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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共識 共創第五波高峰

特刊

學術副校長 陳幹男 

現今大專院校林立、競爭激烈，各校都在胼手胝足地往前邁進，本校首創許多學術交

流，評鑑紀錄也走在前頭，張創辦人的「波段」就是推動前進的力量。將邁入60週年

，期許本校不僅是國內的淡江，更是「國際」上的淡江；學術上的指標，像世界大學

排名，最能呈現的就是數量化的依據，希望校內教師平均論文的數量能從98學年的

0.85成長到1.0，即780篇，質與量都大幅度提升，為達此目標，持續進行「研究獎勵

方案」，增強我們的學術活力；另一方面，22萬校友是累積60年來的重要資產，校友

們的實戰經驗加上校內教師的專業教導，是身為淡江學生得天獨厚的產學知識，期盼

從管理學院一直擴展到其他系所，都能廣邀校友回校傳授技能；除了教師及校友之外

，最重要的是學生素質精緻化，從本校畢業的學生都要能得到社會的肯定，對社會有

所貢獻，教師與學生間除了課程的傳授，在教學相長的過程中，增強學生邏輯思考的

能力；以這三方面多元提升學術發展，開創第五波新局面。 

 

行政副校長 高柏園 

面對未來，本校要提升教學和研究的能量，更得面對社會少子化的挑戰，預期2015年

，學生人數將驟降為20萬，有三分之一的大學會因此消失，除了鞏固私校優先地位之

外，尚有如何在與國立大學的競爭下，吸收優良的教授與學生等課題，本校應謹慎面

對舊有的經驗，掌握優勢，挑戰變局。此外，還須開拓更多元的財源，未來在生源減

少的情形下，學校必須轉移對學費和國科會補助的依賴，這點可透過產學合作和推廣

教育達成，產學合作除了找到支援學術研究的廠商之外，也能了解時下業界需要的人

才，回饋到課程上。2015年可能將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除了招生環境的壓縮之外

，尚要面對兩岸關係改變，此時組織得更靈活運用，掌握契機才能因應新局，兼顧品

質才得以勝出，對內要進行學術質量的提升，對外再以優良的學術吸引外籍生，期許

本校未來可做為一個國際性的平台，結合姊妹校資源，作為將學生送往國外的轉運站

，另闢戰場，成為多變時代中的奇兵！ 

 

國際事務副校長 戴萬欽 

我認為應更深化國際化，從師資結構、學生來源及老師研究三面向著手。首先，再增

加雙聯學位和英語學程，所以未來簽訂姊妹校，須同時考慮能進行雙聯學位或學程的



學校；其次，僑生和外籍生數要繼續成長，目標為每年500名以上。再者，隨政府政

策的前進，將有很多正式學籍的大陸生，依政府法令，可先從研究生著手，再擴展至

大學生；第四、開放大陸生至本校自費就讀一學年或一學期，蘭陽校園的外籍生和大

陸生都將顯著提高；最後，各院各系所應有國際化的目標，讓師資結構國際化，並有

國際合作夥伴。要實踐上述目標，招收外籍生的措施須更積極，改善英文網頁，提供

外籍生線上申請入學；讓外國學生到本校念雙學位；舉辦生活營和英語營，不出國留

學的學生也能提升全球視野；文化創意產業的課程和研究，可和更多國際夥伴合作

；開設網路學習的學位課程，提供外國學生攻讀學位的機會；提高生活環境雙語化

；自本校畢業的外籍生在自己的國家建立淡江海外校友會的組織也是指日可待。 

 

總務長  鄭晃二 

10年後因少子化的影響，本校學生數將減少10%，環境服務業務預算也須同步降低

，服務的品質卻需維持不變，而第五波，在環境方面要實施的是「校園低碳化」。節

能減碳的最大實踐者即使用者，而使用者的宣導與教育，將是校園低碳化的關鍵，目

前總務處從管理者端已針對各單位「專用空間面積」、「水電用量」、「垃圾產出量

」等高耗碳的資訊進行調查，未來將長期監控，以便全校資源分配之規劃。就總務處

來說，第五波以「環境永續」為宗旨，10年後，目前所有的通勤車司機及超過50%的

工友都將退休，屆時全校的環境服務業務將大部分轉為外包，學校單位也將以「管理

服務」取代「提供服務」，委託服務業務量可隨著學校發展而調整，將更具彈性而節

省。 

 

圖書館館長 黃鴻珠 

好的大學應需具備優秀學生、師資及設備三種優勢，而本校除了此三項資源外，尚且

擁有22萬多名校友資源，其中優秀校友有80%皆在企業界合作，為我校的產學合作奠

下良好基礎。將邁入第五波，本校首要思考三化的落實，尤其是未來化，除加強學術

研究外，更要注重創意的培養和產學合作，我們不僅要訓練出優秀的學生，更要心靈

卓越，現正推廣的服務學習，便是訓練學生擁有關懷社會的能力，往後若能夠進一步

成為國際志工，更可由服務的過程訓練到膽量、組織和意志力，希望我校的學生，無

論到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都能立足。 

 

