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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00 學年度第 6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1年 6月 26日(星期二)下午 6時整 

地    點：人文學院 116會議室 

出席人員： 

一、當然代表 

許和鈞校長、蕭文副校長(請假)、吳幼麟教務長、李玉君學務長、劉

家男總務長、尹邦嚴研發長、陳佩修國際長(林宜箴代)、林士彥主任

秘書、黃源協院長、楊振昇院長、林霖院長(俞旭昇副教授代)、孫台

平院長(曾敏秘書代)、李盈慧中心主任、唐宏怡館長、吳坤熹中心主

任、劉一中中心主任、黃正吉主任、趙秀真主任 

二、教師代表 

中國語文學系高大威教授、陶玉璞副教授、外國語文學系林為正副教

授、李慧玲副教授、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詹宜璋副教授、許雅惠

副教授(請假)、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廖俊松副教授(請假)、歷史學系

李廣健副教授、東南亞研究所孫同文教授、人類學研究所容邵武副教

授、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莊小萍副教授(請假)、教育政策與行政

學系吳京玲副教授、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賴弘基副教授、輔導與諮

商研究所蕭富聰助理教授、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林志忠副教授(請

假)、國際企業學系黃佑安副教授、施信佑教授(請假)、經濟學系陳江

明副教授、資訊管理學系俞旭昇副教授、王育民副教授、財務金融學

系王健安副教授(請假)、休閒學與觀光管理學系丁冰和教授、資訊工

程學系阮夙姿教授(請假)、黃育銘副教授、土木工程學系周榮昌教授、

電機工程學系林容杉副教授、許孟烈教授、應用化學系鄭淑華教授、

楊德芳副教授、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學系林錦正副教授、通識教育中

心邱東貴副教授 

三、研究人員代表：國際事務處李信助理研究員(請假) 

四、職員代表：教務處徐朝堂組長、總務處邢治宇技正(請假)、秘書室侯

東成簡任秘書、科技學院曾敏秘書 

五、學生代表：公行系李泰德同學、公行系吳冠翰同學(請假)、公行系黃

詳達同學(請假)、公行系石毓琪同學(請假)、土木系楊荏賀同學(請

假)、土木系陳政揚同學(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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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人員：林開忠中心主任、陳恆佑中心主任、楊洲松中心主任(請假)、沈慶

鴻中心主任（蕭富聰助理教授代）、潘英海中心主任(邱韻芳助理

教授代)、暨大附中陳啟東校長(梁裕華秘書代)、宋育姍組長、黃

南暘專門委員、羅玉玲秘書、蕭如杏約用組員 

主    席：許和鈞校長                           記錄：胡乃云專員 

 

壹 、宣布開會：應到校務會議代表 60 位，目前（6 時 5 分）實到 38 位，

已達法定開會人數；本席宣布 100 學年度第 6 次校務會議

會議開始。 

 
 

貳、主席致詞 

各位委員及各位師長大家晚安，感謝各位撥冗參加本（100）學年度第 6
次校務會議。 

本次會議為本(100)學年度預定之最後一次校務會議。本會議原訂於上週

三(6 月 20 日)召開，當日因遇颱風期間，南投縣政府宣布停班停課，秘書室

原將日期改期至 6 月 27 日，但經調查各委員可出席狀況後，考量 6 月 27 日

較多委員無法出席，加上人文學院多多位師長將前往東南亞參訪，故改期至

今日，造成各位困擾，甚感抱歉，也請大家見諒。 

本校第六任校長遴選委員會業於 6 月 8 日完成遴選，由蘇玉龍教授為本

校第六任校長，刻正辦理後續報部程序中。學校需永續發展，對於刻正規劃

中或推動中之重大方案，本人將與蘇玉龍教授積極規劃研議，務使暨大持續

成長。 

此外，張前校長業於 5 月 20 日歸建，請電機系、科技學院研議爭取敦

請張教授為本校榮譽教授，並請各單位協助相關作業。 

本校以往將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議(校發會)安排與校務會議同日召開，

彼時校發會類似校務會議預備會議性質，且無實質討論審查功能；自 2 年前，

本校開始將校發會提前至校務會議前一週召開，希冀能有更充分時間供委員

交換意見並充分討論，並希望於校務會議前整合各委員意見，凝聚共識。6 月

13 日召開校發會議，有委員提出校發會功能與校務會議功能重複之意見，亦



 3 

有部分委員建議校發會功能應為協助規劃本校重大校務發展方向，未來在不

違背相關法令規定下，議案流程請儘量精簡，本案請秘書室妥為研議。 

本次會議中部分議案有時間性，例如總量管制案需於 6 月底前通過並報

部；部分議案已於校發會通過，並獲得委員的共識及支持；另有部分議案於

校發會中有委員提出討論與建議，將於會中請業務單位說明。本次會議共計 7
個討論案，請大家以開放心態共同討論，我們亦將於提案討論時，說明先前

會議討論情形及委員相關意見。 

暑假將屆，很多同仁已安排出國行程，原訂明日召開之行政會議，因部

分委員將出國前往東南亞參訪，經洽詢相關提案單位，確認所提案件可於下

次行政會議再討論，故將改期至 7 月中旬再行召開會議。 

 
參、確認 100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紀錄(含決議案執行情形)： 

確認通過 
 

肆、校務會議各委員會報告 
 
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 
本委員會於本（101）年 6月 13日召開第 11屆第 3次會議，重要報告與決議

事項如下： 

一、本會設置辦法修正案業經 100 年 11 月 23 日 100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

通過，新增國際事務長為當然委員；另蕭文副校長於 101 年 2 月 7 日就

任、陳佩修委員及蕭文委員聘函已依規定致發。 

二、本次會議審議通過教育學院增設越南境外「國際教育領導碩士在職專

班」、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案及教師評鑑辦法修正案，將提送校務會議審

議。 

 

伍、業務報告 

教務處 

【招生組】 

一、本校 101學年度博士班甄試招生名額 15名，報名人數 25人，正取 1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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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取 3名。 

二、本校 101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名額 256名，報名人數 547人，正取 245

名，備取 120名。 

三、本校 101 學年度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招生名額 379 人，報名

人數 1,665名，正取 397名（含碩甄流用名額），備取 509名。 

四、本校 101 學年度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入學考試招生

名額 47人，報名人數 133名，正取 47名，備取 16名。 

五、本校 101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招生名額 288 名，達各系學測標準並完成

第二階段報名人數 833 人，正取 293 名，備取 275 名，經大學甄選入學

委員會統一分發 281名，放棄錄取資格 15名，缺額回流至大學考試分發

。 

六、本校 101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招生名額 171名(含外加原住民 12名)，實

際錄取計 154名，放棄錄取資格 8名，缺額回流至大學考試分發。 

七、本校 101學年度學士班體育運動績優生單獨招生共計錄取社工系 3名、

教政系 3名、公行系 4名、觀光系 4名。 

八、10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錄取本校共計 13名，5月 18

日報到截止後，共計 12名錄取生完成報到手續，1名放棄。 

九、本校 101學年度外國學生申請入學，申請人數 37人，錄取 27名（學士

班 7名、碩士班 15名、博士班 5名）。 

十、101學年度陸生招生入學，計 1名陸生申請就讀本校電機系碩士班，其書

面資料業經該系審查通過，後經陸聯會辦理分發，該生未獲分發至本校。  

十一、101年 3月 16日至 5月 15日本校受邀參加升學博覽會計 2場次，7場

模擬講座，另有 3校師生來校參訪，並至高雄市立中山高中辦理校系宣

傳，以上活動均由本處招生組同仁、親善大使等辦理接待，並安排各學

院學系學校簡介、學系解說及校園導覽等活動。  

活動日期 學校/活動名稱 

3/27（二） 應光系陳祥老師參加成德高中模擬面試活動 

3/29（四） 經濟系葉家瑜老師參加國立豐原高中模擬面試活動 

3/30（五） 資工系洪政欣老師及應化系楊德芳老師參加國立中山大學附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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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光高中模擬面試活動 

3/30（五） 
國比系鄭以萱老師及外文系林為正主任參加國立陽明高中模擬

面試活動 

3/30（六） 

國比系楊武勳老師、資管系洪嘉良老師、財金系洪碧霞老師、

觀光系楊明青老師、電機系郭耀文老師及外文系林為正主任參

加台中私立立人高中模擬面試活動 

4/02（一） 國企系陳珮芬老師參加國立豐原高中模擬面試活動 

4/06（五） 
國企系胡毓彬老師及財金系朱香蕙老師參加國立文華高中模擬

面試活動 

4/11（三） 國立屏東高中/二年級師生 230人來校參訪 

4/13（五） 師大僑先部/升學博覽會約 800位師生家長參加 

4/20（五） 台中市立大里高中/一年級師生 220人來校參訪 

4/23（一） 國立清水高中/一、二、三年級師生家長 65人來校參訪 

5/10（四） 財金系林昱成老師參加高雄市立中山高中校系宣導 

5/15（二） 竹山高中/升學博覽會約 200位學生參加 

【註冊組】 

一、截至 101年 5月 25日止，本校在學學生共 5,661名（學士班 3,885名，

碩士班 1,483名，博士班 293名），如加計休學者在內則共計 6,000名（學

士班 3,946名，碩士班 1,696名，博士班 358名）。 

二、本校 100學年度第 2學期逾期未繳交學雜費（基數）學生計有 10名，已

依本校學則規定以未完成註冊手續論，簽辦退學。 

三、本校 101 學年度轉系作業，計有 37 人次提出申請，已於 101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三）召開轉系審查會議，確認轉系學生名單計 23名，並於 4月

11 日公告在案。獲准轉系學生分別為中國語文學系二年級 1 名；外國語

文學系二年級 2 名、三年級 2 名；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二年級 1 名；歷

史學系二年級 3 名；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二年級 2 名；國際企業學系二

年級 3 名；資訊管理學系二年級 1 名、三年級 1 名；餐旅管理學系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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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2 名、三年級 3 名；電機工程學系二年級 1 名；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

學系二年級 1名。 

四、本校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申請提前畢業之學士班學生計有 4 名（含公共

行政與政策學系 3名及財務金融學系 1名），審核結果已影送各相關學系

轉申請各生知悉；經審核通過者並須加計本學期成績後仍符合提前畢業

資格，始准予提前畢業。 

【課務組】 

一、100學年度第 2學期至選課確定後開授課程共計 1,044門、1,354班；學

士班 637門、834班；碩士班 224門、300班；博士班 183門、220班。 

二、本(100)學年第 2 學期，本校至校外校際選課學生人數共計 10 人，校外

至本校校際選課學生人數共計 4人。 

三、100學年度第 2學期專兼任教師授課時數資料，依本校「教師授課時數核

計要點」核計，並經人事室查核教師基本資料及兼職情形後，業於 101

年 4月 12日移請總務處出納組核發鐘點費。彙整核計結果如下：開課專

任教師 252 人，每週基本授課時數不足計有 5 人，依規定應於次一學期

增開課程補足，且不另發給超支鐘點費。因兼行政職、指導論文、負責

實驗室等超授時數 207 人，實際報領超支鐘點費者共 169 人。實際授課

兼任教師共 151 人：兼任 4 小時以內者 107 人，5 至 6 小時者 25 人，7

小時以上者 19人。  

【教學發展中心】 

一、 101 年 3 月 21 日假行政大樓 3 樓行政會議室辦理「100-101 年度中區教

學資源中心計畫期中自評」，評鑑與檢討中區計畫執行情形。 

二、 101 年 3 月 29 日完成並提報「100-101 年度中區教學資源中心計畫期中

報告書」至逢甲大學，感謝各位師長協助。 

三、 101 年 4 月 11 日(週三)假行政大樓 3 樓行政會議室召開「101 年度校內

教學卓越計畫第 4次推動小組會議」，研議本校未來教學卓越計畫推動方

向。 

四、 101 年 4 月 17 日假行政大樓 3 樓行政會議室召開 100-101 年度中區教學

資源中心計畫第 5 次執行會議、101 年 5 月 15 日召開第 6 次執行會議，

討論計畫相關事宜並檢討期中訪評建議等。 

五、 教學發展中心辦理「100-2 學期傑出教學助理(TA)遴選」已於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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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推舉優良教師擔任遴選委員，並預定於 7 月

召開委員會遴選本學年度傑出 TA。 

六、 101 年 4 月 20 日完成並提報「100-101 年度中區教學資源中心計畫─資

源整合分享計畫(Top Down 計畫)期中報告書」至逢甲大學，感謝各位師

長協助。  

七、 101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5 日協助原住民族教育文化暨生計發展中心辦理

跨校「原民週系列活動：跨四暨─揭開多原文化面紗」，活動順利完成。  

八、 教學發展中心於 4月 30日完成辦理 100-2學期教學助理(TA)期中考核，

各學院與通識教育中心所聘任之教學助理全數通過考核。 

九、 教學發展中心於 4月 30日進行 100-2學期課業輔導小老師第二階段課輔

作業，第二階段共補助 76案。 

十、 101年 5月 2日假行政大樓 3樓行政會議室召開「101年度校內教學卓越

計畫第 5次推動小組會議」，研議本校未來教學卓越計畫推動方向。 

十一、 101 年 5 月 14 日至 5 月 18 日協助僑生聯誼會辦理跨校「國際週之把

僑建起來」系列活動，活動順利完成。 

十二、 教學發展中心辦理之會議及活動如下表：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101/03/27 
召開「100-2學期教師教學評量後續追蹤輔導協商會議」，啟動

100-1學期教學評量未達標準教師後續追蹤輔導機制。 

101/03/30 
受理數位教材與數位課程製作補助申請案，預定於 4 月底完成

受理，並召開「數位學習推動委員會」進行審核事宜。 

101/04/11 召開「100學年度教師教學知能時數認證小組」第三次會議。 

101/04/12 
辦理 100-2 學期教師教學知能活動─「教師赴公民營機構觀察

到的產業風潮」演講活動。 

101/04/24 
召開「Join-Net整合協調會議」，討論 Join-Net及本校 Moodle

平台整合事宜。 

101/05/01 
受理數位教材與數位課程製作補助申請案，為鼓勵校內教師踴

躍參與，本案延長至 5月底截止受理。 

101/05/02 
辦理 100-2 學期教師教學知能活動─「大學教師應該知道的教

學問題」演講活動。 

101/05/08 
召開 100-2 學期「教師教學知能時數認證小組」第 2 次會議，

討論教師參與校內(外)時數認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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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諮商中心】 

一、 本處諮商中心自 101年 3月 16日起至 101年 5月 15日止，結合系所教

師、導師、教官，學務輔導等系統，建立學生心理諮商輔導網絡；並透

過個別諮商、團體諮商、院諮商師制度、班級輔導、心理測驗、主題系

列活動，提供諮商專業服務。其中，在個別諮商部分，共進行 213人次；

另與學生、家長及導師合作諮詢約 178 人次；個別心理測驗初談、施測

與解測共 12人次；團體心理測驗 1場次，共 62人次。 

二、 本處諮商中心以電子化履歷、網路、網頁資訊、錄影線上播放等方式，

結合於各式心理健康、生涯與學習活動推展，具體作法包括 e-portfolio

的推展與執行、就業媒合網頁的建構、網路預約諮商與追蹤、精神疾病

與心理健康錄影與線上播放、導師資訊系統的應用等。自 101年 3月 16

日起至 5 月 15 日為止，已辦理 e-portfolio 學習歷程檔案製作班級座

談共 15 場次；並於 5 月 14 日完成「客製版-Mahara 學習歷程系統」徵

稿活動收件。 

【住服組】 

一、101學年度床位抽籤結果已於 3月 30日公告，正取同學應於 4月 11日下

午 5時前完成簽名確認住宿，並已分別於 4月 13日及 23日辦理第一次

及第二次床位候補。本次抽籤登記，計有大學部女生 1,004位、大學部

男生 704位、研究所女生 160位、研究所男生 212位，合計 2,080位同

學登記。 

二、為使學生在外租屋有更充足資訊及最佳安全賃居處選擇，國立虎尾科技

大學開發雲端租屋系統平台，目前全國共計有 78所大專校院使用，本校

經於本(101)年 5月 8日向虎科大申請帳號管理權限，並已將該租屋平台

附掛於住服組網頁測試中。 

【衛保組】 

一、 本處辦理健康促進相關活動如下： 

工作項目 活動內容 活動日期 參加人數 

一、健康促進活動 (一)捐血活動 3/15、5/15 212 



 9 

(二)高度近視視網膜篩檢 4/20、5/11 59 

(三)初級急救員訓練 4/28、4/29 34 

(四)測量身體 CO含量 5/4 60 

(五)健康體位雕塑營 3/16~5/15 25 

(六)瑜珈及有氧運動課程 3/16~5/15 60 

二、傳染病防治 (一)肺結核防治(胸部 X光檢 

   查及七分篩檢法) 
5/11 116 

(二)肝炎防治(B 肝疫苗注

射) 
5/14 58 

三、督導膳食衛生 (一) 校內餐廳衛生督導檢

查 
3/16~5/15 16次 

(二) 餐飲衛生教育講習會 4/13 10 

【生輔組】 

一、 本校於 3月 22日、4月 18日舉辦 2場次導師制度可能之變革說明會，

第一場共有 19名導師參加，第二場共有 18名導師參加。 

二、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美國燃燈基金會提供本校清寒學生助學金 20名，資

助每位學生 10,000元，該會工作人員於 100年 4月 24日下午 6時抵校，

頒發助學金並與獲獎同學進行會談。 

三、 本校於 5月 8日（星期二）中午 12時 10分假第一會議室召開 100學年

度優良導師甄選會議，經票選中文系陳美蘭助理教授、課科所黃淑玲副

教授、經濟系吳健瑋助理教授及電機系郭耀文助理教授為優良導師。 

【課外組】 

一、 本校於 101 年 5 月 11 日舉辦全民國防教育參訪活動，參訪地點為台中

谷關麗陽營區，參與學生共 69員﹙含南開科大 13員﹚，除欣賞特戰英

姿外，也親身體驗絕壁攀岩，留下深刻印象。 

二、 101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鑑，本校推薦社會服務團及管樂社參

與，社會服務團榮獲優等獎，管樂社獲績優等佳績。 

三、 本校學生會於 101 年 5 月 22 日〈二〉舉行第 7 屆學生會長、副會長選

舉，經於當日下午 7 時 30 分前順利完成開票作業，由觀光二高巾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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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國企三陳柏勳同學當選為第七屆學生會正副會長；新任學生會長將

於民國 101年 8月 1日(三)正式上任。 

四、 本校 100學年度畢業典禮於 101年 6月 9日(六)舉辦，主題為『暨大飛

揚  精采無限』，其用意係希望暨大學子能夠乘風飛揚，不只在百年精

采，未來更有無限之精采人生與前程。本屆畢業典禮之主會場在行政大

樓後方噴水池廣場，參加畢業生人數有 1,568人，學生家長、親友等貴

賓合計人數超過 3,500人。 

  

總務處 

【營繕組】 

一、截至本(101)年 5月 21日止，本校「教職員宿舍新建工程」之預定進度

為 98.0%，實際進度 98.01%。目前進行室外車道及停車場、步道、耐後

性多彩塗料收尾、油漆粉刷收尾、高壓結晶磚鋪設施工等施工。 

二、本校體育健康中心、學生活動中心、研究生宿舍及教職員宿舍等新建工

程公共藝術設置案，已於 4 月 6 日函送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審議，俟 5 月

30日審議核准後，即積極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項。 

三、經濟部能源局 101年度補助本校「101年度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示範推廣補

助專案計畫」，補助金額 1,060萬元，以改善研究生宿舍及體育健康中心

熱水系統，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目前委託專案管理服務已於 5月 29日召

開評選會議，由漢銘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獲評選序位第一，將積極辦理後

續相關事項。  

四、本校以圖資大樓智慧化改善構想（原計畫經費 500 萬元）提報內政部建

築研究所「101年度公有建築物智慧化改善工作」補助案，於 5月初獲得

補助 68萬元。依補助機關規定期程辦理委託技術服務廠商，檢討節能管

理改善事項，6月底前辦理工程招標。 

五、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消防設備安全檢查：已於 3 月底完成本校各建築

物消防設備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預計 8 月份完成本校建築物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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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校本(101)年 1-5 月份累計總用電量為 5,503,200 度(累計電費

12,699,032 元)，較去年同期總用電量為 5,357,516 度(累計電費

12,172,632 元)，用電量為正成長 2.72％，請各單位撙節用電。 

【文書組】 

一、自 101年 3月 16日起迄 101年 5月 15日止，文書處理情形如下：  

(一)公文發文：1,013 件（含正副本 8,594 份），其中應電子發文件數 275

件，實際電子發文交換者 275件（含正副本 1,879份），電子公文發文

執行率 100％。 

(二)公文收文：3,413 件，其中電子公文計收文 3,103 件，佔總收文量之

90.92％。 

二、自 101年 3月 16日起迄 101年 5月 15日止，檔案管理情形如下：  

(一)檔案歸檔：計 4,364 件完成點收、立案、編目等業務，檔案掃描儲存

計 23,758頁。  

(二)檔案檢調作業：各單位因業務需要申請借調檔案計 17案。 

三、101年 3月 16日起迄 101年 5 月 15 日止，本校核發證書、聘書、獎狀、 

契約書等不辦文稿用印申請案件計4,522件，含公文發文計用印約20,814

印/次。 

四、自 101 年 3 月 16 日起迄 101 年 5 月 15 日止，全校各單位經收發室處理

之公文及郵件情形如下：  

(一)文件收發統計：計 22,332 件，其中寄送之公務郵件計 13,319 件（含

各類招生准考證及成績通知、海外聯招公文、招生宣導文宣品、研討

會海報等專款支付之郵件 5,586件）。 

(二)郵資管控：使用郵資 25萬 9,093元（含各類招生、海外聯招公文及專

案計畫等業務專款經費支付 14萬 3,488元）。 

【出納組】 

一、截至 5月 15日止，100學年第 2學期學分費及語言實習費等收費完成繳

費者計 1,597名，代收總金額 1,812萬 6,840元；另有 2名學生申請延

期繳費。 

二、101年 3月 16日起至 101年 5月 15日止，出納組收款業務如下： 

（一）代收補助收入、建教合作收入、體健中心清潔費、學生住宿費、推廣

教育學分費、採購案保證金、場地清潔費等計約 2,480萬元，開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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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收納統一收據 1,059張。 

（二）自動投幣機及儲值悠遊卡受理各項小額收款如申請中英文成績單工本

費、補發證件工本費、交通車月票、圖書館逾期罰款等，共受理 3,478

件，合計收費約 11萬 9,313元。 

（三）代收 101學年度大學甄選、博班招生等報名費 1,178筆，總金額 150

萬 4,680元。 

三、101年 3月 16日起至 101年 5月 15日止，出納組付款業務如下： 

（一）新台幣一萬元以下之零用金發放件數為 2,253件，總金額約 705萬元。 

（二）各類款項支付均盡量透過公庫銀行直接匯撥，匯款件數為 1,126筆，

金額約 1億 8,598萬元。 

（三）員工師生各類所得透過埔里郵局劃帳轉存（含薪資、學生工讀金、獎

助學金、鐘點費及差旅費等）計約 10,070筆，金額約 1億 3,625萬

元。 

（四）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案採信用卡電子支付計 77件，支付總金額合計 185

餘萬元。 

四、101年 3月 16日起至 101年 5月 15日止，給付員工薪資、鐘點費及學生

工讀金等薪資所得計 5,567筆，給付額約 9,795萬元；專案演講及執行

業務所得等各類所得為 420件，給付額約 437萬元；總計依規定扣繳所

得稅額 166萬 3,642元。 

五、為簡化作業並推動文件減紙化，100 年度員工公、勞、健保扣繳證明書、

宿舍清潔費及相當房租津貼年度扣繳證明書改採 E-mail予教職員工，已

於 4月 12日完成通知作業，計通知 705份。 

【保管組】 

一、 本校教職員宿舍 101年度 6月即將興建完成，為使相關管理制度更加周

延，經於 100年 12月 9日簽奉校長核定成立本校「職務借住暨管理要

點(草案)」訂定規劃委員會，並審定通過職務宿舍借住及管理要點草

案。該草案經提 101年 5月 9日第 37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俟教育部

核定後，即可開始進行宿舍調配作業。 

二、 101年 5月完成本校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職務宿舍(學人宿舍及學人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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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住戶居住事實訪查作業，經作成訪查紀錄後，陳核備查。 

三、 本校與上洋自動洗衣設備續約案，新合約自 101年 4月 1日起至 103年

3月 31日止共計 2年，共設置洗衣機 54台、烘衣機 32台，脫水機 12

台。 

四、 本校學生餐廳區之中餐廳、美食廣場(7家)及統一超商合約將於 101年

7月 31日到期，經申請繼續經營廠商計有中餐廳、統一超商、美食廣場

(東方美早餐、樂活廚房、李鴻餐坊及龍品快餐)，已比照招商程序召開

評鑑審查會議。已確定不繼續經營者計有美食廣場之素味齋、喜樂北方

麵食及泰迪泰式料理，將另案辦理招商作業。 

【事務組】 

一、本處事務組提供 3、4月埔里、暨大往返交通車服務計 3,745班次（全航

客運）及本校車輛行駛船艇、馬術課程、埔里暨大往返、教職員工學童

專車計 136車次順利完成任務。  

二、本校各單位辦理活動，請勿讓廠商任意開車進入草地（尤其下雨過後），

並請於付款前，先行確認廠商有無破壞學校設施。 

三、事務服務工作： 

(一)本處事務組提供服務工作，3月份計公務車 17 次、九人座公務車 6 次、

小貨車 18 次、第一會議室 28 次、第二會議室 31 次、方形劇場 6 次、

圓形劇場 3次、小形劇場 6次、階梯教室 27次、友善教室 33次、普通

教室 55次。4月份計公務車 10 次、九人座公務車 1 次、小貨車 15 次、

第一會議室 18次、第二會議室 16次、方形劇場 5次、圓形劇場 2次、

小形劇場 2次、階梯教室 24次、友善教室 31次、普通教室 52次。 

(二)為便利全校教職員工生搭乘高鐵，自本(101)年 4月 5日起，本校已與

台灣高鐵公司簽訂企業會員，凡需搭乘高鐵的教職員工生，可節省購票

排隊時間並可累積旅費點數。4月份利用本方案搭乘高鐵對號座之搭乘

金額共計 NT$105,895元整。 

【採購組】 

一、101年 3月 16日起至 101年 5月 15日止，本組辦理較重大案件如下： 

 （一）學務處採購女生宿舍交誼廳等活動家具壹批：預算金額新台幣 56萬

2,500元，於 101年 3月 16日開標，由圓山傢俱有限公司以新台幣 34

萬 7,100元低於本校底價新台幣 50萬 9,900元，因低於底價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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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廠商說明並邀規劃建築師事務所會商及確認變更內容後，於 101年

3月 30日決標，已於 101年 5月 7日驗收啟用。 

 （二）學務處採購 2012年全校健行活動 T恤 4000件：預算金額新台幣 60

萬元，於 101年 3月 16日開標，計 19家廠商投標均合格，其中 7家

低於底價，結果由最低標廠商康承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以新台幣 33萬

6,000元低於本校底價新台幣 41萬 8,900元，為底價 80.21％，當場

宣布決標，廠商如期交貨後於 101年 4月 19日驗收後先發放予健行

人員，復因布料檢驗等後續事宜，於 101年 5月 24日複驗合格。 

 （三）應化系紫外光/可見光/近紅外光分光光譜儀一套：預算金額新台幣 232

萬元，第一次招標因家數不足流標，第二次於 101年 3月 21 日開標，

由珀金埃爾默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台幣 207萬 7,000元低於本校核定底

價新台幣 220萬元決標，已於 101年 5月 9日驗收合格及辦理付款。 

 （四）應化系調減全反射傅立葉轉換紅外線光譜儀一套：預算金額新台幣 120

萬元，第一次招標因家數不足流標，第二次於 101 年 3 月 21 日開標，

由珀金埃爾默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台幣 111萬 5,800元低於本校底價新

台幣 113萬元決標，已於 101年 5月 9日驗收合格及付款。 

 （五）土木系氣相層析儀-熱傳導偵測器（GC-TCD）壹套：預算金額新台幣

120萬元，於 101年 3月 27日開標，由翕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台

幣 112萬 4,000元低於本校底價新台幣 112萬 8,000元決標，已於 101

年 5月 17日驗收合格及付款。 

 （六）研發處辦理租用南投縣埔里鎮籃城段 402地號等 5筆土地五年：預算

金額新台幣 97萬 5,905元，租期為 101年 4月 1日~106年 3月 31日，

於 101年 3月 29日邀請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議價，每年租金按當

年期申報地價百分之十，外加營業稅，以平本校底價決標。 

 （七）應化系原子力顯微鏡（AFM）壹組：預算金額新台幣 178 萬 5,000 元，

第一次招標因家數不足流標，第二次於 101年 4月 5日開標，由佳佑

企業有限公司以新台幣 163萬元低於本校底價新台幣 167萬 7,900

元決標，已於 101年 5月 15日驗收合格及付款。 

 （八）科技學院辦理 2012年高科技設備前瞻技術發展計畫之財務作業分項

計畫壹式：預算金額新台幣 220萬 2,000元，於 101年 4月 19日與

台灣中小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議價，以平本校底價新台幣 22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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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元決標。 

 （九）2012年西文電子期刊 45種壹年：預算金額新台幣 116萬 6,462元，

於 101年 4月 19日開標，結果由百合圖書有限公司以新台幣 101萬

元低於本校核定底價新台幣 107萬 9,800元決標。 

 （十）學務處採購 100學年度畢業系列活動規劃及服務案：預算金額新台幣

53 萬 6,350 元，考量活動創意設計品質，採徵求企劃書評審，第一

次公告後，於 101 年 5 月 18 日開資格標及評審，三家廠商二家資格

不符，餘一家受評結果不合格；本組即於當日第二次公告，於 101

年 5月 25日開資格標及評審，並於 101年 5月 30日與序位第一佛莘

展覽有限公司議價以新台幣 53萬 3,000元決標。 

 （十一）計網中心採購機房門禁管制與監控系統佈建案：預算金額新台幣 80

萬元，並公告 103年 12月 31日前得後續擴充新台幣 19萬元，採購

金額計新台幣 99萬元，於 101年 5月 29日開資格標及評審，序位

第一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南區分公司，預訂於 101年 6月 5日

議價。 

二、 本校土木系 100 噸振動台案訴訟事宜已於 101 年 5 月 10 日於南投地方

法院和解，雙方合意解除契約，廠商同意返還全額契約價金，並於 101

年 9月 1日前拆回標的。 

三、 為配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69 條規定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物品類包括食品、手工藝品、清潔用

品、園藝產品、輔助器具、家庭用品、印刷品及其他；服務類包括清潔

服務、餐飲服務、洗車服務、洗衣服務、客服服務、代工服務、演藝服

務、交通服務及其他。本校每年優先採購上述物品或勞務法定比例應達

百分之五，各單位若有需求，請先查詢內政部優先採購資訊平台

http://ptp.moi.gov.tw/web2.0/index.php並送本組公告，以達法定比

例。 

 

研發處 

一、為整合與運用學術研究資源，瞭解校級中心之發展及運作情形，本處於

101年 5月 22日首次辦理「100學年度校級中心評鑑實地訪評」作業，

針對本校自 84年創校以來陸續成立之東南亞研究中心、語文教學研究中

http://ptp.moi.gov.tw/web2.0/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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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師資培育中心、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原住民族教育文化暨生計發展

中心等 5個校級中心進行評鑑，邀請專家學者每中心各 3位實地訪評委

員合計 15人，就各中心自我定位與展望、經營管理與治理、資源運用與

績效、品質保證機制等面向綜合檢視，冀以協助各中心自我改進，提升

運作績效。   

二、截至 101 年 4 月止，本校執行 100 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各類專題

研究計畫計 172件（含多年期計畫），計畫金額達新台幣 119,941,000元

整。 

三、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100 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

計 62件，通過件數為 21件，通過比率為 34%。 

四、國科會 100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案，本校計有 44名

教師獲得獎勵，核定補助金額新台幣 500萬元；有關績效考核計有 43名

專任教師通過最低績效門檻，1名教師未通過最低績效門檻，已於 101年

5月 4日發函國科會辦理結案。至 101 年度補助大專院校獎勵特殊優秀

人才措施案，申請獎勵人數為52名，申請補助經費為 520萬元。 

五、本校創業育成中心於 101年 4月 9日、13日分別於埔里、台北西門町舉

辦輔導原民創業計畫成果展、及其他相關活動 12場次。 

六、本校創業育成中心於 101年 5月 3日召開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研

發成果推廣及管理委員會，主要議題為：討論國科會修正專利申請補助

費用、專利核駁案 1案、專利申請案 2案、商標註冊維護案 1案。 

七、本校創業育成中心於 101年 5月承辦東勢林場產學合作案，協助東勢林

場撰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現勘補正資料。 

 

國際事務處 

一、本校申請教育部獎助國內大學校院選送優秀學生出國研修/海外專業實習

計畫，各類計畫補助情形如下： 

獎

助

名

稱 

補助內容 

計畫年度金額(新台幣：元) 選送

出國

學生

數 
年度 

教育部補

助 

本校配合

款 

學 獎助大學校院 97 1,200,00 240,00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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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助

