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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進第四波徵文比賽優選作品》第一名：從邁向第四波中，打造淡江品

牌

專題報導

第一名：從邁向第四波中，打造淡江品牌 

在商場上品牌價值的建立，往往代表著一家公司的商譽，是否獲得客戶間的肯定。一

家公司在長期穩健經營下，不斷累積老主顧、新客戶，如何能在激烈的商場競爭下

，獲得市場的絕對優勢及最大利潤，是作為成功企業的最終目標。現在，淡江大學以

邁向第四波為出發點，展望未來打造屬於淡江特有的品牌，如何把我們擁有的優勢發

揚、宣傳出去，利用有限資源發揮最大效用，大膽創立新制、了解市場走向、掌握未

來的新契機，將是淡江品牌成功的關鍵。 

淡江大學已擁有五十多年的歷史，在私人興學中算是個老字號的招牌，已經為台灣這

塊土地培育數十萬的優秀人才，在社會上已建立綿密且豐沛的校友資源，這是淡江在

膨脹的大學教育中，較其他新興大學院校所沒有的優勢。從負面觀點來看，五十多年

的歷史，使淡江不斷地擴張、向前邁進，成為一個龐大的事業體。在這繁雜且龐大的

機關中，可能在資訊系統及政策宣傳與實際實行上，偶會出現上者與下者認知落差的

情形，也因此使主事者或處室，有看不見隱藏自身的盲點，產生疏漏等弊端。五十多

年的經歷的確也為淡江帶來不少包袱，載負著過去的歷史光環或負面評價，要在現今

社會中如何維持一貫好的、良善的教學品質，如何拋開弊漏、全力革新，不僅是卓越

校友在看，社會各界精英、大眾也在看，淡江要如何蛻變，將帶給台灣社會，乃至於

世界有所期待。 

張創辦人建邦博士說：「淡江的第一波為英專時期，當時的政策是如何維持生存永續

經營；第二波是定位時期，在於改制大學後如何壯大各個學院；第三波為轉型提昇中

的淡江，總圖書館的落成及三化的落實為此一時期重點；第四波的起點建立在蘭陽校

園的落成，重新自我定位。」從淡江前三波變革看來，一路從生存、轉型、壯大到今

天，已在台灣教育界佔有一席之地，今天第四波以英式教學的蘭陽校園為起點，是一

個可塑性強的契機，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目前蘭陽校園規劃有「創業發展學院」、「全球化研究與發展學院」及「社區發展學

院」三個全國獨有的學院。從淡江創校歷史及以往教育發展來說，都把人文思考及科

學真理的界限分得很開，蘭陽校園可以突破傳統思維，大膽嘗試人文與科技並重的面

向思考，是淡江跨越未來好的先機。在今天緊密、錯綜的世界經濟體中，全球化腳步

不會停止，只會將觸角不斷地延伸到世界各地，是以往人文、科技領域學說，所無法



預見的。需要更多的研究，從人文與科技兩者不斷新撞擊中，找到自己優勢，並且從

人文關懷的角度看科技，以科技角度解讀人文，將是未來世界所需要的。今天蘭陽校

園所計畫建立的三個學院就有這些優點，助於擦亮淡江品牌。 

在創業發展學院中，包含旅遊與管理學系、景觀建築管理學系、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

、資訊軟體設計學系及資訊通信科技管理學系五個學系，皆為時下熱門科系的「變形

體」，將學術與實質應用作一完全地結合，期待未來還可以在這五個學系中，都能安

排相關企業建教合作、設立課程講座，使每一位學生在畢業前就有工作，讓「高就業

率」成為淡江的一大特色。此外，教育部高教司司長曾在報章表示，未來大學評鑑項

目中，可望加入該校畢業生就業率為排名依據。這是淡江品牌在市場上建立信賴度。 

「全球化研究與發展學院」中，包含全球多元文化與多種語言研究學系、全球化政治

與經濟研究學系、全球化文化與社會研究學系及全球化資訊與科技研究學系四個學系

。全球化是今日世界各國都面臨的課題，台灣是一個充分依賴貿易的小島，培育這方

面專才絕不能落後。在搶得師資教學優勢後，將淡水校園原有科系在全球化研究與發

展學院中整合，可為淡江品牌建立獨特性。 

「社區發展學院」中，包含應用外語學系、食品科技管理學系及生物產業管理學系等

三個學系。設立此一學院能結合宜蘭地方發展，可與地方共同合作來推動。該學院是

台灣以往高等學府所缺乏為鄉里開設、回饋及傳承教育之本，是本校自許「無圍牆校

園」的最佳落實。 

蘭陽校園獨具特色的三個學院，前校長張紘炬在行政會議表示，新設立院、系名稱與

淡水校園的院、系名稱沒有重疊，是新的科系，院名也是全台灣沒有的，是為了配合

三化（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及蘭陽地方發展而設立。 

私校的資源不像公立大學擁有國家充沛的行政資源及補助，事業有成的傑出校友因法

令規定，不允許巨額捐助財團法人的情形下，當然就不會有像捐助公立大學那種大筆

捐資蓋大樓、設研究中心在淡江發生。所以私校有限資源中，在日漸競爭激烈的教育

市場上，比行銷上的創意及表現出的活力與彈性，將是保住舊市場、開創新局勢的一

大關鍵。 

管理學院院長陳定國曾為「本校MBA獲選最佳前十大」時表示，淡江MBA班招來好的學

生，有許多都是優秀校友回鍋唸書，認為淡江的教學品質有保證，所以在業界評價有

一定程度上的高分，再憑著「淡江台大」的人數優勢，勢必在市場佔有率也有一定比

例。他也提到，我們絕不能小覷後起之秀的崛起，例如：長庚、元智等新興創立的大

學，他們在一級單位中設有「公關部門」，扮演學校行銷的化妝師，主動出擊搶攻市

場，在近年來大學排行，從私校間大幅躍進、脫穎而出，無形中闖出名號，品牌建立

與價值扶搖直上。 



市場行銷在以往淡江處於比較被動的狀態，其實是可以效法新興學校的做法，而且可

揮灑的空間比新學校更大，因為淡江有廣布各地、各領域的菁英校友。成立公關部門

後，可配合校友資源發展，行銷的路線及發展更多，配合富有特色、具遠見的蘭陽校

園設立，在推展的同時也檢驗自我重新定位方向，是否符合市場需求與趨勢，政策可

以適時做修正及改善。 

最後如同張創辦人建邦博士所說：「淡江未來的未來建立在今天」一樣，如何在新世

紀的社會中，建立淡江新品牌價值，就在於今天第四波的立基與推動是否落實，使淡

江大學在教育市場上，更富有競爭力與活力，建立特有的「淡江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