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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科技大學評鑑結果一覽表

校務類

項目 評鑑結果

一、校務經營與發展 有條件通過

二、課程與教學 有條件通過

三、學生學習確保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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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次評鑑意見之

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

建議

改善情形檢核結果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未改善」或「其

他」，並敘明理由

說明

一、校務經營與發展

1. 校務發展計畫經校務

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

後，陳校長與董事長簽

核，即送教育部核備，

並未經校務會議與董

事會討論，程序並不完

備，建議改善。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已依改善建議完備程

序，補送校務會議及董事

會議。

2. 自我評鑑報告 p.6 表

1-1-1 所列系科調整決

議事項，109 年 4 月 29
日的校務發展委員會

會議決議三年內（112
學年度）規劃將目前的

18 個學系調整為 12 個

學系，至於哪 6 個學系

將調整，並未明確規

劃，學術及行政單位之

調整宜依發展目標及

社會變遷與環境變化

審慎規劃，明列於中長

程校務發展計畫中。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系科調整事項已納入 111
～113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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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評鑑意見之

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

建議

改善情形檢核結果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未改善」或「其

他」，並敘明理由

說明

3. 學校推動多元的開源

計畫與教師 1 人 1 計畫

政 策 之 執 行 成 果 不

彰，計畫總金額自 107
學 年 度 之 9,744 萬

2,763 元，降低至 109
學 年 度 之 6,060 萬

4,441 元 ， 減 幅 達

37.08%，且教師承接企

業計畫之金額，每件平

均亦少於 10 萬元。建

議 制 訂 相 關 獎 勵 誘

因，鼓勵教師提升意願

參與產學計畫。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已推動降低管理費推動

產學倍增方案，111 年教

師計畫經費已有增加，惟

低於 10 萬元以下之計畫

案仍屬大宗。

4. 107～109 學年度專任

教師員額並未明顯減

少，惟發表於期刊等活

動宜設定每學年度之

預期績效指標，並積極

鼓勵教師參與，以協助

教師成長。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績效多為指導學生參與

競賽數，教師發表之績效

並未提升。

5. 107～109 學年度未落

實辦理各項社會關切

教育之主題，如生命教

育、能源教育、民主法

治教育、智慧財產保護

教育等（基本資料表

p.193），宜檢討改善。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活動場次及參與人次已

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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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評鑑意見之

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

建議

改善情形檢核結果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未改善」或「其

他」，並敘明理由

說明

6. 內部條件的「優勢」、

「劣勢」及外部環境的

「機會」、「威脅」分析

結果均僅 3 點，對大學

校務而言，檢視視角過

於簡略保守。自我評鑑

報告各構面所列 45 項

特色事項在 SWOT 分

析中均未被認定為學

校的「優勢」；在學學

生每學年流失約 700 人

對學校財務造成的影

響、學校資金存量長期

不足等重大問題亦未

列入「劣勢」項目。建

議諮詢專業意見檢討

修正，以利研擬精準有

效的發展策略。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SWOT 分析已依建議修

訂，並訂定 SO、ST、

WO、WT 等相關因應策

略；惟未訂定具體行動方

案及績效指標。

7. 受 到 少 子 女 化 的 衝

擊，日夜間學生總數量

自 107 學年度 7,675
人，至 109 學年度減為

6,130 人，如何鞏固生

源，乃校務運作當務之

急，建議積極研議有效

策略以為因應。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學生人數仍持續減少，學

校仍無具體可行之招生

策略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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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評鑑意見之

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

建議

改善情形檢核結果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未改善」或「其

他」，並敘明理由

說明

8. 109 年 3 月 1 日起受教

育 部 列 管 為 專 輔 學

校，雖於 110 年 2 月 7
日解除列管，惟教師士

氣與國際連結已受影

響。建議研擬具體措

施，積極進行補救。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僅邀請校外專家演講 1
次，並舉辦共識會議與招

生誓師大會，惟尚無執行

成果。

9. 院務會議及系所務會

議係教學一、二級單位

之會議，與行政一級單

位會議之組成方式及

功能不同，二者並列於

學校組織系統圖中之

意義不明，如需顯示，

建議分別列於「教學與

研究單位」之學院與系

所之下。另，校務會

議、行政會議與一級行

政單位之會議（如教務

會議、學生事務會議

等）及校級委員會（如

教師評審委員會、一課

程委員會等）層級不

同，建議依組織規程之

規定調整呈現方式，以

利判讀學校整體組織

系統。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已於組織規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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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評鑑意見之

