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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本校自 1953年創校以來，在歷任校長的卓越領

導與全體師生的積極努力下，從校地面積僅 300坪

的臺灣省立海事專科學校、臺灣省立海洋學院、國立

臺灣海洋學院，逐步發展為現今校園面積達 60公頃

的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成為一所以「海洋為主體，但

不以海洋為限」、「卓越教學」與「特色研究」兼具

的國際頂尖一流大學。

目前設有「海大校區」、「馬祖校區」及「桃園

觀音校區」三個校區。全校計有七個學院，包括 22個學系、11個獨立研究所、27個碩士班、19

個博士班、13個碩士在職專班，4個進修學士班。現有學生人數將近 9,000人，另有來自其他各

個國家的境外生與國際生約 500人，已成為全球最具完整特色之國際化的頂尖海洋高等學府。

本校主校區濱臨基隆港，校園倚山傍海，與和平島、正濱漁港、碧砂漁港及海洋科技博物館

等相毗鄰，並有獨特的龍崗生態園區，可遠眺一望無際的太平洋美麗海景，是一所景色秀麗的港

都城市大學。馬祖校區成立於 2017年 9月，共有 3個學系，除教學與實驗研究外，校區特色重

點課程與馬祖產業發展方向緊密結合，同時成立「馬祖海洋研究中心」規劃有關產學合作、生技

加值、交通建設、航運、水域活動及觀光休閒等多面向發展，希望培養海洋產業跨領域高階人才。

2018年11月，桃園觀音校區設立「海洋創新育成基地」，建置海域環境觀測平台與海洋科學園區，

協助桃園市政府建設桃園為兼具陸海空大型國際都會城市。

歷年來，本校在教學、研究與服務等各方面的表現屢屢獲得肯定，自 2005年起連續獲選為

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重點大學；2006年起，連續獲得教育部「五年五百億發展國際

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邁向頂尖大學計畫」、「高教深耕計畫」第一部分及第二部

分兩個特色一流研究中心——「海洋中心」及「海洋工程科技中心」，以及「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USR）計畫」之特別補助；本校出版的「海洋學刊 JMST」成為國內大學出版的期刊中，第一

個收錄至雙 I ( SCI與EI ) 資料庫之期刊，堪稱外界對本校在教學、研究與服務等各個面向的肯定。

現今本校積極整合學術資源，擴大學術能量，積極爭取研究與產學合作計畫、延攬國際海洋

專業人才，並結合海洋特色與優勢，積極改善教學、實驗、實習與現場調查設備，推動學校及產

業界合作，強化產學研發能量，且獲致重要成果。產學研究與技轉經費自 2011年至今，均已大

幅躍升，產學金額由 5.8億成長為 12.2億以上，技轉金額則由 400萬元成長為 5,000萬元以上，

表現亮眼！為促進學生學習專業與實務經驗相互結合、擴展學生國際觀，大力推動校外實習，學

生長短期出國見習，促進校園國際化，並創立2,000萬元「海洋珍珠基金」，用以聘請國際級大師，

提高教學研究水準，積極推動「2+1」雙聯學位，加速推動國際化。配合國家「海洋白皮書」與「綠

能」政策，培育國家重要建設人才。包含離岸風電之海事工程、智慧航輪、船長、AI應用、食科、

海洋環境保育、高科技生科與養殖等特殊專業與高薪人才。校內提供學生社團發展及體育設施環

境，落實全人教育目標，培育具海洋人文素養與社會競爭力的人才。此外，亦積極與國內外各高

中職及大學與研究所攜手合作，擴大在社會的影響力與貢獻，擦亮我們海洋大學的招牌！

此一首次公開發行之《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大學社會責任年度報告》，乃為因應臺灣高等教育

政策發展，依據本校特色教學與研究導向為基礎的校務研究結果，藉由各項量化指標、統計圖表

方式，完整且忠實地呈現「健全校務」、「師生動能」、「產業鏈結」、「校園優化」、「適性就業」

與「發展永續海洋之展望」等各項相關成果，確切展現本校深耕社會責任之進展，希冀提供社會

大眾得以瞭解本校多元且具海洋特色的經營成效，共同見證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的成長茁壯與優質

之辦學實績！

基於學校過去既有的成果，未來將秉持「頂尖海大建造工程」的十大願景與理念，帶領著全

校師生跟行政團隊，對內—持續精進教學方法與創新、促進校園和諧，並落實大學社會責任；對

外—擴大爭取外部的資源，提升關鍵技術研發並展現特色研究成果，強化產學合作的質與量，提

升學校的國際競爭力及全球排名，為臺灣培育更多兼具國際視野及在地關懷的跨領域海洋專業人

才！辦一所「令人感動的大學」以及「社會不可或缺的大學」！讓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成為一所具

有活力與高度榮譽感之「卓越教學與特色研究兼具的海洋國際頂尖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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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高等教育的改革，教育品質是社會各界所關心的焦點，也是教育單位努力的方向。而大

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已是國際趨勢，積極推展校務研究 (Institutional Research)工作為現今辦學

不可或缺的工作，其中，校務研究的問責制度 (Accountability)是推展績效自評重要的一環，係透

過詳實的數據、完備的指標，進行長時間縱向資料的比較與分析，提供實證性分析以作為管理決

策的重要依據，以增加辦學透明度。

本社會責任報告書係以本校治校理念「活力創新、海大躍進」為主要架構，分別就「多角化

辦學，健全校務」、「穩定化成長，穩健財務」、「多元化來源，培育學子」、「專業化教學，

精進教師」、「與產業鏈結，深耕海洋」、「與地方同行，USR計畫」、「特色化環境，提升教

學」、「適性化培育，自主學習」及「多樣化發展，接軌職場」等 9大面向，透過各項數據的揭露，

適時公開辦學重要績效，使學校負起社會責任，同時消弭學校與學生資訊不對稱現象，以保障學

生受教權益，讓辦學資訊更加透明化。善盡社會責任為學校未來校務發展的重點之一，藉由教師

帶領學生組成跨領域、跨科系院、跨團隊等方式，結合社區團體、在地產業或地方政府等資源，

透過課程或非課程形式，由師生走入社區之在地實踐，讓學生瞭解地域發展和當地文化、產業內

容和特色，創造課堂外的第二個學習場域，並產出讓大學、區域民眾及社會有感的實質貢獻與價

值提升。

此外，因應大數據時代，社群網路的快速拓展，本校除發行社會責任報告書外，為能讓大眾

更完整瞭解本校其他相關辦學績效，亦開放校務研究公開資訊網站 (http://bit.ly/ntou-ir)，提供各

界便利的查詢管道，以擴大公共傳播效益。同時發揮學校本身對社會大眾的影響力，達到善盡社

會大學責任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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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校務×擦亮海大招牌

1.多角化辦學，健全校務
1-1海洋大學組織及教職員生

本校組織包含學術單位與行政單位，其中學術單位包含7個學院及4個校級教學研究中心（共

同教育中心、海洋中心、臺灣海洋教育中心及海事發展與訓練中心）、22個學系、11個獨立研

究所、27個碩士班、19個博士班、13個碩士在職專班、4個進修學士班與師培中心及 3個學士

後學位學程，在 106年 9月另設馬祖校區 3個學士學位學程（大二在馬祖，大一、大三、大四在

基隆）。在行政單位則設有教務、研發、學務、總務、圖書資訊、國際等 6處，秘書、主計、人事、

體育等 4室、職業安全衛生中心、產學營運總中心、馬祖行政處及海大附中。截至 109學年度第

1學期，全校體制內專任教師、專任研究人員及博士後研究人員計 475人。職員計 329人，在籍

學生人數達 8,905人（僑生、港澳生及大陸地區來臺學生 425人及外國學生 102人）。

圖 1-1組織及教職生

行政單位的人力以「當增則增，應減則減」為原則，彈性調整人力配置，核實分配。由於組

織規模逐漸擴展，除考量單位性質相似的同仁可互相支援的可行性外，適度的增補人力，以達最

適規模的組織目標。同時，可充分協助教師教學、研究及提供學生輔導等支援，以提升校園整體

教學成效。因應少子女化與高等教育競爭激烈，持續透過內部資源整合與重新分配，積極進行教

學及行政單位之組織變革與空間活化。

1-2辦學特色與理念
本校為「國際級的海洋專賣店」，以海洋特色辦學，朝向「以海洋為主，但不以海洋為限」

的多元化目標發展，深耕系所間或跨領域間的橫向、縱向整合，強化「海洋海事水產」專業特色，

同時提升相關高科技研究。

以「以學生為本：辦一所令人感動的學校」及「專業與海洋特色：辦一所社會上不可或缺的

學校」為辦學理念，以培育具備人文素養與應用能力之專業人才，致力於海洋相關領域之學術與

應用發展，期能孕育出「具備海洋視野與人文素養的海大人」基本素養及「具備國際競爭力之專

業能力、創造能力、執行能力及社會關懷能力」之核心能力的優質人才。

本校將以「十大願景 :頂尖海大建造工程」為信念，以「育才」、「留才」、「用才」之可

持續發展策略，促使本校持續邁向全球「卓越教學與特色研究兼具的海洋頂尖大學」之目標奮進。

圖 1-2十大願景：頂尖海大建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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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辦學亮點
本校辦學成效卓著，連續三年（104至 106年）榮獲 cheer雜誌評選為「Top20」辦學績優

學校。全國唯一連續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2005年起連續13年）及「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2006年起連續 12年）肯定之績優學校，2018年起更持續獲得「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支持。

此外，於國內外大學排名表現傑出，2017-2019年在全世界海洋海事大學科研與教育評比第一。

2017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全球最佳大學排名榜，本校全球排名第 929名；2018年

遠見雜誌臺灣最佳大學排行榜，本校在「綜合大學」類別國內排名第 13名；2018年泰晤士報世

界大學學科排名，本校在「生命科學」學科，世界排名第 401-500 名區間，國內排名第 4名；

2019年 QS亞洲大學排名，本校亞洲排名第 194名；2019年泰晤士報亞洲大學排名，本校排名

第 201-250名。

本校在海洋相關研究方面為海洋領域的翹楚，依據最新的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ESI）資料庫頂尖學術指標分析結果，本校在「動物與植物學（PLANT &ANIMAL 

SCIENCE）」、「工程（ENGINEERING）」和「材料科學（MATERIALS SCIENCE）」之領

域發表論文總引用次數為全球前 1%，其中「動物與植物學」和「工程」二領域更是在前 0.5％。

圖 1-3辦學亮點

以上成果顯示，本校已成為培育優秀海洋人才，領導社會轉型及促進人類與海洋永續發展的頂尖

一流大學。

2.穩定化成長，穩健財務
2-1財務公開資訊 -收入來源

學校收入從 105年度 22.94億元逐年增加至 109年度 26.9億元，成長 17.27%，平均年收入

24.84億元，如圖 2-1-1所示。

圖 2-1-2，得知學校主要收入為「學校教學研究補助」占五年總平均收入 34 %，105至 109

年度平均為 8.4餘億元，顯示本校辦學以學生學習為主體，成效受到教育部肯定與補助。另外，

在「建教合作」占五年總平均收入 31.39 %，說明本校重視科技部、農委會及業內業外等經常性

事業等委託研究。「學雜費收入淨額」為第三大項收入，占總平均收入 18.25%，代表本校招生

情況穩定。

圖 2-1-1民國 105至 109年度學校歷年收入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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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財務公開資訊 -支出項目
從圖 2-2-1得知學校 105至 109年度平均支出約 26億元（不含設備費及建築費 )，且逐年呈

現增加的趨勢，五年內成長 18%。

圖 2-1-2 105至 109年度各項收入歷年平均比率圖

圖 2-2-1民國 105至 109年度學校支出統計圖

105至 109近五年，學校主要支出為「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其歷年平均支出占 52.3%，

如圖 2-2-2，顯示本校重視教學研究及輔導方面之投入。其次為「建教合作成本」占歷年平均支

出 27.69%，代表學校著重教師研究面向。

圖 2-2-2民國 105至 109年度學校歷年平均支出分析圖

表 2-3近五年獲教育部補助計畫一覽表

年度＼計劃名稱	 計畫總經費

105 39,258,569
「106-110年海洋教育執行計畫」暨「海洋職能導向課程發展計畫」規劃案
105年度教育部「生技產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
2016協助地方發展海洋教育計畫
2016國立台灣海洋大學越南華語暑期培訓班
扎根高中職資訊科學教育計畫

行動寬頻尖端技術課程推廣計畫

行動寬頻尖端技術課程推廣計畫 -課程二 :軟體定義網路與網路虛擬化
風能與海洋能教學聯盟中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5年教育部推動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2-3獲教育部競爭型計畫補助
近年來本校執行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教學卓越計畫」、「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成效甚優，持續不斷爭取外部各項相關競爭性經費，如表 2-3所示，以精進本校教學研究之能量

與品質，並提升教師專業成長及發展學生多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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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計劃名稱	 計畫總經費

教育部辦理大學校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 (起飛計畫 )
深植海洋人文與創新社會實踐：海洋人文社會教學研究的價值連結與典範型

第四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永續海洋與氣候變遷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發展計畫

智慧生活整合性人才培育特色大學計畫

資通訊軟體創新人才推升推廣計畫

臺灣人才躍昇計畫

親海．聽海．說海－航向關懷海洋之境

106 40,080,203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三漁興旺 -國際藍色經濟示範區
106年度中小學及社區法治教育計畫
106年度基礎語文及多元文化能力培育計畫 -多國語文與文化連結創新課程發展計畫
106年度教育部「生技產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
106年度智慧聯網技術與應用跨校教學聯盟中心計畫 -課程 (模組 )發展計畫
106年度新南向計畫「學術型領域聯盟 -農業」
106學年度大學校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發展計畫
106學年度協助地方發展海洋教育計畫
子計畫 1-4：文創船舶 (二 )
扎根高中職資訊科學教育計畫

促進華語文教育產業發展補助「印尼地區華語教師暑期研習專班」

風能與海洋能教學聯盟中心

師資生海洋教育課程開設與教材編輯試辦計畫

海洋專業人才培育政策研究計畫

推動學習型城市 -文創在基．觀光留跡 -文創船舶 (二 )
教育部輔導及輔助華語文教育機構優化計畫經費申請表

新南向個別學校

新南向區域型聯盟

資通訊軟體創新人才推廣升推廣計畫

臺灣人才躍昇計畫

學術論文與修辭

107 70,624,358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三漁興旺 -國際藍色經濟示範區

「生醫產業與新農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A類「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學產研鏈

結人才培育計畫」

「海洋科技創客」遙控帆船模組課程發展與推廣計畫

年度＼計劃名稱	 計畫總經費

107年度大學校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發展計畫 -募資實戰學習

107學年度協助地方發展海洋教育計畫

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輔導原理與實務師資培育課程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 -心理位移與心智省察的實踐探究

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運用樂高機器人組件進行生產物流系統模擬之教學研究

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融入職場英語需求分析與實踐之課程設計行動研究

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應用互助教學法增進大學生網路英語影片之理解

大專院校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結合系所專業之教學作業設計研究―文本視覺化

扎根高中職資訊科學教育計畫

北北基推動中心

打造國際旅遊島－社寮文化再現與地方產業佈建

108 91,466,984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三漁興旺 -國際藍色經濟示範區

「生醫產業與新農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A類「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學產研鏈

結人才培育計畫」

「海洋科技創客」遙控帆船模組課程發展與推廣計畫 (II)

「第一屆海洋教育推手獎」暨「海洋教育者培訓機制與海洋職涯試探教學發展」

規劃與推動計畫

108年水域運動 -區域性水域體驗推廣活動海洋獨木舟與 SUP體驗營

108年度 U-start創新創業計畫

108年度大學校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發展計畫 (募資實戰學習 )

108年度智慧製造跨校跨域教學策略聯盟計畫（臺大聯盟）

108年度新南向計畫「個別學校申請項目」

108年度辦理中、小學及社區法治教育活動與法律諮詢服務

108年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校園能資源管理及環境安全衛生計畫

108學年度扶助國民小學弱勢家庭學生學習（學習扶助）計畫

108學年度協助地方發展海洋教育計畫

STEM融入海洋教育課程提升師資培育生海洋素養與實作能力之研究

八斗優鱻好魚多

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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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計劃名稱	 計畫總經費

未來教師影響力實驗室跨界導向學習之設計與實踐探究

文創專業英語課程設計之行動研究 :以設計思考為輔助工具

半導體元件製程技術實物實作

打造國際旅遊島－社寮文化再現與地方產業佈建

成績期貨市場 -讓努力被即時反饋的課程遊戲

社會設計取徑 -融入 Maker精神之教學實踐與研究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 2部分－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畫（海洋工程科技中心）

基隆漁村新住民女性生命故事融入性別平等課程之研究 -以八斗子漁村為例

教育部 108年度「生醫產業與新農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B類「生醫產業與

新農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

教育部地方創生推動中心計畫

教育部補助 108年度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

教育部補助大學產業創新研發計畫 -智慧辨識產業之人才培育與核心技術開發

教育部補助辦理 108-109年度「大專校院食品安全人才培育計畫」

創造日語學習新需求，提昇學習成效

運用紙牌遊戲教學改善商管課程之教學成效以生產與作業管理課程為例

實踐圖解載貨證券 (B/L)創新教學法提升學習成效

109 171,460,712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三漁興旺 -國際藍色經濟示範區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智慧樂活水產村

「外籍學生教華語？ !」―――以「教中學」模式培養國際學位生的華語文跨文

化溝通能力

「生醫產業與新農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A類「生醫產業與新農業產研鏈結

人才培育計畫」

「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學產研鏈結人才培育計畫」A類食品科技產業創新領域課程

「教育部工具機教學設備更新計畫」第一階段（109年度）採購補助案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成員館自辦教育訓練經費補助

108學年度大專校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 -大專校院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臺

108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隊參賽及培訓經費補助實施計畫

109-110年度戶外教育、海洋教育、山野教育整合與發展計畫

109年度「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年度＼計劃名稱	 計畫總經費

109年度「健康上網，幸福學習」試辦學校計畫

109年度 U-start創新創業計畫

109年度大專校院學生國際體驗學習計畫「國際海洋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109年度大專院校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日語聽說點線面 -運用合作學習提昇日語聽

