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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管理學院 三創到三願景

臺灣大學管理學院歷經數屆院長和老師們的努力與貢

獻，茁壯成長，現在不僅已成為全球極具權威的國際

商管學院促進協會（AACSB）會員之一，也榮獲歐洲

商學學院排名機構Eduniversal Business School對全臺

管理學院唯一的五個Palmes認可，除此之外，臺灣大

學管理學院亦躍入QS World University百大排名，榮登

世界大學第82名。

臺大EMBA今年在臺灣大學管理學院也已堂堂邁入第

20年，臺大EMBA不僅擁有3000餘位校友，現在的臺

大EMBA學生組成亦更加多元化。臺灣大學管理學院

團隊們，一方面背負著任重道遠的使命感，一方面也

擁有著身為臺大人更應有的自我要求，因此在EMBA

的業務上，我們期許能為臺大EMBA塑造三個新的願

景。

首先，在課程上推出更多區域性的合作，包含與大陸、歐美的各個菁英大學進行交換課程計畫；第二

個願景是強化課程與產業間的互動和連結性，並借用產業界豐富的資源來創造產學雙贏的價值；隨著

臺大EMBA畢業學生人數的增加，臺大EMBA校友們已經漸漸形成一股強大的力量，戮力規劃提升校友

參與學校的回饋方法，並建立一個更好的平臺，使臺大的管院校友與EMBA校友們，於中既可以給予

亦能獲得幫助，這是我們的第三個願景。

 

為了達成這三大願景，臺大EMBA業務將會積極朝向三創的方向推動，這也是所謂的臺大EMBA三部曲

：創意、創新和創業。創意是指活化思考、多元融合、參與活動和增添活力；創新則是異業結合、整

合架構、活學活用和職能精進；而創業就是結交人脈、共創事業、創業精神和成就卓越。我們期許在

臺大EMBA的大家庭裡，不論是校友或是在學生，時時都能接受這樣的協助和培育；而透過這樣的願

景塑造，不僅在短期內臺大EMBA能為企業培育出更多的專業經理人菁英，長期更能為國家未來的發

展養成具有更多元能力的優質創新創業人才

臺大管理學院成立於1987年，回顧管理學院創立

的發展軌跡，可以概略將其分為萌芽期、成長期

以及擴展期及創新卓越四個階段。迄今已發展為

工商管理學系暨商學研究所、會計學系暨研究所

、財務金融學系暨研究所、國際企業學系暨研究

所、資訊管理學系暨研究所、EMBA、GMBA、及

工管系大學部英文專班。

管理學院匯集國內最優秀的教師，現有專任教師 

112 人畢業之學校包括史丹佛大學、耶魯大學、

麻省理工學院、芝加哥大學、賓州大學及西北大

學等世界名校，師資陣容達國際一流水準;學術研

究方面，管院教師刊登在SSCI或SCI之國際期刊數

量每年超過百篇以上，為管理學院奠定國際學術

地位之指標。現有學生總人數約3,600人，均為台

灣各領域之菁英。本院於近年積極推動國際學術

交流，研擬多項國際化發展策略，使本院相繼榮

獲國際學術肯定，於2010年通過AACSB認證，大

幅提升本院之國際地位。

2010年起本院積極邁向全面國際化進程，不僅與

北大及復旦大學簽訂雙學位計畫備忘錄，亦與美

國及香港之策略伙伴學校，進行深入之學術合作

，促進全球學術資源交流與共享。



臺大EMBA簡介 以多元融合為核心價值，邁向下一個里程碑

臺大EMBA自2010~2015連續六年榮獲天下<<Cheers雜誌>>

評比調查「3000大企業經理人最想就讀EMBA」冠軍，在學

校聲譽、師資陣容與教學能力、教師國際期刊發表數與國際

交流機會等評比項目中，均高居榜首，臺大EMBA穩坐台灣

在職商管教育之領先地位。然而，面對亞太地區各大商管學

院EMBA的挑戰，我們必須戰戰兢兢，持續強化臺大EMBA「

多元融合」的核心價值。

晚近， EMBA辦公室致力於推動四大價值主張：「課程模組

化」、「學習多元化」、「教務統整化」，以及「校友活絡

化」。於「課程模組化」部分，在EMBA 課程委員會的協助

之下，規劃了成長與全球化、創業與創新、組織與領導、治

理與企業責任以及經濟與金融五大模組。 今年，在這樣的

架構之下，課程委員會持續在課程的實務攸關性及連貫性上

把關，並鼓勵老師開發融合不同專長領域的跨系所課程。

在「學習多元化」方面，除了順利招收背景多元的復旦六班學員之外，亦持續與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以及北京大學光華管理學院進行EMBA的交換課程。在課外學習部分，今年度EMBA

