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機關（構）人員從事兩岸交流活動（參加會議）報告 

壹、交流活動基本資料 

一、活動名稱：2014 年第 11 屆兩岸高等學校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研

討會暨參訪活動。 

二、活動日期：103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6 日合計 9 日 

三、主辦（或接待）單位：安徽省教育廳及安徽省高校人事研究會

主辦，蚌埠醫學院及安徽財經大學承辦。 

四、報告撰寫人服務單位：國立高雄大學 

貳、活動（會議）重點 

一、活動性質：研討會及參訪交流。 

二、活動內容： 

    參加研討會討論 2 個主題，第 1 主題為高校內部治理結構及高

校組織變革與管理之研究，第 2 主題為高校教師職稱評審標準及教

師多元升等之探討，我方發言及陸方發言各 5 人次，我方收錄於論

文集計 8 篇，包括：組織簡併與彈性人力運用—以臺灣體育大學為

例、大專校院教師多元升等制度之初探、健全人事法制—組織變革

過程中人事行政應有的作為、公立大學教師員額管理機制雛議、大

學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之探討、大學校長領導風革與學校效能之

研究、大學校院組織變革與重整原則之研究、大學校院組織變革實

務案例之研究究－以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為例。會中除發表論文外並

參與討論，交換意見及分組交流。研討會結束後由安徽省教育廳及

承辦單位安排參訪蚌埠醫學院、安徽財經大學、安慶師範學院及黃

山學院，進行參訪與交流活動。 

三、遭遇問題 

（一）大陸地區目前也針對內部治理結構進行改革與建設，以

人事權和財政權為重點，制定校院兩級管理權限與職

責，下放人事權及財政權。另一方面完善學院內部治理



結構，以人員編制為依據，加強目標管理與人員考核。 

（二）大陸地區目前係以聘代評來聘任教師，實施過程以公平、

效率、來激發人員活力，並延攬優秀人才及加大教授治

學理念，營造風清氣正學術環境。 

（三）大陸大學治理結構是以黨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為基本制

度，黨委為學校的政治和領導中心，統一領導學校，而

校長為法人代表，依法行使行政職能。大陸目前推動權

力下放，管理權重心下移，以提升行政效率，且持續加

強民主參與。 

（四）大陸職稱評聘制度，隨著改革與深化腳步，借鑒國外教

師職稱制度經驗，落實編制備案制度、增設高級講師、

建立科學評審程序、加強聘後管理、調整部分評審標準

等，建立嚴格的規範。 

（五）兩岸互相承認學歷：兩岸大學教師可在各大學校院間互

相聘用，學生也可在兩岸大學校院中交流，期盼雙方可

以相互承認所修課程學分，並可獲得對方大學的學位證

書。 

（六）大陸安徽省大學校院在大陸有關部門人事政策改革背景

下，先後實行了公開招聘、崗位設置管理制度、全員聘

用制度、績效工資制度，並進行分類管理制度和養老制

度改革試點(試辦)，有利優秀師資延攬發揮用人機制，提

升師資隊伍水準、開創人事新局。 

四、我方因應方法及效果 

    （一）我方在組織變革方面有較多的經驗，特別是在組織功能

的調整因應環境變化方面，頗能切合組織變革需求。 

   （二）我方在聘任制度已相當完善，目前推動多元升等方式，鼓

勵在教學、產學合作、技術成果、體育成就等方式升等，



擴大教師多元發展，使教師適才適所，也使學生學習更多

元。 

（三）由於政治體制不同，治理方式亦異。目前我方行政權主

要仍由學校整體管控，未來可朝向將部分行政權下受學

院。我方為校長負責制，最高決策單位為校務會議，實

施以來並無重大窒礙難行。 

（四）我方早就在員額編制、教師職務分級、聘任程序、教師

考核評鑑制度、審查制度等，均已相當完善，可為大陸

借鏡。 

（五）目前教育部公布採認大陸學歷名單計 129 所，雙方在對

等、尊重、互惠等原則下，創造雙贏的成果。而高等教

育學校學分、學歷互認，教師交流、學生交換，相互接

軌是促進兩岸高等教育交流與合作的重要措施之一。 

（六）我方在高等教育大學校院教職員員額設置、教師聘任與

牲等、教師考核與激勵、人事管理、行政團隊、人力資

源政策執行等方面之制度已相當完善，可為大陸所借鏡。 

五、心得及建議 

兩岸高等學校人力資源管理工作者，充分利用研討會這一定期

