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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績效目標達成情形 

本校 113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可分為 1. 有效招生、2. 國際化、3. 縮短學用落差、4. 研

究特色化、5. 校務行政等五大面向，共計 39 項 KPI，統計各項 KPI 及各單位執行進度，如圖

1～圖 3 及表 1～表 2 所示，各單位自評執行情形，詳如附錄 1。 

1. 各面向之執行進度： 

五大面向整體而言之執行達成率(超越+符合之百分比)為 53.4%，其中執行達成率

超越 80%者為「校務行政」92.3%；執行達成率低於 80%者為「研究特色化」70.2%、

「縮短學用落差」61.3%、「有效招生」52.5%及「國際化」36.3%。 

2. 各單位之執行進度： 

(1) 行政單位：整體而言之執行達成率(超越+符合之百分比)為 60.4%，其中執行達成

率超越 80%者為「秘書室」、「體育室」、「職安衛中心」及「馬祖行政

處」100%、「研發處」85.7%；執行達成率低於 80%者為「學務處」、

「總務處」及「產學總中心」66.7%、「教務處」53.3%、「國際處」36.4%。 

(2) 學術單位：整體而言之執行達成率(超越+符合之百分比)為 52.4%，執行達成率排

序為「共教中心」75%、「人社院」68.1%、「法政學院」61.1%、「電資

學院」56.8%、「工學院」56.3%、「海運學院」55.1%、「生科院」44.4%

及「海資院」36.5%。 

3.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近 5 年執行成果如表 3 所示，綜整分析如下所示： 

五
大 
面
向 

符合 KPI 之執行 

百分比(超越+符合) 109 年~113 年執行成果比較分析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有
效 

招

生 

52% 

(11) 

46% 

(11) 

50% 

(11) 

60% 

(11) 

53% 

(11) 

1. 近年報考本校碩士班人次 111 年以後皆逾

2000 人次，112 年更突破 3000 人次。 

2. 五年一貫就讀人數穩定申請中，自 110 年以

後，每年皆維持約 200 人申請就讀。 

3. 僑生新生人數近年來每年皆維持約 100 名學

生來本校就讀。 

4. 陸生招收部分，則因 COVID-19 疫情及兩岸情

勢影響，造成陸生人數大幅減少，故執行情形

列於其他，不列於總計項次內。 

5. 外籍生新生人數自 112 年疫情解禁後，陸續增

加中。 

6. 各系與高中連結度自 111 年以後皆逾 200 次，

透過各系老師介紹本校系所特色、各項招生考

試及活動海報寄送等，啟發學生就讀意願，以

達招生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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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 
面
向 

符合 KPI 之執行 

百分比(超越+符合) 109 年~113 年執行成果比較分析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國

際

化 

80% 

(10) 

48% 

(10) 

48% 

(10) 

34% 

(10) 

36% 

(10) 

1. 學生出國補助 109 至 111 年因受 COVID-19 疫

情及世界情勢影響，學生出國人數銳減，執行

情形列於其他，不列於總計項次內，112 年疫

情解封，恢復列計。但選送學生赴陸部分，則

因兩岸情勢影響，113 年執行情形持續列於其

他。 

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期刊篇數，自 109 年

超過 200 篇，且逐年遞增，111 年更突破 300

篇，創歷年新高。 

3. 報考英文檢定人數，皆維持在 1000 人以上，

除 110 年因疫情高峰，縮減場次，影響報考人

數。 

縮
短
學
用
落
差 

73% 

(6) 

59% 

(6) 

61% 

(7) 

61% 

(7) 

61% 

(7) 

1. 校外實習課程數 109 年逾 90 門，110 至 111 年

因 COVID-19 疫情，導致部分企業停辦實習課

程，致使實習課程及人數銳減，近年開始增加。 

2.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及碩博士論

文數逐年遞增。 

3. 學生跨領域修讀人數皆逾 200 人，包括雙學

位、輔系、第二專長、微學分課程等，112 年

更突破 300 人。 

研
究 

特
色
化 

85% 

(4) 

74% 

(4) 

73% 

(6) 

68% 

(6) 

70% 

(6) 

1. 論文總篇數近年皆逾 550 篇以上，且 110-111

年更達 700 篇以上。 

2. 論文總篇數與被引用次數自 110 年起突破

20000 次。 

3. 計畫總件數及總金額逐年遞增，110 年起件數

皆超過 1300 件，113 年件數更突破 1400 件，

112 年金額則高達 15 億元，與海洋相關之金

額亦達 7 億元。 

4. 技轉金額皆達 2000 萬以上，其中 109 年更高

達 5000 萬元。 

校
務 

行
政 

83% 

(5) 

85% 

(5) 

92% 

(5) 

92% 

(5) 

92% 

(5) 

1. 近年募款收入皆超過 3000 萬元(不含捐物)，

112 年更高達 8300 萬元(不含捐物)。 

2. 行政單位亦積極向外部爭取經費，每年皆有顯

著進帳。 

總
計 

72% 

(36) 

58% 

(36) 

59% 

(39) 

53% 

(39) 

53% 

(39) 

*本表數據以年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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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13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五大面向執行進度 

 

 

圖 2 113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行政單位執行進度 

 

11項 10項 7項 6項 5項

有效招生 國際化 縮短學用落差 研究特色化 校務行政

落後 48% 63% 38% 30% 8%

符合 21% 9% 17% 7% 0%

超越 31% 28% 45% 63%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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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總

中心

馬祖行

政處

其他 0% 0% 33% 0% 100% 26%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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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13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學術單位執行進度 

 

表 1  113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五大面向執行進度統計表 

單位：各執行單位總項次 

五大面向 超越 符合 落後 總計 其他 

有效招生(11) 
44 30 67 141 

20 
31% 21% 48% 100% 

國際化(10) 
71 22 163 256 

124 
28% 9% 63% 100% 

縮短學用落差(7) 
81 30 70 181 

81 
45% 17% 38% 100% 

研究特色化(6) 
95 11 45 151 

44 
63% 7% 30% 100% 

校務行政(5) 
12 0 1 13 

1 
92% 0% 8% 100% 

總計 
303 93 346 742 

270 
41% 13% 46% 100% 

註：1.「超越」係指 113 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超越原目標值。 

2.「符合」係指 113 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與目標值相符。 

3.「落後」係指 113 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較原目標值落後。 

4.「其他」係指 113 年度績效指標，執行單位無訂定目標值且無實際執行值、不適用或實際執行

狀況因規定變更或天候影響而無法達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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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13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各執行單位執行進度統計表 

單位：各執行單位總項次 

執行單位 超越 符合 落後 總計 其他 

教務處 
7 1 7 15 

0 
47% 6% 46% 100% 

研發處 
6 0 1 7 

0 
86% 0% 14% 100% 

學務處 
2 0 0 2 

1 
100% 0% 0% 100% 

總務處 
2 0 1 3 

0 
67% 0% 33% 100% 

圖資處 
0 0 0 0 

1 
0% 0% 0% 0% 

國際處 
4 0 4 8 

3 
50% 0% 50% 100% 

秘書室 
2 0 0 2 

0 
100% 0% 0% 100% 

體育室 
1 0 0 1 

0 
100% 0% 0% 100% 

職安衛中心 
1 0 0 1 

0 
100% 0% 0% 100% 

產學總中心 
2 0 1 3 

0 
67% 0% 33% 100% 

馬祖行政處 
1 0 0 1 

0 
100% 0% 0% 100% 

海運暨管理學院 
57 19 62 138 

22 
41% 14% 45% 100% 

海運暨管理學院 
1 0 0 1 

0 
100% 0% 0% 100% 

商船系 
4 3 18 25 

2 
16% 12% 72% 100% 

輪機系 
7 3 14 24 

3 
29% 13% 58% 100% 

航管系 
6 5 12 23 

4 
26% 22% 52% 100% 

運輸系 
12 4 9 25 

2 
48% 16% 36% 100% 

觀光系 
17 1 4 22 

3 
77% 5% 18% 100% 

經管系 
10 3 5 18 

8 
55% 17% 2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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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 超越 符合 落後 總計 其他 

生命科學院 
47 20 84 151 

50 
31% 13% 56% 100% 

生命科學院 
1 0 0 1 

0 
100% 0% 0% 100% 

食科系 
7 6 12 25 

2 
28% 24% 48% 100% 

養殖系 
7 3 14 24 

3 
29% 13% 58% 100% 

生科系 
5 2 17 24 

3 
21% 8% 71% 100% 

海生所 
7 2 12 21 

6 
33% 10% 57% 100% 

海洋生技博士學程 
0 3 5 8 

7 
0% 38% 62% 100% 

生技系 
9 4 11 24 

3 
37% 17% 46% 100% 

食安所 
6 0 10 16 

9 
38% 0% 62% 100% 

食安碩士在職學程 
5 0 3 8 

17 
63% 0% 37% 100%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 
22 13 61 96 

55 
23% 14% 63% 100%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 
1 0 0 1 

0 
100% 0% 0% 100% 

環漁系 
7 5 12 24 

3 
29% 21% 50% 100% 

海洋系 
2 2 17 21 

6 
9% 10% 81% 100% 

地球所 
2 3 14 19 

6 
10% 16% 74% 100% 

海資所 
2 1 14 17 

9 
12% 6% 82% 100% 

環態所 
7 2 4 13 

13 
54% 15% 31% 100% 

海洋環境變遷博士學程 
1 0 0 1 

18 
100% 0% 0% 100% 

工學院 
46 6 47 99 

28 
46% 10% 44% 100% 

工學院 
1 0 0 1 

0 
100% 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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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 超越 符合 落後 總計 其他 

機械系 
10 1 13 24 

4 
42% 4% 54% 100% 

造船系 
9 2 9 20 

8 
45% 10% 45% 100% 

河工系 
10 4 11 25 

3 
40% 16% 44% 100% 

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程 
3 0 3 6 

9 
50% 0% 50% 100% 

海工系 
11 2 6 19 

8 
58% 10% 32% 100% 

電機資訊學院 
43 7 38 88 

21 
49% 8% 43% 100% 

電機資訊學院 
1 0 0 1 

0 
100% 0% 0% 100% 

電機系 
11 1 10 22 

5 
50% 5% 45% 100% 

資工系 
13 3 7 23 

4 
57% 13% 30% 100% 

通訊系 
8 1 15 24 

3 
33% 4% 63% 100% 

光電系 
10 2 6 18 

9 
56% 11% 33% 100% 

人文社會科學院 
36 11 22 69 

65 
52% 16% 32% 100% 

人文社會科學院 
1 0 0 1 

0 
100% 0% 0% 100% 

應經所 
5 2 4 11 

15 
46% 18% 36% 100% 

教研所 
12 1 9 22 

10 
55% 4% 41% 100% 

海文所 
3 3 0 6 

18 
50% 50% 0% 100% 

應英所 
5 3 2 10 

16 
50% 30% 20% 100% 

文創系 
10 2 7 19 

6 
53% 10% 37% 100% 

海洋法政學院 
20 13 21 54 

20 
37% 24% 39% 100% 

海洋法政學院 
1 0 0 1 

0 
100% 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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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 超越 符合 落後 總計 其他 

海法所 
5 4 6 15 

7 
33% 27% 40% 100% 

法政系 
8 6 6 20 

6 
40% 30% 30% 100% 

海洋政策碩士學程 
6 3 9 18 

7 
33% 17% 50% 100% 

共同教育中心 
6 0 2 8 

0 
75% 0% 25% 100% 

註：1.「超越」係指 113 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超越原目標值。 

2.「符合」係指 113 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與目標值相符。 

3.「落後」係指 113 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較原目標值落後。 

4.「其他」係指 113 年度績效指標，執行單位無訂定目標值且無實際執行值、不適用或實際執行

狀況因規定變更或天候影響而無法達成者。 

 

 

表 3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近 5 年執行成果 

面向 衡量指標 執行成果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1 有

效

招

生 

1-1-1 該年度報考 /註冊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2036/ 

613 

1879 / 

598 

2891/ 

650 

3295/ 

697 

2436/ 

641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 /

註冊本校碩士班(人次/

人數)(五年一貫就讀人

數)(學年) 

488/ 

293 

(185) 

544/ 

320 

(227) 

566 

/321 

(241) 

585/ 

314 

(234) 

601/ 

315 

(219)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

人數(學年) 
60 65 56 58 47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學年) 124 136 131 99 102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學年) 
0 0 0 0 0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

數 
0 0 0 21 21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

人數(學年) 
28 61 59 67 82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

人數 
2 0 2 21 41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 

總人數 

5/ 

212 

2/ 

74 

5/ 

204 

9/ 

708 

11/ 

814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

括說明會、舉辦活動及

文宣等) 

138 161 218 258 229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

場次 
20 44 47 49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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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執行成果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2 國

際

化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

額 

18/ 

2403 萬 

13/ 

2099 萬 

23/ 

1880 萬 

16/ 

3104 萬 

16/ 

2828 萬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

表國際期刊篇數 
217 288 332 190 250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

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

研修(人數) 

10 11 29 39 37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

際學術研討會(人次) 
10 3 29 104 141 

2-5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

赴國外研修人數(包括

短期研修、交換學生、

雙聯學位等) 

10 5 8 11 32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

訪問人數 
17 0 6 122 96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

教育部學海築夢獎學金

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33 92 119 320 185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257 805 1084 1231 1212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767 556 691 762 807 

3 縮

短

學

用

落

差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92 58 58 68 63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885 375 588 891 682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200 185 216 234 202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

(課程數/修習人數) 

87/ 

3656 

133/ 

4338 

113/ 

5012 

119/ 

4501 

125/ 

5270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

題、創作成品及碩博士

論文數 

221 254 262 274 291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

(隊數/人次) 

75/ 

301 

92/ 

496 

138/ 

612 

127/ 

677 

111/ 

567 

3-7 學生跨領域修讀人數

(包括雙學位、輔系、第

二專長、微學分課程等) 

— 246 272 321 293 

4 研

究 

特

色

化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文總篇數 

(SCI/SSCI 論文篇數) 

582 

(564) 

778 

(754) 

723 

(712) 

589 

(576) 

653 

(625)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文歷年被引

用次數 

18918 20801 20788 23910 20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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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執行成果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 /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

及金額 

1239/12 億

6772 萬 

365/7 億

1472 萬 

1380/12 億

1131 萬 

391/6 億

8506 萬 

1384/12 億

4290 萬 

376/6 億

5289 萬 

1363/15 億

614 萬 

397/7 億

8013 萬 

1482/14 億

7505 萬 

391/7 億

5707 萬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26/ 

5251 萬 

22/ 

3135 萬 

24/ 

2011 萬 

48/ 

3148 萬 

30/ 

2014 萬 

4-5 出版書籍數 — 14 13 16 13 

4-6 H5-index — 58 52 55 57 

5 校

務

行

政 

5-1 節能措施(節省電量) 

(度) 
543882 

88.7 

(EUI 值) 

85.3 

(EUI 值) 

88.3 

(EUI 值) 

88.0 

(EUI 值) 

5-2 財務收入-利息、投資

(元) 
2205 萬 1523 萬 2092 萬 2634 萬 3280 萬 

5-3 學生宿舍使用率 

(第 1 學期) 
99.0% 99.6% 97.9% 98.8% 99.1% 

5-4 受贈收入(不含捐物) 

(場/元) 