力及口語表達流暢度

109年度中小學及社區法治教育計畫

109年度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發展計畫

109年度智慧製造跨校跨域教學策略聯盟計畫（臺大聯盟）

109年度新型態資安實務示範課程計畫

109年度購置教學研究相關圖書儀器及設備改善計畫

109年區域性水域運動體驗推廣活動

109年教育部推動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109年落實教育實習輔導計畫

109年運動 i台灣計畫 -社區體適能促進、水域活動體驗營、水上運動嘉年華及

外籍移工運動樂活

109學年度「新南向培英專案 -教育部獎補助大學校院招收東南亞及南亞國家大

學講師來臺攻讀學位計畫」

109學年度大專校院推動創新創業教育計畫

109學年度扶助國民小學弱勢家庭學生學習（學習扶助）計畫

109學年度協助地方發展海洋教育計畫

109學年度師資培育獎學金

109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109學年度樂齡大學計畫

110年度海洋教育體驗課程及交流活動計畫

5G行動寬平課程推廣計畫 :課程 2--下世代網路切片應用服務

5G行動寬頻課程推廣計畫 :課程 1--行動寬頻網路

人文與科技相遇在海洋 -跨界敘事力課群計畫

人與海洋的距離 -八斗潮間帶海食教育之教學實踐與研究

大專校院校園學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自主互助聯盟運作計畫

以 micro:bit物聯網實作提升生命科學背景學生程式語言之學習動機

以合作學習提升關鍵能力及促進地方創生：馬祖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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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計劃名稱	 計畫總經費

打造國際旅遊島：和平島及其周邊之地域創生與永續發展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 2部分－特色領域研究中心－海洋工程科技中心

教育部 109年度「生醫產業與新農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B類「生醫產業與

新農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

教育部 109年度全國大專校院環境安全衛生主管聯席會議

教育部 109年新南向學海築夢

教育部 109年學海飛颺

教育部 109年學海惜珠

教育部 109年學海築夢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運用角色扮演 RPG遊戲改善商管課程教學成效以生

產管理課程為例

教育部補助 109-110學年度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

教育部補助 109年高教深耕計畫 -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畫 -海洋中心：全球變遷

下海洋的調適與因應

教育部補助大學產業創新研發計畫 -智慧辨識產業之人才培育與核心技術開發

「第二屆海洋教育推手獎」暨「海洋教育者培訓機制與海洋職涯試探教學發展」

規劃與推動計畫

逗陣來貢寮－打造共生共存共享的山海美境

智慧聯網課程推廣計畫

運動科學支援競技運動計畫 -打造輪椅籃球個別化訓練模式：以 LPS運動員定位

系統量化輪椅籃球員體能需求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109年度計畫

數學學習領域素養導向互動式評量設計計畫

潔能系統整合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區域推動中心計畫 -北北基 I推動中心

105至 109年度—經費總計 412,89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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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學習×提升師生動能

3.多元化來源，培育學子
3-1學生類別與就讀情形

新生入學

本校依據各入學學制統計新生人數，如表 3-1所示。105至 109學年度第 1學期新生入學人

數歷年平均為 2,386人，各年度之人數差異甚小，顯示本校招生情況穩定。

如圖 3-1-1所示，本校近五年平均學士班人數約維持在 1,259位、碩士班平均人數穩定維持

在 626位、碩士在職專班人數約在 230位、進修學士班人數 120位、博士班人數平均為 52位及

學士後學位學程平均為 98位。

105 106 107 108 109

學士班  1,249  1,253  1,225  1,242  1,326 

碩士班  640  601  642  636  613 

博士班  51  60  51  51  49 

進修學士班  134  110  113  124  120 

碩士在職專班  265  201  214  242  230 

學士後學位學程  99  73  79  86  154 

小計 (人 )  2,438  2,298  2,324  2,381  2,492 

表 3-1民國 105至 109學年度新生入學人數統計

學年度

入學學制

圖 3-1-1 105至 109年度新生入學趨勢圖

圖 3-1-2近五年在籍學生人數統計

圖 3-1-3近五年之在籍學生人數 _依性別

就讀學生人數

統計各學年期之就讀學生人數，學校在 1051至 1091學年期平均每學期就讀本校之人數約

8,500餘人，如圖 3-1-2所示。就讀學生以男生為主，歷學年期平均約有 5,797人 (67.87%)，女

生平均為 2,744人 (32.13%)，如圖 3-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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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生、港澳生及大陸地區學生人數

統計 1051至 1091各學年期之僑生、港澳生及大陸地區學生人數，如圖 3-1-4所示，人數由

1051學年期之 341人增加至 1091學年期之 425人，五年內增加人數為 84人。

外國學生人數

本校積極參與國內及東南亞海外地區教育展，製作相關文宣、海報及宣傳品等，宣揚本校海

洋特色及教學理念，取得與境外生直接接觸之機會；並善用各項電子與傳統行銷平台，寄發本校

招生形象海報及文宣，登載招收外國學生專屬網頁。統計本校外國學生就讀情形，如圖 3-1-5所

示，從 1051至 1091學年期，平均每年 110人。

圖 3-1-4近五年僑生、港澳生及大陸地區學生人數

圖 3-2-1近五年註冊率趨勢圖 (學士班 )

圖 3-2-2近五年註冊率趨勢圖 (全學制 )

圖 3-1-5近五年外國學生人數

3-2學生註冊率
本校 105~109學年度之學士班，每年約 1,300個招生名額，各學年度之平均註冊率為 96%

（如圖 3-2-1）。全校各學制在 109學年度新生招生名額有 2,631人，新生實際註冊人數有 2,338

人，註冊率 88.9%（如圖 3-2-2）。整體而言，本校近五年之註冊率約維持在 86%至 91%之間（含

進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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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各入學管道人數分布

各入學管道學生人數

自從推動多元入學方案後，本校除了提供「大學指考分發」、「個人申請」及「繁星推薦」

三種主要入學管道，亦提供「四技二專甄選與技優入學」、「經濟弱勢」、「運動績優甄審與獨招」

及「身心障礙生甄審與獨招」等入學管道。

本校就近五年三種主要入學管道之學生人數 (學士班 )進行統計分析，如圖 3-3-1所示。發現

本校早期以「大學指考分發」為主要入學的管道，後期則以「個人申請」及「繁星推薦」為主要

入學管道 (「大學指考分發」於 101學年度有 712人，109學年度則為 346人；「個人申請」於

101學年度有 379人，109學年度則為 629人；「繁星推薦」於 101學年度有 190人，109學年

度則為 336人 )。

本校為了解各入學管道的學習狀況，進一步分析各入學管道學生的入學學測成績與在校成

績，如圖 3-3-2所示。發現繁星計畫之學生入學學測成績雖然較其他入學管道低 (「繁星推薦」

於 101~109學年度入學成績約在 51.5級分 ~56.2級分，「大學指考分發」入學學測約在 50.6級

分 ~60.3級分 )，但其在學期間之成績表現較好 (「繁星推薦」於 101~109學年度在學成績約在

76分 ~79.2分，「大學指考分發」在學成績約在 73.2分 ~76.2分 )。表示「繁星推薦」入學學生

雖然存在城鄉間的差異性，卻有足夠的學習力及積極度。

因此，本校為能協助城鄉地區學子的適性學習，近幾年也彈性調整員額，逐漸分配至「繁星

推薦」、「技專甄選」、「運動績優」及「特殊選才」等入學管道。如表 3-3-1所示，「繁星推薦」

從 105學年度 236人增加至 109學年度 313人；「特殊選才」則從 105學年度 10人增加至 109

學年度 65人。

圖 3-3-1歷年各主要入學管道學生人數

圖 3-3-2歷年各入學管道學測成績與在校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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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
推薦

個人
申請

考試
入學

單獨招生
特殊選才

技專
甄選

運動
績優

其他(教
育/技保)

105 236 650 370 10 25 9 0

106 236 646 364 17 25 12 0

107 313 607 308 35 25 12 0

108 337 631 202 65 40 14 11

109 313 667 215 65 40 17 7

學年度

入學管道

弱勢學生人數

本校從 104學年度積極推動弱勢招生，增加繁星推薦管道名額、原住民外加名額、個人申請

管道新增弱勢生優先錄取規定、面試補助等。

104學年度起新增弱勢學生優先錄取規定後，弱勢學生透過個人申請管道均有逐年增加，如

表 3-3-2所示，從 104學年度錄取 24名弱勢學生，至 108學年度有 33名弱勢學生，較 104學年

度弱勢生增加 9名，增加比例為 37.5%。

表 3-3-1近五年入學管道招生名額統計

表 3-3-2近五年弱勢學生透過繁星推薦及個人申請人數

年度 104 105 106 107 108

入學管道
繁星
推薦

個人
申請

繁星
推薦

個人
申請

繁星
推薦

個人
申請

繁星
推薦

個人
申請

繁星
推薦

個人
申請

低收入戶 3 6 4 5 - 1 2 5 1 1
中低收入戶 2 1 1 - 1 5 6 3 1 2
原住民族 1 11 3 13 2 13 3 14 2 8

特殊境遇家庭子
女或孫子女

- - - 2 - - - - 1 1

符合申請教育部
大專校院弱勢學
生助學計畫條件

- - - 6 - 2 - 2 5 11

新移民及其子女 - - - 1 - 7 - 6 - -
小計 6 18 8 27 3 28 11 30 10 23

總計 24 35 31 41 33

3-4轉學生就讀情形
除了一般入學管道外，統計近五年轉入本校學生人數，如圖 3-4-1所示。結果顯示轉學生大

多在第一學期轉進本校就讀 (108年度第一學期時人數最高，單學期高達 128人轉進本校 )，第二

學期轉入學生人數較少。

圖 3-4-1 1051至 1091學年期轉學生總人數

圖 3-4-2 1051至 1091學年期各學院轉學生人數

3-5歷年新生居住地分布
分析本校近五年 (105至 109學年度 )新生居住地所在縣市，如圖 3-5-1所示，發現就讀本校

學生以北部為主，比例為 54.42%（新北市 21.20%、台北市 16.26%、桃園市 11.70%及基隆市

5.26%），由於本校位於台灣最北部之基隆市，濱臨海域，就地理位置而言，屬於相對邊境，因此，

中南部的居住地考生，較少選擇本校就讀。

進一步透過學生來源縣市行政區散佈圖，如圖 3-5-2所示，顯示本校 105~109學年度之學生

來自於桃園市桃園區 200人 (2.92%)最多，其次為新北市板橋區 198人 (2.89%)及臺北市內湖區

168人 (2.45%)，經由學生來源之行政區散佈圖，讓學校更了解學生所在地之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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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1 105至 109學年度新生來源—縣市比例

圖 3-5-2 105至 109學年度新生來源—行政區比例

圖 4-1-1專兼任教師人數

圖 4-1-2各職級教師升等人數

4.專業化教學，精進教師
4-1教師結構與升等

教師人數

統計本校歷年教師人數，如圖 4-1-1所示，1051至 1092之平均每學期教師人數計 683人，

其中專任教師每年平均約 423人，兼任教師平均約 260人。

教師升等

學校近五年自 104至 108學年度教授升等各職級的情形，如圖 4-1-2所示，升等教授人數，

每年平均約 10人，升等副教授人數，每年平均約 12人。近五年之專任教師升等，平均每年約

23人升等，如圖 4-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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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近五年之專任教師升等人數

圖 4-2-1各年度教學評鑑平均分數
圖 4-2-2專任教師受教率及教學能量散點圖

4-2教師教學表現

教學評鑑

教學評鑑每學期施測 1次，教師皆可上網查詢評鑑成績及學生意見，作為次學期 (年 )課程

之滾動修正。1051至 1091學年期全校教學評鑑問卷分析之分數大多落在 3.5至 5.0分之間，表

示教師之教學評鑑指標均為中上，每年教師評鑑分數平均落在 4.4分的水準之上，顯示本校教師

無論在教學技巧或能力皆維持在相同水準。

教學評鑑

受教率衡量方式為教師修課總學生數 (人 )÷教師當學期開課數 (門課 )。透過受教率的計算，

可以了解到教師開課的平均修課人數，亦表示教師每堂課可以教授到之學生數，因此，受教率高

表示教師每開一門課，修課學生人數則較多。

教學能量衡量方式為教師授課時數 (小時 )×修課學生數 (人 )之總和。經由教學能量的計算，

了解到教師每學期授課時數與學生人數的總合，亦代表教師每學期教學散佈之能量，因此，教學

能量高表示教師之教學散布的程度高。

分析 104至 108學年度，專任教師之受教率與教學能量散點圖，如圖 4-2-2所示。發現專任

教師每學期之平均教學能量約落在278左右，受教率則落在約43.2左右，且集中在第一、三象限，

表示教師開課及學生修課狀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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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104至 108學年度，兼任教師之受教率與教學能量散點圖，如圖 4-2-3所示。發現兼任

教師每學期之平均教學能量約落在 107.6左右，受教率高達 61.9，資料除集中於第一、三象限外，

尚有部分兼任教師落在第二、四象限。跟專任教師相較之下，兼任教師有高受教率、低教學能量

之現象，此代表兼任教師之平均修課人數較高，但開課數並無專任教師多，因此能量較低。

圖 4-2-3兼任教師受教率及教學能量散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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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結產業×促進區域共榮

5.與產業鏈結，深耕海洋
基於本校發展海洋特色，針對海洋領域拔尖研究、海洋產業高端人才培育，本校具有強烈之

使命感。除了扮演全球海洋海事水產教育推廣及人才培育的領航者外，本校亦規劃推動全校海洋

教育課程，整合全國海洋教育資源，致力提升全民海洋素養，因此，本校以深度培育海洋人才及

永續發展海洋產業為重要使命。

5-1深度培育海洋人才

開設海洋特色課程及成立出版中心

為使本校學生具多元海洋專業知能，故持續積極推動校級海洋特色課程「海洋科學概論」、

院級海洋特色概論課程「水產概論」、「海洋學」及「海洋工程概論」等，開設課程之學院數占

本校學院約 60%，且自 104學年至 108學年已達 6,841人次修讀海洋科學概論課程；校級海洋

出版中心亦持續出版海洋特色書籍及刊物等，如「IMO初級航海英語會話」、「風起雲湧 -海大

人物誌」、「咕咾厝下的朝陽」、「戰爭的島，和平的人 -金門、馬祖、我們」及「海洋學刊」。

其中，「海洋科學概論及其時代議題」與國家地理雜誌合作於 109年 2月出版。

分析本校修讀「海洋科學概論」學生人數及成績表現，如圖 5-1-1，發現修課人數逐年提升，

由 104年之 1,250人增加到 108年之 1,449人，平均成績 90分以上之人數也顯著增加。

培育海洋產業高端人才

建構本校成為培育海洋產業高端人才搖籃讓本校海洋領域科系更為完整化，學術單位包括 7

個學院、22個學系、11個獨立系所、27個碩士班及 19個博士班，已發展成為全球最具完整海

洋特色之國際著名學府，提供學生充分海洋領域之學習選擇。並支持學校行政與學術組織完整化、

積極延攬具海洋專業人才為教師及研究人員、加強以海洋特色為招生策略、充實海洋教學研究設

施，並拓展校區包括基隆主校區、馬祖校區、桃園觀音校區等，其中馬祖校區於 108年 9月在連

江縣馬祖校區掛牌開學，提供院級不分系之「海洋生物科技系」、「海洋工程科技系」及「海洋

經營管理系」異地學習的選擇。

從教育部統計處蒐集大學海洋教育相關系所畢業生人數（如表 5-1）(畢業時間以 2019年校

務統計系統申報之畢業生人數為主 )。如圖 5-1-2，結果顯示本校海洋相關系所畢業生之比重占全

國之冠（34.24%），彰顯本校對海洋產業人才培育不遺餘力。

圖 5-1-1近五年修讀海洋科學概論之人數及成績表現

表 5-1 2019大學海洋教育相關畢業生之人數統計表

學校及類科 博士生 碩士生 學士生 合計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1 612 1323 1956

1.航海類科 0 17 159 176
2.輪機類科 2 18 148 168
3.航運管理類科 2 106 301 409
4.水產養殖類科 4 37 96 137
5.海洋生物類科 3 37 47 87
6.漁業科學類科 2 23 53 78
7.水產食品類科 0 75 144 219
8.造船與船舶機電類科 1 82 210 293
9.海洋工程類科 5 95 82 182
10.海洋休閒觀光類科 0 0 35 35
11.海洋科學類科 2 35 47 84
12.海洋資源管理類科 0 9 0 9
13.海洋人文及社會科類科 0 78 1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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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及類科 博士生 碩士生 學士生 合計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0 14 546 560

1.航海類科 0 0 69 69
2.輪機類科 0 0 85 85
3.航運管理類科 0 0 74 74
7.水產食品類科 0 5 49 54
10.海洋休閒觀光類科 0 9 269 278
長榮大學 0 3 128 131

3.航運管理類科 0 3 128 131
國立中山大學 13 57 114 184

5.海洋生物類科 9 8 40 57
9.海洋工程類科 4 30 39 73
11.海洋科學類科 0 15 35 50
12.海洋資源管理類科 0 4 0 4
國立中央大學 0 6 0 6

11.海洋科學類科 0 6 0 6
國立成功大學 7 90 98 195

8.造船與船舶機電類科 1 40 52 93
9.海洋工程類科 6 42 46 94
12.海洋資源管理類科 0 8 0 8
國立東華大學 0 2 20 2 2

5.海洋生物類科 0 22 0 22
國立金門大學 0 14 196 210

10.海洋休閒觀光類科 0 8 158 166
12.海洋資源管理類科 0 6 38 44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 4 39 44

4.水產養殖類科 1 3 39 43
6.漁業科學類科 0 1 0 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0 158 1363 1521

1.航海類科 0 3 129 132
2.輪機類科 0 16 162 178
3.航運管理類科 0 28 225 253
4.水產養殖類科 0 8 128 136
5.海洋生物類科 0 6 35 41

學校及類科 博士生 碩士生 學士生 合計

6.漁業科學類科 0 11 77 88
7.水產食品類科 0 24 181 205
8.造船與船舶機電類科 0 42 255 297
9.海洋工程類科 0 12 76 88
10.海洋休閒觀光類科 0 0 95 95
12.海洋資源管理類科 0 8 0 8
國立嘉義大學 0 3 43 46

