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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鑑結果 

一、校務經營與發展 未通過 

二、課程與教學 通過 

三、學生學習確保與成效 有條件通過 

四、校務經營績效與自我改善 有條件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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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類 

一、校務經營與發展 

（一）優點／特色（或現況摘述） 

1. 學校原本自我定位為「一所與產業技術需求無縫接軌，學生

畢業即具備百分百就業能力的國際型科技大學」，因應少子女

化之衝擊日益嚴重，112 學年度重新定位為「一所小而精實

且學生畢業保障就業的企業型科技大學」，有利校務聚焦經

營。 
2. SWOT 分析確實，能明確列出學校之優勢、劣勢、機會與威

脅，並據以規劃校務發展計畫。 
3. 學校鄰近 50 公里區域範圍內有 15 個工業區、3,142 家廠商、

21 種主要產業鏈，具產學合作之區域優勢，有利於進行產學

研究及人才培育。 
4. 各類委員會組織健全完整，能依規定開會，討論權責事項。 
5. 112 學年度與台灣鋼鐵集團合作，推動「台鋼繁鷹計畫」，提

供助學金、四年免學雜費或國立大學收費、保障就業等助學

措施，並自 112 學年度起，將部分宿舍提供給新生免費住宿，

有助於學生安定就學。 
6. 學校經過組織再造，行政運作已恢復正常，雖有 40 餘名教職

員申請優退，惟大多數留任教職員皆能共同承擔變因所增加

的工作，維持正常教學。 

（二）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建議 

1. 112 學年度的校務發展計畫並未配合學校定位的調整，應即

時進行實質的滾動式修正，建議修訂校務發展計畫，並設定

明確的目標和具體的查核點，以追蹤進度和目標達成情形。 
2. 生源萎縮及學生人數日漸減少，導致教學與營運成本逐漸增

加，不利學校整體發展，宜有完善招生規劃以為因應。 
3. 逐年縮減研究績效獎勵經費，致使教師整體研發能量逐漸下

降，不利產學合作研發成果提升。建議加強研究績效獎勵措

施。 
4. 經濟不利之學生族群相當普遍，需要在課餘時間工讀，導致

學習成效受影響。宜結合台灣鋼鐵集團所提供的助學措施，

以讓學生能安心就學，完成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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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9～111 學年度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運作成效一覽表顯示，

三年內未召開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學校宜宣導及開放職工

申訴管道，落實申訴制度。 
6. 109～111 學年度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運作成效一覽表顯示，

三年內學生申訴案件均未能成立，宜檢視申訴辦法，確保學

生申訴權益。 
7. 109～111 學年度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運作成效一覽表顯示，

110～111 學年度 COVID-19 疫情嚴重，學校並未定期討論處

理相關防疫措施，宜檢討改善校園安全機制之運作。 
8. 學校預定開設 ESG 外語訓練專業必修課程。惟學校英文畢業

門檻設定為 A2 基礎級，且英文能力未達畢業門檻人數，109
學年度 453 人、110 學年度 593 人、111 學年度 456 人，建議

加強語文能力提升補救課程，以達成設定目標。 
9. 校務發展計畫規劃十大策略與行動方案，然未說明如何執

行，亦無管考機制，宜積極改善。 
10. 學校在 112 年 6 月台灣鋼鐵集團入主前，無預警停薪 11 個月，

董事會未能善盡職責，積極協助解決財務困難，宜檢討改善。 
11. 113 學年度開始，應用外語系將與觀光課程相結合，日文課

程規劃，僅安排「旅館日文」、「進階日文」兩門課，難以培

養對日觀光人才。建議增開課程，以利專業人才之培育。 
12. 校園夜間照明設備有待加強，建議落實校園安全緊急處理之

作業規範（SOP），並彌補夜間總務人力短缺之情形。 
13. 學校產學合作之績效回饋薄弱，建議產學合作內容能與教

學、研發結合，以提升教師技轉及學生職場就業之競爭力。 

（三）對未來發展建議 

1. 校務研究單位在日漸重視校務研究的當下，至少宜保留為二

級單位，不宜完全取消。 
2. 為配合 112 年 6 月底學校組織改造及精簡行政和教學單位，

宜進行未來 5 年校務發展計畫之擬訂，擘劃學校發展藍圖、

目標與策略。 
3. 國際化為學校的重要定位，建議加強招收外籍生和僑生的策

略，提出具體方案，並將招生成效列入每年校務推動的追蹤

項目。 
4.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宜開放「預約到書」系統，以提升借閱使

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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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與教學 

