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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教
育部自92年起陸續推動多項

競爭型經費計畫，例如邁向

頂尖大學計畫、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推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並輔以

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區域產學合作中

心、教學增能計畫及創新轉型計畫等，希冀協助

各大學建立自我定位、提升品質及發展特色。

惟前揭計畫均以學校為核心，為著重學校應以

學生學習為主體，教育部爰以「迎向未來」、

「連結在地」、「接軌國際」為主軸，以「發展

大學多元特色，培育新世代優質人才」為願景，

自107年起推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以下簡稱深

耕計畫），並以5年為一週期，從107年1月起至

111年12月止，分為第一部分「全面性提升大學

品質及促進高教多元發展」：維護學生平等受教

權，以及第二部分「協助大學追求國際一流地位

及發展研究中心」：強化國家國際競爭力。

深耕計畫架構

高教深耕計畫第一部分以教學為核心、學生為

主體，引導學校提升學生基礎能力及就業競爭

力，並協助學校強化在地連結與弱勢學生輔導，

包含主冊計畫、附冊計畫（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附錄計畫（完善就學協助機制），109年度新增

圖一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願景及未來圖像

附錄計畫2（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第二部

分則以協助具有多面向國際競爭力之綜合性大學

及具有特色領域國際競爭力之大學，在優勢領域

建立卓越特色與全球領先地位，使學術研究發展

接軌國際並提升整體國際競爭力，包含全校型計

畫、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畫。

第一部分：計畫目標及重點內涵

為協助大學配合社會趨勢及產業需求進行教學

方法之創新，引發學生學習熱情，提升自主學習

能力，進而發展大學多元特色，培育新世代優質

人才，其中主冊計畫係以各大學中長程校務規劃為

主體，宏觀訂定「落實教學創新」、「提升高教公

共性」、「發展學校特色」及「善盡社會責任」等四

大目標，茲將各目標之重點內涵分別敘明如下。

（一）落實教學創新

以學生為主體進行教學翻轉，讓學生具備思考

及行動之能力，通過學習者的自主探究和合作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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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讓學生以互動的模式，培養「自我學