5.海洋生物類科 0 3 43 46
國立臺灣大學 17 117 39 173

6.漁業科學類科 1 10 0 11
9.海洋工程類科 12 78 39 129
11.海洋科學類科 4 29 0 3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0 18 29 47

11.海洋科學類科 0 18 29 47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0 38 359 397

3.航運管理類科 0 16 95 111
4.水產養殖類科 0 2 38 40
7.水產食品類科 0 8 52 60
10.海洋休閒觀光類科 0 12 174 186
淡江大學 0 17 101 118

9.海洋工程類科 0 17 101 118
開南大學 0 0 69 69

3.航運管理類科 0 0 69 69
臺北市立大學 0 0 33 33

10.海洋休閒觀光類科 0 0 33 33
總計 59 1173 4480 5712

將以上表單進行視覺化如圖 5-1-2，清楚呈現本校對於海洋相關人才培育之比重，占全國相

關類科大學畢業生人數之三成以上 (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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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大學校院 2019海洋教育相關畢業生統計

圖 5-1-4本校海洋教育相關研究人力之比例

圖 5-2-1研究計畫件數與經費統計圖圖 5-1-3本校 2019海洋教育相關畢業生—依類科統計

進一步分析本校海洋相關類科人數比例，如圖 5-1-3，顯示本校之畢業生，以航海輪機航運

類科所占人數比例為最高（38.5%）。

針對本校海洋相關類科之研究人力（含博士生及碩士生）進行分析，如圖 5-1-4，顯示本校

之研究人力，以「海洋工程造船類」（含造船與船舶機電類科及海洋工程類科）為最高，占全部

類科之 28.91%。

航海輪機航運類
22.91%

海洋資源觀光類
1.42%

海洋生物科學類
16.11%

海洋工程造船類
28.91%

海洋人文及社會科學類
12.32%

水產養殖食品類
18.33%

5-2厚植促進產學研發

教師研究發表

‧研究計畫件數與經費

統計全校 102-109年度研究計畫件數與經費，如圖 5-2-1所示，其中案件數及金額數有逐年

升高的趨勢 (從 102年的 948件 62,576萬元增加至 109年 1,234件 125,355萬元 )，無論是件

數或補助金額，109年度皆達到最高峰。表示教師將更多的經費投資於學術研究上，學術成效表

現日益月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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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計畫

全校 102-109年度科技部計畫案件數與經費統計，如圖 5-2-2所示，案件數每年平均約 265

件，其中以 104及 105年最多，金額數有逐年升高的趨勢 (從 102年的 27,811萬元增加至 109

年 34,419萬元 )，總金額最高年度為 107年，到 37,076萬元左右。表示學校教師於歷年申請科

技部計畫之案件數與經費有逐年攀升的趨勢。

‧農委會計畫

102-109年度農委會計畫案件數與經費統計圖，如圖 5-2-3所示。其案件數及金額數於 104

年開始攀升，其中 106年度總金額高達 15,001萬元的補助，表示本校於近年在農委會獲得之研

究計畫成效較高。

‧建教合作計畫

102-109年度建教合作計畫案件數與經費統計圖，如圖 5-2-4所示。其中案件數及補助金額

於 109年度達到最高，共 848件，總金額達 63,928萬元。

‧教育部研究計畫件數及金額

本校承接教育部研究計畫總件數及總金額，如圖 5-2-5所示。從 102-109年度教育部研究計

畫之數量，平均每年 21件，109年總數件為 53件及總金額 15,102萬元為歷年最高。

圖 5-2-2科技部計畫件數與經費統計圖

圖 5-2-4建教計畫件數與經費統計圖

圖 5-2-5教育部研究計畫總件數及總金額
圖 5-2-3農委會計畫件數與經費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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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師發表 SCI/SSCI期刊論文數

本校專任教師發表期刊論文 (SCI/SSCI)數量，如圖 5-2-6所示。102-109年度教師 SCI/

SSCI每年平均篇數約 516篇，代表教師於研究之成效有明顯的成長。

‧專任教師發表研討會論文

除 SCI及 SSC期刊論文數外，本校教師亦積極參加許多研討會，進行論文發表，專任教師

發表研討會論文數，如圖 5-2-7所示。102至 109年度本校教師參加研討會之論文發表數每年平

均為在 648篇。108年度開始件數驟降，因教育部修改表單定義。

圖 5-2-6專任教師發表 SCI/SSCI期刊論文數

圖 5-2-8中華民國有實體審查專利公告數與新品種數量 (累計 )

圖 5-2-9教師發表專書總數 (累計 )圖 5-2-7專任教師發表研討會論文數

教師專利及產學合作

‧教師專利、新品種、授權件數及專書

統計本校在教師專利、新品種數量，如圖 5-2-8所示，從 102學年度 12件專利數到 109學

年度共有 115件專利數，每年平均有 14件專利。

本校教師發表專書總數，如圖 5-2-9所示，從 102學年度 17件本專書到 109學年度共有

116件本專書，平均每年約有 16本專書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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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承接產學計畫

教師承接企業、政府及其他部門計畫數量統計如表 5-2-1所示。本校承接企業部門計畫逐年

增加，從 102年 482件增加至 109年 657件；政府部門數量每年平均 75件，其他計畫數量每年

平均 84件，108年件數增加最多。

統計 102至 109年度，學校承接產學合作單位數，如表 5-2-2所示。本校承接企業單位每年

平均 390件，其他合作單位每年平均 39件。

計畫 \年度 \總件數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企業部門計畫 482 511 547 560 561 532 553 657

政府部分計畫 37 63 53 98 86 91 72 97

其他部門計畫 67 67 48 84 65 93 136 114

單位 \年度 \總件數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企業單位 409 361 412 360 377 370 378 449

其他單位 49 35 27 32 34 36 49 49

表 5-2-1教師承接產學計畫件數

表 5-2-2學校產學合作單位數統計表 圖 6-0學校整體 USR發展藍圖

6.與地方同行，USR計畫
在校務發展策略指導下，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培養優質國際競爭力，重視課程檢核與彈性

課程規劃設計、增廣學生學習領域，確保教學品質，培育學用合一人才，促進學校和社會共生共

榮，善盡社會服務之責。為達成「109年目標：積極展現海洋專長及特色，增進本校與區域�結、

深耕在地，跨領域學術面之融以國際化視野整合相關智識與技術，落實社會責任實踐。」之全校

性 USR目標。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9年通過教育部第二期大學社會責任（USR）實踐計畫，分

別通過大學特色類萌芽型 3案與國際鏈結類萌芽型 1案，以及通過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基地（USR

Hub）3案，與地方同行，共創美好。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帶領青年學子，陪伴社區找到自己美好

的價值、陪伴社區尋找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實踐美好的價值，並將這些美好價值推展出去。建構

出一個永續發展的模式，並協助社區規劃永續發展的能力，當團隊離開場域後，社區文化保存 /

產業能繼續運作，不會因此中斷。

6-1兼顧文化與產業之地方創生永續模式

6-1-1計畫摘要及藍圖
關鍵議題與計畫目標：基隆港轉型為國際郵輪停泊旗艦港，觀光旅遊產業必須升級，和平島

社區需要再造活化以助產業升級。場域面對具體問題：1.和平島歷史文化資產有待保存、再現與

活化；2.國際觀光資源尚待盤整規劃；3.和平島水域管轄使用仍待釐清；4.社區居民與相關產業

尚缺共識；5.地方特色產業尚待創新開發，人力資源不足有待培育補充。本計畫目標將文化資產、

觀光旅遊、運動休閒、文創商品、數位再現等視為互以為力並有利於和平島地域創生的要素，期

能透過五個子計畫之執行，結合人文與科技，連接產官學社資源，促進地方文化之保存活化與數

位再現，推動文創、觀光、休閒等特色產業發展，強化人才培育，提升在地勞動力的增值轉型，

以利和平島及其周邊之地域創生與永續發展。

計畫主軸與執行策略；本計畫以打造國際旅遊島為願景；以地方創生、永續發展、人才培育

為主軸；以兼顧地方文化傳承、特色產業促進以及社區公民參與為核心概念；以整合規劃、共同

推動與社會實踐為策略。推動共同執行項目建立 PDCA機制，落實五大跨領域子計畫：1.和平島

的文化資產活化與推廣；2.和平島國際永續觀光發展與人才培育規劃；3.和平島海洋休閒運動基

地創建與產業實踐整合；4.以共創方式開發和平島及其周邊文創商品；5.和平島數位圖像故事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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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與永續指標 SDGs的對應：(一 )加強人才培育，提升在地勞動力增值轉型，以利

和平島及其周邊地區的永續發展 (SDGs4)。(二 )利用和平島獨特的海洋環境、自然景觀以及豐

富的歷史人文底蘊，輔以數位人文科技的應用，發揮當地適合發展文創、觀光、休閒產業特質

(SDGs8)。(三 )提升島上居民在地文化自信與認同，增進其自發參與、有效轉型的應變能量，以

促進地方文化資產保存、創新與活化 (SDGs11)。(四 )本計畫以地方創生、永續發展、人才培育

為主軸，兼顧地方文化傳承、特色產業促進以及社區共同參與，推動文創觀光休閒等特色產業，

有利地方創生發展 (SDGs12)。

圖 6-1-1「打造國際旅遊島 -和平島及其周邊之地域創生與永續發展」計畫執行架構

6-1-2計畫執行重點

表 6-1-2執行重點表

領域 執行重點

跨領域整合與執行

1.對象與方式：對象：學生、地方社群、企業、民意代表、地方政府；方式：發行「和

平創生」電子期刊、舉辦「跨領域焦點對談」、創生增能實地考察、成果展以

及跨領域課程整合。

2.社會影響性：針對議題促進產官學社對話與反思，提供政策建議。

3.2020年成果：「和平創生」電子期刊定期出刊 4期；舉辦跨領域焦點對談、

創生增能實地考察、成果展各 1次，跨領域整合課群計 8位老師開設 18門課，

470位學生修課並舉辦 3場總論講座。

4.2021年目標：「和平創生」電子期刊定期出刊、跨領域焦點對談、工作坊、

成果展、創生增能實地考察各辦理 1次，整合計畫課群。

和平島的文化資產
活化與推廣

1.對象與方式：對象：地方社群、企業、學生；方式：舉辦文化資產工作  坊、

得義堂耆老訪談、社靈廟王爺海上遊江祭儀調查及影像記錄、資深漁業從業人

員的訪談紀錄與漁撈技藝調查，相關活動融入課程。

2.社會影響性：文化記錄與傳承；補充和平島漁業內容。

3.2020年成果：活用無形文化資產、培訓人材並開發 6件文創品。引導學生學

習北管，因應得義堂傳承問題。完成和平島社靈廟王爺海上遊江祭儀、陸上遊

江、祝壽法會、千秋聖誕遶境等之祭儀等宗教民俗活動的調查，相關記錄資料

得以計畫後續運用及文化傳承。完成資深漁業從業人員訪談與漁業技藝（各種

漁法漁具）調查，厚實和平島漁業內容。

4.2021年目標：北管人才培訓與傳承及媒合演出、得義堂文物數位化、王船模

型的開發與推廣、和平島天后宮媽祖遶境記錄、漁業民間文學采集、漁撈技藝

產業再現。

和平島國際永續觀光
發展與人才培育規劃

1.對象與方式：對象：國際組織、地方社群、社會團體、地方政府、民意代表、

學生方式：定期與東京海洋大學佐佐木剛教授討論規劃台日森川海教育遊學行

程課程，辦理「和平島商家 SDGs認證」，協助和平島商家產品服務升級，成

立青年創業基地，以及課程融入。

2.社會影響性：改善場域觀光品質、培訓產業人材。

3. 2020年成果：推廣SDGs概念與介紹中華永續發展交流協會商家與個人認證。

以及「和平島的過去與未來」結合考古與觀光帶領解說了解和平島歷史與考古

價值。經過多次社區經營，合作商家 26個，參與居民 60人次。影響店家整體

品牌與產品升級，以 SDGs轉型海洋教育與因應社會發展問題，並強化海洋教

育產品與搭配政策發展推動交流機會。輔導青創團隊小魯智慧文化旅遊工作室、

卡米諾文史工作室等。協助辦理活動與改善方案，創造機會與資源支持青創團

隊。

4. 2021年目標：辦理地方產業人才培訓課程、協助和平島商家產品或服務升級、

輔導青創教育單位永續經營國際海洋教育遊學活動、辦理國際海洋教育者體驗

與踩線活動、辦理國際海洋教育者認證工作坊、辦理和平島整合行銷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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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執行重點

和平島海洋休閒基地
創建與產業實踐整合

1.對象與方式：對象：學生、教師、地方社群及志工、民意代表方式：課程參

與實踐、辦理海洋休閒運動體驗活動、教師海洋休閒運動體驗活動、和平島海

洋廢棄物實做清除活動及勤前教育、辦理 2期動力小船駕駛訓練班。

2.社會影響性：吸引基隆地區國中小端投入水域運動發展；提升保護海洋環境

意識；培訓小艇駕駛從業人員。

3.2020年成果：辦理端午趣味龍舟賽 500人參與。7-8月辦理獨木舟體驗活動：

7月活動 46梯 2,255人次，8月辦理活動 44梯 2,177人次。6-10月舉辦國中

小校體驗獨木舟 120場，實際參與學生數 6,000人次。和平島海洋廢棄物實做

清除活動及勤前教育，分別 350人及 240人參與。培訓營業用小艇駕駛 40人。

4. 2021年目標：辦理海洋休閒運動產業人才培訓課程、規劃包裝海洋休閒運動

遊程商品、海洋休閒運動專業證照人才孵育基地持續運作、規劃海洋休閒運動

觀光與教育遊學行程、辦理國際海洋休閒運動觀光與教育遊學活動。

以共創方式開發和平島
及其周邊文創商品

1.對象與方式：對象：學生、企業、地方社群方式：地域特色產業實查、分析

與重新定位；地方意象發展、協同設計、地方意象圖騰運用設計與地方意象商

品發表展示，以及課程融入。

2.社會影響性：提升和平島產業形象。

3.2020年成果：和平島地域特色產業實查 (和平島公園、泉利米香、藍媽媽水

餃 )、和平島及其周圍生態六大面向 (水生動物、水生植物、陸地動物、陸地植

物、地質、空中動物 )以及地方特色產業文獻分析、完成 3套地方圖騰意象系列

發展、完成 3套特色產業意象圖騰運用設計 (提案→執行→商品打樣製作 )並於

109.6.16-201082期末展完成商品發表與展示。

4. 2021年目標：和平島地景文化調查、分析與和平島地景文化文創商品設計製

作及修正。

和平島數位圖像故事館

1.對象與方式：對象：學生、地方社群、文教團體、文創觀光產業、地方政府方式：

和平島之歷史發展、空間景觀、生活文化等課題研究與圖像繪製，架設故事館

網頁，以及課程融入。

2.社會影響性：以數位科技呈現和平島地方文化特色並建構文化資產傳承、創

新與活化的數位平台。

3.2020年成果：網頁架設「從遠古到近世」完成研究報告 1篇、主題導覽 5篇、

圖像 72則、說明 34則；「大航海時」：完成研究報告 1篇、主題導覽 5篇、

圖像 30則、說明 20則；完成「和平島數位圖像故事館導覽大堂」內容及畫資

訊室、圖書室、電子期刊室內容持續建置。

4.2021年目標：「歷史發展軌跡」之清代的變遷、日治時期的轉型、光復迄今

的發展等單元；「空間景觀變遷」之古今地圖對照與數位層疊、消失的人文遺

跡與重現、歷史古跡的物換星移、著名景點的前世今生、和平島地形空間設計

與建置、數位圖像層疊設計與建置、整合網頁呈現介面。

6-1-3 109年度計畫成果執行亮點

PDCA機制管控並協調計畫跨領域執行：1.「和平創生」電子期刊 (執行成效管控 )已出 4期。

2.跨領域焦點對談合併工作坊 (滾動式檢查與修正 )已辦 1場 64人次參加。3.創生增能實地考察

(滾動式檢查修正 /公民參與策略 )已辦 1場 14人參加。4. 海報及微電影成果展 (產業連結與修

正成果 )2場次共 200人次參觀 1163人次瀏覽、編輯專書 1本。5.跨領域整合課群：由 8位老師

開 19門課共 470位學生修課，總論講座 3場約 240位學生聽講，場域踏查累計 224人次。

和平島的文化資產活化與推廣：1.得義堂北管耆老訪談、歷史沿革與文物調查、引薦海大學

生進入得義堂學習北管音樂；2. 社靈廟王船海上遊江等民俗活動之祭儀的調查與影像紀錄；3.漁

撈技藝的調查。4.舉辦演講：由計畫成員協同教學並邀請業界菁英講座，培力同學及地方人士的

知識及視野。5.參訪和工作坊活動中加入體驗行程。6.開發文創商品，俾利文化資產推廣。

和平島國際永續觀光發展與人才培育規劃：成立中華永續發展交流協會、協助商家落實永續

發展認證與人才培育、辦理振興商品券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協助商家轉型、帶領學生駐點共同解

決社會發展議題、協助考古教育推廣等。具體事項：1.協助 6個商家轉型以海洋教育為特色達到

增值 (漁樂誌、香聚川味、阿九鯊魚羹、藍媽媽水餃、小魯智慧文化旅遊工作室、卡米諾文史工

作室 )。2.協助 12個新創團隊與新籌設商家營運與推廣。(勾來咖啡館、Gung Yu、海閣、海那

邊、渡船頭海鮮、小魯智遊、Doing cafe、找到幸福、來 Ba小吃、525酒食館、Casa Picasso、

太陽很大咖啡 )。3.規劃和平島停車與標線行人行專用道。4.協助基隆市政府進行和平島交通流

量分析。5.協助辦理基隆市政府文化局和平島考古教育展。6.協助辦理基隆市政府文化局全國古

蹟日導覽活動。7.與基隆市議員配合於基隆市議會第 19-3定期會提出 12個和平島相關提案。8.阿

九鯊魚羹及香聚川味餐廳中英文菜單及阿九鯊魚羹海報設計印刷。9.拍攝天后宮、天顯宮、原住

民文化會館、樂品喜塘、二樓小嶼、阿九鯊魚羹等商家影片介紹。10.製作旅遊導覽摺頁第二版，

更新商家資訊共印刷 10,000份；製作歷史景點手冊印刷 500本。11.架設海大 USR-B網站、和

平島大小事臉書社團、youtube影音頻道，宣傳海大USR的運作並增加資訊透明度。12.推動「團

結抗疫商品券」陪商家度過難關，促進商家互助形成和平島商圈等。唯因 COVID-19疫情影響全

球及政府因應措施，使原訂國際海洋教育遊學的規劃無法執行。

主要 SDGs

次要 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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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島海洋休閒基地創建與產業實踐整合：辨理深潛海廢鬥士、潛能無限探索海洋、國中小