名

稱 

補助內容 

計畫年度金額(新台幣：元) 選送

出國

學生

數 
年度 

教育部補

助 

本校配合

款 

海

飛

颺 

選送優秀學生出

國研修 

0 

98 1,200,00

0 

240,000 17 

99 1,200,00

0 

240,000 9 

100 1,200,00

0 

240,000 11 

101 840,000 168,000  

備註：97-99 年度為結案後實際數字，

100-101年度尚在執行中。 

學

海

惜

珠 

獎助大學校院選

送清寒優秀學生

出國研修 

98 183,000 36,600 1 

99 288,750 57,750 1 

101 320,000 64,000 1 

備註： 100年度未提學海惜珠申請案 

學

海

築

夢 

獎助大學校院 

海外專業實習計

畫 

98 440,748 - 14 

99 148,500 - 5 

100 114,541 - 9 

備註： 101年度學海築夢 2案未獲獎助 

二、國際學術交流 

日期 交流對象 內容 

101.03.19 美國芬利大學代表 
研討交換學生及學生實習之可能性、合

作範圍及事項，以簽訂校級合作協議。 

101.03.22 

大陸山東師範大學

戚副校長萬學等 4

人 

本處由李信組長出席座談，介紹本校與

大陸地區交流事項，並商談簽訂合作交

流協議書事宜。 

101.04.03

-101.04.0

8 

亞太教育者年會各

國參展學校 

本處由陳國際長佩修、洪副國際長雯柔

及林宜箴赴泰國曼谷參加 2012年亞太教

育者年會，並與法國 NOVANCIA大學、韓

國國民大學、韓國梨花女子大學、韓國



 18 

日期 交流對象 內容 

啟明大學院大學、韓國首爾大學、韓國

崇實大學、韓國高麗大學、日本名古屋

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泰國朱拉

隆功大學、泰國法政大學及廣州中山大

學代表洽談交流事宜。 

101.04.10 

大陸天津南開大學

孫副校長廣平等 7

人 

由許校長和鈞、尹研發長邦嚴、劉總務

長家男、邢技正治宇及李組長信針對本

校基礎建設工程進行交流。 

101.04.25 
大陸浙江考試院葛

院長為民等 15人 

本處由陳佩修國際長主持，邀請陳彥錚

副教務長、宋育姍組長、洪鎂雯助理共

同與會，除介紹本校招生相關資訊外，

並針對多元入學方案進行交流座談。 

101.04.25 
西班牙瓦倫西亞大

學 

本校與西班牙瓦倫西亞大學假行政會議

室進行姊妹校簽約儀式，由許校長和鈞

主持與西班牙瓦倫西亞代表 Juan Manuel 

Fernandez Soria教授代表簽署合作交流

協議。 

101.05.08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 

本校與馬來西亞拉曼大學既有合作關係

於 101 年 5 月 8 日終止，有鑑於兩校之

互動良好且交流頻繁，經再續約三年，

效期至 2015年 5月 7日。 

101.05.15 大陸華北電力大學 

該校劉校長吉臻一行人蒞校簽署交換生

協議與參訪交流，由許校長和鈞主持簽

約儀式，邀請科技學院孫院長台平、曾

秘書敏、土木系蔡教授勇斌、陳助理教

授谷汎、陳國際長佩修、洪副國際長雯

柔、李組長信與會觀禮。交流座談會由

科技學院孫院長台平主持，由蔡教授勇

斌、陳助理教授谷汎對本校研究發展進

行介紹，並針對兩校師生實質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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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交流對象 內容 

進行洽談。 

三、本處國際合作組配合教育部補助留遊學宣導講座計畫、國比系系學會之

文教週活動與校外代辦中心，自 101 年 5 月 2 日起，每週三中午時間舉

辦國際月活動，以營造國際化氛圍，最後一場於 5月 16日順利落幕，活

動反應熱烈。另為了提昇本校學生對於出國留遊學之興趣，特邀知名部

落客、教育部文教處專員、消保官及多國留遊學中心專員蒞校進行講座

分享。 

四、教育部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僑生學業輔導實施計畫經報部核定，本學期

開設「華語文」一科，計有僑外生 14人報名，由通識中心李姿塋老師授

課，上課期程自 3月 12日起至 6月 11日止，共計 12週，每週於夜間授

課 2小時。 

五、為增進各校僑輔人員及僑生間互動情誼，本校承僑務委員會委託，於 101

年 3月 24日（星期六）假本校方型劇場舉辦「101年度中部地區僑生春

季聯誼」，計有中部地區 19所大學校院僑生代表、僑委會與教育部貴賓

及各校僑輔老師約 320人參加。 

六、為期在學僑生認識南台灣人文風情，增廣視野並促進僑生間情誼，本校

僑生聯誼會於本（101）年 4 月 1 -2 日舉辦「僑生知性文化之旅—夢時

代廣場˙四草生態˙南台灣小吃二日遊」，計有僑外生 30 人報名參加，

本處國生組承辦人員全程隨行，活動於當日下午 6 時返抵學校後圓滿結

束。 

七、教育部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優秀研究所僑生獎學金，本學期計有 8 人申

請，經本校審查作業小組 4月 17日會議審查決議，計有人文學院馮浩峻、

楊啟耀及科技學院李彥毅等 3位同學獲得，已依規定辦理撥付作業。 

八、本處於 5 月 10 日開始受理申請國際志工隊/海外實習計畫，共計有 4 系

提出申請。分別為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前往泰國清萊光復高級中學，進

行「行政實習‐教育志工實習」實習；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前往越南

進行「國際文教方案管理與組織經營實務」志工服務；社會政策與社會

工作學系前往美國、澳洲、香港、澳門，進行「社工系大三年級生赴海

外進行暑期機構實習」；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前往香港與澳門，進行「教

育行政機構實習」；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前往印度，進行「國際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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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管理與組織經營實務」志工服務。 

九、越南胡志明市臺灣教育中心 

(一) 本處洪雯柔副國際長於 3月 23日至 26日赴越南胡志明市洽談暑期

開設華語班及國際志工服務計畫事宜，3 月 25 日辦理華語文能力測

驗，並舉辦留學台灣系列講座。 

(二) 本處陳佩修國際長於 3 月 28 日在越南胡志明市主持明德慈善基金

會頒贈學生獎學金活動。 

(三) 5 月 4 日召開教育展協調會議，決議由高等教育基金會 8 月統一發

文至各校調查；另與中興大學國際長商議泰國教育展與越南教育展

相關事宜。另並與幾所大學或科技大學/學院商議越南教育展事宜，

或另組小型教育媒合會的可能性。 

十、東南亞輸出高等教育計畫 

    東南亞所於越南所開設「東亞發展」境外專班預計招生時間為 102

年 2 月；另教育學院於越南開設「國際教育領導」境外專班計畫，經研

發會議通過後，預計於 6月 13日送校務發展規劃會議審議。 

 

秘書室 

【各項會議及委員會】 

一、101 年 3 月 27 日起至 101 年 5 月 9 日止，計召開第 370 次至第 372 次行

政會議，共計 3次；另召開 2次行政業務會談。 

二、本室於 101 年 5 月 3 日（四）中午 12 時辦理召開第 12 屆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並具體審議 2件教師申訴案件。 

三、本室於 5月 29日召開本校第 1次設備更新專案會議，未來將由本室與總

務處先行會商，提出整體設備更新構想後，再由蕭副校長召集第 2 次會

議，進行溝通協調與提出具體改善措施，以逐年更新本校老舊設備及房

屋修繕事宜。 

四、本室於 5月 30日召開校園安全維護會報，除請各單位提出年中工作執行

成果外，並研擬年度環安衛評鑑改善「校園災害防救體系橫向聯繫協調，

尤其是在行政人員下班後的緊急災害通報管道」的具體作為。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一、本室於 101年 5月 17日、30日分別召開第 8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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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及第 3次會議。 

【評鑑業務】 

一、本校因應 104 年度上半年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專案小組，業奉  校長指派

秘書室簡任秘書、教務處秘書、各學院秘書組成，嗣後將妥擬系所評鑑

工作實施計畫送行政會議審議。 

【宣導及其他活動】 

一、本室業於 101年 5月 21日完成 101年度 3月教育部高等教育校務資料庫

填報作業，並函報教育部備查在案。 

 

圖書館 

【圖書資訊大樓】 

一、本館於 101 年 3 月 16 日至 5 月 15 日間，計完成無障礙電梯指引標示之

製作、各樓層緊急按鈕保護盒安裝、拆除部分空間之地面插座、停車場

轉彎處設置反射鏡、二樓外語悅讀區空間改善、圖書資訊大樓空調維護

保養、101年度公有建築物智慧化改善工作計畫等事宜。 

【推廣服務業務】 

一、101 年 3 月至 4 月間，計接待 3 個校外機關、團體共 67 人參觀；辦理 7

場圖書館利用指導暨電子資源講習，共 219人次參加。 

二、本館與推理社合作於 3 月 19 日至 4 月 15 日間假一樓主題書展示區舉辦

「2012年華文推理書展暨影展饗宴」。 

三、本館於 3月 20日至 4月 20日間假一樓主題書展示區舉辦「101年公務人

員專書推廣活動--每月一書」，展出經評選之 12種推薦書籍及 12種延伸

閱讀圖書。 

四、本館與國教文教與比較教育系合作於 4 月 15 日至 5 月 15 日間，假一樓

主題書展示區舉辦「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書展：帶你出走全世界」，共計

展出 49種圖書(含 40種中日文圖書、9種西文圖書)。 

五、人類所、社工系、通識中心等系所共 15 位老師於 4 月 26 日至 5 月 4 日

期間，假本館 2 樓視聽區安排 21 場次(含 19 堂課程、2 場公開於凱旋門

播映)「民族誌影展」(暨大場)，計播映 30片民族誌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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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館與中區其他 12所夥伴學校圖書館於 4月 16日至 6月 15日共同舉辦

線上免費借書活動，師生可透過全國文獻傳遞系統線上申請借書，每人

每月申請限 10件，第 11件起照收 50元費用。 

七、學務處諮商中心於 5 月 10 日至 6 月 7 日假本館 2 樓視聽區安排 2012 年

春大學影展(暨大場)，播映「吐司：敬！美味人生」等 4 部影片，計播

映 4場次。 

八、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於 5月 4日函請本館授權同意收錄本館自建之「臺

灣作家作品集檢索系統」，以利該校師生、研究人員於課程、研究計畫中

參考使用。 

【採購及編目業務】 

一、截至 101 年 5 月 15 日止，本館紙本圖書共 364,567 冊、過期期刊/報裝

訂本 67,336冊，其他各類型館藏統計請參見圖書館網頁。 

【流通典藏業務】 

一、101 年 3 至 4 月流通業務（含圖書及視聽資料）：計借閱 38,957 冊/件、

借閱人數 10,761人、預約館藏到館借閱 3,767冊、逾期人次 1,056人次、

逾期罰款 48,740 元（含遺失賠償，全部金額已繳庫）、入館人次 55,836

人次、協尋館藏件數 33 件、處理編目中館藏件數 18 件、研究小間借用

615人次、大中小團體欣賞室分別為 31、15、124次。 

二、本館因應期中考，自 4月 9日至 4月 20日間，延長開放地下一樓第一自

修教室(全天 24 小時)及第二自修教室（8:00-23:00）。延長開放期間，

第一自修教室上午 8:00 每日平均利用人數 26 人；第一及第二自修教室

晚間 23:00每日平均利用人數 58人。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一、本中心於 5月 8日在人文學院國際會議廳舉辦「TWAREN 技術小組會議暨 

TANet 南投區網偏鄉課輔捐贈儀式」，由 Juniper公司協力促成殷諾科技公

司捐贈本校一台網路路由器（市價 150萬），用以提升本校及數位學伴計畫

網路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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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投區網中心新增連線單位-「台大實驗林」，其連線點共有五處含清水

溝、水里、內茅埔、和社及溪頭。 

三、本中心近期新開發校務系統如下： 

(一) 開發完成暨大電子服務系統行動版(Android App V1.0)。 

(二) 配合校務評鑑需求，開發「暨大學務處活動對應校核心能力管理系

統」，網址: http://ccweb1.ncnu.edu.tw/osa_slll 。 

(三) 開發諮詢組 AD帳號管理系統及作業組 LDAP帳號管理系統。 

四、為避免校務相關 E化系統寄出電子郵件，在不同作業系統及平台產生亂

碼問題，陸續將部分系統電子郵件程式改為 UTF-8 編碼，目前已完成暨

大文件公告系統、暨大公務訊息系統、暨大 Web 版公務訊息系統、暨大

活動管理系統、暨大教學知能活動及記錄資料庫管理系統。 

五、協助本校各單位進行線上意見調查 6次、完成圖資 027電腦教室電腦汰

舊換新計 61部、圖資 103電腦教室冷氣。 

六、為加強並推廣個人資料保護，於本年 5 月 1、2、3 日上午 9 時至 11 時，

在圖資大樓辦理 3場「個人資料保護講習暨公務機關個人資料保護事項

公開作業說明會」，共計有 119人參加。 

七、本校與微軟公司簽訂之學生版軟體校園授權包含畢業生可以在畢業前以

光碟片成本價(每片 250元)，取得最新版 windows 7 ultimate作業系統

(昇級版，學生仍須自備舊版或家用版作業系統)及專業版 office最新版

(完整版)之永久授權。本中心於 4月 26日至 5月 1日公告並以電子郵件

通知今年度畢業生至本中心登記購買，目前計有 232人登記購買作業系

統，234人購買 office光碟。 

八、偏鄉數位學伴計畫於 3月 19日（一）開始課輔，本學期課輔學童數計有

110名，招募的課輔教師計有 163名。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 

一、本校目前飲水機共 197台，依據飲用水管理條例規定每三個月應檢測大

腸桿菌群，應執行抽驗台數比例為八分之一，本(100)年 3月份委託環保

署認證合格業者(SGS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辦各棟大樓飲用水

設備檢驗共計 25台，均符合法定標準。檢測數據結果如下表： 

本   校   飲   用   水    檢   測   值   數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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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日期:101年 3月 19日 

報告日期:101年 3月 28日 

環保署公告標準值： 

            

大腸桿菌群 CFU/100mL標準值 < 6 CFU      

總菌落數    CFU/mL    標準值 < 100 CFU     

編  號 所 在 位 置 總 菌 大腸桿 編  號 所 在 位 置 總 菌 大腸桿 

  落 數 菌  群   落 數 菌  群 

9 科一館 5F <1 <5 97 男宿 C棟 4F <1 <5 

11 科一館 4F <1 <5 116 男宿 D棟 4F <1 <5 

19 科二館 3F <1 <5 117 男宿 D棟 5F <1 <5 

20 科二館 4F <1 <5 127 學生活動中心 3F <1 <5 

38 圖資大樓 2F <1 <5 147 行政大樓 2F <1 <5 

43 圖資大樓 4F <1 <5 153 行政大樓 4F <1 <5 

56 管理學院 3F <1 <5 158 教育學院 4F <1 <5 

62 管理學院 3F <1 <5 160 教育學院 5F <1 <5 

75 女宿 A棟 1F <1 <5 164 教育學院 4F <1 <5 

79 女宿 A棟 5F <1 <5 165 綜合教學 1F <1 65 

84 女宿 B棟 5F <1 <5 186 男研究生宿舍 4F <1 <5 

85 女宿 B棟 1F <1 80 187 男研究生宿舍 5F <1 <5 

96 男宿 C棟 3F <1 <5     

二、教育部委由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輔導本校推行 ISO14001環境管理

系統，經本(101)年 3月 30日環境管理系統初部驗證稽核，及 4月 13日

環境管理系統正式驗證。本(101)年 5月 9日教育部環保小組與台灣檢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聯合蒞校，頒授本校 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證書。 

三、本中心於本(101)年 4 月 18 日函請電機系、土木、應化、生醫、應光等

系所辦理本年度第 1 次實驗場所作業環境測定，以瞭解使用化學藥品實

驗場所環境品質狀況及建立安全管理資料。兆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環測

專業機構，於 5月 16日委託至校進行實驗場所作業環境測定作業，採樣

地點為應用化學系，採樣點數總計為 9點。 

四、本校參加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辦理「100年度推行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選

拔」，南投縣政府推選本校作為本縣代表，已將評選資料陳報勞委會，結

果預定於六月底前出爐。 

五、本校參與教育部「100年度大學院校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暨績效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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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優等」佳績。 

六、本中心於本(101)年 5月 15日至 31日辦理實驗場所安全衛生輔導查核，

查核範圍計有應化、應光、土木、資工、電機系等共 80間實驗場所。 

七、新增第四類「二環戊二烯」、「三乙酸基氨」毒性化學物質運作量低於最

低管制限量核可，倘實驗室有使用該等毒性化學物質，請洽本中心索取

核可號碼並依規定運作。 

 

人事室 

【各類人員統計】 

一、截至 101年 5月 15日止，本校計有編制內專任教師 276人(含教授 60人、

副教授 93 人、助理教授 100 人、講師 3 人、約聘教授及講師 7 人、約聘

研究助理 5人、研究人員 5人、教官 2人、資訊管理師 1人)、職員 67人

（含簡任 4人、薦任 50人、委任 12人、醫事人員 1人）、技工工友 24 人、

駐衛警 8 人、約用人員 118 人（含契僱人員 6 人）、救生員 3 人，以上合

計 496人；另有兼任教師 155人。 

【任免業務】 

一、職員考試分發請證案：總務處營繕組技佐、人事室組員、圖書館辦事員

等 3案。 

二、職員內陞案：秘書室專員、教務處組員、總務處文書組組員 3案。 

三、動態送審案：辦理總務處營繕組組長、教務處招生組組長、圖書館組長

輪調、秘書室專員、國際事務處組員、總務處營繕組技佐、人事室組員...

等 8件送審案，業經銓敘部審定核備。 

四、辦理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處、電機工程學系、秘書室、師資培育中心

約用人員遴補案，共計 5人。 

【考核獎懲】 

一、自 101 年 3 月 16 日起至 101 年 5 月 15 日止，共計辦理職員 4 人次獎懲

作業。 

二、刻正辦理本校約用人員第一次（101.01.01-101.04.30）平時考核。 

【教師業務】 

一、人事異動：電機系張進福教授借調行政院政務委員期滿，業於 101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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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日歸建復職。 

二、本校教師評鑑部份條文修正草案，分別於 101年 4月 18、19日及 5月 29

日三天召開說明會，彙集教師意見，以為修正參考。 

三、101年 5月 22日召開教育部彈性薪資申請說明會，經決議推薦陳佩修教

授等 8位教師參加遴選 

【訓練講習】 

一、本校參加 101年薦升簡任官等訓練人員計有計網中心陳順德組長 1人，

業獲分配參加第一梯次(6月 4日至 6月 29日)訓練。 

二、辦理薦送本校同仁參加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訓練研習

計 6人，薦送至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參加訓練研習計 1人。 

【薪資福利】 

一、101年度第 2季計有同仁 3人申領生育補助、1人申領眷屬喪葬補助。 

二、本（101）年 3-5月計有教育人員 1人辦理撫卹，公務人員 1人辦理退休。 

三、100學年度第 2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已辦理完畢。 

四、為鼓勵同仁申辦自然人憑證，並使用自然人憑證網路報稅，經協助埔里

鎮戶政事務所辦理本校教職員工同仁憑證申請及展期服務，共 52人申請

憑證。 

五、為鼓勵使用自然人憑證網路報稅，經於 101年 4月 26日（星期四）邀請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埔里稽徵所派員來校講習，5月 15日並於本校輔導憑

證網路申報服務。 

六、為配合法務部「公務機關辦理個人資料保護業務公開作業」，並兼顧個人

資訊隱私權之維護，辦理本校教職員工通訊錄個人資訊公開調查。 

七、辦理本學期未兼課教師離職儲金解約事宜暨本學期兼任教師已申請提  

撥離職儲金身份之調查（如具有專職身份，即應辦理解約）。 

【法條增修】 

一、依教育部 101 年 4 月 12 日臺人（一）字第 1010062196A 號函示，大學

專任教師（含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不得兼任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

會，信託兆豐商銀所投資啟航公司之股權代表兼董事職務。 

二、依教育部 101 年 4 月 20 日臺人（一）字第 101006221號函示，國立大

學兼任行政職教師除法令另有規定，自不得兼任上市（櫃）或興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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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 

三、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1年 3月 20日總處組字第 1010028004號函示 

，機關學校工友(含技工、駕駛)之優惠退離係依「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

織調整暫行條例」辦理，再任「有給公職」之範疇，應回歸依公務人員

退休法及其施行細則等規定辦理。辦理優惠退離加發餉給總額慰助金之

標準及再任有給公職之收繳規定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8 條規定相同標

準。 

四、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1 年 3 月 22 日總處給字第 10100296681 號函

示，基於依法行政原則及考量減少爭訟並減輕各機關負擔等實務上運作

情形，針對溢領房租津貼併入數額之追繳，依行政程序法第 131條第 1

項規定，公法上之請求權，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因 5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爰僅得追繳未逾 5年時效之房租津貼併入數額。 

 

會計室 

一、本校 99 年度附屬單位決算業經本（101）年 4 月 19 日立法院第 8 屆第 1

會期財政、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1次聯席會議審議通過。 

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於本（101）年 5月 2日派員查核本校執行該會補

助 99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執行情形，並就科研採購辦理情形進行就地查

核；查核當日已由計畫主持人、研發處及總務處等單位，就查核人員現

場提問，進行口頭及書面答覆，該會將另函通知審核結果。 

三、本校 102年度預(概)算整編情形： 

（一）教育部本（101）年 4 月 23 日、24 日分別核定本校 102 年度基本補助

額度為 5億 8,556萬 5,000元、績效型補助額度 2,050萬元。 

（二）本案係依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6屆第 6次會議決議及 校長本（101）

年 4 月 25 日批示彙編，業依限於 4 月 27 日陳報預(概)算書表至行政

院主計總處、行政院研考會、財政部及教育部。 

四、為因應 102 年度國立大學校務基金會計制度變革，本室除持續進行前置

作業外，將分兩梯次參加新會計制度研討會。 

五、截至 101年度 4月底，本校經常收支及資本支出執行情形如下： 

（一）經常收入部分，累計預算分配數 402,344千元，執行數 375,409 千元，

執行率 9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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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常支出部分，累計預算分配數 450,493千元，執行數 403,771 千元，

執行率 89.63%。 

（三）資本支出部分，累計預算分配數 49,191 千元，執行數 29,721 千元；

其中，房屋建築等工程累計預算分配數 33,838 千元，執行數 20,372

元，執行率 60.20%；其他各項設備累計預算分配數 15,353千元，執行

數 9,349千元，執行率 60.89%，合計執行率 60.42%。 

（四）上揭執行資料已上載於本室網頁(http://www.acc.ncnu.edu.tw)，敬

請上網參閱，並請各業管單位切實執行，以提高執行績效。 

六、本室於本（101）年 3 月 7 日進行 101 年度第 1 次出納會計事務查核，4

月 12日完成查核報告簽准在案，查核中發現缺失，已轉知總務處等相關

單位檢討改進。 

七、本年度截至 101年 4月 30日止，本室共開立 2,740張傳票，整理校務基

金(含收支併列計畫)收支原始憑證共裝訂 45冊、建教合作及補助計畫等

收支原始憑證共裝訂 56冊、計畫傳票共 28冊。 

八、自 3 月 16 日起至 5 月 15 日止，共編製 3 月至 4 月校務基金會計報告，

並於規定期限內陳報行政院主計處、教育部、審計部等相關機關。 

 

人文學院 

【院級會議】 

一、本院於本（101）年 3 月 20 日（二）、5 月 1 日（二）、15 日（二）分別

召開 100學年度第 10次、11次、12次主管會議。 

二、本院於本（101）年 4月 10日（二）召開 100學年度第 4、5次教師評審

委員會。 

三、本院於本（101）年 4月 17日（二）召開 100學年度第 6次院務會議。 

四、本院於本（101）年 5月 1日（二）召開國科會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申

請審查會議，確定選出本院 9名教師並提送研發處。 

【院務活動與學術交流】 

一、本院於本（101）年 3 月 14 日（三）在新裝修之人文咖啡 B03 辦理「本

院發展願景意見交流暨藝術欣賞會」，吸引很多教職員同仁前來，增進同

仁間聯繫與情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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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院擬規劃於本（101）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1 日至東南亞地區作學術交

流活動。 

三、斯洛維尼亞（Slovenija）盧布爾亞那大學(Ljubljana University)哲學

院院長 Andrej Cerne 與漢學系 Mitja Saje 教授夫婦於 3 月 15 日至 16

日前來本院參訪。 

四、協助提送本校「100學年度畢業典禮所需各項人數、行政助理、授證代表

聯繫資料及本院在校生與畢業生致詞人員名單」、斐陶斐畢業生榮譽會

員、101年度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及本院 3名優良導師。 

【各系所學術與演講活動】 

一、本院人類學研究所、原民中心及埔里各文史工作者為共同推展水沙連文

化，於 101年 3月 17日假埔里甫田講堂舉辦水沙連講座。 

二、本院人類學研究所於 101年 3月 16日假人類學研究所會議室邀請南華大

學民族音樂學系明立國教授專題演講，共 35人次參與。 

三、本院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於 101年 3月 20日（二）假人文學 104教室，

邀請公共電視台新聞媒體部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召集人余至理先生專題

演講。 

四、本院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與東海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等校於 101年 3月 24日（六）共同舉辦「聯合公

共事務專題研討會」；4 月 10 日（二）舉辦學涯講座、4 月 23 日（一）

假人文學院 104 教室，邀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陳銘鋒檢察官專題

演講。 

五、本院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於 101年 4月 13日邀請阮綜合醫院家庭醫

學科黃志中主任蒞臨專題演講「家暴相對人認知行為團體」。4月 16日邀

請新北市身心障礙社區化就業服務中心張麗秋職管員專題演講、4 月 18

日辦理教師與博班學術討論會，主題為「臺灣安寧病房喪親關懷機制之

建構」。 

六、本院歷史學系於 3 月 24 日舉辦「2012 系友回家暨會員大會」，計 110 名

師生與會。3 月 27 日舉行日／月談講論會，由唐立宗助理教授主講「明

清之際渡臺文士的見聞與際遇──附論近年蒐集到的新史料」。 

七、本院歷史學系為鼓勵學生申請海外研究與升學，於 4 月 5 日邀請臺灣大

學歷史學博士、國科會研究員、日本明治大學文學部客座研究員蒞校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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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與座談。 

八、本院歷史學系於 4月 11日邀請捷克水墨畫家蘇若水女士來校參訪並舉辦

專題演講「《我的祖國》及捷克歷史、傳說和景緻」、4 月 16 日邀請澳洲

拉特羅布大學教授、福特基金會首席代表費約翰先生與國史館呂芳上館

長來校參訪及專題演講。 

九、本院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王珮蓉同學獲教育部鼓勵大學校院選送學生

赴國外研修（學海飛颺）計畫補助，赴日本宇都宮大學進行研究，為期

六個月。 

十、本院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於 101年 4月 18日（三）假人文學院 B01教室，

邀請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傅恆德教授演講。 

十一、本院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廖俊松教授於 101年 4月 8日至 15日，承國

際事務處補助，前往大陸天津南開大學進行姊妹校交流與洽談未來學術

合作。 

十二、本院外文系於 101 年 5 月 1 日（二）邀請香港浸會大學英文系梁文駿

助理教授來校演講「翻譯、文學、研究方向」、5月 14日（一）邀請第 2

屆系友，現為中華航空公司副機師蘇文平先生來校演講「外文人的雲端

職涯」。 

十三、本院華語文所碩三連華同學獲「教育部 101 年國際人才培訓計畫（華

語文組）」補助，擬於 7月份赴美參訪交流。 

十四、本院華語文所經「教育跨領域學分學程計畫」評選，獲選為辦理優良

之學程，擬於 101 年 5 月 4 日受邀至高雄蓮潭國際文教會館進行學分學

程辦理成果發表。 

 

教育學院 

【院級會議】 

一、本院共召開院務會議 2次，重要決議事項計有通過本院推薦優良導師案、

擬赴越南開設境外專班案、校教師評鑑辦法評鑑項目與計分原則再修訂

乙案。 

二、本院共召開院教評會 2次，主要決議事項為審議本院申請國科會「101年

度補助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計畫」、「教育部補助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

性薪資申請」案、專兼任教師聘任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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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級活動】 

一、本院 100學年度舉辦教育界大師講座，本學期共舉辦 3場，計邀請黃光

雄教授、吳清基前部長及秦夢群教授等擔任講座。 

二、101年 5月 14日本院及 One Asia Foundation共同主辦，國比系、教政

系及課科所合作辦理「2012 Regional Symposium on Asian Education: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sponding to global challenges」。 

【各系所學術與演講活動】 

一、本院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楊洲松副教授於 101年 4月 4-9日前往日本

大阪出席 ACAH2012(The Asian Conference on Arts and Humanities 2012)

進行學術交流與論文發表。 

二、本院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亞洲共同體與教育」系列講座， 4月 9

日邀請教育部國際文教處林文通處長蒞校演講「亞洲與台灣的教育國際

化趨勢」。 

三、本院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於 4月 12日，邀請廈門大學鄭若玲教授蒞

臨演講「近年中國大陸高校自主招生的改革」。 

四、本院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楊洲松副教授於 101年 4月 21日至 29日前

往波多黎各出席 CIES2012(The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Society)，進行學術交流與論文發表。 

五、本院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於 101年 4月 28至 29日假本校管理學院

寇斯廳舉辦「教育國際化之反思」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威靈頓維多利

亞大學教育研究所 Luanna H. Meyer教授、西班牙瓦倫西亞大學比較教

育與教育史系 Juan Manuel Fernández Soria主任、日本一橋大學國際

教育中心太田浩教授、日本國際教養大學國際教養學系山崎直也副教授

等貴賓進行專題演講。 

六、本院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於 5月 13-14日接待香港教育學院莫家豪

副校長，並於 5月 14日「亞洲共同體與教育」系列講座演講「亞洲各國

高等教育的發展與香港的角色」。 

七、本院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於 101年 5月 12日舉辦 2012地方教育論壇：

十二年國教的作法與前瞻，共同探討十二年國教中的重要議題。 

 

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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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級會議】 

一、本院共召開 100學年度第 10-11次院務會議，重要決議如下： 

(一)通過 100學年度第 2學期教師員額調配原則。 

(二)推薦經濟系吳健瑋老師、觀光系葉明亮老師、國企系陳珮芬老師代表

本院參加優良導師甄選。 

(三)推薦本院 100年度斐陶斐榮譽會員。 

(四)「觀光產業研究中心」更名為「服務科學與觀光創新研究中心」。 

(五)「休閒與遊憩研究中心」更名為「休閒與遊憩療癒研究中心」。 

(六)推薦尹邦嚴教授、白炳豐教授、余菁蓉副教授、施信佑教授、李享泰

教授、許和鈞教授、林士彥教授、林欣美教授、黃俊哲教授、陳建良

教授、陳彥錚教授、鄭健雄教授、簡宏宇教授申請國科會 101年度補

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案。 

(七)通過「餐旅管理學系」更名為「服務科學與餐旅管理學系」。 

二、本院召開 100學年度第 4次院教評會，計通過各系專兼任教師續聘案；

國企系胡毓彬教授、財金系許和鈞教授、李享泰教授休假研究案；國企

系新聘兼任教師陳智峰、李義隆、郭元慶、黃鴻鈞案；國企系王銘杰助

理教授、陳靜怡助理教授、經濟系賴法才助理教授、資管系陳小芬助理

教授、財金系柯冠成助理教授、經濟系欉清全副教授、資管系余菁蓉副

教授提升等外審名單。 

【學術合作】 

一、本院觀光系、餐旅系、亞洲大學、臺灣鄉村旅遊協會、中國科學院地理

科學與資源研究所於 4月 1日、2日共同舉辦「2012海峽兩岸休閒產業

與鄉村旅遊學術研討會」，開幕式由許和鈞校長、行政院農委會蘇夢蘭科

長及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劉毅所長共同主持，共有大陸學

者、台灣學者及與會來賓約 130人出席。 

二、廈門大學管理學院旅遊與酒店管理系系主任林德榮師生一行於 4月 22日

蒞院交流參訪。 

三、深圳大學 MBA教育中心於 5月 24日來院訪問，除由林霖院長講授「企業

購併」課程外，並參訪萬泰銀行、高僑自動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永信

虊品股份有限公司等企業。 

四、福州陽光學院 101學年度第 1學期將有 19位短期研修生來院，101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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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第 2學期該院綜合班將有 37位學生來院。  

五、山東魯東大學副校長柳新華教授、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傅硯農教授、地理

與規劃學院副院長李世泰教授及煙台市旅遊局李偉功先生於 5月 26日蒞

院參訪。 

【研究教學】 

一、本院 EMBA 101學年度招生報名人數再創新高，已於 4月 7日完成筆試、

將於 4月 28日口試。 

二、台中市立大里高中師生一行 70人於 101年 4月 20日(五)蒞臨本院餐旅

系參訪交流、另台中市立清水高中師生一行 60人於 101年 4月 23日(一)

亦蒞臨本院餐旅系參訪交流。 

三、台中惠來谷關溫泉會館陳倩玉副理於 101年 4月 24日(二)前來本院觀光

系、餐旅系進行企業見習面試，計錄取觀光系 1 名、餐旅系 2 名實習生。 

四、溪頭明山森林會館邱世強營運總監、黃美珍執行顧問於 101年 4月 26日

(四)前來本院觀光系、餐旅系進行企業見習面試，計錄取觀光系 8名、

餐旅系 10名實習生。 

五、本院於 101年 4月 28日邀請溫世人基機會鍾主民顧問演講「文化創意產

業與服務科學」、財團法人看見台灣基金會黃莉惠執行長演講「台中光點

計畫之願景與策略」。 

六、本院經濟系大一黃毓珊同學榮獲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101

年阿公阿媽服務獎。 

七、本院經濟系於 5月 2日舉辦「期貨業未來發展與就業機會校園巡迴講座」、

5月 3日邀請遠東商銀張煒均襄理演講「金融證照講座」、「就職錄取百分

百講座」。 

八、本院鴻鵠計畫於 4月 6日邀請職訓局特聘講座介紹保險業務現況及金融

人員求職面試須知，4月 13日由 EMBA業師為同學做履歷健診。 

 

科技學院 

【學術交流與合作】 

一、澳門大學科技學院陳俊龍院長於 4月 30日來院參訪，並與孫院長及各系

主任研討舉辦二院學生論文發表成果會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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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院配合國際處於 5 月 15 日（二）接待華北電力大學劉吉臻校長一行 6

人，經參觀水資源與環境工程相關之實驗室，由土木系蔡勇斌教授及陳

谷汎助理教授簡介。本院為促進實質交流同時提出「學術交流計畫構想

書」、有意願與該校交流之專業領域及負責老師等資料，近期將進一步

洽談具體學術參訪事宜。 

【榮譽及競賽】 

一、本院接受中華工程教育學會工程認證之系所，全數通過認證。 

二、本院資工系榮獲教育部補助「資訊軟體人才培育推廣計畫」（計畫主持

人：楊峻權教授、共同主持人：劉震昌副教授），計畫時程為 101年 2

月至 102年 1月，核定補助總經費新台幣捌拾捌萬元整。 

三、本院資工系由周耀新老師指導之團隊（M2011156嶽嶽遇 4，參賽學生：

駱奕丞、楊雙丞、張瑋玲、朱庭輝、黃馨誼、吳昊澄）獲得育秀基金會

主辦之「第九屆育秀盃」軟體應用類優選獎（全國性競賽）。育秀基金

會係由神通、神達、聯華氣體、聯強、神基、聯成化科、聯華實業等七

家公司共同捐贈成立的科技教育基金會。 

四、本院資工系師生榮獲「100學年度大學校院網路通訊軟體與創意應用競賽」

獎項計有： 

（一）系統設計組第三名，參賽題目：Mountain-Digital-Menu，隊員有駱奕

丞、楊雙丞、張瑋玲、吳昊澄等同學，指導老師為周耀新。 

（二）系統設計組佳作，參賽題目：LigeLog-行動生活與隨身旅遊紀錄器暨

相片資訊分析系統，隊員有陳冠州、賴瑄等 2人，指導老師為劉震昌 

五、本院系許孟烈教授指導學士班林冠予、鄭宇芳、范書涵及潘采依等 4名

同學組隊參加第八屆全國電子設計創意競賽，榮獲佳作。 

【活動】 

一、本院資工系配合本系大一國文課程，辦理職涯講座「成功踏入職場的第

一步」，邀請力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訓練發展部代課長林建良先生到校

演講，幫助同學及早了解職場環境、傳授自傳與履歷書寫、面試技巧及

各項踏入職場前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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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院電機系於 4月 13日大學甄選入學第二階段口試當日辦理 2場家長說

