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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自2005年起即籌組

「華文商管學院認證」（Accreditation of 

Chinese Collegiate School of Business, ACCSB），

延攬美國、香港、新加坡及中國大陸等地具有國

際知名度之華裔教授，結合臺灣本地資深且有

代表性之學者專家共同組成ACCSB認證指導委員

會，由許士軍教授擔任主任委員，設定規範並監

督認證作業；另由國內各大學資深管理學者組

成ACCSB認證工作委員會實際執行認證工作。從

2012年開始正式獲得教育部的授權，開展ACCSB

認證，凡通過認證的學院系所皆可免除參加教育

部所舉辦之系所評鑑。 

 

ACCSB認證的要求重點及獨特性所在 

一、針對臺灣管理教育實況而設計   

ACCSB認證是擷取了美國與歐洲管理學門主要

認證機構認證的精神，參考了教育部過去對系所

評鑑的要求，並依據臺灣管理教育的實況，訂定

出認證的指標；針對臺灣規模不夠大的學術環

境，設計出能公允執行評鑑認證工作的組織架構

與運作規範；延攬各大學具有豐富學術行政經

驗、熱心教育且願意付出心力的商管教授作為認

證委員；推動開展這個認證是管科會踐履社會責

任、服務管理教育界的重要舉措。 

二、 認證重點落實在授予學位的系所層，釐

清專業教育與學術教育 

ACCSB認證基本上是依國際管理教育認證的常

態—即以學院為認證的單位，但考慮到臺灣實際

上管理教育的執行及學位的頒授單位是在系所階

層，所以認證時主要觀察的重點是放在系所的規

劃與運作，兼及學院的整合；這是與目前國際上

主要管理領域認證如AACSB、EQUIS等（均著重

於學院運作）最大的不同所在。不僅如此，由於

臺灣的研究所教育過去是以學術教育為主，（也

就是Master of Science或者Master of Arts的教育設

計），因此MBA教育在現行的「學位授予法」轄

制規範之下，乃產生了專業教育（MBA）與學術

教育（MS、MA）之間奇特的混淆，以致於招生

的時候以專業教育的「不限大學部教育背景」方

式招入，學生進入研究所以後卻以「訓練學術研

究人才」的方式教育；也就是「對一些不具備完

整基礎管理知識的學生、訓練他撰寫一篇與管理

有關的論文」，即頒授給他MBA的學位。如此不

僅導致了臺灣MBA學位的氾濫，也帶來了業界普

遍認為臺灣MBA教育品質不夠理想的印象。

三、能力之培育才應該是商管教育的焦點 

此外，由於近30年來臺灣高等教育的快速擴

張，而管理教育又似乎是短期間投資最低而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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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ACCSB認證提升教育品質──
一個管理教育認證工作者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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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教育領域，因此商管系所呈現爆炸式的成