學生體驗獨木舟、海洋休閒產業經濟永續發展論壇暨海洋遊憩實務操作工作坊等活動；開設動力

小船駕駛訓練班、成立體育署北區水域運動教育中心。整合校內海事發展與訓練中心，打造海洋

休閒運動專業證照人才孵育基地；並與臺灣港務公司、臺灣王船聯合開發工程共同辦理海洋休閒

運動專業證照人才培訓課程。持續與和平島公園經營廠商宏岳國際公司、觀光局北觀處合作開發

海洋休閒運動產品與服務升級。並期透過金洋旅行社與亞洲海洋教育者協會合作連結國際資源，

規劃國際海洋休閒運動教育遊程與旅客深度體驗和平島海洋休閒運動，舉辦相關活動參與人次數

11,622人次，以此為方向協助地方產業升級創造地方就業。

以共創方式開發和平島及其周邊文創商品：(一 )強調和平島永續生態歷史文化，已結合和平

島及其周圍 3家在地業者共創設計提昇其產業形象，成果如下：1.和平島公園業者 -(1)「和平島

永續生態發展」主題展，共 6個議題於和平島公園遊客中心展示吸引大量遊客；(2)和平島歷史戰

艦海大展示廳展出計 30件；(3)和平島特殊岩石命名詩及文創商品 60件預計年底集結成冊。2.泉

利米香 -文化融入包裝設計 30件 (附件子四 3-3)。3.藍媽媽水餃—文創商品 30件。(二 )本計畫

執行後遊客人數大量提升且廠商合作意願大增：1.和平島公園每年遊客由 30萬人次增加至 60萬

人次，因此黃偉傑執行長要求與本系長期合作，並已簽署「和平島永續觀光品牌合作意向書」。

2.泉利米香簡志源老闆表示在產品開發上深受啟發，下年度仍願意繼續合作。(三 )配合基隆市政

府施政政策：1.產業發展處海洋事務科：多次與蔡馥寧科長會商以和平島海洋文創商品設計配合

基隆市府推廣永續海洋觀念。2.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與曾姿雯處長共商建立海洋文創商品展示平

台，並擬合作設計製作海洋伴手禮以利基隆城市行銷，並對和平島及其周邊的觀光指標系統提出

具體建議。(四 )人才培育成效卓著：文創系兩班同學 (60人 )參與計畫執行，從中獲得與在地產

業連結的經驗：1.以在地文化融入產業意象提昇企劃。2.產業實務設計製作。3.協助廠商開發文

化特色商品。4.將地方歷史文化轉換成商品等。

和平島數位圖像故事館：以數位再現之西班牙人興建的聖薩爾瓦多城做為虛擬館址，架構和

平島數位圖像故事館。其旨在建置研究文字敘述與圖像蒐集繪製的圖文數位資料庫，將和平島歷

史文物數位化，使其能夠永久保存供後人觀賞，並達到文化保存、資訊公開、利於傳承、創新應

用、在地產業文化加值等商業運轉的效能。此外，作為 HTML5創新應用的典範，帶動臺灣相關

技術之發展，以和平島之歷史文物資料作互動式故事設計，創造更多文化故事 IP。本年度完成：

1.「歷史發展軌跡」從遠古到近世、大航海時代等單元之研究報告 2篇、導覽 10篇、圖像 102幅、

說明54則之內容。2.積極配合文化部、基隆文化局在和平島考古及其展示計畫，除參與其活動外，

計畫成員進行推廣演講160人次、跨校交流30人次，在陽明海事、和平島公園舉行「大航海時代」

畫展，皆助於本計畫之推廣宣傳擴大影響。3.架設本地端網頁，設立各廳室 (歷史發展廳、空間

景觀廳、生活文化廳、導覽大堂、計畫資訊室、電子報刊室、主題特展室、圖書室、網頁連結室 )，

建置各廳室內容，並使網頁可友善使用。

表 6-1-3計畫衍生之亮點成果案例

共同執行項目
及 PDCA機制

進場前 進場後

和平島人口老化外流嚴重，需

再造活化以助產業升級、永續

宜居。和平島社區居民與相關

產業尚缺共識，在地相關產業

人力資源不足有待積極培育補

充

•「和平創生」電子期刊已出 4期。

• 跨領域焦點對談合併工作坊邀請中央及地

方政府主管、在地商家、民意代表、相關學

者與會對談，已辦 1場 64人次參加。

• 創生增能實地考察已辦 1場 14人參加。

4.海報及微電影成果展 2場次共 200人次

參觀 1163人次瀏覽。

•編輯前期執行成果專書 1本。

• 開設跨領域整合課群：由 8位老師開 19

門課共 470位學生修課，總論講座 3場約

240位學生聽講，學生場域踏查累計 224人

次。

和平島的文化
資產活化與推廣

進場前 進場後

和平島及周邊文化資產未能系

統性記錄、推廣。北管面臨無

人傳承困境

• 調查與影像紀錄社靈廟王船海上遊江等民

俗活動祭儀。並訪談耆老、歷史沿革與文物

調查，並以此製做文創品俾利推廣。得義

堂、社靈廟活動計 46人次。

• 引薦海大學生進入得義堂學習北管音樂，

傳承技藝。

• 舉辦「文化資產應用工作坊」地方人士 31

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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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島國際永續觀光
發展與人材培訓規劃

進場前 進場後

平島在地相關產業人力資源不

足有待積極培育補充；老屋、

場域需空間活化

• 協助 6個商家轉型以海洋教育為特色達到

增值，協助 12個新創團隊與新籌設商家營

運與推廣，以「團結抗疫商品券」促進商家

互助形成和平島商圈。

• 推動和平島製冰廠舊建築活化案，主動連

結國家級智庫商研院、基隆市產發處、在地

旅行業者、全國性旅行業一同考察會商，

並在中央商研院基隆產發處會議中介紹本

USR計畫的構想施作。

• 針對居民的疑慮提出因應建議，並配合基

隆市政府文化局和平島考古教育推廣。

• 總計與商家 26個互動，參與居民 480人

次，臉書社團 1930位社員，旅遊培訓 340

人。

和平島海洋休閒
運動基地創建與
產業實踐整合

進場前 進場後

和平島水域仍未商業開放，水

域管轄使用待釐清，水域未能

充分運用

• 辦理海深潛廢鬥士勤前教育班 240人次、

清除活動 350人次參與。辦理動力小船駕

駛訓練班 2期 40人。

• 辦理端午趣味龍舟賽基隆地區國中小學生

500人次參與。辦理中小學海洋獨木舟體

驗，參與人數高達 10432人次。

辦理海洋休閒產業論壇暨實務操作工作坊

60人參與。

•組織基隆潛水愛好者成為海洋保育志工。

•成立體育署北區水域運動教育中心。

以共創方式開發和平
島及其周邊文創商品

進場前 進場後

地方文化資產、自然資源需創

新與活化

• 透過文創產品推廣和平島及其周圍的永續

生態與文化價值：辦理「和平島永續生態發

展」共 6個議題、和平島歷史戰艦展 30件、

和平島特殊岩石命名詩及文創商品 60件集

結成冊、泉利米香 -文化融入包裝設計 30

件、藍媽媽水餃文創商品 30件。

• 提升和平島地方產業意象深受在地共創設

計廠商肯定並建立合作模式：辦理產業演講

4場次，合作廠商 7家，簽署「和平島永續

觀光品牌合作意向書」。

• 高度配合基隆市府的施政：與產發處合作

以和平島海洋文創商品設計配合市府推廣永

續海洋觀念，與觀光及城市行銷處合作擬以

海洋文創伴手禮進行基隆城市行銷。

•人才培育成效卓著：文創系兩班同學 (60人 )

參與計畫執行從中獲得與在地產業連結的經

驗。

和平島數位
圖像故事館

進場前 進場後

和平島歷史文化資產的內容與

價值，仍有資訊不足、不夠公

開、諮詢無門、傳承不易、創

新無方的限制

• 架設「和平島數位圖像故事館」本地端網

頁，並陸續建置內容。以為有效呈現和平島

地方文化特色並建構文化資產傳承、創新與

活化的數位平台。

• 完成「歷史發展軌跡」研究報告 2篇、導

覽 10篇、圖像 102幅、說明 54則之內容。

• 進行多場社會推廣演講，160人次參與、

跨校交流 30人次。並在陽明海事、和平島

公園舉行「大航海時代」歷史圖像畫展。皆

助於本計畫之推廣宣傳擴大影響。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大學社會責任年度報告 鏈結產業×促進區域共榮

61 62

6-1-4和平島公園及在地產業營業額成長
和平島的改變全台灣都看的到，一個地方的改變不是單靠一個單位而是每一個利害關係人的

共同努力，海大 USR從 2017年 1月進入和平島共同努力，努力扮演大學社會責任的角色，不求

回報只願地方永續發展，但欣見和平島地區的亮眼改變。

一、和平島公園遊客人數成長

和平島公園在 2017年轉移給北觀處，海大跟著和平島公園共同努力以永續旅遊島為方向經

營獲得大眾高度肯定，入園人數從104年40萬人次，海大USR進場後一路攀升到每年60萬人次。

每個月入園人數突破 8萬人次。(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觀光統計資料庫 https://stat.taiwan.

net.tw/scenicSpot)

二、和平島產業發展

海大 USR計畫 2018年正式進駐和平島後，和平島地區新設 27個商家，每個月估計新增營

業額約超過 1,000萬元，每年增加新增營業額超過 1億 2仟萬元，為地方帶來經濟收入與就業機

會。海大 USR除了協助店家整合行銷外，也極力推動產業友善經營環境，以及協助商家落實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6-2里山里海共融共創山海美境家園模式

6-2-1計畫摘要及藍圖
根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USR計畫研究團隊的訪查，新北市貢寮區幅員廣闊，貢寮人口稀少、

開發度低，其中包含養殖產業密集的濱海地區，以及生態與古道縱橫的山區，隨著時代變遷及漁

村的沒落之下，面臨到人口外移、少子化與高齡化困境。為善盡大學的社會責任，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本校從海洋特色教學 /研究與在地關懷出發，擇定「永續環境」主題，研究團隊提出「逗陣

來貢寮 -打造共生共存共享的山海美境」計畫，改善其面臨的問題。

在每個月入園人次部分，除了 2019年初園區工程以及 2020年初疫情影響入園人數外，每個

月入園人次都穩定在 8萬的環境乘載上限，除了旅客數量增加外，旅遊品質也大大提升。

圖 6-1-2和平島公園民國 100-108年入園遊客人數統計 (按年 )

圖 6-1-3和平島公園民國 100-108年入園遊客人數統計 (按月 )

圖 6-1-4和平島公園民國 100-108年入園遊客人數統計 (按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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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教師深入瞭解在地發展面臨的困境與轉機，結合學校及基隆在地資源，構築學校和地

區的社會鏈結和溝通平台，協助當地產業創新、重現人文景觀、社區轉型、環境永續，解決目前

社會發展所缺，縮減大學、社會之間的差距，建立大學在地實踐社會責任新典範。隨著農、漁村

環境的改變，人口外移嚴重、生態系迫害、文化失傳等議題出現，陸續出現觀光產業需升級、濱

海社區再活化的需求。本計畫依據貢寮區「山」、「海」不同的特性，與貢寮區公所、新北市政

府、中衛發展中心、農漁民組織及企業及卯澳、馬崗社區發展協會等共同合作「貢寮地方創生推

動計畫」-里山里海國際典範創生計畫，形成區域發展共識，共同協力推動轉型，建構北臺灣「親

山近水」的最佳慢遊與慢活之旅遊勝地，達成永續兼顧生物多樣性維護與資源永續利用的概念，

逐步完成共生、共存、共享的山海美境之新願景。

在貢寮地區，透過開辦貢寮地方創生種子學苑，以開放式討論議題吸引在地產業、民眾及團

體參與，與學員分享自身故事及經驗，提升大家對地方了解。進行梯田景觀生態體驗，許文宜老

師帶領師生體驗農業環境及謝忠恆老師則帶領學生創作大地公共藝術製作。以教育、推廣及農業

體驗等多元方式，培養國人具備正確飲食之知識、態度與技能，環境友善及永續、食品安全等各

種理念，生態旅遊兼顧保育與生計的旅遊操作，透過文字採寫、影像紀錄、數位行銷等媒體技能。

支援在地農產品簡易加工及開發，蔡震壽老師協助貢寮地區，農產品開發天然養生植物性山藥冰

淇淋；水產品開發石花菜保濕面膜、石花菜麵條、石花菜手工皂及熟凍殺菁九孔鮑、九孔 XO醬、

九孔貢丸，並與創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業者結合推動商品化。何立德老師在卯澳社區設置卯澳工

作站並積極參與社區的關懷與幫助，適時給予社區協助並轉化為加持在地產業與社區文化發展之

經營，帶動社會關注以擴大資源挹注，期使成果更為豐碩，回饋社區創生之資源更具價值且永續

不絕。蕭堯仁老師協助卯澳社區活化社區閒置空間，作為社區居民交流、環境教育活動辦理或產

業發展場域，並串接公部門計畫人力資源，投入社區公共事務與場域經營，進而培養地方人、凝

聚社區共識、增加在地就業機會。並推動當地環境教育場域，串聯周邊政府單位、教育機構、社

區組織與外部單位，推動當地栽培漁業之環境教育場域，連結學生與社區組織參與海洋 環境教育

活動，推動當地環教活動以及深化海洋教育觀念，培植漁村青年投入。

此外，透過工作團隊實際進入漁村社區融入當地、環境與產業資源，針對社區 現況與發展潛

力提供社區培力，強化社區組織運作及導入里海發展精神，建立社區基本里海認知與未來對於里

海發展之想像。

藉由本校教師帶領學生的力量，為校園周邊社區注入創新生命，發展海洋觀光、休閒、文創

等社會改造工程，推廣海洋資源永續利用、海洋環境保育教育、海洋文化觀光、海洋運動休閒、

海洋文創設計，逐步實現「逗陣來貢寮」之願景，善盡本校對海洋產業發展與人才培育的社會責

任，達到地方創生、永續發展的目標。

圖 6-2-1「逗陣來貢寮 -打造共生共存共享的山海美境」計畫執行架構

6-2-2計畫執行重點

表 6-2-2執行重點表

里山生態永續自然面
(農村問題 )

里海文化傳承文化面
(漁村問題 )

產業創新經濟面
(生產問題 )

對象：地方政府、在地農民、在

地外來居民、企業、學生

方式：食農漁教育生態體驗、開

發山海體驗遊程、大地藝術創

作、海大師生參與整地復育水梯

田的工作。

對象：社區、在地協進會、在地

政府、里民、學生

方式：遊程設計及導覽、海洋遊

憩 /辦理環境教育的活動、培力

工作坊、卯澳工作站。

對象：地方政府、在地漁會、在

地協進會、學生、在地鄉親、企

業

方式：網路行銷特色農漁產業附

加值再造、海洋遊憩 /文化產業

就業與產值擴大，健康永續與培

養社區健康協力師、開辦地方創

生種子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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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山生態永續自然面
(農村問題 )

里海文化傳承文化面
(漁村問題 )

產業創新經濟面
(生產問題 )

社會影響性：增加農業收入，促

進農村休閒旅遊資源及在地文創

發展，開創新型態的農業經營。

社會影響性：漁村文化復興及轉

型，促使海洋資源復育逐步達成

保育，以達永續。

社會影響性：為農漁民增加銷售

農漁產品、提高青年駐留場域意

願及社區長者健康養生

2020年成果：

1.辦理 4場食農生態教育共計

100位學生進入場域、辦理 7場

戶外藝術創作實體課程共計 190

位學生參與。

2.謝忠恆老師發表文章 :〈「鳥

巢」：發現雞母嶺水梯田裝置藝

術〉，(臺華藝集 31期 -2020.12)

及申請計畫：《取之於自然用之

於自然：「藝術實踐與表達」的

貢寮里山里海倡議》(已申請教

育部 2020大專校院教師教學實

踐研究計畫 /USR專案組 )。

2020年成果：

成立 1間卯澳里海學堂及 1個卯

澳工作站，辦理 2場農漁村見學

導覽解說活動，共計 60名攝影

志工、1場里海論壇共計 32人、

辦理環境教育魚苗放流 1場，及

1場龍門海岸淨灘活動共計 250

人次。

2020年成果：

成功開發 5種產品 2項農水產品

九孔鮑產品 (九孔鮑貢丸、九孔

鮑 XO醬、熟凍殺菁九孔鮑 )及

(石花菜手工皂、石花菜麵條 )，

產出 4部行銷影片、1個臉書粉

絲專頁、地方創生種子學苑討論

會議共計 7次約 35人次。辦理

2場社區健康衛教講座，共 60位

長者參與，健康問卷暨歸納統計

達 35人次。

2021年目標：

推廣里山國際化形象、規劃生態

遊程引入遊客到訪、成立農產直

售所。

2021年目標：

鏈結外部團隊進駐漁村社區、深

化人力資源與培力課程、建置貢

寮漁村創生基地。

2021年目標：

架設網路店商平台、推廣 2項特

色商品與行銷、培養貢寮里長為

健康協力師。

6-2-3 109年度計畫成果執行亮點

根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USR計畫研究團隊的訪查，新北市貢寮區幅員廣闊，貢寮人口稀少、

開發度低，其中包含養殖產業密集的濱海地區，以及生態與古道縱橫的山區，隨著時代變遷及漁

村的沒落之下，面臨到人口外移、少子化與高齡化困境。為善盡大學的社會責任，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本校從海洋特色教學 /研究與在地關懷出發，擇定「永續環境」主題，研究團隊提出「逗陣

來貢寮 -打造共生共存共享的山海美境」計畫，改善其面臨的問題。

(一 )里山生態永續自然面 (農村問題 ) (對應 SDGs目標 15：保育及保護生態領地 )

