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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一部分計畫書」附錄 1： 

「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弱勢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 

108年度執行成果報告 

壹、 總表 

申請學校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基本資料 姓名 單位職稱 電話 E-mail  

單位主管 張瑞雄 校長 
(02)2322-

6000 
rschang@ntub.edu.tw 

完善助學 

連絡人 
林艾珣 

教學發展中

心專任助理 

(02)2322-

6361 
aihsunlin@ntub.edu.tw 

108年度 

核定數合計 

(A)=(B)+(C) 

(單位：元) 

公立學校提升弱勢學生

入學機會(B) 

弱勢學生輔導機制及 

建立外部募款基金(C) 

基本補助

(B1) 

獎勵補助 

(B2) 

基本補助

(C1) 

外部募款 

基金(C2) 

獎勵補助 

(C3) 

 2,260,000 14,437 2,901,200 100,000 100,000 

108年 1月至 12月 

執行數(含執行率

％) 

2,120,516 

(93.83%) 

13,800 

(95.59%) 

2,901,200 

(100%) 

100,000 

(100%) 

100,000 

(100%) 

貳、 提升弱勢學生入學機會(僅公立技專校院填寫) 

(一)執行成效 

                                                                 單位：  元                                                                    

項目名稱 簡要說明 教育部原核定

經費合計 a 

經費來源代

碼(B1-B2) 

108 年經費

已執行數 b  

經 費 執 行

率(b/a％) 

招收弱勢學生招

生宣導活動 

辦理招生說明會及

高中職升學輔導講

座，講座鐘點費、

校務學習生學習助

學金、交通費、住

2,260,000 B1 2,120,516 93.83% 



宿費、報名費、膳

食費及相關會議、

場地布置費用。 

招生網站維護所

需設備 

招生宣導所需軟硬

體設備(行動式硬

碟、平板電腦、網

站架設等) 

14,437 B2  13,800 95.59% 

總計  2,274,437  2,134,316 93.84% 

      (二)亮點特色 

    107 年度辦理之大學體驗營與宣導說明會，成功吸引中壢高商、基隆

商工、新竹高商等校優質學生報考本校，人數約 8 人。透過大學體驗營與

宣導說明會的實地參訪與見習，讓同學了解志向進而確立志向與報考目標。

108年度持續辦理了 10 場以上的招生宣導暨特色體驗活動，有名家庭經濟

狀況較不利之學生考慮是否要到北部讀大學，但因為來回的交通費用高，

再加上甄試報名費，對自身來說是一筆不小的負擔，比較了許多學校，覺

得北商大為心之所嚮，且學校高教深耕附錄提供甄試的交通、住宿及報名

補助，讓學生可以安心沒有經濟壓力地參加甄試，再來入學後弱勢生的各

項補助，也對學生在就學期間有很大的幫助。 

 

 

 

 

 

 

 

主題：擴增實境(AR)與虛擬實境(VR)體驗活動 

時間：108年 7 月 15日 

地點：桃園地區國中、高中(職) 

主題：108年度高教深耕招生宣導說明會 

時間：108年 11月 1日 

地點：士林高商 



 

 

 

 

 

 

 

主題：智能遊戲開發基礎體驗活動 

時間：108年 11月 2日 

地點：本校桃園校區 

主題:【DMD】 停格動畫體驗活動 

時間:108年 10月 

地點:本校桃園校區、桃園市立觀音高中 

參、弱勢學生學習輔導機制 

 (一)執行情形 

                                                       單位： 元 

項目名稱 補助 

人次 

每人次

補助金 

教育部原

核定經費

合計 a 

經費來源代碼

(C1-C3) 

108年 

補助人

次 

 

108年 

經費已執

行數 b  

經費執行

率(b/a％) 