92/ 

4926 萬 

97/ 

3391 萬 

113/ 

4320 萬 

165/ 

8316 萬 

120/ 

6565 萬 

5-5 行 政 單

位 爭 取

外 部 經

費(元) 

教務處 

(不含教卓/ 

高教深耕計畫) 

719 萬 785 萬 1426 萬 1913 萬 2284 萬 

研發處 890 萬 2671 萬 3258 萬 2237 萬 2491 萬 

學務處 1142 萬 1427 萬 1352 萬 1359 萬 2973 萬 

總務處 16 萬 1412 萬 14 萬 7 萬 272 萬 

圖資處 1001 萬 701 萬 506 萬 685 萬 689 萬 

國際處 209 萬 154 萬 1056 萬 1165 萬 1275 萬 

體育室 282 萬 107 萬 110 萬 152 萬 103 萬 

職安衛中心 — 150 萬 670 萬 175 萬 190 萬 

產學總中心 5251 萬 7030 萬 4410 萬 4292 萬 
1 億

2187 萬 

馬祖行政處 — 3500 萬 3500 萬 4500 萬 4500 萬 

總   計 9510 萬 
1 億

7937 萬 

1 億

2133 萬 

1 億

6485 萬 

2 億

6964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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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變化情形(含投資效益) 

(一) 113 年可用資金變化 

本校財務收支依據學校發展遠景配合年度中長程計畫審慎規劃財務收支，妥善運用

資源、營造優質教學環境、提升全人教學品質，期能秉持穩健、踏實、永續發展之原則，

臻至最具海洋特色的頂尖國際大學。本校 113 年可用資金變化情形詳見表 4。 

表 4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3 年可用資金變化情形 

 

113年

預計數

113年

實際數

1,900,327 1,790,390

2,664,488 3,214,652

2,464,252 3,128,063

218,977 78,486

385,060 333,339

0 662

-31,920 31,272

0 0

0 0

-2,884 72,494

1,899,676 1,726,554

79,979 104,948

1,022,337 983,783

0 9,467

957,318 838,252

0 172,053

0 0

0 0

0 172,053

0 0

長期債務 借款年度 償還期間 計畫自償率 借款利率 債務總額 113年餘額 114年餘額

  債務項目(*4) 0 0

  外借資金

期末可用資金預測（O=K+L-M-N）

其他重要財務資訊

期末已核定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

  政府補助

  由學校已提撥之準備金支應(*3)

  由學校可用資金支應

減：當期長期債務償還（I）

加：其他影響當期現金調整增(減)數(±)（J）(*2)

期末現金及定存（K=A+B-C+D-E+F+G+H-I+J）

加：期末短期可變現資產（L）

減：期末短期須償還負債（M）

減：資本門補助計畫尚未執行數（N）

減：當期經常門現金支出情形（C）

加：當期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入情形（D）

減：當期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情形（E）

加：當期流動金融資產淨(增)減情形（F）

加：當期投資淨(增)減情形（G）

加：當期長期債務舉借（H）

113年
單位：千元

項目

期初現金及定存（A）

加：當期經常門現金收入情形（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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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現金及定存包括現金(含活期存款及自存入起三個月內到期之定期存款等)、流動金融資產項下存

款期間三個月以上，一年內到期之定期存款與投資項下存款期間一年以上到期之定期存款。 

2：經常門現金收入包括政府補助收入與學雜費收入、建教合作收入、推廣教育收入、資產使用及

權利金收入與受贈收入等自籌收入，並扣除不產生現金流入之收入。 

3：經常門現金支出係指支出效益及於當年之現金支出，如人事費、水電費、維護費及獎助學金等。 

4：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入係指各政府機關補助款屬指定用於增置動產、不動產、無形

資產及其他資產等。 

5：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係指支出效益及於當年及以後年度之現金支出，包括增置動

產、不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等。 

6：流動金融資產係指預期於一年內變現之金融資產，但不含存款期間三個月以上，一年內到期之

定期存款。 

7：投資係指採權益法之投資、非流動金融資產及其他長期投資等，但不含存款期間一年以上到期

之定期存款。 

8：長期債務係指償還期限在一年以上長期借款等。 

9：其他影響當期現金調整增(減)數，係指經常門現金收支、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支、流

動金融資產淨增減、投資淨增減與長期債務舉借及償還以外，其他影響期末現金之合計數。 

10：短期可變現資產係指得於短期內轉換成現金之財務或經濟資源，包括：流動金融資產、應收款

項及短期貸墊款。 

11：短期須償還負債係指應於短期內支付現金之給付義務，包括：流動負債、存入保證金、應付保

管款、暫收及待結轉帳項，但應排除屬指定用途捐贈款已提撥準備金之部。 

12：可用資金係指學校帳上現金及定存加上短期可變現資產並扣除短期須償還負債與資本門補助計

畫尚未執行數，係在衡量特定時點學校可運用之資金。 

13：其他重要財務資訊至少應包括期末已核定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固定資產預算保留數及長

期債務，係在衡量學校以後年度應(或很有可能)給付現金數額，其中由學校可用資金支應之營

建工程預算及固定資產預算保留數與長期債務無法自償部分，將由學校期末可用資金、以後年

度經常門現金收支結餘與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支結餘等支應。 

14：期末已核定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係指先期規劃構想書業經行政院或本部核定，惟至當年底

工程預算尚未編列完成，該等工程預算預計於以後年度編列；固定資產預算保留數係指當年度

固定資產可用預算數保留於以後年度執行之數。 

15：前項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財源：政府補助係指由本部或其他政府機關補助；由學校已提撥

之準備金支應係指由不包含於現金及定存內，已提撥之改良及擴充準備金或其他準備金支應；

外借資金係指向銀行舉借長期債務支應。 

可用資金預計數與實際數差異說明： 

113 年度期末可用資金實際數較預計數減少 1 億 1,906 萬 6 千元主要係因：調薪 4%致用人

費用增加，新海研 2 號例行性大修與 5 年特檢經費、學生公費及獎勵金、老舊校舍修理保

養及保固費等支出因調薪及原物料上漲因素致營運成本增加，加上建教收支賸餘數及受贈

收入減少，致短絀增加；另遞延費用工程依業務需要較預算數增加，致營運資金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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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重要財務資訊 

投資效益 

(1) 為增進投資收益及安全，評估校務基金使用效率，促進校務基金有效管理，並加強

本校財務規劃作業，於 105 年 5 月 2 日訂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投資管理小組設置

要點」，明訂投資管理小組職責、校務基金投資項目及相關規定。 

(2) 依據本校投資管理小組設置要點第六點規定，為確保學校資金安全及有效運用，本

校投資項目以存放於銀行定期存款為原則。 

(3)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定期存款 12 億 1,046 萬 8,715 元(內含美金定存 219 萬元，約合

新台幣 7,178 萬 8,200 元整)，活期存款 5 億 1,608 萬 5,265 元，存款合計 17 億 2,655

萬 3,980 元。全年度投資概況如下： 

A. 利息收入2,936萬9,927元，較預算數增加1,093萬4,927元，約59.32%。主要係因

各大金融機構之牌告利率調升所致。  

B. 股利收入343萬5,128元，較預算數增加117萬3,128元，約51.86%。主要係股票

型指數基金(ETF)發放股息超過原預估數。  

C. 兌換賸餘561萬815元，主要係美金匯率持續上漲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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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討及改進 

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 

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1 有 

效 

招 

生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商船系 大環境經濟影響、少子化因素，且諸

多學生多以先工作(實習)為主要考

量，甚至是報考公職，欲先在不景氣

的環境中先站穩腳步，進修並不是

他們唯一的考量。 

推薦、鼓勵本校同學申請碩士學位課

程先修；寄發宣傳海報、商船系教師至

他校演講時宣傳商船系；設置獎勵措

施，鼓勵系上大學部學生提前進入各

個教師研究室參與研究計畫。 

航管系 註冊本校碩士班人數未達目標值是

因為考生報考多家學校研究所，因

也有錄取其他心目中理想之學校，

故放棄就讀本校研究所。 

航管系將持續進行招生宣傳，強調航

管系之特色、專業領域以及未來出入

之優勢，希望藉此讓錄取之學生增加

註冊意願。 

輪機系 因應社會環境經濟與少子化因素，

輪機系因學科實務應用率高，且配

合校方政策推廣同學至上船實習工

作，甚至是報考相關類科公職，欲先

在不景氣的環境中先站穩腳步，進

修並不是他們唯一的考量。 

為鼓勵輪機系日間部大學生申請五年

一貫，設置獎勵措施，鼓勵學生申請五

年一貫，並提前進入教師研究室由教

師指導研究。 

食科系 本年度報名人數已達到，註冊人數

也因學生錄取其他學校而放棄就讀

本系。 

113 年度報人數未達到目標，與 112 年

的情況相同，只能盡量維持報考及就

讀人數。 

養殖系 因少子化及校系過多之影響，以及

目前高學歷就業環境氛圍不佳、薪

資結構多年未成長，導致學生就讀

研究所意願降低。 

增加對外宣傳並持續鼓勵本校學生申

請五年一貫，提高校內外學生報考及

就讀研究所意願。 

生科系 由於少子化影響、各校生科相關學

系過多、高學歷就業環境不佳，導致

學生就讀研究所意願降低。 

1. 鼓勵本系教師至其他大學演講、授

課、參加研討會或擔任委員訪視時，

置入性行銷帶入本系特色、師資專

長、研究領域，以開拓校外學生來

源。 

2. 透過招生組協助安排，至補習班進

行招生宣傳。 

3. 積極鼓勵與宣傳五年一貫的優勢，

使本系學生多申請五年一貫，提高

學生報考及就讀研究所意願。 

海生所 受少子化影響、報考學生人數減少

以及考上其他學校後，偏向選擇臺

大、中山大學海洋學系就讀，以致影

響就讀本所的意願。 

1. 本所已於 113 年 12 月 13 日辦理研

究生壁報展示活動，邀請本校學生

對本所有興趣者可以到現場觀摩每

個研究生報告之主題，達到推廣本

所之目的。 

2. 鼓勵本所教師到其他學校演講、參

與研討會等，多多宣傳本所。 

3. 開設大學部海洋生物相關課程，鼓

勵學生以五年一貫直攻碩士。 

食安所 由於少子化及高學歷就業環境不佳

等影響，致使學生就讀研究所意願

降低。 

鼓勵本所教師至其他大學演講、授課、

參加研討會或擔任委員，增加對外宣

傳以開拓校外學生來源，提高報考及

就讀意願。 

食安碩

士在職

學程 

高學歷就業環境不佳等影響外，本

學程與食科系碩專班具高度重疊

性，多數進修人士常擇一報考。 

本學程已於 114 學年度停止招生。 

環漁系 考生另有生涯規劃，於開學前放棄

註冊，部分報考學生恐不瞭解本系

相關研究重點及未來就業方向，導

致報考及註冊人數未達其目標。 

1. 在本系網頁強化專任教師之專長領

域、研究計畫方向及學術論文期刊

之投稿篇數。 

2. 強化本系研究生之就業方向，如高

普考之錄取率、涉及海洋開發之環

境生態及漁業資源調查等民間企業

及機構。 

3. 建立與碩士班錄取生之溝通管道，

確實瞭解錄取生之生涯規劃及就讀

意願，提高註冊報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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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 

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海洋系 海洋系 113 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

班(人次/人數) 關鍵績效指標落後，

經了解主因為錄取本系所同學，多

數人同時報考台大、成大、中山及中

央等其他學校相關系所，而最後因

個人生涯規劃或家長期望等原因，

選擇放棄本校資格而轉至他校就讀

所致。 

針對近年報考就讀本系碩士班之外校

學生，建立生源資料庫，並仿照大學部

同學建立學生家族，由就讀中之學長

姐，對新入學之學弟妹提供課業及生

活資訊等各方面之協助，讓其對本系

所產生向心力，並透過其與原就讀大

學科系之學弟妹間建立聯繫管道，不

定時辦理參訪本系或系上老師座談活

動，亦或推派本系老師至各大學相關

系所作專題演講，並順帶置入性行銷

辦理招生宣傳、也推派本系所目前在

學學生返其大學母校分享學習心得，

並透過各校相關系所之社群網站分享

本系碩士班之招生資訊，吸引外校學

生報考本系所。 

地球所 少子化大環境影響導致整體報名學

生數下降，將加強招生宣傳與發展

多元教學研究特色與國際化持續努

力。 

1. 發展多元教學研究特色與國際化，

吸引對海洋永續教育有興趣學生報

考。 

2. 強化與各大學之相關科系大學部鏈

結與宣傳加強產業鏈結提高學生畢

業出路廣度與穩定度。 

海資所 本學院研究所係採聯合招生，本年

度報考人數若含所有選填本所為志

願者係超越預定值，但註冊人數不

符預期，惟因本所碩士班甄試名額

自 112 學年度起減招至 5 位合併考

試名額 3 位共 8 位，原設立績效指

標時甄試名額為 8 位合併考試名額

3 為共 11 位，未來將做目標值調整。 

建立系所網頁以及社群平台，並即時

更新系所動態及招生訊息，並推廣本

所教師研究特色，吸引更多學生報考

本所。另至本校相關系所及國內各大

專院校之相關大學部爭取演講機會，

藉由專題演講推廣本所特色教學及教

師研究項目，提升學生對本所教學及

研究內容之興趣，提高其報考之機率。

另提供優秀學生獎助學金，減輕學生

經濟壓力，提高學生就讀意願。 

環態所 本所為獨立研究所，無大學部學生，

缺少本校大學部直升的生源。 

鼓勵本所教師至目標大學校系演講，

與各機構科普演講，說明本所的研究

領域與內容，吸引對海洋有興趣的學

子。 

機械系 多數學生皆同時報考多間學校研究

所，所以報考人數增加，但實際註冊

人數則減少。 

積極對外開展本系碩士班招生，包含

鼓勵本系教師至他校演講可同時進行

招生宣傳，提升他校學生報考意願。 

河工系 近年來因少子化影響整體學生人數

下降，導致招生人數下滑。 

增加系所對外之宣傳吸引力；利用文

宣及網頁宣傳本系多元發展特色，同

時傳達本系學生因與畢業學長姊、系

友之互動及高連結度，致使系上學生

向心力持續增加，使其更有意願至本

系就讀。 

應經所 1. 本所在校內無大學部學生、少子

化，致使研究生多為外校學生，新

設及改制大學興起，等等現象之

衝擊，故招生極為不易。 

2. 報考本所之本校生，皆因非相關

系所，故雖經錄取，還是以選擇自

己專長系所為優先。 

1. 持續寄發研究所招生海報(甄試、一

般生)予各大專校院相關系所及本

校各系所。 

2. 請本所老師於赴他校演講、訪談

時，協助宣傳招生。 

3. 請本所老師於赴其他系所授課時，

協助宣傳招生。 

4. 張貼於FB、粉專，請所友、教師、

研究生分享招生貼文。 

5. 配合招生組針對研究所之招生策

略，協助招生宣傳。 

教研所 1. 少子化影響 ,報考人數實難每年

增加。 

2. 在職教師日間上班時間請假不

易，故報考日間班的人數減少。 

1. 加強校內招生宣導。 

2. 持續加強對外招生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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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 

