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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 

第 6 次生命科學系所第二階段組織整合規劃委員會 
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103 年 4 月 24 日(星期四 )15:00~16:50 
會議地點：生命科學館 6 樓 628 會議室 
會議主席：張委員慶瑞(召集人) 

出席：吳委員益群、李委員英周、周委員子賓、周委員昌弘、林委員

曜松、高委員文媛、張委員震東(請假)、陳委員俊宏、郭委員

明良、黃委員玲瓏、鄭委員石通   （依姓氐筆劃排列） 

列席：李教授士傑、潘教授建源、張秘書倩妮、李助教中芬、張助教

耀文、陳技士懿慧 

記錄：林組員碧惠 

  
壹、 報告事項： 

一、 依據 103 年 2 月 18 日本院第 5 次生命科學系所第二階段

組織整合規劃委員會會議決議(附件 1)，以周委員子賓提
出之計畫案版本，再次與生科系進行座談溝通以取得共識，
召集人已於 103年 3月 6日會同院長及周委員子賓與生科

系進行說明會座談。(附件 2) 

二、 依據上述 103 年 3 月 6 日座談結論，生命科學系已於 103
年 3 月 31 日召開 102 學年度第 2 次臨時系務會議，針對

該次座談建議進行討論並做成決議。 

 
貳、 討論事項： 

本院生命科學系所第二階段組織整合建議方案，依據生科

系對周委員子賓原建議草案（附件 3）提出修正方向，提會討

論。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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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 103 年 3 月 6 日生科系座談建議，請生科系針對以

下兩點進行討論並做成會議紀錄： 

第 1：有關 1 系多所組織架構，對周教授所提的互動機制，

有沒有修正意見？ 

第2：針對成立新所的企劃書工作小組能不能成立，然後進

行適當規劃。 

(二) 依據上述座談建議，生命科學系於 103 年 3 月 31 日所

召開之 102 學年度第 2次臨時系務會議中，針對第 1項

修正建議如附件 4。 
       
  針對第 2 項建議經過討論後決議如下:依一系多所之生

命科學系組織重整進度，付委潘建源教授進行新所相關

規劃。 

  

決議：1. 各所將生命科學系建議之周教授子賓修正案帶回

所內討論，於兩週回覆，再由參與組織整合之系

所組成工作小組審視章程並修訂之。 

2.建請生命科學系成立新所規劃小組，由潘教授建

源擔任召集人，針對新所成立研議方案於半年內

提出規劃書，並制定適當之落日條款。 

參、 臨時動議： 

一、建請啟動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相關系所教學與課程委員

會。 

結論:無異議通過 

 
散會（16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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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第 5 次生命科學系所 

第二階段組織整合規劃委員會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103 年 2 月 18 日(星期二 )13:00~15:00 
會議地點：生命科學館 6 樓 628 會議室 
會議主席：張委員慶瑞(召集人) 

出席：吳委員益群、李委員英周、周委員子賓、周委員昌弘(請假)、
林委員曜松、高委員文媛、張委員震東(請假)、陳委員俊宏(請
假)、郭委員明良、黃委員玲瓏、鄭委員石通   （依姓氐筆劃排列） 

列席：張助教耀文；張秘書倩妮、陳技士懿慧 

記錄：李助教中芬  
肆、 報告事項： 

一、 經 103年 1月 9日本院第 4次生命科學系所第二階段組織整
合規劃委員會會議討論後建議四方案如下： 

1.維持現狀一系四所 
2.原一系五所 
3.一系二組五所 
4.二系所三獨立所 

     並決議針對上述方案了解行政之可行性，由各系所討論

後，再至組織整合規劃委員會討論。 

     依據該次會議決議內容，分細所及漁科所已分別於 103

年 1 月 20 日及 1月 22 日針對建議方案召開所內座談會，紀

錄如附件 1,2；另召集人於 103 年 2 月 10 日及 2 月 14 日分

別與生命科學系及 4所(分細所、生演所、植科所、漁科所)

主聘教師進行座談，針對二階整合方向交換意見(附件

3,4)。 

 
伍、 討論事項： 

一、 本院生命科學系所第二階段組織整合建議，提會討論。 

說明：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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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科院生科系之二階整合，歷經半年多以來的溝通協調

與討論，目前一系 5 所、大學部分組招生是一個比較可

以接受的方向，至於是否於大學部招生即分組、亦或三

四年級再分組、分組時除了動植物領域外是否亦應考慮

漁業領域等細節問題可以再做討論。本次會議希望能有

確定的整合方向，若能達成初步共識且在人事行政作業

上可行，召集人與院長將召開全院的公聽會向大家進行

說明。 

(四) 基本的大方向若有共識，下一步該如何規劃，在實際執

行層面上大致有四個問題要考量： 

1. 教學方面，可能要有委員會等機制，在課程安排上

讓每位教師的權利義務一致，另需注意經費及研究

生 TA 是否有系所負擔不均等細節。 
2. 大學部於招生分組或於三四年級再分組利弊各見，

這個部份需要詳細討論，可能另成立工作小組進行

分析。 
3. 個人權利義務問題，如教師升等、評鑑、主聘從聘

等問題，應有技術及配套去解決。 
4. 系所之間一定要有主從才能長治久安，不論是系為

主或所為主要有穩定的機制，但生科系負有校級課

程的任務，或許課程上以系為主，人事上以所為主

等可以再另行討論。 
 

決議：1. 以周委員子賓提出之計畫案版本，院長與周委員再

次與生科系進行座談溝通以取得共識。 
2. 以一系 2 組五所為原則，均衡各教師權利與義務。

成立籌備工作小組就教學、教師聘任升等、分組招

生及系所關係擬定計劃書。 
 

陸、 臨時動議：(無) 

柒、 散會（14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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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所第二階段組織整合 
周教授子賓提案說明會  

會議時間：103 年 3 月 6 日(星期四 )15:00~17:00 
會議地點：生命科學館 6 樓 628 會議室 
會議主席：張副校長慶瑞；郭院長明良 

出席：本院生命科學系主聘教師 

列席：張助教耀文、李助教中芬、林組員碧惠(林幹事姵妏代)；張秘

書倩妮、陳技士懿慧 

記錄：陳技士懿慧 

  
一、 緣由： 

    依據 103 年 2 月 18 日(星期二 )本院第 5 次生命科

學系所討論內容所提，基本的大方向若有共識，下一步該

如何規劃，在實際執行層面上大致有四個問題要考量： 

5. 教學方面，可能要有委員會等機制，在課程安排上

讓每位教師的權利義務一致，另需注意經費及研究

生 TA 是否有系所負擔不均等細節。 
6. 大學部於招生分組或於三四年級再分組利弊各見，

這個部份需要詳細討論，可能另成立工作小組進行

分析。 
7. 個人權利義務問題，如教師升等、評鑑、主聘從聘

等問題，應有技術及配套去解決。 
8. 系所之間一定要有主從才能長治久安，不論是系為

主或所為主要有穩定的機制，但生科系負有校級課

程的任務，或許課程上以系為主，人事上以所為主

等可以再另行討論。 
 

  因該次會議決議內容提及： 以周委員子賓提出之計

畫案版本，由院長與周委員再次與生科系進行座談溝通以

取得共識。是以舉行本次座談。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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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命科學系 1 系多所組織架構業務運作準則」草案:周教授

