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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一期目標達成情形摘要及亮點 

本校107-111年連續五年獲高教深耕經費近9.61億亮眼成績，每位學生平均受益經費為

全國私立科大第一，同時是全國唯一私立科大與康乃爾大學合作，獲得109-110年教育部科

技大學推動國際技術人才培育學院試辦計畫除引進美國最新微電網模擬、分析與預測技術

外，並於兩校聯合成立「智慧電網模擬與分析聯合實驗室」。因此榮獲國科會前瞻綠能科技

聯合研發計畫的全國唯一私立科大「整合型綠能應用技術型計畫－再生能源系統智慧預測

與分析技術」。亦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成立嘉南地區唯一建置的太陽光電設置

乙級技術士術科檢定考場，辦理太陽光電技術技優人才培育專班，總經費超過800萬元，培

育319位學生取得太陽能光電設置乙級技術士證照。 

本校建構校園創業風氣使師生創業機制更臻完備，在107-111年分別成立2間衍生新創企

業及5間RSC公司。如台灣氣凝膠科技材料開發股份有限公司107年度獲科技部南部科學園

區綠能旗艦領航產學研聯盟研發推動計畫補助1,200萬元並進駐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2020-

2021年通過科技部價創計畫(第1、2期)計畫總經費共1,880萬元而成立「崑兆科技公司」；「閎

創科技公司」通過榮獲2020年國家生技醫療產業策進會-國家新創獎；「乘黃科技公司」與國

合會ICDF合作承接「拉美加地區友邦技職訓練計畫－綠能光電系統建置與應用技術班」協

助人才訓練與技術諮詢服務。本校研究量能2020,2021連續兩年獲史丹佛大學透過Scopus的

論文影響力數據「全球前2% 頂尖科學家」榜單排行為全國大學第25名、私立科大第一名。

產學表現八屆蟬聯中國工程師學會「產學績優單位」私立科大第一之殊榮；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公布2020年國內發明專利名單，自107年度起已連續四年拿下全國私校發明專利申請及獲

證數居私立科大第一名，110及111年亦連續兩個上半年發明專利申請數全國科大第一。 

為建構跨域學習環境，培養學生關鍵基礎與多元能力，共計14間「類產線環境場域」作

為學生類產線實作基地。並與「上銀科技」共同掛牌啟用全台唯一「機器手臂維修訓練中

心」、「群創光電新進封裝COG實驗室」捐贈價值上千萬元設備啟用培育技優生、Panasonic

集團共同簽署「推動智慧能源整合研究及創意應用」、攜手宣明智董事長公信電子、雍御企

業，共同建置「電動車產業技術研發暨人才培育中心」，足見本校訓練業界人才為台灣相關

產業貢獻培育力量。本校推動資訊數位化輔助學生學習成效，歷年已投入軟硬體資源達上

億元， 109年全校56間數位教室建置「雲端智慧型浮點與頻率運算之自主學習系統」，提升

教師數位化遠距教學能量，磨課師線上課程「背包客日語」，獲臺灣開放式課程聯盟特優課

程獎外，更在「ewant育網開放教育平台」經營有成，各類授權暨分潤單一課程已經累積47,423

元回饋金，已8度榮獲教育部「技職之光」，獲得競賽卓越獎、技職傑出獎與證照達人。視覺

傳達設計系2020年畢業生于薇同學榮獲台灣首座美國葛萊美獎最佳專輯設計包裝獎得主。 

本校培育產業所需之創新研發人才以共創產業價值，透過育成機制進而萌發創業種子，

於2020年獲教育部U-start創新創業計畫補助50萬元、2022年U-start原漾計畫，獲得創業獎金

50萬元。根據104人力銀行(2022年)調查，86.3%的畢業生平均月薪薪資高於3萬元，54.5%的

畢業生高於4萬元，足證明崑大畢業生平均薪資位居中南部私立科大第一是企業愛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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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校務發展計畫概要 

本校校務發展、辦學宗旨及教育目標係依據國家教育政策規劃，除源自具有前瞻性的

理念鎔鑄而成的理想，責成為各項校務發展的指針，鑒於環境優劣因素，由行政、教學單

位想方設法亟思因應和具體擬定行動作為，使得校務發展計畫均創造新特色、新亮點。本

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據以校務發展計畫為藍圖，緊密結合校務計畫所訂之辦學目標與策略，

藉由計畫執行而更落實、強化，彼此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放眼此期程的校務發展計畫方

