作

坊，以對談方式，實際收集使用者意

見。 

第 3 季 
空間盤點結果一份、物品報廢

清單(含報廢時程規劃)一份、

書籍移架規劃一份。 

3 樓空間盤點，進行物品報廢、書籍移

架規劃。 

第 4 季 

1. 改造需求書一份。 
2. 改造經費估價單一份。              

1. 依照資料收集結果，提出改造需求

書。 
2. 邀集設計師依照改造需求，進行估

價，作為申請 115 年度改造計畫經費

依據。 

(3)校史館文物管理系統規劃暨經營推動管理 (B-5) (SDGs 11.4、SDGs 4.a) 

參考他校或其他單位的文物管理系統，並進行盤點及評估本校需求，完成文物管

理系統規劃，據以提列下年度工作計畫執行，並向校內單位宣傳校史館特展廳租借訊

息，舉辦 2 場特展，擬定之量化指標詳如下表 18.6。 

      表 18.6 校史館文物管理系統規劃暨經營推動管理量化指標表 
查核季別 查核指標 工作說明 

第 1 季 

1. 完成文物管理系統比較表。 
2. 校內宣傳校史館特展廳租借

訊息。 

1. 參考他校/其他單位的文物管理系

統，進行建置流程詢問與廠商探

訪。 
2. 向校內單位宣傳校史館特展廳可

提供租借。 

第 2 季 

1. 完成系統內部需求盤點。 
2. 校史館經營推廣計畫草案 1
份。 

3. 辦理 1 場展覽。 

1. 盤點校史文物所需欄位，並參考

他校文物管理系統，進行內部需

求分析。 
2. 完成校史館經營推廣計畫草案。 
3. 辦理 1 場展覽。 

第 3 季 
系統建置估價單一份。 與相關廠商詢價，確認系統整體需

求、流程、報價與時程規劃。 

第 4 季 
提報 115 年重要工作計畫。 1. 依據整體時程與報價，規劃明年

校史文物管理系統建置流程。 
2. 舉辦校慶特展。 

2.中程發展策略（4 年） 

(1)提升館藏品質 (A-1) (SDGs 4.3、SDGs 4.4、SDGs 4.7、SDGs 4.a) 

A.依各系所需求建立館藏，修訂館藏採購政策，增加館藏深度 

每學年召開 1 次圖書選購委員會議，委請各系所領域專長的教師擔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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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委員，協助建立優質館藏，檢討並審視現有圖書資料採購徵集要點是否合

乎時宜。合理分配系所經費，檢討館藏發展政策，並持續強化館藏特色深度

及廣度。瞭解館藏之現況與使用情形、分析讀者習性與類型、做為館藏建置

之參考與協助館藏發展政策的修訂。為配合教學研究需要，充實館藏，徵集

優質圖書，並使經費能有效活絡運用，充分發揮圖書典藏之功能。 

B.控管圖書目錄品質，提高書目資料查詢正確性 

依據 MARC 21 書目紀錄格式、中西文圖書編目規則、中文圖書分類

法、杜威十進分類法、中西目錄排檢法與作者號碼表、中文主題詞表、國會

圖書館標題表等規範，確實進行書籍編目作業；每月檢核系統圖書編目轉檔

及點收，並每月上傳新書書目至國家圖書館「書目品質管理系統」，以有效

控管圖書目錄品質。同時每年進行圖書盤點作業，確保圖書目錄符合實際情

況，俾利掌握館藏狀態，提高書目資料正確性。 

C. 建置新穎、多元且切合學校發展方向之館藏 

a.提供優質且豐富的圖書館藏，精選各類經典圖書，以拓展閱讀深度與廣

度，同時每月定期從誠品、博客來等書店排行榜挑選 9 大主題共 60 本暢

銷書，放置於圖書館暢銷書櫃，帶領讀者掌握最新話題趨勢。 

b.持續維運視聽資料及服務，每年採購 170部公播版視聽資源，同時提供 1

種線上公播版視聽影音串流平台，提供豐富之影音學習環境。 

(2)深化與北聯大、北科附工合作關係 (D-2) (SDGs 4.3)  

A.與北聯大合作方式  

持續增進臺北聯合大學系統(由本校、臺北醫學大學、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組成)之四校學術交流與資源共享合作，本校與夥伴

學校每年以輪值方式積極辦理各項工作會議與交流活動，緊密串接四校館際

合作關係。預期達成以下效益： 

a. 每年辦理 3 場四校推廣活動及 1 場閱讀書展活動，吸引學生進入圖書館

並了解四校館藏資源。 

b. 持續推動四校圖書代借代還平台與臨櫃借還服務，每年流通冊數達 400

冊，串聯四校圖書館館藏目錄，積極推展四校圖書資源，使四校師生受

惠，將其資源發揮至最大價值。 

c. 透過四校聯盟聯合採購共同及通識性中文電子雜誌，降低採購成本，達

到資源共享的目標。 

d. 每年規畫 1 場四校聯合參訪活動與 1 場工作會議，充實圖資領域專業知

識，以達館際合作交流目的。 

e. 共同探討 AI 議題、智慧圖書館、數位轉型、社會創新、全民閱讀與終

身學習等議題進行經驗分享與實務交流，一同思考如何以四館資源與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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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聯合推動，以提升圖書館的服務價值。 

B.與北科附工合作方式 

桃園農工自 105 年 2 月份隸屬為本校附設高工(北科附工)，秉持學校以

大手攜小手之理念，期望能充分利用本校圖書館豐富的圖書資源，以扶植北

科附工的學術發展能量。111 年建置專屬北科附工之館際合作借書證，提供

北科附工師生進入本校圖書館借閱書籍，初期擬以朝向共享目標進行合作，

期望雙方未來能發揮館際合作精神，以嘉惠學子。 

 (3)優化圖書館應用系統功能(A-2) (SDGs 4.4、SDGs 4.7、SDGs 4.a) 

A.持續提供臺北聯合大學圖書資源共享服務 

臺北聯合大學圖書資源共享平台於民國 107 年建置完成，該平台整合臺

北聯合大學系統四校圖書館館藏目錄，透過圖書資源共享平台提升各館館藏

利用率，平台除提供代借代還服務外，也可使用臨櫃借還的方式借閱館藏，

系統彙整各校之讀者資料，讓讀者可憑原有證件到館進行借閱，讓借書更加

便捷快速，提升借閱量及到館人次。 

B.持續提供智慧空間登記服務 

智慧空間管理系統於民國 107 年導入至今，系統可控管登記個人沉思

席、討論室、自習室、自學中心與視聽室空間之電力、燈光和空調空間及設

備，即時資訊上傳圖書館入口網，有效掌握空間運用使用狀態，便於讀者查

詢。 

C.持續更新並提升圖書館網頁資訊正確性 

為提供無遠弗屆且友善使用者之資訊化服務，圖書館將持續更新網頁資

訊內容及相關服務，包含定期電子資源連線測試及抽測圖書館網頁內容更新

情形，期能提升網頁資訊正確性。 

(4)辦理深度推廣活動，建構多元學習環境(A-1、A-4、B-3、B-5) (SDGs 4.3、 

SDGs 4.6、SDGs 4.7、SDGs 10.3) 

在數位資訊時代，圖書館從提供讀者借閱書籍的功能，轉型成為提供讀者使用各

種圖書資源與設備的服務，強調以使用者之學習需求為中心，尊重不同族群特質，利

用數位科技，提供多元與彈性學習的場所，從而增加讀者新的體驗。 

A.辦理推廣活動，行銷及活化館藏，協助建立學習典範及接近社會脈動 

a. 規劃入口網內容經營主題，持續更新、維持資訊正確性，以提升讀者資

源取得方便性。 

b. 提倡視聽推廣教育及影音欣賞活動，支援本校教師教學活動，進行視聽

資源選擇、蒐集與管理。 

c. 辦理主題書展、觀影座談會、藝文講座、靜態藝文展覽、圖書閱讀分享

座談會等，引領讀者跨界思考、激盪交流，持續發掘閱讀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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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結合圖書館圖書、視聽、電子資料庫等各項資源，每年辦理至少 12場推

廣活動，吸引讀者入館使用。 

(5)加強學生品德教育、陶冶優良的人格特質與人文素養(B-5) (SDGs 4.3、 

SDGs 4.6、SDGs 4.7、SDGs 10.3)  

持續經營社群平台，定期推播訊息，辦理各項圖書館資源推廣活動，透過讀者經

營推廣閱讀風氣，形塑閱讀氛圍以提昇教學研究風氣及校園人文素養。 

A.發行以學生為主體之校內刊物，展現學生品德教育成果 

每兩個月發行一次《北科青年》，以發揚品德教育精神與形塑品德教育

素養為目標，彙集本校各處室推行品德教育之成果，以及校內學生參與課

程、活動等學習成果，培養學生富含藝術人文軟實力的多方面人才，形塑優

質的校園倫理文化。本刊物以學生為發展主軸，號召學生一同加入成為北科

青年的一份子，期望能以學生為出發點詳實報導校園大小事，並將此氛圍逐

步擴大影響至校園社團，成為以學生層面為訴求的指標性刊物。  

B.網路社群經營，建立良善互動循環：運用社群軟體發送圖書館活動、公

告，以傳達新知予讀者，每年至少 100 則訊息。持續經營社群平台、定期

推播訊息，藉由內容經營，創造積極溝通情境和帶來良性互動。藉由內容

經營，增加使用者黏著度並培養重度使用的好友數，以建立多元的讀者溝

通管道。 

C.工讀生徵選與管理，培養職場識能：透過篩選機制，徵選校內學生擔任圖

書館服務工作，定期進行教育訓練並管考工作表現，每年 6月及 12月辦理

工讀生感恩茶會，頒發感謝狀給優秀工讀生，表揚優良事蹟，協助培養職

場倫理涵養。 

(6)善用館際合作資源拓展交流關係(E-2)(SDGs 4.3)  

A.拓展國內外圖書館際交流與合作 

a.以館際合作機制，協助讀者取得國內外資源，服務件數每件處理時效兩

個工作天內完成，以促進資源共享。 

b.藉由國內外大學圖書館、財團法人、退休教授及校友等圖書捐贈以充實

館藏。 

c.參與「台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

盟」、「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等館際合作組織或聯盟運作模式，進行聯

合採購，以校際聯盟合作共購共享之策略引進中西文電子書，降低採購

成本，發展優質學術館藏。 

d.每年參加「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等圖

書館領域學術學會，隨時接收最新資訊，與圖書資訊領域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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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建立效能友善的行政團隊 (F-1、F-4) (SDGs 4.3、SDGs 4.4、SDGs 4.7、 

SDGs 4.a、SDGs 11.4、SDGs 11.7) 

A.提升館藏採購流程及上架效率 

簡化圖書採購與編目上架流程，從圖書採購的流程重新檢討改造作業流

程，簡化縮短流程、提供及蒐集書目勾選的多元化、各項通知及執行均朝向

e 化，讓各項業務能經資料的蒐集、整理、分析、建檔後，呈現專業化、全

新感受的服務，以提升讀者服務之品質。 

            表 18.7 圖書採購績效指標  
項次 項目 指標 

1 圖書自下訂到上架(中日文書) 平均 40 工作天內完成 

2 圖書自下訂到上架(西文書) 平均 90 工作天內完成 

B.電子資源績效統計 

定期 1 次追蹤電子資源使用情形，分析評估使用效益，並制定以數據為

導向的電子資源採購政策，依據各項電子資源實際使用狀況作為隔年增刪電

子資源的參考依據，有效進行資源的統整及分配。同時，提升電子資源使用

人次的成長，以降低使用成本為目標，使經費的挹注獲得更大的迴響。 

C.建立績效管理制度 

各組依重點專案工作擬定策略目標及行動方案，每季依據績效指標追蹤

執行成效，並請業務同仁填寫執行進度，對於執行成效不彰或有執行困難部

分，提出具體對應改善措施，幫助同仁掌握目標，以提升整體工作效率和質

量。 

D.經費編列與控管制度化 

經費預算必須作制度化的分配，以節約用度為學校經費把關。故依照未

來中長程展望及目標，建立經費分配機制與細目，以精確規劃未來經費支出

狀況，俾利活用經費、達到進度控管之效。目前圖書館的經費分門別類地分

配至圖書(含中日文圖書、西文圖書、電子書、雜誌期刊等)、視聽、電子資

源、資訊系統、館舍維運、館務活動等業務分類中，經費分配兼顧公平性、

合理性、有效性。依據館藏發展政策，逐年編列經費以購置圖書、期刊、電

子資源等，並規劃電子資源採購經費佔全館圖書資料購置費 80%，並於每季

定期檢核經費動支率及達成率是否達標(本校設備費資本支出動支率：9 月 5

日前需達 100%，達成率：9 月 30 日前應達 90%。)。 

E.經營校史資源中心 

a.主題策展 

配合校內重要活動(校慶、運動會)及北市古蹟日與其他活動，舉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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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策展，置入較為共享的、小規模的、可停留的、具訊息交換特色、簡

易展示功能(可結合既有校史展示場所)。 

b.導覽服務 

透過一大川堂校史館的多媒體互動裝置，以 XR 互動裝置、觸控裝置、

數位影片播放深入認識校史，內容包含校史介紹、大事記、校園地景、校

園生活、重要人物、老照片等。 

c. 多功能藝文沙龍 

一大川堂校史館第三區為多功能藝文沙龍休憩區，此空間可彈性運用，

作為小型特展與活動空間，以及學生休憩空間，例如舉辦校史特展、讀書

分享會、學生社團成果展等。 

績效指標：紅樓及校史館活動每年辦理達 2 場次，參訪人次增加 1%。 

3.長程發展策略（8 年） 

(1)善盡大學圖書館之社會責任 (B-5、C-3、E-3) (SDGs 4.7、SDGs 12.8) 

聯合國為解決現今全球面臨的挑戰，如：貧富差距、氣候變遷、性別平權等問

題，提出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 SDGs)，期望在 2030 年達

成一系列目標以創造永續發展的世界。身為大學心臟的圖書館，將以圖書館豐富館藏

資源為基礎，運用學校專業師資、友校與校外機構資源，跨單位合作一同籌辦多元化

並具備知識性推廣活動，例如：舉辦文化保存展覽、送書到社福活動、辦理社會議題

活動(綠色生活講座/環境保護、性別平等)，以擴大館藏加值應用效益，服務弱勢族

群，打造終身學習閱讀環境，使圖書館不僅是閱讀空間，更是能主動積極成為實踐永

續發展的重要機構，讓 SDGs 概念落地生根，並在 SDGs17 項不同目標中都能有所實

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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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一)現況 

1.建置穩定及安全網路教學環境 

本校各大樓間透過光纖網路連接，校內骨幹網路頻寬達到 Giga Ethernet 之服務等

級，且於共同科館機房與先鋒國際研發大樓機房建置兩部核心骨幹交換器，並採用星狀

網路架構連接科技大樓、綜合科館、億光大樓及周圍大樓網路交換器，形成核心骨幹網

路雙主動(Active-Active)備援機制，任一核心骨幹交換器故障均不影響網路連線。聯外網

路透過中華電信光纖網路(5Gb)連結臺北區網中心(臺灣大學)進入臺灣學術網路(TANet)，

及中華電信數條企業光纖線路直接連線至網際網路(Internet) (500Mb*5)，藉由聯外線路

負載平衡設備，達到臺灣學術網路與網際網路互相備援之要求，形成如下圖所示之網路

架構。 

圖 19.1 校園聯外線路圖 

目前全校約有 400 部高速網路交換器及 1,000 部無線網路基地台，有線網路及無線

網路涵蓋率皆為 100%，60%的大樓以 1Gb 光纖頻寬連接，40%為 10Gb 光纖頻寬連線，

計畫逐年以大樓為單位進行大樓有線、無線網路設備及線路汰換。 

為達成節能減碳政策及機房設備用電安全考量，計網中心近年已完成三間節能機房，

分別位於共同科館 1 樓、億光大樓 7 樓及先鋒國際研發大樓 10 樓，作為主要機房及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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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機房使用，三處機房以 100Gb 及 40Gb 頻寬連接，並建置多台伺服器主機及儲存空間

設備，完成叢集雲端高速運算資源，用來提供校務系統、招生系統、雲端租用、備份儲

存等服務；節能機房每年節省電費約 100 萬元，預計 15 年內可攤提完畢。 

2.強化本校全球資訊網系統 

(1)配合學校推動 Taipei Tech 學校識別與形象行銷策略，重新整理與檢視學校

及各單位網頁內容，並進行調整。 

(2)為符合學校單位網站管理需求及健全資訊安全考量，提供各單位網站管理平

台。目前包括學校首頁，行政、教學單位及研發中心等，共有 100 多個網站

採用網站管理平台，單位網站可透過系統有效率的管理網站，利用階層式網

站架構傳遞公告訊息。另外，學校首頁的媒體報導及榮譽獎項有介接電子看

板，經秘書室審核後同步發佈校務活動。 

(3)為提供專任老師呈現個人研究成果的平台建置學術資源網站，結合教師評鑑

系統，透過學術資源網系統化集結，呈現教學、研究、服務三面向專業活動，

讓各領域專才、研發人員、教授、各校院與政府機關間，乃至國際交流上零

時差。 

(4)配合教務處建置北科 i 學園 Plus，結合課程資料，學生可透過系統觀看課程

錄影，隨時課後複習，提高學習效率。並可線上繳交作業，利用討論區與老

師、同學互動，釐清課堂疑問。利用 e 化講桌教學全都錄系統，教師可錄製

上課影音即時上傳，線上公告課程訊息、上傳教材檔案，發佈及批改作業，

並透過統計資料查看學生學習進度。 

(5)校園入口網站提供教職員工生，使用資訊系統以單一登入、帳密整合為基礎，

建構個人化、多語版、行動版，並以提昇系統效能及備援，達成多元校園入

口網站目標。完成整合教、學、總、研發等自行開發系統，以及人事、圖書

館、Mail 系統、電腦教室登入、無線網路認證等。利用帳號同步系統介接人

事和教務資料庫，達成帳號管理自動新增及停用。 

3.導入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1)計網中心核心的資通系統通過 ISMS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資訊安全管理制度稽核驗證，驗證範圍有資訊機房營運管理、網路基

礎設施、電子郵件系統、教師評鑑系統、校園入口網站、網路加退選系統、

學校網頁系統、會議及活動簽到系統、校園健康管理系統及電子公文系統，

順利透過國際資安標準的第三方驗證，在證書的有效期內，系統將持續運作，

並且每年進行複評，以確保證書的有效性得以維持。 

(2)輔導及培養本校資訊安全管理制度之種子團隊，協助計網中心成員持續取得

ISO/IEC 27001 最新版主導稽核員(Lead Auditor)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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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協助聯合會建立符合最新版 ISO/IEC 27001 驗證標準之資訊安全管理制度，

於 105 年起持續通過國際資安標準之第三方驗證。 

(4)建置資訊安全數位學習課程，包含電子郵件使用安全、密碼設定技巧、社交

工程防範、檔案安全管理與資料備份、智慧財產權相關問題介紹、個人資料

保護法與隱私權保護等內容，作為本校教職員工生教育訓練與宣導之用。 

(5)針對各單位所提供之服務主機(含作業系統、系統管理員及各個網路應用服

務程式)進行弱點掃描及滲透測試。 

(6)針對全校進行一年二次社交工程演練，將演練結果高於開啟率(10%)和點閱

率(6%)的使用者，強制參加全校性的資安訓練，以提升我校組織成員對資訊

安全的認知。 

4.加強校務行政電腦化 

校務資訊化需求快速增加，計網中心負責各項資訊系統業務不斷增多，學校各相關

業管單位均希冀業務能資訊化。校務資訊系統開發工作，包括： 

(1)開發業管單位所提新 e 話業務之資訊系統需求。 

(2)針對過去已開發的系統，因應法規、校務行政施行辦法改變，增修強化新的

系統功能，或修改舊的功能。 

(3)維運所有上線的資訊系統，使其可靠穩定的運作，提供全校務行政資訊化運

作。 

5.建置雲端服務系統 

為使本校師生可以不受時間地點及終端設備影響，能透過網路連上並使用合法授權

之各類軟體，建置北科軟體雲、雲端教室等雲端服務系統，並解決某些特定軟體須配合

特定環境方可使用之問題。同時建置教學全都錄以及北科ｉ學園 Plus，開發軟體整合上

課錄影與選課系統，提供更多元化教學輔助、學生自學複習線上平台，協助學生順利學

習。 

6.業外服務推廣 

為提高本校能見度與各公部門建立良好的服務網絡，本校受中央及地方委辦執行維

護或規劃建置跨域整合之資料平台，其各業務現況分述如下： 

(1)自 102 年受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新北市教育局)委託協助開發並維運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高中職校務行政系統」，將北市轄下所屬高級中等學校

納入本校務行政系統服務對象，目前已開發 20 個系統模組供高級中等學校

各學制使用，並於新北市教育局定期會議中新增或調整系統需求功能，持續

完善系統之便利性及完整性。 

(2)106 年接受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建構「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行政

資訊系統」，以協助各教育主管機關及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蒐集處理、利用及

整合校務資訊，建立系統化的行政管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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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目標 

計網中心為改善校園網路品質及提昇資訊服務效能，在過去幾年逐步推動：(1)穩定

及安全的網路環境；(2)強化本校全球資訊網；(3)持續推動資訊安全管理系統；(4)加強校

務行政電腦化；(5)建置雲端服務系統。為有效檢驗校園網路之規劃成效，導入資訊安全

認證機制，計網中心除著重網路基礎建設外，為因應環境快速變遷及各項業務 E 化需求

全力追求校務資訊化，期能提高行政效率。為配合臺北科大邁向一流實務研究型大學，

計網中心的遠景與使命是提供全校師生與各行政、院系所單位在資通訊(ICT)所需之創

新前瞻服務。 

計網中心發展目標之建立，著重於本校健康智慧的綠色校園、多元創新的學習環境、

務實導向的產學研發、深耕學研的國際交流及效能友善的行政團隊等五項主軸目標，漸

臻完善。且中長程發展策略則依據五項主軸目標項下之提供舒適學習環境(A-1)、塑造多

功能永續綠色校園(A-3)、發展創新教學模式，建構以學生為主的學習環境(B-3)、強化跨

校及跨域研究合作的機制(D-2)、推展優秀境外研究生攬才留才(E-1)、建立技職特色國際

交流模式(E-2)、落實全球在地化提升國際能見度(E-3)、提升行政效率，優化服務品質(F-

1)、強化成本控制機制，擴展學校財務來源(F-3)等九項發展策略細化制定工作項目。 

1.建置穩定及安全網路教學環境 (A-1) 

近年校內網路基礎建設品質提升，網路應用服務愈來愈多元，為穩定網路環境及防

禦資安事件，目標包含： 

(1)提供穩定的有線與無線網路環境，主動阻絕資訊安全事件，不致影響校內其

他網路使用者的權利。 

(2)不讓外界惡意使用者破壞本校網路，造成校園網路相關服務癱瘓，調整聯外

線路架構，提高備援線路頻寬，強健聯外品質。 

2.強化本校全球資訊網系統 (E-3) 

打造符合資安要求的網站平台，並持續優化與多元化，結合本校豐富的學術與產研

資源內容，提昇學校在各方面的能見度。目標包含： 

(1)配合學校形象行銷政策，建立具整體性與統一性之網站。 

(2)網站內容多元化以增加外界連結至本校，進而增進學校之能見度。 

(3)配合秘書室與國際處推動學校國際化之規畫，協助建構適用於外籍人士之優

質網站。 

(4)建構學校行動化全球資訊網系統平台，並因應不同平台之連結，以增加學校

能見度。 

3.導入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F-1) 

健全本校資訊安全管理制度，改善各項實體安全設施，以達成下列目標： 

(1)改善本校整體資訊安全管理制度能力，並建立與落實資訊安全管理相關作業

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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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輔導及培養本校資訊安全管理制度之種子團隊，藉由本專案技術移轉之經驗，

作為未來本校維護資訊安全管理制度。 

(3)協助聯合會建立符合最新版 ISO/IEC 27001 驗證標準之資訊安全管理制度，

並輔導通過國際資安標準的第三方驗證。 

(4)強化整體資訊安全管理計畫，擬逐步擴大內部稽核範圍至全校所有系統與單

位，藉以提昇校園資訊安全管理與技術專業能力。 

(5)辦理資通安全管理審查會議討論年度資通安全推動方向與執行成效。 

(6)提供學校教職員工多管道教育訓練方式，強化同仁資通安全意識，並逐步落

實法規教育訓練時數要求。 

4.加強校務行政電腦化 (A-1) 

(1)積極推動組織行政 e 化政策，創造無紙化辦公室環境，提昇整體工作效率與

人員生產力。 

(2)對全校資料庫進行整體性的架構設計，訂定一致性的制式資料格式，逐步整

合全校資料庫。 

(3)發展組織資料庫系統整合，建置行政業務整合資訊系統，以達資料共享之目

標，提升行政電腦化之人力質量與流程；協助相關單位建立評鑑績效參考指

標所需電子資料收集機制，以供評鑑參考之依據。 

5.建置雲端服務系統 (B-3、D-2 )  

提供師生合法、豐富且通用性高的公有雲服務作為學習工具，與校內各類授權軟體

的雲端化服務。使師生不止可透過學習工具的協作功能增加互動討論、讓學生易於投入

學習；同時也幫助教師管理課堂並在課後維繫溝通管道；更方便使用校內授權軟體進行

學習。進而在知識與技能方面更易於投入永續相關研究。(SDGs 4.7) 

(1)將電腦教室作業系統雲端化，使學生可於課餘時間，使用專屬之環境進行課

後練習、完成課堂作業。節省繁複之軟體安裝與合法軟體取得之問題。(B-3) 

(2)應用雲端服務提供開源之作業系統與各類自由軟體，推廣各類優質開源軟體，

提供師生在各類付費軟體之外的第二選擇。 

(3)北科軟體雲：匯整重要專業應用及優質開源軟體，打造「教學軟體雲市集」。

將校內合法購買授權之軟體，放置於雲端系統供校內教職員工生使用。在授

權合法的情況下將各單位各自購買之軟體，以雲端的方式分享出來，以期提

高軟體的使用率，節省重覆購買軟體之需求，同時改善各系所軟體資源分配

不平均的問題。 

(4)可隨時、隨地、使用自攜設備(BYOD, Bring Your Own Device)，不受裝置、

平台束縛的連接雲端平台，使用教學用軟體環境毋須另作設定及安裝，並可

使用自攜設備快速進入教學情境，達到行動雲端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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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置 AI 研究雲，由計網中心統整教師授課與研究需求，建立雲端運算平台

服務供師生使用，協助快速建置和部署人工智慧運算環境。師生不需要預先

投入大量時間和資金來建置與維護基礎設施，只需於雲端系統提交環境佈署

需求即可進行相關運算研究。 

6.業外服務推廣 (F-3) 

(1)維運新北市高中職校務系統，配合實際作業需求提昇應用系統之功能，協助

學校解決操作性問題及處理系統異常狀況，並將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行政

資訊系統之執行經驗，回饋至新北市高中職校務系統，完善系統之便利性及

完整性，使教育局及學校行政電子化業務正常運作。 

(2)建置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雲端校務行政資訊系統，完善系統之便利性及完整性，

配合實際作業需求提昇系統功能，進而開發 API 模組提供各校發展出該校

特色的校務行政系統；此外，亦持續協助需求單位蒐集處理、利用及整合校

務資訊以建立系統化的行政管理體系。 

在定量化發展指標方面，計網中心依據中長程發展計畫之 6 大主軸目標及 26 項發

展策略，擬定量化發展指標及執行期程。每學期透過校務發展委員會及中長程計畫書研

商修訂會議，持續針對近中長程預定達成之定量化指標進行追蹤檢討。 

計網中心近三年致力於提升本校教室教學設備維護及改善，以期提供全校師生優良

教學環境；同時為持續優化及建構本校多元化網站平台並符合資安要求，提供響應式網

頁及雙語網站功能向上集中管理；並且全校導入資訊安全管理系統，改善本校整體資訊

安全管理制度能力。計網中心之定量化指標及近三年(111-114 年 1 月 31 日)執行成效如

表 19.1。 

表 19.1 計網中心之定量化發展指標總表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健康智慧的

綠色校園 
(A) 

提供舒適學

習環境 
(A-1) 

近程（2 年） 

1. 112 年全校 90
間 E 化教室設

備 維 護 與 更

新，提供老師

舒適的上課環

境。 
2. 113 年三教 33
間 E 化教室單

槍投影機設備

更新，確保老

師上課時影像

更清楚。 

1. 111 年更換二教、四教、

六教合計 38 間教室之

全都錄攝影機及觸控

螢幕。 
2. 112 年更換全校二教、

三教、四教、六教、科

研、先鋒合計 90 間教室

無線麥克風。 
3. 113年更換三教 33台單

槍投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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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具效能的友

善行政團隊

(F) 

提升行政效 
率優化服務

品質(F-1) 
近程（2 年） 

改善大樓有線及

無線網路基礎建

設。 

1. 113 年完成汰換綜合科

館有線網路骨幹交換器

共 23 台，提升設備安全

性及網路品質。 
2. 112 年完成宏裕科研大

樓無線基地台 159 部及

綜合科館無線第 1 期北

棟無線基地台 119 部汰

換建置案。 
3. 113 年完成無線集中式

控制備援系統暨綜合科

館第 2 期南棟無線基地

台 116 部擴充建置案

(含軟體授權)。 

具效能的友

善行政團隊

(F) 

提升行政效 
率優化服務

品質(F-1) 
近程（2 年） 

導入資訊安全管

理系統，改善本

校整體資訊安全

管理制度能力。 

全校導入資訊安全管理

系統(ISMS)： 
1. 成立資通安全推動組

織，資安長由副校長擔

任。 
2. 資通系統及資訊資產

之盤點、IOT 設備盤點、

資通安全風險評估及

業務持續運作演練每

年至少一次。 
3. 內部資通安全稽核及

委外稽核每年至少 10
個單位以上。 

4. ISMS 適用範圍為全校

之資通系統。 
5. 每年至少辦理資通安

全推動委員會管理審

查會議一次。 
6. 完成資通安全推動委

員會組織更新，符合教

育部稽核要求。 
7. 推動並增加教育訓練

場次與平台，112 與 113
年分別舉辦 10 場和 9
場實體教育訓練，並規

劃線上教育訓練平台

上架，提供校內北科 i
學園 PLUS，校外 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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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公務園+學習平臺給教

職員工使用。 
8. 核心資通系統通過 ISO
驗證取得 ISO27001 證

書。 

(三)近中長程發展策略 

計網中心因應層出不窮之資安威脅，針對資訊委外安全、人員資安認知、系統向上

集中及災難備援等問題分析，就公務機關應辦事項規定之管理面、技術面及認知與訓練

面等制度面向強化具體作法，透過持續精進的資安管理機制與風險評估流程，不斷強化

資安治理成熟度，以降低資通系統之威脅及風險，進一步維護教職員工生之權益。為落

實全校導入資訊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全校單位資通系統自我檢核制度，強化全校資安觀

念降低資通訊系統風險，全力辦理資安教育訓練及推動說明會，以遵循主管機關和政府

及資安法相關規範，強化資安韌性達成組織永續營運的關鍵指標。(F-1, SDGs 4.b) 

1.近程發展策略（2 年） 

(1)優化 e 化教室影像投影系統 (A-1) 

教學為學校之基本，為提供老師更加方便之教室上課環境，將 e 化教室設備更新定

為業務持續維運之重要目標。計網中心將依教師與學生反應之問題與提供之建議，進行

e 化教室設備之更新。本優化作業為使老師使用單槍投影機授課時，減少因設備老舊而

產生畫面模糊或無法投影之狀況，進行二教、四教、六與科研合計 47 間教室單槍投影

機之更換作業，以提供教師授課最佳的畫面。 

(2)改善大樓有線及無線網路基礎建設 (A-1、F-1) 

網路基礎設施是提升網路服務品質的根本，由於每年網路建置預算有限，計網中心

以每年重整一棟大樓網路基礎設施的方式，以及教學大樓優先重整為方向，逐一建置新

一代網路線路、設備及架構；重整大樓網路後，有線網路節點速度至 1Gb，大樓及層樓

骨幹光纖速度則提升至 10Gb，無線網路提升覆蓋率及連線品質，並提供 2.4Gb 及 5Gb

二種無線連線頻段供師生使用；穩健的網路基礎設施提昇師生網路教學及學習效率，也

縮短網路查修時間；112 年底完成宏裕科技大樓無線基地台 159 部及綜合科館北棟(第 1

期) 無線基地台 119 部汰換升級， 113 年完成無線集中式控制備援系統設備暨綜合科館

南棟(第 2 期) 無線基地台 116 部擴增，同時汰換綜合科館有線網路骨幹路由器及交換器

共 23 台，提升連線速度跟設備安全性；預計於 114 年完成學生宿舍骨幹網路交換器及

路由器汰舊換新，以及更新與升級設計館(工設及建築系)無線網路基地台設備 82 台，提

升網路設備安全性及網路連線品質。 

(3)建立全校性資訊安全管理制度 ( F-1) (SDGs 4.b) 

遵循教育部為強化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環境，推動全校落實資通安全管理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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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資通安全推動委員會負責執行資通安全相關事務，修正全校適用之資通安全維護計

畫，並將實施範圍涵蓋全校各單位。為落實全校導入資安管理制度，強化全校資安觀念

降低系統風險，將推動策略列入年度重要工作項目，並建立全校單位資通系統自我檢核

制度，達到全校性導入資訊安全管理制度之要求。 

A.依 ISO27001:2022 版訂定、修正及實施 ISMS 程序書以符合新版要求，並於

114 年 1 月 8 日由國際 BSI 資安驗證公司順利完成稽核，114 年 2 月 20 日

計網中心核心資通系統榮獲 ISO 27001:2022 新版證書。 

B. 113 年底針對行政及教學等 17 個單位進行內部稽核，回收不符合事項之缺

失，經「資通安全推動委員會」管理審查後，進行回收矯正措施持續改善，

預計 114 年 3 月底完成。 

C.辦理全校導入資訊安全管理制度說明會，進行全校資通系統盤點、資通系統

分級作業與物聯網設備盤點進行資料蒐集及彙整，，預計 114 年 6 月底完

成全校資通系統與 IOT 盤點清冊。 

D.依本校資通安全維護計畫，核心資通系統依本校 ISMS 業務持續運作管理

程序，擬訂年度演練排程表，進行一次業務持續運作演練，並針對行政或教

學單位網頁遭竄改情境，每年至少進行一次業務持續運作演練，預計 114 年

9 月底完成。 

E.每年依資通系統（保有個資）風險高低、教學單位特性評估訂定推動先後順

序，執行每年一次內部稽核作業，預計 114 年 12 月中完成 17 個單位。 

F. 擬規劃辦理全校「資安專業證照」培訓課程，以提升本校單位的資安知能，

並維持資安管理制度與內部稽核所需的人力資源，預計114年11月底完成。 

G.結合教職員終身學習時數規範及相關說明會進行資安宣導，加強多元平台

教育訓練管道，達成教職員 3 小時資安通識教育訓練 300 人，預計 114 年

12 月底統計完成。 

H.滙整年度資通安全稽核結果及相關執行成果提報 114 年資通安全推動委員

會管理審查會議，以確保資通安全執行成效是否符合相關要求，預計 114 年

年底完成。 

(4)學生查詢系統 RWD 系統(A-1) 

本系統建置目的為讓校內學生可便利查詢所需資訊，免去使用傳統電腦登入校園入

口網站，並按照分類尋找特定系統的手續。因此針對在行動裝置上的使用狀況持續調教

本系統為業務持續維運之重要目標。 

學生查詢系統 RWD 系統依循以下指標進行精進改善： 

A.使用者體驗最佳化：行動裝置操作介面與傳統電腦不盡相同，設計不良將

嚴重影響或阻斷使用者的操作，本系統會依照使用者使用情形及回饋改善

平台使用介面及體驗，並依反饋進行滾動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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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資訊彙整與呈現：學生所需資訊通常來自多個系統或平台，例如教務系統的

課表與成績、學務系統的請假與缺曠。本系統將依照使用者回饋，考量需要

納入的資訊，將其彙整並呈現，讓使用者以最便利的方式獲取最詳盡的資

訊。 

C.個資保護：使用者個資或與其相關資料，僅允許使用者本人查詢，降低個資

洩漏或不當使用情事發生。 

(5)強化本校全球資訊網系統(E-3) 

豐富學術資源網，納入教師網站功能模組，優化響應式網頁及雙語網站功能，提升

行動化服務及校園國際化，以彰顯本校豐富的學術與產學研發資源內容。希望藉由此平

台展現本校教師在各專業領域的長才，引導出專業發展與實驗成果發表，提高曝光知名

度與引用率，對學術成果、研究能量、國際交流上能有更正向的激勵和提昇。 

2.中程發展策略（4 年） 

(1)建置穩定及安全網路教學環境(A-1) 

A.持續更新各大樓網路基礎設施，各樓層建置網路交換器，水平連接水平各

空間網路，建置 10Gb 高速光纖網路連接各大樓及各樓層，各個使用者連接

線路頻寬提升至 1Gb，持續改善校園網路品質及管理效能。 

B.將有線網路與無線網路線路及設備分開建置，對於流量控管及資安防禦可

以分開管理，並且避免網路異常時互相干擾，因應網路應用多元化，評估連

外頻寬使用率，提升有線 IP 每日流量總合從 10GB，提升至 15GB，無線 IP

每日流量總合從 6GB，提升至 15GB。 

C.建置無線網路流量控管設備，及次世代資安防火牆，有效使用無線網路服

務，抵禦異常網路流量影響校園網路，將原有的所有資安管理延伸至無線

網路。 

D.建置 10GB DNS 防禦設備，抵禦分散式阻斷攻擊，智慧型聯防網格架構，

分辨合法 DNS 流量與攻擊流量，提升 DNS 服務的速度及高可用性。 

E.建置大數據資料庫，存放所有資安設備及網路設備系統日誌，智慧分型系統

可分析每日約 1TB 資料量，即時防堵網路攻擊事件。 

F.提升現有校園網路骨幹設備，且每年辦理骨幹網路業務持續運作演練，確保

骨幹交換器正常運作。 

G.於計網中心與各大樓之間增置入侵偵測或閘道式安全控管設備，加強流量

管理功能，針對異常流量自動阻斷，以減少電腦病毒在校內網路流竄及相

互感染之機會，提升網路可用性。 

H.因應未來 IPv6 需求，更新網路設備，全面提供 IPv6 之連線服務。 

I.因應建置 AI 伺服器運算服務，資訊機房需建置高效率快速解熱冷卻設備，

快速交換 AI 伺服器產生的高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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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置雲端服務系統(A-1、B-3) 

A.配合國家發展策略透過人工智慧技術及應用人才培育計畫建立本校電腦教

室雲端管理機制，協助各系所維運其電腦教室，利用虛擬桌面基礎架構

(Virtual Desktop Infra- structure,VDI)管理，提供 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服

務減少各系所電腦教室軟體之維護負擔。 

B.針對 GPU 加速、HPC 等應用特定需求，建立最佳化的雲端運算叢集，並將

計畫量能挹注於建置集中化、可擴充之系統，避免資源經費分散，最大化經

費效益比。進一步透過自架平台連結公有雲機器學習平台，依照使用者對

於效能及數量的需求不同，適度將負載分散於叢集及公有雲之間，保持服

務之高可用性。 

C.建立線上 AI 實作實驗室(Online AI Hands-on Labs)，使有 AI 雲端運算需求

之使用者，不必鑽研基礎設施的搭建，專心投入相關演算法，大幅減少師生

AI 運算入門門檻，持續建立可供師生做深度學習、巨量分析、上課教學與

課後練習的雲端作業環境。再根據學院別提供不同的 AI 教學情境、教學平

台並建置相關軟硬體。如 IoT 智慧製造、智慧教室、實用 AI 智慧軟體與聊

天機器人等。提供學生以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做數據預測及裝置控

制。並綜合各種 AI 應用技術，提供人臉辨識、語音辨識及聊天機器人等工

具，提供線上實驗室實作相關應用設計。 

3.長程發展策略（8 年） 

(1)導入資訊安全管理系統(F-1) 

A.為落實本校資訊安全管理制度，全面將計網中心所有資訊系統納入 ISMS 內

部稽核範圍，透過有效的資訊安全管理機制與流程，以降低校內資訊威脅

及風險。 

B.依據最新版 ISO27001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標準，全面檢視計網中心各項作

業規範與程序書，配合現行制度調整並辦理風險評估作業，以符合國際標

準及資訊安全的現況與需求。 

C.以原有「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理規範」為基礎，進一步申請國際資安標準的

第三方驗證，以更嚴謹的國際標準強化學校資訊安全目標而努力。 

D.依據最新政府法規及資通安全管理法，持續修訂委外資訊系統建置需求標

準作業流程，並協助各單位審核委外採購契約，強化本校委外資訊系統自

我管理能力，並督促廠商建置穩定安全的系統。 

E.協助全校各單位內部資通安全稽核，就資通系統(保有個人資料)風險高低、

教學單位特性評估訂定推動先後順序，分年分階段規劃辦理。 

F.持續強化同仁資通安全教育訓練時數，以符合法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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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強健校務資訊系統研發管理制度 (A-1) 

A.為達成校務 e 化目標，特擬定校務資訊發展計畫，作為改善資訊服務品質

之方略，其規劃方向概分三大部分：a.計網中心校務資訊系統的資料庫整合

與維護規劃；b.校務資訊系統開發技術、流程改善規劃；c.未來校務資訊系

統需求規劃。 

B.為提昇校務資訊系統的建置與維護之服務品質，需從軟體開發流程與軟體

產品規格著手。訂定標準作業流程包括『業務單位系統需求流程』，和『軟

體專案管理流程』。訂定軟體產品規格規範包括『系統需求與設計規格』、

『系統架構設計規格』。軟體品質與維護規範則包括『系統版本控制流程』、

與『系統品質保證規範』。每一個資訊系統之開發，需要有一個該資訊系統

的專案負責人員，負責規劃時程、實施需求規格、設計規格、版本控管、與

軟體品質控管任務。 

C.校務資訊系統完成後，依系統不同的重要等級，必須執行不同程度與方式的

功能測試、系統性能測試、與驗收測試。系統委外，需要訂定評估準則與委

外標準作業程序，包括委外前置評估程序。為了持續改善校務行政資訊化

流程，每一學期召開一次校務資訊系統流程與品質改善會議，檢視已開發

的校務資訊系統；檢討規範的流程與規格，以及實際實施的情形，是否需要

修改規範的流程與規格。 

(3)業外服務推廣(F-3) 

A.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承接交通部觀光署「113 年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評量

試務工作委辦案」，與本校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案，由計算機網路中心協助完

成其評量資訊系統建置開發及相關事務工作諮詢等任務。 

B.為廣納全國高中職學校使用全國高級中職校務行政資訊系統，以減少各校

校務系統之採購建置成本且使校務資訊規格標準化，將新北市高中職校務

系統作為系統開發基礎，建置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行政資訊系統，規劃

同性質資料架構的學校使用，統一資料上傳表單樣式，輔導學校端將歷史

資料匯入系統，同時參考使用者需求，研發及擴充系統功能，如：建置新課

綱所需功能；另外，持續將所研發之新系統導入提升系統完整度，並依照學

校實際作業需求新增、調整系統功能進而完善系統；同時呈現前期推廣學

校之使用成果，並以提供更完善之系統功能作為誘因，吸引尚未使用的學

校一同使用本系統，此外，開發 API 提供給學校，協助學校建造出具有自

我特色校務行政系統，預估有 30 所高中職學校將使用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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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校友聯絡中心 

(一)現況 

校友聯絡中心為學校與廣大校友溝通的橋樑。設主任一人，綜理本校各項與校友

相關業務，下設校友服務組與基金發展組，各設組長一人及專案助理一人，分別負責

服務校友、募集校務基金的業務。成立宗旨除擴大與校友(會)之聯繫、服務外，並積

極為建設校園，提升 學校在國內、外學術地位之中長期目標，攜同校內師生、員工及

海內外校友們，為光亮臺北科大招牌而努力。 

(二)發展目標 (B-2、C-2、F-1、F-3、F-4) (SDG 16.6) 

校友聯絡中心發展目標之建立，著重本校多元創新的學習環境、全人發展的孕育

搖籃及效能友善的行政團隊等三項主軸目標。且中長程發展策略則依據三項主軸目標

項下之提升產學合作、校友資源利用，及硬體設備更新(B-2)、鞏固校友企業專業鏈結，

樹立學生學習楷模(C-2)、提升行政效率，優化服務品質(F-1)、強化成本控制機制，擴

展學校財務來源(F-3)、增進校友互動交流與意見回饋機制(F-4)等五項發展策略細化制

定工作項目。 

本校於2006年將先前的校友聯絡服務組擴大為校友聯絡中心，目的乃在於加強為

在校學生提供畢業校友的相關資訊，也為畢業校友提供學校發展的最新相關資訊，校

友為學校校務發展中最珍貴的資源，學校與校友之間的關係相輔相成，密不可分。雖

然校友在社會上的表現可印證學校的優劣，但是校友的成就也多仰賴學校優質的教育

與傳統。若要學生在校時能「以校為榮」，而畢業後學校也能「以校友的表現為榮」，

則建立學校與校友之間長期密切的交流甚為重要。為了要能讓學校更好、教育出更符

合社會需求的人才，學校與校友彼此間必須具有強大的連結，以建立良好溝通平台，

使學校能為畢業的校友們提供更多的服務，及傳達母校未來發展與方向的完善資訊，

同時校友們也能藉此對母校有著實質上的回饋或精神層面的鼓勵，不但可以協助母校

軟、硬體建設的發展，並且能照顧在學的學弟妹們，讓他們感受到學長姊們的關懷，

母校優良傳統得以永續傳承。因此加強與校友間的交流及對校友的服務是刻不容緩的

課題。 

校友聯絡中心依據中長程發展計畫之3大主軸目標及5項發展策略，擬定量化發展

指標及執行期程。各項發展指標依據單位資源條件、軟硬體設備及近年表現，篩選出

特色亮點指標，再從中訂定核心發展指標。每學期透過校務發展委員會及中長程計畫

書研商修訂會議，持續針對各單位近中長程預定達成之定量化指標進行追蹤檢討。校

友聯絡中心之定量化指標及近三年(111-114年1月31日)執行成效如表20.1。 

本校於111-113年期間仍積極的與各地區校友會聯繫及溝通，了解各地區校友會的

現況及需求，同時也將學校的最新狀況與未來發展方向告知校友，在這三年間辦理了

55場各類形活動，如傑出校友論壇、校慶音樂會、敦親睦鄰敬老活動、校園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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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聖誕樹點燈活動、EMBA 舉辦職涯講座、校友回台講座(理財觀念)、第一滴血捐