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

建議

改善情形檢核結果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未改善」或「其

他」，並敘明理由

說明

10. 學校為了綜理學力、實

力及願力發展事宜，在

學校的組織規 程第九

條中規定，成立「三力

發展處」一級單位，目

前由校 長兼任總執行

長，但是「三力發展處」

的設置辦法一直沒有

訂定，且「實力」及「願

力」2 位副校長兼副執

行長亦未補實，有違成

立「三力發展處」的目

的，建議檢討改善。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學校已聘任負責學力、實

力、願力發展之副校長，

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二、課程與教學

1. 107～109 學年度每一

學年度休學及退學學

生總人數都超過 1,000
人，建議謀求解決之

道。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1. 學校已強化系所特色

及轉系機制宣導。

2. 109～111 學年度休退

學學生人數分別為

935 人、830 人及 777
人，惟人數仍然偏高。 

2. 107～109 學年度學生

取得技術證照及外語

證照總張數，逐年大幅

下降，建議學校重視此

一現象，研擬提升學生

取得技術及外語證照

的改善方案。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雖有開設證照輔導班，訂

定證照獎勵辦法，但 109
～111 學年度開設證照輔

導班及平均通過率分別

為 45 班/32%、36 班/43%
及 39 班/41%，改善情況

並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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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評鑑意見之

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

建議

改善情形檢核結果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未改善」或「其

他」，並敘明理由

說明

3. 107～109 學年度圖書

資料費從 600 萬餘元降

為 450 萬餘元，影響圖

書採購。建議確保圖書

經費之穩定，以提供師

生優質之圖書資源。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109～111 學年度圖書經

費仍持續降低，學生人均

經費雖有提高，然係招生

人數下降所致。

4. 107～109 學年度仍有

部分碩士班學生畢業

論文題目及內容，與專

業不符或有落差。目前

各系碩士班研究生論

文專業審查明確規範

由所務會議執行，然其

處理原則中缺乏論文

題目與系所教育目標

相符性之審查標準，建

議要求系所訂定審查

標準，且學校亦宜儘速

訂定學生提送學位論

文之檢核機制，以確保

研究生的學習品質。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學校雖已設置論文主題

符合專業領域審查機

制，109～111 學年度分

別通過 61 篇、59 篇及 54
篇碩士論文學位考試，然

其中仍有部分論文主題

與專業領域符合度有待

強化，如 109 學年度服務

與科技管理所「人際關係

和社群媒體動機對學習

成效影響」、110 學年度

數 位 媒 體 設 計 所

「Covid-19 疫情大流行

對國小學童網路成癮、人

際關係與學業成就之相

關研究」。

5. 學校在課程規劃上，強

調積極提升學生英語

能力及強化國際移動

力，惟 109 學年度之英

檢報考通過率為工程

學院 63%、管理學院

69%、設計學院 63%及

生活科技學院 40%，通

過率不高。宜研擬提升

學生英語能力之具體

作為。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語言中心已提出 5 項規

劃。109 起至 111 學年度

之間，整體英檢通過率有

改善，但是部份學院效果

不明顯。如 109 及 111 學

年度工程學院及設計學

院的通過率改善分別僅

為 63%至 66%及 63%至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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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評鑑意見之

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

建議

改善情形檢核結果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未改善」或「其

他」，並敘明理由

說明

6. 學生英文程度不佳、缺

乏學習動機及自主學

習精神，建議開設多元

英文課程，並提供線上

自學課程及學習測驗

平臺，增加學生課後學

習及練習之機會。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學校已有建置英語學習

平臺，並規劃具體實施方

案，以提升學生英文能

力。工程學院開設學院共

同必修「科技英文」，其

他科系開設專業外語課

程，績效有待評估。

7. 專任教師教授級師資

人數偏低，且年資 20
年以上之助理教授人

數偏高，學校宜加強鼓

勵多元升等，以優化師

資結構。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1. 學校針對教師以多元

升等制度送審通過

者，提高獎勵金，以

激勵教師升等。

2. 近二年已有助理教授

升等副教授之成績。

8. 學校目前在跨領域學

分學程之規劃與開設

上，仍未見具體推動作

為，此將不利於學生跨

領域能力的培養，難以

符合當前業界對人才

之需求，建議整合各學

系之資源，並配合學生

就業需求，瞭解在地產

業特性，積極開設跨領

域學分學程。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學校已開設 5 個微學分

學程，學生亦有修課事

實，惟工程學院之人工智

慧實務應用、風力發電維

運、電動車機電整合等 3
個學程，為 112 學年度始

設立，之前僅於規劃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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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評鑑意見之

