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褚志鵬教授-治校理念摘要 

教育的快樂是在於“成就他人＂。每當畢業生回到學校，或是在外地車

站、機場、甚至餐廳、咖啡店不預期地有畢業生主動前來打招呼時，教育者

的榮耀不自覺的浮現在心中，然後快速轉化成教育者臉上幸福的微笑，因為

“是的，我們教育出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作家齊邦媛教授的“台灣非小島，可創大歷史＂說法我非常喜歡。我看

到的東華一直是我在 1997年時所看到那所佔有區位優勢的國立大學，是一所

“東之皇華＂的大學，是一所每位訪客來都要對其教育環境欽羨的大學。所

以國立東華大學被誤解為是“偏遠＂或“弱勢＂地區的學校，這點我非常的

不認同。 

目前高等教育遇到挑戰及未來的轉變，也許嚴峻，也許令人擔憂。但是

把時間軸拉開，以一個立志百年樹人的教育機構，以一個為國家社會與全人

類培育良才的組織而言，這些挑戰及危機不僅是無法迴避，更需要正面迎對

的，更是應視為組織成長茁壯的踏階。 

秉持以往在行政工作上務實積極的態度、溝通規劃的專擅、以及確實執

行並達成績效的實踐力，我認為掌握東華正面成長契機，宜從學校四個層面

的管理著手: 

(1) 健全財務體質：沒有周詳安全的財務規化就沒有發展的基礎，確保安全

的現金流量為第一優先。其次，不論未來經費的寬鬆與否，投資事項都

需做好成本效益評估，任何不必要的浪費都該杜絕。再者，增開多元財

源是降低風險的必要措施，也是發展能量的儲備之道。學校的發展不能

因財務的困難停滯，節省效益低或不急迫的費用便可進行必要的發展投

資，有效的攻擊是不僅是最佳的防守策略，也是一個要長期發展的競爭

型組織必然的行動。 

我會努力做到以東華發展為前提的公正、公義、與效益的資源配置，在

現行制度下規劃短期的健全財務運用，為中長期的校務發展調整制度規

範、突破現有框架。 

(2) 精進優質教育：對學生提供優質教育是一個學校存在的意義。藉由教育

者適才適時的心力投入，東華大學要隨時代的需要調整教育的內容、方

法、工具等以確保學生所受的教育能夠接軌社會、貢獻世界，因為在學

習時間除了人格培養技能傳授、增括視野等之外，更應能夠協助學生到

他們自己可以驕傲的能力。為此，教師的學術研究要與時俱進，更要能

夠成為學術專業菁英的定向，東華絕對是矗立於東台灣的學術領導。 



我會努力做到每一位東華的學生都能夠在畢業後的某一天，回想（或夢

到）在東華上課的一景，而後（或夢醒時）帶著喜悅滿意地告訴自己：「真

好，我在東華受教育」。 

(3) 激勵內部動能：學校的成員不僅是在東華校園待過四年的大學生，兩年

的碩士生，或是五、六年的博士生，更是目前在校內的 1000位教職員工，

這些個“我們＂都是把東華當人生職場的一輩子夥伴，在服務東華的 20

或 30年間，我們服務東華的學生及同仁，同時也在此實踐我們自己的人

生，因此，東華有責任要藉由提升內部組織個人對教育的責任感與創值

力，讓教職員工的生涯加值，讓教職員工的人生被肯定，讓每一位“我

＂都驕恣對東華的貢獻。 

我會努力做到東華學術及行政文化是在職務管理之後更要有工作生涯上

的關懷，以走動式管理溝通垂直及橫向的事務，以協助同仁的生涯發展

的考量來賦予執掌權責。 

(4) 聯結外部資源：機會是給予積極主動的人，幸運是可以去爭取來的，東

華大學擁有優秀的教職員工、有廣大的校區、有上萬學生、有遍佈各地

的校友、有近 100多個姊妹校，更有非常多願意支持東華的好朋友。不

論是研究案、產學合作、國際交流、或是校友資源等運用資訊整合，東

華要將所有外部資源內部化，形成有效聯結的資源網路，協助東華發展。 

我會努力做到東華是個國際化的大學，不僅是個國際知名，也是一個有

國際貢獻與影響力的大學。同時透過社會關懷、地方參與，做到東華是

一個讓社會引以為傲的高等學府。東華大學身為教育局在東部地區的重

點大學，對於教育政策的執行與推動工作上不僅一定會肩負更要成為典

範，向和其他國內外高等教育單位交流並分享東華成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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