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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高等教育現況之考察與訪問-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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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大陸已經在 2015 年躍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除了地大物博之外，所擁有

的 13 億人口及低廉的勞動成本，成為知名的世界工廠。我們知道，經濟的成長，靠

的是人力與資本，因此，在中國共產黨的治理下，對於人才培育的作法是否有別於其

他民主國家以及對人才培育及資源投入、目前大陸高等教育的發展現況為何，非常值

得我們去探討與學習。近年來，兩岸的政治情勢逐漸和緩，在 2001 年開放實施廈門-

金門小三通後，兩岸人民來往趨於頻繁且交通便利，再觀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歷程皆

是從沿海開始，因此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學卓越中心安排與被列為福建省重點建設高

效的「廈門理工學院」進行學術訪問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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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 YunTech)已經獲教育部教卓越計畫補助已經 10 年，YunTech

一直致力於提升教與學的品質，同時成為國內外的知名大學為目標。因此，透過訪問其他學校，

雙方除了可以進行學術交流之外，同時，可以汲取他人之優點，來強化學校的教與學制度。以

往的參訪主要都是以國內學校間的交流為主，此次參訪在考量交通的便利性，因此安排了「廈

門理工學院」進行參訪，目的在於： 

1. 瞭解目前大陸對於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的資源投入； 

2. 大陸學校對於提升教師專業是否有特色作法； 

3. 大陸學校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是否有特色作法； 

4. 大陸學校在創意/教學空間的建置； 

5. 未來可能合作的模式。 

 

二、 過程 

    由教學卓越中心俞慧芸主任帶領 14 位同仁(如下表)，搭乘立榮班機先前往金門尚義機

場，之後再藉由小三通的方式搭船至廈門的五通碼頭。透過旅行社的遊覽車安排，我們到了廈

門理工學院的集美校區。該大學共有集美、思明、厦軟三個校區(當中還發生因為沒有連繫好

跑到思明校區的小插曲)，校園佔地共 14.64 公傾，學生人數高達 21,600 人，同時為福建省的「省

重點建設高校」。 

 

    到達該校之後，由教務處的葛曉宏處長、規劃品質處的劉芸處長帶領該校同仁一同於行政

樓 501 會議室進行訪問及交流。會中一開始，葛處長即明確說明了兩校交流的歷程，廈門理工

學院已經至本校參訪了兩次，對於本校的辦學成果及教學環境先是大大稱讚的一番。 

之後，兩方分別針對參與的同仁進行介紹，以便後續可針對自己所負責業務進行討論及私下交

流。 

 

    規劃品質處的劉芸處長針對該校「教師發展中心」所負責教師專業成長的業務進行簡報說

明，簡報一開始即點出該校師資結構的特色，三多一高：青年教師多(超過 60%)、企業引進教

師多(約 20%)、外籍教師多(約 50 人)，學歷高(約 85%)。綜觀此師資結構來說，該校外籍教師

人數相當多，顯見對於聘任外籍人才方面，學校投入的資源相當多。而在介紹推動教師教學品

質保證及提升專業上，不論是針對新進教師、入職 1-2 年教師、入職 3-5 年教師即入職 5 點以

上教師，教師發展中心設置了一個教師發展質量保障體系結構圖，用以確定各類教師在專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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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上有適當措施。其中比較特別的是，「教師教學競賽」。報名參加競賽的老師，將由資深教師

