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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雙認證與專業學門認證

秀
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正是現今教育最

佳寫照，從跨境教育到雙聯學位，在在說

明即使不出國，也能遍知天下事。亞太經合組織

（APEC）自2012年起即強調「跨境教育合作」，

目標是實現2014年APEC領袖聯合宣言及APEC部

長會議聲明均提及的「2020年APEC區域內跨境

實習大學生人數達到100萬人」願景。

跨境教育指的是跨越國家司法邊界，在高等教

育領域中的人員、專業、課程、研究與服務的流

動；除到國外進行一學期交換或學位學程的學生

流動（student mobility），尚有教師及教學流動

到其他國家提供學位學程（program and providers 

mobility），如雙聯學位、1+1、2+2的學位學程，

以及教育樞紐（education hub）的整體移動，把

課程、教師、學習資源及研究中心移到另一地方

設立，讓學生不出國也能接收到國外教育，避免

人才外流的潛在危機。

跨境教育評鑑

一個國家對高等教育機構品質定義及評估方

式，不僅可看出其社會文化素質和經濟程度，也

代表該國高等教育體系在國際上的地位。因國際

化發展是不可忽視的趨勢，為確保跨國教育品

質，評鑑機構所扮演的角色也開始受到重視。如

何確保學生學習品質及環境、教師教學及學程品

質，除校內行政監督及自我評鑑要確實外，跨國

認證的推動也更為重要，建立相互承認各國評鑑

結果的平台，推動資源分享及相互學習，才算真

正進入跨國教育合作，以能達到最終的國際品質

保證。但各國法令及學制不同，加上文化差異、

語言障礙、標準迥異、委員素質不均及機構人員

和作業模式的不同，機構間要達成協議，相互承

認其評鑑結果，是一相當大的挑戰。

泰國國家教育標準與品質評估局（Office for 

N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s and Quality Assessment, 

ONESQA）與台灣評鑑協會於2012年簽訂合作備

忘錄以來，雙方保持密切交流，除機構人員及評

鑑委員互訪外，雙方相繼在實地訪評中擔任觀察

員的角色，並在各自舉辦的國際會議中，與當地

的高等教育機構討論如何透過評鑑國際化，進而

強化高等教育的多元競爭力。雙方遂於2015年10

月簽訂雙認證計畫，藉由與國外評鑑機構雙認證

的進行，提供更具國際化的建議，協助教育機構

提升品質，為跨境教育品質往前跨越一大步。

跨國合作  臺泰雙認證

台評會與ONESQA的雙認證係針對技職教育進

行外部評鑑，透過雙認證以期達到六大目的：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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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技職教育聯合認證之合作基礎；⑵規劃及實

