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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澎湖曾經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也因此帶動澎湖的漁業及觀光產業發

展。但近年因海洋環境劣化、棲地破壞，以及過度捕撈，已導致漁業式微。

其中珊瑚礁大量白化以及大量的海漂垃圾，更造成海洋生態浩劫，直接衝

擊澎湖的觀光產業，成為澎湖永續發展所面臨最迫切的議題。 

一、 計畫背景 

如前揭所言，參照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如圖 1)，如何守護海洋、除弊興利，攸關澎湖的永續發展。而除

了保育海洋生態之外，位處離島偏鄉的澎湖居民，同樣也面臨缺乏適合的

工作及經濟成長的問題亟待解決。 

 

圖 1：聯合國永續發展的目標(SDGs) 

儘管海洋生態浩劫及島嶼經濟振興攸關澎湖的永續發展，但因地方

政府財政困難，人力物力有限，各離島的建設、醫療、教育，以及交通

等民生問題還是必須優先解決。因此，民間若能積極參與將是協助澎湖

達成 SDG8 及 SDG14 目標的重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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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緣起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寶雅)身為澎湖縣的企業公民，為善

盡企業社會責任，自 2020年起主動與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澎科大)

合作，推動「寶雅 CSR+澎科大 USR 守護海洋系列活動」，進行包括守護海

龜、清理海廢，以及淨海清網等活動，以善盡寶雅企業社會責任及澎科大

大學社會責任，並獲得良好成效。 

由於 CSR 與 USR 僅提出企業與學校應善盡社會責任，是一種大範疇的

概念。故雙方商議自 2024 年起，以 ESG 這個更具體的實踐方式明確指出

了雙方要共同在環境保護(E: Environment)、社會責任(S: Social)與地

方治理(G: Governance)等 3 大領域中，採取實際行動來落實寶雅的永續

價值及澎湖的永續發展，並完成簽約儀式(圖 2)。 

 
圖 2：寶雅與澎科大簽約儀式 

三、 計畫目的 

本計畫是以強化海洋治理及島嶼除弊興利為前提，守護海洋環境、培

育產業人才、擴大社會參與，以及推動島嶼創生為目的，以落實澎湖永續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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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計畫期程 

本計畫自 2024 年起至 2028 年止，共分 5 年期完成。為達成前述目的，

本計畫應就年度執行成果進行檢討，並配合企業 ESG 目標與政府政策進行

滾動式調整，於每新年度擬定執行目標與履約標的。 

五、 預算規劃 

本計畫執行，每年由寶雅資助澎科大新台幣 200 萬元，5 年共計新台

幣 1,000萬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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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執行策略 

為推動澎湖永續發展，並達成「守護海洋環境」、「培育產業人才」、「擴

大社會參與」及「推動島嶼創生」四大目標，本計畫從強化海洋治理及島

嶼除弊興利兩大前提出發，制定具體的執行策略如下。 

一、 守護海洋環境 

(一) 加強海洋治理，定期進行海漂垃圾、廢棄漁具和塑膠清理，並協助政

府規劃回收系統。 

(二) 成立海洋志工隊，鼓勵在地居民、遊客和企業參與淨灘及淨海活動。 

(三) 保護海洋生態及社會服務系統，針對珊瑚礁、紅樹林、海草床等重要

生態系統。推動復育計畫，如設置人生態礁、進行珊瑚礁復育，並協

助建立海洋保護區，以限制過度捕撈與破壞性活動。 

(四) 推動社區投入環境監測與協助落實執法，減少非法捕撈、及遊客行為，

以及海洋垃圾污染的發生。 

二、 培育產業人才 

(一) 針對海洋運動、島嶼遊憩、生態觀光、責任旅遊，以及海洋保育等領

域開辦培訓課程，培育具專業技能的學生或在地人才。 

(二) 邀請專家定期進行技能講座或培訓營，與相關單位建立技術提升機制，

提升在地業者和新創企業的能力，讓產業技術能與國際接軌，並增強

創新能力。 

(三) 與本縣海洋遊憩業者進行產學合作，並藉由提供學生工讀或實習機會

增加，讓學生能於畢業後即可順利就業。除提供就業支持外，亦達成

澎科大務實治用之教學目標。 

(四) 協助年輕人返鄉創業，特別是支持與海洋生態、旅遊和地方創生相關

的事業，藉由轉介育成單位申請政策補助、低利貸款或其他育成計畫，

減少青年的創業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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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擴大社會參與 

