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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2

本校107年8月12日107 學年度學術行政主管共識營

討論：2030校務發展願景-跨校整併之機會與挑戰

高雄大學於107年12月21日第38次校務會議

討論：「有關本校針對未來高教競爭化趨勢，建議重啟並推
動與高雄地區公立大學合併相關規劃事宜」議題

決議：通過籌組合併規劃小組推動後續相關事宜，小組成員
需包含學生代表 及行政單位代表。

本校於107年12月21日107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

專案報告：本校與高雄地區學校合併可能性之個案分析-以
高雄大學為例



兩校發展之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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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山
大
學

 產學合作能量屢創新高，2017與2018年合計已超過10億元。

 研究亮點與量能屢創新高。

2019有15學科進入QS全球大學學科排名，全國排名第五。

ESI資料庫有10個領域論文被引用次數進入前球前1%。

 Cheers公佈「企業最愛大學生」與「企業最愛碩士生」連5

年均在前十名總排行榜。

 研究型大學中唯一有海洋科學院之學校。

高
雄
大
學

 校地面積廣大，可使用校地達825,197平方公尺。

 設有大高雄地區唯一的法學院。

 產學合作能量豐富。



兩校發展面臨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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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山
大
學

 學校發展受校地不足之限制。

 學校規模太小，不利國際競爭。

 研究能量面臨教師世代交替挑戰。

高
雄
大
學

 學校規模太小。

 資源不足，軟硬體設備擴充不易。

 研究生人數太少，學術發展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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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資源分析



二校學術及行政人力

項 目 中山大學 高雄大學
教研人力(預算員額)

教師人員 564 246

助教人員 14 1

運動教練人員 1 5

專任行政人員(預算員額) 215 86

職員 140 79

駐衛警 11 2

技工 13 1

工友 42 4

約用人員(107/12聘用數)

行政助理 257 127

專案助理 62 56

研究助理 3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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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教師人數

中山大學
教
授

副
教
授

助
理
教
授

講
師

其
他
教
師

教
師
小
計

高雄大學
教
授

副
教
授

助
理
教
授

講
師

其
他
教
師

教
師
小
計

文學院 28 15 25 1 2 71 人文社會科學院 12 18 17 2 0 49

理學院 44 25 27 0 0 96 理學院 21 18 12 1 0 52

工學院 71 32 24 1 2 130 工學院 36 10 7 0 0 53

管理學院 36 24 28 0 0 88 管理學院 21 18 10 0 0 49

海洋科學學院 31 7 15 0 0 53

社會科學院 33 17 8 0 0 58

法學院 11 10 5 0 0 26

西灣學院 6 5 11 1 0 23 通識教育中心 1 1 4 0 0 6

學務處(教官) - - - - 3 3 學務處 - - - - 1 1

體育室 0 0 0 0 1 1

教師人數統計
(含27約聘及3教官)

249 125 138 3 7 522 教師人數統計
(含教官)

102 75 55 3 2 237

522 =492+27+3 237

資料來源：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專區-107學年度公告數據(107.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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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在學學生人數

中山大學
學
士
班

學
士
班
|
夜
間

碩
士
班

碩
專
班

博
士
班

學
生
小
計

高雄大學
學
士
班

學
士
班
|
夜
間

碩
士
班

碩
專
班

博
士
班

學
生
小
計

文學院 758 - 230 6 35 1029
人文社會科學

院
1037 - 70 74 0 1181

理學院 821 - 317 19 141 1298 理學院 766 - 102 0 5 873

工學院 1550 - 1042 62 174 2828 工學院 1001 - 205 45 10 1261

管理學院 765 - 853 710 205 2533 管理學院 870 - 139 186 0 1195

海洋科學學院 474 - 170 1 74 719

社會科學院 358 - 277 227 156 1018

法學院 603 174 120 149 9 1055

西灣學院 - - - - - - 通識教育中心 - - - - - -

學生人數統計 4726 0 2889 1025 785 9425 學生人數統計 4277 174 636 454 24 5565
108學年度教育部

核定學生數
1148 0 1324 454 141 3067

108學年度教育部
核定學生數

1126 70 270 171 7 1644

資料來源：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專區-107學年度公告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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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學專任教師年齡
(107.10.15校庫資料，不含約聘教師與助教)

