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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 1 1 6 年度高教深耕計畫提案架構說明會  會議記錄 

時間：2022.12.07 下午 14：00 

地點：台北格致樓 806 

記錄：黃子銘 

主席：唐校長彥博 

應到：24 

實到：23(詳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主管及學生代表參與 112-116 年度高教深耕計畫書提案架構說明會議，為

讓行政單位主管及學生代表了解 112-116 年度高教深耕計畫架構、經費之運用，特別召

開本次會議，透過提案計畫之說明，與師生交換意見，了解師生之需求、建議及期

望，調整高教深耕計畫提案內容，計畫推動以學生成就表現為核心目標，藉由高教計

畫推動、經費挹注，讓學校朝永續經營的目的邁進。 

貳、 報告事項(略) 

詳 112-116 年度高教深耕計畫書提案架構說明簡報 

參、 計畫執行建議 

唐校長對提案計畫之建議： 

一、 資安專章、國際化行政支持系統專章提案建議 

(一) 計畫書格式一致性：針對資安專章、國際化行政支持系統專章中經費預算

規劃格式，建議與高教深耕計畫主冊格式一致，其中應規劃編列 10%~12%

的學校配合款項，並檢視各年度經費合理性，應考量如：執行組織架構、

設備汰換、生源減少等條件，使預算編列更具說服力。 

(二) 主冊與專章計畫間之分工與關聯性：應與高教深耕計畫主冊執行架構、經

費進行分工與關聯性之盤點，並於計畫中闡述，以確保整體計畫之可執行

性。 

(三) 對組織架構現況及規劃之說明：專章為競爭型經費補助計畫，建議國際交

流組參考他校國際交流之規章制度、作法，參考如：銘傳大學、淡江大

學、文藻外語、東華大學、明新科大等校國際交流機制推動之特色。必要

時應重新擬定組織架構，並評估以一級中心規劃執行之可行性，以凸顯本

校執行國際交流積極之企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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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訂定明確分年度績效指標：各專章計畫書撰寫，應述明現行做法及成效，

並提出計畫推動之具體的績效指標項目，逐年訂定預期達成目標，如：每

年資安培訓通過人數、設備汰換數量或比率等，採用可檢核之關鍵量化、

質化績效指標，納入計畫書中呈現，以爭取更多的補助經費挹助。 

(五) 全校導入資安機制之單位排序：導入資安機制建議納入個資考量，如：教

務處、學務處資料與學生個資關聯性大，建議優先導入資安作為。 

(六) 盤點全校需推動認證、人才培訓之項目：有關永續人才培育目前已積極推

動，其他有關資安等認證、培訓，建議應做全校性盤點，階段性檢核推動

情形，以符合整體發展趨勢與計畫推動之要求。 

二、 112-116 年度高教深耕計畫主冊提案建議 

(一) 高教深耕計畫主冊預算規劃：關於 112-116 年度申請補助經費變動，主冊

預算規劃，依據教育部經費核定往例，第一年核定完後，逐年差異不大。

因此，建議適度調高第一年(112 年)申請補助經費額度，逐年配合計畫架

構、學生數預估等因素動態調整。 

(二) 主冊計畫架構調整：有關主冊計畫架構中【E 計畫】強化語文與國際移

動，其中子計畫建議重新調整順序，使其具有關聯性，並針對行動計畫文

字進行調整，讓海外交流的特色更為顯著。 

管院劉院長建議事項： 

一、 計畫宜反映學生學習需求：本校生源多元，建議計畫內容規劃宜適度由下而

上，反映學生學習需求。 

二、 提升行政服務品質：有鑑於學生對於手機、行動載具等使用依賴性高，學校應

積極將多元學習、選課或相關行政服務等品質進行加強，讓學生、教師有感於

學習環境之服務提升，以落實智慧校園服務目標。 

會計室李主任建議事項： 

一、 內稽人員是否需納入資安專長：本校目前稽核組人員為會計專長，並不具備資

通安全相關能力，後續推動內部資安稽核時，建議配置資安專長人員，以落實

資安相關規定。 

二、 資訊安全管理系統演練：有關資安專章中資訊安全管理系統導入，應以具有大

量個資單位為優先，建議以教務處、學務處、人事室等單位優先導入。 

肆、 會議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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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16 年度高教深耕計畫主冊及專章撰寫期程：務請計畫辦公室、圖資中心、

