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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基本資料 

※ 以上人員欄位倘有不足者，請自行新增。 

※ 政府補助款請以每校每學年新臺幣一百萬元計。 

※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教育部補助105學年度推推動動教教師師多多元元升升等等制制度度重重點點學學校校計計畫畫書書 

計畫基本資料表 
學校名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校    長 戴昌賢 電話 （08）7703660 

地    址 (91201)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一號 

計畫主持人 
姓名 戴昌賢 電話 （08）7703660 手機  

職稱 教授 E-Mail president@mail.npust.ed
u.tw 傳真 （08）7702226 

計畫共同主

持人與聯絡

人 

姓名 王國安 電話 （08）7703202＃7254 手機 0927530925 

職稱 助理教

授 E-Mail yachin3@yahoo.com.tw 傳真  

會計聯絡人 
姓名 黃卉宇 電話 （08）7740197 手機 0921038005 

職稱 組長 E-Mail jonna0108@mail.npust.e
du.tw 傳真  

執行期間 全 程：105 年 08 月 01 日起至 106 年 07 月 31 日 

核定金額 
政府補助款 學校配合款 總計 

1,000,000 元 400,000 元 1,400,000 元 

mailto:president@mail.npust.edu.tw
mailto:president@mail.np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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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緣起與目標 

 
一、屏東科技大學校務願景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前身為創立於 1924的屏東農業高級補習學校，於屏東農業專科

學校(1954~1991)奠基，屏東技術學院(1991~1997)成長，以及現今科技大學(1998起)

壯大。本校創校以來即以發展熱帶農業研究及人才培育為最重要的目標，歷任校長對

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育的卓越見識及發展規劃，90多年來對於臺灣農工產業及經濟建設

各方面的發展，均有非常傑出的貢獻。本校於 2013年的典範科大計畫經費躍居全國科

技大學第三名，榮獲全球綠色大學 2014年第 31名，亞洲第 3名，全國第 1名，以及

2015年 Cheers雜誌舉辦由全國大學校長互評的辦學績效顯著全國第 14名。 

而基於當代全球形勢，暖化問題、人口膨脹、糧食短缺、生態破壞、環境污染、

病毒肆虐等危機，農業科技、生命科學等專業，是解決問題的良方。本校發展的熱帶

農業，具有獨特性與多樣性，加上工、管理、人文社會學院的特色與專長，本校的校

務發展願景，便是建構國際性及全方位具熱帶、亞熱帶農業特色之大學。除了培育具

有「臺灣農業產業價值鏈」的技術人力，更放眼於成為世界級「熱帶農業」創新、創

思與創業的人才培育基地。 

除此之外，放眼未來，全球將面臨之極端氣候、生態破壞、食品安全、高齡化社

會等問題，本校聚焦於四大發展主軸：「科技農業」、「生態產業」、「白金社會」、「藍色

經濟」。 

 

（一）科技農業 

「農業產業價值鏈」與「新三農」－新農業、新農民、新農村是政府發展臺灣農

業的既定方向，本校在農業科技化的技職人才培育與技術發展目標在於培育新世代農

業經營者，提升創新及知識的運用之能力、經營設施農業之能力、開發農產品通路並

拓展外銷之能力與掌握與利用新技術之能力，全方位進行農業經營、開拓與創新行銷。 

 

（二）生態產業 

生態產業包含從事生態保育之產業，以及產業生產過程考量生態保育。本校在農

學院以及工學院之系所已有具體成果，例如綠能植物工廠、電動車、環境污染控制技

術，並設有防災中心、水土保持中心、環境科技服務中心等產業服務中心，執行政府

與產業界服務案成果豐碩。農、工學院亦有相關學(課)程來培訓人才。未來將持續強

化以及推動跨院系橫向與垂直整合。以垂直農場的經營概念，發展能源循環與回收利

用的農耕與養殖共生技術，推動水土保持與防災復育，推展綠能節水植物工廠，發展

特殊用途電動交通工具，建立多種產業共生共榮的生存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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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白金社會 

未來，熟齡與高齡化社會的健康、照護、休閒與文創活動將掀起另一波的產業與

人才需求。本校將整合農學院的健康/機能食品生產製造、管理學院的餐旅經營、電子

商務及照護系統研發，工學院材料與製造、人文社會學院的文創，社會工作以及休閒

產業，研發高品質的產品與服務，以及培育產業所需人才運用無遠弗界的物聯網及雲

端大數據的分析，可發展豐富多元的創新企業，甚至於開創新的產業，也善盡大學的

社會責任。 

 

（四）藍色經濟 

生態與環境保育已經邁向另一種思維：「生態與環境保育可以創造更多經濟、社會

與就業價值」。例如本校森林系師生接受墾管處委託，規劃與輔導墾丁社頂等七個社區

特色遊程，短短 5個月就有近 200萬元的營業額，實現國家公園生態保育與偏鄉社區

永續發展的範例。未來會有更多的國內外遊客愛上這種保護環境又可親近土地人文的

旅遊，而本校以熱帶農業為核心，加上南部生態資源豐富，將可成生態觀光休閒產業

的人才培育與研發基地。 

 

