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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學年度第二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記錄 

時間：中華民國 98 年 3 月 24 日（星期二）上午 10：10 
地點：L 棟二樓大會議室 
主席：謝宗興校長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 宣布開會 
貳、 主席致詞 
參、 報告事項 ＜研究發展處報告＞ 

1. 99 學年度申請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案，申請時程預計為每年 4-6 月，有意申請之單

位，擬請依照『實踐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機制流程』（附件一），及早規劃。 

2. 執行「97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執行成效檢核」： 

(1) 依據「實踐大學中程校務發展計劃執行成效檢核作業要點」規定：「校務發展委員會」

負責審查各單位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執行成效，須於每年五月三十日前完成檢核。（附

件二） 

(2) 依據「分項計畫執行單位」（附件三），填寫「97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執行成效

檢核表」（附件四）之「達成狀況」及「執行狀況說明」。（本處已協助將部分資訊揭

露，惟仍請再次核對相關內容。 

(3) 如因各項因素致使須加調整次年度計畫時，擬請依照原始撰寫格式逕行修正，惟修正

處，請以紅色字體標註。 

(4) 擬請於 98 年 6 月底前提交研發處承辦人： 
A. 主軸計畫：提交經一級單位主管及主軸計畫主導單位簽章紙本乙份及電子檔。 
B. 學術單位 97-99 學年度工作重點：提交經一級單位主管主導單位簽章紙本乙份及

電子檔。 
C.計畫修正，亦同。 

依委員建議，「97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執行成效檢核」提交時程改至 98 年 6 月底。

3. 追蹤評鑑工作規劃：本處規劃追蹤評鑑之系所，提出改進計畫與時程，進行每雙月進度追

蹤，目前已於 98 年 2 月 23 日完成第一次之追蹤評鑑改進計畫會議，預估將於 4 月 15、

20 日進行第二次之追蹤評鑑改進計畫會議，並於 98 年 6 月前執行『自我改善規劃表書面

報告校外審查』。 

4. 97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訪視，預定將於 98 年 4-6 月間到校查

核，屆時擬請各單位援例協助辦理。 

肆、 討論議題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台北校區管理學院整併單一獨立研究所，請  審議。  
說  明： 
1. 依據教育部『大學學生人數總量發展之資源條件規模標準』（98 年 1 月 22 日草案）中規

定：『單獨研究所設有碩士班，且招生名額在 15 名以下者，其專任師資應達 5 人以上；

招生名額在 15 名以上者，其專任師資應達 7 人以上』。 
2. 本校管理學院計有兩個獨立研究所及兩個碩士班學系，但兩個獨立所核定名額介於 10～

15 名之間，若配以五位專任教師，恐無法維持教師之最低授課時數，且其開課成本亦將

相對提昇。 
3. 綜上說明，本校管理學院宜儘速朝整併為一獨立研究所較符合經濟效益。 
4. 實踐大學管理學院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整併分析，如附件五。 
決  議： 
1. 本案擬請管理學院針對研究所整體發展乙案，以符合教育部『大學學生人數總量發展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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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條件規模標準』，並具規模經濟成效，及明確之教育目標為原則，做適切之規劃，於 5
月底前提出具體可行方案。 

伍、 臨時動議 
陸、 主席結論 
柒、 散會 



附件一                                              實踐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機制流程 

九十五年十二月五日主管會報通過 

九十七年十二月十六日校務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意願調查表
(調查擬申請之院系所意願)

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

系、院務會議審議

董事會議審議

校務會議審議

提報教育部

每年4月

每年5月中旬

每年5月底

每年6月中旬

每年6月底

每年6月底

增設調整 特殊項目院系所

每年11月

每年11月底

每年12月上旬

每年12月中旬

每年12月底

每年12月底

校務發展委員擬具提案

 

附註：本機制流程的提報時程，可視主管機關(教育部)來文時間及內容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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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第陸章 實踐大學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執行成效檢核 

實踐大學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執行成效檢核作業要點 

97 年 4 月 15 日報請校長公佈實施 

一、 本校為落實校務發展計畫，實踐辦學理念與宗旨，特訂定「實踐大學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執行成效檢核作業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實施目的如下： 

(一)檢核各單位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執行成效是否符合整體校務發展目標。 

(二)經費之運用是否符合規定，達到計畫之效益。 

(三)檢核各單位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的執行成效是否有改善機制，以作為下一階段校務發展計畫修訂之依據。 

