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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訴，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所屬動物學

研究所與生命科學系合併案，該校疑未經生

命科學系系務會議及生命科學院院務會議通

過，即逕送校務會議表決通過，並送教育部

審查等情。究本案處理程序是否涉有違失？

認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 

貳、調查意見： 

本案緣據教師陳訴，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所屬

動物學研究所與生命科學系合併案（下簡稱本整併案），該

校疑未經生命科學系系務會議及生命科學院院務會議

通過，即逕送校務會議表決通過，並送教育部審查等情

乙案，經向教育部及國立臺灣大學（下簡稱臺灣大學）調閱

相關卷證審閱，嗣於民國（下同）101 年 12 月 21 日約請

所有陳訴人陳訴意見，並於 102 年 4 月 26 日諮詢該校

生命科學院資深教師，業已調查竣事，爰本案涉及系所

增設或調整，為大學自治權範圍，本院向予尊重，合先

敘明。茲臚述調查意見如下： 

一、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所屬動物學研究所與生命

科學系合併案允宜秉持教授治校精神，徵詢多數教師

同意，建立共識；並依該校相關規定辦理，其踐履程

序未臻完備部分，宜儘速補齊程序，以昭公信。 

(一)依據大學法第 12 條規定：「大學之學生人數規模應

與大學之資源條件相符，其標準由教育部定之；並

得作為各大學規劃增設及調整院、系、所、學程與

招生名額之審酌依據。」又教育部於 100 年 8 月 3

日發布「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

準」第 9 條規定：「專科以上學校應於規定期限內

，向本部申請增設、調整下一學年度院、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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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與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同法第 12 條亦規

定：「專科以上學校申請增設、調整院、所、系、

科與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應提校內相關會議

通過。未經校內相關會議通過，或未依限提報，或

提報資料錯誤、不完整、涉及不實記載者，本部得

駁回其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增設調整申請案

，並追究相關責任。」 

另依據臺灣大學 99 年 1 月 18 日發布之「國立

臺灣大學教學研究單位之增設、變更、合併、停辦

審核標準及作業辦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教學

研究單位自認有合併或停辦之必要者，得敘明具體

理由，簽經所屬一級單位送校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一

款規定辦理。」同辦法第 6 條規定：「教學研究單

位之增設、變更、合併、停辦計畫之提出及審議作

業依下列程序辦理：一、由校長指定之單位或由相

關學院依第三條之原則及第四條之條件或第五條會

商之決議向教務處提出計畫。二、教務處、總務處

及研究發展處應就各管業務範圍詳加審查其內容並

提出具體之意見。三、由教務處提至行政會議討論

……。四、行政會議審查通過者交由專案審查委員

會審查……。五、專案審查委員會由校長推薦之校

內外專家學者四至六人及副校長一人組成，並由副

校長召集……。七、由秘書室將計畫書、審查委員

會審查報告及校長意見作成校長交議案提校務發展

規劃委員會審查通過後，送校務會議審議。」爰此

，本合併案頇依上開「國立臺灣大學教學研究單位

之增設、變更、合併、停辦審核標準及作業辦法」

第 6 條規定之程序辦理，先予陳明。 

(二)據復，本合併案之合併過程係緣據 98 年 9 月 4 日動

物學研究所於所務會議暨課程委員會會議中討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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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與生命科學系系所合併案（出席 11 位，同意

11 票，不同意 0 票），並於 99 年 8 月 13 日簽請與生命

科學系合併。100 年 1 月 18 日生命科學系 99 學年

度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與動物學研究所合併案（出席

33 位、領票 21 位、未領票 12 位，其中 16 票同意、3 票不同意、2

票空白）。同年 2 月 14、18 日召開生命科學系暨動

物學研究所聯席系所務會議（因整併案僅頇欲整併單位主

聘教師參與議決，故召開會議為生命科學系暨動物學研究所聯席系

所務會議），修正系所調整計畫書。同年 3 月 17 日生

命科學院 9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決議原

則通過本合併案，為廣徵博納各方意見，將該系所

調整計畫書上網公告 1 個月（公告至 100 年 4 月 21 日）

，供該院全院委員及師生提供具體意見，並於同年

月 31 日召開生命科學系系學會學生代表座談會簡

報，說明系所合併現況發展及未來。同年 5 月 5 日

召開生命科學院 99 學年度第 2 次臨時院務會議，報

告回應意見及處理情形，各委員此時已無不同意見

，決議合併案修正計畫書通過後送校處理。 

100 年 8 月 2 日國立臺灣大學第 2680 次行政會

議通過本合併案，提請專案審查委員會審查。同年

9月 13日該校專案審查委員會建議應將植物科學研

究所等相關系所之調整一併考量，目前為合併第一

階段，同意先予合併，並提請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

討論。同年 9 月 19 日該校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 100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決議通過本合併案，並送請校務

