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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102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院務發展

委員會議紀錄 
 
時間：民國102年10月3日（星期四）中午12時10分 
地點：海空大樓203室 
 
主席賴院長禎秀                         記錄：賴惠玲 
出席單位 出席者   
商船學系 翁順泰 林 彬(請假) 
航運管理學系 鍾政棋 盧華安 
運輸科學系 游明敏 桑國忠(請假) 
輪機工程學系 宋世平 張文哲(請假) 
 

壹、 主席報告： 

1. 本學院 102 年 3 月 26 日院務發展委員會分別通過 104 學年度增設商船學系

博士班及 103 學年度申請增設「海洋觀光學士學位學程」，業經 102 年 4
月 28 日院務會議通過後，並經 102 年 5 月 16 日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

發展委員會議通過及 102 年 6 月 13 日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會議審議通

過。 

2. 102 年 9 月 18 日獲悉教育部同意本校 103 學年度增設「海洋觀光管理學士

學位學程」，新設學士班第 1 年招生名額以 45 名為限，應由既有日間學制

學士班招生名額自行調整，不另核給名額。有關海洋觀光管理學士學位學

程增設案，本校 102 年 6 月 26 日第一次名額分配會議業已決議如獲通過核

准設立惟未核給招生名額時，則請運輸系調撥 12 名、河工系 4 名、機械系

7 名、電機系 1 名、資工系 4 名、系工系 2 名，合計 30 名，協助支援俾利

開班招生。102 年 9 月 24 日召開之 103 學年度各管道新生名額分配第二次

會議討論，關於海洋觀光管理學士學位學程之決議為「目前綜合考量課

程、師資、空間及相關性等因素後，以委由航管系協助理行政事務為宜。

草創之初名額暫維持 30 名，並請各相關領域系所共同協助給予支援。」。 

3. 本學院依據教務處書函之通知，於 102 年 9 月 13 日系所主管會議決議有關

自我定位等書寫格式為「自我定位」以敘述方式呈現，「教育目標」、

「基本素養」及「核心能力」則以條例式呈現。而本學院之自我定位已於

102 年 6 月 13 日召開之校務會議修正為「卓越教學與特色研究兼具的海運

暨管理學院」。 

貳、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航運管理學系 
案由：修正 101-105 校務發展計畫中 103-105 學年度本系訂定之 8-1-2-4 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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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值，提請討論。  
說明： 

一、 本案經 102 年 3 月 27 日本系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

決議通過。 
二、 本系 8-1-2-4 學術研究國際化第五項各學期目標值修正如下： 

 

修正前 修正後 

103 104 105 103 104 105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申請非國科會研

究計畫(件數) 17 17 18 4 4 4 

決議：照案通過，送院務會議審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海運暨管理學院 
案由：有關本學院自我定位、教育目標、基本素養及核心能力等修正案，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依據 102 年 7 月 8 日教務處海教學內字第 1020011146 號書函及 102

年 9 月 13 日系所主管會議決議修正書寫格式。 

二、 修改處如下表底線及紅色字體所標示。 
海運學院(修正前) 海運學院(修正後) 備註 

自我定位：卓越教學與特色研究兼

具的海運暨管理學院 

自我定位：卓越教學與特色研究兼

具的海運暨管理學院 

未修正

教育目標： 

1.培育兼具人文素養之基礎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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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應國家經濟建設趨勢

與產業發展。 

教育目標： 

1.培育兼具人文素養之基礎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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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應國家經濟建設趨

勢與產業發展。 

未修正

基本素養：  

1.人文及海洋關懷素養。 

2.全球化素養。 

3.科學運用素養。 

基本素養： 

1.人文及海洋關懷素養。 

2.全球化素養。 

3.科學運用素養。 

未修正

核心能力：具備國際競爭之海運暨

管理專業能力、創造能力、執行能

力以及社會關懷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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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書寫

格式修

改成條

列式 

決議：照案通過，送院務會議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商船學系 
案由：「商船學系自我定位、教育目標、基本素養及核心能力」調整案，提請

討論。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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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自我定位已於 101-1 學期校務會議修訂為「卓越教學與特色研

