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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研 究 獎 勵 補 助 結 果 出 爐 

前 美 國 在 臺 協 會 處 長 司 徒 文 來 院 演 講 

院整合課程：公共事務治理導論課程演講 

 

 

 

 

 

 

 

 

 

 

 

 

 

 

 

 

 

 

 

 

 

 

 

 

 

 

 

 

 

 

 

 

 

 

 

 

 

 

 

 

 

 

 

 

 

 

 

 

 

 

 

 

 

 

 

 

 

本期重點摘要：公共事務學院 109 年度教師研究獎勵出爐，各系所獲獎教師共 23 位，學術表現在全校名列前茅。108-2 學期中，本

院遵從防疫相關規定，成功舉辦五場 BB 學術沙龍，並於暑假期間舉辦「提升大學競爭力」的夏季學術 Brunch 五場系列講座。詳情請

參閱本期內容。 

為獎勵本院專任教師從事學術研究，院

辦公室運用募款，頒發教師學術研究獎勵

金。 

本次教師學術研究獎勵審查結果出爐，

獎勵範圍包括優秀學術期刊論文、學術專

書及專書論文，尤其針對期刊符合 TSSCI

第一級，或 SCI/SSCI 最近年度排名前 30%

之著作者額外增予獎勵。獲獎教師為以下

23 位，頒發獎金總金額（含補充保費）共 

一 〇 八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B B 學 術 沙 龍 

公院 B B （ B r o w n  B a g ）學術沙龍講座 

 

上期院訊至今，共舉辦四場 BB 學術沙龍：5 月 5 日，公行系劉

嘉薇老師以「假新聞與民主政治」為題演講；5 月 19 日，不動產

系詹士樑老師講題為「氣候變遷調適與空間規劃——農地資源氣

候變遷調適規劃」；6 月 2 日，公行系蔡奇霖老師以「雙底冊調查

之實務與反思」為題演講；6 月 9 日，財政學系傅健豪老師以「老

年照護政策的多元觀點」為題演講。 

 

本院 109 學年第一學期大一院整合課程：

公共事務治理導論將舉辦第一場課堂演

講，邀請國立陽明大學司徒文副校長(前美

國在臺協會處長)蒞臨演講。演講時間為九

月三十日，地點在本院 1F27 教室，敬邀本

院師生踴躍參加。 

本院 108 學年第二學期大一院整

合課程：公共事務治理導論，邀請

到前駐法大使呂慶龍以及前財政

資訊中心陳泉錫主任來為本院學

生演講。 

呂慶龍大使於六月十日蒞臨課

堂演講，與青年學子交流其 42 年來

的外交經驗，呂大使推行我國跟法

國外交有成，積極推廣臺灣傳統布

袋戲文化，以文化會友。陳泉錫主

任於七月一日蒞臨課堂演講，與在

場的學子分享財政資訊的創新服

務與挑戰，讓學生了解到公共事務

如何與大數據的接軌。 

 

 

陳泉錫主任與到場聽眾大合照 

呂慶龍大使（中間位）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李仲彬、胡龍騰、陳思先、黃婉玲、劉

嘉薇老師 

財政學系：翁仁甫、傅健豪、鄧軫元老師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林柏丞、邱啟新、金家禾、洪鴻智、

陳明燦、彭建文、黃健彰、葉大綱、衛萬明老師 

都市計劃研究所：林文一、張容瑛、廖桂賢、蔡智發老師 

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李堅明、錢玉蘭老師 

 

一 〇 九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B B 學 術 沙 龍 

公院 B B （ B r o w n  B a g ）學術沙龍講座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 BB學術沙龍將邀請本院研究成果斐然的教

師，包括黃健彰老師、葉佳宗老師、王之佑老師、林俞君老師及

楊子菡老師進行專題演講。 

BB 學術沙龍舉辦日期如下，各場次詳細內容將擇日公告。 

 
場次   日期與時間                   講者 

1   10/20 (二) 12:10-13:40  黃健彰（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2   11/03 (二) 12:10-13:40  葉佳宗（都市計劃研究所） 

3  11/17 (二) 12:10-13:40  王之佑（自然資源與環境研究所） 

4  12/01 (二) 12:10-13:40  林俞君（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5  12/08 (二) 12:10-13:40  楊子菡（財政學系） 