血活動、慈善音樂會、電影欣賞活動…等。111-113年本校校方參與近140場各地區校友

會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各系所系友會(系文教基金會)及國際年會、聯誼餐會，宣導

校長治校理念，及發展高教深耕大學計畫，讓校友們瞭解、認同母校的發展方向與策

略。 

表20.1 校友聯絡中心之定量化發展指標總表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年-114年1月31日) 

全人發展

的孕育搖

籃(C) 

鞏固校友

企業專業

鏈結，樹

立學生學

習楷模 
(C-2) 

近程（2年） 

每季參於策劃論壇

及各項藝文活動、

講座1-3次不等，

深化與校友企業的

鏈結。 

1. 每年舉辦一場傑出校友論

壇及相關活動。 
2. 111-113年舉辦及協助各項

藝文活動、講座系列活動

共55場。 

效能友善

的行政團

隊(F) 

增進校友

互動交流

與意見回

饋機制 
(F-4) 

中程（4年） 

參與各地區校友會

會員大會、各系所

系友會 (系文教基

金會 )及各種校友

聯誼餐會場合，每

個月平均參與1-3
場校友聯誼活動，

以促進校友對母校

的向心力與歸屬

感。 

目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友

會全國總會轄有國內二十四

個校友會團體及地區校友

會；國內系友會團體有十七

個及海外十一個地區校友

會，每年參與各大校友會會

員大會、理監事會議，各系

所系友會(系文教基金會)及
各種校友聯誼餐會場合共

120-140場。 

(三)近中長程發展策略 

校友聯絡中心發展目標為擴大並推動與校友(會)之聯繫、服務，整合海內外各地區

校友會並齊力協助校務發展為宗旨，本中心在近中長程發展策略分為三個面向。即提

高校務基金籌募，擴展學校財務來源(F-3)、強化校友與母校間的互動並建立完善且透

明的溝通制度交流平台，藉由建立與校友密切的交流及提供完善服務，產生對校的向

心力及歸屬感(F-1) (F-4) (SDGs16.6)、利用校友企業鏈結，使企業與校園接軌，可提升

產學合作關係並建立更優渥的合作成果(B-2) (C-2)。 

1.近程發展策略（2年） 

(1)提高校務基金籌募-小額募款 (C-2、F-3) 

針對目前所募集之重要相關款項列舉說明如下: 

A.「隆玉獎助學金」每年伍佰萬元，獎助品學兼優清寒或家有急難之同學順

利完成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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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品德教育專款」致力推動「健康智慧的綠色校園」、「多元創新的學習環

境」、「全人發展的孕育搖籃」、「務實導向的產學研發」、「深耕學研的國際

交流」、「團結友善的行政團隊」六大主軸方針。 

C.「明珠基金」用以支付額外薪資，短期或長期聘任國內外大師級學者，帶

領本校教師建立研究特色。 

D.「校區硬體建設」用於興建校區各項建設及改善各系所實驗設備。 

E.「非指定用途捐款」捐款將用於推廣校務經費有所欠缺不足之處。 

本校除校友眾多外，更培育出許多的傑出企業校友，於各個領域都有傑出的發展

與成就。「隆玉獎助學金」即為傑出企業校友因認同母校而成立的獎助金，因此本中心

應當加強對校友多元化的服務，以提升校友的向心力與歸屬感，更期盼校友在事業有

成後能對母校有所回饋。此外必須加強宣導促進企業校友、傑出校友及資深校友與母

校的研發合作案，不但可以提供學校更多的研發動能外，而且能夠幫助校友企業解決

難題，並培育其所需的技術人才，達到校友與母校雙方互利互惠彼此雙贏的目的。 

此外藉助參與各地區校友會會員大會、各系所系友會(系文教基金會)及各種校友聯

誼餐會場合，宣導校長治校理念，及發展高教深耕大學計畫，讓校友們瞭解、認同母

校的發展方向與策略，促進對母校的向心力與歸屬感，樂意為學校未來的發展提供資

助。不但鼓勵校友對優秀而家境清寒的學弟妹提供獎學金的資助，另外結合愛校護校

認同母校的大企業校友，籌募創投基金，協助校友及母校師生研發成果產品化，並且

將部分利潤捐贈母校，以擴大母校校務基金的籌募。 

要提高校務基金的募集應首重與校友的交流及提供校友全方位完善的服務，以強

化校友對母校的向心力與歸屬感，促進校友回饋母校的意願，並依照校長治校理念，

訂定新的小額捐款標的，如改善各系所實驗設備，贊助學生品德教育、藝文活動的推

廣等，並且加強小額募款活動，讓廣大的校友都能參與，以凝聚校友的向心力。在其

有能力時，自然會真忱對母校報持感恩回饋。但是如何增進捐款的便利性，以及如何

建立妥善管理捐贈款項的機制，也因此日顯其重要性。針對此項議題，目前校友聯絡

中心除了在銀行開立專戶接受匯款，校友們及非校友企業還可以透過網路信用卡扣款、

支票等達成即時捐款的目的。以上相關措施皆在於讓校友及各界善心捐款人士得以迅

速順利完成捐款。未來本單位將配合科技的進步、金融作業的發展，力求改進追求完

美，期盼捐款人能確實感受到捐款母校的便利性。另外更每月定期在校訊、學校網站

公佈捐款芳名錄，以為徵信。相關工作將持續進行，適時修正以臻完美。 

服務工作可謂是「一步一腳印」的深耕工作，非一日可及，唯有兢兢業業用心服

務，以提升捐款人回饋母校的意願，並且確實做好管理工作，妥善運用捐贈款項，建

立各界捐資人對母校的信任感，校務基金的籌措始能日益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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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程發展策略（4年） 

(1)設立校友交流平台 (C-2、F-1、F-4) (SDG 16.6) 

校友聯絡中心為了能強化校友與母校間的交流、及達成服務校友之目標，未來發

展重點將著重於建立校友交流平台、及強化校友與母校間的互動並建立完善且透明的

溝通制度交流平台，藉由建立與校友密切的交流及提供完善服務，產生對校的向心力

及歸屬感，期能在校務基金募集上有水到渠成的效果。 

A.本校校友聯絡中心已有專屬網頁(中、英版)，以提供校內師生及校友有關

學校校務及校友求才、建言等資訊與溝通管道。並隨時更新最新資料。配

合學校所發行之月刊「臺北科大校訊」，適時提供母校、各地區校友會、

校友個人的即時訊息，且設立意見討論區，讓校友能對學校未來的發展提

供其經驗及建議，此外校友經由此平台亦可隨時更新其資料，以確保和母

校密切的連繫。 

B.為本校歷史悠久，與國同壽，畢業校友逾14萬人，分佈在國內、外及世界

各地區及角落，校友力量的整合是本中心之重責大任。校友交流平台的設

立亦是本中心重要工作項目之一，交流平台設立源於結合各系所、各地區

校友會校友資訊，將校友資料建立成有系統 SOP(標準作業流程)之管理檔

案。目前校友資料庫中已有逾十萬多筆有效資料，校友聯絡中心將繼續努

力更新資料，並持續建立綿密的校友聯絡網，主動的將母校訊息傳達給每

一位校友。 

(2)強化與各地區校友會之連結 (B-2、C-2、F-1、F-4) 

A.參與各地區校友會會員大會、各系所系友會(系文教基金會)及各種校友聯

誼餐會場合，宣導校長治校理念，及發展高教深耕大學計畫，讓校友們瞭

解、認同母校的發展方向與策略，促進對母校的向心力與歸屬感，樂意為

學校未來的發展提供資助。 

B.校友服務與溝通是本中心任務之一，已設立校友服務組，同仁們必定盡全

力達成上級長官交付的工作。未來展望於加強校友服務與溝通管道方面，

可結合學校教務處、研發處、學務處、產學處及各系所文教基金會、系友

會做全面性的服務與溝通之橋樑。 

C.本校校友聯絡中心為整合並加強校友服務，詳列為校友服務的項目。內容

包含圖書館借書證、校內設施借用、校內停車優惠及會議室場地、校舍租

用優待等。本中心所建置臉書(FACEBOOK)粉絲網頁，更可提供學校與各

地區校友會間即時訊息傳遞，並可讓全球校友了解相關訊息及表達建設性

之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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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由於校友人數眾多，分佈區域遍及全世界，本校友聯絡中心鼓勵地方性校

友會的成立，藉由校友間的交流增強校友對學校的向心力，校方定期及不

定期的與各地區校友會聯繫及溝通，了解各地區校友會的現況及需求，同

時也將學校的最新狀況與未來發展方向告知校友，鼓勵校友提供各方面的

意見及建議。目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友會全國總會轄有國內二十四個校

友會團體及地區校友會；及海外十一個地區校友會。協助強化校友會功能，

使其成為校友人脈互動、產業技術交流、樂活養生新知學習、結伴旅遊資

訊分享的平台，並且促進地區校友會與各系、所友會的交流，以整合資源，

校友們得以齊心齊力關懷校務的發展，將是校友聯絡中心未來努力的目標。 

3.長程發展策略（8年） 

(1)利用校友企業鏈結，提升產學合作資源 (B-2、C-2) 

本校畢業校友成就卓越，包含各企業主與中堅幹部，為帶動台灣經濟的發展的主 

要推手。根據新聞媒體報導，眾多股票上市上櫃負責人接來自北科大代表性的企業主，

包含光寶電子董事長宋恭源、億光電子董事長葉寅夫、美琪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與桃園市工業會理事長嚴隆財、友達光電董事長彭双浪與和碩企業董事長童子賢。 

校友除了有亮眼的企業經營成就外，亦樂於建立與學校之間聯繫的管道，使企業

與校園接軌。透過中心策劃的多場論壇及專題演講活動，校友可親身分享職涯的心路

歷程體現薪火相傳的實質意義。藉由傳遞新知識的價值，加強學校與企業的良性鏈結，

可放大產學間的合作關係並建立更優渥的合作成果，有校友的支持將使校務經營更為

順利。 

遍布全球的北科大傑出校友為提升學校各方面表現的最佳後援。校友與學校間穩

定與密切的合作將能使雙方的能量大為增加，學校透過校友提供的資源可培育更多傑

出校友，畢業校友未來亦將感念而回饋給學校，形成永續不間斷的循環使得學校與校

友雙方都不斷進步。希冀未來的北科大與北科大校友都能在雙方的陪伴下日漸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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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藝文中心 

(一)現況 
臺北科大為理工系所占比極重的科技大學，卻未曾忽略推動美感教育的重要性。無

論是藝文展演，或是校園的空間美學，校方積極提供多樣、多元的優質美感學習環境，

企圖打開學生專業科目外的視野，增廣見聞。從前面幾所國外以理工專業聞名與臺北科

大體質組織雷同的大學，筆者觀察到這些校園都企圖透過藝術中心、跨域課程的設置，

以及校園景觀、建築、空間美學的強調與實踐，促成學生從美感教育中習得多元開放的

思考，與發掘及解決問題的靈性。綜觀以上案例，為了跳脫傳統思維及規範，藝文空間

不只是強調內部展演空間，應該結合周遭景觀的整體設計與材質，方能成為美感教育的

重要行動第一步。 

臺北科大亦朝此方向發展，積極營造校園美感空間和活動，促進國際交流、跨域整

合及實踐大學的社會責任，逐步推展近中長程發展策略。並具體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SDGs 4.7)「到 2030 年，確保所有從事學習的人都掌握可持續發展所需的知識和技能，

具體做法包括開展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生活方式，以及肯定文化多樣性和文化對可持續

發展的貢獻」。藉由豐富多元面向的藝文展覽及展場景觀，促進學生教室外的美感與文

化體驗，感受美的知能，學生的學習不再依循傳統僅限於教室內的授課講習，而是積極

推動在校園的各個角落，串連制式與非制式的學習活動，讓校園結合社會動向和需求，

走出教室，每一處空間都有機會成為學生美感養成與建構知識的場域，並透過質感空間

的營造，讓學生的視覺與感官在日積月累中建構大器與宏觀的審美素養。 

1.基地位置 

臺北藝文中心設立於民國 93 年(2004 年)，基地位於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 3 段 1

號左側校區，行政大樓 1 樓。室內展演面積整建後 80 坪，可用牆面增加至總長 10,598

公分，比整建前多了 6,364 公分，展間機能因機械軌道、移動式展板、菱形可掛式天化

板，使得機能多元且實用。負責校內外藝文活動業務。面臨忠孝東路，背依廣大校園腹

地，正門左右側綠意盎然，為臺北科大對外的校園縮影。 

2.校園尺度 

臺北科大藝文中心位處於共用性質教學大樓旁、忠孝軸線一側，為全校師生進出校

園必經之地，如同校內接觸藝文活動的大櫥窗，提供了校內外來往人群一處美感教育的

對話窗口(如圖 21.1、圖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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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臺北科大基地模—藝文中心     圖 21.2 臺北科大基地模-藝文中心與周圍校景 

3.都市尺度 

臺北科大藝文中心位處於校區與忠孝東路接壤處，作為臺北科大對外的門面，為匯

聚校內與校外多元展演的基地，沿著忠孝東路向西走即是華山文創園區，向東則為空總

實驗基地、忠泰美術館。 

在藝文空間林立的市中心，臺北科大藝文中心以中小型展演空間的性質，對於大型

展演空間產生了互補的作用。而臺北科大校區為臺北市中心為數不多的開放綠地之一，

藝文中心則在忠孝東路沿線綠帶的中點位置，周圍綠意環繞(如圖 21.3、圖 21.4)。 

                         圖 21.3 臺北科大都市尺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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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臺北科大全區平面虛擬配置圖 
 
  
  
 
 
 
 
 
 
 
 
 
 
 
 
 
 
 
 
 
 
 

圖 21.5 藝文中心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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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藝文中心主軸特色圖 

(二)發展目標 (B-5、C-3) (SDGs 4.7) 

藝文中心依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中長程發展計畫之6大主軸目標及26項發展策略，

擬定量化發展指標及執行期程。主軸目標鎖定 : 開發多元創新的學習環境和全人發展

的孕育搖籃，發展策略則以增進學生人文藝術涵養與優良人格特質、深化品德教育，朝

向以人為本的教學理念；以此為基礎，規劃近程(2 年)、中程(4 年)、長程(8 年)的發展期

程，擬定量化發展指標配合時程，首先執行建構藝文中心表情，其次是推廣美感行動，

最後為培植公民美感素養，並以科技人文美學、跨域整合、國際交流、社會分享、公民

美感素養及實踐聯合國 SDGs 永續文明為實踐要項，請參閱 圖 21.6 藝文中心主軸特色

圖。 

各項發展指標依據每項活動資源條件、軟硬體設備及近年實際執行成果，篩選出特

色亮點指標，從中訂定核心發展指標，呼應校內和社會美感教育需求做滾動式修正，回

饋校園師生與社會大眾期待。每學期透過校務發展委員會及中長程計畫書研商修訂會議，

持續針對藝文中心近中長程預定達成之定量化指標進行追蹤檢討。藝文中心之定量化指

標及近三年(111-114 年 1 月 31 日)執行成效如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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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藝文中心之定量化發展指標總表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多 元 創 新

的 學 習 環

境(B) 

藝文涵養：

增進學生人

文藝術涵養

與優良人格

特質 

近程（2 年） 

建構藝文中心

表情、科技人

文美學： 
整建設計規劃

藝文中心空

間，建構多元

創新的美感體

驗環境。 

藝文中心—濟慶館及靜誼空

間倖然獲本校卓越校友、化

工系校友沈文振博士，拓凱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伉

儷，重視校園美感品德教

育，慨然全額捐助整修改善

工程，濟慶館於 108 年 5 月

1 日工程驗收完畢。靜誼空

間景觀工程則於 114 年 3 月

竣工。使臺北科大藝文環境

功能性與美感設計均獲提

升。 

中程（4 年） 

推廣美感行

動、跨域整合

國際交流： 
落實校園美感

計畫實踐要

項。 

1. 藝文中心提供場域培養學

生發表創造能力、密集化

展演活動與講座、舉辦國

際性質展覽、跨域且結合

課程，110-113 年共計展覽

活動 139 場、音樂活動 159
場、舞蹈活動 3 場、講座

活動 184 場，總計 485 場

活動。 
2. 國際展演成長率： 
(1) 108 年 (100%)，109 年

(0%)，110 年(25%)，111
年(40%)，112 年(14.29%)
及 113 年(-12.50%)。 

(2) 因 109 至 111 年疫情的原

因，藝文中心來自校外國

際性質展演活動暫停，相

較108年之成長率有所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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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中長程發展策略 

臺北科大藝文中心的定量化發展指標，近程首重整建和設計規劃藝文中心空間，透

過 105 年 12 月至 107 年 12 月空間使用者的意見調查與回饋，彙整各式活動需求條件，

進而分析與探討改善方案，將整建方針調整為:建構多功能用途、打造可以多元創思與創

意展現的空間、空間有利發展跨域整合需求，企圖打造多元創新的美感體驗環境。自 107

年 12 月 20 日啟動整建工程，108 年 5 月 1 日工程驗收完畢。 

此後，藝文中心得以在近年執行成效持續階段性完成指標，開放校內外各界合作與

租用，做為展演跨域整合場域的宗旨，嶄新的展演空間機能性提高且多元，各類型活動

場次數量呈現多元發展，參觀人次顯著的提升。在推廣校園美感行動計畫實踐要項方面，

主要執行科技人文美學、跨域整合、國際交流、社會分享、公民美感素養及實踐聯合國

SDGs 的永續文化發展目標等主軸特色，自 106 年至 113 年共計舉辦 36 場校內教學成果

或學生成果發表(表 21.10：106 年- 113 年校內活動類別統計數量表)；109 年至 111 年雖

有新冠肺炎之疫，藝文中心各檔期仍持續進行，總數達到 59 場次(表 21.3)，以上說明空

間多元的性格及機能完善的特質，提升展演品質，受各界肯定，雖有全球性疫情，中心

推出配套措施，如網站線上展演，維持一定量的藝文活動人口。 

藝文中心展覽活動類型細項，校外舉辦展覽活動(含國際)占 67%，校內主辦展覽活

動占 33%，其中教學/研發成果 49%，學生社團成果 1%，屬校園產出；此外，搭配不同

場次校內外展演，一個檔期可規劃多次知識性的講座或工作坊，總體計算高達占 50%(表

21.10)。從以上數據可見，本校藝文中心著重知識與推廣藝文美感教育性質，有別於外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全 人 發 展

的 孕 育 搖

籃(C) 

品德教育、

文明貢獻：

深化品德教

育，朝向以

人為本的教

學理念 

長程（8 年） 

培植公民美感

素養、社會分

享、美感素養、

永續文明： 
實踐大學社會

責任，服務社

會藝文需求。 

1. 開放本校藝文中心，提供

校內各教學研究單位、學

生，社會各界創作者作為

作品與成果展示平臺。結

合鄰里在台北大安、松山

等社區，並擴及台北地區

扮演藝文服務角色。 
2. 藝文中心自場地整建後，

110-112 年活動參加人數

持 續 增 進 中 。 110 年

(19,134) 、 111 年 (17,521
人)、112 年(25,752 人)、及

113 年(24,673 人)。 
3. 協助偏鄉美感計畫發表，

定期舉辦慈善音樂會，回

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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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帶有商業性質之展演中心。且自 106 年起，藝文中心已啟動實踐大學社會責任，持續

與臺北社區藝文團體合作多項展演活動，一年舉辦兩次慈善音樂會，藉由樂聲結合視覺，

關懷社區居民，促進公民美感素養活動。 

藝文中心秉持上述之目標，完成整建工作。此後，藝術能量不再蘊蓄於教室之中，

而是將其融入日常，透過敞亮開放的建築，由被動化為主動，邀請師生同仁與市民一同

徜徉於多元展演的藝文殿堂，培植公民美感素養。 

1.近程發展策略（2 年） 

(1)建構藝文中心表情 

承繼第一編科技大學的美感需求及第二編臺北科大美感行動之中，對於藝文中心作

為校園內美感教育推動角色的定位，筆者延伸探討建構藝文中心表情之議題，對於空間

內涵，倡議展演空間不侷限於室內，而是融入周遭景觀，建構完整一體美感素養的培育

場域(圖 21.7 至 圖 21.11)。因此，本文將藝文中心與景觀美感策略依照影響範疇由小至

大，分成：「藝文中心展演空間內涵」、「遊園——濟慶靜誼空間」、「藝文中心與校園景觀

策略」三個層級來探討藝文空間的表情，以及如何作為校園美感教育的推動手段。 

 

 圖 21.7 靜誼空間夏景(左一)、圖 21.8 靜誼空間《大地之母》雕像—嚴隆財校友捐贈 

(左二)、圖 21.9 靜誼空間夏景(中間)、圖 21.10 靜誼空間之兒童藝文活動(右二)、圖 21.11 

校園一隅秋色(右一) 

(2)展演空間內涵 

藝文中心的空間內涵，強調「空間意象」、「展示動線」和「展示環境」 是三個直接

影響展覽空間情境氛圍的要素，也是形塑藝文中心場所精神的關鍵。並且基於「類博物

館」的特質，藝文中心更加關注「人本」的需求， 並且空間機能能夠支援策展人與佈展

人的需求，亦成為了空間美感以外最重要的一點。總的來說，空間的美學必須在多元的

展演類型中皆能展現，才能成為美感教育的支點，和達到推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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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科大藝文中心的空間特質，也可視為一個中性的「白盒子」空間被期待著，它

要能夠與周遭景觀結合，呈現整體藝文中心展演的表情。空間容納廣泛多元的活動性質，

涵蓋校內學生成果展、平面及立體藝術、音樂及表演藝術、各類講座等多元展演性質；

打造有利多元創思與創意展現的空間(請參閱圖 21.21 至圖 21.24)，開創跨域展演整合的

可能性。利用簡單的平面架構(圖 21.12)，配合可移動的展示板、可彈性懸掛的天花板架

構，和可被創作的地板(圖 21.25、圖 21.26)，創造出策展人可想像、可實現的展演空間，

並利用其空間的透明性，將展演活動呈現於室外行經的每雙眼睛中。 

而整體展演空間設計似以一張白色的畫布為底，謙虛靜默的中性姿態，裝載策展者

的敘事文本，讓策展者的構思不受干擾，如果說策展者透過組織一系列的「符號」來陳

述主題，展演空間便是有利將符號或聲音鋪展開來的「載體」，承載美的經驗，讓策展者

精心安排的劇本得以被閱讀，而觀者/聽者因「空間、符號和聲音」共融的情況下，大腦

隨著視覺和聽覺在空間中的移動與探索，五感也將隨著氛圍與每個元素、符號及音符產

生互動，並逐漸在大腦活動中建構或堆疊感官的軌跡，目的無非是希望在五感活動過程

中，引領出另一種思維、觀感，使觀者/聽者再創造出屬於獨立個體的劇本。 

因而對於策展者來說，空間單純、機能多元，正是創造故事的最佳背景。在 80 坪

珍貴的空間中，其規畫重點是讓空間使用的效率達到最高，且兼顧良好的空間品質，達

到大於 80 坪的空間效果。臺北科大藝文中心面對此問題的方式，便是利用上述不同構

件的搭配，讓每一吋的空間，配合不同的展演，產生最適切的使用效果，減少閒置與浪

費的情形。以下將分為三點，簡介展場內的空間及機能性。 
 
 
 
 
 
 
 
 
 
 
 
 
 
 
 
 
 
 
 
 
 
 

圖 21.12 圖像建構展演空間內涵，《臺灣戰後經典手繪施工圖建築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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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落地窗的通透感 

空間規劃之理念，是藉由中心三面通透的落地窗，使觀展者於此開放式空間，能夠

對展演與周圍環境以不同的方式進行觀看；其次，落地窗與活動隔板的虛實交錯，打造

完全的封閉以及完全的通透(圖 21.13、圖 21.14)，提供窺探藝文中心內部活動的視角，

不論是否進入藝文中心，展場空間皆以歡迎的姿態面對眾人的目光，邀請所有人參與活

動，一同沉浸於展演內容所帶來的美感空間，創造無限可能。 

 圖 21.13 藝文中心落地窗的通透感  圖 21.14《密集效應》展靈活運用落地窗與 

菱形天花板架構 

(4)機械式架構板牆 

軌道式架構牆設計，是由 25片(L.115*H.340CM)可移動的牆板所組成，創造出 10,598

公分的展示面積，比整建前的牆面多出 6,364 公分，天花板與地板改建後使用面積各達

80 坪。其能靈活運用的牆板，不僅可提高空間使用率，在空間中劃分出大大小小的角落，

使展示空間不受限(圖 21.15)。亦可全收入儲藏空間，淨空展場，讓觀展者遊走其中，恣

意欣賞展場內容，而對於策展者來說，展場的多元空間，已為策展打造契機，且更有利

提供創造故事多樣變化的背景。 

 

 

 

 

 

 

 

 

 

 

 圖 21.15 《願景》攝影及版畫展使用機械式架構板牆，創造彈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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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展場空間營造及機能性 

天花板菱形構架及灰色地磚(圖 21.16)，使展場空間拉升，賦予了空間中物件脫離地

心引力的能力，空間則以白色／灰色作為主色調，營造中性且低調的空間格調，有利於

彰顯及發揮各式展演主題。天、地與低飽和度的空間色彩，讓展場的建構與陳述語言多

了另一種可能性與自由的想像，豐富展場語彙(圖 21.17 至圖 21.20)。此外，為提供當代

影視藝術、圖片、講座等各類展示說明，整建後中心設有七處投影牆面，搭配多功能兼

移動式投影設備，可 360 度旋轉鏡頭，依照各方需求，靈活調動使用。 
 
 
 
 
 
 
 
 
 
 
 
 
 
 
 
 
 
 
 
 

 

圖 21.16 菱形架構及中性色調空間(左上)、圖 21.17《密集效應》展天花板的菱形 

架構創造趣味性空間(右上)、圖 21.18《十一天的告白》使用菱形架構與低飽和度 

的空間色彩，搭配意象符號，陳述建築新銳的設計語言(左下)、圖 21.19《感知× 

之間——上滕建築事務所特展》運用鋼性結構實踐柔性設計(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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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0 《微觀王大閎先生的建築世界》運用菱形架構與地板詮釋王大閎的設計理念 
 

 
 
 
 
 
 
 
 
 
 
 
 
 
 
 
 
 

 
 
 

圖 21.21 北科大藝文中心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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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2 北科大藝文中心平面圖 
 

圖 21.23-1 藝文中心立面圖 藝文中心平面圖與立面圖 資料整理｜ 林哲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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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3-2 藝文中心立面圖 
 

圖 21.23-3 藝文中心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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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4《微觀王大閎先生的建築世界》展場空間設計與應用 
 

 

 

 

 

 

 

 

 

 

 

 

 

 

 

圖 21.25《臺灣戰後經典手繪施工圖建築展》3D 圖｜黃瑋庭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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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6 《鍾愛藝生——林顯宗林瑞珠伉儷鑽石婚慶展》3D 圖｜吳如淳、吳建澄繪製 

筆者就臺北科大藝文中心展覽設計經驗進一步說明，2020 年「感知×之間 —— 上

滕建築事務所特展」，利用了天花板構架式設計，懸掛大尺寸的建築實體模型，也讓數卷

印製在描圖紙上的建築圖面，在半空中拉出一道優雅的弧線(圖 21.27)。「『界』臺灣當代

攝影」讓作品隨著空間尺度鋪陳開來，將六位攝影師家的作品各自在展場中營造出一個

小空間(圖 21.28)，而展期間數場精彩的講座，便在由作品包圍的空間中進行，確保觀者

有最佳的美感體驗。「夢迴李叔同書法展—2021 年台灣文聯台灣書法家協會」，則利用了

所有展示板，讓 103 件書法作品一字排開，配合茶道老師精巧的擺設及茶席，造就了數

大便是美的壯闊美感(圖 21.29、圖 21.30)。「密集效應——建築系 1-3 年級聯展」，利用

天花板構架讓所有作品懸空，經由透光的壓克力與黑色紗網，配合大面落地窗的採光，

形成迷幻的視覺效果；再以展示板將展場一分為二，配合各年級性質不同的作品，形成

兩個展區的空間氛圍及光線效果，雖差異極大，但又相互呼應的效果。上述的策展實例

中，體現了臺北科大藝文中心對於多元性質策展與活動內容的適應性(圖 21.31)，以及利

用自身空間條件，讓策展者能不受硬體設備限制，發揮其潛力及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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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7《感知×之間——上滕建築事務所特展》天花板構架設計(左上)、圖 21.28《「界」

臺灣當代攝影》機械式架構板牆運用(右上)、圖 21.29 及圖 21.30《夢迴李叔同書法展》

天花板菱形構架及活動板牆運用(左下、右下) 
 

 
圖 21.31《密集效應—建築系 1-3 年級作品聯展》天花板菱形構架及活動板牆運用，創

造空間通透感 

(6)遊園——濟慶靜誼空間 

作為校園中最重要的美感教育場域之一，可以用兩個角度看待藝文中心建築與周圍

景觀的關係，其一，是建築本身的美學，能否突顯展場內部的精神，讓空間的內涵能夠



425 

以外顯的形式影響周遭的校園環境；其二，是建築設計能否適當的連結展場空間與校園

空間。將藝文中心作為盛裝展演空間的容器，跨越室內外的界線，對內創造出展演空間

的層次感，對外則讓經過的人皆能感受到展演空間氛圍，成為校園中的景觀之一。 

以義大利建築師 Renzo Piano 所設計的 Beyeler Foundation Museum 為例，當視線從

室內的展演空間穿越落地玻璃，到達室外的水池與植栽，彷彿室外景觀就是室內展演主

題的延伸，景觀與展場之間界線的曖昧正是此案的魅力所在。 

而瑞士建築師Peter Zumthor 2017年為Beyeler Foundation Museum所設計的增建案，

更進一步利用建築量體與周圍景觀，塑造出大大小小的開放空間，突破室內的限制，整

個展演空間變成了室內與景觀相互交纏的空間型態，這便是下個段落中會詳加探討的景

觀策略。相隔 20 年，兩位建築師的設計進行一場跨時空的對話，反映了對於景觀及建

築相互融合的深度思考。 

反觀臺北科大藝文中心，雖位於繁忙的忠孝東路旁，但校區沿著路旁的帶狀綠地、

人行道以及在藝文中心周圍的幾處蓊鬱，在經過妥善的規劃後，將景觀與建築相互連接，

營造出更大的休憩空間，成為藝文中心與臺北市中心不可或缺的景觀(圖 21.32、圖 21.33)，

大幅度增加中心內的空間層次，也成為由校外進入藝文中心的良好介面。 

       圖 21.32 靜誼空間秋景圖            圖 21.33 靜誼空間夏景圖 

(7)藝文中心與校園景觀策略 

校園景觀不是藝文中心的附庸，反而是藝文中心作為點綴校園的重要元素，景觀成

為策略性串連校園美感教育場域的介質，促使藝文中心成為其重要節點，因此景觀策略

對於實踐校園生活美感教育，將會是不可忽視的利器，對此應該將校園景觀列為整體性

的討論範疇，避免分區規劃，成為一小塊一小塊的瑣碎空間，無法達到串聯開放空間的

效果，造成推動校園美感教育的影響範圍遽減。 

景觀之於校園美感的重要性，相當於藝文之於全人教育，其本身就是一場靜態展演。

當世界各重要大學不再強調以冰冷的建築體建構學習環境，而是將校園硬體環境融入景

觀內，潛移默化之下，使學子們培養美感鑑賞能力，這正是 21 世紀「景觀都市主義

( Landscape Urbanism )」的發展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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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都市主義」的概念由哈佛大學設計學院景觀建築系主任 Charles Waldheim 與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景觀建築系主任 James Corner 於 1997 年開始， 以一系列的研討會

與展覽提出。傳統的都市設計以建築空間為主體，在建築配置完後，剩餘的空間才設置

都市的開放空間，然而，景觀都市主義卻扭轉了這樣的都市設計概念，轉而以人為思考

之出發點，將都市中的開放空間或是綠地空間作為主體，提出都市景觀策略( Landscape 

Strategy )，將二者系統整合，再思考土地使用分區與建築的配置。 

從霍華德(Ebenez Howard)的花園城市(Garden City)到景觀都市主義的發展，建構出

"City in the garden"的想像，再將其內涵反映在校園規劃之中，"Campus in the garden"或

許是此發展脈絡之下必然的規劃邏輯，在低密度的大學校園中，其實已有許多成功的案

例，如前文提及的 MIT 麻省理工學院，除了有具前瞻性、配合新時代需求所增建的建築

——Media Lab，還有藉由與周圍地景的交融，來營造學生個人儀式性、精神性的空間—

—MIT Chapel，這樣的規劃邏輯，自然有助於逐漸梳理出科技、人文美學、建築及大自

然交融的校園場景。 

反觀在高密度的都市紋理之下，包含臺北科大在內的都市型大學校園，由於腹地狹

小，對於地面層開放空間的處理更需要仔細斟酌。新建的高層建築提供了更高效率的空

間利用，同時也使地面層的開放空間面積增加，然而開放空間的經營與規劃是消極或積

極、觀點是否以使用者為核心，決定了人的活動能否圍繞著藝文和建築發生。因此在景

觀都市主義的思潮之下，開始強調校園內具藝文用途的建築與公共開放空間的連結關係，

甚至是與周邊社區、都市歷史紋理的融合。在教學場域需承載多元機能的時代，藝文中

心周遭的景觀設計，更加積極的作為整合各個建築空間之角色(圖 21.34、圖 21.35)，成

為 21 世紀走出教室最重要的心靈美感教育。 

美國校園被稱為"Campus"，其拉丁文意為"田地"（Field）。除了單純的物質含義，還

體現校地發揮影響學人對校園的認同與情感，進而鞏固整個學校的精神和傳承， 因此

"Campus"一詞具有空間和精神的雙重含義。在此觀點下，欲對學校產生精神性的情感連

結，勢必要建立在藝文活動實質的空間使用上，使兩者共生共存，產生加乘效果，而非

營造和使用者情感抽離且難以感知的藝文空間。從高使用率的校園空間著手，藉著這些

空間與師生密切的關係，拉近與藝文的距離，認同感與歸屬感才會隨之而生。故美感教

育也應在此前提下發展，始能深刻融入每位空間使用者的生活中。 

「藝文中心展演空間內涵」、「遊園——濟慶靜誼空間」、「藝文中心與校園景觀策略」

三個層級之內涵，緊扣美感教育的核心。從室內空間擴散至校園開放空間，隨著影響範

圍逐步涵蓋校園，將有機會使美感教育從特定的場域中解放，走出教室，進入校園藝文

空間和景觀之中，實踐美感校園、美感生活的教育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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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4 靜誼空間鳥瞰圖            圖 21.35 校園與藝文空間之關係 

2.中程發展策略（4 年） 

(1)推廣美感行動 —— 突破界線 

美感教育除了回應大學在社會中文化創造的使命，也在學生的校園生活營造及品德

培養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由此可知，美感教育已經從早期教室內技能知識的學習，發展

出更多元的學習方式，且學習的對象及場域也從單純的藝術作品，延伸到生活、文化、

社會等多元面向。有鑑於此，本校藝文中心繼完成整建工程，積極與校內外相關單位進

行跨域合作，舉辦多元化展演活動及演講，安排密集且優質的展演內容，善用電子媒體

等等，促進美的學習和宏觀視閾的養成，讓藝文與美感落實，深植於生活中，促進人人

享受藝文，建構藝文美感生活。 

A.發展觀眾/聽眾 

「發展觀眾/聽眾」為檢視藝文中心推廣美感行動績效的首要指標，本文以藝文中心

活動紀錄起始年 106 年至 113 年，以 8 年期間之觀察值：檔期總數、檔期總天數及總人

數為統計與分析數據來源。首先就人數說明，106 年至 113 年參訪總人數逐年提升，分

別為 106 年/7,909 人次、107 年/29,599 人次、108 年/12,200 人次、109 年/14,310 人次、

110 年/19,134 人次、111 年/17,521 人次、112 年/25,752 人次、113 年/24,673 人次，請參

閱表 21.2：106 年–113 年活動參觀人數統計表。 

 表 21.2 106 年- 113 年活動參觀人數統計表 

總體來說，106 年至 113 年參觀人數明顯成長，又以 107 年 29,599 人次和 112 年

25,752 人次最為顯著。107 年檔期總數 21 期雖與 106 年 20 期相近，然而急遽上升的人

數，差異達 21,690 人次。其次，112 年達 25,752 人次，人次數相較 107 年的 29,599 人

年份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活動總人數 7,909 29,599 12,200 14,310 19,134 17,521 25,752 24,673 

註：整建工程期間：107/12/19至108/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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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雖略有差異 3,847 人次，但從圖 21.36：106 年–112 年參觀人數折線圖卻呈現 106 年

參觀人口數較顯低落；107 年參觀人口則呈現急遽上升的情況，自 108 年疫情開始後，

參訪人數總量平穩地逐年攀升。109 年至 110 年的參觀人口成長則為較緩和的漲勢，然

而，111 年參訪人數稍減，於次年 112 年再次爬升到高點，113 年達 24,673 人次，較 112

年略為下滑，應在 114 年針對問題，努力克服障礙，積極推動美育活動。106 年–113 年

每一展演檔期活動參觀人數統計請參閱圖 21.37 至圖 21.43：1–170 檔期參觀人數折線

圖。整體評量下來，8 年期間的參訪人數呈現穩定成長的趨勢，這也肯定了藝文中心發

展觀眾/聽眾的策略與成果。筆者接著以檔期日數多寡(請參閱表 21.3：106 年–113 年活

動檔期天數及參觀人數統計總表)、活動量化及質化分析進一步探討人數成長的原因。 
 

 
 

 
 
 
 
 
 
 
 
 
 
 
 
 

圖 21.36 106 年-113 年參觀人數折線圖 
  

 
 
 
 
 
 
 
 
 
 
 
 
 
 
 

圖 21.37 1-26 檔期參觀人數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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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8 27-52 檔期參觀人數折線圖 
  
 
 
 
 
 
 
 
 
 
 
 
 

 

 

圖 21.39 53-78 檔期參觀人數折線圖 
 

 
 
 
 
 
 
 
 
 
 
 
 
 
 

圖 21.40 79-104 檔期參觀人數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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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1 105-130 檔期參觀人數折線圖 
 

 
 

 

 

 

 

 

 

 

 

 

   圖 21.42 131-156 檔期參觀人數折線圖 

 

 

 

 

 

 

 

 

 

 

圖 21.43 157-170 檔期參觀人數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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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106 年- 113 年活動檔期天數及參觀人數統計總表 
      活動 
年份 檔期總數 檔期總天數 檔期平均天數 總人數 

106 年 20 214 10.70 7,909 

107 年 21 321 15.29 29,599 

108 年 17 223 13.12 12,200 

109 年 20 324 16.20 14,310 

110 年 17 346 20.35 19,134 

111 年 22 306 13.91 17,521 

112 年 25 286 11.44 25,752 

113 年 28 300 10.71 24,673 

a.檔期總數與活動天數 

首先，單就展覽檔期總數來看，106 年至 110 年的檔次由 106 年的 20

期、107 年的 21 期、108 年的 17 期、109 年的 20 期至 110 年的 17 期，皆

約浮動在 20 上下。其中 109 年受到疫情爆發影響，卻未減少檔期，力抗衝

擊；然而 110 年疫情持續肆虐，中心亦共體時艱，故檔期數量趨降，111 年

及 112 年則為 22 及 25 檔次，可見疫情趨緩後政策放寬，重拾美感生活，

113 年之檔期總數為 28 檔，114 年之成長可望。由上述變化可顯示藝文中

心由最初檔期浮動的過程中，逐漸修正經營模式、檔期安排的次序及配套

措施等等，即便遭受不可抗因素，仍持續提高場地使用率，為培育公民美感

素養而努力。 

其次，單就檔期總天數來看，除了 107 年 12 月 20 日至 108 年 5 月 7

日中心進行整修翻新期間活動暫停之外，其餘年度之檔期總天數皆幾近 10–

11 個月，此外，將檔期總數與檔期平均天數比對，除卻 108 年中心進行修

建工程之外，其餘年度皆可見檔期總數較少的年度，檔期平均天數較長，反

之，檔期總數較多的年度，檔期平均天數較少。顯示藝文中心安排活動之主

動性及積極性皆不落人後。 

b.參訪人數多寡的原因 

b-1 藝文中心始步 

106 年為活動計算起始年，筆者剛接手藝文中心之管理權，一方面處

於磨合、交接的狀態，一方面也在探索合適的經營模式，故活動成長方面

的績效較為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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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空間整建成效 

108 年，中心為提供大眾更加完善的美感空間，故於此年進行整修工

程，活動展覽皆暫時無法入駐，較為低迷的參訪人數成長率也反映在數

字上。反之，自從藝文中心整建竣工後，各類藝文活動蓬勃發展，發展觀

眾/聽眾也有顯著成效，參訪總人數每年以穩定的成長率呈現。 

b-3 展演場域擴增 

107 當年度展演活動空間有二處：藝文中心展場與一大川堂，一大川

堂處於校園中的重要節點，且場域開放寬闊，來往師生不斷，凡是駐足停

留者皆算入人數統計，故參訪人數成長率亦反映於數字上。 

b-4 活動主題辨識度強 

活動主題辨識度強，吸引了各專業領域人士及社會群眾一同共襄盛

舉，如 107 年的造化——廖偉立的建築，此展覽主題貼合建築元素，並

且舉辦三場講座，提供參觀者美感與知識的相互建構。又，同一年其他大

型特展：千年萬象敦煌文化藝術展、第四屆 ADA 新銳建築獎特展、漆藝

人間國寶——王清霜家族作品特展也紛紛採用跨域形式舉辦活動，引導

參訪者以另一種方式閱讀作品。此外，也由於主題多元且辨識度強，吸引

不同年齡層參訪者，引進社會藝文資源挹注校園美育，豐富校園美育資

源。(參訪人數請參閱 圖 21.44：千年萬象與 ADA 新銳建築獎特展人數

比例圖) 

 

  

 

 

 

 

       

      圖 21.44 千年萬象與 ADA 新銳建築獎特展人數比例表 

b-5 跨域合作 

109 年–113 年，藝文中心經營模式趨於成熟，展演活動設計多採跨

域整合，結合傳統展現技法與現代科技展場呈現方式，將傳統藝術以當

代美學語彙再詮釋，並透過講座、遊戲、說書人等等方式，帶動整體參與

活動人數成效，如 111 年的文資週及 112 年情．人美聲三部曲續約——

新書分享與展演，皆是透過展覽主題結合講座、說書人、音樂、書法、舞

蹈等方式，跨域整合多項活動性質，進而提升知識建構及美感培育，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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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觀眾／聽眾的效果。 

c.活動量化分析 

c-1 106 年-113 年活動成長率 

自 106 年 2 月 1 日起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共 2,891 日，扣除藝文中

心進行整建工程，自 107 年 12 月 20 日至 108 年 5 月 7 日，共 138 日，

期間活動暫停，總活動時間共計 2,753 日；而表 21.4：106 年–113 年活動

類型統計表及 圖 21.45：106 年–113 年活動類型趨勢圖中，顯示 106 年

至 113 年各類活動的成長趨勢與總活動成長率，展覽、音樂及講座活動

共計 485 場，藝文中心每一年不變的總經費為四十八萬六仟元。此外，

由於 105 年的數據不可考，106 年為計算之起始年，故這一年不列入總活

動成長率之計算，107 年總活動成長率為 82.76%，108 年至 110 年疫情肆

虐，諸多活動為公共衛生安全起見，而有所限制，活動次數分別為 43 筆，

後二年持平為 44 筆，因而總活動成長率呈現–18.87%、2.33%與 0.00%。

後疫情時代於 111 年活動總次數計有 72 次，比 110 年多了 28 筆，總活

動成長率轉強，上推至 63.64%；112 年、113 年活動持續成長至 91 筆和

109 筆，成長率呈現放緩，前後年分別是 26.39%和 19.78%，顯示整體活

動成長率在平穩中持續性上揚的趨勢。 

 表 21.4 106 年-113 年活動類型統計表 

表 21.5 106-113 年活動類別成長率 

 

 

 

 

 

活動 
年份 展覽活動 音樂活動 講座活動 舞蹈活動 總計 總活動成長率 

106 年 15 8 6 - 29 - 
107 年 14 10 28 1 53 82.76% 
108 年 10 17 16 - 43 -18.87% 
109 年 17 15 12 - 44 2.33% 
110 年 15 13 16 - 44 0.00% 
111 年 20 25 27 - 72 63.64% 
112 年 23 23 43 2 91 26.39% 
113 年 25 48 36 - 109 19.78% 
總計 139 159 184 3 485 - 

年份         
成長率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展覽活動成長率 說明 1 -7% -29% 70% -12% 33% 15% 9% 
音樂活動成長率 - 25% 70% -12% -13% 92% -8% 109% 
講座活動成長率 - 367% -43% -25% 33% 69% 59% -16% 

說明 1：106 年為活動成長率計算之起始年，故略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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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5 106 年-113 年活動類型趨勢圖 

 

以下將以表 21.5 : 106 年—113 年活動類別成長率表及圖 21.46 : 

