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 

國立東華大學九十四學年度至九十八學年度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草案） 

第一章  學校總體發展方針 

 
第一節  設校理念與發展重點、特色 

配合政府政策，擔負國立大學之責任 

運用地方資源，規劃有特色之系所 

務實科技研究，推動花東地區整體建設 

凝聚校園規範，培育具有國際視野之人才 

加強推廣教育，提供大眾社會教育學習之機制 

東華大學為一所校齡年輕之國立學校，地處花蓮，學術發展自創校起始即有三大方向，

第一是為國家培育高級人才，第二為與花蓮地緣與資源結合，第三為與國際學術潮流接軌。

本校之發展在於強調運用地方豐富的自然及人文資源，院系所的設置與發展為考慮國際學術

潮流，兼顧人文及科技的研究，結合當地的自然與人文生態，提昇「在地化」區域整體的學

術研究水平，並與當地社區形成緊密而互動的關係。 

現代大學肩負著培育人才、創新知識與傳遞知識之功能。本校期許成為一優質學府，在

逐步建立優良的校園風氣與健全的校園規章同時，亦注重學生具備專業知識之養成、宏觀之

國際視野與對國際事務之應對能力。在成立之際，院系所之設置與發展即規劃了一般高級專

業人才之培育，無論是在人文、管理亦或是理工各院，皆有相關系所之成立。隨著國際學術

潮流的發展，本校在各項重要知識領域上，如奈米科技與生物科技，亦能隨著國家競爭力與

社會脈動的需求而有所表現。 

基於特殊的地緣與區域性資源之關係，本校系所之設置力求發揮區域的特色。東部最大

之資源與特色之一為蘊含豐富而多樣的自然及人文風貌，深具觀光遊憩事業發展之潛力。為

結合地方自然資源，促進產業發展，東華於發展之初即規劃設置觀光遊憩研究所、環境政策

研究所與自然資源管理研究所，配合地緣關係發展學術，培養整合自然資源保育、開發、經

營及管理等相關之專業人才。 

就臨海的地理位置而言，花蓮擁有可觀的深海資源，因此本校與海洋生物博物館合作成

立「海洋生物科技」與「海洋生物多樣性及演化」兩個研究所，作深海資源之調查、開發及

利用的研究。此外，本校亦成立材料研究所，期以協助花蓮最大的產業－大理石業，提高其

產品之品質與附加價值。 

由於東部人口外流情況相當嚴重，尤其以年輕人大量外移為最，為克盡幫助地方發展與

繁榮之責，東華致力於創造新產業，增加就業機會以留住人才。在創造新產業方面，展望當

前國際科技發展潮流，最具潛力且適合花蓮發展即為生物科技與海洋科技。東華在設校早期

  



便成立了生物技術研究所，並且配合花蓮產業的發展重點，以研究花卉、食品等農產品技術

為重點。另外，本校也成立了創新育成中心，與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合作，培育許多廠商在花