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應英所 少子化衝擊至報名人數和註冊率下

滑是原因之一，另整體大環境經濟

漸弱，大學生畢業投入就業市場趨

強，造成報考和就讀研究所意願逐

步下滑。 

1. 持續投入廣告曝光網頁和社群(FB

和IG)，提高能見度。 

2. 於所務會議上報告老師和學生招

生情況，持續鼓勵老師和學生為本

所宣傳。 

海法所 碩士班甄試正取且填寫就讀意願的

學生最後放棄註冊，但因碩士班考

試報名人數不足，故無法遞補。 

積極於本所網頁、臉書及大學部學生

群組發送招生訊息，並辦理校內外多

場次招說會以增加本所能見度，讓想

就讀研究所的同學可以來報考。 

海洋政

策碩士

學程 

碩士班甄試正取且填寫就讀意願的

學生最後放棄註冊，但因碩士班考

試報名人數不足，故無法遞補。 

積極於本學程網頁、臉書及大學部學

生群組發送招生訊息，並辦理校內外

多場次招說會以增加本所能見度，讓

想就讀研究所的同學可以來報考。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

註冊本校碩士班(人次

/人數) 

教務處 本校學生報考人次超越目標值，但

註冊人數少 3 人。囿於少子化，考生

人數減少，但各校內含招生名額並

未減少，且教育部將半導體、AI、機

械系所擴充名額由 112 學年度量內

招生名額之 20%，調高為 113 學年

度量內招生名額之 25％，考生能選

擇校系名額數增多，致形成考生選

擇頂大就讀的機率增大。 

加強宣傳學校碩士學位課程先修（原

五年一貫）制度及各系所學術亮點，以

吸引學校優秀學士班學生續留就讀碩

士班。 

商船系 因近年來海運發展快速，航商釋出

諸多職缺，本系也一直配合校方政

策積極推動讓學生在校上船實習，

畢業後可直接與產業接軌，因此大

多數學生均選擇畢業後即上船，而

再進修並非為學生首要考量之一。 

推薦、鼓勵本校學生申請碩士學位課

程先修，並為鼓勵學生可提前進入教

師研究室由教師指導研究並撰寫小論

文。並請本系教師至他校演講時宣傳

本系，以吸引更多校外學生申請。 

輪機系 因應社會環境經濟與少子化因素，

輪機系因學科實務應用率高，且配

合校方政策推廣同學至上船實習工

作，甚至是報考相關類科公職，欲先

在不景氣的環境中先站穩腳步，進

修並不是他們唯一的考量。 

為鼓勵輪機系日間部大學生申請五年

一貫，設置獎勵措施，鼓勵學生申請五

年一貫，並提前進入教師研究室由教

師指導研究。 

食科系 本年度報名人數已達到，註冊人數

也因學生錄取其他學校而放棄就讀

本系。 

希望老師與學生參與研究能夠有更好

的互動，大學部碩士班先修學生能夠

多留在本校就讀碩士班。 

養殖系 因少子化及校系過多之影響，以及

目前高學歷就業環境氛圍不佳、薪

資結構多年未成長，導致學生就讀

研究所意願降低。 

增加對外宣傳並持續鼓勵本校學生申

請五年一貫，提高校內外學生報考及

就讀研究所意願。 

生科系 由於少子化影響、各校生科相關學

系招生名額較多，導致學生選擇研

究所機會增多。 

1. 積極鼓勵與宣傳碩士先修生的優

勢，使本系學生多申請碩士先修生，

提高學生報考及留在本校就讀研究

所意願。 

2. 透過課程規劃引導學生提早進入實

驗室，加強學生對研究及系所的認

同，進而增強留在本校就讀之意願。 

食安所 本所教師開設的課程，主要為碩士

班課程，因而導致大學部宣傳度不

夠。 

鼓勵本所教師至大學部演講及授課，

積極鼓勵本校學生踴躍申請五年一

貫，提升留在本校報考及就讀研究所

意願。 

食安碩

士在職

學程 

本學程主要開設碩士班課程，無大

學部校友生源，所友均為碩士畢業

生，需透過間接宣傳，進而提升本校

學生報考率。 

本學程已於 114 學年度停止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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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 

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環漁系 本系大學部三年級及四年級部分學

生選擇進入職場，且以報考高普考

（漁業行政、漁撈技術）、地方特考

等國家考試為最優先考量。 

1. 鼓勵本系大學部三年級及四年級學

生報名五年一貫學程及碩士班甄試

及考試。 

2. 建立與碩士班錄取生之溝通管道，

確實瞭解錄取生之生涯規劃及就讀

意願，提高註冊報到率。 

海洋系 海洋系 113 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

本校碩士班(人次/人數)關鍵績效指

標落後與 1-1-1 項指標落後原因相

似，錄取本系所之同學，多半亦同時

報考台大、成大、中山及中央等其他

學校相關系所，最後因個人生涯規

劃或家長期望等原因，選擇放棄本

校資格而轉至他校就讀所致。 

為提升大學部學生之研究素質與就讀

研究所意願，透過碩士學位課程先修

制度，鼓勵本系優秀大學生及早進入

教師實驗室，進行專題研究和參與專

題研究計畫。同時亦積極辦理各項專

題演講，邀請業界及相關領域之學者

專家，蒞系演講產業發展遠景及發展

趨勢，並傳承成功經驗輔導在校同學

及早規劃個人生涯方向，充實專業智

能，期於畢業後順利進入職場工作。 

地球所 本學年除因有學生健康原因無法入

學就讀，另本所無大學部招生較受

限制。 

1. 多與各系所教授合作教課，提高所

的知名度。 

2. 增開具有科普且能易於吸引學生之

大學部課程，開放大學部學生提前

至實驗室研修機會。 

海資所 因本所尚無大學部學生，故本校學

生就讀本所人數比例偏低，大部分

報考學生為外校相關科系學生。 

鼓勵本校相關科系之大學部學生先行

進入本所教師研究室進行大專生研究

計畫或進行工讀，瞭解研究室研究方

向及內容，促進其申請五年一貫進修

意願，同時加強校內招生及本所特色

宣傳，也推廣跨領域進修，提高學生就

讀意願。另本所教師也已於大學部開

設兩門通識課程，希望藉由課程推廣

本所相關教師教學研究，吸引本校大

學部學生報考本所。 

環態所 本所為獨立研究所，無大學部學生，

缺少本校大學部直升的生源。 

開設暑期大專生研究計畫，鼓勵本校

學生增加海洋視野，提供多領域研究

專題，歡迎大學部學生依各教師研究

室提供之專題題目，選擇有興趣之主

題(或延申主題)加入研究、接受訓練、

學習研究方法，各研究室亦提供學生

助學金獎勵，積極爭取本校優秀之大

學生申請本所預研生學程，以達成每

年持續招生之效益。 

機械系 多數學生皆同時報考多間學校研究

所，所以報考人數增加，但實際註冊

人數則減少。 

鼓勵本系師生申請大學生暑期學習實

務體驗計畫，深入了解本系教師研究

方向與研究室環境，同時加強宣導碩

士學位課程先修，增加學生續讀碩士

班意願。 

河工系 本系 113 年度應屆畢業生為 51 人，

報考本系碩士班為 40 人次，約占應

屆畢業生之 78.4%。註冊為 16 人占

應屆畢業生 35.2%。 

根據本系畢業生問卷調查顯示，本

系畢業生有 71%選擇升學，24%選擇

就業，5%選擇高考或先服兵役。 

1. 持續鼓勵本系學生申請本校五年一

貫，並加強宣導本系教師研究能量，

安排大三以上學生與本系教師座談

或配合系上專題研究課程，讓學生

提早接觸研究室相關事務。 

2. 在本系系友支持下提供獎助學金，

並鼓勵學生留在本系就讀研究所。 

資工系 113 年度本校學生報考人數高於預

定人數，惟因學生錄取多間學校，因

此實際註冊本校碩士班學生人數低

於預定人數。 

鼓勵本系學生踴躍就讀研究所，並以

獎助學金及優良師資等誘因鼓勵學生

註冊。 

教研所 本所係獨立所並無大學部，且無教

育相關學系，故在校內招生部分較

為不利。 

透過師培中心聯會班會時間，加強校

內招生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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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法所  積極於本所網頁、臉書及大學部學生

群組發送招生訊息，並辦理校內外多

場次招說會以增加本所能見度，讓想

就讀研究所的同學可以來報考。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

生(人數) 

教務處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相較去年減少 10

名、四技二專技優保送相較去年減

少 2 名。 

積極參與四技二專相關招生宣傳活

動，宣傳本校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四技

二專技優保送及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

生管道。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國際處 113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新生人數

未達預定目標，初步分析顯示可能

的原因如下： 

1. 外部環境因素-受多重變因影響：

包括兩岸政治局勢變化、各僑居

地疫情後經濟狀況波動、中國大

陸積極推動招生、大量港澳子弟

學校成立、馬來西亞教育政策調

整，以及部分地區華人社群少子

化等。 

2. 內部因素-資訊工程學系招生人

數調整:因教室空間有限及師生比

規範限制，資訊工程學系在 113學

年度調整僑生及港澳生的招生名

額。此項調整經統計顯示，該系新

生人數較 112 學年度減少 13 人

（23 人降至 10 人），成為下降幅

度最大的系所。 

措施 執行方式 預期招生成效 

1.職涯

支持 

舉辦職涯講

座及簡歷撰

寫工作坊，協

助學生準備

求職。 

吸引對未來

職涯有高度

關注的學生

及家長，提高

報名率。 

2.招生

網頁優

化 

提供簡潔明

了的招生資

訊、獎學金申

請流程、入學

指南和常見

問題解答，並

定期更新。 

減少學生因

資訊不足而

放棄申請的

情況，提升申

請轉換率。 

3.強化

印尼地

區招生 

加強與印尼

當地教育機

構合作。 

增加印尼地

區學生的申

請數量和錄

取人數。 

4.追蹤

與關懷 

調查已錄取

但未報到的

學生，分析未

報到原因（經

濟困難、簽證

問題等）。 

減少學生因

潛在問題未

解決而未報

到的情況，提

高報到率。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

總人數 

教務處 由於 COVID-19 疫情改變了教學模

式及團康活動型態，越來越趨向線

上的 E 化課程及遠距即時活動，導

致在疫情趨緩的時期，學生參與實

體營隊活動意願降低，各系所因疫

情暫停辦理後面臨協助學生交接斷

層，使辦理營隊意願降低。原預計

113 年 7 月 3 日至 5 日辦理商船系營

隊《船夢者之旅》，因考量報名狀況

不佳等原因暫停辦理。 

1.鼓勵各學系舉辦多樣化的暑期營隊

活動，可改以線上營隊、一日學系巡

禮、實驗室參訪實作活動、即時遠距

講座課程等模式，依各學系需求安排

規劃及包裝營隊，期能透過暑假期間

吸引高中生參加本校學系活動，讓學

生更加了解學系、進而增加招生成

效。 

2.本組因應線上課程趨勢，轉型高中

課程並辦理「藍海拾貝」高中多元課

程計畫，整合各學系學術資源，透過

第一學期多元化的遠距教學課程，讓

高中生不受地理限制，可即時線上學

習本校各學系的特色研究，進而擴展

招生對象。 

3.各學系暑期營隊（一系一營隊）為

「學院教學品質提升計畫」中的「精

緻招生方案」項目，雖已修改補助營

隊經費額度，可依各學系需求並依教

學中心審查委員會審議核發經費，以

期提升各學系辦理意願，但因應時代

變遷及少子化造成招生越來越不易，

多元及線上化的招生宣傳效果會更

有效益，建議「精緻招生方案」應不

限於辦理營隊活動，可利用此計畫經

費補助，讓各學系加強線上化的宣傳

（學系網頁美化及增加內容、維護及

增加講座活動等）、製作學系特色招

生小物、拍攝學系宣傳影片等相關有

利招生方案，讓各學系除了暑期營隊

活動外，有更多的資源及彈性做招生

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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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 

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商船系 商船系營隊因報名人數不足 10 人，

礙於營隊費用成本不足，故取消辦

理。 

未來辦理營隊招生宣傳時間需充裕，

且推廣方式需多樣化。 

航管系 1. 疫情解封之後，暑假期間較多家

庭安排出國且高中生於暑假期間安

排較為密集之個人活動。 

2. 同時期(暑假期間)有其他學校或

同校其他系也舉辦相似系活動吸引

報名者，因此報名參與人數相較之

前略微減少。 

為提升報名人數，本系將會請系學會

加強多元宣傳途徑，包括透過社群媒

體、向原高中母校進行宣傳等方式，擴

大活動曝光度。並計畫與更多高中聯

繫，利用高中學校幫忙宣傳以提高報

名率。此外，預先收集之前參與者之反

饋，精確調整活動內容，以此提升吸引

力與參與意願。 

輪機系 因社會環境經濟與少子化因素影

響，導致學生參加意願不高，報名人

數不足取消此次輪機營。 

將請系學會及各教師討論如招收更多

學生參加。 

養殖系 因疫情關係已停辦 2020-2022 三年

之「養殖生物科技營」，因三年來營

隊都未辦理成功，除無法傳承外，學

生們已無意願再承辦營隊。 

學生們已無意願再承辦營隊。 

生科系 全國大學院所生科相關營隊相當

多，高中生選擇相對多。 

加強營隊特色，提早於高中端宣傳。 

海洋生

技系 

於前期調查發現系上學生因課業壓

力及大二學生須從馬祖校區遷回校

本部，辦理營隊事務繁重，學生有意

願參與者過少，舉行營隊活動困難。 

未來將持續鼓勵本學程學生及教師參

與辦理營隊活動。 

環漁系 本次營隊為疫情過後環漁系所舉辦

之第一次營隊，有鑑於疫情期間暫

緩辦理、疫情解封後推廣辦理到

2024 年成功完成疫情過後第一次營

隊活動。故營隊負荷能力與推估招

收人數不如預定。 

1. 宣傳規劃期程上提前，以團體策略

為主打，經濟實惠的價格為誘因。 

2. 爭取外部合作與經費支援，降低營

隊報名費吸引學員揪團參與。 

海洋系 前 3 年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

停辦「海洋科學營」高中、職學生營

隊活動，同時造成系上特色營隊活

動傳承斷層，許多人力及物力都要

重新規劃。 

因本系往年籌辦之「海洋科學營」活動

可搭配本校海研二號研究船出海實

驗，但新海研二號搭乘限制較多，同

時，本系須重新設定「海洋科學營」活

動規範，必要時，改與本校其他系所合

辦營隊活動。 

海資所 本所規模較小，教師及學生人數較

少，以往需與他校或他系所合作方

能舉辦特色營隊。 

積極與國內外他校相關系所聯合成立

海洋事務相關聯盟，並舉辦相關特色

營隊。 

電機系 報名人數不足，故取消。 印製海報以及積極向各高中宣傳營

隊。 

通訊系 本次活動系學會成員積極向外宣傳

及招生，無奈報名人數遠低於估算，

無法超越辦理此次活動之成本。 

1. 鼓勵系學會積極與電資學院各系聯

合辦理，以擴大招生對象。 

2. 調整活動內容與形式，增強吸引力

並提供差異化亮點。 

法政系 時間、人力、籌備規劃經驗等較不

足。 

提供及協助系學會辦理營隊資訊及資

源，增加學生辦理營隊意願，增加高中

端學生了解本學程的機會及能見度。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

括說明會、舉辦活動及

文宣等) 

