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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https://www.tohogas.co.jp/lang-n/en/approach/eco/eco-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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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vs. ESG

From https://sustainometric.com/esg-to-sdgs-connected-paths-to-a-sustainable-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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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U 壹、THE Impact Rankings

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
於2019年首度公布影響力排名（ Impact Rankings），
2022年影響力排名於今年4月27日公布。

本次共有1406所大學參與排名（前期1115所，增加291
所）。

國內上榜的大學共45所（前期35所），其中公立大學26所
（前期25所），私立大學19所（前期10所）。

本校全球排名第301-400名，國內排名第10名（共4所學校
同列第10名），私校排名第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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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全球排名

2022 THE影響力排名

進退步
國內
排名

第1順位SDG 第2順位SDG 第3順位SDG SDG17
總分2020 2021 2022 項目 分數 項目 分數 項目 分數 分數

國立成功大學 38 101-200 33 ▲ 1 9 99.8 7 81.1 6 80.9 94 93.4
國立臺灣大學 101-200 101-200 37 ▲ 2 9 99.8 11 86.7 16 85.9 92.7 93.1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01-200 ▲ 3 9 95.7 3 81 16 80.2 83.1-90.6 82.1-88.5
臺北醫學大學 301-400 201-300 101-200 ▲ 3 3 93.4 9 70.1-85.4 4 67.7-73.1 83.1-90.6 82.1-88.5
東海大學 101-200 301-400 101-200 ▲ 3 12 78.8 7 73.5 6 72.6 91.3 82.1-88.5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301-400 201-300 ▲ 4 9 70.1-85.4 12 64.4-75.5 8 59.6-64.6 76.7-83.0 76.9-82.0
國立清華大學 301-400 201-300 201-300 持平 4 9 88.4 7 68.5 11 69.2-78.6 70.3-76.6 76.9-82.0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301-400 301-400 201-300 ▲ 4 9 70.1-85.4 12 64.4-75.5 11 69.2-78.6 83.1-90.6 76.9-82.0
慈濟大學 201-300 401-600 201-300 ▲ 4 3 90.1 4 62.0-67.6 6 56.6-68.1 70.3-76.6 76.9-82.0