近年來由於產業形態的改變、人口老化、年輕人口外流尋求工作機會，傳統農作方式已沒落

式微，早期每一個山谷的梯田皆匯集了聚落所需的多樣作物種植，隨著交通逐漸發展、道路的開

發、區域化產業規模的擴大，貢寮梯田因氣候條件的改變，往往集中種植優勢作物，加上稻米生

產的數量在人力、時間成本之下，根本不敷銷售，僅能供給自家食用，對許多農戶而言無法產生

有效的經濟效益，水田陸續棄耕，自然生態環境也默默破壞殆盡，生物多樣性遭受威脅。

海大開始推動水梯田復育計畫，找尋多位還在種植的農民，以有機種植，農地保水的方式進

行復育行動。因雞母嶺依政府法令已休耕多年造成地形地貌改變，基於對地方的協助，我們先由

較困難的雞母嶺地區進入，協助地方開闢梯田新貌，並以當地竹木花草進行環境改造與藝術創作，

讓學生從披荊斬棘、除草開路過程中體會環境保護與愛護大自然的重要。海大陪伴在地農友的場

域，以有機方式種植，透過農地保水的方式展開復育行動，提高農田生態系內的生物多樣性與永

續使用。將進行申請世界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保存農村與其所處環境長期協同進化和動態適應下

所形成的獨特的土地利用系統和農業景觀，打造貢寮成世界級農業文化與生態保育傳承典範的示

範場域。這種系統與景觀具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而且可以滿足當地社會經濟與文化發展的需要，

最後與國際接軌推行深度旅遊，建立里山移居環境之典範。

(二 )里海文化傳承文化面 (漁村問題 ) (對應 SDGs目標 14：保育及維護海洋資源 )

由於臺灣目前大多數傳統漁村位處偏遠或偏鄉地區，面臨著青壯年人口外移、漁業年齡層老

化、就業機會缺乏、公共設施與建設相對落後、及漁業面臨資源減少和養殖漁業面臨水土資源過

度利用與國際漁產競爭等問題。傳統上沿近海漁業為沿海漁村家庭生計重要來源，在面對海洋資

源過度開發的情況下，漁獲量逐漸枯竭，沿近海漁業必須嚴正的面對資源保育管理及轉型休閒觀

光的發展趨勢。卯澳灣為全國第一個栽培漁業示範區，以栽培漁業翻轉傳統沿近海漁業型態新典

範，讓卯澳灣不僅有漁業功能，也逐漸轉型具備觀光休憩機能，發展地方特色產業，落實漁民「以

海為田」的理念。

蕭堯仁老師師生團隊在卯澳漁村攜手為社區居民共同淨溪及推廣環境教育，結合栽培漁業與

里海精神，守護環境與資源的永續利用。此外，透過社區人文產業的盤點，瞭解卯澳當地重要的

海女文化，透過實地訪談，海女們年輕時候經常出海，在不同季節採集不同海菜，補貼家用，主

要採集石花菜、珊瑚草、貝類等。惟隨著海洋資源減少，海女難維持生計，加上工作的辛苦與風險，

使得現在不容易在海面上遇見海女，高齡化與後繼無人恐不可逆。

主要 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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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源勘查後，瞭解社區需要一個型塑社區文化與提供遊客駐足體驗的空間，因此計畫結合

海大文創系的學生的創意，協助活化廢棄的幼兒園 2樓空間，透過社區地圖、海女文化、石花菜

DIY流程等海報設計、規劃社區導覽據點、海女文化傳承的教育等，打造貢寮漁村的里海教室場

域。並持續進行海域管理及增加魚苗的種類及放流量，構建里海場域，發展海洋教育遊學示範區，

建立海岸漁村里海創生示範區。

(三 )產業創新經濟面 (生產問題 ) (對應 SDGs目標 12：確保永續消費和生產模式 )

臺灣由農、工、漁的社會轉型成商業、科技型產業的社會型態，相對於其他產業工作者，農

漁民所得偏低，以往繁榮的小農村、漁港及社區因為人口外移而蕭條。如何藉由活絡山區與海岸

社區經濟，吸引產業進駐，進而均衡城鄉發展。

傳統地方產業為小家經營，農漁民不懂得行銷，甚至建立品牌，為促進農漁村經濟活化，將

協助進行農漁民培力課程，輔導量少而多樣的農漁產品直售，厚植地方產業發展基盤，增進貢寮

在地就業機會。栽培漁業的發展除有助於沿近海漁業的轉型，以永續概念為出發點發展漁村經濟

產業，在不損及資源現況下同時滿足糧食供應、漁村生計與永續管理等藍色經濟增長的基礎概念。

理想的農田生態及海岸環境，經由眾人的合作才能造就及維持，傳承給後代子孫，達成生活生態

與生產的三生一體面向外，更結合生存面與及生命面，讓貢寮得以「生生不息」。

在海大蔡震壽教授研發團隊協助貢寮地區，農產品開發天然養生植物性山藥冰淇淋；水產品

開發 5種產品 (石花菜麵條、石花菜手工皂及熟凍殺菁九孔鮑、九孔 XO醬、九孔貢丸 )，並與創

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業者結合推動商品化。並結合許文宜老師師生團隊透過拍攝創意影片，以社

群方式作為媒介融入創意行銷方式宣傳貢寮的農產品及漁產品。融入在地農漁產業及環境體驗的

產業環節，生態價值被彰顯，消費者與企業就因此願意付費支持保育行動，凝聚在地居民共識與

產業發展之力量。在地自然資源與人文特色融入環境體驗，讓民眾體會環境保育的重要性，並宣

傳綠色消費，促成「生態永續產業」。

期待在臺灣有更多學生能為自己的家鄉願意付出與貢獻 !引導更多學生能有地方創生的概念，

培養相關人才能駐留場域、為在地貢獻一己之力 !本計畫衍生之亮點成果案例，請參考表 6-2-3。

表 6-2-3計畫衍生之亮點成果案例

里山生態永續自然面
 (農村問題 ) 進場前 進場後

開辦地方種子學苑
缺乏凝聚性及少有

在地青年投入

成立後開始有凝聚性吸引多位在地年輕加入，

由計畫助理黃怡芬陪同固定每月召開會議討

論，也開辦一場創意律動青年種子培訓課，共

計 6人完成培訓拿到證書。

保護水梯田景觀生態
水梯田荒廢，破壞水土保

持及土壤侵蝕

1.協助水梯田復育諮詢與帶領學生開闢保甲路

徑及大地藝術創作並以微電影方式呈現並在網

路廣宣。

2.許文宜老師跨領域教學帶領學生體驗里山里

海的食農漁生態教育共 4場，100人。學生透

過媒體角度對社會議題關注增加也了解復育水

梯田的重要性。

3.謝忠恆老師把藝術創作實體課程移至戶外體

驗生態與大自然素材創作共計 7場 190人。學

生透過藝術角度創作大地藝術品，將食農教育

結合藝術，能在雜草叢生土地上創作，形成自

然界的新眼界。

4.謝忠恆老師發表文章 :〈「鳥巢」：發現

雞母嶺水梯田裝置藝術〉，(臺華藝集 31

期 -2020.12)

在地農漁產品簡易加工及

開發
農漁民不懂得產品開發

蔡震壽教授研發團隊陳昱宇博士生、周妤庭碩

士生共同研發，目前進行五種產品已開發完

成，並進行商品市調與行銷推廣。九孔鮑產品

三項 (冷凍九孔鮑純肉真空包、冷凍九孔鮑貢

丸、常溫九孔鮑 XO醬，石花菜二項 (手工皂、

石花菜麵條 )。植物性山藥冰淇淋還在研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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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海文化傳承文化面
(漁村問題 ) 進場前 進場後

保存在地

傳統文化

貢寮海女傳統文化

逐漸消失

1.蕭堯仁老師計畫團隊帶領海大文創系學生康

佳穎及蘇霈芯，透過事前調查與溝通協調，設

計社區地圖、海女文化文宣、石花菜 DIY 流程

等海報設計，協助活化社區閒置空間成立里海

學堂，作為社區導覽、環境教育、海女文化傳

承的導覽推廣據點。

2.里海學堂辦理 1場卯澳里山里海永續發展實

務論壇，共計 35人。

海洋資源

保育與轉型

漁獲量逐漸減少，漁村永

續發展需仰賴資源保育與

轉型

1.辦理環境教育活動 1場卯澳灣放流活動，

放流黃錫鯛魚苗和九孔苗，增裕海洋生態系及

對，參與人數約 110人。

2.辦理 2場山海食農環境教育遊程，共計 60

人，讓里民可以學會為社區導覽後對自己的文

化環境教育認知提高，成為保育海洋最重要的

推手。

產業創新經濟面
(生產問題 ) 進場前 進場後

提高農漁業經濟產值 農漁民生產價值未被彰顯

1.許文宜老師團隊拍攝創意 4影片及 1部貢

寮形象影片、成立臉書粉專，推廣在地農漁產

品。

2.海大 USR透過網路行銷臉書觸及人數已達

到 136,532人次。

促進農漁村經濟活化
農漁村人口老化、青年人

口外流

在海大 USR計畫團隊及師生的協助下，貢寮

卯澳漁村及雞母嶺的水梯田行程外，更多手作

體驗行程，包含 :石花凍手作、地瓜餅手作、

鮮物本舖的魚夜干手作及九孔鮑餵食食漁教

育…等。收益也隨之增加。

完善農漁民健康促進
因地處偏遠，醫療資源不

充裕

共同辦理「社區健康衛教講座」，邀請三軍醫

院基隆分院護理科邱詠朗主任及、急診室陳佳

吟副護理長、社區健康營造師蘇鈺婷、貢寮區

公所社會人文課劉瑀潔、計畫助理黃怡芬共同

為貢寮居民講解共辦 2場，共計 73人參加。

6-3樂活智慧漁業永續經營模式

6-3-1計畫摘要及藍圖
根據本校團隊實地踏訪及資源盤點，宜蘭地處臺灣東北角，有獨特的傳統文化以及豐富的觀

光人潮資源帶動當地產業發展，沿海鄉鎮因東部黑潮流經帶來豐富的漁業資源，使之成為北區漁

業發展重鎮，亦為台灣四大養殖生產區之一，二十年前全盛時期宜蘭全縣養殖面積近千公頃。然，

現今宜蘭沿海養殖產業因水產疾病頻發、創新科技不普及、小農商品通路難找、魚塭多閒置廢棄

等問題，造成養殖產業沒落、生計困頓；而沿海漁村也因觀光與場域無整合、海洋資源減少、傳

統文化難以傳承等難題，青少年人口外流嚴重，公共設施與建設逐漸落後。

本計畫選定宜蘭縣沿海三鄉為實踐場域，包含頭城鎮、壯圍鄉及五結鄉，以智慧水產技術導

入以及觀光樂活漁村營造為兩大主軸。透過與養殖業者的合作，導入智慧養殖設備設立示範場域，

推廣新興技術，吸引青農回鄉。並由本校養殖系廖柏凱助理教授開設智慧養殖課程，將人才培育

與場域進行連結。食品科學系蕭心怡副教授負責場域業者物流冷鏈制度建立的輔導，協助業者進

行水產品儲存庫放與物流車溫度監控，並提供分析進行建議，使地方品質得到保障，降低潛在食

安問題。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王佳惠系主任與呂昱姮助理教授也與沿海漁村社區長期合作，

協助改善傳統漁業體驗活動，從中加入海洋環境教育與海洋公民科學家體驗，深化活動內涵，提

升遊客滿意度及遊客數；並協助社區規劃農水產品直售及社區職人文化記錄，設計農漁產體驗活

動，使遊客增加對當地農水產品的信心，創造產品地產地銷的直售效果，提升每場活動收入約 1

萬元；同時也與宜蘭縣政府合作，發揮本校專業協助地方進行水源及土壤檢測，提供廢棄魚塭轉

型農耕地之建議，並協助場域內魚塭活化業者發展，提高遊客數量，推廣魚塭活化成功示範案例。

藉上述與場域的連結，讓大學與地方逐漸發酵，以協助當地建立「活用綠色經濟」、「創新

生活旅遊」、「打造文創故鄉」、「植入新興科技」為發展方向，預期達成以下目標 :一、推廣

智慧養殖技術；二、建立食安冷鏈制度；三、營造樂活永續漁村；四、導入海洋永續教育；五、

打造地方水產品牌；六、培育永續經營人才。逐步將沿海社區及產業完成兼具智慧生產與樂活休

閒的永續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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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1「智慧樂活水產村」計畫執行架構

6-3-2計畫執行重點

表 6-3-2執行重點表

子計畫一：
智能化養殖結合物聯網整合發展計畫

子計畫二：
樂活觀光與休閒漁業之建置

對象：地方政府、在地養殖產業、學生。

方式：

1.導入地方智慧養殖科技

2.建立智慧養殖示範基地

3.開設智慧養殖人才培育課程

4.建立食安冷鏈制度。

對象：地方政府、沿海漁村社區、在地產業、學校、

學生。

方式：

1.改善傳統漁業體驗活動

2.建置旅行套裝行程

3.導入海洋環境保育教育

4.推廣永續漁業海鮮食品

5.紀錄社區職人精神與文化

6.推動大學與社區青銀共生共創。

7.廢棄閒置魚塭活化

社會影響性：

1.減少水產品疫病感染的機率發生

2.提升學生對場域問題思考解決的能力

3.補足地方缺乏的新興科技專業技術

4.促使青農更容易進入產業

5.提升地方水產品產量

6.強化地方水產品質控管、推廣食安教育。

社會影響性：

1.提高社區收益

2.提高大眾對海洋保育的關注與了解

3.深植永續漁業觀念並推廣永續海鮮指南

4.加值社區農漁體驗活動與農水產品價值

5.提高青年駐留場域意願

6.傳承漁村傳統文化

7.地方廢棄閒置魚塭空間再利用。

2020年成果：

1.智慧養殖示範區 :

與在地業者合作，建立 2處示範場域，導入智慧養

殖技術，記錄設備入場後養殖狀況的差異，提升地

方對科技導入的信任感，進而提高轉型意願。

2020年成果：

1.改善漁業體驗活動 :

參與記錄在地漁業文化體驗活動 5場次，透過師生

參與規劃改善體驗活動流程及深化漁業文化導覽內

容，透過加入海洋教育元素與公民科學家體驗，使

遊客增加對海洋知識的興趣，提高場域遊客數及回

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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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一：
智能化養殖結合物聯網整合發展計畫

子計畫二：
樂活觀光與休閒漁業之建置

2.開設人才培育課程 :

於 1082及 1091年度各科設 1門相關課程，將不

具備程式設計能力的學生訓練到能於現場應用設

備，並舉辦場域參訪與實踐活動 2場，帶領修課學

生進入場域實踐，了解場域問題，並將所見問題帶

回課堂作為課題分析討論，提出解決方案，培養學

生解決場域產業問題之能力，共計 28名學生參與。

3.建立食安冷鏈制度 :

協助 2家業者進行水產品儲存庫放與物流車溫度監

控，並分析進行建議，使業者產品品質得到保障，

降低潛在食安風險。

2.建置旅行套裝行程 :

導入入學生協助社區設計社區傳統文化與農漁產體

驗活動，使遊客增加對當地農水產品的信心，使社

區產品增加自產自銷機會，增加在地農民收入，並

成吸引旅行社將行程商品化，共辦理 3場次農漁文

化體驗活動，共計 217名參加。

3.與宜蘭縣政府合作，協助 2社區廢棄魚塭活化為

農耕地；與 1家在地閒置魚塭空間活化業者合作，

協助其發展並作為成功案例進行推廣。與宜蘭縣政

府合作，協助廢棄魚塭活化。

4.舉辦 2場食魚文化講座；2場永續漁業講座；2

場地方創生沙龍座談會，共計 142人次參加。

2021年目標：

1.導入本校環境 DNA、影像與水質數據分析技術。

2.開設講座課程訓練在地團隊使用數據檢測系統。

3.建立生物安全認證指標，確保水產品品質。

2021年目標：

1.推動青銀共生共創，規劃場域專屬課程，將傳

統技藝傳承給年輕學子，並透過青年的創意設計翻

轉，帶動文化傳承，深化大學與社區永續發展與合

作機制。

2.開發符合在地海鮮及永續漁業之海鮮料理。

3.於地方國中小推廣海洋教育，永續觀念向下扎

根。

4.與宜蘭縣政府合作，共同協助閒置魚塭空間進行

活化與再利用。

5.與閒置魚塭活化業者合作，推廣成功案例。

主要 SDGs

次要 SDGs

6-3-3 109年度計畫成果執行亮點

本計畫以智慧水產導入與樂活漁村營造為主軸，嘗試解決場域內養殖產業與沿海漁村社區所

面臨之問題，利用在地連結的方式，培育學生解決場域問題的能力，並通過大學與地方的共融共

創，逐步實現「智慧樂活水產村」，使地方環境、經濟及文化能永續發展，亮點成果與效益包含

如下：

環境永續

有鑑於宜蘭沿近海漁業資源逐漸枯竭，沿海傳統漁村日漸落寞，因此本計畫透過將宜蘭傳統

漁業「牽罟」漁法轉型為體驗經濟，透過團隊的資源盤點，整合觀光與地方文化特色，規劃農漁

體驗深度旅遊的套裝行程，讓參與體驗者從認識漁村歷史文化、獨特環境發展出的農水產品特色、

親身體驗傳統漁法捕魚、配合季節採收農產品的體驗，到牽罟捕獲的漁獲生物介紹、公民科學家

體驗、海洋環境教育與永續海鮮的推廣，透過改變社區活動帶領者的環境教育意識，潛移默化提

高活動參與者的海洋素養。並與宜蘭大學合作，促進社會大眾對於海洋環境保育與知識的認知。

近來社區漁民得知牽罟活動已轉型為體驗經濟，環境的資源永續可以帶來遊客數量的提高，便主

動提出希望能用不回收漁獲的方式，讓漁業體驗活動能兼具教育意義與資源永續的價值，也代表

社區永續漁業觀念的提高。

經濟永續

本計畫與宜蘭沿海產業合作，結合觀光與場域資源，建置套裝旅遊行程，透過讓遊客增加對

地方農水產品的了解，促進對產品的信心與購買慾望，使地方產業產品提高自產自銷機會，而本

計畫所規畫之深度旅遊行程也吸引旅行社提出商品化合作的需求。另外，為解決場域內養殖水產

品疾病頻發問題，以及地方創新技術不普及、缺乏對科技導入的信心，本計畫透過導入智慧養殖

技術，監測水質變化並即時分析提供警報機制，減少環境變化對養殖水生物造成的潛在風險；建

立智慧養殖示範基地，記錄傳統養殖場科技導入前後的差異作為示範，減少業者嘗試轉型時所需

承擔之風險，提高傳統產業轉型意願與信心；並開設人才培育課程，讓大學與地方做連結，除了

讓學生了解場域問題，培養處理問題能力外，也解決以往傳統「看水色」的經驗法則，使青農更

容易進入產業，促使青農返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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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永續

