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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辦理補助 

「行動通訊專業課程改進及推廣計畫(第 2 期)」 

徵件須知 

一、依據：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補助推動人文及科技教育先導型計

畫要點及下世代行動通訊技術人才培育計畫。 

二、目的： 

    在行動通訊技術快速發展之際，大學校院也應適時配合技術發展

進程，調整所教授之專業核心課程。透過補助大學校院進行行動

通訊相關專業核心課程的盤點、更新及課程內容重整，以有效銜

接 B5G/6G 相關之尖端技術課程，加速支援產學研各界對通訊專

業人才缺口的需求。 

三、補助對象：全國公私立大學校院。 

四、計畫期程：自 114 年核定日起至 116 年 1 月 31 日止。 

五、系列課程規劃開授原則及相關配合事項： 

        申請本計畫補助之大學校院相關院、系所應針對原有行動通

訊相關專業核心課程，進行系統性重整及串連，必要時應視產業

及院、系所長期發展需求，重新規劃建立或改進為更具系統性、

時效性的系列課程，以深耕行動通訊專業核心技術，促進學生有

效銜接中高階尖端及實務知識，加速培育能因應產學研需求的通

訊專業人才。 

(一)本系列課程計畫旨在深耕行動通訊核心技術，加速學生更有

效地銜接中高階尖端及實務知識。各校所提的系列課程案應

以長期扎根於申請單位長期持續開授之正規課程為主，以有

效培育產業所需中高階通訊專業人才。  

(二)申請單位應盤點現有行動通訊相關課程及內容，依據單位發

展特色、師資能量、可獲得之內外部資源及擬培育之專業人

才目標，由相關教師共同討論規劃，檢視系列課程與課程間

之內容的串接是否妥適合理，適當整併或整合重複的內容，

移除不適當今或未來發展之內容，並納入當今通訊專業領域

學生應具備之新的核心知識點或技術內容。 

(三)每一系列課程應包含至少 3 門課程(可包含大學部至研究所課

程)，以各單位原有之行動通訊專業核心課程為基礎，針對課

程內容進行盤點、更新、改進，或視需要新開相關課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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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各授課教師的參與，有效串連各課程內容，有系統地培

育學生行動通訊相關專業能力。並可依課程更新規劃之需

要，參考納入「5G 行動寬頻人才培育計畫」、「下世代行動

通訊技術人才培育計畫」所發展的實驗模組教材(詳如附件

一)。 

(四)各申請案除應提出系列課程之規劃(含課程內容設計、過時內

容汰除、新知識點納入、各課程間的重整和串連)，並應提出

系列課程學習成效的評估規劃與做法等，提供各單位與行動

通訊相關部分之課程地圖，並於課程地圖標示、說明本系列

課程規劃在其中之定位。 

(五)獲得本計畫補助之系列課程，於計畫的第一年及第二年皆需

開授課程，各課程應於計畫期間至少開授一次，於計畫結束

後仍應規劃持續開課。  

(六)獲補助之單位，應配合本部下世代行動通訊技術人才培育計

畫辦公室(以下簡稱總計畫辦公室)之規劃、協調及相關推動

事項，包括： 

1.參與總計畫辦公室辦理之各類活動，如計畫推動與成果交

流、模組教材說明、研習等活動。 

2.獲補助之單位宜落實課程數位化，依智慧財產權相關規

範，提供修課學生有足夠的課前與課後的線上學習資源。 

3.配合相關考評程序之所需，提出成果效益報告(含課程規劃

成果、實際開課狀況、學習成效之質化與量化評估、各項

活動之影音紀錄等)。  

4.鼓勵推動課程相關活動，如組成技術討論社群、參與競

賽、促成產學交流發展等。  

5.其它依整體計畫發展需求或相關審查建議所規劃之推動事

項。 

六、計畫申請原則： 

(一)每案以系所或院為單位提出申請。每單位至多申請 1 案，每

校至多申請 2 案。 

(二)本計畫係由本部部分補助。每一申請案本部最高補助額度以

新臺幣 150 萬元為原則，並得視年度預算情形調整之。 

(三)申請單位如曾執行本部「5G 行動寬頻人才培育計畫」、「下

世代行動通訊技術人才培育計畫」所推動補助之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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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自行揭露曾獲補助內容、設備及推動成果，以不重複補助

