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於2月20、21兩日在國立宜蘭大學舉行，本次會議以

「跨域自主、多元鏈結」為主題，邀請超過150位全國公私立大專校院校長齊聚一

堂，聚焦高教人才培育、科研應用、校園永續及企業合作等關鍵議題，攜手勾勒臺灣高教新

願景。

賴清德總統致詞時表示，面對科技變革與全球競爭，高等教育應強化多元發展與跨域合作，

發展自我特色，鼓勵校長們「投資未來世代」，培育具競爭力的未來人才，並掌握全球脈動及多元

鏈結，打造臺灣品牌的國際教育。

教育部鄭英耀部長以「大學治理的挑戰與突破」為題，提出五面向、四機會、三危機。五大治理價值包括資本支出、人才投資、特色

競爭、願景共築與風險承擔，並指出擴大生源、提升國際聲譽、營造國際化校園、打造靈活組織四大機會。同時，鄭部長也期許透過合作、

優質教育化與特色創新，因應少子化、競爭不足、退場風險三大挑戰。

在高等教育與科研發展的進程中，如何將學術創新轉化為實際應用，並提升社會與產業價值，吳誠文政務委員兼國科會主任委員以

「科研扎根×成果落地」為題分享，並探討AI、智慧醫療、科研人才培育，邁向2035臺灣科技願景。此外，隨著社會環境與產業需求的變

化，大專校院面對節能減碳、就業市場適應、教職員退休及數位轉型等挑戰，五大協進會邀請專家就校園節能、學用合一、退休基金管理

與AI應用等議題深入討論。

會中，邀請中央研究院廖俊智院長主講「如何提升研發水準，以解決人才問題」，

期許為我國科研注入新活力，吸引人才，共創高峰；接續由教育部葉丙成次長主講「新

時代大學的擘畫與共進」，以前瞻視野闡述大學應建立創新治理，聯合產官學研，共創

發展新格局；大陸委員會邱垂正主任委員則將分享在陸港澳旅遊橙色警示下，如何有效

推動兩岸高教交流，並維護我國學術科研發展。最後由協進會與教育部主持綜合座談，

與大學進一步對話與交流，並將討論成果作為未來高教議題與政策制定的重要參考，共

同邁向臺灣高教新未來。

新聞來源：教育部全球資訊網114.2.20即時新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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