(一) 與爭府及 NGO 合作推動環境教育。在學校、社區及觀光行程中加強

倡導海洋保護與生態保育，讓居民和遊客理解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並提升自覺。 

(二) 協助政府建立在地參與機制，定期舉辦居民共識會議和工作坊，讓

居民參與海洋治理和地方創生的決策，並鼓勵社區主動提案、參與

執行。 

(三) 帶動企業參與企業社會責任（CSR）或落實環境、社會和治理

（ESG）理念，結合企業資源支持地方發展和環境保護。 

四、 推動島嶼創生 

(一) 協助發展特色旅遊產業，利用澎湖的風土民情，發展如生態旅遊、文

化旅遊、低碳旅遊及責任旅遊等特色旅遊產業，吸引高素質的遊客並

帶動在地經濟。 

(二) 協助澎湖推廣在地產品與品牌，發掘並加值當地農漁產品、工藝及手

作商品，透過包裝設計及行銷宣傳，增強在地品牌的影響力，創造更

多附加價值。 

(三) 強化海岸聚落韌性與永續發展，加強協助海岸聚落的產業多樣性，並

守護各離島偏鄉的文化與社會多樣性。 

(四) 與相關單位合作，推動如環保旅館、綠色旅遊目的地…等，提供更佳

的旅遊體驗，並降低對環境的影響，打造澎湖成為宜遊的永續島嶼。 

本計畫透過以上策略，協助澎湖能加速達到海洋保護的目標，並促

進產業人才的培育、強化社會參與及推動地方創生，為永續發展奠定基

礎，使澎湖逐步成為生態平衡、經濟繁榮且具有韌性的島嶼社區。並擬

定 2024 年履約標的如下： 

(一) 執行寶雅/澎科大守護海洋系列活動，工作項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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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辦理澎湖地區淨灘或海洋環境教育活動 4 場次。 

2. 辦理澎湖海域淨海清網活動 1 場次。 

3. 辦理澎湖海域珊瑚礁復育活動 2 場次。 

(二) 推動澎湖地區海洋觀光產業人才培育，工作項目包括： 

1. 開設海洋生態觀光人才培育課程 1 式 2 學分。 

2. 開設遊艇產業服務人才培育課程 1 式 3 學分。 

3. 辦理海洋永續論壇 1 場次。 

(三) 推動大菓葉校區活化 

1. 定期清理大菓葉校區海底覆網、漁具，以及海岸線廢棄物。 

2. 辦理大菓葉海洋環境教育活動 2 場次。 

3. 辦理大菓葉海洋遊憩系列活動 2 場次。 

4. 規劃遊艇錨泊點供實習遊艇船主提出申請，並自費設置錨泊。 

(四) 設立學生獎助學金，擇優鼓勵。 

每年於捐助經費提撥新臺幣捌拾萬元正做為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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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本期執行成果 

2024 年，本計畫依前揭履約標的達成各項成果如下。 

一、 辦理守護海洋系列活動 

守護海洋系列活動除延續之 2020 年至 2023 年期間所辦理之淨灘、淨

海清網，以及海洋環境教育等工作項目外，為落實 SDGs 達成海洋「除弊興

利」之目標。此外為擴大民間及企業參與，亦主動邀請包擴 NGO、慈善組

織、宗教團體、各級學校，以及澎湖在地企業共同參加善盡社會責任行列，

以發揮拋磚引玉之效果。 

(一) 辦理淨灘及海洋環境教育活動 

本活動配合課程帶領學生或邀請環保、教育、慈善、宗教…等團

體，或配合政府機構與社會企業，主辦或協辦澎湖地區淨灘及海洋環

境教育活動 4 場次，其中包括本島地區 1 場次，離島地區 3 場次。 

1. 員貝嶼淨灘及海洋環境教育活動 

本活動受員貝社區發展協會請託，並邀請澎縣生命培訓協會共

40 人參與，於 2024 年 3 月 30 日，赴白沙鄉員貝嶼辦理淨灘及海

洋環境教育活動。共整理員貝嶼北側海岸線 550 公尺，回收寶特瓶

約 3,000支，以及漁具或其他塑膠廢料約 600 件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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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24 年寶雅員貝嶼淨灘及海洋環境教育活動 