海洋系 因配合每學期 16 週教學時程，以及

每學期邀約講者赴系或赴校演講活

動，越來越難規劃教師赴高中端進

行相關宣傳活動。 

配合本校招生組規劃的高中端聯結活

動，以及委由不同類組學系教師赴高

中端一起進行招生宣傳活動，節省時

間成本，達到雙嬴效果。 

法政系 本年度未參與大學博覽會及招生宣

傳講座。 

未來將積極辦理與高中端交流的相關

活動，多宣傳本學程以利招生。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

動場次 

航管系 因學校目前相關場次只有舉辦 1 場，

航管系皆配合校方一同參與相關活

動。 

如果校方有再增加相關場次活動，本

系亦會全力配合。 

輪機系 應校長要求，自 109 學年開始僅開

辦新生入學說明會暨新生家長日。 

擬配合校方相關活動帶入本系重要設

施參訪設置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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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 

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經管系 配合本校招生組辦理之家長說明

會，考量活動重複性，109 年起合併

5 月份之 Hi!Young 新鮮人說明會。 

如上述說明，未來將配合學校合併新

生辦理活動。 

食科系 配合學校互動因此僅有 1 次說明會。 配合學校舉辦相關的活動，調整績效

指標。 

養殖系 學校於 110 年度起停辦「新生說明

會暨家長日活動」。 

未來配合學校辦理場次辦理。 

生科系 校方規劃校與系的實體宣傳說明會

僅 2 場次。 

多元化活動形式：不僅限於傳統的說

明會，將考慮多元化的互動形式，例如

系所自行舉辦親師座談、系所導覽等，

不同形式的活動能夠滿足家長的需求

和興趣。 

海洋系 本系配合校方規劃舉辦新生家長互

動活動，無另行規劃相關活動。 

擬請班導師於新學期增加線上與新生

家長互動時間，讓本系新生家長對本

系更瞭解。 

地球所 研究所學生均為成人，較不需如大

學部需要多與家長說明。 

研擬若學生家長問卷調查，若有急迫

需要將研擬辦理相關說明會。 

造船系 由於考試入學放榜距離學期正式開

學時間相近，難以安排合適時段來

舉辦第二次新生說明會，未來招生

組也傾向只辦一次來進行。 

配合學校相關單位辦理與新生家長互

動活動。 

光電系 今年度本系配合學校舉辦了 2024 

Hi ! Young 新鮮人說明會，未再行辦

理新生家長互動相關活動。 

1. 本系及時加強了網頁上資料的豐

富度及正確性，讓大家更認識及了

解本系。 

2. 家長可藉由網頁上的資訊隨時與

本系教職員聯絡，以取得他們所需

要的資訊。 

文創系 因新生家長的互動的場合多以配合

學校辦理為主，目前尚無其他與新

生家長互動的活動。 

持續配合學校辦理。 

2 國 

際 

化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

金額 

商船系 因之前疫情關係，商船系教師多與

國內合作計畫，進而減少與國外合

作計畫，但仍保持學術上的交流。 

將積極鼓勵系上教師爭取國際合作計

畫。 

食科系 近幾年新進教師較多，短時間內可

能較不容易達成目標。 

鼓勵教師與海外單位進行合作，先有

共同研究在進行計畫合作。 

養殖系 本系與帛琉共和國農漁業輔導計畫

已於 109 年結束，故國際合作計畫

件數及金額都未達預定之目標。 

持續鼓勵教師們申請國際合作計畫。 

生科系 本系部分教師與國外單位有進行合

作，但尚無計畫進行。 

鼓勵教師到國外大專院校及學術研究

單位進行演講、參加國際研討會等以

進行學術研究交流，增加國際學術研

究合作機會。 

海生所 本所教師與國外大學或其他機構有

進行學術研究合作，但目前尚無有

國科會計畫進行。 

鼓勵教師到國外大專院校及學術研究

單位進行演講、參加國際研討會等以

進行學術研究交流，增加國際學術研

究合作機會。 

海洋生

技系 

113 年度本學程教師未有申請國際

合作計畫。 

未來擬鼓勵本學程教師申請國科會國

際合作計畫(如擴充加值型計畫等)。 

環漁系 本系教師多以執行國內計畫為主，

另多位老師每年均協助漁業署參加

遠洋漁業多向特定魚種之國際漁業

科學家會議，表達我國對遠洋漁業

資源永續利用及保育之研究城國，

為我國遠洋漁業爭取漁撈作業權

益，同時亦達到國際漁業交流之目

的。 

鼓勵本系教師多與國外大學進行學術

交流與計畫合作。 

海洋系 因後疫情時代全球環境影響，較難

實質爭取國際合作計畫，導致本項

指標落後。 

鼓勵本系教師多向取得國際合作計畫

之主持人請益，未來努力爭取國際合

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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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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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所 本所教師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多有

與國外學者雙邊合作，較少專門提

出國際合作計畫。 

鼓勵本所教師學生多參與國際學術交

流研討會，增加曝光度：教師原有之合

作學者，可討延伸多提出國際合作計

畫。 

海資所 本年度尚無新增之國際合作計畫。 鼓勵教師積極爭取國際合作，目前本

所郭庭君副教授正與國外學者合作申

請中。 

機械系 1. 教師雖申請國際合作計畫未獲通

過，仍持續與國際接軌，本系林鎮

洲老師暨周昭昌老師獲教育部

「全球優秀外國青年來臺蹲點計

畫 (Taiwan Experience Education 

Program, TEEP)」補助，邀請印尼

籍學生 Bintari Citra Kurniawan 於

本 系 進 行 交 換 實 習 (113.09-

113.12)，期吸引海外人才、共創國

際口碑。 

2. 9/26-9/28 黃士豪主任、閻順昌老

師、周昭昌老師、溫博浚老師、林

育志老師、吳俊毅老師、莊程媐老

師赴日本姬路市兵庫大學參加第

四屆先進機械與科技聯合國際研

討會(4th JSAMST)，持續建立國

際交流與友好關係。 

持續鼓勵本系教師積極至國外發表文

章、與國際學者交流，提升國際合作機

會。  

造船系 本系教師除了教學及學術研究外，

執行國科會或建教合作計畫成績斐

然，多數重心皆在國內相關單位的

學術合作和計畫執行，故國際合作

計畫件數不足。 

鼓勵本系教師積極與國際接軌並延攬

計畫。 

河工系 本系教師一直致力於國際合作，目

前國際合作計畫僅有一件，未來仍

然持續努力於學術上之交流、合作。 

鼓勵系上教師持續與國外學者學術上

之交流、合作。 

海工系 國際合作推進遇到一些挑戰，未能

如預期順利開展。 

鼓勵系上教師積極與國外學者學術上

之交流、合作。 

法政系 國際合作計畫尚在規劃安排中，短

期內暫無成效。 

鼓勵系上教師加強與國際合作計畫的

交流。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

發表國際期刊篇數 

商船系 商船系教師與國內學者合作頻繁，

轉而減少與國外學者合作關係，但

仍保持學術交流。 

持續鼓勵商船系教師與國外學者合作 

並以共同發表期刊著作為目標。 

食安所 因受疫情(109-111 年)影響，本所教

師專注於國內學術交流，導致國際

學術交流造成斷層。 

鼓勵教師踴躍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重新建立國際學術交流管道。 

海洋生

技博士

學程 

1. 本學程 111 學年度起停止招生，

學生人數逐年漸少。 

2. 113 年度 KPI 值係 109 年訂定，

已不符合本學程現況。 

重新擬定 KPI 預定值。 

海洋系 因近期本系教師多與國內學者專家

共同發表國際期刊，故無法達成預

估目標值。 

鼓勵教師多與國外專家學者交流，增

加共同發表國際期刊篇數。 

地球所 教師國際合作學術量能，可能與國

科會與教育部較多資助本土性研究

議題，在加上持續性少子化影響研

究生數，造成教師無法提升產能，因

此沒有學術合作之籌碼，加上國際

學術活動參與少。 

鼓勵教師多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增加

曝光度。 

配合招生策略調整，可望提升教師研

究團隊產能。 

海資所 本年度本所教授發表之期刊論文多

篇皆與國內學者合作，與國外學者

共同發表數量少。 

加強與國外學者之聯繫與合作，增加

共同發表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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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系 本系教師著重於 SCI及 SSCI之論文

撰寫，並致力於第一作者或通訊作

者，因此較無與國外學者專業共同

發表國際期刊。 

鼓勵本系教師拓展國際化，並增加與

國外學者合作之機會。 

通訊系 本年度未能有教師與國外學者合作

共同發表期刊論文。 

持續鼓勵教師與國外學者專家進行交

流。 

應經所 113 年本所教師有多篇國際期刊，發

表的國際期刊中，雖未與國外學者

專家共同發表，教師仍積極進行研

究與發表。 

於所務會議中報告今年 KPI 執行情

形，並請教師針對本項積極進行。 

文創系 本學位學程教師尚未有與國外學者

專家共同發表之國際期刊。 

在學程會議提出討論及規劃，鼓勵及

推動教師將研究成果與國外學者專家

共同發表。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

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

短期研修(人數) 

商船系 商船系學生考量未來職涯之發展，

大部分學生均以選擇就業市場實習

作為職涯無縫接軌為首要目標，至

國外短期研修之意願相對薄弱。 

擬加強宣導並持續鼓勵商船系學生，

利用在學期間申請海外進行短期研

修，進行文化及學識交流，增進國際視

野。 

運輸系 由於部分學生對於赴國外研修的資

訊了解不足，或因語言能力、自信心

不足而不願參與，導致申請人數低

於預期。 

開學後請各班導師於班會時鼓勵學生

申請，運輸系辦亦會將各研修或交換

資訊於 FB 與公佈欄公告並於官網上

提供學生交換心得以供參考。 

輪機系 因社會環境經濟因素影響，導致學

生參加意願不高。 

鼓勵老師指導學生積極參與國外國際

學術研討會，並申請補助。 

觀光系 無學生選擇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 將持續鼓勵學生申請赴國外進行短期

研修。 

生科系 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學生對於計畫

提供的研修內容，認為與自身專業

領域關聯性不高等因素，而僅有一

人報名。 

提升學海計畫選送學生數量，需要學

校、教師、學生共同努力。透過加強宣

傳、檢討門檻、提升補助、優化內容、

提供諮詢等措施，相信能有效提高學

生參與意願，讓更多學生有機會赴國

外學習交流，拓展國際視野。 

食安所 因受疫情(109-111 年)影響，本所教

師專注於國內學術交流，學生亦不

鼓勵至國外研修，新進學生無前例

參考導致赴國外意願降低。 

持續鼓勵同學申請各項補助赴國外進

行短期研修，以提昇未來之競爭力。 

海洋生

技系 

113 年度本學程學生未有申請教育

部學海系列補助赴國外短期研修。 

未來將持續鼓勵學生踴躍申請本校赴

國外短期研修。 

環漁系 因疫後關係，113 年學生端仍先採觀

望國際國境情勢與欲參加之國家交

換現況，影響學生申請意願與名額。 

環漁系將鼓勵學生積極申請赴國外參

與短期研修。 

海洋系 因後疫情時代經濟因素影響，降低

學生出國短期研修意願，導致本項

指標落後。 

本系協助張貼國際處赴國外短期研修

及學務處遊學貸款等訊息，鼓勵學生

申請教育部學海系列赴國外短期研修

補助。 

河工系 近年來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故

相關交流活動相對受到影響。 

1. 透過本系大一河海工程概論課程及

大三河海工程綜論課程宣傳本校相

關國際化政策，並積極推動並鼓勵

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 

2. 近幾年本系配合學校政策招收國外

短期交換生及外籍學生，希望透過

與外籍生的交流提升本系學生的國

際化，並促成學生赴國外研修的意

願及機會。 

電機系 學生出國意願不高，系上會加強宣

導。 

由老師在課堂上鼓勵學生出國研修。 

通訊系 無同學提出申請。 本系所將持續提供各項相關資訊，鼓

勵同學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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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 

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教研所 本所研究生預定修業兩年，因時程

較短，加上大部分研究生已有工作

及語言問題，以致赴國外進行短期

研修人數未符預定目標值。 

持續宣傳並鼓勵學生提出申請。 

 法政系 無學生申請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 

加強宣導各國外研修資訊，鼓勵學生

踴躍申請。 

海洋政

策碩士

學程 

因學生專心投入論文撰寫及國家考

試，故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意

願降低。 

將持續鼓勵學生申請赴國外進行短期

研修。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

國際學術研討會 (人

次) 

研發處 因 111 年底各國疫情逐漸趨緩，出

國人數漸增。然因出國預定人數易

因國際情勢、政策及疫情有所浮動，

113 年度學生出席國際會議人數達

119 人次，預計 114 年度學生出席國

際會議人數將持續增加。 

學生出國參與國際會議發表論文是求

學過程中極為珍貴的機會，然因本校

補助經費有限，望校內教師協助學生

挑選適當的國際會議並鼓勵學生參

與，達到增廣見聞、開拓視野之目標。 

商船系 近年來因疫情，學生多習慣參與國

內之研討會。 

將積極宣傳鼓勵本系教師學生踴躍參

加國際性學術研討會，以提升學生研

究素質。 

航管系 現今學校舉辦研討會大多以國際研

討會形式為主，另考量赴國外參與

國際研討會無法獲得全額補助相關

費用(機票費、住宿費、生活費等)，

故學生大部分都以參與國內之國際

研討會為首要考量。 

航管系會持續鼓勵本系研究生可向學

校申請補助，赴國外參與研討會，藉此

與更多不同國家之師長或學生進行更

深入學術交流及增廣見聞。 

生科系 對於有經濟壓力的學生參加國際會

議的費用如註冊費、差旅費和住宿

費等可能過高，導致學生可能缺乏

參加的動力。 

1. 持續鼓勵學生向學校、國科會申請

補助，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 

2. 鼓勵指導教授給予赴國外參與國際

會議的學生提供經費支持，以減輕

學生的經費壓力。 

食安所 因受疫情(109-111年)影響，本所教師

專注於國內學術交流，學生亦不鼓勵

至國外參加研討會，導致國際學術交

流造成斷層，新進學生無前例參考導

致赴國外意願降低。 

鼓勵學生踴躍申請補助赴國外參與國

際學術研討會。 

海洋生

技博士

學程 

1.本學程 111 學年度起停止招生，學

生人數逐年漸少。 

2.113 年度 KPI 值係 109 年訂定，已

不符合本學程現況。 

重新擬定 KPI 預定值。 

海洋生

技系 

本學程未設有碩博士班，學生參與

系上老師研究多為短期性質，難有

完整成果可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進

行成果發表。 

未來擬多加鼓勵學生於大三時提早申

請本校碩士班五年一貫，有助於大四

期間獲取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

之補助機會。 

環漁系 因部分相關國際研討會尚未於 113

年舉辦。 

環漁系將鼓勵學生除參加線上會議

外，應赴國外參與國際研討會。 

海洋系 因系上研究生人數減少，且學生出

國參加國際研討會意願低落，導致

本項指標落後。 

鼓勵學生向研發處申請學生出席國際

會議補助，出國參加國際會議發表論

文。 

海資所 本年度無學生申請赴國外參與相關

國際學術研討會。 

鼓勵學生申請至國外參與研討會交流

訪問，並由本所補助出國之交通及住

宿費，增加學生至國外發表研究論文

機會。 

造船系 由於出國參加研討會的成本較高，

若學生未能獲得充足的補助，參加

研討會的意願就會降低，另外部分

學生則是自費出國參加研討會，故

無法列入紀錄。 

建議可以列入自費出國的名單，並鼓

勵本系師生多投稿國際研討會及參加

國際研討會。 

海工科

技博士

學程 

因海工博自 108 年起未再招收學生

(113 年已核定停招)，目前本學程僅

剩 3 位學生。113 學年度該 3 名學生

因個人修課及研究規劃並未參加國

際學術研討會。 

未來將鼓勵學生多參與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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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 