「科技農業」、「生態產業」、「白金社會」及「藍色經濟」四大特色主軸涵蓋本校

所有系所特色與發展目標(如圖 2-1)，而且本校已經建置多個技術研發與服務平台，未

來將以「專業鏈結」與「跨域整合」的執行方式，推動「科技農業」、「生態產業」、「白

金社會」及「藍色經濟」四大特色主軸之人才培育、研發與國際交流。 

  

圖1  各院系特色與發展目標及主軸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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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升等與校務發展 

    本校在悠久的學校歷史與篤實的校務發展的基礎上，發揮農業科技專長，加之工、

管理、人文社會、國際、獸醫學院等的努力，早已是南台灣最重要的人才培育與研發

基地，在此，「教師」的教學、研發與推廣服務上，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本校的教務發展四大特色主軸：「科技農業」、「生態產業」、「白金社會」與「藍色

經濟」，更仰賴本校教師在研發、產學合作的努力。因此，在產學合作發展上，建立教

師與產業鍊結獎勵辦法，並鼓勵資深教師將發展主軸修正為「產品為導向之研究

（Product Oriented Research, P.O.R.）」，跨域結合成研究團隊及產業研發團隊，將本校

教師從事研究開發之成果及經驗，轉型與技術轉移加值於產業界及商品化以產生衍生

企業，建立實務性產學合作的校園環境。並推動「一師一企業，一系一產業」的技職

策略，強化學用經濟與學用合一，深化產業基礎。 

    同時，在教學上，為對應四大發展主軸，除持續建構本校教學研究之空間、硬體

及人才外，也除持續強化以及推動跨院系橫向與垂直整合，支持跨領域、跨校整合性

主題之教學群。配合典範計畫執行前瞻性研究，引導未來產業趨勢發展，協助師生教

研成果進行創業，加強創業能力培養，以學校實習場地作為創新創業基地，推動產學

成果商品化，成立校園產業園地提供廠商進駐與產品製作。配合教育部「大學創新轉

型計畫」之跨校大手攜小手計畫，推動屏東與台東區域技職夥伴學校「健康產業」橫

向(科技大學)與垂直向(高職、專校)人才培育。 

    且更重要的，在本校現有的升等與評鑑制度上，將本校之校務發展目標與制度面

結合，將產學研發績效列入評分項目，提升教師參與產學合作之意願；調整教師聘任、

教學、評鑑、升等制度，建立教師教學升等輔導機制，建立教師與產業鏈結獎勵辦法，

組成跨領域產業研發團隊，同時配合現在產業並開發未來產業。並持續改進教師升等

評鑑制度，建立產業學院，推動校園產業園區化，以實質轉換科系課程內容為產業技

術學程，回應產業實務動態，加速更新實務教學建設，以縮短產學落差。更完備各項

產學合作與學術研究激勵辦法與行政程序，除落實於專業人才培育面向上也有助於提

升本校之國際學術能見度。 

    而配合教育部提倡教師多元升等，本校亦已建立多元升等制度，本校校務發展與

多元升等的關連分析如後： 

 

（一）教學為本，多元培育 

本校為鼓勵教師多元升等，輔導教師改進教學策略，探索教學方法，以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並以教學改進成果提出升等，故建構教師教學升等機制，輔導教師改善教

學，提供資源協助與教學環境建置，配合教師探索教學策略與教材製作，以協助教師

進行教學活動。利用磨課師與微型教學模式發展教師多元教學能力，進行教學升等。

建置數位教材，藉由擴充微型教室與遠距教學平台等相關周邊設備，發展適合技職體

系教學之遠距教材或課程研發，提升學生學習與實習成效。也由學院推舉教學特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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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並給予獎勵，協助本校推動教學品質提升活動，擔任本校所舉辦相關教學專業成長

活動或教學觀摩研討會進行教學經驗教授。在教學升等輔導與獎勵上，提供教師更為

精進與創新的教學提升後，培育多元人才。 

 

（二）產學合一，技術升級 

    本校為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建立職涯適性發展環境，訂定教師技術成就與技

術服務升等機制。以此導入學界豐沛的研發能量進入產業，提升企業核心技術，強化

產業競爭力；帶領學生參與產學合作計畫，以培育務實致用技術人才。更鼓勵鼓勵本

校教師與夥伴學校教師共同合作於技術研究、技術商品化之開發，推動專利加值與研

究技術加值，以促進教師與廠商進行技術轉移或產學合作，以協助企業技術升級轉型。 

 

（三）多元分流，公平外審 

    為鼓勵教師職涯規劃，包括評鑑與獎勵方式的修改，以分流的方式協助教師於教

學、研究及輔導上的績效呈現。在評鑑獎勵上，配合教師分流概念進行評鑑，將教師

獎勵及輔導機制整合，配合教師分流進行獎勵辦法，如優良教師或傑出研究獎。並配

合學校未來發展，以彈性薪資獎勵辦法落實留才及攬才的制度，結合學校獎勵辦法，

定期獎勵在教學、研究、產學合作績優教師。也定期舉辦受獎勵教師與學生專題製作

成果展，激勵本系師生追求卓越研究之企圖心。 

 

參、重點學門領域運作任務 

 

