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
挑戰與前瞻

姚立德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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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品

保

高教深耕第一部分的成效待展現

後系所評鑑的教學品保機制

教學品質查核的發現與啟示

少子化時代來臨對教學之衝擊

我們的努力與省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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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智財之加值與管理

學位授予法修正通過

多元培力的開放式大學

教學實踐研究的鼓勵與推廣

我們的努力與省思-2

多

元

創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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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深耕第二部分的成效待展現

新南向國家的招生檢視

玉山計畫的留攬才效益

雙語教育在大學之強化

我們的努力與省思-3

國

際

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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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的迴響

弱勢學生的入學機會及經濟扶助

辦學績效的資訊公開及公眾監督

社

會

責

任

我們的努力與省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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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大學治理關係4

善盡大學社會責任3

1 營造優質學習環境

技術國本5

厚植國際競爭能量2

未來高教發展的方向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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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1：營造優質學習環境

學生端

研議發給研究績優博士研究津貼
強化高中與大學之連結
鏈結社會需求精進開放式大學

加強優秀教師留攬才
協助教師多元發展落實多元跨域的學位授予

大學智財之加值

學校端
教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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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津貼

提供研究績優
博士生津貼

提升我國研究人
力素質

全時在學國內生

一定修業年限內

以基本生活費為度

國家重點領域加碼

定期評估

研究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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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高中與大學之連結

假日學校

常態性合作

先修與專題

寒暑假實驗課程
探索學術研究
或先進技術

高中生至大學先修
高中生至大學進行專

題研究

鼓勵大學與鄰近高中
進行各項常態性合作

強化銜接

正確理解

密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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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進修部四年制學士班
彈性修業試辦方案

大學校院辦理
多元專長培力課程

鏈結社會需求精進開放式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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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多元跨域的學位授予

放寬學位授予名稱

放寬修讀輔系、雙主修

放寬體育藝術應科替代論文

多元跨領域學習模式

論文品質之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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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智財之加值

臺灣智財加值營運管理中心(IMPACT)
 透過智財經理人提供大學一條龍式智財服務

 鏈結產官學研、創投、智財服務業等外部資源

建立創新創業

友善校園環境
 推動研發服務公司(RSC)

 持續開設創新創業課程

 鼓勵各大學放寬教師創業

相關法規

 鼓勵各大學完善智財管理

相關法規

國立大學成立100%

研發成果管理公司
 修訂大學法第38-1,國立大

學以校務基金成立全資研

發成果管理公司

 排除國產法、國營事業管

理法及政府採購法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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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留才攬才

玉山學者
 協調各校再提高年輕教師獲得
彈性薪資之比率

高教深耕彈性
薪資

加碼補助彈性
薪資

保障專案教師權益

彈性薪資

 引導薪資比照校內專任
教師，並規劃聘用人數
比率上限

 建立人才資訊流通平
台及宣導，增加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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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踐計畫促進教師多元發展

重塑教學價值 找回教師教學熱情

推動教學實踐研究

教學實踐
研究計畫
執行

公開發表
研究成果

學校教師升
等制度獎勵

教師提出
升等需求

升等通過
滿足職涯
發展  新增｢大學社會實踐｣及｢技

術實作｣兩個類別；預計投

入經費至少4億元

 規劃教師支持措施，協助

教師計劃執行成效，導入

多元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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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2：厚植國際合作能量

合作
培育

海外
儲才

國際
攬才

雙語
教育

招生
育才

 推動特色國際學院 國際招生
質量並重

 試辦台灣菁英獎學
金(小玉山)

 加強延攬玉山學者

 英語授課
 國際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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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招生質量並重
不得假留
學真打工

不得透過
仲介招生

不得透過
仲介安排
實習廠商

華語與臺灣
高教特色

強化諮詢
與協助

強化課業
輔導

多元文化與
宗教尊重

就業輔導與
台商聯繫

畢業追蹤
聯繫

招收國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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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特色國際學院

 鼓勵以學院為基礎，強化與國際標竿學校對等學院在

研究與教學之多面向合作

 鼓勵落實雙聯學位

 鼓勵以雙方重點特色為基礎之合作

 引進國際合作學校師資、教材、教法等人才培育機制

 鼓勵教學實驗室相互觀摩與學習

 培育技術人才具備國際接軌的實作能力、視野及水準

 鼓勵進行大型研究計畫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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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儲才：臺灣菁英獎學金

培育國內碩(學)士班畢業3年內學生攻讀國外百大博士

實施對象

選送人數

辦理方式

每年約選送20-25名學生

 甄選方式：書審、面試
 選送領域：配合國家發展政策，以「5+2產業」、半導體、
人工智慧及資訊安全等領域為主

 補助經費額度：
(1)補助學雜費及生活費(高於公費留考)
(2)補助其他行政費用 (國內導師、返國交流等)