明會，由系主任說明現況及簡介，讓家長瞭解子女將來就讀的系所。會

中並安排甄試入學的大一同學與家長互動，提供通過甄試後準備之相關

資訊，以增加至就讀報到率。 

三、本院於 5月 1日(二)舉辦院導生聚，邀請本院各系級班代及系學會會長

出席，同學對院及校均踴躍提出建言，院辦公室依其建言內容提交相關

單位處理。 

四、本院電機系於 5月 10日(四)在科一館 235室舉辦「醫療電子-遠距生理

訊號監測系統成果發表會」，該發表會為教育部補助之「智慧電子跨領域

應用專題系列課程計畫」成果呈現。會中亦邀請埔里基督教醫院陳錦康

副院長專題演講「心臟醫學近年來的進步」。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講座】 

一、本（1002）學期第二場通識講座（自然科學領域）於 3月 26日(一)13:10

～15:00在方型劇場，邀請興國管理學院郭宜雍教務長演講「趣味探索工

廠的健康管理師」。 

二、本（1002）學期第三場通識講座（自然科學領域）於 4月 12日(四)13:10

～15:00假方型劇場，邀請中山醫學大學陳健懿教授演講「由日本福島事

故來看我們核電兼談能源政策」。 

三、本（1002）學期第四場通識講座（社會科學領域）於 4月 27日(五)10:10

～12:00假方型劇場，邀請國立中山大學王宏仁教授蒞校演講「文化與權

力：南方社會學的反思」。 

四、本（1002）學期第五場通識講座（人文領域）於 5月 9日(三)15:10～17:00 

假方型劇場，邀請雲門舞集行銷部張完珠副理蒞校演講「舞動雲門之美─

從林懷民的九歌談起」。 

【公民陶塑計畫】 

一、本中心人文組與美術社於 3 月 19 日（一）至 30 日（五）在人文藝廊協

同辦理「人間風景—王庭捷老師水彩畫展」，3月 22日舉辦茶會講座「光

影交響曲—淺談水彩寫生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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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服務】 

一、本中心於 3月 13日召開 1002學期公益服務第一次團督會議，共 18位 TA

分享與報告服務概況，各系服務大致都已上軌道。4 月 11 日(三)舉辦公

益服務 TA第二次團體督導會議。 

二、經濟系於 3 月 19 日舉辦公益服務講座、國比系於 4 月 21 日(六)舉辦公

益服務「仁愛學習營」，提供仁愛高農學生認識本校的機會；另 4 月 29

日在仁愛高農舉辦營隊活動。國企系於 4 月 7 日(六)舉辦公益服務活動

「快樂種子成長營」，讓偏遠地區小朋友也有機會參加營隊，學習課外事

物，啟發小朋友對環保的認識及落實。 

三、本中心於 4 月 5 日(四)舉辦志願服務基礎訓練課程之「志願服務經驗分

享」，邀請千禧龍青年基金會（南投青年志工中心）專案經理黃俊泰先生

分享志工經驗，並推廣青輔會區域和平志工團。 

四、本中心於 4月 18日(三)舉辦 100-2公益服務期初教師座談會，邀請魚池

教會林志郎牧師演講，分享在地服務經驗。 

【體育活動】 

一、本中心於 101年 3月 28日辦理「第九屆暨大體育祭」開幕典禮，競賽項

目計有籃球、排球、桌球、壘球、羽球及足球等 6項。 

二、本校 101 學年度體育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學系為社工系、公行系、教

政系及休閒與觀光學系，計提供招生名額 14名，招生之運動項目為射箭、

划船、空手道，業於 3月 22日完成書面審查，4月 7日舉行術科考試。 

三、本中心配合中區計畫之精進學生體適能，於 4月 30日辦理陸上體適能(室

內划船機)競賽，計分為學生組(男子組、女子組、混合組)及教職員工組

(自由組隊，混合組)，除提升教職員工生之體適能外，並促進校內運動

風氣與活力，強化凝聚力與向心力。 

四、本校於 5 月 4 日至 8 日參加「101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參賽項目為

射箭、空手道、游泳及羽球等 4項，參賽隊員共計 21人。 

 

師資培育中心 

一、本中心於 101年 3月 20日(二)中午 12:00辦理 101學年度教育學程學生

甄選說明會、4月 23日起至 5月 9日中午 12時止辦理報名，共計 62人

報名；5月 14日辦理教育學程甄選口試與筆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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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中心於 101年 3月 26日(一)教學實習課程，安排前往台中私立新民高

級中學附設國中部教學觀摩，計有師生 34人參加。4月 23日(一)教學實

習課程，帶領學生前往台中第一女子高級中學教學觀摩，計有師生 34人

參加。 

三、本中心於 101年 4月 9日辦理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實習教師返校

座談暨師生說明會，邀請弘光科技大學老人福利與事業系教授兼主任陳

瑛治教授演講「當前我國中學性別平等教育推動策略與現況之分析」。 

四、本中心於 101年 4月 9日出版第 48期實習輔導通訊。 

五、本中心於 101年 5月 14日辦理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實習教師返校

座談暨師生說明會，邀請台中市教育局蔡文煉督學演講「台中市中等教

育現況與面對挑戰」。 

六、本中心於 101年 5月 14日出版師資培育中心通訊第六十一期。 

 

東南亞研究中心 

【學術活動】 

一、本中心為因應本校 100學年度校級中心評鑑，經於 3月 16日將自我評鑑

報告書寄予 3位自我評鑑委員審查，4月 6日前即依自我評鑑委員之回覆

意見加以修正檢討。 

二、本中心將於 2012年 7月辦理「2012年東南亞客家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預計辦理專題演講 2 場，論文發表 6 場次計 30 篇論文。屆時將邀請 10

至 12位國外（澳洲、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泰國、印尼）專

家學者發表論文，嗣後擇優出版論文專書，於 2013年 7月辦理新書發表

會。  

三、本中心與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於本（101）年 4 月 27、28

日聯合舉辦「2012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將近二百人

與會，進行 24 個發表場次。大會邀請新加坡華裔館館長廖建裕(Leo 

Suryadinata)教授專題演講，與會貴賓有僑務委員會第一處陳淑靜處

長、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林正義執行長。 

四、本中心與四方報自 4 月 27 日至 5 月 27 日在人文藝廊第一展覽室聯合舉

辦「豔驚四方」─當代台灣異鄉人創作展─四方報年度巡迴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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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中心於 5 月 8 日邀請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洪敏秀副教授演講「移民與

攝影:以北美華裔照片為例」。 

六、本中心於 5月 15日邀請陳杉林大使（駐巴布亞紐幾內亞代表、駐胡志明

市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駐泰國代表處政治組長）演講「外交多少事‧

豈僅笑談中：在東南亞與南太平洋的外交經驗」。 

 

語文教學研究中心 

【中心內部會議決議與活動】 

一、為鼓勵暨大人參與英語測驗提升英語能力，本中心與多益測驗主辦單位

合作於 101年 5月 19日（六）舉辦校園多益測驗，便利教職員工生應考；

多益測驗主辦單位另有提供低收入戶子女或失業戶子女一年兩次免報名

費的機會，報考情形統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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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因應本校英文課程改制，本中心自100年12月底開始約聘英語講師應徵

作業，聘任程序目前已進行至院級教評會階段，預計於101學年度新聘4

位約聘英語講師，聘期自101年8月1日至102年7月31日。 

三、101年度第1次「大學部學生參與英語能力檢測獎勵金」審核作業已完成，

共有109名學生符合獎勵資格，5月底經以郵局轉帳方式，發放獎勵金。

獎勵金受獎情形如下表： 

系別 獲獎學生人數 各系每位學生獲獎金額 

外文系 23人 1,500元(系排名第一名) 

財金系 11人 1,200元(系排名第二名) 

經濟系 10人 1,000元(系排名第三名) 

國企系 9人 500元 

國比系 8人 500元 

資管系 6人 500元 

電機系 6人 500元 

中文系 5人 500元 

應光系 4人 500元 

土木系 4人 500元 

應化系 4人 500元 

公行系 4人 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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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政系 4人 500元 

社工系 4人 500元 

資工系 3人 500元 

觀光系 3人 500元 

餐旅系 1人 500元 

【English Corner英語角、新制英文必修課程、推廣班業務】 

一、1002學期 English Corner課程活動與第 42期推廣教育班課程結合，自

101 年 2 月 29 日開始上課，目前有 12 名校外推廣班學員報名參加外，本

校教職員及學生亦參與踴躍，課程活動表請參閱本中心網頁

(http://163.22.21.145/langc/) 

【跨校視訊講座】 

一、為嘉惠本校學生，並藉此提昇學生英語能力及相關就業知識，1002 學期

持續與靜宜大學外語教學中心聯合辦理跨校 6場視訊講座，場次如下表: 

【全英語授課】 

一、1002 學期全英語授課共計 10 門課程(含 9 門個別課程、1 門模組學程課

程)提出申請。 

【外語悅讀區(Reading Pleasure)】 

一、外語閱讀區目前共有6000多冊外語藏書，本中心除購買英文分級讀本外，

也持續增購熱門電影原著、童書繪本、文學和科幻小說、第二外語(法文、

德文、西班牙文等)書籍與外語視聽資源，101年度仍持續購置外語讀本、

100-2學期 跨校視訊系列講座 

 講題 講者 時間 

1 來去英國打工度假遊學-英國青
年旅遊工作計畫簽證(YMS) 

UKEAS大英國協教育資訊中心資
深顧問-Tracy Lin 

3/19(一) 
13:00-15:00 

2 American Slang美國俚語 Regal Manners English 
Club-Leon E. La Couv’ee 

4/23(一) 
13:00-15:00 

3 一生必學的英文文法:全球英語
文法 

政治大學英文系教授-陳超明博
士 

4/30(一) 
13:00-15:00 

4 高分通過語言認證的十個小訣竅 牛津大學出版社英語教學顧問
-Natalie Chen 

5/21(一) 
13:00-15:00 

5 好英文讓你薪水三級跳 1111人力銀行發言人-張旭嵐 6/4(一) 
13:00-15:00 

6 一開口就會說社交英文 暢銷情境英文叢書作者-黃靜悅 6/11(一) 
13:00-15:00 

http://163.22.21.145/lan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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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充實外語悅讀區。 

 

家庭教育研究中心 

一、本中心執行教育部委託之「建構最需要關懷家庭輔導網絡方案之督導與

評估計畫」工作如下： 

（一）本中心主任於 101年 3月 23日前往花蓮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與外聘督

導、志工進行座談。 

（二）本中心主任於 101年 3月 24日前往金門家庭教育中心進行 101年「建

構最需要關懷家庭輔導網絡方案」外聘督導工作。 

（三）本中心主任於 101年 3月 30日前往台南討論建構案的全國性方案規劃

與時程。 

（四）本中心與教育部於 101年 4月 9日共同訂定 101建構案協議書。 

（五）本中心主任於 101年 4月 21日、22日分別前往新北市、金門主持建構

案志工教育訓練。 

（六）本中心主任於 101年 5月 11日上午在教育部召開 101年度建構案全國

工作協調會議；下午召開北區座談會議，瞭解北區 7 個縣市建構案工

作進度。 

（七）本中心主任於 101年 5月 15日在新竹縣家教中心參與中區座談會議，

瞭解中區 5個縣市建構案工作進度。 

二、本中心執行教育部委託「研編及規劃 885專線單一服務碼專線運作及志

工服務手冊」方案工作如下： 

（一）每週一定期召開工作會議，針對「885單一碼服務專線」資料庫的架構

規劃進行討論，瞭解資料建置工作進度。 

（二）本中心主任至新竹參訪生命線資料庫架構，並與工程師討論單一碼系

統之規劃。 

（三）本中心主任於 101年 4月 11日前往教育部，針對 885專線接線流程、

資料庫架構進行簡報。5月 11日針對各縣市承辦人進行簡報。 

（四）本中心持續進行 885志工服務手冊的編輯與撰寫工作。 

三、本中心辦理 100學年度校級中心評鑑相關工作如下： 

（一）101年 3月開始針對評鑑進行分工、資料整理、評鑑資料撰寫。 

（二）101 年 4 月 10 日召開內部評鑑自評會議，根據委員建議進行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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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修改。 

（三）101年 4月 11日至 16日針對評鑑之附件資料進行相關整理工作。 

（四）101年 5月 21日召開評鑑準備會議，討論評鑑之行程與分工。 

（五）101年 5月 22日接受評鑑，由中心主任與趙祥和老師接待。 

 

原住民族文化教育暨生計發展中心 

【原民中心會議、學術與演講活動】 

一、本中心與人類學研究所於 101年 4月 13日假人類所會議室，邀請台南大

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副教授兼主任陳緯華教授演講「從『場域』與『靈

力經濟』的視角來看當代台灣民間信與變遷」，共 25人次參與。 

二、本中心與本校原住民青年社及中區大專院校之原住民相關社團於 101年 4

月 30 日-5 月 5 日共同舉辦「跨四暨：揭開多原文化面紗」2012 原住民

週系列活動；並於台中教育大學與靜宜大學辦理兩場紀錄片放映暨座談

會，共計 6天，八場次，約有 500人參與。 活動執行情形如下： 

三、本中心著手準備「100學年度校級中心評鑑」相關資料，並邀請地方成員

及本校原住民青年社社員共同參與 5月 22日中心評鑑實地訪評事宜。 

四、本中心與人類學研究所於 101年 5月 11日假人類所會議室，邀請台中教

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學位學程郭政忠助理教授演講「文化與設計」，

共 25人次參與。 

【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 

日期 內容 地點 參與人數 

4月 30日 「讓靈魂回家」原住民紀錄片放映 暨南大學 50人 

5月 1日 「划大船」原住民紀錄片放映 靜宜大學 18人 

5月 1日 「原民風手工手環」傳統技藝研習 暨南大學 39人 

5月 2日 
「吉貝耍與平埔阿嬤」原住民紀錄片放

映 

台中教育

大學 
22人 

5月 2日 「背起玉山最高峰」原住民紀錄片放映 暨南大學 51人 

5月 3日 
「平埔記憶-再現葛瑪蘭凱達格蘭聲影」

原住民紀錄片放映 
暨南大學 42人 

5月 4日 原住民之夜晚會 暨南大學 191人 

5月 5日 打造「原」味：2012部落產業工作坊 暨南大學 8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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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共五位同學獲「100學年度第 2學期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

獲補助名單如下： 

序號 姓名 族別 科系/年級 學制 獲獎類別 獲獎金額 

1 沈正儀 排灣族 公行系/4 大學 獎學金 22,000 

2 王芷嫣 阿美族 國企系/2 大學 獎學金 22,000 

3 陳柔潔 阿美族 觀光系/3 大學 工讀助學金 17,000 

4 張殷齊 阿美族 社工系/4 大學 工讀助學金 17,000 

5 陽順駿 鄒族 中文系/4 大學 工讀助學金 17,000 

 

暨大附中 

一、截至 5月 30日止，本校繁星推薦、技職繁星、大學個人申請、四技個人

申請及其他管道共錄取公私立大專院校 166 人次，扣除重複錄取後，本

校高中部錄取率已達 50%。依錄取結果分析，本校錄取指標型重點大學人

數較往年增加許多，惟因興趣與就業等因素考量，許多已達地區型或新

設國立大學錄取標準同學轉而選擇辦學歷史悠久且企業界認同度高的私

立大學就讀，人數較往年成長頗多。 

二、101學年度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已由往年之二次減為辦理一次，中投區考生

約 5 萬人，扣除第一階段免試入學人數，預計約有 2 萬餘人參加。本校

101學年度免試及申請入學比率達 95%，招生宣導作業亟需積極進行大埔

里地區逐戶發放，供學生及家長參閱。另為爭取中部地區優秀學生入學，

台中地區文宣亦已完成寄送作業。 

三、本校將於 101 年 8 月 6-7 日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體育健康中心承辦全國

高中校長會議，會議主題為「精進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培育多元優質

人才」。6 月 7 日經於中部辦公室召開第三次籌備會議，校內工作協調會

議將於近期召開，俟確定議程後，將發文各校進行報名程序。 

四、7月 4日、5日香港屯門及元朗官立中學師生將至本校實施課程與活動交

流，目前香港每年有意願至台灣就學學生約有 5 千人之多。暨大曾評估

本校開設僑生高三專班之可行性，引進僑生就讀或為本校因應少子化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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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之解決方法之一 

五、高中優質化計畫補助申請，本校自第一年之 66 所學校直至第五年之 30

幾所學校，每年均獲教育部補助，去年度經評審成績優良(80 分)，其中

政策加分(10 分)本校未辦理，乃因恐影響學生素質未實施學生登記入

學，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部份，本校將於今年度由代理教師著手辦理。

預訂於期中辦理代理教師之教學觀摩，表現優異者將列下學年度代理教

師優先錄取人選，各類科教師專業評鑑亦將陸續規劃辦理。 

六、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於 3/12召開全國校長性別平等教育研習，指示各校落

實性別平等教育，作好防治工作及建立危機處理機制，以提供師生友善、

安全之校園環境。 

七、教育部自 90年推動英語 e化教學，本校教務處將結合教學並透過作業與

測驗方式加強學生之學習，以落實英聽之成效。另國文科發展會議提到

與圖書館合作推廣閱讀之多元學習，提昇學生之閱讀精神。 

 

伍、業務報告(略) 
 

陸、報告事項 

第一案                                     報告單位：秘書室、人事室 

案由：本校第六任校長遴選作業及結果，請  公鑒。 

說明： 

一、本校第六任校長遴選自本（101）年 3月 16日起，為期二個月徵求各

界推薦校長候選人，截至 5月 16日止，計有 3人投件，頃經 101年 5

月 18日本校第六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2次會議資格審查通過，並依規

定逐一投票同意為合格校長候選人。合格候選人為：蘇玉龍教授、曾

耀銘教授、洪西進教授（依收件序排列）。 

二、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於 101年 5月 29日（星期二）下午 7時至 9時 20

分假圓形劇場舉辦「教職員工生與校長候選人有約座談」。 

三、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於 6月 8日（星期五）下午 1時至 4時在臺北辦

公室辦理「遴委會與校長候選人面談」，結束後隨即召開第 3 次會議，

經過充分討論並逐一對候選人投票。相關投票結果經召集人複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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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佈由蘇玉龍教授當選為本校第六任校長。校長人選及相關資料報部

事宜，刻由人事室彙整中。 

決議：洽悉。 

 

柒、提案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本校「餐旅管理學系」擬更名為「服務科學與餐旅管理學系」乙案，

提請審議。 

說明： 

一、「餐旅管理學系」自 99 學年度正式成立並開始招生，大二學生 46 名、

大一學生 50 名，為配合本校 102 至 103 學年度總量管制，以及衡酌本

學系的教育目標及課程規劃，突顯運用服務科學為導向的課程設計提

升學生在餐旅業的創新創業知能與經營管理績效，擬將更名為「服務

科學與餐旅管理學系」。 

二、本更名案業經餐旅管理學系學生同意，並經觀光系、餐旅系 101 年 5

月 2日 100學年度第 15次聯合系務會議、管理學院 101年 5月 2日 100

學年度第 11次院務會議、101年 6月 13日 100學年度第 7次教務會議

以及 101 年 6 月 13 日第 11 屆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第 3 次會議通過在

案。 

三、檢陳更名計畫書、系務會議紀錄及學生意見調查表各 1份，詳如附件 1
【見第 51-59 頁】，請  卓參。 

決議：通過，惟請管理學院加強說明更名原因非僅名稱改變，且有實質(含課 

程)變更，並附上課程變更情形。 

 

第二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102 學年度大學校院增設調整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發展

提報資料草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1年 6月 1日臺高（一）字第 1010100282號函辦理。 

二、經彙整各單位填報資料，謹將重要部分簡列如下： 

（一）本校 100 學年度全校生師比符合教育部規定之全校生師比應在 32

以下、日間學制生師比應在 25以下、研究生生師比應在 12以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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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條件，且校舍建築面積亦符合規定標準，依教育部規定，應維

持既有之總量規模繼續辦理。 

（二）本校 102學年度招生名額係由各學院於院內招生總量先行規劃及調

整後，經教務長與四個學院院長就近三年各系所招生情形、註冊

率、休退學情形及未來發展趨勢等研議後，提教務會議討論通過。 

（三）專任師資數連續 2年均未達基準者，教育部將依規定調整其各學制

班別招生名額為前一學年度之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九十。 

三、檢附本校 102 學年度大校學校院增設調整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

量發展提報資料摘要：本 102 學年度招生名額、學校資源現況摘要表

及各系所100學年度師資質量考核情形各1份，詳如附件2 【見第60-71

頁】，請  卓參。 

決議：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具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本案主要修正方向為：為強化系級課程委員會功能，修正相關職責規

定（第五點）、增修各級課程委員會委員組成（第六、八點）、增訂

事涉影響教師開課或學生修課權益時，應提送系所務會議核備之程序

規定（第十點）。 

二、本案業經 101年 5月 16日 100學年第 6次教務會議通過。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各 1份，詳如附件 3，請  卓參。 

決議：修正後通過，詳如附件 3【見 72-75頁】。 

 

第四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教育學院擬增設越南境外「國際教育領導碩士在職專班」乙案，提請 審

議。 

說明： 

一、本專班擬與越南大叻市大叻大學合作開辦，該校與本校已簽訂備忘錄，

並已有多年姊妹校之實質交流與合作關係。 

二、本案業經教育學院 101年 5月 15日 100學年度第 6次院務會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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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處 101年 5月 16日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研究發展委員會以

及 101年 6月 13日第 11屆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第 3次會議通過在案。 

三、檢陳開班計畫書等資料，詳如附件 4【見第 76-195 頁】，請  卓參。 

決議：通過。  

 

第五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本次修正重點為： 
(一)增設前瞻性高科技研究中心。(第五條第一項第六款) 
(二)增訂師資培育中心之設置辦法應報教育部核定。(第五條第三項) 

(三)增訂副院長、副系主任之設置標準。(第十一條之一及第十三條之

一) 
    1.副院長之設置標準：(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 
      (1) 學院所屬系、所單位總數達十個以上。 
      (2) 學院所屬專任教師達七十五人以上。 
      (3) 學院所屬學生總數達一千五百人以上。 
    2.副系主任之設置標準：(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 
      (1) 學系所屬學生總數達五百人以上。 
      (2) 學系同時具有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等學制(不含在職專 
         班)達四個以上。 
(四)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現有專任教師、研究人員若干人，爰配合增訂 

得視業務需要置教師、研究人員若干人。(第十二條) 
(五) 配合圖書館法及考試院規定，增訂圖書館館長應具有專業知能相

關規定，及圖書館得視業務需要置研究人員若干人。(第二十條) 
(六) 為促進學生對公共事務參與，賦予其代表權力，參與學校決策，

於教務會議、總務會議及國際事務會議加入學生代表。並將參加

本條各項會議之學生成員以學生代表一詞統稱之，以免混淆。(第
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第七款條文) 

(七)修正組織規程第三十五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三項、第四項條文： 
1.因通識教育中心位階相當於院級，將該中心中心主任比照各院院 

     長，納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當然委員。(第二項第一款) 
2.本校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該中心現已自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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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系級及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無需再透過其他學院代為審議                
     教師聘任升等相關事項。(第三項) 

3.另因本校榮譽教授設置辦法內容為跨處室業務，為符合實際運作 
     情況，擬修訂其法制程序為經行政會議、校務會議審議。(第四 

項) 

二、本案前經 101 年 5 月 30 日第 373 次行政會議及 101 年 6 月 13 日第 11

屆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第 3次會議通過。 

三、檢陳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部分修正條文、修正後條文全文各 1 份，

詳如附件 5，請  卓參。 

決議：修正後通過，詳如附件 5【見第 196-222 頁】。 

 

第六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師評鑑辦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本案經參酌「本校教學卓越計畫」歷年審查意見、「教師評鑑討論會議」

建議事項，及 101年 4月 18日、19日、5月 29日三場說明會教師意

見修正。 

二、修正重點如下： 

(一)本校自 101學年度起，除另有規定外，每位教師每隔四年辦理一次教

師評鑑，並規定已依原規定通過評鑑之教師，於五年期滿後，方依前

項規定辦理評鑑之過渡條款。（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增訂院長或委員於評鑑本人時，應自行迴避之相關規定。（修正條文

第三條）。 

(三)增訂永久免評鑑及當期免評鑑條件。（修正條文第四條）。 

(四)各個評鑑項目計分細則授權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另訂之。各院(通識

教育中心)依其特性，得參考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訂定之計分細則自訂

評鑑細項，經院務(中心)會議通過，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

施。（修正條文第五條） 

(五)為使教師評鑑功能得以發揮，爰將通過標準及未通過之後續輔導與處

理措施作以下修正：（修正條文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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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評鑑總成績未達九十點，或單項教學成績未達四十點、研究成績未

達二十五點、服務及輔導成績未達二十點者，應於次一年進行再評

鑑。 

2.再評鑑通過者，視為該次評鑑通過，並重新起算應接受評鑑年數。 

3.再評鑑未通過者，視為該次評鑑未通過並列為追蹤輔導之教師名

單，需接受相關輔導措施，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應協助提具改進

計畫並追蹤改善情形，輔導方式依本校教師傳習(Mentor)制度實施

要點辦理。 

4.第一次評鑑未通過者，除接受追蹤輔導外，並自次年起不予晉薪，

已達年功俸最高級者，自次年起不得申請休假、進修研究、借調、

在外兼職或兼課。 

5.連續二次評鑑未通過者，提請三級教評會審議，經確認不適任者，

應辦理退休、資遣或不續聘，或改聘為約聘教師。 

三、本案業經 101年 5月 30日第 373次行政會議及 101 年 6 月 13 日第 11

屆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第 3次會議通過。 

四、檢附本辦法修正對照表及草案全文各 1份，詳如附件 6，請  卓參。 

決議：修正後通過，詳如附件 6【見第 223-235 頁】。    

         

第七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導師制度於本校發展辦學特色，提高學生學習成效，均扮演重要的催

化角色。惟目前本校導師制度的量化資料係利用教務系統中「導生管

理」功能進行相關統計分析，為活化導師制度，經參考其他學校導師

制度，建置現行導師支持系統並增加質化資料的收集與呈現，以期為

本校導師制度注入新的活水源頭。 

二、本次修正案計修正9條，主要修法內容如下： 

（一）增列院輔導員兼宿舍導師（第二條）及院輔導員兼宿舍導師之職責

（第六條）。 

（二）導師工作經費項目增列遴聘各院輔導員兼宿舍導師之經費，由導師

費提撥之（第十條）。 

（三）其餘6條（第七條、第八條、第九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三

條）為條次異動及文字修正。 

三、本案前經101年5月30日第373次行政會議通過。101年6月13日校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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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委員會議委員提出寶貴意見，引發討論，爰擬提會，再博諮眾議。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各1份，詳如附件7【見第236-240  
頁】，請  卓參。 

決議：緩議，俟業務單位整合校內意見並凝聚共識後再送。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 8 時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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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管理學院「餐旅管理學系」 

更名「服務科學與餐旅管理學系」計畫書 

民國 101 年 4月 30 日 100學年度第 15 次聯合會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5月 2日 100學年度第 11次院務會議通過 

 

壹、 緣由： 

 

本校「餐旅管理學系」自 99學年度開始招生，衡酌此一學系的教育目標及課

程規劃，以展現運用服務科學為導向的觀點提升學生在餐旅業的創新創業知能與

經營管理績效，擬自 100學年度更名「服務科學與餐旅管理學系」，畢業時將授予

「服務科學與餐旅管理學系」之學士學位證書，目前 96名大一大二全體學生希望

更名為「服務科學與餐旅管理學系」繼續修業(如附件)，並經本學系 101 年 4 月

30 日召開之 100 學年度第 15 次聯合學系會議決議通過。擬陳請 學校報教育部核

准此一更名案。 

 

貳、 法源依據： 

依據大學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辦理。 

 

參、 計畫目標： 

擬自民國 102年 8月 1日「餐旅管理學系」更名為「服務科學與餐旅管理學系」。 

 

肆、 課程整合 

原餐旅管理學系學生擬准予適用「服務科學與餐旅管理學系」修業規則及課程，

俟後將循行政程序，送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備查。 

 

伍、 本計畫書依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增設及調整系所班組專業審核程序，經學系聯合系

務會議通過，送院務會議審核。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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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休閒學與觀光管理學系 
              餐旅管理學系 

100 學年度第 15 次聯合系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1 年 05 月 02 日（星期三）上午 8 點 30 分 
開會地點：觀光學系會議室（R339） 
主席：鄭主任健雄 
出席：林士彥老師、楊明青老師、丁冰和老師、洪嘉良老師、葉家瑜老師、曾喜

鵬老師、蕭柏勳老師、葉明亮老師、曾永平老師、吳淑玲老師、林昱成老

師 
列席：陳國明老師、陳宛伶、李旻蕙、許瑩潔（暨大會館）、李芬霞、蔡宗原（觀

光系學生代表）、蔡宛軒（餐旅系學生代表） 

記錄：陳宛伶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後通過） 

參、 報告事項（無）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餐旅管理學系」更名「服務科學與餐旅管理學系」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餐旅管理學系」自 99 學年度正式成立並開始招生，大二學生 46 名、大

一學生 50 名，為配合本校 102 至 103 學年度總量管制，以及衡酌本學系的

教育目標及課程規劃，突顯運用服務科學為導向的課程設計提升學生在餐

旅業的創新創業知能與經營管理績效，依規定報教育部更名核准，擬將更

名為「服務科學與餐旅管理學系」。 

（二） 「餐旅管理學系」學生填具「更名意見調查表」，全數「餐旅管理學系」

學生同意更名「服務科學與餐旅管理學系」。 

辦法：  

（一） 衡酌本學系的更名，原「創新與創業專業次領域」擬修正為「服務創新與

創業專業次領域」，並增加服務科學學科領域課程，培育學生具備服務體

驗、服務設計、服務創新等服務科學相關學理與實務技能。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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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因應系名調整，未來一年餐旅系專任老師應參加服務科學相關研習課程，

以強化本系師資具備服務體驗、服務設計或服務創新的服務科學相關專

長，所需經費由系務經費支付。 

（三） 通過後提送院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院務會議審議。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上午 9 點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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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五、系級課程委員會職責如下： 

(一) 規劃及審議系(所、學位

學程)必、選修課程內容

及整體課程之發展方向。 

(二) 審議雙主修、輔系修讀標

準。 

(三) 審議開設課程與學生核

心能力之對應。 

(四) 審核開設課程之課程大

綱，及開設課程與教師專

長之配合。 

(五) 定期檢討系（所、學位學

程）畢業學分數、課程架

構及實施成效，並納入校

外專家學者、業界、畢業

校友及學生之意見。 

(六) 審議系（所、學位學程）

其他課程相關事宜。 

五、系級課程委員會職責如下： 

(一) 規劃及審議系(所、學位

學程)必、選修課程內容

及整體課程之發展方向。 

(二) 審議雙主修、輔系修讀標

準。 

(三) 審議開設課程與學生核

心能力之對應。 

(四) 審核新開設課程之課程

大綱，及開設課程與教師

專長之配合。 

(五) 定期檢討系（所、學位學

程）畢業學分數、課程架

構及實施成效。 

(六) 審議系（所、學位學程）

其他課程相關事宜。 

1. 修 訂 第 四 款 規

定，系級課程委員

會職責應審核每

學期開設課程之

課程大綱，以落實

課程大綱檢核機

制。 

2. 修 訂 第 五 款 規

定，納入外部回饋

意見，作為課程改

善檢討之依據，以

強化外部迴圈課

程改善機制。 

 

六、 校課程委員會以教務長、副教

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

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

心主任及師資培育中心中心

主任為當然委員，各學院專任

教師各推選二人為推選委

員，及學生代表二人組成，並

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 

校課程委員會得視需要聘請

校外專家學者、業界代表及校

友代表數名擔任諮詢委員，並

邀請其他專任教師列席。 

校課程委員會委員為當然委

員者，任期以配合其主管任期

為準；推選委員之任期為二

年，連選得連任；學生代表之

任期為一年。 

六、校課程委員會以教務長、副教

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及師資培

育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各學

院專任教師各推選二人為推

選委員，及學生代表一人組

成，並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 

校課程委員會得視需要聘請

校外專家學者、業界代表及校

友代表數名擔任諮詢委員，並

邀請其他專任教師列席。 

校課程委員會委員為當然委

員者，任期以配合其主管任期

為準；推選委員之任期為二

年，連選得連任；學生代表之

任期為一年。 

 

1. 當然委員增列國

際事務長，並修正

通識教育中心及

師資培育中心中

心主任職稱。 

2. 學生代表增加為

二人。 

八、院級及系級課程委員會委員組 八、院級及系級課程委員會委員組 酌修文字，明定學生

附件 3 



73 
 

成應含校外專家學者、業界代

表、校友代表及學生代表。設

置要點由各學院、通識教育中

心、師資培育中心及系（所、

學位學程）自行訂定。院級課

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經校課程委

員會核備後實施；系級課程委

員會設置要點經院課程委員會

核備後實施。 

成應含校外專家學者、業界代

表及學生代表（含畢業生）。設

置要點由各學院、通識教育中

心、師資培育中心及系（所、

學位學程）自行訂定。院級課

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經校課程委

員會核備後實施；系級課程委

員會設置要點經院課程委員會

核備後實施。 

代表（含畢業生）之

成員應包含校友代

表及學生代表。 

十、經系(所、學位學程)課程委員

會議審議通過之事項，如影響

教師開課或學生修課權益，應

提送系(所、學位學程)務會議

核備。 

 增訂事涉影響教師

開課或學生修課權

益 時 ， 應 提 送 系

(所、學位學程)務會

議核備之程序規定。 

十一、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提請校務

會議通過後實施。 

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提請校務會

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條次變更，並刪除

「修正時亦同」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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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84 年 9 月 10 日第 9 次行政會議通過 