    本校自創校以來便以「農」立校，90年來發展農業累積的經驗，本校目前最受矚

目的領域包含：「熱帶農業」、「綠色能源」、「生物科技」，故「農學院」、「獸

醫學院」在本校可說是承擔重要責任的重點學院。農學院以「熱帶知識農業」為發展

主軸，培育熱帶農、林、魚、牧、食品、生技等產業中的高級管理人才；獸醫學院則

以培育全人化、專業化、國際化之動物醫學及其相關科學專業人才，並深化及拓展動

物醫學、保育及疫苗相關科學研究與產業之鍊結為目標。本校所選擇的重點學門領域

便是以農學院及獸醫學院領域下的「農業科學學門」、「獸醫學門」及「生命科學學

門」三大學門。 

「農業科學學門」下如動物科學與畜產系、水產養殖系、植物醫學系、農園生產

系、食品科學系，「獸醫學門」下如獸醫學系、動物疫苗科技研究所、野生動物保育

研究所，在「生命科學學門」下，如生物科技系、森林系、農學院生物資源博士班等，

本校農學院及獸醫學院下之科系不論在研發、產學與人才培育上，都於全國農業學術

領域佔有重要位置，以「農業科學」、「獸醫」與「生命科學」學門做為重點，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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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多元升等人才資料庫，不論在升等教師及審查委員等各層面，皆能做為全國各大

專校院於農業學術領域之重要指標。 

    且本校以發展熱帶農業研究及人才培育為重要目標，校務發展之四大主軸中，

「科技農業」之農業科技化、農業產銷、農產品開發與創新等，「生態產業」對生態

保育產業如垂直農場、農耕與養殖共生技術等，在人才培育與產業創新上，皆有賴本

校農業科學、生命科學與獸醫學門中教師在教學及與產業結合的研發技術的努力，故

今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以此三學門為發展重點，更能裨益於本校整體校務發展之

目標。 

    本校重點學門領域運作任務，以建立學門人才資料庫為主要目標，重點工作包

括： 

1、舉辦審查委員共識座談會：本計畫預計舉辦兩場審查委員共識座談會，且將以本

校重點學門各科系所需學門領域內審查委員為主要邀請對象，在座談會上借鏡審

查委員之經驗以及開放校內教師參與公開討論，以期建立「農業科學」、「獸醫」

及「生命科學」學門在多元升等制度上更精確的審查共識。 

2、舉辦重點學門多元升等研討會：本計畫預計舉辦一場本校重點學門多元升等研討

會，廣邀全國於「農業科學」、「獸醫」與「生命科學」學門在多元升等制度有所

觀察與實務研究的學者發表論文，使本校重點學門在多元升等制度方面從價值引

導到施行實務都能得到更深化的理解與推展。 

3、舉辦重點學門跨校際多元升等教師分享會：本計畫預計舉辦一場以本校重點學門

為主的跨校際教師分享會，廣邀全國於「農業科學」、「獸醫」與「生命科學」學

門，以教學成就升等及技術成就升等管道升等成功之教師，與校內同仁分享其升

等經驗、心得與建議，使本校重點學門科系之教師得以有更明確的升等準備方

向。 

4、教師升等審查標準與程序再確立：本校對於多元升等制度已經公開討論，從公聽

會到校務會議，完成多項多元升等制度的建立，使教師得以在升等準備過程得到

適切的輔導協助，升等完成後亦能得到相應的獎勵。本計畫為進一步推廣多元升

等，預計將以問卷的形式進一步理解與廣納全校教師對於多元升等機制的認同情

況與建議，再加上專家調查的問卷設計、審查委員共識座談會之結論、多元升等

研討會的具體建議等，增修現行多元升等制度相關條文，使教師升等審查標準與

程序得以再確立。 

5、教師升等各類成果貢獻認定基準再確立：本計畫將在對校內教師與專家調查的問

卷設計中，將教師升等「各類成果貢獻認定基準」做為重點提問，且將廣納審查委

員及校內外經多元升等制度升等教師之建議，以及重點學門多元升等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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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成果，作為確立教師在教學成就升等與技術報告升等項中各類成果貢獻認

定基準的重要參考指標，進而增修本校現行各項獎勵措施，並凸顯多元升等教師

在教學與產學合作領域之成就。 

 

