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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系所•課程改革系列報導──商學院

專題報導

【記者陳佳怡報導】面對整個社會環境快速的變遷，商學院院長蕭峰雄說，此次活化

課程的重點工作有：1.增加選修學分，減少必修學分，讓學生在學習上有較多選擇的

機會；2.增加實務的課程，避免學生與社會脫節；3.將成立金融、產業研究中心，整

合院內的資源，並提升本院的學術與研究水準；4.系所的改名。以上各項，除系所改

名牽涉範圍比較複雜，尚須從長計議外，其他各項，大致均在落實中。 

 

商學院內五系：國貿系、財金系、保險系、經濟系與產經系為活化課程，各系系主任

提出構想並進行討論，且與畢業班班代召開座談會，了解學生之需求，而學生代表們

大多反映希望商學院課程中能夠加強外語能力，並且增加實用課程與社會相接，對於

學生提出的意見，蕭峰雄院長表示：「由於受到外語學院師資的限制，無法特別開設

專精的語言課程，但可從課堂中教師英語授課著手，使用原文書、創造外文學習環境

，正是商學院活化課程中積極努力目標，至於加開實用課程，也列入此次規劃項目之

一。」 

 

國際貿易學系將設立英文教學專班，以迎向國際化教學環境，而國際企業碩士在職專

班則利用暑修課程赴海外參訪，此外自下學年度起國際企業學研究所在職專班必修學

分由二十四學分降為六學分。研究所必修學分降低，除讓學生依其興趣選修課程，更

增加教師的競爭力，不論是在教學內容規劃及方法，都是一大挑戰。 

 

經濟系將加強理論應用課程，與增加對外系選修實用課程機會，經濟三暨系學會會長

陳琮文說：「唸到大三了，修的課程大部分都是理論，實務課程真的很缺乏，增加外

系選修實務課程機會，剛好滿足我們的需求。」經濟系專任副教授莊希豐說：「很多

學生常反應經濟系的課程過於理論，希望多修一些實務課程，其實，在二、三年級時

將理論課程扎實，對於實務運用才能觸類旁通，否則只求太快看見成果，只是沒有地

基的沙堡。」 

 

而就金融市場的大整合，多元化金融商品一一出爐，保險公司納入金控公司的版圖

，象徵著銀行、保險、證券將組織成一個區塊，不再是相互有界線。蕭峰雄院長說

：「保險系將增加風險管理、財務管理及銀行、證券經營管理的課程 



 

產業經濟系為商學院的特色之一，因在台灣只有本校的產業經濟系設有學士班、碩士

班及博士班，具備完整教育體系。未來將如何與經濟系有所區隔，納入一些產業發展

相關實務課程，應為此項課程活化的重點工作之一。 

 

負責規劃商學院研究所課程產經系專任教授許松根表示：「我曾經協助中央大學管理

學院規劃研究所課程，發現國內各大學中各院各系，其實是呈現鎖國狀態，不了解如

何資源共享，這樣很可惜，所以我在規劃本院研究所課程時，盡量導向各所資源共用

，其次，設計課程架構時，以人性化為考量，假設今天是我的子女就讀本院，我希望

他能夠學到什麼，而降低必修學分是為了提升學生與教師競爭力。學生必修學分減少

了，可以在自己專業領域外，多選修其他領域課程，在就業市場上更具吸引力，教師

們則必須多方準備課程。為奠定加強商學院學術地位，產經所也將與中央研究院經濟

所合作，產業經濟研究所博士班於九十二學年度開始招生，並敦聘中研院院士麥朝成

為產經所講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