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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業務計畫實施績效 

本校目前組織概況係依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組織規程」置校長

1 人，綜理校務，負校務發展之責，對外代表學校；置副校長 2 至 4

人(目前實際聘任四人)，襄助校長處理校務，並推動教學研究及行政

工作。 

本校設有海運暨管理學院、生命科學院、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

工學院、電機資訊學院、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法律與政策學院等 7

個學院、共同教育中心（非屬學院之教學單位）及海洋中心、臺灣海

洋教育中心、海事發展與訓練中心、海洋工程科技中心等 4 個ㄧ級研

究中心，下設置 26 個系所、13 個學位學程、3 個中心及 15 個組。           

為支援教學研究暨輔導服務，本校行政單位設有教務處（分設註

冊課務、招生、學術服務、實習暨就業輔導、進修推廣等 5 組及教學

中心）、研究發展處（分設企劃暨學術合作、計畫業務、海洋學刊編輯

等 3 組及研究船船務中心）、學生事務處（分設諮商輔導、生活輔導、

課外活動指導、衛生保健、住宿輔導等 5 組及校安中心）、總務處（分

設文書、事務、出納、保管、營繕、環安等 6組）、圖書暨資訊處（分

設採編、閱覽、圖書系統、參考諮詢、校務系統、校園網路、教學支

援等 7 組）、國際事務處（分設國際合作、國際學生事務、僑陸生事

務、國際化資訊與企劃、國際教學等 5 組）、體育室（分設體育教學、

體育活動等 2 組）、秘書室（分設秘書組、校友服務中心及媒體公關暨

出版中心）、人事室（分設第一、第二等 2 組）、主計室（分設預算、

會計、統計等 3組，惟該室實際運作組織為預算組及會計組）、職業安

全衛生中心（分設職業安全、職業衛生等 2組）、產學營運總中心（分

設產學技轉、創業育成等 2 組）、馬祖行政處（分設教研、校務等 2

組）、社會責任實踐與永續發展中心（社會責任實踐、永續發展、校務

研究 3組）等 14 個一級處室，53(含統計組)個二級組、中心。 

本年度預算執行，除充分利用既有教學資源以提高成效外，更因

應政府校務基金自籌經費之政策，力行開源節流措施，執行成效分述

如次： 
(一)教學成果  

1.培育全人型的現代化社會公民：本校教學目標在培養學生的多元

能力，以利其在未來社會中具備優越的競爭力。具體而言，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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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培養學生具備下列能力：讀寫、表意及資訊處理的基本能力；

學習及獨立思考的能力；廣博的通識以及專業深入的知識；優良

健全的個人素質包括：有見識、具創意、好學、關懷社會人群。 

2.整合教學資源，發展海洋特色之教學目標：本校教學單位為「海

運暨管理學院」、「生命科學院」、「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工學

院」、「電機資訊學院」、「人文社會科學院」與「海洋法律與政策

學院」，總共 7個學院，22 個大學部學系，30 個碩士班，19 個博

士班，另設 4 個進修學士班，15 個碩士在職專班，2 個多元專長

培力課程專班。 

3.彈性課程規劃設計、增廣學生學習領域：為使教學課程規劃與設

計具備靈活與彈性，特成立各級課程委員會、共同教育委員會審

（研）議課程規劃，除做為各系所開課依據外，並為各系所延攬

不同專長師資及學生選課之參考。同時為增廣學生學習領域，增

加學生畢業後就業機會，積極推動第二專長制度，廣開輔系、雙

主修及學分學程課程，增設跨領域次專長課程，配合課程規劃與

設計，簡化選課方式，使學生選課更具彈性。此外，辦理教學評

鑑調查，將調查結果提供各系所主管及任課教師作為改進教學、

課程安排及優良教師選拔之參考。各學期獲跨領域學分學程證書

之學生人次表如下: 

 

4.推動遠距教學：為改善本校遠距教學環境及鼓勵教師開發數位教

材，本校建置遠距教學學習平台及推動數位教材開發相關獎勵措

施。 

(1)優化數位學習制度與數位學習平台：精進「遠距教學實施辦

法」，符合現況所需，並增訂「數位自學課程實施要點」提供

學生數位學習多元管道，另訂定「遠距教學獎勵措施」每位教

師最高可獲新臺幣 7 萬元，鼓勵教師將實體課程轉型遠距教

學課程及優化 TronClass 雲端學習互動平臺功能，該平台具

同步教學會議室與非同步教學影音及教材上傳空間，提供本

校師生雲端遠距教學與學習環境。 

(2)磨課師線上課程：開發「食得放心、食在安心」、「食醫住行英

文遊」、「英文摘要輕鬆寫」、「人工智慧科技應用」、「教學實踐

衡量指標名稱 

學期 

109 110 111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獲得跨領域學分學程證書之學生人次 59 101 41 58 38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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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認識二十一世紀的綠金-藻類」、「鯊魚知多少」、「APCS

大補帖」、「創新創業面面觀」、「用程式學生命科學，用生命科

學學運算思維」、「從臺灣到國際的海洋永續行動」及「分子生

物學應用於水產養殖學」等 12 門磨課師課程，其中「用程式

學生命科學，用生命科學學運算思維」獲 112 年臺灣開放教

育卓越獎-開放教師優良課程 MOOCs 組優選獎。推動「跨校通

識磨課師認列學分｣，112 年度採計 5 門磨課師，各認列本校

通識 2 學分，修課學生共計 363 人。另為鼓勵經濟與文化不

利學生以學習替代工讀，本校推動數位學習計畫，完成課程且

取得成績通過證明後，上傳成果及推薦心得，可獲獎助學金，

112 年共 120 案執行，課程通過率 93%。 

(3)鼓勵教師開發數位教材：依「開放式課程」、「主題式數位教材

開發」及「磨課師」三階段推動獎勵措施，其中「主題式數位

教材開發」開發每個主題包含 5 至 10 分鐘的 3 個小單元影

片，自 108 年推出至 112 年共開發 172 個單元，並陸續將開

發 教 材 公 開 分 享 於 本 校 海 洋 頻 道 https://www.o-

channel.org/ocw 網站。 

5.為鼓勵學生強化外語，培養優質國際競爭力： 

(1)教學中心自 103 學年度起，凡本校日間學制學士班學生在學

期間參加本校英文畢業門檻實施要點第二點所列之七項考試

之一，皆可獲補助報名費新臺幣 500 元整，在學期間補助一

次為限。參加英語、日語、德語、法語、西語、俄語、韓語及

越語等八類語言檢定考試，達到各項檢測標準，另提供特優及

優異獎勵金。112 年度補助英文檢定考試補助 468 人，優異獎

勵金 149 人，特優獎勵金 40 人。 

(2)另自 99 學年度起，設立國際學分學程（海運暨管理學院「海

運國際學分學程」、電機資訊學院「電資國際學分學程」、海洋

科學與資源學院「海洋政策與科技國際學分學程」、工學院「海

洋工程國際學分學程」、生命科學院「海洋生物科技及環境生

態永續國際學分學程」），採全程英語授課，以提升學生國際競

爭力，培育學生跨領域專業能力，111 學年度國際學分學程修

課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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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111 學年度第 1學期國際學分學程學生修課情形一覽表 