辦公室分別與北京大學、香港城市大學與安徽工商管理學院進行參訪交流，開拓兩岸EMBA校友間的合

作機會。除了兩岸三地之外，2015年十月我們更於史丹佛大學和柏克萊大學開設美西海外課程，以加

強跨文化學習平台。

在「教務統整化」方面， 去年，EMBA辦公室重新檢視學生自入學到畢業的過程中，每個階段的意涵

及目標，今年， 則持續優化教務、學務的活動及行政流程，以及ischool 數位化作業，以期有效地支

持多元的學習活動。最後，在「校友活絡化」方面，除了定期舉/協辦EMBA校友終身學習講座、校友

返校日，以及各類聯誼性及運動性活動之外，EMBA辦公室於2015年三月及十月，兩度前進上海舉辦

大陸校友聯誼會，串連兩岸歷屆校友，期許成為校友佈局華人市場的堅強後盾。

今年，臺大EMBA即將屆滿二十周年，未來，我們將以「多元融合」為核心價值，邁向下一個里程碑

。自1997年創立以來，臺大EMBA已彙集了3,000餘位來自各行各業的菁英。面對多元背景的學生以

及多元的社會，課程設計的精神將不僅僅追求企業的獲利價值，同時，亦將強調企業的社會價值；不

僅僅提升專業經理人的管理能力，也將加強興業能力的培養；不僅僅傳遞企業管理的知識，也將協助

學生身、心、靈的成長。期許透過多元融合，落實臺大人最引以為傲的精神，也就是「貢獻這所大學

于宇宙的精神」。

臺大管理學院於民國86年首創「管理學院碩士在

職專班」(EMBA)，開國內風氣之先，提供企業高

階主管及各界菁英自我提升進修的管道，培育具

備世界觀、跨領域觀念之高階管理人才。

成立至今，臺大EMBA屢獲英國金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評選全台之冠，也獲得歐洲地區