國際交流組，掌握計畫內容撰寫進度，以 12/15(四)為提送目標，待教育部正式

來文時，如期備文送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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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會議參與現況 

說明：唐彥博校長主持 112-116 年度高教

深耕計畫提案架構說明會議 
說明：唐彥博校長主持 112-116 年度高教

深耕計畫提案架構說明會議 

說明：學生代表參與 112-116 年度高教深

耕計畫提案架構說明會議 
說明：計畫辦公室游璧菁主任針對主冊

計畫架構、績效目標進行說明 

說明：圖資中心游政憲主任針對資安專

張進行說明 
說明：國際交流組梅國忠執行長針對國

際專章進行說明 

說明：112-116 年度高教深耕計畫提案架

構內容討論情形 
說明：112-116 年度高教深耕計畫提案架

構內容討論情形 

陸、 散會（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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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會議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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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願景

教學創新精進

善盡社會責任

產學合作連結 提升高教公共性

落實教學
創新

善盡社會
責任

提升高教
公共性

發展學校
特色



E 環境
Environment

G治理
governance

S社會
social

教育部近期計畫重點彙整

第一部分
全面性提升大學品質及促進高教多元發展

（維護學生平等受教權）

第二部分
協助大學追求國際一流地位及發展研究中心

（強化國家國際競爭力）



• 校務發展計畫概要

• 學校現況及問題分析

• 第一期(107‐111年)計畫執行成果、檢討及改善
重點

• 第二期(112‐116年)計畫規劃

• 學校推動112年計畫之詳細執行內容

• 經費執行情形及需求

主冊



主冊
計畫架構

主計畫 子計畫 行動計畫

A計畫
創新教學與科技

應用

6 項子計畫
19 項行動計畫

A01 優化教學品保機制
A0101 強化教學品質查核改善追蹤機制
A0102 加強遠距及數位教學品保機制

A02 跨領域與數位能力
A0201 開設跨領域學程與跨系選讀
A0202 數位科技領域微學程
A0203 擴大推動跨領域STEM課程與教學

A03 推動創新創意教學
A0301 持續獎勵教師創新教學發展
A0302 鼓勵開發創新教學典範課程
A0303 規劃自主型課程與學習活動

A04 提升教師實務能力
A0401 持續推動教師實務研習與深耕
A0402 持續導入業師協同教學
A0403 強化產學合作成果考評機制

A05 推動科技導向教學

A0501 推動人工智慧AIoT課程發展
A0502 精進永續發展課程與教學質量
A0503 擴大FINTECH應用教學發展
A0504 推動元宇宙應用教學與研究
A0505 深化都市防災應用科技教研成果

A06 持續深化課程革新
A0601 持續推動本位課程成效管理
A0602 推動自我成長學習機制
A0603 強化科技資訊應用能力學習資源



主計畫 子計畫 行動計畫

B計畫
人文關懷與安心

向學

3 項子計畫
12 項行動計畫

B01 深化人文關懷涵養

B0101 選拔優秀青年推動典範學習

B0102 推動三好校園優化品德教育

B0103 規劃推動品格教育教師社群

B0104 推動專業職場倫理體驗活動

B02 強化安心向學輔導

B0201 精進導師關懷輔導機制

B0202 大數據預測休退學高風險族群

B0203 落實職涯導向學習諮詢

B0204 多元化低學習成就輔導機制

B0205 強化休退學諮商輔導機制

B03 落實弱勢助學措施

B0301 擴大經濟及文化不利生獎助機制

B0302 經濟不利生校內給薪實務學習

B0303 擴大身心障礙生支持系統

主計畫 子計畫 行動計畫

C計畫
優化輔導與職場

競爭

5 項子計畫
14 項行動計畫

C01 提升專業實務能力
C0101 持續擴大國際競賽輔導及成果
C0102 實務專題鏈結產業議題
C0103 擴大產學雙師專題輔導質量

C02 推動創業輔導育成
C0201 輔導學生創業團隊爭取創業資源
C0202 持續推動創新創業企業家顧問團

C03 強化學生就業準備
C0301 強化UCAN共通職能輔導
C0302 持續專業職場導師約輔機制

C04 優化學生證照質量

C0401 擴大導入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證照
C0402 強化iPAS證照、iCAP證照輔導
C0403 持續國際證照及語言考照輔導
C0404 持續鼓勵跨領域證照與輔導

