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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以第二個十年的全品管　擦亮淡江的金字招牌

社論專載

一年一度的淡江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已在日前順利圓滿落幕，其中邀請了元智大學校

長做經驗分享，並由本校主任秘書提出淡江精進之道。對於會議舉辦的內容及形式問

題，承辦單位必會有多方檢討與改進，但對於這樣一個淡江年度盛會的意義與精神

，實有必要更深入的思考。針對此，我們提出了下列幾個反思的方向： 

 

第一、淡江是全國第一所將全面品質管理概念帶入高等教育的大學，十二年來不管在

理論和實務上都有相當可貴的成績。然而第一所得到國家品質獎的大學卻是元智大學

。我們並非斤斤計較於某些獎項，但此一現象正印證了不進則退的道理。翻開淡江的

校務簡介，淡江有好多國內高等教育的創舉，但更應該更虛心的反省最早不代表最好

。在競爭日益劇烈的高等教育，創新還必須力行，假若還停留在美好古代的思維，隨

時有被超越的危機出現。元智大學的表現就是明顯的例證，我們沒有必要捧高或壓抑

別的學校，但表現好壞的分寸，我們自己也應當有一把鮮明的尺來衡量。我們樂於見

到這次邀請元智大學校長來分享他們的經驗，因為已成為別人取經對象的同時，知道

要吸取別人的長處，才代表要真正進步的開始。 

 

第二、全面品質管理不可能只靠一年一度的盛會來維持，而是要從日常工作中累積和

力行。雖然會議辦的一年比一年盛大，但實際的追蹤管考若不能切實進行，全品管成

效的落實就會比較困難。以經營管理的角度而言，這樣年度盛會並不容易經由討論而

得到具體可行的結論，也很難教育所屬員工，其會議的重點應在彙整檢討年度成果

，並由執行者提出重大的宣示和決策事項，其餘則由樹狀分工的原則落實執行。因此

全品管工作的重點應是在各單位不斷的檢討─改進─提升，而非開一場年度大會。 

 

第三、既然全品管的成敗決定於各單位的落實，我們就不希望總是只聽到連串空洞的

口號。當決策者提出大方向之後，所需要的就是具體而可行的規劃，若從校、院到各

系所都在做宣示性的口號，那該如何落實呈現呢？這其中各級主管和秘書實應承擔更

多成敗的責任，若決策無法下達，或下情無法上達，都是阻礙校務發展的重大因子。

適人適所是全品管的重要精神，除了要基層操作實務工作外，我們需要更有效的激勵

制度，和不適任管理制度，否則工作士氣容易怠惰而老化。 

 



第四、全品管在行政單位已實施多年，也有其基本成效，在學術單位卻像新生兒一樣

，還在學習調整的階段，尤其在強調學術專業、教授治校的前提下，無論教學內涵、

課程革新、學術互動等，都還要有縝密的思考和規劃，否則將流於形式應付，而缺乏

實質的內涵。如果教學是一所大學必然的重心，學術教學全品管將是我們必須嚴正面

對的課題。 

 

十二年的全品管歷史可以是進步的動能，也可以是淡江開創新紀元的基準。淡江大學

創校五十五年以來已建立了重要地位，在未來紀元裡，我們也期望經由淡江TQM，再

度擦亮淡江金字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