        87 年 9 月 29 日 87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 

        92 年 7 月 16 日 91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修正 

        92 年 12 月 17 日 92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 

        92 年 12 月 24 日 92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 

        96 年 10 月 3 日 96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 

        96 年 11 月 7 日 96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 

        96 年 11 月 22 日 96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 

        96 年 12 月 26 日 96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 

        97 年 6 月 11 日 96 學年度第 8 次教務會議修正 

        97 年 6 月 18 日 96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修正 

                                                                        99 年 6 月 7 日 98 學年第 7 次教務會議修正 

                                                                        99 年 6 月 23 日 98 學年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 

100 年 5 月 16 日 100 學年第 6 次教務會議修正 

 

一、為達本校辦學和發展特色之目標，特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四條規定設置「國

立暨南國際大學課程委員會」，並訂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課程委員會分為校、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系（所、學位學

程）三級。 

三、校課程委員會職責如下： 

(一) 審議全校課程之發展方向及開設準則。 

(二) 審議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規劃與開設之課程。 

(三) 審議跨院系(所、學位學程)學分學程之規劃與開設事宜。 

(四)定期評估全校課程實施成效。 

(五)審議其他全校性課程相關事宜。 

四、院級課程委員會職責如下： 

(一) 審議全院課程之發展方向及開設準則。 

(二) 規劃及審議院內各系(所、學位學程)課程架構及課程內容。 

(三) 整合並協調院內跨系(所、學位學程)課程之開設及學分學程之規劃。 

(四) 定期評估全院課程實施成效。 

(五) 審議其他全院課程相關事宜。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負責審議「全校共同課程」及「通識領域課程」之規劃與

開設事宜；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負責審議教育學程及教育專業課程之規劃與開

設事宜。 

五、系級課程委員會職責如下： 

(一) 規劃及審議系(所、學位學程)必、選修課程內容及整體課程之發展方向。 

(二) 審議雙主修、輔系修讀標準。 

(三) 審議開設課程與學生核心能力之對應。 

(四) 審核開設課程之課程大綱，及開設課程與教師專長之配合。 

(五) 定期檢討系（所、學位學程）畢業學分數、課程架構及實施成效，並納入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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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業界、畢業校友及學生之意見。 

(六) 審議系（所、學位學程）其他課程相關事宜。 

六、 校課程委員會以教務長、副教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

中心中心主任及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各學院專任教師各推選二人為

推選委員，及學生代表二人組成，並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 

校課程委員會得視需要聘請校外專家學者、業界代表及校友代表數名擔任諮詢委

員，並邀請其他專任教師列席。 

校課程委員會委員為當然委員者，任期以配合其主管任期為準；推選委員之任期為

二年，連選得連任；學生代表之任期為一年。 

七、 校課程委員會置執行祕書一人，由教務處課務組組長兼任之，綜理本會行政業務。  

八、 院級及系級課程委員會委員組成應含校外專家學者、業界代表、校友代表及學生代

表。設置要點由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及系（所、學位學程）自行

訂定。院級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經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實施；系級課程委員會設置

要點經院課程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九、 校課程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並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 

十、 經系(所、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之事項，如影響教師開課或學生修課

權益，應提送系(所、學位學程)務會議核備。 

十一、本要點經教務會議提請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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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教育學院赴越南境外專班開班計畫 

【國際教育領導】境外碩士在職專班 

 

 
 
 
 
 
 
 
 
 
 
 
 
 

招生學院、系/所：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學院 

 

聯絡人：姜義勝秘書                                            

 

電話：049-2910960 轉 3601                  
 

Email: ysjon@ncnu.edu.tw 

 

單位主管（核章）： 

 

教務長（核章）： 

 

校長(核章): 

 
 

附件 4 



77 
 

大學開設境外專班提報開班計畫自我檢核表 

符合 

請打 

要點 

項次 
要點內容 

說明 

頁數 

 3-1 本校財務及會計制度健全，且最近一年內無重大違規事件。  

 
3-2 

為本校現有之學院及系/所所開設，且該學院、系所最近一

次評鑑結果為二等以上。 

 

 3-3 已簽署雙方學校之合作協議，並已檢附於計畫書之內。  

 

4 

招生學制與規劃招生名額： 

□日間學士班(二技)      名。 

□日間學士班(四技)      名。 

□進修學制學士班(二技)      名，□係為在職專班。 

□進修學制學士班(四技)      名，□係為在職專班。 

□日間碩士班      名。 

□進修學制碩士班      名，係為在職專班。 

 

 
5-1 

合作學校為經當地主管機關設立或立案之大學或相當等級

之學校，並已於計畫書內詳加敘述。 

 

 
5-2 

合作學校能提供適切之教學場地或足夠教學之師資、圖

書、儀器及設備，並已於計畫書內詳以敘明。 

 

 

8 

業依規定規劃全部授課時數之 1/2以上由本校專、兼任教

師進行授課，由雙方兼任教師授課之時數，業依規定合計

不超過全部授課時數之 1/4。  

 

 10-1 業依規定規劃每學分授課時數達 18小時。  

 
10-2 

採遠距教學方式授課，已符合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之相

關規定辦理。 

 

 
13 

業依大學法第 24條、同法施行細則第 19條及要點第 14點

之相關規定，檢附招生規定。 

 

本表請附於開班計畫書目錄之前，各項自我檢核事項務必開班計畫書內容一致，如有差異

致審查不予通過應由各校自行負責。 

 
 
單位主管（核章）： 

 

教 務 長（核章）： 

 

校    長（核章）： 



78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01 學年度新增系所班組計畫校外專業審查意見修正對照表 

申請案名稱：教育學院越南境外「國際教育領導碩士在職專班」 

外審委

員編號 
專 業 審 查 意 見 

配 合 修 正 內 容 備註 

(參閱頁碼) 
 

修 正 後 修 正 前 

甲 
P7 鍾宜興副教授的

學歷不對宜更正 
俄羅斯教育科學院教育理

論暨教育學博士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比較教

育博士 
附件二 P6；34 

 
附件五 P3，發展重

點宜潤飾，把「教育

領導」納入課程。 

探究國際/全球脈絡下的教

育領導理論與實務發展方

向與議題。 

無 附件二 P32 

 
可以附加其他有利

於審查的活動相關

資料。 

將加入相關活動照片及紀

錄。 
  

 
著作更新以 2012 年

止 
已完成更新。  

詳如附件授課教

師發表著作資料 

乙 

P4 第 1 行共同之

援，宜修正為共同支

援；第 3 行成教所尚

未設博士班，括弧

的”博”宜刪除。 

1.共同支援 

2.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

(碩) 

1.共同之援 

2.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

(含碩、博) 

附件二 P4 

 
P5 及附件五之第 5
頁鍾宜興副教授學

歷可能誤植，請查明 

俄羅斯教育科學院教育理

論暨教育學博士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比較教

育博士 
附件二 P6；34 

丙 

深耕東南亞用意良

善，如何發揮雙向合

作共贏的教育文化

影響力，宜再增加說

明。也許適度融入跨

境實習參訪有其必

要性。 

 

原有 2 星期的必修課程

「國際教育領導實習」，此

乃在臺灣進行的教育實習

與參訪。 

附件二 P32 

 

深耕東南亞用意良

善，如何發揮雙向合

作共贏的教育文化

影響力，宜再增加說

明。也許適度融入跨

境實習參訪有其必

要性。 

「課程設計原則與特色」

處增加原則六「藉由對臺灣

教育的瞭解與來台的教育

實習，強化臺灣與越南的教

育交流，為未來兩國教育合

作發展新契機。」 

 附件二 P32 

院、系(所)主管簽章：                        

  

※1. 欄位不足部分請自行延伸欄位使用。 

2.「外審委員編號」請務必填寫，若該修正有二位以上委員同時提出，請填二位以上編號。 

3.「參閱頁碼」為修正後計畫書之頁碼。 

4.原始審查表請參閱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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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開班依據 

 

依《大學法》第 24 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及《大學開設境外專班申請及審查作

業要點》第 14 點之相關規定辦理。 

 

貳、當地許可開班之法令規定 

 

請參閱附件一。 

 

參、與當地合作學校簽訂之合作協議 

本次欲開設之專班乃與越南大叻市大叻大學合作開辦。本校與欲合作開班之學校已簽訂

備忘錄，並已有多年姊妹校之交流與合作關係。 

相關之合作協議請參閱附件二。 

 

肆、合作學校現況 

合作學校：越南大叻市大叻大學 

一. 校名(冠以地區全稱)：越南大叻市大叻大學（Dalat University） 

二. 立案情形：1976 年 10 月 27 日創設，相關文件請參閱附件三。 

三. 現有系所及學生人數：學校共有 52 個科系，包含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經濟學，

共計 3 個專業中學班（相當於台灣的高工）、4 個高等教育班（相當於台灣的高職）、

37 個學士班、7 個碩士班以及 1 個博士班。2008-2009 學年度，學生總人數 26,500

人。 

四. 師資情形：總人數：318 位；其中副教授 7 位，擁有博士學歷者 27 位，碩士 185 位，

學士 99 位。 

五. 圖儀設備：圖書館硬體為 5棟三層樓的大樓，總面積 8,400平方米，使用面積 6,402

平方米。其中書籍 40,515 本，129,414版；報章雜誌 420份；摘要文章 59,007 份；

電子資料 28,500份(電子教學資料 532筆，碩士論文 1,797本，越南本國研究結果

報告 8.956份，電子雜誌 1,434筆，報章、雜誌摘要 8,612份)； CD-ROM與 DVD 1,562

張，2,565版；資料庫 19種 (包含 AGORA, ACM, IEEE, PROQUEST,MathScinet,越南

法律……)。 

六. 空間規劃（含專班開設地點、場地規模與可使用資源）：場地使用同意書請參閱附

件四。 

 

伍、本校招生學院、系/所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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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境外專班係由教育學院所有系所共同支援。本院涵蓋 2 系所與 3 獨立所，包括國際文

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含學、碩、博）、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含學、碩、博）、成人與繼續教

育研究所（碩）、輔導與諮商研究所（含碩、博）、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碩）。 

 

學院、系/所名稱  

專任教師數 教授 5 名 

副教授 18 名 

助理教授 19 名 

講師 0 名 

兼職教師數 

教授 4 名 

副教授 6  名 

助理教授 9 名 

講師 15 名 

現有班級與學生數 博士班 3班 94 名 碩士班 7 班 247 名 學士班 2班 454 名 

 

陸、招生規劃 
一.招生學制：在職專班 

二.招生起始年度與季別︰102年暑期班 

三.開學日期: 102年 7月 

四.招生名額: 30人 

五.報考資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

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具有報考大學碩士班同等

學力資格，並有工作經驗且符合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訂定之條件之在職生，得報

名參加本校碩士在職專班甄試，經錄取後入學修讀碩士學位。 

六. 招生對象：本班以在職之大專院校與中小學領導與教師為主要招募對象。 

七.報考及考試日期: 

1、 報名期限：102 年 5 月中旬至 5 月底止 (以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碩士班及碩士在

職專班簡章為準) 。 
2、 口試日期：102 年 6 月(以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簡章為準) 。 

 (註：本專班之開設係配合政府推動之高等教育「深耕東南亞」計畫；本案申請緣起、發展

重點與課程特色請參閱【附件五】開班計畫說明及授課教師資料。) 

 

柒、甄試方式及錄取標準 

 

各項審查項目與所佔比例： 

報名資料審查 ( 50 %) 

1. 報名表 

2. 學經歷證明。（持外國學歷證件者，錄取報到時其學歷證件須已加蓋中華民國（臺灣）

駐外單位驗證戳記，否則取消錄取資格（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詳見附錄三）） 

3. 職業證照及專業資格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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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專業工作成就(含個人職務及表現、獲獎記錄、創作、專利、發明、表演及發表等)。 

5. 讀書與研究計畫。 

口試 ( 50 %) 
1. 口試方式：視訊口試 或 暨南國際大學胡志明市台灣教育中心辦公室（人文社會科學大

學）/大叻辦公室(越南大叻市)現場口試。 
2. 口試內容：自我介紹、專業知識、研究計畫內容等。 

 

注意事項： 

1. 考生應備齊各項審查資料各一式 5 份，於報名截止日前(以郵戳為憑) 寄達：大叻市大叻

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辦公室。 

2. 以審查成績總和前 50 名通知口試。 

3. 考生未達最低錄取標準，得不足額錄取。 

4. 在職專班上課時間為暑期、寒假、週六、日，上課地點為胡志明市人文社會科學大學/大

叻市大叻大學。 

 

捌、專班之授課師資 

一、師資整體規劃(限實際授課教師數) 

本校教師 專任 系所 

教授 楊振昇 教育學院院長 

副教授 鍾宜興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副教授 楊武勳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副教授 洪雯柔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副教授 陳怡如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副教授 張玉茹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副教授 余曉雯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副教授 張源泉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鄭以萱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教授 翁福元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副教授 楊世英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副教授 吳京玲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副教授 吳金春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助理教授 馮丰儀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助理教授 林孟潔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助理教授 蔡金田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助理教授 陳文彥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教授 吳明烈 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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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教授 蕭婉鎔 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 

副教授 沈慶鴻 輔導與諮商研究所 

教授 蕭  文 輔導與諮商研究所 

助理教授 林妙容 輔導與諮商研究所 

助理教授 趙祥和 輔導與諮商研究所 

副教授 林志忠 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 

副教授 楊洲松 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 

合計 25  

(註：本專班初期授課教師以本校師資為主，尚不納入合作學校之師資；合作學校主要係

提供教學場地、圖書設備與行政支援。) 

 

二、授課師資名冊(限實際授課教師與實際授課時數) 

本校授課教師安排原則： 

（1） 本課程採類似課程群組模式，教師亦以群組方式支援各模組課程。換言之， 

各群組之開課乃以輪流支援方式進行。以教育行政群組之課程為例，便有 7

位老師可支援該群組課程，增加本學分班教師調度與開設課程之彈性。 

（2）群組方式開課可增加課程之多樣性，提供學生選修空間。 

姓名 專/兼任 職稱 學歷 任教科目 學分數 授課時數 

楊振昇 專任 教授 美國北科

羅拉多大

學 教育學

博士 

教育行政專題研究 

各國教育行政專題研究 

學校行政專題研究 

組織行為與理論專題研

究 

教育領導專題研究 

國際教育領導實習 

4 4 

江芳盛 專任 教授 美國密西

根大學教

育學博士 

各國教育行政專題研究 

教育領導專題研究 

美洲教育專題研究 

2 2 

鍾宜興 專任 副教授 俄羅斯教

育科學院

教育理論

暨教育學

博士 

中等教育專題研究 

教育改革專題研究 

2 2 

洪雯柔 專任 副教授 國立暨南

國際大學

比較教育

全球化與教育專題研究 

國際教育專題研究 

紐澳教育專題研究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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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國際教育領導實習 

陳怡如 專任 副教授 英國倫敦

大學教育

政策與性

別研究博

士 

國際組織與教育發展專

題研究 

歐洲教育專題研究 

2 2 

楊武勳 專任 副教授 日本早稻

田大學教

育學研究

科教育學

博士 

高等教育專題研究 

亞洲教育專題研究 

國際教育領導實習 

2 2 

張玉茹 專任 副教授 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

與輔導博

士 

社會科學研究法專題研

究 

教育心理學專題研究 

2 2 

余曉雯 專任 副教授 德國圖賓

根大學教

育學博士 

台灣教育專題研究 2 2 

張源泉 專任 副教授 德國洪堡

大學法律

學系博士 

教育哲學專題研究 

亞洲教育專題研究 

2 2 

鄭以萱 專任 助理教授 英國倫敦

大學教育

和國際發

展學系博

士 

國際教育專題研究 

國際組織與教育發展專

題研究 

2 2 

翁福元 專任 教授 英國雪菲

爾大學社

會學系 哲

學博士 

教育社會學專題研究 

教育改革專題研究 

4 4 

楊世英 專任 副教授 耶魯大學

心理與教

育博士 

教育心理學專題研究 

教育領導專題研究 

2 2 

吳京玲 專任 副教授 加州大學

洛杉磯分

校 (UCLA) 

教育博士 

國際組織與教育發展專

題研究 

國際教育領導實習 

2 2 

吳金春 專任 副教授 加州大學 高等教育專題研究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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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塔芭芭

拉分校 

Gevirtz 

教育研究

學院 文化

前瞻與比

較博士 

台灣教育專題研究 

馮丰儀 專任 助理教授 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

教育系 教

育學博士 

社會科學研究法專題研

究 

2 2 

林孟潔 專任 助理教授 加州大學

洛杉機分

校-UCLA比

較教育博

士 

高等教育專題研究 2 2 

蔡金田 專任 助理教授 國立中正

大學教育

學研究所

博士 

教育行政專題研究 

各國教育行政專題研究 

學校行政專題研究 

2 2 

陳文彥 專任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教育學博

士 

中等教育專題研究 2 2 

吳明烈 專任 教授 德國柏林

自由大學

教育學院

博士 

人力資源管理專題研究 

組織行為與理論專題研

究 

4 4 

蕭婉鎔 專任 助理教授 國立中央

大學人力

資源管理

研究所博

士 

人力資源管理專題研究 2 2 

沈慶鴻 專任 副教授 彰化師範

大學諮商

輔導博士 

人力資源管理專題研究 

輔導原理與學校輔導專

題研究 

2 2 

蕭文 專任 教授 美國密蘇

里大學諮

商心理學

輔導原理與學校輔導專

題研究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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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林妙容 專任 助理教授 北科羅拉

多大學諮

商教育博

士 

輔導原理與學校輔導專

題研究 

2 2 

趙祥和 專任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博士 

輔導原理與學校輔導專

題研究 

2 2 

林志忠 專任 副教授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教育學博

士 

教育社會學專題研究 

教育行政專題研究 

各國教育行政專題研究 

學校行政專題研究 

4 4 

楊洲松 專任 副教授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教育學博

士 

教育社會學專題研究 

教育哲學專題研究 

中等教育專題研究 

2 2 

 

玖、修業年限及畢業學分數 

1.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之修業年限以二至四年為限，但得酌予延長至多二年。 

2. 本專班必修課程計 8 學分，選修課程計 16 學分（含必選修），共計 24 學分。 

3.本課程於第二學年開授在校本部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上課、為期兩週的「國際教育

領導實習」課程，本碩士專班學生必須返台上課。 

 

拾、課程規劃 

 

課程別 通識 語言（說明語言別） 專業 實習 遠距 論文 校外實習 

科目數/學分數 0 0 26/52 1/2 0/0 0/0 0/0 

 

一.授課語言：█中文、█英文、□當地國語言 (     ) 

 

二.授課方式：█面授 

         □遠距教學(應依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辦理並詳與敘明)  

         █實習 

 

（一）課程表（應包含科目名稱、學分數、時數、修課學期、選必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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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學分數 時數 修課學期 必選修 

全球化與教育專題研究 2 2 一上 選修（三選一） 

國際教育專題研究 2 2 一上 

國際組織與教育發展專題研究 2 2 一上 

社會科學研究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上 必修 

教育社會學專題研究 2 2 一上 選修（三選一） 

教育心理學專題研究 2 2 一上 

教育哲學專題研究 2 2 一上 

教育行政專題研究 2 2 一或二 選修（三選一） 

各國教育行政專題研究 2 2 一或二 

學校行政專題研究 2 2 一或二 

人力資源管理專題研究 2 2 一或二 選修（四選二） 

組織行為與理論專題研究 2 2 一或二 

教育領導專題研究 2 2 一或二 

輔導原理與學校輔導專題研究 2 2 一或二 

高等教育專題研究 2 2 一或二 選修（三選二） 

中等教育專題研究 2 2 一或二 

初等教育專題研究 2 2 一或二 

台灣教育專題研究 2 2 一或二 必修 

各國教育改革專題研究 2 2 一或二 選修（五選一） 

亞洲教育專題研究 2 2 二 

歐洲教育專題研究 2 2 二 

美洲教育專題研究 2 2 二 

紐澳教育專題研究 2 2 二 

論文撰寫專題研究 2 2 二 必修 

國際教育領導實習 2 2 二 必修 

 

（二）課程配當表 

下述配當表僅以修畢學分數之底限為課程安排範例。 

 

境外專班課程配當表 
102 年暑期 

節次 上 課 
時 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A  全球化與教育
專題研究/洪雯

社會科
學研究

 教育社會
學專題研

教育行政
專題研究 

  
B     



87 
 

C  柔/暨南大學/ 
專任/2 學分/2
小時/選修 

法專題
研究  究   

D     
  

E         

F  專題研討時間
（TA 協助） 

專題研
討時間
（TA 協
助） 

 專題研討

時間（TA
協助） 

專題研討

時間（TA
協助） 

  

G     

H         
  
I         

J         

K         

備註：本課程表自（102 年 7 月）開始實施至（102 年 9 月）止，每學分授滿 18 小時。 

 

103 年寒假 

節次 上 課 
時 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A  

人力資源管理
專題研究 

人力資
源管理
專題研
究 

 

教育領導
專題研究 

教育領導
專題研究 

  
B     

C     

D     
  

E         

F  專題研討時間
（TA 協助） 

專題研
討時間
（TA 協
助） 

 專題研討

時間（TA
協助） 

專題研討

時間（TA
協助） 

  

G     

H         
  
I         

J         

K         

備註：本課程表自（103 年 1 月）開始實施至（103 年 2 月）止，每學分授滿 18 小時。 

 

103 年暑期 

節次 上 課 
時 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A  

高等教育專題
研究 

中等教
育專題
研究 

 

台灣教育
專題研究 

各國教育
改革專題
研究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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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專題研討時間
（TA 協助） 

專題研
討時間
（TA 協
助） 

 專題研討

時間（TA
協助） 

專題研討

時間（TA
協助） 

  

G     

H         
  
I         

J         

K         

備註：本課程表自（103 年 7 月）開始實施至（103 年 9 月）止，每學分授滿 18 小時。 

 

104 年寒假 

節次 上 課 
時 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A  

論文撰寫專題
研究 

論文撰
寫專題
研究 

 

國際教育
領導實習 

國際教育
領導實習 

  
B     

C     

D     
  

E         

F  專題研討時間
（TA 協助） 

專題研
討時間
（TA 協
助） 

 專題研討

時間（TA
協助） 

專題研討

時間（TA
協助） 

  

G     

H         
  
I         

J         

K         

備註：本課程表自（104 年 1 月）開始實施至（104 年 2 月）止，每學分授滿 18 小時。 

 

拾壹、收費標準 

 
學雜費（每學期） 學分費 住宿費 生活費 其他費用 

NT 15000 /學期 NT 5000 /學分 無 無 無 

 

*註一：本課程於第二學年開授在校本部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上課、為期兩週的「國際

教育領導實習」課程，本碩士專班學生必須返台上課。 

*註二：學生來台修習「國際教育領導實習」課程之交通費、生活費等，由其自行支應。 

*註三：多人報名，則報名費另有團報優惠。 

 

拾貳、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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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金額（每學期） 人數 申請條件 

學雜費免費 NT 15000 /學期 1～2 大叻大學推薦之優秀學生 

 

拾參、學業輔導措施 

(應敘明平常學業輔導措施外另應敘明學生延畢之輔導方式) 

 

本專班規劃課程教師助理負責蒐集學生意見與問題，提供授課教師於課後或課外時間進

行學業輔導。 

延畢學生可於每學期課程期間返校進行諮詢，若於非受課期間或不克返回教學現場，本

專班將安排透過校際遠距或視訊設備提供輔導協助。 

 
注意：1. 所有表格均須填寫，如未辦理事項請填「無」，勿留空白。 

2.如因資料填寫不全或不明確，而致審查不通過者，由學校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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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越南許可開班之法令規定】 

NGH Ị  ĐỊNH  

CỦA CHÍNH PHỦ  SỐ  18/2001/NĐ-CP NGÀY 04 THÁNG 5 NĂM 2001  
QUY ĐỊNH VỀ  LẬP VÀ HOẠT ĐỘNG CỦA CÁC CƠ SỞ  VĂN HÓA,  

GIÁO DỤC NƯỚC NGOÀI TẠ I VIỆT NAM  

  

CHÍNH PHỦ  

 Căn cứ Luật Tổ chức Chính phủ ngày 30 tháng 9 năm 1992; 

Căn cứ Nghị quyết số 90/CP ngày 21 tháng 8 năm 1997 của Chính phủ về phương hướng 
và chủ trương xã hội hóa các hoạt động giáo dục, y tế, văn hóa; 

Để tăng cường quản lý và đ ảm bảo các điều kiện thuận lợi cho tổ chức, cá nhân nước 
ngoài tham gia vào việc phát triển sự nghiệp văn hóa, giáo dục ở Việt Nam; 

Theo đề nghị của Bộ trưởng Bộ Giáo dục và Đào tạo và Bộ trưởng Bộ Văn hóa - Thông 
tin, 

NGH Ị  ĐỊNH:  

  

CHƯƠNG I  
NHỮNG QUY ĐỊN H CHUNG  

  

Điều 1.  

1. Nghị định này quy định về lập và hoạt động của các cơ sở Văn hóa - Giáo dục nước 
ngoài tại Việt Nam (sau đây viết tắt là VHGDNN) để phát triển giáo dục, giao lưu văn hóa, 
không nhằm mục đích thu lợi nhuận. 

2. Nguồn thu từ các hoạt động của cơ sở Văn hóa - Giáo dục nước ngoài, sau khi trừ mọi 
chi phí hợp pháp, chỉ dùng để đầu tư phát triển sự nghiệp văn hóa - giáo dục, xây dựng các 
công trình cơ sở hạ tầng và chi cho các hoạt động vì lợi ích chung của cơ sở VHGDNN. 

3. Các cơ sở văn hóa, giáo dục nước ngoài hoạt động nhằm mục đích thu lợi nhuận 
không thuộc phạm vi điều chỉnh của Nghị định này và được thực hiện theo quy định của Luật 
Đầu tư nước ngoài tại Việt Nam. 

  

Điều 2. Cơ sở Văn hóa - Giáo dục nước ngoài tại Việt Nam là tên gọi chung các tổ 
chức, cơ quan văn hóa (như Văn phòng đ ại diện, Trung tâm, Viện, Làng, Câu lạc bộ, Thư 
viện, Nhà trưng bày, Công viên, Bảo tàng, Thảo cầm viên, v.v...), giáo dục (như Văn phòng đại 
diện, Trường học Quốc tế, Trường Đại học, Trung tâm dạy nghề, v.v...), văn hóa và giáo dụ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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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ư Văn phòng đại diện, Trường Văn hóa nghệ thuật, Nhà Văn hóa có lớp dạy ngoại ngữ...) 
được Nhà nước Việt Nam cho phép người Việt Nam định cư ở nước ngoài, người nước ngoài, 
pháp nhân nước ngoài (sau đây gọi chung là Bên nước ngoài) thành lập hoặc tham gia thành 
lập và tổ chức hoạt động tại Việt Nam. 

Điều 3.  Chính phủ Việt Nam khuyến khích mở cơ sở VHGDNN trong các lĩnh v ực 
sau: 

1. Đào tạo, bồi dưỡng và nâng cao trình đ ộ chuyên môn trong lĩnh v ực văn hóa, nghệ 
thuật, thông tin; 

2. Đào tạo công nhân kỹ thuật, kỹ thuật viên, cán bộ khoa học và cán bộ quản lý có 
trình độ cao trong các lĩnh vực kinh tế, công nghệ, khoa học kỹ thuật, khoa học tự nhiên; 

3. Hợp tác xây dựng các công trình văn hóa v ật thể, nghiên cứu các công trình văn hoá 
phi vật thể. 

  

Điều 4.  Cơ sở VHGDNN được thành lập dưới các hình thức sau: Văn phòng đại diện, 
cơ sở liên kết, cơ sở độc lập. 

1. Văn phòng đại diện là đơn vị của tổ chức văn hóa, giáo dục nước ngoài, có nhiệm vụ 
đại diện cho tổ chức đó trong việc xúc tiến xây dựng các dự án, chương trình h ợp tác trong 
lĩnh vực văn hóa, giáo dục được phía Việt Nam quan tâm; đôn đốc, giám sát việc thực hiện 
các thoả thuận về hợp tác văn hóa, giáo dục đã ký kết với các tổ chức văn hóa, giáo dục Việt 
Nam. 

2. Cơ sở liên kết là cơ sở VHGDNN được thành lập trên cơ sở Điều ước quốc tế mà nước 
Cộng hòa xã hội chủ nghĩa Việt Nam là một bên ký kết, hoặc trên cơ sở hợp đồng thỏa thuận 
giữa bên nước ngoài với tổ chức văn hóa, giáo dục Việt Nam. 

3. Cơ sở độc lập là cơ sở VHGDNN do bên nước ngoài chịu chi phí toàn bộ trong việc 
xây dựng cơ sở vật chất kỹ thuật, tổ chức và điều hành các hoạt động của cơ sở. 

  

CHƯƠNG II  
THỦ  TỤC CẤP,  GIA HẠN,  SỬA ĐỔ I ,  BỔ  SUNG VÀ  

THU HỒ I  G IẤ Y PHÉP LẬP VÀ HOẠT ĐỘNG  

 Điều 5.   

1. Tổ chức văn hóa, giáo dục nước ngoài được xét cấp giấy phép đặt Văn phòng đại diện 
khi có đủ các điều kiện sau đây: 

- Có tư cách pháp nhân theo pháp luật của nước tại đó tổ chức này được thành lập; 

- Có điều lệ, tôn chỉ, mục đích hoạt động rõ ràng và có thời gian hoạt động từ 3 năm trở 
lê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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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ó chương trình, dự án được phía Việt Nam quan tâm và có khả năng thực hiện nhằm 
thúc đẩy sự phát triển văn hóa, giáo dục của Việt Nam. 

2. Hồ sơ xin cấp giấy phép đặt Văn phòng đại diện tại Việt Nam gồm: 

a) Đơn xin cấp giấy phép với những nội dung chính sau đây: 

- Tên đầy đủ, quốc tịch, nơi đặt trụ sở chính của tổ chức; 

- Tôn chỉ, mục đích hoạt động; 

- Tóm tắt quá trình phát triển của tổ chức; 

- Cần có quy định rõ khả năng tài chính tối thiểu, nguồn và khả năng tài chính; 

- Lý do thành lập Văn phòng đại diện ở Việt Nam, địa điểm dự kiến đặt trụ sở; 

- Số lượng người Việt Nam và người nước ngoài dự kiến cho hoạt động của Văn phòng 
đại diện. 

b) Điều lệ hoặc Quy chế hoạt động của tổ chức văn hóa, giáo dục nước ngoài xin đặt 
Văn phòng đại diện. 

c) Văn bản chứng nhận tư cách pháp nhân do cơ quan có thẩm quyền của nơi thành lập 
cấp. 

d) Tài liệu tóm tắt quá trình phát triển hợp tác giữa tổ chức văn hóa, giáo dục xin đặt 
Văn phòng đại diện với các tổ chức văn hóa, giáo dục Việt Nam. 

e) Tóm tắt các chương trình, dự án đã thỏa thuận hoặc dự kiến hợp tác với Việt Nam. 

g) Sơ yếu lý lịch của người dự kiến sẽ được bổ nhiệm làm giám đốc Văn phòng đại diện. 

  

Điều 6.  

1. Cơ sở liên kết được cấp giấy phép khi bên Việt Nam có đủ các điều kiện sau đây:  

a) Là tổ chức, cá nhân đã hoạt động ít nhất 5 năm trong lĩnh vực dự định liên kết; 

b) Có văn bản xác định tư cách pháp lý, tình hình tài chính phù hợp với điều kiện liên 
kết thể hiện ở hợp đồng liên kết. 

2. Cơ sở liên kết được xét cấp giấy phép khi bên nước ngoài có đủ các điều kiện sau đây: 

a) Là tổ chức có tư cách pháp nhân hoặc cá nhân có năng lực pháp luật của nước sở tại; 

b) Đã hoạt động từ 5 năm trở lên trong lĩnh vực dự định liên kết; 

c) Có điều kiện vật chất và trang thiết bị kỹ thuật cần thiết theo yêu cầu của hợp đồng 
thỏa thuận. 

3. Hồ sơ xin cấp giấy phép đối với cơ sở liên kết gồm: 

a) Đơn xin cấp giấy phép với những nội dung chính sau đâ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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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ên đầy đủ, quốc tịch, địa chỉ của các bên liên kết; 

- Mục tiêu, phạm vi và thời hạn hoạt động trong lĩnh vực liên kết; 

- Tóm tắt quá trình hoạt động của mỗi bên trong lĩnh vực liên kết; 

- Lý do thành lập và địa điểm dự kiến đặt trụ sở; 

- Số lượng người Việt Nam và người nước ngoài dự kiến sẽ làm việc tại cơ sở liên kết. 

b) Hợp đồng thỏa thuận giữa các bên liên kết. 

  

c) Văn bản xác nhận tư cách pháp lý, nguồn và khả năng tài chính của các bên liên kết. 

d) Điều lệ hoặc Quy chế tổ chức và hoạt động của cơ sở liên kết. 

e) Sơ yếu lý lịch của người dự kiến sẽ được bổ nhiệm làm giám đốc hoặc hiệu trưởng 
(sau đây gọi chung là giám đốc). 

  

Điều 7.  

1. Cơ sở độc lập được xét cấp giấy phép khi bên nước ngoài có đủ các điều kiện sau đây: 

a) Là tổ chức có tư cách pháp nhân hoặc cá nhân có năng lực pháp luật; 

b) Đã hoạt động từ 5 năm trở lên trong lĩnh vực xin cấp giấy phép; 

- Có điều kiện vật chất cần thiết; 

- Giữa Việt Nam và nước mà bên nước ngoài mang quốc tịch đã ký kết và đang trong 
thời gian hiệu lực các văn bản hợp tác văn hóa, giáo dục cấp Chính phủ. 