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

建議

改善情形檢核結果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未改善」或「其

他」，並敘明理由

說明

9. 學校強調「三在地校企

聯合培養計畫」，然不

論是在系所之課程規

劃、在地企業業師之遴

聘、學生實習之媒合及

教師產學合作之推動

等方面，都缺乏完整的

機制。建議強化並且建

立有效的推動機制。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1. 多項措施在執行中，

例如辦理校級學生實

習成果發表暨廠商媒

合說明會等。

2. 學生實習人數 109 學

年度共有 381 人、110
學年度 203 人、111
學年度 206 人，推動

成效尚待提升。

10. 學校通識教育中心之

自然科學組，組長係由

人文科學專長之教師

兼任，不利於自然科學

組課程規劃，建議該組

組長宜由自然科學專

長專任教師兼任。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學校已將通識教育中心

之自然科學組與社會科

學組，合併為共同教學

組，並由社會科學專長教

師擔任主管。

三、學生學習確保與成效

1. 107～109 學年度修習

各系學分學程之人次分

別為 1,441、839 及 593
人次，顯示學生修習學

分學程的意願逐年降

低。建議加強輔導學生

進行多元學習。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1. 學校訂有學程實施辦

法、學院訂有微學程

施行細則，110～111
學年度的修習人次分

別為 234、391 人次，

目前推動微學程替代

學分學程。

2. 學校未能定期檢視各

微學程實施情形及學

生學習成效，亦未訂

定微學程施行細則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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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評鑑意見之

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

建議

改善情形檢核結果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未改善」或「其

他」，並敘明理由

說明

2. 學校建立學習支持系

統，提供學生學習回饋

及預警機制，107～109
學年度學生期中成績

2/3 不及格之預警達

1,541 人次，然個別輔

導僅 887 人次，建議確

實執行預警之個別輔

導，以改善學生學習成

效。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1. 學校建立學習支持系

統，請導師落實預警

輔導填報於四輔合一

平臺。

2. 110～111 學年度，期

中成績不及格的輔導

約談人數為 60.8%、

83.7%，不及格人數比

率 109 學 年 度 為

44.8%，111 學年度降

低到 20.5%，學生學

習成效已改善。

3. 107～109學年度學生取

得各項專業證照人數及

比率，分別為 2,032
（ 43.31% ）、 1,771
（ 42.26% ） 及 946
（26.97%），逐年下降，

建議分析原因，並研擬

改善措施。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1. 110～111 學年度，運

用高教深耕計畫經

費，開設證照輔導班

36 班、39 班，平均通

過率達 40%以上。

2. 110～111 學年度專業

證照人次及比率為

1,112（35.1%）、833
（34.84%），相較於

109 學年度學生取得

專業證照率成效已稍

有改善，惟仍待改

善、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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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評鑑意見之

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

建議

改善情形檢核結果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未改善」或「其

他」，並敘明理由

說明

4. 大一新生國文程度前

測，107 學年度全校只

有一班平均成績及格，

108 學年度新生無一班

及格，建議學校依據前

測結果分析學習弱點，

採中文分級教學，以提

升中文閱讀及寫作能

力。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1. 學校能依據新生前測

結果分級分班教學，

110～111 學年度，前

測平均分數為 53.22
分、45.50 分，後測為

60.84 分、65.34 分。

2. 辦理藝文沙龍、走讀彰

化、文化走廊等多元活

動，提升學生中文閱讀

及寫作成績及能力。

5. 部分學系並未實施「實

習取代試用」，建議持續

強化與實習機構之合

作，提供學生就業機會。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1. 學校強化實習機構合

作的措施，包括爭取勞

動部補助大專校院辦

理就業學程計畫、就業

博覽會及各系的實習

說明會，並建立百大友

好企業清單。

2. 學校並未具體訂定相

關推動企業實習成效

鏈結學生就業機會方

案，以致無法追蹤成

效。

四、校務經營績效與自我改善

1. 107～109 學年度產學

合作計畫總件數 203
案、204 案及 88 案，明

顯下降，且企業產學案

每位教師平均金額亦僅

7.3 萬元、7.8 萬元及

5.0 萬元，宜積極檢討

原因，並提出有效改善

策略。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1. 學校 111 學年度承接

計畫經費約 6,945 萬

元，全校專任教師 175
人計，平均每人約 39
萬餘元，較 110 及 109
學年度稍有提高。

2. 學校已訂定產學倍增

方案，設定自我管

考，持續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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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評鑑意見之