宜蘭沿海傳統漁村因家計型漁業競爭不過大型漁船而逐漸沒落，導致沿海社區就業機會缺

乏，青少年外流嚴重，年齡結構逐年老化，歷史文化與傳統工藝也苦無傳承。本團隊與宜蘭沿海

漁村社區合作，協助漁村歷史文化與傳統漁法的保存，通過拍攝職人系列影片，記錄社區職人的

人生故事與對社區的奉獻精神，使傳統文化得以延續為後人知。同時規劃開設漁網手工提袋工作

坊，以傳統捕魚網手藝製作飲料提袋，使手藝傳承的同時結合減塑政策，並期望透過海大青年的

創意，設計環保文創商品，使職人手藝能以永續的方式傳承。除了與社區合作外，也與廢棄閒置

魚塭再利用的業者 -牛頭司合作，協助其發展傳統農業牛耕文化體驗經濟，並做為廢棄閒置魚塭

活化成功示範案例進行推廣，讓傳統的耕牛知識與農業文化能以符合現代的方式永續傳承。

表 6-3-3計畫衍生之亮點成果案例

子計畫一：
智能化養殖結合
物聯網整合發展計畫

進場前 進場後

導入智慧養殖科技

傳統養殖以人力「看水色」

的經驗法則，產業入門門

檻高，且耗時耗力

利用水質與影像監測，將養殖現場環境因子數

據化，讓業者可以依數據的變化做出應變措

施。並將數據同步上傳雲端，進行大數據分析

後做出即時的警報，減少養殖潛在風險與人力

需求，使青農更容易進入產業。

設置智慧養殖示範區
場域無示範案例，業者對

於科技導入無信心

與 2家在地養殖業者合作，導入智慧養殖技術

與設備，記錄設備入場後養殖狀況的差異，提

升地方對科技導入的信任感，進而提高轉型意

願。

開設智慧養殖人才培育

課程

場域缺乏相關人才，傳統

產業對新興技術陌生

將不具備程式設計能力的學生訓練到能於現場

應用設備，並於修課後讓 85.7%的同學認識

現場的需求，使 85%的學生想繼續參與 USR

的場域實踐。

建立食安冷鏈制度
無相關監測，食安控管無

保障

協助業者進行水產品儲存庫放與物流車溫度監

控，並經分析後進行改善建議，使業者產品品

質得到保障，降低潛在食安問題。

子計畫二：
樂活觀光與
休閒漁業之建置

進場前 進場後

改善牽罟活動
漁村人口老化、青年人口

外流

透過師生參與規劃導覽內容，加入海洋教育元

素與公民科學家體驗，深化活動深度，本團

隊入場後增加約 25%的遊客數，滿意度提升

34%，再度參加活動意願增加 29%。

農水產品社區直售
社區無相關規畫，缺乏產

品自產自銷機會。

導入學生協助社區文化與農耕導覽，設計農產

體驗活動，使遊客增加當地農水產品的信心，

提升每場活動收入約 1萬元。

拍攝職人紀錄影片 公民對相關資訊了解甚少

紀錄牽罟職人簡明祥先生的搏海人生故事與對

社區的奉獻精神，已拍攝微電影 1部，作為傳

統漁業導覽的解說教材。

規劃套裝深度旅遊行程 觀光與場域資源無整合
舉辦加留沙埔農漁時光一日小旅行活動，共計

54名報名參加，並吸引旅行社將行程商品化。

推廣閒置魚塭活化示範

案例

地方對閒置空間活化缺乏

信心

與魚塭活化場域業者 -牛頭司合作，協助其發

展傳統文化體驗經濟，做為魚塭活化成功示範

案例，讓傳統的耕牛知識與農業文化能以符合

現代的方式永續傳承，並於本團隊入場後增加

遊客數約 10%。

協助場域閒置魚塭活化 社區缺少專業技術協助
協助宜蘭縣政府及錦眾社區進行當地水質檢

測，並提供水源是否適合轉型農耕地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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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藍色經濟共創共生模式

6-4-1計畫摘要及藍圖
根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USR計畫研究團隊的訪查，由於漁村人口高齡化、青壯人口外流、

漁業資源枯竭等因素，使得基隆北海岸、馬祖的漁業、漁村、漁民都呈現衰退的現象，本校為實

踐場域三漁 (漁業、漁村、漁民 )問題尋求解方。研究團隊提出「三漁興旺 -國際藍色經濟示範區」

計畫，旨在秉持永續三漁的理念，從生態永續、文化傳承、產業創新三項主軸著手，並與在地政府、

漁會、產業促進會、跨校及跨國合作夥伴合作，共同促進「三漁興旺」。

為建設「國際藍色經濟示範區」，促進漁業、漁村、漁民「三漁興旺」和永續環境，本計畫

延續以基隆及北海岸地區及馬祖地區作為計畫實踐場域，並與肯特大學攜手合作，以「藍色經濟

共創共生」模式，以達成以下總體計畫目標 :一、 國際生態環境永續保護；二、 國際海洋資源永

續利用；三、漁業漁村漁民永續成長；四、國際移動人才永續培育。帶領學生整合跨科系院、跨

校團隊、跨國際之能量，培育區域發展所需人才、鏈結產學合作。

在基隆地區，透過協助薯榔海水染開班授課，順利申請教育部戶外教學補助及建立商業模式

推廣販售，協助地方協會永續發展。並且復興八斗龍舟文化，「在地文化」保存獲得文化部國家

文化記憶庫計畫的肯定，逐年送入國家文化記憶庫保存。積極與基隆區漁會合作，海大師生透過

拍攝創意影片、經營部落格及設計基隆區漁會的電商平台，推廣在地魚貨。使基隆區漁會 109年

第一、二季銷售額較 106年進場前增加 20倍，同時為漁民增加另一個銷售魚貨的管道。於貢寮

卯澳灣沿岸資源復育行動，開發虎斑烏賊和毛蟹人工繁養殖技術，透過每年放流 5000尾花枝苗

及 1萬顆花枝受精卵，復育北海岸海洋資源。在馬祖地區，積極促進馬祖地區人才培育、漁村復

興並完善當地漁村醫療等目標。本年度計畫至今完成當地課後輔導機制推動、科展實作輔導等項

目，同時產出廖鴻基老師的人物影片及書籍，藉由廖老師的視角紀錄馬祖漁村的歷史，讓更多人

了解漁村。同時辦理世界小學堂、綠能科技講座、健康醫療講座及照護問卷調查活動，借上述活

動完善前述目標。在國際連結部分，以視訊會議結合經驗導入、台日聯盟提升跨國合作、人才培

育結合跨國活動及科研發展促進國際能見度，以落實大學社會實踐，共同促進「三漁興旺」。

圖 6-4-1「三漁興旺 -國際藍色經濟示範區」計畫執行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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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計畫執行重點

表 6-4-2執行重點表

生態永續
(漁業問題 )

文化傳承
(漁村問題 )

產業創新
(漁民問題 )

國際連結
(經驗交流與學習問題 )

對象：地方政府、在

地漁會、漁民、企業、

學生

方式：海洋環境人才

培育

對象：社區、在地協

進會、國立海洋科技

博物館、學校、學生

方式：遊程設計及導

覽人力培育、海洋遊

憩 /文化產業數量及規

模提升、健康永續與

社區照護系統建置

對象：地方政府、在

地漁會、在地協進會、

企業、學生

方式：電子商務平台

產業加值再造、海洋

遊憩 /文化產業就業與

產值擴大

對象：臺日大學聯盟、日本

山形�高畠町、千葉縣館山

市、株式會社東優社、越南

肯特大學、波蘭科學院水利

工程研究所、學生

方式：國際場域之地方創生

與永續經營跨域合作

社會影響性：促使海

洋資源復育逐步達成

保育，以達永續。

社會影響性：漁村文

化復興、健康照護

社會影響性：為漁民

增加銷售魚貨管道、

提高青年駐留場域意

願

社會影響性：促進我國地方

創生人才培育、學術合作、

技術升級與外交關係

2020年成果：

擴建 1間培育室、導

入餌料生物團隊進入

場域、成功達成毛蟹

育苗及花枝培育、辦

理 55團海洋環境解說

活動，培育 1052名學

員。

2020年成果：

辦理 10場導覽解說培

訓，共計培育 79名學

生、薯榔海水染進階

班培植 34 位在地居

民、健康問卷暨歸納

統計達 57人次。

2020年成果：

產出 10部魚貨行銷影

片、推出 39則創意行

銷短文、1本基隆嶼導

覽手冊、培育 20名導

覽解說員、18位學生

在地產業實習、3項藻

類產品技術移轉。

2020年成果：

規劃約 42坪示範海水循環

養殖系統、邀請日本產官學

專家以遠距視訊方式，分享

地方創生經驗 1場。

2021年目標：

增加培育設施、導入

研究團隊、開發海洋

生物復育技術、持續

辦理海洋資源復育講

座。

2021年目標：

持續復興在地傳統文

化、建構馬祖健康照

護資料庫。

2021年目標：

設計漁獲再認識之 QR

Code、開發結合地方

特色的綠色旅遊。

2021年目標：

疫情緩和後，將帶領學生至

日本場域進行地方創生人才

培訓及邀請日方夥伴來臺踏

查與交流，預計提升地方創

生人才共 40位師生。

6-4-3 109年度計畫成果執行亮點

根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USR計畫研究團隊的訪查，由於漁村人口高齡化、青壯人口外流、

漁業資源枯竭等因素，使得基隆北海岸、馬祖的漁業、漁村、漁民都呈現衰退的發展趨勢。在教

育部的指導之下，為實踐場域三漁 (漁業、漁村、漁民 )問題尋求解方。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提出「三

漁興旺 -國際藍色經濟示範區」計畫，旨在秉持永續三漁的理念，從生態永續、文化傳承、產業

創新三項主軸著手，並與在地政府、漁會、產業促進會、跨校及跨國合作夥伴合作，共同促進「三

漁興旺」。

生態永續 (漁業問題 )

基於基隆北海岸沿近海漁業資源逐漸枯竭，普遍大眾對於保育海洋資源不甚了解，因此透過

本計畫推廣海食教育，從認識魚類、藻類開始，透過活動推廣國人基本概念進而改變觀念，同時

積極協助基隆在地高中教師進行教案推廣，並藉由北聯大教師成長社群，推廣至其他夥伴學校，

促進大眾對於海洋的認識。

除了促進國人保育觀念之外，也積極進行貢寮卯澳灣沿岸資源復育行動，開發具經濟價值的

虎斑烏賊和萬里蟹人工繁養殖技術，透過每年放流 5000尾花枝苗及 1萬顆花枝受精卵，復育北

海岸海洋資源。近來漁民得知本校能夠復育花枝，便主動將花枝誤產在漁船、漁具上的花枝卵轉

交給海大進行孵化育成，也代表漁民越來越有保育復育的觀念。

文化傳承 (漁村問題 )

由於八斗子傳統文化逐漸消失，因此透過舉辦點亮八斗活動、協助薯榔海水染開班授課及推

廣販售、復興八斗龍舟文化，「在地文化」保存獲得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計畫的肯定，預計逐

年將海女、紙糊工藝、青面獅文化等送入國家文化記憶庫保存。

本計畫另一個場域 -馬祖，該地居民年齡層較高，對於醫療照護需求隨之增加，加上曾經為

軍事要塞，故在地的風俗民情較鮮為人知。此外，馬祖不少學童因長輩對於課業的不甚了解，也

無從輔導起。因此，本計畫積極與各方專業人士合作，盡力為上述困境找尋解方。

主要 SDGs

次要 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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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邀請汪啟疆、廖鴻基兩位作家前往馬祖深度踏查後，以文字書寫將馬祖當地的文化濃縮

在書籍裡；也請海大馬祖北竿校區的學生為當地孩子進行課後輔導；更積極與國防醫學院、臺北

醫學大學合作，在北竿進行義診、老人健康照護問卷調查，了解老人對於醫療需求的變化。

產業創新 (漁民問題 )

隨著國內經濟的快速發展，相對於其他產業的工作者，漁民所得偏低，八斗子有豐富的漁業

資源並以鎖管聞名遐邇，四季皆產家用魚，但漁民收益卻不似其名氣般成長，人口大量外移，漁

村勞力呈現衰退與老化現象。

團隊積極與基隆區漁會共同合作，海大師生透過拍攝創意影片及重新設計基隆區漁會的電商

平台，以社群平台作為媒介融入創意行銷的方式宣傳基隆的魚貨，在一波波創意行銷的影響下，

更多人認識基隆魚貨、更多人到門市或店商平台購買基隆魚貨，同時為漁民增加另一個銷售魚貨

的管道，並增加漁民收益。也創立海大 USR觀光列車部落格，與基隆市政府、在地協會及商家

合作透過課程引導學生了解海洋觀光產業的大樣貌，實際進入場域盤點產業需求，設計遊程及文

創小物、拍攝行銷影片，進入在地產業實習，將八斗子觀光推廣出去，除了吸引觀光客來訪，也

提高在校學生駐留場域意願。

國際連結 (經驗交流與學習問題 )

在國際連結部分，老師引導課程學生分析日本地方創生政策、經驗、問題和解決方案，並根

據日本地方創生經驗，針對臺灣基隆北海岸地區提出主題遊程企劃報告。同時導入日本地方創生

經驗與案例分享，以遠距視訊方式突破疫情限制，邀請日本產、官、學專家，包括福知山公立大

學塩見直紀特任教員、山形�高畠町役場鈴木祐介主任、株式會社東優社小金井美微代表取締役，

就半農半 X及地方創生等議題進行交流，並分享地方創生經驗。本校結合贊助商在肯特大學的養

殖系統示範模式中，提供洽詢支援和系統技術面的諮詢。先進水產養殖系統示範模式應用在教育、

研究、培訓和國際產業交流進行合作。期待在臺灣有更多學生能為自己的家鄉願意付出與貢獻 !

引導更多學生能有地方創生的概念，培養相關人才能駐留場域、為在地貢獻一己之力 !本計畫衍

生之亮點成果案例，請參考表 6-4-3。

表 6-4-3計畫衍生之亮點成果案例

生態永續
(漁業問題 ) 進場前 進場後

建立雙花保育基地 花枝及花蟹產量大減

·開發虎斑烏賊和花蟹人工繁養殖技術。復育

有成，新北市政府投入資源 (800萬 )擴建培

育室，支持海洋復育工作。

促進漁業保育成效
不友善漁法，破壞海洋生

物棲地

·每年放流 5000尾花枝苗及 1萬顆花枝受精

卵，復育北海岸海洋資源。

· 109年漁民得知本校能夠復育花枝，便主動

將花枝誤產在漁船、漁具上的花枝卵轉交給海

大進行孵化育成，代表漁民已有保育復育的觀

念。

建立藍眼淚生態教室 藍眼淚的成因成謎

·成功大量穩定培養夜光蟲數量約 3,000,000

隻，提供馬祖藍眼淚生態館體驗區 30缸展示

缸展示，突破季節天候的限制，都能看見馬祖

藍眼淚。

·夜光蟲培養有成，在農委會漁業署經費、連

江縣政府產發處及技轉廠商的支持下，於馬祖

藍眼淚生態館內成立「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馬祖

海洋研究中心」，提供計畫團隊協助場域發展

產業鏈。

文化傳承
(漁村問題 ) 進場前 進場後

保存在地傳統文化
基隆八斗子傳統文化逐漸

消失

·透過舉辦文化慶典活動、協助薯榔海水染開

班授課及推廣販售、復興八斗龍舟文化，即將

失傳的文化得以延續。

·「在地文化」獲得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計

畫的肯定，將逐年海女、紙糊工藝、青面獅文

化等送入國家文化記憶庫保存。

離島缺乏課後安親輔導機

制
離島安親班及補習班甚少

·本校與在地中小學合作，由馬祖校區三系學

生投入課後輔導教學，不僅可發揮自身所學，

也可提升在地學子的學習成效。共計 45位在

地學生受教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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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漁民健康促進
因地處偏遠，醫療資源不