年齡
人數/比例

學院
29歲以下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歲以上 總人數

平均
年齡

文學院
0 9 24 21 11

65 49.80 
0.00% 13.85% 36.92% 32.31% 16.92%

理學院
0 17 30 25 20

92 49.68 
0.00% 18.48% 32.61% 27.17% 21.74%

工學院
0 26 32 37 30

125 50.44 
0.00% 20.80% 25.60% 29.60% 24.00%

管理學院
0 16 17 24 24

81 50.98 
0.00% 19.75% 20.99% 29.63% 29.63%

海洋科學學院
0 5 14 14 19

52 53.51 
0.00% 9.62% 26.92% 26.92% 36.54%

社會科學院
0 8 20 17 10

55 49.71 
0.00% 14.55% 36.36% 30.91% 18.18%

通識教育中心
0 2 10 4 3

19 49.63 
0.00% 10.53% 52.63% 21.05% 15.79%

人文科技跨領
域學程

0 0 3 0 0
3 42.00 

0.00% 0.00% 100.00% 0.00% 0.00%

全校合計
0 83 150 142 117

492 50.42 
0.00% 16.87% 30.49% 28.86% 2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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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大學專任教師年齡
(不含助教)

年齡
人數/比例

學院
29歲以下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歲以上 總人數

平均
年齡

人文社會科學院
0 6 14 22 2

44 49.43 
0.00% 13.64% 31.82% 50.00% 4.55%

理學院
0 5 24 18 3

50 48.42 
0.00% 10.00% 48.00% 36.00% 6.00%

工學院
0 1 24 24 5

54 50.52 
0.00% 1.85% 44.44% 44.44% 9.26%

管理學院
0 4 20 21 2

47 48.57 
0.00% 8.51% 42.55% 44.68% 4.26%

法學院
0 0 9 14 3

26 51.28 
0.00% 0.00% 34.62% 53.85% 11.54%

通識教育中心
0 1 2 2 1

6 49.17 
0.00% 16.67% 33.33% 33.33% 16.67%

全校合計
0 17 93 101 16

227 49.49 
0.00% 7.49% 40.97% 44.49%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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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校務資料(106年度)

中山大學 高雄大學

校地面積總計 734,097 825,197

可使用校地 289,469 825,197

校舍基地 64,530 64,279

露天運動場地 70,000 30,500

其他校地 154,939 730,418

無法使用校地 444,628 0

106年度學校「自籌經費」補助學生助學相關措
施之金額

111,988,277 8,837,804

生活助學金 179,200 120,000

緊急紓困助學金 320,000 126,000

住宿優惠 328,000 493,800

工讀助學金 42,869,840 4,268,220

研究生獎助學金 68,291,237 3,829,784

資料來源：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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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研究量能(106年度)

106年度承接計畫與學術發表能量 中山大學 高雄大學

106年度科技部計畫核定金額 600,800,000 81,200,000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科技部計畫金額 1,210,000 350,000

106年度學校承接「產學合作」計畫經費 509,277,945 104,380,427

政府部門資助 279,488,959 79,301,579

企業部門資助 150,613,662 17,622,848

其他單位資助 79,175,324 7,456,000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承接「產學合作」計畫經費 1,000,546 444,172

106年論文發表數(篇) 1,396 295

FWCI (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 0.96 0.70

資料來源：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專區、科技部學術統計資料庫、106年度決算書、Sc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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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財務狀況(107年度)
107年度校務基金情形 中山大學 高雄大學

決算總收入 3,585,297,129 1,113,656,996 

業務總收入 3,336,238,758 1,060,178,307 
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教育部基本補助) 1,074,160,000 474,456,000 
其他補助收入(政府機關補助-含深耕、教育部補
助經費)