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電機系 系上教師已要求學生積極參與國外

研討會及投稿，惟仍人數稍有不足。 

系上於系務會議時，會再加強宣導碩

博士班同學投稿國外研討會。 

資工系 本年度系上學生多參加國內辦理之

研討會，因此赴國外參加之研討會

場次較少。 

本系持續於國內投稿及出席國際學術

研討會，並補助學生參加國際研討會

之獎助學金，提高學生赴海外出席意

願。 

通訊系 無同學提出申請。 1. 本系所將持續提供各項相關資訊，

鼓勵同學申請。 

2. 鼓勵教師帶領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

學術研討會，以拓展其視野。 

光電系 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雖可申請補

助，大部分學生因需自行負擔部分

費用，影響學生參加研討會意願。 

鼓勵同學積極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

以增加自己的視野。 

教研所 研究生或因工作或因語言問題，赴

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人數未符

預定目標值。 

持續請指導教授協助宣傳並鼓勵學生

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

生赴非大陸地區研修

人數(包括短期研修、

交換學生、雙聯學位

等) 

國際處 為使交換學生皆能獲得較優渥的獎

補助，以鼓勵學生爭取教育部學海

系列獎學金為主，校內補助為輔。 

本處業於 113 年 12 月 4 日舉行「學生

赴國外短期研修說明暨成果發表會」，

持續宣傳並鼓勵學生申請新一年度計

畫。 

商船系 商船系積極與企業合作推動產學合

作之下，學生畢業即就業的無縫接

軌，致使學生對於職涯所需的證照

取得及生涯規畫，近年至企業實習

人數相當踴躍。又學生於在學期間

申請至國外研修至少需 3-6 個月時

間，則對於企業安排期程及商船系

證照課程規劃及學生職涯計畫有所

牴觸，皆為學生無意願在學期間赴

海外研修之因。 

擬加強宣導並持續鼓勵商船系學生，

利用在學期間申請至國外交換或進行

短期研修，進行文化及學識交流，提升

國際視野。 

航管系 非教育部補助赴非大陸地區進行短

期研修需自行負擔相關費用，且赴

非大陸地區所需花費相對甚高，如

非家裡經濟許可較難負擔此筆花

費，故研修人數無法達到目標值。 

航管系會持續提醒學生注意學校相關

申請訊息並鼓勵申請。 

運輸系 學生對研修計畫吸引力不足、語言

與文化挑戰、經費負擔過重或資訊

宣傳不充分。 

本系擬請導師於班會時間在加強宣

傳，系辦亦會將各研修或交換資訊於

FB 與公佈欄公告並於官網上提供學

生交換心得以供參考，並提供學生出

國交換獎學金申請以鼓勵學生。 

養殖系 經歷新冠疫情 3 年多(109-111 年)，

明顯影響學生前往國外(含大陸地

區)進行短期研修之意願及規劃。 

持續鼓勵同學申請各項補助赴國外

(含大陸地區)進行短期研修，以提昇未

來之競爭力。 

生科系 學生對於赴非大陸地區研修的經濟

負擔能力有限，而非教育部補助提

供的補助金額可能不足以涵蓋所有

費用，導致學生卻步。 

提升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需要學校、教師、學生

共同努力。透過加強政策宣導、建立資

訊平台、校方提供經費支持、促進學術

交流、提供諮詢等措施，相信能有效提

高學生參與意願，讓更多學生有機會

赴大陸地區學習交流，拓展視野。 

海生所 1. 近年來研究生較專注於修課及實

驗研究，積極在修業年限內畢業，

對於出國短期研究或是交換生上

會影響畢業時間。 

2. 一方面是學生經濟因素考量、二

方面是補助出國所需經費的問

題，導致研究生較專注在學校修

課與研究上。 

1. 鼓勵教師積極到國外大專院校或學

術機構進行學術合作，讓研究生有

更多的機會到國外研究與學習。 

2. 鼓勵教師積極爭取國內、外合作研

究計畫，藉由計畫提供經費給想要

出國研究的學生。 

3. 加強與國外大專院校進行學術交

流，媒合有意申請雙聯學位之學生

與國外指導教授討論雙聯學位申請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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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 

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海洋生

技博士

學程 

1. 本學程 111 學年度起停止招生，

學生人數逐年漸少。 

2. 113 年度 KPI 值係 109 年訂定，已

不符合本學程現況。 

重新擬定 KPI 預定值。 

環漁系 因疫後關係，113 年學生端仍先採觀

望國際國境情勢與欲參加之國家交

換現況，影響學生申請意願與名額。 

環漁系將鼓勵學生積極申請赴非大陸

地區參與短期研修。 

海洋系 因後疫情時代經濟因素影響，降低

學生出赴非大陸地區研修，導致本

項指標落後。 

本系積極協助張貼國際處及國科會赴

國外短期研修補助公告，鼓勵學生赴

非大陸地區短期研修。 

地球所 學生並無主動提出，且學生研究並

無須交換之需求。 

1. 鼓勵教師可以他國學者合作共同指

導，促成學生有機會可以進行短期

研修。 

2. 鼓勵學生能藉交換拓展國際視野並

主動追求國際先進學術研究。 

海資所 本所 113 年度無學生申請赴非大陸

地區短期研修，因本所尚無博士班

編制，故無學生申請雙聯學位。 

鼓勵學生申請赴國外姐妹校短期研

修，也將鼓勵本所教師共同指導之博

士班學生申請赴國外姐妹校雙聯學

位。 

機械系 學生申請意願較低。 積極宣導本校國際交流資訊，鼓勵學

生申請各項補助赴海外研修。 

造船系 由於出國成本高，若學生未能獲得

充足的補助，前往非大陸地區短期

研修等意願就會降低。 

鼓勵本系學生積極申請相關補助前往

非大陸地區進行短期研修。 

河工系 近年來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故

相關交流活動相對受到影響。 

目前本系已與日本地區京都大學及越

南肯特大學接洽，希望能促成更多的

交流機會。後續會積極推動並鼓勵學

生參與相關交流活動。 

海工科

技博士

學程 

因海工博自 108 年起未再招收學生

(113 年已核定停招)，目前本學程僅

剩 3 位學生。113 學年度該 3 名學生

因個人修課及研究並未規劃赴海外

研修。  

未來將儘量鼓勵學生申請各項補助赴

海外研修。 

電機系 學生出國意願不高，系上會加強宣

導。 

由老師在課堂上鼓勵學生出國研修。 

資工系 因眾多學生選擇準備研究所考試，

因此減少參與國外研修活動。 

鼓勵本系學生踴躍參加國外研修，並

增加宣導曝光度。 

通訊系 無同學提出申請。 本系所將持續提供各項相關資訊，鼓

勵同學申請。 

文創系 無學生提出申請。 在學程會議提出討論及規劃，鼓勵學

生爭取交換機會。 

海洋政

策碩士

學程 

因學生專心投入論文撰寫及國家考

試，故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意

願降低。 

將持續鼓勵學生申請赴非大陸地區進

行研修。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

訪問人數 

國際處 1. 寒暑期交流計畫以語言進修、文

化體驗為主，學校未提供補助經

費，報名同學須自費參加，經費問

題恐影響學生參與意願。 

2. 部分政府補助學生赴外交流計

畫，如教育部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教育部新南向蹲點計畫等，自

COVID-19 疫情後停辦至今仍未

有恢復辦理之跡象。 

3. 目前赴大陸地區交流為橙色燈

號，且僅少數大陸地區姐妹校提

供短期交換（研修）計畫，同時，

本校學生及家長因考量現行兩岸

氛圍，赴陸交流意願普遍不高。 

積極與海外姊妹校聯繫，協助拓展各

項寒暑期交流活動，鼓勵學生利用假

期期間赴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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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 

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商船系 商船系於暑假期間除開設有第一、

二階段船上實習課程外，且各相關

企業公司於暑假提供短期海上實習

機會，致使系上學生多方考量之下，

仍以相關產業實習為優先。 

擬加強宣導並持續鼓勵商船系學生，

利用在學期間申請至國外交換或進行

短期研修，進行文化及學識交流，提升

國際視野。 

航管系 航管系較多數學生會以申請赴國外

進行短期研修為首要考量，導致出

國遊學、交流及訪問人數較少人申

請。 

航管系會持續提醒學生多留意學校相

關資訊或公告並鼓勵學生除了短期研

修也可多申請出國遊學、進行交流及

訪問。 

運輸系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落後

的原因可能是本系學生因語言能力

或文化適應力不足而缺乏自信或因

經費不足及自費比例過高對經濟能

力有限的學生造成壓力。 

本系擬請導師於班會時間在加強宣

傳，系辦亦會將本校出國遊學、交流資

訊於 FB 與公佈欄公告並鼓勵學生參

加。 

輪機系 輪機系於暑假期間除開設有第一、

二階段船上實習課程外，中國大陸

地區姊妹校多有提供實習船交流之

機會，且各相關企業公司於暑假提

供短期海上實習機會，致使本系學

生多方考量之下，仍以相關產業實

習為優先。 

擬加強與學生宣導，鼓勵同學利用在

學期間赴國外進行短期遊學、交流等，

以增廣見聞、學習新知，提升國際觀。 

經管系 經管系異地教學課程固定規劃至大

陸地區交流參訪，因疫情及國際情

勢影響，故暫緩辦理，同學們也因考

量安全性問題，故申請出國遊學、交

流、訪問之同學較少。 

經管系目前擬規劃異地教學課程改至

國外其他地區交流參訪，現正規畫安

排中，系上也會再多宣傳及鼓勵同學

們申請報名。 

食科系 因疫情剛解封部分學生尚未足夠時

間安排，因此本年度無法達成目標。 

未來鼓勵學生參加短期研修。 

養殖系 經歷新冠疫情 3 年多(109-111 年)，

影響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討

會。 

將持續鼓勵學生申請。 

生科系 遊學、交流、訪問的費用相對較高，

對於經濟條件有限的學生而言，可

能是一大負擔。 

提升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需要學校、教師、學生共同努力。透過

加強宣傳、降低門檻、豐富內容、提升

品質、強化輔導、營造氛圍、鼓勵分享

等多方面措施，相信能有效提高學生

出國意願，培養更多具有國際觀的優

秀人才。 

食安所 研究生多數致力於研究及如期完成

學業，如出國遊學、交流、訪問等，

將壓縮研究及完成學業時間。 

鼓勵本所教師多加參加國際研討會，

並帶領學生一同參與國際交流、訪問。 

海洋生

技博士

學程 

1. 本學程 111 學年度起停止招生，

學生人數逐年漸少。 

2. 113 年度 KPI 值係 109 年訂定，已

不符合本學程現況。 

重新擬定 KPI 預定值。 

海洋生

技系 

本學程馬祖校區特色移地教學課程

於 109 年起受疫情影響中斷，自 112

年起雖疫情趨緩，但因 113 年起交

通部觀光局實施赴中國大陸旅遊禁

團令無法成團出行，遂依舊取消辦

理學生至中國參訪。 

本學程移地教學課程受限於交通部觀

光局實施赴中國大陸旅遊禁團令政

策，無法至中國參訪，未來將研擬參訪

其他國家替代之可能實施辦法，讓學

生更加瞭解國外相關產業發展趨勢，

以達擴展學生國際視野。 

環漁系 因疫後關係，113 年學生端仍先採觀

望國際國境情勢、瞭解補助與欲參

加之國家交換、訪問現況，影響學生

申請意願與名額。 

環漁系將鼓勵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

問，積極轉發國際處與國外大學宣導

合作機會。 

海洋系 因後疫情時代經濟因素影響，降低

學生出國遊學及交流訪問意願，導

致本項指標落後。 

鼓勵系上教師帶學生一起赴國外交流

訪問，建立系上合作關係姊妹系數量，

同時增長學生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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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 

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地球所 為推動本所締結之姊妹所來往，故

並無於學生入學規劃中列為必要項

目，此外出國費等較受限降低學生

參與之意願。 

1. 可嘗試在學生入學規劃短期訪問、

交換等機會安排。 

2. 協助爭取相關補助讓學生可以減少

負擔提高出國意願。 

海資所 學生申請出國交流人次少，大多參

與國內之學術研討會。 

鼓勵學生申請短期研修或交換，以及

至國外參與研討會交流訪問，並由本

所補助出國之交通及住宿費，鼓勵學

生至國外發表研究論文。 

環態所 本年度並無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

問之申請案。 

本所教師為鼓勵學生國際交流訪問，

114 年起與日本東京大學及法國卡昂

大學進行國際共同合作（本所識名信

也老師台法雙邊國際研究合作計畫已

獲通過）。 

造船系 由於出國成本高，若學生未能獲得

充足的補助，出國遊學、交流、訪問

的意願會降低。 

鼓勵本系學生積極申請相關補助爭取

機會。 

河工系 本系 112 與日本地區京都大學接洽，

希望能促成更多的交流機會，但由

於 113 年度經費不足，故無法辦理

此次的交流活動。 

後續會持續積極推動並鼓勵學生參與

相關交流活動。 

海工系 學生申請參加意願不高。 持續積極宣導並鼓勵學生參與出國遊

學、交流、訪問。 

電機系 學生出國意願不高，系上會加強宣

導。 

由老師在課堂上鼓勵學生出國研修。 

資工系 本系學生考量經濟因素，因此較少

赴外研修。 

鼓勵本系學生申請本校補助，提高學

生赴外學習動機。 

通訊系 無同學提出申請。 本系所將持續提供各項相關資訊，鼓

勵同學申請。 

光電系 目前本系學生出國都是以申請短期

研修或是參加國外研討會為多，出

國遊學、交流、訪問的人數較低。 

鼓勵學生能多參加國外遊學、交流、訪

問，可以開闊自己的國際視野。 

教研所 研究生或因工作或因語言問題，學

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未符預

定目標值。 

持續請指導教授協助宣傳並鼓勵學生

出國遊學、交流、訪問。 

文創系 已修正學生出國交流人數，計有 11

位同學。 

鼓勵學生爭取參加海外遊學、交流、訪

問的機會。 

海法所 因本所學生較著重投入國家考試，

故學生申請出國遊學、交流、訪問意

願降低。 

將持續鼓勵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

問。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

教育部學海築夢獎學

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教務處 1. 近來媒體頻繁報導有關東南亞地

區的安全議題，如：KK 園區相關

事件，有可能導致學生或學生家

長對赴東南亞海外實習的安全疑

慮增加；此外，學生對於當地文

化適應也存有顧慮；基於上述因

素共同影響學生申請意願。 

2. 商船系與輪機系原定安排學生搭

乘御風輪至日本實習，因新船安

全性評估未通過延誤交船致延後

至 114 年辦理。 

3. 後疫情時代，航商企業政策修正，

提供在學學生實習人數縮減，傾

向進用畢業生。另因兩岸政局不

穩，大陸姊妹校實習船交流計畫

仍未恢復交流。因兩岸政治因素

已停辦基隆至廈門中遠之星暑期

實習而未達成目標值。 

4. 環漁系因漁訓二號訓練船因公務

船汰建及後續營運需要，保守估

計至 115 年度均暫停執行海上學

訓合作任務。 

加強實習機構評估與安全保障說明，

提升學生參與信心，另也會鼓勵系上

老師積極持續申請教育部「學海築夢」

計畫，爭取學生赴海外實習員額且向

學生宣導並鼓勵可嘗試赴海外進行實

習體驗，以此增加申請意願。 



28 

 