針，開展了高教深耕精進、產學合作充實、友善校園擴植、數位邁進厚實、國際接軌拓展、

輔導弱勢增進和社會責任服務等重點發展計畫，以達成「強化創新教學與產學合作目標，

培育新世代企業優質人才」、「強化親產學之教學與研究環境，厚植師生產學合作能量」

和「善用教育和產學的良好資源，提升學校全方位競爭力」這三大發展策略的預期成果，

縝密經緯各項工作計畫和成效指標的關聯，持續著重以產業需求為導向，整合學校之資源，

進行核心技術研發。學校校務發展計畫的行動方案完全以「學生問題導向之教學核心」課

程規劃設計，除提升學生自主學習及跨領域解決問題能力，藉由延攬業界師資陣容與教學

資源之鏈結、積極辦理社區交流與服務、強化與鄰近學校之交流與合作之資源分享及善盡

社會責任等行動方案外，學校校務發展計畫行動方案，也完全對接教育部的高教深耕計畫

四大目標。 

本校結合地區產業的發展，配合國家產業政策積極發展「5+2 產業創新」、六大核心

戰略產業及推動「台灣 AI 行動」及「臺灣 5G 行動」計畫，並透過整合校內推動機制，持

續深耕發展學校優勢特色，經由強化職場導向課程、鏈結產學實務、多元跨域實作空間、

區域產業人才及技術培育基地計畫及組建 5+2 與前瞻團隊等策略，與企業合作、引入產業

資源、辦理各類契合式人才培育專班以及提升教師實務教學能力等作法，培養學生的實務

能力為本校再創優勢，並為整個技職體系樹立一個成功新典範。為強化與在地更深度的連

結，將持續以環境永續、在地產業和社區需求，永續落實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及培育在地人

才，並配合 17 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將善盡社會責任列入校務發展基幹重點

項目，且依校務發展特色進行整體規劃。第一期計畫執行成果已深化本校永續在地學生思

考、翻轉並解決在地年輕人流失問題，進而回流及留在當地創業青年人。第二期計畫目標

持續扣合中長期校務發展規畫並連結外部資源協助在地永續發展，與中長期校務發展連結

之作法與具體成果及結合學校教研能量及社會資源，促進在地永續發展之作法及成效作為

本校執行策略及具體作法。另為有效推動導入全校資通安全管理，除檢視資安法相關要求

外，將依教育主管機關及本校之相關規範及各利害關係人的要求，透過本校資通安全維護

計畫的建立、資訊安全管理制度與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之驗證，調整既有資訊安全管理

制度(ISMS)所涵蓋各項控制措施，以強化全校資訊安全管理與實施，並建構資訊資產之風

險管理，提升校園資訊安全。 

貳、學校現況及問題分析 

本校 107-111 年第一期計畫設計理念配合校務發展目標以培育學生成為「新世代優質

人才」、及協助教師成為「新世代專業技術的教育家」，輔以高教計畫之「創新教學」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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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為輔之執行目標，建構以學生學習成果為導向的計畫，以 IR 校務資訊系統所

建立的「校務研究分析與檢核回饋機制」，提供相關計畫執行單位系統化量化數據，以及具

有預測價值的質化分析，作為建構全校性發展與政策決策之參考依據。按照標準流程執行

及推動校務研究發展工作，透過專業分析結果，以資料量化型態或視覺化方式回饋至系統

使用者及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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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第二期（112-116 年）計畫規劃 

一、整體推動目標、架構、策略 

(一)推動目標及策略  

本校以全球創新聚焦的關鍵技術，配合地區產業發展，投資新穎的業界類產設施，和

搭配卓越之教學及創新的產品為導向下，養成相關科技及管理之優秀人才。輔以高教深耕

計畫重視「務實致用」之教學方法，引發學生學習熱情，提升自主學習能力，進而發展多

元特色，培育新世代優質人才。第二期高教深耕計畫賡續以｢創新博雅精進教學｣、｢善盡大

學社會責任｣、｢深耕產學鏈結特色｣及｢提升高教公共量能｣等四個分項計畫 16 個子計畫執

行，搭配 IR「推動校務研究」驗證計畫面向一至四推動前後產生之提升或改變情形。 

｢創新博雅精進教學｣藉由職場導向課程設計，數位課程開發、創新教學模式、提升教

師創新教學策略能力執行跨領域學分學程、輔系、雙主修、數位科技微學程、技優領航計

畫、下世代人才培育試辦課程革新計畫及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等，全方位精進教學創新，將

賡續訂定系列微學分、模組課程、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推動、教師遴選及學習成效檢核，

在 STEM 領域課程、中文能力閱讀寫作能力、專業英文能力等以多元數位科技課程模式進

行教學教法、教材等全面 PBL 導向學習，除培育學生數位創新跨域的核心能力外並擴增資

通訊數位能力的跨領域人才提高學生就業競爭力。 

｢善盡大學社會責任｣深化 SDGs 議題並扣合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並連結外部資源協助

