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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況

概況

　　本校秉持「研究能力國際級、研究議題在地化」之原則，研發處現已發展完善的研究

獎勵及補助策略，每年均邀請國際傑出教學及研究人才、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舉

辦學術研討會、國際會議、研究成果發表會、研究方法研討會、組織研究團隊、出版學術

專書、成立師生讀書會、出版學術期刊、學術研究獎勵等。98、99年展現豐碩的研究成果，

各項研究計畫件數均大幅成長。

　　近年來，政大產學合作經費不斷突破新高，不論是國科會或非國科會專題計畫表現皆

優異，社會影響力如專書、期刊出版、政策、制度建置等皆相當厚實。在積極充實學術資

源並逐步與產業做聯繫下，已具備產學合作的實力，未來將進一步促成產學橋接，使產學

聯繫能更加密切而長久發展。

方針

　　為促進本校的研究影響力及與國際接軌，研發處近年校務發展策略著重建立完善的研

究環境、發展豐沛的研究能量、提升研究成果影響力等三大主軸。

學術研究成果豐碩

1. 研究能力大幅成長

　　本校教師除投入國科會之學術研究計畫外，並經常配合政府

各部門從事各項政策及實務研究計畫；亦接受民間企業委託進行

各種創新、開發計畫。前述各類計畫皆有逐年成長的趨勢，98 年

各項研究計畫總件數為 667 件，經費總額計 9 億 8,345 萬元。99
年計畫總數 683 件，經費 7 億 9,701 萬元，較 98 年增加 16 件。

　　其中國科會計畫 98 年各項研究計畫總件數為 463 件，經費

總額計 4 億 6,025 萬元。99 年計畫總數 460 件，經費五億 637
萬元，計畫經費成長高達 10%。

發展成果

表 18、98-99 年度本校各學院研究計畫成果一覽表   金額單位 : 萬元

學院別
98 年度 99 年度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文學院 84 8, 369 101 10, 085
理學院 49 7, 738 57 5, 865
社科院 99 10, 334 110 10, 479
法學院 51 3, 890 66 5, 667
商學院 148 22, 416 145 16, 880

外語學院 37 1, 909 33 2, 158
傳播學院 50 5, 628 40 5, 035
國務院 11 552 16 865

教育學院 21 2, 370 23 3, 122
校級中心 58 9, 573 62 11, 762

其他 59 25, 564 30 7, 782
總計 667 98, 345 683 79,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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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跨領域研究團隊深度結合

　　本校為五年五百億計畫中以人文社會科學見長的學校，為平衡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

學之發展，積極鼓勵現有系所結合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研究，進行跨領域研究（如

實驗政治學、生物社會學、腦神經語言學、生物人類學、人工智慧經濟學、腦神經哲學、

科學史等），俾能整合校內人文、社會、心腦、科技、傳播、法律，成為一個跨領域之學

域，形成校內、國內及國際之學術平台。

　　其中，神經科學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仍持續進行，建構了五個認知神經科學儀器培訓

平台 ( 功能性磁振造影 (fMRI) 平台、大腦事件誘發電位 (ERP) 平台、腦磁波儀 (MEG) 平
台、跨顱磁刺激 (TMS) 平台及眼動儀 (eye-tracker) 平台等 )，提供教育人文社會科學領

域之大專院校教師與研究生瞭解並利用各項儀器進行跨領域研究之機會。

3. 跨國研究團隊擴大連結

　　為提高在國際學界之能見度，促進學術交流並激發創新思維，近年來本校積極鼓勵組

織研究團隊、爭取跨國研究合作，且已有具體成效，經簽約且含經費的國際合作計畫案在

近兩年大幅成長。

　（1） 選舉研究中心自 3 年前開始進行「亞洲選舉研究計畫」(Asian Election 
Studies, AES) 與日、韓選舉研究學者商討 AES 合作計畫事宜，成立專屬

網站，並以地理資訊系統 GIS 為平台建立選舉資料庫。98 年開始執行共

同研究計畫，辦理大型學術研討會 (Elections in Taiwan, Japan, and 
Korea under the Mixed-Member Electoral Systems)，並新增日韓電

