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 

94 年度施政績效報告 

壹、前言 

本部 94 至 97 年中長程施政計畫，從目標管理、全員參與及規劃機關整體發

展願景著眼，依行政院規定從業務面向、人力面向及經費面向擬訂了 8 大策略

績效目標及 54 項衡量指標， 94 年度績效目標是延續中程施政計畫之策略績

效目標所訂定。 

一、 提供弱勢地區與一般地區經濟弱勢之五足歲幼兒充分的就學機會，保障其

受教的權益： 2 項衡量指標。 

二、 全面改善國民教育品質，深化土地認同及適性教育： 6 項衡量指標。 

三、 落實高中職社區化，均衡高中職教育資源，並健全公民意識： 6 項衡量

指標。 

四、 保障弱勢國民教育權，縮小城鄉資源落差，傳承並發揚族群文化： 8 項

衡量指標。 

五、 推動高等教育卓越化、國際化，促進產學合作： 10 項衡量指標。 

六、 推動終身學習與培育優質師資： 9 項衡量指標。 

七、 合理調整機關員額，建立活力政府： 9 項衡量指標。 

八、 節約政府支出，合理分配資源： 4 項衡量指標。 

為落實推動 94 年施政計畫，本部同仁仍一本教育乃百年樹人大業，竭力達成

相關目標，整體成果豐碩。 

貳、目標達成情形 

一、業務面向 

業務面向 

策略

績效

目標 

衡量

指標 

原定 

目標

值 

達成 

目標

值 

達

成

度 

(%) 

初

核

分

數 

績效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 提

供弱

1. 各

年度
76 82 100 100 一、 94 學年度於原住

民地區補助供應量不足



勢地

區與

一般

地區

經濟

弱勢

之五

足歲

幼兒

充分

的就

學機

會，保

障其

受教

權益 

(4%) 

辦理

地區

五歲

弱勢

幼兒

接受

幼兒

教育

之人

數比

率 

(2%) 

縣市增設公立幼稚園計 

101 園  ( 共  104 

班 ), 增加 3120 名幼

兒入園機會 , 使原住

民地區國小附幼設置比

例達  65%, 成長比例

達 29% 。 

二、 94 學年度原住民

地區縣市試辦國幼班共

計 473 園 630 班 , 

可提供約 1 萬 6000 

名幼兒入園機會 , 使

離島及原住民地區 5 

歲弱勢幼兒入園率達 

82%, 遠超出 94 年預

設目標 76% 。 

  2. 當

年度

試辦

之班

級，其

教師

參與

師資

專業

發展

方案

之滿

意度 

(2%) 

60 71.3 100 100 一、本部 94 學年度成

立國幼班教學訪視與輔

導小組  , 於原住民地

區縣市設置輔導教授 , 

並配合國幼班巡迴輔導

員進入國幼班實地訪視

與輔導  , 以協助國幼

班教師增能 , 進而提

升幼兒受教品質。 

二、透過國幼班巡迴輔

導機制 , 辦理相關研

習或專業發展方案 , 

以協助國幼班教師增進

專業知能 ,94 學年度

國幼班教師參與專業發

展方案之滿意度達 

71.3%, 遠超出 94 年

預設目標 60% 。 

績效

分數 
原始分數 100 ( 權分 4 ) 

2. 全

面改

善國

民教

1. 國

民中

小學

每班

87 91.82 100 100 一、 本部自 87 學年

度起執行降低國中小班

級學生人數計畫，國小

逐年降至 35 人編



育品

質，深

化土

地認

同及

適性

教育 

(11%) 

學生

數降

至年

度目

標人

數 

(1%) 

班，至 92 學年度達成

全面以 35 人編班之

目標。國中自 91 學年

度起至 93 學年度逐

年降至 38 人，預定至 

96 學年度國中小全面

降至 35 人編班。 

二、 94 學年度目標為

國小一至六年級、國中

一年級以每班 35 人

編班，國中二、三年級

以每班 38 人編班，國

小達成率為 

96.39% ，國中達成率

為 87.24 ％。 

  2. 國

民中

小學

教師

及家

長對

實施

九年

一貫

課程

滿意

度 

(2%) 

50 68.5 100 100 一、 落實國民教育品質

之改善、深化土地認同

及適性教育 。 

二、 國民中小學教師及

家長對實施九年一貫課

程之滿意度已達目標值 

50% 。 

  3. 提

升國

民中

小學

中輟

學生

復學

率 

(2%) 

65 70.84 100 100 93 學年度中輟學生人

數為 8168 人（較 92 

學年降低 437 人）、

復學人數為  5786 人

（較  92 學年增加 

129 人），復學率為 

70.84 ％（較 92 學年

提高 5.1 ％）。 

一、統籌權責單位，執

行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

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工

作：整合各部會相關資



源共同投入本項工作，

並責成地方政府亦需加

強其與地方之警政、社

政、民政等相關處室之

橫向聯繫，訂定地方政

府中輟學生通報、追

蹤、復學相關作業流

程、復學中介教育措施

之學生評估、轉介、安

置、回歸及成績評量轉

換之要點（規則），提

供所屬中小學依循指

標。 

二、落實「全國國民中

小學中輟生通報及復學

系統」資料庫建置，並

將輟學初始行蹤不明學

生資料傳送警政單位協

助協尋，增進各類人員

熟悉中輟學生通報及追

蹤、輔導、安置流程。 

三、引進民間團體資

源，落實認輔制度、社

會志工、退休教師、大

專校院辦理「攜手計

畫」、教育替代役男協

助輔導中輟學生。 

四、         發展多元教

育型態，提供中輟學生

另類教育內涵：鼓勵並

協助地方政府推動多元

型態中介教育措施，追

蹤、輔導、安置中輟學

生復學，擴大中輟學生

復學輔導成效。 

  4. 成

立藝

文團

隊之

中小

70 87.3 100 100 25 縣市已有 21 縣市

之達成率為 100 ％，

全國共 2,941 校已具

有其學校的藝團，其佔



學校

數比

率 

(2%) 

全國中 

小學比為 87.3% 。 

  5. 提

升國

小學

生健

康體

位比

率 

(2%) 

61 57.3 94 94 一、 所稱「健康體位」

以行政院衛生署所做

「兒童與青少年肥胖定

義」為標準，採身體質

量指數（ body mass 

index, BMI ）來評量兒

童與青少年肥胖、過重

或過輕。 BMI ＝體重

（公斤）÷身高（公尺）

÷身高（公尺）。 

二、 國小學生健康體位

比率之計算係依據全國

學生健康檢查資料，換

算符合「健康體位」者

之人數比率。 94 年度

績效量為 57.3 ％，達

成度差異值為 6 ％。 

  6. 受

補助

學校

及家

長對

校舍

整建

後之

滿意

度 

(2%) 

70 93.34 100 100 一、有關 94 年度國民

中小學老舊校舍整建之

辦理，經本部以問卷方

式調查受補助學校及家

長對於校舍整建後之滿

意情形為： 

( 一  ) 對於整體計畫

均認為有良好的規劃，

平 均 滿 意 度 達 

91.3% 。 

( 二  ) 對於老舊校舍

整建計畫的經費核撥執

行認為執行良好，平均

滿意度為 85.9% 。 

( 三  ) 有關老舊校舍

整建計畫執行後對學校

環境改善均有高度滿

意，平均滿意度達 



96.3% 。 

( 四  ) 學校及家長均

認為老舊校舍整建計畫

確有繼續推動之必要

性，高達 100% 。 

二、以上之執行滿意度

平均為 93.34 。 

績效

分數 
原始分數 98.9091 ( 權分 10.88 ) 

3. 落

實高

中職

社區

化，均

衡高

中職

教育

資

源，並

健全

公民

意識 

(11%) 

1. 國

中生

就近

升學

率 

(2%) 

50 57.89 100 100 社區國中畢業生就近入

學率逐年提升：以高一

新生數為分母， 91 學

年度就近入學率為 

51.82 ﹪， 92 學年度

就近入學率為  55.75 

﹪， 93 學年度就近入

學率  57.89 ﹪，  92 

至  93 學年度之總就

近 入 學 成 長 率 達 

2.14% 。 

  2. 高

中及

高職

多元

入學

方案

家長

及學

生滿

意度 

(2%) 

65 65 100 100 本部補助中華民國全國

家長教育協會於全國辦

理 17 場次「 94 年國

中基本學力測驗考前家

長宣導說明會」，參加

之家長約 34,000 人，

該協會並於會中發放問

卷針對高中職多元入學

支持度進行調查，調查

結果回答「滿意」及「非

常滿意」者計 

56.8% ，「普通」者計 

30.7% ，回答「不滿意」

及「不滿意」者僅佔 

12.5% ；回答「普通」

者可能因對該方案已無

不滿意之意見，如以 



1/3 支持高中職多元入

學方案之保守估計，已

達預定目標。 

  3. 提

高高

中開

設第

二外

語班

級數

比率 

(1%) 

2 2.5 100 100 自 88 年正式推動第

二外語教育後，各高級

中學開課情況由 88 

年之 24 校 151 班，

於 94 學年度第 1 學

期更呈現穩定成長，達

到全國 139 校開設 

731 班第二外語課

程，全國計有 24,539 

名學生選讀之顯著成

果，各校開設日語、法

語、德語及西班牙語等

第二外語課程之校數、

班級數及修課人數等亦

卓有成效，尤以日語課

程為最多，共有 138 

校開設 567 班，計有 

19877 名學生修讀，已

達預定目標。 

  4. 創

意計

畫學

校參

與數 

(2%) 

90 98 100 100 一、推動創意教師行動

研究計畫：鼓勵大學協

助中小學校教師進行以

創造力培育為核心之行

動研究，約計 35 所大

學及高中職國中小學校

參與。 

二、推動創意智庫數位

創新計畫：建置創造力

案例、教學之交流平

台，建構完整創造力知

識庫，公開各界查詢使

用，約計 10 所大學校

院參與、 

三、創意學養持續紮根

計畫：發展大學專業領

域創意教材及學理新

知，約計 53 所大學校



院參與 

四、辦理多元學生創意

競賽，提升學生創新實

作能力及智財觀念： 

( 一  ) 補助  29 項大

學校院學生創意社團，

約  1737 學生參與相

關創意工作坊及競賽活

動。 

( 二  ) 辦理全國高中

職學生智慧鐵人創意競

賽，約有 4218 學生參

賽 

( 三 ) 每學期持續辦

理大專校院創意發想與

實踐實作觀摩競賽，計

有 1000 餘名大學校

院學生參與。 

  5. 提

升學

生規

律運

動人

口比

率 

(2%) 

48 46 96 96 94 年度學校運動團隊

及學生參與情形調查發

現：各級學校學生每週

運動天數（不含體育課）

在 3 天以上者整體平

均為 46.2 ％。 

  6. 成

立運

動團

隊之

中小

學校

數比

率 

(2%) 

