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江大學 SWOT 分析 

本校運用 SWOT 分析，深入瞭解內部的優勢，並詳細檢視需要改善的地方。

在外部環境方面，全球化和數位化的趨勢使得學校必須跟隨時代步伐，並應對

因此產生的各種挑戰和機會，例如國際學術交流、資訊技術的快速發展等。本

校據以提出「打造淡江大學成為『在地國際、雲端智慧、永續未來』韌性大學

城」為 112 至 116 學年度的校務發展總目標。這個目標強調對全球趨勢的快速

反應、創新的教學方式以及永續的發展策略。 

淡江大學 SWOT 分析 

我們盤點本校當前所面臨的優劣勢。在【優勢】方面，學校已孕育超過 30

年的全面品質管理組織文化，這不僅是對品質堅持的長期累積，更代表著淡江

在教育管理方面的持續投資和努力。這樣的文化得以建立，得益於有效的領導

模式和行政效率，確保學校各項業務的順利運作。畢業校友至今已達約 31 萬

人，他們對母校的熱愛和支持是淡江大學無可取代的寶貴資產。這強大的校友

網絡不僅為學校帶來資源和機會，更在外部社群中為本校建立了優良的口碑。

身為一所綜合型大學，我們要確保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夠接觸到多元的知識領

域，豐富其學術視野。這一點獲得社會的高度認可，如 Cheers 雜誌評選的企業

最愛大學生私校第一名，本校已連續 26 年獲此殊榮。這顯示本校的畢業生不

僅受到學術界的肯定，也受到企業界的喜愛。在國際化方面，本校有超前佈署

的優勢，不僅在學術交流和合作，更在學生的國際視野培養上有所展現。而隨

著技術的快速發展，淡江大學更展現出前瞻的作為，尤其在資訊化和 AI 智慧教

育方面，以確保學生在未來的職場上具有競爭力。因此，本校逐步落實中長程

校務發展願景「共創大淡水、智慧大未來」，代表學校不僅對當前有明確的策略

方向，更對未來有著遠大的期許和計畫。 



本校面臨當前教育市場中的兩項【劣勢】。一是學校的產學計畫收益和成果

仍有提升的空間，這與學校的研究方向、產業合作模式或外部環境變化有關。

目前，學校的財務主要依賴學生的學雜費收入，這反映了學校在資金來源的多

元化上尚需要再多一些努力。第二，全體師生的永續發展和大學的社會責任理

念還有進步的空間，對於 ESG 的認知與行動，尚需要時間與資源投入於宣傳與

教育，確保校內各層面的成員都能了解與認同，並共同參與執行與實踐行動。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本校也面臨著多種【轉機】，這些轉機都與當前的全球

趨勢和學術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首先，隨著 AI 技術與創新學習的盛行，

淡江大學正透過 AI 創智學院，引領先進的教學方法和策略，務求為學生提供最

前沿的學習經驗和技能。這不僅是因應技術的進步，更是為了確保學生在未來

社會能夠具有競爭力。其次，隨著社會對永續與地方發展的重視，正積極透過

各種課內課外之課程和合作，讓學生進入在地場域中進行探索與學習，培養學

生的在地社會責任感。此外，教師研究與產學合作的結合已逐漸成為趨勢，本

校鼓勵教師不僅要有學術研究，更要與企業界緊密合作，確保研究的實際應用，

提升學校的整體服務質量。針對國際生的招募方面，積極拓展市場，透過多元

化的策略，吸引全球的優秀學子，以確保淡江大學在國際間的競爭力。 

本校亦面臨挑戰和【危機】，尤其受到台灣少子化的趨勢影響，學校的生源

質量開始受到壓力，加上嬰兒潮世代的教職員開始進入退休期，這對學校的教

學資源帶來了額外的負擔。再者，面對行政人力的縮減，新型的業務需求持續

增加，使行政單位的工作負荷日益沉重。同時，國科會對於研究案件的經費和

數量開始進行限縮，對於以研究為主的學術單位造成壓力。而疫情的衝擊也使

得國際間的學生交流受到嚴重的打擊，導致國際生的招生數量大幅下降，原先

豐富的國際交流活動也受到極大限制。此外，隨著全球高等教育的競爭加劇，

淡江大學亦需面對來自國內外的多方挑戰，使得學校在招生、資源配置和學術

發展等方面均感受到壓力。學校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學雜費，在政策與社會

輿論的雙重壓力，受到了大幅的限制，逐年加重學校在運作上的財務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