子地圖及歷年選舉資料進入 GIS 選舉資料庫。99 年開始與日韓建立長期

分工，出版英文專書著作，提供教學課程，GIS 完成資料庫整合，開放國

內外學界使用。

　（2） 98 年台俄組成跨國研究團隊，以三年期合作研究計畫，強化政大的國際學

術連結。東亞研究所長李英明與俄羅斯外交學院合作，進行「俄羅斯與台

灣參與亞太經合會之研究」，主要探討台俄雙方參與亞太經合會的動機、

過程、特色與互動模式，並以此為基礎，研擬在亞太經合會的架構下，台

俄雙邊合作之策略建議。斯拉夫語文學系主任陳美芬與俄羅斯國家文學與

檔案館合作進行「兩次世界大戰期間 (1922-1939 年 ) 蘇聯、中國與日本

期刊文獻中之政治諷刺漫畫」研究，這項計畫與全球政治漫畫領域權威研

究學者格魯別夫合作，為台灣學界首度與俄方學者全面性、系統化深入研

究該議題。

　（3） 第三部門研究中心在 98 年首度成為第三部門研究國際學會 ISTR，亞洲暨

太平洋區域年會的主辦單位，主辦權之獲得肯定政大「研究能力國際化、

研究議題在地化」學術能量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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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為達到台歐學術交流，提升台灣國際影響力目標，政大於 98 年 10 月成

立歐盟科研架構計畫－安全主題國家聯絡據點 (Security-NCP)，以即時

掌握歐盟 FP 計畫相關主題專業訊息，迅速傳達給國內各領域的專家學

者，並加強與歐盟國家的合作交流與聯繫。

該計畫設置有專屬網站，致力於提供計畫徵求最新資訊、國內外安全領

域活動消息以及尋找合作夥伴等資訊；同時也積極辦理相關歐盟計畫推

廣活動及經驗分享說明會。

在本校各院、系所、中心的通力合作下，已順利促成 6 件國科會補助「參

與 FP 先期規劃計畫」，其中，法律系陳起行教授更以法律專長加入義大

利生物辨識技術與倫理團隊，參與中心主持人 Elimio Mordini 博士負責

的 RISE 計 畫 (Rising Pan-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Awareness 
of Biometrics and Security Ethics)，共同提升國際間對生物辨識及安

全技術運用隱私權、倫理議題的重視。陳起行教授成功參與歐盟科研架

構計畫，為政大推動國際合作注入一股強心針，並且帶來另一波研究風

氣。

　（5） 99 年美國知名學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Eli Noam 教授組織「國際媒介集

中度研究」（International Media Concentration(IMC)Project）的

跨國團隊，台灣地區由本校廣電系教授暨國際傳播英語碩士學位學程主

任劉幼琍發起，針對台灣不同傳播媒介提出「電訊傳播產業市場集中度

之探討」。該團隊聚集 28 國學者，針對電訊、報紙、雜誌、廣播、電視

（無線電視、有線電視系統、衛星電視頻道）、電影、音樂、網路等產

業的媒介集中度與所有權問題提出探討。

台灣地區媒介集中度研究團隊橫跨四所大學，校內包含了政大廣電系教

授劉幼琍、陳儒修、曾國峰，分別針對電信產業、電影產業、衛星頻道

與音樂產業之集中度做研究。校外則有師大大眾傳播所教授陳炳宏，負

責報紙與雜誌產業；元智資訊社會學研究所教授周韻采，負責網路產業；

景文科技大學財經系教授莊春發，以廣播產業及有線電視系統為主。

4. 推動產學合作大幅成長

　　政府為充分運用國家知識作為經濟發展的基礎，以促進產業

創新與提高國際競爭力，大力鼓勵各大學透過產學合作方式，以

產業界資源導入學校研究，激發新能量，再將大學知識能量轉化

於產業運用，建立一個完整的產學合作機制，俾對經濟與社會有

具體貢獻。

　　由本校會計系團隊研發成功的「可延伸企業報告語言」

(XBRL) ――有助於國內上市櫃企業財務與非財務資訊全球化的

一套國際標準，繼 3 年前創下政大技術移轉首例後，再於 98 年

9 月 18 日將 XBRL 技術非專屬授權移轉予寶盛數位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實踐政大身為頂尖大學的社會責任。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蔡明月教授，通過 99 年度國科會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以非專屬方式，先期技術移轉予碩亞數碼科