學程名稱 課程名稱/課號/班別 授課教師

修課學生 

合計
國別 部別 

本國 外國 學士 碩士 博士

海運國際學

分學程 

作業管理/M7301664/1A 劉穹林 16 15 1 2 14 0 

航運產業與經營情勢專

題/M73020ZT/2A 
葉陳輝 12 10 2 7 5 0 

航運物流科技管理專題

/M73020ZS/2A 
蔡豐明 14 13 1 4 10 0 

海 事 風 險 評 估

/M7101MB6/1A 
翁順泰 4 4 0 2 2 0 

企業概論/B7701ZDX/1A 楊李嶽 39 33 6 39 0 0 

供 應 鏈 最 佳 化

/M68010P9/1A 
林振榮 13 13 0 7 6 0 

空 間 決 策 方 法 論

/M6801NAN/1A 
高聖龍 11 10 1 6 5 0 

國 際 物 流 管 理

/B6802I8V/2A 
黃聖騰 49 45 4 49 0 0 

國 際 物 流 管 理

/B6802I8V/2B 
黃聖騰 55 52 3 55 0 0 

物 流 配 送 管 理

/M6802J7J/2A 
黃聖騰 5 4 1 0 5 0 

應用人工智

慧全英語國

際學分學程 

衛星導航/M6701S7Q/1A 卓大靖 6 5 1 2 4 0 

導 引 波 理 論

(一)/D5301T50/1A 
程光蛟 7 7 0 0 7 0 

微積分/B5311M9H/1B 程光蛟 52 49 3 52 0 0 

海洋工程國

際學分學程 

應 用 數 值 分 析 / 

B7203U47/3A 
吳俊毅 26 25 1 26 0 0 

有 限 元 素 法 專 論

/M51010SY/1A 
關百震 16 16 0 12 4 0 

海洋生物科

技及環境生

態永續國際

學分學程 

食 品 科 技 英 文

/M32012OS/1A 
張祐維 10 6 4 0 10 0 

專題討論/D3311I38/1B 邱品文 6 0 6 0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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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文 地 質 學

/D8601328/1A 
邱永嘉 6 6 0 3 2 1 

國際漁業與養殖專題

/M330128G/1B 
李栢浡 12 0 12 0 9 3 

水 產 微 生 物 學

/M3301293/1B 
李國誥 6 0 6 0 3 3 

水 產 養 殖 學 特 論

/M3301301/1B 
徐德華 6 0 6 0 3 3 

比 較 生 理 學

/M33013AF/1B 
廖柏凱 7 1 6 0 4 3 

水 產 營 養 與 飼 料 學

/M33013D3/1B 
陳志祥 9 1 8 0 8 1 

浮 游 生 物 養 殖 技 術

/M330140D/1B 
潘彥儒 8 2 6 3 4 1 

魚 類 病 毒 學

/M3301L17/1B 
邱品文 5 1 4 0 2 3 

魚 蝦 貝 類 免 疫 學

/M3301L19/1B 
胡鄴方 14 7 7 1 7 6 

專題討論/M3311I38/1B 邱品文 8 0 8 0 8 0 

專題討論/M3312I38/2B 陳榮祥 9 0 9 0 9 0 

自 然 資 源 經 濟 學

/M37013CZ/1A 
郭庭君 6 4 2 2 4 0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111 學年度第 2學期國際學分學程學生修課情形一覽表 

學程名稱 課程名稱/課號/班別 授課教師

修課學生 

合計
國別 部別 

本國 外國 學士 碩士 博士

海運國際學

分學程 

國際運銷管理專論

/M7301I07/1B 
劉穹林 21 17 4 0 21 0 

航 空 貨 運 專 論

/M7302E7T/2A 
盧華安 10 7 3 2 8 0 

企 業 研 究 方 法

/M730150S/1A 
林上閔 15 11 4 3 12 0 

道德困局與決策分析研

討/M7302DPA/2A 
李佳逸 14 9 5 0 14 0 

運 輸 系 統 分 析

/M7302N75/2A 
曾柏興 16 14 2 5 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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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運 作 業 管 理 專 論

/D7301E7U/1A 
曾柏興 6 4 2 0 0 6 

海 運 物 流 專 論

/D73010WQ/1A 
蔡豐明 12 6 6 0 0 12 

流 通 業 經 營 管 理

/B6803DBM/3A 
黃聖騰 44 38 6 44 0 0 

流通業經營專題研討

/M6801DBM/1A 
黃聖騰 8 5 3 1 7 0 

運輸與物流資訊系統

/B6803K5J/3B 
杜孟儒 50 45 5 50 0 0 

運輸與物流資訊系統

/B6803K5J/3A 
杜孟儒 48 47 1 48 0 0 

消 費 者 行 為

/B7601Z1V/1A 

黃昱凱、

陳美存 
44 36 8 44 0 0 

觀光目的地行銷與管理

/B760336U/3A 
陳美存 12 4 8 12 0 0 

觀 光 行 銷 學

/B7602TU2/2A 
張景煜 34 25 9 34 0 0 

人 員 求 生 技 能

/B7602PST/2A 
王彙喬 22 18 4 22 0 0 

綠色旅遊與永續發展

/B7603035/3A 
周睦怡 24 16 8 24 0 0 

策略管理/B7703I73/3A 呂錦山 35 30 5 35 0 0 

海洋資源與

環境生態國

際學分學程 

震 測 資 料 處 理

/D8601T26/1A 
王天楷 3 2 1 0 2 1 

海 域 震 測 地 體 構 造

/D86013H4/1A 
王天楷 3 2 1 0 2 1 

計量古氣候方法特論

/D86011ZX/1A 
陳明德 2 2 0 0 2 0 

亞洲季風古氣候特論

/D86011ZW/1A 
陳明德 2 2 0 0 2 0 

數 值 水 文 地 質 特 論

/D86021KO/1A 
邱永嘉 3 3 0 0 3 0 

海洋保護與保育專題

/M3701CAP/1A 
黃向文 6 5 1 0 6 0 

漁 業 科 學 與 管 理

/M3701Q4E/1A 
王世斌 3 1 2 0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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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海洋法制議題研究

/M37014JV/1A 
張文寧 4 3 1 0 4 0 

海洋生物科

技及環境生

態永續國際

學分學程 

專題討論/D3321I38/1B 陳榮祥 4 0 4 0 0 4 

專題討論/D3322I38/2B 邱品文 3 0 3 0 0 3 

水 產 養 殖 工 程

/M330118N/1B 
朱元南 3 0 3 0 3 0 

水 產 養 殖 永 續 經 營

/M33011L8/1B 
胡鄴方 15 10 5 7 6 2 

國際漁業與養殖合作特

論/M33012EE/1B 
李栢浡 5 0 5 0 4 1 

水產養殖生物技術特論

/M330133H/1B 
陸振岡 2 1 1 0 2 0 

水產養殖生物技術實驗

/M33013HH/1B 
李柏蒼 3 0 3 0 3 0 

國 際 餌 料 生 物 產 業

/M33014B5/1B 
潘彥儒 4 1 3 1 3 0 

細菌性魚病學

/M3301J54/1B 
李國誥 6 1 5 1 3 2 

專題討論/M3321I38/1B 邱品文 7 0 7 0 7 0 

專題討論/M3322I38/2B 陳榮祥 1 0 1 0 1 0 

生 命 科 學 英 語 會 話

(1)/D3B0114S/1A 
許濤 2 1 1 0 0 2 

微 生 物 學 特 論

/M3B014AT/1A 
許淳茹 10 6 4 4 6 0 

永續食品生產與安全

/M02014AZ/1A 
林詠凱 4 3 1 1 3 0 

漁 業 科 學 與 管 理

/M3701Q4E/1A 
王世斌 3 1 2 0 3 0 

海洋工程國

際學分學程 

工 程 磨 潤 學

/M720108Q/1A 
周昭昌 3 3 0 1 2 0 

應用人工智

慧全英語國

際學分學程 

人工智慧在生物醫學上

的應用/M57013R6/1A 
張光遠 9 9 0 5 4 0 

導 引 波 理 論

(二)/D5301T51/1A 
程光蛟 6 6 0 0 6 0 

7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校務基金 

總說明 

中華民國 112 年度 

 

 

 