劉嘉薇老師 詹士樑老師 

蔡奇霖老師 傅健豪老師 

計約 25 萬。108 學年度及 109 學年度總計頒發獎勵金超過五十萬

元。 

本 院 新 進 教 師 及 系 學 會 補 助 計 劃 

本院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獎助新進四位教師各兩萬元：行政系

郭昱瑩老師、林俞君老師、蔡奇霖老師，財政學楊宗翰老師，其

中三位教師已運用補助款於教學研究。 

為鼓勵系學會辦理學生活動，本院每學年補助各系大學部系學

會：107 學年度，每系補助一萬元，共三萬元；108 學年度，每系

補助一萬五千元,共四萬五千元，目前由各系助教協助核銷中，本

院並已匡列 109 學年度補助經費，每系補助一萬元，共三萬元。

自 107 學年度以來，本院補助各系大學部系學會總金額為十萬五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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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場 ： 大 學 競 爭 排 名 ， 該 ？ 不 該 ？ 

北大夏季學術 Brunch ：提升大學教育系列講座 
 

 

 

 

 

 

 

 

 

 

 

 

 

 

 

 

 

 

 

 

 

 

 

 

 

 

 

 

 

 

 

 

 

 

 

 

 

 

 

 

 

 

 

 

 

 

 

 

 

 

 

 

 

 

 

 

 

 

 

 

 

 

 

 

 

為提升本校競爭力， 7 月 8 日邀請了東華大學副校長朱景鵬來分享提

升競爭排名的成功經驗。朱副校長表示，一個學校國際排名與它的規模、

原有的條件資源等相關，但在既有限制下，一個學校追求大學排名，最大

的動力是來自榮譽感。 

  與談人臺北大學電資學院的陳裕賢前院長比較北大與東華的相關數字

後指出，東華大學的 QS 亞洲區排名在 2016 年之前是落後北大的，近幾年

已經領先北大，並且持續拉大距離。反觀北大，在 THE 的排名已經未能排

入全球前 1000 名，甚至在國內的遠見雜誌評比中，除了一個單項（學術

成就）是 25 名，其它五項 (社會影響、學術成就、教學表現、國際化程

度、推廣及產學收入、財務體質)都沒有進到前 30 名，實在有待加強。 

大學發展國際化的觸角要多元，國際合作也不能只看數字，要看實質交流

比例。例如東華有 422 所國際姊妹校，有八成以上的比例是有實質交流的

互動。而為了使國際化的資源能讓學生公平地使用到、幫助清寒學子也能

出國交換，朱副校長爭取到鴻海集團副總裁呂芳銘捐款 450 萬，每人提供

10 萬元，幫助家境清寒的學生也能出國交換，體驗留學經驗。 

 
除了實質的經費提供之外，人際間無形的連結也相當重要。像是東華大學固定參與國際教育者年會，很多條約都在這個場合討論，

之後才做實質交流。目前東華大學的國際生有近 900 名，比例高達學生總數的 9%。從國家別來看，來東華的國際學生以印尼學生為最

大宗；以僑生人數來說，以馬來西亞為最多。這些國際學生與僑生近年來為東華每年貢獻 1000-3000 萬不等的收支盈餘。東華本地學生

赴國外交換的，則以歐盟國家為最大宗，平均每年有 500 位到歐洲國家作交換學生，多數歐洲的大學都是免費交換，部分德國大學甚

至還提供臺灣交換學生獎學金。 

  為了因應國際排名近年的變化，東華也成立了永續發展推動工作辦公室，並以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SDGs）作為標準來推展校務。

另外，為了能使國際化各項校務推展順利，有些投資是必要的。東華大學相關的經費來源包含企業捐助、自身開源，而校務基金存量

高達二十億，其中約兩億五千萬則是作為投資之用。 

  即將接任臺北大學資工系主任的吳信龍教授認為，各系所應從指標權重占比最高的項目努力，這樣總體成績就會提升。更重要的是，

學校以及系所應找出自身的特色，有特色才能留住學生。 

  幾位與會者在提問時詢問，在國際化之下課程應如何設計?資源應如何分配兼顧本地學生的受教權?同時，在有限的資源下，學校是

否應爭取國際排名？朱副校長最後指出，是否應爭國際排名的問題固然見仁見智，但是「連全球最知名的大學都積極參與時，我們也

不可能自絕於外。」國際學生來臺灣留學時一定先看國際排名，臺灣本地學子入學時也一定會參考各項排名指標。因此，總結今日座

談會的主題：「大學競爭排名：該？不該？」，大家認為一個大學的國際排名是需要重視的。 

 為提升本校大學教育，本院於暑假期間辦理北大夏季學

術 Brunch 系列講座，講座主題由大學競爭排名、建立適應性

的大學教育到大學國際化的發展，再論及全球化時代下的大

學發展策略、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力等議題進行探討，邀

請各界專家學者集思廣益，助力本校大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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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場 ： 如 何 建 立 一 個 適 應 性 的 大 學 教 育 ? 