技有限公司。

5. 個案研究成績亮眼 

　　個案研究是學術知識與產業連結的橋樑，3 年前已完成國內

首次由國內外學者合作撰寫台灣本土個案，98、99 年度商學院

持續參與哈佛 PCMPCL∕GCPCL 教師與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毅

偉管理學院（IVEY 管理學院，全球個案發行量排名世界第二）

教師共同開發撰寫 25 個台灣本土個案，以中英文發行至世界各

地，提升政大商學院之全球知名度及在個案教學領域的位階。

第一批 11 件個案已撰寫完成，並於 97 年底起陸續於 IVEY 個案

發行平台上架，推廣至全世界，至今約二年之總銷售數已超過

6,000 份。

　　社科院亦進執行多項個案撰寫，進行各項政策之制定、執行

與評估、危機管理、回應民意、工作輪調等相關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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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置學術交流平台

　　為協助校內教師、研究人員及學生進行各項研究及獎助計畫之申請，研發處積極建構

並持續更新學術交流平台，此平台除具備瀏覽學術訊息功能外，同仁尚能自由上線發布研

究計畫相關訊息，促進校內學術交流，形成合作契機，激發同仁研究能量。

3. 辦理研發論壇

　　為使本校各領域研究發揮社會影響力，影響未來社會研究並和社會大眾分享研究成

果，引導社會發展方向，善盡知識份子的社會關懷，舉辦專業講座與通俗講座以及其他相

關學術活動，以促進學術發展、引進國際新理論與創新思維、鼓勵跨領域合作與提升整體

研究水準。

　　98 年至 99 年共舉辦政大講座論壇 3 場、創新研發論壇 25 場、國際研發論壇 9 場、

智財研發論壇 4 場、青年領袖研發論壇 9 場，以人文關懷、專業創新、國際視野的角度

出發，帶給政大人交流、合作的園地，並建立知識平台。

4. 鼓勵讀書會

　　為鼓勵教師及研究人員自組讀書會，落實學術扎根並增進學術探索與互動的機會，本

校於 95 年 9 月間通過師生讀書會補助辦法，冀望藉由讀書會激發無限學術潛力，拓展新

研究脈絡，並可成為新設研究團隊或研究中心的基礎。98、99 年度分別成立 30 及 22 個

讀書會，為教師先期研究奠立厚實基礎。

5. 鼓勵專書與論文發表

　　研發處為校內學術研究補助與獎勵重要經費來源，如何藉由補助獎勵制度的建立，給

予教師及研究人員適當協助與激勵，以提升本校學術研究水準，並激發研究能量，發揮學

術影響力是研發處重要課題。

　　為持續擴充研究能量，凡本校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準備撰寫或翻譯與學術研究有關之

專書（不含教科書或已發表之論文彙編）得向研發處申請補助。茲彙整本校近 4 年專書

與論文發表情形如下各表，其中國際期刊論文發表數量呈現穩定成長。

校園研究氛圍提升

1. 強化校級研究中心能量

　　本校現有九大校級研究中心，主要任

務為推動學術研究，彙整、發展和運用研

究成果。為發展本校特色領域，現分別設

立國際關係中心、選舉研究中心、原住民

族研究中心、第三部門研究中心、中國大

陸研究中心、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人文中心、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台灣

研究中心及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均由各專

長領域頂尖學者組成，聲譽卓著。

　　研發處依相關法規提供各中心資源補

助，協助發揮各中心特色。另為有效管理

校級中心之運作，本校於 92 年即訂定研究

中心管理辦法及評鑑辦法，各研究中心第

一次接受評鑑時間為設立後 2 年，往後每

三年評鑑一次，各校級研究中心之評鑑小

組均由校內外學者專家組成，並經校評鑑

委員會通過後擔任，評鑑結果決定中心進

退場機制。

　　為協助校級研究中心發展，提昇學術

研究水準，本校自 96 學年度至 99 學年陸

續辦理各校級研究中心評鑑作業，評鑑結

果均通過。未來將持續透過中心自評及校

外學者實地訪評，瞭解各中心學術研究現

況，協助各中心建立改善機制，從而激發

研究能量，進一步帶動拓展具前瞻性之研

究領域，以提升本校研究品質並擴展社會

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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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98-99 年本校發表之具審查機制專書及篇章統計表

著作類別 98 年 99 年 累計

專書 35 本 40 本 75 本

專書篇章 103 88 191
合計 138 128 266

表 20、98-99 年度本校期刊論文發表統計表

資料庫類別 98 99 累計

SSCI 162 134 296
SCI(E) 125 124 249
A&HCI 18 13 31
TSSCI 120 139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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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本校 96-99 年度國際期刊論文發表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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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研究團隊發展計畫   

