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同仁大家好: 

新學年度已開始，先祝福大家開學一切順利，身體健康。本年度新生報到基本上已結束，雖

然較上年度稍為減少，但能有 95.4%的報到率，端賴各位同仁的努力爭取，特此感謝。 

暑假期間，校務推動的步伐並未減緩，我們召開了多元升等制度改革的討論會，也進行了部分

一級主管的調整。為了因應未來少子化的衝擊，教務處及研發處擬具了相關改革措施，希望無論在

教學及研究發展上，都能朝向更具特色的目標邁進。這些校務改革，不僅涉及教師升等、未來教學

研究的推展，更攸關東華是否能積極轉型，建立自己的特色與價值，至關重要。 

我曾一再呼籲並提醒大家，近年來，在國際化、少子化的影響下，國內高等教育面臨了相當大

的衝擊。如何提升行政效率、開源節流及追求校務永續發展，是我們必須積極面對的議題。針對高

等教育的創新轉型，最近教育部及科技部相繼提出高等教育資源重整及多元發展經營等新措施，尤

其強調，希望高等教育能與地方治理相結合，要各大學能建立其特色。針對此一方向，東華有極深

厚的基礎。因此，我們若能掌握機會，突顯我們的教學專業與研發特色，必能建立我們的優勢。 

8 月 12 日，行政部門召開了多元升等制度討論會，由副校長翁明壽教授主持，針對教師會所

提出的改革方案，集思廣益。事實上，教師會經過長期的研商討論，已經具體提出本校教師升等制

度的幾個改革方向，包括：多元升等制度結合升等限額制、取消限期升等條款、教師評鑑往考績制

度方向改革、院教評會擔負主要責任與功能等等。學期開始後，我們將持續舉辦一系列的全校討論

會，希望全校教師都有機會參與討論，形成具體共識，期盼這項升等制度的重大改革，能夠近期內

順利推動完成。 

教務處為因應少子化的衝擊，對學校與系所經營上形成更嚴峻的挑戰，未來無論在招生策略與

服務、學生休、退學預警機制的輔導，或系所特色的形塑或轉型上，將採取更積極、主動的作為。

教務處會在學期初舉行的教務會議，提供近年全國各系所錄取排序、註冊率、休退學率及學校的財

務收支等資料，提醒系所應全面動員積極尋找策略，穩住生源，並打破本位主義，釋出師資支援通

識課程或他系開課，以降低編制外人事成本。另外，教務處也正規畫如何擴大開設推廣課程、爭取

大型教學卓越計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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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是學校的主體，而人才培育更是大學最重要的核心任務，學校對於招生、休退學追蹤、學

習過程中之預警、學習成效、到學用落差之弭平與職涯發展，應該建立一套完整的教學制度，才能

真正邁向教學卓越。因此，這次教務處提供相關具體資料，將有利於各系所看出招生問題與利基，

學生的學習狀態以及所面臨的問題等，作為進一步改進課程及教學的重要參考。 

研發處也針對東華如何更具特色化，提出具體作法: 一方面，建議規劃修正「國立東華大學教

師評鑑辦法」，增列多元評鑑條款，加入教學與服務績優項目，同時考慮放寬評鑑年限，將本校目

前三年一評，改為五年評鑑一次的原則。另一方面，同時修正「國立東華大學講座設置辦法」名稱

與條文，更改為「國立東華大學講座及特聘教授設置辦法」，將特聘教授法制化、多元化，分別設

立研究、教學與服務特聘教授，並明文規範特聘教授的資格、聘任、審議與獎勵模式。 

在教師獎勵部分，研發處希望提高「延攬及留任國內外頂尖人才學術獎勵金」的補助名額，並

建議恢復教學優良教師獎金，以及增設優良導師及優良服務教師的獎勵，以具體鼓勵研究、教學與

服務的多元發展。而在研究成果與產業發展的連結部分，研發處除了持續建構本校學術人才資料

庫，強化研究社群，並將協調校內社會實踐、創新、創業計畫，舉辦就業推廣相關活動，促進產學

合作，以及將推廣教育與創新研究園區之營運導入利潤中心制。 

為解決東華當前所面臨的問題，我們需要持續的改革策略，我非常感謝過去主管與同仁們的努

力，以及新任主管們的積極規劃。然而，這些改革策略的擬定與推動，絕對不單單只是行政部門的

責任，與校內所有成員均息息相關。因此，我們必須努力合作溝通，才是推動校務改革得以成功的

必要條件。 

我一直堅信，東華雖然地處花蓮偏鄉，但如果能持續推動校務改革，結合在地發展，將我們的

特色與價值突顯出來，照樣可以化劣勢為優勢，成為一流大學，扭轉教育資源的城鄉落差。適值新

學年度開學之際，祝大家一切順心如意，也讓我們一起繼續努力，為東華開創更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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