80 83.16 100 100 一、 94 年度學校運動

團隊及學生參與情形調

查發現：全國各校運動

團隊設置達 5 個團隊

以上之學校，國小達 

63.55% ，國中提升到 

79.86% ，高中職為 

92.34% ，大專校院為 

96.91% ，佔全國學校

比例為 83.16 ％。基

此，各級學校皆能達成

設置率 80% 的政策目



標。 

二、為有效引導計畫推

動，將依學級情況差

異，學校規模及少子化

現象，釐訂差別性目

標，將以各校至少組成 

5 個運動性社團（ 12 

班以下學校至 3 個），

以確保目標達成。 

績效

分數 
原始分數 99.2727 ( 權分 10.92 ) 

4. 保

障弱

勢國

民教

育

權，縮

小城

鄉資

源落

差，傳

承並

發揚

族群

文化 

(14%) 

1. 教

育優

先區

受補

助學

校師

生滿

意度 

(2%) 

65 73 100 100 為了解  94 年度各受

補助學校執行本計畫之

實際情形，以及對本計

畫之意見，作為本部爾

後辦理本計畫參考，本

司於 94 年 10 月 11 

日以台國（一）字第 

0940140403 號函，請

縣市政府轉  94 年度

所有受補助學校填寫

「教育部九十四年度推

動教育優先計畫執行情

形問卷」，回收後並委

請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國

民教育研究所辦理「九

十四年度推動教育優先

計畫執行成果評估研

究」，獲致如下研究發

現與結論： 

一、學校教師對於教育

優先區計畫之認知情形

良好 (99.43%) 。 

二、學校對於教育優先

區計畫指標界定之認知

與實際執行情形良好 

(95.45%) 。 

三、目前接受教育優先

區計畫補助之學校大多



能實際執行補助項目 

(98.3%) 。 

四、學校實施教育優先

區計畫之執行績效良好 

(99.17%) 。 

五、學校均認為教育優

先區計畫有繼續推動之

必要性 (98.3%) 。 6. 

另因本案補助係針對目

標對象學生，較無法滿

足全校師生需求，若加

計是否提供全校師生使

用乙項，百分比偏低，

惟各校對本案之整體滿

意度已達 73% 。 

  2. 提

升國

民中

小學

學習

低成

就及

教育

資源

不利

學生

接受

學習

生活

照顧

及輔

導人

數比

率 

(1%) 

3.4 3.45 100 100 一、短程： 

( 一  ) 依據形成弱勢

的各種因素，界定弱勢

學生身分，給予積極性

之補助與照顧。 

( 二  ) 隨時檢討教育

優先區指標，擴大辦理

「教育優先區計畫」，

重視新弱勢學生的產

生，給予地方更多的執

行彈性，並檢視執行成

效。 

( 三  ) 建立強大輔導

體系，匯聚退休教師、

大專學生、民間團體志

工等，共同投入弱勢學

生輔導工作，以提升學

習成就，確保弱勢族群

學生之發展機會，實現

社會正義。 

二、長程： 



( 一  ) 投注專案經

費：擴大補助各類弱勢

學生。 

( 二  ) 縮短數位落

差：建置數位化共享資

源平台，建立弱勢學生

自我學習機制，縮短城

鄉數位落差。 

三、 94 年度辦理績效

如下： 94 年度國民中

小學學習低成就及教育

資源不利學生接受學習

生活照顧及輔導人數為 

9 萬 7,996 人 /94 年

度國民中小學學生總人

數 284 萬 460 人× 

100 ﹪＝ 3.45 ﹪，已

達 94 年度目標值。 

  3. 外

籍配

偶參

與各

類型

教育

活動

之受

益人

數 

(2%) 

86900 87000 100 100 一、 94 年度外籍配偶

參與各類型教育活動 

( 含成人基本教育研習

班、家庭教育活動、國

中小補校及本部補助政

府機關與民間團體辦理

之教育活動 ) 等計約 

87000 人。 

  4. 偏

遠地

區中

小學

學校

資訊

基礎

設備

維運

比率 

(2%) 

58 58 100 100 一、改善偏遠中小學學

校資訊教學設備，配合

行政院一般教育補助款 

- 資訊設備更新優先施

政項目執行，已有台北

縣、宜蘭縣、彰化縣、

雲林縣、嘉義縣、台南

縣、台東縣及花蓮縣 8 

縣市完成全縣更新，其

餘縣市及金門、連江縣

皆已完成  94 年度資



訊設備更新進度，計有 

500 所偏遠地區學校

完成資訊設備更新，達

成  2005 年改善偏遠

中小學學校資訊教學設

備正常運作目標。 

二 . 以 93 年縣市提

報之偏遠學校數計算 , 

台北縣 83 校 , 宜蘭

縣 40 校 , 彰化縣 88 

校 , 雲林縣 110 校 , 

嘉義縣 130, 台東 96 

校 , 花漣縣 99 校 , 

澎湖縣 33 校 , 合計 

679 校 , 超過 500 

校目標。 

  5. 參

與資

訊素

養及

資訊

融入

教學

之能

力培

訓相

關課

程教

師人

數比

率 

(2%) 

30 30 100 100 各縣市 94 年參與資

訊素養及資訊融入教學

之能力培訓相關課程教

師人數約為 6 萬 9 

千人，以 93 學國中小

教師人數 151,167 為

基準計算 , 教師參加

研習人數比例為 45%, 

超過 30 ﹪目標。 

  6. 提

升身

心障

礙幼

兒接

受學

前特

教比

率 

82 82 100 100 查 94 年度內政部公

告 3 歲至未滿 6 歲

身心障礙幼兒總數為 

7878 人〈 94 年第 3 

季〉，同年齡身心障礙

幼兒接受學前特教通報

總數為 7532 人，依衡

量指標計算， 94 年度

身心障礙幼兒接受學前



(2%) 特教比例達 95% 

  7. 降

低各

大專

院校

因經

濟因

素休

學率

於 10 

﹪內 

(1%) 

15 0.55 100 100 依  2005 年  11 月資

料顯示 92 學年，全國 

159 所大專校院學生

人數為 1285867 人，

因經濟因素休學者為 

7192 人，占全部學生 

055% ，完成預期目

標。 

全 部 休 退 學 人 數 

109947 人，除  7192

人，比例 6.4%。 

成效分析： 

政府「只要學生願意唸

書，絕不讓學生因經濟

因素而被剝奪就學權

利」之承諾，作為包括： 

一、 助學經費增加：為

照顧弱勢學生就學問

題，不斷增加相關補助

經費與項目， 88 年度

至 94 年度增加 3.19 

倍，今年即有 135 億

元助學經費協助不同需

求學生。 

二、 增加助學措施：教

育部積極協調各大專校

院從 94 學年度 (94 

年 8 月 ) 起開辦「共

同助學措施」，凡家庭

年收入於 40 萬元以

下者，每名學生最高有 

14,000 元補助；收入於 

40-60 萬元者，每名學

生最高有 10,000 元補

助；低收入戶學生更可

有免費住宿，急難學生

也可得到最適時的急難



救助金。 

三、 擴大服務範圍：政

府、學校、民間企業、

基金會，有近 174 億

的助學經費協助經濟困

難學生； 民眾有任何助

學問題，皆可立即向學

校學生事務處尋求協

助，亦可透過教育部「圓

夢助學網」獲得相關助

學資訊。 

  8. 原

住民

學生

就學

高等

（大

專）教

育提

升幅

度 

(2%) 

42 55 100 100 依  93 學年度原住民

族教育調查統計報告 

(94 年 11 月出版 ), 

一、 高中原住民畢業生

為 851 人 , 升學大專

人數為 663 人 

二、 高職原住民畢業生

為 1781 人 , 升學大

專人數為 784 人 

三、 綜合高中原住民畢

業生 819 人，升學大

專人數 420 人 

四、 合計高中職 ( 含

綜合高中 ) 應屆畢業

原住民學生數為 3451 

人，升學人數為 1867 

人，就學高等教育 ( 大

專 ) 比率為 

54.10% ，超越原定目

標值。 

績效

分數 
原始分數 100 ( 權分 14 ) 

5. 推

動高

等教

育卓

越

1. 提

升研

究型

大學

論文

7 8.7 100 100 7 所研究型大學（台

大、中央、清華、交大、

陽明、成大、中山） 94 

年論文發表數共達 



化、國

際

化，促

進產

學合

作 

(17%) 

成長

比率 

(2%) 

8710 篇 

，較  93 年發表數 

8010 篇，增加  700 

篇，成長率為 8.7% 。 

  2. 大

專院

校推

動教

師評

鑑制

度之

學校

數比

率 

(1%) 

40 65 100 100 調查目前大專校院 

168 所學校中 , 已有 

110 所學校實施教師

教學服務考核 , 其比

例為百分之 65 

  3. 技

專校

院學

生英

文初

級檢

定通

過比

率 

(1%) 

30 24.1 80 80 一、 94 年度經納入提

升技專校院學生外語能

力補助計畫評核，各校

鼓勵學生參與英語檢定

及配合英語檢定提供各

項輔助諮詢及課程增

加，促使參與英語檢定

人數已超過 10000 

人。 

二、 94 年開放學生自

由參加全民英語檢定、 

TOLEF 、 TOEIC 、 

IELTS 等相關英文檢

定，依教育部政策，提

供歐盟英語檢定對照表 

CEF 作為參照標準，其

英文檢定成機確實有助

於其留學與求職。。 

三、 以通過人數 / 應

屆畢業生人數，通過率

超過 10% 

四、 以通過人數 / 參



加人數，通過率約達 

24.1% 。 

  4. 大

學校

院學

生英

文中

級檢

定通

過比

率 

(1%) 

30 6.64 22 22 至 94 年 12 月所調

查各大學校院，各大學

校院應屆畢業生有 

6.64% 之學生業通過

中級以上之英語能力檢

定 

  5. 大

學多

元入

學家

長及

學生

滿意

度 

(2%) 

65 82.3 100 100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繼續

以「簡單」、「公平」

及「減輕經濟負擔」的

目標改進，從調查各題

項數據顯示，大多數的

家長們對現行大學多元

入學方案分甄選入學及

考試分發入學兩種入學

管道有一定的瞭解程

度，透過「教育部大學

多元入學家長說明會」

（ 65.8% ）、「參加

學校說明會」

（ 61.5% ）及「學校

老師說明」（ 44% ），

滿意度達 82.3% 。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繼續

以「簡單」、「公平」

及「減輕經濟負擔」的

目標改進，透過入學管

道宣導、網路選填志

願、收費制度等問卷項

目進行民意調查，從調

查各題項數據顯示，大

多數的家長們對現行大

學多元入學方案有一定

的瞭解程度，整體滿意

度達 82.3%



（ 1,430/1,737）。 

  6. 產

學合

作成

果取

得專

利核

准數 

(2%) 