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 

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國際處 因近年來實習機構審查嚴格，且總

體經費減少，故部份老師及學生申

請赴外實習意願降低。 

本處業於 113 年 12 月 4 日舉行「學生

赴外研修說明暨成果發表會」，持續宣

傳並鼓勵學生申請新年度計畫，未來

亦將提供學生曾申請子計畫之師長列

表，供學生參考，提高師生媒合的機

會。 

商船系 原定安排二年級學生於暑期搭乘御

風輪至日本實習，因新船安全性評

估未通過延誤交船致延後至 114 年

辦理。 

後疫情時代，航商企業政策修正，提

供在學學生實習人數縮減，傾向進

用畢業生。另因兩岸政局不穩，大陸

姊妹校實習船交流計畫仍未恢復交

流。 

擬積極拜訪航商尋求更多資源提供商

船系學生實習機會。 

航管系 近來媒體頻繁報導有關東南亞地區

的安全議題，如：KK 園區相關事件，

有可能導致學生或學生家長對赴東

南亞海外實習的安全疑慮增加；此

外，學生對於當地文化適應也存有

顧慮；基於上述因素共同影響學生

申請意願。 

本系將加強實習機構評估與安全保障

說明，提升學生參與信心，另也會鼓勵

系上老師積極持續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計畫，爭取學生赴海外實習員額

且向學生宣導並鼓勵可嘗試赴海外進

行實習體驗，以此增加申請意願。 

運輸系 因兩岸政治因素已停辦基隆至廈門

中遠之星暑期實習而未達成目標

值。 

於系實習會議與系務會議再討論是否

有其他合適的海外實習國家或地區，

並爭取校內經費支持以減少學生經濟

壓力。 

輪機系 因新建實習船建造進度工期延宕，

造成已加選第二階段船上實習的 74

名學生無法實習。 

擬與實習船承辦單位進行溝通以求讓

學生能如期進行實習。 

觀光系 無學生申請海外實習。 將持續鼓勵學生申請海外實習。 

食科系 擔心學生訊息不足，新進教師可能

還要多一些時間安排。 

每年訊息提供給老師及學生知悉。 

養殖系 因學生海外實習配合單位汶萊

Golden 公司政策，減少實習學生人

數。 

研擬增加海外實習配合單位，並鼓勵

學生申請。 

海生所 1. 本所為獨立研究所，學生以修課

及實驗研究為主，與大學部學生

需要在國內外大學進行實習之方

向有所不同。 

2. 另近年來研究生較專注於修課及

實驗研究，積極在修業年限內畢

業，對於申請教育部學海築夢獎

學金部分，因需多花費較多的修

業時間，故會影響研究進度導致

延後畢業。 

鼓勵學生申請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 

食安所 研究生如申請海外實習，將壓縮研

究及完成學業時間，可能導致延長

修業年限，學生意願不高。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海外實習，說明海

外實習的優勢，不僅能將產學結合外，

更能拓展國際視野，於畢業後更有就

業競爭力。 

海洋生

技系 

本學程由於未開設海外實習相關課

程，導致學生申請海外實習機會零

星，需從教育部「精準健康產業跨領

域人才培育計畫」、教育部「新南向

學海築夢計畫」等計畫中報名獲取

實習機會，且報名人數多較為競爭，

以致無法達成目標值。 

將持續鼓勵學生報名參加海外實習以

增廣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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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 

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環漁系 因漁訓二號訓練船因公務船汰建及

後續營運需要，保守估計至 115 年

度均暫停執行海上學訓合作任務。 

環漁系亦安排水產試驗所與海洋科技

博物館供學生完成學用合一實習課

程，亦積極與漁業署告知漁訓三號預

計 115 年 10 月交船，加上船員與訓練

船之磨合期，暫訂 116 年暑假可協助

本校執行學訓合作任務。 

機械系 學生申請意願較低。 鼓勵學生踴躍申請海外實習。 

河工系 近年來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故

相關交流活動相對受到影響。本系

原與福州大學 3+1 或 4+0 課程結合

之移地教學活動皆已取消。 

目前本系已與大陸地區青島大學及越

南肯特大學接洽，希望能促成更多的

交流機會。後續會積極推動並鼓勵學

生參與相關交流活動。 

電機系 學生出國意願不高，系上會加強宣

導。 

由老師在課堂上鼓勵學生出國研修。 

通訊系 本系所同學多數以申請國內企業進

行實習。 

本系所將持續提供各項相關資訊，鼓

勵同學申請。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教務處 大部份學生已於大學時期參加過英

文檢定考試，故而僅有少部份同學

會再參加檢定。 

持續擴大宣導推行「外語能力檢定考

試補助與獎勵辦法」，鼓勵學生踴躍參

與。 

商船系 英文教育目前已深耕至國小，並為

共同的第二外語，故許多學生於入

學前就已考過各項英文檢定，導致

報考人數降低。 

設置獎勵措施，鼓勵同學踴躍報考，以

求更精進的成績。 

航管系 航管系日間部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

很多於高中時期皆已考取理想之英

檢成績，故於大學或碩士求學期間

就沒有再去報考英檢；本系進修學

士班學生幾乎都為在職人士，如非

職場要求，學生較無報考英檢動力。 

航管系會持續鼓勵系上學生於大學或

碩士求學期間再次報考英檢，宣導報

考不僅可以不間斷的學習和準備來維

持自身外語能力甚至以持續挑戰自我

為目標來增進自己未來進入職場之籌

碼。 

運輸系 因學生多在高中時已參加英文檢定

且達學校所訂的英文門檻，本校同

意以抵免，其預定之人數過高，造成

未達所訂之目標。 

本系已有提供學生參加英文多益獎勵

金給成績優異之同學並擬請各班班導

師於班會時鼓勵學生報考英檢。 

食科系 該年度報考英檢(多益)人數共 55 位

學生報考，共有 41 位同學達到畢業

門檻，14 未通過。 

原設定績效超過一年級學生人數，無

法達到。 

養殖系 疫情剛緩解，仍稍微影響學生報考

校園多益及校外英檢。 

持續鼓勵同學報考。 

生科系 因部分學生在高中已完成英文檢

定，故無法達到預期。 

1.鼓勵學生踴躍參與英檢報名。 

2.多加宣導校系畢業英文門檻資格，

定期於班會課宣導外語部分本系要

求。   

3.積極推廣英語線上學習資源，同學

可利用學號及密碼登入，點選有興

趣之課程進行自學。網址為：

https://easytest.ntou.edu.tw/。 

海生所 本所為獨立研究所，大部分的學生

已於大學畢業時完成英文檢定，以

致於學生報考人數無法達到目標

值。 

鼓勵尚未取得英文檢定的學生，多多

報考英文檢定測驗，若有出國進行學

術研究之需求，將有利於與國際接軌

之能力。 

食安所 報考本所學生須具備基本英文能

力，多數學生已於大學畢業時完成

英文檢測，致使學生報考人數無法

達到預期。 

調整預定目標。 

海洋系 大部份同學為了畢業門檻報考英文

檢定，低年級的同學或高中畢業已

達本校英文檢定門檻之同學不會參

加考試。 

本系鼓勵低年級學生多加報考本校上

下學期定期舉辦之校園多益考試場

次。 

https://easytest.nt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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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所 學生是否有進行報考並未主動向系

所通報，且於畢業門檻並無列計英

文門檻。 

1. 鼓勵學生多參與英文能力檢定測

驗，可爭取獎學金。 

2. 擬採列畢業門檻方式來提升學生報

考意願。 

3. 協助爭取考過獎學金外，也提供考

試費用補助，盼能提高學生意願。 

海資所 大部分學生已於大學時期通過英文

檢定考試。 

鼓勵未報考英檢學生積極報名，另也

鼓勵通過英檢之學生向更高階挑戰，

所上也對報考英檢及通過英檢學生設

有獎學金鼓勵。 

環態所 本年度無學生報考英檢。 本所設立海洋築夢獎學金，以鼓勵學

生增進英語能力，報考英檢。 

機械系 學士班學生已透過校內修課達英檢

門檻，113 年報考英檢人數未達預

期。 

鼓勵學生與國際生交流、精進英文能

力，積極報考英文檢定考試。 

造船系 本系大學部一個年級招收 55 名學

生，故已達七成五的學生有報考英

文相關檢定，加上已有學生在入學

前就報考過英文檢定並通過學校門

檻，故要求重新檢定難度較高。 

鼓勵本系已考過英檢的同學再次報考

爭取更好的分數。 

河工系 本系報考英文檢定近 4 年合計人數

265 人(110 年 59 人、111 年 80 人、

112 年 61 人)，目前本系大學部在學

學生 1~4 年級共約 330 人。依目前

本系學生人數來看，近 4 年報考英

檢人次已佔 80.3%。 

本系已配合學校政策規劃全英文授課

課程，並推廣相關課程資訊以供學生

參考。 

電機系 部份同學已於入學前報考過相關英

文檢定考試，無重新報考意願。 

1. 積極鼓勵尚未通過本校英文畢業門

檻同學報考多益等英文檢定考試。 

2. 宣傳本校於同學在學期間補助 1 次

英文檢定考試報名費 500 元。 

通訊系 部份同學已於入學前報考過相關英

文檢定考試，無重新報考意願。 

1. 積極鼓勵尚未通過本校英文畢業門

檻同學報考多益等英文檢定考試。 

2. 宣傳本校於同學在學期間補助 1 次

英文檢定考試報名費 500 元。 

應經所 1. 本所 113學年度入學 8名研究生，

其中 8 名研究生入學前參加過英

文檢定考試，112 學年度入學 10

名研究生，其中 9 名研究生入學

前參加過英文檢定考試，故而僅

有少部份同學會再參加檢定。 

2. 本所訂有「學生提昇英文能力獎

勵要點」期能藉此，持續鼓勵學

生提升自我外語能力，增加國際

競爭力。 

鼓勵學生應積極參與英文檢定，並認

真準備。 

教研所 未有學生報考英檢。 1. 轉知本校校園多益訊息，並鼓勵學

生踴躍報考。 

2. 師培中心 113 年已報教育部核定國

小雙語次專長課程，修習該次專長

須具英檢 B1，修畢時須通過 B2，

本所學生有多位學生修習教育學

桘，因該次專長在教甄方面較具優

勢，可能提升學生報考英檢意願。 

海法所 本所學生大多心力集中於參加國家

考試。 

未來將持續鼓勵同學報考英檢考試。 

海洋政

策碩士

學程 

本所學生大多心力集中於撰寫論文

及參加國家考試。 

未來將持續鼓勵同學報考英檢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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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教務處 大部份學生已於大學時期參加過英

文檢定考試，故而僅有少部份同學

會再參加檢定。 

持續擴大宣導推行「外語能力檢定考

試補助與獎勵辦法」及其他相關英語

輔導課程活動等，鼓勵學生修習，以提

升學生整體英語能力。 

商船系 因本年度報考人數較少為 71 人，通

過人數為 54 人，通過率約為 7 成 6，

已較往年通過率提高許多。 

鼓勵同學多多參與英文相關課程，並

至多 8 學分可列入選修學分中，以促

進同學增進自我語言能力。 

航管系 航管系日間部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

很多於高中時期皆已考取理想之英

檢成績，故於大學或碩士求學期間

就沒有再去報考英檢；本系進修學

士班學生幾乎都為在職人士，如非

職場要求，學生較無報考英檢動力；

基於以上原因，所以沒達到預定通

過之目標值。 

航管系會持續鼓勵系上學生於大學或

碩士求學期間再次報考英檢，宣導報

考不僅可以不間斷的學習和準備來維

持自身外語能力甚至以持續挑戰自我

為目標來增進自己未來進入職場之籌

碼；也會請進修學士班導師或指導教

授鼓勵學生報考英檢並通過目標分

數，來爭取自身轉職或加薪之機會。 

運輸系 運輸系因學生多在高中時已參加英

文檢定且達學校所訂的英文門檻，

故報考英文檢定之學生不多，未達

所訂之目標，進而使通過英檢人數

亦無法達成所訂之標準。 

已增加開授全英課程並建請各授課老

師多以原文書教授，增加學生使用英

文的頻率。 

食科系 原設定績效超過一年級學生人數，

無法達到。 

修改績效指標。 

養殖系 疫情剛緩解，仍稍微影響學生報考

校園多益及校外英檢。 

持續鼓勵同學報考。 

生科系 因部分學生在高中已完成英文檢

定，故無法達到預期。 

1. 鼓勵學生踴躍參與英檢報名。 

2. 多加宣導校系畢業英文門檻資格，

定期於班會課宣導外語部分本系要

求。   

3. 積極推廣英語線上學習資源，同學

可利用學號及密碼登入，點選有興

趣之課程進行自學。網址為：

https://easytest.ntou.edu.tw/。 

海生所 本所為獨立研究所，大部分的學生

已於大學畢業時完成英文檢定，以

致於無學生報考英文檢定。 

鼓勵尚未取得英文檢定的學生，多多

報考英文檢定測驗，若有出國進行學

術研究之需求，將有利於與國際接軌

之能力。 

食安所 報考本所學生須具備基本英文能

力，多數學生已於大學畢業時完成

英文檢測，致使學生報考人數無法

達到預期。 

調整預定目標。 

海洋系 大部份通過英檢考試之同學為高年

級學生，為了畢業門檻努力通過英

文檢定，低年級的同學多是為了體

驗考試情況，較不易通過考試。 

113 年本系學生 TOEIC550 分以上通

過率達 8 成，鼓勵學生多加利用本校

英語線上學習資源，培養良好的英文

學習習慣，增強英文能力。 

地球所 無學生報告，故無相關考過英檢紀

錄。 

先從提高學生報考意願等方式，如前

提所述再進一部檢討通過與否問題，

亦可嘗試在所上舉辦學生自主英文研

修會。 

海資所 大部分學生已於大學時期通過英文

檢定考試。 

鼓勵未報考英檢學生積極報名，另也

鼓勵通過英檢之學生向更高階挑戰，

所上也對報考英檢及通過英檢學生設

有獎學金鼓勵，也鼓勵學生增強英文

實力。 

機械系 學士班學生已透過校內修課達英檢

門檻，113 年報考英檢人數未達預

期。 

鼓勵學生與國際生交流、精進英文能

力，積極報考英文檢定考試。 

造船系 本系大學部一個年級招收 55 名學

生，故已達七成五的學生有報考英

文相關檢定，加上已有學生在入學

前就報考過英文檢定並通過學校門

檻，故要求重新檢定難度較高。 

鼓勵本系已考過英檢的同學再次報考

爭取更好的分數。 

https://easytest.nt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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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工系 本系學生英檢通過率為 47.7%，因學