444,394,871 113,084,138 

學雜費收入(淨額) 545,477,949 267,753,696 

建教合作收入(含科技部、政府及非政府產學計畫) 1,202,641,369 180,816,160 

推廣教育收入 53,983,889 19,301,256 

雜項業務收入(招生收入) 15,580,680 4,767,057 

業務外收入 249,058,371 53,478,689 
財務收入(含利息、投資、兌換收入) 42,294,707 7,656,459 

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 142,075,901 23,085,257 

收贈收入 49,565,239 13,342,609 

其他雜項收入(非招生收入) 15,122,524 9,394,364 

決算總成本與費用 3,642,874,651 1,211,327,008 
編制內人員人事費 1,047,029,490 478,794,033 
編制外人員人事費 548,895,399 156,537,128 
學校可統籌運用資金 1,006,714,700 613,349,274 
資料來源：107年度中山大學與高雄大學決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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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校規模

中山
大學

高雄
大學

中山大學 高雄大學 合校

校地
(可使用)

734,097
(289,469)

825,197
(825,197)

1,559,294
(1,114,666)

現有專任教師
(預算員額)

492
(564)

227
(246)

719
(810)

在學學生 9,425 5,565 14,990

107年度決算
總收入

35.85億 11.14億 46.99億

107年度教育部
基本需求補助

10.74億 4.74億 15.48億

總資產
(扣代管資產)

79.66億 38.92億 118.58億

學校可統籌運
用資金

10.07億 6.13億 16.2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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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校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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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師
(107學年度)

在學學生
(107學年度)

總收入
(107決算)

校地
(平方公尺)

QS
(2019)

臺大 2,043 31,745 173.86億 1,368,289 72

成大 1,325 21,276 94.32億 1,855,748 234

清大 823 16,657 68.71億 1,139,065 163

交大+陽明 1,143
(735+408)

18,605
(14,271+4,334)

92.44億
(65.06+27.38)

1,378,558
(78,888+499,665)

208/292

中山+高大 719
(492+227)

14,990
(9,425+5,565)

46.99億
(35.85+11.14)

1,559,294
(734,097+825,197)

402/無

資料來源：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專區-107學年度公告數據



中山大學院系所分布

中
山
大
學

學院 系所

文學院
• 中國文學系(含碩、博、碩專) ․外國語文學系(含碩、博) ․音樂學系(含碩)

• 劇場藝術學系(含碩) ․哲學研究所(碩)

理學院
• 化學系(含碩、博) ․物理學系(含碩、博) ․生物科學系(含碩、博、碩專)

• 應用數學系(含碩、博) ․生物醫學研究所(含碩、博)

• 醫學科技研究所 (碩) ․理學院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工學院

• 電機工程學系(含碩、博)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含碩、博)

• 資訊工程學系(含碩、博)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含碩、博)

• 光電工程學系(含碩、博) ․環境工程研究所(碩、博、碩專)

• 訊工程研究所(含碩、博)          .電機電力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 電信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管理學院

• 企業管理學系(含碩、博) ․資訊管理學系(含碩、博、碩專)

• 財務管理學系(含碩、博、碩專)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博、碩專)

•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博、碩專)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碩、碩專)

• 人力資源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兩岸高階主管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 高階經營碩士學程在職專班 .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金融創新產業碩士專班

海洋科學院
•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含碩、博)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含碩、博、碩專)

• 海洋科學系(含碩、博) .海下科技研究所(碩)

• 海洋事務研究所(碩)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社會科學院

• 政治經濟學系 ․社會學系(含碩)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博、碩專)

• 政治學研究所(碩、博、碩專) ․經濟學研究所(碩、博、碩專)

• 教育研究所(碩、博、碩專) .高階公共政策碩士學程在職專班
• 亞太事務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教育與人類發展研究全英語博士學位學程-108招生

西灣學院
• 基礎教育中心 ․博雅教育中心 ․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
• 服務學習教育中心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 16



高雄大學院系所分布

學院 系所

高
雄
大
學

人文社會科學院

• 西洋語文學系（含碩） .東亞語文學系-日語組、韓語組及越語組（含碩）
• 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 .建築學系（含碩、碩專）
• 建築學系（含碩、碩專） .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建築組、創意設計組）（含碩）
• 運動競技學系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含碩、碩專）