第 三 場 ： 大 學 國 際 化 的 發 展 與 限 制 

 

   

 

 

 

 

 

 

 

 

 

 

 

 

 

 

 

 

 

 

 

  

於少子化的緣故，大學招生環境日益嚴峻，昨（7/15）日公共事務學院為此

舉辦第二場暑期座談，延續第一場以國際排名為主題，進一步深入討論「如何

建立一個適應性的大學教育?」 

  曾任教務長、研發長的郭昱瑩教授首先比較了台大、政大、北大三所大學註

冊率、師生比、境外學生人數等等項目的表現。她主張北大除了須因應少子化

做調整之外，也要追求創新、創意與創先。具體的包括增加選修、減少必修，

讓學生有更多的時間能培養自身所長，或是以開放學生參加學術研討會的方

式來替代學校的課程。 

  王震宇教授也認同郭昱瑩教授的看法，並提及通識、博雅教育的重要性。他

指出專業技術層面上的教學固然重要，但在成為某一領域的專業人士之前，應

學會如何成為「人」。學校應該對未來發展有中心思想，而非隨波逐流，不能

認為甚麼重要就把該項目列為畢業門檻。王引用了陳之藩的《劍河倒影》的 

   

 

國際化是高教趨勢，也是教育部評鑑大學的指標之一。暨南國際大學副校長孫

同文提及，在致力於推展國際化之前，應先思考何謂「素養」。孫副校長認為，若

單看交流人數，很容易忽略實質的互動。他認為國際化應該是雙向的，並且應是

在地化的延續。暨大設有育成中心，聯合觀餐系並結合南投國姓、魚池的咖啡小

農，共同培養僑生關於咖啡烘培的技術。此外，暨大成立台日聯盟，針對地方創

生的議題與日本相互交流；此外暨大也讓教師至海外進修培訓，學習以全英語授

課。 

108 學年度銘傳的境外學位生人數全國第二，私校第一。銘傳大學國際教育交流

處處長劉廣華分析我國的境外生來源前五名，越南占了近四分之一的比例，其次

是印尼(20%)，再來則是馬來西亞。境外生所就讀的科系，大多是以商管為主，其

就學地區以台北及台中居多。國際化有助於爭取教育部對學校的補助經費。銘傳

有專責單位輔導外籍生瞭解本國文化、習慣異地生活等。當然，對於教師的培訓

也不能少。 

 曾任本校商學院院長、國際長的吳泰熙教授則認為國際長在國外就是個銷售員，兜售自己學校、系所的特色，以吸引外國學生就讀。

商學院的修運系、會計系都跟海外各校有所連結；不動系與俄亥俄州立大學(OSU)有五年的交流；金融系、企管系、會計系也連年帶領

師生至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參與國際研討會，學生們的表現也讓谷本寬治教授眼睛為之一亮。 

本校前應外系、語言中心主任藍蕾教授則提出學校發展國際化的三個策略，分別是「教師雙專業知能培訓」、「落實國際生正向經驗」、

「提供在地國際化學習」。「教師雙專業知能培訓」。當教師出國培訓回來以後，學校也要開設相關課程讓教師有發揮其專業的場域。 

 

話，大意是，劍橋跟其他大學的差別在哪？這兩所大學都把學生當「生物」，慢慢培養。其他大學則是把學生當成「礦石」，刨光、修

去稜角，把學生塑造成固定的樣子。 

曾聖翔教授則以淡江大學為例，提出建置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的好處，並介紹遠距線上教學的優點，以及推動遠距碩士專班的潛力。

此外，他也提到淡大給予相當多的資源鼓勵系所及教師，例如配給助教、給予經費補助，並且也協助教師取得課程認證，甚至還成立

了數位教學發展中心，以推廣數位學習。 

  在場許多參與的教師也提出了問題相互討論，例如遠距教學是否能取代實體課程？即便學校各項措施規劃完善，又如何提升學生的

學習動力，讓他們願意接受、使用這樣的設計？學校除了單方面執行教育部的政策，是否能做到與學生的雙向溝通？ 

  整場會議討論相當熱烈，雖然因為時間的關係，仍有許多未來得及完整陳述的觀點，但初步也有幾點共識，首先是遠距教學不是以

替代實體課程為目標，兩者之間是要由學校細緻地規劃後使其相輔相成；其次則是除了專業技能之外，引導學生思考自身所欲達成的

目標，也就是素養的養成，如此才是學校教育最重要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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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 1 6 會 議 室 窗 簾 換 新 本 院 廁 所 抽 風 機 修 繕 完 畢 

