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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與科學學院】中長程發展計畫 

 

壹、院務發展目標 

一、培養人文及應用科學領域的專業人才。 

培育學生具備人文關懷與實事求是之素養，並養成敬倫理、肯做事之人格特質。 

※ 整合人文與科學的師資，推動人文及科技的學習活動。 

※ 透過人文課程的省思，啟發學生對社會的關懷，建立正確價值觀。 

※ 強化學生文化內容與文化科技的專業技能。 

※ 藉由師資培育中心，培養技職教育中等學校師資，以促進人才永續發展。 

二、培養學生多元文化觀與奠定紥實學術基礎。 

養成自我學習並兼具理論與實務素養之人才。 

※ 結合基礎科學和專業技術，將技術從基礎紮根、厚植研發實力。 

※ 推動跨系所互動與合作，共享教學資源，提昇教學與研究效能。 

三、推動產學合作提昇師生創新創業實務能力。 

結合產業趨勢，爭取產學合作，創造雙贏。 

※ 積極爭取研發計畫，落實服務功能。 

※ 推動產學合作，提昇實務能力。 

※ 前瞻產業趨勢，教學與產業結合，培育符合產業需求人才。 

※ 協助產業升級，擴大學生就業。 

四、加強國際學術交流開拓師生國際視野與提昇研究風氣。 

培養具備專業知能、獨立思考、國際視野之人才。 

※ 鼓勵各系所推動國際學術交流、交換師生並簽訂合作計畫、爭取舉辦國際型學術研

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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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院系所與國外著名學簽訂姊妹校，以拓展國際視野。 

貳、組織現況 

一、系所與教學中心 

應用外語系（四技、二技陸港澳專班、碩士班） 

文化資產維護系（四技、碩士班）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碩、博士班） 

漢學應用研究所（碩士班） 

休閒運動研究所（碩士班） 

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班） 

材料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師資培育中心 

二、產學研究中心 

台灣自旋科技研究中心 

文化科技研究中心 

雲林教育服務中心 

台灣文化資產修復與研究中心 

專利侵害鑑定中心及科技法律諮詢中心 

三、研究推廣服務中心 

亞洲產業文化資產中心 

文物修護研究與推廣中心(籌備處) 



 

3 

 

教育科技研究中心 

台灣漢學研究中心 

永續觀光研究中心 

智慧學習研究中心 

智慧財產權法研究中心 

 

各系所學制詳如表一所示： 

表一 

系        所 學           制 

應用外語系 碩士班，大學部 4年制，二技陸港澳專班 

文化資產維護系 碩士班，大學部 4年制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漢學應用研究所 碩士班 

休閒運動研究所 碩士班 

科技法律研究所 碩士班 

材料科技研究所 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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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師資 

110學年度第2學期本學院現有專任教師68人包括教授29人、副教授24人、副教授

級專業技術人員1人、助理教授14人，其中獲有博士學位者62人、碩士學位者6人，

各系所專任師資結構詳如表二所示： 

 

表二 

系       所 教授 副教授 副 教 授

及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助理教授 講師 合計 

應用外語系 4 6 0 5 0 15 

文化資產維護系 3 5 1 5 0 13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6 1 0 0 0 7 

漢學應用研究所 3 3 0 1 0 7 

休閒運動研究所 3 4 0 2 0 9 

科技法律研究所 6 1 0 0 0 7 

材料科技研究所 4 4 0 1 0 9 

合  計 29 24 1 14 0 68 

百分比 42.6% 35.3% 1.5% 20.6%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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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所專任師資學歷詳如表三所示： 

表三 

系       所 博士 碩士 合計 

應用外語系 15 0 15 

文化資產維護系 13 1 14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7 0 7 

漢學應用研究所 7 0 7 

休閒運動研究所 5 4 9 

科技法律研究所 7 0 7 

材料科技研究所 9 0 9 

合  計 63 5 68 

百分比 92.6% 7.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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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 

本學院110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約計1125人，各系所學制及學生數約如表四所示： 

表四 

系       所 

大學部 研究所 

合計 
四技、二技

陸港澳專班 

碩士班 碩專班 博士班 

應用外語系 251 46 40 0 337 

文化資產維護系 230 84 0 0 314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0 24 24 92 140 