6.訂定教學優良教師遴選及獎勵辦法，以激勵教師熱忱：依據教學

評鑑調查結果及其它教學指標，作為評分項目，經遴選委員會評

選，遴選出教學傑出教師及教學優良教師。並經公正程序遴選「學

術優良教師」、「產學研究成就獎」與「特聘教授」，得獎人經公開

場合予以表揚，以提昇教學、研究及激勵教師之教學熱忱，未來

將持續辦理。 

(1)教學優良教師:從 89 年起至 111 學年度（已辦理 23 屆）共選

拔出 182 位，111 學年度共遴選出 8位得獎教師，各學院獲獎

教師人次如下表。 

學院 海運學院 生科院 海資院 工學院 電資學院 人社院 法政學院 共教中心 合計

人次 39 28 15 36 35 17 0 12 182

(2)教學傑出教師:從 94 年起至 111 學年度（已辦理 18 屆）共選

拔出 35 位，111 學年度共遴選出 1 位得獎教師，各學院獲獎

教師人次如下表。 

學院 海運學院 生科院 海資院 工學院 電資學院 人社院 法政學院 共教中心 合計

人次 6 6 4 7 6 1 0 5 35 

7.定期舉辦教學研討會，促進教師教學經驗交流及教師發展：每學

期辦理多元創新教學研習及工作坊，並持續整合教學資源、推廣

優良的教學經驗、強化創新教學。112 年度積極補強教學開設 264

門課程(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 128 門課程，112 學年度第 1 學期

136 門課程）；持續推動教師成長社群、獎勵創新教學方法及其他

提升教學品質等措施，成立「議題跨域」、「教學實踐研究」、「跨

校專業」及「海洋教育」四大面向教師成長社群，共計 21 個教師

社群。籌組學生自學社群，112 學年度第 1 學期開始共培訓 33 名

自學社群種子學生，分別來自(起飛社群、掌舵計畫與及薈萃坊社

群)等，深入型塑本校成為「學習型優質學園」。112 年精進教師

教學部分，如建置課程觀摩資訊系統，推動教師開放課堂與課程

觀摩，112 年開放課堂 87 場次，參與課程教師 196 人，持續穩定

朝向常態化發展，期使藉由獎勵與制度化，觸發教師多元教學思

維與技巧。112 年度創客新手村共辦理 6 堂學生創業培訓課程，

輔導成立 13 組創業學生團隊。 

8.全面實施教學評鑑，以提昇教學品質：自 88 學年度起針對所有

課程全面實施教學評鑑調查，自 90 學年度第 2 學期起採學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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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填寫問卷，為提升教學評鑑回收率，本校設有多項獎勵辦法（系

所、班級及個人等獎勵）。檢附近年之回收率，評鑑結果及學生意

見回饋將作為教師評鑑、升等之參考依據。 

9.為健全本校評鑑制度，推動校務發展、提升教育品質、增進辦學

績效及強化自我改善機制，期藉由週期性評鑑以達成教學品質之

提升，並供作資源分配之參考依據。本校積極推行校務評鑑、學

院/系所教學品保(評鑑)及工程認證： 

(1)校務評鑑： 

A.(財)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於 112 年 10 月 19 日辦理

2023 年國際研討會(主題:學生參與高等教育品質保證之

現況與展望)。 

B. 113 學年度「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前置評鑑計畫小組」

及「校級自評執行小組」之委員名單已核定，辦理委員聘

任程序，預計於 3月召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C.本校第三週期校務評鑑安排於 114 年上半年度，第三週期

校務評鑑時程如下: 

(A)提交自評報告:114 年 2 月 15 日。 

(B)提出待釐清問題與學校待釐清回覆:114 年 3~4 月。 

(C)實地訪評:114 年 5~6 月。 

(D)申覆申請:114 年 9~10 月。 

(E)結果公布:115 年 1 月。 

(2)有關 110 年度系級教學品保(評鑑)，為因應教育部停辦系所

評鑑後，要求各校應有適當檢核機制以確保教學品質並維護

學生學習及畢業後出國深造或求職之權益。 

A.商船學系、航運管理系等 20 個系所通過六年(效期 110 年

1 月 1 日~115 年 12 月 31 日) 各單位需於 113 年 12 月前

提交自我改善計畫及執行情形報告。 

B.海洋事務與資源管理研究所、海洋政策碩士學位學程、海

洋生物科技博(碩)士學位學程(於 113 學年度停止招生)、

輪機工程學系等4個系通過三年(效期110年1月1日~112

年 12 月 31 日)，上述單位需於 114 年 2 月 15 日前提交自

我改善計畫及執行情形報告，高教評鑑中心將於114年5~6

學年度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學期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回收率% 77.78 76.67 77.48 69.84 75.83 74.02 79.87 73.23 73.41 72.41 68.7 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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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進行實地訪視一日。 

(3)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 

A.主要為規劃及執行符合國際標準的工程教育（EAC）、資訊

教育（CAC）、技術教育（TAC）及建築教育（AAC）認證等。

本校凡符合上述規範之系所，未來將持續推動工程及科技

教育認證作業，並使本校各系所提高國際競爭力，強化招

收國、內外優異的學生至本校就讀。 

B.通過認證系所已於認證作業系統（AMS）提交「持續改善規

劃書」。 

10.多元入學政策：112 學年度日間學制學士班招生(含馬祖校區名

額)部分，繁星推薦名額 313 名，申請入學名額 685 名，合計招

生名額比例達 70%。另以外加名額方式招收特殊、弱勢學生，例

如：繁星推薦管道外加錄取 1 名原住民學生、申請入學管道外

加錄取 24 名原住民學生、身心障礙甄試及單獨招生外加錄取 11

名(身心障礙甄試 6 名、單獨招生 5 名)、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外

加錄取 13 名、四技二專甄選入學離島外加錄取 6 名、海洋科技

人才培育學士班外加錄取 35 名等，落實多元入學政策。 

11.扶助弱勢升學：為扶助弱勢學生升學，落實社會照顧責任，本校

對於身心障礙、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等弱勢學

生，提供不同入學管道，以發揮國立大學帶頭翻轉弱勢學生境遇

的社會功能。另自 110 學年度起，參與「願景計畫」，各學系(觀

光系除外)分別於特殊選才及申請入學管道再提供1至 3名弱勢

學生優先錄取名額。對於身心障礙學生，本校亦透過甄試及單獨

招生方式，提供升學管道。112 學年度共有 52 名弱勢學生報到

(特殊選才 24 名、繁星推薦 4 名、申請入學 16 名、身心障礙 8

名)。 

112 年度高教深耕弱勢計畫除了外部募款的資金挹注，更加入對

教育弱勢資格學子之輔導，參與輔導相關方案(如學業輔導、生

活輔導及未來職涯技能輔導等)弱勢輔導(璞玉發光獎助學金)：

112 年共 123 位學生獲獎助學金，總金額共計新臺幣 291 萬元，

平均每位學生獲得新臺幣由 111 年的 1 萬 8,730 元補助，提昇

至 2 萬 3,667 元，補助提高近 5,000 元。 

12.馬祖校區運作：為培育對海洋經營管理、海洋生物科技及海洋工

程科技有興趣之跨領域國際高階人才，增設馬祖校區「海洋工程

科技學士學位學程」、「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海洋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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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學士學位學程」，自 106 學年度起招生，112 學年度在學總

計 347 名，含一般生 314 名、港澳生 11 名及僑生 22 名。 

13.辦理轉學考試：為有效運用招生名額，依據各學系生師比、近三

年錄取率及註冊率等資料，檢討並彈性調整各學系招生名額之

分配。另為提高名額使用率，除辦理暑假轉學考試，並積極辦理

寒假轉學考試。 

    

 

14.海洋特色營隊：為加強招生宣導，讓學生實際走進海大深入瞭解

學系及本校特色，辦理海洋特色營隊活動，112 年度於寒暑假期

間共舉辦 5 個營隊，共 204 位高中職生參加。 

15.積極招生宣傳：依宣傳態樣，計有： 

(1)種子教師進行學校系宣導講座，共計 76 場次。 

A.校外講座共計 64 場次。 

B.校內講座共計 11 場次。 

C.線上講座共計 1場次。 

(2)蒞校參訪活動計辦理 9場次，師生 761 人次。 

(3)高中辦理之升學博覽會，共計 45 場次。 

A.動態展共計 26 場次。 

B.靜態展共計 17 場次。 

C.線上展共計 2場次。 

(4)校外招生宣傳活動，共計 7 場次。 

(5)廣告行銷： 

A.網路招生宣傳：在繁星申請、申請入學、海洋科技人才培

育學士班、暑假轉學考、碩博士班甄試及考試期間投放於

Google 關鍵字、分科測驗於 Youtube 平台及落點分析網站

進行網路廣告行銷。 

B.電視媒體宣傳：於遠見雜誌專刊及 FB 粉絲團貼文進行全

校性招生廣告。 

16.招生專業化成果：112 年度本校為執行第 7年招生專業化發展計

畫，精進招生選才策略、增強各學系對新課綱及考招變革之知能，

舉辦各種工作坊、座談會、研討會等活動共 13 場，並針對能力

取向尺規以及高中端資料樣態邀請高中端與大學端分享經驗，

讓學系能獲得更多專業化相關資訊。同時，為讓各委員能增加審

學年度 109 110 111 112 

錄
取
人
數

寒假轉學考試  94 115 111 進行中 

暑假轉學考試 127  99  73 110 

合計 221 214 18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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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共識及效率，投入模擬審查及差分機制，也為使考生清楚了解

