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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最佳大學六面向評比出爐，最終以台大奪 18 項獲冠軍，中醫大五項居首。 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記者林俊良攝影 

圖／社會聲望 30 強。遠見後製 圖／學術成就 30 強。遠見後製 

圖／教學表現 30 強。遠見後製 圖／國際化 30 強。遠見後製 

圖／產學合作 30 強。遠見後製 圖／財務體質 30 強。遠見後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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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最佳大學 6面向評比、48細項指標…台大奪 18項冠軍 中

醫大 5項居首 
 
(遠見／ 文 / 遠見編輯部) 在 2023 最佳大學評比中，《遠見》從六大構面做為排名評比基準，除了「社
會聲望」「學術成就」「教學表現」「國際化程度」「產學合作」，以及「財務體質」重要指標之外，今年
的細項指標也擴增到 48 項，最終台大 18 項冠軍，中醫大五項居首，陽明交大奪四枚金牌，成大、北醫
拿下三項榜首，政大、台師大、慈濟、東海、北科大各得兩項第一。 
 
在「愈特色、愈出色」已成為評定一所好大學的普世價值下，為了彰顯多元價值，《遠見》不僅推崇總
分績優的學校，對於單科高分的特色大學，亦予以表揚。 
 
多年來，《遠見》針對「社會聲望」「學術成就」「教學表現」「國際化程度」「產學合作」，以及「財務體
質」等六大構面進行排名，鼓勵各校展長才。同時，這六大面向下的細指標，《遠見》亦與時俱進尋找
更貼合時勢、具鑑別度的指標來評比，並汰換不合時宜的項目。而今年，則從細指標總數則從 44 項擴
增為 48 項。 
 
其中，六大面向的榜首全為台灣大學，而二至五名依序是，「社會聲望」的中山大學、成功大學、陽明
交通大學、台北醫學大學，「學術成就」為陽明交大、清華大學、成大、中國醫藥大學，「教學表現」是
成大、北醫、中醫大、清大，「國際化程度」為政治大學、逢甲大學、清大、淡江大學，「產學合作」是
陽明交大、成大、清大、中山，至於「財務體質」則是成大、中醫大、慈濟大學以及清大。 
 
社會聲望〉 
北醫執行 ESG 成效卓著，為最具聲望私校 
 
「社會聲望」方面，前四名為頂大的天下，分別是台大、中山、成大和陽明交大，而素來重視 ESG 的北
醫，今年則以 SDG 影響力第一名，以及國際聲望第二名的實蹟，在整體成績上較去年進步兩名，擠下清
大，成為前五強中，唯一的私立大學。 
 
至於中山，該校以學校自籌補助學生的平均金額全台第一之姿，總成績超越了成大、陽明交大、清大等
傳統頂大。 
 
不過攤開整份榜單，亦有生面孔。其中，高雄醫學大學，今年在企業最愛大學生排名大幅進步，使其在
社會聲望，一舉闖進前 30 名，排名較去年進步了八名。而今年也在社會聲望進步五名的雲林科技大學，
則從去年的 15 名進入十大「社會聲望」學校之列，該校在自籌補助學生之平均金額表現最為亮眼，進
步驚人，變成第 20 名。 
 
值得一提的是，致理科大在單一面向「在學學生參與競賽、論文出版成效之平均參與人次」，異軍突起，
為全台第一。 
 
進一步檢視在「社會聲望」面向中最受矚目的兩大指標。首先為「企業最愛大學生」，前五名為成大、
台科大、北科大、台大、陽明交大。高雄科技大學則由去年的第 14 名大幅進步六名，為第八名，是前
十名中最佳進步獎。而第九名的淡大，擠下逢甲，奪得年度最受歡迎的私校。至於第 17 名的聯合大學、
第 22 名的高師大，以及第 26 名的北護大、僑光科大則是這波企業最愛大學生中，好評度進步最多的。 
 
至於被視為最具專業口碑指標的「校長互評」，在排名前 30 名的學校中，台北大學、高醫大、台灣海洋
大學、暨南大學，以及文藻外語大學，依序是校長眼中好評度上升最快的好學校，分別進步了 15、7、6、
6、6 名，成為 27、24、26、28、3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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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成就〉 

中央研究能量傲視群校，穩霸前十強 

 

「學術成就」面向前七名不動如山，分別由台大、陽明交大、清大、成大、中醫大、長庚大及台師大領

銜（表 2）。其中，陽明交大在每師平均承接「學術研究」計畫經費金額達 211.8 萬元的佳績，拿下全台

第一。 

 

而向來以科學研究著稱的中央，對研究計畫多所著墨，從去年的第 11 名，前進至第八名。其中，該校

的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每師平均件數，今年更前進至全台第三，令人激賞。 

 