 

三、「校務發展委員會」負責審查各單位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執行成效，於每年五月三十日前完成檢核。 

 

四、計畫執行期間，如因各項因素致使計畫須加調整時，須於每年五月三十日前，提出次年度計畫調整申請，提報「校

務發展委員會」核備。 

 

五、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理。 

 

六、本要點經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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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97-99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分工明細表 

1. 主軸計畫單位分工 

校務發展主軸計畫 
主軸計畫 

主導單位 
編碼 分項計畫 

分項計畫

執行單位

A.形塑實用教學特色計畫 教務處 

A1 
A2 
A3 
A4 
A5 
A6 
A7 

規劃優質課程計畫 

促進教師成長計畫 

招收適性學生計畫 

培養學生公民素養計畫 

增進通識素養與全面性知能計畫 

實用教學教材教案輔助出版計畫 

進修暨回流教育推廣計畫 

課務組 

教發中心 

註冊組 

博雅學部 

博雅學部 

出版組 

推廣部 

B.落實研發成果特色計畫 研發處 

B1 
B2 
B3 
B4 
B5 

修訂研究/展演獎勵辦法 

提昇學術論文與展演質量 

規劃獎勵制度，提昇建教及產學合作績效 

建置研發成果管核與獎勵制度 

加強智慧財產權宣導與管理制度 

學推組 

學推組 

產學組 

學推組 

產學組 

C.增廣師生全球視野計畫 國際交流組 

C1 
C2 
C3 
C4 
C5 
C6 

全校語文境教學習提昇計畫 

國際交流活動推廣計畫 

外語國際課程育成計畫 

國際專業師資延攬計畫 

姊妹校交換學生及雙聯學制推動計畫 

國際交流組諮詢服務提昇計畫 

語言中心 

國交組 

國交組 

國交組 

國交組 

國交組 

D.提昇學生學習成效計畫 教務處 

D1 
D2 
D3 
D4 

提昇學生學習動機計畫 

改善教學助理制度計畫 

發展學習輔導網路計畫 

結合校友資源計畫 

教發中心 

教發中心 

電算中心 

職涯中心 

E.學務輔導機制創新計畫 學務處 

E1 
E2 
E3 
E4 
E5 

校園公民服務學習計畫 

優質社團服務學習計畫 

學生 e 化輔導平台建構建置計畫 

就業輔導機制建置計畫 

維護校園安全計畫 

生輔組 

課指組 

諮商中心 

職涯中心 

軍訓室 

F.自我評鑑精進辦學計畫 研發處 

F1 
F2 
F3 

精進學術單位自我評鑑機制計畫 

建構行政單位自我評鑑機制計畫 

落實校務行政執行成效管理計畫 

校發組 

校發組 

校發組 

G. 優質 e 化校園環境計畫 電算中心 

G1 
G2 
G3 

建構校園 e 化教學環境與管理計畫 

遠距教學與數位典藏整合計畫 

建構校園 e 化資訊系統 

電算中心 

圖書館 

電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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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發展主軸計畫 
主軸計畫 

主導單位 
編碼 分項計畫 

分項計畫

執行單位

G4 
G5 

校園無障礙環境精進計畫 

提昇行政人員專業知能與服務效率計畫 

營繕組 

人資室 

H.打造人文藝術校園計畫 總務處 

H1 
H2 
H3 
H4 

人文藝術環境計畫 

提昇學生人文藝術素養計畫 

服飾博物館改善及利用計畫 

提昇學生運動風氣計畫 

事務一組 

博雅學部 

服設系 

體育室 

 

2. 學術單位 97-99 學年度工作重點 

各院系所學術單位皆已獨立提出「學術單位發展目標與 97-99 學年度工作重點」，擬請依據系所名稱下載「97 學

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執行成效檢核表」。 

 

 

 

 

 

 

 

 

 

 

 

 

 

 

 

 

 

 

 

 

 

 

 

 

 

 

 

 



附件四 

97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執行成效檢核表－行政單位用 

主軸計畫名稱：                                   分項計畫名稱： 
行動方案：                                       計畫執行單位： 

＜質化向度＞ 

達成狀況 指標 
（依據分項計畫所提出之「預期具體成效之質化指標」逐條

填寫） 達成
部分

達成

未 
達成

執行狀況說明 

1.      