各學系之招生理念及審查重點，亦對外公告「書面資料審查重點

及準備指引」。新一期計畫將著重於「利用校務研究分析擬訂招

生目標與策略」及「增加與高中端其他大學之經驗交流，提升全

校新課綱知能」。 

17.大學部新生入學獎學金：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核發 37 萬 4,460

元，112 學年度第 1 學期核發 27 萬 1,490 元，詳細說明如下： 

(1)獎學金共分三類，第一類為「一般成績標準」，第二類為「馬

祖校區學系獎學金」，第三類為「新生續領獎學金」。 

(2)第一類「一般成績標準」 

A.111 學年度入學新生： 

(A)獲獎同學皆由分科測驗分發入學，共計 8 名皆符合第

一學年學雜費全免獎學金之條件。 

(B)獎學金核發金額：111 學年度獎學金發放 42 萬 2,060

元，分兩學期發放。 

B.112 學年度入學新生：  

(A)獲獎同學皆由分科測驗分發入學，共計 3 名皆符合第

一學年學雜費全免獎學金之條件。 

(B)獎學金核發金額：112 學年度獎學金發放 15 萬 1,740

元，分兩學期發放。 

(3)第二類「馬祖校區學系獎學金」 

A.110 學年度入學學生：共計有 3 名合於資格學生已完成在

馬祖校區之學習，112 學年度第 1學期發放 6萬元。 

B.111學年度入學學生：獲獎同學2名由分科測驗分發入學，

此 2 名同學必須於大二於馬祖校區重課業學習，始得於大

三（113 學年度）各獲發獎學金 2萬元，共計 4 萬元。 

C. 112 學年度入學學生：獲獎同學 8名由繁星推薦、申請入

學及分科測驗分發入學。此 8 名同學必須於大二於馬祖校

區重課業學習，始得於大三（114 學年度）各獲發獎學金

2 萬元，共計 16 萬元。 

(4)第三類「新生續領獎學金」 

A.108-110 學年度新生續領獎學金： 

(A)續領同學由分科測驗分發入學，共計 3 名符合續領條

件。其中 2 名符合可獲得一學年學雜費全免，並給予

每月 1萬元獎學金(每學期以 4 個月計)；1名符合可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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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學年學雜費全免。 

(B)獎學金核發金額：108-110 學年度續領獎學金發放 32

萬 6,860 元，分兩學期發放，111 學年度第 2學期發放

16 萬 3,430 元整。 

B.109-111 學年度新生續領獎學金：  

(A)續領同學由分發入學，共計 2名符合續領條件。2名皆

符合可獲得一學年學雜費全免之條件。 

(B)獎學金核發金額：109-111 學年度續領獎學金發放 27

萬 1,240 元，分兩學期發放，112 學年度第 1學期發放

13 萬 5,620 元。 

18.學碩五年一貫獎學金： 

(1)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共計有 227 名學士班應屆畢業生符合五

年一貫獎勵入學碩士班方案，可獲得獎學金 1萬元，共計核

發 227 萬元。 

(2)112 學年度共計有 234 名應屆畢業生符合五年一貫獎勵入學

方案，上下學期各可獲得獎學金 1萬元。其中，25 名屬班排

名前 10%可再加發 2 萬元獎學金，26 名屬班排名前 10%至前

20%可再加發 1.5 萬元獎學金，29 名屬班排名前 20%至前 30%

可再加發 1 萬元獎學金，1 人屬低收入戶，共計核發 353 萬

元。 

(3)另自 111 年度起，學校推行獎勵各系所積極招募學碩五年一

貫學生機制，補助獲獎系所業務費。112 學年度共獎勵新臺

幣 46 萬元，獲獎系所如下： 

A.系所績優獎勵金：輪機工程學系碩士班，獎勵金新臺幣 10

萬元；海洋環境資訊系碩士班，獎勵金新臺幣 7 萬元；海

洋政策碩士學位學程，獎勵金新臺幣 5 萬元。 

B.系所進步獎勵金：海洋政策碩士學位學程、輪機工程學系

碩士班，獎勵金各新臺幣 7萬元；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

士班、海洋環境資訊系碩士班，獎勵金各新臺幣 5 萬元。 

19.藍海拾貝課程計畫：112 年度第二屆藍海拾貝課程，從高一下學

期至高二上學期，為兩學期課程。以「海洋科學」和「英文素養」

兩大主題，完成兩學期課程及繳交成果心得者，將於課程結束後

頒發心得證明，以茲鼓勵。112 年度共 54 名學生報名，其中共

37 名完成本課程計畫。 

(1)「海洋科學」：以＂基礎課程＂+＂進階實作＂進行。第 1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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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14 堂線上課程，每堂授課教師不同，讓學生有初步的基

礎學術知識，並於學期結束後，依學生志向與興趣媒合教授

實驗室。第 2 學期讓同學實際進入實驗室進行 10 堂實驗及

實作課程，培養獨立研究之能力，逐步完成延伸課程的專題

實驗。 

(2)「英文素養」：學生依來源學校分組，共分為 8組，1 組 6 至

9 人等，並以「英語導覽影片」為主題，讓學生活用英語並

自主發想創意影片。第一堂課為課程說明會，後續則進行小

組討論授課，讓同學自主學習如何設計影片腳本及活用外

語，並於最後一次課程繳交成果影片。 

20.跨校教師成長社群：辦理「數學」、「生物」、「通識」及「雙語學

科班」跨校教師社群，透過每月社群研習聚會，提供教學資源並

分享大學的學術研究特色，大學教師亦可於交流過程中了解高

中生學習狀況與教學現場，作為大學課程銜接的重要參酌。112

年度共辦理 22 場交流研習。 

21.大學攜手高中陪讀：與基隆市立八斗高中合作，因八斗地區因人

口外流嚴重、在地漁業經濟沒落，留在本地就讀八斗高中的學生

多為社經條件較差、家庭功能彰顯不彰的弱勢孩子，藉由此方案

的推動，使本校優秀的大學生進入八斗高中陪伴弱勢高中生課

後學習，給予支持與協助，幫助在地弱勢孩子能有更好的學習機

會。112 年度共赴八斗高中辦理 112 次陪讀。 

22.友好高中合作結盟：與全臺共 28 所高中職簽署友好高中合作備

忘錄，透過計畫方案推行，加深與高中端的互動交流，促進大學

與高中的對話與合作。 

23.領域探索課程：本課程由海大附中開課，主要授課對象為海洋科

技人才實驗班一年級學生。每週邀請本校不同領域教師至附中

演講，讓學生對海洋相關產業有基本認識，未來依學生興趣，選

擇發展領域。112 學年度第 1 學期共辦理 15 場講座。 

24.提升學生未來職涯規劃，辦理職涯發展講座與就業相關活動：輔

導同學瞭解職場相關產業發展趨勢，以及早做好就業準備；透過

實地參訪的接觸及相關就業講座，以拓廣就業市場視野。112 年

度共辦理 60 餘家企業徵才活動、2 場企業參訪、40 場線上線下

職涯講座、6場主題工作坊以及 6場次職涯探索桌遊，並因應時

下去中心化治理，邀請學生共同參與設計規畫課程，決定主題與

形式，讓學生學習更有參與感，也更符合學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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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產業徵才刊登系統：自 111 職涯發展專區維護終止後，坊間各