107 年—113 年各項活動類別成長率圖之統計結果做為分析 107 年至

113 年展期活動成長率之說明。 

c-1-1 107 年活動成長率說明 

107 年活動總成長率為 82.76%，展覽 14 場、音樂 10 場、講座 28

場，而 106 年同類性質的活動場次分別是展覽 15 場、音樂 8 場、講座

6 場，這些數字的差距反映在表 21.5 和 圖 21.46 的活動成長率。表

21.4：106 年–113 年活動類型統計表的數字說明 107 年密集舉辦各式長

或短期展演活動，總計 53 場，每場活動平均 6.89 天。尤其以講座活動

最為活耀，成長率高達 367%，是因彼時藝文中心空間結構無法支援展

覽策展人的多元需求，而聲學的短缺，致使樂聲難以延展，前後項成長

率分別是–7%與 25%，顯示硬體設備造成這二類活動所遇到的瓶頸，因

而形成量體的短絀，在此情況之下，藝文中心以推動講座熱絡活動，試

圖發展觀眾和聽眾。 

107 年所舉辦的展覽量雖不多，卻帶來大量參訪人口，陳列相關展

覽名稱，諸如：造化——廖偉立的建築、臺灣人的記憶寶庫——1895 至

1980 年的玻璃文物展、千年萬象——敦煌文化藝術展、第四屆 ADA 新

銳建築獎特展、漆藝人間國寶——王清霜家族作品特展等等。追溯其

中原因在於展演內容結合講座，參訪者喜愛沉浸在展場的影像語彙與

美感體驗中，從中逐步建構知識，不感到無聊無趣，進而帶來人潮。因

此，自本年度開始，藝文中心積極地開始以展覽搭配講座的方式，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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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作品搭配相關講座或影像遊戲，傳遞敦煌文化對於東西方文明交流

之重要性，進而促使民眾在觀賞作品時，能夠更深入了解並沉浸其中。 

c-1-2 108 年活動成長率說明 

108 年總活動成長率呈現–18.87%的狀況，是因藝文中心於

107/12/20 日至 108/5/7 日，為提供公民更完善的美感空間，進行約計 5

個月整建工程，期間活動暫停，相較於前二年檔次的量次，評比之後所

得的比率自然短缺。值得一提的是，由表 21.5：106 年–113 年活動類

別成長率表及 圖 21.46：107 年–113 年各項活動類別成長率圖可察，

展覽及講座活動礙於藝文中心空間整建工期，相較於 107 年，分別呈

現–29%和–43%的成長率。有別於前述二項活動類型，音樂性活動明顯

成長，上升幅度提高到 70%，首先因為藝文中心音樂性活動可單獨也

可搭配展演主題表演，不受限於展場空間必須清空。其次，表演時間不

需刻意安排一整個工作天，只要能在校園或藝文中心周遭庭院以快閃

的方式表演，達到美感行動，讓過往的學子心靈舒緩，就達到成效。最

後，70%的成長率也說明了空間的使用價值，可看出空間整建後，不僅

機能性提高，空間聲學質感亦大大提升，尤其契合小型編制之室內弦

樂團、長笛、豎琴或聲樂等等，提供洗滌性靈之處，邀請各方一同享受

藝文。 
 
 
 
 
 
 
 
 
 
 
 
 
 
 
 
 
 

         圖 21.46 107-113 年各項活動類別成長率圖 

c-1-3 109 年活動成長率說明 

109 年初，爆發新冠肺炎，全球運行模式產生極大變化及動盪，藝

文中心力抗衝擊，依然舉辦總計 44 場次之各藝文活動，相較 108 年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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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成長率雖未大幅成長，總體成長率僅為 2.33%。音樂性活動及講座受

限於公共群聚安全規定，成長率明顯下滑，分別是–12%和–25%，然而

展覽活動受益於實體展場搭配線上策展活動，攀升至 70%，詳見表 21.5：

106 年– 113 年活動類別成長率表、 圖 21.46：107 年– 113 年各項活動

類別成長率圖。〈70%成長率〉說明了多元策展可帶來的效益，更證實

了 108 年場地空間改善過後，美感與實用度受到肯定，跨域合作的可

能性和量體亦逐步增多，展演品質更加豐富多元，空間使用率大大提

升，縱使疫情令整體社會畏懼，藝術工作者仍不放棄空間與展品的策

劃，更積極尋求實體展以外的展現方式，也意外地提升藝文中心展演

空間的知名度。 

c-1-4 110 年活動成長率說明 

110 年，新冠肺炎嚴重肆虐，各項藝文活動紛紛停辦或順延，藝文

中心的展覽活動受到不小的衝擊，部分藝文活動不得不順延或取消。

然而，中心依舊對美感培植秉持著堅定不懈之精神，為突破此困境，故

實施相應配套措施，除了因應政策完善防疫措施，優化展覽動線之外，

亦開拓實體展演搭配網路直播／線上展覽，開拓了藝文中心始料未及

的線上參訪人口，使得展演仍有機會透過線上呈現，並受各界高度肯

定，維持一定的藝文活動人口，也為來年活動成長率提供不小助力。與

109 年度場次總計相同，達 44 場展演活動，故總活動成長率為 0.00%。

值得一提的是，面對展覽及音樂活動相對萎縮至–12%和–13%，講座活

動受惠於線上直播的功能，提升到 33%，可見疫情也為藝文活動開闢

另一種建構美感的途徑，並且為藝文中心開發了新的參訪群眾。 

c-1-5 111 年活動成長率說明 

111 年，疫情逐漸趨緩，防疫政策逐漸放寬，藝文中心以積極和活

躍的態度策畫活動，服務校園和社會大眾，為禁錮已久的精神帶來靈

氣。展覽、音樂及講座活動皆有躍進式的成長，各類別活動總數分別是

展覽 20 場、音樂 25 場、講座 27 場，這三類成長率則是依序 33%、

92%和 69%(表 21.4、表 21.5、 圖 21.45)，總活動成長率顯示為 63.64%，

與 110 年的成長率有著顯著性的差異，不僅象徵著疫情後時代的來臨，

亦代表「培植公民美感素養」之旅程即將重啟，由藝文中心帶領著學子

及市民們，迎向更安全的美感生活。 

c-1-6 112 年活動成長率說明 

112 年的活動總量為 91 筆，內容包含展覽 23 筆、音樂性活動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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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講座 43 筆、舞蹈 2 筆(表 21.4：106 年– 113 年活動類型統計表)，

總活動成長率呈現 26.39%。細查各項活動成長率，展覽為 15%、音樂

性–8%、講座活動 59%，其中音樂性活動的負成長率實屬藝文中心室內

樂團重整為主要原因；而講座活動總數 43 場相較 111 年的 27 場，仍

屬成長趨勢。最後，展覽及講座性活動，更是近幾年來最亮眼之成果，

而這不單單只顯示藝文中心之經營模式逐漸成熟，還代表著藝文能量

正在此處寸積銖累，在培育美感的路上熠熠生輝。 

c-1-7 113 年活動成長率說明  

113 年活動總數 109 筆，含括：展覽 25 場、音樂活動 48 場、講座

36 場(表 21.4)，活動成長率依序為 9%、109%、-16%，總活動成長率

為 19.78%。其中展覽活動的成長狀況若就當年看，9%的成長率不算亮

眼，但若以 106 年至 113 年整體活動數量和類型趨勢圖評比，展覽活

動相較音樂性及講座活動，呈現最平穩的成長狀態(圖 21.45)，113 年

則是藝文中心展覽次數最高的一年。此外，音樂活動亦是，一直以來以

穩健的方式經營著，113 年所呈現的 109%成長率，造成類型趨勢圖迅

速爬升，原因歸咎於藝文中心參與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主辦的〈白晝之

夜〉，組織眾多音樂團體及大量挹注音樂表演場次及曲目所致。 

綜上可知，此處以 圖 21.45、 圖 21.46 與表 21.4 及表 21.5 說明各

項活動成長率，不僅可見各類型活動場次數量皆具顯著發展，亦可驗

證藝文中心自 106 年至 113 年活動多元化的可能性。藝文中心以 8 年

時間，有限的經費，營造了 139 場展覽活動、162 場次音樂與舞蹈活

動、和高達 184 場講座活動，總計 485 場的美感行動，透過跨域合作，

發生在被綠蔭環繞的 80 坪空間。而這 8 年期間，藝文中心經歷藝術與

知識建構之策略改善，因空間整建、疫情爆發等等碰撞及融合，直至現

今，仍舊鍥而不捨地朝著培植公民美感素養的目標邁進。 

c-2.活動類別 

上文將活動成長率依照年度劃分進行說明，可見藝文活動場次之變

化，並加以探究；此部分則將依據各項性質活動，分析其量化數據，且由

表 21.6：活動細項分類可知，各活動性質之細項劃分後共計 21 項，因為

展演活動可以設計為多元且跨域型活動，若以不同性質活動交叉重疊在

同一時段活動中，則 106 年–113 年共計 485 場多元活動，亦可看出藝文

中心空間支援各式活動之設計，促成活動主題多元化，帶給公民們新穎

且豐富的美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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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 活動細項分類 

編

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活 
動 
類 
型 

教

學

成

果 

學

生

社

團

成

果 

社

區

合

作

音

樂 

西

畫 
書

畫 
工

藝 
建

築 
平

面

設

計 

多

媒

體 

文

化

資

產 

藝

術

類 

音

樂 
舞

蹈 
電

影 
當

代

設

計 

攝

影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書

法 
茶

道 
文

化

活

動 

講

座

/ 
工

作

坊 

以下分析以〈活動場域〉及〈活動屬性〉為要點，進而說明成長率、趨勢及占比等

量化數據： 

c-2-1 校內活動 

藝文中心每一年先將校內學生展演時間需求確認，保留之後，才

進一步釋放空的檔期時間，供校外藝文團體或個人申請。106 年為活動

成長率計算之起始年，故不列入計算元素。107 年至 113 年期間，藝文

中心的校內展演活動成長率於 107 年呈現–22.22%，探究原因來自： 

 場域的硬體和軟體設備無法滿足同學辦展條件，引誘不了學生的興

趣。 

 學生籌辦畢展或學習成果展的意願尚未浮現。 

 組織學生籌辦學習成果展風氣尚未蔚成。 

108 年的校內展演負成長率呈現–42.86%(表 21.7 和圖 21.47)，主

要原因除了 1 月至 5 月 8 日為藝文中心空間整建期間，空間使用只剩

7 個月的活動期可計算。此外，每一年 4 月至 6 月為學生策展展示學習

成果評量的尖峰時期，可惜因整修需求，藝文中心也錯過服務同學辦

展的機會。 

而 109 年校內團體使用藝文中心辦展的需求躍昇至 50%，雖是疫

情起始期，同學仍嚐試以實體展同步搭配網路線上展。原因來自： 

 整建後的空間，軟體和硬體設備能夠支援同學設計需求。 

 整體空間質感引起同學設計展場的興趣。 

 整體空間與景觀可襯托同學作品價值，有利同學策展。 

110 年新冠肺炎嚴重，學校實施遠距教學，學生團體紛紛提出解除

與藝文中心的展演合約，校內展演成長率也毫無意外地以–33.33%呈現。

其實這也反映出同學策展仍喜愛有實體展場做為演練，線上策展活動

也只能是另一種活化策展技巧的嚐試。隨著 111 年疫情已不再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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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重啟鐘聲上課，校內使用藝文中心策展氛圍熱絡起來，成長率達

到 100%。112 年校内活動數量持平，成長率為 0%，以及 113 年 62.50%，

表 21.7 成長率之計算是以表 21.8 活動統計數量為計算基準。(表 21.7、

圖 21.47) 

         表 21.7 106 年- 113 年校內外展演成長率表 
 
 

 

 

 

 

 

 

 

 

 

 

 

 

 

 

 

 

 

 

    圖 21.47 107-113 年校內外展演成長率圖 

106 年至 113 年校內活動統計數量總計為 59 場次(表 21.8：106 年

- 113 年校內外活動統計數量表)，其次，為了推動校園國際化及培育學

生的國際視野，藝文中心於發展主軸特色強調「國際交流」，落實的成

效可由表 21.9 和 圖 21.48：106 年-113 年校內外活動占比來看，校內

活動於 106 年占校內外活動之 45%，後續 107 年- 112 年，大約為 30%

上下浮動，直至 113 年所統計的活動占比為 41%，可見藝文中心先從

校園起步，推拓藝文相關活動，並且提供展場空間予學子、教師們一同

展現其教學成果，隨後延伸至校外，邀請社會大眾一同參與，於校園持

活動 
               
年份 

校內 
校外 

本地 國際 

106 年 - - - 
107 年 -22.22% 33.33% 0.00% 
108 年 -42.86% -25.00% 100.00 
109 年 50.00% 11.11% 0.00% 
110 年 -33.33% -20.00% 25.00% 
111 年 100.00% -12.50% 40.00% 
112 年 0.00% 42.86% 14.29% 
113 年 62.50% 20.00% -12.50% 

說明 1：106 年為活動成長率計算之起始年，故略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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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推廣美感行動，培育人文素養。 

     表 21.8 106 年-113 年校內外活動統計數量表 

年份 校內 
校外 

總計(場次) 
本地 國際 

106 年 9 9 2 20 
107 年 7 12 2 21 
108 年 4 9 4 17 
109 年 6 10 4 20 
110 年 4 8 5 17 
111 年 8 7 7 22 
112 年 8 10 8 26 
113 年 13 12 7 32 

總計 
59 77 39 175 
58 116 175 

表 21.9 106 年-113 年校內外活動占比 

 

 

 

 

 

 
 

 
 

 

 

 

 

 

 

 

 

 

 

 

圖 21.48 106 年-113 年校內外場次占比 

年份 校內 
校外 

本地 國際 
106 年 45% 45% 10% 
107 年 33% 57% 10% 
108 年 24% 53% 24% 
109 年 30% 50% 20% 
110 年 24% 47% 29% 
111 年 36% 32% 32% 
112 年 31% 38% 31% 
113 年 41% 38% 22% 

總平均 
33% 45% 22% 
33% 67% 

https://blog.udn.com/glwang/12003470
https://blog.udn.com/glwang/12003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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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活動類別主要進行的是教學成果、學生社團成果及講座／工

作坊，教學成果之總計為 36 場次，占比為 49%、學生社團成果之總計

為 1 場次，占比為 1%、講座／工作坊之總計為 37 場次，占比為 50%，

深入探究上述之量化數據，校內活動中之教學成果為最大占比，其次

為講座／工作坊，可見中心提供展場空間舉行藝文活動，並搭配教學

及專業講座，使校內學子不僅可透過此機會展現其創作潛能，更可於

此汲取知識、培育藝文涵養。請參閱表 21.10：106 年–113 年校內活動

類別統計數量表、 圖 21.49：106 年–113 年校內活動類別百分比統計

圖。 

綜觀校內展演成長率，說明了： 

 由每一年保留時段扶植校內策展團隊，說明藝文中心帶動和營造校

內美感行動的堅定服務心志。 

 回顧 107 年迄今，校內展演成長率由–22.22%提升至+62.50% (表 21.7)，

說明推動校園美感行動已有具體成效。 

 提供學生設計規劃藝文中心空間展場，運用所學美學專業，為校園和

社會帶來美感分享。 

表 21.10 106 年-113 年校內活動類別統計數量表 
年份 教學成果 學生社團成果 講座/工作坊 

106 年 4 - - 
107 年 4 - - 
108 年 2 - - 
109 年 4 1 - 
110 年 3 - - 
111 年 6 - 12 
112 年 6 - 13 
113 年 7 - 12 
總計 36 1 37 
占比 49% 1% 50% 

 
 
 
 
 
 
 
 

 
 

https://blog.udn.com/glwang/12003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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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49 106 年- 113 年校內活動類別百分比統計圖 

c-2-2 校外本地活動 

校外本地展演活動之成長率自 107 年 33.33%、108 年–25%、109

年 11.11%、110 年–20%、111 年-12.50%至 112 年 42.86%、113 年

20.00%，其趨勢較校內活動平緩。請參閱表 21.7：106 年– 113 年校

內外展演成長率表、 圖 21.47：107 年–113 年校內外展演成長率圖。

由表 21.8 得知 106 年至 113 年校外本地活動統計數量，總計為 77 場

次；由表 21.9 得知 106 年- 113 年校外本地活動占比，由 106 年的

45%，直至 107 年、108 年、109 年、110 年皆約為±50%左右的占

比，111 年、112 年與 113 年則各占 32%、38%、38%，與校內活動及

校外國際性活動平均分配，深入探究上述之量化數據，可見中心將培

植美感素養之理念由校內推拓至校外，也引進校外資源交流，匯聚各

界藝術量能於此，邀請公民參與各項活動，共創美感生活。 

c-2-3 校外國際性活動 

校外國際展演活動之成長率自 107 年 0%、108 年 100%、109 年

0%、110 年 25%、111 年 40%、112 年 14.29%，113 年-12.50%，請參

閱表 21.7：106 年– 113 年校內外展演成長率表、 圖 21.47：107 年– 

113 年校內外展演成長率圖。由表 21.8 得知 106 年至 113 年校外國際

活動統計數量，總計為 39 場次，請參閱表 21.8。由表 21.9 得知 106

年至 113 年校外國際活動占比，由 106 年 10%逐步成長至 112 年

31%，以及 113 年 22%，顯示校內活動及校外本地活動各有天地（表

教學成果 學生社團成果 講座/工作坊 

49% 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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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深入探究上述之量化數據，可見中心放眼至國際，透過定期舉

辦中英文實體／線上展覽，以主動積極之態度，促進國際交流，帶動

校園藝文國際化，豐富同學的國際視野。 

c-2-4 展覽性活動 

展覽性活動成長率由 107 年–7%、108 年–29%、109 年 70%、110

年–12%、111 年 33%至 112 年 15%，113 年則為 9%，參閱表 21.5：

106 年–113 年活動類別成長率表、 圖 21.46：107 年–113 年各項活動

類別成長率圖，可看出其正成長與負成長各為參半，然而 109 年卻有

顯著成長，是因 108 年中心進行整建，將環境改善過後，提升空間品

質，進而推動展覽性活動成長，展現中心由校園作為起點，擴及至公

民社會，一同為美感生活盡一份心力。 

c-2-5 音樂性活動 

音樂性活動成長率由 107 年 25%、108 年 70%、109 年–12%、

110 年–13%、111 年 92%、112 年–8%、113 年 109%，參閱表 21.5：

106 年– 113 年活動類別成長率表、 圖 21.46：107 年–113 年各項活動

類別成長率圖，其中 111 年之亮眼成長率，除了是疫情後時代活躍的

情況之外，藝文中心將展覽及講座搭配音樂性表演，並結合其主題，

演奏出悠揚樂章，使觀者得以受到視覺上的填構，亦能有聽覺上的渲

染，勾勒出兩者交織的藝術饗宴，並將藝文能量內化於心中。 

c-2-6 講座性活動 

講座性活動成長率由 107 年 367%、108 年–43%、109 年–25%、

110 年 33%、111 年 69%、112 年 59%、113 年–16%，參閱表 21.5：

106 年–113 年活動類別成長率表、 圖 21.45：107 年–113 年各項活動

類別成長率圖。由此可見，講座性活動之正成長率大於負成長率，除

了 107 年最為顯著的活動成長率外，110 年– 112 年仍持續維持正成長

率，可看出藝文內容應跨域合作，結合知識性講座，即更易達到發展

觀眾。 

綜上可知，各項活動類型之成長率、趨勢及占比等量化數據，不

僅可見展覽、音樂、講座性質活動相互搭配，進而使參訪者於美感體

驗中建構知識及素養，亦可見中心提供完善之美感空間，悉心安排多

元藝文活動，並結合課程設立工作坊及講座，將美感能量發散並吸

收，進而提高藝文中心校內外辨識度；予校外公民一處展演空間，邀

請所有人一同參與，並開設中英文／線上展覽，放眼國際，共創美感

生活。本章以量化分析的內容，講述 106 年–113 年於中心舉辦的藝文

活動之態勢，亦可見藝文中心始終不遺餘力地推廣美感行動，提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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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與市民們豐沛的藝文之隅，為的即是讓校園藝文空間跨越藩籬，與

社會大眾產生連結，邀請學子與公民進入此空間，親身體驗藝文所帶

來的量能，表達心動的震盪，進而培植公民美感素養。 

d.活動質化分析 

美感教育不只能發揮品德教育功能、增進學生美感、設計感，更重

要的是希望藉此學習多元開放的文化觀、價值觀，開拓本身科系的視

閾，藉由美感素養的培育，讓學生面對實際生活、面對所處的環境能有

跳脫傳統價值的思考，建立批判能力、發揮創造力，給予社會更有效益

的回饋。本章以量化分析之內容作為基礎，進一步對活動進行質化分

析，成果效益印證藝文中心定量化發展指標的正確性，六個發展主軸：

科技人文美學、跨域整合、國際交流、社會分享、永續文明和美感素養

彼此交織串聯於活動中，豐富了展演活動的質化、面向和深度，並成功

地增進檔期成長率和參觀人口。 

d-1 科技人文美學 

藝文中心以本校特色為主，打造多元創思與創意展現的空間，結

合傳統、創新、科技特質與各式媒材，開放展場，提供校內各教學研究

單位、學生以及社會各界創作者作品或成果展示的平台。校內而言，藝

文中心配合校內系所師生活動，每年提供一定比例的檔期時間協助系

所、學生策劃與完成學習成果展，訓練學生發表創造能力，進行多元展

演，予另一種外界認識本校的媒介。自 106 年至 113 年共計舉辦 59 場

校內教學成果或學生成果發表，8 年期間校內師生同仁在藝文中心的活

動占比率平均是 33%，而 113 年臺北科大師生在藝文中心辦展演活動

的占比更是高達 62.50%，創下歷年最佳成長率，顯示臺北科大的美感

行動已嶄露成效，校園的成員漸漸找到想要的空間，讓作品能適切的

陳述創作語彙。請參閱表 21.7：106 年– 113 年校內外展演成長率表，

表 21.8：106 年– 113 年校內外活動統計數量表，表 21.9：106 年– 113

年校內外活動占比。對校外而言，藝文中心提供一個中性空間讓大家

揮灑科技人文美學的創意，讓外部藝文資源豐富臺北科大的美感行動，

貫串定量化發展指標的主軸特色，將科技與人文美學融合並實踐，使

美感教育扎根於科技環境之中。 

d-2 跨域整合 

面對訊息流通快速的世界，當代的主流思潮由單一走向多元，跨域

合作成為帶動與優化藝文活動和增進參訪人口的必選策略，故藝文中心

策劃多元跨域之藝文活動，近年更積極籌備，結合校內外不同性質藝術

團體或個體，進行各式跨域結合科技的藝文展演，拓展校園多元藝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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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並透過空間美感的建立，豐富學生與教職員工及社會大眾的藝術及

美感精神食糧，建構更宏觀的文化視野與知識。以活動類別而言，藝文中

心的活動類別多達 21 項（參閱表 21.6：活動細項分類），展現了多元跨

域之展演內容；以活動性質而言，由表 21.4：106 年–113 年活動類型統

計表可見，藝文中心自 106 年–113 年舉辦各項展覽、音樂、舞蹈、講座

性活動，總計 483 場，並且將不同性質的展演，依照其主題相互搭配，透

過跨域合作，進而給予觀者更加豐富的美感體驗。以下以實體的策展案

例，《盛世壁藏——唐代壁畫文化特展首部曲》(110 年 3 月 2 日到 110 年

4 月 7 日展出)為例，說明臺北科大藝文中心是如何多元運用空間，透過

跨域整合，使用 AR/VR 及互動多媒體設計，呈現藝術與活動的多元特質，

進而發展觀眾和聽眾，並增進學生跨域整合的文化素養和能力。 

《盛世壁藏——唐代壁畫文化特展首部曲》以唐代的墓室壁畫為主

題，分為四個單元，分別為「長安」、「風尚」、「融匯」、「重現」，展現唐

代皇室朝廷的威嚴、唐人的裝容打扮、休閒活動、與異域商業往來的盛世

帝國以及說明壁畫修復的步驟技術，本次展覽除了針對藝文中心的空間

進行靜態的文物展示外，也包含 1 場古樂表演、6 場講座，主題契合唐代

古都西安文化、壁畫圖像意涵及欣賞、壁畫修復與大唐建築特色，分別邀

請當代專家學者蒞臨演講，以下羅列精彩講題，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李

星明教授（03/05）——唐代壁畫墓的圖像配置與文化意涵。臺北科大何

揚老師（03/11）——大唐西安之旅。故宮博物院書畫文獻處何炎泉副處

長（03/12）——唐代壁畫藝術欣賞。臺北藝術大學林保堯名譽教授（03/19）

——流失海外的唐代絹畫賞析。蔡舜任修復師（03/26）——珍貴藝術品

及文化資產修復初探（圖 21.50）。臺北科大張崑振副教授（03/30）——

再觀看梁思成的大唐建築史觀。帶給參觀者一場文化饗宴。臺北科大藝

文中心在展覽的安排上將空間分隔成四部分，搭配模型、複製壁畫（圖

21.55）、影片等互動多媒體媒材，營造唐代社會的立體面貌，使參觀者可

以透過視覺、聽覺來認識藝術作品的歷史背景（圖 21.51 至圖 21.54），除

此之外，也加入了許多「互動」的可能性，包括解謎遊戲、漢服租借等特

殊活動設計，期待讓學生透過趣味的模式發現展覽的細節、認識唐人服

飾。 

《盛世壁藏——唐代壁畫文化特展首部曲》雖是一個有關古老文明

的主題，但透過現代技法包裝，透過結合展覽、音樂、舞蹈、講座及多媒

體科技運用，帶給觀眾一場心靈富足的藝術之旅；以校內活動而言，中心

提供學生、教師不同情境的學習與教授方式，並結合動態、靜態，打破單

一性質活動，而展期間學生亦可於課後再回現場體驗和分享，延續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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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旨在提供輕鬆且沒有學習評鑑壓力的環境。這些跨域整合之內容，

皆需人力和大量時間投入準備，對一個學校的藝文中心而言，無論是財

力或人力上皆屬不易克服的挑戰，而這也凸顯大學藝文中心有別於校外

的藝廊或活動中心經營方式與標的，成為校園和社會穩定且豐富的美感

經驗提供者。 
 

 
 
 
 
 
 
 
 
 
 
 
 
 
 
 
 
 
 
 

圖 21.50 蔡舜任修復師蒞臨演講(左上)、圖 21.51 壁畫礦物顏料(右上)、圖 21.52

《盛世壁藏》壁畫複製(左中)、圖 21.53《盛世壁藏》漢服體驗(右中)、圖 21.54《盛

世壁藏》唐代建築模型解說(左下)、圖 21.55《盛世壁藏》相關圖案(右下) 

d-3 國際交流 

藝文中心所擬之國際交流富含二個層面，國際性的主題和發展參訪

國際人口，讓臺北科大的學生透過國際文化交流，達到豐富人生視野。自

106 學年，推動國際性展演(參閱表 21.8：106 年–113 年校內外活動統計

數量表)，定期舉辦中英文實體／線上展覽，促進藝文國際交流，自 106

年的國際性活動僅占全年總量 10％，爾後逐年成長，112 年達 31％。此

外，因本校僑生與國際生成長量日益重要，亦邀請其共同參與藝文活動，

培育美感素養。中心結合本校特色，利用資訊科技快速傳達藝文活動訊

息，透過設立中英文校方正式官網(https://acc.ntut.edu.tw/)、Facebook 粉絲

專頁臺北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https://www.facebook.com/ntut.acc)及自由

開放的 LINE 群組(https://lin.ee/jRUZr5Y)，與社區里民及國際進行交流，

並固定將每一檔期的活動，以中、英文搭配圖片或短片介紹，帶動校園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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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國際化，更使學子與公民們的作品或展演多了與外界對話的媒介。(圖

21.56 至圖 21.59) 

圖 21.56 非洲籍同學參觀《無人機多元運用展望》紀實(左上)、圖 21.57 南美洲同學參觀

《歲穗迎瑞——2019 名家作品聯展》(右上)、圖 21.58 瑞士友人參訪《漆藝人間國寶—

—王清霜家族作品特展》(左下)、圖 21.59 南美洲同學分享《歲穗迎瑞——2019 名家作

品聯展》美感心得(右下) 

3.長程發展策略（8 年） 

(1)社會分享 

自 106 年起，藝文中心定期提供展演資源與社區里民分享，甚而擴及至臺北各地區，

帶動社區藝文創新發展，服務社會藝文需求。每年定期舉辦夏日及冬日慈善音樂會，結

合臺北市愛樂團體合作展演慈善音樂會，透過樂聲關懷弱勢族群及獨居長者，如舉辦松

山家商合唱團的公開表演、伊甸園藝術家靜態展演活動等等，再結合里民辦公室的服務

活動，透過藝文中心電子資訊網址及 LINE 群組，邀請里民及各界人士參與活動；此外，

藝文中心也善盡大學社會責任，於 2021 年校慶時邀請屏東牡丹鄉兒童蒞臨觀展，與相

關單位教師合作規劃一天的導覽行程，帶領學童們觀賞藝文相關展覽，將美感之種子播

於心底，延續藝術資源，打破限制，並協助社會公益團體實踐偏鄉美感計畫的成果展，

法藍瓷股份有限公司長期執行的公益活動：CSR 想像計畫成果展即是一例，本著大學關

懷社會，貢獻專業協助弱勢團體的美感教育，也是臺北科大美感行動裡的重要一環，實

踐高等教育對社會的回饋。(圖 21.60 至圖 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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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0 113 年校外兒童參與《詠唱五》音樂活動(左)、圖 21.61 屏東牡丹鄉牡丹國小於

臺北科大校慶參觀《ADA 新銳建築獎特展》，與解說人員分享喜悅(右上)、圖 21.62 113

年本校外籍生參訪《亞洲建築新人戰》作品(右下) 

(2)永續文明 

奠定科技大學發展根基的臺北科大而言，除了彰顯技術扎根結合美感體驗教學之外，

臺北科技大學雖與 MIT / 東大等國際重要學府一致強調美感教育對科技菁英教育的重

要性，而臺北科大更勝一籌，洞悉在科技校園環境中，推廣文化資產價值保存與分享的

重要性及迫切性，重要性是以永續文明為目標(SDGs)，愈益凸顯科技大學美感扎根教育

及卓越藝文教育特色，迫切性是指文化資產展現土地與人的情感和記憶關係，文資更是

土地展現文化主體性的最佳主題。然而時下大學菁英對文化資產所表彰的重要意義似乎

生疏，因此，藝文中心自詡扮演推動校園文資的尖兵，中心籌辦之文資活動，範疇以文

化部所頒定領域為依據，分類為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執行策略鎖定文資展、講座及工

作坊為形式。而執行成果，自 106 年迄今，藝文中心已執行了 22 個文資展、45 場講座、

4 場工作坊。以下羅列近年藝文中心執行有關文資主題的策展活動及其他相關工作成果， 

請參閱表 21.11：106 年– 113 年藝文中心文資主題展。 

表 21.11 陳列的展覽主題項目，分別著重在木藝、玻璃、書道、花道及茶道、建築、文

資專題，壁畫、漆器、竹籐編，屬於工藝類。傳統工藝透過技藝與工具，將大自然材質

結合美感經驗或民俗文化需求，經過淬鍊的作品從工藝家手中釋放出來，是人與土地的

純淨對話，也是最能述說當地文化與美感經驗的藝術。藝文中心策劃一系列傳統工藝、

人間國寶作品展、又或結合書道、花藝與茶道，無非是希望工藝美學在這波校園美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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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中，為學生帶來文化資產的薰陶。 

綜上可知，藝文中心在安排多元藝文活動的同時，皆圍繞著中心六大主軸特色，並

朝著長程目標發展努力，其主動與積極性亦不落人後，藉由科技大學的特色，持續性更

替的藝文展演與知識性活動及其他相關文化業務推動，並發展國際化及服務社區藝文需

求，使得校園藝文空間更是有機會跨出藩籬，提供優質與美感空間，讓藝文中心成為結

合科技，展示與建構美感及知識的共同體。 

      表 21.11 106 年– 113 年藝文中心文資主題展 
主題 

 
年份/類型 

木藝 玻璃 
書道 
茶道 
花道 

建築 文資 
專題 壁畫 漆器 竹編 總計 

106 年 

展覽 2 1 - 1 - - - - 4 
講座 4 - - 2 - - - - 6 

工作坊 - - - - - - - - - 

107 年 

展覽 1 1 - - - 1 1 - 4 
講座 - - - - - 4 2 - 6 

工作坊 - - - - - - 1 - 1 

108 年 

展覽 - 1 - - - - - 1 2 
講座 - 2 - - - - - 1 3 

工作坊 - - - - - - - - - 

109 年 

展覽 - - - 1 - - - - 1 
講座 - - - 1 - - - - 1 

工作坊 - - - - - - - - - 

110 年 

展覽 - - 1 1 - 1 - - 3 
講座 - - 1 4 - 5 - - 10 

工作坊 - - - - - - - - - 

111 年 

展覽 1 - - 1 1 1 - - 4 
講座 4 - - 4 4 - - - 12 

工作坊 - - - - - - - - - 

112 年 

展覽 1 - 1 - - - - - 2 
講座 1 - 4 - - - - - 5 

工作坊 3 - - - - - - - 3 

113 年 

展覽 1 - 1 - - - - - 2 
講座 1 - 1 - - - - - 2 

工作坊 - - - - - - - - - 

總計 

展覽 6 3 3 4 1 3 1 1 22 
講座 10 2 6 11 4 9 2 1 45 

工作坊 3 - - - - - 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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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總結─培植公民美感素養之再反思 

面對科技逐漸進步，且訊息流通快速、變化萬千的現實世界，當代的主流思潮逐漸

由單一走向多元，跨域學習逐漸受到重視。美感教育發展至當代，也跨出了藝術的專門

領域，強調融入生活環境，成為多元學習、跨域合作並開創新價值的重要思考方式。美

感教育不只能發揮品德教育功能、增進學生美感、設計感，更重要的是希望藉此學習多

元開放的文化觀、價值觀，開拓學子的視閾，達到所謂跨域的成效，藉由美感素養的培

育，讓學生面對實際生活、面對所處的環境能有跳脫傳統價值的思考，建立批判能力、

發揮創造力，給予社會更有效益的回饋。 

本文著重探討科技大學的美感需求，以及二十一世紀的大學校園如何透過美的參與，

締造前瞻性美感教育，並進一步說明大學與其他中小學校最大的不同，在於大學是學校

與職場銜接的重要接點之一，科技大學與一般大學相比，除了重視知識與技能的培育，

對於美感經驗的累積更應展開積極行動。而無論是 ACUT、STEAM，MIT 或臺北科大

其所表現出對藝術、美感教育的想法和實踐，皆與教育部中長程計畫第二期所提到的跨

域學習、重視社會參與和實作的理想不謀而合。筆者於書中〈第一編科技大學的美感需

求〉所提之論述，是以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藝文中心自 106 年至 113 年的藝文活動作為深

入研究探討案例，並於〈第二編臺北科大的美感行動〉文中展開檢視與反思，再透過活

動量化、質化分析及參訪人數成長率，探討發展美感活動觀眾/聽眾之策略及其效益。 

筆者進一步說明和分析臺北科大回應當代美感教育需求的第一步，積極發展藝文的

事務，除了硬體建設，校園景觀美感與軟體投資更是大幅度的挹注。尤其，洞悉當代的

展演觀念已有了別於傳統的全新趨勢，展櫃外的展演呈現以及跨域的彈性展演為推動美

感教育帶來新契機。展場思維邁向不只關注在「物品」本身，也進而思考物品周圍的空

間、人的參與、社會及歷史的變化等更宏觀的因素。故臺北科大藝文中心除了在展演策

略上的彈性經營之外，也將自身定位為一個融入景觀的多元展演空間，嘗試突破傳統思

維界限，重視展示櫃以外的彈性展演呈現，開拓與互動裝置結合的展示內容。希望展演

可以串連社會環境、加強人在展覽中的參與、突破既有建築的框架、搜集並呈現和物件

相關觀念、多元媒介的運用，並期待透過新的嘗試，讓展演不限於「蒐藏品」，無論是想

法、觀點，或是任何其他形式的藝術展現，皆得以被展演出來。  

回溯臺北科大藝文中心 106 年至 113 年的活動總量：展覽、音樂及講座或工作坊共

計 485 場次，每年的經常經費為四十八萬六仟元，證實臺北科大的美感行動是以積極籌

辦的態度在經營。校園美育活動環繞六項主軸特色為執行指標：科技人文美學、跨域整

合、國際交流、社會分享、永續文化及公民美感素養，實踐中程和長程的美感行動，發

展出多達 21 類藝文活動，企圖以豐富多元的美感行動達到培植公民美感素養。 

美育活動自藝文中心內部整建後，108 年的音樂活動和 109 年的展演活動成長率皆

有顯著的成長，相較 107 年，音樂活動成長率達 70％，而展演活動則是較 106 年和 107

年，成長了 70%，每年展覽、音樂和講座活動在平穩中成長。此外，受人矚目的是，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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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學子自 106 年至 113 年於藝文中心主動策畫展演的成長率更是呈現臺北科大推動美感

行動的積極成效，107 年和 108 年學生的策展成長率是–22.22%和–42.86%，然而，自 109

年起，成長率分別是 50%、-33.33％、100.00％、0.00%和 62.50%。可見臺北科大藝文中

心之空間引起青年和策展單位興趣，並符合期待所需；不侷限於靜態的展示，也可同時

作為讓學生或外界嘗試表達自我的音樂與戲劇空間；或是聆聽各領域優秀工作者經歷的

拾慧空間；更是可盡情展現力與美之動態舞蹈空間。重要的是，藝文中心是臺北科大學

生作品與社會對話的窗口和平台，也透過籌辦學習成果發表或畢業展覽，學子對於美感

創思、實踐有更進一步的機會。 

對於二十一世紀大學國際化潮流中，雖然經費有限，藝文中心仍力圖推動美育活動

國際化，績效反映在國際藝文活動所占之比重，逐年與校內外活動總量達到均衡發展。

自 111 年起，校內、校外本地和校外國際活動占比分別是 36%、32%和 32%，112 年 31%、

38%和 31%，證實了校園美育行動因國際化特質而更活耀。最後，難能可貴的是藝文中

心始終不忘文化資產對科技大學美感行動的重要性與迫切性，自 106 年至 113 年以實際

行動執行了 22 檔傳統工藝、民俗和工藝人間國寶特展，搭配 45 場講座和 4 場工作坊。

以上美感行動的策劃與執行，透過藝文中心的活動參訪人數，檢視了發展觀眾/聽眾的具

體成果，由 106 年 7,909 人次，於 112 年已發展至 25,752 人次，近期 113 年達 24,673 人

次。 

透過參訪人數成長率和前文之活動量化與質化分析，說明了臺北科大發展美感行動

的主軸策略及方法，其正確性及可行性，讓藝文中心在有限時間內，達成定量化發展指

標。 

空間美感的建立，建構藝文中心之表情；再結合校內外藝術團體或個體，進行各式

跨域結合科技的藝文展演，拓展校園多元藝術發展，推廣美感行動，豐富學生與教職員

工及社會大眾的藝術及美感精神食糧，建構更宏觀的文化視野與知識，使得校園藝文空

間更是有機會跨出藩籬，提供優質與美感空間，讓藝文中心成為結合藝術與人文及科技，

展示與建構美感及知識的共同體。 

藝術與生活密不可分，臺北科大藝文中心成立時間雖不如 ACUT、STEAM、MIT 等

諸校之博物館或藝文中心來得早，但上述各大學及教育界對美感教育的支持與重視，皆

化為臺北科大藝文中心所追求的目標，藉由科技大學的特色，持續性更替的藝文展演與

知識性活動及其他相關文化業務推動，成為校園和社會穩定且豐富的美感經驗提供者。

在快速更迭的資訊爆炸時代，我們更應該培養一雙懂得欣賞美的眼睛，快速移動在城市

巷弄之餘，為美的事物——美感五覺駐足停留，而藝文中心與濟慶靜誼空間恰好提供了

場域，讓人享受片刻的心靈寧靜，修養心神，而本書亦提供歷年來藝文中心之美感五覺

實例，說明培植美感素養的可貴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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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安全衛生環保中心 

(一)現況 

1.成立歷程 

為配合國家推動校園安全衛生、環境保護暨消防管理政策，以及提昇本校教學、研

究及環境品質，防止實驗(習)場所之意外災害，以保障教職員工及學生之身心健康與生

命財產安全，於民國八十七年三月經校務會議通過，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奉教育部核

備，訂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安全衛生環保中心設置辦法，正式成立本校「安全衛生環保

中心」。 

2.組織狀況 

本校安全衛生環保中心，組織現況分為安全衛生組及環境保護組，中心置主任一人

綜理安全衛生、環境保護及輻射安全業務，各組置組長一人督導該組業務，兩組業務由

2 名技士及 3 名行政人員承辦，其中符合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各一人，並設安全衛生、環保、消防暨輻射管理委員會及生物安全暨管理委員會。 

3.各組主要業務 

(1)安全衛生組 

A.校園職業安全衛生及消防相關法令規章之彙整、宣導。 

B.釐訂校園及實驗(習)場所職業安全衛生、緊急應變及消防管理等計畫。 

C.指導、監督實施巡視、定期自我檢查、重點檢查及作業環境測定。 

D.校園及實驗(習)場所作業環境安全衛生評估及督導或執行。 

E.規劃、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消防等相關之教育訓練。 

F.調查及處理實驗(習)場所災害，辦理實驗 (習)場所災害統計申報。 

G.協調安全衛生、環保、消防暨輻射工作之經費編列及運用。 

(2)環境環保組 

A.校園環境保護相關法令規章之彙整、宣導。 

B.釐訂實驗(習)場所環保、生物及輻射之相關管理計畫、教育訓練、並督導執

行情形。 

C.指導、督導實驗(習)場所環保、生物、輻射設施之設置、檢查、管理。 

D.辦理實驗(習)場所感染性事業廢棄物、廢液及廢藥品清除處理業務。 

E.釐訂全校性危害性廢棄物處置及廢水排放之規劃。 

F.實驗(習)場所毒化物、先驅化學品、空污、輻射之運作申報、管理與追蹤。 

G.毒災事故及環境污染事故等調查、通報及協助處理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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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目標 (A-1、A-3、F-1) (SDGs 9.1、SDGs 11.5)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本校工作者分屬第二類、第三類兩個事業，每事業各置甲

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一人，其中，第二類事業設屬校內一級

行政單位之安全衛生環保中心，係維護校園實驗室安全、防火安全、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有害廢棄物清運之專責業務單位，期持續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各項業務及計畫。

此外，依循本校與臺北醫學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及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之臺北聯合大學系

統合作模式，每年度舉辦職場安全衛生管理業務交流會，藉由各校交流互相學習，研討

安全衛生管理實務執行方法及問題，藉相互交流以達互補及相關資源整合，提升安全衛

生管理效益。另本校安全衛生環保中心中長程計畫依據提供舒適學習環境(A-1)、塑造多

功能永續綠色校園(A-3)及提升行政效率優化服務品質(F-1)等三項主軸目標，及依照聯合

國永續發展目標「建設具防災能力的基礎設施，促進具包容性的永續工業化及推動創新。」

(SDGs 9.1)、「建設包容、安全、具防災能力與永續的城市和人類住區。」與「確保永續

的消費和生產模式。」(SDGs 11.5)規劃推動安全衛生環保相關業務，達到下列中長程發

展目標： 

1.建置安全的校園工作(教學)環境 (A-1、F-1) (SDGs 9.1) 

(1)擴大執行實驗室(場所)安全衛生環保巡查，期有效控制職業災害發生，預計

每年度完成本校 100 間實驗室安全衛生輔導查核。 

(2)針對不同特性實驗場所分別著重不同巡檢重點，並評估其危害特性、危險

性、實驗場所本身特性、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種類、使用量及儲存量，及儀

器設備人員操作安全性，憑以控管風險等級。 

(3)針對校園內夜間照明(路燈)，除定期檢查維護，維持夜間照明功能正常外，

億光電子董事長葉寅夫校友於 109 年 11 月捐贈更新 67 盞 LED 路燈，除提

高亮度，長壽減少故障外，更可提升校園安全。 

(4)另為朝向我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主軸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之年輕學

者養成計畫邁進，藉設置單一窗口，提供新進教師於多方嘗試創新性研究

時，相關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法規上之行政協助及更佳之實驗室申請毒性

化學物質購置核可文件申請服務，有效掌握校園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狀況，

促進校園安全。 

2.全面提升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意識 (A-1、A-3、F-1) (SDGs 11.5、SDGs 12.8)  

(1)延聘相關領域專家學者，辦理相關職業安全衛生及環保教育訓練課程，規

劃每年辦理安全衛生環保相關教育訓練 10 場次以上。 

(2)配合辦理環境保護相關課程，深植教職員及學生環境保護觀念，推動校園

環境永續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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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動教職員工健康促進 (F-1) (SDGs 11.5) 

(1)持續辦理健康檢查、健康追蹤，預計每年達成教職員健康檢查 150 人次以

上。 

(2)加強教職員工健康提升意識，規劃定期舉辦職業場所健康促進相關課程。 

安全衛生環保中心依據中長程發展計畫之 6 大主軸目標及 26 項發展策略，擬定

量化發展指標及執行期程。各項發展指標依據政府機關相關法規要求及單位執掌，訂定

發展指標，經校務發展委員會及中長程計畫書研商修訂會議及不定期內部自我檢視，針

對近中長程預定達成之定量化指標滾動式檢討修正，安全衛生環保中心定量化指標及近

三年(111-114 年 1 月 31 日)執行成效如表 22.1。 

為成為效能友善的行政團隊並朝健康智慧的綠色校園推動，本校於 111-113 年針對

校園安全及保護環境執行 5 次作業環境監測其達成率 83%、6 次緊急應變演練其達成率

200%、辦理年度健康檢查計 529 人參加、每月辦理職醫到校臨場及健康追蹤、訂定承攬

商安全衛生管理辦法、建立各系所實驗室購置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程序…等，循序邁向

