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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務治理與經營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1. 該校以「人文精神」與「書院教育」為辦學依歸，以「義正道

慈」為內涵之森林大學為設校宗旨，以「書院精神的現代實踐」

為辦學目標，學校人文氣息濃郁，期能培育兼具人文修養、專

業能力與健全人格的社會中堅人才。

2. 因應高教變遷趨勢與少子女化衝擊，該校啟動「院系特色營造

及改革計畫」，109 學年度起逐漸落實「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

位」之規劃，逐年調整院系學術組織，研究所由學院進行招生，

從課程、教學、校務發展、空間資源、學習及研究等執行相關

措施，初具成效。

3. 該校行政與學術組織健全，決策機制透過各級會議循序進行。

自 111 學年度起共設置 7 組校務改革任務編制小組，藉由任

務小組運作，彈性因應高教環境快速變遷，亦能強化各處室橫

向溝通，校務經營運作正向積極。

4. 該校為確保中長期校務發展計畫的落實，透過系統化流程與

明確定位，導入 PDCA 品質保證檢核機制，制定並落實相關

審議程序，注重系統化的規劃流程。

5. 該校校務研究落實校務治理，以「109-113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為主軸，進行議題設定與分析，108 至 110 學年度共

計產出提升行政效率、改善教學品質、追蹤學習成效及強化研

發能量之 77 篇校務研究報告。

6. 為落實社會責任，該校透過各種管道向各互動關係人，如董事

會、地方政府、學生與家長、校友及教職員等，公開相關校務

資訊，以達資訊公開透明。

（二）待改善事項

1. 依據「109-113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所示，該校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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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為「以教學為主，研究為輔之精緻教學型大學」，然 110

學年度已調整定位為「創新學術為基礎之精緻教學型大學」，

該計畫書未見滾動修正。另計畫書中之 4 項校務發展總目標

提及「各年度全校新生註冊率在 80%以上，學士班註冊率在

85%以上」，惟近 2 年註冊率未能達成目標值。

（三）建議事項

1. 宜適時檢討校務發展計畫書之自我定位、全校新生註冊率及

學士班註冊率目標值等內容，進行滾動式調整，以即時規劃因

應措施。

二、教師教學與學術專業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1. 該校訂有支持教師教學相關辦法，包括多元課程實施要點、全

英語授課獎勵辦法、教學創新推動小組設置要點，以及因材施

教實驗課程補助要點等制度，並呈現具體落實情況。

2. 該校為支持教師生涯發展，推動領航教師協助新進教師，辦理

新進教師研習營，以及實施目標導向之教師評鑑等，有助於新

進教師適應學校教學環境與成長。

3. 該校每學期辦理因材施教實驗課程補助，類別包含自學力培

育、創新教學、差異化教學、補救教學及場域教學等，教師可

透過教材教具開發、課程內容設計、科技融入教學、教學方法

創新、評量方法革新、教學研究與應用等方式進行授課，積極

推動教學創新，值得肯定。

4. 該校積極申請與執行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109 至 111

年分別獲補助 12、13 及 14 件，符應校務計畫發展，協助教

師教學表現的措施並具成效，值得肯定。

5. 該校 111 學年度教師人數為 250 人，分別為專任 153 人與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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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97 人，專、兼任教師人數近 4 學年未有大幅增減，專任教