生入學以數理為優先錄取，故多數

學生英文偏差，通過英檢人數也相

對偏少。但比起 (112)去年通過率

(39.3%)有些微上升。 

本系已配合學校政策規劃全英文授課

課程，並推廣相關課程資訊以供學生

參考。 

海工科

技博士

學程 

海工博自 108 年起未再招收學生

(113 年已核定停招)，目前本學程僅

剩 3 位學生，其中僅剩 1 位學生未

通過英檢。  

未來會儘量鼓勵該名學生報名參加英

檢。 

應經所 1. 本所 113學年度入學 8名研究生，

其中 8 名研究生入學前參加過英

文檢定考試，112 學年度入學 10

名研究生，其中 9 名研究生入學

前參加過英文檢定考試，故而僅

有少部份同學會再參加檢定。 

2. 本所訂有「學生提昇英文能力獎

勵要點」期能藉此，持續鼓勵學

生提升自我外語能力，增加國際

競爭力。 

鼓勵學生應積極參與英文檢定，並認

真準備。 

教研所 未有學生報考英檢。 1. 轉知本校校園多益訊息，並鼓勵學

生踴躍報考。 

2. 師培中心 113 年已報教育部核定國

小雙語次專長課程，修習該次專長

須具英檢 B1，修畢時須通過 B2，

本所學生有多位學生修習教育學

桘，因該次專長在教甄方面較具優

勢，可能提升學生報考英檢意願。 

海洋政

策碩士

學程 

本所學生大多心力集中於撰寫論文

及參加國家考試。 

未來將持續鼓勵同學報考英檢考試。 

3 縮

短 

學

用 

落

差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

數 

商船系 1. 1122 學期未有學生至其他陸上岸

勤等相關企業實習，故原開 1 門

「企業實習」課程停開。 

2. 1122 學期原定安排二年級學生於

暑期搭乘御風輪至日本實習，因

新船安全性評估未通過延誤交船

致延後辦理，故原開 1 門「第二

階段船上實習」課程停開。 

擬積極推動學生實習之意願，以銜接

職場生涯之發展。 

航管系 因提供實習員額之實習機構皆希望

航管系學生能進行整學期或整學年

實習(一個禮拜至少實習 4~5 天)，希

望能以較長的實習期間來進行培

訓；現較無企業提供暑期實習，因此

航管系只開設適用整學期實習之課

程。 

航管系課程開設會依照當年度實習機

構之需求開設相關學分數之實習課

程，故無法每一學期皆開設 2 門校外

實習課程，但系上會配合每一學期之

實際實習狀況調整並開設相關學分數

之實習課程。 

輪機系 因新建實習船建造進度工期延宕，

造成已加選第二階段船上實習的 74

名學生無法實習。 

擬與實習船承辦單位進行溝通以求讓

學生能如期進行實習。 

觀光系 目前校外實習以整年為主。 將持續推動及鼓勵學生申請實習。 

食科系 目前配合學生實習課程，因此只安

排二門課程。 

每年開課為 2 門，因此建議修改以後

的年度績效指標。 

生科系 企業提供實習機會需要投入人力、

物力成本，對於企業而言需要額外

負擔，需要教師多與企業產學合作

以利實習媒合。 

定期與企業界合作，了解產業最新發

展趨勢及人才需求，及時調整課程設

置，確保學生所學與企業需求一致。 

環漁系 因學生未前往企業機構進行實習，

因此，「企業實習」課程並未開課。 

鼓勵大學部四年級學生參加企業實習

訓練。 

機械系 113 年未有學期中之產業實習相關

課程。 

本系持續公告相關實習機會，鼓勵學

生踴躍申請學期中之產業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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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 

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海工系 為配合本系發展方向及國家考試之

需，調整必修科目表，包含平衡各學

期的課程安排，並區隔上下學期的

課程名稱，健全本學程學生生涯發

展，故暫緩校外實習活動，以確保課

程調整順利進行。 

為確保本系長遠發展，進行必修科目

表調整，同時也為未來恢復校外實習

做好整合的準備。 

電機系 考量本系學生課程繁重，所以參與

意願不高。 

系上鼓勵老師開相關課程。 

通訊系 因本系大學部三、四年級學生為準

備研究所考試，願意到企業實習意

願較低。 

1. 持續鼓勵同學參與企業實習外，並

辦理實習心得分享會，讓同學更加

了解實習的目的及優點，增加同學

參與實習的意願。 

2. 與企業結盟，推動碩士班同學進行

企業實習，落實學以致用。 

3. 鼓勵同學參與資策會舉辦之 5G+產

業新星揚帆啟航計畫。 

海法所 本所課程規畫及授課老師教學方法

較不適合採取校外實習方式進行。 

 

法政系 原於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預計開設

「航運產業實習」課程，因實習單位

交通部航港局、臺灣港務股份有限

公司及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於實

習時間暫無法抽出空餘人安排，故

暫無法提供實習機會。 

積極與各實習單位持續保持聯繫，提

早洽詢實習員額相關事宜，並規劃開

發新實習單位。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教務處 1. 部分學生申請雙主修、輔系、五年

一貫，需修習的課程較多，或因系

上課業壓力較繁重，而無法參與

校外實習。 

2. 部分原定的實習計畫因實習機構

暫停辦理無法順利成行。 

3. 研究所學生專注在實驗室或進行

相關學術研究工作為主。 

1. 系所會邀請有實習經驗的學長姐或

產學合作單位進行座談會，藉此吸

引學生增加申請實習之意願。 

2. 持續推動及鼓勵學生申請校外實

習。 

商船系 1. 1122 學期原定安排二年級學生於

暑期搭乘御風輪至日本實習，因

新船安全性評估未通過延誤交船

致延後辦理。 

2. 1131 學期申請海上進階實習四年

級生，因提前畢業因素及航商僅

提供半年左右之實習時程，故本

學期實習人數因此減低。 

擬積極推動學生實習之意願，以銜接

職場生涯之發展。 

航管系 疫情趨緩後，航管系學生較傾向規

劃繼續升學、出國交換或出國念書，

較少有意願申請實習進入職場體

驗。 

航管系會請系學會多安排有實習經驗

之學長姐回系上與學弟妹分享實習之

相關經驗及分析優缺點及請有實務經

驗之授課老師多與上課學生分享實習

之好處，希望藉此吸引學生增加申請

實習之意願。 

運輸系 因已暫停辦理中遠之星暑期校外實

習，僅辦理暑期、學期與全學年的實

習。 

於系實習會議與系務會議再討論是否

有其他合適的海外實習國家或地區，

並爭取校內經費支持以減少學生經濟

壓力。 

輪機系 因新建實習船建造進度工期延宕，

造成已加選第二階段船上實習的 74

名學生無法實習。 

擬與實習船承辦單位進行溝通以求讓

學生能如期進行實習。 

觀光系 部分學生申請雙主修、輔系或五年

一貫，需修習的課程較多，而無法參

與校外實習。 

將持續推動及鼓勵學生申請校外實

習。 

食科系 且近年本系增加暑期精進課程與實

習相衝，且校外實習為選修課，因此

未達績效。 

請導師鼓勵學生參加並提供更多產業

連繫，增加實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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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 

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養殖系 每學年均會提供足夠實習名額讓學

生們自己選擇，但校外實習課程為

選修課程，每學年學生申請校外實

習意願不一，只能鼓助並無法強迫

學生修讀。 

今年實習學生人數離目標值尚有些距

離，將會持續鼓勵學生申請校外實習。 

生科系 企業提供實習機會需要投入人力、

物力成本，對於企業而言需要額外

負擔，需要教師多與企業產學合作

以利實習媒合。 

定期與企業界合作，了解產業最新發

展趨勢及人才需求，及時調整課程設

置，確保學生所學與企業需求一致。 

海生所 本所為研究所，學生主要在實驗室

或校外採樣進行相關學術研究工作

為主。 

本校若有校外實習資訊與學生進行的

學術研究相關者，會積極提供資訊讓

學生知道。 

海洋生

技博士

學程 

本學程 113 年只剩 5 名博士學生，

且已取得「實驗技術實習」學分，所

以 113 學年度沒有開設課程。 

 

海洋生

技系 

113 年與提供實習機會之單位洽談

時，許多實習單位因疫情後加強人

員控管，不再開放對非正式員工提

供住宿，故而取消。 

擬請系上教師多加提供實習單位名

單。 

海洋系 因暑假期間通常是 2 個月，本系規

劃之暑期業界實習時間多以 1 個月

為主，大部份同學覺得與他們整體

暑期規劃不符，選擇不參與。 

本系加強宣傳「114 年暑期產學交流與

業界實習課程」，鼓勵本系學生參與校

外實習，落實學用合一。 

海資所 本所部分在職學生已有正職工作，

另一般生就讀碩士期間，忙於課業

與研究進度及撰寫論文，並無時間

再申請校外實習。 

鼓勵學生於一年級暑期，較無研究壓

力時，積極申請校外產業實習，也增加

未來就業機會。 

機械系 本系課業壓力較繁重，學生申請實

習意願低。 

建議本系教師之學生專題研究、大學

生暑期學習實務體驗計畫能多與企業

公司鏈結，媒合學生至產業實習，亦能

增進產學合作機會。 

河工系 近幾年因受疫情影響本系為防疫考

量暫停實習相關事宜，今年重新啟

動後實習人數偏少，且有多數學生

選擇於暑假安排參與大暑計畫或進

行暑修，故可參與暑期實習不多。 

1. 於大一河概課程及大三河綜課程上

宣傳實習相關事務。 

2. 持續與各業界單位合作，並洽談本

系學生實習事宜。 

海工系 為配合本系發展方向及國家考試之

需，調整必修科目表，包含平衡各學

期的課程安排，並區隔上下學期的

課程名稱，健全本學程學生生涯發

展，故暫緩校外實習活動，以確保課

程調整順利進行。 

為確保本系長遠發展，進行必修科目

表調整，同時也為未來恢復校外實習

做好整合的準備。 

通訊系 因本系大學部三、四年級學生為準

備研究所考試，願意到企業實習意

願較低。 

1. 持續鼓勵同學參與企業實習外，並

辦理實習心得分享會，讓同學更加

了解實習的目的及優點，增加同學

參與實習的意願。 

2. 與企業結盟，推動碩士班同學進行

企業實習，落實學以致用。 

3. 鼓勵同學參與資策會舉辦之 5G+產

業新星揚帆啟航計畫。 

海法所 本所課程規畫及授課老師教學方法

較不適合採取校外實習方式進行。 

 

法政系 原於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預計開設

「航運產業實習」課程，因實習單位

交通部航港局、臺灣港務股份有限

公司及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於實

習時間暫無法抽出空餘人安排，故

暫無法提供實習機會。 

積極與各實習單位持續保持聯繫，提

早洽詢實習員額相關事宜，並規劃開

發新實習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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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 

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商船系 疫情時期海運業發達，航商海運需

求人才大增。疫情過後，海運業趨於

平緩，人力資源已達飽和，故小規模

航商考量人力需求，未能與本系建

立長久穩定之合作關係。 

擬積極拜訪航商及其他相關企業，建

立合作關係，拓展學生至業界更寬廣

的平台資源。 

輪機系 因疫情影響趨緩，航運公司結盟提

供實習意願陸續提高 

日後將擴大與各航運公司聯繫接洽結

盟合作事宜。 

海生所 本所教師群屬於研究性質為主，大

部分爭取國科會、農委會、政府單

位、學術機構之研究計畫為主。 

持續鼓勵教師積極爭取產業之合作結

盟。 

地球所 教師與產業合作僅以個人名義，並

無以系所方式來進行結盟。 

請教師持續努力協同推動產業結盟。 

海工系 本系教師持續與產業界有計畫上的

合作，但未能如預期達成結盟數量

目標。 

鼓勵本系教師積極參與產學活動，提

升產學結盟機會。 

通訊系 現有產學結盟策略局限於既有合作

夥伴，提供實習名額有限。 

1. 擴大校友網絡，透過校友的職場關

係開拓產學合作機會。 

2. 主動拜訪有潛力的企業，針對產業

需求提出具體合作計畫，促進雙方

利益互補。 

教研所 產業結盟主要以計畫執行或課程需

為主，教研所並未規劃實習或創業

課程，且本年度教師之計畫執行亦

未與產業結盟，與故本年度未有相

關成果。 

本所與師培中心均屬教育相關系所，

教師及行政一體且在課務上相互支

援，在產業(中小學校)結盟上如教育實

習合作、教育夥伴簽訂等，主要以師培

中心為主，未來建議本項指標能將教

研所及師培中心合併。 

海洋政

策碩士

學程 

本學程 113 年度並無與相關產業結

盟。 

本學程課程規畫及授課老師教學方法

較不適合與相關產業結盟。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

數(課程數/修習人數) 

海生所 本所無創業課程，所以無修課的學

生。 

鼓勵本所老師開授創業課程。 

海洋生

技系 

課程因配合計畫需要，安排於學期

末上課，與學生修課有衝堂情形，因

而降低學生修習動機。 

未來擬調整課程時間，安排於學期結

束後之暑期期間上課。 

環漁系 部分學生對於創業課程之授課內容

及教學方式不熟悉，導致選課人數

未達目標。 

加強宣導，鼓勵學生選修創業課程，相

較於 112 年修課人數增長。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

題、創作成品及碩博士

論文數 

經管系 113 年經管系無與業界合作的學生

專題、創作成品及碩博士論文。 

會再多多鼓勵教師們與同學多加參與

與業界之合作。 

生科系 提供更多的資訊和宣傳關於「大學

生暑期學習實務體驗計畫、海洋委

員會大專校院學生專題研究計畫」

等相關類別專題合作資訊。  

鼓勵教師與業界合作並引導學生參與

大學生暑期學習實務體驗計畫、海洋

委員會大專校院學生專題研究計畫等

相關類別專題合作，透過教師媒合提

供學生更多業界合作的機會與資源。 

海洋生

技系 

本學程未設有碩博士班，學生參與

系上老師研究多為短期性質，難有

與業界進行合作產出成果。 

擬鼓勵系上教師與相關產業進行產學

合作。 

地球所 本所性質為純學術研究，本年度學

生並無有與業界合作之研究題目。 

鼓勵教師推動產業合作之研究讓學生

可以從中進行個人研究。 

海資所 近幾年招生人數較少，本年度畢業

學生僅 5 位，故論文完成篇數僅 5

篇。 

鼓勵同學們積極規畫研究進度，於兩

年內順利完成論文。 

通訊系 本年度未能有教師與業界合作，進

行學生專題或成果發表。 

持續鼓勵教師與業界合作，除承接研

究計畫外，也可與其合作發表論文。 

教研所 因本所學生多數在職身分，兼修教

育學程者人數頗多，需延長修業年

限，故無法於兩年完成論文撰寫，影

響預定篇數。 

請指導教授協助督促非應屆研究生盡

快完成論文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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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 

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文創系 本次參加競賽組數較少。 未來將積極開發其他與業界合作的機

會提升 產學合作 相關之 學生專題

與作品的數量。 

海洋政

策碩士

學程 

本學程課程規畫及授課老師教學方

法較不適合與業界合作。 

持續鼓勵本學程老師及學生碩士論文

業界合作。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

(隊數/人次) 