新生暑期

先修班出

席助學金

/全勤獎

助金 

32 5,000/

課程 

160,000 C1、C3 66 41,000 26% 

新生暑期

先修班成

績優異獎

學金 

10 3,000- 

7,000/

課程 

50,000 C2 28 39,000 78% 

新生暑期

先修班成

6 3,000/

課程 

18,000 C2 8 6,000 33% 



績進步獎 

學金 

揪伴共學

課輔出席

助學金 

64 1,800/

課程 

115,200 C1 708 212,400 184% 

揪伴共學

課輔成績

優異獎學

金 

32 3,000/

課程 

96,000 C1、C2 29 115,000 120% 

績優學生

協助共學

助學金 

64 6,000/

月 

384,000 C1 71 426,000 111% 

畢業證照

班出席助

學金 

50 1,200/

科 

60,000 C1 34 94,600 158% 

畢業證照

班考取證

照獎學金 

60 3,000/

張 

180,000 C1 40 9,200 5% 

專業知能

精進助學

金 

70 3,000/

人 

210,000 C1 121 143,000 68% 

2 10,000/

人 

20,000 C2 8 20,000 100% 

小菁鷹獎

學金 

20 5,000/

次 

100,000 C1 8 14,000 14% 

1 8,000/

次 

8,000 2 6,000 75% 



安心生活

助學金 

100 16,000/

年 

1,600,000 C1 2060 2,559,000 160% 

總計 503  3,001,200  722 3,685,200 123% 

                           

(二)亮點特色 

   本校四技商務系大四學生為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身分，參與弱勢學生學 

習輔導機制其中「專業知能精進助學金—海外競賽」計畫，代表本校參加中華

國際經貿研究學會舉辦的大學生國際經貿與商務專題競賽獲得第一名，並代表

台灣至新加坡參加全球大學生國際經貿與商務專題競賽，該生團隊獲得冠軍及

最佳表現團隊獎，由於有這樣的獎助學金，讓學生可以順利出國競賽，不僅開

拓視野，也實現所謂實質的平等。 

    本校中低收入戶商設系大四學生，及低收入戶四技財金系大四學生，參與

弱勢學生學習輔導機制其中「小菁英獎學金」計畫，考取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設

計系碩士班，及國立成功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這兩名學生本來因為經濟考

量，大學期間須自行打工負擔生活費，故預計大學畢業後即就業，但因為獎助

學金補助，使同學不需要擔心大學就學期間生活費，可以專心準備研究所考

試，進而繼續升學完成夢想。 

 

 

 

 

 

 

 

 

 

 

全球大學生國際經貿與商務專題競賽榮獲第一 國立成功大學碩士班錄取通知書 



參、 績效指標執行情形 

一、招收弱勢學生績效指標(公立學校必填) 

表 1 

日間學制學士班一年級經濟弱勢學生情形 

107學年度達成值 108學年度現況值 109學年度目標值 

低收、中低

收、特境、

身障、原住

民學雜費減

免人數(1) 

弱勢助學

金人數(2) 

經濟弱勢學

生人數

(A)=(1)+(2) 

在學學生

人數(B) 

經濟弱勢

學生比率

(A)/(B) 

低收、中低

收、特境、

身障、原住

民學雜費減

免人數(1) 

弱勢助學

金人數(2) 

經濟弱勢學

生人數

(A)=(1)+(2) 

在學學生

人數(B) 

經濟弱勢

學生比率

(A)/(B) 

1年級經濟

不利學生預

估成長人數 

1年級經濟

不利學生預

估成長比率 

80 19 99 897 11% 71 29 100 973 10% 45 2% 

填寫說明： 

1. 「108學年度現況值」請填寫 108學年度第 1 學期現況情形。 

2. 「109學年度目標值」需與 109年度申請計畫書數值一致(註：109年度已將弱勢學生修正為經濟不利學生)。 

 



表 2 

填寫說明： 

1. 「108學年度現況值」請填寫 108學年度第 1 學期現況情形。 

2. 「109學年度目標值」需與 109年度申請計畫書數值一致。 

 

 

日間學制學士班一年級不同教育資歷且入大學機會較少之弱勢學生情形 

107學年度達成值 108學年度現況值 109學年度目標值 

三代家庭

第 1位上

大學人數

(1) 

新住民

人數(2) 

不同教育

資歷且入

大學機會

較少弱勢

學生人數

(A)=(1)+(2) 

在學學

生人數

(B) 