 返國服務：原則畢業後5年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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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教育

 鼓勵各校大幅增加英語授課課程

 增設專攻外籍生就讀之全英語授課學位學程

 增設國際學院

 鼓勵各校大幅擴增交換學生

 鼓勵成立假日學校，招收有意留台之外籍高中生

 鼓勵增聘外籍教師

 鼓勵選送教師赴英語系國家之大學進修，強化英語

授課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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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3：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參與
地方創生

進階

USR 2.0

資訊公開
滾動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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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進階版USR 2.0計畫，除原有議題面向延續推動外，將新增「地方創生」
及「國際連結」兩大類，並擴大萌芽型（B類）及深耕型（C類）計畫，原種
子型（A類）計畫則逐步回歸各校高教深耕計畫內

投入跨國社會創新
實踐、參與相關國
際組織、拓展跨國
合作

協助行政院「地方創生
國家戰略計畫」優先推
動鄉鎮市區地方創生

國際連結 地方創生

第一期議題延續推動
（在地關懷、產業鏈結、永續環境、食安與長照、其他）

萌芽型

（B類）

深耕型

（C類）

進階USR 2.0

第二期
USR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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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可協助鄉鎮提案，倘
該鄉鎮提案經國發會通過
補助，則本部將加碼補助
學校之USR計畫至多
100%

鼓勵跨區參與，計畫如
獲通過，由本部額外補
助所需差旅費

另行辦理計畫說明會，預
計於108年5月公告徵件辦
法，6-8月徵件、9月審查，
10月初核定啟動執行

鼓勵各校以「地方創生
國家戰略計畫」之134
個優先推動鄉鎮市區為
實踐場域

配合「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協助134個優先推動鄉鎮市區，找尋
DNA發展地方特色，以振興、創新產業吸引人口回流，達成「均衡臺灣」
目標

鼓勵大學參與地方創生

新增地方
創生USR

提前徵件
提早啟動

通過案件
加碼補助

鼓勵參與
跨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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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校務資訊公布方式
第一階段

107.12.28
(35項)

第二階段
108.2
(44項)

新增(7項)

 境外畢業生數、學士班以
下就學穩定率

 私校編制內專任教師平均
支給數額與公校比較表

 大專編制外專任教師平均
支給數額與公校比較表

 編制外專任教師數及其比
率

 學校學術主管不符合聘任
資格統計表

新增(6項)
 學生參與競賽、論文出

版等成效
 專任教師升等通過人數

及其比率
 本國籍日間學士班學雜

費收費基準
 日間學士班課程授課人

數及其比率
 私校法人董事、監察人

名單及其任期資訊
 學校課程、採購及校務

資訊公開網址

(79項)

 學生類(27項)

 教職類(16項)

 研究類(5項)

 校務類(15項)

 財務類(16項)

校務資訊

公開

落實資訊公開 滾動修正
社會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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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4：完善大學治理關係

持續推動
轉型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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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校長遴選

３大問題 校長資格
偏學術傾向

遴選精神
仍待彰顯

爭議處理機制
未盡明確

３大改革
校長資格
多元化

遴選制度
專業化

爭議處理
機制化

大學法
第9條

教育人員任
用條例
第10條

國立大學
校長遴選
委員會組織
及運作辦法

配合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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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場條例重點

 公告專案輔導學校名單
 設校基金及不動產信託
 加派公益董事及監察人

大專校院轉型
及退場基金

 補助學生就學、轉學或教學所需相關費
用，並融資學校轉型及退場所需支出

維護私立學校
財產公共性

協助教職
員工轉職

 學校轉型過程中協
助教師轉職

 教職員工之薪資、
資遣費等，應最優
先受清償

 學校改辦後校產信託
 學校法人賸餘財產僅能

歸屬大專校院轉型及退
場基金或地方政府

 本部查核專案輔導學
校教學品質

 補助學生就學、轉學
或教學相關費用 維護學生

受教權益

強化專案輔導
學校監督機制

6

推動退場轉型

鼓勵規模合宜但具競爭力之專業學院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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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大學運作彈性

經費

 放寬國立大學自行處分股票程序，
縮短時程並免收作業費

人事

 放寬公校專任教師得兼任經學校認定之
學術期刊出版社編輯等職務

 研修大學法，放寬院長遴聘資格；學術
副主管、國際或研發單位主管，得由外
國人擔任；行政主管得以契約聘僱招生

 得因應招生情形即時調整系所
申請停招

 招生名額保留至少20%授權由
學校(校長)分配

經營

 研議公私併之可行性，並配套
鬆綁相關法令

鬆綁法令規章，賦予彈性強化校務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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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5：技術國本

