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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創辦人、校長、馮副校長，各位同仁大家好。針對4個主題，第1個主題重點是擺在本

校的優勢和競爭力如何擴充；第2個主題針對弱勢系所的發展，我們的重點擺在策略

和可能的發展的探討；第3個主題著重中文的崛起所造成的世界變化與影響；第4主題

主要在討論職員的再訓練，還有本校文宣、宣傳、包裝等。 

 

從動態的角度來看，本組討論可分為2部分，相當於中國講的「陰陽」，第1部分是凝

聚。圖書館館長黃鴻珠提到職員訓練，是否有更好的訓練和方式，使人力資源不斷的

提升，因應整個世界的變化。文學院院長趙雅麗揭開本組主要核心問題，最重視的一

點是淡江是否要建立自己的學術自主性、主體性，她提到淡江社會人文學刊的定位問

題，日後在教師彈性聘任制過程裡，對於老師獎勵及淡江人文學刊的定位給更高的評

價，趙院長認為這不止是給學刊的一個肯定，也是對淡江整個人文學者的鼓勵，對淡

江學術重鎮主體性的肯定。她提到在強化領導這方面，可以給更多彈性資源，如經費

等。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同仁們在一起有共通的理想、回憶、行動，這是很值得

去推動的。 

 

本校對於整個人文補助獎勵，資圖系副教授邱炯友提到TSCI現階段的狀況，及目前國

內對於學門期刊優劣排序。資圖系主任宋雪芳提醒，在教育部對於刊物補助、評鑑上

的參考點沒辦法避免，但我們要重視中文的崛起，特別舉了美國中文學習熱潮。之前

我也邀請了成人教育部副主任、中文系、其他系所，討論如何訓練華語教師，教育部

對成立華語文系也很重視。圖書館館長黃鴻珠也特別提到中文出版品的重視，在美國

已經開始重視中國期刊的發表，甚至翻成英文；西安西北大學分析在大陸學術影響裡

，學報佔有很重要的地位，這是呼應趙院長對於淡江社會人文學刊的重視。在這個過

程裡，有種人文準備對理工開炮的感覺，研發長陳幹男提到，公平性有很大的討論空

間，呼應對現實的條件，衡量現實的發展，他認為淡江整個研究力是不分自然、人文

，也把整個國科會如何運作做解說提醒。 

 

資傳系主任卓美玲認為是否可像輔仁、師大般，有國內的研究案，是否可以有補助

，針對這項可做進一步探討。在之前學術副校長召開的會議中，新的獎勵措施，原來

的國際期刊發表有10萬獎勵、TCSI獎勵2萬、人文學刊暫時不考慮，這是否有重理工



輕人文的想法？針對於此，這要照顧到學校與學副的立場，整個大環境用某些期刊做

標準，我們也不能自外於潮流，但不認為是對人文的輕視，而是要再改進做得更理想

。卓主任也談到社區服務教育課程，如資管系、資傳系學生可到小學做教材，這也算

是一個服務教育課程。管理學院院長陳敦基提到：「強者恆強，弱者恆弱」是個事實

，但學校做為一個社會機制，對於某些系所沒有資源，是否可以給予相對保護？但也

要給客觀的標準對它有所要求。 

 

「凝聚」接下來就是「開發性」，在學校原有的資源如此多，同仁們已經從校內走到

校外，所以經濟系主任廖惠珠說要把餅做大，我認為「大餅之下無餓鬼」，把餅做大

換得更大資源，從校內轉到校外爭取經費。廖惠珠主任也表達出對學校深刻的感情

，沒辦法離開淡江，不容許這裡有墮落，同仁們要努力再努力。機電系教授史建中建

議，學校可以整合已有的資源，從研究室到研究群，從系到院、校、其他學校建立合

作關係，擴張淡江影響力。研發長陳幹男提出淡水古蹟的計畫、數位典藏計畫、優質

生活計畫，這些都是可行的。管理學院院長陳敦基認為整合之外，組織方面也應做整

合上的努力，例如商、管學院可考慮重新合併，系之間也可考慮合併事宜。 

 

資傳系主任卓美玲提到，希望不管什麼學院，儀器設備都要有基本的要求，例如資傳

、大傳系設備都很要求，學校方面是否給予支持？國貿系主任林宜男提到，他已幫我

們學校找到後花園，清華、交大有竹科，逢甲有中科，淡江就有「蘭科」，不該只限

制在學校、國科會間，應該要有企業基礎，公推研發長陳幹男做園長，他也認為宣傳

形象包裝設計要努力。水環系主任陳俊成提到要把握在台北的優勢，連貫淡水新市鎮

、漁人碼頭，那麼後花園就不止科學園區，而是擴及整個淡水。 

 

最後我要補充，歷史是個進化還是演化？是直線進步還是循環？事實上是不知道的

，但我們樂意繼續往前進，畢竟這是一個理想性，我們都希望歷史是往前走。自然和

人文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是「二元論」，中國人講陰陽是兩端，是一體

兩面、互補，缺一不可。我也希望將來與姊妹校能有更好的互動，如讓研究所學生有

2個指導教授，透過視訊來指導，與外國老師溝通，讓學生有國際視野。各系所馬上

要聘人，萬一聘不到，也可考慮保留名額給姊妹校的老師、研究生來學校擔任客座。

另外，姊妹校也產生失衡狀態，本校派交換生過去，對方派不出人來，今年早稻田大

學有人來本校參加夏令營，未來可以朝這個方向擴辦，那麼姊妹校的情誼會更好。以

上是綜合本組看法，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