弱勢學生

比率

(A)/(B) 

三代家庭

第 1位上

大學人數

(1) 

新住民

人數(2) 

不同教育資

歷且入大學

機會較少弱

勢學生人數

(A)=(1)+(2) 

在學學

生人數

(B) 

弱勢學生

比率

(A)/(B) 

1年級不同教育

資歷且入大學機

會較少預估成長

人數 

1年級不同教育

資歷且入大學機

會較少預估成長

比率 

212 75 287 897 32% 138 53 191 973 20% 20 2% 



二、弱勢學生輔導績效指標(公、私立學校必填) 

輔導項 

目名稱 

107年度補助人次/人數 

107年度

各項輔導

項目補助

學生總經

費(元) 

(G) 

每生每月

在各項輔

導 項 目

(平均 )補

助 金 額

(元) 

H=(G/F

總 人

數)/12月 

學 生 是

否 可 同

時 領 有

生 活 助

學金 (填

否者，次

欄 *金額

免填) 

*生活

助學金

每人每

月平均

補助金

額(元) 

(I) 

每生

每月

平均

補助

額度

(元) 

(J)=H

+I\ 

備註 

符合學雜費

減免資格 

符合獲本部

弱勢助學金

補助學生 

三代家庭

第 1位上

大學 

新住民 小計 

人次 

A 

人數 

a 

人次 

B 

人數 

b 

人次 

C 

人數 

c 

人次 

D 

人數 

d 

人次 

E=A+

B+C+

D 

人數 

F=a+

b+c+

d 

暑期先修

班全勤獎

助金 

8 8 4 4 0 0 0 0 12 12 84,000 583.33   

 

每 生 每

年 最 高

補 助 金

額(元)： 

 

 

每 生 每

年 最 低

補 助 金

暑期先修

班助學金 
9 9 4 4 0 0 0 0 13 13 91,000 583.33 

  

暑期先修

班成績優

異獎學金 

3 3 2 2 0 0 0 0 5 5 20,000 333.33 

  

暑期先修

班成績進

步獎學金 

4 4 1 1 0 0 0 0 5 5 15,000 250 

  



課後輔導

班-四技中

級會計學

全勤助學

金 

2 2 1 1 1 1 0 0 4 4 32,000 666.67 

   額(元)： 

課後輔導

班-四技中

級會計學

助學金 

3 3 1 1 3 3 0 0 7 7 56,000 666.67 

   

課後輔導

班-五專中

級會計學

助學金 

1 1 0 0 0 0 1 1 2 2 16,000 666.67 

   

課後輔導

班-五專經

濟學全勤

獎助金 

0 0 0 0 1 1 0 0 1 1 8,000 666.67 

   

課後輔導

班-五專經

濟學助學

金 

0 0 0 0 3 3 0 0 3 3 24,000 666.67 

   



課後輔導

班成績優

異獎助金 

4 4 1 1 1 1 1 1 7 7 38,000 452.38 

   

課後輔導

班成績進

步獎助金 

2 2 0 0 1 1 0 0 3 3 13,000 361.11 

   

弱勢績優

學生自學

獎助金 

7 6 1 1 3 3 0 0 11 10 88,000 733.33 

   

專業證照

輔導班全

勤助學金 

5 2 4 4 47 28 1 1 57 35 50,850 121.07 

   

專業證照

輔導班考

取獎勵金 

5 2 2 2 31 18 1 1 39 23 44,100 159.78 

   

專業證照

輔導班報

名費補助 

5 3 3 3 39 29 1 1 48 36 62,000 43.52 

   

原住民課後

輔導班全勤

助學金 

3 2 0 0 0 0 0 0 3 2 24,000 1000 

   



自主學習

社群獎助

金 

152 79 52 26 663 334 10 7 877 446 2,522,044 471.23 

   

總計 213 130 76 50 793 422 15 12 1097 614 3,187,994 8425.76 

   

填表說明： 

1. 人次/人數及備註欄皆須填寫。 

2. 每生每年最高及最低補助金額係須包含生活助學金，填寫目的係讓學校檢視所推動輔導機制之獎助學金是否足夠。 

輔導項 

目名稱 

108年度補助人次/人數 

108年度

各項輔導

項目補助

學生總經

費(元) 