理學院
• 應用化學系（含碩） .應用物理學系（含碩） .生命科學系（含碩）
• 應用數學系（含碩、博） .統計學研究所（碩） .應用科學碩士學位學程

工學院
• 電機工程學系（含碩、博、碩專)                .資訊工程學系（含碩、碩專）
• 資訊工程學系（含碩、碩專） .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含碩、碩專）
•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含原專班、碩） .電子構裝整合技術產業碩士專班

管理學院

• 經營管理研究所（碩） .資訊管理學系（含碩、碩專） .金融管理學系（含碩）
• 應用經濟學系（含碩）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工業管理組、企業管理組（含碩、碩專）
• 國際商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 上海國際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海西國際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 國際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泰國班 .越南國際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 高階法律暨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製商整合服務規劃產業碩士專班

法學院
• 法學院博士班 .法律學系（含碩、碩專）
• 財經法律學系（含碩、二年在職專班） .政治法律學系（含碩、二年在職專班、碩專班）

通識教育中心 • 教學發展組 .共同課程組 .通識課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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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校面臨的問題
(參考清華大學模式解決)



合校面臨的問題–組織面

 學院及系所的調整與增設，牽涉教師員額、學生數、
空間、經費等資源分配

師生溝通、討論，形成共識，必有助於問題解決。

 現有系所與學位學程之整合與納編，應考量變動性最
小及具互補性為原則。(於合校意向書中提出)

 院系所的調整與增設原則:因應外在環境變遷外，所有
師生發展達成最大願景目標。

 新增學院、系、所及學位學程，應於學校合併一年後
始得提出申請。

 學院系所空間重新規劃，同一學院在同一校區為原則。
19



合校面臨的問題–法規面

 學校各種法規之整合(工學院座談)

 須在新舊章則制度間取得衡平，並配合未來學校發展
需要，重新整合並擬訂符合校務發展需求之章則制度。

 合校之初，兩校共同討論擬定「暫行組織規程」，試
行2～3年，若有必要依執行情形進行再次調整。

 另在新法規制度尚未訂定前，沿用各校現有章則制度
以保障各類人員權益。

20



 教師轉換系所歸屬及權益 (工學院座談)

 教師轉換系所，以尊重教師意願、概括承受為原則。

 兩校教師整合以「雙軌原則、落日條款」，「尊重意
願、概括承受」為主要原則。

 教師升等及評量/評鑑過渡雙軌制：「中山大學模式」、
「過渡期模式」。

「過渡期模式」(5-8?)年，自合校生效日開始計算。

 兩校整合案經教育部核定後，新聘專任教師之權利義
務 (如升等、評鑑）等約定事項，應適用前項「中山大
學模式」。

合校面臨的問題–教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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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技員工的權益與歸屬

 基於信賴保護原則，新大學需無條件將兩校現有職技
員工全部納編，其職等、薪級、法定待遇及福利均予
保障。

 兩校行政人員升遷計算標準，應適用相同的基準。

 合校緩衝期間，因組織重規劃所減少之職務（例如：
組長職務），兩校均應採取人事凍結控管方式，俾便
正式合校後職缺之調動。惟為維持業務推動，人事凍
結期間應有合理之配套措施。其餘各類職務如有缺額，
應優先開放兩校現有職員申請調動。

合校面臨的問題–職員工面

22



 學生權益問題

 保障學生最大學習權益為原則。合校後學生修業及畢
業證書相關規定，應保障學生之權益。

 校園文化與制度的摩擦與衝突

 塑造新校園文化與制定新典章制度時，尊重與體諒各
校既有之特色及傳統，異中求同，漸進融合。

合校面臨的問題–學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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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院系所大樓的整合、新建與搬遷 (工學院座談)

 高雄大學現有校區可規劃為「高雄創新科技基地」，
作為與周遭產業連結之研發、人才培育與產學合作推
廣之基地。

 因應院系所空間調整，新建教研大樓，提供更優質之
教研空間。

 學術與行政單位同步進行盤點及規劃新建、搬遷需求
(包含理工貴重儀器部份)，在不損及現有資源之原則

下，共同爭取教育部經費補助 (目標4年40億)。

合校面臨的問題–空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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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校對於國際排名之影響(管理學院)