2.白坑村淨灘暨海洋環境教育活動 

本活動受湖東社區發展協會請託，並帶領澎科大學生 15 人、

湖東村民 10 人，以及日本龍谷大學金紅實教授共同參與，於 2024

年 4 月 11 日，赴湖西鄉白坑沙灘辦理淨灘及海洋環境教育活動，

整理白坑海岸線 300 公尺，回收寶特瓶約 600 支，以及漁具或其他

塑膠廢料約 200 件如圖 4。 

  

 

圖 4：2024 年寶雅白坑淨灘及海洋環境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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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望安鄉敝崎港淨灘暨海洋環境教育活動 

為推動離島偏鄉觀光發展，本活動與澎管處合作，於 6 月 12 日

赴望安鄉，並與望安鄉公所、當地居民及業者合作共 55 人，辦理

敝崎港淨灘活動，整理海岸線 500 公尺，回收寶特瓶約 1500 支，

以及漁具或其他塑膠廢料約 600 件。並進行珊瑚礁海洋環境教育活

動，過程及成果如圖 5。 

  

 

 

圖 5：敝崎港淨灘海洋環境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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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海三島淨灘暨海洋環境教育活動 

本活動與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合作，於 8 月 11 日赴白沙鄉土地

公嶼、大白沙嶼，以及姑婆嶼進行北海三島淨灘暨海洋環境教育活

動，共 45 人參與，整理海岸線 800 公尺，回收寶特瓶約 2500 支，

以及漁具或其他塑膠廢料約 900 件，活動過程與成果如圖 6。 

  

  

  

  
圖 6：北海三島淨灘暨海洋環境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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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辦理淨海清網活動。 

2024 年的淨海清網活動活動，配合 6 月 8 日世界海洋日，同步於

澎湖南海以及東嶼坪辦理。淨海清網活動主要目的是為減少海洋生物

因誤食海廢，以及珊瑚礁或海洋生物被廢棄漁網纏繞而死亡的風險。 

1.澎湖南海淨海清網活動 

本活動配合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南方四島保育協會，並邀集

潛水志工於澎湖南海，以船潛的方式進行。共有 25 位志工參與本

次淨海清網活動 1場次如圖 7，共清理海廢網 450公斤約 550公尺。 

 

   

圖 7：2024 年世界海洋日寶雅淨海清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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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東嶼坪淨海活動 

本活動配合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東嶼坪社區發展協會，並邀

集當地業主共 15 人於東嶼坪水域辦理淨海活動 1 場次如圖 8。 

  

圖 8：東嶼坪淨海活動 

(三) 辦理澎湖海域珊瑚礁復育活動 

珊瑚礁就像是海洋中的熱帶雨林，由各種形態珊瑚共同組成的立

體空間，並成為海洋生物孵化、棲息、覓食，以及避敵的場所。雖然

珊瑚礁只占海洋總面積的 0.1%，但卻有近四分之一約五萬種海洋生物，

生活在珊瑚礁生態系中，是地球上生物多樣性最高的生態系之一。除

了高生物多樣性、高生物量，以及高生產力外，珊瑚礁在維持生態平

衡、造礁為地，以及提供食物與藥物，並在教育、研究與觀光遊憩上

對人類做出極大的貢獻。但近年因為地球暖化、極端氣候，以及人為

破壞等因素，導致全球大量珊瑚礁嚴重白化，澎湖亦無法幸免於難。 

由於珊瑚復育為國際認可調適珊瑚白化最有效的方式，本計畫已

於 2023 年，利用澎觀處於山水設置海洋生態旅遊示範區的機會，先

行投放第一座太極生態礁(圖 9)。因為太極生態礁是以鐵架樓空的方

式加工，不但可以讓水流穿透避免被洋流或湧浪沖走，珊瑚礁成長後

的空間更能為成為海洋生物的庇護所，目前已獲得良好成效(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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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山水海洋生態旅遊示範區第一座太極生態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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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第一座太極生態礁復育成果 

2024 年，本計畫自 5 月至 7 月持續與澎管處合作，分別於山水漁

港東堤的海洋生態旅遊示範區及望安鄉敝崎港，共設置生態礁 10 座。 

1.山水海洋生態旅遊示範區珊瑚礁復育活動 

本活動延續 2023 年計畫，持續於山水漁港東堤設置太極生態

礁及球型生態礁，過程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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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山水港設置太極生態礁及球型生態礁過程 