在地永續發展作為計畫目標，融入校務治理推動以永續環境、在地產業社區需求及培育在

地就業人才為本，並將 USR 辦公室改隸屬於校長室，以利業務之推動。本校長期重視地方

需求之研究發展，連結外部資源協助在地永續發展除與現有 86 家地方企業緊密合作外，

研發團隊參與產官學民策略聯盟，例如臺灣綠色科技產業聯盟、亞太 ESG 行動聯盟等，爭

取外部資源協助，聚焦於永續發展 ESG 議題相關課程與活動，並推動師生社會創新，培育

具有永續發展 ESG 技能的綠領人才。 

｢深耕產學鏈結特色｣透過產學實務連結之深化，持續營造校園親產學環境，貼近產業

實況，積極投入相關淨零碳排為主題的綠能、儲能新技術研發、電動車技術研發、民生產

品研發等，更逐年增加「5+2」創新產業、「AI 人工智慧」、「ESG 永續規劃」及「元宇宙-

NFT 與商業應用」創新產業學分學程修課人數，強化學生資通訊應用能力及產學共同培育

優質人才，以產業及問題導向學習模式，強化實務能力，增強學生學以致用及解決問題之

能力，以縮短學用落差。 

｢提升高教公共量能｣賡續協助經濟不利學生安心就學及建立外部募款機制，透過建構

校務研究(IR)即時資訊分析預警模組啟動教學助理及同學之間作伙來學習之補救機制，以

落實對經濟不利學生的學習歷程關懷與照顧，並結合輔導機制，輔予補救教學或就業輔導，

募款基金將作為學生學習助學金及專業證照考照補助經費；建立「一站式原資中心資源平

臺」，提升原住民族教學及學生學習環。每年執行全校各系「教學品質保證制度」，持續檢

核、修正改善，以確保學生之學習成效，並藉由校務研究教學品質保證與校園資訊公開等，

打造本校為一所開放式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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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計畫二：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計畫主持人：USR 王平 主任  

分項計畫一：創新博雅精進教學                 計畫主持人：陳龍泉 公共事務副校長 
 

(二)推動架構 

本校推動架構在於強化產學實務鏈結，各系均設置專業學程或課程模組，成立相關特

色研究中心，培養學生具備就業技能與繼續深造理論，並藉由「跨院系整合專案」、「產業

學院」、「就業學程」與「三創教學」等計畫的實作演練與技術培養，讓學生具備扎實的專

業技能 
 

 

 (一)計畫目標 

本校課程已因應邊緣運算（Edge AI）、元宇宙、NFT、雲端網路等尖端科技基礎架構

推動程式設計課程加強學生邏輯運算思維，除持續滾動調整教學創新精進制度與硬體環境

更新，藉由職場導向課程設計，數位課程開發、創新教學模式、提升教師創新教學策略能

力執行跨領域學分學程、輔系、雙主修、數位科技微學程、技優領航計畫、下世代人才培

育試辦課程革新計畫及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等，全方位精進教學創新，並由學生專業技術能

力提升、教師教學策略提升、學生跨域學習能力提升、學生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能力提升、

學生中文閱讀能力提升、學生外語能力提升、優化師資質量及改善生師比、以及提升教師

實務能力等構面著手，以達教學創新精進，提升學生關鍵能力之目標外，在厚植學生基礎

能力上第二期持續強化通識及專業課程整合、建構跨域學習環境、培養學生關鍵基礎能力

及多元語文溝通能力。透過「崑山科技大學數位科技微學程推動委員會」，已推動全校「數

位科技微學程」，將賡續訂定系列微學分、模組課程、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推動、教師遴選

及學習成效檢核，在STEM領域課程、中文能力閱讀寫作能力、專業英文能力等以多元數

位科技課程模式進行教學教法、教材等全面PBL導向學習，除持續培育學生數位創新跨域

的核心能力外並擴增培育具備資通訊數位能力的跨領域人才鏈結業界技術能量提高學生

就業競爭力。透過「類產線環境工廠」、「跨域實作場域」及校外實習課程，作為學生實習

實作場域外，聘任國際技能競賽獲獎之選手擔任教學或指導人員，全面提升教師實務能力。

藉此機制培育具備專業實務技術能力及能因應知識與產業快速變遷的優質跨領域人才，以

達計畫目標。持續深化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為學校特色指標，以第二階段計畫強

調課程教材數位學習傳播過程的優化程序，鼓勵教師優化課程教學模式，同時使得數位科

技微學程的推行更落實，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感到有感。 

 

 