淡江大學 601-800 301-400 ▲ 10 7 76.3 6 73.1 11 74.8 57.7 72.0-
76.7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66 401-600 301-400 ▲ 10 16 71.3-78.4 10 62.5-72.5 4 62.0-67.6 70.3-76.6 720.-76.7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401-600 301-400 ▲ 10 9 91.7 8 59.6-64.6 7 55.2-61.0 76.7-83.0 72.0-76.7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301-400 ▲ 10 5 59.6-65.9 11 69.2-78.6 7 61.1-68.1 83.1-90.6 72.0-76.7
國立中正大學 401-600 401-600 持平 14 12 64.4-75.5 2 55.2-65.8 6 56.6-68.1 70.3-76.6 65.0-71.9
國立東華大學 201-300 401-600 401-600 持平 14 7 61.1-68.1 15 55.6-71.1 11 60.1-68.9 70.3-76.6 65.0-71.9
國立高雄大學 301-400 601-800 401-600 ▲ 14 16 64.0-71.2 12 64.4-75.5 11 60.1-68.9 58.8-70.2 65.0-71.9
國立中山大學 401-600 401-600 持平 14 9 88.1 11 53.4-60.0 7 49.6-55.1 58.8-70.2 65.0-71.9
國立臺北大學 601-800 401-600 ▲ 14 11 69.2-78.6 16 71.3-78.4 7 61.1-68.1 58.8-70.2 65.0-71.9
臺北市立大學 301-400 401-600 401-600 持平 14 3 68.7-73.8 5 59.6-65.9 4 58.1-61.9 70.3-76.6 65.0-71.9
亞洲大學 201-300 401-600 401-600 持平 14 8 70.8 4 67.7-73.1 11 60.1-68.9 41.5-50.1 65.0-71.9
朝陽科技大學 301-400 601-800 401-600 ▲ 14 4 62.0-67.6 8 59.6-64.6 10 62.5-72.5 58.8-70.2 65.0-71.9
中國醫藥大學 201-300 301-400 401-600 ▼ 14 3 73.9-79.6 9 70.1-85.4 4 41.7-49.7 50.2-58.7 65.0-71.9
輔仁大學 201-300 401-600 401-600 持平 14 12 64.4-75.5 4 62.0-67.6 3 63.7-68.6 70.3-76.6 65.0-71.9
高雄醫學大學 201-300 201-300 401-600 ▼ 14 3 91.1 12 64.4-75.5 5 53.5-59.5 41.5-50.1 65.0-71.9
南華大學 401-600 401-600 401-600 持平 14 10 73 8 59.6-64.6 4 49.8-58.0 50.2-58.7 65.0-71.9
慈濟科技大學 201-300 401-600 401-600 持平 14 3 68.7-73.8 5 53.5-59.5 12 54.0-64.2 58.8-70.2 65.0-71.9
國立中央大學 401-600 801-1000 601-800 ▲ 27 12 54.0-64.2 9 57.6-69.8 11 53.4-60.0 58.8-70.2 57.3-64.9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600+ 601-800 601-800 持平 27 7 61.1-68.1 12 54.0-64.2 9 47.2-57.1 50.2-58.7 57.3-64.9
國立中興大學 301-400 401-600 601-800 ▼ 27 11 60.1-68.9 2 55.2-65.8 3 63.7-68.6 41.5-50.1 57.3-64.9
國立聯合大學 601-800 ▲ 27 7 49.6-55.1 8 45.0-55.2 11 38.9-53.3 58.8-70.2 57.3-64.9
長庚大學 401-600 601-800 ▼ 27 3 81.7 9 70.1-85.4 10 48.3-54.7 41.5-50.1 57.3-64.9
長榮大學 601-800 ▲ 27 8 59.6-64.6 12 54.0-64.2 3 41.5-53.2 50.2-58.7 57.3-64.9
中原大學 601-800 ▲ 27 9 70.1-85.4 10 62.5-72.5 8 45.0-55.2 1.6-41.4 57.3-64.9
國立暨南大學 301-400 401-600 801-1000 ▼ 34 9 57.6-69.8 8 45.0-55.2 12 41.6-53.9 1.6-41.4 50.3-57.2
國立屏東大學 801-1000 ▲ 34 4 62.0-67.6 8 45.0-55.2 11 38.9-53.3 1.6-41.4 50.3-57.2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801-1000 ▲ 34 14 52.3-67.6 7 55.2-61.0 13 36.5-45.5 50.2-58.7 50.3-57.2
逢甲大學 601-800 801-1000 ▼ 34 12 54.0-64.2 9 57.6-69.8 7 49.6-55.1 50.2-58.7 50.3-57.2
靜宜大學 1001+ 801-1000 ▲ 34 4 49.8-58.0 11 38.9-53.3 10 48.3-54.7 41.5-50.1 50.3-57.2
東吳大學 801-1000 ▲ 34 4 49.8-58.0 12 54.0-64.2 16 40.4-56.1 50.2-58.7 50.3-57.2
元智大學 801-1000 ▲ 34 4 49.8-58.0 11 53.4-60.0 10 55.1-62.4 41.5-50.1 50.3-57.2
中華大學 801-1000 1001+ ▼ 41 10 55.1-62.4 9 47.2-57.1 8 25.0-44.9 1.6-41.4 9.2-50.2
國立嘉義大學 1001+ ▲ 41 6 38.1-47.1 13 18.7-36.4 7 3.2-29.8 1.6-41.4 9.2-50.2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801-1000 1001+ ▼ 41 8 45.0-55.2 9 57.6-69.8 7 29.9-49.5 1.6-41.4 9.2-50.2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1001+ ▲ 41 3 53.3-63.6 8 45.0-55.2 9 47.2-57.1 1.6-41.4 9.2-50.2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1001+ ▲ 41 10 35 7 48 2 5 28 7 39 5 4 2 9 33 6 1 6 41 4 9 2 5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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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U THE Impact Rankings 評比內容
永續 

發展目標 
指標 指標權

重(%) 
資料 
形式 

細項指標說明（權重） 

SDG4: 
Quality 
Education/
優質教育 

4.1 研究 27 Scopus 提供 有關早期研究和終身學習教育 
 研究論文的比例（10％） 
 論文在前 10％的期刊的比例（運用 CiteScore 指標）（10％） 
 出版數量（7％） 

