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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有效分配資源創造最大效益

社論專載

在台灣，私立大學的資源遠不如國立大學，加上國家教育政策的偏差，導致現在大學

充斥，求量而不求精，也使得教育資源更加分散，私立大學的經營面臨空前的挑戰。

雖然，這些年來淡江大學的努力早已得到國內外的肯定，生存問題比較不是我們當下

的思考重點。然而，辦校當然不是以生存下來為目的，而是要積極地創造更高、更好

的教育成效，進而使淡江大學成為世界級的一流高等學府。 

 

本校創辦人張建邦博士很早以前就提出重點系所的概念，希望能在有限資源下，提撥

部份特別經費，以挹注特別的系所，使之成為強而有力的團隊，並成為淡江大學的特

色，形成「馬太效應」，帶動淡江整體的發展與永續經營。因此，每年都有二個系所

得到連續四年重點系所發展的獎助。實施多年以後，為了因應時代潮流的變化和實際

運作的權變，校長在近日的相關會議上特別指示：重新思考如何將重點系所補助辦法

朝著策略重點補助的方向進行修訂。期望能將有限的資源作最有效的運用，加速「馬

太效應」的成型。對於校長的指示我們深表贊成，並提出以下的兩點理由： 

 

第一、以系所為補助對象是採用單位為目標的基本思考方向，但是在強調科際整合的

今日，系所的界限已逐漸淡化了，代之而起的是跨系研究團隊的成形，唯有打破以前

壁壘分明的科系界線，才能活絡學術研究，提出新而有意義的研究成果。若是重點系

所的概念還停留在以系所行政運作為基本的方式，不僅難以達成目標，也有可能會讓

單一系所為了爭取資源、消化資源而勉強行事，成為甜蜜的負擔。甚至在本位主義的

私心下，讓資源無法發揮最大的邊際效益。 

 

第二、按照學校目前的重點系所設置辦法，要爭取成為重點系所的科系，除了平日努

力經營之外，博士班、碩士班、大學部體制的完整是必然不可少的重要條件，而本校

擁有如此條件的科系也非常有限，因此就形成了一些系所輪流成為重點系所的現象

，缺乏實質的競爭環境，也使得學校大部份的系所都無法感受到馬太效應的成果。若

是能鼓勵各系所的交流，形成跨領域的學術團隊，提出能成為淡江特色的研究方向

，將會有一連串系所之間的整合、鼓勵與競爭，進而達成活化系所的目標。 

 

鼓勵、補助只是手段的一種，其目的是要達成原始的目標，隨時修正、改進，才不會



形成僵化的體制，這也是教育品質的有效管制。私立大學的資源雖然較國立大學少

，但是我們的可貴也就在實事求是，應變能力強，所以為了達成馬太效應以創造淡江

最大的榮耀，我們的每一份資源都需要細細探求，才能在強力競爭的高等教育環境中

脫穎而出，成為大家嚮往的學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