漢學應用研究所 0 40 42 0 82 

休閒運動研究所 0 37 56 0 93 

科技法律研究所 0 47 72 0 119 

材料科技研究所 0 40 0 0 40 

合  計 481 318 234 92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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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課程及教學 

一、 本學院課程設計與規劃，重點如下： 

(一) 以培養學生核心能力為目標，核心能力包括：國際競爭之能力、廣博通識之

能力、團隊合作之能力、獨立思考之能力、學術專業之能力。 

(二) 為培養學生就業競爭力，以「專業倫理」為學院必修課程。 

(三) 秉持技職教育實作的精神，大學部學生必須修習「實務專題」課程。 

 

二、 各系所暨教學中心主要之教學目標如下： 

(一)應用外語系 

1. 培育專業外語能力及企業界所需外語實務人才。 

2. 培養涉外文創商務人才。 

3. 培育語言教學人才及學術研究人才。 

(二)文化資產維護系 

1. 強化文化資產專業及統整能力，傳授兼具保存、修護與文史研究之專業知能

，培養從整體觀點進行文化資產經營活化與文化資源紀錄應用之能力。 

2. 理論與實務並重，針對公眾意見與特定專業的需求，加強各類文化資產課程

，培育文化資產的研究與經營之人才。 

3. 瞭解社會變遷與脈動，探討多元文化，培育社會與文化相關產業人才。 

4. 重視學術發展與社會實踐，培養專業倫理道德及對社會國家的責任感。 

(三)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1. 培育技職教育與訓練領域之專業人才。 

2. 培育具備教育訓練能力、研發成果應用能力、整合發展能力、行政管理能力

，以及國際觀的人才。 

3. 涵養各級學校教師、教育行政人才、人資及企業人員及研究人員之專業態度

與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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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 

1. 培育技職教育與訓練領域研究及實務應用之高級人才。 

2. 培育具備教育訓練能力、研究能力、整合發展能力，以及國際觀的人才。 

3. 涵養各級學校教師、教育行政人才、人資及企業人員及研究人員之專業態度

與倫理。 

(四)漢學應用研究所 

1. 培育具有「優良品德」之人才。 

2. 培育具有「國際視野」之漢學應用人才。 

3. 培育具有「科際整合能力」之人才。  

(五)休閒運動研究所 

1. 培育休閒與運動產業經營管理專業人才。 

2. 培育休閒與運動研究專人才。 

3. 培育高齡運動指導暨推廣人才。 

(六)科技法律研究所 

1. 培育國際科技法律專業人才，以配合國家產業發展之需要。 

2. 加強新興科技法學之研究，使科技法學能與科技發展並進。 

3. 成為全國產、官、學之科技法律諮詢與研究中心。 

(七)材料科技研究所 

1. 培育具有材料專業知識與技能的高級研究人才。 

2. 養成具有獨立思考、研發能力與協調整合能力之研發人才。 

3. 培育終身學習並兼具國際視野之專業人才。 

(八)師資培育中心 

1. 結合校內各系所專業師資，培養教育專業、學科專業並具教育熱忱之中學師資。 

2. 注重實務教學，安排學生參訪產業界與職業學校，使充分了解職校教育、產業

設施及其技術發展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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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未來發展規劃 

一、整體發展策略 

本學院秉持本校校訓與教育宗旨，在人文與科學並重、理論與實務合一的理念下，推動

人文及數理化，並鼓勵學術研究，進行產學合作與社區服務。 

(一)未來發展方向 

1.人文與科學的組合。 

2.理論與實務合一的具體實踐。 

3.強調跨院系的互動。 

4.紮根地方邁向國際。 

5.教學、研究與服務並重。 

(二)學生核心能力 

1. 國際競爭 

(1)強化語文溝通能力。 

(2)認識歷史與維護文化傳承。 

(3)國際觀養成。 

2. 廣博通識 

(1)啟發文學美感經驗。 

(2)藝術、工藝與音樂的鑑賞。 

(3)情感抒發與創作。 

3. 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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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身心靈的健康與促進。 

