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認可評鑑制度研討會紀錄 
 

壹、時間:101年 3月 2~3日 

貳、地點：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行政中心第 2會議室 

參、主席：李司長彥儀 

肆、主席致詞： 

一、 下一週期評鑑將採認可制方式實施，非常感謝陳舜田校長用心協

助修正評鑑指標。 

二、 修正後的簡化評鑑指標於會前曾請各校提供意見，但回覆意見很

少，擔心一旦實施影響的層面很大，故今天特地請各位校長來研

商，這些指標是否有需要修正之處。 

三、 第一輪的科大評鑑很多學校可能會朝自我評鑑的方式進行，我們

也尊重。不過也請技術學院的代表從技術學院的角度來看認可制

的評鑑指標是否妥當，請提供意見。 

四、 目前我們正要審查典範科大的計畫案，該計畫是針對未來技職教

育的整體發展方向，除了型塑一批學校的技職教育之品牌與形象

外，也是本部發展技職教育精緻創新計畫的策略之一。 

五、 馬總統和部長承諾會均衡高教及技職經費，故提四年期的「技職

教育精緻創新計畫」，並向行政院主計處爭取計畫經費。典範科

大計畫已提送，希望第一年能爭取 20億。「技職教育精緻創新計

畫」中涵蓋獎勵教學卓越計畫的經費、發展典範科大的經費、學

生校外實習、教師實務教學等，也希望能藉今天的機會，聽聽各

位的意見。 

 

伍、池俊吉組長簡報 

意見交流： 

一、陳舜田校長建議： 

        學校、家長及社會大眾不應該是利害關係，而是共同關係， 

    建議不要再使用「利害關係人」，改以「共同關係人」。 

 

二、楊永斌校長： 

(一) 本人從 2003 到 2009 擔任 IEET 的執行長，美國 APEC 從 1932 年

開始辦理認可制，至目前已認證過三千一百個學系，都採認可

制，已有八十年的經驗。在此表達與池組長有點不一樣的觀點，



認可制與等第制評鑑的差異，就如同我們去檢查身體，體檢表出

來後，高血壓多少、脂肪肝多少、什麼多少，是個健康指數的表

達，告訴你身體是一級、二級、三級，做一種分類，這比較像等

第制評鑑；而認可制就好像是一個健康的教練，他要問有沒有天

天運動？飲食有沒有正常？你是不是有持續的改善你這些問

題？有沒有吃素？他在乎的是這個制度，也就是「持續改善機

制」。 

(二) 台大電機、成大電機與雲科大的電機都被認可，其實就是認可兩

校都已經建立的持續改善機制，持續改善機制是其核心，而非台

大電機的成績比成大電機或雲科電機好，所以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你怎麼看待持續改善機制的建立。以雲科大的電機系為例，今年

學生表現如何，要看有沒有持續改善，當然是要用成果檢視，也

就是所謂成果導向，這就是我與池先生看法有些不一樣之處，這

也是美國 APEC 教育的一個關鍵詞就是成果導向，沒成果就沒有

辦法持續改善。 

(三) 我打算把身體調養到哪一個地步，首先要有一個目標，此時「共

同關係人」（池組長所謂的利害關係人）就要融入，「共同關係人」

也就是家長、畢業校友、畢業傑出校友、地區產業的領導者，要

一起來談學校的發展目標，屏科大是要一個怎麼樣的定位，第一

個要先談，談出了目標以後，各院也就會有自己的目標，各院有

了目標後，各系就搭配各院的目標，去訂出自己的目標。各系訂

目標時仍然要邀請自己的校友、家長、學生代表，地方的企業一

起來研商，因為這樣訂出來的教育目標才會實際可行。所以雲科

大電機訂的教育目標絕對不可能跟台大電機一樣。 

(四) 實際可行的目標訂定後，全體老師要坐下來一起談我們課程核心

在哪裡，如何配合目標，學生畢業時總共要有幾個能力，第一要

什麼能力、第二什麼能力、第三什麼能力、第四什麼能力、第五

什麼能力。全系 25 個教師你怎麼開課？不是你喜歡就好了，你

要照這個方式來開課，每個人要去檢視，所開的課是否與五個核

心能力對應，那一個核心能力課程沒有，就要去補足。接著每一

門課有沒有持續改善？IEET認證時要看考試卷、答案卷、作業、

競賽、實作等，並檢視有沒有持續改善，如果真的每一個系、每

一個老師都根據每一學期的 evaluation、學生的 report，持續

改善，下一學期就教的比這一學期好的話，這門課根本就不要擔



心，這是一個小循環，小循環上來以後，另外一個就是整個系的

大循環，系主任必須在課程委員會將整個系一年的課程檢討一

遍。 

(五) 認可制並不一定要跟自願或不自願連在一起，在韓國 IEET 去評

鑑是政府給錢，每個學校都要做，沒有所謂的自願或不自願。在

台灣 IEET是自謀生路，所以由各校自行決定。 

 

