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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法學院國際經貿談判碩士在職專班 

學分費收費基準調整計畫書 

前言： 

法學院國際經貿談判碩士在職專班（以下簡稱本專班）擬研議於113學年度起調整學分費

為每學分15,000元，另依學生實際選修之課程收取國外課程費－線上課程60,000元或國外課程

費－實體課程150,000元，本次學分費調整將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之規定辦

理，預計自113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調整流程及估計時程如圖1。 

圖1：學分費調整流程及估計時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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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分費經費使用情況 

一、經費來源： 

本專班111學年度及112學年度經費來源為教育部補助之開辦費及學生雜費收

入，教育部補助期間，本專班第一屆及第二屆學生免繳學分費，由補助經費支應；

學生每學期繳交雜費47,500元，雜費收入75%歸法學院運用（用於教育部補助經費

不可支應項目或不足項目），另外25%由學校統籌運用。 

第三屆起入學之本專班學生無教育部補助經費，學生需繳交全額學分費及雜費。 

二、經費支應項目說明： 

本專班之經費運用須包含本校教師鐘點費、外聘學者專家講座鐘點費、行政人

員津貼、兼任助理費、國外講者機票及報酬、資料庫購置、各項活動費、軟硬體設

備及維護費等。本專班學生與本院其他班組日間學生在硬體設備及空間設備皆共享

資源，故本專班費用亦支援本院各項教學設備（如教室之電腦、投影機、講桌等硬

體設備、會議室與研究室之修繕維護等）。 

本專班敦聘多位國內外學者及專家擔任兼任教師或邀請授課演講，授課鐘點費、

演講費標準給予彈性空間，多門課程採雙師教學，且所有課程皆為全英授課，教師

鐘點費高於一般碩士在職專班，故授課鐘點費為本專班大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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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專班經費使用情況 

本專班111學年度經費支用項目、金額及各項目占比請見表1。 

（一）人事費：兼任助理薪資、雇主負擔勞保、勞退及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二）業務費：本國教師鐘點費、二代健保補充保費雇主負擔額、教材編纂費、外

國教師報酬（含生活費）、外國教師機票費、外國教師保險費、外國教師鐘

點費、國內交通費、印刷費、資料庫、活動費、雜支（會議餐費、文具用品、

紙張、電腦資訊耗材等）。 

（三）設備費：專業攝影機。 

（四）行政管理費：全校共通性水電費、電話費等管銷費用。 

表1：本專班111學年度（第一屆第一年）經費支出一覽表 

項目 說明 
支出金額

（元） 

支出占比

（％） 

一、人事費 兼任助理（含雇主負擔勞保、勞

退、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78,549 5.1 

二、業務費 授課鐘點費  

45.97 

 （1）本國教師鐘點費（含二代健保

補充保費雇主負擔額） 
956,571 

 （2）外國教師鐘點費、報酬（含生

活費）、機票費、保險費 
652,327 

 資料庫、教材編纂費 806,518 23.04 

 國內交通費、印刷費、活動費、雜

支等 
356,047 10.17 

三、設備費 攝影機 249,900 7.14 

四、行政管理費 全校共通性水電費、電話費等管銷

費用。 
300,244 8.58 

合計  3,500,15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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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調整對象與理由 

一、調整對象： 

113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本專班新生，預計調整113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分費

之資訊已公告於113學年度國際經貿談判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 

二、調整理由： 

（一）113學年度起入學學生無教育部補助經費 

本班之設立主要係為國家培育國際經貿談判人才，辦理之初教育部即定調本班

僅補助兩屆，但以永續經營為目標，因此教育部經費勉能補助第一屆及第二屆學員，

第三屆起入學新生則不再有補助。 

（二）額外人事成本 

本專班為新增班組，但學校並未另外增加教師員額或提供所需之行政人力給本

院，且因本專班主要為平日夜間及週六上課，非本校正常上班時間，本院需額外安

排人力協助課程相關庶務，目前依教育部補助經費標準編列之助理費用每人每月5

千元尚不足支應助理配合本專班課程之上班時數，造成人員流動頻繁。再者，113

年1月1日起配合政府調薪政策，助理及工讀生等人事成本上升，故有反映人事支出

成本、調整學分費之必要。 

（三）教育階段之成本考量 

隨著教育階段之提昇，教育選擇權增加且教育效益更直接反映於學生個人職業

與成就，研究生處於最高教育階段，教育成本最高（平均班級較小、空間較多、設

備較多等），加上碩士在職專班學生自主性高，對於自身學習目標及需求明確，本

專班必須持續規畫及開設更多元的課程提供選擇以契合學生實際需求。因此，為滿

足學生求知之需求，增加開課數也勢必將再提高各項成本。 

相較於學費，本專班更重視教學、研究資源、學術交流等品質及內涵之多元。

為培育優秀經貿談判人才並與國際接軌，經費調整後本院將能提供更多元的實務及

學術交流、辦理精湛的研討會或演講、及規劃前瞻性課程。 

（四）硬體設備維護及更新 

本專班常有遠距演講或上課之需求，為使學生能有更好的學習環境，進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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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教學品質與成效，本專班課程皆安排於本院臥龍多媒體應用中心及1104會議室上