肆、推動策略及實施方法 
 

本校對於教師多元升等推動的策略，以「What？」、「How？」及「Why？」三個

問題意識來進行策略思考： 
1、What：「What？」即教師多元升等制度「是什麼」的問題。教師多元升等制度

自試辦、施行與推廣以來，以仍有部分老師對之仍有疑慮與誤解，也就是對於「教師

多元升等」究竟「是什麼」仍未有所共識。本校將以網站及臉書專頁的建立，給予教

師完整且即時的資訊；以全校性多元升等認知與建議問卷的設計，引起校內教師對多

元升等制度的討論；以校外專家調查問卷的設計、審查委員共識座談會、重點學門多

元升等研討會、多元升等教師經驗分享會及校內教師全校性問卷的填答建議，作為增

修本校多元升等條文之依據。透過公共討論及更有信度、效度的實務研究，增修本校

現有之多元升等制度相關條文，破除教師對「多元升等」既有之疑慮與誤解，進而選

擇多元升等作為自己職涯規劃的選擇。 
2、How：「How？」即教師多元升等「如何」推動與推廣的問題。除成立「多元升

等推動專案辦公室」外，也整合校內透過多元升等成功的教師舉辦經驗分享會，讓有

興趣透過多元升等管道升等的教師共同參與審查委員共識座談會，透過區域學校的資

源共享與整合，相互提供諮詢與輔導，更建立本校重點學門多元升等人才資料庫，裨

益於全國大專校院農業領域多元升等的推廣。 
3、Why：「Why？」即教師「為何」要在學界已熟悉的「著作升等」之外選擇以其

他管道升等的問題。「升等」是大學教師人生職涯的「過程」，透過對「升等」的準備，

將能提高教師的學術研發、教學及產學合作的能力。然今之學術氛圍，仍普遍以「學

術研究能力」作為大學教師團體間相互認定最重要的價值指標，故若選擇「教學成就」

或「技術成就」升等，是否將無益於提高自身的學術地位？此即是教師「為何」要捨

著作升等選擇多元升等的問題。對此，本校將透過公共討論與辦法的推廣，確立校務

發展與多元升等教師間的聯繫，如「教學成就升等」教師的課程開發能力與本校多元

人才培育的聯繫，「技術成就升等」教師與本校對屏東區域以至全國產業的創新研發的

聯繫等，使教師能建立多元升等差異如同科系間的專長領域差異般，無高低之分，而

是在各自的領域努力，使校務更加蓬勃發展的觀念。且透過多元升等，透過「教學成

就」升等之教師，得以在本校課程發展與研討上，有更多參與以至指導的機會與責任，

透過「技術成就」升等之教師，亦得以在產學合作、產業研發等方面，有其得以參與、

指導的機會。更將簡化多元升等教師各項獎勵措施的流程，使得以透過教學及產學合

作能力通過升等的「特殊優秀人才」，能得到相應的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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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重要的是，本校自創校以來的「務實」學風，更希冀本次的多元升等制度推動

計畫，能夠使教師更深切體認「升等」與「學生」及「校務」之間的聯繫，破除既有

的學術氛圍，藉由教學實務與技術成就使「學校」—「教師」—「學生」三者能夠有

更緊密地聯繫，在學校多元升等的輔導機制中，透過教師的申請，升等計畫的審核，

升等準備過程中的學校協助與引導，讓教師得以更專注於提高學生的專業及職場適應

能力，也能透過升等促成地方以至全國產業的創新與提升，使教師有更明確的目標，

對學校、對學生有都能有更多的助益。 
    在這三項問題意識及本校務實學風的引導下，本校將在組織面、管理面、資源面

及績效面四個層面，具體實施與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 

 

一、組織面 

（一）成立多元升等推動專案辦公室 

      本校將成立推動多元升等的專案辦公室，其執掌如下： 

1、推廣多元升等 

為改變長期以學術研究作為升等能力指標的校園氛圍，專案辦公室以推廣多元

升等機制精神，鼓勵教師選擇多元升等途徑，以及整理與提供更為清楚明確多

元升等訊息，首先將建構專案辦公室網站，整理條列校內重要的多元升等獎勵

與輔導辦法，也將成立專案辦公室臉書專頁，讓本校及區域聯合學校中考慮多

元升等作為升等途徑的老師，得以在專頁中獲得更迅速也即時的訊息，也能在

專頁中有更即時的討論，適時改變部分教師原先對多元升等的迷思。並鼓勵教

師能儘早夠過學校之多元升等輔導機制，選擇個人的升等管道，提出升等準備

計畫，在學校審查委員對計畫的審核後，教師也能夠有更明確的準備方向，順

利升等。 

2、為多元升等機制提供研究與建議 

專案辦公室將以博士後研究員為專案助理，並以對各校多元升等機制建立，其

相關之獎勵與輔導辦法，各類升等條款、積點方式或必要門檻等，進行實務研

究，佐以專家調查法，依已建制之多元升等人才資料庫，以問卷的形式對各 

並對本校已建制之多元升等辦法提供研究建議。 

   3、提供教師升等行政協助 

      首先整合校內近三年內可能有意提出升等之教師資料，在提供多元升等完整資

訊及建議後，協助協調各級教評會及如研究發展處、教學資源中心等行政單位

間之溝通，以使教師之多元升等自準備到審查的過程皆能更為順暢。 

4、召集學門協調會議 

   本校負責召集協調會議之重點學門包括「生命科學」與「獸醫」學門，將以至

少 1 季 1 次，邀請他校該領域學者共同討論重點學門領域之教學實務與技術報

告升等支各項門檻、基準、加分項等，以獲取學界更大共識，提出共識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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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本校與他校重點學門提出多元升等之教師能有明確依循，外審委員亦能有

相關基準可供憑斷。 

 

（二）全校性教師多元升等法規制度的再確立 

      首先針對本校三大重點學門明確規劃適應該學門領域性質的教學成就與產學合

作升等制度。再將本校現行多元升等條款，各項升等辦法、輔導、獎勵措施，

採取由下而上的檢視討論機制，以問卷的形式，讓各科系得以提出於其專業領

域更為適當的、關於多元升等的各項門檻，加上專家調查問卷、審查委員共識

座談、重點學門多元升等研討會等，討論在各個職級的提升中，每個學門需具

備也認可的門檻，經本校統合整理後，確立各項多元升等條款。結合多元升等

專案辦公室的專家調查與實務研究，提供適當的修正與微調，以期更能適應本

校校務發展，在產學合作與人才培育上都能產生更大的實效。 

 