4.2 具有小學

教學資格的畢

業生比例 

15.4 數據  畢業生人數 
 獲得資格並有權在小學任教的畢業生人數 

4.3 提供終身

學習機會 
26.8 提供評論及

佐證 
4.3.1）是否為非大學生（校外人士）提供教育資源，例如電腦、

圖書館、線上課程、講座？ •免費 •付費（5％） 

4.3.2）是否在大學舉辦向公眾開放的活動，例如講座、特定教育

課程？ • 特別指定 •以 program 為基礎（5％） 
4.3.3）是否為非大學生（校外人士）提供職業培訓的教育活動

（例如短期課程，不包括 MBA 課程）？ •特別指定 •以
program 為基礎（5％） 

4.3.4）是否在校園外（學校、社區）進行教育宣傳活動（包括志

願學生計畫）？ •臨時 •作為正在進行的計畫的一部分（5
％） 

4.3.5）是否有政策確保所有人，不論種族、宗教、殘障或性別，

都可以參加這些活動？（6.8％） 

4.4 第一代上

大學的比例 
30.8 數據  新生人數 

 直系家庭中第 1 個上大學的新生人數 

 

17項目標
169 項細項目標

資料型式:
1. SCOPUS資料庫
2. 數據
3. 事實陳述與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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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

發展目標

		指標

		指標權重(%)

		資料

形式

		細項指標說明（權重）



		SDG4: Quality Education/優質教育

		4.1研究

		27

		Scopus提供

		有關早期研究和終身學習教育

研究論文的比例（10％）

論文在前10％的期刊的比例（運用CiteScore指標）（10％）

出版數量（7％）



		

		4.2具有小學教學資格的畢業生比例

		15.4

		數據

		畢業生人數

獲得資格並有權在小學任教的畢業生人數



		

		4.3提供終身學習機會

		26.8

		提供評論及佐證

		4.3.1）是否為非大學生（校外人士）提供教育資源，例如電腦、圖書館、線上課程、講座？ •免費 •付費（5％）



		

		

		

		

		4.3.2）是否在大學舉辦向公眾開放的活動，例如講座、特定教育課程？ • 特別指定 •以program為基礎（5％）



		

		

		

		

		4.3.3）是否為非大學生（校外人士）提供職業培訓的教育活動（例如短期課程，不包括MBA課程）？ •特別指定 •以program為基礎（5％）



		

		

		

		

		4.3.4）是否在校園外（學校、社區）進行教育宣傳活動（包括志願學生計畫）？ •臨時 •作為正在進行的計畫的一部分（5％）



		

		

		

		

		4.3.5）是否有政策確保所有人，不論種族、宗教、殘障或性別，都可以參加這些活動？（6.8％）



		

		4.4第一代上大學的比例

		30.8

		數據

		新生人數

直系家庭中第1個上大學的新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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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本校課程與SDGs關聯統計



TKU 2020年淡江大學SDGs總報告
https://sdgs.web.tku.edu.tw/2020/report_20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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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U 總報告內容 (1/2)

13



TKU 總報告內容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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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U 貳、分析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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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細項指標
權重
(%)

