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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學品質以因應產業環境的變化：
大葉大學參與ACCSB認證之經驗分享

▌文／方文昌．大葉大學校長

ACCBE
  專欄

隨
著全球產業環境的急劇變動以及產業內

的激烈競爭，包括人工智慧、大數據、

半導體、網路科技等各種尖端科技的迅速發展，

企業經營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這樣的環境

中，企業需要具備各項能力的專業管理人才來應

對各種挑戰。因此，大學的商管學院教育肩負著

比以往更重要的角色，必須有更宏觀思維的教育

理想，更創新創意的課程設計，以培養能夠適應

並應對產業環境變化的人才。

產學導向之綜合大學

大葉大學以建立「永續的綠色大學」為願景，

以「德國式工業大學」為品牌特色，致力於理論

與實務踐履、人文與科技整合、師傅與徒弟傳

承、產業與學界合作之教育理念，培育具四肯

特質──肯學、肯做、肯付出、肯負責之專業人

才。為學生學習奠立更厚實的根基、就業鏈結更

完整的資源、創業開啟更周全的輔導，規劃結合

業界多元師資課程，設置學生全職實習機制，鼓

▲產學攜手102家企業成果分享。（大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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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考取專業證照，辦理企業夥伴策略聯盟與產學

結盟，透過學用合一教學策略，讓學生體悟「手

腦並用、敬業樂群」校訓的真諦，落實「產學導

向之綜合大學」定位。

創校以來，本校緊扣國家發展政策與產業脈

動，迄今建置了鍍膜、美妝品與醫美、製茶技術、

高齡長照與智慧輔具、智聯網、輕量化電動載具

及保健食品七大研發基地，因應綠能趨勢，成立

風電教育與訓練中心，培養新時代永續人才。師

徒攜手從實作學習裡發掘潛能，教師引領學生與

產業開發新技術、新產品，涵養跨域整合力及打

造就業競爭力，不少同學未畢業即就業，順利接

軌未來國內外的職涯市場。

管理學院的角色與使命

本校座落於彰化縣，彰化縣素有「中小企業原

鄉」之美稱，其傳統產業上、中、下游群聚，形

成健全的產業鏈特色，這些企業都是臺灣經濟發

展的重要基石。本校管理學院深耕多年，致力於

成為縣境中小企業的堅實後盾，培育優質的本土

產業管理人才，協助中小企業成為模範企業。為

了培養這樣的人才，本校必須善用地點優勢，強

化與在地產業的連結，發展成為最熟悉地方產業

生態並得以充分運用在地產業優勢的管理學院，

相較於彰化、雲林、南投在地產業的連結，本校

實具雄厚的在地競爭力。

近年來的產業趨勢已有重大的改變，明顯可知

▲企業聯名捐助愛心協助學生就學。（大葉提供）

▲�大葉大學囊括SAE全國環保節能車大賽動態競賽／精

神總錦標雙冠王。（大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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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業變化，包括後