長；在商管師資培育來不及跟上大學商管系所增

長需求的情形下，各大學商管系所師資的素質與

專長乃未必皆能盡符理想，這也使得臺灣管理教

育的品質呈現出良莠不齊的現象。ACCSB基於這

些臺灣管理教育的特殊亂象，在認證中特別著重

觀察「系所是否依其人才培育目標、以符合專業

原則的標準來設計課程、調整師資，規劃教育內

容以及教育方法」，並且特別強調學院系所與產

業界的各項符應與對接。

由於20多年來管理教育在臺灣近乎畸形的快速

發展，許多學校的商管系所缺乏明確而可行的人

才培育目標，又把原應為專業教育的MBA和BBA

當成一般的學術教育來處理；所以ACCSB認證有

四大區塊的要求：一、要求每一個尋求認證的系

所釐清人才培育目標、根據目標職場所需要的職

能界定學生畢業前應具備的核心能力、依培育這

些核心能力之需要來設計適當的正式與非正式課

程、設定學生畢業前應符合的條件；二、要求老

師需確認具備教授所分派課程的專業能力、學識

或經驗。三、要求系所的專任老師中，至少要有

一定比率的人應該從事實務性的研究而不能都

「不食人間煙火」；四、商管人才培育的目標與

手段中絕對不能缺少「品格與人際能力」的項

目。

也因為如此，每一個前來申請認證的系所，在

剛開始接受輔導期間都感覺十分「痛苦」，因為

除了系所裡大家需要對人才培育目標建立共識外

（到底為哪些產業、培育具備什麼條件的哪一種

人才），還必須要討論是否調整必選修課的結構

設計、斟酌規劃相應的課程模組、設計非正式課

程組合；另外，老師則需要調整研究方向、接觸

更多實務界的知識，並且還得設法安排學生有多

種接觸實務的機會。 

ACCSB認證的內憂與外患 

這些要求雖然在專業上正確而合理，但卻與過

去二、三十年來大部分學校商管教育的習慣性作

法大相逕庭，在教育部原來規定所有系所每五年

需接受教育部評鑑一次，而申請ACCSB認證可免

教育部評鑑的誘因下，尚有些學校和老師們願意

勉為其難地接受ACCSB的輔導與認證，認真回歸

到真正管理教育的本質，讓他們的畢業生能夠具

備跟企業實務結合的能力（雖然老師們難免有

怨言、批評ACCSB的認證管太多等等）。然而當

2017年2月教育部突然宣布不再作系所評鑑、改

由各校自行建立系所的品保制度之後，原來為了

避免結局難料的教育部評鑑而接受ACCSB專業認

證的各商管系所，乃紛紛改採「觀望」與「遲疑」

的態度：既然系所可以找自己熟識的學者專家來

「訪視」與「品保」，何必自找麻煩冒著得罪老師

的風險去改變課程結構、要求改變教學內容與教

學方法，甚至於還需要敦促老師培養第二專長或

者增加他的實務歷練？因此當教育部新政令頒布

之後，有些原來已經通過ACCSB認證的學校甚至

覺得自己彷彿上了當（老師們覺得自己白白辛苦

了、院系主管們則因「師出無名」而徒惹人厭），

許多原先預備申請認證的學校更因此而卻步。

2018年新推出了ACCPB認證與QACPB認

定證書 

為了適應教育政策環境的改變，ACCSB一方面

繼續鼓勵有識的商管教育工作者繼續堅持回歸管

理教育應有的本質、留在ACCSB認證陣營中，另

一方面也做一些相應的調整。我們的調整分成兩

個部分，一是許可「以個別系所通過認證」，另

一則是只針對系所品保系統而作認定。 

一、ACCPB認證 

由於同一個學院中的每一個系所發展的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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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盡相同，過去為了以全院的方式認證（同進同

出），不得不遷就若干發展較不成熟的系所而縮

短給予認證的年限。從2018年起我們增加了以實

際頒授學位的個別系所╱學位學程作為我們認證

主體的授證，也就是我們設計了個別系所通過

認證的ACCPB（Accreditation of Chinese Collegiate 

Program of Business）；未來各校申請ACCSB認

證時，較成熟、發展較優的系所不會再受到「後

段班」系所的拖累；如果全院不能符合ACCSB認

證的要求，個別系所也可以獲得ACCPB的認證。 

二、QACPB認定

另外因為教育部只要求各系所要建立品質保證

機制，我們也特別因應此種需求，針對各個系所建

立品保機制一事，設計QACPB（Quality Assurance of 

Collegiate Program of Business）的認定辦法。其重

點在各系所必須要建立目標，根據目標規劃課程、

師資與教育資源，並依目標蒐集各種成效資料且

持續檢討改進；但各項改進工作的速度與改善的

幅度則由各校視本身主觀與客觀的條件來做決定，

認定單位並不強制要求必須在一定時限內達到一

定的水準。換言之，對於申請QACPB的系所，我

們雖然同樣會給予專業的建議，可是並不要求一

定在若干時間內必須完成改善；學校院系所在建

立起一套有效的品保機制後可以自己決定下一步

的作法，我們會追蹤各系所品保機制的運作情

形，但實際改善的內容則尊重各校院系所自理。 

 