得分

2021 2022

SDG4: Quality Education
優質教育

4.1研究 27 73.1 75.3
4.2具有小學教學資格
的畢業生比例

15.4 0 99.8

4.3提供終身學習機會 26.8 68.7 81

4.4第一代上大學的比
例

30.8 24.1 38.5

SDG6: Clean Water and 
Sanitation
潔淨水與衛生

6.1研究 27 59.5 59.3

6.2人均用水量 19 0 63.8

6.3用水和保養 23 40 96.7

6.4再利用水 12 41.6 60.4

6.5社區用水 19 51.6 81.7

SDG7: Affordable and 
Clean Energy
可負擔的潔淨能源

7.1研究 27 69.9 76.3

7.2清潔能源措施 23 70.2 91.7

7.3 能源利用密度 27 58.8 56

7.4能源與社區 23 58.3 85

SDG8: 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尊嚴就業與經濟發展

8.1研究 27 50.8 53

8.2就業措施 19.6 72.9 83.3

8.3員工平均的支出 15.4 51.2 41.5

8.4實習的學生比例 19 15.1 28.2

8.5約聘員工比例 19 13.1 98.4

SDG11: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永續城市與社區

11.1研究 27 43.7 48.2

11.2對藝術和遺產的支
持

22.6 66.6 100

11.3藝術和遺產的支出 15.3 82.5 81.9

11.4可永續的實踐 35.1 51.8 75.9

SDG12: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負責任的消費與生產

12.1研究 27 42.7 41.3

12.2負責任的消費和生
產行動措施

26.7 44.9 75.3

12.3再生廢棄物比例 27 25.6 59.3

12.4出版永續發展報告 19.3 33.3 100

SDG17: Partnership for 
the Goals
夥伴關係

17.1研究 27.1 65.2 67.9

17.2與非政府組織、區
域和國家政府的關係

18.5 43.3 70

17.3永續發展報告 27.2 13.7 41.2

17.4永續發展目標的教
育

27.2 33.3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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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分數 全球排名 參與評比機構數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SDG4: Quality Education
優質教育

45.6 69.3 401–600 101–200 966 1,180

SDG6: Clean Water and Sanitation
潔淨水與衛生

40.1 73.1 301–400 69 520 634

SDG7: Affordable and Clean 
Energy
可負擔的潔淨能源

64.3 76.3 96 21 560 705

SDG8: 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尊嚴就業與經濟發展

41.3 61.1 401–600 201–300 685 849

SDG11: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永續城市與社區

57.7 74.8 201–300 101–200 656 783

SDG12: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負責任的消費與生產

36.9 66.6 301–400 101–200 503 604

SDG17: Partnership for the Goals
夥伴關係

38.5 57.7 601–800 601–800 1,154 1,438

本校參與2022年THE影響力排名之指標分數及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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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參與評
比SDG
項目數

國立成功大學 17
國立臺灣大學 17
國立清華大學 17
慈濟大學 17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7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17
國立中正大學 17
國立中山大學 17
朝陽科技大學 17
南華大學 17
慈濟科技大學 17
國立中央大學 17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7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6
國立東華大學 16

亞洲大學 16
高雄醫學大學 16
國立聯合大學 16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5
長榮大學 15
國立暨南大學 13
臺北市立大學 12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0
元智大學 10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9
國立高雄大學 9
輔仁大學 9
臺北醫學大學 8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8
東海大學 7

淡江大學 7
中原大學 7
中華大學 7
國立臺北大學 6
國立中興大學 6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6

中國醫藥大學 5
國立屏東大學 5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5

逢甲大學 5
靜宜大學 5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5

長庚大學 4
東吳大學 4
國立嘉義大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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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被納入三項評比SDG的累積次數

各項
SDG排
名全球
前100
名的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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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1 SDG2 SDG3 SDG4 SDG5 SDG6 SDG7 SDG8 SDG9 SDG10 SDG11 SDG12 SDG13 SDG14 SDG15 SDG16

次
數

SDG 國內上榜
學校數

全球前100名
名次 學校名稱

SDG1「消除貧窮」 26 95 亞洲大學

SDG2「消除飢餓」 21 26 國立臺灣大學
30 國立成功大學

SDG3「良好健康和福祉」 36

3 臺北醫學大學
9 高雄醫學大學

12 慈濟大學
67 中山醫學大學
76 長庚大學

82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SDG4「優質教育」 37 -- --
SDG5「性別平等」 27 -- --

SDG6「潔淨水與衛生」 37

33 國立成功大學
48 國立臺灣大學

69 淡江大學
73 東海大學

SDG7「可負擔的潔淨能源」 33

8 國立成功大學

21 淡江大學
35 國立臺灣大學
38 東海大學

93 國立清華大學

SDG8「尊嚴就業與經濟發展」 33 95 亞洲大學

SDG9「產業創新與基礎設施」 36

5 國立成功大學
5 國立臺灣大學

43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64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85 國立清華大學
86 國立中山大學

SDG10「減少不平等」 32
34 國立臺灣大學
72 臺北醫學大學
95 南華大學

SDG11「永續城市與社區」 35 31 國立臺灣大學
60 國立成功大學

SDG12「負責任的消費與生產」 33
73 東海大學
87 國立成功大學

89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SDG13「氣候行動」 26 57 國立成功大學

SDG14「水下生命」 14
43 國立成功大學
60 國立臺灣大學

9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SDG15「陸域生命」 19 79 國立臺灣大學
96 國立成功大學