(2)認識生命教育。 

(3)和諧人際與親子關係學習。 

(4)人與生態的互動。 

4. 獨立思考 

(1)喚醒公民意識。 

(2)辨別社會正義。 

(3)認識法律。 

5. 學術專業 

(1)培養邏輯思維。 

(2)認識科學與運用科學。 

(3)建立生態永續的理念。 

(三)五化發展規劃 

1.短程目標：達成年度校務績效指標。 

特色化 
學院能夠依據科技大學的人文專長，建立起以文化性為主之教學

；研究朝向國際合作等領域共同發展。 

學術化 
教師能建立個人學術領域之專長，整合研究、教學、社會、服務等

各構面之共同發展。 

產學化 學院與各系所建立起社會、產業之對接價值以及加值效應。 

國際化 
學院及各系所均能與國際間相對機構之者充分合作，師生互動交

流及研究。 

智慧化 各系所建立教學智慧化，服務和研究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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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長程目標：以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願景為依歸，逐步在本校五化行動策略指

引下，達成以院為主體，全面規劃符合社會、環境與學習者需求之學術研究、產

學、永續課程與教學，為全球永續發展而努力。 

特色化 
各系精選數門優質網路課程，提供給高中職優秀學生選課，並承

認其學分，提早綁定優質未來新生。 

學術化 

增加引用率、鼓勵(補助)教師參加Scopus資料庫收錄的國際研討

會、鼓勵外籍學生發表論文、鼓勵研討會論文發表儘量與外籍朋

友合作。 

產學化 

鏈結校友，強化與畢業校友連結，以增加實習、產學相關交流、增

加國際專利數，由學校注入資源，優質國內專利也申請國際專利

。 

國際化 

東南亞學校碩班學位生、學制合作、增加外籍博後生，增加國際

化人才及提升論文發表，建立人脈，學術交流、增聘外籍教師、舉

辦外籍學生團隊活動，鼓勵參與國際競賽。 

智慧化 

高中職銜接，開設數位課程，讓高中職端畢業即可修課並抵免大

一的部份課程、將AI應用課程列為院必修課程、優化校內線上教

學平台(如 EClass)-強化平台功能，簡化操作程序、建立教學資

料庫應用。 

 

二、各系所主要發展方向、五化發展規劃及永續發展願景與目標 

（一）應用外語系 

1.未來發展方向 

(1)訓練專業外語人力，因應國家未來經濟發展與業界的需求。 

(2)加強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簽訂國際學術交流協訂推動國際化。 

(3)推動跨系所整合型教學與研究合作案，提昇研究能量與教學品質。 

(4)結合語文創作與多媒體科技行銷在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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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短程目標 

特色化 創造符合產業需求的教學特色 

學術化 積極推動及參與國內外研討會 

產學化 積極推動產業與教學合作 

國際化 加強國際交流及合作 

智慧化 將現今科技融合到教學上 

3.中長程目標 

特色化 達到入學即入行畢業即就業的目標 

學術化 提升學術研究的廣深度 

產學化 創造屬於本系的產學合作創新模式 

國際化 吸引優秀國際學生到本系就讀 

智慧化 結合媒體科技提升數位學習 

4.永續發展願景與目標 

(1)應外系以培養學生兼具專業外語能力及職場技能，並培育「英語創意教學」

及「文創商務溝通」之專業人才，本系遵循永續發展願景，結合外語教學

與媒體科技、在地文化及國際行銷，增進學生多元技能、具備宏觀視野並

國際接軌，啟發學生對於人與社會議題的關懷，在本系之教學創新下，奠

定學生基礎核心能力及專業知識技能的整合，並貫徹全人素養特質。 

(2)本系長期以來，重視學生多元學習，除強化英語核心能力外，也期望學生

具備溝通及協調能力、專業倫理及實踐能力與創新思考及獨立解決問題之

能力。本系所開設課程， 包含外語、科技、教學、文化及社會，期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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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專業知識及增強英語溝通能力的同時，也關懷社會、重視社會需求、