相同系列課程之內容及設備為原則。計畫如經查證重複接受

補助者，應繳回該項補助經費。 

(四)已獲其他機關或單位補助之計畫項目，不得重複申請本部補

助；同一計畫內容亦不得向本部其他單位申請補助。計畫如

經查證重複接受補助者，應繳回該項補助經費。 

七、計畫申請方式： 

(一)請於本部公告申請截止日前，至本部指定網站完成線上申請

及用印後計畫書電子檔上傳作業。逾期未完成線上申請及計

畫書電子檔上傳者，不予受理。 

(二)計畫書應以中文撰寫，凡書表資料未備齊者、申請資格不符

者，或一校超過 2 案申請者，獲通知後，應於期限內補正，

屆期未補正者，將不予受理。計畫審核完畢，計畫申請書不

予退還。 

八、計畫經費編列及支用原則： 

(一)本計畫係部分補助，學校自籌經費比例不得少於計畫總經費

之 10%。 

(二)各項經費項目，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

作業要點」及「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辦理各類會議講習訓

練與研討（習）會管理要點」相關規定編列支用。  

(三)對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其所屬學校、機關（構）之補

助，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及本部與所屬

機關（構）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處理原則

之規定辦理，依直轄市、縣（市）政府財力級次最低至最

高，本部最高補助比率由百分之九十依序遞減百分之二。  

(四)本計畫得編列以下經費：  

1.人事費：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及兼任助理以不超過 4

人為限，人事費以不逾計畫總經費之 40%為限。  

2.業務費及雜費： 

(1)執行計畫所需之項目。 

(2)不得編列報名費、註冊費、保險費、證照考取費等。 

(3)若編列實驗材料或軟體租用費，請說明採購的必要性。 

3.設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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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若編列設備費，請說明採購的必要性及與本計畫之關聯

性。(可參考附件一) 

(2)不得使用本部設備補助款採購一般/事務性/個人教學設

備(如投影機、單槍投影機、實驗桌椅等一般教學設

備)。 

(3)不得購買大陸廠牌資通訊產品之設備及周邊產品。 

(4)設備項目應符合耐用年限二年以上且金額為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 

4.同一課程如由跨校教師共同開授，其經費由申請學校統籌

管控與核結。 

九、審查作業： 

(一)審查方式：由本部邀集產業界、學界及研究界相關專家學者

書面審查，必要時得請學校進行簡報。  

(二)審查重點： 

1.系列課程的整體學習規劃、授課對象、內容與本計畫推動

目標(深耕行動通訊專業學生的核心知能與技術，加速學生

更有效地銜接中高階尖端及實務知識)之符合程度。  

2.系列課程之課程間的內容更新、整合、及重整串接之妥

適、合理性。  

3.系列課程在系所相關課程地圖的定位與關聯度。 

4.系列課程之規劃與課程內容扎根於申請單位正規養成課程

之可持續性。  

5.系列課程規劃應用之實驗模組教材適切度。  

6.系列課程規劃開授時程符合本計畫推動規範(每年皆有開授

課程且於計畫執行期間內每門課程至少完成開授一次)。  

7.相關配套活動規劃合宜，可提升學生學習實質效益。  

8.系列課程績效指標與預期成果效益規劃明確合宜。  

9.學生學習成效的評估方式妥適合宜，且能適切評估系列課

程之實施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  

10.計畫人員及其經費規劃之合理性與完備性。 

11.教學資源配置規劃之合宜性。 

十、經費核撥及核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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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費核定：計畫經費由本部審核整體計畫規劃(含相關計畫執

行狀況) 核定之。 

(二)經費核撥：計畫經費分兩期撥付，第 1 期撥付於核定日起 40

日內檢具經費領據辦理請領;第 2 期撥付於期中審查通過及第

１期撥付經費執行率達70%後，檢具經費領據辦理請領。所需

經費如未獲立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本部得重新核定

補助額度並依預算法 54 條之規定辦理。  

(三)經費核結：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

定辦理，送部辦理核結。 

十一、成效考核： 

(一)各計畫應依其規劃推動之內容，自行研擬相關工作項目及績

效指標(如開課成果、學習成效之質化與量化評估、實驗模組

教材採用情形等)，並敘明具體實施達成情形。  

(二)本計畫由本部或總計畫辦公室規劃並執行相關管理考評作

業，各獲補助計畫應配合參與相關會議、提報執行進度或成

果效益報告，並依相關審查意見，具體配合改進。必要時，

本部得實地訪查各專案計畫運作狀況。  

(三)各計畫應於年度計畫結束時提出成果報告由本部考評，考評

結果將作為本部相關計畫補助參考。  

(四)計畫若有進度落後、成果堪虞等情形，本部得要求限期修正

及改進；如逾期未完成且無特殊具體事由，或未通過各階段

考評，本部得停止撥付未撥付之經費，並要求繳回未執行之

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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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實驗模組教材基本資料 

本計畫提供之實驗模組教材如下： 

模組名稱 

1 通道編碼模組 

2 陣列天線模組 

3 5G 系統模組 

4 行動寬頻網路與安全模組 

5 行動網路應用模組 

6 下世代行動網路技術與資訊安全模組 

7 物聯網技術模組 

8 寬頻射頻傳收機關鍵技術模組 

9 毫米波電路設計與模擬模組 

10 毫微米波通訊模組分析與量測模組 

11 5G 行動通訊天線設計模組 

12 次世代接取系統模組 

13 低軌衛星通訊系統模組 

14 非地面網路射頻與實體層系統技術模組 

15 低軌衛星通訊網路模組 

16 智慧節能網路應用模組 

17 節能網路技術模組 

18 核心網路與基站模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