（一）優點／特色（或現況摘述） 

1. 學校 109～111 年度補助教師辦理專業成長社群共投入經費

93 萬 437 元，辦理 55 個社群、參與教師 317 人次，社群議

題多元，參與人數踴躍，有助教學能力之精進。 
2. 109～111 年度補助自辦教學研討會共投入經費 107 萬 500

元、辦理 56 場研討會、參與教師 1,047 人次，教師透過研討

會進行交流，有助提升教學品質。 
3. 各系皆有獨立空間，為配合實驗及操作訓練，系內皆設有專

業教室，且儀器設備及數量能配合課程教學，有助提升教學

品質。 
4. 鼓勵教師將產學合作成果融入教材，109～111 學年度共獎勵

23 位教師自編 42 門課程教材，有助提升教師專業素養及實

務教學能力。 
5. 111 學年度設立跨商管及機電兩學院之「智慧製造管理跨領域

學分學程」，以培養學生具備智慧製造管理之專業能力，課程

規劃含基礎概念及專業運用等課程，符合培育產業所需人才

之教育目標。 
6. 課程規劃流程依序為分析、設計、發展、執行、評估，並做

滾動式檢討與修正，能確保課程教學品質及符應教育目標。 
7. 為因應數位轉型趨勢，在校級通識與系所課程中導入相關課

程，有利學生數位轉型素養之培育。 
8. 高雄市自然史教育館於民國 86 年在學校開館，109～111 年度

向教育部申請營運補助經費對外開放營運，成為提供通識豐

富課程資源的場地。 
9. 產業學院持續開發與台灣鋼鐵產業企業之合作機會，並推動

「雙軌計畫專班」，有助實習課程之推動。 

（二）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建議 

1. 109～111 學年度教師參加校外研習場次、申請教師人數及補

助金額，均呈銳減趨勢（自我評鑑報告 p.77），在疫情已經緩

解和學校脫離專輔名單後，建議逐步恢復上述作業，積極鼓

勵教師參加校外研習，以提升教師之教學知能。 
2. 109～111 學年度教師執行民間、政府機關各項產學合作計畫

之件數、總金額及學校收入因師資人數減少，均呈逐年下降

趨勢（自我評鑑報告 p.83），建議鼓勵教師積極爭取產學合作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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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圖書館外文圖書 109～111 學年度僅增加 31 本，數量偏低（自

我評鑑報告 p.61），學校設有新南向產學合作專班及國際產學

專班，外文圖書宜配合基礎技術理論教學及學生閱讀需求，

酌予增加購置。 
4. 完成全學年實習人數，109～111 學年分別僅有 9 人、11 人、

3 人；完成全學期實習人數，分別僅有 11 人、28 人、3 人，

人數皆偏低（自我評鑑報告 p.84、基本資料表 3-2），建議加

強輔導校外實習選課，以培育學生實作能力。 
5. 109～111 學年度，僅有 1 位教師以應用科技技術報告成功升

等副教授（基本資料表 pp.85～86 表 2-7）。建議鼓勵及協助

教師多元升等。 
6. 109～111 學年度學生校際選課、輔系人次、雙主修人次、學

分學程人次及修畢學分學程等各項人次均只有 1 人或 0 人，

建議積極檢討改進。 
7. 應用外語系 109與 110學年度分別有 12.07%及 10.77%學生未

達畢業門檻，建議檢討改善。 
8. 111 學年度業師協同教學課程實施數、聘任業師人數均為零

（自我評鑑報告 p.92），建議設法逐步恢復業師協同教學。 
9. 111 學年度全校圖書資料經費為零，建議設法編列預算經費，

充實及汰換圖書，以維持全校師生對圖書的基本需求。 

三、學生學習確保與成效 

（一）優點／特色（或現況摘述） 

1. 建構線上點名暨課程異動管理系統，提供教師隨堂線上點名

與課程進度填報，有利授課教師與導師掌握學生學習狀況。 
2. 109～111 學年度學生參與校外競賽，國內競賽件數 109 件，

獲獎率 94.3%～100%；國際競賽件數 88 件，獲獎率 90.7%～

100%。能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外專業競賽。 
3. 透過就業輔導及相關的職涯活動，積極提升學生的就業率，