疫情時代產業的配合

調整、俄烏戰爭產生

的地緣政治經濟衝擊

對於能源與大宗物資

的影響、人工智慧與

資訊科技提供產業升

級的契機、環境永續

對企業營運活動的衝

擊。面對這些產業變

化，管理學院也必須

與時俱進調整，以利

於培訓中小企業所需

的全方位人才。

惟中小企業規模較小，規模擴張不易，員工老

化狀況形成拉扯企業向上拚搏的成長氣勢。因

此，如何讓資深員工增能，為中小企業經營轉型

提升的關鍵。

協助在地企業培養ESG與SDGs人才

彰化縣擁有多元的產業聚落，是水五金、汽機

車及自行車零組件、紡織、機械等產業的大本

營；縣境更具備得天獨厚的綠能資源，不僅被4C 

Offshore等國際機構評估為全世界最優良的離岸

風場，更擁有全臺最高的太陽光電平均發電量，

陸域風力發電量亦居全國之冠，是臺灣發展陸域

和離岸風能開發最重要的地區。大量的工商產業

就業人口，亟需豐沛的人力資源。中小企業的員

工，尤其是任職資深者，必須不斷求知突破、提

升自我，裨公司持續成長、產業升級。因此，本

校管理學院積極推動在職進修與推廣教育，建構

中小企業在職人才培育機制，發展為具地方特色

的在職進修培訓基地。

鑑於企業界與臺灣社會對於ESG與SDGs的人才

需求，本校管理學院致力於培育ESG與SDGs的人

才，爭取計畫經費，協助企業碳盤查，以利於

中小企業的永續發展。擴增在地產業聯繫，以

EMBA、學分班、推廣班的學生，定期拜訪在地

產業，尋求潛在合作機會。在教學方面，增加實

習並強化實務接軌，將職場所需技能，聘請業師

或模擬場域融入課程，將工作會用到的知識與技

能，體現於課堂教授，透過實作學習學用合一，

打造跨領域的綠能人才。本校實踐的作法包括：

增加實習名額，並與企業發展長期合作關係；業

師協同教學，將課程融入學生工作後所需技能；

課程結合相關證照，授課完即考照；合理設計課

程授課時間，使學生得以更有彈性安排實習；整

合各學系實習資源，以學院為單位，辦理企業實

習面對面工作坊等。

持續溝通以建立持續提升的文化

賡續推動ACCSB的過程中，難免遇到需要變革

調整的狀況，面對產業環境的激烈改變，課程地

圖與授課內容必須與時俱進的調整，系所與老師

難免遇到嚴重衝擊。這樣的衝擊，自然會帶來阻

▲大葉大學方文昌校長（右五）主持「大葉永續校園示範基地」揭牌。（大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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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此時，組織內部進行持續溝通，並建立持

續提升的組織文化，就成為重要任務。ACCSB認

證過程中，需蒐集各種資料、撰寫報告及接受

檢視，看似繁瑣，實則都是協助自我檢討的必

經過程。若要讓ACCSB認證過程順利，尋求主管

與全體系所老師的支持，是絕對必要的。只要能

持續堅持，不讓系所或老師因為守舊保守而阻撓

變革，就能達到持續改善的成效。只要能持續溝

通，建立不斷自我提升的組織文化，並堅持進行

ACCSB認證的政策，就能順利執行完成。而學院

也因為這樣的堅持，獲得教學品質提升的直接效

益。

ACCSB 認證的影響與成效

在周逸衡執行長的領導下，ACCSB結合知名商

管教授，制定認證規範，並實際執行認證工作。

十餘年來，大葉大學在ACCSB的協助下，不斷自

我提升，堅持教學品質，並順應時代趨勢發展，

持續調整課程，以滿足業界需求。ACCSB被譽為

華文商管教育界最嚴謹的評鑑認證，其評鑑輔導

過程中的細心指導，足以見其專業與嚴謹。

ACCSB期盼各大學能夠

培養出符合學術、專業及

時代要求，且具有永續發

展眼光的商管人才，這與

本校管理學院的理想不謀

而合。透過ACCSB這個第

三方公正專業的認證，本

校管理學院得以持續提升

教學品質。在評鑑過程

中，ACCSB協助檢討管理

學院及所屬系所單位的教

育目標、發展策略、教育

內容、作業制度、執行成

效及品質保證機制，理出本校管理學院發展的定

向靶。

ACCSB 認證的意義與展望

少子女化是當前臺灣高等教育面臨的重大挑

戰，生源的減少促使大學間產生激烈的競爭，在

這樣的競爭下，大學除了拓展生源之外，更需要

提升教學的品質，才能因應環境的變化。ACCSB

提供了公開的品質保證，不僅促使學院持續提升

商管教育，還能建立社會大眾對被認證單位商管

專業教育的信任。這樣的認證制度，對於大學教

育品質的提升具有實質的幫助。

教育是百年大計，成就我們的下一代，也奠基

國家的永續發展。少子女化雖然讓大學陷入高度

競爭，但競爭若能引導教學品質的提升，對於國

家的發展將是正面而深遠影響的。感謝ACCSB對

於本校管理學院的再次肯定。高品質的專業商管

教育能夠提供社會優質的商管專業人才，奠定國

家產業永續發展的基石。大葉大學將不負各界的

期盼，在商管教育上，堅持教育品質，培養企業

所需的優秀人才，為臺灣經濟發展貢獻力量。

▲校園徵才博覽會為企業與學生搭起就學就業橋樑。（大葉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