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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學院迎頭趕上標竿】系列報導之四

專題報導

【記者彭慧珊報導】商學院在過去歷任院長及各位教師的努力下，已建立了良好的基

礎，不論在研究或教育學生方面，都有優異的表現。例如多年來本校在國科會委託研

究案經濟學類之件數排名一直維持在前三名以內，僅次於台大，有時也會超越政大位

居第二。此外，本院的產業經濟所於天下雜誌1999年對410所國內的研究所作調查與

評比時，在經濟類研究所中更排名全國第五名，僅次於幾所國立大學，為私立學校中

最佳的研究所。而商學院的畢業學生在社會上的表現更獲肯定。 

 

商學院院長蕭峰雄表示：「本校商學院是具有很高的競爭力的院所！要達成更高的競

爭力，就得在中、長程目標中下工夫。」因此院長為了持續維持商學院的優良傳統

，更具競爭力可以與台、政大相比，也就成為商學院中、長期的發展目標。而如何產

出優秀的學生，該如何培養學生？就得靠商學院大家共同努力…… 

 

 

建立商學院特色　打敗假想敵 

 

蕭峰雄也指出：「本校商學院各學系在聯考志願排名，有些甚至還遠超過某些公立大

學，由於各個商學院所設立學系性質不盡相同，不容易直接比較。」但他表示，「在

中、長程階段，要將本校商學院和台大、政大的距離拉的更近，是我們的目標，在作

法上就是要提升我們的師資品質和調整課程內容。」聯考進入本校的學生素質雖然沒

有台大、政大那樣的資優，但是在本校薰陶四年後出去的能力是可以和他們競爭的

！這是我們學校教育的附加價值。 

 

因此，首先要讓本校商學院學生具備有經濟、金融、保險、產經等的專業理論和實務

經驗，並且觀察社會發展的脈動，效法「狐狸」求新求變的特質，因應社會環境變遷

，以及創新的能力。同時不只是學習單一專長，也要他們多元化學習，才能增進自己

與他人的競爭能力。此外商學院也會整合院內各系所的資源，達到資源共享與最有效

的應用，並且加強研究以提升商學院的學術地位。 

 

 



優秀的師資 

 

商學院將在中長期計畫中提升教師的素質，招聘具有博士學位的教師，至2005年預計

聘攬10位博士級的教師，預期將提升商學院研究能力及論文品質，激發各位教師的研

究潛力，積極爭取國科會的計畫、在SSCI、TSSCI等刊物中發表論文，以提升商學院

的競爭力。 

 

目前院內教師在持續增加中，從2002年度的112位提升至今2004年度的118位，且師資

具有博士學位的教師也從59位到近70位之多。因此，商學院期待未來可以達到每位老

師均具博士學位。目前商學院財金系及產經系設有博士班，去（92）年財金系第一位

博士已出爐，未來每年將可產出10位以上的博士班學生。此外，現今大學部每年有

1000多名畢業生，而碩士班畢業生也達200位之多。每屆畢業生的升學率和就業率也

達到百分百的比率，這些都得歸功於院內老師的共同努力。 

 

 

精彩課程內容 

 

院內新開設一些大學部課程以滿足升學和就業學生的需求，並在碩士班開設研究方法

論，提升研究生研究能力。利用學程規劃，充分利用院內的教學資源。所以，院長蕭

峰雄表示：「未來在課程革新方面，要建立適應社會需求的課程改革機制，以期提高

課程調整的機動性。」這些都是為了配合社會變遷的需要，調整教學科目，充實教學

內容，提升教學品質，也才能讓學生的素質提升。 

 

就課程內容來講，最重要的就是設計一套具有系統的課程，讓學生可以奠定更紮實的

基礎，以利畢業後就業。商學院目前預計在93學年度推出一系列有利於就業與升學的

課程，要繼續升學的學生可以考慮選修新開設的「高等統計」，培養學生更高深的理

論基礎，而就業部分可以考慮選修「應用統計實務」一科，內容是在提升學生在就業

時，應用電腦程式（如SAS……）來做統計的相關分析，讓自己的專長可以多方面發

展。 

 

此外，商學院也會輔導學生考取證照，並會另開一門「證券與期貨投資實務」來提升

學生對於金融證券類的實務知識，預期依照著課堂老師步調持續努力的學生，在畢業

前一定會拿到基本的4-6張證照。所以，院長蕭峰雄表示，本院學生可都是有百分之



百升學率和就業率的呢！ 

 

 

未來目標 

 

