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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兩岸學術交流創造了許多知識的分享與共鳴，尤其藉著彼此的對話，

提升了學術的視野。此次的學術交流，便是具有如此多元的成果，不僅促成了本

院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與瀋陽師範大學教育經濟與管理研究所簽訂了合作協議，

也辦理了師生的論文發表會，可謂成果豐碩。同時，個人也與該所師生進行交流，

並與該校教育科學研究院的研究生進行學術對話，不僅更深入了解該校的研究取

向，也為兩校日後的合作建立了良好與穩固的基礎。藉由此次會議，不僅與兩岸

的專家學者進行了深度的學術交流，也分享彼此關注的學術議題，更提升了本院

之知名度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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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此次交流的目的包括本院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與瀋陽師範大學教育經濟與

管理研究所簽訂了合作協議，也辦理了師生的論文發表會；同時，個人也與該所

師生進行交流，並與該校教育科學研究院的研究生進行學術對話，不僅更深入了

解該校的研究取向，提升了本院之知名度與競爭力，也為兩校日後的合作建立了

良好與穩固的基礎。  

 

貳、過程 

    此次的行程說明如下： 

    第一天（2017,03,10）完成入住及報到程序。 

    第二天（2017,03,11）與該校教育科學院的研究生進行座談。 

第三天（2017,03,12）與教育經濟與管理研究所的師生進行座談。 

第四天（2017,03,13）本院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與瀋陽師範大學教育經濟與

管理研究所簽訂了合作協議；辦理師生的論文發表會繼續進行精彩的論文報告，

大會並安排主持人及點評人。 

第五天（2017,03,14）到教育經濟與管理研究所專題報告。 

第六天（2017,03,15）返台。 

   個人在第四天的論壇中，發表了「決策原理與行政領導」的論文，特別強調

決策乃是行政的核心功能，而有關決策的影響因素不容忽視。在個人因素方面，

例如個人價值觀念、學驗背景、人格特質、思維習慣等；而在組織因素方面，例

如外界的壓力、成員間的關係、組織對外界的承諾、組織內部的傳統、過去所做

的決定、組織資訊的流通等等。其次，也必須注意嚴謹的決策步驟，包括以下幾

項：一、認識問題界定目標。二、設定前提或判斷的標準。三、蒐集有關的資料。

四、研擬各種變通方案。五、選擇最佳方案。六、實施及評鑑改進。 

    其次，也分別針對高等教育發展的脈絡、困境與未來展望，與該校教育科學

院的研究生進行座談，特別指出高教發展攸關社會發展，而目前普遍存在有關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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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化、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等問題不容忽視。另一方面，則以當代主要教育領導思

潮到教育經濟與管理研究所進行專題報告，特別強調領導是一項科學也是藝術，

領導者必須善用各種領導理論激發成員的潛能，促進組織的發展。 

參、心得 

 

  一、藉由此次的交流，不僅提升了本院之知名度與競爭力，也為兩校日後的合

作建立了良好與穩固的基礎，期待未來兩校的交流能更落實。  

  二、兩岸對於高等教育都十分重視，尤其對於研究生的培養都給予嚴謹的訓練

過程，這種現象值得肯定。 

  三、高等教育領導人才的培養不容忽視，應更兼顧學術領導能力與行政領導能

力才不至於有所偏頗。 

 

肆、建議 

     針對此次的學術交流活動，以下提出幾項建議供參： 

  一、對於有簽訂合作協議的學校、學院或系所，應進一步落實師生交流才不致

流於流於形式，必要時得主動給予經費上的協助。 

  二、作決策者應抱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態度善盡本身的角色責任，避免採

行垃圾桶模式，認為決策行為只是在裝有一堆鬆散結構意見的垃圾桶中隨便抽取

完成，整個程序只是參考直覺與過去的經驗，決策者抱著嘗試錯誤的心理姑且一

試。因此，教育主管當局、大學領導者均應有所體認。  

  三、各級教育領導者的培育不容忽視，尤其所謂領導係指在組織中，運用本身

的影響力，在兼顧組織發展目標與成員個人需求的原則下，有效激發成員潛能，

以達成組織共同的目標。同時，領導者應認清組織的目標像人的靈魂， 

組織的成員像人的骨幹，組織的溝通像人的血液，如何施行願景領導、趨勢領導

更是領導者必須重視的重要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