二、管理面 

（一）重點學門的揀定 

      本校的農業科技成就豐富，以發展熱帶農業研究及人才培育於全國農業學術專

業中佔有重要位置，故本校擇取農學院為本校重點學院，並以「生命科學學門」、

「農業科學學門」及「獸醫學門」為重點學門。針對三學門進行人才資料庫的

建立，並以三學門之多元升等舉辦至少一場研討會，以及至少兩場審查委員共

識座談會，以期建立更細緻的農業相關學門的多元升等機制，使他校農業相關

學門得以有依循與仿效之依據。 

 

（二）學門審查人才資料庫的建立 

   1、審查人才共識建立 

      在確定重點學門後，建立農業相關學門多元升等審查委員資料庫；並以此三學

門作為首要檢視各級教師升等審查標準與程序的優先學門，確立各職級教師升

等各類成果貢獻認定基準，確立學門人才資料庫，供後之農業相關學門參考與

運用。而審查人才之共識建立上，為強化內外部審查委員之共識，多元升等審

查委員共識座談會將以教學實務及技術報告外審項目及內容進行研討，座談會

結論結合符合本校特色所建議之相關基準與門檻，提供審查人員，作重要參考，

期使提出多元升等之教師能有可依循之成果與管道。並將以此人才資料庫將以

電子資料庫的方式彙辦，並定期提供教育部做為全國資料庫彙整。 

 

   2、審查人才遴選原則 

教學實務方面，外審委員以和教育相關係所具有課程、教學、評量等教學實務

專長者，且擔任各領域教材教法、教學實習之教授為優先。再如各學門結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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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專長之學者，如農業教育、動物科學教育等，且曾發表與各學門教育相關領

域之著作、或曾擔任相關期刊之編輯委員。曾獲教學優良獎，獲釋曾以教學實

務升等之教授或副教授，皆為教學實務外審委員資料庫建立的優先資格。技術

報告方面，則以具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為主，如曾獲科技部或各專業領域產學

合作、技術轉移相關獎項者，各大學產學績優之教師，或是經專業學會認定之

各專業領域具有卓越聲譽之專業人士及技師等，亦是技術報告外審委員資料庫

建立具優先資格者。 

 

三、資源面 

（一）升等教師配套協助指引方案 

      本校自辦理教師多元升等以來，多已建制相關升等與獎勵辦法，「教師技術成就

升等輔導要點」、「教師技術服務升等輔導要點」、「教師教學成就升等輔導要

點」，針對選擇多元升等管道的教師，經提出輔導申請後，經評議委員會審查後，

由教學資源中心主導，讓申請教師得以有教師協助觀察、修正教學，並檢視教

學成效（教學成就升等），也讓申請教師得以由本校優先補助國內外專利申請所

需之相關費用（技術成就升等）。在此配套協助機制下，由已接受輔導之申請教

師，以及區域學校中接受校方輔導協助之教師分享經驗，作為檢討與微調輔導

方案的依據；更以由下而上的討論機制，由各學院整合各科系所期望之更能適

合各學門的配套協助指引方案，以此提高多元升等機制在校園中的討論度與接

受度。 

 

（二）升等教師獎勵措施再精進 

      本校對於教學及產學績效優異之教師，已多有獎勵方案，諸如「特殊優秀人才

獎勵要點」、「產學合作績效及專利獎勵要點」、「教學特優教師獎勵要點」等，

今將規劃更多元，提供針對教學或產學合作升等制度相關誘因獎勵的彈性薪資

或其他獎勵金之條文增修建議，以期更符合各學院各學門教學、技術報告表現

的多元性。 

 

（三）提供升等教師各類學術協助與諮商 

      本校已有教學、技術成就升等輔導機制的建立，今於推動多元升等專案辦公室，

建立「校內多元升等人才資料庫」，並提供「多元升等門診教室」，由欲以多元

升等機制升等的教師提出申請，由專案辦公室與教學資源中心合作協助，媒合

相同領域且已多元升等通過或具相關經驗之教師進行諮商，建立多元升等的「教

師傳習制度」，由具經驗之教師對申請門診教室之教師進行諸如多元升等的準備

方式之傳授，以及教學與技術報告、備審資料的完整度檢視，以一對一個人經

驗分享的方式，使欲申請多元升等之教師在更符合其需求的情況下，得到明確

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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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經費增列鼓勵教師申請多元升等所需獎勵費用 