產學共育專業人才
與產業公協會合作
「一條龍」培育方式
民生專才培育系統

01

技能提升證照加值
科大發展產業認可證照
交換生赴外深化
技能國手學習輔導規劃
引進技術教師

02

優化場域實作升級
為學生找到未來、
讓工作找到人才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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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共育專業人才

 與重點產業公協會、產業聚落及在地產業合作，培育產業所需專業技術人才
 連結產業聚落中之技術型高中與技專校院，攜手培育產業聚落所需產業人才

產學
共育

產學攜手共同培育

重點產業聚落

在地學校

在地人才

技術型高中

技專校院

在地廠商
產業聚落

產業公協會

技術國手

專業人才

在地就業

在地就學

• 電路板

• 智慧紡織

• 工具機

• 水五金

• 鋼鐵

• 造船遊艇

• 航太

• 太陽能光電

• 裝潢技術

• 冷凍空調

• 汽車修護

• 電動機車修護

• 水電技術

• 營造技術

8大產業聚落 民生6項重點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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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共育專業人才

如符合在地產業
需求及地方政府
支持，且課程及
學制規劃良善，
得銜接技高開設
專班

教育部產學連結
育才平臺 技

術
服
務
業
廠
商(

單
店
、

量
販)

民
生
製
造
業
廠
商(

產
業
聚
落)

雙軌模式

• 課程、設備
• 師資、業師
• 學生實作訓練

對焦與民生相關之重點技術，以「一條龍」方式傳承培育民生專業人才

01

02

03

國中技藝班
(啟迪興趣)

技高
(專精培養)

技專
(持續充
實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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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職能
專業課程

建置iPAS
實作考場

彙整政府
機關具可
信度證照

檢定證照進
行全面檢討

技能提升證照加值

在技專校院推廣產業認可之職業證照

勞動部針對檢定證
照進行全面檢討，
本部積極參與

107年補助5所
國立科大建置實
作考場

臺奧種籽基金
優先獎助弱勢族群學
子赴對方國家進行短
期(1週至4個月)研修

臺德聯盟
108年起相互選送學
生交換或實習、互訪
性學習團與暑期學校

臺德、臺奧交換學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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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技術業師1 發揮技術專業2
強化語文能力3 深造與就業

引導機制4

國際技能競賽選手就學就業精進(試辦)計畫
 由於獲勞動部培訓出國參加「國際技能競賽」之國手，皆為我國各職類專

精人才，為使其得就該專業領域再精進技能並擴大國際視野，於就業後具

有產業改革創新之能力，間接提升我國相關產業發展，特訂定本計畫

技能提升證照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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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場域實作升級

1. 為學生找到未來、讓工作找到人才
2. 配合政府5+2產業，投入教學設備建置實習場域，培養具有
跨領域、符應國際產業發展脈絡的技職人才

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

建置跨院系實作場域
突破單一系科職能之培養

核定76案

01

培育類產業環境人才
產業關鍵基礎技術培植

核定10案

03

建置產業菁英訓練基地
專業師級人才培育

核定16案

02

充實技高基礎教學實習設備
強化學生實作能力

核定507案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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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檢測

CNC
工具機
切削

3D數位
電路板

鐵道
機電

太陽
光電

再生
能源 5+2產業

前瞻

機能
紡織

類水資源

農業
•智慧農業
•農產檢測

•食安檢驗
•發酵試量產

食品
•智慧聯網
•馬達製造與設計
•半導體封裝測試
•離岸風電

電子電機

•智慧製造
•航空產業
•智慧型冷凍空調
•鐵道技術

機械

管理

•金融科技
•智慧新零售
•先進智能即時生產

•美妝、時尚產業
•紡織及印花
•樂齡休閒
•智慧物聯旅館

民生

•影藝製播
•傳統表演藝術
•設計加值數位創生

設計

護理

•高齡長照

•資訊安全
•醫護科技工程
•三維建模與視覺應用
•智慧學習產業
•智慧化數位遊戲與電競

•智慧養殖

工業資訊

iPAS計畫

•分析檢測人才
•口腔照護
•建置數位化影像

醫事

•機械/電子
高端材料研發

•食品產業的智能化

•關鍵資源回收再利用
•循環經濟

•智慧機械/製造
•塑橡膠機械
•雷射加工
•電動車維修
•半導體

•智慧建築

•資訊安全
•通訊工程
•人工智慧
•互動設計
•AR/VR及
數位內容

染整
印花

•CNC技術

優化場域實作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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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質-教學品質莫忘初心

變-非線性的創新

克-少子化的挑戰待全力克服

信-大學是社會希望之所在



感
謝
聆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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