綠色永續校園。 

表 22.1 安全衛生環保中心之定量化發展指標總表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年-114年1月31日) 

健康智慧

的綠色校

園(A) 

提供舒適

學習環境

(A-1) 
近程（2年） 

1. 每年新進研究生

接受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比率85%
以上。 

2. 每年度進行1次
緊急應變演練。 

3. 每半年辦理1次
作業環境監測。 

1. 111、112、113年新進

研究生接受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平均比率

83%。 
2. 111-113年共舉行6次
緊急應變演練。 

3. 111-113年共辦理5次
作業環境監測。 

建置智慧

控的優質

校園(A-2) 
近程（2年） 

1. 各樓棟呼救設施

信號集中警衛室

控管比率。 
2. 每年辦理一般健

康檢查。 
3. 每月辦理職醫到

校臨場服務。 

1. 已將各樓棟呼救設施

信號集中於警衛室控

管。 
2. 111-113年度每年辦理

年康檢查，共546人參

加。 
3. 111-113年度共60人參

加健康諮詢。 
4. 於112年11月起改為

每月辦理職醫到校臨

場及健康追蹤(原兩個

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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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年-114年1月31日) 

塑造多功

能永續綠

色 校 園 
(A-3) 

中程（4年） 

1. 訂定承攬商安全

管理。 
2. 毒性及關注化學

物質管制作業。 

1. 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

辦法。 
2. 已建立各系所實驗室

購置毒性及關注化學

物質程序，並追縱期

運作狀況。 

效能友善

的行政團

隊(F) 

提升行政

效率，優

化服務品

質 (F-1) 

近程（2年） 

管理本校具風險

性教學、實習、實

驗、研究活動等作

業場所之各系所

至少指派1人參加

急救人員訓練。 

各系所均已指派人員參

加急救人員訓練。 

長程（8年） 
強化辦理職業安

全衛生及環保教

育訓練。 

111-113年共計辦理4場
次。 

長程（8年） 

每月辦理健康促

進推廣訓練。 
110年尚處防疫期間，爰

暫緩實體課程，統計110-
112年共計辦理16場次。 

(三)近中長程發展策略 

為建構校園安全環境及維護環境，本校將分別以下列執行策略，逐步建置確保校園

教職員及學生之安全環境，預防防範可能發生之危害，期以有效控制職業災害發生，或

將其發生之危害性降至最低，並避免廢棄物或有害物質污染危害校園環境。 

1.近程發展策略（2 年） 

(1)促進教職員健康 (F-1) (SDGs 11.5) 

為促進教職員健康，規劃以健康檢查、健康追蹤推展，相關實施方式如下： 

A.健康檢查 (F-1) (SDGs 11.5) 

對教職員工進行定期健康檢查及特殊作業員工執行特殊健康檢查，並依

檢查結果進行特殊健康檢查分級管理，及做適當處置，如調離特殊作業環境

以避免危害加深或減少其危害暴露時間等有效改善措施。 

B.健康追蹤 (F-1) (SDGs 11.5) 

特殊健康檢查後，依醫師於「應處理及注意事項」所建議之期限內，使勞

工進行健康追蹤檢查，至檢查結果改善。 

C. 職醫健康諮詢 (F-1) (SDGs 11.5) 

每月為員工提供個別健康諮詢服務。員工可以根據自己的健檢結果，向

醫生諮詢相關健康問題，獲得專業的建議和指導。健康追蹤服務：我們提供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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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追蹤服務。職醫將定期追蹤員工的健康狀況，進行健康評估，並根據需要調

整相應的健康計劃。我們相信這些健康促進活動將幫助員工更好地了解和管

理自己的健康，希望能夠建立一個更健康、更有活力的工作環境，提升員工的

整體健康水平。 

(2)呼救設施集中監視 (A-2、F-1) (SDGs 11.5) 

針對各樓棟之緊急求救鈴等呼救設施，將信號集中於警衛室，當有人按下呼救設施

時，警衛能立即知道在那一樓棟發生，能立即前去了解及處理，能有效提升校園公共安

全。 

(3)實驗室人員及急救人員訓練 (A-1、F-1) (SDGs 11.5) 

為保障校內師生安全，規劃進入實驗室之研究生及相關人員，應事前通過一般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 3 小時及各系所之實驗室安全教育訓練，針對實驗室中可能造成之危害，

如毒性化學物質使用狀況、相關儀器設備危害、事故發生時應變及通報等進行訓練，期

維護實驗室研究生及相關人員安全。另要求各系所實驗室管理人員應進行急救人員訓練，

對於實驗過程中可能造成之傷害類型，如化學藥品噴濺、實驗燒杯試管破裂穿刺、吸入

性嗆傷…等傷害，進行第一時間急救處理，並送校內衛生保健組或尋求校外醫護資源救

護，期將低人員傷害程度。 

(4)緊急應變演練 (A-1) (SDGs 11.5) 

校園建築物密集及上課時間學生人數眾多，加上實驗室(場所)密集，若發生災害事

故易造成致重大災害，為降低事故發生時造成傷害，預計規劃每年度各系所及各建築大

樓應進行 1 次緊急應變演練，包含災害通報、災害處理、人員疏散等項目，並依每次演

練狀況持續改善緊急應變演練計畫，期有效率有秩序的疏散人員，避免災害時所造成的

傷害。 

(5)防火控管 (A-1) (SDGs 9.1) 

針對校內可能發生之火災爆炸事故，除依消防法規相關規定定期進行消防設備檢查

外，於實驗室(場所)安全衛生環保巡查階段，對實驗室中可能造成火災及爆炸之化學品

儲放狀況、實驗室設備及儀器與化學物質擺放情形、實驗室防火區劃等，評估其可能發

生火災爆炸之機率，配合實驗室(場所)分級管制，降低實驗過程中可能造成之火災爆炸

事故機率。 

(6)作業環境監測 (A-1) (SDGs 9.1) 

為維護校內各系所實驗室研究學生及老師安全，考量本校實驗室化學品使用多樣性

及貯存量較少之特性，先期規劃對各系所實驗室列管使用之毒性化學物質，依實驗室毒

性化學物質使用情形及用量，擇定作業環境監測計畫，對每半年進行採樣監測，評估其

環境中該化學物質存量及分布情形，配合實驗室(場所)分級管制，降低實驗過程中健康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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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建置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申購及運作管理系統((A-1、F-1) (SDGs 12.4) 

本校化工系、分子系、材資系、光電系、機械系、土木系及環境所等系所運作毒性

及關注化學物質實驗室，為臺北市環境保護局核可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為

有效管理各實驗室運作情形(購置、使用、貯存)及校內貯存量，並提供實驗室購置毒性

及關注化學物申請時之便利性，規劃建置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申購及運作管理系統，以

資訊化系統管制，控管各實驗室購置狀況及登錄使用貯存情形，避免實驗室發生危害。 

(8)推動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 (A-1、F-1) (SDGs 12.8) 

為響應環保署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推動，落實環境保護意識，提供校內教職

員生更好的使用空間環境，規劃自主取得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 1 處。 

2.中程發展策略（4 年） 

(1)實驗室(場所)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規劃、實施、檢查及改進(PDCA) (A-1、F-

1) (SDGs 9.1、SDGs 11.5) 

校園職業災害發生場所以實驗室(場所)為主要發生地點，為了防止災害發生致影響

教職員及學生人身安全及避免學校財物損失，安環中心規劃以下執行策略避免災害發生： 

A.實驗室(場所)儀器設備安全管理 

為有效預防實驗室儀器設備使用所造成之傷害，採以安全管制方式，針

對各系及各實驗室於採購儀器設備階段，要求須加裝漏電斷路裝置，並評估

儀器設備運作可能造成之安全危害，規劃裝設必要之安全防護裝置，以最安

全防護狀態下運作維護操作使用人員安全。 

B.實驗室(場所)化學品暴露管制 

針對實驗室工作人員暴露化學品程度及危害性進行評估，用以規劃校內

職業安全衛生環保相關計畫，並進行適當管制或改善措施。 

C.實驗室(場所)安全衛生環保巡查 

安全衛生環保中心安排定期及不定期安全衛生環保巡查，針對不同特性

實驗場所分別著重不同巡檢重點，並評估其危害特性、危險性、實驗場所本身

特性、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種類、使用量及儲存量，及儀器設備人員操作安全

性，憑以劃分其風險等級，列為第 1 級管制實驗室、第 2 管制實驗室及第 3 管

制實驗室。 

D.實驗室(場所)分級管制 

針對第 1 級管制實驗室增加不定期及定期巡查頻率，增加要求實驗室人

員參加一般安全衛生、安全防護設備使用、危險性機械設備操作、危害通識、

輻射安全防護、有害物質危害預防、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及生物性實驗安全等

課程時數，並要求定期提出實驗室自我安全評估報告，以實驗室管理人角色

自我評估潛藏危害因子，如何避免其發生，落實執行實驗室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第 2 級管制實驗室則定期要求實驗室人員參加相關職業安全衛生環保相



458 

關課程，並不定期及定期巡查實驗室運作狀況；第 3 級管制實驗室因管制層

級(風險)較低，則按年度職業安全衛生環保計畫定期巡查實驗室運作狀況。 

E.實驗室(場所)安全衛生改善 

定期及不定期安全衛生環保巡查結果，要求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環境

保護法相關規定之實驗室，自我評估規劃其實驗室(場所)安全衛生改善計畫，

送安全衛生環保中心列管至相關改善完成。違反毒性化學物質管理相關規定

之實驗室。 

(2)營繕、維護工程安全管理 (A-1、A-3、F-1) (SDGs 9.1、SDGs 11.5) 

A.承攬商施工安全管理 

為有效控管校園營繕工程施作時施工人員及校內教職員學生安全，規劃

E 化電子校園承攬商管制系統，於施工前填報施工期程、危險性作業、危險性

機械及設備使用情形，確切掌握本校區域內相關施工工程，避免危害發生。 

B.承攬商施工安全計畫 

施工中有危險性作業、危險性機械及設備使用情形，承攬廠商應提出施

工安全計畫，避免危險發生。 

C.施工場所安全衛生環保巡查 

依施工期程的長短及施工中危險性作業種類、危險性機械及設備使用情

形，劃分巡查評率。巡查過程中優先針對施工廠商危險性作業安全防護具使

用狀況及危險性機械及設備使用情形加強查核，若查有未配戴安全防護具進

行危險性作業及、危險性機械及設備操作，依其嚴重性要求現場改善或令其

停工至提出改善作為後，始得施工。 

D.承攬廠商分級管制 

承攬廠商分級管制依施工種類、承攬商施工安全計畫、安全衛生環保巡

查結果及施工中安全衛生環保管理情形，將承攬廠商施工安全性列管為第 1

級、第 2 級及第 3 級承攬商，分別進行管制。 

3.長程發展策略（8 年） 

(1)強化辦理職業安全衛生及環保教育訓練 (A-1、A-3、F-1) (SDGs 11.5) 

實驗室(場所)相較一般勞工作業場所，所接觸的化學物質及設備儀器種類多，且實

驗場所的空間小並有特殊設備，故本校研議增加相關職業安全衛生及環保教育訓練課程，

於相關領域延聘專家學者，對實驗室人員及從事危險作業人員強化其安全衛生觀念，以

一般安全衛生、危害通識、生物性實驗安全等課程為主，預防實驗中意外發生及降低災

害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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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廣校園環境保護意識 (A-3、F-1) (SDGs 12.8) 

另為維護校園環境狀況，各實驗室(場所)所造成的廢氣、廢液、有害廢棄物…等污

染校園或校園外環境，預計增加辦理相關課程，並通知各實驗室管理人員須必配合參加

課程，以減少各種污染物污染環境以免危害人員健康。 

(3)健康促進推廣 (F-1) (SDGs 11.5) 

針對員工健檢結果異常之項目辦理相關健康講座課程，並請職醫提供同仁健康諮詢、

健康追蹤、健康衛教等服務，規劃聘請專家辦理作業環境人因工程宣導課程，說明導入

人因工程概念益處及對員工健康的好處，改善工作環境，避免工作所造成的職業傷害。

另為加強教職員工健康提升意識，規劃定期舉辦職業場所健康促進相關課程，宣導實驗

室場所可能造成之危害及健康影響，期望讓在工作與健康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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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進修部 

(一) 現況 

1. 進修部 

本部為協助國內工商界提昇在職人員專業人力素養，秉承本校誠樸精勤之精神，以

研究實用科學與技術，培育學術、品德兼備之產業所需專業人力，提供社會人士終身學

習，永續進修之管道，朝向具有技職特色之實務研究型大學，特於民國 84 年設置進修

部，辦理進修及推廣教育事宜；分設教務、碩專生教務、學生事務、總務四組及推廣教

育中心。目前辦理學制計有四技進修部、四技產學訓專班、四技產學攜手專班、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管理學院 EMBA 專班、管理學院境外 EMBA 專班、高階管理碩士雙聯

學位專班、人工智慧與大數據高階管理雙聯碩士學位學程及高階土木營建工程管理雙聯

碩士學位學程。 

為提昇學生實務技能並解決產業用人需求與落差，進修部自 112 學年度起與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各分署合辦四技產學訓專班轉型為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分別為「車輛

工程系」、「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電子工程系」、「工業設計系」，目前四技產學訓專

班及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設有 5 系共 23 班，學生數約 687 人，四技進修部產學專班

113 學年度已停招及持續招生之系年班級如表 23.1。 

表 23.1 113 學年度四技進修部產學專班已停招及持續招生之系年班級表 

專班 產學訓專班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 

系所 

年級 
機械系 車輛系 能源系 電子系 工設系 車輛系 能源系 電子系 工設系 

一年級 停招 停招 停招 停招 停招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二年級 停招 停招 停招 停招 停招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三年級 停招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四年級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四技進修部目前設有電子工程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資訊與財金管理系、電機工

程系等 4 系 12 班，學生數約 205 人，四技進修部 113 學年度已停招及持續招生之系年

班級如表 23.2。 

表 23.2 113 學年度四技進修部已停招及持續招生之系年班級 
系所 

年級 電機系 電子系 工管系 資財系 

一年級 停招 停招 停招 停招 
二年級 停招 停招 在學 在學 
三年級 停招 停招 在學 在學 
四年級 停招 停招 在學 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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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目前設有 20 所、管理學院 EMBA 境內、境外共 8 專班及雙聯

學位學程，涵蓋 6 學院，碩專班學生人數約 1,643 人。 

(1) 機電學院：機械工程系機電整合碩士班、製造科技研究所、車輛工程系碩士

班、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碩士班、自動化科技研究所，機電學院 113 學年

度已停招及持續招生之系年班級如表 23.3。 

表 23.3 機電學院 113 學年度已停招及持續招生之系年班級表 

系所 

年級 
職機電所 職製科所 職車輛所 職能源所 職自動化所 

一年級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二年級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三年級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四年級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2) 電資學院：電機工程系碩士班、電子工程系碩士班、人工智慧與大數據高階

管理雙聯碩士學位學程，電資學院 113 學年度已停招及持續招生之系年班級

如表 23.4。 

表 23.4 電資學院 113 學年度已停招及持續招生之系年班級表 

系所 

年級 
職電機所 職電子所 

高階人工智慧管理 
雙聯專班 

一年級 在學 在學 在學 

二年級 在學 在學 在學 

三年級 在學 在學 在學 

四年級 在學 在學 在學 

(3) 工程學院：土木工程系土木與防災碩士班、資源工程研究所、環境工程與管

理研究所、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所、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化學工程碩士班、

分子科學與工程系有機高分子碩士班、高階土木營建工程管理雙聯碩士學位

學程，工程學院 113 學年度已停招及持續招生之系年班級如表 23.5。 

表 23.5 工程學院 113 學年度已停招及持續招生之系年班級表 

系所 

年級 
職土木所 職資源所 職環境所 職材料所 職化工所 職高分所 

高階土木 
雙聯專班 

一年級 在學 停招 在學 停招 在學 在學 停招 

二年級 在學 在學 在學 停招 在學 在學 停招 

三年級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四年級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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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系碩士班、工業工程與管理 EMBA 專班、經營管理

EMBA 專班、資訊與財金管理 EMBA 專班、資訊與財金管理 EMBA 專班(北

科附工校區)、高階管理碩士雙聯學位學程、管理學院 EMBA 泰國專班、管

理學院 EMBA 大上海專班、管理學院 EMBA 華南專班，管理學院 113 學年

度已停招及持續招生之系年班級如表 23.6。 

表 23.6 管理學院 113 學年度已停招及持續招生之系年班級表 

系所 

年級 
職經管所 工管

EMBA 
經管 

EMBA 
資財 

EMBA 
桃資財 
EMBA 

雙聯

EMBA 
泰國

EMBA 
大上海 
EMBA 

華南 
EMBA 

一年級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停招 停招 停招 

二年級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三年級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停招 停招 停招 

四年級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在學 

(5) 設計學院：建築系建築與都市設計碩士班、工業設計系創新設計碩士班、互

動設計系碩士班，設計學院 113 學年度已停招及持續招生之系年班級如表

23.7。 

表 23.7 設計學院 113 學年度已停招及持續招生之系年班級表 

系所 

年級 
職建都所 職創新所 職互動系 

一年級 在學 在學 在學 

二年級 在學 在學 在學 

三年級 在學 在學 在學 

四年級 在學 在學 在學 

(6)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應用英文碩士班、智慧財產

權碩士班，人社學院 113 學年度已停招及持續招生之系年班級如表 23.8。 

表 23.8 人社學院 113 學年度已停招及持續招生之系年班級表 

系所 

年級 
職技職所 職英文所 職智財所 

一年級 在學 在學 在學 

二年級 在學 在學 在學 

三年級 在學 在學 在學 

四年級 在學 在學 在學 
 



463 

本校進修部設有推廣教育中心，響應政府推動終身教育學習政策，落實建構終生學

習永續進修之教育發展管道，擴大辦理推廣教育之各類推廣課程，積極辦理回流教育。

本中心以提升學識成長、專業技能為主，生涯教育為發展架構，規劃符合社會工商業界

需求之學習課程，使本校推廣教育朝多元化、專業化與企業化發展，開創本校特色教育

課程，建立「產業最佳夥伴」的社會形象。 

推廣教育中心評估本校系所特色，整合校內資源規劃辦理各類型推廣教育班次，並

開設本校既有學制之碩士與學士學分班系列及非學分班系列(專技高考、語文學習、企管

經貿、財會金融、設計創新、資訊科技、藝文生活、健康養生、服務產業等課程)，每學

期開課超過 100 班次，近年辦理政府委訓計畫，開辦產業新尖兵青年就業培訓課程，成

為大臺北地區民眾以學識及專業技能成長為目標，生涯教育為架構之成人終身學習優質

教育環境。 

2. 進修學院：配合校務規劃，自 106 學年度起停止招生。 

(二) 發展目標 (A-1、B-1、B-2、B-3、B-4、C-1、E-2、F-3) 

進修部秉承本校誠樸精勤之精神，以研究實用科學與技術，培育學術、品德兼備之

產業所需專業人力，朝向具有技職特色之實務研究型大學，並配合教育部開闢第三條教

育國道之既定政策，協助國內工商界提昇在職人員專業人力素養為目標，提供社會人士

終身學習，永續進修之管道。 

進修部發展目標之建立，著重本校健康智慧的綠色校園、多元創新的學習環境、全

人發展的孕育搖籃、深耕學研究國際交流及校能友善的行政團隊等五項主軸目標，逐步

實行，並持續順應學校政策進行追蹤檢討訂定本部定量化指標及近 3 年(111-114 年 1 月

31 日)執行成效如表 23.9。 

中長程發展策略則依據五項主軸目標項下之提供舒適學習環境(A-1)，強化課程統整，

精進學生跨域整合的專業能力(B-1)、提升產學合作，校友資源利用，及硬體設備更新(B-

2)、發展創新的教學模式，建構以學生為主的學習環境(B-3)、攜手多元產業合作模式，

培育優質跨域就業人才(B-4)、強化學生多元社團經驗與服務學習機會(C-1)、技職特色國

際交流模式(E-2)、強化成本控制機制，擴展學校財務來源(F-3)等八項發展策略細化制定

工作項目。 

1. 整合進修部教學資源 (B-1) 

(1) 教學與課程兼具多元化與專業化。 

(2) 攜手產業，強化教師實務能力。 

(3) 培育優質就業與創業人才。 

2. 配合教育部技職再造第二計畫 (B-4) 

(1) 重視實作能力培養，展現技職教育核心價值。 

(2) 辦理四技學優專班、四技產學專班，提供學生多元入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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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應少子化趨勢，調整各系招生員額配置開設特色專班，以強化進修部招生

優勢。 

A. 開授線上學習與數位學習課程。 

B. 積極進行學制與教學型態轉型。 

C. 延續既有校務發展基礎。 

D. 全方位發展各項業務。 

3. 健全推廣教育中心組織 (B-1) 

(1) 組織採分工架構，落實與企業專業合作機制。 

A. 辦理在職訓練課程及擴展企業培訓課程。 

B. 培訓社會人士職場專業知識與技能，增進社會服務。 

(2) 開發多元化課程，提升推廣教育課程質量與課程數量之目標。 

(3) 強化行銷宣傳，維持訓練品質及持續成長，以提升推廣教育效能。 

4. 強化社團活動與專業課程融入服務學習 (C-1) 

(1) 訓練學生獨立判斷能力及團隊合作。 

(2) 培養學生面對困難接受挑戰的毅力。 

(3) 加強學生品德教育，陶冶優良的人格特質與人文素養。 

5. 提升推廣教育成效 (F-3) 

(1) 推動推廣教育社區化、產業化、專業化與國際化。 

(2) 全方位開發各類課程，增進社會需求服務。 

(3) 加強通識、人文、生命教育及世界公民品德意識之傳達。 

(4) 開源節流永續經營，提升開辦業績以成長校務基金。 

6. 強化技職教育之實務能力 (B-3) 

(1) 因應生源變化與社經產業需要規劃招生策略。 

(2) 開授線上學習與數位學習課程。 

(3) 積極進行學制與教學型態轉型。 

(4) 延續既有校務發展基礎，全方位發展各項業務。 

       表 23.9 進修部之定量化發展指標總表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健康智慧

的綠色校

園(A) 

提供舒適

學習環境

(A-1) 
中程（4 年） 

透過整潔比

賽規劃評分

機制並於每

月頒獎，以

提升學生品

德等生活教

育。 

 進修部辦理整潔比賽，由工讀同學每

晚下課後進行評分，評比前三名之班

及發給獎金鼓勵。 
 第一名獎金800元整、第二名獎金600
元整、第三名獎金 500 元整。 
學年度 111 112 113 
共發出 
獎金金
額(元) 

7,600 13,300 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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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多元創新

的學習環

境(B) 

攜手多元

產業合作

模式，培

育優質跨

域就業人

才(B-4) 

近程（2 年） 

進修部開設

產學攜手專

班 2.0 計畫

持續每年申

請計畫並通

過 計 畫 專

班。 

 自 112 學年度起，教育部擴大辦理產

攜 2.0 計畫，整合跨部會合作企業資

源及相關產學計畫，進修部以原本能

源系、車輛系、電子系及工設系設為

配合系所，積極開拓與企業結盟的機

會。 
113 學年度產攜 2.0 計畫專班招生情

形如下表： 

系所 招生 
名額 錄取率 註冊率 

能源系 50 47.95% 64% 
車輛系 30 44.12% 100% 
電子系 50 46.73% 100% 
工設系 30 60% 100% 

 

中程（4 年） 

建立完善的

推廣教育，

強化推廣教

育課程豐富

性、拓展推

廣教育課程

類型及特色

專班。 

 規劃符合社會工商業界需求之專業

化學習課程，提昌終身學習，並確保

環境品質及永續管理環境資源。 
 發展多元化的學習選擇，成為各領域

之專業人士加強國際競爭力及職場

加值之最佳學習管道。 
111-113 年度推廣教育收入表(元) 
年

度 111 112 113 

學

分

班 
9,395,944 10,984,414 10,896,334 

非

學

分

班 

29,789,726 15,859,176 8,678,604 

隨

班

附

讀 

2,131,000 2,564,500 2,095,500 

總

計 41,316,670 29,408,090 21,670,438 
 

效能友善

的行政團

隊(F) 

提升行政

效率，優

化服務品

質(F-1) 

近程（2 年） 

進修部推廣

教育計畫 -
提升行政效

率。 

 建立營運系統依推廣教育中心營運

作業流程，客製化供內外部使用訊息

之電子化資訊系統，能協助更有效率

處理交易，控制作業流程、支援同仁

們協同作業，並能即時更新推廣教育

中心之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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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UTA 雙聯專班甫由本校全責招生、輔

導學生，並聘任專責人員協助，諸多

工作事項尚未經歷或精進，故規劃於

新年度中建立 UTA 雙聯專班在宣傳、

招生、教學、輔導等教務工作之作作

業程序。 

(三) 近中長程發展策略 

進修部依據本校五項主軸建立近中長程發展策略，以攜手產業、精進學子理論實作

併行能力及跨域學習，辦理產學攜手特色專班，配合企業夥伴人力需求，與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各自辦訓練科合作，輔導學生取得甲乙級證照；推廣教育部分，規劃符合社會

工商業界需求之專業化檢定課程，以達到 SDGs 指標內確保全面、公平及高品質的教育，

提倡全民終身學習，並策進永續的經濟成長，提升勞動生產力，確保全民有優質的就業

機會。 

1. 近程發展策略（2 年） 

(1) 進修部開設產學攜手專班 2.0 計畫 (0+4 方案)(B-4) 

教育部擴大辦理產攜 2.0 計畫，整合跨部會獎勵合作企業資源及相關產學計畫，本

部與勞動部配合之「四技產學訓合作訓練計畫」已納入產攜 2.0「技專校院在職進修方

式之四技(0+4)」方案，目前以原有的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電子工程系、車輛工程系

及工業設計系為配合系所，積極開拓與企業結盟機會，鼓勵教師與業師共同指導專題計

畫。拓展產業之合作專班開發，配合企業夥伴人力需求，開設企業職能需求課程，以提

供企業客制化人才訓練計劃。 

A.配合教育部推動產學攜手專班 2.0計畫「技專校院在職進修方式之四技(0+4)」

方案；配合系所填報訓練計畫書，包含專業課程開設、實習企業相關檢核文

件蒐集，製作三方合作合約書，並制定招生規劃。 

B.透過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各分署安排職業技術訓練，透過開設職能實作

練習，並以就業為導向的課程規劃，加強技職學生專業之能力與就業技能。 

C.分署職業技術訓練結訓後正式受雇於合作企業，利用平日夜間與週六完成

學校正規教育課程及大學四技畢業學分，培養學生專精職業訓練，強化就業

實力。 

D.以精進專業技術訓練，並輔導學生技能檢定，期培育出具有專業甲、乙、丙

級技術證照與實務工作經驗之學士及技術人才，拉進學用間之差距，深化產

學鏈結，提升畢業生就業競爭力及職場升遷發展機會。 

(2) 進修部推廣教育計畫-提升行政效率 (F-1) 

優化推廣教育服務品質，健全資訊系統(作業流程全程電子資訊化)，推廣教育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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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之教課務資訊納入學校系統完整保存，以供內外部需求使用。建立營運系統依推廣

教育中心營運作業流程，客製化供內外部使用訊息之電子化資訊系統，能協助更有效率

處理交易，控制作業流程、支援同仁們協同作業，並能即時更新推廣教育中心之資料庫。

提供資訊供管理者進行資料整合、分析作為判斷決策運用學分課程之學員學分相關資料

納入學校教課務系統妥善管理之討論及建立功能建置方案。進行現有行銷(網頁)、招生

公告、報名繳費、課務、教務等分別功能資訊系統之整合、效能優化及管理功能開發。 

(3) 加深與北科附工人才交流 

基於桃園在地人才進修需求與國家政策考量，進修部於 106 學年度起辦理資訊與財

金管理 EMBA 專班-北科附工校區招生，除借用北科附工教室辦理活動外，也積極與北

科附工進行兩校聯誼活動，透過捐款方式持續為北科附工清寒逆境上游學子進行募資，

111 學年度募款金額達 218,000 元。 

(4) 產學攜手學生實習合約製作流程簡化與 E 化 (F-1) 

為節省人工與紙本資料傳遞等流程，將產學攜手學生實習合約透過線上資料蒐集與

彙整製作，提升行政效率及優化服務品質，以更有效能的達到資料查詢、處理、運用及

分析。 

A.簡化學生與實習廠商資料收集之作業流程，提升行政效率。 

B.減少行政同仁繕打彙整資料，加速合約製作流程。 

C.透過資料庫儲存資料並加密管理控制，方便彙整及分析學生實習數據。 

(5) 推廣教育中心-進駐隆玉科技大樓課程開班及業績增長規劃 (F-3) 

進駐隆玉科技大樓四樓至六樓，建置推廣教育專屬教室空間，以提升更專業化之推

廣教育訓練。 

(6) 拓展推廣教育中心學分班與非學分班系列相關課程 (F-3) 

拓展推廣教育中心學分班與非學分班系列相關課程，開辦推廣教育課程，培訓相關

領域專業人才，善盡社會責任。 

(7) 管理學院 EMBA 專班教學品保機制查核 (C-3) 

透過教學品保機制，其運作流程包含課程規劃、教學實施、教學評量與學生輔導等

要點，協助審視管理學院 EMBA 專班學生的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據此調整教師教學

策略及未來課程模組規劃，以精進管理學院 EMBA 專班學生的特質，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 

(8) 碩專班招生名額依指標調整未來招生名額 (F-1) 

蒐集近年碩士在職專班各項招生與就學狀況比率，作為研擬新年度招生名額調整之

計算基準，依據目前各系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與就學狀況調整招生名額，以達到合適選才

之目的。 
  



468 

2. 中程發展策略（4 年） 

(1) 建立完善的推廣教育 (B-4)(SDGs 4、SDGs 6、SDGs 8、SDGs 13) 

強化推廣教育課程豐富性、拓展推廣教育課程類型及特色專班，強化本校推廣教育

系列課程之行銷宣傳，提供完善且便利的優質學習環境，提升開辦績效。 

A.規劃符合社會工商業界需求之專業化學習課程。 

a.確保全面、公平及高品質教育，提昌終身學習，辦理專技高考技師學分班、

工地主任(回訓)班及品管班。 

b.確保環境品質及永續管理環境資源，辦理環境工程技師學分班。 

c.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提升勞動生產力，確保全民享有優質機會，

辦理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檢定學分班。 

d.完備減緩調適行動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辦理溫室氣體排放主導查證

員認證課程。 

B.發展多元化的學習選擇，成為各領域之專業人士加強國際競爭力及職場加

值之最佳學習管道。 

C.加強各式媒體及訊息發佈之實體通路(如 DM、面紙廣告發送、派報、社區

大學、校友單位)。 

D.開發虛擬通路(社群網路、通訊軟體) ，強化現有空間設備資源管理系統。 

E.結合各系所資源(如：專業教室、電腦教室及專業設備)，以提昇空間設備使

用效益。 

(2) 擴大推廣教育中心業務範圍 (B-3) 

制定推廣教育中心之相關課程招生目標，提供完善且便利的優質學習環境，以提升

開辦業績。 

A.配合大臺北社區在職從業人員特性、需求，辦理推廣教育相關課程、在職訓

練課程及擴展企業培訓課程，共同培訓社會人士職場專業知識與技能，增

進社會服務。 

B.於國內及境外地區廣設分部及專班，擴大服務區域，增加推廣教育服務對象

(從無到有)。 

C.提供獨立發展之基礎，擴展各項業務，開班績效倍數成長，以充實校務基金。 

(3) 提供舒適學習環境 (A-1) 

加強同學於上課前後應做清掃整理環境動作。提升同學品德、品質及品味的生活教

育，提供舒適良好的學習環境。 

A.辦理整潔比賽制定評分機制並於每月頒獎。 

B.培育同學養成清掃整理環境的良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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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長程發展策略（8 年） 

(1) 增加學生的國際視野 (E-2) 

提昇教師英語授課能力，增加英語授課課程，校園網頁及申請文件全面雙語化，塑

造外籍生友善的學習環境，加強學生外語的能力。 

A.鼓勵碩專班學生參加英語標準化測驗。 

B.與日間部共同辦理外語獎勵與鑑定機制，透過現行英語畢業門檻承認之測

驗(如多益、全民英檢、劍橋領思、托福、雅思等)建立具有信效度之「校內

英檢」，學生英語程度相當於英語畢業門檻標準之成績始得畢業。 

C.透過與日間部定期辦理英文會考及英語畢業門檻鑑定考，進行能力分班及

適才適性之英文教學。 

D.追蹤學生學習成效及取得英文畢業門檻之數量。 

(2) 推動課程整合，精進學生能力 (B-1) 

提高日間部與進修部開設合授專業選修課程，提供選課彈性，以提高學生報考意願。

邀聘優質師資，提供優質教學，配合政府政策及社會需求，規劃理論與實務並重之課程。 

A.配合日間部教務處同步推動增加英語授課數。 

B.鼓勵教師邀請業師參與教學工作。 

(3) 擴展雙聯學制及境外專班 (E-2) 

擴大國際交流提升國際知名度，邁向國際優質科技大學。配合日間部教務處同步推

動，增加專班數和學生數，放寬 EMBA 境外專班轉換班別的條件和次數，讓在職進修學

生可以隨海外派遣地點的變更，彈性到最適合的地區班別上課，配合雙聯學制國外合作

學校，已於 109 學年度人工智慧與大數據高階管理雙聯碩士學位學程、110 學年度高階

土木營建工程管理雙聯碩士學位學程開始招生，持續拓展中。 

A.擬訂相關專班招生辦法，以逹到增班效能。 

B.鼓勵學生參與國際交換或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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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秘書室 

(一)現況 

秘書室置行政業務組及公共關係組，辦理本校綜合性會議議事、中長程校務發展計

畫、年度重要工作項目、專案列管追蹤、內部控制、內部稽核、校務基金稽核、個人資

料保護、臺北聯合大學校際合作、推動聯合服務中心、與北科附工資源共享、機要事務、

核閱文稿、單據憑證用印、兼辦政風業務、提升學校國內外形象與知名度、公共關係事

務及媒體聯絡、發佈新聞稿及校外宣傳文稿、國際公關事務、編輯英文電子報、網路及

學生社群經營與規劃、探討校務基礎業務等業務。 

(二)發展目標 (D-2、E-3、F-1、F-3) (SDGs 4.3、SDGs 16.6、SDGs 16.8) 

秘書室秉持作為校長幕僚、校務推動引擎、校務協同規劃者、協調溝通者、計畫執

行者的角色；辦理機要與公關業務、經常性業務、校務規劃與推動及專案業務。以學校

定位、教育目標及校長的願景及治校理念，訂定校長的施政主軸方針及各方針所希望達

成的目標，供各單位本於業務職能對準各項主軸目標展開成為各種執行策略，於年度重

要工作項目中具體呈現各種執行方案或措施；滾動式修正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並具體對

應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及 169 項細部指標，擬訂本校校務永續發展規劃內

容，全方位推動永續發展校務。 

秘書室負責主管會議、共識會議、行政會議、校務會議等重要的決策會議，其中主

管會議為決策雛型與事務協調及應變處理的核心會議，對於相關決議事項均列管追蹤，

定期彙報進度供主管掌握現況，作為後續研提法規、措施的基礎。 

為確保本校各業務遵循法令，持續推動內部控制制度、內部稽核及個人資料保護，

檢討並遵守作業程序，降低業務風險，達成施政目標。藉以提升行政效能並監督相關單

位開源節流及財物控管情形。又為提高行政單位服務效能，秘書室推動聯合服務中心，

由教務處、學生事務處、總務處、人事室、主計室、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合作提供跨單位

便捷服務。 

秘書室為落實全球在地化提升國際能見度，及順應教育部在 2015 年推動「大學提

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除積極開發符合外籍生閱讀習慣的網頁或平面資料，透過

不同媒體與社群平台向國際推播校務活動及訊息、刊登廣告，希望藉此達到校園友善的

雙語服務及提升本校國際知名度。此外，秘書室負責承接校長使命持續精進與臺北聯合

大學系統學校水平整合及北科附工向下扎根之跨域合作。面對外在環境的激烈競爭，本

校為達到發揮校際間互補性及整合資源的目標，與臺北醫學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及國立

臺灣海洋大學所組成之臺北聯合大學系統，除積極加強校內各學門領域之整合外，更藉

由聯合大學系統結合四校教學研究的能量，整合資源擴增規模、發揮互補性，提升教育

品質與學術水準，達到世界一流大學的目的。同時，本校以大手攜小手之理念，配合北

科附工校內的主要學生活動，採以北科教師與附工教師共同合作指導附工學生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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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北科附工專題製作共同指導」、「北科附工全國競賽共同指導」等活動至今已逾一

百五十場，合作成果十分亮眼，透過臺北科大師生攜手北科附工師生一同指導，讓北科

附工學生享有得天獨厚的雙倍師資加持，奠基良好基礎能力，並深化研究學理知能，屢

屢於全國技能/技藝競賽爭取許多佳績，為兩校增添榮耀。 

秘書室依據中長程發展計畫之 6 大主軸目標及 26 項發展策略，擬定量化發展指標

及執行期程。各項發展指標依據單位資源條件、軟硬體設備及近年表現，篩選出特色亮

點指標，再從中訂定核心發展指標。每學期透過校務發展委員會及中長程計畫書研商修

訂會議，持續針對各單位近中長程預定達成之定量化指標進行追蹤檢討。秘書室之定量

化指標及近三年(111-114 年 1 月 31 日)執行成效如表 24.1。 

秘書室近三年執行成效皆完成指標，在持續提升世界校際排名方面，本校在世界大

學排名中，已連續多年進入最具指標性的 QS 世界大學排名與英國泰晤士(THE)高等教

育世界大學等排名。在協助建置國際友善校園環境方面，本校出版英文雙月刊—Taipei 

Tech Post 雙月刊紙本提供各系所、圖書館、校友聯絡中心及國際事務處等單位作為公關

刊物使用。Taipei Tech Post 內容同步更新至學校英文首頁(https://www-en.ntut.edu.tw/)，

俾利國內外網頁訪客皆能迅速擷取最新消息。為落實本校全球在地化提升國際能見度，

秘書室公關組透過網路、平面、電視及廣播等各種媒體，宣傳學校辦學特色、傑出績效、

師生獲獎榮譽和社會貢獻等。同時協助本校最新媒體報導同步轉載於學校首頁、校內電

子看板，併同首頁 banner、榮譽獎項、校園生活等進行新聞中心管理，透過媒體行銷塑

造學校正面形象。 

在提升行政效率，優化服務品質方面，本校行政服務為落實提供「一個窗口、聯合

服務」之理念，特於第三教學大樓 1 樓設置聯合服務中心。該中心目前由教務處、學生

事務處、總務處、人事室、主計室派駐人員開設 4 個櫃臺，採隨到隨辦方式，並配合本

校計算機與網路中心開發之聯合服務中心資訊系統、行動支付方式及全功能成績列印自

動化繳費系統，提供學生、行政及教學單位全方位便捷服務。在精進個資保護制度方面，

本校目前參考 BS 10012 個人資訊管理系統英國標準，依 PDCA 循環持續維運及精進本

校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在強化內部稽核方面，本校每年執行校務基金稽核任務時，

均將「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 8 條應稽核項目及「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21 條校務基金缺失或異常事項納入當年度稽核範圍。其中，設置

條例所提學校應稽核項目涵蓋校務基金的交易循環，管監辦法所提缺失或異常事項應稽

核項目亦包含年度決算實質短絀、開源節流計畫之執行未具成效、賸餘或可用資金有異

常減少等事項，其目的均在確保本校校務基金能妥善運用，並善用開源節流增加財務能

量，以支應各項校務發展所需經費。 

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 6 項治校主軸目標與其項下 26 項發展策略，已具體對應聯合

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及 169 項細部指標，並據以擬訂本校校務永續發展規劃內

容，全方位推動永續發展校務。在臺北聯合大學校際合作方面，本校與各伙伴學校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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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每年輪流定期召開數次學術合作專題研究計畫討論會議，以順利推動四校合作計畫。

未來北科大與北科附工之發展重點將著重在共同籌設院層級的「技術及職業教育暨產業

人才發展中心」，提供大桃園地區產業人才在職訓練。 

表 24.1 秘書室之定量化發展指標總表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深耕學研

的國際交

流(E) 

落實全球

在地化提

升國際能

見度(E-3) 

近程（2 年） 

持續提升世界

排名： 
1. 世界大學排

名 資 料 填

報、分析及

宣傳。 
2. 不定期召開

提升本校競

爭力會議。 

1. 2024 年世界大學排名中得到排

名第 431 名。 
2. 2025 年世界大學排名中，躍升至

第 425 名，穩居全台第 6，締造

本校歷年來最優異的成績。 
3. 共召開 30 次提升本校競爭力會

議。 

協助建置國際

友 善 校 園 環

境： 
1. 每 二 個 月

(奇數月 )發
行一次。 

2. 出版臺北科大英文雙月刊 —
Taipei Tech Post，精選本校重點新

聞及光榮事蹟，至 114 年初已規

劃發行至第 66 期。 

透過媒體行銷

塑造學校正面

形象： 
1. 每二個月至

少發布四篇

新聞稿。 
2. 每半年至少

規劃二項學

校 廣 告 刊

播。 

1. 近三年(111-114 年 1 月 31 日)共
發布 166 篇新聞稿，共計獲得

3,836 則新聞露出；以 113 年為

例，主動推播世界排名屢創佳績、

光寶北科中心揭牌、USR 蕨類永

續校園、記憶・技藝展、梁見後

畢典演講、Google 資安合作、淨

零永續中心揭牌、校史藝文園區

揭幕、野柳 USR 成果、建啤案聲

明、各種教學研究成果及得獎事

蹟等 54 篇新聞稿，共計獲得

1,304 則新聞露出。 
2. 已採購 Cheers 大學指南數位廣

編、遠見大學指南數位廣編、遠

見研究所指南數位廣編、經濟日

報及工商時報見刊合作等。 

效能友善

的行政團

隊(F) 

提升行政

效率，優

化服務品

質(F-1) 

近程（2 年） 

推動聯合服務

中心： 
1. 每年至少召

開 2 次聯合

服務中心相

關會議，提

本校 111-113 年共召開 17 次聯合服

務中心相關會議，持續檢討新增服

務項目及提升服務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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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高跨單位聯

合 服 務 效

能。 

精進個資保護

制度：  
1. 每年檢視並

更新 1 次個

資保護專區

網頁資訊。 
2. 每半年辦理

1 場個資保

護說明會或

專題演講。 
3. 每半年利用

小郵差或電

子郵件等方

式進行教職

員工個資保

護 宣 導 1
次。 

4. 每年執行 1
次全校個人

資料檔案盤

點及風險評

鑑。 
5. 每年召開 1
次個人資料

保護管理委

員會會議。 

1. 配合個人資料保護法、教育體系

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規範及

實務需求，檢視並修訂本校個資

保護規範，111-113 年新增及刪修

個資管理制度四階文件共 19 份。 
2. 111-113 年針對本校教職員工共

辦理 3 場個資保護專題演講及 6
場說明會，另派員參與校外個資

保護訓練共 5 人次。 
3. 111-113 年利用小郵差及電子郵

件進行教職員工個資保護宣導計

11 次。 
4. 111-113 年共執行 3 次全校個人

資料檔案盤點及風險評鑑。 
5. 111-113 年共召開 3 場個資保護

管理委員會會議。 

強化成本

控 制 機

制，擴展

學校財務

來源(F-3) 

中程（4 年） 

落實內部稽核

作業： 
1. 每半年進行

1 次稽核結

果改善及建

議 事 項 追

蹤，並簽報

校長核定。 
2. 每年應將稽

核計畫、稽

核報告公告

提供給校續

中心公告於

1. 111-113 年共完成 5 次稽核追蹤

簽報校長，經由內部稽核小組定

期追蹤，以提升各受稽單位改善

效率。 
2. 111-113 年稽核計畫、稽核報告已

公告 3 年資料於學校網站公開資

訊專區。校務基金稽核結果分別

有 41、28、13 項改善及建議事項，

年度內部稽核結果分別有 56、
30、23 項改善及建議事項。 

3. 校務基金內部稽核已完成下列事

項： 
(1) 111-113 年均於每年底完成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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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學校資訊公

開專區。 
3. 校務基金內

部稽核應完

成 下 列 事

項： 
(1) 「 國 立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管 理 及

監督辦法」

(110.05.19)
增訂第 17-
1 條，每年

應於 12 月

底 前 完 成

次 年 校 務

基 金 年 度

稽核計畫，

並 經 校 長

簽 核 同 意

後實施。 
(2) 每年2月底

前 應 完 成

前 一 年 度

稽核報告，

並 將 工 作

底 稿 及 相

關 佐 證 資

料 整 理 成

冊。 
(3) 每 年 稽 核

結 果 應 於

校 務 會 議

中 進 行 報

告。 
4. 應於每年實

地稽核前召

開 1 次年度

內部稽核小

組會議。 

基金計畫及簽核作業，共計 3
次。 

(2) 111-113 年均於 2 月底前應完成

前一年度稽核報告，共計 3 次，

並將工作底稿及相關佐證資料

整理成冊。 
(3) 111-113 年稽核結果分別於

112.06.06、113.06.11 共計 3 次於

校務會議中進行報告。 
4. 111-113 年年度內部稽核小組會

議共召開 3 次，分別為 111.06.01、
112.08.14、113.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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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提升行政

效率，優

化服務品

質(F-1) 

長程（8 年） 

落實校務發展

計畫： 
1. 每學期定期

召開 1 次校

務發展委員

會議提案討

論中長程發

展 計 畫 內

容。 
2. 依每學期校

務發展委員

會議之校外

顧問計畫書

修 訂 意 見

( 視修正需

求)，召開中

長程發展計

畫書研商修

訂會議。 

1. 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經校務會議

審議通過後，由各單位落實執行，

然為配合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之

訂定，每學年協請各單位重新檢

視中長程發展計劃主軸目標之對

應性。 
(1) 共召開校務發展會議 6 場。 
(2) 共召開中長程發展計畫書修

訂研商會議 6 場。 

務實導向

的產學研

發(D) 