交流平臺，已過了 10 年，今年是第 11 屆，在高等學校教職員員額

設置、教師聘任與升等、教師考核與激勵、人事管理法制、行政團

隊建立、人力資源發展等方面已獲得豐碩成果。 

由於大陸近來在經貿、社會方面快速成長，早已成為國際關注

的焦點。在全球的架構中，各國紛紛思考如何與大陸進行合作與競

爭的關係。在文化上與地域上的鄰近性上，台海兩岸比其他國家更

具有攜手合作、優勢互補的優勢。為能加速大學國際化程度，以培

育具有宏觀思維的知識青年，台灣除與歐美等國家建立合作關係之

外，亦應對於海峽對岸同屬華人地區之高等學府，有深入的瞭解，

俾以共同提升學術競爭力與人才國際化的培育，爰建議如下： 

    (一)積極發展多元化特色：現代化的大學特色發展，標榜以開



放化、多元化、民主化、人本化與國際化為基礎。因此大

學特色的型塑，應以增進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師專業發展為

主軸，以全面提升大學教育品質為核心。因此，如何分享

經驗，相互借鏡，學習對方辦學的成效，也成為兩岸大學

合作的重要議題。 

    (二)舉辦兩岸大學校長會議：大陸大學校院校地幅員廣大、學

生人數眾多，而我方大多數校院幅員及學生人數，多數規

模較小，自在管理制度有所不同，雖然大陸挹注經費規模

及拓展財源如校辦企業可為我方參考，但大陸在以黨領政

下，自主彈性較小，而台灣辦學優良經驗，則可與大陸分

享。推動兩岸大學校校長會議可相互學習治校與管理的策

略，提升兩岸大學整體競爭力。並可促進各大學校院互訪、

研習或訓練，以及實務交流等。並經由簽訂策略聯盟夥伴，

以跨校的資源分享，期能提升大學校院整體競爭力。 

(三)追求卓越，提升競爭力：大陸對「985」及「211」計畫的校

院投入大筆經費以提升研究教學品質及增強競爭力，而我

方受限於整體財政預算排擠作用，無法全面挹注各大學經

費，以全面提升競爭力，除 5 年 500 億學校外，其他校院

所或補助款相對減少，為追求卓越與全面提升各大學競爭

力，及提升學術水準與研究深度，應寬列教育預算，此為

大學達成追求卓越目標的重要途徑，亦為提升與保證大學

教育品質的必要措施。 

(四)兩岸大學宜重點選擇具備發展潛力的特定領域，加強學術

交流合作：兩岸高等教育的發展應以追求卓越的目標，培

養與國外大學相互競爭的能力，以更為寬廣的視野，建立

直接而密切的合作關係，並尋求共同培育人才及合作研究

的計畫，全面提升兩岸大學國際競爭力。兩岸宜盱衡市場

自由競爭的機制，加速推動兩岸高等教育的交流與合作，

特別是重點選擇具備發展潛力的特定領域，以培養大學具



備全球競爭力，進而創造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優勢地位。 

(五)賡續加強學生交流與師資交流的合作：台灣面臨少子化的

衝擊，可預見大學校院有關門的危機，而大陸高等教育雖

在近幾年內快速發展，但仍有不足，兩岸各大學之間互相

開放，學生與教師交換，可了解彼此的學習、教學、研究

環境，增進彼此的認識，有助台灣招收陸生，因此在路生

來台的名額上，應做全面的檢討，在不影響國家利益前提

下，稍作開放，則對辦學良好甚至績優的學校，可永續經

營與發展。 

參、謹檢附參加本次活動（會議）之相關資料如附件，報請 

鑒核並請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備查。 

                                      職 

                                         

                                          103 年 5 月 1 日 

所 意 

屬 

機 

關 見 

擬請同意備查。 

 

 

 

 

 

 

 

 

 

 



 

2014第 11屆兩岸高校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研討會活動照片集錦 

   
※參訪南京總統府                   ※參加研討會 
 

   
※參加研討會                       ※參訪安徽財經大學 
 

   
※參訪蚌埠醫學院                   ※參訪蚌埠醫學院 
 

   
※參訪安慶師範學院                 ※參訪黃山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