　　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成立三人以上之研究團隊，得申請補助。研究團隊成員可跨

系、跨院、跨校，惟校外成員不得超過該研究團隊總人數 1/3。研究團隊主題由團隊自訂，

但須以一年內完成後，可向有關單位申請研究計畫補助之整合型計劃為目標。每團隊每學

期補助金額為 5 萬元，補助項目以雜費、工讀金及校外成員交通費為限。獲補助之研究

團隊應於期滿一個月內繳交精簡報告、研究績效說明，並舉辦小型研討會，公開發表研究

規劃成果。此外，該團隊經補助結案後一年內，團隊成員有與團隊研究主題相關之論文發

表於 TSSCI、SCI、SSCI、A&HCI、THCI Core 等資料庫收錄之期刊，或研究成果獲其他

單位之整合型研究計畫補助者，該研究團隊得申請第二次補助。98 年至 99 年間補助研究

團隊共 18 隊，補助金額 90 萬元。

9. 鼓勵大學部學生申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本補助屬 99 年度新增業務，為鼓勵本校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獲得指導教授承諾

指導研究，有意向國科會申請於本校執行之「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經向所屬學院

提出研究計畫書並獲核可者，應參與相關計畫研習會及發表會，並完成國科會申請程序，

每案核發獎助學金5,000元為限，通過國科會補助者，每案再核發獎助學金5,000元為限。

99 年間補助大學部學生申請國科會計畫通過第一階段申請共 60 人，其中通過國科會補助

共 34 人，累計補助金額共 60 萬 4,000 元。

6. 鼓勵舉辦與參與各項學術活動  

　　為鼓勵本校各單位舉辦學術研討會、研究成果發表會及研究方法研討會，以促進學術

界交流暨推廣研究成果，各單位舉辦於研討會前，得檢附計畫書及經費補助申請表，向研

發處申請補助。98 年至 99 年間補助舉辦學術研討會共 81 場，補助金額達 674 萬餘元。

　　另外，為提高本校在國際上之學術地位，並與國際接軌，凡本校專任教師、研究人員

和學生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並以本校名義發表研究成果，均得申請相關費用之補助。

每人在同一會計年度以補助一次為原則，每篇論文以一人申請為限。98 年至 99 年間補助

師生出席國際會議達 134 人次，累計補助金額共 345 萬 7,477 元。

7. 鼓勵教師 ( 新進 ) 及研究人員進行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為鼓勵新進教師及研究人員進行國科會計畫之申請，凡符合條件之教師或研究人員得

申請補助助理費、工讀金、交通費及雜支等，最多補助 10 個月，補助額度以 10 萬元為

上限；此外申請人亦得商請研究績效卓著之教師或研究人員擔任其計劃之諮詢，受邀者每

案支給 1 萬元諮詢費。98 至 99 年間補助新進教師申請國科會專題計畫共計 55 件，核發

補助金額共計 582 萬元。

表 21、98-99 年本校補助師生出席國際會議統計表 

98 年度 99 年度

師生申請件數 金額 師生申請件數 金額

文學院 10 245,000 13 415,000
理學院 11 295,000 2 34,000
社科院 16 439,200 9 317,500
法學院 3 42,500 0 0
商學院 12 255,000 14 237,500

外語學院 10 224,277 11 352,500
傳播學院 4 62,500 3 95,000
國務院 1 7,500 1 25,000

教育學院 6 117,500 4 140,000
校級中心 1 50,000 1 50,000

其他   2 52,500
總計 74 1,738,477 60 1,719,000

備註：其他單位為 99 年度補助體育室呂潔如老師及附小劉兆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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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建置各項資料庫