增進人文素養及拓展國際視野。 

（二）文化資產維護系 

1.未來發展方向 

(1) 加強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提昇文化資產學研究水準。 

(2) 發展文物保存與修復技術，開拓新的學術研究方向。 

(3) 積極參與社區文化事務與活動，推展文化資產保存修護觀念。 

2. 短程目標 

特色化 以社會實作輔導學生發展 

學術化 結合教學與學術發展 

產學化 聘請產業界教師演講並至業界參訪 

國際化 聘請外國學者授課、演講，提供學生出國交流機會，建構多元國際觀。 

智慧化 導入智能機械於進階課程，並與外部合作研發相關軟硬體。 

3.中長程目標 

特色化 達到入學即入行畢業即就業的目標 

學術化 發展教學與學術發展橫向水平整合 

產學化 將產學結合課程以達產學致用 

國際化 畢業即擁有可輕易地打入不同國家/地區的人才市場能力 

智慧化 以大數據分析並制定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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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永續發展願景與目標 

(1) 本系(所)將遵循學校、學院 2021~2025 年短程計畫與永續發展願景，並

呼應聯合國 2030 年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將本系(所)的學術、產學、教學與永續目標結合與實踐，

促進文化資產之永續發展。 

(2)本系(所)永續發展目標秉持大學教育與善盡社會責任之教育理念，促進優

質教育、就業與經濟成長、永續與社會實踐等目標，保存及活用文化資產，

保障文化資產保存普遍平等之參與權，充實國民精神生活，發揚多元文化，

追求經濟、社會、環境之永續。 

（三）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1. 未來發展方向 

(1) 提供進修管道：因應社會各界研究進修技職教育之需要，本所提供大學校院

相關系組畢業生、公私機構人力發展與訓練人員等研究進修管道，以提升其

專業能力。 

(2) 發展策略聯盟：建立科技大學與地區技職教育機構學習夥伴之互動關係。 

(3) 拓展國際交流：積極從事國際教育合作和學術交流，培養研究生國際化的宏

觀視野。 

2.短程目標 

特色化 專案訓練與整合發展之能力培養 

學術化 提升研究成果發表與產研計畫執行 

產學化 鼓勵產業合作與交流 

國際化 規劃跨國研究合作與執行全英授課之專業課程 

智慧化 推動 AI 概念於教學歷程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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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長程目標 

特色化 技職教育與實務應用之終身學習 

學術化 爭取跨領域整合之產研計畫與成果推廣 

產學化 推動產業整合應用與合作，達到效益之效應 

國際化 簽訂姐妹校及國際合作發展與授課 

智慧化 善用 AI 技術應用於歷程回饋之效能 

4.永續發展願景與目標 

(1)本所將遵循學校 2021~2025 年短程計畫與永續發展願景， 並呼應聯合國 

2030年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將本所的學術、產學、教學與永續目標結合與實踐，創造永續發展的願景。 

(2)本所永續發展目標將秉持大學教育與善盡社會責任之教育理念，深耕社會

責任與永續發展方向進行，本所常年深耕於生態、永續觀光、增進國人身

體健康及心理健康等目標，將本所所學善盡社會教育責任，永續為國人帶

來更美好的生活，創造永續發展的願景。 

（四）漢學應用研究所 

1.未來發展方向 

(1)建立國際漢學研究資料庫，加速漢學研究全球化。 

(2)以電腦科技數位典藏文獻資料，做永久性保存、傳承與發揚。 

(3)文學課程活化與創新 

2.短程目標 

特色化 深化漢學應用領域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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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化 教師深耕學術研究專業領域 

產學化 鼓勵教師參與產學合作計畫 

國際化 規劃跨國學術交流與合作 

智慧化 邁向工業 4.0 

3.中長程目標 

特色化 
「漢學領域實務教學」、「科技創新與應用能力培養」的小而美的獨

立所 

學術化 厚植學術能量，提升本所能見度 

產學化 產官學多方合作，發揮最大研究效能與效益 

國際化 成為國際性漢學學術專業系所 

智慧化 結合尖端技術，漢學數位應用加值 

4.永續發展願景與目標 

(1)本所秉持「傳承保存與發揚創新兼顧」、「文獻整理與數位科技結合」、

「學術研究與進修推廣並行」、「關心本土與接軌國際並重」之設所理念，

聚焦而務實地推動各項教學、研究、服務與產學合作計畫，落實本校「建

構適性揚才的教育環境」、「建構研發成果與新創事業鏈結的機制」之發

展策略。 

(2)本所配合國家政策，依據本校務實致用之科技大學之辦學理念，培育人文

與科技整合之專門人才。 

（五）休閒運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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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來發展方向 

