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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評鑑  邁向優質

社論專載

四月上旬開始，本校除工學院及化學系之外的各系所，都要接受系所評鑑的挑戰。大

學做為教育機構並不只是教育學生，同時也要有自我檢討與提升的機制與能力，因此

，無論大學的數量是多是少，其實都不影響大學自我評鑑、自我提升的必要性。 

就西方傳統而言，上帝是完美而無限的，人則是不完美而有限的，人必須不斷自我反

省、自我提升，始有可能達到完美。而在中國傳統看來，人的本心本性是完美的，但

是人卻是有限的存在，如何在有限的條件上呈現意義與價值的完美，則是人生努力的

目標。即就系所評鑑而言，系所是由人所經營，也因此必然受到人的限制性之影響

，因而沒有一個系所是完美的，更確切的說，是所有系所皆有其特殊之條件、特色與

價值。我們不是要以上帝的完美來審判一切的不完美，反之，我們應該是在每個具體

存在的系所中，去挖掘其存在的特色與價值，使其能發揮其存在的最高價值。因此

，系所評鑑的精神亦應該是一種經由體檢、自我定位、持續改善的永續精神。當然

！這樣說法並不是主張評鑑的任意性與無標準性。例如法規、課程、師資、設備等基

本條件仍是必要的，而更重要的，是看這樣的投資到底能提供多少的效益。易言之

，重點不在比較資源的多寡，而重在了解努力與效益的呈現。就此而言，公立與私立

、資深的大學與新成立的大學就有不同的模式與標準，如此才能給出更為公允的評鑑

與改進建議。 

即就淡江而言，此次系所評鑑也有其特殊的意義。首先是整體表現與個別評鑑之區別

。本校蟬連12年企業最愛畢業生的榮耀，也在大學校務行政表現優異，然而這都是以

整體全校為對象而有的評鑑。此次系所評鑑的各單位，不能再以學校的表現為回應內

容，而必須獨立以系所的立場面對挑戰，其優劣的差異與衝擊將非常直接而強烈。其

次，在回應系所評鑑的要求，本校也不斷檢討資源的再分配及其優先性，例如商管展

示廳轉至黑天鵝展示廳，教育學院遷至自強館，都是十分具體且大幅的資源調整。同

時，也將透過計畫申請及管控的方式，將部分預算做最優質的分配，激勵表現優異的

系所。第三，除了可見的資源分配重整之外，通過系所評鑑，我們也重新凝聚系所、

學院、學校的共識與目標，彼此能互動互助，通過共識與目標發揮整合性的戰力，加

速學校的成長與提升。當然，這樣的行動也必然會塑造出新的淡江文化，讓淡江在傳

統的基礎上日新又新，展現第五波的新精神。 

評鑑的準備、過程都十分辛苦，要花大力氣去經營，但是也正因為我們是如此努力

，也更讓我們體會團結的可貴與付出的歡愉。在此，我們預祝本校系所評鑑順利圓滿



，也對所有認真努力的同仁，致上最高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