企業機關提供本校學生多元就業媒合機會仍有需求，設計透過

第三方平台設計刊登系統流程，系統化刊登校友企業及本校系

所相關產業徵才訊息，提供學生工讀和實習機會。相關資訊皆即

時更新並同步至本組之臉書粉絲專頁，自系統啟用自動化上架

職缺已 500 餘則，每則均有 1,000 餘人次以上觸及率。 

26.為培育理論與實務兼俱人才，使各系學生畢業後即可踏入工作

崗位接軌工作內容，除校內各項實驗及工廠實作外，並與各大航

運公司、航空公司、港務公司、海洋生技公司、美商公司、養殖

場、食品公司等建立良好之產學及建教合作關係，111 學年度有

464 名學生至校外實習，增長學習經驗，尤以商船、輪機、環漁

之海上實習更為重視。 

27.更新完善畢業生流向資料庫：112 年度調查 106 學年度畢業後 5

年、108 學年度畢業後 3年、110 學年度畢業後 1 年博士、碩士

以及學士班，整體畢業生流向調查平均回收率約六成。 

28.112 學年度在學生 9,214 人，與 111 學年度在學生 9,167 人比

較，共計增加 47 名學生，係日間學士班增加 17 人，進修學士

班減少 45 人，碩士班人數增加 113 人，碩士在職專班減少 36

人，多元培力專班減少 1 人，博士班人數減少 1 人。本校將持

續各項招生宣傳策略及鼓勵獎勵補助措施，加強招生宣傳廣度，

強化各項鼓勵就讀措施發生效益，並持續課業期中預警機制，以

減少延畢生人數。 

班別 學制 
111 年度在學人數 112 年度在學人數 差異 

(A) (B) (B-A) 

學士班 
日間學制 6,094 6,111  17 

進修學制   418   373 -45 

多元專長培力課程

專班 
進修學制   179   178  -1 

碩士班 
日間學制 1,478 1,591 113 

進修學制   670   634 -36 

博士班 日間學制   328   327  -1 

合計 9,167 9,214  47 

備註：學生人數係以當年度 10 月 15 日統計報部資料填列。 

29.112 學年度培育高等教育人才共 9,214 人，將強化及持續推動以

下政策，以確保學生學習效度。項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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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續推學習預警機制：持續落實期中預警之後續追蹤與確實

執行畢業預警機制，以確保學生學習效度、提升學生畢業人

數。 

(2)適性發展以降低休退學人數：透過規範的修正，提供學生更

多元、適性、自主學習的方向，以降低休退學人數，包含廢

止二一退學制度、降低申請雙主修資格及修課限制門檻、自

主決定申請輔系學期、每學期辦理提供「適性轉系」管道及

提供學碩士五年一貫學程不限期申請。 

(二)研究成果 

1.推動跨領域整合，提昇研究競爭力：本校在海洋全方位研究的優

勢及持續推動生物科技研究的強項下，整合現有專業人才及資源，

結合奈米材料、電機與工程等領域，推動校內跨領域研究資源整

合，成立重點領域研究中心，依不同領域特性設有「貴重儀器中

心」、「地理資訊系統研究中心」、「人工智慧研究中心」、「臺灣郵

輪產學發展中心」、「馬祖海洋研究中心」、「延平水下科技中心」、

「海洋工程綜合實驗研究中心」、「智慧航運研究中心」、「臺灣海

洋基因體中心」等九大校級研究中心；延攬學者專家及博士後研

究，積極培育研究人才；持續尋求合作夥伴以資源共享模式，建

立各種實質交流措施；訂有「校長設備費-基礎教學暨研發專款申

請補助作業準則」用以補助「新進教學研究人員」、「跨領域之整

合型計畫案」、「國外知名大學學術合作案」及「研究機構學術合

作案」…等，以推動研究團隊之建立暨發展具競爭力之研究領域。

112 年度校長統籌設備費「研發專款」補助經費 393 萬 2 千元。 

2.強化研究獎勵，提昇學術研究水準：為鼓勵本校教師從事學術研

究並獎勵研究卓著之教職員工，訂有相關辦法: 

  (1)「教學研究人員論文發表補助辦法」:補助教學研究人員論文  

     發表之出刊費、外文編修費，112 年度補助經費 245 萬 3,792 

     元。 

  (2)「獎勵學術研究辦法」:鼓勵教師與研究人員積極在國際著名 

     期刊發表其研究成果，進而提昇本校教學及研究之國際水準， 

     112 年度獎勵經費 617 萬元。 

  (3)「補助教學研究人員研究計畫實施辦法」:鼓勵未獲任何單位 

     研究經費補助之本校教學研究人員積極參與研究工作，112 年 

     度補助經費 140 萬 5,000 元。 

  (4)「建教合作績優獎勵辦法」:鼓勵系所教師承接研究計畫，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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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度獎勵經費有 35 萬元。 

  (5)「研究中心產學績優獎勵辦法」:以落實校內資源整合，強化 

     研究中心執行績效等，激發校內研究風氣，112 年度共補助 3 

     個研究中心，獎勵經費 20 萬元。 

  (6)「大學部及碩士班學生論文發表於國際及國內優良期刊」:獎 

     勵鼓勵及提昇本校大學部及碩士班學生之研究能力及著作發 

     表，獎勵經費 SCI 及 SSCI 期刊 2,000 元、TSSCI 或科技部評 

     定優良期刊者 1,000 元，112 年度共計 39 件，獎勵 7 萬 8,000 

     元。 

3.提升國際學術交流：為鼓勵教師及學生出國交流，鼓勵教師積極

參與國際學術會議與國際姊妹校學術交流活動，及加強國際合作

研究與發表研究成果，本校訂有相關辦法。112 年度本校專任教

師共計 7 位申請國外姊妹校交流補助，核發補助款 25 萬 5,500

元；教學研究人員共計 10 位申請出席國際會議補助，核發補助

款 36 萬 2,894 元；學生出席國際會議補助，共計 103 位學生赴

國外出席國際會議，其中含 35 位博士生、32 位五年一貫生、31

位碩士生、5 位學士生，核發補助款共計 386 萬 2,192 元(其中國

科會補助款 124 萬 9,761 元及本校補助款 261 萬 2,431 元)。另

教育部 111 年度學海飛颺計畫補助本校 320 萬 4,000 元，共補助

37 位學生於 112 年赴美國、德國、加拿大、法國、韓國及日本等

國研修；112 年度學海飛颺及學海惜珠計畫分別補助本校 224 萬

元及 50 萬元，113 年預計補助 37 位學生赴外研修。111 年度及

112 年度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分別計 1、6案申請，各

補助 3、13 名學生，教育部補助經費分別計 22 萬 8,927 元、103

萬 261 元，本計畫學生以赴菲律賓、韓國、馬來西亞及越南等地

實習為主。 

4.加強研發成果之管理及運用：本校訂有相關規定鼓勵本校教師從

事產學合作，並補助專利申請及維護相關費用。112 年度本校發

明專利申請件數共計 22 件，獲證件數共計 28 件(中華民國發明

專利 20 件，中華民國新型專利 2 件；美國 1 件，歐洲 1 件，中

國 4 件)。 

5. 落實產學營運總中心專屬一條龍式服務，促進產學合作質與量之

提升，並致力媒合適當企業，將本校研發成果技術移轉，促進學

術與產業結合，形成有效的雙贏策略，協助特色產業之發展與促

進地域性產業之繁榮。112 年度完成產學合作簽署案共計 3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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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金額為 1 億 6,371 萬 3,754 元(含國科會科研成果產業化平台

計畫 798 萬 7,800 元)。 

6. 推動研究成果產學化：藉由研究成果說明會或展示會，促使產學

合作案或技術移轉授權案媒合成功。112 年度完成技術移轉/授權

案共計 35 件，權利金共計 3,147 萬 8,098 元 (含 1 件價創計畫

1,500 萬技術股)，並輔導進駐廠商，共計 17 家。 

7. 本校教師除了積極投入研究工作之外，並與各產業界建立良好互

動關係，112 年度具體落實並簽訂合作意向書之廠商計有 7 家，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菲行國際物流集團、安葆國際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框架協議書、帝諾斯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緯創軟體股份有限公司、鴻海科技集團。 