子賓簡報說明。 

三、 座談摘錄： 

1. 潘教授建源提：感謝周教授花這麼多時間心力做這樣的規劃，但構想再好

如果無法滿足部份人的意願，以往的經驗是會面臨擱置。諸如所提的經費

分配的問題，就算大學部教學經費由各系所分擔，仍會有主管堅持所提供

的經費只能用在該系所教師的課程等等？ 

2. 周教授子賓答：再重整的意義是希望每位老師都能意識到需要面臨重新規

劃調整，所以才希望系主任由普選產生，如此一來每位教師均能感受到其

為系的一份子。經費方面，如果大家認同，應是在校經費分發時，由院先

將教學經費區分，剩餘經費才分配至各系所。 

3. 張副校長慶瑞：在經費分配上，技術上可以做到，經費如果先發再回收就

有難度，如果大家都同意周教授的概念，只要一開始先規劃好該年度所需

之教學經費，在校經費核發時，於院方就先行處理，再將其他經費分配至

各系所即可。  

4. 潘教授建源提：各所有其本位主意，以周教授的規劃，升等、新聘、評鑑

等人事權都由所處理，若遇到該員在教學上不支持或所不配合員額領域調

控等問題時，還是沒有任何機制可以解決？ 

5. 周教授子賓答：在教學上理想是每位老師對大學部課程都有 1/2 的義務，

但既有教師的確就得視其配合度而無法強制，原則上只能從新聘教師嚴格

執行，其精神類似於 92 年生科院成立時，規範每位新進教師均需負責大

學部共同課程的教學，時間久了自然每位教師均能符合。因如果新的規範

也包含既有教師，若其為顧及自身利益於院務會議時讓辦法不通過，亦等

同無法執行。另是希望課程委員會至少有一個權利，就是公布每位教師每

年的授課情況，讓教師自己有壓力等等。 

6. 丁副教授照棣提：個人同意周教授的看法，讓現有的困境靠未來的制度隨

著時間慢慢改善。以個人而言，如果有公告機制，應該會更自愛並勉勵自

己。 

7. 張副校長慶瑞：以物理系為例，系務會議裡有一個系的課程工作小組，把

每位教師 3 年的教學課程在會議上公告，自然就有群眾壓力，久了就會達

成平衡。而表格內容的目的不是為了群眾壓力，而是給系課程工作小組一

個參考標準，以便安排課程。 

    而且任何一門課如果該教師教授超過 3 年，只要有人願意承接就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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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課釋出，即使是普通物理學也一樣，不能一直霸著物理系的普物不放。

不知貴單位是如何，我們大學部的課是搶著教，因為不教大學部研究生就

收不到，連物理系的普物都很多人搶著上。 

8. 黃教授偉邦：在生科系很多＂重要＂的課的確也是搶不上，問題是有些＂

不重要＂的課程，至少研究所部份老師認為它不是那麼＂重要＂，這些課

程系主任要排課就很困難。 

    有些課很基礎但不容易程吸引學生，一旦教授該課的教師出缺，在新

聘時要找到可以教授同樣課程的教師難度很大，更何況生科系還負責全校

外系的普通生物學及實驗課之教學。 

    所以有關周老師的提案，個人的感覺是很多的想法其實在 2,3 年前就

已提過，包括經費在院方就可以先行處理等，但大家都是聰明人，要做早

就可以解決，為何在去年動物所與生科系整併前這些事吵了幾年還無法解

決？ 

    教師授課時數平均這件事亦同，也看到去年在院務會議通過了辦法，

理想上是每位老師時數精算甚至公布，個人也一直在等待該制度能執行，

能讓我把多餘的課程釋出，個人的服務性普生每年都超鐘點，但好像一直

看不到真正落實。 

    有些辦法看起來很合理，但在執行面上不能選擇性的去執行，這樣自

然就會有衝突，對自己有利的強力推動，對自己不利就得等新人進來才能

執行，請問新進教師跟舊有教師又要如何分別？為何要等到新人進來才可

能把超過的課程釋出？為何不能在本次的二次整併推動的過程就開始做？

很多辦法看起來合理，但執行上有選擇，做不到的又要等新聘教師才執行，

在這麼一個理想的計畫裡，系跟所想推動的事情不一樣。 

9. 周教授子賓答：在個人原先的理想上，系課程委員會非常強大，所以才會

建議系主任用普選方式產生，由系主任來主導。但在實質面如您所提，草

案原先規劃的想法是強而有力的課程委員會，但送工作小組討論的過程經

過修改，權利就削減了，到了院務會議委員又認為對其權益有影響又修改，

這就是實質上遇到的困難。 

    所以重點是，系課程委員會的權利有多大是成敗的關鍵，現有的老師

是否全部要符合？是否要立刻全面執行？要推行的確遇到實質上的困難，

所以是否用 3,5 年的時間慢慢去讓它執行。民主跟獨裁？系課程委員會能

掌控多少權利？系主任是否能這麼強勢？這是實質面的問題。 

10. 黃教授玲瓏：可否請張耀文助教以多年的經驗提供一下意見，好像在過去，

尤其本人任內那一年，遇到有課程老師不願意教授的情形很少，為什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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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小部份的問題擴大表達？當我們在調查有沒有老師要把課釋出時，其實

變動非常少。在座很多老師其實願意也高興授課，其實生科系的普通生物

學許多教師願意授課。有些課程如果真的希望釋出，或許早點提出來，可

能需要 1,2 年的運作，不是不可行，以 2,3 年來過渡有何不可？這樣的課

程其實不多。 

11. 潘教授建源：的確在黃副院長擔任主任時好像看起來沒什麼問題，可是當

初個人所提出來的問題好像也沒獲得解決。當時細胞生物學有部份老師不

願意教授，個人也額外承接沒有問題，但這種情況短期可以，長期而言該

如何維持？教師主聘不在生科系就沒有向心力，都是喊口號而已，是否可

以告訴我實質面在那裡？ 

12. 周教授子賓答：課程教授的問題，舉最近一個實例，分細所目前有一位楊

西苑老師的缺，他原先教授組織學，那這個缺從所的角度，到時會有所的

新聘委員會，就得訂一個聘任的方向。 

    事實上以現在的概念，系所沒有主從關係，理論上它可以按照申請者

的整體表現，如SCI 的表現，所就可以依據自己的需求來聘人，這是實質

面。所以課程會有狀況是新進來的老師當時就沒有整體的規劃。為什麼要

有員額委員會，因為同一位申請者可以同時申請多系所的職缺，這是實質

發生的。 

    所以如何去避免這些問題的發生，大家願意付予系課程委員會多大的

權利？如領域的決定，訂定教學條件等。領域的決定事實上決定教學，在

過去 10 年來大家注重 SCI 表現，跟課程脫節，這才是最主要的徵結點。

以組織學而言，若以此為條件徵求新人，很難有應聘者，若 3 年沒聘缺會

回收，那所該如何？所以個人認為整體的問題，系課程委員會有多強大才

是主要關鍵點。 

13. 張助教耀文：以排課而言，以往大都有一定的規律在執行。對於當年度服

務性課程，每年 3,4 月時會有一個所謂 1 系 5 所的會議，在會前對於課程

先針對老師做前期調查，一般狀況下變動不大。若真有變動，則主任在開

會之前事先協調，到了開會時就能決定處理方式。 

    有些課程若是老師休假或退休短期有變化的，或服務性課程等，比較

好協調。但若專業課程、必修或群組必修課，此時主任找老師的困難度較

高，有時來不及協調當年度就沒有開課，但必修課程目前沒有停過，大部

份還是能解決。這兩年可能因氣氛關係，主任協調起來比較辛苦，在前幾

年大致是還好。個人是覺得其實生科系內的課程很多人願意參與，或許課

程委員會或主任如果能主動定期去召集老師詢問及調整，可能會減少許多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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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張副校長慶瑞：以物理系而言，課程及考試委員會是獨立運作，這兩個是