SDG16「和平正義與有力的制度」 24
28 國立臺灣大學

81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94 國立成功大學

SDG17「夥伴關係」 45
55 國立成功大學
73 國立臺灣大學
90 東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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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110年度相關計畫和109年度教師歷程與SDGs關聯性

項目
SDGs

小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
110年度校務
發展計畫

次數 4 2 11 33 6 3 6 17 10 5 9 5 1 3 5 5 17 142 

% 3% 1% 8% 23% 4% 2% 4% 12% 7% 4% 6% 4% 1% 2% 4% 4% 12% 100%

2
110年度高教
深耕計畫

次數 8 2 8 35 5 5 4 7 3 6 11 1 3 3 1 1 16 119 

% 7% 2% 7% 29% 4% 4% 3% 6% 3% 5% 9% 1% 3% 3% 1% 1% 13% 100%

3
110年度USR

計畫

次數 0 1 2 7 0 0 0 3 1 0 5 1 1 0 1 1 4 27 

% 0% 4% 7% 26% 0% 0% 0% 11% 4% 0% 19% 4% 4% 0% 4% 4% 15% 100%

4
109年教師

歷程

次數 145 109 534 1,808 236 99 90 498 509 313 314 110 79 52 35 388 446 5,765 

% 2.5% 1.9% 9.3% 31.4% 4.1% 1.7% 1.6% 8.6% 8.8% 5.4% 5.4% 1.9% 1.4% 0.9% 0.6% 6.7% 7.7%
100.0

%

4項%平均 3.0% 2.2% 7.8% 27.5% 3.1% 2.0% 2.3% 9.4% 5.5% 3.5% 9.9% 2.5% 2.1% 1.4% 2.2% 3.7% 12.0%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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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代碼 中文名稱 說明 建議
1 消除貧窮
2 消除飢餓

3 良好健康和福祉
不利指標：
3.1 良好健康與福祉的研究
3.2 與健康專業相關畢業生人數

預備自選指標1

4 優質教育 THE排名自選指標 維持參與，強化資料蒐集
5 性別平等
6 潔淨水與衛生 THE排名自選指標 維持參與，強化資料蒐集
7 可負擔的潔淨能源 THE排名自選指標 維持參與，強化資料蒐集
8 尊嚴就業與經濟發展 THE排名自選指標 維持參與，強化資料蒐集

9 產業創新與基礎設施
不利指標：
9.3.1大學衍生企業且須成立3年以上
9.4.1學術人員的人均研究收入

預備自選指標2

10 減少不平等
不利指標：
10.2第一代大學生與「4.4第一代上大學的比
例」指標一樣，2022年排名分數僅38.5

預備自選指標3

11 永續城市與社區 THE排名自選指標 維持參與，強化資料蒐集

12 負責任的消費與生產 THE排名自選指標
維持參與，強化資料蒐集

13 氣候行動
14 水下生命
15 陸域生命
16 和平正義與有力的制度 預備自選指標3

17 夥伴關係 THE排名共同指標
強化資料蒐集，增加非自選指標的
資料說明

2023年
THE影
響力排
名-
SDGs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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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U

本校分數低於50之指標(依分數高低排序)

28

序號 細項指標 分數 數據形式/探討重點

1. 11.1（永續城市與社區）研究 48.2 相關主題之研究論文在前10%期刊發表的比例（Cite Score）；數
據由Scopus提供。

2. 8.3員工平均的支出 41.5 大學的總支出÷員工總人數，再以當地的人均GDP加以標準化。
這項指標旨在探討學校對所在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程度。

3. 12.1（負責任的消費與生產）研究 41.3 相關主題之研究論文在前10%期刊發表的比例（Cite Score）；數
據由Scopus提供。

4. 17.3永續發展報告 41.2 學校是否針對個別的SDG，或是以整體年報的方式，公開發表進
展報告。

5. 4.4第一代上大學的比例 38.5
家中首位上大學的學生人數（祖父母、父母、兄姐皆不具有大學
學歷）÷大學的新生數。
這項指標旨在探討學校是否能為為弱勢族群提供教育。