Eduniversal全球EMBA評比遠東區前三強之肯定，

也多年被臺灣權威媒體評選為高層管理人員最希

望就讀EMBA的大學。2010年，因應全球高階管

理教育的發展趨勢，增辦臺大-復旦EMBA境外專

班為全台首創兩岸EMBA雙聯學位。

臺大EMBA的教育目標為培育具有世界觀、跨領

域與前瞻觀念的高階管理人才。為了達成這樣的

目標，臺大EMBA持續致力師資培訓、提升創新

與富特色之課程規畫，並加強與實務的結合，更

推動以學習者為中心之個案教學方法。在約80篇

的個案研討中，來自不同產業背景的學員，相互

討論、辯證，這不僅是整合多元知識的重要過程

，亦是提升學生思維創意、勇於創新及敢於創業

的能力。

晚近，臺大EMBA積極推動四大價值：「課程優質化」、「學習多元化」、「教務統整化」，以及「校友活絡

化」。在課程優質化方面，規劃成長及全球化、創新及創業、組織與領導、治理與企業責任以及經濟與金融

五大模組，使課程更具攸關性及整合性。在學習多元化方面，致力於擴大兩岸三地EMBA學生跨校選課機制，

打造跨文化學習平台並拓展人際網絡，同時，開拓歐美名校的合作課程，提升具國際觀、包容力及適應力的

人才。於教務統整化部份，除了提升行政服務流程與效率之外，並且協助學生適應從入學到畢業的每個學習

階段。最後，為持續活化校友網絡，定期舉辦多樣性的學術及聯誼活動期能達到終身學習和校友認同的目的

。

中壢分公司同仁注重家庭日團體旅遊生活

中壢分公司同仁注重家庭日團體旅遊生活

謝明慧



參訪臺灣大學導覽

參訪行程介紹

路線1：管院一號館→鹿鳴廣場→經女五→校史館→校門口→傅鐘→經共同教室→

             共同三松→返回管院一號館

路線2：管院一號館→鹿鳴廣場、共同三松→經行政大樓穿堂→傅鐘→校史館→

             校門口→經女五→返回管院一號館

路線3：管院一號館→鹿鳴廣場→生態池→圖書館 →傅鐘→校史館→經女五→ 返回

             管院一號館 管
民國100年，由EMBA校友孫正大先生捐贈「立智學習中心」與「正大國際會議廳」。旨在

讓更多台大人能共同關懷社會和回饋母校。如立智學習中心設有開放式活動椅子，並設有

期刊區，因為管理學院非常重視資訊的即時性與交流性，放置財經雜誌讓學生研修，開放

空間建置也激勵管院學生適合的自由學習空間。



具有紀念台北盆地瑠公圳史蹟的意涵，同時也是雨水收集、防災及本校水資源利用功能，

水田與濕地則呈現台灣農業真實狀況；在生態方面，水池更是各種留鳥、候鳥、昆蟲、植

物的棲息空間與覓食環境，藉由水池及植栽所營造出豐富、多元的校園綠地，除了陶治本

校師生及大台北地區市民之身心之外，更做為生態及環境教育推廣之實質功能。

鄰近水源池的臺大試驗農場創立於大正十三年，肇始為日治時期臺北 高等農林學校之實習

農場；民國九十一年，更名為「國立台灣大學生物資源暨 農學

院附設農業試驗場」，全場總面積共約30.37 公頃。鹿
國立臺灣大學鹿鳴廣場是位於國立臺灣大學鹿鳴堂、地理系館、共同教室和生命科學系館

之間的中型空地。2000年規劃人車分道的設計，營造一個可以安心散步、放鬆身心的恬靜

空間，也成為學生課餘活動、民眾假日遊憩的重要景點。

其中鹿鳴堂原稱僑光堂(1967年建立)，為行政院僑委會接待雙十國慶返國的僑胞主要場所

，於1996年收回於臺大管理。

「共同三松」，屬於台大十二景之一，是位於台灣大學教學館共同大樓前的三株琉球松，

目前其中的兩棵已經被列入台北市政府老樹保護列管

/ 瑠公池；水源池；水生作物標池



臺 椰
圖書館新館於1998年11月正式落成啟用，由沈祖海建築師事務所設計，以山牆、拱窗作為

舊總圖書館建築語彙的延伸，具有承先啟後的意義。

新館集中校總區原有34所院系單位圖書館室分散式的服務，既有效紓解過去分散式人力配

置的窘困，提供集中典藏空間，提供多元化、專業化與效率化之服務：如延長開放時間、

增加借書冊數與借期、提供更多電子參考工具與電子全文期刊、啟用全國首創的隨選資訊

系統、進行特藏資料數位化工作和舉辦藝術品展覽等位於臺大地理幾何位置，更是大學知

識中心。

椰林大道是臺大最重要的象徵地景，是莘莘學子們嚮往追求的目標。創校時特別設置筆直

的向陽椰林大道，長出嫩芽的椰子樹形，象徵臺大生生不息的榮景。

兩側杜鵑花是臺大校花，1958年至1959年間，原植於陽明山杜鵑花移植至校園內，從

1997年開始，每年3月杜鵑花盛開舉行杜鵑花節。吸引許多校內學生參與成為重要藝文活

動。



行 傅
行政大樓原為台灣總督府台北高等農林學校（今國立中興大學）校舍，興建於1926年（日

治大正15年）3月31日。1928年3月31日臺北帝國大學成立後，該校舍繼續沿用，1945年

改名為國立臺灣大學時，列為台北市直轄市定古蹟。

行政大樓為農林學校的主要建築，屬後期文藝復興，或稱新古典樣式的風格，正門為兩組

兩兩成對兩層樓高的科林斯石柱利於入口兩側，屋頂因為要配合台灣多雨的天氣而用黑瓦

設計成日治時代常用的傳統外突的出簷形式，牆面以清水紅磚砌成，並以洗石子鋪面裝飾

，為西方古典建築風格常用設計。

為了紀念臺大第四任校長傅斯年所建立的傅鐘，鐘聲定為21響，以第四任傅斯年校長的名

言：「一天只有21小時，其餘3小時是用來沉思的。」

臺大校徽的元素之一為傅鐘，它的空間是一種表徵的空間，紀念性不在於形體，鐘聲在象

徵的空間中迴盪。此地曾作為學生集會地點，象徵臺灣大學的自由民主學風。



史 門

國立臺灣大學校史館，是臺灣大

學展示學校校史的展覽館，2005

年成立，屬於臺大博物館群成員

之一，台大校史館建築從1930年

1月19日完工之後為台北帝國大

學圖書館，台北市政府於1994年

8月23日宣布校史館(當時仍為舊

總圖)為三級古蹟。

台大校史館自1930年1月19日落

成以來，沿著館外的牆面尋找，

可以看到建後形成的新舊交接面

。校史館使用日治時期折衷主義

建築的基調，不像歐式建築般樣

式華麗，而是簡潔的古典樣式風

格。

臺大校門口因瑠公圳的支流正好穿越此處，決定了校門口偏西南的朝向以及校門廣場的位

置，進入校門後稍往右轉就來到世界聞名的椰林大道東西向軸線，東方為向陽的軸線，配

合遠望拇指山豎起大拇指的山形成為垂直軸線風水特佳。

大學廣場過去有些聚會活動常以校門口為集合地點，就某些層面而言也代表了臺大和社會

脈動息息相關。自從日本帝國大學以來半隱藏在蔥鬱的樹林中，造型大氣典雅，低調穩重

建築風格，也代表對臺大人永保優秀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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