資訊中心主任 黃明達 

張創辦人曾說，希望本校能成為亞洲的史丹福，因此我認為，學校若欲邁向第五波

，需為一思維的創新，可學習國外大學組織與硬體設備，以及人文素養。我認為，可



由校長領軍，帶領一團隊，為本校訂定第五波之計畫。建議可與具國際觀之歷任校長

，或國內外有名的學者，組成一任務小組，透過差異（落差）分析為本校作一定位

，設立一標竿對象如哈佛、史丹福、牛津等一流的高等學府，實行策略，並付諸行動

，即可由上至下成立執行團隊，帶領本校邁向第五波。 

 

歐研所所長 郭秋慶 

我認為需注意院與院間的差異性，若能進行同性質的學術整合，便能帶動校內各學術

單位的蓬勃發展。以歐研所為例，此為跨領域之專業，以培養具國際視野的學生為主

，因此專業領域的成效則為主要重點，希望能與他所相互切磋、觀摩，並增設功能性

會議室，加速研討會之脈動。此外，改善課程與提升學生素質是重要課題，而學習策

略與技巧及學習成效的關注不可偏廢，讓師生可在學與教之間，同時有道德幸福感與

生命完整感。 

 

創發院資創系助理教授 惠霖 

教師方面，應調升福利及薪水，才能招攬或留住好的人才；學生方面，首要規劃企業

實習，讓學生在經驗的累積中更珍惜所學，次為證照與教學合一，制定教學目標時

，應優先考慮課程是否與社會所需的技能相關。另外為落實國際化，資訊流通益發迅

速，本校要大量吸引交換生，才跟得上全球化的變遷。此外，和別校的學術交流活動

，建議改以科系為單位，如此不但組織更靈活，學生對於「交流」這名詞的印象也會

更為深刻。 

 

教務處課務組編纂 單文暄 

應首先思想我們的卓越表現所帶來的附加價值是什麼？除了校譽的提升之外，是否也

更凝聚教職員工及校友的向心力？邁入第五波，首先須規劃知識管理平台：因為保持

競爭優勢的唯一方式，是確保你的組織學習速度比競爭者要快。學校應善用現有的資

訊系統建立「知識管理」平台，將校務發展計畫到系、所評鑑、教學卓越、校務評鑑

等規劃、執行檢討、標竿學習及改善的過程與經驗，有效記錄、分類、儲存及更新

，不僅使知識彙集與再利用，且可達知識流通與加值革新與創建知識。在招生入學方

面，應多加運用學校的資料庫，採取市場區隔與定位的觀念，積極做策略分析與規劃

，並訂定與落實檢討改善的機制。 

 

 

商學院保險系編纂 舒宜萍 



未來最大的困難在於少子化，淡江雖穩坐私校第一，但不可諱言的，很多家長及學生

仍會選擇國立大學就讀，這是很難改變的事實，能做的就是該怎麼教好學生。我認為

，首先應積極進行產學合作，保險系與新光等公司合作，已成功推薦許多畢業生就業

。其次，與國外或大陸交換學生，開拓學生眼界，保險系已與浙江大學交換3年

，99學年更有學生搶著前往吉林、南開、山東大學。最後，這些好事都能不斷宣傳出

去，淡江聲名遠播，才有機會立於不敗之地啊！ 

 

台北市淡江大學校友會副理事長 曾榮華 

我們須落實企業化的體制，少子化嚴重時，甚至有些系所會面臨招生不足的危機，解

決方法須改變現階段由上往下的官僚文化；讓全國高中老師及家長真正感受到淡江的

好，第五波最大難題是如何架構由下往上強勢業務團隊（招生、就業、宣傳、產學

），這須藉助企業系友結合系內有心的師長組成團隊，讓系所跨越招生不足危機，發

揮其特色招收優秀的學生來就讀，更要充實各系所發展基金，藉由產學技轉更緊密地

落實實用課程教導及學生就業百分百。 

 

學生議會議長 財金四 鄔承渟 

期待第五波的淡江，能在學術界更向前推進，無論是專業領域中的論文發表，或是學

生透過獨立思考學習自己解決問題，讓企業最愛私校第一的本校，同時兼具學術能力

，成為更優秀的人才。 

 

學生會蘭陽秘書團秘書長 旅遊一張博惟 

蘭陽的持續進步，讓第四波的「轉變」更快速。希望能落實蘭陽學生與淡水學生間的

交流，無論是社團經驗的傳承與分享、學術交流等。我認為，若能多與產官學合作

，譬如邀請業界人士分享經驗，定能開闊眼界，對未來絕對是如虎添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