強化跨校

及跨域研

究合作的

機制(D-2) 

擴展多樣跨域

環境： 
1. 臺北聯合大

學 校 際 合

作： 
(1) 聯 盟 學 校

持 續 規 劃

每 年 輪 流

定 期 召 開

數 次 學 術

合 作 專 題

研 究 計 畫

討論會議。 
(2) 定 期 舉 辦

跨聯盟「聯

合 研 究 媒

合論壇。 
2. 定期與北科

附工學術交

流合作。 

1.臺北聯合大學校際合作： 
(1) 不定期舉辦四校研究媒合交流

會議：3 場。 
(2) 計畫執行經驗分享會與其他研

發推動相關之業務討論會議：17
場。 

(3) 與其他國內知名醫院如振興醫

院合作，與日本國立六大學合作

聯盟(簡稱 SixERS)已簽署聯盟

對聯盟合作協議(MoU)定期舉

辦跨聯盟「聯合研究媒合論壇」：

3 場。 
2.與北科附工學術交流合作： 
(1) 全國競賽共同指導：68 件。 
(2) 技優生共同指導：24 件。 
(3) 專題製作共同指導：26 件。 
(4) 專案活動：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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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中長程發展策略 

秘書室發展目標之建立，著重本校務實導向的產學研發、深耕學研究國際交流及校

能友善的行政團隊等三項主軸目標，逐步推展近中長程發展策略。依據三項主軸目標項

下分成四項發展策略，分別為：(1)強化跨校及跨域研究合作的機制，持續推動與臺北聯

合大學系統學校水平整合，與提升本校與北科附工資源共享，向下扎根合作關係，以確

保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讓全民終身享有學習機會(D-2, SDGs 4.3)；(2)落實全球在地

化提升國際能見度(E-3)；(3)提升行政效率，優化服務品質，發展「在所有的階層發展有

效的、負責的且透明的制度」，整合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校務永續發展規劃內容，全方

位推動永續發展校務(F-1, SDGs 16.6)，及擴大及強化開發中國家參與全球管理制度，精

進本校個資保護制度(F-1, SDGs 16.8)；(4)強化成本控制機制，擴展學校財務來源(F-3)等。 

1.近程發展策略（2 年） 

(1)持續提升世界排名 (E-3) 

本校長期與世界一流大學進行教育合作，教師持續發表國際期刊論文、參與國際研

討會及國際知名競賽、輔導學生參加模擬聯合國會議等，已累積豐沛的學術能量及國際

知名度。各學院亦積極辦理國際雙聯、外國學生專班，與國外大學實驗室互訪、簽訂國

際姊妹校等諸多努力，作為接軌國際的有效利基。並藉由發送文宣品、刊登廣告以及參

與重要國際活動，提升本校國際知名度，進而提升本校在世界大學排名中有關國際知名

度的積分。同時於定期報告中分析本校排名狀況，找出提升整體校務表現之策略，作為

邁向國際優質且具有技職特色之實務研究型大學」之願景。 

世界大學排名中，本校連續多年進入最具指標性的 QS 世界大學排名與英國泰晤士

(THE)高等教育世界大學等排名，除代表學校於各項評分指標的傑出表現外，也顯示出

學校的教育辦學實力與深度已與國際一流大學旗鼓相當。除 THE 排名外，2013 年首次

進入《QS 世界大學排名》及《QS 亞洲大學排名》，名列世界大學第 551-600 名及亞洲大

學第 133 名。經過多年努力，北科大於 2025 年世界大學排名中，躍升至第 425 名，穩

居全台第 6，締造本校歷年來最優異的成績。 

(2)協助建置國際友善校園環境 (E-3) 

在學校積極推動國際化的情況下，無論是境外學生或國際友人每年皆大幅增加，為

因應校園國際化、提升其生活便利性、同時達到宣傳學校教學及研究特色的效果，應逐

步完善國際友善校園環境。對此，公關組積極經營學校英文首頁及各類社群媒體(如臺北

科大中英文官方臉書粉絲團)，定期更新網頁內容，以期與中文訊息同步，俾利校內國際

學生及國際姊妹校得知本校第一手的活動及重要消息。 

除建置及經營網頁及社群媒體之外，亦出版臺北科大英文雙月刊—Taipei Tech Post，

精選本校重點新聞及光榮事蹟，至 114 年初已規劃發行至第 66 期。雙月刊紙本提供各

系所、圖書館、校友聯絡中心及國際事務處等單位作為公關刊物使用，並以電子報發送

海內外校友、友好合作夥伴及校內師生。Taipei Tech Post 內容同步更新至學校英文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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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n.ntut.edu.tw/)，俾利訪問英文網頁的每個人都能迅速擷取最新消息，觸及

更多閱讀人口。 

(3)透過媒體行銷塑造學校正面形象 (E-3) 

本校基於教育理念與社會責任，積極與外界建立良好的公共關係，透過網路、平面、

電視及廣播等各種媒體，宣傳學校辦學特色、傑出績效、師生獲獎榮譽和社會貢獻等，

提升學校能見度，進而使公眾認同本校辦學理念，信任本校教育品質，獲得社會大眾、

社區居民的了解與支持。另，為促進校園公關發展，強化校務活動與交流之訊息網路，

協助計中推廣學校首頁活動報名系統，並透過多種管道收集學校新聞線索。 

在媒體行銷溝通策略上，以發布新聞稿、協助媒體採訪、突發消息危機處理、廣告

採購等工作項目為主，經營校務整體形象宣傳。近三年(111-114 年 1 月 31 日)共發布 166

篇新聞稿，共計獲得 3,836 則新聞露出；以 113 年為例，主動推播世界排名屢創佳績、

光寶北科中心揭牌、USR 蕨類永續校園、記憶・技藝展、梁見後畢典演講、Google 資安

合作、淨零永續中心揭牌、校史藝文園區揭幕、野柳 USR 成果、建啤案聲明、各種教學

研究成果及得獎事蹟等 54 篇新聞稿，共計獲得 1,304 則新聞露出。本校最新媒體報導亦

同步轉載於學校首頁、校內電子看板，併同首頁 banner、榮譽獎項、校園生活等進行新

聞中心管理，以彰顯本校優良事蹟並正面表揚績優師生。 

(4)提高跨單位聯合服務效能 (F-1) 

為塑造本校專業、便捷、效能之公共服務形象與聲譽，並落實提供「一個窗口、聯

合服務」之理念，本校特於第三教學大樓 1 樓設置聯合服務中心。自 107 年 4 月 26 日

啟動籌備會議，歷經三階段籌備規劃：一、推動構想階段、二、計畫執行階段、三、策

略調整階段，自 108 年 11 月 11 日開始營運，初期以學生為主要服務對象，綜合教務及

學務方面共 10 餘項申辦服務項目，並自 110 年 4 月擴大總務方面服務對象至本校行政

及教學單位，持續新增服務項目及提升服務滿意度。 

本校聯合服務中心目前由教務處、學生事務處、總務處、人事室、主計室派駐人員

開設 4 個櫃臺，採隨到隨辦方式，以親切、直接、主動之態度，配合本校計算機與網路

中心開發之聯合服務中心資訊系統、行動支付方式及全功能成績列印自動化繳費系統，

提供學生、行政及教學單位全方位便捷服務。 

未來本校各單位將持續整合、簡化原有申辦業務流程，利用網頁或資訊技術，以單

一窗口跨單位聯合提供便捷之服務，達成本校以精實精神，從心出發，研發創新服務措

施，提升整體服務效能之理念。 

 



478 

圖 24.1 聯合服務中心照片 

 (5)精進個資保護制度 (F-1) (SDGs 16.8) 

為提升本校個人資料保護意識，並確保各單位業務運作符合個資保護規範，以避免

個資事件發生。本校自 104 年導入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目前參考 BS 10012 個人資

訊管理系統英國標準，依 PDCA 循環持續維運及精進本校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辦理

個人資料保護說明會、專題演講、召開相關會議、完成全校個人資料檔案盤點及風險評

鑑等重要工作，並針對教職員工加強宣導，降低個資外洩風險。 

2.中程發展策略（4 年） 

(1)提高會議管考效能 (F-1) 

本校對於主管會議相關決議與校長指示事項，除做成會議紀錄外，並製作表格提列

追蹤事項供校長核定是否納入追蹤辦理事項。為減少冗工、簡化管考作業、提升行政效

能，特簡化列管案表格格式，並設計「主管會議主席指裁示事項作業程序」，供業務承辦

人、單位秘書及副校長秘書快速彙整案情，使單位主管、副校長及校長迅速掌握相關單

位執行情形。 

  

 

 

 

 

 

 

      圖 24.2 主管會議主席指裁示事項作業程序 

(2)提高內部控制自評作業效能 (F-1) 

依據行政院 111 年 9 月 12 日行政院院授主綜字第 1110600856 號函頒修正「政府內

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第二點各機關應確實辦理下列各項監督作業，檢查內部控制建立



479 

及執行情形，並針對所發現之內部控制缺失及提出之興革建議，採行相關因應作為： 

A.例行監督：各單位主管人員本於職責就分層負責授權業務執行督導。 

B.自行評估：由相關單位依職責分工評估控制環境、風險評估、控制作業、 

資訊與溝通及監督作業等內部控制五項組成要素運作之有效程度。 

C.內部稽核：內部稽核單位以客觀公正之立場，協助機關檢查內部控制建立 

及執行情形，適時提供改善建議，並得針對機關資源使用之經濟、效率及 

效果，以及未來有關管理及績效重大挑戰事項提出建議或預警性意見。 

本校依院頒要點訂定本校年度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計畫，由各單位針對各項作業確實

評估控制重點執行情形，檢視並評估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又為簡化自評行政事務，採

線上作業同時辦理內部控制自行評估及風險評估作業。 

圖 24.3 內部控制整體作業架構 

(3)強化內部稽核 (F-1、F-3) 

稽核之目的為協助學校檢查及覆核內部控制制度之實施狀況，並適時提供改善建議，

以合理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運作，促使達成施政目標。 

依據教育部 110 年 05 月 19 日臺教高(三)字第 1100062750BB 號令修正「國立大學

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及行政院 105 年 12 月 30 日行政院院授主綜規字第

1050600776A 號函修正「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本校依據不同法源之內部稽核

劃分由校務基金稽核人員及內部稽核小組共同執行，分別對校務會議及校長報告。 

內部稽核小組及校務基金稽核人員須擬定年度稽核計畫，依風險評估結果，擇定風

險值較高之業務項目排定稽核日程，制定工作底稿，實施年度稽核。另視需要，亦得針

對指定案件、異常事項或外界關注等可能存有高風險之事項進行專案稽核，並擬定專案

稽核計畫，排定日程執行專案稽核。 

而教育部修訂「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所刪除之校務基金稽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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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本校基於原委員會係校務會議代表所組成，具有一定的監督意義，仍於本校組織

規程中保留，由校務代表組成委員會自行運作，落實擴大校務參與的實質意義。 

圖 24.4 內部稽核整體作業架構 

3.長程發展策略（8 年） 

(1)落實校務發展計畫 (F-1) (SDGs 16.6) 

本校除配合新任校長就職後修訂中長程發展計畫，並持續定期檢討修訂。計畫中將

學校定位、教育目標及校長的願景及治校理念，有層次的具體訂定校長的施政主軸方針

及各方針所希望達成的目標，供各單位本於業務職能方便對準各項主軸目標展開成為各

種執行策略，於年度重要工作項目中具體呈現各種執行方案或措施。各單位必須確實研

訂年度重要工作項目，由於此階段為具體執行面，屬於工作之措施或方案，同時也可能

需要法規上的支持，應該慎訂績效量化指標，未來才能衡量法規、措施或方案的有效性，

才能做為策略調整的參考。 

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由各單位落實執行，然為配合本校中

長程發展計畫之訂定，協請各單位重新檢視年度重要工作項目與中長程發展計劃主軸目

標之對應性，同時納入明年度重要工作項目，綜整成重要工作項目計畫書。秘書室逐年

就重要工作項目計畫書內容按季列管，並請各單位自主查核及填報辦理情形，針對未達

查核指標之重要工作項目需明列具體成果及未達成理由，以利後續列管追蹤事宜。 

在校務永續議題推動規劃方面，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 6 項治校主軸目標「健康智慧

的綠色校園、多元創新的學習環境、全人發展的孕育搖藍、務實導向的產學研發、深耕

學研的國際交流、效能友善的行政團隊」與其項下 26 項發展策略具體對應聯合國 17 項

永續發展目標(SDGs)及 169 項細部指標，擬訂本校校務永續發展規劃內容，以符合在所

有的階層發展有效的、負責的且透明的制度(SDGs 16.6)，全方位推動永續發展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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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擴展多樣跨域環境 (D-2) (SDGs 4.3) 

A.持續精進與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學校水平整合 

在臺北聯合大學校際合作方面，在相互友好的合作基礎下，本校與各伙

伴學校持續規劃每年輪流定期召開數次學術合作專題研究計畫討論會議，以

順利推動四校合作計畫。此外，未來將不定期舉辦四校研究媒合交流會議、計

畫執行經驗分享會與其他研發推動相關之業務討論會議，期能為四校師生創

造良好的交流契機，激盪更多跨領域合作的可能性。同時，本聯盟擬每年由輪

值學校主辦學術研究成果發表會，其他三校協同辦理，除促進四校教師學生

進行交流以外，亦將擴大規模使全國各大專院校師生及產業界先進得以報名

共襄盛舉。未來並將運用成果發表會期間擴大聯盟合作效益，例如與其他國

內知名醫院如振興醫院合作，與日本國立六大學合作聯盟(簡稱 SixERS)已簽

署聯盟對聯盟合作協議(MoU)定期舉辦跨聯盟「聯合研究媒合論壇」，以及大

學永續發展 SDGs 議題進行四校合作，以創造本校師生與國內外知名研究機

構之鏈結，帶動國內外學術與實務研發之交流合作。 

B.縱向扎根北科附工： 

自 105 年 2 月份北科附工隸屬於本校後，本校以大手攜小手之理念，配

合北科附工校內主要學生活動，採本校教師與該校教師共同合作指導附工學

生之模式，規劃「北科附工專題製作共同指導」、「北科附工全國競賽共同指

導」等活動，合作成果十分亮眼，透過臺北科大師生攜手北科附工師生一同指

導，奠基良好基礎能力，並深化研究學理知能，屢屢於全國技藝競賽爭取許多

佳績，為兩校增添榮耀。 

此外，另有由本校教師規劃執行，針對高校生辦理專案活動，以全程免費

方式讓北科附工學生參加，專案活動不僅重學術理論，更著重實際應用，同時

也與大學課程銜接，讓學生在體驗中學習與試探。本校與北科附工學術交流

合作案件數統計如表 24.2。 

表 24.2 108-113 年度本校與北科附工學術交流合作案件數統計 
年份 全國競賽共同指導 技優生共同指導 專題製作共同指導 專案活動 

108 年 26 件 1 件 9 件 2 件 
109 年 27 件 4 件 8 件 2 件 
110 年 18 件 5 件 8 件 1 件 
111 年 26 件 8 件 8 件 2 件 
112 年 24 件 11 件 10 件 2 件 
113 年 24 件 5 件 8 件 2 件 
總計 145 件 34 件 51 件 1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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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人事室 

(一)現況 

1.專任(案)教師部分 

本校長期致力於提升師資水準，目前專任(案)助理教授以上師資已佔 95.67%，全體

專任(案)教師具博士學位者佔 94.43%，近年來教學研究人力素質已有大幅成長。預估未

來現職講師之離退情形，及渠等離退後所遺缺額持續遴補具博士學位專任(案)助理教授

以上教師之既定作法，預計具博士學位專任(案)助理教授以上師資將可逐年成長。目前

師資結構及近年來教師職級成長與素質成長情形，分別如圖 25.1-25.3 所示。 

 

 

 

 

 

  

 
圖 25.1 本校師資結構圖(含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 

 

 

 

 

 

 

 

圖 25.2 本校教師職級成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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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3 本校教師素質成長圖 

2.專任行政支援人力部分 

本校行政人力以編制內公務人員及契約進用約用人員為主，並控管部分公務人員出

缺後職缺，依國立大專校院行政人力契僱化實施原則規定改以契約僱用，遴補專業人才，

以增加用人彈性。另因應校務發展需求，而現有編制員額依法無法增加之限制，以校務

基金自籌經費支應進用編制外約用人員。為有效管控人力合理配置，倘用人單位有需求

時，由該單位擬具約用計畫書，並視計畫內涵組成計畫審查小組審議。此外，隨著本校

教學研究水準之日益提升，對支援教學研究工作之行政人力素質亦更加注重，遴補新進

人員之學經歷普遍提升。目前行政人員之組成及學歷分布如下列圖 25.4 及 25.5。 

圖 25.4 本校行政人力學歷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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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5 本校行政人力組成圖 

(二)發展目標 (B-2、A-1、 F-1、 F-2) (SDGs 4.c、SDGs 8.8、SDGs 10.4、SDGs 16.6、

SDGs 16.7) 

為能與世界高教環境鏈接，致力「邁向國際優質且具有技職特色之實務研究型大學」

願景前進，除秉持行政人員專業、效能、關懷核心價值，強化行政人員服務品質外，並

訂定符合本校特色的人力資源管理作業及相關規章(SDGs16.6)，期透過充分運用人力資

源發展、彈性運用人力、獎優汰劣、強化培訓、多元激勵、全面數位化等策略，提升行

政效能，創造校務發展綜效。 

人才實為學校成長發展之關鍵因素，因此本校人力資源規劃係配合學校整體之願景

與發展目標，擬定及執行各項提升教職員能力與運用之工作，以為學校創造優勢並達成

目標。滾動式修正中長程發展計畫並具體因應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及 169

項細部指標，擬定本校人力資源永續發展規畫內容，全方位推動永續效能友善的行政團

隊。 

因應現今社會少子化衝擊及教育發展國際化的趨勢，在國內外嚴峻的競爭環境與挑

戰下，透過有效的人力資源規劃，著重本校多元創新的學習環境、健康智慧的綠色校園、

效能友善的行政團隊等三項主軸目標，逐步完善。且中長程發展策略則依據三項主軸目

標項下之提升產學合作，校友資源利用，及硬體設備更新(B-2)、提供舒適學習環境(A-

1)、提升行政效率，優化服務品質(F-1)、建構多元獎勵制度，增進教職員工互動效益(F-

2)期達成以下目標： 
  

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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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基金進用人員

(含控留職缺契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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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協助教學單位延攬優秀師資、規劃合理評鑑機制、建構健全升等制度，以培

養符合學校發展目標之教學研究人才，並將合格師資人數增加一定之比率

(SDGs 4.c)，以及在所有的階層發展有效的、負責的且透明的制度(SDGs 16.6)、

確保各個階層的決策是包容、參與且具有代表性(SDGs 16.7)，並整合本校中

長程發展計畫校務永續發展規劃內容之治校主軸目標，全方位推動永續發展

校務。(B-2、D-2、D-3) 

2.建立行政同仁推動業務應秉持服務性的理念，且培養具備國際視野及專業創

新能力，以精實而有效的組織與人力，提供適切優質的行政服務，協助提昇

學術研究水準。並具體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保護勞工權益，促進工作

環境安全」(SDGs 8.8)、「採用適當政策，並漸進實現進一步的平等」(SDGs 

10.4)、「在所有的階層發展有效的、負責的且透明的制度」(SDGs 16.6)，全方

位推動永續效能友善的行政團隊。(A-1、F-1、F-2) 

人事室依據中長程發展計畫之 6 大主軸目標及 26 項發展策略，擬定量化發展指標

及執行期程。各項發展指標依據單位資源條件、軟硬體設備及近年表現，篩選出特色亮

點指標，再從中訂定核心發展指標。每學期透過校務發展委員會及中長程計畫書研商修

訂會議，持續針對各單位近中長程預定達成之定量化指標進行追蹤檢討。 

人事室近三年執行成效皆完成指標，有關發展策略提升產學合作、校友資源利用，

及硬體設備更新(B-2)部分，近程(2 年)本校於 111 年至 113 年間已完成增置專任教學人

員員額及修訂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相關法規，並新聘創新學院教師 5 名、資安教師 4

名及雙語教師 2 名、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 3 名。在中長程(4-8 年)指標執行情形方面，均

依本校規定辦理人員聘任(含競爭型專任教師)、升等、執行限期升等不續聘、新聘教師

升等輔導等，協助教師通過升等及辦理 109 至 111 學年度教師評鑑；於 111 年間完成本

校教師升等及教師評鑑法規變革修正，並於 111年及 112年起實施新制教師升等及評鑑。

有關建構實務導向與全球化的研發策略(D-1)部分，近程(2 年)本校於 110 年已完成增置

編制內研究人員及修訂研究人員相關法規，並合聘校外教師及研究人員計 29 人次。 

有關提升行政效率，優化服務品質(F-1)部分，近程(2 年)人事室 111 至 113 年抽查

各單位勤惰管理及辦公情形總計 100 次，並修正本校「教職員工加班注意事項」，持續

精進教職員工差勤管理。校務人力管理系統 7 大子系統 110 年及 111 年各進行 6 次系統

模組及功能測試，並修正系統，規劃於 114 年第二季末之適當時機推動上線。中程(4 年) 

為凝聚共識，營造和諧同心的校園文化，每年舉辦 4 次勞資會議，111 至 113 年總計舉

辦 12 次；另就員工協助方案辦理教育訓練，111 至 113 年總計 654 人次參加，並提供教

職員工心理晤談服務，111 至 113 年總計 22 人次使用，自 111 年起更特別規劃設置「教

職員工專屬諮商室」，並設計「教職員工心理晤談線上預約系統」，同仁一經線上預約後，

即由專人全程保密安排本校聘任之兼任心理師，提供專業、安心的服務。有關建構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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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制度，增進教職員工互動效益(F-2)部分，本校每年辦理教職員工社團活動及文康活

動，111 至 113 年文康活動經費執行率 100%。人事室之定量化指標及近三年(111-114 年

1 月 31 日)執行成效如下表 25.1。 

表 25.1 人事室之定量化發展指標總表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114 年 1 月 31 日) 

多元創新

的學習環

境(B) 

提升產學

合作、校

友資源利

用，及硬

體設備更

新(B-2) 

近程（2年） 

1. 增置專任教學人

員員額及修訂創

新前瞻科技研究

學院相關法規。 
2. 延攬具有產研經

驗優質人才人數。 

1.於 111.2-114.1 間已向教育

部請增創新前瞻科技研究

學院專任教學人員員額 10
名、太空所 2 名、資訊安

全 3 名及 EMI 教師 3 名。 
2.已訂定創新前瞻科技研究

學院教研人員聘任法規：

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教

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

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編

制外專案教師聘任辦法。 
3.於 111.2-114.1 間已增聘創

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專任

教學人員 5 名、太空所 3
名、資訊安全 4 名及 EMI
教師 2 名。 

中長程 
（4-8年） 

1.各系所、學院依本

校「教師聘任暨升

等審查辦法」規定

倍數提出擬聘人

選至新聘專任教

師資格審查小組

及校教評會審查

比率。 

111.2-114.1間各系所、學院

共擬聘專任教師74名，計有

機械系1名、能源系1名、電

機系3名、資工系5名、太空

所1名、工設系2名、經管系3
名、電子系5名、材料所1名
共22名等，因近年少子化及

人才競爭激烈等因素，符合

公告資格條件之投件人數過

少，且師資人數不足，亟需

進用專任教師以維持教學品

質及生師比外，其餘均提出

2倍以上人選供會議審查，依

規定倍數提出擬聘教師人數

達成比率為70.27%。 
2.前瞻技術研究總

部/創新前瞻科技

研究學院依本校

聘任規定審查擬

聘人選，聘任專任

111-114.1間創新前瞻科技研

究學院學院均依本校聘任規

定審查擬聘人選，新聘5名教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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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114 年 1 月 31 日) 
教師人數。 

3.各系所、學院、總

部透過國內外各

種管道延攬優秀

人才，新聘外籍教

師人數。 

各單位聘任教研人員均公告

於教育部、人事行政總處及

本校網頁，有延攬國外人才

之特殊需求者公告於科技部

及國外網站，111-114.1間共

進用外籍教師6名。 
4.各系所依「競爭型

專任教師員額申

請及聘任要點」聘

任競爭型專任教

師人數。 

111-114.1間已聘任競爭型專

任教師2名，刻正辦理聘任程

序中1名。 

5.專案教師聘任比

率。 
1.112 學年度聘任比率：

6.86% 
2.113 學年度聘任比率：

7.47% 
6.111學年度至 116
學年度輔導10餘
位將屆限期升等

教師。 

111-114.1間各系所共辦理14
位教師限期升等輔導，其中

10位已通過限期升等。 

7.協助本校教師通

過限期升等，維持

並提升編制內專

任副教授及教授

職級教師達全體

師資80%以上。 

本校111-114.1間透過限期升

等制度及輔導制度，維持並

提升本校副教授及教授職級

編制內專任教師比率如下： 
111年： 
副教授：33.18% 
教授：47.73% 
副教授以上：80.91% 

112年： 
副教授：31.34% 
教授：49.31% 
副教授以上：80.65% 

113年： 
副教授：29.84% 
教授：50.11% 
副教授以上：7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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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114 年 1 月 31 日) 
8.預計111學年度至

115學年度共計約

100人次申請專門

著作、學位論文、

技術報告、教學實

踐研究之專門著

作或技術報告、作

品或成就證明升

等。 

111-114.1間提出升等教師共

92人次。 
111年提出升等教師共37人
次： 
專門著作：36 
技術報告：1 

112年提出升等教師共23人
次： 
專門著作：22 
技術報告(教學實務研究)：

1 
113年提出升等教師共30人
次： 
專門著作：28 
技術報告(教學實務研究)：
1 
作品：1 

9.修正本校教師評

鑑辦法、教師聘任

暨升等審查辦法。 

1. 已於111年12月12日修正

本校教師評鑑辦法，並自

112年8月1日(112學年度)
起實施： 
(1) 增列4項免評鑑條件。 
(2) 新增評鑑未通過教師

停權規定。 
(3) 調整評鑑項目：(1)教

學指標變革。(2)研究

及產學指標變革。(3)
輔導及服務指標變革。 

(4) 縮短評鑑未通過教師

汰除期程(7年)。 
(5) 新聘教師納入評鑑。 

2. 已於112年6月6日修正本

校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

法，修正重點如下： 
(1) 提升學院審查角色重

要性。 
(2) 簡化審查程序，縮短審

查時程：外審方式修正

為一級校外審，送5位
審查人審查。 

(3) 刪除外審委員資料庫。 
(4) 提高外審成績及格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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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114 年 1 月 31 日) 
檻，外審通過標準修正

為分數制及等第制併

行。 
(5) 放寬參考著作及非屬

專門著作得不以本校

名義發表。 
(6) 新增教學實踐研究升

等。 

務實導向

的產學研

發(D) 

建構實務

導向與全

球化的研

發策略 
(D-1) 

近程（2年） 

1.增置編制內研究

人員、修訂教師及

研究人員合聘法

規，延攬具有產研

經驗優質人才為

本校教師或研究

人員。 
2.編制內研究人員

聘任人數。 
3.合聘研究人員人

數。 

1.已修正本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辦法」及訂定本

校「研究人員聘任暨升等

審查辦法」、「前瞻技術總

部教師評審委員會分工

表」。 
2.已修正本校「教師及研究

人員合聘辦法」。 
3.本校111-114.1間，與中研

院、陽明交大、國家實驗研

究院、國家太空中心等校

外單位合聘教師及研究人

員共計29人次。 
增置專任教學人員

員額及修訂創新前

瞻科技研究學院相

關法規，延攬具有產

研經驗優質人才。 

同B-2執行成果。 

效能友善

的行政團

隊(F) 

提升行政

效率，優

化服務品

質(F-1) 

近程（2年） 

1.精進教職員工差

勤管理。自113年
起每年進行3次工

時分析。 

1. 勤惰管理及辦公情形抽查

次數： 
(1) 1.111年：17次。 
(2) 2.112年：42次。 
(3) 3.113年：41次。 

2. 工時分析： 
  113年已完成3次工時分析

(113年2月、113年5月及

113年9月)。 
3. 已修正本校「教職員工加

班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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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114 年 1 月 31 日) 
2.建置校務人力組

管理系統。 
1.校務人力組管理系統於

109年12月23日始進行第1
次系統模組及功能測試。 

2. 110年及111年各進行6次
系  統模組及功能測試，

並修正系統。 
3.校務人力管理系統有7大
子系統，規劃於114年第二

季末之適當時機推動上

線，未來將持續配合上開

對外系統使用，滾動式檢

討修正。 

中程（4年） 

1.拔擢優秀職員，提

高同仁對學校向

心力： 
(1)賡續辦理公務人

員陞遷。 
(2)賡續辦理約用人

員陞遷。 

1. 預計107學年度至113學年

度陞遷人員： 
(1) 公務人員約15位。 
(2) 約用人員約28位。 

2.凝聚共識，營造和

諧同心的校園文

化。每年辦理3場
員工協助方案教

育訓練。勞資會議

每年舉辦4次。 

1. 111-113年員工協助方案

教育訓練：每年辦理3場，

總計12場。 
2. 111-113年勞資會議每年

舉辦4次，總計12次。 

3.精進業務知能教

育訓練。每年辦理

5場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1. 111年：7場。 
2. 112年：13場。 
3. 113年：14場。 

建構多元

獎 勵 制

度，增進

教職員工

互動效益

(F-2) 

中程（4年） 

每年辦理教職員工

社團活動及文康活

動。文康活動經費執

行率100%。 

111-113年文康活動經費執

行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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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中長程發展策略 

人事室為致力「邁向國際優質且具有技職特色之實務研究型大學」願景前進，除秉

持行政人員專業、效能、關懷核心價值，強化行政人員服務品質外，並訂定符合本校特

色的人力資源管理作業及相關規章。另因應現今社會少子化衝擊及教育發展國際化的趨

勢，在國內外嚴峻的競爭環境與挑戰下，透過有效的人力資源規劃，著重本校多元創新

的學習環境、健康智慧的綠色校園、效能友善的行政團隊等三項主軸目標，逐步完善。

依據前開三項主軸目標項下分成 2 項發展策略，分別為：(1)協助教學單位延攬優秀師

資、規劃合理評鑑機制、建構健全升等制度，並在所有的階層發展有效的、負責的且透

明的制度，確保各個階層的決策是包容、參與且具有代表性。(B-2、D-2、D-3, SDGs 4.c、

SDGs 16.6、SDGs16.7)；(2)建立行政同仁推動業務應秉持服務性的理念，且培養具備國

際視野及專業創新能力，提供適切優質的行政服務，協助提昇學術研究水準。(A-1、F-

1、F-2, SDGs 8.8、SDGs 10.4、SDGs 16.6)。 

1.近程發展策略（2 年） 

(1)增置編制內研究人員及修訂教師及研究人員合聘法規，延攬具有產研經驗

優質人才(D-1)(SDGs 4.c、SDGs 16.7) 

本校增置研究單位「前瞻技術研究總部」，下設能源、人工智慧及半導體三個研究總

中心，該研究單位配置編制內研究人員，於不增加教師員額情況，並考量教育部管控軍

訓教官現職人數，在有限員額內，有效運用軍訓教官缺額，改置為研究人員，爰修正教

師員額編制表，依「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修正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及

訂定本校「研究人員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前瞻技術總部教師評審委員會分工表」，專

任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審查採總部教評會、新聘專任教師資格審查小組、校教評會二級

三審，審查方式則比照本校專任教師，以延攬具產業經驗之研究人員，負責專案推動及

研發成果推廣，以培育高階人才。另為加強該總部與其他學術研究單位、民間企業之鏈

結，引進研發資源及能量，修正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合聘辦法」，以合聘優秀他校教師

及產學研界人才擔任本校合聘研究人員，將產業人才納入本校研究發展主力，回應產業

需求。 

(2)成立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 (B-2、D-2、D-3) (SDGs 4.c、SDGs 16.7) 

因應產業界對人才的殷切需求及有效提升大學研究發展事業，以創新作法引入產業

界優質資源與人才參與大學研發校務並共同培育高階科技人才，強化國家重點產業競爭

力已刻不容緩。爰此，本校特依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例之創新專法

為基礎，於本校組織規程設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以建構本校與產業界共治創新管理，

提供跨域研發產學合作平台及規劃創新自主的跨域研發環境，發展高階人才培育之彈性

法規制度為目標。該學院聚焦人工智慧及半導體等本校強項重點領域，匯集六大專業學

院產學研發及師資能量，縱橫鏈結前項產業研究平台，積極對外拓展相關產學研機關單

位之合作研究關係，成立企業聯合研究總中心，推動學企雙邊技術研究合作並聯動跨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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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跨產業及跨國界的學習環境以共同培育雙邊高階科技人才、企業家精神與創新思維為

目標。配合目標領域規劃人工智慧科技碩士、博士學位學程、資訊安全碩士、博士學位

學程、半導體科技學分學程，以動態式調整的創新策略聚焦吸引優秀學子就學，與業界

研究人員密切交流與溝通合作產生更大的新穎性研發成效及戰略，兼顧前瞻核心技術研

發與高階科技人才培育之需求。本學院為使人才及技術得以對接產業需求，特依國家重

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例設置產學評議委員會，從產業需求角度執行產學人

才聘任、產學人才培育及產學合作事項之諮詢，具體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增加合

格產學師資人數(SDGs 4.c)，以及確保決策回應產業意見、促進產業參與且具產業代表

性(SDGs 16.7)，以執行本校近中長程發展計畫架構之發展策略。 

(3)增置專任教學人員員額及修訂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相關法規，延攬具有

產研經驗優質人才 (B-2、D-1) (SDGs 4.c、SDGs 16.7) 

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計畫期程自111年8月1日至121年7月31日，共計10年。核定15

名專任教學人員員額，並分3期核撥(每期各5名)，前一期員額進用達5成者，始得申請次

一期員額。新增「人工智慧科技學位學程」碩、博士班及「資訊安全學位學程」碩、博

士班外加招生名額如下：1、人工智慧科技學位學程：碩士班15名及博士班5名。2、資訊

安全學位學程：碩士班15名及博士班5名。本學院為聘任具產業技術經驗人才，特訂定創

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及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編制外專案教

師聘任辦法，在聘任合格師資之前提下，放寬人才聘任之年齡資格、聘任程序限制等，

以利產業人才招募及培育。 

(4)增設「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B-2、D-2、D-3) (SDGs 4.c、SDGs 16.7) 

為配合政府推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之一的「國防及戰略」，本校於 112 學年度增設

「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低軌衛星發展已然成為全球市場趨勢，產學界對於投入衛星

系統研發及驗證相關技術與應用人才需求漸增，本校積極發展太空系統工程理論與實務

應用的跨領域整合技術，包括系統工程、通訊工程、機電整合、資訊分析與處理技術等，

整合電資學院與機電學院的豐富資源及優秀師資(SDGs 4.c)，結合學校及學院之教學目

標，培育學養精湛之太空系統工程人才，以提升臺灣太空科技研發和人才培育能量，運

用臺灣技術與產業優勢，籌組策略聯盟，以關鍵技術產出帶動臺灣太空產業發展(SDGs 

16.7)。 

(5)精進教職員工差勤管理 (F-1) 

A. 即時管理職員工出缺勤狀況 

本校差勤系統每日判斷同仁之差勤異常情形，除寄發電子郵件通知外，

並將差勤異常紀錄公告於同仁差勤系統之個人首頁。人事室每週至差勤系統

進行查核，督促上、下班簽到退紀錄異常者，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每月另

至少擇 2 個單位，不定期抽查同仁之勤惰管理及辦公情形，並將查勤結果簽

陳單位主管及機關首長核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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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落實加班管控 

同仁經一級單位主管事先覈實指派加班，應事先至差勤系統填寫加班單，

經一級單位主管核准後，始得加班(至遲於加班結束後當日填寫加班單)；因緊

急或特殊狀況無法依限填寫加班單者，應於加班結束後 3 日(不含例假日)內敘

明理由填寫加班單，經一級單位主管核准，俾落實加班之管控。此外，本校加

強宣導勤休制度，請單位主管鼓勵同仁於正常上班時間完成業務，如有急迫

性、連續性之待辦業務須延長工作時間，請依規定申請由一級單位主管事先

覈實指派，至差勤系統填寫加班單，並於合理之加班時間內完成及適時補休。

針對每月支領計畫費用者，其從事計畫相關業務須於公餘時間辦理，不能重

複至差勤系統申請加班補休或加班費。 

同仁填寫加班單，得選擇加班補休或加班費，倘選擇請領加班費，應於差

勤系統敘明經費來源，簽奉核准後由各單位自行控管經費支應。為簡化加班

費請領程序，針對公務人員及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分別於差勤系統設計「公

務人員加班費請領單」、「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之加班費請領單」，由系統逕行

核算加班費，同仁自系統列印前述表單後，即可據以辦理請款作業，避免人工

核算之耗時及錯誤。 

另就公務人員加班之管控，研修本校教職員工加班注意事項，將加班補

休期限由 1 年延長為 2 年，並訂定公務人員因機關預算之限制或必要範圍內

之業務需要，致無法給予加班費、補休假者，給予行政獎勵之換算基準。為強

化加班之管控，自 113 年起，人事室每 4 個月進行 1 次公務人員工時統計分

析，簽陳機關首長核閱。 

(6)建置校務人力管理系統 (F-1) 

本校為提升研究量能，邁向國際型大學，積極爭取中央部會大型研究計畫，爰計畫

專、兼任人員之僱用需求與日俱增，為因應複雜人力管理問題，規劃建置「校務人力管

理系統」，使該類人員資料獲得有效之系統化管理，預期效益如下： 

A.預警功能-契約到期前，系統自動發信提醒計畫主持人/用人單位主管辦理計

畫人員退保或續聘事宜，以確保受僱人員及本校權益。 

B.提高行政效能-藉由系統產製證明書等文件，減少人工登打次數及錯誤率。 

C.大數據資料管理運用-因應校內各單位或上級機關填報各類表件需求，由系

統資料庫中擷取應用。 

D.以系統彙整本校投保勞健保人員之保險相關資料(如：加退保日期、每月扣

費金額、勞退金提撥率、異動紀錄等)，進行長期建檔留存，提升資料正確

性及完整性。 

本校校務人力組於 107 年 8 月 1 日成立，專責專題研究計畫僱用之編制外人力到、

離職、異動及相應之勞保、健保、職災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等業務，107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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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副校長主持召開，邀集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及人事室研商本校校務人力管理系統開發會

議。系統開發期間遇有法規修正及 109 年起之新冠肺炎疫情，致開發期程有所延宕，惟

仍於 109 年 12 月 23 日進行第 1 次系統模組及功能測試；110 年及 111 年各進行 6 次系

統模組及功能測試，並修正系統。112 年 8 月起陸續邀請本校行政單位及主責單位人事

業務之計畫人員，進行外部功能測試。適逢新舊學期交替，學校業務繁雜，直至 112 年

9 月底才完成所有人員系統測試。校務人力管理系統有 7 大子系統，其中 2 對外子系統

之「勞僱型兼任人員申請」系統，於 112 年 11 月 1 日上線使用。另「計畫專任人員申

請」系統業已完成系統建置，惟完成後仍須與差勤管理系統功能介接，方能開放系統全

面上線使用。因本校差勤管理系統係委外製作，相關介接數據及架構須由外部廠商提供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刻正辦理「計畫專任人員申請系統」與「差勤管理系統」功能介接

與資料庫寫入測試，目前規劃於 114 年第二季末之適當時機推動上線。其餘 5 項內部系

統已在線使用，未來將持續配合上開對外系統建構之資訊進行測試，提供計算機與網路

中心測試反饋意見，研擬調整對策，滾動式檢討(SDGs 8.5)。 

2.中長程發展策略（4-8 年） 

(1)以透明化、制度化及具產業代表性之教研人員制度，積極延攬優秀專任(案)

教師及研究人員，提升本校合格師資人數及素質，厚植師資陣容(B-2)(SDGs 

4.c、SDGs 16.6、SDGs 16.7) 

本校依「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規定，於校級教評會召開前增設「新聘專任教

師資格審查小組」之審查程序，且為落實新聘專任教師資格審查小組及校教評會之審查

功能，各提聘單位須提擬聘人數 2 倍以上之人選，就擬聘人選是否符合所屬學院及學校

發展目標先行審查，新聘專任教師外審送審人數 5 人，且新聘助理教授及副教授及格分

數為 78 分、教授為 80 分，期能為各教學單位確實延攬優秀或深具發展潛力之師資。本

校亦於 110 年 7 月訂定「研究人員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以聘任專任研究人員；於 111

年 12 月訂定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及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

編制外專案教師聘任辦法，其聘任及升等審查採總部教評會及產學評議會、新聘專任教

師資格審查小組、校教評會二級三審，審查方式則比照本校專任教師，為前瞻技術研究

總部及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聘任具產業經驗、實務研究經驗之合格師資及研究人員，

具體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提升本校合格產學師資人數(SDGs 4.c)，以及確保產學

合作具產業代表性(SDGs 16.7)，研發能量可回應產業需求。 

本校亦建立聘任優質師資之創新彈性措施，以符合本校實務研究型大學之精神，相

關措施如下： 

A.聘任研優、競爭型員額教師：本校配合學生人數，以系所為單位配置專任師

資員額，同時提供系所「研優計畫」員額，以增聘優秀新進專任教師。至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止，由機電學院聘任 4 名，電資學院聘任 4 名，工程學院

聘任 3 名、管理學院聘任 2 名及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聘任 3 名，總計已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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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16 名「研優計畫」教師，以期提升本校教學研究人力素質。本校續於 110

年訂定「競爭型專任教師員額申請及聘任要點」，鼓勵各系所在配置員額外，

積極聘任競爭型員額專任教師，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所揭示之以有效的、

透明且制度化的方式(SDGs 16.6)延攬特殊優秀、深具研究發展潛力教師及

統籌分配運用本校教師員額，並已於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及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聘任 2 名競爭型員額專任教師。 

B. 控管專案教師聘任，優化生師比以精進教學品質：本校自 111 年度起，透過

增聘專案教師，以減少兼任教師人數，改善教學品質；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兼任教師總數 434 人，至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止，兼任教師總數已減少為

371 人。本校所聘專案教師為支援共同基礎科目教學為主，或指導學生專題、

參加競賽。例如：共同英文課程為加強學生基礎英文能力，聘任具英語教學

專長及檢定測驗實務經驗之專案教師；抑或設計學院系所因帶領學生參加

紅點、iF 等國際設計競賽；以及因實務教學需求，聘任具業界實務經驗且

具特殊造詣、成就之專案教師。本校透過上述措施，優化生師比及調降兼任

教師人數，達成提升教學品質之效益，亦同時配合教育部政策自 112 學年

度起，控管本校專案教師聘任比率。 

       表25.2 延攬優秀專任(案)教師及研究人員之未來達成策略及績效指標 

未來達成策略 對應績效指標 

1.各系所擇優提供教評會擬聘教師人選： 

持續施行本校現行制度，並推行競爭型專

任教師員額聘任，提升各系所延攬人才及

師資水準，並適時檢討評估原定之門檻是

否調整，落實新聘專任教師應提出2倍以上

人選及具1年以上實務工作經驗之條件，主

動積極自國內外各該學科領域中尋覓優秀

人才加以延攬。 

2.前瞻技術研究總部/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

院彈性、擇優聘任專任教學及研究人員： 

比照本校專任教師，教學及研究人員聘任

須經本校「新聘專任教師資格審查小組審

查」。 

3.進用專案教師，並自112學年度起配合教

育部政策，控管本校各系所專案教師進用

比率。 

1.各系所、學院皆依本校「教師聘任暨升

等審查辦法」規定倍數提出擬聘人選

至新聘專任教師資格審查小組及校教

評會審查比率。 

2.前瞻技術研究總部/創新前瞻科技研究

學院依本校聘任規定審查擬聘人選，

並經新聘專任教師資格審查小組及校

教評會審查聘任專任教師人數。 

3.各系所、學院、總部透過國內外各種管

道延攬優秀人才，新聘外籍教師人數。 

4.各系所依「競爭型專任教師員額申請

及聘任要點」聘任競爭型專任教師人

數。 

5.本校專案教師聘用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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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現職教師依規定限期升等(B-2)(SDGs 16.6、SDGs 16.7) 

本校自93年11月即已訂定「新聘教師限期升等辦法」，以鼓勵教師升等及

提升研究水準，並改善師資結構。期間經多次修正，現行規定86學年度至95學

年度第1學期新聘之講師及助理教授未於到職6年內、副教授未於到職8年內通

過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升等評審者，於次一年起不予晉薪，且不得在校內超支

鐘點及校外兼課、兼職；自95學年度第2學期起新聘之教師未於上開規定期限

內升等者，則不再續聘。 

此一制度實施以來已對86學年度後新進教師自我成長及強化學術研究產

生積極之作用，本校教師致力於發表期刊論文、進行各項專題研究計畫，相對

帶動本校教師研究及升等風氣，預期將來教師提出升等申請情形亦將逐年成

長，有效提昇本校師資品質。 

此外，截至114年1月止，86學年度至95學年度第1學期聘任之教師計有13

位未能於規定期限內升等，95學年度第2學期起新聘之教師計有9位到職迄今

已滿4年之助理教授而尚未升等之教師，惟本校自95年3月份起，建立提醒與

輔導機制，定期於升等期限屆滿前2年通知將(已)屆限期升等之教師本人；於

107年修正本校新聘教師限期升等辦法，增訂升等輔導機制規定並函知其系

(所)、學院對無法達到限期升等要求教師，依各學院訂定之輔導措施規範，由

系(所、科)、學院共同組成輔導小組提出具體輔導措施提供必要之協助與輔導，

以及落實學校「新聘教師限期升等辦法」未於期限內升等者不予續聘之規定，

另本校於109年12月依據109年6月30日施行之教師法，修正本校限期升等未通

過之教師不續聘及資遣程序，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所揭示以有效的、透

明且制度化的限期升等制度(SDGs 16.6)及具參與性、代表性的升等輔導制度

(SDGs 16.7)，提升本校師資素質及學術研究競爭力。 

      表25.3 限期升等輔導機制之未來達成策略及績效指標 

未來達成策略 對應績效指標 

訂定限期升等輔導機制： 
本校將結合輔導制度及提供必要之協助，

新聘專任教師如將屆限期升等期限仍未升

等，將由系(所)、學院成立輔導小組提供協

助及提出改善措施，並應於期限內通過升

等，否則不予續聘，以提升本校教師素質。 

1.111學年度至116學年度輔導10餘位將

屆限期升等教師。 
2.協助本校教師通過限期升等，維持並提

升編制內專任副教授及教授職級教師

達全體師資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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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建構健全教師升等制度(B-2)(SDGs 16.6、SDGs 16.7) 