 (一)計畫目標 

計畫以17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將善盡社會責任列入校務發展基幹重點項

目。第一期計畫除完成預定目標外，執行成果已深化本校永續在地學生思考、翻轉並解決

在地年輕人流失問題，進而回流及留在當地創業青年人，如萌芽型團隊及USR Hub團隊已

有3位畢業生(HUB團隊工院梅園、商院龍崎)回鄉創業經營，落實青年根留在地及提升地方

經濟。第二期計畫將深化SDGs議題並扣合中長期校務發展規畫並連結外部資源協助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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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計畫三：深耕產學鏈結特色                         計畫主持人：侯順雄 研發長 

分項計畫四：提升高教公共量能                        計畫主持人：楊泰和 學務長 

精進校務研究驗證                                 計畫主持人：鐘俊顏 行政副校長                   

永續發展作為計畫目標，融入校務治理推動以永續環境、在地產業社區需求及培育在地就

業人才為本，連結外部資源協助在地永續發展並參與產官學民策略聯盟，例如臺灣綠色科

技產業聯盟、亞太ESG行動聯盟等，爭取外部資源協助，聚焦於永續發展ESG議題相關課

程與活動，引導學生以在地需求問題為導向，促進在地永續發展、人文關懷與協助解決區

域經濟發展、在地青年創業、文化保存等問題並推動師生社會創新，培育具有永續發展ESG

技能的綠領人才。 

 

 

(一)計畫目標： 

技職教育之發展重點為產學合作、人才培育及技術研發。科技大學之教育目標在於務

實致用，其兩大核心為實務人才培育和產學研發。因此，培養三項特質：1.具備與一般大

學明顯不同之實務與應用特色。2.於人才培育與研發技術移轉皆與產業有緊密結合。3.進行

長期性產學共同培育人才、研發布局及成果推廣，帶動人力及智財加值。計畫目標為透過

產學實務連結之深化，持續營造校園親產學環境，貼近產業實況，產學共同培育優質人才，

以學生為主體之教學創新，以產業及問題導向學習模式，強化實務能力，增進學生學以致

用及解決問題之能力，以縮短學用落差。持續努力加值產學研發成果與區域產業連結，提

升學校產學合作應用研發及專利技轉加值能力，深化師生創新創業，體現技職教育價值，

促進新技術及新興產業的發展，提升我國產業發展及升級。 

 

 

(一) 計畫目標 

本分項計畫目標執行策略面向，藉由協助經濟不利學生多元扶助就學及建立外部募款

機制，建構學生學習輔導及陪伴機制，以落實對學生的學習歷程關懷與照顧，提升其就學

穩定度(如到課、休退率與畢業率)並促成其成績進步或達成其他績效(如語言能力及國考率

等進步)，建立永續性助學專款機制以有效促進社會流動；健全私校治理、促進學生校務參

與及強化教師權益保障，並建構校務資訊公開制度並逐年提高辦學資訊公開程度，繼續貫

徹本校資訊公開透明的思維方向；建立「一站式原資中心資源平臺」，提升原住民族教學及

學生學習環境，定期召開諮詢委員會議及校內跨單位合作機制會議，辦理原民生輔導及全

民原教相關活動、研習或課程，有系統且均衡的辦理各輔導活動，落實多類型的全民原教

推廣；最後藉由校務研究即時資訊分析預警模組啟動教學助理及同學之間作伙來學習之補

救機制，與鄰近策略聯盟學校協同教學或合作辦理教師研習，並藉由與市府協辦技職博覽

會來增進學生生涯試探及覺察的機會致力往「好就業、就好業」的相標邁進。 

 

 

(一) 計畫推動目標及策略 

    本計畫以分項關鍵指標的 IR 分析為論述基礎，驗證計畫推動前後產生之提升或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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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將以實證方式確保檢討改善本校執行四大面向計畫，能以滾動式修正即時反應在關

鍵績效指標上，讓計畫推動前後關鍵績效指標提升的情況相呼應，並將分析結果如實反映

指標達成情形於本校KSU-IR戰情監控紅綠燈管理平台，所有警示訊息將透過崑大智慧雲，

依不同授權層級發送至教學及業管單位作為提升教與學、研究、社會責任、公共性、產學

連結、推動數位轉型與發展韌性校園等參酌。 

 

二、各年關鍵績效指標與管考機制 

本校 111 年度部定指標計有 20 項，達成率為 100%，自訂績效(含關鍵)指標計 108 項，

達成率為 100%(請見附表 1 及附表 2)。112-116 年度為持續推動高教深耕計畫主冊共同性

關鍵績效指標推行項目，以四個分項計畫 16 個子計畫執行。依據「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

工作委員會設置辦法」，由校長每個月固定主持召開執行工作委員會，並適時邀請校外諮詢

專家學者給予意見回饋



 

資安專章-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