C05 配合產業鏈結實習
C0501 完善實習輔導機制
C0502 擴大就業學程強化職場競爭力
C0503 推動海外實習提升國際移動力



主計畫 子計畫 行動計畫

D計畫
產學鏈結與交流

合作

4 項子計畫
10 項行動計畫

D01 提升專利研發技轉
D0101 積極強化教師專利與技轉能力

D0102 推動師生共創專利與研發

D02 擴大企業交流合作

D0201 完善企業夥伴合作評估指標

D0202 擴大企業夥伴合作多元合作

D0203 推動企業家校務顧問團

D03 推升產研合作質量
D0301 統整資源強化跨院系研發能量

D0302 持續鼓勵教師參與產學合作

D04 增進推廣教育質量

D0401 連結公協會擴大開辦推廣教育

D0402 持續推動東南亞遠距型推廣教育

D0403 擴大永續發展推廣教育活動

主計畫 子計畫 行動計畫

E計畫
強化語文與國際

移動

4 項子計畫
12 項行動計畫

E01 鞏固通識基本能力

E0101 強化國際視野與跨文化認知
E0102 持續第三方中文應用能力檢測
E0103 開設體驗及實作型之通識課程

E02 加強國際移動能力

E0201 推動多元化外語文選讀

E0202 推動EMI全英語教學發展
E0203 強化語言自學輔導機制

E03 強化境外學生輔導

E0301 擴大國際專修部校務行政支持系統
E0302 推動外籍生學伴(Mentor)扶助機制
E0303 開辦境外生多元競爭力發展學程

E04 積極開拓境外生源

E0401 多元化境外教學發展

E0402 鞏固新南向境外生源與成長
E0403 強化遠距國際交流運用



主計畫 子計畫 行動計畫

F計畫
校務精進與永續

發展

6 項子計畫
22 項行動計畫

F01 實踐永續發展目標

F0101 滾動修訂ESG永續報告書及白皮書
F0102 持續推動韌性校園及能資源管理
F0103 落實永續發展執行績效管考
F0104 推動產學聯盟永續發展社群
F0105 推動碳排盤查及研議零碳排策略
F0106 精進社會責任計畫成效連結

F02 強化招生留生機制
F0201 持續推動安心向學輔導機制
F0202 穩定上游學校合作關係
F0203 擴大辦理各類專班招生計畫

F03 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F0301 強化USR行政支持系統
F0302 擴大社會參與式課程與活動
F0303 文化保存及防災成果應用推廣

F04 落實校務研究成果
F0401 盤查校務研究成果運用成效
F0402 提升校務研究視覺化應用範圍
F0403 持續辦理研究成校際分享

F05 精進內稽優化校務
F0501 因應少子化推動組織再造
F0502 精進內稽內控機制與運作
F0503 精實預決算及財務控管

F06 強化校務資訊效能

F0601 盤查資安系統及可能弱點
F0602 辦理ISMS資訊安全驗證
F0603 擴大辦理資訊安全研習活動
F0604 提升資安環境與設備質量



指標項目 衡量方式 資料庫匯入來源說明(校基庫)

1. 學生專業實務技術能力
推動成效

1.學生通過證照數人次 表4-8-2學生技術證照

2.學生參加競賽獲獎人次(新增)
表4-8-1學生參與競賽資料
表

3.協助學生專業實務技術能力提升之推動
策略描述（質）

學校自填

2. 教師實務經驗提升成效

1.學校全體教師完成半年與專業或技術有
關研習或研究之比率(新增)

表1-1教師基本資料表

2.學校聘任曾於國際技能競賽獲獎之選手
為專任教學人員或專業實作指導人員人
數

學校自填

3.協助教師實務經驗提升策略描述（質） 學校自填

指標項目 衡量方式 資料庫匯入來源說明(校基庫)

3.教師推動創新教學成效之
提升成效

1.推動創新教學教師數
表3-5 實際開課結構統計表

2.修讀創新教學課程學生人次

3.促進創新教學課程之教學及學習成效提
升之推動策略描述(質)

學校自填

4. 教師實務經驗提升成效

1.修讀跨域學習課程學生人次(雙主修、輔
系、學位學程、其他)