本院五個學系中，財務金融學系、國際貿易學系及保險學系已開設EMBA和IMBA課程

，提供在職學生進修。另外，產經學系EMBA課程亦經校務會議通過設立，原規劃自

92學年度開始招生，惟未獲教育部核准，目前仍積極爭取中。然而商學院為配合學校

「淡江校園以研究型為主」的政策，將在兼顧教學與服務下，加強研究工作，並將商

學院定位於研究型Ⅱ（研究與教學並重）的學院。目前教學市場是以MarketⅠ（大學

學生）為主，並配合現有之EMBA、IMBA課程推廣MarketⅡ業務（在職學生）。當然

，在中長程目標也將配合本校成人教育學院，拓展MarketⅢ（成人教育）的市場，開

設一些理財等課程提供成人進修。 

 

 

需求與創新 活化與改革 

 

以「培養未來具國際觀、未來觀的e世代商業專業人才」為商學院的口號目標，並加

強充實各系所的資源，商學院教師們於去年成立「產業及金融中心」，以專門接辦業

界個案為主，共同齊力研究合作。在本校推動的系所活化方面，商學院透過院內研討

會加強院內各系的教師交流，平均一學年裡院內會有三次的研討會，未來也會推行兩

年舉辦一次的「產業經濟學術研討會」。此外，並加強與校內其他院系交流，引進新

領域的知識，如產經系引進產業科技的知識，以擴大院內視野。並會加強各系與學界

的交流，走出校園，促進理論與實務的結合，並加強國際學術交流。院長蕭峰雄表示

，「辦理研討會，鼓勵老師參加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就是要增進學術交流，以奠定本

院的學術地位！」此外，未來也會視社會的需要，調整各系研究方向及教學方式，聘

請新領域教師以注入更多新知識新觀念，配合社會發展需求。 

 

 

落實三化政策 

 

院長說：「除國貿系大一新生開設英語教學專班外，要求其他學系所在總體經濟、個

體經濟、國際貿易、國際金融等科目也以英語來授課，徹底落實本校國際化的目標。



」而商學院在國際化這一方面的努力，除了透過姊妹校的關係，加強兩岸及國際學術

的交流外，院內每年也會鼓勵學生參加大三出國計畫，讓同學們可以開拓視野！院長

並鼓勵院內教師以英語教學，期望未來可以達到五分之一課程英語授課，並增收外籍

學生，促進國際間學術的交流，以期未來達到成為國際化的商學院。 

 

從2002年度開始，國際交流人次從47人提升至今的90人，約成長了2倍；參加國際研

討會人數也從15人增加至今有20人；外籍留學生也有增加的趨勢，從8人到現在約有

11、12人之多。 

 

在資訊化方面，院長也表示，商學院將配合資訊中心發展的教學支援平台來作為e化

的教學，預計在2005年全面上線，讓教師將自己的課程內容大綱放在網路上，以充實

e化的教學內容，並鼓勵學生多利用教學平台來達成與教師的互動，以發揮e化教學效

果。另一資訊化就要落實在遠距教學科目上，院長說，目前院內「不動產投資」一科

正由莊孟翰老師錄製中，未來當外在環境可完全配合時，即可進行遠距教學課程了

！當然，要實行遠距教學必須配合社會需求和學校設備，才可貫徹實施。 

 

商學院的未來化打從有核心一門就開始實施了！院內開設「經濟未來學」的課程提供

同學修習研究。並以去年成立的產業暨金融研究中心為基礎，發展成為經濟、產業、

金融預測的中心，定期發布產業、經濟預測，未來也將會與國內外知名經濟預測中心

合作連線，進行全球性及區域性的經濟預測合作，讓「未來化」發展範圍更廣大。 

 

 

多元學習提升競爭力 

 

院長認為，身為一個商學院的學生，不只是要學會自己本科系的專業科目，更要多元

化的去學習新事物，況且，社會不停的在改變，學生也必須學會如何適應變化萬千的

環境，以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配合商業界的整合，商學院未來的大方向，將帶領學生在就業的路途上，具備更多專

長，因此，院長舉例表示，在金融服務業界，未來一個專員必須具備理財、金融相關

推銷的頭腦，金融機構不能只是處理收錢之類簡單的交易作業，未來電腦將會取代這

些業務的行為，所以學生必須吸收多方面知識及考取相關證照，增加實力。況且，商

學院學生畢業後都是從事服務業的工作為多，例如理財專員負責提供顧客理財資訊等



，因此要成為一個優秀的工作者，就必須在學生時期，積極學習如何觀察國內、外總

體經濟的變化、產業的變化等等，這些都可以讓自己增加視野，幫助自己對財務分析

、利率分析更為精準，也是成為商學院學生應該具備的條件。最後蕭院長也強調，商

學院的學生要具有風險意識，在這不確定的時代，對於個人、未來公司風險的控管、

預防也很重要！此外，院長也提到商學院的學生要具有守法與誠信的觀念與態度，因

商學院學生畢業後所從事的工作，與財務金錢有關，不要做違法的事情，而傷害到社

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