本校自101學年度第1學期起由教育部授權自行審查教師資格，於110年12

月、112年6月修正教師升等相關法規重點如下： 

a.提升學院審查角色重要性：各學院依自身學術領域特性，訂定申請升等之

門檻；由學院依自訂量化標準評定非專門著作分數(計畫、專利、技轉、產

學合作等），強化學院於升等審查過程中之角色重要性及發展自身研究領

域特性。 

b.簡化審查程序，縮短審查時程：外審方式修正為一級校外審，送 5 位審查

人審查。 

c.刪除外審委員資料庫：為使外審委員專長領域更貼近送審教師專長，爰刪

除本校自 101 年教育部授權自審以來由教評會建立外審委員資料庫之規

定，逕由教師評審委員會依規定程序就每位送審人提出外審委員名單辦理

外審。 

d.提高外審成績及格門檻：外審通過標準修正為分數制及等第制(「傑出，

100-90 分」、「優良，89-80 分」、「普通，79-70 分」、「欠佳，69 分以下」)

併行，以利客觀呈現教師研究表現，並提高通過門檻，升等副教授須至少

有 4 位外審委員評定 80 分以上優良，且不得有委員評定 69 分以下欠佳；

升等教授須至少有 4 位外審委員評定 80 分以上優良，其中至少 1 位評定

90 分以上傑出，且不得有委員評定 69 分以下欠佳。 

e.放寬參考著作及非屬專門著作得不以本校名義發表：本校自 101 年教育部

授權自審以來，教師升等研究成果表現均需以本校名義發表。為鼓勵教師

提出升等，變革後規定僅代表著作需以本校名義發表，其餘成果為升等申

請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或發表，即可送審。 

f.新增教學實踐研究升等：新增以教學實踐研究成果送審之規定，並限制教

師教學評量分數須高於所屬系所、學院平均分數，始得以教學實踐研究升

等。 

g.外審結果疑義處理方式：外審結果如有疑義，應組成專業審查小組審查，

審查結果應具體說明理由及疑義，並經院、校教評會通過後，始得送原審

查人再確認。 

上開本校升等制度修正，具體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以有效的、學院

及學校分層負責的，以及制度化的教師研究成果表現審查方式(SDGs 16.6)，

評估本校申請升等教師表現，並確保審查過程能回應學院的專業領域代表性

(SDGs 16.7)及學校整體發展的綜觀性；另本校將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自

審教師資格認可及輔導作業要點」規定，設教師資格審查認可作業推動小組，

專責推動教師資格審查相關章則及運作機制，以完善教師資格審查作業。 



498 

本校定位為實務研究型大學，為提升教師研究量能，鼓勵教師多元升等，

未來達成策略及績效指標如下： 

表25.4 健全教師升等制度之未來達成策略及績效指標 

未來達成策略 對應績效指標 

鼓勵教師踴躍提出多元升等申請： 
提供教師有關教育部或其他學校舉辦多

元升等研討會資訊。 

1.預計111學年度至115學年度共計約100
人次申請專門著作、學位論文、技術報

告、教學實踐研究之專門著作或技術報

告、作品或成就證明升等。 
2.設教師資格審查認可作業推動小組並定

期召開會議，完善教師資格審查作業。 

E.修正及實施教師評鑑制度(B-2)(SDGs 4.c、SDGs 16.6、SDGs 16.7) 

為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發展有效、負責且透明的制度，及確保決

策具參與且具代表性(SDGs 4.c、SDGs 16.6)，本校自 97 學年度起實施教師評

鑑制度，促使教師自我要求、自我提升具體表現，也是促進學校不斷成長重要

的動力。而為提升教師教學效能、激勵教師研究動能、推升本校教師產學合作

能量、符合現今頂尖大學著重永續發展及大學社會責任等趨勢，同時有效彙

整及應用教師教學、研究及產學、服務等成果數據，進行產學研鏈結與校務發

展研究，本校依過去教師評鑑辦理情形，於 111 學年度召開 2 次公聽會後，

進行教師評鑑制度變革，於 111 年 12 月修正「教師評鑑辦法」，並自 112 學

年度起實施；本校並將配合教師評鑑辦法修正內容，修正「教師評鑑輔導要

點」，並自 115 學年度起實施。 

本校每 3 年辦理一次專任教師評鑑，教師需於每年結束後至教師評鑑系

統填報研究成效、每學年結束後填報教學、研究及產學、輔導及服務等 3 項

成效評鑑資料，評鑑結果並做為獎優汰劣之依據。99 學年度結束後，正式實

施第 1 次教師評鑑，目前已辦理 4 次教師評鑑，本次評鑑期間為 109-111 學

年度，每次教師評鑑各項成效評鑑數據統計資料及分析結果，均經系(所)、院、

校教評會(三級三審)審議後，製作教師評鑑通知書暨簽收清冊，正式通知各受

評鑑教師。評鑑未通過者，不得申請升等、休假研究、申請及執行出國講學或

國內外進修計畫、借調、兼職、兼課、校內超支鐘點及減授鐘點、不得核給校

內各項獎勵、擔任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或兼任行政主管，且次學年度起

不得晉薪。若經評鑑、覆評、再覆評未通過者，不予續聘或依教師法規定辦理

資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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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師評鑑結果係與升等(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晉薪、不續聘扣

合，為顧及教師權益，對於評鑑未通過者，已規劃設計各項輔導措施，以協助

改善其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成效，使其能順利通過評鑑，歷次教師評鑑未

通過之教師總計 8 人，均業分別由學務處、研發處、產學合作處各需進行未

通過教師評鑑輔導之學院、及系(所)辦理相關輔導措施並留下輔導文件及紀錄。 

自 112 學年度起，依修正後之教師評鑑規定，教師除依本校「新聘教師

限期升等辦法」規定辦理外，皆須參加教師評鑑，其各項成效評量指標亦將與

教師升等評分方式扣合，以結合教師限期升等及教師評鑑，建立更為有效，透

明化、一體化之教師評估制度，及由各單位參與的教師升等/評鑑輔導制度，

提升本校整體師資素質。 

表25.5 持續實施教師評鑑之未來達成策略及績效指標 

未來達成策略 對應績效指標 

教師評鑑結合教師升等機制，提升本校教

師素質： 
結合教師評鑑之教學、研究及產學、服務

成效評鑑指標及教師升等評分項目。 

修正本校教師評鑑辦法、教師評鑑輔導

要點、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 

(2)提升行政效率、優化服務品質 

A.建立優質行政團隊，拔擢優秀現職人員培育人才 (A-1、F-1) 

茲就編制內專任職員及編制外約用人員分別說明如下： 

a.暢通編制內專任職員陞遷管道 

本校編制內專任職員員額配置須符合「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

置準則」規定，目前中階職員員額配置為組員51人、助理員8人、技士33人、

技佐8人，約占職員員額64%，依此，本校公務人員人力集中於中階人員，

為留住現職優秀人才，暢通陞遷管道，提供陞遷機會，依本校「職員陞遷及

遴用要點」、「職員陞遷序列表」及「職員陞任評分標準表」等規定辦理本

校職員之陞任，依擬陞任職務所需知能，就考試、學歷、職務歷練、訓練、

進修、年資、考績(成)、獎懲及發展潛能等項目評量，以拔擢具發展潛力之

職員，激勵工作士氣，增進行政效能。 

b.優化行政人力品質 

鑑於全面國際化為本校重要政策，為因應外籍生、外籍教師及國際事

務推動之需要，聘用之行政組員須具英檢中級或相當等級之語言能力，達

到提升本校國際競爭力，型塑英語友善環境，爭取更多國外優秀人才、學生

至本校任教與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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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規劃編制外約用人員薪級、職稱及陞遷制度 

本校近年來校務基金約用人員人數逐年增加，為使是類人員與所任職

務內容權責相符，並建構健全之約用人員人事法制，以降低人員流動率，穩

固教學、研究、行政各部門之人力資源，爰設計適當之職稱與級別、薪級結

構、陞遷等制度，以符合本校現況需要。其制度設計重點如下： 

c-1.薪給部分，參考就業市場薪資水準，增加薪級，以鼓勵同仁久任，並

設計薪點制度，於政府調薪時，配合同步調整薪給。另依各單位工作

屬性及業務專業性，以專業能力及業務績效為導向，增列工作加給又

訂有約用人員職前年資採計規定，以進用優質且具有實務經驗人員。 

c-2.另依據工作屬性設計行政類職稱及技術類職稱，並依其職責程度及所

需資格條件區分不同級別職稱，讓同仁得以適才適所。並配合考核機

制，規劃調補及陞遷制度，讓表現優異同仁得以調升更高階職務，擔

任較複雜之計畫或專案工作。 

本校約用人員陞遷案自102年至113年已辦理11次，每年陞遷名額約

為3至5人，已有40人陞遷在案，透過上述設計，期以較佳之待遇及每年辦

理的評核與陞遷機制，提升服務品質及行政效能，激勵同仁工作士氣，並

拔擢優秀人才。 

d.支援全校性行政業務之專任助理轉任校務基金約用人員制度 

本校近年來屢獲教育部大型計畫(如教學卓越計畫、典範科技大學計畫、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等)需要大量之計畫人力，由於計畫案屬性並不穩定，致

人員流動率高，為留任優秀支援全校性行政業務專任助理，培育人才，凝聚

向心力，鼓勵支援全校性行政業務之專任助理參加本校校務基金契約進用

工作人員職缺之甄補，其服務本校期間優良表現，於改聘為契約進用工作

人員，得以其曾任專任助理之相當職務年資提敘薪級，增加約用人員進用

之另一管道。 

表25.6 拔擢優秀職員之未來達成策略及績效指標 

未來達成策略 對應績效指標 

拔擢優秀職員，提高同仁對學校向心力： 
1.賡續辦理公務人員陞遷。 
2.賡續辦理約用人員陞遷。 

預計107學年度至113學年度陞遷人員： 
 公務人員約15位。 
 約用人員約28位。 

B.凝聚共識，營造和諧同心的校園文化 (F-1) (SDGs8.8) 

a.「效率、品質、熱忱」是行政服務的三大法門，行政就是溝通與協調，能

以愛心、耐心從事公務處理，並時時省思同仁對待教師、學生或民眾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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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代表臺北科大的形象。 

b.推動員工協助方案(SDGs8.8) 

為落實人性關懷，發現並協助同仁解決可能影響工作效能之相關問

題，進而提升同仁工作士氣及服務效能，本校訂有推動員工協助方案計

畫。每年辦理「需求調查」，依同仁工作面、生活面及健康面需求最高之

項目，辦理協助活動。各場次協助活動辦理完竣後，均辦理「滿意度調

查」，俾使辦理之活動切合同仁需求。每年另針對員工協助方案辦理「整

體滿意度調查」，蒐集同仁之回饋意見，透過系統性管理，協助員工解決

工作、生活與健康方面的問題，營造和諧同心的校園文化。 

自 111 年起特別規劃設置「教職員工專屬諮商室」，並設計「教職員

工心理晤談線上預約系統」，同仁一經線上預約後，即由專人全程保密安

排本校聘任之兼任心理師，提供專業、安心的服務。 

c.勞資同心、共存雙贏 

    本校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得經由選舉，推派勞方代表，與資方代表定

期召開勞資會議，經由勞方代表提出勞方權益相關之議題(如工時、加班、

休假及退休等勞工自身權益議題，文康活動、托嬰服務及因公受傷等權利福

祉議題)，與資方代表進行討論，藉由此一溝通互動機制，促進勞資合作，

以增進學校內勞資雙方的溝通，減少對立衝突，使雙方凝聚共識。 

d.塑造幸福工作環境(SDGs 8.8) 

為使本校教職員可依個人接送幼兒方便性選擇就讀地點，本校已與2所

托育幼兒園、2所全國性連鎖托育及課後照顧服務機構簽約，另合作特約診

所有7家，為提供本校同仁幸福友善工作環境，每年將持續開發新商家，簽

訂合作契約，除提供同仁業務上的協助，亦關心其生活及身心靈之所需，以

保障教職員育兒權益，促進職場工作環境幸福安全 (SDGs8.8)。 

e.未來達成策略及對應績效指標： 

      表25.7 提升員工協助方案滿意度之策略及績效指標 

未來達成策略 對應績效指標 

為營造和諧同心的校園文化，友善溫馨

校園環境，每年辦理員工協助方案 
每年員工協助方案推動情形。 

C.訂定訓練計畫以提升業務知能 (A-1、F-1)  

配合本校發展目標及校長治校理念，行政同仁每年的重要訓練課程將包

括以下2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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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提升行政知能訓練： 

a-1.為充分運用校外訓練資源，鼓勵同仁得依業務需求或個人興趣報名參

加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

國家文官學院等機關開辦之各種實體訓練課程，及相關訓練機構開設

之各類線上訓練課程。 

a-2.請同仁至數位學習網站選修與業務相關學習課程，協助同仁將理論知

識應用於實務面之實境演練，以達成提升本校在公私立技職院校間整

體競爭力之目標，並實現學校永續經營之願景。 

b.加強專業能力訓練： 

為強化各單位同仁之專業性知能，以公假鼓勵各單位同仁參加校外專

業課程，另因應業務推展需要，配合指派同仁赴其他機關學校觀摩學習。 

c.未來達成策略及對應績效指標： 

     表25.8 精進業務共同知能教育訓練之策略及績效指標 

未來達成策略 對應績效指標 

配合校務發展、同仁需求及行院規範公務人員

每人每年必須完成課程及學習時數，每年辦理

校內教職員工教育訓練、專題講座。 

每年教職員工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3)落實績效考核，建立績效獎勵制度，以鼓勵優秀教職員工： 

A.積極推動獎勵措施以激勵工作士氣 (F-2) (SDGs 16.6) 

為有效激勵同仁並加強教職員工互動，本校諸多獎勵及活動措施，鼓勵

同仁參與選拔，對工作表現績優同仁產生激勵效果，逐步推展近中長程發展

策略。依據效能友善的行政團隊主軸目標項下之發展策略「建構多元獎勵制

度，增進教職員工互動效益作的機制」( F-2)，整合永續發展規劃內容「在所

有的階層發展有效的、負責的且透明的制度。」(SDGs 16.6)，全方位提昇績效

獎勵制度。說明如下： 

a.師鐸獎選拔： 

依師鐸獎評選及表揚活動實施要點規定，推薦人選為未曾獲頒本獎項

且具中華民國國籍之現職編制內各類合格專任教學人員(含專任專業技術

人員及專任專業技術教師)、運動教練、軍護人員及校長。 

b.薦送模範公務人員： 

配合教育部辦理表揚所屬公務人員，依教育部與所屬機關(構)學校模範

公務人員選拔作業要點規定，請本校各單位推薦適當人選並經本校考績委

員會審查選出本校代表後，簽請校長同意函送教育部參加該年度模範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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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當選人員可獲頒奬狀乙幀及獎金5萬元，並給公假5天，以激勵士氣。 

c.選拔本校傑出員工： 

依本校頒發傑出員工獎勵金實施要點，就本校連續服務滿3年以上之職

員、助教、契僱人員、校務基金進用人員表現優良者，經單位主管推薦並提

經參加本校傑出員工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獲選人員每人頒發獎勵金新臺

幣2萬元及獎牌一面，並於每年校慶公開表揚。 

d.從優敘獎： 

為鼓勵同仁積極任事、提振士氣，本校就行政同仁各項優良表現，採取

敘獎激勵，充分給予精神面之獎勵；另為鼓勵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

獲獎者由所屬單位提報並簽奉校長核可後，製發嘉勉狀於行政會議公開表

揚，教師個人獲得學術、產學、技轉等榮譽或榮銜時，亦同。 

未來本校將積極持續辦理上開獎勵措施，確實選拔表揚績優人員，並

及時獎勵表現良好之同仁，以提升同仁工作士氣。 

e.實行特殊優秀教學、研究、服務人才彈性薪資：(SDGs10.4) 

為延攬及留住國內外特殊優秀人才，訂定本校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

支應辦法，本校新聘及現職編制內專任教師、專案教師、研究人員、專業技

術人員及編制外專任高等教育經營管理人員，就其教學、研究、服務之績效

得申請講座教授、特聘教授及特殊優秀教學、研究、服務人才之彈性薪資，

申請案須經本校彈性薪資審查委員會審查，審查通過者，以當年支給為原

則。前開特殊優秀教學、研究、服務彈性薪資並得重複支給。 

依教學、研究、服務支給要點檢視申請要件，並經本校彈性薪資審查委

員會審查，以確保獲取彈性薪資機會平等、減少不平等作法(SDGS10.4)。 

f.未來達成策略及對應績效指標： 

表25.9 精進激勵措施之未來達成策略及績效指標 
 

B.加強教職員工互動 (F-2)(SDGs 8.8) 

a.辦理教職員工社團活動及文康活動：為提倡教職員工正當休閒活動，激勵

教學及工作情緒，培養團隊精神，本校訂有教職員工社團社立實施要點。

目前本校共有 13 個教職員工社團，如羽球、桌球、網球、籃球慢速壘球

等球類社團、登山社、有氧舞蹈社、太極拳俱樂部、太極拳推手俱樂部、

紅樓合唱團、聖經研習社及福智聯誼會等，為使教職員工發展更多元休閒

未來達成策略 對應績效指標 

為鼓勵優秀同仁，每年辦理本校傑出

員工選拔，以激勵員工工作士氣。 

傑出員工獎勵金經費執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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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鼓勵本校教職員工參加多元類型社團活動，以促進教職員身心健康

及職場工作環境和諧。(SDGs 8.8) 

b.依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規定，為培養團隊精神及鼓舞士

氣，各機關學校辦理文康活動，包含各類社團、體能競賽、慶生、聯誼等

活動。本校每年辦理教職員工運動大會、提供同仁專屬運動服，於教職員

工生日發放生日賀片及禮券，鼓勵同仁參與其他機關學校辦理之聯誼活

動並給予參與同仁每人新臺幣 800 元補助費用。另補助教職員工文康活

動經費，同仁可自行選擇參加所屬單位或本校其他單位文康活動。 

c.未來達成策略及對應績效指標： 

       表 25.10 建構多元文康活動之未來達成策略及績效指標 

未來達成策略 對應績效指標 

為加強教職員工互動，每年辦理相關

文康活動。 
文康活動經費執行率。 

C.落實考核制度提升行政效能 (F-2) (SDGs 16.6) 

考核制度須確實依照同仁工作績效考評，始能對工作表現績優同仁產生

激勵效果，並對仍有改善空間之同仁確實予以提醒及輔導，本校辦理平時考

核及年終考績時，均依相關規定覈實辦理，逐步推展近中長程發展策略。依據

效能友善的行政團隊主軸目標項下之發展策略「建構多元獎勵制度，增進教

職員工互動效益作的機制」( F-2)，整合永續發展規劃內容「在所有的階層發

展有效的、負責的且透明的制度」(SDGs 16.6)，全方位落實考核制度。說明如

下： 

a.落實平時考核： 

本校行政人員依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國

立臺北科技大學契約進用工作人員考核作業規定」，於每年 4 月、8 月辦理

平時考核，考核結果由各單位密送人事室彙陳校長核閱後，作為年終考績

(核)依據。 

b.落實年終考績(核)作業： 

行政人員年終考績(核)均以平時考核結果作為重要參據；職員及約用人

員年終考績考列甲等人數以75%為上限，並由考績委員會覈實考評，視個人

工作表現調整等第，並依考核結果作為晉級及未來陞遷重要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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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主計室 

(一)現況 

本校預算及財務運作，自 87 年度起配合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之政策，

開始實施校務基金，落實大學法賦予國立大學財務自主之原則，自籌部分財源，減輕政

府負擔，強化資源使用效能，提高辦學績效。 

本校預算編製，係考量校務總體目標及中長程發展需要，區分為政府補助收入及自

籌收入二項財源編列；預算執行及會計作業與內部審核，係依照「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設置條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會計

制度之一致規定」、本校「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及「預算及會計作業標準作業流程手

冊」等辦理，以達成基金收支平衡或有賸餘為原則。 

本校收入來源，主要為政府補助之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其他補助收入及自籌收

入(包含學雜費收入、受贈收入、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入

及投資取得收益…等)，用以支應學校運作及發展所需相關支出，如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建教合作成本、推廣教育成本、學生公費及獎勵金、管理及總務費用等。茲將本校 109

至 113 年度經常收支及資本支出執行情形表列如下： 

           表 26.1 109-113 年度經常收支狀況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09 110 111 112 113 

經常門收入 3,247,611 3,284,195 3,626,270 3,811,814 4,005,743 
經常門支出 3,272,333 3,289,722 3,599,924 3,787,817 3,991,412 
當期餘絀 -24,722 -5,527 26,346 23,997 14,331 
註: 112 年度為包含大學及研究學院之彙計版金額。(以下各表同) 

 

表 26.2 109-113 年度資本支出狀況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09 110 111 112 113 

土地改良物 - - -  1,179   
房屋及建築 167,460 233,769 143,770  58,191  79,430 
機械及設備 243,013 218,127 233,426  241,830  270,643 
交通及運輸設備 8,402 19,058 11,342  17,185  34,867 
雜項設備 71,624 78,078 84,156  69,830  67,893 
無形資產 28,971 39,244 46,606  63,627  38,849 
遞延資產 48,246 14,291 54,835  62,242  101,036 

合  計 567,716 602,567 574,135  514,084  

 

592,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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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本校實施校務基金，均積極籌措財源，故多項收入每年均有成長。未來除繼續爭

取教育部補助經費外，仍將善用學校優勢，努力拓展各種自籌財源，挹注政府補助不足

數，以因應校務成長所需。茲將本校 109 至 113 年度自籌收入挹注校務基金情況表列如

下： 

表 26.3 109-113 年度自籌收支分析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09 110 111 112 113 

自籌收入(1)： 1,949,772 2,000,859 2,222,597  2,316,782  2,439,009 
學雜費收入(淨額) 784,955 777,959 772,169  742,913  724,065 
建教合作收入 845,603 896,655 1,046,635  1,181,584  1,208,593 
推廣教育收入 42,515 49,184 48,686  30,838  36,105 
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 116,946 111,951 121,172  122,823  160,722 
捐贈收入 82,734 94,049 133,478  125,308  169,615 
投資取得之收益 36,864 30,719 55,458  77,066  99,399 
雜項業務收入 19,313 20,372 20,720  22,499  25,918 
其他收入 20,842 19,970 24,279  13,751  14,592 
自籌支出(2)： 1,723,033 1,736,119 1,970,478  2,018,483  2,095,243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641,862 634,615 705,990  684,439  748,705 
管理及總務費用 100,257 105,988 113,573  106,950  144,690 
建教合作成本 752,318 750,102 897,306  979,854  1,000,327 
推廣教育成本 25,962 34,009 36,409  26,227  21,388 
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116,819 123,898 134,036  120,325  133,659 
雜項業務費用 16,095 16,535 16,883  19,011  19,352 
雜項費用 73,295 62,931 71,267  80,180  81,014 
投資短絀 - 68 38  511  13 
兌換短絀 307 225 -  1  - 
財產交易短絀     1,880  1,983 

折舊費用 
(不含捐贈款項所購置之資產

折舊費用) 
(83,726) (88,491) (105,005) (117,917) (130,388) 

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
遞延費用(屬建教合作、推

廣教育及雜項費用部分) 
79,844 96,239 99,981  117,022  74,500 

可挹注校務基金數 
(3)=(1)-(2)  226,739   264,740   252,119   298,299  343,766 

總收入合計(4) 3,247,611 3,284,195 3,626,270  3,811,814  4,005,743 
自籌收入比率(1)/(4) 60.04% 60.92% 61.29% 60.78% 6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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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發展目標(A-1、A-2、D−4、F-1、F-3)(SDGs 12.5、SDGs 16.6、SDGs 17.14) 

主計室主要負責預決算及財務報表編製、預算資源分配、經費審核、統計調查、傳

票開立、憑證調閱保管及有效分析本校財務狀況，每月監控預算執行情形及財務狀況等

工作事項，此外秉持服務熱忱，配合校務發展需要，辦理其他額外業務，包括辦理各項

經費動支及結報事項說明會，加強本校同仁經費運用應符合計畫目標之觀念，使報支經

費承辦人更了解相關法令規範及財務責任，亦協助推動聯合服務中心業務，辦理經費核

銷等主計業務服務。 

主計室發展目標之建立，著重本校健康智慧的綠色校園、務實導向的產學研發及效

能友善的行政團隊等三項主軸目標，逐步推展近中長程發展策略，並將永續發展融入業

務，從中擬定量化發展指標及執行期程，並依據前述訂定各項發展指標，每學期透過校

務發展委員會及中長程計畫書研商修訂會議，持續針對近中長程預定達成之定量化指標

進行追蹤檢討。主計室之定量化指標及近三年(111 年至 114 年 1 月 31 日)執行成效如表

26.4。  

表 26.4 主計室之定量化發展指標總表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 

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至 114 年 1 月 31 日) 

效能友善

的行政團

隊(F) 

提升行政

效率，優化

服務品質 
(F-1) 

中程（4年） 

每年辦理各項

經費動支及結

報事項說明會 

各項經費動支及結報事項說

明會皆於每年第1學期開學

後辦理，111年至113年報名

參加人次如下： 
1. 111：90人 
2. 112：99人 
3. 113：140人 

協助推動聯合

服務中心業務 
協助聯合服務中心辦理主計

業務，111年至113年經費核

銷件數如下： 
1. 111：8,991件 
2. 112：11,169件 
3. 113：9,892件 

強化成本

控制機制，

擴展學校

財務來源

(F-3) 

近程（2年） 

有效分析本校

財務狀況 
每月監控預算執行情形及財

務狀況(如收支餘絀、人事費

支出、可用資金等)，本校

111-113年度決算皆為實質

賸餘、可用資金占最近年度

決算平均每月現金經常支出

倍數皆達4倍(個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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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中長程發展策略 

1.近程發展策略（2 年） 

(1)有效分析本校財務狀況 (F-3) 

本室藉由監控每月預算執行情形及財務狀況，依據各項數據了解校務基金預算執行

是否有效率，是否合於規定，及財務是否穩健。並依據每年所辦理之決算作業，了解當

年度校內財務狀況，分析近三年來收入與支出增減原因，提供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供校務發展決策之參考，以提升校內資源使用效益，達成年度賸餘之目標。 

(2)設計有效方式整合本校各計畫為學校增加校務基金 (F-3) 

本校於每年底調查次年度各計畫可挹注校務基金之額度，納入年度經常門及資本門

預算分配，與校內原編預算整合，統一規劃使用方式，以避免無效支出，使經費支用達

到最大效益。於預算分配會議召開時，逐一檢視各計畫挹注校務基金情形，並檢討是否

有增加之空間。113 年度計有教務處、研發處、研究中心、學務處及產學處等單位挹注

經費，其全年度共挹 7,498 萬 6 千元，較上年度增加挹注 801 萬 8 千元，成長率達 11.97%。 

2.中程發展策略（4 年） 

(1)增進主計業務服務 (A-1、A-2、F-1)(SDGs 12.5、SDGs 16.6) 

本室主要負責預決算及財務報表編製、經費審核、傳票開立及憑證調閱保管等工作

事項，每位同仁均需具備會計、審計專長，依據各工作項目確實分工並互相支援合作，

同時對來本室洽公之教職同仁及學生均保持高度熱誠之服務精神，並適時檢討簡化主計

作業流程以增進工作效能，每年辦理各項經費動支及結報事項說明會，例如： 

A.本室致力於強化預算控管制度，提升資源運用效益，訂定預算及會計業務

標準作業流程，健全會計制度；定期公布財務資訊於學校網頁公開專區，增

進財務透明度。 

B.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將預決算、帳務、經費請購查詢由傳統紙本改採電子

化作業、同時簡化流程、有效節能減碳、減少廢棄物產生。 

C.經費動支及審核作業程序分層負責：經費動支申請及審核案 1 萬元(含)以下

授權同仁核決、1 萬元至 15 萬元(含)經同仁審核後授權組長核決、15 萬元

以上由主任核決。 

D.將本校 15 萬元以下動支經費申請單(自行採購)由雙面列印集中整併為一頁，

將可節省紙張及耗材，並減少漏章退件程序處理時間，以提升行政效能。 

E.親持公文或審核案均隨到隨辦，緊急案件優先處理。 

F.每年定期舉辦各項經費動支及結報事項說明會，針對各種計畫經費報帳方式、

應行注意事項及常見問題進行講解，以減少不必要之退件並順利完成經費

結報。 

G.使用會計作業系統，提供各單位同仁於網路進行經費請購，並可透過網路

查詢，以了解目前經費辦理流程及追蹤經費報支情形。同時為加強管控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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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授權狀況，帳號申請及取消，皆須經本室統一作業，並定期清查權限使用

情形，另針對調職、離職及同仁退休時，離職會辦單會簽本室，其帳號均立

即予以管制停用，以落實系統帳號管控機制。 

H.協助推動聯合服務中心業務：本校為提供師生更完善的服務，設立聯合服

務中心以加速辦理相關業務程序，本室業務包含一萬元以下單據審查、計

畫案人事費報支印領清冊審核、採購付款進度查詢及線上請購授權申請書

等。 

(2)協助經費鬆綁增加使用彈性 (D-4) 

A.觀念面：本室同仁於會計工作方面均與時俱進，興利與防弊並重，同時以服

務為導向，並在合法範圍內兼顧情理，讓有限資源充分而有效運用，以協助

及配合學校永續發展。經費鬆綁增加使用彈性之目標，應以提升教學研究

之實質效益為考量，而非將所有項目予以鬆綁。 

B 法規面：外部法規部分，如教育部、科技部及行政院等政府機關所頒定之相

關規定，於條文明確規範時，本校執行應予遵守。若有法條不盡明確且有裁

量空間者，在合理範圍內參採當事者主張或陳述意見為原則；內部法規部

分，本校依教育部相關法規訂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

支管理辦法」，此為執行自籌收支之校內母法，其下設各項子法如「產學合

作收支管理辦法」、「推廣教育收入經費收支管理辦法」、「專題計畫結餘款

分配及使用辦法」…等，經費支用增加使用彈性，以提升教學研究之實質效

益。 

C.財源面：由自籌收入支應，係依本校自訂之各項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辦

理，可藉由修訂上述辦法，適度鬆綁經費，增加彈性運用空間。 

(3)協助規劃中長程重大興建工程及計畫財源需求 (F-1)(SDGs 17.14) 

本校目前規劃重大興建工程及計畫包含東校區教學研究大樓第二期及多功能學生

活動中心新建工程、首長及職務宿舍新建工程及桃園智慧與綠能產業服務基地計畫等，

為籌措龐大財源，本室建議積極實施開源節流措施，增加年度現金結餘、持續向校友募

款、並提撥工程準備金，確保足夠財源，避免未來興建工程發生延宕情形，達成學校中

長程發展目標，實現校園永續發展。 

(4)114 至 118 年度財務概況預估 (F-3) 

配合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考量未來年度經常門及資本門之收入、支出情形預估本

校 114 至 118 年度財務概況表列如下： 
  



510 

表 26.5 114-118 年度財務概況預估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14 115 116 117 118 

收入合計(1) 3,962,190  4,168,200  4,251,204  4,336,208  4,423,212  

 業務收入 3,606,577 3,606,164 3,659,539 3,740,170 3,819,036 

  學雜費收入(扣除減免) 751,336 750,697 743,525 745,938 741,319 

  建教合作收入 1,147,730  1,358,089  1,452,141  1,523,297  1,598,235  

  推廣教育收入 52,920  52,800  42,400  43,256  43,984  

  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1,028,762  1,028,762  1,028,762  1,028,762  1,028,762  

  其他補助收入 603,929  591,550  591,550  591,550  591,550  

                年度 
       項目 

114 115 116 117 118 

  雜項業務收入 21,900  22,556  21,102  22,577  38,434  

 業務外收入 355,613  363,746  371,724  380,828  380,928  

  財務收入 76,852  77,489  77,489  77,489  77,489  

  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  130,192  131,229  133,207  142,307  142,407  

  受贈收入 133,300  139,300  145,300  145,300  145,300  

  其他 
  (凡不屬以上之業務外收入)                                                 

15,269  15,728  15,728  15,732  15,732  

支出合計(2) 3,987,409  4,180,429  4,263,437  4,353,447  4,440,455  

 業務成本與費用 3,912,409  4,105,429  4,188,437  4,278,447  4,365,455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含研究

發展費用) 
2,266,801  2,231,845  2,262,977  2,235,501  2,212,002  

  建教合作成本 953,164  1,183,775  1,236,115  1,349,439  1,453,024  

  推廣教育成本 39,690  39,600  31,800  32,442  32,988  

  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191,833  197,793  203,683  203,683  204,683  

  管理及總務費用 443,401  432,414  435,185  438,126  441,088  

  雜項業務費用 17,520  20,002  18,677  19,256  21,671  

 業務外費用 75,000 75,000 75,000 75,000 75,000 

  雜項費用 75,000 75,000 75,000 75,000 75,000 

餘絀(3)=(1)-(2) -25,219  -12,229  -12,233  -17,239  -17,243  

可用資金變化情形：      

 期初現金及定存 (A)  4,255,535   4,206,489   4,064,752   3,691,482   3,390,355  
 加：當期經常門現金收入情形  3,927,649   4,138,800   4,221,804   4,306,808   4,393,812  

 減：當期經常門現金支出情形  3,476,283   3,668,978   3,751,386   3,841,396   3,928,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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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現金及定存包括現金(含活期存款及自存入起三個月內到期之定期存款等)、流動金融資產項下存款

三個月以上，一年內到期之定期存款與投資項下存款期間一年以上到期之定期存款。 
2、經常門現金收入包括政府補助收入與學雜費收入、建教合作收入、推廣教育收入、資產使用及權利

金收入與受贈收入等自籌收入，並扣除不產生現金流入之收入。 
3、經常門現金支出係指支出效益及於當年度之現金支出，如人事費、水電費、維護費及獎助學金等。 
4、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入係指各政府機關補助款屬指定用於增置動產、不動產、無形資產

及其他資產等。 
5、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係指支出效益及於當年及以後年度之現金支出，包括增置動產、

不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等。 
6、其他影響當期現金調整增(減)數，係指經常門現金收支、動產、不動產其他資產現金收支等以外，

其他影響期末現金之合計數。 
7、短期可變現資產係指得於短期內轉換成現金之財務或經濟資源，包括：流動金融資產、應收款項及

短期貸墊款。 
8、短期需償還負債係指應於短期內支付現金支給付義務，包括：流動負債、存入保證金、應付保管款、

暫收及待結轉帳項，但應排除屬指定用途捐贈款已提撥準備金之部。 
9、可用資金係指學校帳上現金及定存加上短期可變現資產並扣除短期需償還負債與資本門補助計畫

尚未執行數，係在衡量特定時點學校可運用之資金。 

3.長程發展策略（8 年） 

(1)積極爭取穩健的財務支援 (F-3) 

政府實施校務基金制度，要求各校經費使用需具多元性及自主性，同時提高自籌財

源比率，以減少國庫負擔。教育部目前核算校務基金學校補助方式，係考量學校教學性

質、學生人數、所在地區等因素後，就各校基本需求、延續性工程及發展性經費等項目

計算額度，始分配予各校。本校每年度教育部補助款均為略增狀態，預算內容主要為一

般經常支出、專項建築及設備費。另學校為應校務發展需求，應積極申請政府機關專項

計畫補助經費，包含教育部、國科會、經濟部等，並爭取多年期補助計畫，以充裕校務

基金。同時加強成本效益觀念，以促進財務有效運作。 

校務發展計畫需有穩健的財務支援，讓有限的預算發揮最大效益，基此，本校財務

資源配置與運用，需與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緊密結合，以提昇資源使用效率，使資源合

 加：當期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

產現金收入情形 
 388,030   667,722   667,722   667,722   663,410  

 減：當期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

產現金支出情形 
 889,285   1,720,124   1,811,312   1,659,104   1,441,814  

加：當期投資淨(增)減情形 -6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加：其他影響當期現金調整增

(減)數 
60,843  560,843  419,902  344,843  132,843  

期末現金及定存 (B)  4,206,489   4,064,752   3,691,482   3,390,355   3,090,202  

 加：期末短期可變現資產  108,080   108,579   108,579   108,579   108,579  

 減：期末短期需償還負債  1,027,455   1,027,955   1,027,955   1,027,955   1,027,955  
 減：資本門補助計畫尚未執行數  -     -     -     -     -    

期末可用資金預測  3,287,114   3,145,376   2,772,106   2,470,979   2,17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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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分配，以達成學校之長遠及特色發展。 

為因應產業界對人才的殷切需求，並有效提升本校研究發展，以創新作法引入產業

界優質資源與人力參與校內研發，本校設立前瞻技術研究總部，並依「國家重點領域產

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申請設立「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以建構與產業界共

治創新管理，提供跨域研發產學合作平台，同時規劃創新自主的跨域研發環境，以發展

高階人才培育。該學院規劃於 111 年 8 月 1 日至 121 年 7 月 31 日，共計 10 年辦理第一

期創新計畫。其預算編列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收入包含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撥款、

合作企業資金挹注及技轉金等，支出依業務需要核實辦理，預計 114 年度將可創造賸餘

約計 9 百萬餘元。 

(2)善用學校優勢，厚實學校財源 (F-3) 

本校運用學校地處市中心交通便利之特性，出借場地及設備，積極辦理推廣教育並

協助企業培訓，增加收入並提升場地運用效益，以及善用本校充沛的人脈與廣大的校友

支持，有效募集各項建設基金，建立完善募款機制等。並為維持學校財務穩健運作，衡

量整體財務狀況及計畫優先順序，納入分年度預算編列，推動執行，協助支應各項校務

發展之所需，以促進本校財務穩定，達成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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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校務研究暨永續發展中心 

(一)現況  

為落實永續校務治理，本校自 111 年 8 月 1 日整合校務研究中心與社會責任辦公

室，設立「校務研究暨永續發展中心」為一級單位，設中心主任 1 名、副主任 3 名、執

行長 1 名，綜理中心業務；並於 113 年 11 月 18 日起設置永續發展與社會責任組，置組

長 1 名；中心秘書 1 名，中心顧問若干人，協助主任推動相關業務，另下分設行政組員

及專任助理若干人，進行研究或辦理相關研究業務。校務永續中心任務，包含校務議題

研究，以第一線執行者之運行結果來檢視執行成效，統整分析各類校務資料，並以此作

為校務決策所需的分析與參考數據、永續成果系統性蒐集、管理及運用、推動大學社會

責任實踐與成效評估。 

(二)發展目標 (B-3、B-5、C-3、E-3、F-1、F-4) (SDGs 4.7、SDGs 11.a、SDGs 16.6、

SDGs 16.7、SDGs 17.14、SDGs 17.17) 

本中心以推動校務研究、建構永續校園、落實社會責任實踐為核心，並以校務發展

為基礎，將社會或國際各項重大議題及永續發展脈絡，融入教學研究、課程、實習與行

政支持中，以「創新科技，實踐永續」為永續願景，期透過豐沛的學術量能、實務人才

與企業影響力，為永續發展提供關鍵資源，驅動綠色轉型的加速發展，邁向 2048 淨零

碳排目標，將大學社會責任與全球化對接，落實永續發展。 

在推動校務研究方面，以數據治校理念作為推進目標，運用「數據」分析，解構所

有師生的行動軌跡與表現，以相關單位基礎業務建構本校校務研究治理雛形，透過確定

研究議題與資料需求、資料蒐集與探索、資料分析與說明解釋、分析報告與相關單位交

流等過程，提供相關單位業務精進或改變作法的參考，協助提高政策的連貫性，以實現

校務永續發展。 

在落實大學社會責任方面，期待發揮影響力整合校內行政資源與各領域系所專業，

培養 USR 研究之所需人文關懷、社會素養，並形成校內 USR 計畫的教育培訓基地，因

應場域需求議題，將大學專業知識轉化為社會創新與永續發展動能，透過社會參與帶動

教學實踐的轉變，落實無邊界大學的政策構想；亦扮演學校與公私部門、企業產業及城

鄉場域之間的鏈結平台，帶動 USR 教研實務、資源整合與在地永續發展的良性循環，

與地方發展創生、共融。 

在建構永續校園方面，為達成永續教育之目標，本中心參考校務中長程發展計劃、

國際永續相關評比指標、利害關係人問卷調查，以及 ESG 外部衝擊，盤點本校重大議

題，以掌握各單位落實永續發展目標與策略。藉由教學單位與行政單位雙軌推動與落實

永續行動，最後將行動成果回饋於校務發展與教學研究規劃，營造永續校園環境。 

校務永續中心依據中長程發展計畫之 6 大主軸目標及 26 項發展策略，擬定量化

發展指標及執行期程。各項發展指標依據單位資源條件、軟硬體設備及近年表現，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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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特色亮點指標，再從中訂定核心發展指標。每學期透過校務發展委員會及中長程計畫

書研商修訂會議，持續針對各單位近中長程預定達成之定量化指標進行追蹤檢討。校務

研究暨永續發展中心之定量化指標及近三年(111-114 年 1 月 31 日)執行成效如表 27.1。 

本中心在校務研究、永續發展及大學社會責任之執行成效皆依據所訂定量化指標完

成現階段任務，如統整並優化校務資訊呈現，以校務研究進行分析與檢視，針對執行單

位需求研討議題，並將研究建議回饋相關單位；實施重大性分析後，擬定永續規劃行動

方案，並匯集永續成果編撰永續報告書，112 年榮獲《TCSA》台灣永續行動獎「台灣永

續大學績優獎」與永續報告書榮獲「大學-金獎」，2024 榮獲第五屆《遠見》USR 大學社

會責任獎「大學永續報告書-楷模獎」。再增設「永續發展」專區，提供本校相關永續活

動，並建置「SDGs 活動與課程成果蒐集平台」，使資料蒐集系統化與成果呈現自動化，

強化本校永續成果揭露與溝通；開展學校特色領域行動方案及 USR 全民運動推展，112

年起每學年辦理入系宣導與推廣，持續培養人社、設計學院在 USR 的人文關懷優勢，

並導入理工領域技術支援，整合本校校院多元領域專業；設置 2 個 USR 主題微學程，

自 112-2 學期實施。 

表 27.1 校務研究暨永續發展中心之定量化發展指標總表 

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多元創新的

學 習 環 境

(B) 

發展創新教

學模式，建

構以學生為

主的學習環

境(B-3) 
 
增進學生人

文藝術涵養

與優良人格

特質(B-5) 

近程（2 年） 

1. 辦理 USR
認證課程。 

2. 設置 USR
主題微學

程。 
3. 執行與優

化 USR 計

畫支持措

施。 
4. 辦理 USR
教師社群。 

5. 每年至少

辦理 4 場

永續議題

系列講座

課程與 2
場教育訓

練。 
6. 每年至少

投遞 2 案，

參與外部

績效評選。 

1. 本校 111-113 年本校共開設 123
門 USR 認證課程，共有 69 位教

師參與開課，計2,335人次修習。

其中 111 年為 30 門、112 年 40
門、113 年 53 門，參與情形持

續成長，3 年間新增 23 位教師

開課。 
2. 本校自 112 學年起設置由工業

設計系、文化事業發展系及通識

課程組成之「文化永續與社會創

新」微學程，主題包含社會學、

創新思考、陶藝、木藝、文資創

生及跨域產品設計等項目，以及

由建築系、土木工程系課程組成

「城鄉環境永續」微學程，包含

建築設計、社區營造、水土環境

工程與防災等主題，共規劃 53
門課程。自 112-2 學期實施，迄

今計 2,277 人次修讀。 
3. 本校自 111 年起優化服務彈性

薪資計點方式，B 類增修擔任

USR 共學研討講者、USR 方案

參加評選獲獎、出版專書、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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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等項目，對於教師加深參與

USR 提供更多誘因。111-113 年

USR 參與教師共計 21人次申請

通過，共占全校申請教師人數

26%。 
4. 本校 USR 教師社群以工作會議

形式進行每月聚會，自 112 年成

立 USR 教師群組，共有 21 位

USR 計畫教師加入，並參與學

校辦理之「大學社會責任講堂」

及「SIG 議題交流」共 6 場次活

動。 
5. 定期辦理永續系列課程講座、工

作坊與教育訓練，透過理論與案

例分享，強化教職員、學生對永

續發展議題的認識與認同，並以

方法學進行小組討論，促進學員

多元思考，激發創意且可行的提

案能力。111-113 年共辦理 9 場

永續課程講座及 3 場溫室氣體

盤查教育訓練，參與教職員生共

646 人次。 
6. 召集 22 位學生加入社群，組成

永續種子團隊。募集學生組成永

續種子，定期辦理聚會、競賽或

倡議活動彼此交流探討永續議

題，以培育跨領域之永續人才。 
7. 分別於 112 年與 113 年榮獲

《TCSA》、《TUSA》「台灣永續

大學績優獎」以及永續報告書

「大學-金獎」。113 年榮獲「大

學永續報告-楷模獎」。114 年入

圍《遠見》USR 大學社會責任獎

-永續報告書組、福祉共生組。 

全人發展的

孕 育 搖 籃

(C) 