蓮與宜蘭等地開創事業，學術與產業結合之成果是謂豐碩。 

本校為配合地域性與工商業之需要，提供公務人員與社會人士在職進修與學術研究之機

制，自民國 84 年起，即在花蓮開設公共行政班，民國 85 年起亦開辦了台東公共行政班，提

升了公私立機關從業人員之素質。自 91 學年度起，陸續開設了企管碩士學分班、教師在職

進修英文第二專長班、企管專題進階班、國小英語師資培訓班與進階班、東部地區主計人員

碩士學分班等，各項開班之課程，均獲地方支持與好評，成效甚佳。此外，本校同學在課餘

之時，熱心關注地方事務，如主動參與社區營造、協助部份國小之課輔活動等，落實學校與

社區之交流。 

東華大學的重點發展領域為：生物科技、奈米科技、環境科技、海洋科技、亞太區域經

貿整合研究及族群關係與文化等，強調的是「科際整合」的重要性，主張各個領域應朝向整

體性的發展邁進。因此，本校籍由聘任教師不同的專業背景，加以系所規劃整合性課程，甚

至透過設備、實體建築空間的規劃設計、學程設計及研究群的形成，以達到科際整合的目標。 

本校設置於學術資源相對缺乏的東部，且為一年輕之大學，於成立之始，在延攬師資人

材方面實屬不易，然而豐富的自然景觀與良好的生活品質確為花蓮一大優勢，為本校延攬了

對許多愛好大自然的優秀教師。隨著學校的逐步成長，多年來已漸續吸引並留住許多專業的

學者，建構了穩定的師資陣容，學術領域也逐漸完整成形。此外，來自世界各地的教授們，

將各校的經驗帶進了東華，共同打造了豐富多元的校園文化。 

教學環境方面，在加強遠距教學與網路教學相關措施上，除已建置了遠距教室，亦已與

多所學校建置了超級視訊格網環境，並有實際跨校進行多校聯合遠距教學、演講與研討會等

活動，發展成效良好。在研究上，本校為獎勵教師研究進修以提升教學研究水準，對於各學

門的評鑑與教師績效之獎勵，訂立了各項制度及辦法以予鼓勵。在行政效能的提升上，本校

注重行政人員的在職訓練與進修，並提供人性化的行政工作環境。教職員之聘任與升等作業

均有公開公平公正且暢通之管道，而校長與一級主管每學期皆與教師及行政人員進行座談，

提供了溝通與協調的彈性空間。 

 

第二節  校務發展目標 

大學的形成與發展，有其源遠流長的歷史，環顧世界各國一流學府，除了具備獨特的校

園風貌、一流的教授與學生外，皆有其特殊與令人欽佩嚮往的校風，而校風即是由不同時代

背景的教授與學生凝聚各方意見，經多年發展逐漸孕育而成的文化與風格。本校是一所年輕

的大學，最有機會開創嶄新的特色、風格與制度，我們不僅追求美好的校園環境、健全與高

效率的行政組織，並且企求創造有特色的治學理念和文化風格。 

歷經數年的擘劃和推動，東華的各項典章制度已漸次建制完成，奠定了穩定的基礎。民

國 89 年經全校教師研商並經由校務會議通過後，將東華的校園精神由「自由、民主、卓越、

制度」改為「自由、民主、創造、卓越」。21 世紀高等教育必需扮演著開創人文科技與提振

  



精神文明的雙重角色，「創造」蘊涵著智識的創新與想像力的啟發，有鑑於大學未來發展須

朝向特色的建立，校園文化的追求與發展必須隨著時代的脈動前進，本校期許所有成員皆能

發揮「創造」的精神，共創可長可久的校園文化與學術成就。 

學術的獨立與自由是一流大學所必須具備的條件，只有在此原則的堅持與維護下，大學

才能致力於真理的探索，才能作知識上自由的交流。大學裡最重要的長期成員之一為各領域

之學術精湛的教授，東華致力於學術思想自由風格的建立，使教授能長期持續地探索未知學

術領域，創造新知識與文明。此外，舉凡學術的發展，院系所的設立與裁撤，學程及課業的

變更等學術方面的決定，除了財物資源的考量外，是應該由教授群以合議方式來主導。 

為落實「大學自主」精神，本校各項會議之組成，均以教師代表為主，教師經由參與校

務，規劃校務發展，推動校務運作。校務會議為本校最高決策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以

校長、教師代表、學術與行政主管、研究人員代表、職員代表、學生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代

表組織之。其中教師代表係經選舉產生，人數為全體會議人員二分之一以上，每學期至少召

開會議一次。學校重大決策在維護學術思想自由的基本前提下，需要教授、行政人員及學生

依其決策內容及性質，充分參與決策。 

本校在創校伊始就朝著正確的方向邁進，今後更將不斷的凝聚全校教師（包含研究人

員）、學生及行政人員的共識制定校園規章，並長期培養民主素養、強化溝通管道，務使不

同的意見有機會作充分的表達。對於可能發生的問題應防範於未然，即使問題發生後，也會

遵循適當的制度來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只有權利與責任並重，才能創造一個和諧、高效率