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

建議

改善情形檢核結果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未改善」或「其

他」，並敘明理由

說明

2. 學校雖已設置校務研究

（IR）辦公室，並有校

務研究資訊化 公開平

臺，惟各項目之「問題

與困難」內容顯示，校

務研究 分析結果應用

於校務經營管理、財務

控管、人事配置、少子

女化系所調整、招生、

課程學習、休退學輔

導、校外實習及留用與

就業等之檢討改善措施

之成果仍待加強提升，

建議檢討改善，以利促

進學校的永續發展。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1. 109～111 學年度學雜

費收入、期末現金及

銀行存款均逐年減

少。另本期餘絀均逐

年增加。

2. 學校學生人數雖比部

分私立科技大學為

多，但 111 學年度仍

較上學年減少 1,075
人。

3. 學校所提校務研究

（IR）分析結果，除

文字說明外，尚缺應

用於校務經營的具體

成效。

3. 學生人數自107 學年度

上學期的 7,675 人，下

降至 109 學年度下學期

的 6,130 人，且近三年

休/退學學生數各有 291
人/842 人、279 人/780
人及 224 人/706 人，學

校宜積極檢討改善。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1. 110、111 學年度學生

人數仍持續減少。

2. 依據校務基本資料，

學校109～111學年度

休退學人數分別為

225 人/705 人、196 人

/629 人、230 人/534
人，人數仍然偏高。

3. 面對少子女化的衝

擊，學校對學生休退

學，欠缺有效的改

善，無法減少學生的

持續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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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評鑑意見之

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

建議

改善情形檢核結果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未改善」或「其

他」，並敘明理由

說明

4. 學校因招收國際學生不

當，經教育部列為專案

輔導對象，遭媒體多次

報導負面訊息，宜就辦

學特色與績效，行銷學

校， 以重塑外界對學校

的良好形象。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1. 學校雖積極尋求外部

相關人員提供校務發

展諮詢，並於 112 年

2 月 17 日舉辦教職員

共識會議與招生誓師

大會，但並未直接針

對上次評鑑之建議，

致力行銷學校重塑辦

學形象的具體作為。

2. 學校在辦學特色與績

效的對外行銷仍然不

足。

5. 少子女化影響學校招

生，致系所退場整併，

造成教師產生危機與缺

乏安全感，學校宜就校

務經營及永續發展等相

關措施，研擬具體因應

方案，讓教職員等關係

人充分瞭解，以穩定工

作情緒。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1. 學校雖透過各種管

道，如招生海報及電

臺廣播、提供入學獎

學金、設立選才辦公

室、推動招生專業化

等策略，以加強招募

學生，惟尚未見成效。 
2. 學校對於安定校內人

員的說明，只是辦理

幾項活動，無法消除

關係人對學校的危機

意識。

6. 管理學院國際企業系經

專業品保機構訪評結果

為「有條件通過」，宜確

實改善並配合追蹤訪

視，以積極提高教育品

質與辦學成效。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國際企業系已於 111 年

11 月 30 日接受專業評鑑

機構追蹤評鑑，並獲得

「通過」的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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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評鑑意見之

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

建議

改善情形檢核結果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未改善」或「其

他」，並敘明理由

說明

7. 學校推動在地青年、在

地就學及在地就業之三

在地聯合培養計畫，惟

107～109 學年度共 49
家次企業參與合作，提

供 380 個職缺，媒合 236
人次，錄取人數 39 人，

占 媒 合 人 次 比 例 為

16.5%，錄取人數比例偏

低 （ 自 我 評 鑑 報 告

p.116），宜檢視媒合成

功比率偏低原因，提出

改善對策。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1. 雖受疫情影響學校仍

持續推動「三在地聯

合培養計畫」，109～
111學年度共媒合335
人次，媒合錄取率已

從 上 次 評 鑑 時 的

16.5%提升至 58.8%。 
2. 學校校務研究 IR 未

分析透過媒合錄取的

畢業學生，在薪資待

遇、就業穩定度及職

涯發展的具體成效，

無法突顯學校對在地

產業的具體貢獻。

8. 107～109 學年度在籍

學生赴國外修讀學分人

數分別僅為 14 人、9 人
及 0 人（基本資料表

p.20），赴國外交流修讀

跨國雙學位、學分人數

偏低，宜檢視分析原

因，提出改善對策。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1. 110、111 學年度在籍

學生赴國外修讀學分

人數較以往年度有增

加。

2. 疫情已解封，惟學校

在國際教育交流方

面，尚未有整體性的

可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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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評鑑意見之

