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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最知名的外語特色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校長陳美華表示，很多學校強調自己「開出多少全外語課程」，期待
學生積極主動學習，但多數人面對英語不免害怕、抗拒，導致成效低落。 
 
出身文藻英文系系主任的陳美華，深知學生學習痛點，指出學生學習英語，除了台上老師，更受同儕影響。她觀
察到，很多台灣學生就算修了外語課，分組討論還是偷偷講中文；但如果同學就是外國人，每個人都只好努力開
口說英文，一開始可能彆扭，但幾堂課下來，人人就有了開口說英語的勇氣。「這就是『全場景教學』的經營，
使每個人都得開口說英語，」陳美華強調。 
 
所以，觀察一校英語教學表現，除了是否有足夠的課程外，「國際學生數比」「國際教師數比」亦是營造英語學習
場景的重點，而文藻在「國際教師數比」「本國學生出國交流人數比」「修讀雙聯學制學生數」分居一、二、四名，
成效卓著。 
 
產學合作〉國家發展重點南移 
成大衝上全國第一，每師產值破 186萬元 
 
今年「產學合作」面向表現最好的前五名學校，由成大奪下榜首，緊接著是臺大、陽明交大、清大及中央。 
 
進一步細看，成大在「產學收入」「每師平均產學收入」「智慧財產權衍生運用總金額」都拿下第一，產學收入高
達約 25億，而第二名的臺大則是 22億；每師平均產值破 186萬，比第二名的雲科大多 23萬；技轉變現金額高
達 6.5億，足足是第二名臺大（2.4億）的 2.7倍。 
 
成大的傑出表現，受惠於近年政府大力推動南部高科技 S廊道，帶來的科技產業蓬勃發展。 
 
根據南部科學園區去年底的統計資料，2021年 1至 8月，南科產值超過 6300億元，較前年同期大漲超過三成。
此外，國際永續熱潮下，台南市政府更全力推動沙崙綠能科學城，結合大台南會展中心、中研院南部院區、綠能
示範場域、綠能科技聯合研究中心及周邊大學研究機構，廣招相關廠商與學研單位進駐。 
 
以半導體為首的科技業及永續議題的綠能業，帶動企業大量進駐大台南區，身為南部頂大龍頭的成大，自然而然
成為企業爭相請益與合作對象，產學成果大爆發。 
 
財務體質〉國立與醫科預算最多 
國立頂大與醫科大學財務最穩健 
 
另外，「財務體質」成為社會大眾關心學校辦學的重要面向，畢竟，其往往是學校是否退場的重要決定因素。 
 
過去，《遠見》鎖定「全校總經費」及「本年度現金增減情形」，觀察一校的收入與現金流狀況，今年，則增加去
年教育部首度公開的「速動比率」，這是觀察一校償債能力的指標，進一步釐清某些學校年度現金流大幅減少，
到底是潛藏財務危機未爆彈，還是因為興建新校舍、購買新設備所做的未來投資，更公允完整地觀察一校的財務
體質。 
 
今年財務體質最優的十大學校，則由六所國立頂大和四所私立醫學院大學包辦。 
 
主要因為國立頂大不僅獲得政府重點補助，產學合作也更為強勢與搶手，為本身獲取更多財務收入；私立大學如
果有設立醫學院，不僅在招生上有相對優勢，附屬醫院更成為校務基金的重要支柱，如果進一步結合學校科研與
醫院臨床，推動生醫新創，透過專利技轉、成立公司，就能為學校帶來更多的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