三、陳振遠校長： 

(一) 認可制非不看成果，也不需要把自願是當成認可制的必要條件。 

(二) 學校發展目標要與產業需求一致。參考校標可各校自訂。 

 

陸、議題討論 

討論意見： 

一、陳舜田校長 

(一) 認可制評鑑是自己所訂的目標未達成時，自己要去改善及修正，

並非由評鑑委原去修正。 

(二) 評鑑如果沒有看成果等於白評，但成果是自己與自己比，而非與

別人比，是要自我提升，所以佐證資料就很重要。 

(三) 認可制與等第制結果其實差異不大，等第制分一等、二等、三等，

認可制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未通過，只是名稱不同而已。 

(四) 評鑑指標送教育司，教育司邀請體育界專家討論後，認為體育很

重要，評鑑六項指標中，每一大項內均需加體育項。倘若如此，

評鑑每項都須有體育專業的委員，執行上會有困難。 

 

四、古源光校長 

(一) 高教體系是採行「認可制」，技職體系下一輪評鑑應是確定也採

行「認可制」。 

(二) 許多評鑑報告如果不看校名，換個圖表，幾乎大同小異。效標訂

的愈詳細，框架已設定，就會導致甲校與乙校評鑑資料非常相像。 

(三) 目前已簡化的指標是否能再簡化？一旦有框架，不自覺就會被框

著走。 

(四) 學校自我定位，第一科大定位為創業型大學、台科大定位為應用

研究型大學、屏科大定位為區域產學型大學。本校定位在以熱帶

農業為核心，目標導向，結合教學與研究去落實。 



(五) 第一輪科大評鑑採行「認可制」，目的是要各校可建立自我評鑑

機制及持續改善機制，並允許將自我評鑑結果通過認可後申請免

評，但自評或接受教育部評鑑最終的結果是殊途同歸，但自行建

立評鑑機制辦理評鑑，需投入龐大的心力及經費，請問自評與接

受教育部評鑑，技職與高教評鑑有何區隔？ 

 

五、陳振遠校長： 

(一) 自我評鑑可申請免評鑑最初設計的初衷是針對如台大等頂尖大

學，已有自己一套機制在辦理，多年來找國外評鑑機構或委員辦

理自評，自己就做的很好了，教育部就可以免去評鑑。但是可申

請免評的門檻訂太高，又怕被誤會接受教育部評鑑的學校是不好

的，多面向考量後才又放寬限制。 

(二) 評鑑指標、效標可由各校制定，評鑑主要是看其機制而非看報

告。報告如果找高手或顧問公司來寫，就失去原來的意義。 

 

六、 容繼業校長： 

(一) 本校今年才要接受評鑑，已花非常多的心力與時間導入舊指標，

103年馬上要進行下一輪新制的評鑑，新舊指標上要如何調整，

又需再學習與觀摩。 

(二) 本校有許多是專業的技術教師，系所評鑑指標都忽略了這一塊。 

 

七、 谷家恆校長 

(一) 私立學校最重要的是生存第一，口碑不好，5年內就招不到學生，

老師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把書教好，學生畢業能找到工作，這就是

特色。 

(二) 國立與私立學境遇不同，差距很遠，希望評鑑彈性能大一點，讓

學校各自發展。 

 

八、戴謙校長 

(一) 同意評鑑項目中的「學校核心能力」刪除，留基本素養即可。院

系所才定核心能力。 

(二) 學校的自我定位非常不容易，私立學校最重要的是政策導向。 

(三) 目前辦理自我評鑑就如瞎子摸石子過河，會不會做白工也不清

楚，目前教育部的各項指標或政策均尚未定案，辦自評的時程是



否來得及？評鑑結果是否會被認可？是否要以自我評鑑代替教

育部評鑑，心裡著實矛盾。 

(四) 私立學校一直都很認命，很願意去做，本校上一輪評鑑只有一系

未達一等，雖然等第制不好但還是公平，贊成維持等第制。 

(五) 瞭解認可制的人知道認可制是自我比較，但評鑑被「認可」，社

會就會這樣認定嗎？評鑑委員是否每一位都那麼清楚「認可制」

的真正精神？會不會天馬行空？ 

(六) IEET是教育部認可的評鑑機構，其自我評鑑結果可被接受，銘傳

大學委由國際 MSCHE評鑑機構評鑑，結果是否也會被接受呢？ 

 