 對於以總量計算之指標，如上海交大及THE之世界
大學排名產學績效及論文發表以總量為指標者，合
校有加分效果。

 對於以學術聲望為指標者，如QS世界大學排名，若
合校後校名調整，學校品牌形象需重新塑造，恐造
成學校聲望發展式微，國際排名立即產生影響。

 管理學院AACSB及EQUIS國際認證，若因合校組織
與校名產生變更，將導致管理學院所有的國際認
證努力白費。(研議於意向書以學院更名方式進行)

合校面臨的問題–國際聲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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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QS University Rankings: Asia

學術聲譽
Academic reputation (40%)

學術聲譽
Academic reputation (30%)

雇主聲譽
Employer reputation (10%)

雇主聲譽
Employer reputation (10%)

生師比
Student-to-faculty ratio (20%)

生師比
Student-to-faculty ratio (20%)

教師論文平均被引用率
Citations per faculty (20%)

平均論文被引用率
Citations per paper (15%)

國際師資比例
International faculty ratio (5%)

教師論文平均發表量
Papers per faculty (15%)

國際學生比例
international student ratio (5%)

國際師資比例
Proportion of international faculty (2.5%)

國際學生比例
Propor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2.5%)

來校之交換學生比例
Proportion of inbound exchange students (2.5%)

赴他校之交換學生比例
Proportion of outbound exchange students (2.5%)

QS評鑑指標及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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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學管理學院(2018)

英國金融時報(FT)全球MiM 全球第100名(全台唯一進榜)

FT Global EMBA排名 全球第86名(全台唯一進榜)

FT亞太地區商管學院排行
亞太區綜合評比第21名，台灣唯
一入榜管理學院(第二年入榜)

AACSB 國際認證
全國第一所通過AACSB認證之國立
大學，已通過3次再認證，將於
2019年年底辦理第4次認證

EQUIS 國際認證
管院 2018年 9月份向 EFMD提出
EQUIS國際認證，預計於2021年通
過EQUIS認證

管理學院國際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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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之品牌

學校 全球大學畢業生就業力

台大 第81名

交大 第141-150名

成大 第161-170名

台科大 第201-250名

中山 第251-300名

清華、中央、陽明 第301-500名

 QS Graduate Employability Rankings: QS大學畢業
生就業力調查

 2019年全球共有497所大學上榜(台灣8所大學上榜)。
 5項指標: 校友成就、雇主與學生聯繫、雇主聲譽、

畢業生就業率以及與雇主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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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之品牌

 Cheers公佈「企業最愛大學生」與「企業最愛碩士
生」，中山大學連5年均在前十名總排行榜。

《2018企業最愛碩士生Top 15》《2018年2000大企業最愛大學生To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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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110學年度:中推估204,024(包含，一般體系99,426，技職體系:104,598)
111學年度:中推估191,077(包含，一般體系93,117，技職體系:97,900)

校名需考量招生挑戰

若教育部核准109.8.1合校
110學年度合併招生

30

204,024 

191,077 

150,000

170,000

190,000

210,000

230,000

250,000

270,000

290,000

97 99 101 103 105 107 109 111 113 115 117 119 121

人
數

學年度

97-122學年度大一入學人數推估

高推估 低推估 中推估

少子女化世代，社會大眾、家長、老師、學生對學校品牌的認知是招生的關鍵



國立中山大學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NSYSU)

國立高雄大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NUK)    

中山大學 (廣州)

Sun Yat-sen University  (SYSU)

?

