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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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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企業管理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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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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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企業管理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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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1. 該系未依學士班、進修學士

班及大學二年制在職專班

各班制之設立目的、特色及

發展方向，擬定各班制之教

育目標與核心能力。 

1.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 
2. 本系各班制所訂之核心能力雖

相同，但不同班制之核心能力總

指標配當比例是不同的，且同一

課程在不同班制之授課方式亦

根據學生需求而不同。 
3. 以上說明，敬請卓裁！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實地訪評委員主要意旨為學士

班、進修學士班及大學二年制在職專

班之設立目的、特色及發展方向不

同，各班制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內

容宜有所差異。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2. 該系以培養學生具有企業

管理知識與技能，成為理論

與實務兼具之優秀企業管

理人才為目標，惟現有之畢

業門檻（如 TQC 專業證照）

乃校級之規定，尚未針對該

系專業能力訂定評定標

1.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 
2. 本系將必修課程【畢業專題】設

定為畢業門檻，學生須具備整合

能力、溝通能力才能完成，所以

畢業專題可以評定核心能力是

否達成。此外，各年級課程亦輔

導學生考取企管相關證照，如企

業管理、國際行銷，兩岸經貿等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該系訂定之七大核心能力，非

「畢業專題」1 門必修課程所能達

成；此外，該系雖輔導學生報考證

照，但未要求所有學生均須報考，且

未針對該系畢業時需具備之專業能

力（如財務管理與投資分析能力、行

銷企劃與業務能力等）訂定評核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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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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難以確保其核心能力之

達成。 
證照。 

3. 以上說明，敬請卓裁！ 
準，難以確保其核心能力之達成。 

學生、學習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學士班部分】 
2. 學士班共有 20 多位外籍學

生，然該系入學資格中並未

訂定中文能力之最低門

檻，外籍學生中文能力普遍

不佳，影響其學習成效。 

1.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 
2. 本校華語中心大一外籍新生已

定門檻，且已為外籍生辦理補救

教學。 
3. 以上說明，敬請卓裁！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該系申復僅提供補救教學相關

輔導資料，並未提供外籍學生入學資

格之中文能力最低門檻資料。為確保

外籍學生學習成效及教師教學品

質，宜訂定中文能力之入學門檻。 

研究、服務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學士班部分】 
1. 該校定位為教學型大學，且

該系以培育學生具有企業

管理知識與技能為教育目

標，但該系學士班關於實務

問題解決之專題研究偏少。

1.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 
2. 本系日間部學士班於 101-103 學

年度間共完成 15 篇專題研究，

相關成果請見本系自我評鑑報

告 60-61 頁，所列專題均為實務

性專題，多為利用統計軟體針對

多種企業體（如：賣場、便利商

店、連鎖飲料店、保險公司、派

遣公司等）之行銷策略、顧客滿

意度或品牌形象與購買行為等

議題進行分析，不僅研究主題與

當前產業發展緊密結合，提供學

維持部分訪評意見。 

理由：實地訪評委員之意見，主要係

指專題研究較缺乏作業性問題之解

決，故修改部分文字以更貼近原意。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 

待改善事項： 

該校定位為教學型大學，且該系以培

育學生具有企業管理知識與技能為

教育目標，但該系學士班關於作業性

問題解決之專題研究偏少。 

建議事項： 

宜引導學生進行解決作業性問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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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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將統計學、行銷學與個案研究

等課程知識進一步實務分析演

練的機會，有助於其瞭解產業問

題，並訓練其解決問題之能力。

3. 以上說明，敬請卓裁！ 

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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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