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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至少十幾所國立大學被我們趕過去莊淇銘認為成績很不錯

專題報導

記者賴映秀報導 

 

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執行秘書莊淇銘分析天下雜誌這次調查所顯示出來的意義表示

，可以解讀為以下三點： 

 

一、 以最少的資源和國立大學作競賽。 

 

二、 我們以較低的入學錄取分數，培養出素質比人家好的畢業生。 

 

三、 打破「國立大學就是好」的刻板印象。 

 

曾經在去年建議本校把教育部中程校務發展計劃結果，具體化為廣告，在校車車身上

SHOW出「第一名的私立大學」，莊淇銘對於這次還是第一名的成績表示：「二十幾所

公立大學，有至少十幾所被我們趕過去」，而各大學都在努力的衝刺，創造特色提升

教育品質，他認為我們在這麼多的大學中，能擠到第六名的成績已經很不錯。 

 

在面對「我們有什麼地方不夠滿意？」這個問題，莊淇銘以他在「教學與行政革新」

分組研討會中所提出的一句話：「追求大學教育品質是一條沒有終點的道路」為答案

，他舉資訊業鉅子比爾蓋茲為例，每每在為新上市產品開香檳慶祝的時候，他總告訴

同仁要「在別人還沒有開發出比我們更好的產品之前，推出比自己更好的產品。」

，強調若不求進步，被別人趕上就「出局」。 

 

他認為，在全球一片課程改革聲浪中，我們應該把天下雜誌列為評比項目的九大項目

，融入課程之中。如：電腦概論的課程應該引導學生思考電腦如何從真空管時代創新

進入到電晶體，再創新到IC的過程，把「創新能力」的思考帶入課程。 

 

但莊淇銘也表示，這樣的評比，可能存在某一個程度的誤差，而企業主本身的印象分

數偏高，不盡然能完全客觀，如：國際觀的評比，可能因為國立大學的畢業生出國深

造的比例較高，在就業市場上，喝過洋水的人才容易和「具國際觀」劃上等號，我們



自然就被排在較差的排名。而事實上，本校是強調「國際、資訊、未來化」的大學

，為三化所做的努力有目共睹。大三留學也可能因為實施的時間還不夠長，畢業生未

大量進入職場，短期內成果未能顯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