課。111至112學年度間本院已撥出現有經費優先更新上述兩間教室之視訊、音控等

設備，未來仍需投入經費持續維護現有之硬體設備。 

（五）維持高水準的教學品質及永續經營的競爭力 

本專班雖較本院其他班組收費昂貴，但舉辦兩屆以來，無論學員程度、師資陣

容、全英語程度等皆為首選，學生多半來自各公務體系，充分達成「為國掄才」之

目的。為維持高水準的教學品質及永續經營的競爭力，調整學分費實為不得不為之

舉。 

（六）小結 

本專班是國內第一個在國際經貿談判領域擁有正式學位的學制，對於目前政府

在經濟合作上的蓬勃發展，以及因應而生的大量國際談判人才需求，透過本專班課

程訓練，可培育協助政府擬定英文法律文件之人才，及儲備國內經貿談判領域專業

在職公務人力。學生於本專班修習國際經貿知識及養成專業能力之後，可協助政府

積極融入各國經貿合作，透過洽簽雙邊貿易協定等拓展經貿交流，積極推動與全球

及區域間的連結，為促進我國經濟發展之隱形堆手。 

由於國際經貿談判主要係以國對國、政府對政府之方式進行，有其專業之特殊

性，本專班學生來源以在職公務員為主體，目前招收兩屆學生之人數約各為十人左

右，課程開設較難達到規模經濟之效。然而，為達到培育國際經貿談判專業人才之

目標，本專班仍須維持全英語授課、邀請各行業談判師資、持續聘請國外學者專家

等優質教學做法，不可因學生人數較少就降低標準，故調整本專班學分費是不可避

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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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算方式 

依據教育部111年8月17日臺教高（一）字第1110061447號公文，補助本專班兩屆60

人學分費共計21,564,936元，每學員補助之學分費約為359,415元，由計劃金額實支實付。

雜費為190,000元整，由學生繳交，收入75%歸本院運用，25%由學校統籌運用，預計每

人55萬元學雜費之總收入，法學院實際可用於本專班之收入僅為501,915元。 

本專班111學年度（第一屆學員一年級）開設課程共16學分，尚未包含外國法學院談

判課程之實際開課成本為2,950,012元（111學年度總支出3,500,156元，扣除設備費249,900

元及行政管理費300,244元）。以此為開課成本及每屆入學學生人數9人為依據，估算每

一屆兩年開設30學分課程之開課最低成本為5,531,273元（(2,950,012元/16學分)x30學分），

平均每人約為614,586元（5,531,273元/9人），已遠遠超出預期之每人學雜費收入。 

為避免與當初設立本專班時規畫之55萬學雜費落差太大，本院第三屆學生預計修讀

24學分畢業，本專班將持續開設30學分以供學生選擇，預計將學分費由每學分12,000元

調整為每學分15,000元，調漲幅度為25%，相關收入及支出如表2、表3。 

表2：本專班第三屆學分費調整試算 

預估學生數 9人 9人 

學分費 12,000（調整前） 15,000（擬調整） 

學雜費基數 190,000 190,000 

畢業學分 
24 

（共開設30學分） 

24 

（共開設30學分） 

預估收入 
3,874,500 

（學分費總額與75%雜費*） 

4,522,500 

（學分費總額與75%雜費*） 

預估支出 

（見表3） 
4,436,000 4,436,000 

本專班預估結餘 -561,500 86,500 

*學生雜費收入 25%歸學校使用，支應水電費、電話費等全校性管銷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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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本專班第三屆預估基本支出表 

項目 說明 金額 

鐘點費-校內教師 $3,000*18週*30學分 1,620,000 

講座鐘點費-外國

教師 

$10,000*60小時 600,000 

講座鐘點費-外聘

本國教師 

$3,000*180小時 540,000 

人事費 
行政人員假日值班津貼$2,000*18週*4學期 

助學金-兼任助理、工讀生$200*20 週*15 門

*3小時*2人 

工讀助學學生之勞、健保費、勞退金、補充保

費$1,500*24月*2人 

576,000 

辦公費 校外人士來訪住宿、膳雜、生活及交通費（每

學期邀請 1~2名外國學者）、差旅費及交通費

（移地教學）：$600,000元 

設備維護費用（臥龍、1104會議室設備維護）、

電腦及事務機耗材及文具、紙張、印刷費、郵

電費、誤餐及會議活動餐點費、書報費、雜項

購置、雜項支出等：$500,000元 

1,100,000 

總計 *不含國外課程費 4,436,000 

 