究兼具的海洋頂尖大學」，各單位需重新檢視自我定位等內容，

配合修訂以呼應與學校自我定位之發展方向。 

二、 各單位重新檢視並修訂「自我定位、教育目標、基本素養、核心能

力」等內容，以呼應各單位發展目標、課程地圖架構與學生核心

能力及系所與學院整體發展等之一致性與連結性。 

三、 本案業經本系 102 年 6 月 20 日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

通過。 

四、 修改處如下表底線所標示。 
 

自我定位 教育目標 基本素養 核心能力 
具航海特色且

理論與實務並

重之商船學系 

1. 培育具備航

海基礎與應

用能力之專

業人才 
2. 培育具備商

船科學知識

發展與應用

能力之高階

人才 

1. 具 備 商 船

專 業 之 素

養 
2. 具 備 海 洋

視 野 之 素

養 
3. 具 備 社 會

倫 理 與 責

任之素養 

1. 航海基礎與應用之專業能

力 
2. 商船科學知識發展與應用

之整合能力 
3. 商船專業永續發展及國際

化之宏觀能力 
4. 專業倫理及社會責任之道

德能力 
5. 獨立且系統化思考、分析

與解決問題之創新能力 

決議：照案通過，送院務會議審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航運管理學系 
案由：本系「自我定位、教育目標、基本素養及核心能力」修正案，提請討

論。 
說明： 

一、 本案業經本系 102 年 9 月 25 日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通過。 

二、 紅色字體為修改處。 

 
自我定位 教育目標 基本素養 核心能力 
航運物流管理

知識創新與人

才培育的領航

系所。 

1.培育具備基礎及應用

能力，並兼具人文素

養的航運物流管理專

業經理人才。 

2.致力於航運物流相關

領域之學術與應用發

展，以應國家經濟建

設趨勢及航運物流產

業之發展。 

1.海洋人文社會

關懷素養。 

2.航運物流的全

球化素養。 

3.管理科學應用

基本素養。 

1. 航運物流知識應

用能力。 

2. 航運物流經營管

理能力。 

3. 航運物流協同作

業能力。 

4. 航運物流問題解

決能力。 

決議：照案通過，送院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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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提案單位：運輸科學系 
案由：本系「自我定位、教育目標、基本素養及核心能力」修正案，提請討

論。 
說明： 

一、 本案業經本系 102 年 9 月 26 日 102 學年度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二、 刪除線及紅色字體為修改處。 

 
自我定位 教育目標 基本素養 核心能力 
具有海洋特色

之運輸科學

系。 

兼具卓越教學

與海洋特色研

究之運輸科學

系。 

1、 培養具有

人文素養之

基礎與應用

能力之國際

運輸與物流

人才。 

2、 致力於國

際運輸與物

流相關領域

之學術應用

發展。 

1.人文及海

洋關懷素

養。 

2.全球化素

養。 

3.科學運用

素養 

具備國際競爭之國際運輸與

物流 

1、 專業技術能力。、創造

能力、執行能力以及社

會關懷能力。 

2、 管理能力。 

3、 創新能力。 

4、 跨文化溝通能力。 

5、 社會關懷能力。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下表)，送院務會議審議。 
自我定位 教育目標 基本素養 核心能力 
具有海洋特色

之運輸科學

系。 

兼具卓越教學

與海洋特色研

究之運輸科學

系。 

1、 培養具有

人文素養之

基礎與應用

能力之國際

運輸與物流

人才。 

2、 致力於國

際運輸與物

流相關領域

之學術應用

發展。 

1.人文及海

洋關懷素

養。 

2.全球化素

養。 

3.科學運用

素養 

1.具備國際競爭之國際運輸

與物流的專業技術能

力、創造能力、執行能

力以及社會關懷能力。

管理能力與創新能力。 

2.具備跨文化溝通與社會關

懷能力。 

 
貳、 臨時動議： 
臨時動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輪機工程學系 
案由：本系「自我定位、教育目標、基本素養及核心能力」修正案，提請討

論。 

說明： 

一、 為配合學校及學院「自我定位、教育目標、基本素養及核心能力」

之修訂，以呼應各單位發展目標、課程地圖架構與學生核心能力及學

院、系所整體發展等之一致性與連結性。 

二、 本系修改對照表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