6. 8.4實習的學生比例 28.2 實習超過一個月的學生人數÷學生總人數。
這項指標旨在探討學校如何培養學生的就業能力。



TKU 2022年作法

1. 延續THE影響力排名工作小組作法，由學術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小組
成員包含主導單位及主責單位主管，稽核長任執行秘書。

2. 由各學術和行政單位負責提供七項目標之細項指標資料 (包括:數據、
事實陳述、佐證資料等)；2022年填報資料將作為2023年填報體例。

3. 七項目標之細項指標資料由相關單位提供，2碼指標說明由品保處彙
整，各目標說明再由主責單位綜整。

4. 設法再提升SDG17分數，強化與國內外夥伴在行政、教學、研究、
產學、社會服務等工作之蒐集，同時須在總報告中簡述其餘十項非自
選指標之作法和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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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U 參、校務發展計畫 (1/2)

1. 107-111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內含6大主軸，分別為教學、研
究、特色、學輔、產學、行政，六主軸召集人分別為教務長、學
術副校長、國際副校長、學務長、研發長、行政副校長，以KPI
方式進行管考，每季由各主軸辦公室進行管考。校務發展計畫書
不需報部但採滾動式修正，每年隨需報部之私校獎補助款經費支
用計畫書(一月報部)內容而修訂。品保處負責計畫綜整，財務處
負責計畫財務管理。

2. 111、112年度私校獎補助款經費支用修正計畫書近期報部，內
含審查意見回應說明。獎補助款計畫內容係摘取自校務發展計畫
書內容，自訂之面向配分為教學45%、研究15%、國際化25%、
學輔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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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U 參、校務發展計畫 (2/2)

3. 112-116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初稿已完成，內含八大主軸，分
別為教學、研究、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學輔、產學、行政，
八主軸召集人分別為教務長、學術副校長、國際副校長、資訊長、
教育學院院長、學務長、研發長、行政副校長。計畫書以OKR方
式進行計畫目標(O)和關鍵結果(KR)的訂定。

4. 八月將召開112-116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111學年度第一次小
組會議，會中將討論因教育部第三期USR計畫申請要求以及教育
部私校獎補助款計算方式而調整之方向與內容，未來報部之KR
將以成果導向型者為主，投入型者將逕在校內管考。九月底將召
開第二次會議以確認計畫書修訂內容，十月提報教育品質管理委
員會。

31



TKU 參、高教深耕計畫 (1/3)

1. 107-111年度高教深耕計畫將於今年執行完畢。高教深耕計畫主
冊分為「課程與學生學習、學校特色、高教公共性、大學社會責
任」四大面向，分別由學術副校長、國際副校長、行政副校長、
蘭陽副校長擔任個面向召集人。高教深耕計畫主冊第一面向經費
占比需超過主冊50%。

2. 主冊面向四-大學社會責任係以USR HUB工作內容為主，共有四
個小型計畫，分別為化學車、淡水維基館、青銀共學、蘭陽原住
民。未來在USR計畫第三期中，USR HUB不再以補助個別計畫為
主，教育部要求各校的USR HUB本身要有整體社會責任實踐藍圖
與目標、與學校重點特色的契合度、推動路徑等，包括：支持計
畫萌芽之教學創新推動機制與教師社群營造，以及長期資源挹注
與經費承諾（不含未來申請USR個別計畫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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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U 參、高教深耕計畫 (2/3)

3. 高教深耕計畫之附冊為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由大學社會責任辦公
室統籌行政作業。另有附錄一和附錄二計畫，分別為經濟(經文)不
利學生和原住民學生的補助計畫，附錄工作管考由學務處負責執
行。

4. 主冊計畫管考分為共同績效指標和自訂績效指標，制定KPI，由高
教深耕計畫辦公室執行秘書和各面向助理共同進行管考，視作業
密度召開會議，每週~每月一次。

5. 本學期將開始進行下一期高教深耕計畫的申請作業，預定繳交計
畫書時間為112年1月。根據過去經驗，高教深耕計畫需符合教育
部政策要求，可從本校校務發展計畫中篩選符合政策需求工作為
基礎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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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U 參、高教深耕計畫 (3/3)