授與副教授共 111 人，占總教師人數比例頗高。學校教職員

數量皆符合校院系所需求，且有遴聘與考核機制，並能與系所

發展方向相結合。

6. 該校課程以學院與書院為核心，佐以通識教育，透過三生教

育、自主學習及服務學習的特色課程，進而培養學生自學與跨

域能力。此外，該校採全面學程制，包括校通識學程、跨領域

特色學程、領域核心學程、領域專業學程，另規劃國際學程與

就業學程，因應學生未來生涯與就業需求。

7. 該校設置各級課程委員會，設計課程改善機制，包括課程外審

與退場機制，定期檢討各教學單位課程架構合理性、教育目

標、學生專業能力指標、校院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等，並透過

教學意見調查、學習成效調查及獎助生期末問卷調查，瞭解教

學成效與課程興革需求。

（二）待改善事項

1. 該校成立「教師教學不力審議委員會」，除「教學不力」有標

籤化之虞外，該委員會得依情節輕重對當事人作成處分建議，

其中包括解聘、停聘及不續聘，此與教師評審委員會職權重

疊，雖屬建議性質，然既屬學校編制內正式會議決議，教評會

如不接受，該委員會形同虛設；教評會倘若接受，則該委員會

成為隱性決策單位，教師評審委員會將如同該委員會下之執

行單位。

2. 該校除教師評審委員會外，另成立「校級教師評鑑會議」，會

議決議核定各學院（含通識教育委員會）教師評鑑結果，如為

「待改善」者，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依「校級」、「教

師評鑑」之意涵，「校級教師評鑑會議」不僅針對特定議題，

又屬校級單位，且會議決議具核定性質，致使校教師評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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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之審議無法完全發揮功能。

3. 依該校組織規程第 14 條規定「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

之」，惟 111 年 12 月 27 日行政會議又依組織規程第 14 條通

過「佛光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細則」，設置辦法與設置細

則位階不明，明顯矛盾。

（三）建議事項

1. 依大學法第 20 條第 1 項「大學教師之聘任、升等、停聘、解

聘、不續聘及資遣原因之認定等事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故「認定」之權責在於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審議，該校宜

依法行政。

2. 依大學法第 21 條第 2 項之規定，該校教師評鑑方法、程序及

具體措施等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惟根據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意旨，升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不續聘屬

教師評審委員會職權（參照同法第 20 條第 1 項），該校宜按

依法行政原則，將教師評鑑結果回歸至教師評審委員會認定。

3. 宜檢視「佛光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細則」之合法性，並強

化相關法規之關聯性及法制化程序。

（四）針對未來發展之參考建議

1. 該校自 107 學年度起廢止「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代

之以獎勵教師研究成果為主，出席國際會議則鼓勵教師申請

國科會與教育部相關補助。未來如教師申請國科會與教育部

補助出席國際會議未獲通過，該校宜考量透過其他審查制度，

支持教師出國，以利國際連結與學術交流。

2. 宜提升獲得特殊優秀人才獎勵的教師比例，以利攬才與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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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學習與成效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1. 該校建立完整的大學部課業學習之支持及輔導機制，包括新

生輔導、導師輔導、預警輔導（含期中與期末）、TA 支持、

學伴同行及畢業生輔導等。

2. 該校為確保大學部學生學習成效，規劃校級與院系級之品保

機制，校級包括新生學習經驗與能力問卷調查、大二大三學習

力追蹤調查、大四學生學習回顧訪談、畢業生流向調查與雇主

滿意度調查；院系級則包括總整課程、成果展、證照考取和競

賽表現。

3. 該校 110 年雇主對該校畢業校友職場表現評價最高之 2 項特

質，分別為「能夠建立具支持性的人際關係」4.35 分及「具備

與主管/同仁/下屬/客戶的溝通能力」4.32 分。

4. 該校研究生畢業論文全文授權率為全國私立大學第 1，連續 7

年獲「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私立大學組第 1 名；研究所畢業

生就業率與薪資表現亦皆高於全國研究所平均值，約九成畢

業生認為工作內容與系所專業訓練課程相符，人才培育成果

獲得雇主與畢業校友肯定。

5. 該校推展「無疆界大學」計畫，以佛光山系統大學（佛光大學、

南華大學、美國西來大學、澳洲南天大學及菲律賓光明大學）

5 校合作平臺為基石，善用佛光山教團之各類境外學習場域，

推動學生海外實習、參訪或交換，拓展國際視野。

（二）待改善事項

1. 該校新生註冊率 109 至 111 學年度分別為 84.87%、78.85%及

71.21%；大學部分別為 90.06%、80.15%及 69.13%，註冊率皆

呈現下降趨勢。

2. 該校努力推動成果展、證照考取及競賽表現等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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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之成效，明顯不足。