深化品德教

育，朝向以

人為本的教

學理念 
(C-3) 

近程（2 年） 

開展學校特

色領域行動

方案及 USR
全民運動推

展。 

為強化 USR 計畫相關成果推廣，

辦理入系宣導與大學社會責任實

踐講堂，其量化績效如下： 
1. 本校於 111 年核定 USR 附冊 2
案、Hub 5 案，112-113 年核定

附冊 4 案；111-113 年分別育成

校內種子計畫 4、6、8 案。 
2. 始於 112 年辦理入系宣導，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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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師推廣 USR 種子計畫申請，迄

今走入系務會議、導師會議共計

29 場次。強化理工領域系所參

與，以彰顯學校科技專長特色，

112年度新增之 6案校內種子計

畫，其中 4 案分別為機械系、電

子系及車輛系教師為首組成之

師生團隊。113 年共育成 8 案，

分別來自通識中心、機械系、電

子系、車輛系、建築系、工設系、

工業管理系等各大學院系所。 
3. 本校自 109 年起每年出版大學

社會責任年報，由校務端統整全

年度大學社會責任實踐成果，至

今已出版 5 本，並自年 111 年起

亦徵件收錄 48 篇的學生參與心

得，重視學生參與後的回饋。 
4. 本校112-113年共辦理社會責任

講堂 5 場，邀請校內 USR 教師

社群及對議題有興趣的一般師

生參與。 

中程（4 年） 

育成校內永

續種子，實踐

校園永續生

活實驗室。 

112 年辦理 4 場永續培力系列課

程，進而推動 113 年辦理「永續生

活實驗室-社會實踐與永續創新競

賽」，使學生以校園內外為場域，

透過自身學習專業，經創新思考

解決社會議題，培育學生永續實

踐力。共 28 個團隊參與投件，19
組入選，最終 7 組獲得獎項，後續

邀請所有團隊參加北聯大永續競

賽，獲得 1 銀和 3 銅獎項。 

長程（8 年） 

1. 協助校內

USR 計畫

參與外部

評選。 
2. 與北聯大

盟校辦理

跨校合作。 

1. 本校 112 年輔導 USR 計畫團隊

參與外部評選，共送出 7 案 USR
計畫參與「遠見 2024USR 評

選」，2 案入圍，1 案獲楷模獎。

另獲大學永續報告書楷模獎；

113 年共送出 4 案 USR 計畫參

與「遠見 2025USR 評選」，其中

1 案入圍，含永續報告書獎，計

有 2 案進入決選。 
2. 本校與北聯大除了輪流舉辦交

流研討活動，112-113 年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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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以北聯大名義參展亞太永續博

覽會，4 校共同規劃世貿展區，

展出各校永續發展與大學社會

責任實踐成果；112-113 年共同

辦理「創新永續實踐大賽」推動

跨校、跨域合作，4 校共同推派

評審教師，本校 112 年有 1 案

USR 種子計畫學生提案參與，

113 年有 9 組學生團隊提案；112
年 10 月於海洋大學共同辦理

「北聯大 USR 聯合成果展」。

113 年與海大共同辦理「地方創

生×社會責任實踐」，另與北大

共同辦理「USR 培力講座」。 

深耕學研的

國 際 交 流

(E) 

落實全球在

地化提升國

際 能 見 度

(E-3) 

近程（2 年） 

1. 定期實施

重大議題

問卷調查，

並擬定永

續規畫行

動方案。 
2. 匯集本校

永續成果，

每年出版

永續報告

書。 

1. 參考國際永續相關指標，盤點出

本校永續議題，於 111 年進行利

害關係人問卷調查，共回收 425
份有效問卷，經評估分析以及諮

詢內外部專家意見，共鑑別 23
項重大議題，擬定 2023 至 2024
年永續規劃行動方案。113 年更

加入 ESG 外部衝擊問卷，經重

大性分析後，鑑別 10 個重大議

題，作為永續規劃之參據。 
2. 辦理 5 場永續管考會議，各單位

根據永續國際指標制定質量化

目標，最終達成率達 99%。 
3. 自 2022 年起彙集本校永續成果

編撰永續報告書，至今已出版 3
本永續報告書，作為與利害關係

人溝通、自我管理檢視與改善精

進的工具。且於 2023 年起進行

第三方查證，以提升報告書之可

信度。 
4. 根據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將

SDG 1 至 17 各項目之實際績

效，編撰本校 SDGs 報告書，以

提升在排名中的競爭力。 

效能友善的

行 政 團 隊

(F) 

提升行政效

率，優化服

務品質(F-1) 
近程（2 年） 

持續統整並

優化校務資

訊呈現，以校

務研究進行

1. 應用校務研究資料庫數據，於

112 年完成校務研究分析共 16
案，113 年完成校務研究分析共

14 案，預計 114 年完成校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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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分析與檢視，

針對執行單

位需求研討

議題，並將研

究建議回饋

相關單位。 

究分析共 5 案，建置永續 AI 智
能平臺。並同步於各季校務研究

工作進度會議向校長與一級行

政主管匯報後，將研究建議反饋

至各相關行政單位。 
2. 協助招生選才辦公室執行招生

相關議題分析，內容涵蓋畢業生

薪資表現、各入學管道學生學習

表現、各申請/甄選入學評分者

一致性分析、不同入學年度(新/
舊課綱 )對學生學習表現之影

響、學生休退學情形分析、學生

職業興趣特質、不同群科學生入

學後學習表現差異等；112 年共

計有 11 案；113 年共計有 10 案。 
3. 與電資學院合作執行「B5G 低

軌衛星關鍵通訊模組產業人才

與技術培育基地」學生職業興趣

特質分析，其分析結果顯示，參

與計畫之學生特質與開設課程

類型相符。且具備研究型或實用

型特質學生適配度越高者，學習

表現越佳，並將此結果提供給電

資學院作為人才培育參考應用。 
4. 探究英語成績與修習 EMI 專業

課程之學習成效，依據分析結

果，提供相關單位 3 項研究建議

重點描述如下： 
(1) 雙語化學習推動中心：在

EMI 教學中增加中文專有

名詞以輔助教學。 
(2) 教務處：大一階段規劃加強

學生英文能力課程。 
(3) 各學院系:大一階段協助學

生加強基本專業學科基礎，

並適度使用中文輔助教學，

以利幫助學生學習。 
5. 探討學生創新創業之行政與課

程支持關聯性，依據分析結果，

提供相關 4 個單位 7 項研究建

議： 
(1) 通識教育中心：增設「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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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型」特質能力通識課程。 

(2) 創新育成中心：A.建立具備

創新創業特質學生社群；B.
建立新創團隊師生媒合機

制；C.優化創新創業資訊布

達管道；D.調整本校升學研

究生創新創業補助措施。 
(3) 教務處課務組：提供創新創

業課程之教學回饋資料，以

利能更深入探究及觀察本

校學生對現有相關課程的

滿意度與其他需求。 
(4) 國際事務處:辦理「海外僑

生聯招」管道招生活動時，

可多加強本校在創新創業

方面為學生提供的各項輔

導機制及亮眼表現，以利爭

取吸引更多優秀生源選讀

本校。 
6. 經濟或文化不利生受輔導或協

助之成效分析，依據分析結果，

提供相關單位 6 項研究建議重

點描述如下： 
(1) 校務研究暨永續發展中心：

持續深入探究獎助金計畫

對經文不利生的實際支持

與需求。 
(2) 學務處：A.設立獎助金不同

級別機制；B.定期評估和反

饋；C.增強學生輔導資源；

D.優化資源配置；E.優先校

內工讀機會。 
7. 啟動納入教師為主之相關研究，

包括探究教師推動創新教學計

畫之實施成效、探究教師彈薪發

放數額與研發成果之關聯性；以

及擴增探究本校外籍學生實習

現況。 

中程（4 年） 

1. 完善校務

資料庫與

各單位資

訊利用之

1. 資料項目涵蓋學生基本資料、修

課紀錄、畢業資料、休退學資料、

統測/學測成績、弱勢助學金資

料、琢玉計畫獎助金、學雜費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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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循環。 

2. 推動 USR
成效評估

作業。 
3. 優化永續

校務經營

策略。 

免資料等；其校務研究資料庫數

據，按資料類型不同之保存學年

度區間不等，目前僅儲存 97-112
學年度資料，數據庫資料累積量

已高達 3 百萬筆以上。 
2. 本校 112 年起參考教育部 USR
推動中心與國內外相關指標訂

定大學社會責任自評架構；並於

113 年修訂 4 項指標。4 案附冊

團隊據以蒐集當中人才培育、內

外部社會參與面之質量化成效

與利害關係人回饋意見，均獲正

面回饋；112-113 年行動方案整

體滿意度之平均分數為原民案

4.71、木創案 4.79、野柳案 4.49、
鶯歌案 4.9(滿分 5 分)。 

3. 將本校永續議題對經濟、環境與

社會的正負向外部衝擊程度，納

入問卷調查中。確保重大議題為

重中之重。 
4. 113 年正式加入 STARS 會員，

並參與自主填報系統，以檢視本

校永續落實執行情形。並加入

ESG 遠見共好圈，藉由跨界共

學、永續共好，以利校園永續之

推動。 

長程（8 年） 

1. 優化校務

資訊研究

與應用之

效能，運用

數據處理

技術與新

興工具處

理校務資

訊。 
2. 對應國際

永續發展

指標，型塑

永續校園。 

1. 結合 Open AI：ChatGPT 微調模

型應用校務研究實務操作，有效

加速本校校務研究議題擴展。於

「2024 年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

會年會暨國際研討會」進行校務

研究海報發表 1 篇。 
2. 建置「校園智能服務系統」「課

程推薦系統」與「永續 AI 智能

平臺」。 
3. 完善互動式數據視覺化系統。 
4. 因應淨零政策，本校於 2021 至

今已出版 2022 年與 2023 年溫

室氣體盤查報告書，並以 2022
年為基準年，將規劃淨零減碳路

徑圖與策略，實踐 2048 年淨零

目標。並培育具社會責任與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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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目標 發展策略 
(編號) 發展期程 定量化指標 執行成效 

(111 年-114 年 1 月 31 日) 
意識之專業人才，為下一代創造

更美好、更永續的校園。 

增進校友互

動交流與意

見回饋機制

(F-4) 

近程（2 年） 

增置「永續發

展」專欄 
112 年於本中心網站增設「永續發

展」專欄，提供本校相關永續活

動，並建置「 SDGs 活動與課程成

果蒐集平台」，使資料蒐集系統化

與成果呈現自動化，強化本校永

續成果揭露與溝通。 

(三)近中長程發展策略  

校務研究暨永續發展中心發展目標之建立，著重本校校務研究的數據治理、建構永

續發展的校園、善盡大學的社會責任等三項主軸目標，逐步推展近中長程發展策略。依

據前三項主軸目標項下分成四項發展策略，分別為：(1)對內提升行政效率，優化服務品

質，以數據分析並提供給各單位改善建議，對外藉由校務資訊揭露，增進校友及大眾與

本校互動交流和意見回饋機制(B-3、F-1、F-4, SDGs 16.6、SDGs 17.14)；(2)運用所學回

饋地方社會，藉以促進地方永續發展，善盡大學社會責任，提倡全球公民文化，增進學

生人文關懷胸襟涵養與優良人格特質(B-5, SDGs 4.7)；(3)藉由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

深化品德教育，將 USR 精神融入專業課程，發展創新教學模式，朝向以人為本的學習

環境，推動學術專業與地方合作經驗結合，鼓勵公民營之合作，促進都市與城鄉間社經

環境正面連結。(B-3、C-3, SDGs 4.7、SDGs 11.a)；(4)鏈結國際類型指標與參與具有代表

性國際大學排名等，落實全球在地化提升國際能見度，以回應辦學相關利害關係人問責 

(E-3, SDGs 16.7)。 

1.近程發展策略（2 年） 

(1) 持續蒐集與分析校務資訊 (F-1)(SDGs 16.6、SDGs 17.14) 

學校的治理、現況評估、資源分配皆需人力物力將相關資料蒐集與整合，尤以未來

的政策制訂更應輔以數據來優化、推論相關規劃，並在此之上完善相關行政運作機制，

以增進學校資源的分配及利用，促進學生學習表現與行政支持之效能。為此需要每年持

續性的蒐集資訊，且數據內容需為具備一定程度的精確性的相關資料，再以此進行分析，

即能提供單位決策所需之參考。 

校內資訊通常以學生、教師為主要來源，持續蒐集學生校內學習歷程、畢業生流向，

與教師開課數、參與課程人數等量化資訊，以及學生文字回饋、課程滿意度等質性資料，

將校內學習表現資訊相互串接以分析多元學習成效，而後結合畢業流向回饋教師與教學，

以利各單位精進與修正各項策略及計畫。 

(2) 針對執行單位需求研討議題 (B-3、F-1)(SDGs 4.5、SDGs 4.7、SDGs 16.6、

SDGs 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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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將依據學生與第一線教職員之需求，整合質化與量化資料進行分析，以檢視各

單位規劃策略與實際執行成效，並將分析結果回饋各單位，以利執行者與規劃者釐清認

知差異，加以修正規劃內容與執行落差，讓單位目標獲得更合理的指標方向及規劃策略，

使第一線教職員與學生之需求獲得恰當的支持與輔助。例如，與本校招生選才辦公室合

作分析校務研究議題，包含本校畢業生薪資表現、各入學管道學生學習表現、各申請/甄

選入學評分者一致性分析、不同入學年度(新/舊課綱)對學生學習表現之影響、學生休退

學情形分析、學生職業興趣特質、不同群類學生入學後學習表現差異等，並將分析結果

回饋教務處及相關教學單位。與電資學院合作執行「B5G 低軌衛星關鍵通訊模組產業人

才與技術培育基地」學生職業興趣特質分析，並將此結果提供給電資學院作為人才培育

參考應用。與國際事務處合作分析「本校外籍生校外實與留任、就業情形」，並將此結果

提供給國際事務處作為未來海外招生之參考依據。 

針對教務處教學創新精進面向，將探究教師推動創新教學計畫之實施成效，透過學

生回饋之教學問卷以及教學評量相關資料，檢視採用不同創新教學法之課程的教學品質，

以及加上對應課程之相關量化資料近一步分析，確認教學效果的提升效果。研發處檢視

產學合作面向中，探究教師彈薪發放數額與研發成果之關聯性，藉此檢視本校發放教師

研究彈性薪資對教師產學研究表現之持續性及其影響力。學務處探討高教公共性面向中

的相關做法，分析學生輔導情形，作為優化輔導模式之改善依據，並研究經濟或文化不

利生受輔導或協助之成效分析，以檢視學習成效與輔導效能。 

(3) 持續統整並優化校務資訊呈現 (F-1)(SDGs 16.6、SDGs 17.14) 

校務研究每年將持續彙整並運用執行單位的最新資訊，經由量化指標或質性問卷並

結合畢業生流向，進一步檢視學生學習成效，釐清單位執行之策略是否有助於學生學習，

以及行政支持是否合宜，作為單位未來規劃的精進與更新策略之參考，亦能協助學校提

高政策的連貫性，以實現永續發展。教師與課程接收學生評分，並依據學生評分修訂與

優化相關課程，為此將持續蒐集教學評量之資訊，並陸續擴展分析範圍，以利教職員快

速理解學生評鑑成因，更正課程內容提高學生學習滿意度。 

  校務資訊將依序公開相關資訊，為此本中心將持續優化呈現資訊，依照單位需求，

進行分析與結果彙整，並向校內單位公開研究成果，作為校內課程與政策規劃之參考。 

(4) 強化校園推廣倡議，推升 USR 成為全民運動 (B-5、C-3)(SDGs 4.7) 

為履行「多元創新的學習環境」與「全人發展的孕育搖籃」校務發展目標，陶冶學

生品德，形塑科技與人文素養兼備的學習與研究環境，本校以在地需求出發，從專業課

程與跨領域課程導入，已建構參與 USR 實務學習之基盤。為進一步拓展全校師生認識

USR 與 SDGs 議題，中心積極走入各系院會議、導師會議向教師推廣 USR 精神與說明

校內相關行政支持，主動提供顧問服務與媒合資源。為增進師生價值認同，規劃辦理社

會責任講座及工作坊等推廣活動與定期交流增能，串聯具有 USR 執行經驗的教師分享

實踐案例，依計畫需求滾動調整主題內容，提供多元議題的執案範型與諮詢建議，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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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求團隊安排顧問輔導服務，幫助新進教師發展種子計畫。 

  而在 USR 成果的推廣方面，每年與臺北聯合大學共同辦理「創新永續實踐競賽」，

鼓勵學生關懷社會地方發展所面臨的生態環境、社會福址及經濟發展等實際議題，並組

成跨院系團隊報名提案，提出具創意及實踐性的偏鄉問題解決方案。鼓勵參與 USR 計

畫學生投稿參與心得、專文，並透過編撰社會實踐專刊、《北科青年》雙月刊專欄收錄年

度 USR 實踐成果，於公開網路平臺與本校圖書館空間上架，提供師生自由檢索閱讀。

同時也規劃辦理 USR 與永續議題成果展，展示本校師生在地實踐經驗成果，達成倡議

推展之成效。另推動多元媒體、新聞曝光分享成果，擴大學校 USR 能見度及影響力，

積極爭取外部資源。 

(5) 深化師生參與機制，建構 USR 教育實踐基地(B-3、B-5、C-3) (SDGs 4.7) 

  為提供完善制度環境以支持師生參與 USR 實踐，本校過去在教師激勵措施、課程

發展規劃，及校園參與方面已建立制度基礎。未來將強化校內支持系統，建立薪傳制度，

由顧問及經驗團隊指導育成新興團隊；定期辦理 USR 培力活動與會議，促進團隊之間

觀摩、學習彼此執案成果，深化種子育成轉型、輔助附冊推動邁進。 

    新增設校內 USR 團隊獎、教師獎，並與各學院升等及校內評鑑機制連動，激勵教

師參與社會實踐。鼓勵參與每年所辦理跨校 SIG 交流共學與研討，促成各校 USR 經驗

成果交流，落實教學創新及回饋社會。 

   此外，為增進校內各領域學生參與 USR 之管道，特開設 USR 認證課程，鼓勵融入

AI 教學內容，培養具兼具科技與人文素養之人才以解決社會議題。此外，自 112 學年起

設置由工業設計系、文化事業發展系及通識課程組成之「文化永續與社會創新」微學程，

主題包含社會學、創新思考、陶藝、木藝、文資創生及跨域產品設計等項目，以及由建

築系、土木工程系課程組成「城鄉環境永續」微學程，包含建築設計、社區營造、水土

環境工程與防災等主題。伴隨 USR 實踐計畫在各學院的推展，將持續拓展與 USR 微學

程內容，整合多元領域社會實踐課程，藉由跨領域學習機制培育社會實踐實務人才。 

(6) 鏈結整合外部資源，帶動人才培育與永續發展(C-3)(SDGs 11.a) 

本校透過社會責任實踐團隊育成工作，刻正推動各院系所團隊職能專業，扮演地方

行動智庫，帶動場域議題研究、創生發展及永續經營，將持續挹注計畫經費與校務基金

的挹注，育成校內 USR 種子計畫，並逐年提升計畫團隊的參與數量。本校基於已有場

域的基礎，及地方的社會議題專業需求，兼採「新舊同步、永續共榮」的布局開創實踐

場域，此外，學校和全台校友支持於各地育成 USR 計畫，更考量由專業強項建立互聯

網絡。透過不同專業的「互連成網、彼此成就」發展 USR 團隊跨領域協作，訴求有效催

化出活化地方發展的連鎖效應。原有的執行場域則立基長期合作經驗與默契持續深化，

朝整合為深耕型 USR 計畫發展，以期對環境產生正向影響力，一同帶動城鄉人才培育

與創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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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永續發展意識融入校務經營策略 (E-3、F-1)(SDGs 16.7) 

為推動全校性永續實踐，本校透過中長程發展計畫鏈結SDGs、STARS、THE與GRI，

以及外部評選等國內外永續指標，盤點本校重大議題與規劃本校永續發展藍圖及目標，

並借鏡企業社會責任、ESG 概念，將本校重大議題分類為健全校務治理、卓越教研創新、

驅動社會共好及永續生態環境四大面向。經由鑑別本校利害關係人，係指與學校產生直

接或間接影響之組織或個人，包括：教職員、在校生、校友、家長、周邊社區、企業、

供應商、政府機關、媒體等，透過問卷調查收集學校內部與外部不同管道之意見，此具

體對應 SDG 16.7「確保各個階層的決策回應民意，是包容的、參與的且具有代表性」，

並進行重大議題分析，製作重大議題矩陣圖，了解議題對學校營運衝擊與影響程度，以

及利害關係人對議題的關注程度，亦參考 STARS 評比項目且同時對應 THE 指標與本校

SDG 分階段逐步進行，引導各單位將教學與研究、校園參與、校園營運以及校務規劃與

治理，全方位納入永續發展策略推動，且訂定質量化目標，再建立管考機制掌握執行情

形，為確保在 2048 年達成淨零碳排目標，本校依據重大議題盤點結果，篩選出合適的

議題作為永續規劃藍圖的核心內容，並針對篩選出的議題，制定相應的管理方針。各行

政單位則根據校務中長期規劃，提出未來短期、中期及長期的永續策略，藉此機制進一

步完善本校未來的永續發展藍圖。 

在行政單位與教學單位雙管齊下的推動與落實，該行動成果亦可回饋於校務發展與

課程規劃，促使大學營運與永續實踐雙軌並行，並將全校永續發展相關執行績效整合，

以 SDGs 為架構出版本校 SDGs 報告書，且校準 THE 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SDGs、

STARS、GRI 與 SASB 等國際永續發展相關指標，編製本校永續報告書，以促進自我檢

視與永續發展精進，亦可與利害關係人建立溝通與成效揭露之管道，增進學校永續社會

影響力的外展與推廣。為強化本校永續報告書之公信力，透過獨立公正的第三方評估與

查證，以印證本校之透明度，以及對永續經營的盡責態度。 

(8) 永續發展意識融入大學育才策略 (B-5)(SDGs 4.7) 

為促進校內教職員生對於永續發展議題的認識與認同，透過辦理永續議題系列講座

課程與教育訓練，並串聯各處室與系院之永續倡議相關課程活動，每年與臺北聯合大學

共同辦理「創新永續實踐競賽」，將永續發展的精神融入與實踐於校園生活，以及個人的

教學、研究與工作場域，以提升教職員生永續發展意識與知能，同時符合 SDG 4.7「確

保所有的學子都習得必要的知識與技能而可以促進永續發展」。並同步推動於 USR 計畫

中，將永續發展培力作為重點工作，為教職員生建構具永續發展意識的校園環境。 

藉由教育促進永續認知到實際參與永續發展行動，並透過推展校內永續領域相關計

畫方案參與外部績效評選，例如：TUSA、TSAA、遠見等永續行動獎，爭取榮譽，建立

永續行動方案典範，也作為日後參賽團隊之學習楷模。亦辦理及參與校內外永續相關重

大博覽會，鼓勵校內師生團隊參與響應永續倡議推廣，協助行銷參與學生之新創產品或

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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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建構學校永續發展資訊平臺 (F-4)(SDGs 16.6) 

為優化與利害關係人揭露執行成效的溝通管道，除每年出版本校永續報告書及

SDGs 報告書外，於本中心網站中增置「永續發展」專欄及「SDGs 活動與課程成果蒐集

平台」，呈現本校永續發展藍圖與目標策略、各行政單位與教學單位之永續執行成果以

及公告永續知能相關課程與活動，並協助蒐集、彙整近年國際與國內永續趨勢，使校內

師生透過瀏覽單一網站，即可連結各大永續議題，以利師生隨時更新永續相關資訊，增

加永續知能。亦可提升本校永續作為之曝光度，透過定期網頁更新與維護，以確保校務

公開資訊的即時性與正確性，助於利害關係人與學校之間的溝通與資訊揭露。 

2.中程發展策略（4 年） 

(1) 完善校務資料庫與各單位資訊利用之循環 (F-1) (SDGs 16.6、SDGs 17.14) 

校務研究旨在探究、發掘問題、機會和挑戰，透過有效的數據資料蒐集和分析，落

實跨單位資料整合，將分析結果以報告形式，提供學校瞭解當前校務發展之情況，藉此

協助學校依據數據分析結果，擬定具前瞻性的發展策略，及政策推動、評估和調整之參

考，校務研究數據資料取得與應用流程圖如圖 27.1 所示。持續運用「數據」分析，解構

所有師生的行動軌跡與表現，以相關單位基礎業務建構本校校務研究治理雛形，透過確

定研究議題與資料需求、資料蒐集與探索、資料分析與說明解釋、分析報告與相關單位

交流等過程，提供相關單位業務精進或改變作法的參考。因此，本校以校務研究為基礎，

每年持續彙整並運用執行單位的最新資訊，依序公開相關資訊，且持續優化呈現資訊，

依照單位需求，進行分析與結果彙整，並向校內單位公開研究成果，建立以校務研究為

基礎之校務資訊公開機制，作為校內課程與政策規劃等事項之參考。 

 

 

 

 

 

 
 

圖 27.1 校務研究數據資料取得與應用流程圖 

(2) 提升 USR 計畫的執行成效 (F-1)(SDGs 16.6) 

  為提升校內各項 USR 方案的執行成效，將導入 USR 計畫成效自我評估，促進各團

隊蒐集利害關係人參與意見，並透過每月定期的追蹤，及期末的自評報告產出的評估結

果，落實 PDCA(Plan-Do-Check-Act)循環式品質管理概念推動評估作業。自 114 年起將

於教育部附冊與校內種子計畫導入 SROI(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評核策略，

並輔以本校自訂 OKR 管理，蒐集與分析利害關係人意見，訂定附冊與校內種子計畫自

評檢核報告。透過校內管考規劃、執行、查核與行動，來執行與檢核各項方案，確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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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達成有效性，依據成效回饋與修正計畫推動策略。由此評估 USR 計畫對利害關係人

的實質改變和社會價值，並依此衡量計畫的社會影響力。 

自評架構中除了涵蓋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所提供之 USR 四大關鍵面向及

SDGs 指標之外，亦參酌國內外排名、競賽評比包含：THE 世界大學影響力、STARS 國

際大學永續評比系統、TCSA 台灣永續獎、遠見 USR 評選及天下 USR 調查等項目，對

應本校整體校務發展目標重大議題後，整合訂定本校「大學社會責任自評架構」，期以引

導學校政策與 USR 團隊行動方案的校準與自覺。 

(3) 優化永續校務經營策略 (F-1)(SDGs 16.7) 

    追蹤國內與國際永續相關議題，定期檢視國際永續相關指標，確保本校校務發展與

教研發展符合永續議題。為使永續實踐成為本校全民運動，利害關係人議合在永續策略

規劃過程中為非常重要的環節，藉由學校內部與外部的雙重角度鑑別本校「重大性議題」，

並蒐集利害關係人各方回饋(SDGs 16.7)，深入整合至學校的營運策略中，以及鑑別議題

對經濟、環境與社會的正負向外部衝擊程度，確保本校規劃與揭露學校永續發展的年度

重點與管理方針能凝聚重大議題的「重中之重」。因此，盼能提升填寫重大議題分析問卷

之利害關係人族群的廣度與數量，使本校與利害關係人保持密切的溝通與議合，並適時

傳達到學校整體的思維與決策中，讓永續校園成為全民總動員的浪潮。 

    為達成以永續為核心的校務治理，本校參考各項國際指標，透過自主參與英國《泰

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中的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THE Impact 

Rankings)，從學術、參與、操作、規劃與管理及創新與領導等五個面向進行檢視，使得

本校從行政端至教學端皆符合永續議題，致力於獲得標章，以擴大本校永續社會影響力

的外展與推廣，並透過成效揭露與自我檢視，落實校務治理契合永續發展目標。 

(4) 育成校內永續種子，實踐校園永續生活實驗室 (C-3)(SDGs 4.7) 

永續本身為跨領域的議題，藉由近程發展策略中辦理永續知能相關課程與教育訓練，

延攬來自不同領域且關心永續議題之學生，育成「校園永續種子」團隊，透過鏈結外部

組織或社會企業資源進行永續種子培訓，從各項永續議題倡議與討論中，帶領學生擁有

理論與實務上的相關經驗，以培育在校永續綠領人才(SDGs 4.7)，並鼓勵與輔導學生永

續相關領域之能力，增加職涯發展的機會。為鼓勵校園永續種子能學以致用，本中心建

立「永續生活實驗室-社會實踐與永續創新競賽」之計畫，擴大辦理永續發展相關論文與

實踐方案徵集競賽，提供實踐經費補助項目，以鼓勵教師運用自身專業帶領學生以永續

為主題，且利用校園內任一空間作為實驗場域，實踐永續構想，亦可透過跨領域合作，

發揮永續校園的可能性。 

(5) 優化學校永續發展資訊平臺 (F-4)(SDGs 16.6) 

除中心網站設永續發展專欄外，為整合全校性永續行動成果，本中心以 ESG、教研

發展、供應鏈管理、財務管理與利害關係人互動為架構，建置「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永續

發展專區」，定期維護更新，以掌握資訊揭露的即時性，藉此有效回應利害關係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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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網頁的溝通性。此外，中心將優化「SDGs 活動與課程成果蒐集平台」，以簡化表單

操作步驟，提升各單位的填報效率；也擴展後台資料庫容量，確保資料儲存的完整性；

同時，也將加強推廣、鼓勵各行政及教學單位積極使用該平台上傳資料，讓本校永續成

果之蒐集與呈現自動化與系統化，並建置了永續 AI 智能平台，為全校師生提供即時的

永續相關問題解答與建議，協助提升永續意識與實踐。 

3.長程發展策略（8 年） 

(1) 優化校務資訊研究與應用之效能 (F-1)(SDGs 16.6) 

在社會環境快速變動的狀況下，學生的多元能力已經成為就業考量的關鍵因素之一，

如何讓學生在有限的時間內學習到更多元的知識，讓學生畢業後持續成長，此為各項課

程與研究議題的主要目的。 

為優化教師授課與學生修課學習體驗，校務研究將建置「北科大智能小幫手」及「課

程推薦系統」，以智能小幫手作為校園智能客服，提供學生獎助學金、畢業門檻等資訊查

詢，旨在解答學生疑問，減輕學習生活困擾，並透過系統同步蒐集學生提問資訊，經校

務研究加以分析檢視，可供相關行政單位研擬管理策略時參考；而課程推薦系統則透過

個性化建議，促進學生多元學習能力與提升就業適應力。 

學生畢業生流向資訊將成為課程成效的回饋，為讓校內資訊的產生與應用形成良性

循環，校務永續中心將會依據單位需求，修改提供給各單位的資料呈現方式，除此之外，

中心將優化並持續新增關聯資料與單位內部資料，同時，亦持續完善互動式數據視覺化

系統，並運用數據處理技術與新興工具處理校務資訊，增加資訊利用與處理效率，諸如：

分析文字、數值、表格欄位，依據非監督式學習、監督式學習、機器學習、深度學習與

文字探勘等多方面技術的應用，加速擴展研究議題進展，增加校務資訊的循環利用，以

利多元分析校務資訊。 

在校務資訊的研究與應用上，將貼合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以提升行政效率，優化

服務品質為核心，進而增進校友互動交流與意見回饋機制，並擬合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

展目標(SDGs)及 169 細部指標，讓校務研究形成在所有的階層發展有效的、負責的且透

明的制度(SDGs 16.6)，以利校內外利害關係人對於本校資訊之運用與理解，進一步達成

永續發展校務研究。 

(2) 拓展外部連結，發揮大學社會影響力 (C-3)(SDGs 17.17) 

本校基於大學社會責任「永續經營」與「資源共享」理念，期能將 USR 實踐積所累

的寶貴經驗與成果與社會共享、交流，發揮學校的社會影響力，促進社會的認同與共好。

透過每年協助校內 USR 計畫團隊彙整執行績效，參與外部具指標意義之獎項，如遠見

USR 評選、TSAA-亞太暨台灣永續行動獎等，為校爭取榮譽，亦與在地共好共融。 

本校每年透過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共同發展與媒合 USR 工作團隊，資源鏈結與相互

學習，結合四校教學與研究的能量。過去以來北聯大每年針對 USR 議題進行交流，每

年辦理成果發表與研討活動，交流活躍蓬勃。未來本校將持續強化與北聯大的合作，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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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推動跨校經營的 USR 計畫，以各校核心專業互補支援。 

此外，由於自 108 課綱實施後，教育現場需要大量多元課程與創新教學，尤其偏鄉

地區資源相對缺乏的場域，透過大學教育資源的共享與協助，將可減少偏鄉教育資源的

落差。本校在 USR 與深耕計畫的帶動下，持續協助推動地方人才培育，並連結在地特

色與學校專長開設課程，帶動教育創新、在地文化意識凝聚、地方人才培育之效應。

在國際連結方面，將基於現有國際合作成果，鏈結國內外產學單位，推動跨界跨國

合作。並著重標竿盟校合作 USR 計畫，促進國際師生交流，並透過 USR 深耕在地實踐。

另配合教育部擴大招收海外國際學生政策，於擴展與新南向政策國家之優質學校簽訂國

際合作協議的同時，逐步開拓新南向地區為 USR 計畫新實踐場域，增進與該等國家之

合作效益。

(3) 對應國際永續發展指標，型塑永續校園 (F-1)(SDGs 16.6)

聯合國在 1987 年發布《我們共同的未來》中定義永續發展為「既能滿足當代的需

要，同時又不損及後代滿足其需要的發展模式。」因此，以永續目標建構校務整體發展，

讓學校營運進入永續循環系統中，當面臨全球將來社會、經濟與環境議題不減反增的威

脅時，身為地方智庫的大學，藉由教育與研發專長為社會提供更為永續的解決方案。本

中心致力培育「永續素養」(Sustainability Literacy)之師生團隊，透過跨領域之知識與技

術結合自身專業，解決當代社會、經濟與環境問題，並面對未來挑戰，更提供校園為永

續實踐場域，讓校務經營、教研發展與基礎建設，以永續為核心，為下一代創造更美好、

更永續的校園，並為達成本校在 2048 年實現淨零碳排目標奠定基礎。 



附件一  106-113 年中英文大事記 

序號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方式 人數
校內/ 
校外

1 106/03/08-106/03/31 素人遊藝之美 —— 
松山教會水彩畫師生班聯展

展覽 38 校內

2 106/04/13-106/05/01 羅台生師生聯展 展覽 410 校內

3 106/05/05 賦展鋼琴社期末公演 音樂表演 72 校內

4 106/05/08-106/05/17 工業設計系 102 級畢業成果展 展覽 437 校內

5 106/05/19-106/06/01 藝起來 —— 2017 城市魯班作

品展

展覽 259 校內

6 106/05/26 韶光演唱會 音樂表演 67 校內

7 106/06/04-106/06/12 友善永續 未來構築 —— 建都

所碩班設計成果展

展覽 280 校內

8 106/06/09 松山家商合唱團 音樂表演 216 校外

9 106/06/15-106/06/30 五行 無與有 —— 建築系大一

設計作品展

展覽 753 校內

10 106/08/04 連城文化活動 文化展 167 校外

11 106/08/11 綠佳利文化活動 文化展 125 校外

12 106/09/04-106/09/30 1900-1950 臺灣玻璃花器特展 展覽

+音樂表演

796 校外

13 106/10/02-106/10/24 現代主義建築教父 Le Corbusier 
柯比意 130 歲紀念特展 

展覽

+2 場講座

1,188 校外

國際

14 106/10/25-106/11/13 鑿花工藝  —— 人間國寶李秉

圭作品展

展覽

+音樂表演

+3 場講座

767 校外

15 106/11/14-106/11/25 台灣陶瓷學會主題展 展覽

+音樂表演

681 校外

16 106/11/27-106/12/08 2017 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

賽得獎作品展

展覽 507 校外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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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方式 人數
校內/ 
校外

17 106/12/10 音樂會 音樂表演 184 校外

18 106/12/11-106/12/29 形色和弦 —— 
彩陽畫會二十五屆會員聯展

展覽 728 校外

19 106/12/29 退休教職員工感恩茶會 茶會

+音樂表演

56 校內

20 106/12/30 多元商務文化活動 文化展 178 校外

21 107/01/02-107/01/12 文化事業發展系 103 級畢業成果

展

展覽 499 校內

22 107/01/13-107/03/11 造化 —— 廖偉立的建築 展覽

+3 場講座

4,262 校外

23 107/03/19-107/04/19 山海的傳唱 感恩 ! 祭典之美—
— 
第六屆全國學生臺灣原住民海

報創作競賽

展覽

+音樂表演

+講座

722 校外

24 107/03/24 廣達電文教基金會文化成果分

享會

分享會 171 校外

25 107/04/23-107/05/15 臺灣人的記憶寶庫 ——  
1895-1980 年的玻璃文物展 

展覽

+音樂表演

640 校外

26 107/05/16-107/05/31 哪裡哪裡 ——  
工業設計系 103 級畢業設計展 

展覽 614 校內

27 107/06/01-107/06/13 Woodie —— 
工業設計系產學訓木藝專班成

果展

展覽 360 校內

28 107/06/14-107/06/15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退休茶會 茶會

+音樂表演

136 校內

29 107/06/15 松山家商合唱團 音樂表演 181 校外

30 107/06/16-107/06/26 建築系職二建四研究所期末展 展覽 313 校內

31 107/06/27-107/07/16 建築系 1-3 年級作品成果聯展 展覽 518 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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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方式 人數
校內/ 
校外

32 107/09/10-107/10/07 千年萬象——敦煌文化藝術展 展覽

+音樂表演

+4 場講座

8,234 校外

國際

33 107/10/08 秋風同慶 —— 台北市校友會 
薩克斯風/二胡之夜 

音樂表演 211 校外

34 107/10/09 伊娜的光芒 —— 新古典舞團 
(地點：一大川堂) 

舞蹈表演 150 校外

35 107/10/09-107/10/30 第四屆 ADA 新銳建築獎特展 展覽

+6 場講座

8,397 校外

國際

36 107/10/15-107/10/19 科技與藝術  —— 北科第一屆

電影節

(地點：一大川堂) 

5 場電影欣賞 
+5 場講座

1,424 校外

37 107/10/31-107/11/28 關於北科鳥事

(地點：一大川堂) 
展覽

+音樂表演

651 校內

38 107/11/01-107/11/16 漆藝人間國寶  —— 王清霜家

族作品特展

展覽

+音樂表演

+2 場講座

+工作坊

795 校外

39 107/11/18-107/12/10 鐵賦  —— 台灣陶瓷學會國際

陶藝主題展

展覽

+音樂表演

801 校外

40 107/12/11-107/12/17 2018 木藝人才培育暨產學聯盟

成果展

展覽 348 校外

41 107/12/18 冬日音樂會 音樂表演 172 校外

42 108/05/08-108/05/30 跨越身體影像漫遊  —— 創意

生態舞蹈團

(地點：一大川堂) 

5 部電影欣賞 
5 場音樂表演 

+5 場講座

1,744 校外

國際

43 108/05/10 金色時光  —— 薩克斯風重奏

音樂會

音樂表演 197 校內

531



序號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方式 人數
校內/ 
校外

44 108/05/18-108/06/05 瓷瑰銅鎏  —— 校友名家作品

展

展覽

+音樂表演

1,143 校外

45 108/05/25 梁智華音樂會 音樂表演 114 校外

46 108/06/06 松商家商合唱團音樂晚會 音樂表演 180 校外

47 108/06/07-108/06/16 職二建四建築教學成果展 展覽 224 校內

48 108/06/17-108/07/03 Boring —— 建築系 1-3 年級作

品成果聯展

展覽 403 校內

49 108/07/28-108/08/17 我是爸爸的女兒 ——  
李薦宏與李瑾倫父女聯展

展覽

+音樂表演

2,155 校外

50 108/08/20-108/08/29 國際和平海報競賽得獎作品展

暨頒獎典禮

展覽 673 校外

國際

51 108/09/01-108/09/25 春池玻璃美學展 ——  
技藝、生活、文化、循環經濟

展覽

+音樂表演

+2 場講座

1,447 校外

52 108/09/26-108/10/17 鍛與編 —— 當代工藝美學 張
憲平作品特展

展覽

+音樂表演

+講座

1,273 校外

53 108/10/18 北區校友會校慶音樂會 音樂表演 135 校外

54 108/10/19-108/11/08 銅光熠彩 ——  
2019 台灣陶瓷學會主題展 

展覽

+音樂表演

583 校外

國際

55 108/11/10 華視暨公共電視陳郁秀董事長

蒞校演講

講座 169 校外

56 108/11/11-108/12/06 歲穗迎瑞 —— 2019 名家作品聯

展

展覽

+音樂表演

661 校外

國際

57 108/12/07-108/12/29 意象‧藝象 ——  
美生會蘇一仲、卓秀冬、李昕作

品聯展

展覽

+音樂表演

+2 場講座

897 校外

58 108/12/30 管弦樂日 音樂表演 202 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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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方式 人數
校內/ 
校外

59 109/01/01-109/01/12 創甡 ——  
文化事業發展系 105 級畢業成果

展

展覽 489 校內

60 109/01/20-109/02/24 曾政士校友書畫個展 展覽

+音樂表演

336 校外

61 109/02/26-109/03/03 酷筆客第四屆台灣 ACG ——  
原創插畫得獎作品展暨頒獎典

禮

展覽 628 校外

國際

62 109/03/07-109/03/22 感知×之間 ——  
上滕建築事務所特展

展覽

+音樂表演

+4 場講座

2,064 校外

63 109/03/24 世界風情畫音樂會 音樂表演 92 校外

64 109/03/30-109/04/29 梁永斐書藝創作展 展覽

+音樂表演

+講座

1,446 校外

65 109/05/02-109/05/15 加減 ——  
工業設計系 105 級畢業成果展 

展覽 552 校內

66 109/05/18-109/05/30 山海的傳動 原力之美 —— 第
七屆全國學生臺灣原住民海報

創作競賽

展覽 416 校外

國際

67 109/06/07-109/06/20 日常 —— 建築系 107 級進修部

畢業成果展

展覽 269 校內

68 109/06/21-109/07/03 密集效應 ——  
建築系 1-3 年級作品成果聯展 

展覽 992 校內

69 109/07/05-109/07/13 創速時代 ——  
Taipei Tech Racing 紀念回顧展 

展覽 524 校內

70 109/07/14-109/08/15 仲夏自在 ——  
中華文創學會 2020 會員聯展 

展覽

+音樂表演

867 校外

71 109/08/25-109/09/23 蘇振焜作品回顧展 展覽 632 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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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方式 人數
校內/ 
校外

+音樂表演

72 109/09/24-109/10/25 界 —— 臺灣當代攝影 展覽

+音樂表演

+5 場講座

1,668 校外

73 109/10/27-109/11/18 霽 —— 陶瓷學會主題展 展覽

+音樂表演

524 校外

74 109/11/19-109/12/06 藝境漫遊  —— 劉秀美油畫公

益個展

展覽

+音樂表演

652 校外

國際

75 109/12/10-109/12/11 三晉非物質文化遺產展演活動 展覽

+音樂戲劇表

演

+講座

336 校外

國際

76 109/12/12 與天使對話  —— 長笛與豎琴

音樂饗宴

音樂表演 216 校外

77 109/12/13-109/12/31 玲華佳畫 —— 風華冉現 
王思佳、鄭秀玲、郭淑華作品聯

展

展覽

+音樂表演

+油畫創作技

巧工作坊

972 校外

78 109/12/25-109/12/26 新世代青年城市論壇音樂會 3 場音樂表演 635 校內

79 110/01/04-110/01/13 臺槓 ——  
文化事業發展系 106 級畢業成

果展

展覽

+音樂表演

457 校內

80 110/01/15-110/02/07 悲欣交集  —— 夢迴李叔同書

法展

展覽

+音樂表演

1,456 校外

81 110/02/18-110/03/01 酷筆客第五屆台灣 ACG ——  
原創插畫得獎作品展暨頒獎典

禮

展覽

+2 場講座

948 校外

國際

82 110/03/02-110/04/07 盛世壁藏 ——  
唐代壁畫文化特展首部曲

03/05 13:30-15:00  

展覽

+音樂表演

+6 場講座

3,689 校外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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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方式 人數
校內/ 
校外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 李
星明教授

講題：唐代壁畫墓的圖像配置與

文化意涵

03/11 10:00-12:00  
臺北科技大學 —— 何揚老師 
講題：大唐西安之旅

03/12 13:00-15:00  
故宮博物院書畫文獻處  —— 
何炎泉副處長

講題：唐代壁畫藝術欣賞

03/19 13:00-15:00  
臺北藝術大學  —— 林保堯名

譽教授

講題：流失海外的唐代絹畫賞析

03/26 16:00-19:00 
蔡舜任修復師

講題：珍貴藝術品及文化資產修

復初探

03/30 16:00-19:00  
臺北科技大學  —— 張崑振副

教授

講題：再觀看梁思成的大唐建築

史觀

83 110/04/08-110/04/26 藝友書畫會 2021 年展 展覽

+音樂表演

558 校外

84 110/04/28-110/05/10 北科工設 ——  
工業設計系 106 級畢業成果展 

展覽 1,989 校內

85 110/05/16-110/08/20 空間．文化&手工性 —— 展覽 4,288 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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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方式 人數
校內/ 
校外