山水海域今年共計設置生態礁 9 座，包括太極生態礁 7 座及球

型生態礁 2 座，各別樣式分別如圖 12 所示。今年的太極生態礁有 3

座是由寶雅出資，其他 4 座及 2 座球型生態礁則是由澎管處出資。

澎管處的投入主要是因為去年第一座由寶雅所設置的太極生態礁

成效良好，並備交通部觀光署列為戰略級計畫，也帶動澎管處於今

年投入設置生態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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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太極生態礁及球型生態礁樣式 

2. 望安鄉敝崎港珊瑚礁復育活動 

本活動是與澎管處研商後，為協助望安鄉推動海洋生態觀光，

故於今年於望安鄉敝崎港(圖 13)設置生態礁 1 座。 

 
圖 13：望安鄉敝崎港珊瑚礁復育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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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山水太極生態礁是以回復生物多樣性及生態資源外溢

為目標，敝崎港的生態礁是以配合海洋遊憩為目的，故須強調其觀

光功能。因為望安曾經被稱為蜜月島，故敝崎港生態礁型式便設計

為雙心型態，並於 5 月 25 日辦理實地設置，過程如圖 14。 

  

  

 
圖 14：敝崎港愛心礁設置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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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崎港所設置的愛心礁經過 3 個月後，志工團隊再至敝崎港進行

觀察，並記錄到生長狀況良好，也有不少熱帶魚聚集(如圖 15)。 

 

  

圖 15：敝崎港愛心礁復育成果 

(四) 海洋監測與影像紀錄 

本工作項目是以前述設置於山水海洋生態旅遊示範區內之太極

生態礁，以及望安鄉敝崎港所設置之愛心礁為標的，觀察並記錄珊瑚

礁復育之過程與成果。主要內容包括計算珊瑚礁之生存率，以及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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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範圍內之海洋生物做基本物種調查，並進行紀錄與攝影。今年度

執行成果如下。 

1. 海洋志工隊培訓 

本工作項目是與澎管處、海洋公民基金會及海洋途徑潛水店合

作，今年共培訓海洋生態監測志工 20 人。執行過程與結果如圖 16。 

 

  

  

圖 16：海洋志工隊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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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洋監測行動 

本工作項目是讓海洋生態監測志工在培訓課程結束後， 實際

到水下進行包括實際監測與 Coral Watch 等技術之運用。執行過程

與結果如圖 17。 

  

  

圖 17：海洋監測行動 

3. 監測成果 

為確保山水海洋觀光永續發展，必須落實海洋生態環境之監測

與維護，並將監測成果提供學研單位進行追蹤與研究。太極生態礁

的監測，第一部分是監測珊瑚礁的生長狀況及成長率的觀察，今年

的成長狀況良好，觀察成果如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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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珊瑚礁生長狀況及成長率鑑測 

第二部分是針對生物多樣性的觀察，今年的觀察成果如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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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太極生態礁生物多樣性觀察 

4. 影像紀錄與成果運用 

本工作項目之執行由寶雅同仁共同參與執行(圖 20)，邀請種

苗繁殖場、澎管處與海洋公民基金會等共同參與露出，並委派專業

團隊進行攝影 (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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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寶雅員工參與露出 

  
圖 21：專業攝影團隊 

影像紀錄除部分成果由寶雅做為行銷推廣(圖 22)使用外，亦

提供相關部門做為研究及教學參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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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寶雅守護海洋行銷推廣海報 

除平面影像的運用外，並剪輯成包括「山水太極生態魚礁」，

以及「母之淚 澎湖」兩部影片，做為寶雅 ESG 及澎科大 USR 共同

執行「守護海洋系列活動」的成果展示，以帶動更多企業與大專院

校攜手共同善盡社會責任。兩部影片之連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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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水太極生態魚礁，本影片連結為：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DSQMVZOwMaKSZ6Un7lt

jgR2oYKRMO6M/view?usp=sharing 

(2) 母之淚 澎湖，本影片連結為：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ujiOgZhmruGr42VFSb1