113 1758 100 100 94 年各技專校院推動

產學合作績效卓著，累

計申請專利核准件數共 

1,758 件。 

產學合作執行成果如

下： 

一、 持續補助於技專校

院成立 6 個區域產學

合作中心及 30 個技

術研發中心，共完成 

1953 件產學合作案，

產學合作案之金額達 

10 億 8,162 萬元，成

功推動 226 件技術移

轉，並申請 449 件專

利，與業界雙向交流顧

問諮詢件數 539 件，

前往廠商訪談 1312 

件，辦理 146 場次 

16,506 人次以上之產

學論壇說明會， 324 

場次 15,127 人次以上

之教育訓練及研討會及

宣導說明會或觀摩會 

324 場次 15,127 人

次。。 

二、 於 4 月 20 日完

成修訂發布「教育部推

動技專校院產業園區產

學合作實施要點」，分

別於 94 年 3 月 

29 、 30 、 31 日於

北、中、南辦理 3 場技

專校院與產業園區產業

合作論壇， 7 月 20 

日完成本案申請案，共

計補助 60 校 225 案 

8,421 萬 758 元。 



三、 研訂法規、行政規

則及相關配套計畫 

( 一  ) 發布行政規則

及相關配套計畫 

1.94 年 3 月 1 日教

育部台技（三）字第 

0940001287C 號令修

正發布「教育部辦理技

專校院技術研發中心申

請及補助原則」。 

2.94 年 3 月 1 日教

育部台技（三）字第 

0940001287c 號令修

正發布「教育部區域產

學合作中心補助原

則」。 

3.94 年 3 月 1 日教

育 部 台 技 三 字 第 

094001287C 號令發

布、  94 年 4 月  20 

日教育部台技三字第 

0940044767C 號令修

正發布「教育部推動技

專校院與產業園區產學

合作實施要點」。 

4.94 年  3 月  28 日

教育部台技三字第 

0940038849 號函知各

校「教育部推動技專校

院產學論壇實施計

畫」。 

5.94 年 10 月 21 日

台人  ( 一  ) 字第 

0940134886C 號令修

正發布「公立各級學校

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



則」。 

6.94.11.11 台技（三）

字 第  0940150851B 

號函修正發布「教育部

輔導私立技專校院提昇

師資素質實施要點」。 

( 二 ) 持續研訂「專科

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

法」，並於 94 年 10 

月 7 日提本部法規委

員會第  1157 次會議

討論。配合 94 年 12 

月  28 日修正公布大

學法，取得大學辦理產

學合作實施辦法訂定法

源，研議訂定「大專校

院產學合作實際辦

法」。 

四、 辦理論壇： 

( 一 ) 北區「 2005 推

動台灣產業全球競爭力 

- 產官學攜手共創未來

大論壇」暨創新研發大

展於  94 年 5 月  27 

日順利舉辦，當日除相

關部會及學校代表外，

約有業界代表 300 餘

人參加。 

( 二 ) 南區「 2005 推

動台灣產業全球競爭力 

- 產官學攜手共創未來

大論壇」暨技專校院產

學合作成果展於 9 月 

16 、 17 日於高雄國

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舉

辦， 2 日活動大論壇共 

1,000 人 以 上 與 會 

( 廠商代表 500 人以



上 ) ，產學合作成果展

則吸引近萬人前往參

觀，現場即有 10 多件

作品引起業界廠商高度

合作興趣。 

( 三 )94 年 12 月 23 

日於嶺東科技大學辦理

「  2005 台灣文化創

意產業論壇暨成果大

展」，論壇方面總計參

與的人數達 230 人以

上；成果大展方面，展

出單位包含  33 所大

專校院與  21 家產業

界廠商，共設有 70 個

展示攤位，呈現生活產

品、時尚流行、影音動

畫及傳統工藝等多元之

創意成果，共吸引了一

萬餘名的民眾、學生、

教師及業界人士參觀。

平面媒體亦有  15 則

較大篇幅之相關報導。 

五、 94 年 5 月 25 

日及 26 日於雲林科

技大學辦理全國技專校

院學生專題製作競賽暨

成果展示，評選出 13 

類群共 155 件入圍之

優良作品參加本次競賽

與成果展示。 

六、 智慧財產權規劃 

( 一 ) 「 2005 年台灣

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

展」展示技專校院 36 

件技專校院產學合作成

果可供技術交易之技術

參加展示，展出期間，

吸引大批人潮，依據世



貿統計，共 3-4 萬餘人

參觀展覽會。展出作品

中，有 2 案參加大會舉

辦技術商談會；有 6 校 

11 案已於  9 月  29 

日簽訂雙方合作契約；

另於展覽期間統計近有 

20 案，廠商有強烈合

作意願。 

( 二  ) 推動技專校院

重視產學合作智慧財產

權及研發成果運用與推

廣觀念，  10 月  28 

日、 29 日辦理於臺灣

科技大學辦理「技專校

院校長產學合作研習

營」， 2 日共計技專校

院校長、私立技專校院

董事長及研發長共 

150 位與會。 

( 三  ) 於本  (94) 年 

10 月 4 日、 5 日假

臺北市亞太會館舉辦

「技專校院產學合作國

際論壇」， 2 天共計技

專校院校長及研發長等 

100 位與會。 

( 四  ) 委託雲林科技

大學進行「技專校院產

學合作手冊編撰與標準

合約制訂」計畫，現正

規劃辦理定案前研議會

及定案後之說明會，預

計於  95 年 4 月  30 

日完成。 

七、 產學合作相關活動 

( 一  ) 本部於 10 月 

20 日 ( 四 ) 、 21 日 



( 五 )2 天舉辦「 94 

年全國技專校院產學合

作實務研討會」，邀請

經濟部及產業界、學界

代表以專題報告及論壇

方式，期望彙集各界的

意見，為技專校院產學

合作的相關問題提出具

體可行的發展建議與解

決方案， 2 日共計技專

校院校長及研發長等 

150 位與會。 

( 二  )94 年度技術研

發中心及區域產學合作

年終檢討會於  94 年 

12 月 26 日至 27 日

辦理，本次首度規劃於 

12 月 26 日下午舉辦

「  94 年度技專校院

技術研發中心創新研發

成果發表會」，會中將

有  30 所技術研發中

心，分成光機電及通訊

領域、電力電子及材料

領域、精密機械及材料

領域、生技應用與農業

領域、環境生態與文化

創意領域等五大領域，

會中共 200 人出席，

包括 134 位學界代表

及  66 位產企業代

表，收到 81 份成果發

表會問卷表，並經 12 

月  28 日經濟日報刊

登。 

八、 本部推動技專校院

與知名產企業進行大聯

盟，與東元集團 93 年

原 15 案除 3 案階段

性任務完成結案外， 

94 年延續 93 年進行



第 2 年合作共計 12 

案， 94 年新案計 8 

案；新進行其他大聯盟

案，中華映管股份有限

公司合作案 ( 預計 10 

案 ) 與劍湖山世界股

份有限公司合作案 

( 預計 5 案 ) 之合作

案，目前已進行簽約階

段。 

九、 辦理本部技專校院

產學合作資訊網功能強

化、應用說明與推廣宣

導相關事項， 94 年進

行全面更新改版，並已

將全國技專校院教師及

學校單位資料建置完

成，共計登錄教師研

發、團隊研發、專利及

產學計劃成果資料表 3 

萬多筆資料，審查結果

函請各校上網修正。 

十、 推動最後一哩學程

計畫，結合及運用大專

院校與產業界的資源，

共同規    劃開設產業

需求之課程，縮短學校

培育之人才與產業界需

求之差距，培訓符合產

業發展及需求之專業技

術人才而辦理。 94 年

共補助 22 校之計畫

案，補助金額總計新台

幣 1,156 萬 1,600 

元。 

  7. 技

專校

院國

際合

作交

流案

25 42 100 100 審查通過之 42 案校

名及計畫名稱詳如附

件。 



件數 

(2%) 

  8. 提

高來

台攻

讀正

式學

位之

外國

學生

人數 

(2%) 

3500 2853 82 82 「吸引外國學生來臺留

學」辦理第 1 年， 93 

年度外國學生人數已有

明顯成長，在我國攻讀

學位之外國學生，從 

92 年之 1,568 人增

加至 93 年度 1,960 

人，成長率 25% ； 94 

年度更成長至 2,853 

人，成長率 46% ，為

歷年來人數最多者。 

  9. 提

高我

國留

學生

主要

留學

國家

簽證

人數 

(2%) 

31800 32499 100 100 鼓勵國外留學推動績效

情形： 

本部推動鼓勵國外留學

計畫績效良好， 93 年

度赴美、英、日、德、

法、加、澳、紐等八大

主要留學國家之簽證人

數已由 92 年之 

24599 人增至 30728 

人。 94 年度赴前述 8 

大國家留學之簽證人數

共計 31899 人〈不包

括赴法國留學人數，因

法國在台單位尚無法提

供統計數字〉，比預定

達成人數超前。 

  10. 與

國外

大學

校院

合作

辦理

雙聯

學制

學校

校數 

(2%) 

20 55 100 100 至 94 年 12 月 31 

日止，各大專校院 ( 含

技職校院 ) 計有 55 

所學校與國外大學建立

或簽訂雙聯學制合作或

合約。 

績效 原始分數 92.1176 ( 權分 15.66 ) 



分數 

6. 推

動終

身學

習與

培育

優質

師資 

(13%) 

1. 參

與社

區終

身學

習中

心舉

辦終

身學

習活

動民

眾之

滿意

度 

(2%) 

70 70 100 100 為有效推廣網路資源與

數位學習課程，本部補

助淡江大學繼續維護

「社教博識網」，提供

民眾終身學習數位教材

與終生學習活動，並規

劃一系列資訊相關課

程，提昇社教人員資訊

應用技能，將社教工作

站所舉辦的終身學習各

項資訊活動廣為宣傳。

經調查，民眾對社教博

識網站的內容豐富程度

滿意程度、民眾對網站

的使用容易度滿意度、

民眾對網站資訊更新的

滿意度為、民眾對網站

舉辦的各項網路活動滿

意程度皆超過 70 ％。 

  2. 參

與成

人基

本教

育、補

習教

育、進

修教

育及

空中

大學

人數 

(2%) 

