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分組討論結論 
 

分組討論一： 
 
1. 強化國際競爭、人才培育。結論一，國際化非英文化，國際化係

大學整體環境的營造，包括教學、研究及環境，但英文仍是國際
化不可或缺之一部分。結論二，國際化不僅是人才之問題，也必
須配合產業國際化之發展。 

2. 科技創新大學。結論一，申請本計畫的領域建議多元化，例如：
服務業類、設計類、商業管理類，申請計畫的門檻建議酌予調降。
二，科技創新大學建議著重國際連結，尤其加強與國際企業合作
共同培育人才。三，學校就成果建議朝向可商品化發展。 

3. 區域創新整合大學。結論一，區域創新整合大學主要為透過系統
整合，建立資源共享的平台，並建立中央與地方政府、企業、地
方中小學進行教育、文化與產業在地生根的連結。二，大學採主
導的地位，協助地方產業及政府利用大學資源，將產業拉進來，
大手牽小手，共同成長，成為地方教育、文化、產業發展的核心
與動力。 

 
 
分組討論二： 
 
1. 國際卓越特色大學。結論一，國際卓越特色大學即能以學校之特

色吸引一流學生就讀，及延攬傑出之師資，並在特定領域集中發
展，追求頂尖。二，國際卓越特色大學計畫建議可以試點及長期
支持的方式來推動，讓大學得以個別卓越之特色來發展，並減少
共同性之績效指標規範。 

2. 學習創新大學。結論一，經費的使用建議可再放寬，讓各校提出
的各種創新計劃不會受到經費使用範圍的限制。二，建議可參考
高教轉型的基本精神，將校內相關法規、系所領域、單位本位等
限制，予以彈性放寬，提出符合本計劃的創新做法。三，可就多
元評量轉系制度，提供學生入學後更多系所的選擇機會。四，建
議可提供學生創新創業、多元學習以及發展機會，提出學習創新
相關計畫。你入學，我服務，他還願的傳愛還願入學獎學金機制，
將助學金捐獻與志工制度結合，可作為學習創新的新作法。 

3. 轉型發展-輔導退場與合作。對於學校的轉型發展今天的討論只

是個開始，對於學校之退場機制仍然有些不同的方向可以再思考

和進行，而真正要退場機制的門檻、協助退場機制仍有可以調整

和改進的空間。因此這場輔導退場與合作之討論，建議內容調整

順序更改為先求學校之發展，再轉型然後輔導與合作，如果行不

通則不反對退場，思考學校之退場機制仍需要更多誘因存在，方

能促使各學校考慮退場時，能夠順利完成退場機制之過程，亦可



讓各學校能順遂達到退場或轉型。 

 

分組討論三： 

 

1. 落實研究應用、研究基地。結論一，研究基地應重視跨部會之合
作，並連結至產業的發展及應用層面，也須強化跨領域、跨院系、
跨校、跨國之發展。二，研究人員之專業發展及聘任制度，包含
轉換至教職軌道，應可有系統性規劃，並以績效導向之方式，在
聘任及薪資上更加鬆綁，以有彈性。 

2. 學習創新大學。結論一，經費的使用建議可再放寬，讓各校提出
的各種創新計劃不會受到經費使用範圍的限制。二，建議可參考
高教轉型的基本精神，將校內相關法規、系所領域、單位本位等
限制，予以彈性放寬，提出符合本計劃的創新做法。三，可就多
元評量轉系制度，提供學生入學後更多系所的選擇機會。四，建
議可提供學生創新創業、多元學習以及發展機會，提出學習創新
相關計畫。你入學，我服務，他還願的傳愛還願入學獎學金機制，
將助學金捐獻與志工制度結合，可作為學習創新的新作法。 

3. 典範重塑，創新校務經營。結論一，高教改變是全球化的趨勢，
針對未來人才的培養，不再聚焦於知識的傳授，而是培養解決問
題的能力，這是每一個大學生必須正視的挑戰。二，大學可以思
考如何結合現有資源，開創更多元收入，擴大辦學效益，並加強
與學生、教師及社會的對話、溝通，以營造更有利的辦學環境。
三，創新需要鬆綁，先鼓勵學校試辦，落實局部試驗，請教育部
給予支持，並積極推動高教創新轉型條例儘速通過，以賦予高教
轉型有更大彈性與空間。 

4. 專業聚焦大學。結論一，專業聚焦大學之特質，除著重學術研究
之特質外，應更重視與產業對接的專業發展。二，發展策略應著
重與產業之結合，及對國際產業或學術合作之發展。三，機制面
應著重校務研究、教學品保、多元升學及教師評鑑等方式，以強
化學校競爭力，建構學校品牌及特色，提升產業與國際之連結，
以謀得永續發展，成為卓越之專業聚焦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