系裡面最重要且事情最多的兩個單位，但主任是不參與的。當然它們做的

結果要向系主任及系務會議報告。 

  課程方面在系務會議時會公布每位老師過去 3 年的授課情形，久了自

然形成壓力。排課是透過委員會協調，召集人不是系主任，運作了二三十

年好像也沒什麼問題。基本上每位老師在排課前都會繳交一張志願表，第

一個系上會提供該位老師過去 3 年開授那些課程，第二個是系上有那些課

程教授己滿 3 年必須釋出，有沒有教師意願承接等，每位教師填寫前 3
志願，然後由課程委員會排定課程公告後再協調，最後在系務會議裡一次

決定，所以排課在物理系沒有出過爭執。 

  可是本次參與 貴系的二階整合，好像課程一直是個重要的議題，或

許是否做一個適當的整體規劃，讓它成為一個機制在運作。所有的事情透

過機制運作比人治要穩定單純得多，因為人永遠會變動，若是換人後做的

方式不同影響層面就大。 

15. 周教授子賓說明完畢離席。 

16. 郭院長明良：1 系 5 所跟 1 系多所是一個無法避免的問題，目前 1 系 5 所

好像是接受度較高的方向，如果原先動物所的老師以何種方式再出分來與

其他研究所等同，不知大家看法如何？ 

17. 黃教授偉邦：以個人看法而言，在第一次座談時兩位主管提到的幾個例子，

如物理系，電機系或公衛學院等好像都是以大系為主，所類似虛級化，升

等新聘為系主導，尤其是公衛學院，該院跟我們情況可能最為類似，它有

一個大學部公衛系，上面分幾個所，老師聽說是 1/2 缺，但實際上所有的

新聘升等都是在大系裡討論，此與周教授的規劃方向角度不同。 

    如果要做到領域管控，需要有一個強大的系課程委員會，必須賦予權

利，但其權利賦予必須在院務會議通過才能成功執行，在去年我們就看到

其推動的困難。前兩年所發生的植物領域員額消減的問題發生在分細所不

在生科系，因該所沒有考慮到動植物領域平衡的問題，只由所主導人員新

聘才會發生。若是依從周教授的規劃，人事權仍放在所方，這樣的衝突無

法解決。個人認為或許比照公衛學院，升等新聘等人事權由大系來決定是

較佳的方式。 

18. 黃教授玲瓏：周教授的架構是主聘在系，前幾年會有紛爭是因為有些員額

尚在討論過程該系所就一直往前衝。如果回到原點，以升等而其實不論在

所或系，都是要經過三級四審，不用擔心非您領域的人能很輕鬆的升等。

對不同領域多一點尊重，不是說非尖端熱門領域就不重要，不一定要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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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權，回歸原點，大家互相尊重、互信，不是某個領域一直往前衝而忽

略其他領域的發展，一個領域再傑出，還是需要他領域的協助。另在教學

上不論是物理系或公衛系的方法，都有方向可以運作，不管是一階或二階，

搞不好有下階段的三階整合，過個 2,3 年或許情況就會越來越順。 

19. 張副校長慶瑞：不管在何種制度訂定下，要互信才能執行。以電機系而言，

所是實質，公衛則是系所各 1/2 缺，物理系是 1,0，以系為主，所虛級化，

系務會議是 50 多人在開，多年來也沒有狀況。 

  互信是首先要有的，所有的制度都會有瑕疵，但制度還是很重要，如

果規劃時能讓制度完善一些，將來的紛爭會降低。大方向如果確定，細節

部份儘量去設計，但無法百分之百完美，這其實要大家的互信感夠，要大

家互相體諒。教學如果可以解決，升等新聘不管放在那裡作業，最後還是

會到系到院或到校，如果不夠好，還是可能被否決，這個問題一定會存在。 

20. 齊教授肖琪：如果 [所] 的老師升等或新聘還要經過 [系] 開會同意才能

送到 [院]，似乎 [所]上面又多一道關卡， 就像以前生科系的新聘, 在生

科系教評會之後, 還要經過一系五所的同意，並不理想。每個 [所] 隨著

它階段性及時代的變遷，在新聘的事上會有不同的想法，又系一次要 50
多個人開會又是一項大工程，投票難 2/3 過關。  

  個人贊同李教授士傑先前有過的一個想法，維持 1 系多所，各自獨立

運作，[所] 要怎樣聘人，系不干預，至於維持各研究領域(如動植物領域)
的平衡則放到[系]來實現，但這樣做，系的員額要夠多，要讓生科系成為

一個大系，[所]的員額用最低編制，多的員額流通到系。 

  同時個人也贊同先扣除大學部教學經費後，剩餘經費再分給各系所。

[系]歡迎、尊重及鼓勵[所]來參與大學部的教學，但[系]不能強制[所]。如

果系的員額較多時，將來在許多院級會議的委員比例，必須依系和各所人

數比例來決定可參與的員額。 

  

21. 郭院長明良答：所的員額在教育部至少是 7 名，目前 50 多位老師若去掉

35 位，系也只有 23 位左右，與現行主聘 18 位差不了多少，要成為維持

領域平衡的大系可能還是有困難。 

22. 李教授士傑：關於周教授的計畫，個人是認為其為一提案，但不一定要全

盤照做。周教授提到主聘在系從聘在所，但人事權在所，不知人事室的定

義為何？個人的認知是，人事權在所的規劃應是主聘在所從聘在系，這好

像與周教授的規劃不符？ 

23. 郭院長明良答：人事室的確是以主聘單位為主，所有的人事權都是由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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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來執行。 