充裕

·至國防醫學院辦理「基本救命術（BLS）訓

練課程」，共有 79名師生參加，並成功考取

79張急診醫學會認證之 BLS證照。

·辦理「醫療健康講座暨攝影美學工作坊」，

邀請三軍總醫院小兒部主治醫師田炯璽主任為

馬祖居民講解 -兒童常見過敏疾病預防保健，

共計 28人參加。

產業創新
(漁民問題 ) 進場前 進場後

提高漁業經濟產值 地區魚貨產值不佳

·透過拍攝創意行銷影片、經營部落格及設計

基隆區漁會的電商平台。基隆區漁會 109年第

一、二季銷售額較 106年進場前增加 20倍，

也增加漁民另一個銷售魚貨管道。

培育海洋環境人才
漁村人口老化、青年人口

外流

·透過課程培育學用合一人才深耕在地。109

年暑假共計18位學生留在場域進行產業實習，

為在地商家注入青年活力及創意。

增加地方創生產值
沿近海漁獲量逐年減少，

致使漁民生計困頓

·在疫情期間，八斗子觀光人數甚少。透過課

程進入社區踏查、經營海大 USR觀光列車的

部落格及個人社群軟體，融合課程所學專長知

識等，推廣基隆八斗子漁村的在地遊程。在疫

情緩和後，遊客數成長 2倍。

·在海大 USR計畫團隊及觀光系學生的協助

下，八斗子產業觀光促進會除了原有的老街行

程外，更多手作體驗行程，包含 :海藻押花體

驗、薯榔海水染…等。收益也隨之增加。

·基隆嶼觀光因颱風關係封島，108年開放後

遊客數高達 7萬人次。為持續推廣島嶼觀光，

海大透過課程製作文創小物，提供商家採用基

隆嶼紙劇場、明信片，吸引遊客蒐集而在次來

訪，109年 1月至 10月遊客數達 5萬人次。

·基隆鎖管季已推行數年，透過課程學生拍攝

影片、經營部落格行銷推廣，吸引年輕族群至

基隆夜釣。近期發現參與夜釣活動的年齡層逐

漸下降，顯示夜釣活動適合親子旅遊及青年旅

行，促使遊客數增加 2成。

·透過知識播種及人才導入，將具備專業知識

的海大學子與企業鏈結，完成 3項藻類產品技

術移轉。讓海大人才與國內產業深耕鏈結，落

實大學社會責任。

國際鏈結 進場前 進場後

導入日本地方創生模式
師生及場域對地方創生不

甚瞭解

·與日本千葉縣館山市、館山インバウンド協

議�、日本株式會社東優社簽訂合作意向書，

促進我國地方創生人才培育。

·與日本高知大學簽訂合作意向書 (已同意簽

署 )，提供師生跨校合作及共學機會。

·持續參與參與臺日大學聯盟平台（含臺日大

學聯盟電子報），提升與日本夥伴學校合作深

度，及臺灣夥伴學校合作廣度。

·與日本東京海洋大學、日本福知山公立大學

建立經驗交流與研究合作，進行如生物資源研

究。

·日本執行地方創生多年，本校與日本夥伴合

作，舉辦種子培力工作坊，以遠距視訊方式，

邀請日本產官學專家，就地方創生等議題分享

經驗。共計 28位師生受教獲益，提升地方創

生的概念，培養相關人才能駐留場域。

·本校學生透過計畫課程的學習，熟稔日本和

臺灣的地方創生知識和經驗，並可以用英文做

簡報，促進多國合作與交流。

輸出水產養殖系統示範模

式

水質環境汙染、養殖生物

疾病爆發之挑戰

·透過視訊與肯特大學水產養殖暨漁業學院

Hai教授能夠與當地和國際養殖戶提供示範模

式的培訓建立大學和產業間有效率和成效的合

作關係平台。

·與越南肯特大學，提供養殖技術及系統技支

援諮詢。加深雙方科研團隊之間的瞭解與互

信，落實了科研合作的具體內容，有助於踐行

臺灣宣導的「新南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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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校園×推動創新實踐

7.特色化環境，提升教學
7-1教學設備環境

學習環境

109年度學校校地面積為 39.41公頃、校舍面積 20.64公頃，每位學生平均校地面積為

44.26平方公尺及每位學生平均校舍面積 23.84平方公尺。

109年度全校現有 165間普通教室、89間特別教室、80間會議室、130間學生研究室、

3009間學生宿舍、8間餐廳、2間體育館、1間圖書館、1間禮堂。

表 7-1本校教學教室設備 (註冊課務組調查資料 )

教室種類 數量 具 E化設備數量

研討教室 65 40

實驗教室 34 5

演講教室 10 10

普通教室 137 91

其他 10 6

其中，本校有 103間 E化教室（配置多功能數位講桌與單槍投影設備等 e化教學設備）及 7

間智慧講堂（配置工業級液晶顯示器、智慧講堂互動式無線投影伺服器、無線路由器、多電腦切

換器、多功能系統機櫃，並搭配行動載具、應用程式 App、互動式線上平臺等數位教學工具），

如圖 7-1-1所示。

圖 7-1-1 e化教學設備及智慧講堂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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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環境

109學年度本校擁有 5棟宿舍，分別為男生第一宿舍、男生第二宿舍、學生第三宿舍、女生

第一宿舍及國際學生宿舍，提供教師、學生使用。

109學年度學校提供男生床位數維持在 1,936張床，女生床位數則在 1,073張床，如圖 7-1-3

所示。進一步統計 105至 109學年度近五年，學生校外租屋的情況，如圖 7-1-4所示，發現男學

生每年校外租屋約 1000至 2000人之間，女學生每年校外租屋人數約 400至 800人之間。

圖 7-1-2學生宿舍

圖 7-1-3學校自有宿舍床位數

圖 7-1-4校外租屋學生人數

7-2學生課外活動

多元學生社團

本校設有多元學生社團，如康樂性、學術性、學系性、體育性、服務性、聯誼性、自治性及

志工群等社團，109學年度共有 98個學生社團，如表 7-2所示，共聘任 83名社團指導老師參與

運作，鼓勵學生走出戶外，並推動教育部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及強化服務學習 -社群服務

等相關活動，藉此引導學生經由課外活動、團體經歷與培訓課程，發展人際關係、課外專長及校

園生態環保觀念，另鼓勵自治團體參與校務學習，培養公共事務之關注及參與，落實學生自治組

織運作，提昇自治及履行公民責任的能力。另設有 5個志工團體，包含親善大使、生態解說群、

工程組、主持團及太鼓團；4個學生自治組織，包含學生會、學生議會、評議會及畢聯會。

表 7-2 109學年度多元學生社團一覽表

康樂性
社團

(10個 )

學術性
社團

(15個 )

學藝性
社團

(14個 )

體育性
社團

(18個 )

學系性
社團

(22個 )

服務性
社團

(11個 )

聯誼性
社團

(8個 )

志工團體
(5個 )

自治組織
(4個 )

藍海舞蹈社 迎新社 光畫社 樂水社 商船系 羅浮群 北友會 工程組 學生會

絲竹國樂社 中醫社 攝影社 劍道社 航管系 嚕啦啦 竹友會 親善大使團 學生議會

管弦樂社 韓文社 象棋社 射箭社 運輸系 慈青社 僑聯社 生態解說群 評議會

吉他社
熱帶生物
研究社

演辯社 國術社 輪機系 博幼社 雲嘉友會 太鼓團 畢聯會

熱門音樂社 天文研習社 烘焙屋 太極武藝社 海洋經管系 海雁服務隊 蘭友會 主持團

熱門舞蹈社 海洋酷兒社 海鷗救護社 網球社 食科系 社會服務團 南高屏會

J&C鋼琴社 IND 咚咚畫社 銳劍社 養殖系 崇青社
原住民
青年社

火舞社 電子研究社 塔羅研習社 山嵐登山社 生科系 康輔之家 陸生聯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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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性
社團

(10個 )

學術性
社團

(15個 )

學藝性
社團

(14個 )

體育性
社團

(18個 )

學系性
社團

(22個 )

服務性
社團

(11個 )

聯誼性
社團

(8個 )

志工團體
(5個 )

自治組織
(4個 )

嘻哈社 敬拜讚美社 電玩遊戲社 海洋足球社 海洋生技系 長庚服務社

魔術社 菁英養成社 三創社 海洋傳奇社 環漁系
電腦軟硬體
服務社

福智青年社
桌上遊戲研
究社

健身社 海洋系
海大校園
獅子會

聖經真理研
究社

Global
Walker 滑板社 機械系

創客社 音樂遊戲社 田徑隊 造船系

全球戰爭統
一推動研究

社
海大調飲社 棒球社 河工系

職涯發展社 單車社 海洋工程系

軟式棒球社 電機系

綜合格鬥社 資工系

潛藍社 通訊系

光電系

觀光系

文創系

法政系

本校在 109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活動評鑑結果中，「樂水社」及「僑生聯誼社」

分別拿下「體能（育）性社團」及「自治性、綜合性社團」之特優獎，表現全國第一，且為國立

大學唯一雙特優學校殊榮。

圖 7-2-1學生社團合照

圖 7-2-2體育性社團 (樂水社 )

圖 7-2-3志工團體 (生態解說群 )

圖 7-2-5樂水社獲全國大專校院學生團體評鑑
「體能（育）性社團」之特優獎

圖 7-2-4僑生聯誼社獲全國大專校院學生團體
評鑑「自治性、綜合性社團」之特優獎

圖 7-2-6 108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績優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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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6各項體育活動

圖 7-3-2海洋主題多功能室 (夢幻海洋 )

圖 7-2-7 108學年度第 1學期溫馨餐點情活動照片

溫馨餐點情活動

本校自民國 94年起，每學期辦理溫馨餐點情活動，讓學生 (住宿生 )在溫書之餘，補充能量

與增進腦力，獲學生喜愛，108學年度之活動照片如圖 7-2-7所示。

7-3學校圖書資源

圖書館館舍空間

學校圖書館包括圖書一館與二館，總面積 2,196坪。一館為地上 5層地下 1層的獨棟建築，

歷經 2010年的空間改造，傳遞藝術氣息的藝文展示空間及鼓勵知性思考的數位學習區，在圖書

館內創造更活潑多元的空間對話，其中「夢幻海洋」是一間海洋主題多功能室，並由張清風校長

親自為其命名，在圖書館三樓設置「夢幻海洋」空間，內有海洋主題書區、多媒體欣賞區、虛擬

實境 (VR)體驗區、資訊檢索區等四大區域。二館位於綜合研究中心 3至 4樓，擁有可以眺望基

隆嶼與海港景致的美麗視野。

圖7-3-1

圖
書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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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館藏

圖書館館藏包羅萬象，內容除海事領域，還包括海運暨管理、生命科學、海洋科學與資源、

電機資訊、工程，及人文社會學科等圖書、期刊、電子書、電子期刊、資料庫、視聽資料、及報

紙等。學校每年仍持續投入經費採購電子期刊資料庫及中外文圖書。此外，並與國內多所夥伴圖

書館合作，提供書刊文獻複印及圖書互借服務，滿足教學、研究、學習及休閒資訊需求。

截至 109學年度第 1學期，本校圖書館館藏資料包含圖書 330,415冊、現期期刊 627種、

期刊合訂本 78,691冊、報紙 6種、視聽資料 8,372件、電子書 477,651種、電子期刊 61,531種

及電子資料庫 254種，如表 7-3-1所示。

表 7-3-1圖書館館藏資料統計

語文 / 項目 合計

圖書 (冊 ) 330,415

現期期刊 (種 ) 627

期刊合訂本 (冊 ) 78,691

報紙 (種 ) 6

視聽資料 (件 ) 8,372

電子書 (冊 ) 477,651

電子期刊 (種 ) 61,531

電子資料庫 (種 ) 254

圖書館服務

隨者資訊科技的發展，全館提供無線上網，數位學習區與資訊教室新穎的設備，促進資訊素

養的形成，同時推動自主研究與終身學習，讓師生體驗更優質的意見討論交流場域及互動學習的

感受。館內提供的服務如表 7-3-2所示。

表 7-3-2圖書館提供服務

(1)單一窗口聯合服務 (10)列印 /影印 /掃描

(2)閱覽服務 (11)校外使用電子資源服務

(3)圖書流通 (12)多媒體視聽

(4)代尋書刊 (13)圖書介購

(5)參考諮詢、資訊檢索 (14)新書展示、主題書展

(6)中外文參考資源 (15)急用圖書優先處理

(7)教師指定參考資料 (16)藝文活動

(8)館際合作與文獻傳遞 (17)場地借用

(9)互動式觸碰螢幕數位體驗 (18)資料庫與圖書資源利用講習

圖書館館藏借閱冊數及人次

如圖 7-3-3及圖 7-3-4所示，隨者網際網路的發展，圖書館館藏借閱人次逐年降低，統計近

五年之借閱情形，從借閱冊數來看，109年達到最高，但從借閱人次來看，109年則是歷年最低，

再依線上館藏及光碟借閱人次顯示，107年及 108年為最高，109年有下降的趨勢，整體而言，

線上館藏的數字比紙本借閱的成效佳，顯示學習方式已從紙本走向電子化，本校亦配合未來的趨

勢提升線上館藏的數量。

圖 7-3-3圖書館館藏借閱冊數及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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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4線上館藏及光碟借閱人次

圖 8-1-2普通化學會考進步分數與簽到次數散點圖
圖 8-1-1各學年度教學助教總人數與總金額

8.適性化培育，自主學習
8-1學生學業成長的機制

教學助教

為協助課業上有學習輔導需求的學生，學校提供教學助教協助 (TA)輔導，以強化學生學習意

願與成效。本校統計學校投入教學助教金額與人數，如圖 8-1-1所示，102至 108學年度平均每

學年度約有 1,400位教學助教協助課程輔導，投入金額約在 4,310~4,969萬元間。

如表 8-1-1所示，各學年度上下學期開課總數平均 4,675門課，各學年度 TA比率約維持在

30%左右，表示每 10門課中就有 3門課投入教學助教，給予學生適當的協助。

表 8-1-1各學年度教學助教總人數與課程數

學年度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TA總人數 1,378 1,317 1,431 1,441 1,424 1,124 1,623

全校課程數 4,158 4,315 4,579 4,775 5,019 4,937 4,941

使用 TA課程
比例

33.14% 30.52% 31.25% 30.18% 28.37% 22.77% 32.85%

積極性補強教學

積極性補強教學是在課程後提供教學助教的輔導機制，以協助教師教學及學生課後複習。

以學校必修基礎課程之普通化學課程的積極性補強教學成效為例，如圖 8-1-2所示，分析 101至

108學年度之補強教學簽到次數與化學會考之成績進步情形，結果顯示學生參與輔導次數越多，

成績進步分數越高，其結果呈現正相關，這也表示積極性補強教學對學生學習成效是有助益的。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大學社會責任年度報告 優化校園×推動創新實踐

99 100

學期預警

學校執行「期中預警」機制，如圖 8-1-3所示，以提醒學習成效較低之學生，宜注意其學業

狀況，同時透過教學助教輔導、同儕學習或自主學習等方式，營造良好的學習風氣，以恢復學生

自信及學習成效，奠定未來升學就業良好的基礎。

經統計結果顯示，全校平均修課學生中有 8%會被預警，進一步分析被預警學生，透過教學

助教輔導後的學習成效，如表 8-1-2所示，統計 1051至 1091學年期，發現被預警學生及格比例

有 50%以上，表示學校學期預警機制確實提高了學生學習成效。

表 8-1-2各學期預警學生及格及不及格比例

學年期 1051 1052 1061 1062 1071 1072 1081 1082 1091

預警
學生

不及
格

47.05% 47.01% 46.71% 45.72% 45.34% 48.61% 48.47% 47.97% 48.96%

及格 52.95% 52.99% 53.29% 54.28% 54.66% 51.39% 51.53% 52.03% 51.04%

8-2學生實務學習的場域

閱讀寫作學習平台

本校為強化大學部學生之中文書寫能力，推動國文閱讀寫作計畫，實施大一上、下學期國文

課程寫作，自 104學年度始，建置閱讀寫作學習平台，打破國文課不能進行實作之迷思，透過每

人每年撰寫 4篇作文，並於寫作平台登載後，進行線上作文評閱，以培養學生鑑賞同儕作品之能

圖 8-1-3學期預警機制圖

圖 8-2-1閱讀寫作學習平台各學系成績分析圖

力，藉此提升學生寫作能力。

圖 8-2-1為 104至 108學年度閱讀寫作平台各學系成績分析，結果發現各學系的學生上下學

期成績平均皆有顯著的進步，顯示出學校推動閱讀寫作學習平台對學生寫作能力有成效。而以平

均成績來看，海洋生物科技學系表現最佳。

大學生暑期學生實務體驗計畫

學校從 95學年度起執行「大學生暑期學習實務體驗計畫」，透過暑期學習計畫，提升學生

學習興趣、實作能力，並且藉由問題導向之學習方式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海洋特色實務體驗

實作，如圖 8-2-2所示。

許多參與大學生暑期學習實務體驗計畫後，對於海洋特色領域的學習感興趣，因此，進一步

分析，發現在所有申請大暑學生群族約 49%繼續留讀本校研究所，其中，在申請五年一貫學程占

18.93%，如圖 8-2-3所示。顯示出學校推動大學生暑期學習實務體驗計畫除提升學生的適性學習、

自主學習及達到實務體驗之目的外，同時提高延續學生學習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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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2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大學生暑期學習實務體驗計畫
(海洋特色實務體驗實作 )

圖 8-2-3參與大學生暑期學習實務體驗計畫學生發展

圖 8-2-4校外實習學生人數統計 (不含海上實習 )

實習課程

本校為協助學生能學用合一，提供學生參與校外實習的機會，如圖 8-2-4為本校校外實習學

生人數 (不含海上實習 )， 顯示本校學生在國內實習人數呈現逐年增加趨勢，從 101年度的 240

人增加至 108年度的 367人；國外實習人數年平均約為 101人；總人數從 101年度的 282人增

加到 108年度的 447人。

8-3學生自主學習的管道

線上課程學習資源

線上課程學習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教師於授課時提供之資料，除課堂上之課本、講義、簡報外，

經由提供數位化的方式，提供學生自主學習的管道。

101~104年度本校運用 moodle平台作為非同步遠距課程之平台，讓教師於平台上傳教學檔

案，供學生自主預習或復習使用。從圖8-3-1中，發現登入次數越多次的學生，學習成效相對較好，

呈現正相關 (p=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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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1 moodle平台登入次數與成績散點圖

圖 8-3-2 Tronclass平台登入次數與成績散點圖

學校為能即時性結合教學教材及回饋，本校自 105年起，建立多元導向 Tronclass自主學習

平台，達到學習成效最佳化。從圖 8-3-2中，發現登入次數與成績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p=0.028)。

磨課師課程資源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簡稱 MOOCs，又稱為「磨課師」，係指透過 MOOCs學

習平臺上傳教學內容，其內容可採影音結合簡報或動畫等多媒體數位教材方式呈現，配合線上測

驗、討論、作業繳交、學生互動等混合方式實施。相關成效說明如下：

1. 獎勵教師投入數位教材開發：

本校從106年起陸續開發「食得放心，食在安心」、「食醫住行英文遊」、「英文摘要輕鬆寫」、

「Applications of AI Technology」、「認識二十一世紀的綠金 -藻類」、「聊教學，談實踐，鬥

陣來研究」等多門磨課師線上課程，其中「認識二十一世紀的綠金 -藻類」獲教育部補助經費 25

萬元，第一次開課修課人數高達916人，課程影音使用人次達17,994人次，課程通過人數213人，

完課率 23.25%。

2. 推動學生修習跨校通識磨課師採計學分：

107年首度認列學生修跨校通識磨課師課程採計學分，採用 2門課程，各認列通識 2學分，

約 36位學生修課。108年度採用 3門課程，修課學生數 162人，課程通過率皆超過 80%，另以

問卷進行滿意度調查「願意推薦同學以此模式進行學習同意程度 4.17」，「能夠找出自己線上學

習的模式同意程度 4.19」，本校將持續推動跨校通識磨課師採計學分，鼓勵學生線上學習。

3. 建立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數位學習計畫：

為鼓勵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以學習替代工讀，107年推動磨課師數位學習計畫，共 438案申