      本校在推行多元升等機制上已有完備基礎，如本年度（105）本校校務基金編列

資本門 1,000萬元，以之補助教師研發及課程所需設備費用；經常門編列 60萬

元，用以配合教師探索教學策略及教材製作，供接受教學升等輔導之教師申請，

鼓勵教師以教學成果升等；經常門編列 84萬元予教學特優教師彈性薪資，以教

學升等通過之教師得申請教學特優教師遴選，每位教師每月可獲彈性薪資一萬

元，獎勵期限為一年；編列經常門 180 萬及資本門 300 萬元，補助副教授及新

進教師執行與校務發展相關之個人型或團隊型研究計畫，以提升學校學術研究

與產學合作之能量；編列經常門 612000元，作為產學合作績效及專利獎勵，以

鼓勵本校教師進行產學合作；編列經常門 40萬元，補助本校前一年無產學合作

案之專任或專案計畫教師及本校 3 年內新進教師，鼓勵教師帶領學生參與產學

計畫，累積產學合作能量，為多元升等作準備。本計畫亦將依座談會、研討會、

經驗分享會等內容提出對教師教學實務與技術報告等相關可增列之經費提供具

體建議，使本校鼓勵教師多元升等所需獎勵費用編列更加完善。  

 

（五）教學實務報告呈現模式 

      多元升等辦公室將提供教學實務與技術報告呈現模式之整理與建議。依本校〈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教學升等輔導要點〉，輔導教師經改進教學策略，探索教學

方法，以具體提出教學改進成果後，每學期結束前提出「教學成效報告書」送

教學資源中心彙整。而提出教學實務升等時，教師得以「撰寫教學專用書」、「創

新課程設計」、「研發教材教具」，以及改進教學策略、學習評量方式、科技融入

教學等教學改進作整體紀錄，加上教學成果影像檔（教師課堂教學、教學成果

發表會等影像紀錄）、影像檔相關教學歷程檔案（如教學設計、方法與策略、評

量方式）等作為教學實務報告主要呈現方式。且經過審查委員共識座談會、重

點學門多元升等研討會後，將為欲提出多元升等之教師以及外審委員提供教學

升等審查基準之具體建議，以利教師提出教學實務升等者能有具體之呈現模式

與審查標準可供依循。 

 

四、績效面 

（一）三年內預計達成的教師多元升等目標值 

本校目前教師經多元升等辦法升等通過者，至今為止佔近年升等者比例為，而

經本校各項多元升等條款確立，及各項推廣與分享活動後，相信將能吸引更多

教師投入多元升等，以教學或產學績效來對學校做出更多貢獻。本校預計在多

元升等制度推廣後，明年的升等教師採行教學成就升等者，將佔比提出升等教

師人數 5﹪，技術成就與服務升等者，將佔比提出教師升等人數 10﹪；106學年

度，採行教學成就升等者，將佔比提出升等教師人數 8﹪，技術成就與服務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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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將佔比提出教師升等人數 12﹪；107 學年度，採行教學成就升等者，將佔

比提出升等教師人數 10﹪，技術成就與服務升等者，將佔比提出教師升等人數

15﹪。 

 

（二）對外形塑多元升等價值觀 

1、協調區域學校提供諮詢與輔導 

專案辦公室也將做為區域學校在多元升等問題上的資訊統整與諮詢處，協調與

討論區域學校各類多元升等機制，得以對本校與他校適時地互補與增強，做為

區域協調中心，協助學門人才彙整。 

   2、舉辦跨校際經驗分享會 

      本校之教師經教學、技術、產學合作績效等升等機制通過升等後，多於本校舉

辦經驗分享會，專案辦公室亦將擴大經驗分享教師之學門領域，聯合區域學校，

為本校「農業科學」、「獸醫」及「生命科學」等重點學門，尋找適合的、已有

多元升等經驗之教師，舉行跨校際的經驗分享會。 

 

伍、預期效益 
 
一、教師多元升等比例逐年提高 

自93至103學年度間，本校教師以技術報告提出升等的人數有12位，共10位通過

升等。於104學年度首次有1位教師以教學報告提出升等並通過，同年度以技術

報告通過升等的教師有2位，分別占當學年度全校升等教師人數(通過者) 4% 及

7%。相信透過「多元升等推動專案辦公室」的成立，配合實施上述所列多元升等

推動策略，本校教師多元升等比例將逐年提高，預估未來3年（105學年~107學

年）分年預計達成之目標值如下：(如圖二)  

 當學年採多元等教師人數佔全校升等教師人數比例 

教師多元升等類別 105學年度 106學年度 107學年度 

教學報告 5﹪ 8﹪ 10﹪ 

技術報告 10﹪ 12﹪ 15﹪ 

 

二、舉辦研討會，成為農業領域多元升等研究之學術平台 

本校致力農業研究及農業人才培育，農業科技成就豐富，占全國大學領先地位，

近十年來本校以技術報告升等之教師有半數以上屬農學院，故本計畫擇取農學院

為本校重點學院，每年定期舉辦1場重點學門多元升等研討會，成為多元展現與

多元研究的學術平台，促進農業領域之專家學者對話溝通，累積多元升等審查共

識。透過研討會論文的發表與出版，相信能夠凝聚型塑多元價值觀，進而深化多

元升等價值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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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為教師多元升等示範學校，協助學門人才彙整 

本校「多元升等推動專案辦公室」將協調區域學校，提供相關諮詢與輔導，目標

成為教師多元升等示範學校。並針對「農業科學學門」、「獸醫學門」、及「生

命科學學門」這三項重點學門，進行資訊統整與討論，以所建置的「多元升等人

才資料庫」及「多元升等成功案例資料庫」，以電子資料庫的方式彙辦，將有助

於學門人才彙整，並定期提供教育部作為全國資料庫彙整。 

 