2. Hồ sơ xin cấp giấy phép đối với cơ sở độc lập gồm: 

a) Đơn xin cấp giấy phép với những nội dung chính sau đây: 

- Tên đầy đủ, quốc tịch, địa chỉ của bên nước ngoài; 

- Mục tiêu, phạm vi và thời hạn hoạt động trong l ĩnh vực xin cấp giấy phép; 

- Tóm tắt quá trình hoạt động trong lĩnh vực xin cấp giấy phép; 

- Lý do thành lập và địa điểm dự kiến đặt trụ sở; 

- Số lượng người Việt Nam và người nước ngoài dự kiến làm việc tại cơ sở. 

b) Đề án hoạt động. 

c) Văn bản xác nhận tư cách pháp lý, nguồn và khả năng tài chính của bên nước ngoài. 

d) Điều lệ hoặc Quy chế tổ chức và hoạt động của cơ sở độc lập. 

e) Sơ yếu lý lịch của người dự kiến sẽ được bổ nhiệm làm giám đốc. 

  



94 
 

Điều 8.  Thời hạn hoạt động của cơ sở VHGDNN tại Việt Nam: 

1. Thời hạn hoạt động của Văn phòng đại diện là 5 năm, được tính từ ngày ký giấy phép 
và có thể được gia hạn. Mỗi lần gia hạn không quá 5 năm. 

2. Thời hạn hoạt động của cơ sở liên kết, cơ sở độc lập do cơ quan cấp giấy phép ghi 
trong giấy phép, được tính từ ngày ký giấy phép và không quá 50 năm. Cơ sở liên kết, cơ sở 
độc lập muốn gia hạn hoạt động phải làm đơn gia hạn gửi cơ quan cấp giấy phép, chậm nhất 
là 90 ngày trước khi hết hạn hoạt động. 

Điều 9. Thẩm quyền cấp, gia hạn, sửa đổi, bổ sung, thu hồi giấy phép đối với cơ sở 
VHGDNN được quy định như sau: 

1. Thủ tướng Chính phủ quyết định cấp hay không cấp giấy phép đối với cơ sở độc lập, 
cơ sở giáo dục ở bậc đại học và sau đại học, cơ sở văn hóa có quy mô lớn mang tính chất quốc 
gia, quốc tế và các dự án nhóm A. 

2. Bộ trưởng Bộ Giáo dục và Đào tạo quyết định đối với cơ sở VHGDNN hoạt động chủ 
yếu trong lĩnh vực giáo dục và đào tạo, trừ các trường hợp quy định tại khoản 1 và khoản 4 
Điều này. 

3. Bộ trưởng Bộ Văn hóa - Thông tin quyết định đối với cơ sở VHGDNN hoạt động chủ 
yếu trong lĩnh vực văn hóa và thông tin, trừ các trường hợp quy định tại khoản 1 Điều này. 

4. Bộ trưởng Bộ Lao động - Thương binh và Xã hội quyết định đối với cơ sở VHGDNN 
hoạt động chủ yếu trong lĩnh vực dạy nghề, trừ các trường hợp quy định tại khoản 1, 2 và 3 
Điều này. 

5. Cấp nào có thẩm quyền cho phép thành lập cơ sở VHGDNN tại Việt Nam thì cấp đó 
có thẩm quyền gia hạn, sửa đổi, bổ sung, thu hồi giấy phép, tạm thời đình chỉ và đình chỉ hoạt 
động, giải thể đối với cơ sở VHGDNN tại Việt Nam. 

  

Điều 10.  Việc tiếp nhận và thẩm định hồ sơ xin cấp giấy phép được quy định như 
sau: 

1. Đối với các cơ sở VHGDNN quy định tại khoản 1 Điều 9 của Nghị định này Bộ Giáo 
dục và Đào tạo, Bộ Văn hóa - Thông tin, Bộ Lao động - Thương binh và Xã hội tiếp nhận hồ 
sơ theo chức năng quản lý ngành được phân công phụ trách, lấy ý kiến của các Bộ, ngành và 
ủy ban nhân dân cấp tỉnh (sau đây gọi chung là ủy ban nhân dân tỉnh) có liên quan để trình Thủ 
tướng Chính phủ xem xét, quyết định. 

2. Đối với các trường hợp còn lại, Bộ Giáo dục và Đào tạo, Bộ Văn hóa - Thông tin, Bộ 
Lao động - Thương binh và Xã hội tiếp nhận hồ sơ theo thẩm quyền quy định tại các khoản 2, 
3 và 4 Điều 9 Nghị định này, lấy ý kiến của các Bộ, ngành và ủy ban nhân dân cấp tỉnh có liên 
quan trước khi xem xét, quyết đị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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Điều 11.  Thời hạn thẩm định hồ sơ được quy định như sau: 

1. Đối với các trường hợp quy định tại khoản 1 Điều 9 của Nghị định này, kể từ ngày 
nhận đủ hồ sơ hợp lệ, trong thời hạn 90 ngày, cơ quan tiếp nhận và thẩm định hồ sơ phải 
thẩm định xong trình ý kiến lên Thủ tướng Chính phủ. Trong thời hạn 7 ngày, kể từ ngày có ý 
kiến quyết định cấp hay không cấp giấy phép của Thủ tướng Chính phủ, cơ quan tiếp nhận 
và thẩm định hồ sơ thông báo kết quả bằng văn bản cho đương sự. 

2. Đối với các trường hợp còn lại, kể từ ngày nhận đủ hồ sơ hợp lệ, trong thời hạn 30 
ngày đối với Văn phòng đ ại diện, 60 ngày đối với cơ sở VHGDNN độc lập, cơ quan cấp giấy 
phép thông báo kết quả bằng văn bản cho đương sự. 

  

Điều 12.  

1. Trong thời hạn 90 ngày kể từ ngày được cấp giấy phép, cơ sở VHGDNN phải hoàn 
thành thủ tục đăng ký hoạt động với ủy ban nhân dân tỉnh, nơi cơ sở VHGDNN đóng trụ sở. 

2. Trong thời hạn 30 ngày kể từ ngày hoàn thành thủ tục đăng ký hoạt động với ủy ban 
nhân dân tỉnh, cơ sở VHGDNN phải đăng báo trung ương và báo địa phương trong 5 số liên 
tiếp các nội dung sau: 

a) Tên cơ sở VHGDNN (tiếng Việt Nam, tiếng nước ngoài thông dụng); 

b) Giấy phép thành lập (số, ngày và cơ quan cấp); 

c) Họ và tên Giám đốc; 

d) Địa điểm đặt trụ sở, điện thoại, fax; 

đ) Số tài khoản tại ngân hàng giao dịch. 

  

Điều 13.  Cơ sở VHGDNN có yêu cầu thay đổi tên gọi, trụ sở, giám đốc, lập chi 
nhánh, bổ sung chức năng, nhiệm vụ, phạm vi hoạt động, hoặc gia hạn giấy phép đều phải 
báo cáo cơ quan tiếp nhận và thẩm định hồ sơ quy định tại Điều 9 của Nghị định này và chỉ 
được thay đổi, bổ sung hoặc gia hạn khi có văn bản chấp thuận. 

Trong thời hạn 30 ngày kể từ ngày nhận được đơn yêu cầu, cơ quan cấp giấy phép có 
văn bản trả lời đương sự về các yêu cầu nêu trên. 

  

Điều 14.  

1. Hoạt động của cơ sở VHGDNN được chấm dứt trong các trường hợp sau: 

a) Hết thời hạn ghi trong giấy phép; 

b) Theo đề nghị của cơ sở VHGD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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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heo Quyết định thu hồi giấy phép của cơ quan cấp giấy phép. 

2. Cơ quan tiếp nhận và thẩm định hồ sơ có trách nhiệm thông báo lý do cho cơ s ở 
VHGDNN và ủy ban nhân dân tỉnh có liên quan biết trước 30 ngày khi cơ sở VHGDNN chấm 
dứt hoạt động. 

  

Điều 15.  Trong thời hạn 90 ngày kể từ ngày được thông báo chấm dứt hoạt động, cơ 
sở VHGDNN phải giải quyết xong mọi thủ tục có liên quan, bao gồm việc thông báo trên báo 
trung ương và báo địa phương về việc chấm dứt hoạt động, thanh toán các khoản nợ, tiền 
thuế, tiền lương, tiền thuê nhà, thanh lý tài sản, thanh lý hợp đồng, hoàn trả giấy phép, con 
dấu và gửi báo cáo bằng văn bản đến cơ quan cấp giấy phép và cơ quan nhà nước liên quan 
có thẩm quyền. Trong trường hợp đặc biệt, được cơ quan cấp giấy phép chuẩn y, thời hạn 
này có thể kéo dài hơn, nhưng không quá một năm. 

  

CHƯƠNG II I  
QUYỀN HẠN VÀ TRÁCH NHIỆM CỦA CƠ SỞ  VĂN HÓA,   

G IÁO DỤC NƯỚC NGOÀ I TẠ I  V IỆT NAM  

  

Điều 16.  Sau khi được cấp phép, cơ sở VHGDNN được hoạt động theo mục tiêu, nội 
dung, phạm vi, thời hạn đã được quy định trong giấy phép. Tập trung xây dựng và phát triển 
cơ sở VHGDNN để đáp ứng ngày càng tốt hơn các nhu cầu phù hợp với mục tiêu đã đư ợc 
phía Việt Nam cho phép. Có quyền quan hệ với các cơ quan chức năng của Việt Nam đề nghị 
tạo thuận lợi cho cơ sở VHGDNN tại Việt Nam hoạt động. 

  

Điều 17.  Cơ sở VHGDNN có nghĩa vụ tuân thủ pháp luật Việt Nam, không được lợi 
dụng các hoạt động văn hóa, giáo dục để tuyên truyền sai đường lối, chủ trương, chính sách 
của Nhà nước Cộng hòa xã hội chủ nghĩa Việt Nam, chia rẽ khối đoàn kết dân tộc, kích động 
bạo lực, tuyên truyền chiến tranh xâm lược, phá hoại thuần phong mỹ tục, truyền bá văn hóa 
phẩm đồi trụy, mê tín hủ tục và tệ nạn xã hội. 

  

Điều 18.  

1. Cơ sở VHGDNN được quyền tuyển dụng lao động theo nhu cầu hoạt động của mình; 
phải ưu tiên tuyển dụng công dân Việt Nam, tuân thủ các quy định của Bộ Luật Lao động và 
các quy định khác có liên quan của pháp luật Việt Nam về sử dụng lao động là người Việt 
Nam trong các cơ quan, tổ chức nước ngoài hoặc quốc tế tại Việt Nam. 

2. Công dân Việt Nam và công dân nước ngoài làm việc tại cơ sở VHGDNN có trách 
nhiệm tuân thủ và tôn trọng luật pháp Việt Nam, thực hiện quyền lợi và nghĩa vụ của mì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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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ên cơ sở hợp đồng lao động và các quy định của pháp luật về lao động; có trách nhiệm tôn 
trọng danh dự, nhân phẩm, phong tục của nhau. 

3. Công dân Việt Nam và công dân nước ngoài làm việc tại cơ sở VHGDNN bình đ ẳng 
về điều kiện làm việc và quyền lợi bồi dưỡng phát triển chuyên môn nghiệp vụ. 

4. Công dân Việt Nam làm việc tại cơ sở VHGDNN có quyền tham gia các tổ chức chính 
trị, tổ chức chính trị - xã hội, đoàn thể khác theo điều lệ của các tổ chức này và theo quy định 
của pháp luật Việt Nam. 

  

Điều 19.  

1. Cơ sở VHGDNN được quyền thuê trụ sở, nhà ở và các phương tiện phục vụ hoạt 
động và sinh hoạt của mình. 

2. Cơ sở VHGDNN có nhu cầu thuê đất để xây dựng cơ sở vật chất kỹ thuật phục vụ cho 
hoạt động của mình phải có hồ sơ xin thuê đất nộp kèm theo hồ sơ xin cấp giấy phép. 

3. Đối với đất đã được Nhà nước giao cho bên Việt Nam sử dụng, khi hợp tác với bên 
nước ngoài mà không thay đổi mục đích sử dụng đất thì sau khi đư ợc cấp giấy phép, cơ sở 
liên kết có quyền triển khai các thủ tục về thiết kế, xây dựng hoặc thực hiện các hoạt động đã 
được ghi trong giấy phép. 

4. Trong trường hợp cơ sở vật chất, trang thiết bị của cơ sở VHGDNN không đảm 
bảo các điều kiện về an toàn, vệ sinh hoặc môi trường, cơ quan quản lý nhà nư ớc Việt 
Nam có quyền yêu cầu Giám đốc cơ sở VHGDNN sửa chữa, hoàn thiện trong một khoảng 
thời gian nhất định; nếu thấy cần thiết, ra lệnh cơ sở đó tạm ngừng hoạt động để tiến hành 
khắc phục tình trạng trên. 

5. Cơ sở VHGDNN không được cho phép bất kỳ người nào hoặc tổ chức nào sử dụng 
danh nghĩa hoặc địa điểm của mình để tiến hành các hoạt động bất hợp pháp và trái với mục 
tiêu đã ghi trong giấy phép hoặc đã đăng ký. 

  

Điều 20.  Cơ sở VHGDNN được phép nhập khẩu hoặc tạm nhập tái xuất các phương 
tiện cần thiết cho hoạt động của cơ sở và cho nhu cầu làm việc và sinh hoạt của công dân 
nước ngoài làm việc tại cơ sở VHGDNN theo quy định của pháp luật Việt Nam. 

  

Điều 21.  Văn phòng đ ại diện và cơ sở VHGDNN không tiến hành các hoạt động có 
thu, được mở tài khoản chuyên chi (bằng tiền nước ngoài hoặc bằng tiền Việt Nam có gốc 
ngoại tệ) tại các Ngân hàng được thành lập và hoạt động theo pháp luật Việt Nam. 

  

Điều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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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ơ sở VHGDNN tiến hành các hoạt động có thu phải thực hiện chế độ kế toán, 
thống kê, kiểm toán theo quy định của pháp luật Việt Nam về kế toán, thống kê, kiểm 
toán; mở tài khoản bằng tiền nước ngoài và bằng tiền Việt Nam tại các Ngân hàng được 
thành lập và hoạt động theo pháp luật Việt Nam; thực hiện mọi khoản thu, chi thông qua 
các tài khoản đó. Trong trường hợp đặc biệt được Ngân hàng Nhà nước Việt Nam chấp 
thuận, cơ sở VHGDNN được phép mở tài khoản vốn vay tại Ngân hàng ở nước ngoài. 

2. Trong trường hợp bên nước ngoài phải bỏ vốn ban đầu và vốn vay để xây dựng cơ cở 
vật chất - kỹ thuật của cơ sở VHGDNN, sau khi thực hiện tất cả các nghĩa vụ tài chính, bên 
nước ngoài được chuyển ra nước ngoài: 

a) Các khoản tiền vốn thuộc quyền sở hữu hợp pháp của mình; 

b) Tiền vay và tiền trả lãi các khoản vay nước ngoài trong quá trình hoạt động. 

3. Cơ sở VHGDNN phải chấp hành nghiêm chỉnh các quy định về quản lý ngoại hối của 
Việt Nam. 

  

Điều 23.  

1. Cơ sở VHGDNN được phép nhận sự ủng hộ tài chính hoặc tài sản của các tổ chức, cá 
nhân trong và ngoài nước để xây dựng cơ sở vật chất - kỹ thuật và phát triển sự nghiệp văn 
hóa - giáo dục. 

2. Cơ sở VHGDNN không được nhận tiền hoặc tài sản dưới bất kỳ hình thức nào của 
bất kỳ ai (kể cả trong và ngoài nước) nếu việc nhận này vi phạm pháp luật Việt Nam. 

  

Điều 24.   

1. Công dân Việt Nam và công dân nước ngoài làm việc trong cơ sở VHGDNN phải nộp 
thuế thu nhập cá nhân theo quy định của pháp luật. 

2. Công dân nước ngoài làm việc tại Việt Nam trong cơ sở VHGDNN, sau khi nộp thuế 
thu nhập cá nhân, được chuyển ra nước ngoài thu nhập hợp pháp của mình. 

  

Điều 25.  Cơ sở VHGDNN có trách nhiệm thực hiện các quy định về công tác kiểm 
tra, thanh tra tại các Điều 28, 29 và 30 của Nghị định này và phải tạo mọi điều kiện thuận lợi 
cho công tác kiểm tra, thanh tra. 

  

Điều 26.   

1. Trong thời gian hoạt động tại Việt Nam cơ sở VHGDNN được Nhà nước Việt Nam 
bảo hộ các quyền và lợi ích hợp pháp theo pháp luật Việt Nam và các Điều ước quốc tế m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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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ộng hòa xã hội chủ nghĩa Việt Nam ký kết hoặc tham gia. 

2. Trong trường hợp Điều ước quốc tế mà Cộng hòa xã hội chủ nghĩa Việt Nam ký kết 
hoặc tham gia có quy định khác với quy định của Nghị định này thì áp dụng quy định của 
Điều ước quốc tế. 

  

Điều 27.  

1. Cơ sở VHGDNN phải báo cáo bằng văn bản định kỳ hằng năm về hoạt động của 
mình, gửi cho cơ quan quản lý nhà nư ớc quy định tại Điều 28 của Nghị định này và ủy ban 
nhân dân tỉnh, nơi đóng trụ sở. Khi cần thiết, theo yêu cầu của các cơ quan nói trên, cơ sở 
VHGDNN có trách nhiệm báo cáo, cung cấp tài liệu hoặc giải trình những vấn đề liên quan đến 
hoạt động của mình. 

2. Cơ sở VHGDNN, trong trường hợp tiến hành các hoạt động có thu, có trách nhiệm 
gửi báo cáo tài chính hằng năm tới Bộ Tài chính và cơ quan quản lý nhà nước của cơ sở đó. 

  

CHƯƠNG IV  
QUẢN LÝ NHÀ NƯ ỚC  

  

Điều 28. Bộ Giáo dục và Đào tạo, Bộ Văn hóa - Thông tin, Bộ Lao động - Thương binh và 
Xã hội là cơ quan giúp Chính phủ thống nhất quản lý nhà nước đối với mọi hoạt động của cơ 
sở VHGDNN liên quan đến ngành mình phụ trách, có các nhiệm vụ và quyền hạn sau đây: 

1. Xây dựng trình cơ quan có th ẩm quyền ban hành hoặc ban hành theo thẩm quyền 
văn bản quy phạm pháp luật về hoạt động văn hóa, giáo dục của cơ sở VHGDNN; 

2. Hướng dẫn thủ tục, tiếp nhận hồ sơ xin cấp giấy phép, chủ trì tổ chức thẩm định, cấp 
giấy phép theo quy định; 

3. Làm đầu mối giải quyết những vấn đề liên quan đến việc thành lập và hoạt động của 
cơ sở VHGDNN; 

4. Hướng dẫn, kiểm tra, thanh tra và đánh giá về tổ chức và hoạt động của cơ sở 
VHGDNN và thông báo công khai kết quả kiểm tra, thanh tra, đánh giá; xử lý vi phạm theo 
quy định tại Chương V của Nghị định này. 

  

Điều 29.  Các Bộ, cơ quan ngang Bộ, cơ quan thuộc Chính phủ, trong phạm vi chức 
năng được giao, có trách nhiệm phối hợp xây dựng văn bản quy phạm pháp luật về hoạt động 
văn hóa, giáo dục của cơ sở VHGDNN; tham gia thẩm định hồ sơ xin cấp giấy phép; hướng 
dẫn, giải quyết các thủ tục liên quan đến thành lập cơ sở VHGDNN; kiểm tra, thanh tra hoạt 
động của cơ sở VHGDNN; thực hiện các nhiệm vụ khác thuộc thẩm quyền theo quy định củ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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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áp luật. 

Điều 30.  Uỷ ban nhân dân tỉnh, nơi đặt trụ sở của cơ sở VHGDNN, có những nhiệm 
vụ và quyền hạn sau đây trong việc thực hiện quản lý nhà nư ớc về hoạt động văn hóa, giáo 
dục của cơ sở VHGDNN trên địa bàn lãnh thổ: 

1. Tham gia thẩm định hồ sơ xin cấp giấy phép; 

2. Kiểm tra, thanh tra về tổ chức và hoạt động của cơ sở VHGDNN; 

3. Trực tiếp quản lý các cơ sở VHGDNN đặt tại địa phương theo sự phân cấp của Chính 
phủ; 

4. Đề nghị cơ quan nhà nước có thẩm quyền xem xét và giải quyết những vấn đề về tổ 
chức và hoạt động của cơ sở VHGDNN; 

5. Thực hiện các nhiệm vụ khác thuộc thẩm quyền theo quy định của pháp luật. 

  

Điều 31.  Sở Giáo dục và Đào tạo, Sở Văn hoá - Thông tin, Sở Lao động - Thương 
binh và Xã hội, trong phạm vi chức năng được giao, có trách nhiệm giúp ủy ban nhân dân 
tỉnh, nơi đặt trụ sở của cơ sở VHGDNN thực hiện chức năng quản lý nhà nư ớc trên địa bàn 
lãnh thổ đối với hoạt động văn hoá, giáo dục của cơ sở VHGDNN. 

  

CHƯƠNG V  
XỬ  LÝ V I PHẠM  

  

Điều 32.  

1. Tổ chức, cá nhân thuộc cơ sở VHGDNN vi phạm các quy định của Nghị định này thì 
phải chấm dứt các vi phạm và tuỳ theo mức độ vi phạm sẽ bị xử lý theo các hình thức sau 
đây:  

Phạt cảnh cáo hoặc phạt tiền từ năm triệu đồng đến hai mươi triệu đồng đối với một 
trong các hành vi sau đây:  

a) Tẩy xoá, sửa chữa, cho thuê, cho mượn giấy phép; 

b) Sử dụng người lao động làm việc trong cơ sở VHGDNN trái với quy định của Nghị 
định này và của pháp luật về lao động của Việt Nam; 

c) Không có biển hiệu, làm sai biển hiệu hoặc sử dụng biển hiệu trái với quy định của 
pháp luật; 

d) Chậm trễ trong việc thanh toán, trả trụ sở, trả phương tiện làm việc đã thuê trong 
trường hợp chấm dứt hợp đồng; 

đ) Không báo cáo hoặc báo cáo không đúng về tổ chức và hoạt động của cơ s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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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HGDNN theo quy định. 

2. Phạt tiền từ hai mươi triệu đồng đến sáu mươi triệu đồng đối với một trong các hành 
vi sau đây:  

a) Thay đổi tên gọi, thay đổi giám đốc hoặc thay đổi trụ sở từ tỉnh, thành phố trực thuộc 
Trung ương này sang tỉnh, thành phố trực thuộc Trung ương khác khi chưa được chấp nhận; 

b) Tạm ngừng hoặc chấm dứt hoạt động mà không thông báo; 

c) Vi phạm các quy định về mở và sử dụng tài khoản hoặc về chế độ kế toán, thống kê; 

d) Gây khó khăn, cản trở khi cơ quan nhà nước có thẩm quyền tiến hành kiểm tra, 
thanh tra. 

3. Phạt tiền từ sáu mươi triệu đồng đến một trăm triệu đồng đối với một trong các hành 
vi sau đây:  

a) Hoạt động ngoài mục tiêu, nội dung, phạm vi đã được quy định trong giấy phép; 

b) Hoạt động khi giấy phép đã hết hạn hoặc khi cơ sở VHGDNN đang trong thời gian bị 
tạm thời đình chỉ hoạt động. 

4. Trường hợp cơ sở VHGDNN có hành vi vi phạm quy định tại khoản 1 và khoản 2 
Điều này mà có tình tiết tăng nặng thì sẽ bị phạt tiền với mức phạt cao nhất trong khung, 
đồng thời còn có thể bị tạm thời đình chỉ hoạt động. 

Trường hợp cơ sở VHDGNN có hành vi vi phạm quy định tại khoản 3 Điều này mà có 
tình tiết tăng nặng thì sẽ bị phạt tiền với mức phạt cao nhất trong khung, đồng thời còn có thể 
bị tạm thời đình chỉ hoạt động hoặc bị thu hồi giấy phép. 

  

Điều 33.  Công dân Việt Nam, công dân nước ngoài làm việc trong cơ sở VHGDNN có 
hành vi vi phạm các quy định của Nghị định này thì tuỳ theo mức độ vi phạm sẽ bị xử phạt vi 
phạm hành chính hoặc bị truy cứu trách nhiệm hình sự theo quy định của pháp luật Việt 
Nam. 

  

Điều 34.  

1. Cơ quan cấp giấy phép ra quyết định xử lý mức đình chỉ hoạt động tạm thời hoặc thu 
hồi giấy phép. 

2. Thanh tra chuyên ngành Giáo dục và Đào tạo, Văn hóa - Thông tin, Lao động - 
Thương binh và Xã hội ra quyết định xử lý các hành vi vi phạm quy định tại khoản 3 Điều 32 
của Nghị định này; báo cáo Bộ trưởng, đề nghị Thủ tướng Chính phủ tạm thời đình chỉ hoạt 
động hoặc thu hồi giấy phép đối với cơ sở VHGDNN thuộc thẩm quyền quyết định của Thủ 
tướng Chính phủ trong trường hợp cơ sở này có các hành vi vi phạm quy định tại khoản 4 
Điều 32 của Nghị định nà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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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hủ tịch Uỷ ban nhân dân tỉnh, nơi đặt trụ sở của cơ sở VHGDNN, ra quyết định xử 
lý các hành vi vi phạm quy định tại khoản 1 và 2 Điều 32 của Nghị định này; đề nghị cơ quan 
quản lý nhà nước có liên quan tạm thời đình chỉ hoạt động của cơ sở VHGDNN thuộc thẩm 
quyền quyết định của mình trong trư ờng hợp cơ sở này có các hành vi vi phạm quy định tại 
khoản 4 Điều 32 của Nghị định này. 

  

Điều 35.  

1. Cán bộ, công chức Việt Nam khi thi hành công vụ nếu vi phạm các quy định của Nghị 
định này thì tuỳ theo mức độ vi phạm mà bị xử lý kỷ luật hoặc bị truy cứu trách nhiệm hình 
sự. 

2. Cơ sở VHGDNN có quyền khiếu nại, khởi kiện với cơ quan nhà nước có thẩm quyền 
về quyết định xử lý vi phạm, hành vi của cán bộ, công chức Việt Nam khi thi hành công vụ 
mà mình cho là không đúng. 

CHƯƠNG VI  
Đ IỀU KHOẢN THI HÀNH  

  

Điều 36.  

1. Các cơ sở VHGDNN đã được Chính phủ Việt Nam cho phép thành lập trước khi ban 
hành Nghị định này không phải xét duyệt lại, nhưng phải bổ sung, hoàn chỉnh hồ sơ trong 
thời hạn 60 (sáu mươi) ngày kể từ ngày Nghị định này có hiệu lực và phải thực hiện đầy đủ 
các quy định của Nghị định này, trừ trường hợp cơ sở VHGDNN được Chính phủ Việt Nam 
cho phép thành lập và quản lý theo quy chế riêng. 

2. Các bộ phận công tác của tổ chức văn hóa, giáo dục nước ngoài hiện đang hoạt động 
tại Việt Nam, có trụ sở và nhân viên, nhưng chưa được Chính phủ Việt Nam cấp giấy phép, 
trong thời hạn 60 (sáu mươi) ngày kể từ ngày Nghị định này có hiệu lực, phải làm thủ tục xin 
cấp giấy phép theo các quy định của Nghị định này, nếu quá thời hạn nói trên thì buộc phải 
chấm dứt hoạt động. 

  

Điều 37.  Nghị định này có hiệu lực sau 15 ngày, kể từ ngày ký. Những quy định trước 
đây trái với Nghị định này đều bãi bỏ. 

Bộ trưởng Bộ Giáo dục và Đào tạo, Bộ trưởng Bộ Văn hóa - Thông tin và Bộ trưởng Bộ 
Lao động - Thương binh và Xã h ội chịu trách nhiệm hướng dẫn và kiểm tra thực hiện Nghị 
định này. 

  

Điều 38.  Các Bộ trưởng, Thủ trưởng cơ quan ngang Bộ, Thủ trưởng cơ quan thuộ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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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ính phủ, Chủ tịch ủy ban nhân dân các tỉnh, thành phố trực thuộc Trung ương, các cơ sở 
văn hóa, giáo dục nước ngoài tại Việt Nam chịu trách nhiệm thi hành Nghị định nà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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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大叻大學立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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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開班計畫說明及授課教師資料 
 
壹、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教育領導」境外碩士專班開班計畫說明 
 

一、申請理由 

首先，在專業人力國際流動日趨頻繁之際，高等教育機構畢業生的國際知能已成為不

可或缺的能力，如同的學者 Zweig、Chen 與 Rosen 等人長期觀察跨國人力流動，主張「具

跨國經驗」的人力資本（transnational human capital）越來越重要（引自姜麗娟，2009：

2）。又企業與溝通網絡之全球化影響，國際經驗與全球溝通語言—英語—之流暢運用等需

求不可避免地影響教育體系與目標；再者各國高等教育在經濟與政治條件上的改善，使得

教育流動的國際化更形容易等因素之影響，使得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成為各國高等教育的重

要議題（Bruch & Barty, 1998）。 

Elliott（1998）亦指出，國際化乃是許多政府推動的系統化措施，以促使高等教育機

構面對且回應社會與經濟全球化的影響。而根據國際大學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IAU）2003 年的調查，國際化已成為各國高等教育的重要趨勢。在該研

究受訪的大學中，70%以上的大學表示已訂定該校的國際化策略；其中，78%的大學更編列

經費，支持國際化的各項活動（UNESCO, 2003）。在高等教育國際化日益蓬勃的發展中，其

發展面向也愈益多元。戴曉霞（2004）便指出，高等教育的國際化主要可以分由學生、教

師、課程及研究四個方向來進行。而在我國教育部所公布之 2009 至 2012 年教育施政藍圖

中，教育國際化的推展亦涵蓋了極廣的範圍，如強化國際能力、提升世界評比、發展一流

大學、鼓勵學生留學、吸引境外學生、促進國際交流、推動對外服務、辦理技職交流、推

展國際參與、推動學歷認證、招收陸生來台等。 

本越南境外專班課程之開設，目的除吸引境外越南學生外，更希冀進一步吸引其來台

留學攻讀博士學位且學習華語。此外，亦藉此促進兩國兩大學之國際交流，且藉由在台進

行之為期兩週的「國際教育領導實習」，促進越南學生（亦為教育工作者）與台灣教育工作

者的交流、與台灣本地學生的互相學習，同時提升台灣與越南兩地學生與教育工作者的國

際素養。 

其次，由於國際學生的流動人數龐大，其消費構成價值數百億美元的市場，因此招收

外國學生不只有利於長期政治、經貿關係的耕耘、國家競爭力的提升，更是重要的外銷服

務性產品，故工業先進國家與工業新興國家無不將之視為既是高等教育、也是政治和經濟

的重要策略（戴曉霞，2004）。 

馬英九總統 100 年元月在「全國大學校長會議」中揭示：「打造台灣為東南亞高等教育

大國，高等教育輸出為我國重要產業，台灣的大學國際化發展刻不容緩，打造台灣成為東

亞高等教育中心。」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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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總統清晰明確地宣示：台灣將「深耕東南亞高等教育市場」，以向東南亞進行高教輸

出為國家重大政策並設定打造台灣為亞太高教中心的具體目標，此時乃我國高等教育國際

化乃至國家文化戰略實踐的關鍵時刻。同時，教育部全方位地推動「深耕東南亞」工作，

各大學亦積極配合，台灣與東南亞的高等教育與技職教育交流達到高峰。 

基於台灣經濟發展成功經驗在東南亞的「再現」，台灣高等教育與技職教育對東南亞國

家相對具有吸引力，尤其是以越南為首的東協後四國 (柬埔寨、寮國、緬甸、越南；CLMV) 

對台灣經驗的汲取深感興趣，特別是兩岸關係的發展，東南亞 (特別是越南) 因而成為台

灣高教輸出的首要目標。 

再次，全球華文熱亦帶來對我國的影響。中國大陸由於其擁有眾多正式邦交國，復以

其新興經濟大國之發展潛力頗受青睞，加以眾多歷史遺跡與文物，因此其在推展華語文教

學與高等教育上有其優勢，吸引許多國家之大學與之建立正式合作關係、設立孔子學院等。

也因此，台灣若要走向國際，更多非政治性的、非官方的管道與方式更為關鍵，也更為必

要。依據研究，台灣在推展華語文教學與高等教育上有其優勢。台灣政治的民主化、高度

的經濟發展與生活水準、濃厚的人情味與友善更迭經國際媒體讚揚，此外，儒家文化的持

續推展、語言的多樣性較為有限乃是台灣的有利之處，相較於中國大陸歷經文革斷層、對

人權的輕忽，我們自有優勢。基於此，我們若能較諸中國大陸更在方案設計上、人才專業

度上有更高的水準，有更深的跨文化瞭解與回應規劃，加以發揮台灣的獨特特色，將能在

中國大陸的強大華語文教學與高等教育優勢下，開拓出另一片生天。此即本專班部份課程

以中文授課之原因。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 設有我國唯一且完善的東南亞研究教學系統，

且受教育部委託自 2007 年起於越南胡志明市設立並營運「台灣教育中心」(Taiwan 

Education Center)，可作為支援本專班的重要基礎。而教育學院中之各系所各有其專長領

域，可合作支援本專班之不同課程，如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可支援國際化、全球化、

國際教育、各國教育行政、各國教育改革等課程，開設出不同於一般教育類境外專班之課

程；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可支援教育行政與領導等課程，以積極培養越南目前最欠缺之具

國際視野的教育領導者，亦為越南未來推動教育改革與實務的人力奠定良好基礎；成人與

繼續教育研究所、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等，則為人力資源管理、諮商輔導等越南教育領導者

尚未開展之能力發揮引導之功；而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則可提供其有關中等教育與資

訊教育的第一手訊息，並將之規劃於行政與教育實務工作中，傳授經驗與理論基礎給越南

教育領導者。 

 

二、本碩士專班發展方向與重點 

本碩士專班特別著重國際/全球視野的養成，以及台灣及世界各國教育發展經驗在課程

結構的落實，針對快速發展中的越南社會需求，以高等教育與中等教育之領導者與專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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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為對象，提供專業的進修課程。 

  

 

發展重點:   

1、 結合理論分析觀點與實際發展經驗的課程系統。 

2、 探究國際/全球脈絡下的教育領導理論與實務發展方向與議題。 

3、 著重國際/全球脈絡與各國教育現勢的瞭解，以養成越南教育領導與實務工作者對全球

與各國教育發展趨勢的瞭解。 

4、 強調台灣教育發展經驗模式對越南的參考性，強化台越兩國的交流。 

5、 建構紮實的教育基礎知識與探究能力。 

 

