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立 屏 東 教 育 大 學 

100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第 1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101.5.17) 
 

 

 

 

 

 

 

 

 

中華民國 101 年 5月 

重要紀錄請妥善保存 



 1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100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臨時會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1年 5月 17日（星期四）下午 4時 

地點：本校五育樓 4 樓第 3會議室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錄：徐士弘 

主席：劉校長慶中 

壹、主席報告：略 

貳、討論提案 

提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有關本校撥付支應臺灣教育大學系統經費，提請 審議。   

說明： 

     一、經 100年 3月 24日校務會議通過，本校加入臺灣教育大學系統，並與加

入學校共同分擔基本需求經費。 

二、檢附臺灣教育大學系統預算書，如附件。 

三、有關系統 101 年度基本需求經費預算新臺幣 180 萬元，由臺北市立教育

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與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依各校行政程序分攤提撥；

嗣後視業務推展授權系統校長編列經費概算表經系統校長會議審議通過

再函請各校據以分攤提撥。本年度各校至多提撥 100萬元。 

辦法： 

一、俟審議通過後，請臺灣教育大學系統辦公室摯據請領。 

二、經費核銷結報方式由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影印全部原始憑證影本並檢附經

費收支結算表及支出分攤表，檢送系統參與學校辦理預付轉正。 

 

決議：照案通過，並同意提撥 60萬元至臺灣教育大學系統辦公室做為開辦經費。 

参、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同日下午 4時 30分 





         

臺灣教育大學系統 

預算說明書 

中國民國 101年度 

 

 附  件 



臺灣教育大學系統預算說明書 

中國民國 101年度 

一、 臺灣教育大學系統組織 

 

 

 

 

臺灣教育大學系統組織架構簡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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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據臺灣教育大學系統設置辦法，本系統組織如下述： 

(一) 本系統設系統委員會，系統委員會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七人。 

(二) 本系統置系統校長一人，由系統委員會推舉一人專任或兼

任，任期二年，於陳報教育部核准後聘任之。系統校長對

外代表本系統，推動大學系統業務及執行系統委員會之決

議事項。 

(三) 本系統設系統總部，置專(兼)任執行長一人，襄助系統校

長辦理跨校教學、研發、財務、行政資源之整合，及系統

委員會之經常、決策性事務。系統總部分設以下五處，行

政處、財務處、師資處、發展處、研究處。系統總部設總

部會議，由執行長主持，處理相關業務之規劃、協調、整

合及推動。執行長、處長由系統校長提名，經系統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遴聘之，其任期與系統校長同。 

(四) 系統設校長會議，由系統校長及系統內各學校校長組成，

系統校長擔任召集人召開會議，並為主席。 

(五) 本系統得設系統諮詢會議，由教師、學生、家長、教育界、

學術界、產業界代表，提供相關諮詢意見，作為系統委員

會決策參考。出席人員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交通費。 

(六) 本系統得設系統績效評估委員會，由系統校長聘請國內外



著名學者、專家擔任委員，定期評估系統之教育學術、教

學、研究、圖書、網路及國際事務等整體績效。 



 