28.5 25.59 90 90 成人補習進修教育及空

中教育從國小補校、國

中補校、高中進修學

校、職業進修學校、專

科進修學校、進修學院

及空中教育，共分成 7 

類， 93 學年度學生數

合計有  25 萬  5,872 

人，各級學校班級數與

學生人數統計如下： 

一、 國小補校： 798 

班、 17071 人。 

二、 國中補校： 712 

班、 12858 人。 

三、 高中進修學校： 

147 班、 4539 人。 

四、 職業進修學校： 

2664 班、 94493 人。 



五、 專科進修學校： 

1340 班、 57604 人。 

六、 進修學院： 555 

班、 24136 人。 

七、 空中教育： 

( 一  ) 國立空中大學

及高雄市立空中大學二

所，學生 24,531 人。 

( 二  ) 國立空中進修

學院 ( 設專科部 ) 二

所，分別由國立臺北商

業技術學院、臺中技學

院二校附設空中進修學

院，學生 9,685 人。 

( 三  ) 國立空中進修

學院專科部與國立空中

大學附設空中專科進修

學校之學生  10,955 

人。 

  3. 十

五歲

以上

不識

字人

口比

率 

(2%) 

2.8 2.84 100 100 為提供失學民眾多元學

習管道，本部加強輔導

補助各直轄市政府教育

局及縣市政府（以下簡

稱各縣市政府）辦理成

人基本教育計畫，開辦

「成人基本教育研習

班」，鼓勵民眾參與識

字學習。 

本部  94 年度補助各

縣市政府辦理成人基本

教育計畫經費  8,390 

萬元，辦理成人基本教

育研習班 2,136 班（含

外籍配偶專班  786 

班），參與人數 4 萬 

2,720 人。另縣市政府

並依計畫辦理師資研



習、教學觀摩及宣導等

相關活動，以增進業務

推展成效。 

我國 15 歲以上國民

不識字率已由 78 年

之 7.11 ﹪（ 130 萬

人）降至 93 年之 2.84 

﹪（ 52 萬人）。 (94 年 

15 歲以上國民不識字

率之統計數字，內政部

預定於 95 年 2 月底

前公布 ) 

  4. 網

站內

容（包

括學

習單

元開

發

數、教

案教

材上

傳

數、網

站活

動數）

開發

完成

數 

(2%) 

10000 10000 100 100 一、 依據本部建置學習

加油站 

(http:content.edu.tw) 

統計 , 包括高中、高

職、國中、國小課程數

位教學資源所需之教

案、教材、測驗題、學

習單及素材等項目統

計 : 九年一貫教學資

源共計 6159 件 , 高

中教學資源共計 330 

件 , 高職教學資源共

計 1767 件合計 8256 

件。 

二、 結合專家學者、教

師團隊、民間團體及業

者約 370 個機構單位

建置六大學習網， 94 

年完成第二年建置內

容。累計開發中小學數

位學習內容 13,000 單

元 ( 教材 3383 單

元、教案 1298 筆、素

材 5120 筆、學習單 

1255 筆及測驗題 

1429 筆 ) 及相關網站

整合機制。（入口網址：

＆ 

lt;http://learning.edu.tw 



＆ gt; ） 

  5. 核

減師

資培

育之

招生

名額 

(1%) 

2 2 100 100 「師資培育數量規劃方

案」業於 93 年 12 月

正式發布，惟當前少子

化趨勢、人口結構變

遷、社會發展快速，「師

資培育數量規劃方案」

應每年檢視與檢討，適

時修訂，俾契合社會發

展、教育環境真實需

求。 

主要規劃包括： 

一、 調整師範校院師資

培育 

( 一  ) 對各校 94 學

年師資培育量之規劃，

以  93 學年度核定額

度為基礎，減量  10 

% 。 

( 二  ) 師範校院研究

生修習教育學分比例調

整為 40 % 以下。 

( 三  ) 師範校院含已

轉型為綜合大學或將改

名為教育大學者，將規

劃三年內至少減少師資

培育量達 50 % 。 

( 四  ) 鼓勵各校依其

需求及條件進行系所結

構調整，轉為非師資培

育系所。 

二、 調整教育學程之師

資培育量 

( 一  ) 教育  94 學年

度各大學校院各類科教



育學程每班由  50 人

減為至多 45 人（即減

量 10% ），且暫緩增

班。 

( 二 ) 修正「大學校院

師資培育中心評鑑作業

要點」規定，建立評鑑

規準，並依評鑑結果及

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決

議，核定未來各校教育

學程的招生名額；預計

自 94 學年度起 3 年

後亦將減少 50% 之教

育學程招生量。 

三、 調整學士後教育學

分班之師資培育量 

94 學年度學士後教育

學分班核定招生名額，

將視教育職場上實際教

師數之需求，且配合各

類科需求，機動調整類

科班別。 

綜上，各項作法皆具師

資培育專業考量，其 

94 年師範 / 教育大學

招生名額減少  595 

人、教育學程招生名額

減少 315 人、學士後

教育學分班減少 2790 

人，共計減少  3700 

人，較前一年減少 20 

﹪，爰核減師資培育之

招生名額已達績效目

標。 

  6. 配

合九

年一

貫課

程教

50 96 100 100 一、 執行情形： 

（一） 於 94 年 2 月 

1 日以台中（三）字第 

0940005858B 號令修



師在

職進

修學

分班

學員

滿意

度 

(2%) 

正發布「教育部補助師

資培育之大學開設教師

在職進修領域教學專長

增能學分班作業要

點」，以配合九年一貫

課程之實施，協助國民

中學教師充實其領域主

修專長之教學知能，並

增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及幼稚園教師發揮其教

學能力。 

（二） 94 年度計核定

教師在職進修領域教學

學分班 9 校 46 班；

核定專長增能學分班 

21 校 351 班。 

二、 施政成果：師資培

育之大學應於該年度

「領域教學學分班」及

「專長增能學分班」全

數班別結束前一週內，

進行「辦理教師在職進

修學分班意見調查表」

之問卷調查，以各師資

培育大學函報之辦理成

果統計， 94 年度教師

在職進修領域教學學分

班參與進修教師人數計

有 49 人次，進修學分

數達 88 學分，學員滿

意度平均為 95 ％；專

長增能學分班參與進修

教師人數計有 6,855 

人次，進修學分數達 

498 學分，學員滿意度

平均為 96 ％，皆已達

績效目標。 

  7. 工

程會

列管

之辦

32 34 100 100 辦理件數 34 件，達成

目標 32 件， 達成率

為 106% 。 



理案

件數 

(1%) 

  8. 簽

約金

額責

任額

度達

成率 

(0.5%) 

50 118 100 100 94 年度行政院分配本

部簽約責任額度為 

37.1 億元，實際簽約達

成額度為 43.8 億元，

達成率為 118% ，達成

原訂目標 50% ，達成

率為 236% 。 

  9. 簽

約案

件數

達成

率 

(0.5%) 

50 47 94 94 本部各單位提報預定簽

約案件數為 32 件，實

際達成件數為 15 

件，本項簽約案件數達

成率為 47% ，較原訂

目標值 50% ，達成率

為 94% 。 

績效

分數 
原始分數 98.2308 ( 權分 12.77 ) 

二、人力面向 

人力面向 

策略

績效

目標 

衡量指標 

原

定 

目

標

值 

達成 

目標

值 

達

成

度 

(%) 

初

核

分

數 

績效量暨達

成情形分析 

1. 合

理調

整機

關員

額，建

立活

力政

府 

(15%) 

1.  機關

年度各類

預算員額

控管百分

比 (5%) 

0 0 100 100 依行政院各

機關員額裁

減執行原則

暨行政院函

相關規定，庚

續執行職員

及約聘僱人

力裁減，另駐

衛警、技工、

工友人力亦

依行政院函

規定列為出

缺不補。本項



目標值原填

列預估員額

成長率約為

零，依行政院 

94 及 95 

年預算員額

審議結果， 

94 年教育

部暨所屬機

關人員總數

為 2872 

人； 95 年

為 2844 

人，依衡量標

準公式計算 

(0.97%) ，本

部暨部屬機

關 94 年度

員額呈負成

長，已達預期

目標。 

  2.  機關

精簡省超

額職員人

力達成百

分比 

(0.5%) 

86.7 300 100 100 本部機關精

簡省超額職

員 ( 含中部

辦公室、台灣

省中等學校

教師研習

會、國立新竹

社會教育館

及國立鳳凰

谷鳥園 )94 

年度暫行員

額總數為 

214 人、現

有員額數為 

169 人、合

理員額數為 

199 人。依

衡量標準公

式計算 

(300) ，精簡

之成效已達



原訂目標 

  3.  分發

考試及格

人員比例 

(2%) 

14.3 20.3 100 100 本部暨所屬

機關學校若

有人員退離

時，除配合將

職缺提報考

試分發用人

之辦理提報

作業外，併於

職務臨時出

缺時考量該

職缺遴補之

難易程度或

人才留用之

可行性後提

報職務臨時

出缺月報表

以分發考試

及格人員，以

提高公務人

員考試之職

缺提報率；以

本部前以 

95 年 2 月 

7 日台人 

( 一 ) 字第 

0950018620 

函轉部屬機

關學校將 

94 年度相

關提報考試

職缺及總出

缺人數之資

料填復本部

後，經彙總本

部暨所屬機

關學校 94 

年度提報考

試數為 61 

職缺，總出缺

數計為 300 

人，爰本達成



率為 20.3% 

  4.  依機

關年度施

政計畫新

增業務、

機關或整

併機關員

額運用與

政策執行

之配合度 

(0.5%) 

0 0 100 100 本項原訂目

標值為零，本

部暨部屬機

關規劃之員

額需求數與

實際請增之

員額數皆為

零（不包含中

正文化中心

改制行政法

人後，移撥兩

名職員至國

立歷史博物

館及國立中

國醫藥研究

所），已達預

期目標。 

  5. 機關

人力控管

達成情形

－依規定

應出缺不

補 ( 含

應精簡員

額 ) 之

員額 

(1%) 

7 243 100 100 為配合政府

組織改造政

策，員額總量

管理原則下

貫徹聘僱人

力裁減政

策。此項原訂

年度目標值

為 7 人，本

部 94 年度

已執行之員

額為 243 

人，本部達程

度 100% ，

已達原訂目

標。 

  6.  依法

足額進用

身心障礙

人員及原

住民人數 

(2%) 

1 1 100 100 本部暨所屬

機關學校均

依身心障礙

者保護法及

原住民族工

作權保障法

等相關規定

積極進用身



心障礙人員

及 原 住 民

族，除按月列

管並了解部

屬機關學校

之進用情形

外，本部亦屬

超額進用前

揭人員；以本 

(95) 年  2 

月為計算基

準，相關進用

情形如下： 

一、 進用身

心障礙人員

部分：依法應

進用 1431 

人，已進用 

1919 人。 

二、 進用原

住民族部

份 : 

( 一 ) 非原

住民地區  : 

依法應進用

約僱等五類

人員之原住

民  20 人，

已進用  128 

人。 

( 二 ) 原住

民地區 : 依

法應進用約

僱等五類人

員之原住 

26 人，已進

用 55 人；

應進用具公

務人員任用



資格之原住

民 8 人，已

進用 23 

人。 

  7.   終身

學習 

(1)(0.5%) 

