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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文商管教育認證組織

商管領域「替代碩士論文之『專業
實務報告』格式」討論會之結果

中
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以下簡稱管科會）

「華文商管教育認證組織（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Chinese Business Education, ACCBE）」

有鑒於教育部於108年8月已依新「學位授予法」規

定頒布「碩士論文以專業實務報告代替者應包括

之內容項目」，而近年來碩專班畢業生碩士學位寫

作論文之問題屢屢成為社會大眾關切之新聞焦點；

為協助各大學提高商管碩士學位的公信力，特別邀

集多位兼具產學兩界經驗的管理學界與業界之先

進，於109年12月10日舉行商管領域「替代碩士論文

之『專業實務報告』格式」討論會，希望能共同研

商出一套可替代碩士論文、又能維持其報告品質符

合碩論水準之「專業實務報告」寫作要求與內涵標

準格式，以確保國產商管碩士學位（MBA、EMBA）

之信譽。因適逢疫情期間，為減少與會者搭乘大眾

交通運輸工具與集會中之感染風險，本次會議特

以視訊方式舉行，由管科會ACCBE認證組織周逸

衡執行長（前國立中山大學副校長、國立嘉義大

學管理學院創院院長）擔任主持人，邀請國立政

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于卓民教授、南華大學吳萬

益副校長、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徐守德校長、明志

科技大學劉祖華校長、ACCBE認證組織蔡渭水副

執行長（前國立嘉義大學副校長）、國立高雄科

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謝致慧教授等6位學者

（依姓氏筆畫序），及身兼DBA畢業生與業界代表

角色之統茂旅館集團施瑞峰總經理與高雄醫學大

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黃明國副院長，共9位兼具豐

富實務經驗之管理教育界先進出席會議。另，國立

政治大學商學院MBA學程彭朱如主任、商業發展

研究院謝龍發院長、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海洋遊憩

系胡俊傑教授及飛牛牧場股份有限公司吳明哲總

經理等，雖因故不克出席會議，仍於會議前後提

供許多寶貴意見，共同為此事貢獻心力。

建議管理專業實務報告之基本格式

依 教 育 部108年8月 臺 教 高（ 二 ） 字 第

1080110022B號令「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

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論文認定準則」第十條第4

項中對「專業實務類」論文內容之規範，替代碩

士論文之專業實務報告應包括：「專業實務成果

理念與個案描述、學理基礎、方法技巧詮釋及分

析、成果貢獻及其他衍生性成就」，在參考現行

各類商業管理領域之「專業實務性論文」內容與

格式後，與會諸位先進反覆考慮如何適當兼顧管

理實務課題個案間之異質性與多樣性、以及管理

理論所具備之泛用性，並就「實際出手處理實務

課題」、「解析已發生之實際案例」與「多方分

析正在發生之課題並提出解方」等三類管理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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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論文，經過多次的修正與微調，提出「替代碩

士論文之『專業實務報告』格式」建議，茲以對

照教育部規定之方式列如表一。

有鑒於管理實務係以真正解決組織內之管理問

題為取向，故建議商業管理碩士之「管理專業實

務報告」最好以實際出手解決一個管理問題為宜

（包含營利事業組織及非營利事業組織的管理問

題），因此所建議的報告格式亦以「適用於『新』

的待決問題」為方向，如「OO公司的新產品或新

市場開發」、「OO商品的通路建立」等等。為避

免實務報告陷於大量文獻回顧與整理之學術泥

沼，我們建議理論的整理可僅限於「與建議方案

相關之理論」，甚至亦可用實務界之「經典作為」

來作「解決方案之推理基礎」，俾能符合管理領

域「從實際操作探索中歸納出理論」的學門特性。

管理專業實務報告衍生架構A

在實際教育的現場中，不一定每位研究生皆有

管道能找到適當的營利或非營利組織，願意把組織

內自己的管理問題毫無保留地交由碩士研究生「試

刀」，故亦不能排除以「已經發生的管理個案」作

為管理理論應用解析的「描述性」實務報告之選擇。

此類實務報告既然處理的是「已經發生的個案」，

則重點應放在「成敗關鍵因素之檢討與分析」

上，以尋求可以「概化應用」的可能，成為下一

步提升理論內涵或層次的基礎。因此我們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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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科會 教育部

商管領域「替代碩士論文之『專業實務報告』
格式」
建議架構（適用於新的待決問題）

「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
件及代替碩士博士論文認定準則」
第十條第4項「專業實務類」