四、未來預期重點工作 

未來重點工作除在105學年度整體多元升等推動計畫後，針對推動過程的檢討，

以及105學年度多元升等教師的經驗分享，審查委員共識的再確立，做為下一年

度推動多元升等機制的改進方向外，更將立基於105學年度對本校重點學門教師

多元升等機制的確立與精進後，區分為兩個主要方向：首先是針對本校所有學門

各科系教師在多元升等機制上的不同特色展現，在本校多元升等相關的輔導與獎

勵辦法上，做更為細緻的檢討與發展，以期透過多元升等機制，使教師與學校校

務發展及學生能力培育的聯繫皆能更為緊密；另一方面則是擴展本校重點學門多

元升等機制建立之影響範圍，從對區域學校的跨校際多元升等推動經驗分享，到

將本校所建立關於農業領域的多元升等機制，從教師的準備到提出升等後的外

審，整個過程透過校內教師與校外專家的共同討論得出共識，本校將得以作為領

導農業領域多元升等的示範學校，提供更多學校參考與諮詢。 

 

陸、計畫實施進度及查核點 

一、實施進度 

       期程 

 

 

工作項目 

105 年 08 月~106 年 0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多元升等推廣 

1.成立專案辦公

室臉書專頁 
            

2.建制多元升等

專案辦公室網

站 

 

           

3.成立多元升等

門診教室 
  

 
         

4.校內教師多元

升等機制認知

問卷調查 

  

 

         

5.多元升等機制

專家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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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程 

 

 

工作項目 

105 年 08 月~106 年 0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6.重點學門多元

升等審查委員

共識座談會 

     

 

      

7.多元升等機制

實務研究 
  

 
         

8.舉辦跨校際經

驗分享會 
      

 

     

9.舉辦重點學門

多元升等研討

會 

      

 

     

10.升等教師配套

協助指引方案

再精進 

 
 

       

 

   

11.升等教師獎勵

措施再確立  
        

 
   

12. 召集學門協

調會議 
   

 
        

13.建立教師多元

升等審查人才

資料庫 

   

 

        

14.完成報告繳交            
 

 

二、查核點： 

查核點 

編  號 
預定完成日期 

查核點敘述 

（力求量化表示） 

1 105 年 08 月~105 年 08 月 推動多元升等專案辦公室專頁建制 

2 105 年 08 月~105 年 09 月 推動多元師等專案辦公室網站建制 

3 105 年 10 月~105 年 11 月 多元升等教師門診教室建制 

4 105 年 10 月~105 年 12 月 校內教師多元升等機制認知度問卷調查 

5 105 年 10 月~106 年 01 月 專家意見調查與諮詢（20 位） 

6 105 年 11 月~106 年 01 月 重點學門多元升等審查委員共識座談會（1 場） 

7 105 年 11 月~106 年 02 月 多元升等機制實務研究（2件） 

8 106 年 02 月~106 年 04 月 舉辦跨校際經驗分享會（1場） 

9 106 年 02 月~106 年 05 月 舉辦重點學門多元升等研討會（1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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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 

編  號 
預定完成日期 

查核點敘述 

（力求量化表示） 

10 106 年 04 月~106 年 06 月 
升等教師配套協助指引方案再精進（提供修正

建議） 

11 106 年 04 月~106 年 06 月 升等教師獎勵措施再確立（提供修正建議） 

12 105 年 11 月~106 年 06 月 召集學門協調會議（4 場） 

13 105 年 11 月~106 年 06 月 建立教師多元升等審查人才資料庫 

13 106 年 7 月 7月底前完成報告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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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人力及經費需求 

    一、本計畫團隊明細表 
          

編號 職稱 人數 專精領域及主要經歷與成就 
參與計畫及工作項目之主要

內容 

01 校長戴昌賢 1 

專精領域： 

流體力學、空氣動力學、熱力

學、計算流體力學、應用數值

分析 

主要經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術副校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工學院院長 

統籌推動教師多元升等

制度重點學校計畫 

02 學術副校長顏昌瑞 1 

專精領域： 

熱帶果樹資源與管理、果樹育

種、果樹生理與栽培、園藝作物

產期調節、觀賞果樹 

主要經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學院院長 

台灣園藝學會常務理事 

1. 協助統籌多元升等制

度重點學校計畫各項

業務。 

2. 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及

獎勵措施相關條文增

修 

03 
專案辦公室負責人

王國安 
1 

專精領域： 

台灣文學、現代詩、現當代小說 

1. 研擬教師多元升等制

度重點學校計畫。 

2. 辦理有關教師多元升

等之經驗分享、審查

委員座談會、多元升

等研討會等。 

3. 建立多元升等專家人

才庫。 

4. 繳交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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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林宜賢 
1 

專精領域： 

植物病理學、細菌學、微生物

學、植物生理學、分子生物學、

植物轉殖技術 

 