10 8.37 100 100 本部各單位

辦理各項研

習、訓練課

程，皆於公務

人員終身學

習入口網站

開班，並核予

終身學習時

數鼓勵同仁

踴躍學習。至 

94 年底，本

部公務人員

總數 478 

人，電子學習

護照總時數

為 0 之人數

為 40 人，

占機關總人

數 8.37 ﹪。 

  8.  終身

學習 

(2)(0.5%) 

75 65.69 88 88 本部各單位

辦理各項研

習、訓練課

程，皆於公務

人員終身學

習入口網站

開班，並核予

終身學習時

數鼓勵同仁

踴躍學習。至 

94 年底，本

部公務人員

總人數 478 

人，電子學習

護照總時數

超規定最低

時數為 314 

人，占機關總

人數 65.69 



﹪，雖未達成 

75 ﹪之目

標，惟本部公

務人員平均

學習時數仍

達 66.63 

﹪。經瞭解，

部分中高階

主管人員，公

務繁忙，顯有

時間得以參

加訓練、進

修，建議由行

政院人事行

政局統一調

訓，增加該等

人員學習機

會。 

  9. 組織

學習 

(3%) 

2 2 100 100 為鼓勵同仁

創新思考，提

升 專 業 素

養，以強化策

略及施政品

質；建立經驗

及智慧分享

機制，落實人

性關懷，營造

互動良好之

組織文化，提

高同仁學習

及回饋意願

與能力，使本

部轉化為學

習型及知識

型組織；並為

建置知識管

理系統，結合

業 務 之 推

動，注重各層

級之經驗交

流及傳承，組

成優質服務



品質及行政

效率之工作

團隊，本部前

依 行 政 院 

93 年  2 月 

2 日發布之

「型塑學習

型政府行動

方案」、同年 

3 月  18 日

發布之「各級

行政機關推

動核心價值

實施計畫」、

同年  4 月 

8 日發布之

「加強行政

院所屬各機

關研發創新

實施要點」，

於  93 年 

11 月  29 

日 台 人 

( 二 ) 字第 

0930150007 

號函頒「教育

部推動組織

學習及知識

管理實施計

畫」，依該實

施計畫，本部

已完成規劃

階 段  ( 策

略  ) ，  94 

年度辦理之

重要措施如

下： 

一、 導入組

織學習概念 

為營造本部

互動良好之



組織文化，分

享經驗及智

慧，以強化策

略及施政品

質，使本部轉

化為學習型

及知識型組

織，於  94 

年 3 月 28 

日以本部各

單位組織學

習聯絡窗口 

30 人 為 對

象，假劍潭海

外青年活動

中心，辦理組

織學習宣導

研習會，成效

良好。 

二、 組織診

斷問卷 

前於  94 年 

4 月以組織

診斷問卷進

行評量，針對

「我的工作

團隊與組織

理念、我的辦

公 環 境 氣

氛、我的主管

領導風格、我

的終身學習

情形、我對教

育部的認同

感」等面向進

行調查，經請

各單位聯絡

窗口協助發

送及收回，統

計結果，應發

送  850 



份 ， 計 有 

565 人 填

寫，填答率約 

66.64% ，其

中依法任派

用之職員為 

379 人，填

答者有  269 

人，填答率約 

70.98% 。問

卷調查結果

經提本部組

織學習及知

識管理實施

計畫推動委

員會報告，據

以研議修正

「教育部推

動組織學習

及知識管理

實施計畫」各

項 具 體 措

施。 

三、 辦理部

次長與中階

人員座談會 

為形塑本部

優質行政文

化，建立部次

長與中階人

員 溝 通 管

道，於  94 

年度辦理  2 

場次部長與

薦任非主管

人員午餐有

約及 2 場次

周次長與專

員有約座談

會，提供同仁

充分表達意



見及互動溝

通機會。 

四、 舉辦主

管願景共識

營 

為營造互動

良好之組織

文化，分享經

驗及智慧，以

強化策略及

施政品質，於 

94 年  9 月 

22 日 假 陽

明山中山樓

辦理本部主

管願景共識

營，由部長親

自主持，經由

參與之一級

主管熱烈討

論，擬具本部

共同願景：

【教育部願

景】希望透過

良好行政與

財務資源的

提供，在「創

意臺灣、全球

佈局、培育人

盡其才的新

國民」的架構

下，型塑五大

願景： 

( 一 ) 發揮

每個學生的

潛能 

( 二 ) 培育

創意創新人



才 

( 三 ) 強化

本土關懷及

國際視野 

( 四 ) 營造

健康友善快

樂學習環境 

( 五 ) 建構

關懷互愛的

終身學習社

會。並將前開

結論通告本

部 所 有 同

仁，將上開共

同願景之精

神，落實於施

政策略之規

劃與執行。 

五、 舉辦教

育論壇演講 

為營造本部

優質學習文

化，接續 93 

年辦理 5 場

次教改論壇

系列演講，復

於 94 年 4 

月至  9 月

間，辦理  6 

場次演講，計

有  560 人

次參加。 

六、 定期辦

理新進人員

講習 

為輔導本部



新進人員瞭

解本部工作

環境，熟習有

關法規及業

務 處 理 要

領，以提高行

政效率，自 

94 年  4 月

份起定期辦

理新進人員

講習。 

七、 企業參

訪 

接續  93 年

參訪 7 家企

業 ( 奧美、

台積電、台

塑、中國信

託、東森得易

購、國泰人

壽、惠普、 

IBM) ， 於 

94 年 參 訪

智邦公司知

識 管 理 系

統，由科長級

以上同仁參

加，反映良

好。 

八、 舉辦 

KMS 知識

管理 ( 文件

檔案管理系

統 ) 教育訓

練 

整合本部各

單 位 知 識

庫，秘書室已

建置完成單



位資料文件

共同存放平

台，同步建置

更新本部單

位內資料庫

與對外網站

內容，並繼續

推 動 本 部 

KMS 第  2 

階段各項作

業，建置本部 

KMS 「知識

推廣小組」及

「知識文件

審核及獎勵

辦法」，於 

94 年  9 月 

29 日及  9 

月  30 日分

上、下午共辦

理 4 場一般

同仁教育訓

練。 

九、 建立本

部同仁職務

輪調制度 

94 年  3 月 

30 日 台 人 

( 一 ) 字第 

0940039545 

號函訂定「教

育部職員職

務遷調實施

要點」，為期

溫和漸進， 

94 年 度 先

以自願申請

遷調者為對

象試辦職務

遷調。經調查

部內同仁遷



調意願，共 6 

人報名，嗣經

審議小組決

議 並 簽 奉 

核准 1 人遷

調。 

十、 鼓勵同

仁選修學

分，轉換專長 

為協助本部

同仁專長之

取得，除於 

94 年 本 部

暨所屬機關

學校行政人

員訓練計畫

內規劃專長

訓 練 課 程

外，已彙整

「台北市公

私立大專校

院  94 學年

度開辦教育

學分班一覽

表」一份提供

同仁進修參

考，計有  5 

人提出進修

申請。 

十一 . 人力

資本衡量 

本部公務解

讀分析報告

除就問卷調

查結果及各

面向衡量結

果分析外，並

就本部人力

資本優勢及



主要問題提

出具體建議

事項及改進

措施。 

十二 . 辦理

中高階主管

職務管理核

心能力之訓

練 

依本部暨所

屬機關學校 

94 年 度 行

政人員訓練

實施計畫，將

中高階主管

職務管理核

心能力訓練

研習納入辦

理之項目，高

階主管訓練

營於  9 月 

26 至  27 

日 辦 理 完

竣，中階主管

訓 練 營 於 

10 月  3 日

至  4 日及 

5 日 至  6 

日分  2 班

次，假國立教

育研究院籌

備處舉辦。 

十三 . 選定

專業核心能

力項目 

選定本部專

業核心能力

項目並編製

本部專業核



心能力辭典

並 以 本 部 

94 年  7 月 

1 日 台 人 

( 一 ) 字第 

0940087174 

號函報送行

政院人事行

政局在案，並

獲該局置於

全球資訊網

「最新消息」

項下列為專

業核心能力

選定作業參

考標竿，供其

他 機 關 參

閱。 

十四 . 推動

及強化運用

公務人力資

本衡量制度 

本部  94 年

度公務人力

資本衡量解

讀分析報告

業以  94 年 

8 月  24 日

台人 ( 一 ) 

字 第 

0940117185 

號函報行政

院人事行政

局在案。 

十五 . 推動

提升公務人

員英語相關

措施 

配合行政院



人事行政局

訂定「提升公

務人員英語

能力改進措

施」，本部以 

93 年  11 

月  15 日台

人  ( 二  ) 

字 第 

0930142789 

號函訂頒「教

育部提升公

務人員英語

能力實施計

畫」，依該計

畫，推動以下

措施： 

( 一 ) 開設

英 語 研 習

班：自  94 

年  3 月至 

5 月試辦「英

語會話班」 3 

班、「英語寫

作班」 2 班

及「實用公務

英文班」  1 

班，計有 80 

人參加。  8 

月起調整開

班為「英語會

話 班 」  2 

班、「英語寫

作班」 1 班

別，計有 43 

人 報 名 參

加。 

( 二 ) 不定

期舉辦英語

學習專題演

講：於  93 



年 11 月 3 

日及  24 日

分 別 邀 請 

live 互動英

語社長徐薇

及空中英語

教室創辦人

彭蒙惠老師

至本部講授

「如何學好

英文」、「如

何提昇英語

能力」專題演

講。另為讓同

仁瞭解全民

英語檢定測

驗，於  94 

年  6 月  3 

日邀請經典

傳訊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黃玟君老師

至本部講授

「全民英檢

說明會」， 3 

次演講同仁

反應熱烈，計

有  271 位

同仁參加。 

( 三 ) 本部

歐季曦同仁

參加行政院

人事行政局 

93 年 度 赴

澳洲墨爾本

皇家理工學

院全球英語

中心進行「提

升公務人員

英語能力專

題研究」，回



部後為共享

學習資源，與

另外 2 位同

仁組成外事

小組，負責本

部外賓接待

及 翻 譯 工

作。 

( 四 ) 購買

英語線上課

程提供同仁

學習，共計 

36 人參加。 

( 五 ) 協洽

英語雜誌書

商提供優惠

價格供同仁

選購。 

( 六 ) 於午

休時間播放

英 語 廣 播 

30 分鐘。 

( 七 ) 編印

提升英語能

力 系 列 叢

書，分送本部

同仁參考。 

( 八 ) 購置

「全民英檢

必 背 單 字 

2000 」手冊

供同仁隨時

查閱。 

( 九 ) 辦理

英語電影欣

賞，以提升同

仁英文視聽



能力。 

績效

分數 
原始分數 99.6 ( 權分 14.94 ) 

三、經費面向 

經費面向 

策略

績效

目標 

衡量

指標 

原

定 

目

標

值 

達

成 

目

標

值 

達

成

度 

(%) 