至於亞洲大學的「學術成就」在國立及醫科類大學霸榜的環境中，異軍突起，該校在 FWCI 領域權重引

用影響指數，以及專任教師平均英文論文數，都是全台第四，使其「學術成就」面向排名擠進第 12 名，

十分難得。 

 

而「專任教師獲獎／榮譽人數」向來被視為一個學校的名師數，今年東海大學一舉前進了 17 名，使得

該校在「學術成就」分數大進補，從去年的 28 名進步四名，成為第 24 名。虎尾科技大學也在「專任教

師獲獎／榮譽人數」大有進步，從 39 名前進至 30 名。 

 
教學表現〉 
政大強調跨域學習，教學表現大幅進步 
 
在現今的高教圈中，學校的教學資源十分仰賴政府補助，因此「教學表現」榜上，通常都是頂大或醫科
大學獨占。而以人文社科為主軸的政大，在「取得輔系與雙主修之畢業生比例」登上全台第一，政大更
因此在「教學表現」榜，從去年的 18 名，前進至第 13 名。 
 
而身為全台唯一市立大學的台北市立大學，其在就學穩定率上進步了 15 名，使其「教學表現」的表現
從 40 名進步 10 名，搶進 30 大。 
 
至於「教學表現」面向中，以註冊率最受矚目，今年則有七所學校以 100％的比率，並列第一，分別是
成大、中央、清大、台科大、北科大、陽明交大及中興。其中，中興從去年的第 10 名變為第一名，最
受關注。 
 
另外，「生師比」亦是「教學表現」面向的關鍵指標。前五名全為醫科大學，分別為北醫、長庚大、高
醫大、慈濟及中醫大。而這次位居第 17 名的大葉大學，是全台生師比優化最成功的學校。 
 
國際化程度〉 
逢甲、淡江國際化程度驚人，占據前五大 
 
為了在世界舞台打擂台賽，國際化已成了各大學必練的武功，許多私校為打出知名度及擴充生源，「國
際化」程度相當突出，以前十名來說，逢甲、淡江、文藻、中醫大就分別占據第三、五、九、十名。 
 
其中，逢甲推動日間學制修讀雙聯學制，不遺餘力，該指標的學生數為全台第一。而素為國際化評比常
勝軍的淡大，其「修習全外語院、系所、學位學程之學生數」亦是全台第一。外語專科起家的文藻，國
際化更已成學校的 DNA，該校在「國際教師數比（所有）」的指標上，名列全台第一。 
 
綜觀「國際化程度」面向，其中的「跨國學位合作校數」代表學生跨境學習的機會多寡，最被注意。而
這項指標中，除了占據前五名的頂大外，銘傳大學、元智大學分別拿到了第六、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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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 
長庚大學連結力強，前十名中唯一私校 
 
近年來，隨著「學用落差」議題發燒，「產學合作」成為評定大學能否接地氣的指標。其中，前十名皆
為老牌的醫理工大學，而長庚大學拿下第八名，成為前十名中唯一的私立大學。至於中山一舉進步五名，
拿下第五名。 
 
而在該面向中，以「台灣專利數」「每師平均產學收入」最能看出能量所在。其中，勤益科大在「台灣
專利數」僅次於台成清交和台科大，位列第六。而慈濟則成為全台「每師平均產學收入」最高的學校。 
 
另一項重大細指標「推廣及產學收入」，今年嘉義大學表現可圈可點，一舉從 57 名進步到第 26 名。 
 
財務體質〉 
校際差距大，台大總經費為平均值 6.6 倍 
 
最後則是「財務體質」面向，除了傳統的國立頂大外，醫科類，尤其設有醫院的大學財源豐沛，令人稱
羨，前四強由台大、中醫大、成大和慈濟大學站穩。而前十名僅有清大、明志科大和中央沒有附設醫院。 
 
台塑集團旗下的明志，受惠於母公司奧援及握有集團上市公司股票，每年股利豐厚，財務狀況傲視其他
私校，其財務速動比率名列第五。至於清大，在本年度現金增減情形排名由全台第 30 名，前進至第三
名。 
 
「財務體質」面向中，最被關心的是「學生平均經費」及「全校總經費」，前者由中醫大、北醫和高醫
分居前三名，其中，中醫大每位學生分得 71.7 萬元，足足比台大的 50.5 萬元多了 21.2 萬元，幾乎是最
後一名的七倍。而總經費仍是台大居冠，年收 168.9 億元，為平均 25.6 億元的 6.6 倍，更為最窮學校的
25.6 倍。 
 
此外，若綜觀 48 項指標的成績，台大果然家大業大，獨得 18 項冠軍，中醫大則有五項居首，陽明交大
奪得四枚金牌，成大、北醫則拿三項榜首，政大、台師大、慈濟、東海、北科大各得兩項第一，其餘如
清華、文化、中華大學、文藻、致理科大、中山、中央、中興、台科大、北商大、北教大、淡江、逢甲、
銘傳、龍華科大、實踐及虎尾科大，則各有一項位居龍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