表4-6在學學生修輔系、雙主
修、修學程及修校際選課人
次資料表
其他-學校自填

2.協助學生跨域學習成效提升之推動策略
描述(質)

學校自填



指標項目 衡量方式 資料庫匯入來源說明(校基庫)

5.教師推動創新教學成效之
提升成效

1. STEM領域系科所學生人數(分男女呈
現)(新增)

表4-2各年級實際在學學生人
數

2.修讀STEM領域課程學生人次(分男女呈
現)(新增)

表3-5 實際開課結構統計表

3.曾修讀程式設計課程學生數 表4-2-11 學生修讀科技相關
課程情形資料表4.曾修讀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生數

5.協助學生程式設計能力提升之推動策略
描述(含學校在鼓勵修讀STEM領域課程
上的推動策略)(質)

學校自填

指標項目 衡量方式 資料庫匯入來源說明(校基庫)

6.學生中文閱讀寫作能力
提升成效

1.學生通過學校設定校際共享中文能力教材測
驗或第三方認證人數

學校自填
2.學校設定校際共享中文能力教材測驗或第三

方認證抽樣學生數

3.協助學生中文閱讀寫作能力提升之推動策略
描述(質)

7. 教師實務經驗提升成效

1.辦理專業英語課程(ESP 、EAP)數(新增) 表15-17專業英語課程辦理情
形資料表

2.學生達各級CEFR能力情形(新增) 表4-8-3學生外語證照資料表

3.協助學生提升英語能力及修讀專業英語課程
ESP或EAP課程之具體推動策略描述(質)(新
增)

學校自填

8.優化師資質量及改善生
師比推動成效 生師比 總量小組提供



指標項目 衡量方式 資料庫匯入來源說明(校基庫)

9.大學實踐社會責任推動成效

1.與中長期校務發展連結之作法與具體
成果(質)(新增)

學校自填
2.結合學校教研能量及社會資源，促進

在地永續發展之作法及成效(質)(新增)

指標項目 衡量方式 資料庫匯入來源說明(校基庫)

10.學生創新創業課程推動成效

1.開設創新創業課程教師數
表3‐5 實際開課結構統計表

2.修讀創新創業課程學生人次

3.學校輔導創新創業團隊產品原型商品
化件數(新增)

學校自填

4.學校師生辦理創新創業商業組織人次
(新增)

表14‐9學校師生創新創業明
細表

5.協助學生創新創業之具體推動策略描
述(含輔導校內創新創業團隊概況)(質)

學校自填



指標項目 衡量方式 資料庫匯入來源說明(校基庫)

11.學校產學合作概況

1.辦理本部核定產學專班學生數(新增) 本部相關計畫匯入

2.學校承接30萬元以上產學計畫案件數
(新增)

表1‐8教師承接政府部門計畫
案、產學計畫案及技術服務案
資料表

3.學校教師專利件數(新增) 表1‐12教師專利/新品種資料表

4.學校技術移轉件數(新增)
表1‐16教師技術移轉或授權資
料表

5.學校推動產學合作之具體推動策略描
述(質)(新增)

學校自填

指標項目 衡量方式 資料庫匯入來源說明(校基庫)

12.國立技專校院招收經濟不利
學生概況

1.經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管道「低收或中
低收入戶生」錄取學生數(新增)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數據匯入

13.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獲得輔
導或協助之提升成效

2.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獲得輔導或協助
之提升成效

學校自填

14.輔導原民生及推動全民原教
成效

1.辦理全民原教相關活動場次(新增)
學校自填2.定期召開諮詢委員會議及校內跨單位

合作機制會議機制(質)(新增)

指標項目 衡量方式 資料庫匯入來源說明(校基庫)

15.校務研究(IR)落實情形
針對面向一至四自訂質量化指標(至
多4項)並以IR說明成效分析(新增)

學校自填



經費

年度

申請補助經費(A)

學校
配合款

(G)

學校配合
款占教育

部
補助款之
百分比

(G/A)%

總計
(H=A+G)

經常門(B)

資本門
(E)

申請補助
經費
合計

(A=B+E)

建置校務
研究系統
並據以精
進校務教
學品質提
升之策略

(F)

人事費(C) 業務費(D)

小計
(B=C+D)彈性薪資

(C1)

新聘教師
薪資
(C2)

其他
(C3)

小計
(C=C1+
C2+C3)