107～109 學年度學士班及碩士班畢業生畢業 1 年後的就業率

均在 88%以上，105～107 學年度學士班及碩士班畢業生畢業

3 年後的就業率均在 95%以上；台灣鋼鐵捐資集團亦提供保

障就業及實習場域之機制，有助確保就業穩定度。 
4. 積極辦理新南向產學合作專班，鼓勵學生留臺工作或升學，

畢業生留臺工作的比率，109～111 學年度分別為 81.82%、

82.76%、75%，有利於後續專班的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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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建議 

1. 學校於 110 學年度取消原有的專業、資訊、語文等畢業門檻，

回歸到各科系自行訂定，惟部分科系僅以任選證照取代畢業

門檻，恐造成學生取得缺乏市場效用或法規效用的證照，建

議檢核各系畢業門檻所列之證照與市場需求之相關性。 
2. 111 年度被列為專案輔導學校，故無高教深耕經費辦理業師協

同教學，建議學校宜有經常性經費長期支持，以維持業師協

同教學之安排。 
3. 109～111 學年度職涯輔導個別諮商及轉系學生生涯測驗的施

測逐年減少，110～111 學年度諮商人次為零，轉系學生生涯

測驗的施測僅有 8 人次，不利於學生職涯輔導發展，建議加

強宣導，鼓勵學生善用輔導資源。 
4. 109～110 學年度各學期對學習成效不佳輔導改善比率為

1.36%～2.83%，比率偏低，建議改善。 
5. 109～111 學年度畢業生雇主滿意度之調查樣本數由 254 件逐

年降至 36 件；另五分量表之普通（3 分）以下比例有增加趨

勢，且非常滿意（5 分）僅約占 25%，建議瞭解原因，並加

強對學生學習成效之檢核。 
6. 109～111 學年度配置教學助理之課程數為 313 門、216 門、

109 門，逐年下降，宜檢討改善。 
7. 外籍學生「華語能力檢測及輔導實施要點」與「華語補救教

學實施細則」，均未明訂通過之門檻，建議明訂通過門檻，以

利學生遵循，並針對未通過之學生，加強追蹤輔導。 
8. 109 學年度學校支付教師授課鐘點費，於學生課餘時間開設

「擴充學習」課程，以提高證照通過率；惟 110 及 111 學年

度因財務困難，沒有繼續開設，建議持續推動該課程。 
9. 106 學年度評鑑指出「學生對宿舍的滿意度偏低」。此次評鑑

參訪學生宿舍，發現 1 樓大廳冰箱無冷藏溫度計檢測冰箱溫

度、走廊消防滅火器有效檢測於 111 年到期、1 樓兩側逃生門

均無法開啟。建議強化學生宿舍的各項安全檢測。 
10. 專任諮商輔導人力僅有 2 名，不符合教育部規範，亦無全英

語諮商之心理師，建議增聘足額人力，並包含具全英語諮商

能力之心理師，以滿足日漸增加之境外生諮商輔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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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務經營績效與自我改善 

（一）優點／特色（或現況摘述） 

1. 學校已完成董事會改組，並於 112 年 6 月經教育部解除專案

輔導學校列管，恢復招收新南向專班學生及辦理推廣教育、

樂齡教育等業務，有助校務的穩定與正常化運作。 
2. 為應對少子女化所產生之閒置空間和財源銳減，目前已完成

土木大樓與資訊大樓空間的活化規劃，並報教育部核准，預

期可達成每年約 6,000 萬元之現金收入，有助學校之後續營

運。 
3. 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自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積極申辦