從行銷理論看因應少子化衝擊之道 

一、教育品質是關鍵，專業認證是解藥 

面臨當前的少子化的浪潮，每一個學校（尤其

是私立大學）的商管學院都有很大的壓力；想在

這樣的浪潮中存活，唯有強化教育品質一途。管

理教育本身是一種專業的教育，專業教育就是針

對特定職場所需要的技能給予培育的教育；如果

能讓學生將來在職場中因為我們的教育而增強他

與其他人競爭時的能力，應該就不怕沒有學生願

意來註冊。所以要應付少子化的浪潮，學校院系

所不斷地調整自我、提升教育品質，應該是唯一

的選擇。只不過問題在於這樣的調整、提升能不

能立竿見影？能不能在招生市場當中反映出來？ 

能不能在一定期間內就看見成效，決定於是否

能找到適合自己的利基（niche）並投入足夠的

資源以營造出特色。能不能夠反應在招生上，則

視能否讓學生和家長相信從這個系所畢業可以為

他的人生加值。專業認證在此其實是一個非常有

力的武器。透過專業單位的認證、特別是透過嚴

格而有公信力的專業認證，聘得足夠專業而認真

的輔導教授及認證委員，可以幫助學校選擇適當

的目標、擬出適當的發展策略。而一個具有公信

力、嚴謹專業之認證單位的認證背書，正可以增

強社會大眾對各該系所教育品質的信心，在招生

時當然可以增加號召力。 

二、學生選擇大學校系的行為分析 

很多大學校院長告訴我：參與ACCSB認證要花

很多時間和精力去做調整改善，可是這些改善似

乎並不能反應在招生成績上，因為學生和家長好

像仍是依他們過去對大學校系的刻板印象來選擇

學校和系所。持平而論，到目前為止這個評論的

確還是事實。 

教育投資的效用是長期的，它的成本包含時

間、貨幣和機會的成本，對個人而言是相當昂貴

的。從消費行為理論來看，面對這種高成本、長

效益「高度涉入」的「購買決策」，如果購買者

認為各「備選方案」是有差異的，就會採取所謂

的「學習反應模式」來做選擇。也就是先了解如

何分辨此種「商品」的好壞，然後蒐集各「備選

方案」的資料，比較分析利弊之後，再選擇認為

對自己最有利的方案。不過如果購買者認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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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選方案」差異不大、或者他分辨不出差異之

所在，他就可能省略前段資訊的蒐集而逕以「便

利」或「從眾」的方式做選擇。 

臺灣學生選校行為之所以會讓大學首長們覺得

教育品質似乎與招生無關，其原因可能是學生和

家長們認為他們無法判斷各校系教育品質的好

壞；或者他們認為在教育部的監督下、各校的教

育品質應該都差不多；更或者在他們的刻板印象

中，公立大學就是優於私立大學、一般大學就是

優於科技大學。 

透過ACCSB認證宣示教育品質 

上述這些觀點當然是錯誤的，甚至於與事實完

全相違。但要糾正這些錯誤的觀念、提供判斷教

育品質的資訊，恐怕也只能依賴專業公正的第三

方出面澄清、說明、甚至舉證才能奏效。因此尋

求專業第三方嚴謹的認證（可能越嚴格越好），

讓學生和家長們相信學校院系所教育品質的卓越

不群，應該是學校突破困境的最佳策略。對大學

系所而言，今後認證或評鑑不應該再視之為一個

形式，而應該當成藉以推動改進、鞭策自我進步

的重要助力。ACCSB既然是最了解臺灣管理教育

的機構與專家、針對臺灣管理教育沈痾所設立的

認證，也號稱是最難通過的專業認證；願意與有

心的大學商管院系所教育工作者一齊來面對環境

的挑戰。

表一 華文商管學院認證（ACCSB）榮譽榜

年份 通過認證單位 認證結果 展延結果 再認證結果

2012年
國立政治大學MBA、AMBA、IMBA 個別系所通過認證—期限3年 個別系所證書展延2年 —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 全院通過認證—期限3年 個別系所證書展延2年 —

2014年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全院通過認證—期限2年 全院通過證書展延2年 (TBA)

南臺科技大學商管學院 全院通過認證—期限2年 全院通過證書展延2年 —

中國文化大學商學院 全院通過認證—期限2年 全院通過證書展延2年
全院通過再認
證—期限4年

2015年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全院通過認證—期限3年 全院通過證書展延2年

崑山科技大學商業管理學院 全院通過認證—期限2年 全院通過證書展延2年 (TBA)

實踐大學（臺北校區）管理學院 全院通過認證—期限2年 全院通過證書展延2年 —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商學與資
訊學院

全院通過認證—期限2年 全院通過證書展延2年 —

2016年

大葉大學管理學院 全院通過認證—期限2年 全院通過證書展延2年

南華大學管理學院 全院通過認證—期限2年 全院通過證書展延2年

玄奘大學國際餐旅暨管理學院 個別系所通過認證—期限2年 —

聖約翰科技大學商管學院 個別系所通過認證—期限1年 個別系所證書展延1年
通過品保系統
認定—期限4年

2017年

長榮大學管理學院 全院通過認證—期限2年 (TBA)

國立屏東大學管理學院 全院通過認證—期限2年 (TBA)

明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系 個別系所通過認證—期限2年 (TBA)

2018年
申請中
學校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TBA)

龍華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TBA)

致理科技大學商務管理學院 (TBA)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管理╱財金╱
資訊學院

(TBA)

環球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TBA)

註1：紅字為2018年通過學校之認證結果
註2：資料來源http://www.management.org.tw/business.php?gid=11
註3：TBA=To Be Announc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