初

核

分

數 

績效量暨達成

情形分析 

1. 節

約政

府支

出，合

理分

配資

源 

(15%) 

1. 各

機關

當年

度經

常門

預算

與決

算賸

餘百

分比 

(3%) 

0.1 4.63 100 100 教育部 ( 會計

處 ) ：本部經常

門法定預算數 

1173.07 億

元，經常門決算

數 1135.49 億

元，經常門法定

負擔數 360.91 

億元，依衡量標

準計算為 

4.63% ，較原訂

目標值 0.1% 

提 4.53% 。 

  2.  各

機關

年度

資本

門預

算執

行率 

(4.5%) 

90 99.8 100 100 本年度資本門

主管預算數為 

243.95 億元，

主管決算數為 

243.63 億元，

執行率 

99.8% 。 

  3.  各

機關

中程

施政

目

標、計

畫與

歲出

4 4 100 100 策略計畫與施

政目標高度配

合，而所需經費

總數仍在中程

歲出概算額度

總額範圍內。 



概算

規模

之配

合程

度 

(6%) 

  4.  各

機關

概算

優先

順序

表之

排序

與政

策優

先性

之配

合程

度 

(1.5%) 

4 4 100 100 概算編報時即

已填具優先順

序表並配合施

政重點，且順序

在前之計畫經

執行結果其執

行率亦較高

者，優先編列辦

理。 

績效

分數 
原始分數 100 ( 權分 15 ) 

四、績效總分 

業務面向原始分 97.47 分，權分 68.23 分 

人力面向原始分 99.6 分，權分 14.94 分 

經費面向原始分 100 分，權分 15 分 

合計績效總分為 98.17 分 

參、未達目標項目檢討 

參、未達目標項目檢討 

策

略

績

效

目

標 

衡量

指標 

達

成

度 

差

異

值 

未達成原因分析暨因應策略 



1. 

合

理

調

整

機

關

員

額

，建

立

活

力

政

府 

1.  

終身

學習 

(2) 

1

2 

本部各單位辦理各項研習、訓練課程，皆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

口網站開班，並核予終身學習時數鼓勵同仁踴躍學習。至 94 年

底，本部公務人員電子學習護照總時數超規定最低時數為 314 

人，占機關總人數 65.69 ﹪，未達成 75 ﹪之目標。本部將積極

宣導，鼓勵同仁訓練、進修，落實終身學習。 

2. 

全

面

改

善

國

民

教

育

品

質

，深

化

土

地

認

同

及

適

性

教

育 

1. 提

升國

小學

生健

康體

位比

率 

6 一、 經比較 94 度及 93 年度健康狀況調查，發現國小體重過重

及肥胖的比率有下降的趨勢，由 27.18 ％降至 24.2 ％，顯現歷

年對於體重控制的工作已有相當成效；但體重過輕的比例卻在上

升，由 12.89 ％增加至 18.5 ％。經分析此一現象因係現今青少

年體型意識被扭曲，過份注重身材外表，讓一些孩子為了將來擁

有某種身材，刻意進行飲食控制，也印證了當初本部推動中小學

生健康體位 5 年計畫，採用「健康體型意識」、「動態生活」及

「健康飲食」等三面向策略提升學生健康體位之正確性。 

二、 為導正學童對於體型意識的不正確觀念，本部 94 年 7 月 

14 日與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合辦「健康吃‧快樂動－活力一

夏   健康減重」記者會，講解各項不健康的減肥方法，也提供學

生正確的減重觀念並增強學生的體能。此外，本部 94 年度委託

國立陽明大學發展健康體型意識行為指標，將結合健康促進學校

相關計畫持續推展，期能提升健康體位學生之比例。 

3. 

落

實

高

中

1. 提

升學

生規

律運

動人

4 一、 93 年度學校運動團隊及學生運動參與情形調查發現：各級

學校學生每週運動天數（含體育課）在 3 天以上者達 60.6 ％。 

二、 94 年度學校運動團隊及學生參與情形調查發現：各級學校

學生每週運動天數（不含體育課）在 3 天以上者整體平均為 46.2 



職

社

區

化

，均

衡

高

中

職

教

育

資

源

，並

健

全

公

民

意

識 

口比

率 

％。 

三、 本部將在 95 年進行學校運動團隊及學生運動參與情形調查

時，以雙指標方式呈現，一指標以含體育課調查；另一指標以不

含體育課調查。 

4. 

推

動

高

等

教

育

卓

越

化

、國

際

化

，促

進

產

學

合

作 

1. 技

專校

院學

生英

文初

級檢

定通

過比

率 

2

0 

一、未達成原因分析：（一）技專校院學生英語學習興趣受國中

及高中職學習環境的影響頗大，至技專校院方求改善有其困難

性。（二）本部未補助學生參與英語檢定費用，坊間英語檢定費

用自新台幣 2000-6000 元不等，並非所有學生均有參予需求，亦

無法強制學生參與。（三）英語學習成效較難以速成，需長期付

出才會有成效。 

二、因應策略： 95 年提升技專校院師生外語能力執行措施如下：

（一）第四屆高中職暨第五屆技專校院全方位英語能力競賽：為

提供學生校際交流及提升學生英語學習興趣，委託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於 95 年 3 月分組辦理高中職暨技專校院全方位英語能力

競賽，競賽辦法另行函送各校。（二）第二屆技專校院歡樂英語

列車活動：以充實教師英語教學實務能力、強化引導學生繼續自

我學習及提升學生論文寫作與國際會議參與為目標，分教師組、

研究生組及大專組三組辦理全英語課程研習，於 95 年 7 月至 9 

月提供約 3000 人參與，每梯次五天，學生僅需自負差旅費用，

詳細受理單位、辦理梯次、課程規劃及報名時間另行函送各校。

（三）技專校院提升學生外語能力專案補助計畫：預計補助 35-40 

所技專校院辦理各項提升技專校院學生外語能力計畫，補助金額

計約新台幣 6,000 萬元，於 95 年 3 月初公告獲補助名單。（四）

強化技專校院英語教學資源中心服務：持續針對教師及學生，從

合作機制上，強化分區技專校院合作活動通告與參與機制；資源



上，著重電子資源規劃、分享及各類英語檢定聯盟；教學品質提

升上，進一步整合電子資源及豐富學生及教師電子報資源，規劃

推動 e-learning 輔助教學計畫。學生及教師電子報部分，除主動

發送各技專校院師生外，並接受各界線上訂閱，持續強化技專校

院區域英語學習資源分享網絡，建立學生與教師良好的學習互動

接點與平台，讓師生共同擴大學習資源，共同成長。 

區域         承辦學校 / 網址        聯絡電話 

北 區          台 灣 科 技 大 學 

/http://www.etlc.ntust.edu.tw/        02-2737-6279 

中 區          雲 林 科 技 大 學 

/http://www.yuntech.edu.tw/~etlc/index.htm       05-5342601-312

0 

南 區          文 藻 外 語 學 院 

/http://etlc.wtuc.edu.tw/        07-3426031-5301 

（五）規劃專業核心英語學習課程：部分補助南台科技大學研發

專業核心英語學習課程，以加強學生核心英語能力。部分學校業

將英語融入專業科目教學。（六）規劃技專校院建置雙語環境標

準：訂定技專校院雙語環境建置標準，分基礎型及進階型，由技

專校院依據學校發展目標選定依循辦理，於 96 年 11 月 30 日

前完成基礎型檢核作業，於 96 年 10 月 31 日完成全部建置作

業；辦理對象不包括業經行政院雙語環境評獎作業評定特優及優

良學校者。（七）辦理技專校院績優觀摩訪視：持續辦理計畫績

優學校觀摩訪視，以利經驗傳承及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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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1. 大學校院對於學生參與檢測之誘因及學生本身意願之不足：除

有畢業門檻系所之學生，或學生本身之發展有通過英語能力檢測

之需求 ( 如留學、就業等 ) 外，較少主動參與檢測。另因各項英

語能力檢測需自費參加，其費用對學生之經濟能力而言尚屬偏

高，亦影響學生參予檢測之意願；本部雖為提升各校學生素質有

大型經費補助專案，惟對於補助學生參與相關檢測之項目仍為少

數。 

2. 大學自主將英語能力檢測納入畢業門檻：依據大學法及司法院

大法官會議作成之相關解釋，畢業門檻係屬大學自主權責，惟為

提升大學國際化程度，本部近年多鼓勵各校將通過英語能力檢定

納入畢業門檻。而自 93 學年度起，各大學校院雖陸續設立畢業

生須通過英語能力檢定之規定作為畢業門檻，惟各校多有考量畢



業門檻適用年度問題， 93 及 94 學年度如需適用新畢業門檻，

恐準備不及影響學生權益，是以多數新訂畢業門檻之大學校院多

未要求施行前之在校生即刻實施，需俟訂定後之新生陸續達畢業

年級後 (95 、 96 學年度後 ) ，始有較顯著之效果。 

3. 統計數據應按學年度調查：依 94 年度之工作計畫時程， 94 

年分別於第 2 季及第 4 季彙整大學校院學生相當英語能力進階

英檢通過百分比，惟因各校行政作業時程各不相同，多數學校於

學生畢業時配合離校手續辦理相關統計作業，是以本部第 4 季調

查作業時，學校多無完整之資料，且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尚未結

束，即尚無畢業生資料，造成統計數據之完整度不足。本年第 2 季

（ 2005 年 8 月）係統計為 93 學年度結束之畢業生通過相當英

語能力進階英檢通過百分比，而 94 學年度畢業生通過相當英語

能力進階英檢通過百分比應於明年度 (2006 年 7 月 ) 統計之數

據較為完整，本 (2005) 年度第 4 季統計之 94 學年度百分比，

非為完整數據，僅能提供參考。未來擬調整於各學年度結束時配

合學校學生之畢業時程調查，以求資料之正確性。 

未來策略： 

1. 持續鼓勵大學校院將英語能力檢測納入學生畢業門檻並輔導學

生提升英語能力。 

2. 各校亦應主動灌輸學生提升英語能力有助於本身之國際化，通

過相關檢測對於其未來升學或就業等生涯發展，亦有所助益，以

提升學生本身參與英語能力檢定之意願，另亦鼓勵學校建立獎勵

或補助學生參與檢測之費用，以減輕學生負擔。 

3. 為求資料之正確性，將配合學校於學生畢業離校時一併調查其

是否通過相關英語能力檢測之行政作業時程，各項指標之填報時

程修正為每年之七月統計前學年之畢業生通過英語能力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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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指標之主要原因如下： 