6. 制訂高教深耕計畫時應審慎設定每主軸工作所欲達成的
2~5個目標亮點，建議可參考利害關係人議合、社會影
響、國內外夥伴共同完成的方向去規劃其工作目標。

7. 本校高教深耕計畫聘任助理約計20餘名，散佈於品保處、
校務研究中心、教務處、教發中心、國際處、學務處、
工學院、永續中心、資訊處、財務處等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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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U 參、大學社會責任計畫 (1/3)

1. 本校現有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為第二期計畫，執行期為109-111年
（第一期為107-108年，共有兩案），計有一大二中四小，共7個
計畫。除前述USR HUB的四個小型計畫外，大型計畫為建築系黃
瑞茂老師所主持的國際鏈結型（淡水好生活計畫，側重教育資源
拓展整合，以SDG4為主），二中分別為大學特色萌芽型計畫，
資傳系陳意文老師主持的淡蘭輕旅遊計畫(以協助發展地方觀光產
業為主，SDG11、8），管科系牛涵錚老師的農情食課計畫(以協
助小農推廣有機食品為主，SDG3、8）。每年共計補助1300萬
元新台幣，各計畫下可聘行政助理協助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辦公
室主要負責提供行政庶務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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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U 參、大學社會責任計畫 (2/3)

2. 第三期計畫(112-113)計畫申請於111.09.29截件，各校最多申
請五件。教育部06.24進行線上說明會，本校於07.06召開一次
協調會議，同時於07.20完成第四場培力訓練活動(USR中長期
效益評估實作工作坊)。目前共有五件計畫擬提出申請，包括：
黃瑞茂老師主持的淡水好生活進階之特色永續計畫(前團隊成員
外另含化學車、馬雨沛老師等、賴惠如老師等計畫…)、林信成
教授和陳意文主任等的地方文創進階深耕型計畫(SDG11)、牛
涵錚老師等的食農進階深耕型計畫(SDG8和SDG3)，體育處教
師團隊的青銀共學萌芽型計畫(SDG3、SDG11)、林嘉琪老師等
的精準健康照顧(SDG3、SDG11)萌芽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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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U 參、大學社會責任計畫 (3/3)

3. 第三期計畫非常重視管考以及課程設計與推廣，同時必須結合校發
計畫成為學校推動的主要工作。為此，112-116學年度校發計畫將
參考教育部USR計畫中長期效益評估的四大面向(校務治理、人才培
育、地方需求、國際合作)，將校發計畫內的所有子計畫進行「校務
治理、人才培育、環境永續、社會共融、經濟發展、夥伴關係」等
六大面向的盤點，建立本校校發計畫與USR計畫的共同基礎，同時
為未來社會影響力評估預做準備。

4. 第三期計畫評分占比：學校支持機制(30%)、前期計畫成效(20%)、
新計畫內容(50%)。8/25(四)將舉行「2022年永續報告書發表會暨
USR計畫成果交流分享會」。

5. 將設置「USR推動委員會」及鼓勵師生參與USR計畫的獎勵措施與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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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U 肆、未來發展 -大專校院分析報告 (110.12.31)

38

重新
審查

壹、學校概況

1-1 校務治理

1-2 學生規模和在學穩定度

1-3 學生學習資源投入

1-4 師資結構和教師增能

1-5 大學財政

1-6 產學合作

1-7 大學社會責任

貳、學生學習過程和成效

2-1 背景

2-2 基本能力

2-3 專業能力

2-4 跨域學習能力

2-5 創新創業能力

2-6  國際化能力

2-7  就業力



TKU 未來發展- 第三週期校務評鑑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實地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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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核心指標及檢核重點

01 02 03 04校務治理與經營 教師教學與學術專業 學生學習與成效 USR與永續發展

1-1 學校任務、組織架構、資源規劃與

校務發展

1-2 校務經營、決策與組織調整及運作

1-3 學校確保校務治理與經營品質之機

制及成效

1-4 校務資訊公開與互動關係人參與

2-1 教師表現、評估與獎勵

2-2 教職員遴聘、質量與

行政支持及其運作

2-3 課程與教學規劃機制、

審核及運作

2-4 課程與教學品質評估

3-1 大學部教育與成效

3-2 研究生教育與成效

3-3 通識教育與跨領域教育

學習評估機制及成效

3-4 跨校(境)教育、評估機

制與成效

4-1 提供教育機會均等之

作法與成效

4-2 展現社會責任之作法

與成效

4-3 財務永續作法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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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核心指標及檢核重點(5)