(1)結合中部地區之休閒產業界，建立產學合作教育之模式，提供實務研究與學習。 

(2)針對休閒產業管理階層，提供在職進修管道。 

(3)推廣高齡者健康休閒運動典範模式 

2.短程目標 

特色化 

本所教師擁有運動指導、永續觀光、生態等專業，運用該專業發

展特色，本所將永續觀光運用至社區，並與產業合作，持續尋求

更多產業界合作的可能性，運動指導專業以創造國人健康生活為

主要，進入高齡化社會當下，針對此趨勢，將帶領運動結合本所

教師專業，提升整體國人健康。 

學術化 

本所研究以永續發展目標及善盡社會責任為基礎，將研究成果具

體化，實際運用至社區、產業界、人類生活，打造永續發展的願景

。 

產學化 

本所產學合作及研究多聚焦在良好健康與福祉、優質教育、海洋

生態、陸域生態、促進目標的夥伴關係，共5個SDGs永續指標及1

個永續與社會實踐指標，將持續發展並深耕。 

國際化 針對本所屬性及特色，與國際接軌與交流。 

智慧化 
本所發展主題，適時導入人工智慧等元素，運用最新科技，落實永續

發展之願景。 

3.中長程目標 

特色化 

本所以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願景為依歸，本所特色化的行動策略指引

下，針對本所既有發展特色深耕，打造全面符合社會、環境與學習者

需求之學術研究、產學、永續課程與教學之特色，為提升全球永續發

展而努力。 

學術化 

研究主題以2030永續發展為基礎，學術產出成果能夠實際運用至

全球永續發展，並善盡本所之社會責任，讓學術成果可以進行永

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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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化 

以善盡社會責任和永續發展為依歸，積極與產業界、社區、社會

合作，產學合作由原本5個SDGs永續指標及1個永續與社會實踐指

標，除了原有深耕，再以永續發展指標為基礎，從這些永續發展

指標衍生出更多可能性。 

國際化 
針對本所屬性及特色，鼓勵師生將成果進行國際交流與發表，藉由交

流，可以吸引國外專家合作與教學機會，共同打造永續發展的願景。 

智慧化 

針對本所屬性及特色，鼓勵師生將成果進行國際交流與發表，藉

由交流，可以吸引國外專家合作與教學機會，共同打造永續發展

的願景。 

4.永續發展願景與目標 

(1)本所將遵循學校 2021~2025 年短程計畫與永續發展願景， 並呼應聯合國 

2030 年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將本所的學術、產學、教學與永續目標結合與實踐，創造永續發

展的願景。 

(2) 本所永續發展目標將秉持大學教育與善盡社會責任之教育理念，深耕社會

責任與永續發展方向進行，本所常年深耕於生態、永續觀光、增進國人身

體健康及心理健康等目標，將本所所學善盡社會教育責任，永續為國人帶

來更美好的生活，創造永續發展的願景。 

（六）科技法律研究所 

1.未來發展方向 

(1)加強新興科技法學之研究，使科技法學與科技發展並進。 

(2)成為全國產、官、學科技法律諮詢與研究中心。 

(3)聚集前瞻科技法律議題，如綠能議題、老年化議題等。 

2.短程目標 

特色化 
結合聯合國永續指標開設特色課程，以期達成社會實踐，協助政策

設立與解決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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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化 
鼓勵教師帶領學生積極投入符合永續價值之學術研究，辦理國際性