綜理教學卓越計畫、協助

提供教師多元升等輔導

事宜。 

05 
研究發展處處長 

李英杰 
1 

專精領域：積層陶瓷材料與製程

技術、高介電材料薄膜製程 

協助規劃修正技術報告

及產學合作績效項目內

涵、規章、表格。 

06 人事室組長謝勝隆 1  
協助教師多元升等相關

法規之配套與修正。 

07 博士後研究員 1  
協助計畫執行與實務研

究產出 

註1: 本表請依人員參與計畫之重要性程度依序排列。 

 

 

    二、經費概算彙總表  

單位：千元 

會計科目 

人事費 業務費

 

總經費 

691,275 708,725 

其中雜支 

1,400,000 12,485 

佔總經費百分比 49% 51% 100.0% 

註1: 請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編列，並做必要之說明。 

註2: 細部之經費編列請參考本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範本）及本部補補助及委辦經費

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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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計畫名稱：105 學年度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重點

學校計畫 
計畫期程：    105年    08月    01日至    106年    07月    31日 

計畫經費總額：1,400,000  元，申請金額：1,000,000    元，自籌款：400,000     元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 

（由本部承辦單位初審後填寫，學

校免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金額（元） 說明 

 

專案助
理月薪 58,808 9（月） 529,245 

博士後研究級專
案助理起薪聘 1
人 

  

專案助
理勞保 4,257 9（月） 38,313 

專案助理勞

3145(勞)*12 個月 

專案助
理健保 2,691 9（月） 24,219 

專案助理健保

2619(健)*12 個月 

專案助
理勞工
退休金 

3,564 9（月） 32,076 勞工退休金 

專案助
理年終
獎金 

58,805 1.125
（月） 66,157 專案助理年終獎

金 

全民健
保補充
保費 

3619 1式 1,265 專案助理年終獎
金的補充保費 

小計   691,275  

諮詢
費、指導
費 

2,000 52（人） 104,000 審查委員共識座
談會，預計一場次
12 人，所需費用
為
2000*12=24000
元；學門協調會
議，每季一場，兩
學門，每場預計 5
為校外委員，所需
費用為
2000*4*2*5=8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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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計畫名稱：105 學年度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重點

學校計畫 
計畫期程：    105年    08月    01日至    106年    07月    31日 

計畫經費總額：1,400,000  元，申請金額：1,000,000    元，自籌款：400,000     元 
出席費 2,000 52（人） 104,000 審查委員共識座

談會，預計一場次
12 人，所需費用
為
2000*12=24000；
學門協調會議，每
季一場，一場預計
5 位校外委員，共
2000*5*4=40000
元 

專家問
卷填答
費 

1000 12（人） 12,000 
以專家調查法，請
專家填答問卷並
提供意見 

講座鐘
點費 

1600 28（時） 64,000 重點學門多元升
等研討會，講座一
場次，一次兩小
時，共
1600*1*2=3200
元。跨校際多元升
等經驗分享會，共
一場，校外講座二
人，一次二小時，
所需費用為
1600*2*2=6400
元，校內講座一次
二小時，校內教師
講座支付每小時
800元，所需費用
為
800*2*26=41600 

主持費 2,000 4（人） 8,000 舉辦重點學門多
元升等研討會，含
講座共計四場
次，所需費用為
1000*4=4000 元 

論文發
表費 2,000 5（人） 10,000 

研討會論文發表
人論文發表費用
2,000 元/人 

工讀費 126 1600（時） 201,600 協助計畫執行、辦
理各項活動所需
臨時人力 126元/
時，共 1600 時，
所需費用總計
126*1600=201,60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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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計畫名稱：105 學年度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重點

學校計畫 
計畫期程：    105年    08月    01日至    106年    07月    31日 

計畫經費總額：1,400,000  元，申請金額：1,000,000    元，自籌款：400,000     元 
工讀生
勞保費 

796 40 31,840 工讀生勞保費，共
五位，
796*5*8=19,104 

工讀生
勞退金 

270 40 10,800 工讀生勞退金，共
270*5*8=14400 

膳費  80 125（個） 10,000 

辦理各項會議、研
討會、增能座談
會、經驗分享會等
所需之膳費。核實
報支。 

校外專
家交通
費 

1,000 60（人次） 60,000 校外專家參與本
校座談會、研討
會、經驗分享會所
需交通費用 

國內差
旅運費 1,000 20（人次） 20,000 

參與國內他校多
元升等相關會議
之交通補助 

  

印刷費 60,000 1式 60,000 

印製辦理各項會
議、講習、研討
會、座談會、成果
等印刷品，核實報
支。 

  

雜支 12,485 1式 12,485 文具用品、紙張、
郵資、資訊耗材等 

小計   708,725  

合  計   1,400,000 
  本部補助金額為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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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             會計            機關長官 

單位             單位            或負責人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備註： 
1、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

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匿不實或造假情

事，本部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2、補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4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助人事費、內部場地使

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ps.本計畫要點同意補助人事費，且編列額

度可不受限總經費50%規定） 

3、申請補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

事項」、預算法第62 條之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

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

銷方式進行。 

辦理方式如非以政府採購法辦理
者，請備註說明。 

餘款繳回方式： 
□依合約約定 

（□繳回 □不繳回） 
 

□依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繳回 □不繳回） 
 

□其他（請備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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