8.論文發表成果：112 年度（112 年 12 月 20 日搜尋）發表於 SCI 與

SSCI 國際知名期刊論文共計 486 篇。 

9.近年來在本校教師積極投入研究工作並與各產業界建立良好互

動關係下，逐步達到產、官、學交流之目標。111 年度研究計畫

共 1,442 件，金額達 12.75 億元，112 年度研究計畫共 1,365 件，

金額達 15.06 億元。（112 年 12 月 20 日搜尋） 

10.具體落實並執行學術交流協議書之合作交流項目，積極爭取校

外國際學術交流活動經費補助，以期拓展國際教育與學術研究

交流空間。本校已與法國里爾大學、韓國濟州大學、福州大學及

中國海洋大學、日本長崎大學、英國史旺西大學、美國辛辛那提

大學及紐約州立大學海運學院等 8 所優良校院合作推動雙聯學

制，並與各地姐妹校持續辦理半年至一年之交換學生計畫。112

年赴海外進行交流計畫者計31名，分別赴廈門大學(大陸地區)、

Hokkaido University(日本)、Mie University(日本)、Kobe 

University(日本)、Nagasaki University(日本)、Kyushu 

University(日本)、Incheon National University(韓國)、

Chung-Ang University( 韓 國 ) 、 Pukyong National 

University( 韓國 ) 、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Wurzburg-Schweinfurt(德國)、 Lille University(法國)、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Maritime College(美國)、

Clarkson University( 美 國 ) 、 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加拿大)，112 年計 3名外國學生至本校交換，分

別來自 Lille University(法國)及 Kiel University(德國)；

另計 19 名學生到校短期交流，分別為 4 名印度籍學生來校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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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優秀外國青年來臺蹲點計畫(TEEP)、1 名埃及籍與 1 名喀

麥隆籍學生來校參加國科會外籍高階人才來臺試辦專案(IIPP)，

以及 13 名來自日本、馬來西亞、菲律賓、泰國及印度等地之學

生來校進行研究訪問。 

(三)學生服務與學習成果 

1.落實生命教育、健全輔導網絡、提昇校園品德教育素養：針對人

際、情感、生涯等議題，提供個別諮商 1,515 人次、個別關懷 86

人次、個管 156 人次。心理健康日暨新生普測心理健康量表參與

人次達 1,461 人次，並追蹤心理健康量表高關懷學生 247 人(含

進修部暨學士後)。辦理 75 場次心理衛生活動(含同步及非同步

遠距方式)，提高學生對心理衛生認識。舉辦導師輔導知能及導師

座談會總計 4 場次，強化校園輔導人力與網絡。召開「品德教育

諮詢委員會」，透過與社區、民間團體等單位合作，藉由多元講座

系列活動，實踐校園品格教育。 

2.領導創新民主自治、關懷服務現代公民：行政協助本校學生會、

學生議會進行網路投票選舉，培育領導創新民主自治、增進自治

知能，關懷服務現代公民。辦理 20 場次志工課程、75 場次志工

服務、4梯次教育優先區營隊、10 個社團參與帶動中小學社團方

案、基隆弱勢族群學童課後輔導，培養學生社會關懷，學生社區

服務達 2,750 人次，學生參與社團人數計 1,683 人。 

3.完善各項助學措施，協助經濟及文化不利學生安心就學：秉持社

會公平正義原則，持續提供經濟及文化不利學生 14 項就學協助

機制，獲益學生計 26,899 人次，補助金額達 1億 3,791 萬 8,210

元，建立友善學習環境，落實教育機會均等，提升高教公共性。 

4.形塑學習型住宿社群、建構自主管理住宿環境：針對 2,686 名住

宿生，推動 5 項生活教育方案、3 場次主題活動以達成學生宿舍

美化、生活、教育與學習之多元功能。生自會幹部隨機自行夜巡、

夜間輔導老師每月 2 次夜巡男生宿舍，藉以營造良好生活作息氛

圍，111 學年度調查住宿品質整體滿意度為 92.2%。 

5.傳染病防疫，建構健康安全校園：針對學生「健康體位(含代謝症

候群)」、「健康飲食及餐飲衛生」、「菸害防制」、「性教育(含

愛滋病防治)」及「安全與急救教育」等議題，推動健康促進計畫，

辦理多元健康活動、競賽及講座共 35 場次，協助傷病處置暨衛

教諮詢及借用衛材等服務計 1,390 名及緊急送醫 31 名。餐飲場

所衛生檢查 468 家次、餐具衛生抽驗 451 件次、年度食品抽驗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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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及餐飲從業人員衛教活動 4 場次，以確保餐飲服務品質。因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感染防疫追蹤管理計 242 名，流感感染防疫

追蹤管理計 15 名，肺結核感染相關接觸追蹤防疫管理計 8 名，

水痘感染相關接觸追蹤防疫管理計 503 名。 

6.健全校園安全機制，學生安全教育宣導、交通與消防安全、反詐

騙及推動防制藥物濫用等宣導活動計 1,318 人次。在學僑生(含

港澳生)生活輔導事務及僑生(含港澳生)活動辦理，計 1,026 人

次。另校安中心軍訓教官及校安人員值勤任務，落實 24 小時緊

急應變待命值勤，以維護校園安全。 

(四)服務社會成果 

推廣終身學習：持續推動政府終身學習目標，112 年度開設研習

班 25 班次，樂齡大學 2班次。 

(五)校務行政成果 

1.節能減碳：依行政院頒佈「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行動計畫」，

持續實施 112 年度節能措施，辦理汰換工學院、生命科學院、輪

機工廠、沛華大樓及育樂館等老舊耗能高壓用電節能變壓器相關

設備，避免老舊低效率之變壓器造成高自耗電損失用電。 

2.112 年度已完成「電資暨綜合教學大樓」及「馬祖校區學生宿舍」

兩棟新建建物，將持續推動「進修教育推廣大樓」及「桃園產學

分部海洋環境暨藻礁中心及產學育成中心」新建工程。本年度另

完成下列專案工程： 

(1)電資暨綜合教學大樓地下演講廳整修工程。 

(2)海洋系館屋頂防水整修工程。 

(3)學生活動中心 3 樓展演廳屋頂整修工程。 

(4)男二舍 B 側窗戶修繕工程。 

(5)育樂館邊坡整修工程。 

(6)海洋系館廁所整修工程。 

(7)舊北寧路人行道整修工程。 

(8)育樂館廁所整修工程。 

(9)海事大樓 621 教室諮商空間裝修工程。 

3.校園景觀改善： 

(1)改造校門口對面小山坡建置校名英文縮寫NTOU及濱海校區摩

艾石像兩處觀海地景，活化臨海不易生長植栽之區域，增加校

園休憩空間及行銷本校景觀之美。 

(2)於祥豐側門圍牆搭配原有植生牆，建置環境教育、環境永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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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力招生三面主題之覽導圖座，並設置夜間照明，改善校園對