一、背景與問題，含：
(一)�產業分析與競爭現況（如屬公司內部之
問題，可略）

(二)個案公司背景、面臨問題與問題分析
二、專題（案）目標（含資料收集方式）

專業實務成果理念與個案描述

三、解決方案與推理過程*
四、�所依據之理論或實務典範（相關文獻整理
或分析架構）*

　　�*「三」與「四」兩項之順序可調整或合併

學理基礎及方法分析

五、解決方案之落實與執行方法 方法技巧詮釋及分析

六、解決方案施行之結果與貢獻（或預期效益）
七、檢討與建議（或其他衍生性成果）

成果貢獻及其他衍生性成就

表一 建議管理專業實務報告之基本格式

「衍生架構A」的論文格

式建議如表二。

管理專業實務報告

衍生架構B

學習管理理論最大的價

值在於協助學生增加系統

性「分析問題與理性決策

之能力」，因此透過對實際管理問題之系統性解

析與理論推衍決策，也是極佳的管理實務性論

文；事實上，此類型之論文已與一般社會科學之

論文相去不遠，此種類型論文之重點應放在「多

項可行方案之發展與比較分析」及「方案評估與

選擇」上；當然，每項方案皆應有推理過程之說

明。我們建議的「衍生架構B」內容與格式如表

三。

專業實務報告最容易招人詬病的就是「深度水

準參差不齊」；過去有些只相當於一篇報章雜誌

「專題報導」的作品，亦可能被充作「專業實務

報告式論文」，當然會惹人非議；又或者只是將

教科書上的管理理論分類彙整，然後描述一個與

那些理論不完全相干的企業個案，以此作為碩士

論文當然會讓人覺得僅為「拼湊」資料而深度不

足。如果在管理實務報告論文的撰寫上，系所當

局能明確要求需要有前述的格式與內容；對學生

而言，固然可有明確可行的標竿可追；對指導老

師而言，亦可有明確的參考標準可循；至於對社

會而言，不僅可驗證商管研究生畢業時所習得的

核心能力，更可累積管理應用之實務性經驗與創

新性之知識訣竅；相信應該會為各方所樂見。

大學部「實務專題報告」亦可比照碩士

「專業實務報告」格式

管科會ACCBE認證組織自2005年推動認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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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科會 教育部

商管領域「替代碩士論文之『專業實務報告』
格式」
衍生架構A（以已經發生的案例為研究對象）

「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
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論文
認定準則」
第十條第4項「專業實務類」

一、背景與問題，含：
(一)�產業分析與競爭現況（如屬公司內
部之問題，可略）

(二)個案公司背景、面臨問題與問題分析
二、專題（案）目標（含資料收集方式）

專業實務成果理念
與個案描述

三、解決方案與推理過程*
四、�所依據之理論或實務典範（相關文獻整
理或分析架構）*

*「三」與「四」兩項之順序可調整或合併

學理基礎及方法分析

五、解決方案之落實與執行方法 方法技巧詮釋及分析

六、執行結果與成效（成果貢獻）
七、成敗關鍵因素檢討與分析
八、建議

成果貢獻及其他衍生性成就

管科會 教育部

商管領域「替代碩士論文之『專業實務報告』
格式」
衍生架構B（分析各種方案之利弊並作決策）

「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
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論文
認定準則」
第十條第4項「專業實務類」

一、背景與問題，含：
(一)�產業分析與競爭現況（如屬公司內
部之問題，可略）

(二)個案公司背景、面臨問題與問題分析
二、專題（案）目標（含資料收集方式）

專業實務成果理念
與個案描述

三、制定多項解決方案及其比較分析*
四、�各項解決方案所據理論或實務典範、及
其推理過程*

*「三」與「四」兩項之順序可調整或合併

學理基礎及方法分析

五、解決方案選擇之推理過程
六、所選解決方案之落實與執行方法

方法技巧詮釋及分析

七、�所選解決方案之預期成果與效益（預期
貢獻）

八、檢討與建議（或其他衍生性成果）
成果貢獻及其他衍生性成就

表二 管理專業實務報告衍生架構A

表三 管理專業實務報告衍生架構B

來，不斷向認證學校強調在畢

業班設計「總整課程（Capstone 

Course）」的重要性，而「專題

製作」或「實務專題」是審查

委員經常向學校建議、認為適

合作為授予BBA學位的Capstone 

Course。事實上，大學部的「實

務專題」與「替代碩士論文之

『專業實務報告』」在操作上有

異曲同工之妙，只是碩士論文由

一人獨立進行，而大學部「實務

專題」則以團隊分工方式完成；

另外，後者更需要發揮BBA教育

的重要特質如團隊合作、表達與

溝通等人際能力。為了讓大學部

各系規劃的「實務專題」或「專

題製作」能確實發揮檢核學生核

心能力的功能，本組織特於去

（2020）年11月於臺北、高雄兩

地分別舉辦「核心能力檢核工

作坊」，除了邀請已通過認證

的「明志科技大學經管系」廖

宜慶主任及「大葉大學國企系」

童惠玲副主任分享系上過去對

於實務／畢業專題的作法外，

周逸衡執行長也在2位主任分享

後，分別依所述之內容給予反

饋與建議。經12月10日之「替

代碩士論文之『專業實務報告』

格式」討論會後，ACCBE認證組

織亦整理出對大學部「專題製

作」或「實務專題」報告之格式

建議如表四，一併提供給各校參

考。

表四 大學部「實務專題報告」或「專題製作」之格式建議

●大學部「實務專題報告」或「專題製作」之格式建議
一、背景與問題，含：
(一)產業分析與競爭現況（如屬公司內部之問題，可略）
(二)個案公司背景、面臨問題與問題分析

二、專題（案）目標（含資料收集方式）
三、解決方案與推理過程註1/註2

四、所依據之理論或實務典範（相關文獻整理或分析架構）註1

五、解決方案之落實與執行方法註2

(一)工作流程．(二)小組分工．(三)工作細目．(四)專案進度
六、解決方案施行之結果與貢獻（或預期效益）
七、檢討與建議（或其他衍生性成果）

註1�.「三」與「四」兩項之順序可調整或合併
註2��.如屬專題實作等單純理論應用性報告，「三」與「五」可合併，

並略去「推理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