新南向產學國際專班，至 110 學年度，申辦專班累計已達 21
班，培育越南、印尼、柬埔寨及菲律賓等國家之學生 734 人，

有助生源之開拓。 
4. 於 111 年 2 月 24 日（110 年度）及 112 年 10 月 26 日兩次自

辦校自我評鑑，邀請 8 位外部學者參與評鑑，積極建立自我

改善機制。 
5. 與鄰近橋頭及路竹科學工業園區合作，有助創造學生就業機

會。 
6. 辦理「大岡山地區東南亞多元文化融合總體營造」等各項社

區服務學習活動，有助增進學生多元文化素養。 

（二）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建議 

1. 學校校務研究（IR）之運作及校務分析成效不彰，109～111
學年度對招生、入學、學生學習等研究報告極少，無法發揮

提供校務發展的參考，建議依據校務需求的急切性，提供研

究報告（自我評鑑報告 p.134）。 
2. 學校已於 112 年 6 月解除專案輔導的列管，惟針對招生宣導、

財務管控、資源利用、開源節流及整體辦學行銷，尚缺完整

可行的規劃，建議全面檢討評估，提出具體的可行策略（自

我評鑑報告 p.139）。 
3. 新南向境外學生人數漸多，圖書館雖規劃新南向圖書專區，

惟空間、典藏圖書數及使用率均欠理想，建議全面檢討改善。 
4. 109～111 學年度休退學人數仍然偏高，合計達 1,957 人，建

議積極研議有效措施，以減緩休退學人數。 
5. 109～111 學年度合計僅有 1 名學生跨國進修，同時交流學生

人數亦偏低，建議鼓勵並輔導學生積極參與、進修或交流，

以提升國際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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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校組織精簡後的校級委員會中未納入內部控制委員，且在

一、二級單位中亦欠缺内部稽核單位（自我評鑑報告 p.21）。
建議應予納入，以利評估經營績效。 

7. 111 學年度決算書所示，111 學年度推廣教育決算數為零，在

解除專案輔導後，宜與政府（如勞動部）、相關企業合作辦理

推廣教育及產學合作，以挹注辦學所需資源。 
8. 受少子女化影響，學生人數大幅驟減，相關設施使用率偏低，

建議在不影響學生學習權益下，積極活化閒置校產，以擴增

財源。 
9. 學校預算編製多數為例行性支出項目，針對校務發展型相關

計畫經費之配置與預算執行檢討，未建立相關機制，宜研擬

經費編製流程與執行管考規範，以建立財務管控制度。 
10. 學校最近五年現金概況表顯示，資產活化每年列有 6,000 萬

元收入。建議確實評估該資產活化的可行性，以確保學校未

來資金之運用。 

（三）對未來發展建議 

1. 由於少子女化的環境持續惡化，學校 112 學年度學生約僅

1,200 人，雖已於 112 年 6 月 15 日解除專案輔導，惟在招生、

財務控管、資源利用及開源節流等方面宜有具體可行的方案

及內控與管考機制，避免再陷入列管狀況。  
2. 學校於台灣鋼鐵集團捐資後將發展為一所精實企業型科技大

學，此將對研究發展成果、技術移轉、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

研究產生變化，如產學共同研發產生智財權歸屬認定等，目

前之「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105
年 8 月 30 日修定）」及「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

會設置要點（105 年 5 月 24 日訂定）」均為多年前訂定/修定，

建議予以檢視各條款並作必要之修訂。 
3. 近期因無重大營建工程或新營建工程進行而未召開校園規劃

委員會，惟未來學校發展及變革之六大具體作法中「發展綠

電減碳計畫-增設太陽能電板」、「集中一般教室上課地點釋出

空間以利活化校產創造收入」均涉及校園規劃，建議召集校

園委員會議，對校園未來的規劃進行討論。 
4. 學校教師執行台灣鋼鐵集團碳盤查專案，建議將此經驗分享

至校園碳盤查上，以利未來推動淨零碳排計畫之執行。 

 


	校務類
	
	台鋼科技大學（原高苑科技大學）評鑑結果一覽表
	校務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