3. 依據該校「碩、博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第 2 條規定，

碩、博士班研究生經線上防止剽竊系統之偵測比對，符合各系

標準，並獲指導教授認可者，得申請學位考試。108 至 111 學

年度論文及作業統計結果顯示，相似程度 60%以上所占比率

大約 22%，相似程度比率過高。

（三）建議事項

1. 宜有更積極的作為，發揮院系特色，並制定有效的招生策略，

如拓展海外招生，以增加生源，穩定學生人數。

2. 宜制度化地推動與鼓勵申請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以展現

學生學習成效。

3. 針對研究生論文之偵測比對，宜加強「研究生學術研究倫理教

育課程實施規則」之規範，並輔以論文相似度比對機制，強化

研究生學術倫理的正確認知。

（四）針對未來發展之參考建議

1. 依該校大學部學生課業學習獎補助措施，其中「自主學習社群

補助」、「國內（外）體驗學習補助」、「校外實務競賽獲獎

補助」及「參與式學習補助」4 個項目，均為課外學習或課外

活動，而非課業學習。學生課業學習與課外活動屬性不同，該

校宜依屬性訂定獎補助措施。

2. 針對未來遠距數位學習之趨勢，宜具體規劃相關系統硬體建

置與擬定前瞻性發展策略，以為因應。

四、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1. 該校秉承星雲大師之創校宏願，致力於協助因家庭經濟因素

無法入學之學生有求學機會，建構多元入學的招生管道，符合



佛光大學

7

學校創校宗旨。近年來提供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優先錄取名

額，中南部學生由 12.99%成長至 16.16%，入學管道以申請入

學占比 70%為最高。

2. 該校提供境內、外經濟及文化不利學生入學補助、學習獎補助

措施、關懷原住民族學生、提供身心障礙學生課業輔導等，透

過教育部補助經費、董事會挹注濟苦扶弱經費，以及「鹹菜會」

助學金等，每年自籌約 1 億元，自籌獎助學金約占學雜費收

入 38%，超過教育部規定 3%，高教公共性執行績效良好，確

保學生教育機會均等。

3. 該校將「深耕在地、全面落實」視為使命，透過資源整合，成

立校級「社會實踐與永續發展中心」及「社會責任推動委員會」

等組織，整合學校專業與研發能量、區域產業、在地社區、政

府部門資源，從事如地方政府協助、社區偏鄉部落服務、社福

機構支援關懷、在地教育向下延伸，以及蘭陽企業輔導創業

等，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4. 該校做為佛教團體創辦的學校，教育志業不以市場利潤為導

向，而是以投注於學生及教學環境改善為主。

5. 該校營造綠色永續生態校園，107 年獲新版國際能源管理系統

認證、110 年獲 ISO50001 認證以及世界綠色大學排名第 164

名，108 至 111 學年度共進行 12 項節能行動計畫，節約水電

績效優異，用電量下降幅度明顯，遠超過行政院「政府機關及

學校用電效率管理計畫」規定目標，在財務節流、友善環境上，

成效斐然。

6. 依據該校 110 學年度財務結構資料顯示，負債占資產比率低、

流動比率尚可，亦無借款，設校基金至今尚未動用。

（二）待改善事項

1. 該校為永續發展與經營，爭取境外生源，108 學年度香港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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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碩士境外專班開始招生、110 學年度樂活學院碩士境外專

班開始招生，惟招生人數不如預期（樂活班 110 學年度 7 人、

111 學年度 5 人）。

2. 該校受贈收入近 3 年約占總收入 30%至 43%，受贈以外之各

項收入比例有待提升。

（三）建議事項

1. 宜審慎評估境外專班特色與競爭力，調整招收境外生之策略，

以期達成目標。

2. 宜運用佛光體系之資源，推展如國際招生、產學合作及推廣教

育等方面合作，增加其他收入來源，使財務更為穩健。

（四）針對未來發展之參考建議

1. 針對經濟及文化不利學生，該校提供愛心「鹹菜會」濟助，其

中，濟助金申請條件之一為家庭年所得低於 70 萬元以下者。

由於臺灣物價上漲，宜評估放寬家庭年所得的申請門檻。

2. 宜強化與其他大專院校間之合作，互補互利，以增強社會影

響力，提升能見度。

3. 該校教學、研究及服務致力於結合 17 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其中，教師研究與 SDGs 之對應符合 SDG3「健康

與福祉」、SDG11「永續城鄉」，以及 SDG17「多元夥伴關係」，

宜參照國際論文資料庫 Scopus 在論文發表內容的分類，以利

長期追蹤教師研究與 SDGs 目標的關聯，進而訂出學校發展

特色，繼續深化與拓展，使 SDGs 績效落實更為彰顯。

註：本報告係經實地訪評小組及認可審議委員會審議修正後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