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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模擬機的設置，更新與維修成

本偏高。 
 研究計畫件數與經費仍有待加強。 
 論文發表仍有成長空間。 
 國際化仍待加強。 
 學生海上實習各方資源有限。 

 臺灣及國際環境急速變遷，尤其是

對海運相關產業衝擊甚大。 
 教育經費逐年緊縮，但海事教育之

成本偏高。 
 少子化之故，招生面臨激烈競爭。 

 

 

二、教育目標 

本學院之教育目標為： 
1.培育兼具人文及海洋關懷素養之基礎與應用能力之海運人才； 
2.致力於海運相關領域之學術與應用發展，以因應國家經濟建設趨勢與產業發展。 

三、教學目標 

本學院以培養學生具備國際競爭力之相關科學與應用科技之能力為教學目標： 
1. 核心能力 

(1) 具備國際競爭之海運暨管理專業能力、創造能力、執行能力。 
(2) 具備社會關懷能力。 

2. 基本素養 

(1) 人文及海洋關懷素養。 

(2) 全球化素養。 

(3) 科學應用素養。 

四、研究目標 

    本學院之研究將以發展各系特色領域為研究目標。 

1. 商船學系以國際海事組織四大宗旨為研究主題，包括：提昇海事安全、加強海事保全、

提倡海上環保及增進海事效率等研究。 

2. 航運管理學系以航運物流管理為研究主題，包括：定期航運、不定期航運、航空運輸及

物流與供應鏈管理等相關課題之研究。 
3. 輪機工程學系以輪機動力與能源為研究主題，包括：(1) 船舶替代能源之研發：生質能、

太陽能、風能、燃料電池等以提供船舶能源之研究；(2) 船舶動力系統效能及能源效率監

控與提升之研究；(3) 船舶節能、環保之相關議題，例如壓艙水檢驗與處理、廢氣、廢水

排放之監控與處理研究。 

4. 運輸科學系以運輸系統分析及績效評估為研究主題，包括：(1)國際運輸航路績效評估；

(2)供應鏈績效評估； (3)路網分析；(4)港埠作業績效評估。 

五、 99-105 學年中長程發展計畫 

配合本校之校務發展，並達成本院之設立宗旨及教育目標，本學院 99-105 學年之中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