一、 語言問題：外國學生來台，大都不具備流利使用華文的條件，

在進入正式學位課程之前，仍須接受更長之語文訓練。 

二、 科學及學術實力問題：以我國現階段學術水準，要能吸引先

進國家學生來台留學，目前仍侷限於商業管理等，且以研究生為

主，難以大量招生。 

三、 質量均衡問題：為免大量招收外國學生，導致學術品質滑落，

在執行過程中除量的考量外，亦須質的要求。 



四、 配套措施：各校雖已積極接受外國學生申請，但仍需在課程

設計、宣傳模式等再加努力，並作好銜接課程、宿舍等配套措施，

以上各項均需時間耕耘及經驗累績。 

本部依行政院指示以提升學術水準及深化國際交流之政策目標重

新規劃，並經召集本部「招收外國學生推動委員會」研商，決議

未來努力及改進策略方向如下： 

五、 為提升學術水準，爰配合五年五百億打造國際頂尖大學計

畫，訂定以獲補助之十二所學校，至 2011 年招收外國學生達學

生總數比例 5% 外；對其餘學校也將再速研議其需求後，加強資

源提供等措施以提高誘因。 

六、 在推動方向上，除加強招收學位進修之外國學生外，為深化

國際交流，國際化不應只限吸引歐美學生，應鼓勵各校先與各國

學校建立姐妹校關係加強合作，再從相互承認學分和發展交換學

生開始，鼓勵外國學生來台研修 ( 一學期以上 ) 正式課程，並以

此為先導，吸引外國學生續留台攻讀學位，此等學生並將另計為

外國交換學生。 

七、 配合大學法修正完成，積極輔導學校加速學位學程及配套措

施等開發。 

八、 於重點地區，仿照英國教育中心模式，設置大型教育中心，

全力推展招生業務。 

九、 規劃招收外國學生專業經理人員培訓，俾辦理經驗得以累積

及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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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93 學年度各級補習及進修教育及空中教育學生數未達預定

目標之原因分析如下： 

( 一 ) 義務教育之落實：九年義務教育之落實，致國民中小學補

習學校之學生數降低。 

( 二 ) 高中職及高等教育之普及：高中職及高等教育之普及，影

響高中職以上進修教育及空中教育之學生來源。 

二、因應策略： 

93 學年度各級補習及進修教育及空中教育學生數雖未達預定目

標，為鼓勵民眾參與非正規學習，目前正採行試辦非正規學習成

就認可機制，提供更多元之學習管道與機會，以期提升終身學習

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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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件數與原訂目標差距之主要原因，可歸納為人為不可控因素：如

文教設施公益性較高或設施條件不佳，雖經多次公告均乏人問

津，致流 ( 廢 ) 標，甚至經專家檢討，提院會解除列管，如國立

政治大學國際學生暨研究生宿舍，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游泳池委外

案及國立台南女中游泳池委外案等。 

肆、績效總評 

本部依業務面向、人力面向及經費面向擬訂了 8 大策略績效目標及 54 項衡量

指標，雖業務面向之提升國小學生健康體位比率、提升學生規律運動人口比率、

技專校院學生英文初級檢定通過比率、大學校院學生英文中級檢定通過比率、提

高來台攻讀正式學位之外國學生人數、參與成人基本教育、補習教育、進修教育

及空中大學人數、簽約案件數達成率等 7 項衡量指標，人力面向之終身學習

（ 2 ）未能達成原訂目標值，目標達成誠屬同仁積極作為，雖有未達成的目標，

但同仁仍競兢業業努力面對挑戰，因應改善。 

未來四年本部仍以施政主軸「培養現代國民」、「建立臺灣主體性」、「拓展全

球視野」、「強化社會關懷」為四大綱領，執行 13 項策略及 33 項行動方案。 

這個施政主軸乃理念與實際之結合，以理念為基礎而衍生出策略與行動方案。秉

持「回歸教育本質」、「完成個人」的施政理念，讓教育理念落實到每個個人，

使其發揮最大潛能，完成自己。人能完成自我，即是完成國家，個人能力充分發

揮即是國力的提升。 21 世紀的核心價值在於先進的創意與寬廣的視野，教育

除激發個人的原創性外，亦應引導個人有寬廣的世界觀與長遠的歷史觀，因此，

本部以「創意臺灣、全球布局－培育各盡其才新國民」作為施政的總目標。 

伍、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一、 社區國中畢業生就近入學率逐年提升：以高一新生數為分母， 91 學年度

就近入學率為 51.82 ﹪， 92 學年度就近入學率為 55.75 ﹪， 93 學年度

就近入學率 57.89 ﹪， 92 至 93 學年度之總就近入學成長率達 2.14% 。 

二、高中職學生休退學人數逐年減少： 92 至 93 學年度之高中職校學生休退

學人數自 28,003 人驟減至 14,928 人。 

三、高中職應屆畢業生未升學未就業人數逐年減少： 92 至 93 學年度之高中

職校應屆畢業生未升學未就業人數自 34,403 人減少至 22,381 人。 

四、家長接受度逐年提高： 94 年度高中職社區化政策民意接受度為 77.38 

﹪，近 8 成的家長皆接受高中職社區化政策的鼓勵學生就近及適性 ( 依性向、

能力及興趣選擇學校就讀 ) 入學。 

五、扶植社區發展特色：截至 94 年度，已重點補助 32 個適性學習社區。 



六、 94 年度教育優先區計畫執行具體成果如下： 

( 一 ) 推展親職教育活動：計補助 2828 校、 48332 場次，補助經費 

64,096,458 元。 

( 二 ) 辦理學習弱勢學生之學習輔導：計補助 1817 校、 57889 班，補助

經費 427,154,304 元。 

( 三 ) 補助文化資源不足學校發展教育特色：計補助 1068 校、 1300 項，

補助經費 98,646,191 元。 

( 四 ) 修繕離島或偏遠地區師生宿舍：計補助 171 校、 238 式，補助經費 

31,628,291 元。 

( 五  ) 充實學校基本教學設備：計補助  145 校、  153 案，補助經費 

12,988,877 元。 

( 六 ) 充實學童午餐設施：計補助 267 校、 374 案，補助經費 30,406,035 

元。 

( 七 ) 發展原住民教育文化特色及充實設備器材：計補助 322 校、 542 案，

補助經費 40,754,724 元。 

七、補助弱勢學生參加課業輔導所需費用：補助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原住民及

情況特殊學生參加費用，以縮短城鄉差距並落實弱勢照顧； 93 學年度第 2 學

期計補助經費新台幣 43,830,463 元，受惠學童 9,413 名；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計補助經費新台幣 32,403,667 元，受惠學童 9,476 名。 

八、執行降低國中小班級學生人數計畫： 

( 一 ) 本部自 87 學年度起執行降低國中小班級學生人數計畫，國小逐年降至 

35 人編班，至 92 學年度達成全面以 35 人編班之目標。國中自 91 學年度

起至 93 學年度逐年降至 38 人，預定至 96 學年度國中小全面降至 35 人編

班。 

( 二 )94 學年度目標為國小一至六年級、國中一年級以每班 35 人編班，國中

二、三年級以每班 38 人編班，國小達成率為 96.39% ，國中達成率為 87.24 

％。 

九、關懷弱勢弭平落差、退休菁英風華再現、國中學生英文營： 94 年度共照

顧 63,776 名國中小弱勢學生。 

十、試辦「攜手計畫」：引進 500 名經濟弱勢大專生提供 1000 至 1500 名

國 中 學 習 弱 勢 學 生 每 週  6 小 時 之 英 文 、 數 學 課 業 輔           



導。 

十一、引進海外英語專長替代役男深入校園： 94 年度引進 35 名，協助偏遠

地區國民中小學，改善英語化環境，並提昇英             語教

學成效，受惠學童 1 萬 3,831 人。 

十二、綜上，國民中小學學習低成就及教育資源不利學生直接接受學習生活照顧

及輔導人數已達 9 萬 7,996 人以上。 

十三、成立藝文團隊之中小學校數比率： 94 年度辦理之具體成果計有下列各

項 

( 一 )94 年本部與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建會、內政部兒童局及中華民國原住民