的行政體系。 

校園的自由與民主是大學理想的境界，但自由與民主的落實，卻需要有校園規範做為基

石。沒有規範和制度的校園，將充斥假象的自由及不成熟的民主，而呈現一片混亂。西方社

會在強調自由民主的同時，亦呼籲建立「法律與秩序」（Law and order）。社會如此，大學亦

然。許多歷史悠久的歐美大學，在合理的校園規範及秩序基石之上，樹立了優良的傳統與精

神的典範，值得我們效法。大學最終的目標是追求學術的卓越，相同的資源可以創建出不同

型態、不同水準的大學，其最重要的關鍵在於大學的自我期許。本校的開創，強調卓越性，

除了校園規劃建築設施要求完整、優雅、效率之外，以精英的高標準培育學生，並堅持高水

準的研究成果和高品質的教學，全面追求學術的卓越。 

本校在期許邁向高水準大學之校務發展之際，將時時檢討、評估並改進本校的行政及教

務結構，將著眼於：在完善制度之基石上，矗立校園民主的巨柱；在校園倫理的規範下，以

自由的校風追求學術的卓越。放眼世界各地一流大學，其卓越的成就皆陶鑄於長期的成文與

不成文之校園文化。本校秉持自由、開放、和諧、卓越及樸實等原則，逐步建立優良的校園

風氣與健全的校園規章，同時強化有關國際事務的專業課程，培養學生具備宏觀的國際視野

及應對國際事務的能力，並在東部純樸的民風陶冶下孕育出東華人特有的樸實敦厚的精神。 

 

 

第三節  展望與期許 

  



由於高科技產業的快速發展，知識經濟時代的來臨，社會結構的急劇變化，加上地

球村概念發展的趨勢，時代的脈動提醒著大學教育應有更為寬廣、更加多元的思維與開

創性。近年來由於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的政策為廣設大學，導致大學院校數量急劇擴

增，加上經濟的不景氣，面對政府財政上日益困頓的窘境，教育部對國立大學的補助款

已逐年緊縮，嚴重衝擊各大學教學與研究的整體學術發展及校務運作。此外，就學年齡

人口的下降與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壓力，對於正力求茁壯的東華大學，要如何面對此一現

