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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共同部分】 

該校為星雲大師創辦之佛教大學，在校園內處處感受佛學教化，

時時浸潤智慧中流，師生常年身處期間，形成相互關懷、相互尊重之

生命共同體，此一校園文化，實為其他大學所罕見，頗值得推廣。 

該校地處偏遠，原為地緣劣勢，然該校不惜斥資提供教師住宿之

方便、學生住校之可能，從而造就師生願意留校、戀校、愛校之風氣，

形成師生融合、師生互勉之難得氛圍，對學生之成長提供無可取代之

環境。 

該系係由「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轉型而來，於 103 學年度完成

亞太研究所、歐洲研究所及公共政策研究所三所之整併，更名為一系

三所之「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該系領域多元，師資專長可以互補，

不斷回應市場需求，適時調整策略，是以該系在招生方面呈現逆勢成

長，在教師研究方面亦普遍有所提升，實屬不易。 

該系將國際事務與企業應用知識整合於同一學系中，考慮學生之

求職就業需要，於課程設計中列入國際財經與貿易、國際政治經濟學

等相關課程，用以區隔管理學院課程，以強化學生就業競爭力，不失

為一大創新之嘗試，經與畢業系友訪談，亦多表贊同。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 該系學士班三項教育目標與 3 個碩士班，除學科之外，幾乎

完全一致。 

2. 在核心能力部分，未區分各班制之核心能力，以相同之核心

能力同時培養學士生與碩士生，似不完全符合分班分級教育

之原則。 

3. 該系一系三所名稱互異且發展多元，若未能完善整合，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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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有發展難以聚焦之疑慮。 

【學士班部分】 

1. 該系每學期僅固定開設 2 門英語課程，作法上比較消極，難

以提升學生英語能力。 

2. 各課程中對網路的使用，雖已大量使用線上教學，然並未引

導學生利用雲端相關課程豐富學習知識。 

3. 在國際事務課程方面，未見國際組織和 INGO 之相關課程，

恐未符合全球化發展之趨勢；在大陸事務課程方面，未見中

國大陸國家治理理論相關課程，恐不易使學生瞭解中國大陸

發展之全貌；在公共事務課程方面，未見地方治理、社區營

造、議會民意相關課程，恐無法使學生全面理解公共政策之

制定；在企業實務方面，未開設管理概念相關課程，恐無法

提供學生瞭解企業實務之梗概。 

【亞太研究碩士班部分】 

1. 亞太研究碩士班課程相對豐富，惟東南亞的課程十分欠缺，

亦未符合未來全球經濟發展走勢。 

（三）建議事項 

【共同部分】 

1. 宜區分各班制之教育目標，以滿足不同班制之通才與專才之

定位。 

2. 宜針對各班制訂定不同之核心能力，以符合分班分級教育之

原則。 

3. 宜調整課程架構研擬跨領域核心課程，並兼顧學生畢業職場

需求設定若干實用課程，以強化一系三所課程整合之效益。 

【學士班部分】 

1. 宜利用該系外籍生與本地生之語言交流，擴大學習環境，創

造學習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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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宜適時在課程中增加雲端課程，以擴大學生學習視野。 

3. 宜適時開設各領域相關課程或專題，以紮實學生基礎之學識。 

【亞太研究碩士班部分】 

1. 宜開設有關東南亞之專題研究，以利學生掌握未來全球經濟

發展走勢。 

 
二、教師、教學與支持系統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共同部分】 

101 至 103 學年度，該系共計專任教師 16 名、外籍客座教授 1

名及兼任教師 8 名，教師數量充足；專任教師專長涵蓋國際事務、大

陸事務、公共事務及企業實務四大領域，符合教學需求。 

該系教師重視學生反應與互動，於學期初授課前，充分與學生溝

通上課方式、課程內容及評量方式，且運用線上教學，並將課程大綱

上網。教學與學習評量能反映不同班制學生需求，該系各班制之學習

評量總平均達 4.68 分，高於全校總平均 4.46 分。學生反映教師於教

學表現上頗具正面，是一特色。該系每學期至少 4 門課聘請校外專業

人員協同授課，安排學生至外交部、陸委會、海基會及優質企業參訪，

學生得以培養大格局眼光，對於學生於職場展現正確態度，具有實質

意義與正面功能。 

該系教師踴躍參與校方辦理之專業成長工作坊達 154 次，積極精

進教學方法，提升教學專業，是為該系經營特色。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 該系為一系三所，然僅 1 位行政人員負責相關行政事務，負