24. 李教授士傑：個人建議人事權可以在所，但員額管控在系，所有教師出缺

時，由系的員額委員會先決定領域，之後的作業全部在所方，若最後新聘

人員的領域不符，系還是可以否決。如果該方式可行就可以解決領域平衡

的問題，也可以照顧到各領域的平衡發展。 

  當然如果新聘升等都在所方系沒有權利，好或不好見仁見智。以所而

言以研究為出發點是對的，但大學部是以教學為第一優先，如果要系所平

衡，與其人事權全部放在所，不如評鑑放在系，以教學、研究、服務來評

估並限定老師對教學的最少值，這樣大家在心理層面也會感受到自己是系

的成員。 

  教師要升等最後一次評鑑必須通過，所以評鑑權放在系，過了，升等

就由所來決定。如果新聘由系做員額領域管控，有否決的權利，那就由所

去執行。上述方式如果可行，大部份的問題就可以解決。 

  另提到原先動物所主聘教師重新分出的問題，不是不能做，但離開要

有建樹，有沒有讓生科系更好，如果更好，離開才有意義。 

25. 郭院長明良：原先動物所與生科系的整併是為了讓生科系更好，但目前所

造成的狀況讓動物所帶給生科系的好處給稀釋掉了，這對動物所的主聘教

師損失很大，所以是否原動物所主聘教師再成立新所或用何種方式與其他

所併行，希望今天能達成一些共識。 

26. 張副校長慶瑞：個人在前階段的整合沒有參與，感覺上原先動物所與生科

系的整併是要讓生科系更好，但結果好像不如預期，反而紛爭狀況很多。

許多的溝通協調原本就是在交換條件，希望能規劃出較佳的方向。 

  以現在看來教學與經費似乎可以解決，升等新聘員額如何處理，或許

李教授與周教授的想法可以做適度整合，許多事務的運作要在雙方互相體

諒下才有可能推動。 

  以當初物理系要成立應用物理所為例，其實早期若成立一個新所，在

教育部是可以申請 5 員 1 工的，一開始李校長不答應，要物理系撥出 3
名員額，系務會議通過了，李校長又要 5 個，我們還是通過了，最後改成

要 7 名，我還是讓系務會議改成 7 名，我的意思是說任何一個規劃都要很

長時間的溝通協調。希望大家問題攤出來談，儘量不要情緒化。 

  目前 貴系的情況以校方來看障礙很多，至今連主任的選任辦法都無

法通過，就好像當初認為整併應會更好，但沒想到狀況這麼多。目前看來

教學及經費應該有機會可以解決，在我看來這是很小的問題，不是真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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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真正的問題是情緒，但情緒問題還是得處理，無法忽略它的傷害。 

  在升等新聘上可能要一段時間的磨合，如果李教授與周教授的想法協

調整合一下，或許是大家可以接受的方向。系所及教師之間的紛爭其實影

響很大，尤其對學生，學生會沒有認同感而且會徬徨痛苦。協調整合是一

件很複雜的事，如果不要情緒化，能夠在機制上找出可行的方案，很多事

情應該可以解決。 

27. 李教授士傑：個人也同意張副的看法，能儘快沉墊穩定下來為當務之急，

個人所提出，將評鑑權放在系的方式，不知大家意見如何？而且是否原動

物所主聘教師一定得先再分出才能往下走？其實在新所未成立前，其他事

情系所還是可以一起談，個人認為可以同時做，當系所相關達成共識時，

原動物所主聘教師也成立新所，同時做有何不可？ 

28. 黃教授偉邦：原動物所主聘教師如果另成立新所，必須另提計畫書，還要

按行政程序各級通過，時間冗長，若堅持一定要新所成立才能談整合問題，

那這段期間問題不但沒有解決，還要耗費冗長的行政程序。而且原生科系

主聘教師又要面臨收研究生問題，是否每位教師又要去設法依附在各所？

個人認為應該一併寫入規劃，包含各系所教學經費人事及成立新所等事宜，

成為所謂的二階整合。 

29. 郭院長明良：我想應該是可以同時規劃。 

30. 張副校長慶瑞：原生科系主聘教師收授研究生的確也是問題，但首先一定

要有一本計畫書，要有人去寫這本計畫畫，然後還是得按照正常的行政程

序進行。 

31. 李教授士傑：要成立一個新單位需三級三審，最後還要教育部核定，時程

很長，教育部能不能通過不是我們能掌控。但作業準則不需要，在院級就

可以進行。 

32. 張副校長慶瑞：如果大家可以共同接受的大方向確定，就可以進行實務上

作業準則的規劃，但要有人自願來做這件事。 

33. 郭院長明良：應該由現有的生科系主聘教師來寫這本規劃書，比較能了解

實際運作所需克服的問題，然後再與各所溝通。 

34. 張助教耀文：如果從程序面來看，先前校方希望成立生命科學系時是先成

立籌備處，籌備處設計出規劃書後才送動植物系討論是否參與，若同意參

與則將規劃權利交給籌備處，最後的規劃案直接送校，目前連這個步驟都

還沒有。 

  另生科院成立時，原 1 系 5 所獲得分配之員額是因為 1 系 5 所共同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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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如果現在有所決定不參與要成為獨立所，其應只有 7 名員額，多出的

員額應該還回院方。 

  另系所的權利應釋出給籌備處，最後的規劃書應直接送院不需經系所

務會議，不然費心規劃，只要有任何一系所務會議不通過或不參與就全部

白費。 

35. 張副校長慶瑞：以上我同意，但要有一個工作小組出現，要有人花時間把

規劃書寫出來。我們花很多時間溝通協調是確認 1 系多所是否可以接受，

目前方向是確定，然後開始寫規劃書是確認的，但需要有人開始先做。 

36. 潘教授建源：關於該規劃書的撰寫個人願意幫忙，但得系務會議授權。且

寫得越複雜就變成只能防弊，應該是大家要往前看，對學生、教學及研究

有正面發展才是。 

37. 李教授士傑：贊同張助教的看法，那是非常實務的作法，因為今天基本上

1 系多所不見得每個單位都同意，事實上目前也知道有單位不同意，若是

要成為獨立所不參與 1 系 5 所運作，那是否員額應縮減，獨立所就應該做

其該做的事情，把研究做到最好。但教學、經費、研究生等問題也是要處

理，不然各研究所為了爭取它最大的利益，有可能不願意浪費時間去教某

些課程，尤其是大學部的全校性共同服務課程。生科系本身的主修課程當

然大家都搶著要教，我到目前為止好像都還搶不到。 

38. 郭院長明良：先前張助教提到行政程序的問題，那今天應該會做一個建議，

就是生科系在系務會議討論 1.是否成立新所。2.是否同時規劃相關系所未

來的研究教學人事運作。等於是讓主體去決定要不要做這件事情。如果系

務會議同意了，再成立工作小組撰寫規劃書，待規劃書完成後，相關研究

所才能看到內容所規劃的權利義務，才能表態是否參與。 

39. 李教授士傑：個人倒不覺得是表不表態的問題，比如說今天要生科系開系

務會議宣示，原動物所主聘教師有成立新所的意願，然後做成會議紀錄，

我們可以進行這件事。再來是生科系要不要去執行這個計畫書，如果說生

科系經過修改後，包括剛才所提的，升等、新聘、員額、經費、教學等實

務運作敍明清楚，我們以生科系為主導，願意去推動這個計畫書，那相關

研究所就可以表態。 

  但在各單位表態之前所有的細節要說清楚，包括員額、未來經費分配、

未來實際的運作等，這應該是院級 level 的事情，沒有辦法由生科系來決

定，因為什麼樣的生科系及所是生科院未來所希望的方向，也要說清楚。 

  如果要成為獨立所不願意參與生科系，就把不屬於獨立所的部份，包

括員額、經費跟其他資源等還回院方統整，讓所有的選擇都很清楚。也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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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明白生科系有多少資源，我們有最好的學生，各方面很好的支持，這