TU98gBAzXG-C/view?usp=sharing 

二、 培育海洋觀光產業人才 

本工作項目是為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的目標 SDG8 合適的工作機會及

經濟成長，以及 SDG14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生態系，以確保生物多樣性並

防止海洋環境劣化。配合本計畫以海洋資源保育為基礎，並盤點目前澎湖

地區的產業資源、經濟政策發展潛力，本工作項目將擇定海洋生態觀光及

遊艇產業進行人才培育，並辦理產業發展論壇。茲就執行方式說明如下。 

(一) 開設海洋生態觀光人才培育課程 1 式 2 學分。 

本課程以 113-1 海洋遊憩系 2 學分 2 學時的「海洋生態觀光」為

基礎，結合澎湖的自然資源及風土民情，指導學生習得海洋生態遊程

規劃、導覽解說，以及永續經營之技巧，讓想從事生態旅遊的同學有

所認知，以達到旅遊活動對於資源的破壞減到最低、環境衝擊最小化、

尊重當地文化、給予當地最大經濟利益的支持，並讓遊客能從遊程中

獲得最大的滿足，以及資源得以永續利用的目的。本課程除了室內課

程外，並安排學生提供至望安、湖西及澎南進行戶外教學。本期已完

成海洋生態觀光人才培育 33 人，成果如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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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海洋生態觀光人才培育課程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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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設遊艇產業服務人才培育課程 1 式 3 學分。 

本課程以 112-2 開設 3 學分 3學時之「遊艇管家」課程，主要內

容為指導學生習得遊艇顧客關係、營運管理、遊艇餐飲、遊艇住宿、

遊艇遊程、遊艇清潔、安全戒護、維保養維修，以及遊艇碼頭設施之

知識與技巧外，並藉由與浩育樂、東福遊艇等業者合作進行實務操作，

落實達成務實致用的教學目標。本期已完成培育遊艇產業服務人才 27

人，執行過程及成果如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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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遊艇產業服務人才培育課程 

(三) 辦理「守護海洋．永續觀光」論壇 1 場次。 

本工作項目主要是邀請產、官、學集思廣益，藉由召開論壇，協

助澎湖落實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的目標 SDG14 保育海洋生態及 SDG8

適合的工作及經濟成長。讓海洋棲地能回復生物多樣性，並推動海洋

觀光發展，為澎湖的永續發展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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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度延續去年與澎管處共同舉辦之模式，於 10 月 6 日上午於

澎管處多媒體室辦理論壇，共 125 人參。主要內容如表 1 議程所示。 

表 1：「守護海洋．永續觀光」論壇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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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本論壇，除能廣納建言讓計畫執行有更好的效果外，透過執

行成果的發展也讓大眾了解寶雅 ESG 及澎科大 USR 的作為。除提升企

業與大學形象，更能帶動更多企業投入參與。活動過程及成果如圖 25。 

 

 

  

  



35 
 

  

  

圖 25：「守護海洋．永續觀光」論壇成果 

三、 推動大菓葉海域活化 

大菓葉海域是澎科大的校區，原規劃用於海洋遊憩及水產養殖課程及

實習，也是澎湖內海從事帆船及遊艇休閒活動最主要的錨泊點。為活化本

海域，今年度完成辦理以下活動。 

(一) 清理大菓葉海域及海岸線 

本活動是配合各項活動及課程整理大菓葉海岸線，讓此遊艇泊點

的景觀更為優美，吸引更多遊艇在此活動，讓學生能有機會提供所學。

活動成果如圖 26。 

  
圖 26：清理大菓葉海域及海岸線活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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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辦理大菓葉海洋遊憩系列活動 2 場次 

1. 揚帆澎湖灣 

本活動於 5 月 27 日配合遊艇管家課程辦理，於大菓葉海域推

廣包括重型帆船之水域遊憩活動，藉此讓學生學習海洋遊憩服務技

巧，並藉此帶動西嶼水域遊憩活動發展，以落實 SDG8 的目標，共 9

人參與。活動過程及成果如圖 27。 

  

圖 27：揚帆澎湖灣推廣活動 

2. 艇進大菓葉 

本活動是以海洋遊憩系成年禮為基礎，於 5 月 25 日由觀音亭

以泛舟方式至大菓葉進行責任旅遊，並進行海洋環境教育及淨灘等

活動共 40 人參與，活動成果如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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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艇進大菓葉推廣活動成果 

(三) 辦理大菓葉海洋環境教育活動 2 場次 

本活動原規劃是與海洋公民基金會單位合作，以西嶼之國中、小

弱勢學生為對象，利用結合「揚帆澎湖灣」或「艇進大菓葉」等活動

方式，藉由大手牽小手讓向海致敬政策及守護海洋的概念從小扎根，

以落實 SDG14 的目標。但因海洋公民基金會受天候、人力…等多重因

素影響多次延後活動，經商議後今年改由本校先與種苗繁殖場辦理

「海有珊瑚」，以及澎管處辦理「自行車領騎培訓」課程替代。 

1. 辦理海有珊瑚活動 

於 10 月 1 日與澎湖水產種苗繁殖場合作，辦理海有珊瑚活動，共

26 人參與，活動如圖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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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海有珊瑚活動成果 