　　資料庫建置為學術研究基礎建設。本校長期致力於建置具有永續性、原創

性與在地特色的資料庫，著重在台灣、中國、亞太地區以及語言文化等研究，

兼顧人文與社會各種面向之學術資源。並且期望透過整合的方式，進行跨領域

資料庫的搜尋，創造更豐富的學術內涵。本校共有 30 類不同領域資料庫，明細

如下：

　　中文傳播資料庫、台灣電視資料庫、政大剪報全文資訊系統、中國大陸政

治菁英資料庫、台灣電影資料庫、大學報資料庫、中國大陸選舉資料庫、台灣

網際網路研討會論文系統、政府人事異動資料庫、中國經濟資料庫、台灣選舉

地緣資料庫、政治大學漢語口語語料庫、台商研究資料庫、伊斯蘭文明與思想

資料庫、學術期刊資源網、台灣企業史資料庫、全球的銀行海外擴張資料庫、

歷屆公職人員投開票紀錄、台灣原住民族語料庫、和平與衝突資料庫、GIS 亞

洲選舉資料庫、選舉地緣資料庫、第二外語研究資料庫、傳播倫理個案資料庫、

未來事件交易所資料庫、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電視新聞文獻資料庫、國

外電視節目資料庫、東北亞研究資料庫、兩岸衝突資料庫、中共能源外交資料

庫等。

　　本校 3 年前獲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第二外語研究資源建置計畫」

後，新增資料庫語種涵括德語、法語。98 年共 8 項計畫獲國科會青睞，補助

總經費高達新台幣 6,900 萬元；至 99 年已採購 11 個資料庫，學科範圍涵蓋法

學、文學、哲學、綜合、百科全書及字典等，提供至少 3~5 年使用權。計畫同

時蒐集 219 種免費資源，未來將陸續增加。在期刊部分，除已購進的 Brepols 
publications (e-journal) 外，並陸續採購法學、教育及哲學類佔最大比例。法

語資源建置計畫已進入完成階段。

　　本校亦獲國科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建置計畫」，98 年本校共

執行 13 件計畫，總金額達 5,000 萬元；99 年共執行 17 件計畫，總金額達 4,700
萬元，大幅充實校內圖書研究資源。

研究標竿榮譽

1. 教師獲獎事蹟：

　（1） 郭光宇教授、宋麗玉教授、吳安妮教授、張卿卿教授榮獲 98 年度國科

會傑出研究獎。林鎮國教授、何萬順教授榮獲 99 年度國科會傑出研究

獎，兩位教授長期在所屬學術領域耕耘多年，並於 97 學年度獲政大特

聘教授榮銜，如今再獲得國科會肯定，全校同感榮耀。

　（2） 全校 90 名教研人員榮獲國科會 99 年度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獎勵。

　（3） 陳志銘教授榮獲 99 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其長期致力數位學習研究，

肯定政大集結資訊科學、教育與心理研究資源，相關領域發展潛力無窮。

　（4） 司徒達賢教授榮獲 99 年度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傑出成就獎，學會

業於 100 年 7 月舉辦的會員大會中頒獎，邀請當選人發表演講，分享專

業經驗，落實學會選賢勵學的精神。

　（5） 由廣電系吳翠珍及盧非易兩位副教授領軍的通識課「媒體素養概論」，榮獲教育

部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績優通識教育課程，兩位老師獲頒為績優教師。

　（6） 政大歐洲語文學程教授張台麟於 99 年榮獲法國教育部頒發的二等學術勳章

(Officer dans 1'Ordre des Palmes Academiques)。

2. 學生獲獎事蹟：

　（1） 本校 12 名博士生榮獲國科會 98 年「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

士論文」。本校 16 名博士生榮獲國科會 99 年「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

選人撰寫博士論文」。

　（2） 法律系學生參加 2010 年傑賽普國際模擬法庭辯論賽 (Jessup Moot Court 
Competition) 創下佳績，團體總成績勇奪全國第三，個人成績囊括最佳辯士及

優秀辯士各一名。

　（3）社會系王得宇同學於 99 年 11 月獲第四屆枋橋藝文獎。

3. 單位績優表現：

　（1） 科技管理研究所獲 2010 年英國《金融時報》全球商學管理碩士排名第 47 名，為

全台之冠。

　（2） 商學院於 99 年四月底正式通過歐洲管理發展基金會 (EFMD) 的高標準審核，獲

得全球高等商管教育最高榮譽之一的「EQUIS 認證」。

　（3） 政大電子計算機中心於 99 年 11 月獲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評

鑑績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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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研究附圖表