樣才能鼓勵所來參與，其實我們應該站在鼓勵的立場，如果這種鼓勵不足

以吸引所方參與，我們也尊重它們願意擁有較少的員額與資源成為獨立所，

並做獨立所該做的事情。  

40. 張副校長慶瑞：本次座談最後應該會有一個共識或結論，包括系跟所，最

後大家還是得一起談一次，但總要有一個開始點，對於周教授提出的版本，

是不是能請生命科學系表示一些看法，也同時針對一系多所表示看法，並

做適當討論。然後，我們再來把它擴大到系所的階段做進一步討論。 

41. 潘教授建源：張副校長最後的結論好像是要生科系表達意見，然後修改，

再跟各系所談，也就是規劃書要在這之後才撰寫嗎？ 

42. 張副校長慶瑞：規劃書是要相關系所都同意了以後才寫，不然可能作白工，

本來行政程序就是一步步來，若有單位不同意寫了規畫書也沒用。但希望

能夠儘快，至少在此座談中，生命科學系內部能有一個共識。 

43. 吳代主任益群：我認為規劃書跟成立新所應是分開的，如果生科系有老師

願意出來規劃一個新所，這些老師可以同時進行。另外有關於所跟系之間

的關係，這個部份可以獨立進行，我們已經在二階提到這樣一個概念，但

好像所的接受度不高，那後來院長說要成立一個工作小組。本系建議工作

小組的成員中，生科系的成員應該大於或等於所的成員。 

  目前其實生科系已凝聚了很大的向心力要把系變好，所以建議這個系

所關係的規劃書的小組成員的組成有兩個方式，一是生科系去召集其他的

所的成員，去做一個建設性的訂定。還是由院長原先的架構，再融入更多

生科系的主聘教師，裡面至少要有一位原先動物所的主聘老師，以及生科

系原有主聘教師動植領域各一位，這樣加起來有3位，但目前有所4個所，，

所以理想上生科系最好應有 4 位，如此可以加強生科系在規劃書工作小組

的貢獻，這兩個方式都可行。 

44. 郭院長明良：這個工作小組的成立在二階會議是有決議，但成員部份因當

時張副有事先離席，所以並非定案可以再討論。  

45. 李教授士傑：基本上上次的座談會已經有一個會議紀錄，生科系的主聘教

師已經表達過意見，只是沒有總結下來是否歸納為本系的看法，當然，生

科系應該有一個對該提案的正式回應。今天如果精神是 1 系多所運作的互

動機制，這個規劃書內容是不是要參與執行，就由相關各系所要去討論，

當然也就包括未來可能成立的新所。可是先前我們也強調一件事情，就是

若要讓系所做決定，就要把未來的運作規則釐清清楚，不然，各單位只會

朝著捍衛自己權益的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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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郭院長明良：我想其他相關研究所都知道有今天的座談會，在此應該有一

個決議或共識，基本上還是請目前的生命科學系對成立新所跟同時推動未

來一系多所互動的機制做討論，討論後有正式的會議紀錄。因為其他其他

相關研究所是同意朝此方向進行，這是最後一關，如果生科系也同意，表

示目前的 1 系 4 所達到共識。才能往下一步組成工作小組。 

47. 李教授士傑：在先前的座談會中好像唯一的共識是動物所出來成立一個新

所，並沒有說他們同意周教授的規劃。 

48. 張副校長慶瑞：其實是有的，當然最後還是要跟各所再談，包括漁科所，

其實在二階會議中漁科所表示教學它一定參與，但升等新聘評鑑等人事案

希望保持獨立性，這是多次座談所得到的印象。基本上還是得符合程序進

行，漁科所方面會再協調，這邊就麻煩生命科學系針對兩點事情於系務會

議進行討論： 

 

第 1 為 1 系多所組織架構，對周教授所提的互動機制，有沒有

修正意見？ 

第 2 是針對成立新所的企劃書工作小組能不能成立出來，然後

進行適當規劃。 

  是否請針對以上兩點去討論，然後給一個建議並做成會議

紀錄。 

 

49. 吳代主任答：生科系會召開系務會議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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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教授子賓提：「生命科學系一系多所組織架構業務運作準則」草案。 
 

一、名稱: 生命科學系一系多所組織架構業務運作準則草案 

二、設立目標: 生命科學系一系多所所有教師均有相同的 

教學、研究與服務的權利與義務。 

構想: 概念上為一系一所，碩博班分組，于行政上組為研究所。 

行政: 一系多所，所有教師回歸系並依研究領域分組選擇所，主聘在系，從聘在  

     所，各佔二分之一缺。 

架構: 系所合一共同負擔大學部教學義務，研究所執行研究生教學任務。 

     系大學部教學領域之分組為所，系研究生教學之分組為所；於畢業證書明 

     載: 大學部為生命科學系，研究所為生命科學系 XXX 所碩博士班。 

原則: 各教師於大學部之權利義務均相等，皆負擔至少 低標準之大學部教學義  

      務；系課程委員會規劃督導執行大學部教學；于大學部教學，所有教師均 

      承擔系之教學義務。 

規劃: 人事權在所，所明定教師領域之維持；系員額委員會規範並審定所之新聘人員領域與

研究方向，以利系之教學與發展；于升等案，系教評會議對於所之新聘人員進行程序

審查，系務會議尊重所之人事決議。 

目標: 系所合一，開展教學學群合作，逐步改善大學部教學，維持各領域均衡 

      發展，各所的卓越發展為系的壯大成果。 

時程: 儘速達成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務會議提出再調整案為原則。 

 

三、教師及職工員額來源: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各學院一系多所組織架構業務運作準則，在業務運作、協調、資源分配

等方面，應採取以生命科學系為業務協調與資源分配中心之運作模式。 

再調整為一系多所，現有所有教師回歸系，依研究領域分組選擇所。 

 

教師於系、所各佔二分之一缺，並由學系為主聘單位。 

「教師二分之一缺，學系主聘」之模式，由學系為主聘單位，每位教師二分之一缺另與研

究所從聘。 

 

各研究領域老師回歸各研究所，(助教與講師歸系)，各教師所屬領域各所應於系務會議章

程明定人員組成予以維持。 

 

所依照系員額委員會教學事務發展需求執行人員新聘，招募公告明訂為生命科學系 XXX

所新聘。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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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規劃 

系所編制內教師共同負有大學部教學、學生輔導、試務與相關事務之義務。 

系課程委員會(由系主任、副系主任及推選代表擔任)為大學部教學規畫、督與執行單

位，審定並督導各教師達成大學部授課標準。 

學生輔導，每位老師皆有義務為各年級之導師；每年由所有老師平均擔任大學部學生

之導師(~100/~56=2 學生/老師/年)，每位老師皆為生科系(4 x 2 大學生+研究生)導師； 

試務與相關事務由系務會議決議輪派各所執行。 

 

