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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聘優秀師資

社論專載

國內大學的競爭已進入戰國時代，綜合大學和科技大學分別迅速地擴張，但是每年計

劃進大學的生源卻逐年減少，各校無不卯足全力，推銷自己辦學的具體優良表現，以

吸引社會大眾的注意力。 

 

辦學具體成果的呈現，當然取決於許多主客觀因素。本校55年來累積的校友資源，是

我們非常珍貴的資產。淡江學生的一般資質不差，只是缺乏持續學習的毅力，唯有透

過老師的諄諄教誨，才能建立學生的信心和培養圓融的合群性。優秀大學形成的要件

是師資和學生，兩者的關係密不可分。從過去經驗瞭解，各公私立大學畢業生的成就

與學生當年入學考試成績並不相關，大學生在校期間接受老師的啟發和陶冶才是關鍵

。因此辦學的績效評量，教師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淡江校友亮麗的表現，本校教師

默默耕耘的貢獻是功不可沒。 

 

在民國60年代教育部公佈評鑑結果，本校理學院各系與台大、清華同列優等，可見當

時本校的辦學績效、師資等與台大、清華並駕齊驅，這評鑑結果讓教育界和社會人士

大感意外。因為當時淡江提供較公立大學多一倍的薪資和學人宿舍等特殊條件，禮聘

具博士學位的海外學人來校任教。當時淡江率先實施彈性薪資吸引優秀師資，頗受其

他大學同仁的羨慕，更受到教育部和社會各界的肯定。俗語說：「山不在高，有仙則

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歐美國家的一流大學，均運用各種方式禮聘學養俱佳、

教學和研究均一流的教授，一流大學無公私立之分，完全取決於辦學的表現，如美國

東岸的哈佛和西岸的史丹福等私立大學，就是有目共睹的範例。 

 

目前大學的評鑑，就如醫院的體檢，教師的教學、研究、服務等具體成果，已成為影

響大學評鑑排名的重要因子。國內許多新設立的大學仿效國外大學採用挖角的模式

，重金禮聘優秀師資，同時帶來專題研究計畫案、學術知名度和影響力等，短期內達

到提升評鑑排名的目的。本校在考慮遴聘新秀的同時，也須要面對培養和留住優秀師

資的課題，請大家集思廣益。 

 

學術成果極為現實，優勝劣敗，僅有錦上添花的榮耀，少有雪中送炭的溫暖。教育部

和國科會的補助和獎勵就是最典型的實例。教師教學和研究，不僅關係個人的學術聲



望、升等和獎勵，同時也影響各校整體的評鑑成績。本校正從過去教學型大學，逐漸

轉型成為研究型大學，今後遴聘的師資，將逐漸成為本校建立學術聲望和培植學生的

主力軍。因此務必審慎地選擇具有教學和服務熱忱，且具備獨立研究實力的人選；我

們更期待新進成員，擁有國際視野的學術活力，具備執行本校國際化、資訊化和未來

化等政策的能力。 

 

在徵聘教師時，應明確地告知本校的各項規定，以及教學、研究、服務等大學教師的

任務。期待各系所儘量降低新進教師的授課負擔，並遵守教師留校時間的規定；避免

外務的干擾，專心從事教學和研究，讓新進教師儘早融入淡江的大家庭。同時並請提

醒新進教師儘速申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案，善用國科會對新進教師5年觀察期的優

待。籲請每位教師將各項成果公開在各系所之網頁，這是具有正面示範的意義。 

 

謹在此建議各級教評會審慎擬定具體可行的觀察制度和評鑑辦法，將教師各項成果提

報教評會，讓新進教師知所警覺，發揮新進教師的實力，善用專長領域和教學熱忱

，配合教學坊的技巧培訓，發揮長才；在研究方面能儘早進入狀況，建立研究領域的

灘頭堡。 

 

學校三化政策的推動，提升整體學術聲望，邁向研究型大學的目標，毫無疑問，優秀

師資是關鍵角色。歐、美、日大學和大陸的重點大學早已實施彈性薪資，每年的待遇

是隨教師的具體成果而調整，這已是國際級大學的潮流。謹在此建議學校儘速建立彈

性聘任辦法，留住優秀教師；設法突破傳統三級三審的聘審制度，向國內外學校或企

業界借將，慎選禮聘。古人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本校若能嘗試重金懸賞遴聘優秀

師資，並迅速地提升本校的學術聲望，這將是國內大學成功地實施彈性薪資的先鋒

，將再締造我國大學教育的新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