九、洪久賢校長： 

(一) 認可制評鑑採通過或不通過的方式，自己設定定位與目標，自己

跟自己比，還是很難疏解擔心。目標要符合社會需求，如現在社

會需要跨國國際人才、國際管理人才，後段班的學校要如何訂定

此目標並達成？ 

(二) 收 B段班的學生與收 A段班學生經教導後能變 A段班人才，所要

花費的各項資源不同，但評鑑委員的尺度及標準會落在那裡？ 

(三) 學門屬性一樣、評鑑指標一樣，採認可制，不太能彰顯特色及各

學門的精神。 

(四) 評鑑指標是否一條一條列，有明確的指標，所有學校是否就必需

每一條都答覆，如國際化、全英文授課等，是否視各校特有彈性

空間？ 

 

十、張宏展副校長 

(一) 技職體系人才培育的本質有所差異，評鑑指標能保留彈性較好。 

(二) 認可制是自己跟自己比，前段班與中後段班的前瞻性不同，贊成

評鑑指標朝簡化修訂。 

(三) 每個學校條件不同，發展目標如何界定，實有困難。 

(四) 要設定學校定位及目標，第一步須自我分析(SWOT)，然後凝聚共

識、資源分配、確定後執行。頂尖大學計畫補助 2億，但在計畫

擬定及擬聚全校共識、資源分配的過程非常辛苦。「典範大學計

畫」將爭取 9億，選擇學校最強項的「建築科技」為主軸，資源

分配需要凝聚共識、相關人才的融入要有誘因，這歷程非常艱辛。 

 



柒、評鑑委員邀聘作業流程 

討論意見： 

一、 戴謙校長 

         本校上次評鑑未達一等的系，其實也有一些不服氣之處，   

     評鑑委員有未依規定辦理之情事，該系主任因擔心會秋後算 

     帳，不敢也未即時反應，成績出來後，經深入瞭解才清楚，其 

     實台評會行政人員當時也知道這種缺失，應主動向台評會報 

     告，不應等學校申覆或申訴。 

 

二、 陳振遠校長 

(一) 評鑑委員聘書應明列不可違反的規則。 

(二) 希望評鑑技職學校的委員須具有技職教育背景的人員。 

(三) 有學校「競爭關係」的委員應迴避。 

(四) 在建立評鑑委員資料庫時，有需迴避或不適任的人員就應先剔

除。 

(五) 應先宣示申覆不會影響結果。 

(六) 申訴不要限定「不通過」者才可申訴。 

 

三、 古源光校長 

(一) 在評鑑前就已提出迴避名單，但派來的委員還是有迴避名單中的

委員，受評單位要擔心煎熬到結果出爐，希望聘請委員時也能顧

慮到受評單位的感受，已經被申請迴避的人就應迴避。 

(二) 各校是否會先將較嚴格的人員聘請為諮詢委員、顧問或自評委

員，以便未來在接受評鑑時，這些人就可迴避？ 

 

四、 陳舜田校長 

(一) 委員聘請的初步門檻是召集委員需有技職背景。 

(二) 因位技職校院多，系所也多，評鑑委員全部要有技職背景者，會

有些難度，希望能保留一些彈性。 

(三) 業界委員實不易邀請，會儘量為之。 

 

五、 姚立德校長 

         希望台評會能設一個窗口接受投訴，平時發現有操守不良 

     的委員且能確實舉證就可立即反應，不需等到受評後才能投訴。 



捌、司長結論 

一、 專業納入評鑑，應該也會不偏離目前所擬定的六大主軸。 

二、 學校請國外評鑑機構認證，都予以尊重。 

三、 工程認證、自我評鑑的補助方案再研議。 

四、 評鑑績優的學校，相對獎補助也很優厚，未來在學生實習補助

權重會考慮調整，以彰顯技職特色。 

五、 所謂績優學校的定義會鬆綁，下降為前 95％，績優學校學生學

雜費就可以有調整。 

六、 技專校院參差不齊，這是隱憂，認可制的評鑑指標設定，也需

對較後面的學校做平衡考量。 

七、 體育列為一項指標單獨評，否則請體育司自行辦理評鑑。 

八、 未來召集委員人選到教育部來研商後勾選。 

九、 例年來有被反應不佳且查有事實者，及行政人員主動反應不佳

者，請台評會列入請迴避名單。 

十、 學校會先將較嚴格的人員聘請為諮詢委員、顧問或自評委員，

以便未來可以迴避，這是無法避免的事。 

十一、 3月 23日將舉辦認可制評鑑指標公聽會。 

 

玖、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