教師授課時數計算，統一由學系依校方規定處理。 

國立台灣大學聘書: 

二、每週基本授課時數:教授八小時、副教授九小時、助理教授九小時、講師十小時，並

應配合所屬教學單位課程科目安排及授課語言要求。 

四、專任教師均負有教學、研究、服務、擔任導師、接受評鑑、配合本校及所屬教學單位

辦理招生、評鑑及空間使用等相關義務。 

十二、違反聘約規定者，本校及所屬教學單位得審酌事實，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相關規

定，提請教評會審議後依程序辦理。情節重大者得依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辦理。 

 

再調整原則: 

針對過往大學部全校課程授課不均、教師之領域多樣性，系統化以及標準化為再調整原則；

有權督導並執行的系課程委員會是人事權在所以後，確保系務及大學教學不會被虛級化的

解決途徑。 

 

方案: 

本再調整案經教育部通過實施以後，新聘進入生命科學系的教師，其授課學分，依照系所

各佔二分之一缺，以系所各半為原則。 

以助理教授為例，當授課 9 學分，系所各半，4.5 學分當為大學部教學之義務，實質課

堂教學至少要 2~3 學分?(專題研究、導師、專題討論計入非講堂大學部教學學分)。 

  系課程委員會訂定列入大學部教學課程之項目、精算各教師之大學部授課時數，並訂定

教學義務之標準；此大學部授課時數不得提出任何豁免。 

 

執行: 

  系課程委員會每學期公布上一學期及當學期各教師大學部授課記錄，並要求各老師達成

大學部標準授課時數，系課程委員會主動排定並通知未達授課標準教師之應教授基礎課

程。 

  系課程委員會于人事案(升等、教師評鑑、教學優良評選、教研獎勵、進修、休假研究、

延長服務與特聘申請等)送審時出具教師是否達成教學義務標準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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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課程教學助理之配置由學系依校方規定辦理，研究所應予以配合。 

各所研究生均為生科系大學部基礎課程之教學助理，教學實習均列為必修學分；研究

生獎勵金依此分配。 

 

五、經費空間: 

共用館舍之系所空間，以及大學部教學、學生輔導、試務與相關事務所需之經費，均由學

系統籌支配與管理，學院於分配經費時應予優先考量。 

生科館舍之系所空間依照現況使用，以生科系為管理單位，不予分割。 

系與所經費，均由學系統籌支配與管理以先達成大學部教學、學生輔導、試務與相關事務

所需，後再依照員額計算後分配各所。 

 

六、人事行政 

1. 系主任兼任較高職務（例如學院副院長），以利協調。 

系主任由系所教師普選產生。 

系主任兼副院長，負責協調所有教師參與各項系之教學及行政工作，主掌大學部教學、試

務與相關事務；系主任與副系主任規劃並督導大學部教學。 

 

所長由所成員選出，兼副系主任，主掌研究所事物(所研究教學、財產、採購、環安業務、

研發獎勵申請等業務)。 

 

系務會議，主掌大學部教學、課程、試務及相關事務；各所含主管共出席半數代表，所有

教師上下學期輪流出席。 

    

   各項大學部學務及事務工作委員會由各所輪派共同均攤。 

 

2. 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或教師評估小組之議案，得採取系所聯席會方式進行討論或審查。 

原則: 

所(組)至院間為系，人事案採三級四審核備制；人事權歸所但所應尊重系員額委員會之規

畫與要求，以利系之教學與長期發展需求。 

 

方案: 

    系員額委員會規劃並要求各所特定領域之人事專長聘任，具有新聘人員領域專長之事

先資格審查權及事後否決權，避免同一人逐次到各所申請，避免各所聘任專長領域重疊，

確保系之長期創新發展與教學需求。 

 

   新聘、升等、評鑑、延聘、免評估及特聘等人事權在各研究所。 

  經系員額委員會規劃督導之新聘案，系教師評審委員會進行程序審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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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會議尊重所送交之新聘人事案決議。 

 

  系教師評鑑小組尊重各所之教師評鑑決議。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對於所之教師升等案進行程序審查，系務會議尊重所送 

  交之升等人事案決議。 

 

七、發展方向及可行性分析 

  生命科學系所經行政組織與人事員額的再調整，以[系所各二分之一缺]達到所有教師依照

其領域歸還於所，並由所明定維持各教師領域，原先特定領域師資員額被刪減的疑慮可以獲

得解決。 

 

   在共用生命科學館舍之系所空間原則下，此案不涉及系所空間的再規劃重整，避免系所分

裂造成空間問題的長遠紛爭。 

 

   系主聘所有的教師，大學部事務由所有教師的參與。在二分之一缺的均等概念下，所有教

師均有相等的教學、研究與服務的權利與義務。 

 

   在二分之一缺的原則下，為避免龐大的系務會議產生困擾，除主管外，所有老師上下學期

中輪流參加一次系務會議。此設計將過往不平的爭議降到 低，讓老師能於安靜的行政組織

環境中進行教學、研究與服務任務。 

    

  行政上所有教師皆主聘於生命科學系，在系課程委員會的督導與執行中，相關領域與重疊

課程將能獲得重整，大學部課程的規劃與執行將不再有系與所的區分，功能性的學群概念將

能夠進一步的實行。 

 

  在系員額委員會的規劃與督導下，人員新聘不再有一個新進人員為多所同時爭聘的混雜情

況，亦避免產生各研究所間研究領域與教學重疊的問題；新研究方向與領域的引進將能更新

系的教學與所的研究，讓系所更能融合於當代研究的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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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申請理由

原提內容 修正內容 備註 
一、102/6/7  101 學年度生命科學系評鑑報告建議事項 

1.教學負擔失衡，需通盤檢討教師授課時數，研究生教學

實習列為必修。 

2.變更為一系一所的必要配套措施，落實全面整合計畫，

系所合一，行政歸於一元，所虛級化，招生以分組方式

進行。 

3.建立系所信任度，規畫短、中、長程發展目標。  

4.動植物科學為主之骨幹、五大領域發展得以延續； 一、

二年及不分領域，三、四年級以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

5.應該即由校方成立系所整合規劃委員會，儘速於半年將

五所融入生命科學系。 

  

二、102/6/18 楊泮池校長座談會中指示事項: 

1.再調整生命科學系所之組織架構為一系五所； 

2.維持五所的行政組織，維持各領域發展； 

3.維持植物領域教師及助教員額； 

4.再調整時程越快越好，讓學生受到衝擊越少， 好是一

年內完成； 

5.大學部教師授課不均問題，尋找共識方式解決； 

6.現行整併生科系中動物學研究所是否更動所名，由動物

所決定。 

二、102/6/18 楊泮池校長座談會中指示事項: 

1.再調整生命科學系所之組織架構為一系五所； 

2.維持五所的行政組織，維持各領域發展； 

3.維持植物領域教師及助教員額； 

4.再調整時程越快越好，讓學生受到衝擊越少，

好是一年內完成； 

5.大學部教師授課不均問題，尋找共識方式解決；

6.現行整併生科系中動物學研究所是否更動所

名，由動物所決定。 

刪除此部分內容 

(各教師對楊校長座談會

之內容解讀不同，且無實

質會議紀錄供依循) 