荷過重，影響系所事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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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事項 

【共同部分】 

1. 宜補充行政人力支援，以減輕行政人員之負擔。 

 
三、學生、學習與支持系統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共同部分】 

該系充分掌握各班制之學生背景，結合學生背景與教育目標以做

為規劃學生輔導之參考，同時配合校級招生計畫，積極與 156 所高中

職簽訂策略聯盟，推動「敦親睦鄰計畫」，拓展招生之來源。 

該校積極為師生建構良好的住校環境，新生一律住校，教師則多

數住校，師生互動密切、相處融洽，經與學生晤談，絕大多數學生都

能充分感受教師的關懷與用心，實為該系之顯著特色。 

該系透過始業輔導、導師制度、期初大會和系家族制，協助新生

入宿，並解決食衣住行等生活問題，另亦輔導新生進行選課，使其儘

快熟悉適應大學的生活。該系導師制度相當落實，利用關懷式點名制

度、授課教師 Office Hours、TA 教學輔導等方式，提升學生學習動能

與成效。 

該系建立良好的課外活動與生活學習支持系統，推動多元社團活

動、支持系學會運作，並鼓勵學生參與校內外各項競賽、國際學習活

動等，為學生建立良好課外活動、生活及職涯學習的支持系統，頗受

學生肯定。 

（二）待改善事項  

【學士班部分】 

1. 該系之主要教育目標為「培養國際事務人才」，然在海外活

動及語言要求方面，未能凸顯該系教育目標之特色，且其活

動形式以短期海外參訪為主，交流之深度與廣度仍有待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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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該系學生大多來自雲嘉南地區，學生來源有在地性，然在實

習方面亦多以在地企業為實習之場所，稍欠與國際企業接軌

機會，擬有再擴大之空間。 

3. 國家考試種類繁多，學生對公職考試不甚清楚，該系雖有辦

理公職讀書會，惟效果仍有限。 

【亞太研究碩士班、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部分】 

1. 據該系 102 至 103 學年度亞太研究碩士班與公共政策研究碩

士班之學生畢業論文，多數論文明顯與其班制定位、教育目

標及核心能力之關聯性較為薄弱。 

【亞太研究碩士班、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歐洲研究碩士班部分】 

1. 亞太研究與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因多屬在職生，上課時間一

致、互動較佳，但歐洲研究碩士班與該兩班制之互動明顯不

足。 

（三）建議事項 

【學士班部分】 

1. 宜加強學生國際語言學習，並強化海外學習活動，以提升學

生未來職場之競爭力。 

2. 宜適當規劃將校外參訪與實習安排在地企業外，亦可進一步

拓展至境外企業（含臺商），並與其建立更為緊密之產學合

作關係。 

3. 宜設立國家考試宣導或輔導機制，加強宣導與輔導學生積極

報考各類國家考試，並邀請年輕公務員與學生分享考試心得。 

【亞太研究碩士班、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部分】 

1. 宜協助亞太研究碩士班、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之學生選擇與

亞太區域研究及公共政策有關之題目，以符合其設立之宗旨。 

【亞太研究碩士班、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歐洲研究碩士班部分】 

1. 宜以讀書會、學術研討會、課程設計或其他方式，加強 3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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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間知識與研究經驗之交流，以凝聚師生情感與強化研究實

力。 

 

四、研究、服務與支持系統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共同部分】 

101 至 103 學年度，統計該系教師研究成果，在數量上為 SSCI

期刊論文 3 篇與 TSSCI 期刊論文 12 篇，其他經審查期刊論文 43 篇、

專書 7 冊、專書論文 36 篇、會議論文 115 篇及科技部研究計畫 12 件。

大部分論文為教師單獨發表及教師共同發表，教師與碩士生共同發表

之比例較低，顯現該系教師獨立研究的能量甚高，堪值得稱許。整體

而言，該系的研究能量應屬良好。 

學士班學生在 101至 103 學年度各學科總共提出 442 篇的學期報

告，甚為豐富。另外，該系從 103 學年度起推動證照考試的輔導與鼓

勵，有利於畢業生快速投入職場，值得讚許及推廣。 

碩士班學生參與該系研討會，101 至 103 學年度研討會論文 5 篇

與期刊論文 4 篇。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 該系各獨立領域所做的研究內容，其發展未盡平衡，其研究