會議討論。同年 10 月 15 日該校校務會議審議本合

併案，以應檢討合併後生命科學系發展方向避免與

現有研究所之領域重複（原規劃為神經生物組、癌症與疾病

組、系統生物學組、細胞與發育生物學組、生物多樣性組及植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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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學組六領域）
1
為由，請修正後再提校務會議討論。

同年 12月 5日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所組成之調整

系所計畫專案小組審查會議決議發展方向修正為功

能形態與仿生領域、比較生理領域及神經生物等三

領域，並表示與現有各研究所五年中程發展領域已

無重複現象後，再送請校務會議討論。該校 101 年

3 月 17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經討

論後表決通過（68 票同意，5 票反對），生命科學院生命

科學系與動物學研究所於 102 學年度調整合併為生

命科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與博士班），全案呈報

教育部審核。 

(三)經查，98 年 9 月 4 日動物學研究所所務會議決議通

過與生命科學系合併案（出席 11 位，同意 11 位），另 100

年 1月 18日生命科學系系務會議亦通過與動物學研

究所整併案（出席 33 位，21 位領票，同意 16 位，不同意 3 位

，空白 2 位），本案實已具備「需經系所務會議通過

」規定之形式要件；又依據「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

學院生命科學系及其相關研究所業務運作要點」
2
第

3 條規定：「一系五所設教師聯席會議，為一系五

所最高之協調與決策會議」，惟依「國立臺灣大學

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一系五所教師聯席會議組織

章程」中第 10 條另規定：「本會議掌理及協商下列

事項：（一）一系五所之空間、共同儀器、經費等

資源共享及共同負擔事宜。（二）一系五所共同之

教學相關事務。（三）一系五所共同之學生事務相

                                      
1原規劃之研究發展六領域為神經生物組、癌症與疾病組、系統生物學組、細胞與發育生物學

組（與分子細胞研究所領域重疊）、生物多樣性組（與生態與演化研究所領域重疊）及植物

生物學組（與植物科學研究所領域重疊）六領域。  
2
 按本要點第 1 條規定：「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為提升本院生命科學系及其相關研究所間

業務運作、協調、資源分配等方面之功能及效率，特依本校『各學院一系多所組織架構業務

運作原則』之精神，訂定『生命科學系及其相關研究所業務運作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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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事宜。（四）一系五所共同之研究相關事務。（

五）一系五所未來發展及專任新聘教師聘任之規劃

事務。（六）其他有關一系五所共同事務。」爰此

，一系五所教師聯席會議所負責之事項並未包含系

所合併案件之審查，上開業務運作要點訂定之精神

主要目的為統合系所間業務運作、協調、資源分配

等方面之功能及效率；本合併案陳訴人陳訴本案未

經系、所務會議討論通過，以及應經該院一系五所

組織架構中所設置之「一系五所教師聯席會議」討

論通過，方得視為經過系、所務會議通過之程序，

恐有誤解。 

(四)又查，本合併案於送交 100 年 10 月 15 日該校校務

會議討論前，該系主合聘教師 55 人中，有 31 人共

同聯署，反對是項合併案，該會議乃決議：「請生

命科學院就本案合併後生命科學系（學士班、碩士

班與博士班）之發展方向加以檢討修正，避免與現

有研究所之領域重複，本案計畫書修正後再提校務

會議討論」，並退回該計畫書。生命科學院則另組

專案小組修正計畫書，逕將該計畫書內容由原規劃

之研究發展六領域改成三領域，並於修改後未經系

所務會議討論決議，再次送請校務會議審查。爰此

，其修正後之合併計畫書內容已與先前經各級審查

會委員（教授及相關學者）於審查程序中所同意之原計

畫書內容大相逕庭，該院允宜秉持教授治校精神，

徵詢多數教師同意，並建立共識，再次經正當程序

，由系所務會議同意開始，循序逐級重新陳送審查

，俾再取得各級審查程序之委員同意，依相關規定

踐履完備之申請程序。生命科學院將計畫書修正後

逕送校務會議討論之作法，似與上項正常程序之規

定未洽，亦有違程序正義。本合併案雖已經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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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惟臺灣大學仍應督促所屬生命科學院就本案