請，其中 337案通完課率 76.94%。108年配合經費資源共 294案申請，搭配教學助教完課率高

達約 94.53%。甚至有 31案全英授課，23案為大數據 /程式設計相關課程，課程內容跨及人文、

社會、語言、物理、數學及醫學領域，顯現跨領域自主學習之成效良好。

英語線上學習資源

本校為提升學生英語學習能力，提供三大資源 :

•英語線上學習資源 (Clarity English、Easytest、MyET口說學習 ):

(1)Clarity English:包含不同面向之學習方式，如閱讀能力與技巧學習、商務英語寫作能力、

海外求職傅信撰寫能力、聽力及口說等等。

(2)Easytest:為線上測驗練習平台，包含 TOEIC、全民英檢、iBT、IELTS、英文語法、單字

教學影音等等。

(3)MyET口說學習 :結合先進科技和專業語言教學法的平台，以「先聽說，後讀寫」的概念

進行自主學習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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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學習專區 :

於學校圖書館中，提供包含 NEW TOEIC應考特訓課程、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以

及常春藤生活英語雜誌、常春藤解析英語雜誌及空中英語教室雜誌等。

•其他專區 :

以校外資源為主，並於本校英語線上學習中提供相關網頁連結，其中包含北區大學外文

中心「外語線上自我學習平台」、VoiceTube 看影片學英語、Randall ESL Cyber Listening 

Lab(Randall英語聽力訓練 )、ICRT英語廣播等等。

統計本校投資在英語線上學習資源，如圖 8-3-3所示，發現平均每年皆投入超過 100萬元，

102~108年整體學生平均提升了接近5分。顯示出英語線上學習資源對於學生學習有顯著的提升。

圖 8-3-3英語線上學習資源及教材與歷年英語成績分數

圖 8-4-1雙主修人數統計

圖 8-4-2輔系人數統計

8-4學生跨域學習的機會

雙主修與輔系

面對快速變遷的社會，未來教學領域不會僅以單一面向專長，而是跨領域整合性的學習。本

校統計 1021至 1091學年期，雙主修與輔系人數，如圖 8-4-1及圖 8-4-2所示，發現修習雙主修

與輔系學生人數並不多，其原因可能來自於門檻過高，導致學習意願降低，但從歷年趨勢來看，

雙主修人數仍有大幅度成長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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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到提供學生更大彈性領域之專業，學校放寬雙主修與輔系之門檻，包含讓學生可自主決

定申請學期，同時，降低學分數，如雙主修學分為各學系必修課程學分或必修與選修課程 75學

分內。輔系為各學系定專業課程 20至 24學分，冀望培育更多跨領域人才。

次專長

大學生除了就讀該系 (所 )的主專長訓練外，為提供學生有機會在 4年修業期內完成學業，

不需延畢，在畢業證書上註明次專長名稱，提供學生更多跨領域學習機會，本校於 107年 10月

30日發布「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跨領域次專長實施要點」，透過各系特色次專長課程，讓學生有更

多機會接觸跨領域之學習，拓展多角化學習觸角。

截至 109學年度第 1學期，本校共有 42位同學通過次專長之資格審查，集中在四大領域，

依次為「分子生技次專長」、「地球科學次專長」、「經營管理次專長」及「輪機概要次專長」。

微學分

為促進學生跨領域發展及自主學習，提供多元學習方式，本校於 108年 1月 24通過「國立

臺灣海洋大學微學分課程實施辦法」，並於同年 4月 10日通過「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

心微學分課程作業要點」，共同教育微學分課程包括演講、工作坊、活動等，課程以2小時核計0.1

學分為原則。依微學分之類別，統計 1072至 1091學年期參與學生人次，最多者為「微學分講座」

共計 1,914人次 (58.77%)，最少者為「數位學習 (磨課師 )」共計 114人次 (3.5%)，如圖 8-4-3。

圖 8-4-3 1072至 1091學年期微學分修課人次及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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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就業×對接產業職場

9.多樣化發展，接軌職場
9-1傑出校友的表現

學校自民國 42年創校以來，從臺灣省立海事專科學校、臺灣省立海洋學院、國立海洋學院，

到民國 78年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至今逐步發展成為最具海洋特色、最完整海洋領域的國際知名

學府，65年來，栽培了無數的傑出校友，遍布全球，在不同的領域和專長散發光芒，109年度及

歷屆之傑出校友，如表 9-1-1及表 9-1-2。

表 9-1-1 109年度傑出校友列表

姓名 工作職稱或優良表現

邱永芳 國家海洋研究院院長
長期致力海洋工程與水下技術研究，優秀論文獲獎無數。榮獲中華民國
海洋及水下工程技術榮譽獎，登上世界名人錄，為國家海洋研究能量貢
獻卓越。

呂錦山 香港理工大學物流及航運學系教授
董浩雲國際海事研究中心主任
長期著力於海運業經營與管理、港埠運營管理、國際物流和供應鏈管理
及航運、港埠永續發展等研究，為航運物流相關學術研究奠定基礎。除
多次榮獲國家專題研究主持人獎外，更曾榮獲中華民國海運有功人員暨
模範航港從業人員。

王正芳 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副署長
高考及格後，自基層起開始參與各項漁業管理制度的建立，包括漁業資
源養護、魚苗放流規範，建立休漁制度、以漁船協助海域科學研究等政
策。不僅促進台灣漁業朝向永續發展目標，同時也活化漁村經濟發展。

田全全 傑吟貿易有限公司董事長
自 1983年創立傑吟貿易有限公司，公司自鞋業設計、製造、銷售至通路
拓展皆由公司經管，歷經近 40年的艱苦奮鬥，拖鞋銷售市佔率已居世界
首位。田學長除商業經營外，回饋母校更是不遺餘力。

俞秀端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長
曾因病休學兼職一路苦讀，大學畢業同年考上司法官特考及律師高考，
偵辦多起金融重大弊案及社會案件，是檢察官中的辦案大將也是全臺灣
最年輕的檢察長，曾獲十大傑出青年。

陳宗曉 捷流閥業 (股 )公司總經理
創辦經營捷流閥業公司，研發高性能閥門遠銷至歐美日、大洋洲，更跨
足石化、電子、造船等工業，讓捷流閥業成為國內蝶閥龍頭，獲得國家
精品獎及創業楷模的肯定，將台灣產業推向世界。

姓名 工作職稱或優良表現

戴錦銓 長榮國際 (股 )公司總經理
為長榮集團建立系統性之法律風險管理機制、以其專業能力自基層被拔
擢升任總經理。促成海大與長榮海運簽署實習合約、並返校擔任講座教
師，提攜學弟妹，給予學校最大的支持。

李清郎 力晶積成電子製造 (股 )公司經理
捐建仟萬元的海大宏廣書屋，長期積極投入社會服務和公益活動，資助
台灣世界展望會、高雄市社福慈善團體聯合會及家庭扶助基金會，為人
謙和、熱心公益，實為海大之光。

汪順乎 高雄市政府參事
大力推動籌設發展高雄校友會，協助母校建立南部航運、漁業、公部門
等校友平台。在高雄市政府參事任內，扮演府會最佳溝通平台，首創全
國漁民緊急醫療聯絡網，獲得市民好評，公僕典範。

表 9-1-2歷屆傑出校友列表

姓名 工作職稱或優良表現

王光祥 總統府特別顧問、國際獅子會300-A2區總監、三圓建設 (股 )公司董事長、
隴華電子 (股 )公司董事長、國光客運董事、薩爾瓦多駐華名譽總理事等
發展協會副理事長等

吳國安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董事、臺北捷運局工程處處長、科長、主任、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任秘書、政務副主任委員、台北市政府機要顧
問、副秘書長、代理秘書長、萬鼎工程服務 (股 )公司董事長等、中華海
員服務中心董事長等

呂佳揚 嘉鴻遊艇 (股 )公司總經理、鴻洋遊艇 (股 )公司董事長、嘉鴻遊艇集團
執行長、2009super MVP台灣百大傑出經理人獎、2015年度風雲企業家、
2015年度航海風雲人物等

李健發 台北市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台灣國際物流暨供應鏈協會常務
理事、世邦國際企業集團董事長兼總裁、台灣全球商貿運籌 (物流 )發展
協會副理事長等

李崗 第四十一屆亞太影展最佳編劇、入圍柏林影展 Panorama單元、安可電
影 (股 )公司董事長、財團法人影想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長等

李清郎 力晶積成電子製造 (股 )公司經理

汪曙光 創立建華海運、建華國際實業 (股 )公司董事、漢福 (股 )公司董事長等

沙志一 經濟部農業局專員、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處副處長、台灣省政府農林
廳漁業局局長、農委會漁業署署長、農委會副主委、行政院顧問等

周正訓 黑松汽水品管員、南僑化工油脂研究員、統一企業業務課長、阿默企業
有限公司 (阿默蛋糕 )董事長

周慕豪 偉聯科技 (股 )公司總經理、中國航運運輸 (股 )公司總經理、中國航運 (股 )
公司董事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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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工作職稱或優良表現

林允進 般若科技 (股 )公司總經理、大古健康館總經理等

林見松 總統府國策顧問、海瀧船務代理 (股 )公司董事長、中華民國僑務委員、
Pier DC Pty

林清池 日本南日本海運公司輪機長、德同航運公司輪機長、合發海運公司輪機
長、富林海運 (香港 )有限公司董事長、佰樂海運 (香港 )有限公司董事長、
友盛船運集團總裁等

邱啟舜 日本海事協會驗船師、傑舜船舶安全管理顧問 (股 )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勇利航業集團執行董事等

邱蒼民 東駒 (股 )公司董事長、李昌鈺博士物證科學教育基金會監察人等

柯吉剛 全興集團執行董事、台灣誼晟實業 (股 )公司董事長、全興國際水產 (股 )
公司執行長、財團法人桃園市全興國際文教基金會董事等

洪英正 聯興國際物流 (股 )公司董事長、中央貨櫃倉儲 (股 )公司董事長、台灣
商港事業發展協會理事長、財團法人海鷗春陽文教基金會董事等

孫寶年 台灣食品 GMP協會理事長、美國食品科技學院院士、國際食品科技學院
院士、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首任主任、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
兼任教授、國立政治大學通識中心兼任教授、上海海洋大學顧問教授、
江南大學名譽教授、中華民國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理事長等

徐重義 味全食品公司台中廠製造課長、裕馨國際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味
優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長、華馨建設有限公司董事長、裕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長等

徐國裕 中國航運船長、建恆海運公司運務部及基隆分公司經理、台灣海洋大學
研究船船長、考試院特種考試命題委員典試委員、船長公會理事長、中
華海員服務中心董事長等

張清風 教育部第 10屆國家講座、國科會生物科學發展處處長、國科會副主委、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長、法國政府頒發法國教育榮譽學位 -騎士勳章等

畢東江 美國畢氏地產投資公司總裁、美國維多利亞旅遊船集團總裁、重慶東將
實業公司總顧問、獲頒美國國會傑出貢獻獎及愛麗斯島傑出移民獎等

陳紹厚 馬來西亞沙巴留台同學會總會總會長、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總
會長、國際獅子會 308A2總監、納閩工商聯合總會會長等

曾俊鵬 陽明海運公司業務處課長、立榮海運公司企劃部副理、長榮航空公司營
業本部副理、崴航集團董事長、FIATA物流學院導師等

楊昆山 SGS全面品質經理、SGS台灣總裁、SGS東亞區營運長、SGS日本總
裁、SGS特別顧問等

劉光華 英業達採購業務、兆利科技工業 (股 )公司董事長

劉金源 國立中山大學教授、海洋科學學院院長、國立臺東大學校長、財團法人
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董事長、中華民國海洋及水下技術協會特殊貢
獻獎等

蔡俊雄 台灣區冷凍水產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台灣區冷凍食品工業同業公會理
事長、黃泰冷凍食品 (股 )公司、允偉興業 (股 )公司董事長等

姓名 工作職稱或優良表現

鄭森雄 台灣食品 GMP協會理事長、美國食品科技學會院士、國際食品科技學院
院士、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首任主任等

盧崑山 麗臺科技 (股 )公司董事長

蕭丁訓 交通部台中港務局副局長、交通部花蓮港務局局長、交通部基隆港務局
局長、交通部高雄港務局局長、台灣港務 (股 )公司董事長等

蕭錫延 台灣水產學會理事長、終身國家講座教授、李遠哲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
傑出人才講座、教育部終身國家講座 (連二次終身榮譽 )等

戴錦銓 長榮國際 (股 )公司總經理

叢樹朗 美加關係企業總裁、尖端科技電腦中心董事長、公義旅行社 (股 )公司董
事長等

譚泰平 中國造船公司艤裝工廠廠長、助理副總經理兼發言人、台灣國際造船 (股 )
公司董事長、九龍珠國際有限公司負責人等

蘇嘉全 國大代表、民主進步黨秘書長、屏東縣縣長、內政部部長、行政院農委
會主任委員、立法院院長等

註：以上列表依姓名筆劃由小至大排序。

9-2畢業生的就業方向

畢業後的工作狀態

學生於畢業後有繼續升學、就業、創業、兵役或是待業等等多種選擇。本校就 101~107學年

度畢業生，進行畢業後一年問卷調查資料分析，如圖 9-2-1所示 (年度定義為該年度畢業後一年

之學生問卷調查，如 101年度為 101年度畢業後一年之調查資料 )。由圖可知， 101~107學年度

的畢業生約 42.82~57.79%畢業後投入職場工作，其中以 106學年度的 57.79%為最高。

圖 9-2-1畢業後一年工作狀態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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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類型

統計 101~107學年度畢業生之工作類型，如圖 9-2-2所示。結果顯示 101~107學年度的畢

業生主要投入工作類型為「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類」、「物流運輸類」、「教育與訓練類」

以及「資訊科技類」等四項，占約 50%以上。其中以 104學年度之「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類」

為歷年最高，占了當年度之 37%。

工作相符程度

為了解學生於就讀系所期間所學知識，是否與投入職場工作內容的專業訓練課程相符合，因

此，本校進行問卷調查統計如表 9-2所示。結果顯示每年約 5成以上認為在校就讀系所所學知識

與工作內容相符程度認為相符，其中以 106及 107學年度為最高，畢業生表示相符程度達 66%。

表示本校之專業授課確實與產業接軌，學以致用。

圖 9-2-2畢業後一年工作類型比例圖

圖 9-3-1畢業生畢業後一年月薪分佈圖

表 9-2工作內容之專業訓練課程與就讀系所相符程度

非常相符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非常相符 11% 14% 12% 11% 13% 15% 21%
相符 44% 40% 43% 37% 43% 51% 45%
普通 23% 23% 31% 32% 22% 21% 22%
不相符 18% 13% 10% 12% 13% 10% 7%

非常不相符 4% 10% 4% 8% 9% 3% 4%

9-3畢業生的薪資分布
本校進行學生畢業後薪資調查，統計如圖 9-3-1所示。顯示本校 101至 107學年度畢業生畢

業後一年工作每月薪資集中於 31,001元至 34,000元。

將各年度資料進行分群後，如表 9-3，整體而言本校大學畢業生於畢業後一年的月薪達 3萬

元以上者超過 6成，甚至 1成高達 6萬元以上。

您現在平均每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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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 101~107學年度畢業生畢業後一年月薪統計表

圖 9-4-1工作滿意度填答人數分佈

圖 9-4-2各年度工作滿意度分佈比例表9-4畢業生工作滿意度
如圖 9-4-1所示，為了瞭解 101~107學年度之畢業生滿意度調查狀況，結果顯示 11.75%表

示非常滿意，50.18%表示滿意，33.70%表示普通，僅 3.54%表示不滿意及 0.82%非常不滿意。

為了瞭解各年度之滿意度調查狀況，並將各年度分群，如圖 9-4-2所示。結果發現，其中以

101及 106學年度兩年度之畢業生表示「非常滿意」及「滿意」總比例為最高，分別占約 68.7%

及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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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發展永續海洋

一、「務實」辦學，邁向國際海洋頂尖學府

本校持續以務實的態度辦學，以學生為本致力於建構兼具國際視野、海洋專業領域最完整的

特色大學。為維持高品質的教育並加值學生能力，持續深化本校學生具海洋人專業素養外，亦積

極注入國內外產學新能量，以「培育全方位海洋專業人才」、「成為海洋教育智庫」及「致力跨

國教研合作」等推動重點方向，邁向國際海洋頂尖學府。

二、「彈性」學制，打造適性學習空間

面對快速變遷的社會，未來的教育，決不會僅限於單一面向，而是跨領域整合性學習，並且

能夠真正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本校突破教務法規限制引領學生邁向多元學習路徑，提供學生

自主學習與探索自我的學習環境，逐步推動「適性轉系」、「院級不分系」、「雙主修、輔系門

檻放寬」、「特色學分學程」、「次專長」、「微學分」、「暑期修課」、「跨校選課」以及「無

修習年限教育」等彈性制度，打造學生適性學習空間，期以促進及培育跨領域人才。

三、「革新」課程，順應職場需求

由於產業變遷速度快，普遍大學課程設計跟不上產業的變化，本校持續革新課程規劃，順應

職場需求，開設具產業趨勢、程式設計、數位經濟、閱讀寫作及多元語言等課程，並積極與產業

圖 10-1展望未來

合作，課程導入業師，帶領學生進入產業場域，結合實務競賽，引導學生將知識活用，實踐學生

產業學習機制，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四、「永續」校園，迎接未來世代

校園環境與師資決定教育品質，本校秉持「活力創新、開放、積極、前瞻」之策略，營造優

質的學習及教學環境以培育學生。面臨高等教育高度競爭力，學校必須不斷提升競爭力，積極爭

取更多的外部資源，穩定經營財務，奠定永續發展根基，朝向「務實辦學、彈性學制、革新課程

的永續校園」，迎接未來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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