外景觀。 

(3)規劃製作完成新版龍崗步道平面圖，更新龍崗生態園區 9 座

導覽圖座內容，改善步道內破損路面約 30 餘處及增設安全步

道扶手 5處，提昇步行之安全。 

(4)換植育樂館前櫻花(寒櫻)2 株，讓櫻花步道兩行旁櫻花林開花

時更為完整。 

(5)於學生活動中心正門鄰北寧路端、電綜大樓西側兩花圃及體

育館鄰北寧路端綠地共設置四處石板步道，友善校園行走環

境。 

二、收支餘絀情形 

(一)收入決算數與收入預算數比較情形 

      本年度業務收入決算數計 30 億 5,622 萬 4,839 元，業務外

收入計 2億 383 萬 3,541 元，收入共計 32 億 6,005 萬 8,380 元，

較預算數 25 億 8,786 萬 5,000 元，增加 6 億 7,219 萬 3,380 元，

增加比率 25.97%，說明如下： 

1.學雜費收入決算數 4 億 9,291 萬 2,102 元，較預算數 4 億 8,037

萬 4,000 元，增加 1,253 萬 8,102 元，增加比率 2.61%，主要係

日間部大學部四年制及碩士班在學學生人數增加，致學雜費收入

較預算數增加。 

2.學雜費減免決算數 2,107 萬 966 元，較預算數 2,030 萬元，增加

77 萬 966 元，增加比率 3.80%，主要係弱勢助學金申請人數較預

算數增加。 

3.建教合作收入決算數 13 億 3,128 萬 7,583 元，較預算數 8 億

2,000 萬元，增加 5 億 1,128 萬 7,583 元，增加比率 62.35%，主

要係委託計畫案增加致收入較預算數增加。 

4.推廣教育收入決算數 169 萬 7,105 元，較預算數 88 萬 7,000 元，

增加 81 萬 105 元，增加比率 91.33%，主要係推廣教育研習班收

入較預算數增加所致。 

5.權利金收入決算數 955 萬 456 元，較預算數 1,430 萬元，減少 474

萬 9,544 元，減少比率 33.21%，主要係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授權金

較預算數減少所致。 

6.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決算數 9 億 1,234 萬 7,000 元，較預算數

9 億 1,234 萬 7,000 元，無增減。 

7.其他補助收入決算數3億2,335萬 8,307元，較預算數2億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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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7,000 元，增加 1 億 914 萬 1,307 元，增加比率 50.95%，主要

係教育部等政府單位專案補助款較預算數增加所致。 

8.雜項業務收入決算數 614 萬 3,252 元，較預算數 533 萬元，增加

81 萬 3,252 元，增加比率 15.26%，主要係招生報名費收入較預

算數增加所致。 

9.業務外收入決算數 2 億 383 萬 3,541 元，較預算數 1億 6,071 萬

元，增加 4,312 萬 3,541 元，增加比率 26.83%，主要係受贈收入

及利息收入較預算數增加所致。 

(二)支出決算數與支出預算數比較情形 

      本年度業務成本與費用決算數計 33 億 2,342 萬 817 元，業

務外費用計 8,339 萬 6,492 元，支出共計 34 億 681 萬 7,309 元，

較預算數 27 億 1,189 萬 2,000 元，增加 6 億 9,492 萬 5,309 元，

增加比率 25.63%，分析如下： 

1.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決算數 15 億 5,053 萬 3,023 元，較預算數

14億7,229萬6,000元，增加7,823萬7,023元，增加比率5.31%，

主要係其他補助收入增加，相對增加成本所致。 

2.建教合作成本決算數 12 億 3,286 萬 6,702 元，較預算數 7 億

3,800 萬元，增加 4 億 9,486 萬 6,702 元，增加比率 67.06%，主

要係建教合作收入增加，相對增加成本所致。 

3.推廣教育成本決算數 80 萬 6,971 元，較預算數 62 萬 1,000 元，

增加 18 萬 5,971 元，增加比率 29.95%，主要係推廣教育收入增

加，相對增加成本所致。 

4.學生公費及獎勵金決算數 1 億 8,869 萬 9,040 元，較預算數 1 億

2,203 萬 6,000 元，增加 6,666 萬 3,040 元，增加比率 54.63%，

主要係各類獎學金等配合實際需要核實支出所致。 

5.管理費用及總務費用決算數 3 億 3,147 萬 4,075 元，較預算數 2

億 9,053 萬 9,000 元，增加 4,093 萬 5,075 元，增加比率 14.09%，

主要係服務費用依業務需要核實支出所致。 

6.研究發展費用決算數 1,502 萬 690 元，較預算數 1,500 萬元，增

加 2 萬 690 元，增加比率 0.14%，主要係配合研發成果技術轉移

計畫依業務需要核實支出所致。 

7.雜項業務費用決算數 402 萬 316 元，較預算數 394 萬元，增加 8

萬 316 元，增加比率 2.04%，主要係配合業務實際需要核實支出

所致。 

8.業務外費用決算數 8,339 萬 6,492 元，較預算數 6,946 萬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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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1,393 萬 6,492 元，增加比率 20.06%，主要係配合業務實際需

要核實支出所致。 

(三)決算與預算餘絀比較情形 

      本年度決算短絀數 1 億 4,675 萬 8,929 元，較預算短絀數 1

億 2,402 萬 7,000 元，增加短絀 2,273 萬 1,929 元，增加比率

18.33%。 

1.業務短絀：本年度決算短絀數 2 億 6,719 萬 5,978 元，較預算短

絀數 2 億 1,527 萬 7,000 元，增加短絀 5,191 萬 8,978 元，增加

比率 24.12%，主要係學生公費及獎勵金暨管理費用及總務費用配

合業務需要核實支出較預算數增加所致。 

2.業務外賸餘：本年度決算賸餘數 1億 2,043 萬 7,049 元，較預算

賸餘數 9,125萬元，增加賸餘2,918萬 7,049元，增加比率31.99%，

主要係受贈收入及利息收入較預算數增加所致。 

三、餘絀撥補實況 

        本年度校務基金決算短絀數 1 億 4,675 萬 8,929 元，前期待填補    

    之短絀 1 億 5,222 萬 6,148 元，撥用賸餘 261 萬 5,943 元、撥用公積  

    3,247 萬 2,000 元及折減基金 1億 5,217 萬 4,000 元填補以前年度短  

    絀，期末待填補短絀為 1 億 1,172 萬 3,134 元。 

四、現金流量結果 

(一)業務活動之現金流量決算數為淨現金流入 5,373 萬 2,560 元，包

括： 

1.本年度短絀 1 億 4,675 萬 8,929 元。 

2.利息股利之調整：利息收入 2,275 萬 2,860 元、股利收入 358 萬

9,312 元，合計 2,634 萬 2,172 元。 

3.未計利息股利之本期短絀：1 億 7,310 萬 1,101 元。 

4.調整非現金項目現金流入 2 億 2,103 萬 5,672 元，主要係： 

(1)折舊、減損及折耗 3 億 1,008 萬 7,828 元、攤銷 4,538 萬

2,295 元。 

(2)兌換短絀：係外幣資產因匯率變動評價之兌換短絀計 37 萬

2,784 元。 

(3)處理資產短絀-機械及設備 9,474 元，係：依教育部 110 年 5

月 4 日臺教秘(一)字第 1100060551 號函「說明二...已逾使

用年限且未達一定金額...，請本於權責核處，該設備無須報

部或層轉審計部審核」，虛擬實境萬向跑步機報廢 9,474 元。

(資產成本 97,422 元，累計折舊 87,94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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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處理資產短絀-什項設備:計 17 萬 3,938 元，係： 