第 四 場 ： 全 球 化 時 代 下 的 大 學 發 展 策 略 

 

具防焰性能窗簾 

李仲彬老師 施光訓校長 

彭啟明博士 郭經華教授 

到場師長 

 

第 五 場 ： 大 學 生 的 就 業 競 爭 力 

本院 2F16大會議室暨實習議場長久

以來使用率極高，而窗簾因年久失修，

不堪使用，為提供本院師生舒適使用

環境，使用本院設備費將窗簾汰換更

新。 

新窗簾遮光效果極佳，能有效降低

會議室內溫度，塗佈布的材質可防焰、

防水。 

 

東華大學校長趙涵㨗以該校推動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為主軸作分享，他表示推動永

續發展需要全校動員，單靠系所無法達成。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指標一共有 17 項，在評

比中佔了 22%，其他 78%的分數則須集中火力，盡可能曝光自身的優勢，例如東華推動太

陽能發電、垃圾不落地、零飢餓有成，這些都必須拿出實際數據來，才能納入評比。此外，

為了全力推動永續發展，東華設有永續發展辦公室，負責提供資訊給各處室、系所，讓他

們能將系所的發展融入指標當中。就 17 項指標的單項排名來看，東華大學推動最顯著的

項目即為「優質教育」，位居全台第一。 

 

雖然學校必須跟上時代的腳步，但求新求變並不容易，有時因為學校文化、歷史淵源、師資不足等因素而受到阻礙，也讓新設的

系所能獲得的資源變少。將焦點回歸北大，本校以文法商起家，找出自身的核心價值、特色是首要之事，而電資學院的各系所應著重

在跨領域、培養國際觀，切勿做短期投資。 

 

有師生反映本棟大樓廁所抽

風機故障，導致空氣循環不佳。

經院辦公室向總務處反映後

（經費來源：總務處支應），如

今抽風機修繕完畢：一二樓抽

風機維修完成，三樓以上抽風

機換新完成。 

 

個跟永續發展基金會簽的約，但我們的腳步落後很多。北大有策略，但沒有執行。這樣的情況也展現在教學卓越計畫(現為高教深耕計

畫)的經費申請上，例如從第二期教學卓越計畫本校總共獲得 2800 萬補助，直到現在大幅增長為 8700 萬，雖然經費變多了但在各校的

排名中並未前進，需戒慎警惕。 

本場次引言人包括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施光訓校長、台灣開放資料聯盟會長彭啟明

博士、淡江大學資訊長郭經華教授，以及本校民意中心的主任李仲彬教授，共同討

論如何確保大學生的就業競爭力。 

李仲彬教授以近三年來的畢業生流向調查為例，臺北大學的學生畢業後選擇升學

或準備考試者逐年增加，選擇直接進入職場的人當中，大約有 20%~30%的學生在畢

業前就有專職工作，惟部分畢業生則是花了四到六個月找工作。相對於政大，本校

畢業生工作所得的平均薪資明顯偏低。值得注意的是，約四分之一的畢業生認為學

校所學對工作沒幫助，因此建議學校應該增加課程與實務的連結。 

回應畢流調查，施光訓校長認為一般大學生並不清楚自己需要甚麼。若以商管的

角度來說，大學教育的核心價值，應該是引導學生發掘自己這一生的現金流量(或者

說「價值」)。以公行系學生為例，大部分的學生都欲準備國考，不妨規劃第二或第

三的職業選擇。此外，施校長也提到，現在是一個行銷的時代，學校要找出對外溝

通的方式，諸如幫老師們拍攝定妝照置於校網頁，也能帶給人不一樣的感受。 

彭啟明(台灣開放資料聯盟會長)則認為，學校要有明確的願景，並與所處的都市結

合，促進都市與學校的繁榮與進步，例如成大蘇校長帶頭「煮石頭湯」，與政府及產

業結合，領導臺南沙崙智慧科技園區的建立。再者，彭啟明主張學校應妥善運用大

數據分析，瞭解自身的強勢與弱點。 

 

北大資工系林道通特聘教授指出，東華將指標項融入各系所的特色相當不容易，反觀

北大仍停留在研究「如何填報資料」等技術性問題上，應向東華學習。再者，北大是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