族知識經濟發展協會共同推動「全國原住民兒童母語歌謠才藝競賽」，分 4 區

辦理初賽經過各分區激烈的初賽計有 14 校，於 5 月 21 日（星期六） 09 ： 

00~17 ： 00 齊聚台北市國父紀念館進行總決賽，本部部長及政務次長均蒞

會指導並頒獎。 

( 二 ) 本部與公共電視於 94 年 10 月 12 日共同假國立國父紀念館辦理

「台灣囝仔，讚！ 2005 ~ 一人一樂器 一校一藝團」 25 個縣市政府成果展、 

3 個教學攤位及 19 個學校表演晚會活動，本部部長親自前往觀賞及頒贈感謝

獎盃於表演團體。 

( 三 )94 年高級中等學校計 174 校提報養成活力青少年實施計畫，共 291 

場次約 40 萬人次，參加四項比賽學生約 7500 人次。 

十四、本部補助各縣市政府辦理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計 786 班， 

15,720 人參與學習、家庭教育中心辦理 908 場外籍配偶家庭教育活動， 計 

35467 人參加、國中小補校人數計 8948 人、補助政府機關及民間團體辦理

之教育學習活動計 26855 人，總計受益人數計 87000 人，達成原訂目標人

數 86900 人，達成度 100% 。 

十五、本部 94 年度補助各縣市政府辦理成人基本教育計畫，辦理成人基本教

育研習班 2,136 班（含外籍配偶專班 786 班），參與人數 4 萬 2,720 人。

另縣市政府並依計畫辦理師資研習、教學觀摩及宣導等相關活動，以增進業務推

展成效。我國 15 歲以上國民不識字率已由 78 年之 7.11 ﹪（ 130 萬人）

降至 93 年之 2.84 ﹪（ 52 萬人），達成度 100% 。 

十六、本部為瞭解各級學校運動團隊設置及學生運動參與情形，以評估培養活力

青少年及推動「一人一運動，一校五團隊計畫」政策執行績效，特委託台灣師大

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進行問卷調查。有關團隊設置採網路問卷方式實施普查，填

報時間為 94 年 10 月初至 12 月底，全國 4018 所學校皆上網填答，填答

率 100 ％。學生運動參與情形依地區及學校班級數採分層隨機抽樣，抽測全國

各級學校數 15 ％，計 600 所學校 59000 份問卷，回收 472 所 41432 



份，回收率 78.67 ％。經分析後重要結果如下： 

( 一 ) 各級學校學生規律運動人口 

1. 學期中不含體育課每週運動天數三天以上整體平均為 46.2 ％，相較 93 年

度含體育課 60.6 ％之比例   而言，規律運動人口有所提升。運動時間以 

31-60 分鐘為主，運動持續時間達 30 分鐘以上者比例為 61.2% 。 

2. 學期中各學級每周運動三天以上國小為 57.8 ％，國中為 40.7 ％，高中職

為 25.6 ％，大專校院為 25.3 ％，呈現學級愈高比例愈低之情形。 

3. 寒暑假期間的規律運動人口比例整體為 56.5 ％，各學級國小為 66.9 ％，

國中為 54.8 ％，高中職為 39.4 ％，大專校院為 29.2 ％，與學期中比較小

學約增加 9% ，國高中則提升了約 14% ，大專校院則提升不到 4% ，顯示

大專校院學生寒暑假期間規律運動習慣的養成是首要突破的空間。整體運動持續

時間則達 30 分鐘以上者比例為 68.4% ，較學期中增加 7.2% 的比例。 

( 二 ) 各級學校運動團隊設置情形 

1. 全國各校運動團隊設置達五項團隊以上之學校， 94 年度學校運動團隊及學

生參與情形調查發現：全國各校運動團隊設置達 5 個團隊以上之學校，國小達 

63.55% ，國中提升到  79.86% ，高中職為  92.34% ，大專校院為 

96.91% ，佔全國學校比例為 83.16 ％。基此，各級學校皆能達成設置率 

80% 的政策目標。 

2. 各級學校平均團隊數，小學平均每校 7.5 隊，國中 9.58 隊，高中職 14.12 

隊，大專校院為 21.17 隊，學級間差異頗大，尤其小學與大專校院間有近三倍

的差距。 

3. 中小學成立團隊數較多的縣市前五名依序是嘉義市（ 17.73 隊）、台南市

（ 12.78 隊）、台中市（ 12.62 隊）、台北市（ 12.14 隊）、新竹市（ 11.4 

隊），較少的則是澎湖縣、台東縣、南投縣、高雄縣及雲林縣等較偏遠縣份，但

平均也都有五隊以上，顯示城鄉間差異大。 

( 三 ) 運動代表隊成立與活動情形 

1.94 年度全國各級學校運動代表隊共有 19573 隊，平均每校有 4.88 隊，

較 93 年度之 4.5 隊，提升 0.38 個百分點，顯示政策推動績效良好。 

2. 各學級中平均大專校院每校有 12.39 隊最高，高中職平均每校 5.65 隊，

國中每校 5.04 隊；國小每校 4.24 隊，往下依序遞減，與 92 年度相較，國

小及大專分別提昇 0.54 及 0.69 隊，國中及高中職則分別減少 0.36 隊及 

0.05 隊，顯示升學壓力較重的中學階段運動代表隊設置較難突破，有待繼續努

力。 



3. 整體運動代表隊活動情形，平均每週練習次數為 3.49 次，參加校際交流的

百分比為 91.72% ，較 93 年減少了 1.28% ，可能係因學校財政困難，比

賽經費不足因而影響校際交流的比例，也因比賽機會減少導致每週練習次數降低 

0.21% ，有關學校運動代表隊比賽經費不足的問題亟需克服。 

4. 整體運動代表隊成立最普遍的前五種種類依序為田徑、籃球、跆拳道、桌球、

游泳，與 93 年度完全相同。依性別而言男生為田徑、籃球、跆拳道、桌球、

游泳， 

5. 女生則為田徑、跆拳道、桌球、籃球、游泳，男生籃球隊較普遍。 

( 四 ) 運動社團成立與活動情形 

1.94 年度全國各級學校運動社團共有 17361 個，平均每校 4.33 個，較 93 

年度之 5.2 個降低 0.87 個百分點，由於中小學之社團通常依班級數開設，因

此社團數減少可能與少子化現象，各級學校班級數下降有關，未來應正視此問

題，讓學生能保有多元化運動社團活動權利。 

2. 平均大專校院每校 8.78 個最高，往下依序遞減，高中職每校 8.47 個；國

中 4.54 個；國小 3.26 個。各級學校皆略有降低，但以大學校院減少 1.62 個

最為嚴重，值得正視。 

3. 運動社團活動情形，平均每週活動次數為 1.97 次，較 93 年度 2.24 次

降低 0.27 次，參加校際交流的百分比為 57.21 ％，較 93 年度 61.30 ％

降低 4.09 ％，經費問題可能亦是影響校際交流活動舉辦、參與的重要因素，

連帶影響活動次數。此外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發現數學、語文領域授課時數偏

低許多時間用以補強教學，亦可能是影響因素。 

4. 成立運動社團最普遍的前五種種類依序為籃球、田徑、桌球、跆拳道、羽球，

與 93 年度比較，次序不變。 

綜觀上述調查結果，教育部「一人一運動，一校五團隊」之政策推展具有實質績

效，在規律運動人口提昇及學校運動團隊設置上皆達成指標，惟運動社團部分較 

93 年度略有下降，尤其小學部分較不理想，且城鄉間差異大，探討其原因可能

與人口變遷導致學校班級數減少有關，在未來體育政策擬定上宜有所因應。而各

級學校學生對體育課的喜歡程度皆相當高，但目前的體育課節數卻不能滿足學生

需求，尤其是中小學生，更應重視其需求速謀對策，解決體育課時數不足之問題，

以免對其身心發展與體適能造成影響。 

十七、提高來台攻讀正式學位之外國學生人數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本計畫自推動以來，各大專院校為招收外國學生，紛紛致力於課程發展 ( 如設

計英語學程 ) 及校園環境營造等等改進措施，已帶動學校營造整體環境，啟動

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進程，為教育產業化奠下根基，也因外國學生的引進，我國學



生在校園中，可以與各國學生一同學習、比較、競爭，讓學生在大學階段，即在

國際比較下提早接受國際化的刺激與薰陶，爰此， 2005 年己有雜誌將各校招

收外國學生及國際化程度，列為推薦各校研究所課程重要指標，顯見在質的方面

本案己發揮帶動提升高等教育品質、優質人口結構的功能。而因學校積極出國參

加各國教育展宣傳招生，無形中亦提昇我國高等教育在國際的能見度。 

且為推動本案，本部與外交部、國科會、經濟部共同設置臺灣獎學金， 2004 年

提供 555 名， 2005 年提供 713 名，提供包括邦交國在內的 80 餘國國家

學生來臺進修學位，引起各界關注，包括各國元首政要等外賓來訪時，均要求會

見該國留臺學生，顯見其重視程度及本案所發揮的增進國際友誼功能已受肯定；

該等學生學成時，可留臺就業，為我國產業所用，亦或返回其母國，將臺灣經驗

帶回，為友邦的國家發展培育人才，促進國家合作發展。 

而在量的方面，「吸引外國學生來臺留學」辦理第 1 年， 2004 年度外國學

生人數已有明顯成長，在我國攻讀學位之外國學生，從 2003 年之 1,568 人

增加至 2004 年度 1,960 人，成長率 25% ； 2005 年度更成長至 2,853 

人，成長率 46% ，為歷年來人數最多者；且在外國學生來源國 (91 年 62 國、 

94 年 93 國 ) 及招收外國學生學校數 (91 年 59 校、 94 年 98 校 ) 方

面亦均有成長。 

十八、鼓勵國外留學計畫推動具體事蹟： 

推動鼓勵國外留學計畫已見績效。 94 年度赴八大主要留學國家之簽證人數已

由 93 年之 30728 人增至 32499 人，比原定達成目標人數 31800 人超

前。為擴大「鼓勵國外留學」受惠人數， 94 年編列 618 ， 205 ， 000 元

年度預算，用於選送 94 年第一季榜示錄取之 93 年公費留考公費生 75 名、

博士後研究生 22 名、留學獎學金生 104 名以及另拔擢 36 名「專案培育留

學獎學金生」；調高公費生生活費標準；協助中低收入家庭之學生 2039 人申

請留學貸款，在國外修習碩、博士學位以及配合外國政府及機構贈我獎學金協助

遴選學生 190 名出國研修。另配合並協助國科會及經建會辦理 94 年「菁英

留學 - 專案擴增留學計畫」甄試兩梯次共錄取 143 人及「專案擴增大學自行

選送人才出國研修」審查結果，教師部份共計補助 19 校 48 名；學生部份則

計補助 20 校 130 名學生出國研修。 94 年致力增加公費留學名額，於 12 

月 5 日公告錄取公費留學生 84 名。加強自費生留學輔導方面，完成整合留學

資訊，設立及充實中華民國留學資訊站；於台灣北、中、南、東部共辦理 8 場

留學宣導會，並輔導、補助及派員出席大學校院及全國 8 處留學資料參考室所

在之社教單位辦理留學新生座談及留學講座；協助各國駐台單位舉辦之教育展活

動，吸引學生前往參觀。 

十九、推動創意教師行動研究計畫：鼓勵大學協助中小學校教師進行以創造力培

育為核心之行動研究計畫補助有 20 項計畫，計有 20 所大專院校、 17 所高

中職國中小、 6 所幼稚園參與。 



二十、推動創意學子多元培育計畫：針對高中職學生，辦理高中職學生智慧鐵人

創意競賽暨國際邀請賽，第一屆共 126 隊 756 學生參與、第二屆共 465 隊 

2788 學生、第三屆共 703 隊 4218 學生，計有二百多所高中職學校參與其

中。 

二十一、推動創意智庫數位創新計畫： 

( 一 ) 建置創造力案例、教學之交流平台，建構完整創造力知識庫，公開各界

查詢使用。 

( 二 ) 辦理數位典藏．創意教學推廣活動，由大學校院協同大學以下學校建置

以培育學生創造力為導向之數位內容，並落實於教學現場。 

( 三 ) 成立創造力教育重點資料中心，完整收集教育、社會、文化、傳播、產

業等六大領域創意、創新、創造力、創業資料。 

( 四 ) 完成創造力教育數位化人才庫，逐年增修。 

( 五 ) 建立創造力計畫數位歷程資料庫，提供創造力教育學者進行後設研究分

析之用。 

( 六 ) 完成 14 國創造力人物、機構資料庫（中英文），逐年檢視增修。 

( 七 ) 完成台灣創造力教育實況（中英文）數位及文本資料，逐年檢視增修。 

( 八 ) 完成數位化創意百科，持續蒐集創造力理論、創造思考技法、創造力辭

庫、創造力教學、創造力研究、創造與發明、創造與生活、創造力資源、創造力

活動、其他等數千多筆資料。 

二十二、持續辦理大專校院創意發想與實踐聯合課程及實作觀摩競賽，共 46 校

參與。 

二十三、持續辦理創意學養計畫，計有 7 所大學校院建築系所共同發展大學專

業領域創意教材及學理 

新知。 

二十四、結合專家學者、教師團隊、民間團體及業者約 370 個機構單位建置六

大學習網， 94 年完成第二年建置內容。累計開發中小學數位學習內容 13,000 

單元 ( 教材 3383 單元、教案 1298 筆、素材 5120 筆、學習單 1255 筆

及測驗題 1429 筆 ) 及相關網站整合機制。並成立各縣市六大網推廣學校 

150 校及結合各縣市資訊融入教學成效績優學校約 80 所，協助網站經營及資

訊融入教學應用推廣。（入口網址：＆ lt;http://learning.edu.tw ＆ g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