(G) 

每生每月

在各項輔

導 項 目

(平均 )補

助 金 額

(元) 

H=(G/F

總 人

數)/12月 

學 生 是

否 可 同

時 領 有

生 活 助

學金 (填

否者，次

欄 *金額

免填) 

*生活

助學金

每人每

月平均

補助金

額(元) 

(I) 

每生

每月

平均

補助

額度

(元) 

(J)=H

+I 

備註 

符合學雜費

減免資格 

符合獲本部

弱勢助學金

補助學生 

三代家庭

第 1位上

大學 

新住民 小計 

人次 

A 

人

數 

a 

人次 

B 

人數 

b 

人次 

C 

人數 

c 

人次 

D 

人數 

d 

人次 

E=A+

B+C+

D 

人數 

F=a+

b+c+

d 

小菁英 

獎學金 
1 1 6 2 3 1 0 0 10 4 20,000 417    

每 生 每

年 最 高



揪伴共學課

後輔導 

助學金 

481 60 227 29 0 0 0 0 708 89 212,400 199 

  補 助 金

額(元)： 

 

 

每 生 每

年 最 低

補 助 金

額(元)： 

揪伴共學課

後輔導 

成績優異獎

學金 

21 21 8 8 0 0 0 0 29 29 115,000 330 

  

績優學生參

與揪伴共學

助學金 

43 12 7 2 21 6 0 0 71 19 426,000 1,868 

  

畢業證照考

取獎勵金 
21 21 11 11 2 2 0 0 34 34 94,600 232 

   

畢業證照課

程出席費 
28 20 12 9 0 0 0 0 40 29 9,200 26 

   

專業知能精

進助學金 
67 19 51 13 0 0 3 1 121 33 143,000 361 

   

專業知能精 0 0 8 2 0 0 0 0 8 2 20,000 833    



進助學金 

(海外) 

安心生活助

學金 
633 151 390 92 1,037 243 0 0 2,060 486 2,559,000 439 

   

新生暑期先

修班出席助

學金 

16 4 10 3 8 2 0 0 34 9 17,000 157 

   

新生暑期先

修班全勤獎

助進 

16 4 8 2 8 2 0 0 32 8 24,000 250 

   

新生暑期先

修班進步獎

助進 

4 1 0 0 4 1 0 0 8 2 6,000 250 

   

新生暑期先

修班成績優

異獎助進 

16 4 8 2 4 1 0 0 28 7 39,000 464 

   

總計 1,347 318 746 175 1,087 258 3 1 3,183 751 3,685,200 5,826    



填表說明： 

1. 人次/人數及備註欄皆須填寫。 

2. 每生每年最高及最低補助金額係須包含生活助學金，填寫目的係讓學校檢視所推動輔導機制之獎助學金是否足夠。 

三、外部募款基金成效 

年度/ 

外部募款基金來源 

學校外部募款用於弱勢助學輔導來源一覽表 (元) 

107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投入經費 實際支用數 投入經費 實際支用數 投入經費 

企業      

基金會      

校友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4,067,563 

其他(請註明)      

合計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4,067,563 



肆、 對未來推動的檢討與建議(選填) 

一、甄試交通費、住宿費與報名費補助不易：符合資格者申請意願並不踴

躍。109年度針對經濟不利學生招生報名費用予以全額補助，期增進經濟不

利學生報考本校之意願與減輕同學報考之經濟負擔。 

二、招生宣導說明會參與身分限制多，致生源學校配合不易：舉辦招生宣導

說明會，深入生源學校進行招生宣導，惟僅限符合深耕補助資格者參加，學

生恐無意願(或不願表明身分別)，致使參與人數與舉辦情形略有困難。109 年

度招生宣導說明會部分，參加對象則不限符合深耕補助身分者，鼓勵所有考

生共同參與。 

三、弱勢學生學習輔導機制之計畫內容多樣，增加同仁工作負擔。 

四、本計畫之弱勢學生申請人數起伏不定，造成上下學期經費預估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