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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 
102 年度下半年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申復單位：明道大學企業高階管理碩士班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待改善事項 2： 
該班對學生宣導教育目標與核

心能力之機制執行成效不夠落

實。學生對於上述二者的認知

與瞭解平均分數分別為 3.46 與

3.52（5 等級量表），尚有加強

空間。 
 

感謝委員指教。 
1. 第一階段採間接式宣導，例如：

DM、網頁等等，學生的認知平

均分數不夠高（教育目標：3.46，
核心能力：3.52），所以第二階段

的策略為直接式宣傳，例如：每

學期初舉辦課程地圖研習會、論

文指導教授於討論論文時解說

其意義；宣傳機制與改善策略如

評鑑計畫書第 20 頁所示的圖 3.
核心能力宣導機制架構與第 24
頁的問題與困難以及改善策略。

請參見附件 1-1。 
2. 第 一 次 待 釐 清 問 題 回 覆 書

（102/11/15）第 2~3 頁的編碼 1-4

接受申復意見。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原待改善事項

予以刪除；原建議事項移至針對未來

發展之參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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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題回覆：這學期期中再次施測

時，分數已經明顯提升：教育目

標 4.55 分，核心能力為 4.48 分

（請參見卷宗佐證資料 1-3-6）。
請參見附件 1-2。 

3. EMBA 學生皆為社會人士，採用

間接方式宣傳較無顯著成果，但

改採直接宣傳方式之後，教育目

標與核心能力認知度明顯提升。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待改善事項 3： 
該班之教育目標為「培育菁英

型綠領經營管理人才」，其中

「綠領」乃承自「綠能、有機、

健康產學型大學」之學校定

位，與院教育目標「永續企業、

樂活人生」而來。然「綠領」

之特點未呈現於該班之核心能

力與課程設計中。 

感謝委員指教。 
1. 評鑑計畫書第 21~22 頁的表十一

核心能力與對應課程的核心能

力 D.國際化視野、觀察與判斷能

力中的核心能力達成的績效指

標，第 1 項達成指標為：能瞭解

綠色產業發展趨勢，同時，對應

課程為作業生產與管理，並當成

主軸課程，介紹在地企業與綠色

產業間的關連（見佐證 1-1-2b），
評鑑計畫書第 14 頁提到。 

維持部分訪評意見。 

理由：該班雖有「生產策略與管理」

為主軸課程，並開設「產業投資與創

業分析」課程，惟仍不足以強調其「培

育菁英型綠領經營管理人才」之教育

目標。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 

待改善事項：該班之教育目標為「培

育菁英型綠領經營管理人才」……然

該班之「綠領」相關課程較為不足。 

建議事項：可增開與「綠能、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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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請參見附件 2-1。 
2. 第 一 次 待 釐 清 問 題 回 覆 書

（102/11/15）第 8~9 頁的編碼

4-10 題回覆：為了達到綠領人才

的培育，本班以「生產策略與管

理」作為主軸課程，介紹綠色能

源與健康茶業，並專編教材（請

參見卷宗夾佐證資料 1-1-2b），以

及「產業投資與創業分析」課程

融入綠色議題（請參見卷宗夾佐

證資料 1-1-2b）。請參見附件

2-2。 

健康」直接相關產業經營管理之課

程，或在「生產策略與管理」與「產

業投資與創業分析」外之現有課程中

融入「綠能、有機、健康」產業經營

管理的內容，以發展該班特色。 

教師教學與學

習評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待改善事項 1： 
該班具副教授以上之師資僅有

3 名，多數教師之資歷及實務經

驗較淺，且缺乏教師專業成長

活動，對於從事企業高階管理

碩士班之教學能力較為不足。

感謝委員指教。 
評鑑計畫書第 26~27 頁（請參見附件

3-1）的表十二 96 至 101 學年度本班

支援專、兼任師資人數，96~101 學

年度專任副教授的支援人數為 3~4
名（楊士慶、朱卓梁、盧建旭與林原

勗；視當時授課科目安排教師），同

時，兼任教師有一位陳明德講座教授

維持部分訪評意見。 

理由：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該班具

副教授以上之師資僅有 3 名」所指副

教授為專任副教授，故修改實地訪評

報告書使其更符合實地訪評小組原

義。另，依據申復單位提供之申復意

見書佐證資料附件 3-2，該班 99 至

101學年度之專任副教授以上師資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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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師資名冊請參見附件 3-2）。 為 3 位。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該班具副教授