因學雜費收入金額不足涵蓋外國課程費用，故將採使用者另外付費之方式，依學生

實際選修之不同課程（線上課或實體課），另收取國外課程費－線上課程60,000元或國

外課程費－實體課程1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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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 

提高學分費除成本考量外，也在於增加本院資源以提供學生更好的學習環境及提升

學習成效，以下為本專班調整學分費後，預計支用之規畫： 

一、延聘專業領域教師 

本專班在任課老師安排上，除由校內教師授課，建立學生基本國際經貿背景知

識外，亦大量延攬國內、外產學界經驗豐富之專家學者，到班講授課程及分享實務

經驗、雙師協同教學等方式協助同學們深入了解不同經貿議題內容及產業發展方向。

此外，更透過模擬談判演練實作之訓練來全方位培養學生之英文能力、法律知識及

國際經貿科技新知。 

本專班為全英語授課，教師授課鐘點費為本專班大型主要支出，雖教師授課鐘

點費已採彈性調整，以本國教師鐘點費每節3,000元，外國教師鐘點費每節10,000元

為標準，高於本院其它班組之授課鐘點費。然而，鑑於我國大學教師薪資與先進國

家相較實屬過低，相較於聲譽卓著的講師之名望，該報酬仍十分微薄，如要吸引優

秀教師及延攬專業人才，授課鐘點費勢必須要能趕上國際標準。 

二、維持並提升教學環境品質： 

（一）增加圖書資源、購買法律資料庫 

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性質耗時費力，需要長時間、多資源的投入，雖不如自然

科學常需購置大型儀器或設備，但基礎建設如藏書、資料庫等的建置亦所費不貲。

圖書資料是法學教育教學及研究上極為重要的資源，而本校圖書館近年來館藏資料

庫（電子資源）及期刊的數量卻逐年減少，實因圖儀經費無法增加而資料庫及期刊

卻不斷調漲的情況下所導致的結果，除了資料庫及期刊訂閱費逐年增漲外，又因兩

者大多向國外訂購，匯率亦是造成經費更為短絀的原因之一。 

對於本專班學生而言，能夠透過多元之線上法律資料庫與搜尋系統廣泛地查閱

國內外之法學期刊、文獻及判決，無疑將會是學習路上強大的助手，不僅在課前能

夠通過線上資料庫尋獲合適之資料事先瞭解背景知識，亦能在課後延伸閱讀。故購

置Westlaw Classic法律資料庫、Lexis Advance資料庫、Lawsnote 法學搜尋系統，以

及月旦知識庫等資料庫等，提供本專班師生進行法律研究與查詢，進行法律文檔檢

索、案例分析、法律文獻全文搜索與法律條款解釋、法律新聞與期刊查詢、法院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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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查詢、法學教育資源，以及契約範本與法律文件檢索等，都將對本專班學生學習

成效十分有幫助。 

（二）硬體設備維護及更新 

為維持提升教學品質與成效，本院定期維護及更新購置以下設備： 

1. 硬體設備：更新電腦、單槍投影機、數位講桌、影印機、麥克風擴大機、教室

冷氣機、課桌椅。 

2. 遠距教學設備：添購視訊會議攝影機、錄影設備、筆記型電腦等，強化遠距線

上教學硬體建設，提升學生數位學習之成效。 

三、維持及增進課程之多元性： 

鑑於國際經濟發展趨勢向國際化和自由化發展，以及台灣高度依賴貿易的特性，

政府並已經展開多項相關計畫以培育國際談判人才。以目前本專班開課情況，每學

年僅開15門專業課程提供本專班學生修習及開放碩士在職專班其他各組學生選課，

未來將參考國際經貿趨勢及政府政策走向，並聽取學生提出修課需求之意見，持續

評估、調整開授課程內容，為使課程有更多元之選擇，如經費充裕將可再增聘專家

學者新開課程以符合學生學習需求。 

 

總結 

本校近年來對教師員額及行政人力皆採嚴格管控之方式，已從員額凍結到實施員額

縮減，而隨通貨膨脹每年度薪資成長仍會造成教職員人事費不斷上升，生師比上揚、教

學品質下降及相關業務推動都將受到直接衝擊。 

除此之外，本校近年亦大幅刪減各單位業務費預算，並持續採取縮編預算的節流措

施，包括推動各項節能計畫、延長設備使用年限、及停購部分軟體資源等，學習或研究

資源的縮減將會導致教師研究能量、學生學習品質及環境品質下降，此惡性循環的結果

終將導致學校及學生整體競爭力不足。因此，為求本專班能穩健發展以達到永續經營的

目標，調整學雜費亦是本專班不可避免的作為。 

 

學生意見陳訴信箱：meihsin@s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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