2. 辦理自行車領騎培訓課程 

為推動低碳旅遊與自行車觀光，與澎管處合作，於 10 月 8 日辦理

自行車領騎培訓課程，培育本校學生共 27 位自行車領騎技能。活

動過程及成果圖 30。 

  

  

圖 30：自行車領騎培訓活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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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規劃遊艇錨泊點供實習遊艇船主提出申請，並自費設置錨泊 

於本海域劃定專區，規劃至少 6 個遊艇或帆船的錨點，由參與產

學合作的廠商依個別船型的需求提出申請並自行設定錨點，除增加遊

艇至本海域活動的便利性，更能提供學生從事遊艇服務的實習機會。 

經現場看查，規劃出 A、B、C 三個錨點如圖 31。其中 A、B 兩個

錨點位於校區水域內，可直接向本校提出申請；C 錨點位於公共水域，

應向澎管處及縣政府等相關單位提出申請。其中，A 點供 100 噸以上

船隻設點，建議設置單一繫纜；B 及 C 點供 20 噸船隻設點，每點可設

置 2 至 3 條繫纜。 

 

   
圖 31：大菓葉遊艇錨泊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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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並完成 A 點供 100 噸以上船隻之錨定設置，成果如圖 32。 

  

  

  

  
如圖 32：A 點錨定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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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設立學生獎助學金 

(一) 實施目的 

為減輕學生經濟負擔，鼓勵學生利用以學代工，以精進學業，避

免因課後工讀排擠學習時間，透過安心助學輔導模組及翻轉職能輔導

模組，並以學生參加圖書館自修、教師請益學習、多元學習、證照實

作及企業見習等措施，配合交育部提升高教公共性，設立寶雅國際獎

助學金，經學業輔導與提升技能等面向核發學習助學金。 

(二) 補助對象 

獎助對象為本校本國籍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包含「低收入戶學

生」、「中低收入戶學生」、「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女」、「特

殊境遇家庭子女孫子女」、「具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補助

資格者」、「原住民學生」、「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懷孕

學生、扶養未滿 3 歲子女之學生」、「其他經由學校認定為經濟不利學

生」等，經本校學務處認定後開始執行並予以補助。 

(三) 實施方式： 

1. 申請者以選擇圖書館自修、教師請益、多元學習、證照實作及企業

見習等各項活動作為參與項目。 

2. 申請以課業自習取代打工參與圖書館自修者，應記錄進出時間計

算，每月10小時，並檢附課業報告書、語文練習資料及資訊能力練

習單元進度等回填成效表。 

3. 申請透過教師課業輔導進行教師請益學習者，應主動找教師請益

與晤談，每月4次，並檢附教師輔導紀錄回填成效表。 

4. 申請以提升多元學習目的增加課程外的專業能力多元學習者，應

參與經執行單位提供之多元學習活動，每月1次，並檢附舉辦單位

或學務處提供之講座滿意調查表。 

5. 申請以提升就業力與專業能力參加證照實作輔導者，應參與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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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或證照輔導班(外語、資訊及科系專業技術等)，每月2小時，

並檢附證照或實作學習單或實作報告回填成效表。 

6. 申請以提升就業力參加企業見習活動者，應配合參與學校安排的

企業見習，檢附見習報告回填成效表。 

7. 達成者可得學習助學金每人每月2,000-5,000元。 

8. 獎勵輔導：每月需完成學習輔導模組3~5項，提供額外獎勵分發助

學金每人每月2,000-4,000元。 

9. 未確實執行者將取消該項活動之學習助學金計算及核發，若當月

無法參與者，請檢附公文等證明文件。 

10. 每項執行完畢後須完成線上學習成效表。 

11. 參與本計畫之同學，得擇適當場合出席接受頒發及捐贈儀式，以表

對捐贈人感謝之意。 

本工作項目參與者將擇優由寶雅國際優先選擇，以見習提升學生

未來就業力或工讀形式成為企業儲備人力。本期已由今年度所補助之

新台幣 200 萬元內，提撥新台幣 80 萬元做為獎學金，並由本校學務

處依前述辦法執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