習、終身學習」及「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

問題」的能力。鼓勵學校針對社會趨勢及產業需

求進行教學方法之創新，引發學生學習熱情，提

升自主學習能力，使學生在學期間即與社會及產

業接軌，具備面對未來及問題解決的能力。

（二）提升高教公共性

為使社會大眾檢驗大學辦學成效，大學應建立

完善校務專業管理（IR）機制，強化自我課責及監

督，定期將辦學資訊公開。另為增強高等教育促進

階級流動之功能，大學應規劃完善經濟或文化不利

學生學習輔導及照顧機制，落實高等教育對其之扶

助。此外，配合彈性入學管道、師資培訓任用、課

程及教材改革等調整，建立完善的終身學習體系。

（三）發展學校特色

大學之特色應由大學自我定位，依其優勢重點

發展，逐步引導大學依本身特色發展。未來在高

等教育發展的過程中，整體高等教育的改變將淡

化各類型學校排名之刻板印象，以學校為主體協

助大學發展多元特色，創造高教永續優勢。

（四）善盡社會責任

大學的功能不僅為研究學術與培育人才，更以

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大

學在區域發展的過程中，應扮演更關鍵及重要的

地方智庫角色，對於在地的產業、社區文化、城市

與偏鄉等發展議題，投入學界能量深耕在地，發揮

大學價值，促進區域發展，並帶動價值創造。大學

生應參與在地連結，對在地區域發展能有更多貢

獻，藉由對區域發展的認同感，展現實踐行動。

至於由善盡社會責任面向出發的附冊計畫（大

學社會責任實踐），係以「在地連結」與「人才

培育」為核心，以人為本，從在地需求出發，並

透過人文關懷與協助解決區域問題之概念，善盡

社會責任。希望透過計畫，引導夥伴學校師生組

成計畫與執行團隊，在區域發展上扮演關鍵的地

方智庫角色，主動發掘在地需求、解決問題，透過

在地優勢分工合作，協助區域整合，帶動中小企業

及社區文化的創新發展；藉由學習的過程，也讓大

學生感受到「被社區需要」，凝聚對區域發展的認

同。本計畫未來需中央部會、地方政府、產業聚

落公協會、社區團體、大專校院共同合作，創造

符合在地城鄉、產業及文化發展的創新價值。

此外，從提升高教公共性角度開展的附錄計畫

（完善就學協助機制），透過「以學習取代工讀」

的輔導機制，使經濟及文化不利學生得以同時兼

顧課業與生活所需。因此，讓經濟及文化不利學

生可透過就學協助機制，增加進入公立大學機會

外，更可藉由學習助學金的輔導機制，不再因打

工而耽誤學習。

第二部分：計畫目標及重點內涵

第二部分「全球鏈結」（Global Taiwan）包含

「全校型計畫」及「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畫」，

以接軌國際及鏈結全球的理念、銳意革新和改變

現況的魄力，引領大學在全球化高度競爭的平台

上，為我國建立國際學術聲望和地位。

（一）全校型計畫

協助具有多面向國際競爭力之綜合性大學，提

升學術研究能量展現學術社群影響力、與國際知

名機構創新合作培育人才、營造國際化教研環境

吸引全球人才、引領關鍵研發成果帶動國家新興

產業發展、加強與國際知名大學合作解決全球面

對的困難與挑戰，進而提升整體國際競爭力。

（二）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畫

一般大學係強調專業領域學術研究成果之學術

價值，同時追求國際能見度及其影響力，技職校

院則著重透過實作找出解決問題之研究發展，著

重實作技能之展現，於國際具有高度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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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深耕計畫補助情形

（一）第一部分

1. 主冊計畫，總計核定補助153校，包含一般

大學71校及技專校院82校，藉以引導學校教

學創新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2. 附冊計畫（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總計核定

補助116校220件，包含一般大學52校102件

及技專校院64校118件，希冀促進學校對在

地區域的社會責任貢獻。

3. 附錄計畫1（完善就學協助機制），總計核

定補助150校，包含一般大學67校及技專校

院80校，據以強化弱勢學生輔導、引導學校

建立外部資源並促進社會階層流動。

4. 附錄計畫2（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自

109年度起新增，尚未公告審查及補助結果。

（二）第二部分

1. 全校型計畫，總計核定補助4校，包含國立交

通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及國立

臺灣大學，藉此補助引導具有多面向國際競

爭力之綜合性大學與國際接軌，並協助學校

追求國際一流地位；此外，亦協助校內具特色

且在ESI或QS等國際評比甚有優勢之領域╱學

院，提升國際人才培育之能量與能見度。

2. 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畫，總計核定補助24

校，包含一般大學16校51個研究中心及科

技大學8校14個研究中心，用以協助在特色

領域具有國際競爭力之大學依其優勢強化特

色，並發展卓越研究中心。

深耕計畫考評機制

5年期的深耕計畫採「2+3」兩階段期程，第

一階段為107至108年，第二階段為109至111年。

考評機制分為資訊公開、書面考評、簡報審查及

實地考評等方式進行，以檢視各校計畫推動及經

費執行的情形，分別說明如下。

1. 資訊公開：學校每年依實際執行情形，於教

育部所訂期限前，至相關網站或資料庫填寫

執行成效，並於學校網站中公開資訊。

2. 書面考評：每年進行書面考評，由教育部籌

組審查小組進行書面審查，成效不佳學校另

視需要安排至教育部簡報執行情形，提供改

進建議。

3. 簡報審查及實地訪視：為利各校進行長期規

劃及特色發展，簡報審查及實地訪視採「2+3」

方式進行，第一次規劃於109年3至5月間辦理，

第二次則預定於111年9至11月間辦理。

結語

107年啟動的深耕計畫，實為近期我國高等教

育政策的重大變革，除了試圖改善M型化高教現

象及強調多元績效指標，更加重視學生學習成

效、關懷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及提升大學社會

責任。各校執行計畫至今已邁向第3個年頭，正

式進入第二階段，多數學校在既有的基礎上，透

過計畫的推動重新檢視與建構學校發展的無限可

能，期許接下來能看到令人期待的教學創新與實

踐社會責任，以及我國高等教育的永續發展。

第二階段
（3年）

圖二 高教深耕計畫考評機制

年度 考評方式 核定期程

109預計110.04完成書面考評109年

108預計109.05完成
書面考評、簡報審查
、實地訪視

108年

書面考評 108.05完成核定 107107年

110預計111.02完成書面考評110年

111預計112.02完成
書面考評、簡報審查
、實地訪視

111年

第一階段
（2年）

資
訊
公
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