三、 重要系統計畫 

(一) 教育部 100年 7月 28日臺高(三)字第 1000128446號函核

准成立。 

(二) 四所教育大學延續傳統師資培育的本業外，各校雖有若干

學系轉 

型發展為非師資培育學系，惟仍可對應九年一貫課程七大

學習領域之教學專長之培育。整體而言，傳承師範體系並

具非師範的特質，並皆以碩士與學士為主體之教學型為發

展定位，同時致力於教育學術研究與地方教育輔導工作。 

1. 大學組織系統化 

建立各種通訊網路(含視訊會議與網路設置)，以及整合

各校區各種資源資料庫。建立有關人事與經費運作機制

與相關辦法。發展各校區教育資源(含課程與教學、圖

書設備等)共享共用之協議，以及推動各特色研究中心

與師資培育區域資源中心。 

2. 學習環境豐富化 

發展現有或籌設新的研究中心，對非師資學系建置教學

與研究之學術網路；在課程與教學方面，共同規劃通識

課程，建立視訊教學網路基礎，研訂學生跨校短期流通



學習措施，統合教師學術專長互補跨校教學，調節師資

培育教育實習專責地區，建置教育大學系統 e學網，統

合圖書館資源並發展各領域數位資料庫等。 

3. 關聯化與國際化 

初期大學系統內學校加強外語學習環境、多元文化(在

地與世界)學習環境、數位學習環境與學術網路四大元

素之建構，以做為推動在地化與全球化的機制。 

4. 師資培育精緻化 

配合課程綱要及特定領域之教材研發，結合輔助科技，

數位影音，通用設計，多層次，多感官教材。發展 K-6

地方教育輔導中心，發展各區域教師進修中心，發展偏

鄉師資支援中心。 

在推廣進修教育方面，成為區域之課後照顧師資培育中

心；僑教方面，發展海外臺灣學校(含華語師資)師資培

育中心。 

5. 師資培育區域化 

提供全臺北、中、偏南之地方教育輔導，以及與各縣市

政府進行策略聯盟，提供教育專業支援與服務，扮演中

央與地方之專業橋樑，以及提供教師在職進修與專長精



進之進修與各種研習的基地。 

6. 教學品質卓越化 

跨校辦理遠距教學及視訊課程之經驗，共同建置網路電

話 VoIP；共同建置教育大學系統網站及校園網路漫遊。 

7. 特色發展多元化 

推動跨校雙學位及跨校學程，四校各有發展特色，透過

本系統機制，使學生於本系統任一學校就讀，均能獲得

修習本系統內它校課程之機會，促進跨校及跨領城學

習，培養跨領城研究專才。 

(三) 收入預算說明 

依據 101年 3月 8日屏東教大秘字第 1010002737號函，臺

灣教育大學系統第 4次會議決議事項：「由系統參與學校臺

北市立教育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與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先行各自撥付新台幣 100萬元整，以支應系統內部委員會

差旅費、出席費、交通費、膳雜費以及系統總辦公室文書

處理雜費等相關費用。」 

經費支應學校 經費額度 經費總額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新台幣 100萬元 

新台幣 300萬元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新台幣 100萬元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新台幣 100萬元 

 



 

(四) 支出預算說明 

1. 經常性支出 

(1) 系統公務車； 

(2) 系統委員會委員出席費與交通費； 

(3) 系統業務推動：水電費、場地使用費、文具印刷費、 

差旅費、膳雜費、其他雜項等費用。 



 

申請單位：臺灣教育大學系統 

執行年度：101 年度 

執行期程：101 年 5 月至 101 年 12 月 

經費來源：系統內三所參與學校(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 

屏東教育大學)撥付 

經費項目 經費明細 

單價 數量 總價 說明 

 系統公務車租用 60,000 元/月 8個月 480,000 元 租車(含司機，油料

另計) 

系統工作人員 31,000 元/月 9.5個月 294,500 元 系統業務辦理 (含

勞保、健保、勞退

金等人事費用) 

停車費 3,200 元 1式 3,200元 停車費 

油費 7,000 元 8個月 56,000元 核實報銷 

加班費 10,000 元 8個月 80,000元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兼辦業務費用，核

實報銷 

工讀費 103元/時 320時 32,960元  

系統委

員會 

出席費 2,000元/人次 5人*8次 80,000元  

交通費 3,000元/人次 3人*8次 72,000元 核實報銷 

辦公室場地租用

費 

2,525 元 8個月 20,200元 含水電費 

郵電費 20,000 元 1式 20,000元  

印刷費 70,000 元 1式 70,000元  

影印機租用費用 2000 元/月 8個月 160,000 元  

記者招待會 200,000 元 1式 200,000 元 核實報銷 

差旅費 5,000元/人次 10次 50,000元 核實報銷 

膳費 80元/人 300人 21,600元  

網路遠距視訊聯

絡設備 

1,500 元 1式 1,500元 含耳機、麥克風、

網路攝影機 

資料蒐集費 30,000 元 1式 30,000元 相關文獻資料檢索

及圖書購置 

辦公、媒材製作

用具 

80,000 元 1式 80,000元 光碟片、紙張、碳

粉匣、隨身碟、可



申請單位：臺灣教育大學系統 

執行年度：101 年度 

執行期程：101 年 5 月至 101 年 12 月 

經費來源：系統內三所參與學校(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 

屏東教育大學)撥付 

經費項目 經費明細 

單價 數量 總價 說明 

攜式磁碟機、電腦

相關軟體、媒材製

作耗材與其他辦公

所需設備 

小計   1,751,960  

雜

項 

  1式 48,040  

總計 
1,8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