A.依教育部 112 年 3 月 7 日臺教秘(一)字第 1120023378 號

函及審計部教育農林審計處 112年 3月 2日審教處一字第

1128500836 號函冷氣機因損壞提前報廢短絀 4,012 元。

(資產成本 146,984 元，累計折舊 142,972 元)。 

B.依教育部 112 年 4月 28日臺教秘(一)字第 1120042880 號

函及審計部教育農林審計處 112 年 4 月 26 日審教處一字

第 1128501407 號函冷氣機因損壞提前報廢短絀 43,706 元。

(資產成本 664,749 元，累計折舊 621,043 元)。 

C.依教育部 112 年 8 月 7 日臺教秘(一)字第 1120077374 號

函及審計部教育農林審計處 112年 8月 2日審教處一字第

1128502659 號函冷氣機因損壞提前報廢短絀 30,840 元。

(資產成本 62,000 元，累計折舊 31,160 元)。 

D.依教育部 112 年 8月 22日臺教秘(一)字第 1120082418 號

函及審計部教育農林審計處 112 年 8 月 17 日審教處一字

第 1128502774 號函冷氣機因損壞提前報廢短絀 12,385 元。

(資產成本 52,490 元，累計折舊 40,105 元)。 

E.依教育部 112 年 10 月 25 日臺教秘(一)字第 1120105121

號函及審計部教育農林審計處 112年 10月 23日審教處一

字第 1128503177 號函冷氣機因損壞提前報廢短絀 2,999

元。(資產成本 38,972 元，累計折舊 35,973 元)。 

F.依教育部 112 年 10 月 25 日臺教秘(一)字第 1120105121

號函及審計部教育農林審計處 112年 10月 23日審教處一

字第 1128503177 號函冷氣機因損壞提前報廢短絀 5,118

元。(資產成本 40,000 元，累計折舊 34,882 元)。 

G.依教育部 112 年 11 月 8日臺教秘(一)字第 1120108697 號

函及審計部教育農林審計處 112 年 11 月 1 日審教處一字

第 1128503235 號函冷氣機因損壞提前報廢短絀 19,332 元。

(資產成本 104,805 元，累計折舊 85,473 元)。 

H.依教育部 112 年 11 月 8日臺教秘(一)字第 1120108697 號

函及審計部教育農林審計處 112 年 11 月 1 日審教處一字

第1128503235號函冷氣機因損壞提前報廢短絀5,935元。

(資產成本 24,388 元，累計折舊 18,453 元)。 

I.依教育部 112 年 12 月 4日臺教秘(一)字第 1120118944 號

函及審計部教育農林審計處 112年 11月 29日審教處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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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28503544 號函冷氣機因損壞提前報廢短絀 49,611 元。

(資產成本 172,828 元，累計折舊 123,217 元)。 

(5)其他-機械及設備：47 萬 6,317 元，係： 

A.依國立中央大學112年3月14日中大總資字第1121300312

號函，機械設備移撥至國立中央大學 61,061 元(資產成本

99,880 元，累計折舊 38,819 元)。 

B.依行政院 112 年 3月 22日院授財產管字第 1120076890 號

函及教育部 112 年 3 月 23 日臺教秘(一)字第 1120031215

號函奉准贈與，並依東吳大學 112 年 5 月 5 日東研字第

1120002912 號函，機械設備贈與東吳大學 61,853 元。(資

產成本 74,190 元，累計折舊 12,337 元)。 

C.依教育部 112 年 8月 22日臺教秘(一)字第 1120082848 號

函，機械設備移撥至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78,946 元(資產成

本 104,300 元，累計折舊 25,354 元)。 

D.依教育部 112 年 8月 24日臺教秘(一)字第 1120083751 號

函，機械設備移撥至國立中正大學 100,091 元(資產成本

133,900 元，累計折舊 33,809 元)。 

E.依教育部 112 年 9 月 6 日臺教秘(一)字第 1120087554 號

函，機械設備移撥至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174,366 元(資產

成本 205,000 元，累計折舊 30,634 元)。 

(6)其他-應付退休及離職金：278 萬 9,652 元，係提撥應付退休

及離職金。 

(7)其他-遞延收入:4,740 萬 9,086 元，係： 

A.遞延收入隨折舊提列轉列其他補助收入 3,791 萬 3,625 元。 

B.遞延收入隨折舊提列轉列受贈收入 929 萬 5,461 元。 

C.留本獎學金定存單到期提撥做為一般獎學金用 20 萬元。 

    (8)其他-其他：8,404 萬 5,559 元，係接受指定用途捐贈之其他 

       準備金與受贈收入同額增加數。 

(9)流動資產淨增 2,523 萬 4,377 元，主要係依權責發生制調整

產學合作收入及各項補助收入。 

(10)流動負債淨增 1,843 萬 2,406 元，主要係建教合作收入等未

執行數結轉下年度繼續支用。 

5.未計利息股利之現金流入 4,793 萬 4,571 元。 

6.收取利息 220 萬 8,677 元，係專戶存款及存款期間 3 個月以上，

1 年內到期之定期存款利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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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收取股利 358 萬 9,312 元係收取 ETF 及捐贈股票發放之現金股

利。 

(二)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決算數為淨現金流出 2,306 萬 2,969 元，包

括： 

1.減少流動金融資產 8,500 元，係外幣定期存款（3 個月以上 1 年

以內）因匯率影響減少數。 

2.減少短期墊款 7萬 1,872 元，係代墊教育部核發退休人員月退休

金及兼任教學助理機關負擔之勞退、勞保費用。 

3.減少投資 3 億 2,281 萬 2,431 元，係存款期間 1 年以上之郵局定

期存單轉存活期存款及投資交易 0056 元大高股息 ETF 依校務基

金投資計畫第七條規定，予以停利售出。 

4.減少準備金 7,992 萬 8,796 元，係指定用途捐贈款購置固定資產

及用於經常支出。 

5.減少其他資產 429 萬 8,471 元，係存出保證金現金減少數。 

6.收取利息 1,900 萬 4,596 元，係非流動金融資產存款期間 1 年以

上到期之定期存款利息收入。 

7.增加流動金融資產 1,321 萬 2,743 元，係外幣定期存款轉存 3 個

月內短期定存及定期存款到期利息續存。 

8.增加投資 3,100 萬 9,332 元，係增加 ETF 基金投資數。 

9.增加準備金:278 萬 9,652 元，係提撥應付退休及離職金。 

10.購置固定資產 3 億 6,583 萬 8,628 元。 

11.增加無形資產 805 萬 3,523 元。 

12.增加其他資產 2,828 萬 3,757 元，係增加存出保證金 215 萬

9,280 元，增加遞延費用 2,612 萬 4,477 元。 

(三)籌資活動之現金流量決算數為淨現金流入 1 億 74 萬 6,809 元，

包括： 

1.增加其他負債3,746萬 423元，係存入保證金增加1,853萬 7,641

元，遞延收入增加 1,892 萬 2,782 元。 

2.增加基金 8,395 萬 833 元，係國庫撥款增置固定資產 8,395 萬

833 元。 

3.減少其他負債 2,066 萬 4,447 元，係存入保證金現金減少數。 

(四)匯率變動影響數 36 萬 8,944 元。 

(五)本期現金及約當現金淨增 1 億 3,104 萬 7,456 元。 

(六)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 4億 6,657 萬 1,788 元。 

(七)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 5億 9,761 萬 9,24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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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不影響現金流量之投資與籌資活動，包括： 

1.退休離職準備金與應付退休及離職金同額增加 24 萬 4,806 元。 

2.退休離職準備金與應付退休及離職金同額減少 276 萬 5,784 元。 

3.其他準備金與遞延收入同額增加 51 萬 334 元。 

4.以前年度購建中固定資產科目，調整轉入房屋及建築 2 億 9,079

萬 3,215 元。 

5.不動產、廠房及設備與遞延收入同額增加 910 萬 8 元。 

6.不動產、廠房及設備與遞延收入同額減少 4萬 7,965 元。 

7.代管資產與應付代管資產同額增加 574 萬 4,380 元。 

8.代管資產與應付代管資產同額減少 456 萬 8,400 元。 

9.應付代管資產轉列受贈公積 3,247 萬 2,293 元。 

10.撥用公積填補虧損 3,247 萬 2,000 元。 

11.折減基金填補虧損 1 億 5,217 萬 4,000 元。 

(九)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資產本年度評價調整

數 1,789 萬 7,489 元。 

五、資產負債情況 

(一)資產總額計 86 億 5,051 萬 397 元，其中流動資產 9 億 3,574 萬

7,879 元，占 10.82%，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金 12 億

7,171 萬 6,430 元，占 14.70%，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34 億 787 萬

1,500 元，占 39.40%，無形資產 1,048 萬 4,127 元，占 0.12%，

其他資產 30 億 2,469 萬 461 元，占 34.97%。 

(二)負債總額計 44億 9,423 萬 5,726 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51.95%，

其中流動負債 9 億 9,200 萬 7,070 元，占 11.47%，其他負債 35

億 222 萬 8,656 元，占 40.49%，淨值總計 41 億 5,627 萬 4,671

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48.05%，其中基金 42 億 3,432 萬 8,012

元，占 48.95%，資本公積 1,662 萬 6,213 元，占 0.19%，累積短

絀 1 億 1,172 萬 3,134 元，占-1.29%，淨值其他項目 1,704 萬

3,580 元，占 0.20%。 

六、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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