貳、設立目標: 生命科學系一系多所所有教師均有相同的教學、研究與服務的權利與義務。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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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提內容 修正內容 備註 
構想:概念上為一系一所，碩博班分組，于行政上組為研

究所。 

同左  

行政: 一系多所，所有教師回歸系並依研究領域分組選擇

所，主聘在系，從聘在所，各佔二分之一缺。 

行政: 一系多所，所有教師回歸系，並依研究領域分

組選擇所，主聘在系，從聘在所，各佔二分之一缺。

 

架構:系所合一共同負擔大學部教學義務，研究所執行研

究生教學任務。 

系大學部教學領域之分組為所，系研究生教學之分

組為所；於畢業證書明載：大學部為生命科學系，

研究所為生命科學系 XXX 所碩博士班。 

同左  

原則:各教師於大學部之權利義務均相等，皆負擔至少

低標準之大學部教學義務；系課程委員會規劃督導

執行大學部教學；于大學部教學，所有教師均承擔

系之教學義務。 

原則:   
行政教學以系為主、學術研究以所為尊。 
各教師於大學部之權利義務均相等 
 皆須負擔至少 低標準之大學部包含服務課程之

教學責任，標準由系課程委員會規劃明訂督導執

行之。 
 皆有擔任大學部導師之義務 
 皆有輪替學系招生委員會、課程委員會、研究暨

發展委員會及學生事務暨導師工作委員會等各委

員會之義務 

系課程委員會規劃督導執行大學部教學；于大學

部教學，所有教師均承擔系之教學義務。 

 



22 
 

規劃:人事權在所，所明定教師領域之維持；系員額委員

會規範並審定所之新聘人員領域與研究方向，以利

系之教學與發展；于升等案，系教評會議對於所之

新聘人員進行程序審查，系務會議尊重所之人事決

議。 

規劃:   
1. 行政 

系所為獨立行政單位，但可考慮聯合辦公，以期簡

化行政，綜理一系多所對內外相關事務。 
2. 教學 

系、所課程委員會規劃綜理大學部及研究所教學 
3. 招生 

大學部由系辦理 
研究生可考慮由系統合(各所進行聯合招生) 

4. 教師 
一系多所教師均為生科系成員，助理教授以上教師

各有規屬研究所。 
于新聘案，各所明定教師領域並維持之，系員額委

員會規範並審定所之新聘人員領域與研究方向，以

利系之教學與發展，由各所進行相關審查及聘任作

業，審查通過人員由系所聘任之。 
教師評鑑升等依國立臺灣大學各學院一系多所組

織架構業務運作準則第三條第三款為原則辦理。 
人事權在所，所明定教師領域之維持；系員額委員會

規範並審定所之新聘人員領域與研究方向，以利系之

教學與發展；于升等案，系教評會議對於所之新聘人

員進行程序審查，系務會議尊重所之人事決議。 

 

目標:系所合一，開展教學學群合作，逐步改善大學部教

學，維持各領域均衡發展，各所的卓越發展為系的

壯大成果。 

同左  

時程:儘速達成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務會議提出再調整

案為原則。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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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師及職工員額來源: 

原提內容 修正內容 備註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各學院一系多所組織架構業務運作準

則，在業務運作、協調、資源分配等方面，應採取以生命

科學系為業務協調與資源分配中心之運作模式。 

同左  

調整為一系多所，現有所有教師回歸系，依研究領域分組

選擇所。教師於系、所各佔二分之一缺，並由學系為主聘

單位。 

「教師二分之一缺，學系主聘」之模式，由學系為主聘單

位，每位教師二分之一缺另與研究所從聘。 

同左  

各研究領域老師回歸各研究所，(助教與講師歸系)，各教

師所屬領域各所應於系務會議章程明定人員組成予以維

持。 

同左  

所依照系員額委員會教學事務發展需求執行人員新聘，招

募公告明訂為生命科學系 XXX 所新聘。 

同左  

肆、課程規劃: 

系所編制內教師共同負有大學部教學、學生輔導、試務與

相關事務之義務。 

同左  

系課程委員會(由系主任、副系主任及推選代表擔任)為大

學部教學規畫、督與執行單位，審定並督導各教師達成大

學部授課標準。 

同左  

學生輔導，每位老師皆有義務為各年級之導師；每年由所

有老師平均擔任大學部學生之導師(~100/~56=2 學生/老師

/年)，每位老師皆為生科系(4 x 2 大學生+研究生)導師；試

務與相關事務由系務會議決議輪派各所執行。 

學生輔導，每位老師皆有義務輪流擔任為各年級大

學部學生之導師(~100/~56=2 學生/老師/年)，每位

老師皆為生科系(4 x 2 大學生+研究生)導師；試務

與相關事務由系務會議決議輪派各所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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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授課時數計算，統一由學系依校方規定處理。國立

台灣大學聘書: 

二、每週基本授課時數:教授八小時、副教授九小時、助

理教授九小時、講師十小時，並應配合所屬教學單

位課程科目安排及授課語言要求。 

四、專任教師均負有教學、研究、服務、擔任導師、接

受評鑑、配合本校及所屬教學單位辦理招生、評鑑

及空間使用等相關義務。 

十二、違反聘約規定者，本校及所屬教學單位得審酌事

實，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相關規定，提請教評會審議後

依程序辦理。情節重大者得依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辦理。

同左 

 

 

再調整原則: 

針對過往大學部全校課程授課不均、教師之領域多樣

性，系統化以及標準化為再調整原則；有權督導並執行

的系課程委員會是人事權在所以後，確保系務及大學教

學不會被虛級化的解決途徑。 

再調整原則: 

針對過往大學部全校課程授課不均、教師之領域多

樣性，系統化以及標準化為再調整原則；有權督導

並執行的系課程委員會可確保大學部教學順利執

行是人事權在所以後，確保系務及大學教學不會被

虛級化的解決途徑。 

 

方案: 

本再調整案經教育部通過實施以後，新聘進入生命科學

系的教師，其授課學分，依照系所各佔二分之一缺，以

系所各半為原則。 

以助理教授為例，當授課 9 學分，系所各半，4.5 學分當

為大學部教學之義務，實質課堂教學至少要 2~3 學分?(專
題研究、導師、專題討論計入非講堂大學部教學學分)。
系課程委員會訂定列入大學部教學課程之項目、精算各教

師之大學部授課時數，並訂定教學義務之標準；此大學部

授課時數不得提出任何豁免。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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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系課程委員會每學期公布上一學期及當學期各教師大學

部授課記錄，並要求各老師達成大學部標準授課時數，

系課程委員會主動排定並通知未達授課標準教師之應教

授基礎課程。 

系課程委員會于人事案(升等、教師評鑑、教學優良評選、

教研獎勵、進修、休假研究、延長服務與特聘申請等)送

審時出具教師是否達成教學義務標準之證明。 

同左  

大學部課程教學助理之配置由學系依校方規定辦理，研

究所應予以配合。 

各所研究生均為生科系大學部基礎課程之教學助理，教

學實習均列為必修學分；研究生獎勵金依此分配。 

同左 

 