微觀王大閎先生的建築世界 +音樂表演

+4 場講座

86 110/06/18-110/07/05 尺寸動物園 —— 
107-109 級建築系聯展｜線上

展

展覽 1,300 校內

87 110/07/15 音為你 —— 長笛合奏趣 
台北市大安區社區大學師生

長笛音樂會｜線上展

音樂表演 89 校外

88 110/09/01-110/09/18 山海的傳藝 圖紋之美 —— 
第八屆全國學生臺灣原住民海

報創作競賽

展覽 138 校外

89 110/09/20-110/09/29 御風而上，啟動未來 —— 
無人機多元運用展望

展覽

+講座

865 校外

90 110/10/01-110/10/13 見天地 —— 張培均、林健油畫

聯展

展覽

+音樂表演

1,102 校外

國際

91 110/10/15-110/11/19 燿 —— 北科．陶博館國際典藏

館校合作展

展覽

+音樂表演

229 校外

國際

92 110/10/30 校慶管弦樂表演 音樂表演 189 校內

93 110/11/19-110/12/06 逸筆藝趣  —— 陳文輝師生聯

展

展覽

+音樂表演

+3 場講座

762 校外

94 110/12/07-110/12/23 法藍瓷光點計畫  —— 暨光點

藝廊期間限定展

展覽

+音樂表演

+講座

897 校外

國際

95 110/12/24-110/12/25 野餐 —— 音樂會 展覽

+音樂表演

178 校外

96 111/01/03-111/01/14 他們都說那裏沒有綠洲 ——  
文化事業發展系 107 級畢業成果

展

展覽 921 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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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方式 人數
校內/ 
校外

97 111/01/15-111/01/27 質地跨界 ——  
工業設計系產學訓木藝專班成

果展

展覽

+4 場工作坊

1,057 校內

98 111/02/18-111/03/06 酷筆客第六屆台灣 ACG ——  
原創插畫得獎作品展暨頒獎典

禮

展覽 765 校外

國際

99 111/03/09-111/03/25 願景 展覽

+3 場音樂表

演

+講座

1,098 校外

國際

100 111/03/26-111/03/31 第六屆法藍瓷 CSR 想像計畫成

果展

展覽

+3 場音樂表

演

+2 場講座

1,120 校外

國際

101 111/04/01-111/04/18 藝友書畫會 2022 年展 展覽

+2 場音樂表

演

421 校外

102 111/04/19-111/04/30 共變計畫 ——  
工業設計系 107 級畢業成果展 

展覽

+音樂表演

987 校內

103 111/05/03-111/05/23 五四畫會 2022 年展 展覽

+2 場音樂表

演

634 校外

104 111/05/24-111/06/02 獨特物件 ——  
建築系 107 級畢業設計總評展 

展覽

+5 場講座

315 校內

105 111/06/06-111/06/11 文資週

06/07 16:00-18:00  
臺灣文化資產學會  —— 張崑

振理事長

講題：近代臺灣城門樓的保存概

說：

由清淡水廳城談起

展覽

+4 場講座

+3 場音樂表

演

867 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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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方式 人數
校內/ 
校外

06/08 14:00-16:00  
台灣電力公司  —— 徐造華副

總經理

講題：設計‧台電‧設計 
06/10 13:00-15:00  
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文獻處 —
— 何炎泉副處長 
講題：隨手萬變 —— 懷素《自

敘帖》欣賞

06/11 14:00-16:00  
孫大川前監察院副院長、順益台

灣原住民博物館  —— 林威城

館長

講題：原住民文化的當代適應

106 111/06/25 戀戀琴笛  —— 仲夏午後音樂

饗宴

音樂表演 87 校外

107 111/07/01-111/07/07 123 木頭人 設計×木育校園 —
—  
北科大 USR 木創文化攪動深根

計畫

展覽

+音樂表演

+講座

986 校內

108 111/07/08-111/07/20 2022 國會新園區設計工作坊成

果展

展覽

+音樂表演

+講座

872 校外

109 111/07/30-111/09/03 臺灣戰後經典手繪施工圖建築

展

展覽

+2 場音樂表

演

+4 場講座

3,254 校外

國際

110 111/09/06-111/09/19 山海的傳技 器物之美 ——  
第九屆臺灣原住民海報雙年展

展覽 416 校外

111 111/09/20-111/10/02 2022 第十一屆亞洲建築新人戰 
——  
臺灣代表選拔賽

展覽

+講座

1,032 校外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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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方式 人數
校內/ 
校外

112 111/10/04-111/10/26 醉月當歌 ——  杜忠誥．張培

均書畫展

展覽

+音樂表演

+講座

897 校外

113 111/10/27-111/11/21 埴覺  —— 鶯歌深耕與陶博館

國際藝術家聯展

展覽

+音樂表演

254 校外

國際

114 111/10/29 校慶音樂會 音樂表演 181 校內

115 111/11/23-111/12/05 鈕老師油畫與青花瓷聯展 展覽

+音樂表演

+講座

346 校外

國際

116 111/12/07-111/12/21 臺北科大教職員工藝術創作特

展

展覽

+音樂表演

+講座

524 校內

117 111/12/23-112/01/03 嶼其說 ——  
文化事業發展系 108 級畢業成果

展

展覽

+音樂表演

+講座

487 校內

118 112/01/06-112/01/15 質物之間 ——  
工業設計系產學訓木藝專班成

果展

展覽

+音樂表演

+講座

+3 場工作坊

752 校內

119 112/02/03-112/02/18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友會藝術

創作展覽

展覽

+音樂表演

213 校內

校外

120 112/02/22-112/03/04 酷筆客第七屆台灣 ACG ——  
原創插畫得獎作品展暨頒獎典

禮

展覽

+音樂表演

+2 場講座

853 校外

國際

121 112/03/06-112/03/19 2023 十妍雅集聯展 展覽

+音樂表演

+3 場講座

452 校外

122 112/03/21-112/03/30 異象 · 藝象 IV —— 藝術人回

家聯展

展覽

+音樂表演

+5 場講座

798 校外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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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方式 人數
校內/ 
校外

123 112/04/08 情．人美聲三部曲續約 —— 
新書分享與展演

展覽

+音樂舞蹈表

演

+講座

153 校外

124 112/04/12-112/04/23 墨戀色 展覽

+音樂詩詞朗

讀表演

+4 場講座

1,630 校外

125 112/04/26-112/05/04 十一天的告白 ——  
建築系 1-3 年級作品成果聯展 

展覽 1,123 校內

126 112/05/08-112/05/14 風來了 ——  
工業設計系 108 級畢業展 

展覽 1,289 校內

127 112/06/02-112/06/05 荒謬致集 Clinamen ——  
建築系 108 級畢業設計總評展 

展覽

+4 場講座

427 校內

128 112/06/09-112/06/16 逗點 ——  
工業設計系 1-3 年級作品成果聯

展

展覽

+音樂表演

1,360 校內

129 112/06/18-112/06/30 7：7 丹青．異想/執柔．時敍 —
—  
執柔畫會十周年成果展

展覽

+音樂表演

1,211 校外

130 112/07/02-112/07/16 時光剪影 —— 盛夏六人聯展 展覽

+音樂表演

+2 場講座

1,279 校外

131 112/07/18-112/08/04 山海的傳技 器物之美 —— 第
九屆臺灣原住民海報雙年展 &
長笛演奏 × 日本舞踊 —— 夏
日藝術響宴

展覽

+音樂表演

+講座

1,301 校外

國際

132 112/07/22 長笛演奏 x 日本舞踊 —— 夏
日藝術響宴

音樂表演

+舞蹈表演

97 校外

國際

133 112/08/06-112/08/19 丞雨夢境抽象藝術展 展覽 908 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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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方式 人數
校內/ 
校外

+音樂表演

134 112/08/22-112/09/03 臺北市人體畫學會第 26 屆會員

聯展

展覽

+音樂表演

+3 場講座

1,489 校外

國際

135 112/09/06-112/10/01 鍾愛藝生 ——  
林顯宗林瑞珠伉儷鑽石婚慶展

展覽

+音樂表演

+5 場講座

4,350 校內

136 112/10/02-112/10/08 2023 第十二屆亞洲建築新人戰 
——  
臺灣代表選拔賽

展覽

+音樂表演

1,890 校外

國際

137 112/10/10-112-10/24 朱松專業畫室暨黃澤華系友創

作聯展

展覽

+音樂表演

346 校外

138 112/10/26-112/11/21 灼越 — 北科大．陶博館臺灣陶

藝巨擘展

展覽

+音樂表演

278 校外

國際

139 112/11/23-112/12/04 嶺南風骨照陽明  陳媚音畫展 展覽

+音樂表演

+3 場講座

1,037 校外

140 112/12/06-112/12/18 臺灣幽聽  石垣美幸創作個展 展覽

+3 場音樂表

演

+6 場講座

1,982 校外

國際

141 112/12/19-112/12/27  失物招領 ——  
文化事業發展系 109 級畢業成果

展

展覽

+音樂表演

318 校內

142 112/12/30 魔笛森林 — 藝饗世界音樂會 音樂表演 216 校外

143 113/01/02-113/01/13 質藝點 SinGularity ——  
工業設計系產學訓木藝專班成

果展

展覽

+講座

786 校內

144 113/01/15-113/01/28 2024 愛 的 禮 讚 SALUT 
D'AMOUR ——  

展覽

+2 場音樂表

983 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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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方式 人數
校內/ 
校外

鄭美蓉個展 演

+2 場講座

+茶道

145 113/02/19-113/03/02 酷筆客第八屆台灣 ACG ——  
原創插畫得獎作品暨頒獎典禮

展覽

+音樂表演

+講座

1,324 校外

國際

146 113/03/04-113/03/15 蘭泉書會作品展 展覽

+音樂表演

+講座

1,279 校外

147 113/03/16-113/03/22 臺灣室內設計專技協會競賽得

獎作品展

展覽

+音樂表演

+講座

241 校外

國際

148 113/03/23-113/04/03 藝鳴驚人  —— 藝術夢想家文

創協會年度展

展覽

+音樂表演

+講座

728 校外

國際

149 113/04/08-113/04/26 Road 路 —— 鏡頭日記攝影展 展覽

+音樂表演

+3 場講座

1,548 校外

國際

150 113/04/29-113/05/04 神與人之間 ——  
互動研究所擴增實境展

展覽

+音樂表演

+講座

497 校內

151 113/05/05-113/05/14 Hey ! 原來你在這 ——  
工業設計系 109 級畢業成果展 

展覽

+音樂表演

+講座

891 校內

152 113/05/18-113/05/19 詠唱五 詠唱綻放 掖種發芽

釘根開花 沙龍音樂會

展覽

+音樂表演

+講座

161 校外

153 113/05/22-113/05/31 一樣的地方 Different Places —— 
建築系 109 級畢業成果展 

展覽

+音樂表演

+4 場講座

927 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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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方式 人數
校內/ 
校外

154 113/06/03-113/06/14 Internal Reference / External 
Reference —— 建築系 1-3 年級

作品成果聯展

展覽

+音樂表演

+講座

281 校內

155 113/06/16 吳三連文教基金會 ——  
聲樂家曾道雄教授音樂會

展覽

+音樂表演

+講座

98 校外

156 113/06/17-113/06/26 橘子汽水：夏日炎炎 靈感泉源

——  
工業設計系 1-3 年級作品成果聯

展

展覽

+音樂表演

+講座

638 校內

157 113/06/29 仲夏午後音樂派對  —— 慈善

音樂會

音樂表演 150 校內

校外

158 113/07/01-113/07/13 膨脹計畫 ——  
工業設計系產學訓木藝專班成

果展

展覽

+講座

420 校內

159 113/07/16-113/07/27 夏日風情  —— 大都會藝遊十

八週年聯展

展覽

+音樂表演

+講座

1217 校外

160 113/08/11-113/08/25 2024 夏之藝展 —— 顯宗畫會

第十八屆聯展

展覽

+3 場音樂表

演

1321 校外

161 113/08/27-113/09/09 影像饗宴  — 第二十三屆臺北

點點攝影

俱樂部會員聯展

展覽

+3 場音樂表

演

+4 場講座

1478 校外

國際

162 113/09/11-113/09/20 2024 第十三屆亞洲建築新人戰 
——  
臺灣代表選拔賽

展覽

+講座

783 校外

國際

163 113/09/23-113/10/19 歲月流金．城市脈動 —— 
流動於日常的金屬工藝

展覽

+3 場音樂表

演

1478 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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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方式 人數
校內/ 
校外

+4 場工作坊

164 113/10/22-113/11/19 從心之年—楊伯林七十 展覽

+3 場音樂表

演

+講座

1568 校内

校外

165 113/10/26 校慶音樂會 2 場音樂表演 389 校内

166 113/11/02 白晝之夜——午後音樂派對 展覽

+10 場音樂表

演

1743 校内

校外

167 113/11/21-113/12/02 禪禪繞繞—伊甸園畫會年展 展覽

+3 場音樂表

演

1491 校外

168 113/12/03-113/12/12 第七屆金赫獎年度設計展「島嶼

共生」

展覽

+音樂表演

+講座

1211 校外

國際

169 113/12/13-113/12/26 入此中來—臺北科大教職學生

藝文創作聯展

展覽

+3 場音樂表

演

821 校內

170 113/12/28 冬日慈善音樂會 音樂表演 221 校内

校外

171 114/01/02-114/01/11 源宇宙—110 級文化事業發展系

畢業專題成果展

展覽 186 校內

172 114/02/12-114/02/24 第九屆 COPIC 台灣 ACG 原創插

畫大賽獲獎作品展

展覽 478 校外

國際

173 114/02/25-114/03/15 山海的大愛—原容之美—第十

届台灣原住民海報雙年展

展覽

+2 場音樂表

演

685 校外

國際

174 114/03/09 Cello Ensemble 大提琴音樂會 音樂表演 102 校外

175 114/03/17-114/03/31 吉光・親子書—第一屆全國書 展覽 展期中 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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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方式 人數
校內/ 
校外

法比賽成果暨孫端吉教授墨藝

展

+3 場音樂表

演

+講座

176 114/04/01-114/04/13 黃淑卿藝術創作個展 展覽 籌備中 校內

177 114/04/15-114/04/25 互動系畢業展 展覽 籌備中 校內

178 114/04/28-114/05/07 工設系畢業展 展覽 籌備中 校內

179 114/05/08-114/05/18 陳文輝師生七十感恩藝術創作

展

展覽 籌備中 校外

180 114/05/19-114/05/28 工設系 1-3 年級學習成果展 展覽 籌備中 校內

181 114/05/29-114/06/03 建築系畢業評圖暨講座活動 展覽 籌備中 校內

182 114/06/04-114/06/11 互動系所研究成果特展 展覽 籌備中 校內

183 114/06/13-114/06/15 仲夏夜音樂會 3 場音樂表演 籌備中 校內

校外

184 114/06/16-114/06/30 建築系 1-3 年級學習成果展 展覽 籌備中 校內

185 114/07/01-114/07/13 臺灣星期日畫家協會年度大展 展覽 籌備中 校外

186 114/07/14-114/07/28 510 畫會年度大戰 展覽 籌備中 校外

187 114/07/19 午後音樂沙龍 音樂表演 籌備中 校內

校外

188 114/07/29-114/08/12 顯宗畫會年度大展 展覽 籌備中 校外

189 114/08/02 午後音樂沙龍 音樂表演 籌備中 校內

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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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 
校外

190 114/08/13-114/08/25 柏克 3 人聯展 展覽 籌備中 校外

191 114/08/27-114/09/08 技嘉科技文教基金會―藝術新

銳得獎作品展

展覽 籌備中 校外

192 114/09/10-114/09/21 設計學院亞洲新人戰 展覽 籌備中 校外

國際

193 114/09/22-114/10/13 駐校藝術家陶晴山九十秩壽特

展

展覽 籌備中 校內

194 114/09/27 午後音樂沙龍 音樂表演 籌備中 校內

校外

195 114/10/14-114/10/27 日本形象畫會特展 展覽 籌備中 校外

國際

196 114/10/18 午後音樂沙龍 音樂表演 籌備中 校內

校外

197 114/10/29-114/11/19 國家藝文獎得主暨駐校藝術家

李魁賢九十秩壽特展

展覽 籌備中 校內

198 114/11/01 校慶音樂會及午後音樂沙龍 音樂表演 籌備中 校內

199 114/11/20-114/12/12 中華民國篆刻學會 50 週年國際

特展

展覽 籌備中 校外

國際

200 114/11/22 午後音樂沙龍 音樂表演 籌備中 校內

校外

201 114/12/13 歲末慈善音樂會 音樂表演 籌備中 校內

校外

202 114/12/15-114/12/29 國家藝文獎得主陳景容教授九

十秩壽特展

展覽 籌備中 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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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Date Event Kind Total 
Visita 

On-
/Off-

Campus 

1 106/03/08-106/03/31 Amateur Recreation of Beauty— 
Water Color Exhibition by Song 
Shan Presbyterian Church 

Exhibition 38 On-
campus 

2 106/04/13-106/05/01 Tai-Sheng LO Teacher and 
Student Exhibition 

Exhibition 410 On-
campus 

3 106/05/05 Fugue and Toccata—Taipei Tech 
Piano Club Music Performance 
Design Graduation Exhibition of 
Year 102 

Concert 72 On-
campus 

4 106/05/08-106/05/17 Taipei Tech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Graduation 
Exhibition of Year 102 

Exhibition 437 On-
campus 

5 106/05/19-106/06/01 Art Up—2017 Urban Luban 
Works Exhibition 

Exhibition 259 On-
campus 

6 106/05/26 Beautiful Springtime Concert Concert 67 On-
campus 

7 106/06/04-106/06/12 Economy Friendly—Sustainable 
Future Construction by Taipei 
Tech Department of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of Master Year 
One Works Exhibition  

Exhibition 280 On-
campus 

8 106/06/09 Song Shan High School of 
Commerce and Home Economics 
Choir 

Concert 216 Off-
campus 

9 106/06/15-106/06/30 Concept of The Five Elements: 
With or Without—Taipei Tech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of 
Year One Design Exhibition 

Exhibition 753 On-
campus 

10 106/08/04 Cultural Exhibition Cultural 
Exhibition 

167 Off-
campus 

11 106/08/11 Naturally Plus Cultural Exhibition Cultural 
Exhibition 

125 Off-
campus 

12 106/09/04-106/09/30 1900-1950 Special Exhibition of 
Taiwan Glass Vases 

Exhibition 
+ Concert

796 Off-
campus 

13 106/10/02-106/10/24 The Godfather of Modernist 
Architecture—Le Corbusier's 
130th Anniversary Exhibition 

Exhibition 
+2 Speeches

1,188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14 106/10/25-106/11/13 Chiseling Craftsmanship—Bing-
Kuei LI Special Exhibition  

Exhibition 
+ Concert

+3 Speeches

767 Off-
campus 

15 106/11/14-106/11/25 Taiwan Ceramic Society Theme 
Exhibition 

Exhibition 
+ Concert

681 Off-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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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a 

On-
/Off-

Campus 

16 106/11/27-106/12/08 2017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Creative Design Competition 
Award-Winning Exhibition  

Exhibition 507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17 106/12/10 Concert Concert 184 Off-
campus 

18 106/12/11-106/12/29 Colorful Chords—Tsai-Yang 
Painting Association 25th Members 
Exhibition 

Exhibition 728 Off-
campus 

19 106/12/29 Retired Staffs and Admins 
Appreciate Gathering 

Gathering 
+ Concert

56 On-
campus 

20 106/12/30 Multiculturalism of Business Event Culture 
Exhibition 

178 Off-
campus 

21 107/01/02-107/01/12 Taipei Tech Department of Culture 
Vocation Development Result 
Exhibition of Year 103 

Exhibition 499 On-
campus 

22 107/01/13-107/03/11 Cosmos—Architecture of Wei-Li 
LIAO 

Exhibition 
+3 Speeches

4,262 Off-
campus 

23 107/03/19-107/04/19 The Beauty of Ceremonies 
Exhibition—Singing of Fomosan 
Aboriginals in Praise of Heaven 
and Earth The 6th National 
Indigenous Peoples Poster Design 
Competition Exhibition 

Exhibition 
+ Concert
+ Speech

722 Off-
campus 

24 107/03/24 Quanta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Sharing Session 

Sharing 
Session 

171 Off-
campus 

25 107/04/23-107/05/15 Taiwan's Centurial Glass 
Craftsmanship Exhibition 

Exhibition 
+ Concert

640 Off-
campus 

26 107/05/16-107/05/31 Somewhere—Taipei Tech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Graduation Exhibition of Year 103 

Exhibition 614 On-
campus 

27 107/06/05-107/06/12 Woodie—Taipei Tech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Exhibition  

Exhibition 360 On-
campus 

28 107/06/14- 
107/06/15 

Taipei Tech Year 106 Second 
Semester Retired Staffs and 
Admins Gathering 

Gathering 
+ Concert

136 On-
campus 

29 107/06/15 Song Shan High School of 
Commerce and Home Economics 
Choir 

Concert 181 Off-
campus 

30 107/06/16- 
107/06/26 

Taipei Tech In-service Master's 
Program of Architecture End of 
Semester Result Exhibition 

Exhibition 313 On-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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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Date Event Kind Total 
Visita 

On-
/Off-

Campus 

31 107/06/27- 
107/07/16 

Taipei Tech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End of the Semester 
Exhibition of Year 1 to Year 3 

Exhibition 518 On-
campus 

32 107/09/10- 
107/10/07 

Millennium Vientiane Culture and 
Arts of Dunhuang Exhibition 

Exhibition 
+ Concert

+4 Speeches

8,234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33 107/10/08 Celebrate with The Autumn 
Breeze—Taipei Alumni 
Association Saxophone/ Erhu 
Night 

Concert 211 Off-
campus 

34 107/10/09 Glory of Mother—Neo Classic 
Dance Company (Venue: First 
Entrance Hall of Taipei Tech) 

Dance 
Performance 

150 Off-
campus 

35 107/10/09- 
107/10/30 

2018 The 4th ADA Awards for 
Emerging Architects 

Exhibition 
+6 Speeches

8,397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36 107/10/15- 
107/10/19 

Taipei Tech 1st Film Festival— 
Technology and Art (Venue: First 
Entrance Hall of Taipei Tech) 

5 Films 
+5 Speeches

1,424 Off-
campus 

37 107/10/31- 
107/11/28 

About All the Birds in Taipei Tech 
(Venue: First Entrance Hall of 
Taipei Tech) 

Exhibition 
+ Concert

651 On-
campus 

38 107/11/01- 
107/11/16 

Lacquer Art—The Treasure of 
Taiwan, Special Exhibition of 
Lacquer Art by Ching-Shuang 
WANG Family  

Exhibition 
+ Concert

+2 Speeches
+ Workshop

795 Off-
campus 

39 107/11/18- 
107/12/10 

Song of Iron—International 
Ceramic Exhibition by Taiwan 
Ceramic Society 

Exhibition 
+ Concert

801 Off-
campus 

40 107/12/11-107/12/17 The Wood-working Training 
Design Research Center Result 
Exhibition 

Exhibition 348 Off-
campus 

41 107/12/18 Winter Music Concert Concert 172 Off-
campus 

42 108/05/08-108/05/30 Dancecology Film Screening—
Dance Film Workshop (Venue: 
First Entrance Hall of Taipei Tech) 

Film 
+5 Concert

+5 Speeches

1,744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43 108/05/10 Golden Time—Symphony 
Orchestra Performance 

Concert 197 On-
campus 

44 108/05/18-108/06/05 Ceramics and Copper Statue 
Exhibition 

Exhibition 
+ Concert

1,143 Off-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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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

Campus 

45 108/05/25 Zhi-Hua LIANG Concert Concert 114 Off-
campus 

46 108/06/06 Song Shan High School of 
Commerceand Home Economics 
Night Concert 

Concert 180 Off-
campus 

47 108/06/07- 
108/06/16 

Taipei Tech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Continuing Education 
Works Exhibition 

Result 
Exhibition 

224 On-
campus 

48 108/06/17- 
108/07/03 

Boring—Taipei Tech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End of the Semester 
Exhibition of Year 1 to Year 3 

Exhibition 
+ Concert

403 On-
campus 

49 108/07/28- 
108/08/17 

I am My Father's Daughter—
Chieh-Houng LEE and Chin-Lun 
LEE Art Exhibition  

Exhibition 
+ Concert

2,155 Off-
campus 

50 108/08/20- 
108/08/29 

QUEMOY International Poster 
Award for Peace Exhibition   

Exhibition 673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51 108/09/01- 
108/09/25 

Spring Pool Glass Aesthetics 
Exhibition Skills, Life, Culture, 
Circular Economy  

Exhibition 
+ Concert
+2 Speech

1,447 Off-
campus 

52 108/09/26- 
108/10/17 

Forge and Weave—Contemporary 
Craft Exhibition by Hsien-Ping 
CHANG  

Exhibition 
+ Concert
+ Speech

1,273 Off-
campus 

53 108/10/18 Taipei Tech Taipei Alumni School 
Anniversary Concert 

Concert 135 Off-
campus 

54 108/10/19-108/11/08 Bronze Glitter 2019 Special 
Exhibition of Taiwan Ceramic 
Society 

Exhibition 
+ Concert

583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55 108/11/10 Chinese Television System and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Yu-Siew 
CHEN On-campus Speech 

Speech 169 Off-
campus 

56 108/11/11-108/12/06 Welcome to a Propitious Year with 
Rice Ears—All Masters Exhibition 
in 2019 

Exhibition 
+ Concert

661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57 108/ 12/07-
108/12/29 

Imagery and Mien of Art by 
Antonio SU, Xiu-Dong ZHUO, 
Shin LEE's Works Exhibition  

Exhibition 
+ Concert

+2 Speeches

897 Off-
campus 

58 108/12/30 Day of Orchestral—String 
Orchestra, Percussion and Wind 
Symphonic Concert 

Concert 202 On-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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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Date Event Kind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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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ff-

Campus 

59 109/01/01-109/01/12 Re-Creation—Taipei Tech 
Department of Culture Vocation 
Development Result Exhibition of 
Year 105 

Exhibition 489 On-
campus 

60 109/01/20-109/02/24 Zheng-Shih ZENG (Taipei Tech 
Alumni) Art Piece and Calligraphy 
Exhibition  

Exhibition 
+ Concert

336 Off-
campus 

61 109/02/26-109/03/03 COPIC Taiwan 4th ACG Original 
Illustration Competition 

Exhibition 
+ Award

Ceremony

628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62 109/03/07-109/03/22 Making × Perception— Emerging 
Architects and Associates Projects 
Review of 12 Years of Works  

Exhibition 
+ Concert

+4 Speeches

2,064 Off-
campus 

63 109/03/24 The World, Style and Art Charity 
Music Concert 

Concert 92 Off-
campus 

64 109/03/30-109/04/29 Yung-Fei LIANG's Exhibition— 
Calligraphic Art Unbounded 

Exhibition 
+ Concert
+ Speech

1,446 Off-
campus 

65 109/05/02-109/05/15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Taipei 
Tech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Graduation Exhibition of 
Year 105  

Exhibition 552 On-
campus 

66 109/05/18-109/05/30 Rhyth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The Beauty of Indigenous Power. 
The 7th National Indigenous 
Peoples Poster Design Competition 
Exhibition 

Exhibition 416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67 109/06/07-109/06/20 Daily—Taipei Tech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Continuing Education 
Works Exhibition of Year 107 

Exhibition 269 On-
campus 

68 109/06/21-109/07/03 Dense Effect—Taipei Tech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End of 
the Semester Exhibition of Year 1 
to Year 3 

Exhibition 992 On-
campus 

69 109/07/05-109/07/13 OUR GENERACEON—Taipei 
Tech Racing Memorial Exhibition 

Exhibition 524 On-
campus 

70 109/07/14-109/08/15 Strolling Through The 
Midsummer—Member Exhibition 
of Chinese Association of Culture 
Creativity 2020  

Exhibition 
+ Concert

867 Off-
campus 

71 109/08/25-109/09/23 Zhen-Kun SOO's Artworks 
Memorial Exhibition  

Exhibition 
+ Concert

632 Off-
campus 

72 109/09/24-109/10/25 Preface/ Boundaries of Levels & Exhibition 1,668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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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

Campus 

Realms of Modern Photography in 
Taiwan  

+ Concert
+5 Speeches

campus 

73 109/10/27-109/11/18 Azure—Thematic Exhibition of 
Taiwan Ceramic Society  

Exhibition 
+ Concert

524 On-
campus 

74 109/11/19-109/12/06 Dreaming in the Art—Amy LIU's 
Oil PaintingPublic Welfare 
Exhibition 

Exhibition 
+ Concert

652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75 109/12/10-109/12/11 Sanj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hibition 

Exhibition 
+ Concert
+ Speech

336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76 109/12/12 Talk to the Angels—Flute and Harp 
Charity Music Feast  

Concert 216 Off-
campus 

77 109/12/13-109/12/31 The Three Artists—Emerging 
Grace by Si-Jia WANG, Xiu-Ling 
ZHENG, and Shu-Hua GUO's Arts 
Exhibition 

Exhibition 
+ Concert

+ Workshop

972 Off-
campus 

78 109/12/25-109/12/26 City Forum for the New 
Generation  Youth Music Concert 

3 Concerts 635 On-
campus 

79 110/01/04-110/01/13 Chatting—Taipei Tech Department 
of Cultural Vocation Development 
Graduation Exhibition of Year 106 

Exhibition 
+Concert

457 On-
campus 

80 110/01/15-110/02/07 Sorrow and Joy—Calligraphy 
Exhibition of Shu-Tong LI  

Exhibition 
+Concert

1,456 Off-
campus 

81 110/02/18-110/03/01 COPIC Taiwan 5th ACG Original 
Illustration Competition 

Exhibition 
+2 Speeches

948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82 110/03/02-110/04/07 The Treasures of Prosperity—
Murals of Tang's Dynasty  

Exhibition 
+ Concert

+6 Speeches

3,689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83 110/04/08-110/04/26 The Calligraphers' Association 
Annual Exhibition 2021 

Exhibition 
+ Concert

558 Off-
campus 

84 110/04/28-110/05/10 Taipei Tech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Graduation 
Exhibition of Year 106  

Exhibition 1,989 On-
campus 

85 110/05/16-110/08/20 Space · Culture · Craftsmanship—
Exhibition for Mr. Da-Hong 
WANG's Microscopic World of 
Architecture 

Exhibition 
+ Concert

+4 Speeches

4,288 Off-
campus 

86 110/06/18-110/07/05 DIM Animal—Taipei Tech Exhibition 1,300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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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ff-

Campus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Online 
Exhibition of Year 107 to 109 

campus 

87 110/07/15 Because of You—Flute Ensemble 
Da'an Community College Flute 
Online Concert 

Concert 89 Off-
campus 

88 110/09/01-110/09/18 Art of Formosan Aborigines—The 
Beauty of Patterns. The 8th 
National Indigenous Peoples Poster 
Design Competition Exhibition 

Exhibition 138 Off-
campus 

89 110/09/20-110/09/29 The Future Starting from the 
Wind—Prospects for the 
Diversified Use of Drones 
Exhibition 

Exhibition 
+ Speech

865 Off-
campus 

90 110/10/01-110/10/13 Inside The World—The Oil 
Painting Exhibition by Pei-Chun 
CHANG and Jian LIN 

Exhibition 
+ Concert

1,102 Off-
campus 

91 110/10/15-110/11/19 Glory—Yingge Ceramics Museum 
and Taipei Tech Collaboration 
Exhibition 

Exhibition 
+ Concert

229 Off-
campus 

92 110/10/30 Taipei Tech Anniversary Orchestral 
Performance 

Concert 189 On-
campus 

93 110/11/19-110/12/06 Epic Each 2021 Painting 
Collections 

Exhibition 
+ Concert

+3 Speeches

762 Off-
campus 

94 110/12/07-110/12/23 FRANZ Rising Star Project Gallery 
Special Exhibition 

Exhibition 
+ Concert
+ Speech

897 On-
campus 

95 110/12/24-110/12/25 Picnic—Concert Exhibition 
+ Concert

178 Off-
campus 

96 111/01/03-111/01/14 As they all say, there is no 
oasis ?—Taipei Tech Department 
of Cultural Vocation Development 
Result Exhibition of Year 107 

Exhibition 921 Off-
campus 

97 111/01/15-111/01/27 Interdisciplinary of Texture—
Taipei Tech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Furniture and 
Wood-working class Exhibition 

Exhibition 
+4

Workshops 

1,057 On-
campus 

98 111/02/18-111/03/06 COPIC Taiwan 6th ACG Original 
Illustration Competition 

Exhibition 765 Off-
campus 

99 111/03/09-111/03/25 Visions Exhibition 
+3 Concert
+ Speech

1,098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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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

Campus 

100 111/03/26-111/03/31 The 6th FRANZ Project 
Imagination—Let's Art Together 
Exhibition 

Exhibition 
+3 Concert

+2 Speeches

1,120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101 111/04/01-111/04/18 The Calligraphers' Association 
Exhibition 2022 

Exhibition 
+2 Concerts

421 Off-
campus 

102 111/04/19-111/04/30 Plancovary—Taipei Tech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Graduation 
Exhibition of Year 107 

Exhibition 
+ Concert

987 Off-
campus 

103 111/05/03-111/05/23 54 Drawing Association 2022 
Exhibition 

Exhibition 
+2 Concerts

634 On-
campus 

104 111/05/24-111/06/02 UNIQUE OBJECT—Taipei Tech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Graduation Exhibition of Year 107 

Exhibition 
+5 Speeches

315 On-
campus 

105 111/06/06-111/06/11 Week of Cultural Heritage 
06/07 16:00 - 18:00  
Taiwan Heritage Society—Kun-
Chen CHUNG 
Topic: An overview of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Gate Towers in 
Modern Taiwan 

06/08 14:00 - 16:00  
Taiwan Power Company—Tsao-
Hu HSU 
Topic: Design, Taipower, Design 

06/10 13:00 - 15:00 
National Palace Museum 
Department 
of Painting, Calligraphy, Rare 
Book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YanChiuan HE 
Topic: Ever-changing—
Appreciation of 
Huai Su's "Self-narratives" 

06/11 14:00 - 16:00  
Ta-Chuan SUN Ex-Vice President 
The Control Yua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Superoisor 
Wei-Cheng LIN 
Topic: Contemporary Adaptations 
of Aboriginal Cultures 

Exhibition 
+3 Concert

+4 Speeches

867 On-
campus 

106 111/06/25 In Love with the Piano and Flute—
A Midsummer Afternoon Charity 
Musical Feast 

Concert 87 Off-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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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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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111/07/01-111/07/07 123 Wooden Man—Design × 
Wooden  
Education Campus Elementary 
School Education Exhibition—
Taipei Tech USR Woodwork 
Culture Deep-Rooted Project 

Exhibition 
+ Concert
+ Speech

986 On-
campus 

108 111/07/08-111/07/20 2022 Parliament New Park Design 
Workshop Achievement 
Presentation 

Exhibition 
+ Concert
+ Speech

872 Off-
campus 

109 111/07/30-111/09/03 The Architectural Exhibition of  
Hand-drawn Working Drawings of 
Post-war Taiwan 

Exhibition 
+2 Concert

+4 Speeches

3,254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110 111/09/06-111/09/19 Ancestral Inheritance—The Beauty 
of Crafts. The 9th Taiwan Biennial 
of Indigenous Poster Design 

Exhibition 416 Off- 
campus 

111 111/09/20–111/10/02 2022 11th ACARA Asian Contest 
of Architectural Rookie's Award 

Exhibition 
+ Speeches

1,032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112 111/10/04–111/10/26 Zhong-Gao DU and Pei-Jun 
ZHANG Arts and Calligraphy 
Exhibition 

Exhibition 
+ Concert

+ Speeches

897 Off- 
campus 

113 111/10/27–111/11/21 Awakening—In-depth Exploration 
of Yingge and Joint Exhibition of 
Local and Yingge Ceramics 
Museum International Artist 

Exhibition 
+ Concert

254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114 111/10/29 Taipei Tech Anniversary Concert Concert 181 On- 
campus 

115 111/11/23–111/12/05 Exhibition of Oil Paintings and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Exhibition 
+ Concert
+ Speech

346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116 111/12/07–111/12/21 Joint Exhibition of Artistic Works 
by Taipei Tech Staff & Faculty 

Exhibition 
+ Concert
+ Speech

524 On- 
campus 

117 111/12/23–112/01/03 "Hello, this is the Island 
speaking…" Taipei Tech 
Department of Cultural Vocation 
Development Result Exhibition of 
Year 108 

Exhibition 
+ Concert
+ Speech

487 On- 
campus 

118 112/01/06–112/01/15 Between The Substance—Taipei 
Tech Furniture Wood-working 
Production and Study Program 

Exhibition 
+ Concert
+ Speech

+3 Workshops

752 On-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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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112/02/03–112/02/18 Taipei Tech Alumni Association Art 
Exhibition 

Exhibition 
+ Concert

213 On- 
campus 

Off- 
campus 

120 112/02/22–112/03/04 COPIC Taiwan 7th ACG Original 
Illustration Competition 

Exhibition 
+ Concert

+2 Speeches

853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121 112/03/06–112/03/19 Ten Yan Ya Collection Joint 
Exhibition 

Exhibition 
+ Concert

+3 Speeches

452 Off- 
campus 

122 112/03/21–112/03/30 Imagery and Mien IV—Artist 
Returning Home Joint Exhibition 

Exhibition 
+ Concert

+5 Speeches

798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123 112/04/08 Love．Voices Trilogy Renewed—
Book Sharing and Performance 

Exhibition 
+ Concert
+ Dance
+ Speech

153 Off- 
campus 

124 112/04/12–112/04/23 Passion of Ink Exhibition 
+ Concert

+4 Speeches

1,630 Off- 
campus 

125 112/04/26–112/05/04 Eleven Days of Confession—
Taipei Tech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Joint Exhibition of 
Year 1 to Year 3 

Exhibition 1,123 On- 
campus 

126 112/05/08–112/05/14 The Wind Has Come—Taipei Tech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Graduation Exhibition of Year 108 

Exhibition 1,289 On- 
campus 

127 112/06/02–112/06/05 Clinamen—Taipei Tech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Graduation Exhibition of Year 108 

Exhibition 
+4 Speeches

427 On- 
campus 

128 112/06/09–112/06/16 Comma—Taipei Tech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Joint 
Exhibition of Year 1 to Year 3 

Exhibition 
+ Concert

1,360 On- 
campus 

129 112/06/18–112/06/30 7 : 7 Brushwork · Imagination 
/Gentleness · Narration—
Gentleness Painting Association 
10th Anniversary Exhibition 

Exhibition 
+ Concert

1,211 Off- 
campus 

130 112/07/02–112/07/16 The Silhouette of Time—Summer 
Joint Exhibition 

Exhibition 
+ Concert

+2 Speeches

1,279 Off- 
campus 

131 112/07/18–112/08/04 Ancestral Inheritance—The Beauty 
of Crafts. The 9th Taiwan Biennial 

Exhibition 
+ Concert

1,301 Off-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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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digenous Poster Design + Speech Interna- 
tional 

132 112/07/22 Summer Art Banquet—Flute 
Performance × Japanese Dance and 
Charity Music Concert 

Concert 97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133 112/08/06–112/08/19 Dream Abstract Art Exhibition by 
Cheng Yu 

Exhibition 
+ Concert

908 Off- 
campus 

134 112/08/22–112/09/03 The 26th Joint Exhibition of Taipei 
Human Figure Painting Society 

Exhibition 
+ Concert

+3 Speeches

1,489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135 112/09/06–112/10/01 The Love of Art—Hsien-Tsung 
LIN and Rui-Zhu LIN 
Diamond Wedding Celebration 
Exhibition 

Exhibition 
+ Concert

+5 Speeches

4,350 On- 
campus 

136 112/10/02–112/10/08 2023 12th ACARA Asian Contest 
of Architectural Rookie's Award 

Exhibition 
+ Concert

1,890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137 112/10/10–112/10/24 Zhu Song Professional Painting 
Studio and Ze-Hua HUANG 
Alumni  
Creative Joint Exhibition 

Exhibition 
+ Concert

346 Off- 
campus 

138 112/10/26–112/11/21 Transcendental Excellence—Taipei 
Tech × Yingge Ceramics Museum  
2023 Exhibition of Taiwanese 
Ceramics Masters 

Exhibition 
+ Concert

278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139 112/11/23–112/12/04 Lingnan Elegance in the Light of 
Yangming—Mei-Yin CHEN Art 
Exhibition 

Exhibition 
+ Concert

+3 Speeches

1,037 Off- 
campus 

140 112/12/06–112/12/18 Silent Echoes of Taiwan—Ishigaki 
Miyuki Personal Exhibition 

Exhibition 
+3 Concerts
+6 Speeches

1,982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141 112/12/19–112/12/27 Lost and Found—Taipei Tech 
Department of Culture Vocation  
Development Result Exhibition of 
Year 109 

Exhibition 
+ Concert

318 On- 
campus 

142 112/12/30 Magic Flute Forest Recital Concert 216 Off- 
campus 

143 113/01/02–113/01/13 SinGularity—Department of The 
Wood-working Training Design 
Research Center Graduation 

Exhibition 
+ Speech

786 On- 
campus 

557



No. Date Event Kind Total 
Visita 

On-
/Off-

Campus 

Exhibition

144 113/01/15–113/01/28 2024 SALUT D'AMOUR—Mei-
Rong CHENG Solo Exhibiton 

Exhibition 
+2 Concert
+2 Speech

+ tea
ceremony

983 Off- 
campus 

145 113/02/19–113/03/02 COPIC Taiwan 8th ACG Original 
Illustration Competition 

Exhibition 
+ Concert
+ Speech

1,324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146 113/03/04–113/03/15 Exhibi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by Lanchiuan Assocation 

Exhibition 
+ Concert
+ Speech

1,279 Off- 
campus 

147 113/03/16–113/03/22 Taiwan Interior Design Association 
Award-Winning Works Exhibition 

Exhibition 
+ Concert
+ Speech

241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148 113/03/23–113/04/03 Artistic Sound—Annual Exhibition 
of the Arts Dreamer Cultural and 
Creative Association 

Exhibition 
+ Concert
+ Speech

728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149 113/04/08–113/04/26 Lens Diary—Ben Photography 
Personal Exhibition 

Exhibition 
+ Concert
+3 Speech

1,548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150 113/04/29–113/05/04 Interactive Institute Augmented  
Reality Exhibition "Between Gods 
and Humans" 

Exhibition 
+ Concert
+ Speech

497 On- 
campus 

151 113/05/05–113/05/14 "Hey! It's you"—Taipei Tech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Graduation Exhibition of Year 109 

Exhibition 
+ Concert
+ Speech

891 On- 
campus 

152 113/05/18–113/05/19 Chant Five Chant Blooming Tuck 
Seeds to Germinate Nail Roots to 
Blossom Salon Concert 

Exhibition 
+ Concert
+ Speech

161 Off- 
campus 

153 113/05/22–113/05/31 Same Places, Different Places—
Design Project Final Review of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of 
Taipei Tech 

Exhibition 
+ Concert
+4 Speech

927 On- 
campus 

154 113/06/03–113/06/14 Internal Reference/ External 
Reference—Taipei Tech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Joint 
Exhibition of Year 1 to Year 3 

Exhibition 
+ Concert
+ Speech

281 On- 
campus 

155 113/06/16 San-Lian WU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Vocalist 

Exhibition 
+ Concert

98 Off-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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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Date Event Kind Total 
Visita 

On-
/Off-

Campus 

Professor Dao-Xiong ZENG 
Concert 

+ Speech

156 113/06/17–113/06/26 Orange Soda: Idea Originates from 
Hot Summer—Taipei Tech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Joint Exhibition of Year 1 to Year 3 

Exhibition 
+ Concert
+ Speech

638 On- 
campus 

157 113/06/29 Midsummer Afternoon Music 
Party—Charity Concert 

Concert 150 On- 
campus 

Off- 
campus 

158 113/07/01–113/07/13 Project of Expand—The Wood-
working Training Design Research 
Center End of the Semester 
Exhibition 

Exhibition 420 On- 
campus 

159 113/07/16-113/07/27 Summer Elegance—The 18th 
Anniversary Joint Exhibition of 
Taipei Metropolitan Oil Painters' 
Association 

Exhibition 1217 Off- 
campus 

160 113/08/11-113/08/25 2024 Summer Art Exhibition—
18th Hsien-Tsung Painting 
Association Joint Exhibition 

Exhibition 1321 Off- 
campus 

161 113/08/27-113/09/09 Visual Feast—23rd Photopoints 
Club Members' Joint Exhibition 

Exhibition 
+3 Concert

+4 Speeches

1478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162 113/09/11-113/09/20 2024 13th ACARA Asian Contest 
of Architectural Rookie's Award 

Exhibition 
+1 Speech

783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163 113/09/23-113/10/19 Gilded Years, City Pulse — Metal 
Crafts Flowing With Daily Life 

Exhibition 
+3 Concert

+4 Workshop

1478 Off- 
campus 

164 113/10/22-113/11/19 YANG Polin Solo exhibition Exhibition 
+3 Concert
+ Speech

1568 On- 
campus 

Off- 
campus 

165 113/10/26 Taipei Tech Anniversary Concert 2 Concert 389 On- 
campus 

166 113/11/02 Nuit Blanche—Afternoon Music 
Party 

Exhibition 
+10 Concert

1743 On- 
campus 

Off- 
campus 

167 113/11/21-113/12/02 Eden Art Society Annual 
Exhibition 

Exhibition 
+3 Concert

1491 Off-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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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Date Event Kind Total 
Visita 

On-
/Off-

Campus 

168 113/12/03-113/12/12 2024 Golden Design Award Annual 
Exhibition — Island Symbiosis 

Exhibition 
+ Concert
+1 Speech

1211 Off- 
campus 
Interna- 
tional 

169 113/12/13-113/12/26 Entering from Within—Taipei Tech 
Faculty and Student Art Exhibition 

Exhibition 
+3 Concert

821 On- 
campus 

170 113/12/28 Winter Charity Concert Concert 221 On- 
campus 

Off- 
campus 

171 114/01/02-114/01/11 Taipei Tech Department of Culture 
Vocation Development Graduation 
Exhibition 

Exhibition 186 On-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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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總中心配合校務發展及校務基金制度之實施，達成部分預算經費自籌，其任務除接受政府委託專案研究外，亦配合業界需求協助產業進行產品開發、技術更新、企業診斷、產學鏈結等各項產學合作。研發總中心有如本校產學行銷部門，負責產學案之延攬及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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