實環境的變化、如何自我檢視以為調整因應，將對東華未來的發展有著關鍵性的影響。 

面對著高等教育內外環境的轉變，本校抱持著審慎、樂觀與積極的態度面對並接受

挑戰。除了持續秉持自由、民主、創造與卓越的校園精神外，也將追求更充實、更美好

的校園環境與軟硬體設施，以健全高效率的行政組織，支援整體的教學與研究工作。 

在整體學術發展方面，將極力開發並整合資源，發展東華的特色。在系所規劃方面，

期以儘速完成將既有系所之博、碩、學士班一貫的完整學術體系，以增加資源並發揮教

學、研究與服務的功能。發展迄今，東華已達 4 個學院、20 個大學部學系、22 個研究

所及 9 個博士班的規模。94 學年度將再新增 2 個碩士班及 3 個博士班。東華已成立之系

所涵括理、工、文學、管理、社會科學、族群研究等領域，未來仍將積極爭取各個領域

皆能有相關系所的設立，以期學術體系發展之完善。 

在教學方面，為使學生在專業領域的研習之外，仍能有機會了解其他領域之知識與

概念，於通識教育課程，規劃了五大領域的學習，期能透過此一方面的修習規範，給予

學生全方位的視野及博雅之知識。在跨領域學程的推展上，目前已有「資訊與文化傳

播」、「文學創作」、「情意教育」、「先進材料科技基礎教育」、「生物資訊」、「奈米科技」

等學程，未來仍持續朝向教學資源整合的完善與學程規劃完備邁進，期以學生能更加展

現出專業的優勢。 

在提升學生外語能力方面，加強語言與資訊教育以及國際學術交流，以擴展學生之

國際視野。本校共同科、英美語文學系及語言中心，規劃了全方位的英語環境，除了提

供各式各樣的多媒體軟體與設備，亦積極推展各項活動，以提升學生的外語能力。為能

確實掌握本校學生語文能力程度，本校自 92 年起，每年辦理學生英語能力檢定測驗等

相關事宜，並計畫自 94 年起訂定學生畢業英語能力要求。此外，為因應國際化之需求，

各學院也積極推動與改善外語授課的相關措施。自民國 84 年起，本校陸續推動了與國

內外學術單位的交流並簽訂合作協定，於 92 年起與捷克 Hradec Kralove 大學締結為姊妹

校，迄今每年皆有持續辦理交換學生之措施。93 年 9 月將有韓國慶州大學交換學生到校。

未來將在現有的基礎之上持續努力，並朝向跨領域課程英語化之方向發展，使學生在國

際化的時代裡，具備優質的競爭力。 

在學術研究方面，提供完善的軟硬體設施，營造更佳的研究氣氛，以確保教師有理

想的教學、研究環境，並保有獨創性的成就與榮譽感。本校積極延攬國內外優秀師資到

校任校，目前專任教師以上師資具博士資格超過 99%。此外，本校提供教師完善的教學

與研究設備及舒適的學人宿舍，並推動了學人安居計畫，全方位提升研究與教學績效的

  



環境。對於熱心教學之教師，訂有「教學特優教師遴選與獎勵辦法」，而在學術研究水

平的提升上，亦制定了各種獎勵措拖，如「學術研究獎助辦法」。 

在跨領域的科際整合研究推動上，將積極推動研究中心之設置，並陸續協調規劃及

整合各專業研究團隊，強化各系所整合效應，提升全校教學與研究水準，期許達到一個

真正科際整合的境地。目前已有整合理工學院研究團隊之規劃，將進一步發展資源生技

與奈米生技領域之研究，規劃發展本校「奈米研究中心」。而「數位文化研究群」的規

畫成立，將結合本校之文學創作、數位文化、族群文化藝術與觀光遊憩等學術資源，期

以發展另一具特色的研究領域。 

於校園文化形塑上，以想像與人本精神，衍生出以學生為主體的多元化、多層次教

學環境與研習、活動空間。再力求於科技與人文的平衡發展中，讓理性與感性並行於校

園，以理性推動學校與師生的共同成長，以感性來營造熱絡、溫馨、和諧的氣氛，塑立

優質的校園文化。 

校務發展計畫之具體落實，是在各項計畫執行的過程中，透過訂定之相關管理機制漸次

達成。從計畫形成、預算分配、程序管考到績效評估，本校各有不同之具體措施以掌控計畫

的進度、預算與品質。除透過各種會議與委員會訂出各種法規外，並要求下列事項：1.各項

會議記錄即時上網公開；2.各項會議記錄開始時，首先確定上次會議及決議事項執行情形；

3.若有重大案例則由校長指定專責單位追蹤考核。此外，本校自民國 89 年起每年均舉辦

（retreat）擴大行政會議，召集全校各行政與學術主管，就全校共同關心之議題，做廣泛而

深入的討論，並將所得之共識交由相關單位規劃執行。 

在推動整體的校務發展過程中，也將逐步完善評鑑制度，從教學、研究、推廣服務

到行政、制度面，均應定期地體檢、自我省思，衡酌在執行成效上的利弊得失，檢視是

否符合大學目前及未來發展的需要，再據以調整，為下一步發展打下堅定的基礎。 

十二年前的東華景象是一片片西瓜園、甘蔗田、竹叢與蔓草，十二年後的這片土地

是由井然有序的建築、綠蔭、與草原所構築的美麗校園。剛滿十歲的東華仍是年輕的，

而年輕的本質即是富有朝氣與活力。多數的東華人懷抱著理念、夢想與熱忱，投注於東

華校園，經由眾人的努力，東華亦逐漸蛻變與成長。然而東華整體的學術發展與眾人所

期待的理想與目標尚有相當的成長空間。面對日益劇烈的校際競爭與高等教育全球化的

壓力，東華將在現有之根基上發展，自我鞭策，融匯本校教育之理念，由「自由、民主、

創造、卓越」校園精神，盼造就東華人引以為的東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