附表 6、98-99 年度與國內單位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清單

合作學校 ( 機構 ) 合約名稱 通過時間 簽約日期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

研究院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

究院與國立政治大學

合作協議書

97.11.05 第 616
次行政會議

98.01.14

財團法人法鼓山人

文社會基金會

財團法人法鼓山人文

社會基金會與國立政

治大學法鼓人文講座

設置合約書

97.12.03 第 617
次行政會議審議，

續提 98.03.04 第

618 次會議通過

98.04.29

工業技術研究院

工業技術研究院與國

立政治大學學研合作

協議書

98.05.06 第 620
次行政會議通過

98.06.18

國防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與國防

大學校際合作策略聯

盟協議書

99.08.04 99 學年

度第一次臨時行政

會議通過
99.10.11

附表 7、 98-99 年度全校國科會與非國科會補助計畫金額統計

年度 非國科會 國科會 合計

98 年度 523,209,531 460,245,058 983,454,589 
99 年度 290,646,039 506,365,597 797,011,636 

附圖 1、 98-99 年度全校國科會與非國科會補助計畫金額統計圖

523,209,531 非國科會

國科會

98 年度 99 年度

合計

460,245,058

983,454,589

797,011,636

506,365,597

290,646,039

附表 8、98-99 年度國科會補助計畫件數統計

　 98 年度 99 年度

文學院 59 67
理學院 47 49

社會科學學院 78 73
法學院 38 43
商學院 98 109

外國語文學院 31 28
傳播學院 42 35
國務院 10 11

教育學院 15 14
其他 45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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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67
47

49

78 73

38
43

98
109

31 28
42 35

10 11 15 14

45
31

附圖 2、98-99 年度國科會補助計畫件數統計圖

98 年度

99 年度

文學院　　理學院　　社會科學學院　　法學院　　商學院　　外國語文學院　　傳播學院　　國務院　　教育學院　　其他

附表 9、98-99 各年度期刊與專書出版統計

　 專書 專書篇章 合計

98 年度 35 103 138
99 年度 40 88 128

附圖 3、 98-99 各年度期刊與專書出版統計圖

專書

專書篇章

98 年度 99 年度

103
88

4035

合計 138 件
合計 128 件

附表 10、98-99 年度 SCI(E) 論文總數

　 論文數

98 年度 125
99 年度 124

附圖 4、98-99 年度 SCI(E) 論文總數

98 年度 99 年度

125 124

附表 11、98-99 年度 SSCI 論文總數

　 論文數

98 年度 162
99 年度 134

附圖 5、98-99 年度 SSCI 論文總數

98 年度 99 年度

162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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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98-99 年度 A&HCI 論文總數

　 論文數

98 年度 18
99 年度 13

附圖 6、98-99 年度 A&HCI 論文總數

98 年度 99 年度

18
13 附表 13、98-99 年度 TSSCI 論文總數

　 論文數

98 年度 120
99 年度 139

附圖 7、 98-99 年度 TSSCI 論文總數

98 年度 99 年度

120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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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6、教學空間統計表

空間名稱 間數
樓地板面積

(m2)
百分比

普通教室 358 22,670.09 61.34%
特別教室 139 14,285.58 38.66%

小計 497 36,955.67 100.00%

1. 普通教室定義為經教務處課務組納入排課的教室 (99 學年度下學

期為 233 間 )。各院、系、所及單位所提供之研討室亦歸為此類。

2. 特別教室定義為非經教務處課務組納入排課的教室，由各系所依

照專業科目需求排定課表。

普通教室 60% 特殊教室 40%

14%

7%

5%

5%

5%
1%
1%
1%

1%
0%

行政單位

傳播學院

商學院

外語學院

社科院

理學院

文學院

法學院

教育學院

國務院

附圖 8、教學空間分佈圖

附表 17、 研究空間統計表

空間名稱 間數
樓地板面積

(m2)
百分比

教師研究室 745 12774.72 51.18%
學生研究室 102 3343.64 13.40%
專案研究室 99 3715.14 14.88%

實驗室 117 5128.26 20.54%
小計 1063 24961.76 100.00%

教師研究室 
51.18%

附圖 9、研究空間分佈圖

實驗室 
20.54%

專案研究室

14.88%

學生研究室

13.40%

附表 18、圖書空間統計表

空間名稱
樓地板面積

(m2)
百分比

中正

圖書館
3,243.00 28.99%

商學院

圖書館
1,420.00 12.70%

綜合院館

圖書館
2,619.00 23.42%

傳播學院

圖書館
407.30 3.64%

國關中心

圖書館
794.70 7.11%

社資中心

圖書館
2,701.00 24.15%

小計 11,185.00 100.00%

中正圖書館

28.99%

附圖 10、圖書空間分佈圖

社資中心

24.15%

國關中心

7.11%

綜合院館

23.42%

商學院館

12.70%傳播學院

3.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