以上之實際授課專任師資僅有 3 名。 

畢業生表現與

整體自我改善

機制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待改善事項 1： 
軍公教學生較缺乏企業實務經

驗，針對其能力需求與學習成

效，該班尚缺乏有系統地分

析、檢討、評估及課程修正。

感謝委員指教。 
1. 軍公教人員有增加的趨勢，因此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修改課程

架構，評鑑計畫書第 47 頁提到，

101 學年度前，本班必修 30 學

分、選修 6 學分；102 學年度開

始，畢業學分中包括 21 學分的

必修和 15 學分的選修課程，必

修課程領域 7 門包含：生產、行

銷、人資、研發、財務、策略管

理以及全球發展，選修課程領域

9 門，包含：經營管理、組織發

展、溝通與談判、關係管理、企

業家精神、產業分析以及法律議

題。 
請參見附件 4-1。 

2. 102 學年度的課程架構考慮到軍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申復意見說明所列之課程並非

針對軍公教人員之能力需求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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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公教人員經營管理能力的培

養，因此，修定為基礎能力必修

的 7 門（21 學分）與興趣選修的

9 門（15 學分）進階課程。請

參見附件 4-2。 
3. 考量軍公教人員的學習成效以

及管理人才培養時該有的課程

設計，生產策略與管理（產）、

行銷策略與管理（銷）、人力資

源管理（人）、科技管理（發）、

財務管理（財）與經營策略與管

理（綜合應用）的基本管理知

識，以及全球經濟發展專題研討

（本班培養學生國際化能力的

主軸課程），作為必修課程設

計，同時，依必修課所衍生出來

的選修課程設計，例如：組織發

展與領導、溝通與談判、顧客關

係管理、產業投資與創業分析、

企業家精神與企業倫理、公司治

理與企業發展等，則讓不同發展



 

受評班制：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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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方向的學生依興趣去選修；亦

即，該學程的設計是考量學生基

本管理能力、本班核心能力以及

學生多元性而設計的架構。 

畢業生表現與

整體自我改善

機制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待改善事項 2： 
由 101 學年度雇主針對核心能

力認知重要度與對畢業生認知

表現度調查顯示，針對「國際

化視野、觀察與判斷力」該項

核心能力提出之 3 個題項，重

要度與表現度的分數差距達

0.4，為 4 類核心能力中差距最

高者。顯示對如何培養該項核

心能力尚缺良好的課程訓練與

課外活動，尚有改善空間。 

感謝委員指教。 
1. 評鑑計畫書第 57 頁提到，核心

能力 D1、D2 與 D3：國際化視

野、觀察與判斷能力，僱主對畢

業生的該項核心能力預期與實

際表現有落差；經過檢覈之後的

回饋可以作課程活動的相關修

正。經過課程盤點，與核心能力

相關的修正活動如表三十。 
請參見附件 5-1。 
2. 為落實該能力，101 學期末進行

國際企業參訪，並於實地訪評待

釐清問題及回覆說明的第 9 頁之

3.學生出國企業參訪之相關規定

（含時程、回國報告、上課討論

等）為何?做了如下的回覆： 

接受申復意見。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原待改善事項

與相對應之建議事項合併改寫，並移

至針對未來發展之參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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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1） 請參閱本所 102 學年度第

二學期「全球經濟發展專

題研討」課程出國核備及

規劃簽呈。（參考資料

3-3-1） 
請參見附件 5-2-1。 

（2） 請參閱國際企業參訪計

畫。（參考資料 3-3-2） 
請參見附件 5-2-2。 

註：評鑑委員接受申復之修正意見，本會已直接在實地訪評報告書中進行文字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