至課堂上聽課，同時再由參與競賽的老師準備 20 分鐘的教學成果進行展示，綜合此兩部份的

成績後決定得獎教師。當然，廈門理工學院也有相當優越的激勵措施，也因此成為該校的特色

所在。此外，廈門理工學院也相當重視與企業的連結，除有設置教師企業工作站外，另外學校

並與多方大型產業簽約，以實際產業教學，避免人才資源浪費，造就學子畢業即可有實際工作

經驗進入工作職場，這或許是目前大陸快速發展中最有利的支柱吧！在提升教師實務經驗的部

分，雙方也有針對此進行了討論，主要是如何派送教師至企業進行廣度/深度實習甚至深耕，

目前我國教育部在技職法上已經有明確訂定教師未來一定要到企業進行深耕，這個部分提供了

相當多的意見與廈門理工學院進行交流及討論。 

    教師發展中心也規劃了相當多的「沙龍」，來提升教師的專業發展，例如：教學沙龍、外

語沙龍、教授沙龍、博士沙龍等。我想，這種沙龍活動，應該非常類似 YunTech 所推動的教師

社群，只不過，廈門理工學員的沙龍活動主要著重在教學層面，而 YunTech 的社群主要著重在

教師專業及跨領域的交流活動。 

    在本次會議中，俞主任也詢問了廈門理工學院對於數位課程/MOOCs 的看法與做法，葛處

長針對此回覆說：「我們學校預計在 5 年內設置 1,000 門的數位課程，目前已經建置了 300 門，

而且我們一門課給予 5 萬人民幣的補助」。聽到此回答，不禁要感到佩服，不論是設置課程數

量上或者是資源的投入上，都遠大於台灣的學校。葛處長說，在這波數位學習的浪潮下，我們

必須跟上時代的腳步，才能真正翻轉學生的學習。 

    最後，由學生工作處的余仕思副處長帶領我們參觀了廈門理工學院創意的教學空間，余副

處長主要帶領我們參觀他們的創新創業園區。這的空間主要是提供給有心朝創業目標發展的同

學，同學可以在裡面進行創業的討論，比較可惜的是，剛好學生都不在，未能親自訪問一下學

生在創業歷程上的點點滴滴。 

另外，還帶我們參觀了他們比較特別的「AMOY 賽車俱樂部」，該俱樂部成立於 2008

年，這個俱樂部是提供給有興趣的學生能夠參與研究，包括：方程式賽車的性能提升、外觀設

計等。目前擁有八代方程式賽車、四代節能車、二代 BAJA 越野車、十部創新車輛。車隊已經

一次赴德、兩次赴美參加世界大學生方程式汽車大賽，五次參加中國方程式汽車大賽，屢獲佳

績。2016 年 5 月 AMOY 將作為第一支中國 BAJA 代表隊，征戰美國。 

透過這次交流也了解到廈門理工學院為促進兩岸合作辦學，啟動閩台合作“4+0”的試點探

索，對接自貿區建設及現代服務業發展對商科人才的需求。簡單來說，原有的“3+1”合作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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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學生三年在大陸學校，一年到台灣合作的學校學習。現在“4+0”模式下，學生 4 年都在

大陸學習，但植入了台灣的課程體系，專業核心課程也由台灣合作的大學選派教授擔當。 

 

三、 心得 

    在本次經過與廈門理工學院的交流之後，有幾點心得分享如下： 

1. 對於學校定位，有很明確的目標：廈門理工學院雖然不是 985 工程學校，但將自己的目標定

為成全國前 100 大應用型學校。我覺得能夠明確有個目標，除了強化自己在學界的競爭力

之外，對於提升學校的國際視野或者招生都有想當大的幫助。 

2. 中央與地方的資源投入不遺餘力：在被定位為福建省的重點建設高校後，以及成為全國前 100

大應用型學校，中央與地方投入的經費都是以”億”為單位，為的就是協助學校成為國內

外知名一流的學校。 

3. 跟的上數位潮流：在目前的數位學習浪潮下，包括國內的教育部也積極鼓勵各校推動 MOOCs

拍攝，不過，對比廈門理工學院的目標跟資源投入，我們深切感受到該校在數位學習推動

上積極許多。 

4. 改變普通教室，促進學生學習：在討論的過程中提到，廈門理工學院目前正在積極改造普通

教室，為的就是能夠反轉學生學習，提高學生學習成效。這讓我想到中山大學劉孟奇教務

長說的「說要翻轉學生學習，卻沒有在教室這個部份進行改造，應該都是騙人的」。我深切

的體會到，如果教室的環境並沒有被重視，那老師有再好的教法，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阿。 

 

四、 建議事項 

中國大陸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台灣這麼小的市場自然不能跟大陸相比，也造成台灣在投

入教育的經費上，完全無法與大陸相比。根據上海交大世界一流大學研究中心的調查指出，大

陸的清華大學一年的辦學經費是 82 億元，而國內第一流的台灣大學在獲得頂尖大學計畫的資

源挹注後，在兩岸三地的大學排名中，辦學經費也僅排名第 12 名。如果要成為世界一流的大

學，每年的經費持續投入及成長是必然的，不過在台灣目前政府財政困難下，要額外再投入資

源想必是很困難。但如果可以從企業方面引進相關資源，把大學變成教學型企業，不論是對於

企業在人才需求培育上有相當大的幫助之外，對於提升國內就業市場及提高薪資水準也會有效

益產生。因此，如何透過公共政策的制定，來引導更多企業投入資源到校園，我想是政府可以

思考的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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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附表 

 

表 1 參訪廈門理工學院之同仁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教學卓越中心 主任 俞慧芸 

教學卓越中心 計畫專員 程淑樺 

教學卓越中心 計畫專員 李明宗 

教學卓越中心 計畫專員 吳宗憲 

研究發展處 計畫專員 許恩綺 

國際事務處 計畫專員 李姿蓉 

管理學院 計畫專員 翁上令 

管理學院 行政助理 卓宜伶 

設計學院 計畫專員 張毓純 

工程學院 計畫專員 何宛臻 

資訊中心 行政助理 彭瑩芳 

創意整合設計中心 專案助理 簡志廷 

主計室 計畫專員 方光儀 

主計室 行政組員 沈淑芬 

主計室 行政組員 陳美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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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參訪廈門理工學院照片集 

圖 1 廈門理工學院校園模型及校門景觀 

 

圖 2 與廈門理工學院進行會談 

 

圖 3 廈門理工學院的創新創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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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與廈門理工學院同仁的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