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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管理效能   學生品質有保障

專題報導

/管科所二彭慧珊 

 

進入淡江求學至今邁入第6年，我眼中6年前的淡江，就努力將國際化、未來化與資訊

化推行得淋漓盡致，讓每位在淡江的教職員工生都可以在崗位上學習。而今，淡江是

一所功能最完善的最高學府，更是企業最愛用學生的來源。 

 

淡江是一所綜合型的學校，融合四個校園，四種不同的教學特色，不過其管理模式不

隨波逐流，只跟著時代的推進，朝適合的方向發展。本校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於95學年

度教學行政革新研討會上，曾發表關於淡江大學組織文化與其管理模式演進，從模式

中可了解，目前的淡江是融合多方成員的意見與力量而成。因此，市場與社會的反應

讓淡江更傾向於產業思維，利用企業化的管理模式與策略來因應，當然，最終目的不

外乎是戰勝對手，創造組織長期優良績效。 

 

淡江的4個管理模式，同僚、官僚、政治與企業的功能不同，2006年本校開始採用「

企業模式」，以因應資訊時代的環境變遷，以最低的成本達到最高的效能，利用目前

最受歡迎的「整合」概念，來執行跨部門的整合，不僅可以節省成本，更可提高效益

。日前在校內行政方面，利用政府所提供的「自然人憑證」，推廣「無紙化」的網上

簽證，使得行政訊息的傳遞得以即時快速，也節省了不少人力和其他費用的支出。 

 

教育，是一個知識產業。學校產出優秀的學生，相當於企業產出優良的產品。淡江造

就一個沒有圍牆的校園，目的要讓生活在其中的教職員工生，擁有無拘無束並充滿創

意的環境。由於每個人的創意都可以帶動淡江的進步，加上利用企業模式將資源做有

效的分配與利用，不管是人力、行銷、財務、生產、研發等各單位，都須結成一體

，目標一致。所以，行政上建立一套標準作業化流程，加速了業務的效率與效能，最

後才能更加提升其人才的品質與數量。 

 

然而，四個管理模式各有利弊，運用不同的管理模式就是希望可以創造更多的優勢。

組織中必須不斷創新與改革，發揮本校的文化和特色，將最適合的管理模式運用在對

的地方，這樣才能適時因應這變化萬千的社會，也就是在一片學術戰爭的紅海中，找



到屬於自己生存的那片藍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