三、本碩士專班之課程規劃 

     本所之課程規劃兼具專才與通才內容，強化理論與實務上的結合，達成學 

習之目的。 

 

一、課程設計原則與特色 

（一）強調「以學生為中心」之教學理念，整合各系所優秀師資，採專業知識制養成

方式，培育兼具深度與廣度的全方位的高等教育與中等教育教育領導人才與專業師

資為教學宗旨。 

（二）著重理論分析與實務個案的結合，推動個案研究討論與撰寫、以及越南學生來

台的實習課程與參訪，為學生培養宏遠國際觀並達成理論與實務的結合。 

（三）課程結構分為必修課程（8 學分）、選修課程（16 學分），共需修滿 24 學分（含

畢業論文）。 

（四）結合全球與本土視野，一方面開拓學員對全球化、各國與台灣教育的瞭解，一

方面引領學員探討與反思越南教育問題，為越南教育改革提供紮實人力資源。 

（五）以培養「領導力」為核心訴求，除奠定教育工作者之教育與研究能力外，亦積

極培養未來在高等教育與中等教育的領者人才與相關能力。 

（六）藉由對臺灣教育的瞭解與來台的教育實習，強化臺灣與越南的教育交流，為未

來兩國教育合作發展新契機。 

 

二、 課程及結構 

 

(一) 必選修科目一覽表：  



114 
 

 

 

 

依上述課程，本專班必修課程計 8學分，選修課程計 16 學分，共計 24學分。 

 

貳、 授課教師資料 (含著作) 

 

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教育領導師資介紹:本校專班師資將由本院專任相關專長助

理教授級以上教師擔任。 

二、 師資介紹:本校專班師資將由本校專兼任相關專長助理教授級以上教師擔任。詳如

 課  程  名  稱(中文及英文) 學分數 修別 開課年級 

全球化與教育專題研究 2 

選修（三選一） 

一上 

國際教育專題研究 2 一上 

國際組織與教育發展專題研究 2 一上 

社會科學研究法專題研究 2 必修 一上 

教育社會學專題研究 2 

選修（三選一） 

一上 

教育心理學專題研究 2 一上 

教育哲學專題研究 2 一上 

教育行政專題研究 2 

選修（三選一） 

一或二 

各國教育行政專題研究 2 一或二 

學校行政專題研究 2 一或二 

人力資源管理專題研究 2 

選修（四選二） 

一或二 

組織行為與理論專題研究 2 一或二 

教育領導專題研究 2 一或二 

輔導原理與學校輔導專題研究 2 一或二 

高等教育專題研究 2 

選修（三選二） 

一或二 

中等教育專題研究 2 一或二 

初等教育專題研究 2 一或二 

台灣教育專題研究 2 必修 一或二 

各國教育改革專題研究 2 

選修（五選一） 

一或二 

亞洲教育專題研究 2 二 

歐洲教育專題研究 2 二 

美洲教育專題研究 2 二 

紐澳教育專題研究 2 二 

論文撰寫專題研究 2 必修 二 

國際教育領導實習 2 必修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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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 

姓名 專/兼任 職稱 學歷 任教科目 

楊振昇 專任 教授 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 教育學

博士 

教育行政專題研究 

各國教育行政專題研究 

學校行政專題研究 

組織行為與理論專題研究 

教育領導專題研究 

國際教育領導實習 

江芳盛 專任 教授 美國密西根大學教育學博士 各國教育行政專題研究 

教育領導專題研究 

美洲教育專題研究 

鍾宜興 專任 副教授 俄羅斯教育科學院教育理論

暨教育學博士 

中等教育專題研究 

教育改革專題研究 

洪雯柔 專任 副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比較教育

博士 

全球化與教育專題研究 

國際教育專題研究 

紐澳教育專題研究 

國際教育領導實習 

陳怡如 專任 副教授 英國倫敦大學教育政策與性

別研究博士 

國際組織與教育發展專題研究 

歐洲教育專題研究 

楊武勳 專任 副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學教育學研究

科教育學博士 

高等教育專題研究 

亞洲教育專題研究 

國際教育領導實習 

張玉茹 專任 副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

與輔導博士 

社會科學研究法專題研究 

教育心理學專題研究 

余曉雯 專任 副教授 德國圖賓根大學教育學博士 台灣教育專題研究 

張源泉 專任 副教授 德國洪堡大學法律學系博士 教育哲學專題研究 

亞洲教育專題研究 

鄭以萱 專任 助理教

授 

英國倫敦大學教育和國際發

展學系博士 

國際教育專題研究 

國際組織與教育發展專題研究 

翁福元 專任 教授 英國雪菲爾大學社會學系 哲

學博士 

教育社會學專題研究 

教育改革專題研究 

楊世英 專任 副教授 耶魯大學心理與教育博士 教育心理學專題研究 

教育領導專題研究 

吳京玲 專任 副教授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教育博士 

國際組織與教育發展專題研究 

國際教育領導實習 

吳金春 專任 副教授 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 高等教育專題研究 



116 
 

Gevirtz 教育研究學院 文化

前瞻與比較博士 

台灣教育專題研究 

馮丰儀 專任 助理教

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 教

育學博士 

社會科學研究法專題研究 

林孟潔 專任 助理教

授 

加州大學洛杉機分校-UCLA比

較教育博士 

高等教育專題研究 

蔡金田 專任 助理教

授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博士 

教育行政專題研究 

各國教育行政專題研究 

學校行政專題研究 

陳文彥 專任 助理教

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博

士 

中等教育專題研究 

吳明烈 專任 教授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教育學院

博士 

人力資源管理專題研究 

組織行為與理論專題研究 

蕭婉鎔 專任 助理教

授 

國立中央大學人力資源管理

研究所博士 

人力資源管理專題研究 

沈慶鴻 專任 副教授 彰化師範大學諮商輔導博士 人力資源管理專題研究 

輔導原理與學校輔導專題研究 

蕭文 專任 教授 美國密蘇里大學諮商心理學

博士 

輔導原理與學校輔導專題研究 

林妙容 專任 助理教

授 

北科羅拉多大學諮商教育博

士 

輔導原理與學校輔導專題研究 

趙祥和 專任 助理教

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 輔導原理與學校輔導專題研究 

林志忠 專任 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博

士 

教育社會學專題研究 

教育行政專題研究 

各國教育行政專題研究 

學校行政專題研究 

楊洲松 專任 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博

士 

教育社會學專題研究 

教育哲學專題研究 

中等教育專題研究 

 

 

 

三、以上專班授課教師發表著作資料(詳如另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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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院系(所)學位學程所需圖書、儀器設備規劃及增購之計畫： 
一、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圖書資源 

現有圖書狀況為中文圖書 150,826冊，外文圖書 53,448冊；中文期刊 595種，

外文期刊 422種，未來本學程所需圖、書儀器設備規劃及增購之計畫為現有該領域

專業圖書：中文圖書 42,406 冊，外文圖書 28,669 冊，98 學年度增購政治經濟、

教育與區域研究圖書 5,000冊以供應學生研究之資源。 

    本校圖書館設有「東南亞特藏」與「國際與比較教育」資料庫，另有建置相當豐

富的電子資源，提供學生在網路上下載所需的資料。。 

二、越南國家大學胡志明市人文社會科學大學圖書資源 

    本專班上課地點在大叻市大叻大學，該校位於越南中部與南部之交界，乃是南

部與中部地區之大學的往來輻輳之地，亦是越南當地人暑期避暑之夏都（沿用自法

國殖民以來的傳承）、冬季避寒之地區。該校與本校學術交流密切，亦簽有學術交

流協議、場地設備使用協議，同時本校亦在該校設置辦公室，該校的圖書設備與本

校的電子圖書/期刊資料庫將能有助於本專班的研究教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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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02 學年度增設系所班組計畫 

專 業 審 查 表 

編    號 甲 

申 請 案 教育學院越南境外「國際教育領導碩士在職專班」 

審查意見 

1、以暨大教育學院師資以及長期與越南大叻大學的關係，此一特

殊的境外碩士在職專班推動的可行性高。 

2、本計畫規劃簡單明瞭，如果時間允許，各項度之文字說明可以

再充實。 

3、部分內容宜修正或潤飾者，標示如下供參考： 

(1)、P7 鍾宜興副教授的學歷不對宜更正。 

(2)、附件五 P3，發展重點宜潤飾，把「教育領導」納入課程。 

(3)、如果可能的話，繪製一架構圖，宜注意其內的課程結構以凸

顯特色，例如，以國際與教育領導的雙核心課程之設計。 

(4)、著作更新以 2012 年止，部分老師所呈現的著作年代較久。 

(5)、可以附加其他有利於審查的活動相關資料。 

總評：極力推薦 □推薦 □勉予推薦 □不推薦 

審查委員 

簽    章 
董金裕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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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02 學年度增設系所班組計畫 

專 業 審 查 表 

編    號 乙 

申 請 案 教育學院越南境外「國際教育領導碩士在職專班」 

審查意見 

1、本案係暨大與越南大叻大學合作開辦，且依教育部「大學開設

境外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之規定，申請境外開辦「國

際教育領導碩士在職專班」符合相關規定。 

2、開班計畫內容周詳，師資陣容堅強，素質整齊，均具有國內外

博士學位，足堪勝任。 

3、課程規劃頗為妥適，且採課程群組模式，教師可以群組方式支

援，甚具彈性，且有利於學生選修空間。此外可以考量增開

一門「國際終身教育理論與實務」以符應世界教育發展趨勢。 

4、修業年限及畢業學分數，均比照國內碩士班之規定，可以維持

既定水準。 

5、P4 第 1 行共同之援，宜修正為共同支援；第 3 行成教所尚未設

博士班，括弧的”博”宜刪除。 

6、P5 及附件五之第 5 頁鍾宜興副教授學歷可能誤植，請查明。 

總評：極力推薦 □推薦 □勉予推薦 □不推薦 

審查委員 

簽    章 
董金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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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02 學年度增設系所班組計畫 

專 業 審 查 表 

編    號 丙 

申 請 案 教育學院越南境外「國際教育領導碩士在職專班」 

審查意見 

該境外碩士在職專班對暨南國際大學教育學院深具有教育推

廣意義，尤其從計畫書中可知，該院師資條件來自世界主要國家

的學經歷。故對境外專班的設置與推廣，具有其理論與實務聯結

之綜效 

另該計畫書中呈現附件的合作協議可知與越南大叻大學已有

多年的相關互訪學術活動，更是彰顯該境外專班的實質助益。 

惟數點建議可資參考，力促該項教學與學術活動品質更佳。 

一、那些科目為英語授課，未見標示，應再加以補述。 

二、除了授課教學之外，如何維繫該在職專班的教學品質與提昇

理論實務結合，應還有補充敘述的空間。 

三、深耕東南亞用意良善，如何發揮雙向合作共贏的教育文化影

響力，宜再增加說明。也許適度融入跨境實習參訪有其必要

性。 

總評：□極力推薦 推薦 □勉予推薦 □不推薦 

審查委員 

簽    章 
董金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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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三、教育學院越南境外「國際教育領導碩士在職專班」授課教師發表著作資料 

 

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教育領導師資介紹:本校專班師資將由本院專任相關專長助

理教授級以上教師擔任。 

二、 師資介紹:本校專班師資將由本校專兼任相關專長助理教授級以上教師擔任。詳如

下表。 

姓名 專/兼任 職稱 學歷 任教科目 

楊振昇 專任 教授 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 教育學

博士 
教育行政專題研究 

各國教育行政專題研究 

學校行政專題研究 

組織行為與理論專題研究 

教育領導專題研究 

國際教育領導實習 

江芳盛 專任 教授 美國密西根大學教育學博士 各國教育行政專題研究 

教育領導專題研究 

美洲教育專題研究 

鍾宜興 專任 副教授 俄羅斯教育科學院教育理論

暨教育學博士 
中等教育專題研究 

教育改革專題研究 

洪雯柔 專任 副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比較教育

博士 
全球化與教育專題研究 

國際教育專題研究 

紐澳教育專題研究 

國際教育領導實習 

陳怡如 專任 副教授 英國倫敦大學教育政策與性

別研究博士 
國際組織與教育發展專題研究 

歐洲教育專題研究 

楊武勳 專任 副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學教育學研究

科教育學博士 
高等教育專題研究 

亞洲教育專題研究 

國際教育領導實習 

張玉茹 專任 副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

與輔導博士 
社會科學研究法專題研究 

教育心理學專題研究 

余曉雯 專任 副教授 德國圖賓根大學教育學博士 台灣教育專題研究 

張源泉 專任 副教授 德國洪堡大學法律學系博士 教育哲學專題研究 

亞洲教育專題研究 

鄭以萱 專任 助理教

授 

英國倫敦大學教育和國際發

展學系博士 
國際教育專題研究 

國際組織與教育發展專題研究 

附件 4 



122 
 

翁福元 專任 教授 英國雪菲爾大學社會學系 哲
學博士 

教育社會學專題研究 

教育改革專題研究 

楊世英 專任 副教授 耶魯大學心理與教育博士 教育心理學專題研究 

教育領導專題研究 

吳京玲 專任 副教授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教育博士 

國際組織與教育發展專題研究 

國際教育領導實習 

吳金春 專任 副教授 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 
Gevirtz 教育研究學院 文化

前瞻與比較博士 

高等教育專題研究 

台灣教育專題研究 

馮丰儀 專任 助理教

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 教
育學博士 

社會科學研究法專題研究 

林孟潔 專任 助理教

授 

加州大學洛杉機分校-UCLA
比較教育博士 

高等教育專題研究 

蔡金田 專任 助理教

授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博士 
教育行政專題研究 

各國教育行政專題研究 

學校行政專題研究 

陳文彥 專任 助理教

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博

士 
中等教育專題研究 

吳明烈 專任 教授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教育學院

博士 
人力資源管理專題研究 

組織行為與理論專題研究 

蕭婉鎔 專任 助理教

授 

國立中央大學人力資源管理

研究所博士 
人力資源管理專題研究 

沈慶鴻 專任 副教授 彰化師範大學諮商輔導博士 人力資源管理專題研究 

輔導原理與學校輔導專題研究 

蕭文 專任 教授 美國密蘇里大學諮商心理學

博士 
輔導原理與學校輔導專題研究 

林妙容 專任 助理教

授 

北科羅拉多大學諮商教育博

士 
輔導原理與學校輔導專題研究 

趙祥和 專任 助理教

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 輔導原理與學校輔導專題研究 

林志忠 專任 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博

士 
教育社會學專題研究 

教育行政專題研究 

各國教育行政專題研究 

學校行政專題研究 

楊洲松 專任 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博

士 
教育社會學專題研究 

教育哲學專題研究 

中等教育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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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上專班授課教師發表著作資料 
楊振昇 教授 

A. 期刊論文 

1. 楊振昇 (2012a)。校園危機管理的挑戰與因應。教育研究月刊，214，24-33。 

2. 楊振昇 (2012b)。析論變革領導與組織發展。輯於研習論壇精選第五輯：變革領導的五力模式，

27-46。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編印。 

3. 楊振昇 (2012c)。變遷社會中高等教育學校經營管理之挑戰與前瞻。洛陽師範學院學報，31(7)，

1-6。 

4. 楊振昇 (2011)。我國中小學革新之困境與因應策略分析。學校行政，71，1-16。 

5. 楊振昇 (2010a)。析論變革領導與組織發展。研習論壇，117，3-13。    

6. 楊振昇 (2010b)。《轉變中的大學：傳統、議題與前景》一書評析。通識在線，30，37-39。 

7. 楊振昇、洪子鑫 (2009a)。教學精緻化的基礎工程──教學領導。教育研究月刊，182， 5-15。 

8. 楊振昇 (2009b)。社會變遷中公務倫理之挑戰與前瞻。研習論壇，108，1-9。 

9. 楊振昇 (2008a)。塑造利於變革的學校環境。教育研究月刊，171，5-15。 

10. 楊振昇、林坤燦 (2008b)。台灣地區弱勢族群學生教育輔助計畫之現況與展望。教育研究月刊，

172，17-28。 

11. 楊振昇 (2008c)。從變革觀點析論師培中心之挑戰與前瞻。研習資訊，25(4)，37-44。 

12. 楊振昇 (2007)。「變革領導」之理念與應用。研習論壇，84，1-11。 

13. 楊世英、張鈿富、楊振昇（2006）。智慧與領導的關係：探究透過領導展現的智慧。教育政策論

壇，9(4)，119-150。（TSSCI） 

14. 楊振昇 (2006)。學校組織發展。教育研究月刊，144，56-68。 

15. 楊振昇 (2004)。近十年來教育組織變革對教學領導之啟示。教育政策論壇，7(2)，107-130。

(TSSCI)    

16. 楊振昇 (2003)。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發展。教育資料集刊，28，287-318。 

17. 楊振昇、洪淑萍 (2002)。基本能力指標與轉化—以語文學習領域為例。教育研究月刊，96，23-33。 

18. 楊振昇 (2002)。析論「教學領導」之內涵與前瞻。課程與教學季刊，5(2)，37-54。(TSSCI)   

19. 楊振昇 (2001)。知識管理之內涵及其在教育行政上之應用。教育政策論壇，4(2)，59-84。(T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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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楊振昇 (2001)。析論推動中小學校長證照制度之省思與前瞻。教育研究月刊，90，47-56。 

21. 楊振昇 (2001)。企業精神與現代化管理。研習論壇，2，15-21。 

22. 楊振昇 (2000)。論「教育基本法」對教育革新之啟示。教育政策論壇，3(1)，54-69。(TSSCI)    

23. 楊振昇 (2000)。新世紀學校經營的理念。學校行政，5，72-86。 

24. 楊振昇 (2000)。教育研究與教育評鑑之反省與展望。暨大學報，4(2)， 27-49。  

25. 楊振昇 (2000)。破除迷思、開創新猷—對「教學領導」應有的認識。師友，393，41-45。 

26. 楊振昇 (2000)。「教育基本法」之主要內涵及其評析。新講臺，5，14-17。 

27. 楊振昇 (1999)。我國教學視導制度之困境與因應。課程與教學季刊，2(2)，15-30。 

28. 楊振昇 (1999)。我國國民小學校長儲訓制度之困境及其因應策略。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初等教

育學刊，7，85-105。 

29. 楊振昇 (1999)。我國國小校長從事教學領導概況、困境及其因應策略之分析研究。暨大學報，

3(1)，183-236。 

30. 楊振昇 (1998)。邁向二十一世紀我國教育視導制度之反省與展望。教育政策論壇，1(2)，

81-117。(TSSCI)   

31. 楊振昇 (1998)。教育機會均等的理念與省思。教育資料與研究，21，29-30。 

32. 楊振昇 (1995)。提升國小校長的教學領導正是時候－寫在國小新課程標準實施之前。師友，

341，51-55.  

B、專案研究 

1. 楊振昇 (2011)。Owens之計畫性變革策略在國民小學組織發展應用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

畫 計畫編號：NSC100 -2410-H-260-016。 

2. 楊振昇 (2010)。Bolman和 Deal之組織觀在國小校長變革領導應用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

畫 計畫編號：NSC99-2410-H-260-013。 

3. 楊振昇 (2009)。以關注為本位的變革模式(concerns-based adoption model )在國民中小學校

長教學領導應用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計畫編號：NSC98-2410-H-260-006。 

4. 楊振昇 (2008)。國民中小學校長教學領導行為指標建構與應用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計

畫編號：NSC 97-2410-H-260-016。 

5. 楊振昇 (2007)。組織變革內涵與模式在中小學校長培育上應用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計

畫編號：NSC 96-2413-H-26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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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楊振昇、蕭霖、馮丰儀、吳慧子 (2006)。新世紀教育領導人才培育：教育行政實習課程之創新

與實踐。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提升課程品質專案計畫。 

7. 楊振昇 (2006)。中小學校長變革領導核心能力建構之研究—以榮獲教育部 93、94年度「校長

領導卓越獎」之校長為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計畫編號：NSC 95-2413-H-260-001。 

8. 楊振昇 (2003)。教育系統組織變革模式建構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計畫編號：NSC 

92-2413-H-260-002。 

9. 楊振昇 (2001)。組織發展理論在教育革新上之應用。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計畫編號：NSC 

90-2413-H-260-004。 

10. 楊振昇 (2000)。縣市政府成立學校營繕工程專責單位可行性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計

畫編號：NSC 89-2413-H-260-005。 

11. 張鈿富、王世英、楊振昇等 (2000)。桃園縣國民小學基本學力評量與指標發展。桃園縣政府委

託專案期末報告。     

12. 江芳盛、蔡清華、楊振昇、汪履維 (2000)。美國中小學教師在職進修制度研究。 國科會專題

研究計畫 計畫編號：NSC 88-2413-H-260-002-F17。 

13. 楊振昇 (1999)。中小學校長遴選制度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計畫編號：NSC 

88-2413-H-260-002-S。 

14. 楊振昇 (1998)。我國國小校長教學領導與行政領導有效整合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計

畫編號：NSC 87-2418-H-260-002。 

C. 研討會論文 

1. 楊振昇 (2012a)。變遷社會中高等教育學校經營管理之挑戰與前瞻。發表並完整收錄於台灣高

等教育學會、廣東省高等教育學會、東莞台商育苗教育基金會、東莞台商子弟學校等主辦之「第

七屆 2012年海峽兩岸高等教育論壇—建構兩岸高等及技職教育合作交流學習的發展機制」研

討會論文集，107-118，2012,4,19，台北。 

2. 楊振昇 (2012b)。變遷社會中大學教師教學的挑戰與前瞻。擔任明道大學 2012「語言、文學」

課程與教學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人，全文輯於會議手冊 6-9頁，2012,5,11。 

3. 楊振昇 (2011a)。校長專業標準證照培育與專業發展之連結。發表並完整收錄於中華民國公私

立中小學校長協會、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協會、台北市公私立中等學校校長協會、台北

市公私立小學校長協會主辦之「2011年校長論壇」論文集，139-159，2011,3,31，台北。 

4. 楊振昇 (2011b)。政府組織改造後中央教育行政組織之結構與運作。發表並完整收錄於臺灣教

育政策與評鑑學會、中華民國教育行政學會、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

學會等主辦之「2011建國百年、教育百尺竿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4，2011,12,3，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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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楊振昇 (2011c)。中央教育行政組織再造之探討：組織變革理論之應用。發表並完整收錄於臺

灣教育政策與評鑑學會、中華民國教育行政學會、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中華民國學校行政

研究學會等主辦之「2011建國百年、教育百尺竿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91-306，2011,12,3，

台中。 

6. 楊振昇 (2010a)。中小學校長變革領導核心能力建構之研究。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主辦之「2010

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4-24。 

7. 楊振昇 (2010b)。台灣中小學校長培育之挑戰與前瞻。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主辦之「香港與台

灣校長專業培訓及持續進修」學術研討會暨教育行政管理大學聯合學會(UCEA)「卓越教育領導

獎」頒獎禮，2010, 6, 3，香港。 

8. 楊振昇 (2010c)。變革思潮在中小學校長培育上應用之研究。中華民國教育行政學會、台灣教

育政策與評鑑學會等主辦之「2010新紀元的教育行政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437-460。

2010,6,19,台北。 

9. 楊振昇 (2010d)。台灣中小學革新之困境與因應策略。發表並完整收錄於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

究學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暨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主辦之「新世紀學校革新之挑戰與

展望」國際研討會，2010,12,11-12，台北。 

10. 楊振昇 (2010e)。由組織變革觀點析論縣市合併後之教育發展議題。發表並收錄於國家教育研

究院籌備處、中華民國教育行政學會、臺灣教育政策與評鑑學會等主辦之 2010教育行政創新

與組織再造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3-36，2010,12,18，台中。 

11. 楊振昇 (2009)。學校經營的新思維：變革領導。國立政治大學主辦之「2009海峽兩岸教育領導

與經營策略學術研討會暨教育學院學校行政碩士在職專班十週年慶」論文集，105-132。 

12. 楊振昇 (2008)。人文社會科學教學與社會人力需求結合之策略：變革觀點之分析。台灣與越南

高等教育人文社會科學創新教學與研究國際科學研討會論文集，331-343。 

13. 楊振昇 (2006a)。近十年來台灣地區教育改革脈絡之檢視：組織變革觀點之分析。發表於華人

社會的教育發展學術研討會，2006, 4, 29-30，澳門大學。 

14. 楊振昇 (2006b)。教育行政組織變革與發展。發表於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及致遠管理學

院教育研究所主辦之「教育行政：理念與創新」學術研討會，2006, 5, 20，嘉義。 

15. 楊振昇 (2005)。台灣教育革新之困境與前瞻：組織變革取向之分析。發表於 2005年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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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山東師範大學。 
楊洲松（2010），各國「學生研究」比較分析。發表於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主辦，「跨界教育—理論

與實務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 年 11 月 19-20 日。 
Yang, Chou-Sung(2010), Self-Identification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a Global Context, presented in 

‘The Asian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2010: Internationalization or Globalization? ‘, December 2-5 
2010, Osaka, Japan: IAFORI. 

Yang, Chou-Sung(2011), A Study on the International Approach to “Student Study” , presented in ‘東北教

育學會第 68 回大會’, 日本仙台：東北教育學會主辦。2011 年 3 月 10-12 日。 
Liang, Chung–Ming & Yang, Chou-Sung(2011),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Educational Curriculum" in 

Japan, presented in‘55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May1-5, 2011, Montreal, Quebec: CIES. 

楊洲松（2011），大陸教師素質及其改革措施。發表於台灣教育社會學會主辦，「社會變遷與教師地

位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 年 5 月 13-14 日。 
楊洲松（2011），人與科技交纏的後人類社會與教育。發表於國立中興大學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台

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系合辦，「2011 年當代教育哲學論壇暨郭實渝教授榮退紀念研討會」。2011
年 5 月 28 日。 

楊洲松（2011），中國大陸教師教育制度的歷史考察及其對台灣師資培育制度改革的啟示。發表於武

漢大學、浙江大學合辦，「紀念辛亥革命 100 週年暨第五屆兩岸四地教育史論壇」。2011 年 10 月

19-22 日。 
楊洲松（2011），中國大陸教師專業標準規劃之研究。發表於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主辦 ，「2011 教

師素質之國際比較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 年 11 月 26-27 日。 
Yang, Chou-Sung(2012), A Study on the Evalua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Curriculum in Taiwan’s 

Senior High School, presented in ‘The Third Asian Conference on Arts & Humanities 2012 ‘, April 5-8 
2012, Osaka, Japan: IAFORI. 

Yang, Chou-Sung(2012), A Study on Student Research in Taiwan, presented in‘56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April 22-27, 2012, San Juan, Puerto Rico: CIES. 

楊洲松（2012），台灣中學師資職前教育實習標準之建構。發表於廣西師範大學主辦，「台桂教師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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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專書及專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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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洲松（1999），電腦化社會與師資培育。載於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主編，師資培育與教學 

科技，pp.1-13。台北：台灣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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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教育的回顧與前瞻，pp.157-172。台北：揚智。 

 楊洲松（2000），九年一貫課程之分析—課程典範轉移的觀點。載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學 
程中心主編，教育改革的微觀工程—小班教學與九年一貫課程。高雄：復文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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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洲松（2003），媒體文化與媒體素養教育。載於林志忠、楊洲松、簡成熙、方永泉、崔光宙、洪雯

柔合著，E 世代教師的科技媒體素養，頁 91-118。台北：高等教育出版社。 
楊洲松（2003），E 時代中教師宜有的數位素養。載於林志忠、楊洲松、簡成熙、方永泉、崔光宙、

洪雯柔合著，E 世代教師的科技媒體素養，頁 119-139。台北：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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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師苑。楊洲松（2003），媒體文化與媒體素養教育。載於林志忠、楊洲松、簡成熙、方

永泉、崔光宙、洪雯柔合著，E 世代教師的科技媒體素養，頁 91-118。台北：高等教育出版社。 
楊洲松（2003），E 時代中教師宜有的數位素養。載於林志忠、楊洲松、簡成熙、方永泉、崔光宙、

洪雯柔合著，E 世代教師的科技媒體素養，頁 119-139。台北：高等教育出版社。 
楊洲松（2004），數位遊戲、道德恐慌及其教育省思，載於張建成主編：文化、人格與教育，頁 20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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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洲松（2004），李歐塔(Lyotard)後現代知識論述與教育，載於蘇永明主編：後現代與教育，頁 71-102。

台北：師苑。 
楊洲松（2005），人權教育：理念、實踐與問題。載於楊洲松主編：教育哲學與文化叢刊 8—人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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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師範教育學會主編：教師的教育信念與專業標準，頁 55-88。台北：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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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5-38。台北：師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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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中的教師圖像，頁 281-288。台北：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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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洲松（2009）。網際網路對教育的衝擊—哲學觀點的思考。載於蘇永明、方永泉主編，面對未來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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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頁 203-242。台北：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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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玉龍、林志忠、李信、楊洲松、黃淑玲（2009），海外臺灣學校在馬來西亞、印尼、越南之發展與

改進研究。教育部僑委會專案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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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組織規程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五 條  本校因教學、研

究、推廣之需要，設立下

列中心： 

一、 東南亞研究中心：設政

治研究組、經濟與區域組織

研究組、社會與民族研究

組、行政組。 

二、 語文教學研究中心：設

中國語文教學組、外國語文

教學組、語文教學研究組。 

三、 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設

資訊出版組、進修推廣組、

諮詢輔導組、研究發展組。 

四、 師資培育中心：設教學

組、實習輔導組、進修組、

行政組。 

五、 原住民族文化教育暨生

計發展中心：設文化組、生

計發展組、教育組。 

六、 前瞻性高科技研究中

心：設行政企劃組、科技服

務組。 

前項中心各置中心主任一

人，綜理中心業務，由校長

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

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

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之。由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

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兼任

者，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

原則。 

凡依學校發展需要設立之中

心，其設置、評鑑及裁撤辦

第 五 條  本校因教學、研

究、推廣之需要，設立下

列中心： 

一、東南亞研究中心：設政

治研究組、經濟與區域組織

研究組、社會與民族研究

組、行政組。 

二、語文教學研究中心：設

中國語文教學組、外國語文

教學組、語文教學研究組。 

三、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設

資訊出版組、進修推廣組、

諮詢輔導組、研究發展組。 

四、師資培育中心：設教學

組、實習輔導組、進修組、

行政組。 

五、原住民族文化教育暨生

計發展中心：設文化組、生

計發展組、教育組。 

前項中心各置中心主任一

人，綜理中心業務，由校長

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

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

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之。由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

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兼任

者，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

原則。 

凡依學校發展需要設立之中

心，其設置、評鑑及裁撤辦

法另訂之。 

一、為提升本校在前

瞻性高科技跨領

域之教學研究水

準、促進產學合

作並提供前瞻性

技術之服務，以

因應高科技未來

多 元 發 展 之 需

求，依據組織規

程第五條及本校

各級中心管理辦

法第三條規定，

擬設置校級研究

中心(前瞻性高科

技研究中心)且納

入 組 織 規 程 條

文。該中心設行

政企劃及科技服

務二組，各置組

長 一 人 掌 理 組

務，由中心主任

就本校專任助理

教授、助理研究

員 以 上 教 師 遴

選，提請校長聘

兼之，任期以配

合中心主任任期

為原則。 
二、前瞻性高科技研

究中心設置案並

業經科技學院提

請101年1月10日
100學年度第3次
院務會議、101年
2月15日第 368次
行政會議、101年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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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另訂之。其中師資培育中

心之設置辦法應報教育部核

定。 

 

3月28日第11屆校

務發展規劃委員

會第 2 次會議及

101年4月11日100
學年度第5次校務

會議審議通過在

案。 
三、另依據教育部101

年4月3日臺高字

第 1010035194 號

函 檢 送 新 修 正

「公私立大學校

院訂定或修正組

織 規 程 參 考 原

則」，應明定師資

培育中心(教育學

程 專 責 單 位 ) 組
織、教師員額、

圖書設備及運作

相關規定，如另

訂設置辦法，應

報教育部核定，

爰於本條第三項

增訂師資培育中

心之設置辦法應

報教育部核定之

條文文字。 

 

第 十一 條之一   本校各學院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置副 

  院長一人，以輔佐院長推動院 

  務： 

  一、學院所屬系、所總數達十 

  個以上。 

  二、學院所屬專任教師達七十 

  五人以上。 

  三、學院所屬學生總數達一千 

  五百人以上。 

無 一、本條新增。 
二、依大學法第十三

條，為因應大學

校務之繁重、多

元化，凡達一定

規模、學務繁重

之學院、系、所

及學程等學術單

位，得設置副學

術主管，以輔佐

主管推動學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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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學院依前項規定設置副

院長，其任期以配合院長之任

期為原則，由院長就該院專任

教授中提請校長同意後聘兼

之，其續聘、解聘程序亦同。

因情事變更而不符設置之條件

者，經校長核定，自次學年起

停置副院長。 

 

規定。其認定基

準 、 任 期 、 續

聘、解聘之程序

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由各大學組

織規程定之。爰

為利本校校務發

展需要，爰配合

新增本條文，增

列設置學術副主

管之規定。 
 
 

第 十二 條    本校通識教育中

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

聘請教授兼任之，任期以配

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視

業務需要置教師、研究人

員、職員若干人。 

    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另訂

之。 

 

第 十二 條    本校通識教育中

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

聘請教授兼任之，任期以配

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視

業務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另訂

之。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為

應業務需要置教師、

研究人員，是以，本

條除職員外，增訂教

師 、 研 究 人 員 之 職

稱。 
 

第 十三 條之一  本校各學系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置

副主任一人，以輔佐主任推

動系務： 

    一、學系所屬學生總數達五

百人以上。 

    二、學系同時具有學士班、 

    碩士班、博士班等學制(不

含在職專班)達四個以上。 

        各學系依前項規定設置   

    副主任，其任期配合主 

    任之任期為原則，由主任 

    就該系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 

    中提請校長同意後聘兼之， 

    其續聘、解聘程序亦同。因 

無 一、本條新增。 
二、修正理由同第十

一條之一。另因

本校100學年度系

所增設調整及招

生名額總量，並

自100年8月1日生

效，通訊工程研

究所（含博、碩

士班）、生物醫學

科技研究所（碩

士班）分別於併

入電機系和應化

系，相對減列其

系所主管。惟因

上 開 系 所 合 併



 199 

    情事變更而不符設置之條件 

    者，經校長核定，自次學年 

    起停置副主任。 

 

 