合校面臨的問題–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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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NSYSU)

國立高雄大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NUK)    

中山大學 (廣州)

Sun Yat-sen University  (SYSU)

合校面臨的問題–校名

32

(108/2/20 107學年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共識)
國立中山大學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NSYSU)



行政會議決議原則(10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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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in 

here

二校合併
後之校名，
建議維持
以「國立
中山大學」
名稱為之

中山大學+高雄大學

合併的時程上，
考量諸多因素，
應把握良機加緊
作業；惟屆時若
有窒礙難行之處，
建議得彈性調整
時程，使整體合
併上能更加周全

教師升等、評
鑑及搬遷等技
術方面的問題，
應再周延盤點、
多方研議、協
調，讓各學院
能克服過渡時
期之不便

各院系所之合併
有各種可能性，
學校宜以持開放
創新的態度，讓
彼此在資源及能
量上的差異能相
互融合，儘量減
少或縮短合校之
衝擊

中山大學



合校作業流程圖草案(以清華大學模式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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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合校流程 

公聽會 

中山 高大 

校內會議程序 

 

校內會議程序 

 

合校推動委員會 

合校意向書(草案) 

校內會議程序 

 

校內會議程序 

 

教育部核定 

 

 

 

 

二校正式合併(預計 109/8/1) 

交流 

校內會議程序 

 

校內會議程序 

 

合校計畫書(草案) 

合校意向書函報教育部 

合校計畫書函報教育部 

 108/2/26 二校校長副校長會談 

 108/3/6 二校一級主管新春

聯誼座談 

 校長就合校(Why, How, What)

與教職員生及校友座談 

1. 各院座談會(各院) 

2. 與學生座談會(學務處) 

3. 與行政人員座談會(人事室) 

4. 與校友座談(校友服務中心) 

比照清華大學模式中山與高雄大學合校規劃作業流程圖(草案) 

合校意向書(需校務會議通過) 

合校計畫書(需校務會議通過)

書 

教職員生及

校友座談會 

108/3/22 108/  / 

108/5/24 108/  / 

108/6 月 

108/12 108/  / 

預計 109/7 月 

108/12 

教職員生及

校友座談會 



合校作業流程表

應

完

成

事

項

二校各經校
務會議通過
成立合校推
動委員會

合校意向書
各經二校務
會議通過，
函送教育部

獲教育部核
定正式合校

合校計畫書
各經二校務
會議通過，
函送教育部

期
程

–建置資訊公
開專區

–舉辦教職員
工生及校友
公聽座談會

學術、行政單位
組織整併、員額
配置、教職員生
權益(含公聽座
談會)

校區及校舍空間
規劃、組織架構
及員額配置、財
務規劃、法規統
整

35

校務會議紀錄應
載明應出席人
數、實際出席人
數、投票表決門
檻、投票結果及
表決票數等資訊



院系所更名-清華竹教大模式

36

合校意向書

ThemeGallery is a 

Design Digital 

Content & 

Contents mall 

developed by

竹師教育學院
(原竹教大-教育學
院更名；惟人力資
源與數位學習科技
研究所未列入合校
後教學單位)

Text in here計畫書 目前現狀

竹師教育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

合校過渡單位

人力資源與數位
學習科技研究所

人文社會學院
藝術學院

(原竹教大-人文社
會與藝術學院分開
;人文社會學院二
校合併，藝術學院

獨立出來)

合校計畫書

ThemeGallery is a 

Design Digital 

Content & 

Contents mall 

developed by

同意向書

同意向書

藝術學院



院系所更名-高科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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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校計畫書

ThemeGallery is a Design Digital 

Content & Contents mall 

developed by Guild Design Inc.

目前現狀

ThemeGallery is a Design Digital 

Content & Contents mall 

developed by Guild Design Inc.管理學院

商學院

財務金融學院

建工/燕巢校區
管理學院

第一校區
管理學院/財務金融學院

楠梓/旗津校區
管理學院



合校後可能之學院

法學院

建築與設
計學院

亞太管
理學院

社科院

理學院 工學院

海科院
西灣
學院

管理
學院

文學院

醫學院
詳二校院系所對照表

 增設學院、系、所及學位學程，應於學校合併一年後，始得提出申請。
38

二校院系所比較表.xlsx


合校之願景

2002

2001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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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提案-與高雄大學合校議題

40

本案擬在行政會議決議原
則下，進行教職員工生及
校友之座談，以匯集本校
之最高共識。

在高雄大學亦有相當共識
時，籌組本校之合校規劃
小組，以推動合校相關事
宜。

中山
大學

高雄
大學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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