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十二年度教育部施政績效評核意見 

評核意見 

一、業務面向 

 

（一）調整現行學制，因應 e世紀時代之需求方面： 

全校辦理綜合高中課程校數、中小學資訊融入教學活動等各項

指標已達原訂目標；惟五足歲幼兒入幼稚園比率僅達 39.33%，

宜通盤檢討各項原因以提高入園比率，俾利國教向下延伸一年

政策順利推動。另我國數位發展過程已產生城鄉落差，宜加強

偏遠學校資訊教育及教師培訓，以降低城鄉數位落差情形。 

（二）建構安全、健康、適性之教育環境方面： 

推動家庭教育、視力有問題學童的轉介及矯治、全國國民中小

學實施九年一貫課程等工作已達原訂目標；惟降低國民中小學

班級學生人數部分，國中一至二年級目標並未達成，對於社區

人口快速增加地區，宜督促縣市政府加強落實學區劃分及總量

管制；另外，小班教學精神在於藉由個別化及個性化教學，達

成學生適性發展，建議進一步評估實質效益，並研議精進作法，

以擴大執行成效。 

（三）推動多元入學方案，擴大學校招生選才及選校空間方面： 

依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發布 2003年世界競爭力年

報，我國有關中等教育就學率指標，國際評比名次從 2002年第

10名躍升為第 2名，成效已逐獲肯定；多元入學方案實施後，

在擴充升學管道、發展學校特色、增加學生選擇權利、促使教

學正常化方面亦已展現成效，但招生方式及執行技術仍受家長

及民意代表質疑，建議蒐集各界意見深入分析，並持續檢討改

進。 

（四）建全師資培育及建立教師分級制度，提升教師專業成長方面： 

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師資培育機構提供教師進修之機會及

建置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分級與評鑑制度等工作已達成原訂目

標，有助提升在職教師專業水準；惟存在大量合格教師求職無

門及許多教師因地方財政因素無法如願退休等問題，顯示師資

供需結構失衡，宜儘速研擬妥適解決方案。 



（五）追求大學卓越發展，提升知識競爭力： 

提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整合性及跨校性學術成果等工作已達

成原訂目標；惟補助研究型大學進行校內或校際之學資源整合

部分，校內整合、校際整合及跨校研究中心等計畫雖達到原訂

目標，但欠缺整體校益之評估，執行成效無法有效凸顯。 

（六）加強弱勢族群教育，實現社會公義方面： 

接受學前特教三至六歲身心障礙學生成長幅度、原住民學生就

學高等教育提升幅度等指標達成原訂目標；惟中輟學生復學後

容易因無法適應再度輟學，建議持續加強中輟學生輔導及安

置；另已針對弱勢學生提供學雜費減免及各項補助措施，惟仍

有繳不起學費或營養午餐費用之情形發生，宜針對問題檢討分

析，研擬改善措施，並加強各項補助經費控管。 

二、人力面向 

 

配合行政院函規定人力控管部分、依法應進用身心障礙人員、依法

應進用原住民人員等部分均達成原訂目標，惟辦理執行預算員額數

精簡及精省超額人力部分，仍應加強辦理。 

 

三、經費面向 

 

經常門賸餘數占經常門預算數，雖已達成原訂目標值，惟所訂目標

值偏低，且較上年度節餘比率低，尚待加強改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