後，師生人數及

相 關 業 務 量 大

增，系所主管業

務 繁 重 不 堪 負

荷，亟需設置副

系所主管協助辦

理業務。爰除訂

定相關學生人數

門檻等設置條件

外，另系所合併

者，亦得設置副

系主任，酌予彈

性運用空間。 
 

第 二十 條   圖書館置館長一

人，承校長之命綜理館務，

由校長聘請具有專業知能之

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

員擔任；由教師兼任者，任

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

並得視業務需要置研究人

員、職員若干人。 

 

第 二十 條   圖書館置館長一

人，承校長之命綜理館務，

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

兼任或由職員擔任；由教師

兼任者，任期以配合校長任

期為原則。並得視業務需要

置職員若干人。 

 

一、依圖書館法第十

條規定：「（第一

項）圖書館置館

長、主任或管理

員，並得置專業

人員辦理前條所

規定業務。（第二

項）公立圖書館

之館長、主任或

管理員應由專業

人員擔任。」及

考試院九十一年

三月二十八日第

九屆第二七四次

會議決議略以，

各級公立學校圖

書館館長、主任

或管理員，得就

具有專業知能之

專 任 教 師 中 聘

兼。爰增訂圖書

館館長應具有專

業 知 能 相 關 規

定。 
二、本校圖書館為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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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需要置研究

人員，是以，本

條除職員外，增

訂研究人員之職

稱。 

第 二十七 條  本校設下列各

種會議：      

一、 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

事項，以校長、副校長、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

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

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

長、圖書館館長、計算機

與網路中心中心主任、環

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中

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中

心主任、人事室主任、會

計主任、教師代表、研究

人員代表、職員代表、學

生代表組織之。本會議如

因議事上之需要，得邀請

校內外相關人員列席。教

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其

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

數之二分之一，教師代表

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

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

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各

單位教師代表人數按各單

位教師人數比例分配之；

研究人員代表一至三人、

職員代表三至五人，分別

由本校全體研究人員、職

員互選之；學生代表應經

選舉產生，其人數不得少

第 二十七 條  本校設下列各

種會議：      

一、 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

事項，以校長、副校長、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

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

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

長、圖書館館長、計算機

與網路中心中心主任、環

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中

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中

心主任、人事室主任、會

計主任、教師代表、研究

人員代表、職員代表、學

生代表組織之。本會議如

因議事上之需要，得邀請

校內外相關人員列席。教

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其

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

數之二分之一，教師代表

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

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

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各

單位教師代表人數按各單

位教師人數比例分配之；

研究人員代表一至三人、

職員代表三至五人，分別

由本校全體研究人員、職

員互選之；學生代表應經

選舉產生，其人數不得少

為促進學生對公共事

務參與，賦予其代表

權 力 ， 參 與 學 校 決

策，於教務會議、總

務會議及國際事務會

議加入學生代表。並

將參加本條各項會議

之學生成員以學生代

表一詞統稱之，以免

混淆。爰修正本條第

三款、第五款、第七

款條文，並酌修第四

款相關文字及刪除第

五款後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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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全體會議人數之十分之

一；各代表之確定人數、

任期、選舉方式及校務會

議議事規則另訂之。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主 

     持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 

     次；但經校務會議應出席 

     人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 

     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 

     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

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

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

所及附設機構之設

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

總務、研究及其他

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

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

會或專案小組決議

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

議事項。 

二、行政會議：以校長、副校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 

    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 

    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及其他單位主管組織之。校

長為主席，討論本校重要行

政事項，必要時得邀請其他

與議程相關之人員列席，討

論與學生權益有關之事項，

必要時得邀請學生列席。 

於全體會議人數之十分之

一；各代表之確定人數、

任期、選舉方式及校務會

議議事規則另訂之。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主 

     持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 

     次；但經校務會議應出席 

     人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 

     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 

     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

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

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

所及附設機構之設

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

總務、研究及其他

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

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

會或專案小組決議

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

議事項。 

二、行政會議：以校長、副校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 

    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 

    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及其他單位主管組織之。校 

    長為主席，討論本校重要行 

    政事項，必要時得邀請其他 

    與議程相關之人員列席，討 

    論與學生權益有關之事項， 

    必要時得邀請學生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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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務會議：以教務長、研發

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

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

任、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

所長、圖書館館長、各中心

主任及學生代表二人組成；

教務長為主席，討論重要教

務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

程相關單位之人員列席。 

四、學生事務會議：以學生事務

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

長、教師代表、學生代表二

人為當然代表，並由校長聘

請與學生事務有關之單位主

管若干人組成；教師代表由

各學院各推舉教師二人，學

生事務長為主席，討論學生

事務及學生獎懲重要事項，

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相關單

位之人員列席。 

五、總務會議：以總務長、各學

院院長、主任秘書為當然代

表，並由校長聘請有關之單

位主管、教師代表及學生代

表二人組成；總務長為主

席，討論總務重要事項，必

要時得邀請與議程相關單位

之人員列席。 

六、研究發展會議：以研發長、

國際事務長、總務長、各學

院院長、教師代表、人事室

主任、會計主任為當然代

表，並由校長聘請與研究發

展事務相關之單位主管若干

人組成；教師代表由各學院

各推舉教師二人，研發長為

主席，討論研究發展重要事

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相

關單位之人員列席。 

三、教務會議：以教務長、研發

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

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

任、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

所長、圖書館館長及各中心

主任組織之；教務長為主

席，討論重要教務事項，必

要時得邀請與議程相關單位

之人員列席。 

四、學生事務會議：以學生事務

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

長、教師代表、學生會會

長、研究生協會會長為當然

代表，並由校長聘請與學生

事務有關之單位主管若干人

組成；教師代表由各學院各

推舉教師二人，學生事務長

為主席，討論學生事務及學

生獎懲重要事項，必要時得

邀請與議程相關單位之人員

列席。 

五、總務會議：以總務長、各學

院院長、主任秘書為當然代

表，並由校長聘請有關之單

位主管及教師代表組成；總

務長為主席，討論總務重要

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

相關單位之人員或學生代表

列席。 

六、研究發展會議：以研發長、

國際事務長、總務長、各學

院院長、教師代表、人事室

主任、會計主任為當然代

表，並由校長聘請與研究發

展事務相關之單位主管若干

人組成；教師代表由各學院

各推舉教師二人，研發長為

主席，討論研究發展重要事

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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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際事務會議：以國際事務

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

教師代表、學生代表二人為

當然代表，並由校長聘請與

國際事務相關之單位主管若

干人組成；教師代表由各學

院各推舉教師二人，國際事

務長為主席，討論國際事務

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

議程相關單位之人員列席。 

八、各學院院務會議：以院長、

各系（所）主任（所長）及

該院教師代表組織之。教師

代表人數與比例，由各學院

訂定組織章程，經校務會議

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院長為主席，討論各該

學院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

之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

與議程相關單位之人員或學

生代表出席或列席。 

九、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議：由

中心主任、各組組長及中心

全體專任教師、研究人員及

行政人員組織之。中心主任

為主席，討論通識教育有關

之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

與議程相關單位之人員或兼

任人員列席。 

十、各學系、研究所務會議：以

系主任、所長、全體專任教

師、及經由選舉產生之學生

代表組織之。學生代表人數

與比例，由各系所訂定之。

以系主任、所長為主席，討

論各該系、所教學、研究及

其他有關之重要事項，必要

時得邀請兼任教師列席。 

關單位之人員列席。 

七、國際事務會議：以國際事務

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

教師代表為當然代表，並由

校長聘請與國際事務相關之

單位主管若干人組成；教師

代表由各學院各推舉教師二

人，國際事務長為主席，討

論國際事務重要事項，必要

時得邀請與議程相關單位之

人員列席。 

八、各學院院務會議：以院長、

各系（所）主任（所長）及

該院教師代表組織之。教師

代表人數與比例，由各學院

訂定組織章程，經校務會議

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院長為主席，討論各該

學院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

之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

與議程相關單位之人員或學

生代表出席或列席。 

九、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議：由

中心主任、各組組長及中心

全體專任教師、研究人員及

行政人員組織之。中心主任

為主席，討論通識教育有關

之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

與議程相關單位之人員或兼

任人員列席。 

十、各學系、研究所務會議：以

系主任、所長、全體專任教

師、及經由選舉產生之學生

代表組織之。學生代表人數

與比例，由各系所訂定之。

以系主任、所長為主席，討

論各該系、所教學、研究及

其他有關之重要事項，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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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各處、館、室、中心會 

      議：以各處、館、室、中 

      心主管及所屬人員組織 

      之。各處、館、室、中心 

      主管為主席，討論各該 

      處、館、室、中心重要事 

      項，必要時得邀請與業務 

      相關單位人員列席。 

 

時得邀請兼任教師列席。 

十一、各處、館、室、中心會

議：以各處、館、室、中心

主管及所屬人員組織之。各

處、館、室、中心主管為主

席，討論各該處、館、室、

中心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

請與業務相關單位人員列

席。 

 

 

第三十五條   本校設校、

院、系、所、中心教師評審

委員會，以評審有關教師、

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之

聘任、聘期、升等、停聘、

解聘、不續聘、資遣原因之

認定等事宜，並審議講座及

榮譽教授之設置事宜。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

組成方式如下： 

一、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置

委員若干人，以副校長、教

務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

育中心中心主任為當然委

員，其他委員由各學院推選

教授組成之，必要時，得遴

聘校內外學術領域相近之教

授或國內研究機構具相當教

授等級資格之研究人員共同

組成。委員由校長聘任，任

期一年，得連任。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由副校長擔任召集

人並主持之。 

二、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置

委員若干人，以各該學院院

第 三十五 條  本校設校、

院、系、所、中心教師評審

委員會，以評審有關教師、

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之

聘任、聘期、升等、停聘、

解聘、不續聘、資遣原因之

認定等事宜，並審議講座及

榮譽教授之設置事宜。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

組成方式如下： 

   一、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置

委員若干人，以副校長、教

務長、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

員，其他委員由各學院、通

識教育中心推選教授組成

之，必要時，得遴聘校內外

學術領域相近之教授或國內

研究機構具相當教授等級資

格之研究人員共同組成。委

員由校長聘任，任期一年，

得連任。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並主持

之。 

   二、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置

委員若干人，以各該學院院

長及各系、所、中心主管為

當然委員，其他委員由各

一、因通識教育中心

位 階 相 當 於 院

級，爰中心主任

比照院長，納入

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當然委員。 
二、依本校現行組織

規程條文，通識

教育中心教師悉

依教學類科歸屬

於性質相關或相

近之學院辦理院

級審議事項。惟

依本校通識教育

中心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辦法，

該中心現已自行

組成系級及院級

教 師 評 審 委 員

會，無需再透過

其他學院代為審

議，爰該中心評

審有關教師、研

究人員、專業技

術人員聘任、聘

期 、 升 等 、 停

聘、解聘、不續

聘、資遣原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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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及各系、所、中心主管為

當然委員，其他委員由各

系、所、中心各推選教授一

人組成。委員由院長聘任，

任期一年，得連任。院教師

評審委員會由院長擔任召集

人並主持之。 

三、系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

會：置委員若干人，以各

系、所、中心主管為當然委

員，其他委員之組成由各該

系、所、中心務會議訂定辦

法，委員任期一年，得連

任。系、所、中心教師評審

委員會由系、所、中心主管

擔任召集人並主持之。 

通識教育中心評審教師、研

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有關

第一項之事宜，應由該中心

組成之系級及院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 

第一項榮譽教授之設置辦

法，經本校行政會議及校務

會議通過後實施之。 

 

系、所、中心各推選教授一

人組成。委員由院長聘任，

任期一年，得連任。院教師

評審委員會由院長擔任召集

人並主持之。 

   三、系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

會：置委員若干人，以各

系、所、中心主管為當然委

員，其他委員之組成由各該

系、所、中心務會議訂定辦

法，委員任期一年，得連

任。系、所、中心教師評審

委員會由系、所、中心主管

擔任召集人並主持之。 

   通識教育中心教師悉依其教

學類科歸屬於性質相關或相

近之學院辦理院級審議事

項。 

   第一項榮譽教授之設置辦

法，經本校教務會議及校務

會議通過後實施之。 

 

認定及審議講座

及榮譽教授之設

置事宜，應由該

中心組成之系級

及院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 
三、另因本校榮譽教

授設置辦法內容

為跨處室業務，

為符合實際運作

情況，擬修訂為

行政會議、校務

會議審議，該辦

法修正案並業經

本校研究發展處

提請100年12月21
日第366次行政會

議 審 議 通 過 在

案，嗣後並經101
年 4月 11日 100學
年度第5次校務會

議審議決議「緩

議，俟本校組織

規程修正後再提

會討論」，爰配合

修正本條條文文

字，俾利本校榮

譽教授設置辦法

修 法 時 有 所 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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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組織規程     部分修正條文 

                                                    擬自 101年 8月 1日生效 
                                        

第 五 條  本校因教學、研究、推廣之需要，設立下列中心： 

 一、東南亞研究中心：設政  治研究組、經濟與區域組織研

究組、 社會與民族研究組、行政組。 

二、語文教學研究中心：設中國語文教學組、外國語文教學組、

語文教學研究組。 

三、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設資訊出版組、進修推廣組、諮詢輔

導組、研究發展組。 

四、師資培育中心：設教學組、實習輔導組、進修組、行政組。 

五、原住民族文化教育暨生計發展中心：設文化組、生計發展

組、教育組。 

六、前瞻性高科技研究中心：設行政企劃組、科技服務組。 

前項中心各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由校長聘請副教

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由職員

擔任之。由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兼任者，任

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 

凡依學校發展需要設立之中心，其設置、評鑑及裁撤辦法另訂

之。其中師資培育中心之設置辦法應報教育部核定。 

 

第 十一 條之一    本校各學院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置副院長一人，以輔

佐院長推動院務： 

一、學院所屬系、所總數達十個以上。 

           二、學院所屬專任教師達七十五人以上。 

           三、學院所屬學生總數達一千五百人以上。 

各學院依前項規定設置副院長，其任期以配合院長之任期為原

則，由院長就該院專任教授中提請校長同意後聘兼之，其續聘、解

聘程序亦同。因情事變更而不符設置之條件者，經校長核定，自次

學年起停置副院長。 

 

第 十二 條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

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視業務需要置教師、研究人員、

職員若干人。 

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另訂之。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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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三 條之一    本校各學系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置副主任一人，以輔

佐主任推動系務： 

            一、學系所屬學生總數達五百人以上。 

            二、學系同時具有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等學制(不含在職 

專班)達四個以上。 

                  各學系依前項規定設置副主任，其任期配合主任之任期為原 

則，由主任就該系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中提請校長同意後聘兼之， 

其續聘、解聘程序亦同。因情事變更而不符設置之條件者，經校長

核定，自次學年起停置副主任。 

 

第 二十 條   圖書館置館長一人，承校長之命綜理館務，由校長聘請具有專

業知能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由教師兼任者，任期

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視業務需要置研究人員、職員若干人。 

 

第二十七條  本校設下列各種會議：      

一、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以校長、副校長、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主任秘

書、各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中心主

任、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中

心主任、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

表、職員代表、學生代表組織之。本會議如因議事上之需

要，得邀請校內外相關人員列席。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

生，其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數之二分之一，教師代表

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

分之二為原則，各單位教師代表人數按各單位教師人數比

例分配之；研究人員代表一至三人、職員代表三至五人，

分別由本校全體研究人員、職員互選之；學生代表應經選

舉產生，其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數之十分之一；各代

表之確定人數、任期、選舉方式及校務會議議事規則另訂

之。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主持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但

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

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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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

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

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二、行政會議：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通識

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及其他單位主管組織之。校長為主席，

討論本校重要行政事項，必要時得邀請其他與議程相關之

人員列席，討論與學生權益有關之事項，必要時得邀請學

生列席。 

三、教務會議：以教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

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

長、圖書館館長、各中心主任及學生代表二人組成；教務

長為主席，討論重要教務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相關

單位之人員列席。 

四、學生事務會議：以學生事務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

長、教師代表、學生代表二人為當然代表，並由校長聘請

與學生事務有關之單位主管若干人組成；教師代表由各學

院各推舉教師二人，學生事務長為主席，討論學生事務及

學生獎懲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相關單位之人員

列席。 

五、總務會議：以總務長、各學院院長、主任秘書為當然代

表，並由校長聘請有關之單位主管、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

二人組成；總務長為主席，討論總務重要事項，必要時得

邀請與議程相關單位之人員列席。 

六、研究發展會議：以研發長、國際事務長、總務長、各學院

院長、教師代表、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為當然代表，並

由校長聘請與研究發展事務相關之單位主管若干人組成；

教師代表由各學院各推舉教師二人，研發長為主席，討論

研究發展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相關單位之人員

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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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際事務會議：以國際事務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教師代表、學生代表二人為當

然代表，並由校長聘請與國際事務相關之單位主管若干人

組成；教師代表由各學院各推舉教師二人，國際事務長為

主席，討論國際事務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相關

單位之人員列席。 

八、各學院院務會議：以院長、各系（所）主任（所長）及該

院教師代表組織之。教師代表人數與比例，由各學院訂定

組織章程，經校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院

長為主席，討論各該學院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之重要事

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相關單位之人員或學生代表出席

或列席。 

九、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議：由中心主任、各組組長及中心全

體專任教師、研究人員及行政人員組織之。中心主任為主

席，討論通識教育有關之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

相關單位之人員或兼任人員列席。 

           十、各學系、研究所務會議：以系主任、所長、全體專任教

師、及經由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組織之。學生代表人數與

比例，由各系所訂定之。以系主任、所長為主席，討論各

該系、所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之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

請兼任教師列席。 

十一、各處、館、室、中心會議：以各處、館、室、中心主管 

      及所屬人員組織之。各處、館、室、中心主管為主席， 

      討論各該處、館、室、中心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 

      業務相關單位人員列席。 

 

第三十五條  本校設校、院、系、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以評審有關教

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解聘、

不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等事宜，並審議講座及榮譽教授之設置事

宜。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方式如下： 

一、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以副校長、教務長、

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其他委

員由各學院推選教授組成之，必要時，得遴聘校內外學術

領域相近之教授或國內研究機構具相當教授等級資格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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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員共同組成。委員由校長聘任，任期一年，得連任。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並主持之。 

二、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以各該學院院長及各

系、所、中心主管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由各系、所、中

心各推選教授一人組成。委員由院長聘任，任期一年，得

連任。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由院長擔任召集人並主持之。 

                三、系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以各系、所、

中心主管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之組成由各該系、所、中

心務會議訂定辦法，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系、所、中

心教師評審委員會由系、所、中心主管擔任召集人並主持

之。 

通識教育中心評審教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有關第一項

之事宜，應由該中心組成之系級及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第一項榮譽教授之設置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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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組織規程    修正後全文 
                                       84.04.20處務會議議通過 
                                       奉教育部 84.07.06台 84高字第○三一九三三號函同意備查 

                                       85.01.05八十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追認通過 
                                    85.05.02八十四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85.07.27台八五高（三）字第八五○六二六二九號函核定 

                                       86.04.25八十五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86.06.23台八六高（三）字第八六○六七九一六號函核定 
                                       奉考試院 86.08.19八六考台銓法三字第一五○九九六五號函核備 

                                       87.05.01八十六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87.06.10台八七高（三）字第八七○五五四七三號函核定 
                                       88.05.07八十七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88.06.05台八八高（二）字第八八○六四一九八號函核定 
                                       89.05.26八十八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9.06.23八十八學年度第二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89.08.11台八九高（二）字第八九一００四二三號函校定 
                                       奉考試院 89.10.04八九考台銓法三字第一九四六七一五號函核備 
                                       奉考試院 90.05.24九十考台銓法三字第二０一五七二八號函核備 

                    90.06.14八十九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0.08.22台九十高（二）字第九０一一九二０四號函核定 
                                       90.12.26九十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考試院 91.05.01考受銓法字第０九一二一三三一０九號函核備 
                                       奉教育部 91.06.06台九一高（二）字第九一０八三０三五號函核定 
                                       91.6.12九十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1.08.01台九一高（二）字第九一一一五一０一號函核定  
                                       奉教育部 91.08.08台九一高（二）字第九一一一八九五０號函核定 
                                       奉考試院 92.03.12考授銓法三字第０九二二二二六六五九號函核備 

                                       92.06.11九十一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92.12.24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 
                                       奉教育部 93.03.02台高（二）字第０９３００２６０７８號函核定 

                                       93.06.09九十二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奉教育部 93.09.24台高（二）字第０９３０１０７６７６號函核定 
                              奉考試院 94.09.27考授銓法三字第 0942544766號函核備 

95.01.11九十四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5.02.07台高（二）字第０９５００１１０１１號函核定 
                                       奉考試院 96.05.02考授銓法三字第 0962790128號函核備 

95.03.29九十四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5.7.17台高（二）字第０９５００８９５５２號函核定 

奉考試院 97.4.14考授銓法三字第 0972927132號函，第 5、17至 19條不予核備，餘同意核備 

95.12.27九十五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6.1.25台高（二）字第０９６００００７５８號函核定 
                                       並奉教育部 96.8.22台高（二）字第 0960126396號函核定溯自 96年 2月 1日起生效 

                                       奉考試院 97.4.14考授銓法三字第 0972927132號函，第 5、19至 20條不予核備，餘同意核備 
96.06.27九十五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6.7.23台高（二）字第 0960103511號函核定 

                                       並奉教育部 96.8.22台高（二）字第 0960126396號函核定溯自 96年 2月 1日起生效 
                                       奉考試院 97.4.14考授銓法三字第 0972927132號函核備 
                                       96.11.21九十六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追認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6.11.15台高（二）字第 0960171809號函核定溯自 96年 2月 1日起生效 
奉考試院 97.4.14考授銓法三字第 0972927132 號函核備 
97.06.18九十六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通過 

奉教育部 97.7.23台高（二）字第 0970142227A號函核定自 97年 8月 1日起生效 
奉考試院 97.8.5考授銓法三字第 0972955786號函核備 
98.06.17九十七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奉教育部 98.7.28台高（二）字第 0980126427號函核定自 98年 8月 1日起生效 
奉考試院 98.9.14考授銓法三字第 0983106491號函核備 
98.11.25九十八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奉教育部 98.12.17台高（二）字第 0980211426號函核定自 99年 2月 1日起生效 
奉考試院 99.2.26考授銓法三字第 0993171458 號函核備 
99.06.23九十八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第 4、16、22條條文修正 

奉教育部 99.7.6台高（二）字第 0990113146號函核定第 22條條文溯自 98年 8月 1日生效 
奉考試院 99.8.26考授銓法三字第 0993240667號函核備第 22條條文溯自 98年 8月 1日生效 
 奉教育部 99.9.3台高（二）字第 0990151845號函核定第 4、16條條文溯自 99年 8月 1日生效 

100年 6月 22日九十九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100.7.29臺高字第 1000131885號函核定自 100年 8月 1日生效 
奉考試院 100.9.6考授銓法三字第 1003451182號函核備 

101年○月○日一百學年度第○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通過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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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大學法第三十六條暨其施行細則之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校定名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第 三 條  本校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推展僑

教、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 

第二章  組  織 

第 四 條  本校分設下列各學院、學系、研究所及教學單位： 

一、人文學院： 

（一）中國語文學系(含博、碩士班)。 

（二）外國語文學系(含碩士班)。 

（三）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含博、碩士班、二年制在職

專班)。 

（四）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含博、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五）歷史學系(含博、碩士班)。 

（六）東南亞研究所(含博、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班）。 

（八）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 

             二、教育學院 

（一）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含博、碩士班)。 

（二）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含博、碩士班)。 

（三）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四）輔導與諮商研究所(含博、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五）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六）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 

班)。 

              三、管理學院： 

（一） 國際企業學系(含博、碩士班)。 

（二） 經濟學系(含碩士班)。 

（三） 資訊管理學系(含碩士班)。 

（四） 財務金融學系（含碩士班）。 

（五） 休閒學與觀光管理學系。 

（六） 餐旅管理學系。 

（七）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 

四、科技學院： 

（一） 資訊工程學系(含博、碩士班)。 

（二） 土木工程學系（含博、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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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電機工程學系(含博、碩士班、通訊工程碩士班、通訊

工程博士班)。 

（四） 應用化學系（含博、碩士班、生物醫學碩士班）。 

（五）地震與防災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六）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七）科技學院光電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 

五、通識教育中心：設人文組、社會科學組、自然科學組、體

育組。 

本校必要時得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增設學

院、學系、研究所或其他教學單位。 

第 五 條  本校因教學、研究、推廣之需要，設立下列中心： 

一、 東南亞研究中心：設政治研究組、經濟與區域組織研究

組、社會與民族研究組、行政組。 

二、 語文教學研究中心：設中國語文教學組、外國語文教學

組、語文教學研究組。 

三、 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設資訊出版組、進修推廣組、諮詢輔

導組、研究發展組。 

四、 師資培育中心：設教學組、實習輔導組、進修組、行政

組。 

五、 原住民族文化教育暨生計發展中心：設文化組、生計發展

組、教育組。 

六、 前瞻性高科技研究中心：設行政企劃組、科技服務組。 

前項中心各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由校長聘請副教

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由職員

擔任之。由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兼任者，任

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 

              凡依學校發展需要設立之中心，其設置、評鑑及裁撤辦法另訂

之。其中師資培育中心之設置辦法應報教育部核定。 

第 六 條  本校置校長一人，對內綜理校務，負校務發展之責，對外代表

本校。校長室置秘書若干人，以協助處理機要、庶務及行政事宜。 

第 七 條   本校現任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應組

成校長遴選委員會，經公開徵求程序遴選新任校長，報請教育部聘

任之。 

前項遴選委員會成員置十五人，分別由學校代表六人、校友代

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六人，及教育部遴派代表三人組成之。學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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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教師代表四人、職員及研究人員代表一人、學生代表一人；校友

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中校友代表二人、社會公正人士四人。應依照

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規定另訂校長遴選辦法，

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 八 條  本校校長之任期為四年，得連任一次，自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

起聘為原則。除辭職或其他原因離職者外，符合連任資格者，於任

期屆滿前一年，報請教育部辦理校長續聘評鑑事宜。 

             前項評鑑結果應提校務會議，作為續聘之參考，經出席人數二

分之一以上決議續聘，應由學校報請教育部續聘之；如經決議不予

續聘，應即依第七條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辦理新任校長遴選事宜。 

第  九  條    校長有重大違法失職情事者，得由校務會議代表四分之ㄧ以上

之連署提出解聘案，經校務會議代表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出席代表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過，報請教育部解聘之。 

              校長因故出缺或依前項規定經教育部解聘時，其職務依校長職

務代理人順位代行校長職權，並報請教育部核定。 

第 十 條   本校得置副校長一至二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副校長室置秘書

若干人，協助處理行政工作。 

    副校長由校長遴選教授聘兼之，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 

第 十一 條   本校各學院各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並得視業務需要置職員

若干人襄助院務行政工作，第一任院長之產生，由校長聘請教授兼

任之。院長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任期屆滿，得連任時，應於任

期屆滿前三個月內，經由各學院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報請校長續聘

之，如院長因故出缺或任期屆滿不再連任時，應於任期屆滿三個月

前或出缺後三個月內組成院長遴選委員會，遴選與該學院相關學科

領域之教授一至二人，提請校長圈選其中一人聘兼之。 

          前項遴選委員會代表之產生及運作方式，及院長解聘之程

序，由各學院擬訂，經院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之。 

第 十一 條之一   本校各學院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置副院長一人，以輔佐 

          院長推動院務： 

          一、學院所屬系、所總數達十個以上。 

          二、學院所屬專任教師達七十五人以上。 

          三、學院所屬學生總數達一千五百人以上。 

各學院依前項規定設置副院長，其任期以配合院長之任期為原

則，由院長就該院專任教授中提請校長同意後聘兼之，其續聘、解

聘程序亦同。因情事變更而不符設置之條件者，經校長核定，自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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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起停置副院長。 

第 十二 條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

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視業務需要置教師、研究人員、

職員若干人。 

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 十三 條    本校各學系各置主任一人，辦理系務，各單獨設立之研究所各

置所長一人，辦理所務，各學位學程得置主任一人，辦理學程事

務；各系、所、學位學程並置職員若干人，協助行政工作。 

系、所、學程之主管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第一任系、所主

管之產生，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任期屆滿，得連

任時，應於任期屆滿三個月前，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簽請院長

提請校長聘兼之。如任期屆滿不再連任或出缺時，應於任期屆滿

三個月前或出缺後三個月內，由各該系、所就副教授以上教師中

推選一人至二人，簽請院長提請校長圈選一人聘兼之。學位學程

主任由院長推薦副教授以上教師ㄧ人至二人提請校長圈選一人聘

兼之。 

前項之系、所主管推選及解聘辦法由各系、所擬訂，提經院務

會議通過並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之。 

第 十三 條之一    本校各學系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置副主任一人，以輔

佐主任推動系務： 

            一、學系所屬學生總數達五百人以上。 

            二、學系同時具有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等學制(不含在職 

專班)達四個以上。 

                  各學系依前項規定設置副主任，其任期配合主任之任期為原 

則，由主任就該系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中提請校長同意後聘兼之， 

其續聘、解聘程序亦同。因情事變更而不符設置之條件者，經校長

核定，自次學年起停置副主任。 

第 十四 條  本校設下列各行政單位： 

一、 教務處：設註冊組、課務組、資訊服務組、招生組、教

學  

     發展中心。 

二、 學生事務處：設生活輔導組、課外活動組、衛生保健

組、 

     住宿服務組、諮商與生涯發展中心、校園安全中心。 

三、 總務處：設文書組、事務組、出納組、保管組、營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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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採購組。 

四、 研究發展處：設綜合企劃組、學術及推廣服務組、創業

育 

     成中心。 

五、 國際事務處：設國際合作組、國際學生組。 

六、 圖書館：設行政組、採編組、電子資源與推廣組、閱覽

服 

     務組、系統資訊組。 

七、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設作業組、系統組、網路組、諮詢

組、 

     綜合業務組。 

八、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設環境保護組、安全衛生

組。 

九、 秘書室。 

十、 人事室。 

十一、 會計室。 

              本校前項各處、館、室、中心及其下之各組、中心，必要時得

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增減或合併之。 

第 十五 條    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承校長之命掌理教務事宜，由校長聘請

教授兼任之，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置副教務長一人及

視業務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 十六 條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一人，承校長之命掌理學生事務，由

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置副學務

長一人及視業務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 十七 條    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承校長之命掌理總務事宜，由校長聘請

副教授以上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以配合校

長任期為原則。並得置副總務長一人及視業務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 十八 條   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人，承校長之命掌理研究發展事務，由

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視業務需

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 十九 條   國際事務處置國際事務長一人，承校長之命掌理國際事務，由校

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置副國際事

務長一人及視業務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 二十 條   圖書館置館長一人，承校長之命綜理館務，由校長聘請具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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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知能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由教師兼任者，任期

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視業務需要置研究人員、職員若干人。 

第二十一條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承校長之命綜理中心業

務，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

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由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

技術人員兼任者，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視業務需要置

職員、研究人員、稀少性科技人員若干人。 

              前項稀少性科技人員於九十年八月二日以前已進用者，得繼續

留任至其離職為止，其升等得逕依原遴用資格辦法辦理。 

第二十二條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承校長之命綜理中

心業務，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

技術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由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

專業技術人員兼任者，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視業務需

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二十三條    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綜理秘書業務，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

上人員兼任或職員擔任之，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

原則。並得視業務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二十四條    人事室置主任、秘書、專員、組員，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二十五條   會計室置會計主任、組長、專員、組員，依法辦理歲計、會計，

並兼辦統計事項。 

第二十六條   本校一級行政單位符合教育部所定之達一定規模、業務繁重認定

基準，得置副主管，由單位主管遴選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

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報請校長聘兼之，其任期與單位主管同。 

各單位分組辦事者，各置組長一人，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

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各單位分中心辦事者，各置主任一人，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

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兼任。 

       本校各單位由教師兼任之組長（主任），由各該單位一級主管就

符合資格者遴選後薦請校長聘兼之，任期與單位主管同，任期中得

自動請辭或不予聘兼。 

第三章 會 議 

第二十七條  本校設下列各種會議：      

一、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以校長、副校長、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主任秘

書、各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中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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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中

心主任、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

表、職員代表、學生代表組織之。本會議如因議事上之需

要，得邀請校內外相關人員列席。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

生，其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數之二分之一，教師代表

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

分之二為原則，各單位教師代表人數按各單位教師人數比

例分配之；研究人員代表一至三人、職員代表三至五人，

分別由本校全體研究人員、職員互選之；學生代表應經選

舉產生，其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數之十分之一；各代

表之確定人數、任期、選舉方式及校務會議議事規則另訂

之。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主持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但

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

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

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

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二、行政會議：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通識

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及其他單位主管組織之。校長為主席，

討論本校重要行政事項，必要時得邀請其他與議程相關之

人員列席，討論與學生權益有關之事項，必要時得邀請學

生列席。 

三、教務會議：以教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

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

長、圖書館館長、各中心主任及學生代表二人組成；教務

長為主席，討論重要教務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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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之人員列席。 

四、學生事務會議：以學生事務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

長、教師代表、學生代表二人為當然代表，並由校長聘請

與學生事務有關之單位主管若干人組成；教師代表由各學

院各推舉教師二人，學生事務長為主席，討論學生事務及

學生獎懲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相關單位之人員

列席。 

五、總務會議：以總務長、各學院院長、主任秘書為當然代

表，並由校長聘請有關之單位主管、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

二人組成；總務長為主席，討論總務重要事項，必要時得

邀請與議程相關單位之人員列席。 

六、研究發展會議：以研發長、國際事務長、總務長、各學院

院長、教師代表、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為當然代表，並

由校長聘請與研究發展事務相關之單位主管若干人組成；

教師代表由各學院各推舉教師二人，研發長為主席，討論

研究發展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相關單位之人員

列席。 

七、國際事務會議：以國際事務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教師代表、學生代表二人為當

然代表，並由校長聘請與國際事務相關之單位主管若干人

組成；教師代表由各學院各推舉教師二人，國際事務長為

主席，討論國際事務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相關

單位之人員列席。 

八、各學院院務會議：以院長、各系（所）主任（所長）及該

院教師代表組織之。教師代表人數與比例，由各學院訂定

組織章程，經校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院

長為主席，討論各該學院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之重要事

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相關單位之人員或學生代表出席

或列席。 

九、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議：由中心主任、各組組長及中心全

體專任教師、研究人員及行政人員組織之。中心主任為主

席，討論通識教育有關之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

相關單位之人員或兼任人員列席。 

           十、各學系、研究所務會議：以系主任、所長、全體專任教

師、及經由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組織之。學生代表人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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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由各系所訂定之。以系主任、所長為主席，討論各