項目二：教師教學與學術專業

2-1-1 學校具備教學、學術與
專業表現及教師生涯
發展之支持系統並加
以落實

2-1-2 學校能落實教師評估與
升等及輔導與改善機
制

2-1-3 學校具備多元獎勵機制
及其落實情形

2-1-4 學校確保教師學術誠信
的機制與作法

2-1-5 學校能展現符應校務發
展計畫之教師教學、
學術及服務成效

教師表現、評估與獎勵

2-1

2-2-1 學校有合宜之遴聘教職
員機制及其運作情形

2-2-2 學校教職員數量、職
級、專業及其與院系
所發展連結之合宜性

2-2-3 學校具備合宜之教師行
政支持系統及其落實
情形

2-2-4 學校具備合宜之職員行
政與專業成長支持系
統、評核機制及其落
實情形

教職員遴聘、質量與行
政支持及其運作

2-2

2-3-1 學校具備合宜之課程結構
及學分配置的比例，並能
與學校人才培育目標相關
聯

2-3-2 學校通識教育具備合宜之
課程與教學規劃機制、審
核及其運作情形

2-3-3 學校雙主修、輔系、學位
（分）學程具備合宜之課
程與教學規劃機制、審核
及其運作情形

2-3-4學校其他跨領域教育具備
合宜之課程與教學規劃機
制、審核及其執行情形

課程與教學規劃機制、
審核及運作

2-3

2-4-1 學校分析課程及教學品
質之作法

2-4-2 學校檢討課程及教學品
質之作法

2-4-3 學校改善課程及教學品
質之作法

課程與教學品質評估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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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核心指標及指標檢核重點評鑑項目、核心指標及指標檢核重點(6)

項目三：學生學習與成效

3-1-1 學校的招生策略、入學
管道及學生特質與學
校發展目標結合之合
宜性

3-1-2 學校能建立課業學習之
支持及輔導機制，並
能落實推動與評估

3-1-3 學校能建立課外活動、
生活、生涯及職涯等
其他學習與輔導支
持，並能落實推動與
評估

3-1-4 學校能展現大學部學生
學習成效

大學部教育與成效

3-1

3-2-1 學校的招生策略、入學
管道及研究生特質與
學校發展目標結合之
合宜性

3-2-2 學校能建立研究生課業
學習之支持與輔導機
制，並能落實推動與
評估

3-2-3 學校具備支持及評估研
究生學習誠信之機制
及其落實情形

3-2-4 學校能展現研究生學習
成效

研究生教育與成效

3-2

3-3-1 學校通識教育課程之學
生學習評估機制合宜

3-3-2 學校雙主修、輔系、學
位（分）學程之學生學
習評估機制合宜並具成
效

3-3-3 學校其他跨領域教育之
學生學習評估機制合宜
並具成效

通識教育與跨領域教育
學習評估機制及成效

3-3

3-4-1 學校的國內或境外校際
合作及發展機制之合
宜性

3-4-2 學校有國內或境外校際
學生學習支持與評估
機制並具成效

跨校（境）教育、評估
機制與成效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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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TQM: 單位主管以PDCA方式依循TQM六大精神(領導承諾、
全員參與、全程管理、顧客滿意、事實依據、持續改善)執行相
關業務。

以淡品獎競賽、品管圈競賽、系所發展獎勵等TQM活動鼓勵系所
重視教育品質、提升業務效率和持續精進。

111學年度為本校推展TQM活動的30週年，將展開系列慶祝活動。

未來發展 - 全面品質管理



IR
校
務
研
究
中
心

教品會 品質保證稽核處 稽核委員會

計畫管考

校務發展計畫
高教深耕計畫

USR計畫

教育訓練

教學行政革新研討會
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

TQM教育訓練會

競賽活動

淡品獎
品管圈

系所發展獎勵

利害關係人議合

校務評鑑、校務自我評鑑
校務滿意度調查: 教師、學生、員工、

校友、家長、雇主、社區/鄰里
一般教學/全英語/大學學習評量

學術單位、行政單位

校長

事實依據、持續改善

全程管理 全員參與

領導承諾

顧客滿意

淡江大學全面品質管理業務架構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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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Q&A



TKU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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