研討會，以提升本所學術地位。 

產學化 

持續與產官業界合作，建立策略聯盟關係；持續進行科技法律諮詢中

心，深化學生理論與實務結合，促進學生未來良好工作與發展，實現

永續與社會實踐。 

國際化 
推辦雙聯學制，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推送師生參訪姐妹校，建立

長期合作交流，落實永續願景。 

智慧化 
結合創新教學，搭配 5G 打造智能教室，打破地域設限和知識落

差，善盡大學社會責任並完善優質教育。 

3.中長程目標 

特色化 

透過課程、學術研究和產學合作，結合永續價值，與地方、社會和

產業互助，使學生能理解並有能力促進經濟、社會和環境的永續

性。 

學術化 
持續參與社會議題之研究，協助社會政策訂定、解決社會問題，達

到社會實踐。 

產學化 

提升科技法律諮詢中心、復辦專利侵害鑑定中心，培育人才以支援產

官學研，成為國內外科技法律諮詢中心、輔導及人才培育中心，以知

識促進環境與社會永續發展的願景與策略。 

國際化 
擴大辦理國際交流活動，並增加姐妹校合作簽署，建立長期合作交

流，建構善意循環和優質教育環境。 

智慧化 

將永續精神融入所務經營與課程，規劃設立博士班，並加開推廣學分

班，提供優質教育，達到終生學習和破除教育落差，善盡大學的社會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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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永續發展願景與目標 

(1) 科法所遵循學校 2021~2025 年短程計畫與永續發展願景， 並呼應聯合

國 2030 年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於本所的教學、學術、產學、國際和智慧化等目標皆能符合永續

價值與達成社會實踐， 使本所和台灣社會及國際接軌具有影響力，並促

進台灣社會和國際達成經濟、社會和環境的永續發展。 

(2) 科法所永續發展目標將遵循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秉持公平性原

則、永續性原則和多元性原則，追求經濟、社會、環境之永續。 

（七）材料科技研究所 

1.未來發展方向 

(1)聚焦未來性、獨特性、綠色本質等特色主題的關鍵材料科技。 

(2)發展為區域產業的研究和技術支援重鎮。 

(3)與國際接軌，深化國際合作。 

(4)結合地方產業，開發材料與製程技術，提昇產業競爭力 

2.短程目標 

特色化 重點式發展磁性材料科技與綠色能源材料科技等兩大材料特色領域 

學術化 結合教學與學術研究的發展方向 

產學化 材料專業來解決地方產業問題 

國際化 積極尋求國際合作的契機 

智慧化 
強力發展智慧化且具功能性特色解決改善目前材料所面臨的瓶頸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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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長程目標 

特色化 
建構出磁性材料科技與綠色能源材料科技為主及材料科技專利布局

為輔的材料特色領域 

學術化 發展與結合橫向教學和學術研究的學術環境 

產學化 發展區域產業和關鍵技術的產業鏈結 

國際化 推動與深化國際合作與國際材料產業接軌 

智慧化 積極正面迎向智慧化材料發展新科技的挑戰 

4.永續發展願景與目標 

(1)發展未來性、獨特性兼具的關鍵材料科技技術，並結合地方區域產業聯結

解決產業問題並與國際接軌強化合作。 

(2) 培養具有獨立思考、協調整合能力材料專業技術的研發人才。 

伍、永續發展計畫（110~114學年度） 

一、教學方面 

(一) 相關學系學生至業界短期實習或教學參觀，以期學以致用，增進實務經驗。 

(二) 積極規劃成立跨系、所學程及學院博士班。 

(三) 配合社會經濟產業之變化與需求，修訂各系所課程規劃與教學方向。 

(四) 發展東亞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專業人才培育。 

(五) 高齡者運動模式規劃人才之培育。 

(六) 塑造創新、多元優質的教學環境。 

(七) 研發數位化教材與網路課程。 

二、研究方面 

(一) 進行跨學科的多元取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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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訂有效策略激勵學術研究風氣。 

(三) 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促進學術交流與合作。 

(四) 地方產業潛力價值之研究。 

(五) 在地文化闡述與創新價值。 

(六) 發展在地化知識與地方人文價值之學術內涵。 

三、 服務方面 

(一) 持續辦理各種推廣教育班。 

(二) 配合產業進展與地方文化發展，推動產學合作。俾使本學院成為地方發展的知

識泉源，為地方作出積極的貢獻。 

(三) 成立社區高齡者運動據點。 

(四) 在地文化特色與自然景觀行銷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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