彈性薪資
(D1)

其他
(D2)

小計
(D=D1+

D2)

112 1,700,000 22,300,000 24,000,000 - 39,890,000 39,890,000 63,890,000 16,000,000 79,890,000 2,000,000 9,600,000 12% 89,490,000

113 1,700,000 22,750,000 24,450,000 40,690,000 40,690,000 65,140,000 16,320,000 81,460,000 2,200,000 9,790,000 12% 91,250,000

114 1,700,000 23,200,000 24,900,000 41,500,000 41,500,000 66,400,000 16,650,000 83,050,000 2,400,000 9,990,000 12% 93,040,000

115 1,700,000 22,410,000 24,110,000 40,090,000 40,090,000 64,200,000 16,080,000 80,280,000 2,600,000 9,650,000 12% 89,930,000

116 1,700,000 22,520,000 24,220,000 40,290,000 40,290,000 64,510,000 16,160,000 80,670,000 2,800,000 9,700,000 12% 90,370,000

79,890,000

81,460,000

83,050,000

80,280,000 80,670,000

78,000,000
79,000,000
80,000,000
81,000,000
82,000,000
83,000,000
84,000,000

112 113 114 115 116

人事費, 
24,000,000

, 27%

業務費, 
39,890,000

, 44%

資本門, 
16,000,000

, 18%

學校配合款, 
9,600,000, 

11%

申請補助經費, 
79,890,000, 

89%

學校配合款,
9,600,000,

11%



• 應先行於主冊之校務發展計畫概要、學校現況及
問題分析進行說明，以能與主冊國際化推動事項
相互整合

• 依據自我定位及發展特色，提出推動面向，並說
明規劃之推動策略、目前辦理情形及未來5年具
體目標

• 國際化行政支持系統專章將編列專屬經費補助獲
核定學校

國際化行政
支 持 系 統
專 章



•境外學生、外籍教研人員，感受國際化校園完善教學、輔導資
源價值。系統價值

•建立「友善為本、服務優先」國際化行政支持系統為發展目標。自我定位

•推動「營造友善國際校園環境、優化行政系統服務品質」重點
特色。發展特色



年度 策略項目 人事 業務 資本 總計

112

實體環境 300 100 200 600

虛擬環境 100 200 100 400

國際知能 0 50 100 150

智慧服務 0 50 300 350

113

實體環境 300 100 200 600

虛擬環境 100 200 100 400

國際知能 0 50 100 150

智慧服務 0 50 300 350

114

實體環境 300 100 200 600

虛擬環境 60 140 50 250

國際知能 0 100 50 150

智慧服務 0 100 200 300

年度 策略項目 人事 業務 資本 總計

115

實體環境 300 100 200 600

虛擬環境 60 140 50 250

國際知能 0 100 50 150

智慧服務 0 100 200 300

116

實體環境 300 100 200 600

虛擬環境 60 140 50 250

國際知能 0 100 50 150

智慧服務 0 100 100 200

單位：萬元



• 計畫推動策略
• 全校導入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
• 強化學校人員資通安全認知與訓練
• 確保資通系統管理量能
• 落實管理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等面向

• 學校現況及問題分析

• 五年(112年至116年)總體目標

• 各年度(112年至116年)目標值

• 經費規劃

資安專章



• 專章項目及KPI指標均揭示於111年全國大專校院資安長會議宣導，
資科司要求私校比照國立大學辦理，明示全機關導入ISMS優先執行落實

• 本校圖資中心已執行教版ISMS資安管理制度11年，除需配合指示轉版改用國際
標準ISO 27001:2022並取得驗證證書外，按指示五年內達成全校各單位導入
ISMS目標

• 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依據資安法要求頒佈「資通安全實地稽核項目檢核表」
及「資通系統防護基準實施情形調查」作為每年稽核自評項目

• 除全校導入ISMS與稽核，並達成全面資通系統減量及IoT禁用大陸廠牌

• 第一年需策略面推動資安組織章程及採購規範修改工作

• 專章預算部份一年1.5億分配各大學執行





年度 業務費 資本門 合計

112 4,000,000 1,000,000 5,000,000

113 4,500,000 1,100,000 5,600,000

114 5,000,000 1,300,000 6,300,000

115 5,500,000 1,500,000 7,000,000

116 6,000,000 1,700,000 7,7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