該系、所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之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

請兼任教師列席。 

十一、各處、館、室、中心會議：以各處、館、室、中心主管 

      及所屬人員組織之。各處、館、室、中心主管為主席， 

      討論各該處、館、室、中心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 

      業務相關單位人員列席。 

第二十八條  本校於必要時得設其他各種會議，各種會議之功能、組成方式

另以組織章程及規則訂定之。 

第二十九條   本校分設下列各種委員會：  

一、教師評審委員會。 

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三、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四、職員評審委員會。 

五、經費稽核委員會。 

六、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 

七、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八、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前項除第四款外，其他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方式另訂，經校務

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必要時本校得增設其他各種委員會，其組織

章程或設置要點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四章 教師分級及聘用 

第 三十 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四級，從事授課、

研究、服務及輔導。為教學及研究需要，得聘助教協助之，並得聘

研究人員從事研究計畫及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 

第三十一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教師之初聘

聘期至當學年度止，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每次均為二

年。長期聘任資格等有關規定，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教師之聘任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

物刊載徵聘資訊。 

             為提升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等成效，應建立評鑑制

度，以做為升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

考標準。其規定另定之，並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納入聘

約。 

教師不服解聘或停聘及其他決定之處置者，得向教師申訴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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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申訴。 

第三十二條  本校研究人員分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四

級，從事研究、推廣及服務。 

研究人員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辭聘及待遇等依有關規

定辦理。 

研究人員之聘任由單位主管協同相關院、系、所主管提名，經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通過後，陳請校長聘任之。 

第三十三條   本校專業技術人員之分級與聘任，依有關規定辨理。其專業技

術人員之聘任由單位主管協同相關院、系、所主管提名，經本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討論通過後，提請校長聘任之。 

第三十四條  本校為提昇教學與研究水準，得設置講座，主持教學研究工作。

講座之設置辦法由學校擬訂，經本校教務會議及校務會議審查通過

後實施。 

第三十五條  本校設校、院、系、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以評審有關教

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解聘、

不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等事宜，並審議講座及榮譽教授之設置事

宜。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方式如下： 

一、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以副校長、教務長、

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其他委

員由各學院推選教授組成之，必要時，得遴聘校內外學術

領域相近之教授或國內研究機構具相當教授等級資格之研

究人員共同組成。委員由校長聘任，任期一年，得連任。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並主持之。 

二、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以各該學院院長及各

系、所、中心主管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由各系、所、中

心各推選教授一人組成。委員由院長聘任，任期一年，得

連任。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由院長擔任召集人並主持之。 

                三、系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以各系、所、

中心主管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之組成由各該系、所、中

心務會議訂定辦法，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系、所、中

心教師評審委員會由系、所、中心主管擔任召集人並主持

之。 

通識教育中心評審教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有關第一項

之事宜，應由該中心組成之系級及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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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榮譽教授之設置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之。 

第三十六條   教師經長期聘任者，非有重大違法失職之情事，經系（所、中

心）務會議議決，並經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裁決，不得解聘或停聘。 

第五章  學生自治團體與校務參與 

第三十七條   本校為增進教育效果，保障學生權益，得由學生推選代表出席

或列席與其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各項會議。學生代表

由選舉產生，任期均為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為顧及學生課業，

出席各項會議代表可由不同學生擔任。 

第三十八條   本校學生得成立學生會與研究生協會，以處理其在校學習、生

活與權益有關事項。其辦法由學生事務處輔導學生研訂，經本校學

生事務會議審查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之。 

學生為前項學生會與研究生協會當然會員，學生會與研究生協

會得向會員收取會費；學校應依學生會與研究生協會請求代收會

費；收費相關規定另訂之。 

第三十九條  本校學生對於個人所受獎懲不服，或自身權益遭受損失時，或

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

之事件，得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六章 附 則 

第 四十 條   本校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定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職員員

額編制表應函送考試院核備。 

本校各單位所置職員之職稱，包括專門委員、編纂、秘書、組

長、技正、編審、專員、輔導員、組員、技士、技佐、助理員、辦

事員、書記。 

本校所置醫事人員職稱包括醫師、護理師、護士。醫師，必要

時得遴用公私立醫療機構合格醫師兼任。 

第四十一條  本校得於各院、系、所或中心辦理各項推廣教育與建教合作計

畫，其辦法另訂，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四十二條  本校因教學實習或實驗之需要，得設立附屬中學及其他實習或

實驗機構，其設立辦法另訂，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四十三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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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師評鑑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草案） 

1010614版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一 條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

教師教學、研究、輔導及

服務成效，特依大學法第

二十一條及本校組織規程

第三十一條規定訂定「國

立暨南國際大學教師評鑑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 一 條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

教師教學、研究、輔導及

服務成效，特依大學法第

二十一條及本校組織規程

第二十九條規定訂定「國

立暨南國際大學教師評鑑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本校組織規程有

關教師評鑑條文

由二十九條修正

為三十一條，爰作

此修正。 

第 二 條  本校支薪之各級專

任教師除另有規定外，每

滿四年應接受一次評鑑，

惟期間通過升等者，視同

通過一次評鑑，並重新起

算應接受評鑑年數。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

101年○月○日修正施行

前依原規定通過評鑑之教

師，於五年期滿後，應依

前項規定接受評鑑。 
        

 

第 二 條  本校支薪之各級專

任教師除另有規定外，每

滿五年應接受一次評鑑，

惟期間通過升等者，視同

通過第一次評鑑，並重新

起算應接受評鑑年數。 

本辦法通過施行前已

聘任之各級專任教師，自

九十六學年度起按教授、

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

之職級別逐年分批辦理第

一次評鑑。 

一、為發揮教師評

鑑 之 積 極 功

能，並參考其

他大學之評鑑

規定，爰將評

鑑年限由五年

縮短為四年。 

二、訂定過渡條

款，依舊辦法

通過評鑑之教

師，於五年期

滿後，應依本

新辦法接受評

鑑，其後每滿

四年接受一次

評鑑。 

第 三 條  各學院(通識教育

中心)於每學年開始時，組

成院(通識教育中心)教師

評鑑審查委員會，負責該

學年度各該院(通識教育

中心)內教師之評鑑工作。 

各學院(通識教育中

心)教師評鑑審查委員會

第 四 條  本校辦理各級專任

教師評鑑，由各學院於每

學年開始時，組成教師評

鑑小組，負責該學年度該

院內教師之評鑑工作。 

各學院教師評鑑小組應置

委員至少五人，委員人數

上限由各學院自訂，其組

一、原第四條條文

移 列 至 第 三

條。 

二、明訂各學院及

通識中心應組

成院 (通識教

育中心 )教師

評鑑審查委員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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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置委員至少五人，其組

成方式如下： 

一、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

心主任)為當然委員

兼召集人。院長(通識

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或委員會委員於評鑑

本人時應自行迴避，

院長(通識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迴避時，應

由各該委員會共推委

員一人為召集人。 

二、各學院(通識教育中

心)教師評審委員會

應推選院(通識教育

中心)外或校外傑出

教授或研究員至少一

人為委員。 

三、餘由各該學院(通識教

育中心)教師評審委

員會推選院(通識教

育中心)內專任教師

擔任，每一系所委員

至多一人為原則。 
 

成方式如下： 

一、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

集人。院長當學年度

需接受評鑑時，由評

鑑小組委員互推一人

為召集人。 

二、該學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推選院外或校外傑

出教授或研究員至少

一人。 

三、餘由該學院教師評審

委員會推選院內專任

教授擔任，每一系所

委員至多一人為原

則。 

通識教育中心及其他 

中心教師依其教學研 

究類科歸屬於性質相 

關或相近之學院辦理 

評鑑。 

會，負責教師

評鑑工作。 

三、增訂院長（通

識中心主任）

或委員於評鑑

本人時應自行

迴避。 

 

第 四 條  本校各級專任教師

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得永久免予評鑑：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

士者。 

二、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

或國家講座者。 

三、年滿六十歲者（但初

聘者除外）。 

四、曾獲國際或國內政府

機關(構)教學、研

究、服務獎項，且其

第 三 條  本校各級專任教師

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得免予評鑑：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

士者。 

二、曾獲頒教育部學術

獎、國家講座或行政

院傑出科技貢獻獎

者。 

三、曾擔任本校講座及經

本校認可之國內外著

名大學講座教授者。 

一、條次變更。 

二、將免評情形分

為「永久免評」

及 「 當 期 免

評」，分別予

以規範。 

三、現行條文之免

評 條 件 多 以

「研究」方面

之表現為主，

較為忽略教師

在教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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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具體卓著(如獲

國際大獎、國家大 奬

等)，並經由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議通

過者。                                                                                                                                                   

五、曾主持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累計達

十二次以上者。 

六、曾獲核定「當期免評

鑑」次數累計達三次

以上者。 

七、曾獲本校教學績優獎

累計達四次以上者。 

八、曾擔任本校一級單位

或系（所、學位學程）

主管累計達十二年

以上且均通過教師

評鑑者。 

各級專任教師符合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

期得免予評鑑： 

一、 

二、 

評鑑期間曾擔任國

科會跨院以上之整

合型計畫主持人。 

四、曾獲頒國科會傑出研

究獎三次以上（九十

四學年度起，獲國科

會各處核給三年最高

一級計畫主持費等同

傑出研究獎一次），

或甲種（或教授級、

副教授級）研究獎（或

優等獎）十次以上者

（八十九學年度以前

所獲一次傑出研究獎

可抵二次甲種研究

獎；九十一年度以後

所獲一次傑出研究獎

可抵三次甲種研究

獎。自九十一學年度

至九十三學年度上學

期，凡主持或共同主

持國科會研究計畫一

年半，等同甲種研究

獎一次；自九十三學

年度下學期起，凡主

持或共同主持國科會

研究計畫二年，等同

甲種研究獎一次）。 
評鑑期間曾擔任本

校研究或產學合作

計畫主持人且累計

編列管理費達一定

金額（人文學院、教

育學院及通識教育

中心三十六萬元；管

理 學 院 四 十 八 萬

元；科技學院六十萬

元）以上，或累計計

畫研究總金額達一

定金額（人文學院、

教育學院及通識教

育中心六百萬元；管

理學院八百萬元；科

同一研究案，僅得採前列

各採計方式之一。 

五、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

或其他教學、研究、

服務獎項，成果具體

卓著，經所屬系（所、

中心）教師評審委員

會、院教師評鑑小

組、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通過，校長核可

者。 

六、年滿六十歲者（但初

聘者除外）。 

曾獲選本校研究績優獎或

之優異表現，

爰增列教師在

「教學」、「輔

導及服務」方

面表現優異之

免評條件。 

四、依原條文規定

曾獲採計之免

評情形，於本

法修正後，原

獲採計之免評

條件仍得計列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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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學院一千萬元）以

上；各計畫如有共同

或協同主持人者，前

稱「管理費」依主持

人分配之數額計算。 

三、 

四、 

評鑑期間曾擔任國

內外著名大學講座

教授經本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認可者。 

五、 

評鑑期間曾獲校外

其他機關 (構 )教

學、研究、服務獎項

或 其 成 果 具 體 卓

著，並經系(所) 教

評會向院及校方提

報，且由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通過者。 

六、 

評鑑期間曾獲本校

研究績優獎或教學

獎合計達二次以上

者。 

 

評鑑期間對學校有

實質貢獻，經院(通

識教育中心)教師評

鑑審查委員會向校

方提報，由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者。 

教學獎共三次以上者，得

免評鑑一次。 

五年內有學術期刊論文或

發明專利總計達五篇（件）

者，得免評鑑一次。前述

學術期刊論文須刊登於

SCI、SSCI、A&HCI、TSSCI

或 EI期刊，且為第一作者

或通訊作者。 

 

第 五 條 本校教師評鑑項目

分教學、研究、輔導及服

務等三項，以受評鑑學年

度之前四年內（扣除留職

留薪、留職停薪、重大疾

病療養、請產假延長一年

接受評鑑等期間）各項表

現始予計分。 

本校教師評鑑計分

第 五 條  本校教師評鑑項目

分教學、研究、輔導及服

務等三項，以受評鑑學年

度之前五年內（扣除留職

留薪、留職停薪、重大疾

病療養、請產假延長一年

接受評鑑等期間）各項表

現始予計分。各項目成績

總和滿分為一百分。評鑑

一、配合第二條評

鑑 年 限 之 修

改，修正評鑑

項目之採計年

限為前四年內

之表現。 

二、教師評鑑計分

細則授權由校

教師評審委員

會另訂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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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則由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另訂之。各學院(通識

教育中心)依其特性，得

參考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訂定之計分細則自訂評

鑑細項，經院務(中心)

會議通過，送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總成績平均值達七十分者

為通過評鑑基準，惟評鑑

成績未達八十分者，列為

追蹤輔導名單。各學院得

自訂更嚴格之規定。 

前述項目之配分採彈

性比例，其配分範圍及評

鑑詳細項目如下： 

一、教學（佔百分之三十

至百分之五十） 

（一）教授科目、授課時

數及選課人數等。 

（二）新知識課程教授或

教材研發。 

（三）指導學生學術研究

績效、指導大學部專

題或研究生論文人

數。 

（四）教學評量結果回饋

於教學改善之情形。 

（五）參加教學成長活動

認證。 

（六）其他事項。 

二、研究（佔百分之三十

至百分之五十） 

（一）研究成果（含期刊

論文、發明、專利

等）。 

（二）專書著作。 

（三）學術會議或研討會

之論文發表。 

（四）國科會或其他政府

民間機構之研究計

畫、研究獎勵。 

（五）其他事項。 

三、服務及輔導（佔百分

院 (通識教育

中心 )依其特

性，得參考校

教師評審委員

會訂定之計分

細則自訂評鑑

細項，經院務

(中心)會議通

過，送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核

備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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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至百分之三十） 

（一）參與系（所）、院、

校等事務之貢獻。 

（二）兼任本校各級學術

及行政職務、各種委

員會委員等情形。 

（三）產學合作計畫之推

動。 

（四）輔導學生（含兼任

導師、指導社團、代

表隊等）情形。 

（五）其他校內外服務事

項。 

      各學院依其特性，參考

上述規定研訂評鑑細項、

配分比重、評鑑方法、程

序及通過評鑑之標準等

項，經院務會議通過，送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

實施。 

 

第 六 條  各學院(通識教育

中心)教師評鑑審查委員

會應於評鑑至少一個月

前，具函通知各系（所）、

教師據實填妥表格並附

必要證明之書面資料，送

各該院(通識教育中心)

教師評鑑審查委員會進

行評鑑。 

各學院(通識教育中

心)當次評鑑工作應於當

期六月底前完成，並檢齊

相關資料送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後，陳奉校長

核定。 

第 六 條  各學院教師評鑑小

組應於評鑑至少一個月

前，具函通知各系（所）

據實填妥表格並附必要證

明之書面資料，送教師評

鑑小組進行評鑑。 

各學院各學年度之評

鑑工作應於每年五月底前

完成，並檢齊相關資料送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後，陳奉校長核定。 

 

一、第三條條文已

修正明訂各學

院及通識中心

應組成院 (通

識教育中心 )

教師評鑑審查

委員會，負責

教 師 評 鑑 工

作，爰將各院

教師評鑑小組

修 正 為 各 院

(通識教育中

心 )教師評鑑

審查委員會。 

二、因應實際作業

情形，將各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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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鑑工作完成

期限由每年五

月底修正為六

月底。 

第 七 條  符合下列任一款條

件者，應於次一年進行再

評鑑： 

一、評鑑總成績未達九十

點。 

二、教學成績未達四十

點。 

三、研究成績未達二十五

點。 

四、輔導及服務成績未達

二十點。 

再評鑑通過者，視

為該次評鑑通過，並重新

起算應接受評鑑年數。 

再評鑑未通過者，

視為該次評鑑未通過並

列為追蹤輔導之教師名

單，需接受相關輔導措

施，各學院(通識教育中

心)應協助提具改進計畫

並追蹤改善情形，輔導方

式依本校教師傳習制度

實施要點辦理。 

第一次評鑑未通過

者，除接受追蹤輔導外，

並自次年起不予晉薪，已

達年功俸最高級者，自次

年起不得申請休假、進修

研究、借調、在外兼職或

兼課。 

第 七 條  未通過評鑑標準之

教師，教師評鑑小組應通

知各系（所）教師評審委

員會議決適當之懲處建

議，包括不得晉薪、申請

休假、進修研究、借調、

在外兼職或兼課等，依行

政程序簽陳核定後自評鑑

結束之次一學年度執行。 

未通過評鑑標準之教

師，應間隔一學年接受「再

評鑑」，經「再評鑑」通

過之次學年度起始得解除

前項處分限制。 

各級專任教師經「再

評鑑」仍未達通過標準

者，提請三級教評會審

議，經確認不適任者不予

續聘。 

依第五條第一項規定

列為追蹤輔導名單之教

師，及第一次未通過評鑑

標準之教師，需接受相關

輔導措施，各學院應協助

提具改進計畫並追蹤改善

情形。輔導辦法由各學院

另訂之。 

 

 

 

一、為使教師評鑑

功 能 得 以 發

揮，爰修訂評

鑑通過標準，

除總成績須達

標準外，各單

項（教學、研

究、輔導及服

務）成績亦須

達所訂標準，

始為通過。另

評鑑成績非以

一 百 分 為 滿

分，為避免誤

解，爰將分數

改 以 點 數 計

算。 

二、明訂評鑑未達

通過標準者，

應於次一年進

行「再評鑑」： 

1.再評鑑通過

者，視為該次

評鑑通過，並

重新起算應

接受評鑑年

數。 

2.再評鑑未通

過者，視為該

次評鑑未通

過並列為追

蹤輔導名單。 

三、明訂第一次評

鑑未通過者，

除接受追蹤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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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二次評鑑未通

過者，提請三級教評會審

議，經確認不適任者，應

辦理退休、資遣或不續

聘，或改聘為約聘教師。 

 

導外，並自次

年起不予晉薪

之相關規定。 

四、明訂連續二次

評 鑑 未 通 過

者，應提請三

級 教 評 會 審

議，經確認不

適任者，應辦

理退休、資遣

或不續聘，或

改聘為約聘教

師。 

第 八 條 各學院(通識教育中

心)教師評鑑審查委員會

各次評鑑結果，發現有教

學績效及研究績效特別優

良之教師，應建請其所屬

單位將之推薦至本校「教

學獎」、「研究績優獎」

受理單位，參與該獎項之

甄審。發現有輔導及服務

績效特別優良者，提送本

校於適當會議或活動中給

予表揚。 

 

第 八 條 各教師評鑑小組各

次評鑑結果，發現有教學

績效及研究績效特別優良

之教師，應建請其所屬單

位將之推薦至本校「教學

獎」、「研究績優獎」受

理單位，參與該獎項之甄

審。發現有服務及輔導績

效特別優良者，提送本校

於適當會議或活動中給予

表揚。 

 

各院教師評鑑小

組修正為「各院

(通識教育中心)

教師評鑑審查委

員會」。 

第十一條  各學院(通識教育

中心)教師評鑑審查委員

會委員對於審議案件涉及

本人、配偶、三親等內之

血親、姻親或有個人利害

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

得參與討論與決議。 

委員未自行迴避者，

主席得經各學院(通識教

育中心)教師評鑑審查委

員會決議，請該委員迴避。 

第十一條  教師評鑑小組委員

對於審議案件涉及本人、

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

姻親或有個人利害關係

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

與討論與決議。 

委員未自行迴避者，

主席得經教師評鑑小組決

議，請該委員迴避。 

委員中有前二項應行

迴避之情事者，皆不計入

各院教師評鑑小

組修正為「各院

(通識教育中心)

教師評鑑審查委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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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中有前二項應行

迴避之情事者，皆不計入

應出席委員人數。 

 

出席委員人數。 

 

第十二條  各學院(通識教育

中心)教師評鑑審查委員

會會議之召開須達三分之

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

議，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之同意始得決議。 

第十二條  教師評鑑小組會議

之召開須達三分之二以上

委員出席始得開議，經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

意始得決議。 

各院教師評鑑小

組修正為「各院

(通識教育中心)

教師評鑑審查委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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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14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修正草案） 
96年 6月 27日 95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通過，96年 8月 1 日實施 

 97年 3月 20日 96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2、5、6條條文 

99年 1月 13日 98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5、7、8 條條文 

○年○月○日○學年度第○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2、3、4、5、6、7 、8、11、12條條文 

 

第 一 條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教師教學、研究、輔

導及服務成效，特依大學法第二十一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一條規

定訂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支薪之各級專任教師除另有規定外，每滿四年應接受一次評

鑑，惟期間通過升等者，視同通過一次評鑑，並重新起算應接受評鑑

年數。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 101 年○月○日修正施行前依原規定通過評鑑

之教師，於五年期滿後，應依前項規定接受評鑑。 

第 三 條      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於每學年開始時，組成院(通識教育中心)

教師評鑑審查委員會，負責該學年度各該院(通識教育中心)內教師之

評鑑工作。 

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鑑審查委員會應置委員至少五人，其

組成方式如下： 

一、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院長(通識教

育中心中心主任)或委員會委員於評鑑本人時應自行迴避，院長(通

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迴避時，應由各該委員會共推委員一人為召

集人。 

二、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應推選院(通識教育中心)

外或校外傑出教授或研究員至少一人為委員。 

三、餘由各該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推選院(通識教育中

心)內專任教師擔任，每一系所委員至多一人為原則。 

第 四 條      本校各級專任教師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永久免予評鑑：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二、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座者。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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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滿六十歲者（但初聘者除外）。 

四、曾獲國際或國內政府機關(構)教學、研究、服務獎項，且其成果具

體卓著(如獲國際大獎、國家大 奬等)，並經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通過者。 

五、曾主持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累計達十二次以上者。 

六、曾獲核定「當期免評鑑」次數累計達三次以上者。 

七、曾獲本校教學績優獎累計達四次以上者。 

八、曾擔任本校一級單位或系（所、學位學程）主管累計達十二年以上

且均通過教師評鑑者。 

各級專任教師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期得免予評鑑： 

一、 

二、 

評鑑期間曾擔任國科會跨院以上之整合型計畫主持人。 

三、 

評鑑期間曾擔任本校研究或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且累計編列管理

費達一定金額（人文學院、教育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三十六萬元；

管理學院四十八萬元；科技學院六十萬元）以上，或累計計畫研究

總金額達一定金額（人文學院、教育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六百萬元；

管理學院八百萬元；科技學院一千萬元）以上；各計畫如有共同或

協同主持人者，前稱「管理費」依主持人分配之數額計算。 

四、 

評鑑期間曾擔任國內外著名大學講座教授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認可者。 

五、 

評鑑期間曾獲校外其他機關(構)教學、研究、服務獎項或其成果具

體卓著，並經系(所) 教評會向院及校方提報，且由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通過者。 

六、 

評鑑期間曾獲本校研究績優獎或教學獎合計達二次以上者。 

第 五 條      本校教師評鑑項目分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等三項，以受評鑑

學年度之前四年內（扣除留職留薪、留職停薪、重大疾病療養、請產

假延長一年接受評鑑等期間）各項表現始予計分。 

評鑑期間對學校有實質貢獻，經院(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鑑審查委

員會向校方提報，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者。 

本校教師評鑑計分細則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另訂之。各學院(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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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心)依其特性，得參考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訂定之計分細則自訂評

鑑細項，經院務(中心)會議通過，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第 六 條    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鑑審查委員會應於評鑑至少一個月

前，具函通知各系（所）、教師據實填妥表格並附必要證明之書面資

料，送各該院(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鑑審查委員會進行評鑑。 

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當次評鑑工作應於當期六月底前完成，並檢

齊相關資料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後，陳奉校長核定。 

第 七 條      符合下列任一款條件者，應於次一年進行再評鑑： 

一、評鑑總成績未達九十點。 

二、教學成績未達四十點。 

三、研究成績未達二十五點。 

四、輔導及服務成績未達二十點。 

再評鑑通過者，視為該次評鑑通過，並重新起算應接受評鑑年數。 

再評鑑未通過者，視為該次評鑑未通過並列為追蹤輔導之教師名單，

需接受相關輔導措施，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應協助提具改進計畫並追

蹤改善情形，輔導方式依本校教師傳習(Mentor)制度實施要點辦理。 

第一次評鑑未通過者，除接受追蹤輔導外，並自次年起不予晉薪，

已達年功俸最高級者，自次年起不得申請休假、進修研究、借調、在外

兼職或兼課。 

連續二次評鑑未通過者，提請三級教評會審議，經確認不適任者，

應辦理退休、資遣或不續聘，或改聘為約聘教師。 

第 八 條    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鑑審查委員會各次評鑑結果，發現

有教學績效及研究績效特別優良之教師，應建請其所屬單位將之推薦

至本校「教學獎」、「研究績優獎」受理單位，參與該獎項之甄審。

發現有輔導及服務績效特別優良者，提送本校於適當會議或活動中給

予表揚。 

第 九 條    應接受評鑑教師，須提出相關資料接受審查。未提出者，視為該

年度未通過評鑑。但當年度有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如休假研究、借

調、出國講學進修、育嬰假或其它等）不在校情形或因重大疾病確需

療養，致未能提出者，俟返校服務後順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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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應接受評鑑年數之計算，不包括留職留薪、留職停薪或重大疾病

療養期間。 

女性懷孕教師之評鑑年限，得酌予自請產假日起算延長一年接受

審查。 

通過升等教師，依其升等後職稱，自該學年度起算其應接受評鑑

年數。 

第十一條    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鑑審查委員會委員對於審議案件涉

及本人、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或有個人利害關係者，應自行

迴避，不得參與討論與決議。 

委員未自行迴避者，主席得經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鑑審

查委員會決議，請該委員迴避。 

委員中有前二項應行迴避之情事者，皆不計入應出席委員人數。 

第十二條    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鑑審查委員會會議之召開須達三分

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始得決

議。 

第十三條    受評鑑教師對評鑑結果不服者，得於收到通知文件之次日起十日

內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對申復結果再不服者，得向學

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訴。 

第十四條  校務基金自籌經費進用之教師，其評鑑比照專任教師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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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修正對照表（草案）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二 條  本校導師制度依職責

區分如下： 

一、院主任導師由各

學院院長兼任。 

二、系（所）主任導

師由系（所）主

管兼任。 

三、導師由各系（所）

專任教師兼任，遇

有更調、休假、出

國進修時，由該系

（所）主管兼代或

遴選其他教師接

替。 

四、院輔導員兼宿舍導

師由本校聘任具相

關專業之約用輔導

員擔任之。 

第 二 條  本校導師制度依職責

區分如下： 

一、院主任導師由各

學院院長兼任。 

二、系（所）主任導

師由系、所主管

兼任。 

三、導師由各系、所

專任教師兼任，

遇有更調、休

假、出國進修

時，由該系、所

主管兼代或遴選

其他教師接替。 

1.文字略作修

正 

2.增列院輔導

員兼宿舍導

師 

第 六 條  院輔導員兼宿舍導師之

職責如下：  

一、透過學院與系（所）

定時、定點值班，提

供各系（所）生涯、

生活與學習輔導活

動。 

二、針對各學院與系

（所）特性，經營專

屬導師輔導知能網

頁。 

三、與系（所）導師共

同規劃班級輔導活

動。 

四、協助系（所）導師

關懷、轉介有多元輔

 
新增條文內容，

原第六條遞移。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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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導需求之學生。 

五、於學生宿舍舉辦生

涯、生活與學習輔導

活動。 

六、引導學生參與多元

文化與自然生態特

色之公共事務，提升

學生創造力、社會關

懷與公民素養。 

第 七 條  各系（所）應依據本辦

法、系（所）特色及學

生需求，訂定各系（所）

導師制實施細則，經系

（所）務會議決議後實

施，並將導師制實施細

則送學務處備查。 

各系（所）每學期應召

開導師會議至少一

次，討論工作實施情

形，檢討與改進導師制

實施情形。 

第 六 條  各系（所）應依據本辦

法、系所特色及學生需

求，訂定各系（所）導

師制實施細則，經系務

會議決議後實施，並將

導師制實施細則送學

務處備查。 

各系每學期應召開導

師會議至少一次，討論

工作實施情形，檢討與

改進導師制實施情形。 

1. 由現行條文

第六條移列 

2. 文字略作修

正 

第 八 條  各系（所）應於每學年

第一學期開學二週前

遴定該系（所）之導

師，並將名單送交學生

事務處彙整，簽請校長

核聘，聘期一學年，得

續聘之。 

第 七 條  各系、所應於每學年第

一學期開學二週前遴

定該系、所之導師，並

將名單送交學生事務

處彙整，簽請校長核

聘，聘期一學年，得續

聘之。 

1. 由現行條文

第七條移列 

2. 文字略作修

正 

第 九條    在職專班得視實際需

要與經費情形設置導

師，其導師制實施辦法

由各在職專班另訂之。 

第 八條  在職專班得視實際需要

與經費情形設置導師，

其導師制實施辦法由各

在職專班另訂之。 

由現行條文第

八條移列 

第 十 條  導師工作經費項目包括

導師費、導生活動費、

主任導師活動費及遴

聘各院一名院輔導員

兼宿舍導師之經費，由

第 九 條  導師工作經費項目包

括導師費、導生活動費

及主任導師活動費，由

本校編列預算支應。  

1. 由現行條文

第九條移列 

2. 導師費及導

生活動費以

每學年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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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本校編列預算支應。 

前項遴聘各院輔導員

兼宿舍導師經費由導

師費提撥之。 

 
導生2,000元

編列，其中提

撥500元作為

遴聘院輔導

員兼宿舍導

師之經費 

第 十一 條  為集思廣益，討論全

校性學生事務工作，

及改進導師制實施事

項，每學期應召開導

師會議，以學生事務

長為主席，並得邀請

有關人員出席或列

席。 

第 十 條  為集思廣益，討論全校

性學生事務工作，及改

進導師制實施事項，每

學期應召開導師會

議，以學生事務長為主

席，並得邀請有關人員

出席或列席。 

由現行條文第

十條移列 

第 十二 條  導師輔導工作表現

優良者，應予獎勵。

優良導師評選及獎

勵辦法另訂之。 

第 十一 條  導師輔導工作表現

優良者，應予獎勵。

優良導師評選及獎

勵辦法另訂之。 

由現行條文第

十一條移列 

第 十三 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

會議及校務會議通

過後施行。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

會議及校務會議通

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1. 由現行條文

第十二條移

列 

2. 刪除部分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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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草案） 

中華民國84年9月18日第9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84年12月5日第1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87年6月24日86學年第2學期第1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87年11月17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88年1月14日第9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1年1月10日90學年第1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1年10月20日91學年第1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2年10月15日92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2年12月24日92學年度第1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6年5月29日95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年96年6月13日95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6年12月11日96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96年12月26日第285次行政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96年12月26日96學年度第1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1年5月16日100學年第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1年5月30日第37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行導師責任制，以輔導學生健全發展，

達成大學全人教育之目的，並參酌「教師法第十七條」之精神，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導師制度依職責區分如下： 

一、院主任導師由各學院院長兼任。 

二、系（所）主任導師由系（所）主管兼任。 

三、導師由各系（所）專任教師兼任，遇有更調、休假、出國進修時，由該系

（所）主管兼代或遴選其他教師接替。 

四、院輔導員兼宿舍導師由本校聘任具相關專業之約用輔導員擔任之。 

第 三 條  院主任導師之職責如下： 

一、負責協調、規劃、推動該院及各系（所）導師制之輔導活動。 

二、出席導師會議、導師輔導知能研討會及相關研討會議。 

第 四 條  系（所）主任導師之職責如下： 

一、規劃推動導師工作及分配系（所）導生活動費，舉辦系（所）導師會議。 

二、參與學生輔導相關之專業訓練。 

三、協助導師於輔導學生遭遇困難時之諮詢或轉介。 

四、協助學生緊急事件之通報、聯繫與處理。 

五、導生獎勵及懲罰事項之提報。 

六、其他法令規定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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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導師之職責如下： 

一、輔導學生課業學習與選課之規劃，以及生涯發展之諮詢。 

二、協助學生處理身心、學業或生活上之危急狀況。 

三、導生緊急事件之處理及聯繫。 

四、依據各導生平日生活言行表現填送學生獎懲建議表，送生活輔導組彙整登

記，以為學生學期操行成績加減分之依據。 

五、參與學生輔導相關之專業訓練。 

六、導師每週至少安排二小時時間輔導學生，舉行座談會、討論會及其他有關

團體生活之指導，並將上開實施情形扼要記載，如發現學生有不良習性或其

他特殊事項，應隨時通知家長注意。 

七、導生管理系統中「導師評語及談話紀錄」應妥為記錄，因實施輔導導生所

獲得個人或家庭資料，不得對外公開。 

學生事務處應編製導師手冊供導師輔導學生時參考。 

第 六 條   院輔導員兼宿舍導師之職責如下： 

一、透過學院與系（所）定時、定點值班，提供各系（所）生涯、生活與學習輔導

活動。 

二、針對各學院與系（所）特性，經營專屬導師輔導知能網頁。 

三、與系（所）導師共同規劃班級輔導活動。 

四、協助系（所）導師關懷、轉介有多元輔導需求之學生。 

五、於學生宿舍舉辦生涯、生活與學習輔導活動。 

六、引導學生參與多元文化與自然生態特色之公共事務，提升學生創造力、社會關

懷與公民素養。 

第 七 條  各系（所）應依據本辦法、系（所）特色及學生需求，訂定各系（所）導師制實

施細則，經系（所）務會議決議後實施，並將導師制實施細則送學務處備查。 

各系（所）每學期應召開導師會議至少一次，討論工作實施情形，檢討與改進導

師制實施情形。 

第 八 條  各系（所）應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二週前遴定該系（所）之導師，並將名 

單送交學生事務處彙整，簽請校長核聘，聘期一學年，得續聘之。 

第 九 條  在職專班得視實際需要與經費情形設置導師，其導師制實施辦法由各在職專班另

訂之。 

第 十 條  導師工作經費項目包括導師費、導生活動費、主任導師活動費及遴聘各院一名院

輔導員兼宿舍導師之經費，由本校編列預算支應。 

          前項遴聘各院輔導員兼宿舍導師經費由導師費提撥之。 

第 十一 條  為集思廣益，討論全校性學生事務工作，及改進導師制實施事項，每學期應召

開導師會議，以學生事務長為主席，並得邀請有關人員出席或列席。 

第 十二 條  導師輔導工作表現優良者，應予獎勵。優良導師評選及獎勵辦法另訂之。 

第 十三 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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