施聯合認證；⑶針對品質保證機構間之技職教育

推動理念，凝聚更佳共識；⑷增進審查／評鑑委

員知識、能力與技巧；⑸促進技職教育領域卓越

的成就；⑹推動技職教育發展與自我精進成長。

為確保參與雙認證的教育機構品質不致有太大

落差，雙方同意申請機構須先通過各自的認證才

有申請資格。通過資格審查後，申請單位先繳交

申請表及自評報告，由兩評鑑機構共同組成的訪

評小組進行書面審查及實地訪評，並做成認證結

果建議，送交認可委員會審議，若通過，該教育

機構將收到兩機構品質標章，效期五年。訪評委

員組成則依教育機構學生人數分為四個等級，最

多由5位當地機構委員及2位國外機構委員組成。

雙認證指標設立的目的，除確保教育機構品質

外，進一步希望有效幫助社會進步，解決全球問

題，支持對環境、能源、生態系統、衛生及健康

的保護，以及對藝術、宗教、工藝品、文化遺產

及社會責任的保存，提升個人效能及社會責任，

不只是侷限於校園或學術本身的提升。

因此，雙認證的指標項目為：⑴機構定位和特

色；⑵治理及未來發展；⑶教學及學習；⑷行政

支援及服務；⑸成就及社會責任；和⑹自我改善

機制。經由雙認證的推動，希冀使教育機構規劃

出目標管理循環的經營模式，達成至少80%的目

標，且更進一步對社會帶來正面積極的影響力。

雙認證的實地訪評日程為期一天，規劃與安排

和國內辦理的評鑑無顯著不同，但對訪評委員的

訓練特別重視以下幾點：雙邊的委員要對兩國技

職教育沿革、發展和特色能了解與認同；對評鑑

基本專業具共識；評鑑指標設計要適合雙邊制度

和國情；報告撰寫要條理分明與具體可行。

進步的評鑑  造就國際化的高等教育

APEC教育部長會議指出，高等教育必須透明，

並具有品質認證體系，但目前大多數國家的品質

保證機構都是由政府部門或政府委外機構進行，

少有通過正式的外部認證。因此，評鑑認證機構

的專業及國際化已是必然趨勢。

在執行雙認證計畫後，我們預期可達成以下九

點效益：⑴作為推動學位和資格的相互承認基石；

⑵增進職員及學生交流；⑶建立學分承認及轉換

的橋梁；⑷強化學生國際能力的培養；⑸促進技

職教育國際化；⑹增進雙方技職及技術教育的合

作；⑺加強雙方產業連結；⑻提供未來技術移轉

管道；⑼肯定學術機構的努力與提升學生及職員

的動力。

台評會與ONESQA合作的雙認證計畫在教育評

鑑領域是一創新，期望在未來有更多國外評鑑機

構加入，在評鑑指標設立及流程和專業發展上提

供更多元的觀點，以符合國際發展趨勢，並期藉

由評鑑制度的進步，讓技職教育更上一層樓，提

▲ APEC極力推動跨境教育，期待四年後跨境實習大學生

人數可達一百萬人。（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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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國際競爭力。

善用專業學門認證  發展系所特色

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潮流和趨勢也深深影響著

國內高等教育的發展，如何透過人才培育以提升

競爭 ，不僅是各國重要的發展策略，如何進一

步確保人才品質，更是國內學校和企業關注焦

點。臺灣今日的大學教育，已能透過嚴謹的教育

品質認證，取得具有公信力的品質保證，進而協

助學校建立特色及提升能見度，此亦為各方的認

知和共識。

近年，因應國際高等教育品質保證趨勢，國內

高等教育評鑑已由「集權化」體制階段──完全

由政府主導執行，發展為「專業化」的模式，由

各不同專業評鑑機構分別進行學門系所專業評

鑑，並納入國際專業評鑑機構，確立外部評鑑機

制在我國高等教育評鑑系統發展中所扮演公正獨

立的監督角色。

專業學門認證的內涵

台評會為能持續協助各大專校院建立品質改善

機制，並強化其優勢，發展特色，特規劃「專業

學門教育認證計畫」，期藉由公平、公正、專業

且完善之認證機制與諮詢服務，促使臺灣各大專

校院發展自我特色，進而提升整體教育品質，落

實多元發展。透過外部學者專家之書面及實地審

查，協助學校建立及發展辦學特色，了解其是否

確實達成「提供學生優質學習環境，使學生獲致

良好學習效果」，進而協助學校發掘自我優勢，

塑造優勢特色。據此，認證計畫的基本架構為導

入PDCA（Plan, Do, Check, Act）循環改善流程，

規劃設計五大認證構面──「目標構面」、「教

學構面」、「學習構面」、「資源構面」及「永

續構面」。受認證者可就各認證構面意涵，自訂

或增刪認證構面內容，並據此自訂指標，以具體

呈現學校實際執行情形。

認證作業主要分為「規劃基礎」、「規劃主體」

及「推動執行」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規劃基礎」

是為了解學校辦學藍圖，以實質提供符合需求且

與時代並進之服務。第二部分「規劃主體」是以

學校定位、辦學願景及永續發展為基礎，規劃具

體服務內容，並提出行動方案與推動策略。第三

部分「推動執行」係將先期規劃成果付諸實行，

以達學校自我提升改善之積極目標。

循環改善  追求自我卓越

在經歷認證的過程中，透過專家學者的協助，

學校所建立的系統化持續改進機制，已可成為永

續經營的根基。而其成效亦可顯現於具體課程調

整、系所教育目標呼應、學生及學習成果回饋

等，甚至有部分學校在認證過程中，透過立即的

調整、改善，已可開始見到成果。

然而，通過認證只是一個起點，未來我們期

待，學校仍應持續發展自我特色，朝著使命目標

持續不斷進步、追求自我卓越，方能在競爭激烈

的高等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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