 

伍、經費空間: 

共用館舍之系所空間，以及大學部教學、學生輔導、試務

與相關事務所需之經費，均由學系統籌支配與管理，學院

於分配經費時應予優先考量。 

生科館舍之系所空間依照現況使用，以生科系為管理單

位，不予分割。 

系與所經費，均由學系統籌支配與管理以先達成大學部

教學、學生輔導、試務與相關事務所需，後再依照員額

計算後分配各所。 

共用館舍之系所空間，以及大學部教學、學生輔

導、試務與相關事務所需之經費，均由學系統籌支

配與管理，學院於分配經費時應予優先考量。 

生科館舍之系所空間依照現況使用，以生科系為

管理單位，不予分割。 

ㄧ系多所可考慮聯合辦公，以節省空間及人事支

出。 

系與所經費，均由學系統籌支配與管理以先達成

大學部教學、學生輔導、試務與相關事務所需，後

再依照原分配比例員額計算後分配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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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人事行政: 

1.系主任兼任較高職務（如學院副院長），以利協調。 

系主任由系所教師普選產生。 

系主任兼副院長，負責協調所有教師參與各項系之教學

及行政工作，主掌大學部教學、試務與相關事務；系主

任與副系主任規劃並督導大學部教學。 

 

所長由所成員選出，兼副系主任，主掌研究所事物(所研

究教學、財產、採購、環安業務、研發獎勵申請等業務)。

 

系務會議，主掌大學部教學、課程、試務及相關事務；

各所含主管共出席半數代表，所有教師上下學期輪流出

席。 

各項大學部學務及事務工作委員會由各所輪派共同均攤。

1.系主任兼任較高職務（如學院副院長），以利協調。 

系主任由系所教師普選產生。 

系主任兼副院長，負責協調所有教師參與各項系之教學

及行政工作，主掌大學部教學、試務與相關事務；系主

任與副系主任規劃並督導大學部教學。 

 

所長由所成員選出，兼副系主任，主掌研究所事務(所研

究教學、財產、採購、環安業務、研發獎勵申請等業務)。

 

系務會議由一系多所所有教師組成，主掌大學部教學、

課程、試務及等相關事務。各所含主管共出席半數代

表，所有教師上下學期輪流出席。 

 

 

2.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或教師評估小組之議案，得採

取系所聯席會方式進行討論或審查。 

原則: 

所(組)至院間為系，人事案採三級四審核備制；人事權歸

所但所應尊重系員額委員會之規畫與要求，以利系之教

學與長期發展需求。 

 

 

 

2. 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或教師評估小組之議案，得

採取系所聯席會方式進行討論或審查。 

原則: 

依國立台灣大學各學院一系多所組織架構業務運作準

則為原則辦理。 

所(組)至院間為系，人事案採三級四審核備制；人事權

歸所但所應尊重系員額委員會之規畫與要求，以利系之

教學與長期發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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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系員額委員會規劃並要求各所特定領域之人事專長聘

任，具有新聘人員領域專長之事先資格審查權及事後否

決權，避免同一人逐次到各所申請，避免各所聘任專長

領域重疊，確保系之長期創新發展與教學需求。 

新聘、升等、評鑑、延聘、免評估及特聘等人事權在各

研究所。 

經系員額委員會規劃督導之新聘案，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進行程序審查，系務會議尊重所送交之新聘人事案決議。

系教師評鑑小組尊重各所之教師評鑑決議。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對於所之教師升等案進行程序審查，

系務會議尊重所送交之升等人事案決議。 

方案: 

系員額委員會規劃並要求各所特定領域之人事專長聘

任，具有新聘人員領域專長之事先資格審查權及事後否

決權，避免同一人逐次到各所申請，避免各所聘任專長

領域重疊，確保系之長期創新發展與教學需求。 

新聘、升等、評鑑、延聘、免評估及特聘等人事權在各

研究所。 

經系員額委員會規劃督導之新聘案，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進行程序審查，系務會議尊重所送交之新聘人事案決議。

系教師評鑑小組尊重各所之教師評鑑決議。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對於所之教師升等案進行程序審

查，系務會議尊重所送交之升等人事案決議。 

其他各類人事案依國立臺灣大學各學院一系多所組織

架構業務運作準則為原則辦理。 

柒、發展方向及可行性分析: 

生命科學系所經行政組織與人事員額的再調整，以[系所

各二分之一缺]達到所有教師依照其領域歸還於所，並由

所明定維持各教師領域，原先特定領域師資員額被刪減

的疑慮可以獲得解決。 

 

在共用生命科學館舍之系所空間原則下，此案不涉及系

所空間的再規劃重整，避免系所分裂造成空間問題的長

遠紛爭。 

生命科學系所經行政組織與人事員額的再調整，以[系所

各二分之一缺]達到所有教師依照其領域歸還於所，並由

所明定維持各教師領域，原先特定領域師資員額被刪減

的疑慮可以獲得解決。 

 

在共用生命科學館舍之系所空間原則下，此案不涉及系

所空間的再規劃重整，避免系所分裂造成空間問題的長

遠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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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聘所有的教師，大學部事務由所有教師的參與。在

二分之一缺的均等概念下，所有教師均有相等的教學、

研究與服務的權利與義務。 

 

在二分之一缺的原則下，為避免龐大的系務會議產生困

擾，除主管外，所有老師上下學期中輪流參加一次系務

會議。此設計將過往不平的爭議降到 低，讓老師能於

安靜的行政組織環境中進行教學、研究與服務任務。 

 

 

 

行政上所有教師皆主聘於生命科學系，在系課程委員會

的督導與執行中，相關領域與重疊課程將能獲得重整，

大學部課程的規劃與執行將不再有系與所的區分，功能

性的學群概念將能夠進一步的實行。在系員額委員會的

規劃與督導下，人員新聘不再有一個新進人員為多所同

時爭聘的混雜情況，亦避免產生各研究所間研究領域與

教學重疊的問題；新研究方向與領域的引進將能更新系

的教學與所的研究，讓系所更能融合於當代研究的新潮

流。 

系主聘所有的教師，大學部事務由所有教師的參與。在

二分之一缺的均等概念下，所有教師均有相等的教學、

研究與服務的權利與義務。 

 

在二分之一缺的原則下，所有老師均為系務會議成員，

可使一系多所全體教師對系有向心力。為避免龐大的系

務會議產生困擾，除主管外，所有老師上下學期中輪流

參加一次系務會議。此設計將過往不平的爭議降到

低，讓老師能於安靜的行政組織環境中進行教學、研究

與服務任務。 

 

行政上所有教師皆主聘於生命科學系，在系課程委員會

的督導與執行中，相關領域與重疊課程將能獲得重整，

大學部課程的規劃與執行將不再有系與所的區分，功能

性的學群概念將能夠進一步的實行。在系員額委員會的

規劃與督導下，人員新聘不再有一個新進人員為多所同

時爭聘的混雜情況，亦避免產生各研究所間研究領域與

教學重疊的問題；新研究方向與領域的引進將能更新系

的教學與所的研究，讓系所更能融合於當代研究的新潮

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