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

建議

改善情形檢核結果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未改善」或「其

他」，並敘明理由

說明

9. 107～109 學年度專任

教師獲得專利分別為20
件、20 件及 13 件，技

術移轉或授權分別為 7
件、9 件及 8 件，收入

總金額分別為 41 萬
元、93 萬元及 129 萬
元，技轉金額仍偏低（基

本資料表 p.197），宜檢

視原因，積極推動技術

移轉，提高技轉金額。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1. 學校雖調高發明型專

利的申請補助費及增

訂技術移轉授權之獎

勵，109～111 學年技

術移轉或授權件數雖

略有增長，惟總金額

仍由 109 學年度的

129 萬元下降至 111
學年度僅 61 萬元。

2. 技術移轉或授權收

入，尚未具體分析對

學校的實質助益。

10. 針對進修部學生上課，

未建置緊急按鈕通報系

統，宜於重點 場所設置

相關裝置，以維護校園

安全。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學校已設置緊急按鈕通

報系統，並於 111 年 12
月 5 日正式啟用。 

11. 教師達成6 個月產業研

習或研究之比率，近三

年 雖 由 41% 提 升 至

60%，但仍有 40%教師

尚未完成（基本資料表

p.31），建議敦促教師儘

快完成研習，以符合技

職教育法之規範。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學校每年盤點並於行政

會議提報追蹤各系教師

參加產業研習或研究情

形，至目前全校在職且適

用技職教育法第 26 條之

專任教師均已依規定完

成 6 個月產業研習或研

究，達成率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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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評鑑意見之

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

建議

改善情形檢核結果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未改善」或「其

他」，並敘明理由

說明

12. 依109 學年度畢業生就

業資料統計，畢業生超

過 50 人之系所，就業

率為 14%～46%，待業

率為 29%～74%，顯示

就業率不高（基本資料

表 p.171），學校宜針對

統計結果，進行分析、

檢討並回饋改善教學，

且積極輔導學生，以達

成學校教育目標。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學校除持續辦理就業博

覽會外，亦已有 9 個系所

透過課程相關會議檢討

畢業生的就業問題，惟依

據校務基本資料，111 學

年度畢業生就業資料統

計，畢業生超過 50 人的

系所平均就業率僅約

42%，待業率平均仍達

37%。 

13. 為符合「教育部輔導私

立大專院校改善及停辦

實施原則」，每個月可用

資金應維持三個月之經

常性現金支出之規定，

學校以閒置土地向銀行

貸款 2 億元，以解決可

用資金不足問題。雖經

教育部同意解除預警學

校之列管，惟該借款前

四年每月須償還 83.3
萬元，其餘欠款 115 年
10 月15 日即應一次償

還，短期而言，雖可舒

緩燃眉之急，長期之

計，宜另謀對策，方能

有助於學校之永續經

營。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學校已出售土地償還 2
億元貸款，目前已無借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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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評鑑意見之

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

建議

改善情形檢核結果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未改善」或「其

他」，並敘明理由

說明

14. 學校 107～109 學年度

學雜費收入分別為6 億
1,795 萬元、5 億 9,639
萬元及 5 億 1,662 萬
元，呈現逐年遞減；收

支餘絀表「本期餘絀」

均為短絀，分別為 7,603
萬元、 2,580 萬元及

8,410 萬元（決算書

p.36）。以上顯示因少子

女化致學生人數逐年減

少，影響學雜費收入，

建議學校積極開拓生

源，並加強開源節流，

以免財務缺口日益擴

大，影響校務推展。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1. 109～111 學年度「學

雜費收入」仍逐年遞

減，「本期餘絀」亦處

於短絀狀況，且有擴

大趨勢。

2. 學雜費才是學校財務

的主要來源，學校在

招生方面尚缺積極努

力作為，無法確保財

務收支平衡；在開源

節流方面，亦未定期

追蹤管考。

15. 107～109 學年度學校

承接計畫之總件數及總

金額，分別為 260 件、

9,744 萬元；249 件、

8,890 萬元；209 件、

6,060 萬元，逐年下

滑，建議積極爭取各類

計畫，以挹注財務收入。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其他

學校近年來專任教師人

數逐年減少，但透過推動

產學倍增計畫，109～111
學年度全校承接計畫的

件數及總金額分別為209
件 /6,060 萬元、128 件

/6,781 萬元、164 件/7,570
萬元，總件數雖仍有起

伏，但總金額已呈現成長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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