2.      

3.      

＜量化向度＞ 

達成狀況 指標 
（依據分項計畫所提出之「預期具體成效之質化指標」逐條

填寫） 達成
部分

達成

未 
達成

執行狀況說明 

1.      

2.      

3.      

表格不敷使用，請自行增列 

 

填寫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單位主管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級主管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軸計畫主導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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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執行成效檢核表－學術單位用 

計畫執行單位： 
達成狀況 

優

先

順

序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執行方式 達

成 

部

分

達

成 

未 
達

成 

執行狀況說明 

1          

2          

3          

4          

5          

6          

7          

8          

9          

10         

表格不敷使用，請自行增列 

 

填寫人：_________________       單位主管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院長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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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實踐大學管理學院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整併分析 

日期：98 年 2 月 16 日 

一. 背景說明 

1. 依據教育部『大學學生人數總量發展之資源條件規模標準』（98 年 1 月 22 日草案）中規

定：『單獨研究所設有碩士班，且招生名額在 15 名以下者，其專任師資應達 5 人以上；招

生名額在 15 名以上者，其專任師資應達 7 人以上』。 

2. 本校管理學院計有兩個獨立研究所及兩個碩士班學系，但兩個獨立所核定名額介於 10～

15 名之間，若配以五位專任教師，恐無法維持教師之最低授課時數，且其開課成本亦將

相對提昇。 

3. 本校夜間學制招生日益艱難，應及早提出策略因應；並建議將名額逐年移轉至碩士在職專

班學制。 

4. 綜上說明，本校管理學院宜儘速朝整併為一獨立研究所較符合經濟效益，此報告將提供相

關法規及師資質量試算，以提供學校執行之參考。 

 

二. 98 學年度管理學院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核定名額 

研究所名稱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企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35  

資訊科技與管理學系碩士班 10  

財務金融與保險研究所 10  

企業創新與創業管理研究所  15(北)/15(高) 

總計 85 

 

三. 管理學院碩士班整併師資數量分析 

1. 系所合一：學系設有碩士班者或學系及其研究所設有碩士班者，專任師資應達 9 人以上。 

2. 單獨設研究所：單獨研究所設有碩士班，且招生名額在 15 名以下者，其專任師資應達 5

人以上；招生名額在 15 名以上者，其專任師資應達 7 人以上。 
3. 師資質量指標基準：（98 年 2 月 5 日師資現況） 

當量生師比
研究所名稱 

當量可計算

師資數 （應低於40）
部定師資 差額 

企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27.5 32.2 16.6 5.4

資訊科技與管理學系碩士班 18.3 32.8 11.2 3.8

財務金融與保險研究所 2.7 15.0 5.0 -3.0

企業創新與創業管理研究所 2.7 15.6 5.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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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若整併為單一獨立研究所，預估所需師資質量：     

學生數 加權 

學生數

當量生師比

（40）所需師資

研究生生師比 

（20）所需師資 單位 

(1) (2)=(1)*2 (2)/40 (1)/20 

部定 

師資 

*整併*管理學院研究所 170 340 8.5 8.5 7

若純粹考量研究所師資差額，應策略性整併性質相近之研究所，以收規模經濟之效。惟系

所間專業學術領域迥然不同，差異化發展建立特色，亦應納入考量。 
 

四. 整併案優缺點分析 

 優點 困難與挑戰 

方案一：維持現

有研究所 

1. 各碩士班專業分工、辦學，

較有自主性。 

2. 維持現有研究所，運作較穩

定。 

1. 創創所、財保所無法符合 100

學年度教育部總量之師資要

求，將面臨減招。 

2. 二年制在職專班招生來源不

足，若無事先規劃，夜間學制

將產生閒置資源。 

方案二：整併單

一獨立研究所 

1. 避免方案一之缺點。 

2. 發揮經濟規模效果。 

3. 該研究所將呈現更為多元

之發展。 

4. 資源整合，有助於教師教學

交流。 

1. 現行單位阻力，整合協調困

難。 

2. 跨領域整合門檻高。 

3. 重新思考該研究所設立宗旨、

教育目標、課程架構等。 

4. 系所評鑑面臨挑戰大。 

 

 


	第陸章 實踐大學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執行成效檢核
	實踐大學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執行成效檢核作業要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