偏重在中國研究、俄羅斯研究及國際關係領域（包括歐盟及

亞太區域），相對在企業領域及公共政策領域方面較為薄弱，

且整合型研究未見突出。 

2. 該系自我評鑑報告及附件已呈現教師研究論文的數量及題

目，但未能顯示研究表現與班制定位、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

之間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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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班部分】 

1. 學士班學生學期報告的題目選擇未能聚焦，缺乏創意，對未

來職場競爭力幫助有限。 

【亞太研究碩士班、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歐洲研究碩士班部分】 

1. 該系積極辦理各種學術研討會，101 至 103 學年度共辦理 30

場學術研討會及座談會，其中僅有碩士生論文大綱發表，顯

示學生參與該系學術活動有待擴大。 

（三）建議事項 

【共同部分】 

1. 宜透過學術平台（讀書會、工作坊或小型研討會）進行跨領

域的學術整合，譬如歐盟企業經營型態之研究、中國企業跨

國化之經營模式、歐盟與亞太區域企業經營模式之比較、歐

盟與亞太區域社會福利政策之比較等。 

2. 宜具體呈現教師研究成果與班制定位、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

之間的關聯性。 

【學士班部分】 

1. 授課教師宜依學士班學生應具備之能力輔導其撰寫相關題目

及內容，並訓練其基本的思考能力及表達能力。 

【亞太研究碩士班、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歐洲研究碩士班部分】 

1. 宜設置適當機制，鼓勵學生嘗試發表相關學術論文，或在研

討會中另開闢學生場次，使學生也有實際參與學術研討或論

文發表之機會。 

 
五、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共同部分】 

該系從「國際關係學系」創系開始，至今組織運作與課程架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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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完善。自 101 學年度以來，落實學用合一政策，強調課程與業界結

合，經常整合內外部專家意見，尤其綜合家長、企業等互動關係人及

歷次評鑑委員之意見，進行 SWOT 分析並努力自我調整，至今辦學

與招生皆已脫胎換骨，103 及 104 學年度之新生報到率與入學成績大

幅度提升可具體反映其努力之成效。 

該系系務會議、課程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及系所評鑑委員會

共同構成自我審查機制，能整合教師、學生及畢業生之意見，訂定「更

改系名」、「調整課程架構、增加實務課程」、「培養學生跨領域能力」、

「提升學生國際移動能力」、「與業界合作，推動多元實習制度」與「認

養高中、強化招生宣傳工作」等六項改善及發展策略，績效彰顯。 

該系於接受第一週期系所評鑑及 2 次自我評鑑後，即根據相關評

鑑結果與評鑑委員意見，擬定自我改善計畫，落實自我改善措施，以

因應各種挑戰，令人耳目一新。經與學生晤談及問卷得知，學生對該

系非常有認同感，師生關係緊密，無論是課程設計、教師教學及行政

服務等，學生滿意度甚高，顯示自我改善機制完善。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 該系之改善策略與作法，於系務會議定案前曾徵求學生代表

意見，獲得學生代表之認同，惟若學生代表未列席或未出席

系務會議，系務會議獲取學生群體意見的功能不甚明確。 

2. 該系自我分析與檢討機制係以一系三所整體方式進行，惟學

士班與 3 個碩士班的性質各異，未能區隔自我分析與檢討機

制。 

3. 該系對學生未來就業及職涯規劃雖有輔導，然仍有部分學生

對於未來的就業方向不甚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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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事項 

【共同部分】 

1. 宜強化學生代表參與系務，以利參酌學生代表意見，據以推

動與改善系務。 

2. 學士班與 3 個碩士班之自我分析與檢討機制宜分開進行，以

利針對不同班制之需求進行改善。 

3. 宜適當進行自我分析與檢討，辦理相關職涯發展講座與輔

導，以使學生對未來方向能更加明確。 

 
 
註：本報告書係經實地訪評小組、認可初審小組會議及認可審議委員

會審議修正後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