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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獎勵使研究更上層樓

社論專載

本校在十多年前即觀察出，由於出生率的降低以及大學增設的速度甚快，國內大學將

快速從原來「學校少學生多」的學校賣方市場，進入「學生少學校多」的學生買方市

場。這種情況於諸多先進國家如美國及日本等都發生過。而這些國家再遭到此等問題

時，學校就進入達爾文「物競天擇」的挑戰，競爭力高的學校繼續存在，競爭力低的

學校不是關門，就是被併吞。 

 

而決定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就是教育的品質，教育品質除了教學的品質外，另一個重要

指標就是研究。研究就是創造新的觀念與理論，也是知識的活水源頭。管理大師彼得

•杜拉克在1969年提出「知識社會」的時代即將來臨，「知識」將成為決定企業成敗

的重要因素。而「知識」的主要價值是指新觀念、新創意，這不是傳統中死背填鴨式

的教育環境所能學習到的。因此，日本在一九九五年正式宣布告別「模仿時代」，邁

向「科技、創新立國」的時代。日本的學習文化也因此隨之改變，學習的重心從以模

仿為主體轉成以創新為主體。以「模仿」主體所學習的知識是，如何快速模仿，如何

模仿得準確等。以「創新」為主體所學習的知識則是，知識的分析、知識的運用與知

識的創新。在知識社會中，「研究」、「創新」已成為主要的競爭力來源，學術界更

扮演著研究火車頭的角色。 

 

有鑑於此，國內各大學莫不積極推動研究工作，有的組成跨校研究群，有的是形成多

領域的研究團隊。更有不少學校在制度面上訂定獎勵研究辦法，透過獎勵激發更高的

研究動力。各校施行的結果，均有相當成效。本校於多年前就實施教師研究獎勵辦法

，更於六年前大舉提高獎勵金額，只要研究論文刊載於AHCI、SSCI、SCI及EI等期刊

，獎勵金額教授十四萬，副教授十二萬，助理教授十萬及講師八萬，此金額在全國各

大學的研究獎勵中算是相當高的。這獎勵制度也使本校的研究成果登上學術高峰，本

校近年來在大學評鑑中屢屢奪魁，研究的成果亦是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原獎勵辦法每年僅能申請一篇研究論文獎助，讓不少有優異的量與質論文的教

師，失去了更多獎勵的機會。學校為了強化學術動能，遂再修定獎勵辦法，將獎勵分

為第一類以及第二類。第一類維持原來的獎勵辦法，第二類則是於申請第一類後，可

再申請三篇論文獎勵，每篇三萬元。準此，本校教師每學年除了第一篇論文維持原獎



勵金額外，還可以申請三篇獎勵。此新制度讓一年發表四篇符合資格論文的教授能獲

得二十三萬元的獎勵，當然能激發出更多的研究成果。因為，今年二十八位教師申請

第二類研究獎勵獲得六十三件通過。聞此新春喜訊，謹期許學校能以未來觀，掌握方

向感，精益求精，使本校的教育品質繼續更上層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