商船系 學生運動風氣漸弱，課餘時間多半

沉迷於線上遊戲或因經濟因素需打

工或有其他休閒娛樂等活動。對於

系隊運動須安排時間練習排練等，

無暇配合。 

擬鼓勵同學多運動多參與校內外競賽

活動，並以實質獎金鼓勵資助參賽隊

伍。 

航管系 往日隨隊人員(隊員之好朋友或學弟

妹一同赴比賽現場給予加油)會與隊

員一同前往參賽，現在大部分只有

隊員出席參賽，另主辦單位有時因

報名參賽隊數不足予以取消某些比

賽項目，基於上述理由，「第 44 屆全

國大專院校大航盃」及「第 44 屆全

國大專院校交通盃」報名隊數及隨

隊參與人數不如以往。 

航管系會鼓勵隊員可多找好朋友或學

弟妹隨隊參與給予加油，期待漸漸恢

復往日之參與人數並持續請各系隊踴

躍報名參加相關競賽活動。 

運輸系 學生可能因課業繁忙或其他活動安

排，無法騰出時間參與競賽。 

運輸系為鼓勵各隊參加體育競賽，均

酌予補助交通費與保險費。 

輪機系 因疫情因素學生顧慮染疫。 日後將鼓勵學生多多參與賽事。 

經管系 經管系 113 年無學生參加校外性競

賽。 

會再多多鼓勵教師與同學們多參加校

外性競賽。 

養殖系 因受疫情影響，校際運動比賽停辦

多年。 

 

海生所 1. 本所為獨立研究所，有關研究生

參與校外競賽的主要為學術研究

部分，也需要有這樣類型的學術

活動才能參與，研究所非像大學

部一樣有許多參賽項目，所以，難

以以組隊的方式參與校外競賽活

動。 

2. 參與 UCAS 的學校有本校、香港

大學以及廈門大學，主要讓學生

參與之經費來源是本校海洋中心

經費，礙於經費限制，以致於影響

學生參與數。 

關於 UCAS 會議活動，本校海洋中心

經費有限，113 年度開始已有參與名額

之限制，將爭取學校能夠提供更多經

費，補助學生出國與參與活動的費用，

以增加學生的參與度。 

海洋生

技系 

師生對可參加之競賽資訊瞭解較

少，缺乏參賽動機。 

未來將提前彙整競賽資訊供系上師生

參考，提高學生參賽意願。 

環漁系 學生球隊無經費報名校外相關球類

競賽。 

114 學年度鼓勵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 

海洋系 因校外運動型的比賽次數有限，本

系學生仍以課業為重，以參加校內

運動賽事為主，較少參與校外競賽。 

鼓勵學生校外參賽，並向學務處、研發

處及教學中心等單位申請競賽及活動

嘉獎或補助。 

地球所 本年度學生並未有相關活動展演競

賽等資訊回報。 

盡量轉知任何相關競賽、活動等資訊

以鼓勵本所學生團體參與。 

海資所 本年度大部分學生參與研討會皆以

口頭形式發表，僅有 2 隊參與壁報

相關競賽。 

鼓勵學生持續關注校外競賽項目，並

積極參與。 

機械系 本系課業壓力較繁重，學生參與校

外競賽意願較低，且參與競賽前置

作業至少需時半年準備，故校外競

賽數不高。 

持續鼓勵本系師生參與校外競賽。 

海工系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意願不高。 持續加強校外競賽活動宣導，鼓勵學

生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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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電機系 系上老師課業繁重，計畫眾多要處

理，故無時間指導學生參與競賽。 

鼓勵老師多參與競賽。 

通訊系 參與校外競賽需付出相對應的時間

及精力，且同學大多忙於課業，因此

對於相關資訊較不重視。 

1. 大學部必修課程”專題研究”，常有

優秀作品，鼓勵教師與同學就此成

果進一步研究，參與校外競賽。 

2. 系所將持續提供各項相關資訊，鼓

勵教師與同學參與。 

光電系 因為參加校外競賽學生需花費課業

以外的時間準備，故學生參加的意

願較少。 

鼓勵學生積極參加校外性競賽，藉以

增長自己的見聞及經驗。 

4 研

究

特

色

化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文總篇數 

商船系 本系為著重航海實務相關之科系，

教師年齡偏高，且近年來專任教授

陸續退休，新聘之教師多為專業實

務技術偏重之教師，擬可能影響本

系於研究產出之數量。 

本系擬多聘任有強力學術背景之教

師，不僅限於航海相關科系。鼓勵本系

教師多發表文章，結合實務與學術研

究，以培養優秀研究生與增加學術產

能。 

輪機系 本系近年有數位教授退休，又招聘

新的師資不順利，因此目前只有 13

位教師，造成發表篇數低於預期。 

配合師資招聘作業，有更多師資加入

本系，可增加全系論文發表篇數。 

經管系 因本系老師需於馬祖校區授課，交

通上需花費較多時間與精力，故無

法於時間內撰寫出符合篇數之論

文。 

於系所會議上提出，與老師們共同提

出討論解決方案。 

生科系 113 年度因有二位教師退休，導致發

表篇數減少。 

114 年已有 1 位新聘教師入職，鼓勵教

師將研究果發表於期刊以提升期刊發

表篇數。 

食安碩

士在職

學程 

本學程教師於 113 學年度已發表 6

篇論文、正在投稿 1 篇論文，單位皆

填寫於食安所，因而數據為 0。 

已向本學程教師宣導發表期刊時，應

多填報本學程單位名稱。 

海洋系 本系 113 年有 12 名專任教師，其中

有 2 名教師已分別於 113 年 2 月及

7 月退休，114 年 7 月又有 1 名教師

退休，所以導致本系教師發表期刊

篇數不符預期。 

儘快新聘教師補足系上教師缺額，並

請教師選擇審稿期不要過長之期刊投

稿。 

地球所 本所教師發發表研究量能受限於學

生人數質量，自此平均文章數低落。 

1. 開設文章寫作專班提升教師寫作能

力。 

2. 針對學術能力較弱之教師個別輔

導。 

海資所 本年度本所教師發表文章數較少，

有兩位老師屆臨退休影響本所研究

能量。 

將積極新聘新進教師補足本所研究能

量，並鼓勵教師多投稿期刊。 

機械系 本系原教師員額 26 名，近年由於專

任教師陸續退休，且徵聘合適新進

教師不易，113 年底在職專任教師僅

17 名，導致論文篇數落後。 

1. 刻正積極辦理遴選新聘教師作業。 

2. 本系已訂教師論文投稿相關鼓勵措

施。 

造船系 經詢問本系教師，多位老師表示去

年投稿被退件或是審查期太長，導

致篇數不足。 

鼓勵本系教師持續發表，若有需要可

由系上提供行政支援。 

河工系 本系近年來陸續有教師退休，專任

老師人數已由 27 人降至 24 人，且

本系教師近年陸續將部分重心轉移

至教學及招生相關業務上。導致論

文總數下降，但本系教師發表論文

能量依舊不低，平均每位老師有 1.5

篇左右(37/24=1.5)。 

本系已陸續開始新聘專任教師，並鼓

勵由資深教師帶領新進教師執行整合

型計畫及發表期刊論文，以維持本系

學術能量。 

另外本系會透過系務會議公布本系

KPI 執行情況，並適時轉知本校或國

科會學術研究獎相關訊息，以鼓勵教

師。 

資工系 本系因兩位教師屆臨退休，多位新

進教師起聘，其績效不符調查期間，

尚不列計，因此未達預定目標。 

本系引進多位優秀研究人才，加上本

系現有教師的努力下，預期未來將可

達到發表論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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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系 本年度教師主要集中發表 SCI論文，

對於 EI 論文較少發表。 

歡迎老師申請學校教學研究人員論文

補助以及獎勵學術研究等相關補助，

以減輕論文發表時所需支付之費用，

藉以鼓勵教師發表論文。 

光電系 1. 本 系 113 年 度 共 計 發 表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

文 47 篇。 

2. 平均每個老師年發表 2.47 篇論

文。 

3. 本系 113 年 8 月本系新聘 2 位新

老師，新老師研究的能量需要時

間才能看見 。 

1. 本系已於 113 年 8 月新聘 2 位專任

師資，未來將能增加教學及研究的

能量。 

2. 鼓勵老師能將研究成果整理投稿，

增加系所的論文發表數及系所能見

度。 

應英所 1. 本所 113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KPI）中，SCI、SSCI、TSSCI、

THCI Core 及  EI 期刊論文發

表總數原訂 5 篇，實際達成 3 

篇，較 112 年度的 2 篇提升 1 篇，

顯示研究成果穩步增長。 

2. 由於國際期刊審查流程較長，目

前仍有部分教師論文正在審查

中。本所將持續  鼓勵教師積極

投稿，提升研究成果的數量與學

術影響力。 

3. 此外，本所即將聘任 1 名專任教

師，預期將進一步強化研究動能

與競爭力，並爭取更多資源，以促

進學術研究的發展與提升。 

1. 本所將新聘 1 名專任教師，以進一

步強化研究動能與競爭力，並積極

爭取更多 資源，以支持學術研究與

發展。 

2. 本所將於 114 年 3 月 24 日召開第 2

次所務會議，屆時將報告研究發展

現況，並持續鼓勵教師積極投稿發

表，提升學術成果。 

海洋政

策碩士

學程 

本所教師雖多有投稿於各類期刊，

但 收 錄 於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中之論文篇數仍有不足。 

未來仍鼓勵教師多投稿，以提昇本所

研究能量。 

共教 

中心 

中心教師因執行教學繁忙且執行

USR 計畫及國科會計畫，論文發表

數仍須有待努力。 

敦請中心教師持續努力於領域內之論

文發表。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

數及金額 

商船系 商船系近年來部分專任教師退休，

並新聘部分專業技術人員，可能影

響系上於研究計畫之數量。且系上

部分教師同時兼任本校海事訓練發

展中心一員，部分計畫涉及海事訓

練中心推展動向，爰此，計畫的執行

單位登記於海事訓練中心，進而也

減少本系之計畫總數。 

商船系擬積極鼓勵新進教師與業界合

作，並舉辦教師成長分享座談，藉由資

深教師分享教學與研究經歷、協助與

支持，進而達成新進教師教學、研究、

服務及輔導精進之目的，以提升系上

教師申請各官方部門或產業公司合作

計畫之意願。 

養殖系 本年度因大型計畫數較少(例如價創

計畫及帛琉共和國農漁業輔導計

畫)。 

加強與產業合業開發新領域科技及產

學合作計畫。 

生科系 計畫件數符合，但因近年來國科會

研究計畫之通過率及經費補助下

降，使系上教師之專題研究計畫獲

補助經費下滑。 

鼓勵系上教師組成跨領域的研究團隊

申請政府機構及其他單位研究計畫，

提高計畫通過率。 

海生所 礙於國科會申請之種種條件與限

制，本所教師均已達國科會計畫件

數上限。  

鼓勵教師積極爭取國科會以外之農委

會、教育部及產學合作計畫。 

海洋系 本系部份教師為校內外計畫之子計

畫主持人，校方無法分開計算子計

畫件數及金額，故無法列入本系年

度計畫總績效。 

持續鼓勵本系教師積極爭取外部各類

型計畫。 

地球所 教師並無海洋相關之計畫，但整體

計畫金額增加超前。 

1. 鼓勵教師產出海洋相關研究量能。 

2. 研究結合國內外海洋相關機構申請

並與海洋學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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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系 本系教師近年陸續退休，惟無法即

時補足教師員額，影響計畫總件數。 

持續進行新聘教師事宜，同時鼓勵教

師積極爭取計畫。 

電機系 計畫件數有達到目標，不過金額略

有減少。 

於今年新聘多名教師，期望能再增加

計畫件數與金額。 

光電系 本年度本所教師因有 1 人退休及 1

人離職，故總體計畫案件減少。 

114 年度本系多位教師已送出科技部

申請計畫，鼓勵老師能積極申請國科

會及其他建教合作計畫。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產總 

中心 

1. 本校致力於優質化國內專利，精

選國外發明專利，透過 PCT 方式

來申請國外案，另老師需提送科

研技等創業計畫始可申請國外專

利，準確把關國外專利申請比例。 

2. 本年度技轉金額超出預定值

34.25%，無落後之情事。 

1. 持續優質化國內專利，並適度鬆綁

國外專利申請條件方式，使達質量

併存之效。 

2. 技轉金額無落後之情事，將持續努

力推動業務。 

運輸系 因申請專利頗為不易，造成難以達

到預定件數，然本次技轉金高出預

定金額頗多。 

請系主任於系務會議上鼓勵教學申請

專利。 

輪機系 1122 學期僅剩 13 位專任教師，擬可

能致使系上於研究發表上有所影

響。 

輪機系將持續招聘專任教師，擬積極

鼓勵教師與業界合作，並舉辦教師成

長分享座談，藉由資深教師分享。 

食科系 本系教師表現不俗，專利件數無法

達到預期目標，技轉總金額已達到

目標。 

 

養殖系 因部份研發成果尚在資料分析彙整

及報告撰寫中。 

鼓勵老師加強與產業合作。 

生科系 專利申請程序及時間均較為冗長，

無法估計申請獲證時間。 

持續鼓勵老師們將其研究成果申請專

利或進行技轉，讓研究成果得以實際

應用於產業。 

海生所 研發專利需要一定的時間、人力與

研究經費，本所有幾位已經有專利

之教師，目前一樣積極努力研發中。 

1. 鼓勵所上的老師積極進行產學合

作。 

2. 已有專利之教師，鼓勵其與業界合

作增加技術轉移的機會。 

食安所 本所教師已積極申請專利中。 鼓勵正在申請專利之教師待通過後，

能積極與業界合作增加技術轉移的機

會。 

海洋生

技系 

教師研究成果未具備足夠市場價

值，難以申請專利或將研究成果轉

化為技術移轉。 

未來將持續鼓勵系上老師進行產學合

作。 

機械系 唯研發成果技轉金額超越目標值。 鼓勵本系教師持續申請發明專利。 

造船系 今年無技轉案件。 鼓勵本系教師申請專利同時可發展技

轉。 

資工系 本系目前著重於承接產學計畫案以

及政府機關計畫案，申請之專利於

日後洽談到合適金額後進行技轉。 

未來將多嘗試專利之申請，提高專利

申請件數。 

通訊系 本年度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為 0。 鼓勵教師研發及申請專利，並將研發

成果轉移廠商進行生產。 

文創系 尚無相關專利與技轉。 在學程會議提出討論及規劃，推動教

師提出。 

4-5 出版書籍數 輪機系 輪機系近年來專任教師不足，擬可

能致使本系於研究發表上有所影

響。 

將請老師在研究及課堂之閒暇多多著

作。 

食科系 近年陸續新聘教師更換時期，因此

教師與出版商不熟悉書籍邀請出版

不佳。 

鼓勵每位老師，如有專書邀稿請踴躍

參加。 

文創系 尚未有書籍出版。 學程會議提出討論及規劃，推動教師

將研究成果出版相關書籍。 

海洋政

策碩士

學程 

本學程無法獨立出版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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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 

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共教 

中心 

中心教師因執行國科會計畫及 USR

計畫與其他單位且教學繁忙，故僅

顏智英老師出版書籍一本。 

敦請中心教師持續努力出版相關研究

之書籍。 

5 校

務

行

政 

5-5 行政單位爭取外部經

費 

總務處 教育部「113 年建構智慧低碳校園計

畫」因申請單位較多，故本校獲得補

助款較少。 

114 年起將向教育部以外機關爭取補

助。 

 

 

四、其它事項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