所有程序重新檢視，依該校所頒「教學研究單位之

增設、變更、合併、停辦審核標準及作業辦法」規

定辦理，其踐履程序未臻完備部分，宜儘速補齊相

關程序，以昭公信。 

 

二、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九十二年度成立時，該院一

系五所組織架構之成立宗旨宜予尊重，加強系所協調

合作，以免影響大學自治精神，對校內同仁和諧關係

造成負面影響。 

(一)生命科學學科於近二十年來迅速發展，其生物技術

的應用，已協助解決許多疾病、糧食、資源利用及

環境保育之問題；另生物科學之教學與研究趨勢，

亦已打破原有以生物群為區分的方式（如動物學、植物

學、昆蟲學、漁業學等），而改為以研究對象之組織層級

做整合（如分子生物學、細胞學、生理學、生態學、演化學等）

；為順應世界潮流及未來生物科學的發展趨勢，以

及為發展卓越研究，並培育具有自主學習、獨立思

考及批判能力的生命科學專業人才，使其具有多元

領域、專業能力與宏觀視野的生命科學人才教育目

標，臺灣大學於民國 92 年成立生命科學院，包括大

學部二系及七個研究所，其中生命科學系由原理學

院的動物學系、植物學系與漁業科學研究所整合而

成，重新整合成為一系(生命科學系)五所(動物學研究所、

植物科學研究所、分子細胞研究所、生態演化研究所、漁業科學研

究所)之生命科學院組織架構，提供大學部學生生物

學核心課程，並支援相關系所開授基礎生物學課程

；其中在生命科學系主聘的教師均合聘於各該五所

研究所，而主聘在五所研究所的教師亦均合聘於生

命科學系，各研究所的教師亦都參與生命科學系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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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設計與開設，擔任生命科學系大學部學生導師

，因此該一系五所雖然各自名稱不同，但實為一體
3

。 

(二)生命科學院一系五所之組織架構是當年一系五所所

有教師（約 55 人）經投票取得過半數同意後所組成，

另依據生命科學院於 95 學年度院務會議中通過之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及其相關研

究所業務運作要點」（96 年 1 月 23 日該校行政會議修正通

過）第 3 條規定：「一系五所設教師聯席會議，為

一系五所最高之協調與決策會議」，並制定「國立

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一系五所教師聯席

會議組織章程」，章程中規定該會議由院長擔任召

集人兼會議主席，應於每學期召開兩次會議，目的

為統合系所間業務運作、協調、資源分配等方面之

功能及效率，以利於協商一系五所共同之教學、學

生事務與研究等共同事務。 

(三)據復，本合併案之提出係導因於臺灣大學生命科學

院成立初期，在系所分離架構下，系所之編制非常

小，以致分工不易，並有礙於教學品質之提升。於

96 至 97 年期間，生命科學系提院報告，部分研究

所不再支援研究生教學助理，影響大學部教學，除

主聘教師外，無法調度研究所老師上課，一系五所

的協定無法落實；又生命科學系每屆學士班學生多

達 90 人（無碩、博士班），該系師資並不足以支應教

學的需求，並因各系所均獨立運作，無法落實系所

課程銜接與教學支援，影響教學品質。97 年 7 月 9

日在一系五所聯席會議中討論系所員額編制各半，

以落實各系所合作；調查結果僅一系二所（生命科學

                                      
3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及其生命科學系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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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動物學研究所及生態演化研究所）同意，全案未通過，

因此生命科學院考量各種因素後，遂提出系所合併

之構想。 

(四)依大學法規定，系所之增設與調整為大學自治權範

圍，本案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因考量該院原一系五

所組織編制太小、系所分工不易、課程銜接困難及

師資不足以支應教學所需等各項因素，所為之組織

調整或合併，若確能有益於教學品質之提升，且符

合該校所頒布之「國立臺灣大學教學研究單位之增

設、變更、合併、停辦審核標準及作業辦法」與「

增設調整系所作業流程規定」之程序辦理，無論為

原規劃之研究發展六領域，抑或修正後三領域之規

劃方向，皆為大學自主範圍，本院向予尊重。 

生命科學院於 92 年成立時，其建構該院一系

五所之生命科學院組織架構，目的在統合協調系所

間業務運作與資源等之合作關係，提供大學部學生

生物學核心課程，並支援相關系所開授基礎生物學

課程，期使學生學習一貫化及提升教學品質，此一

系五所組織架構之成立宗旨與初衷宜予尊重；如其

後因原組織架構窒礙難行或其他原因頇進行系所合

併，其合併過程亦應積極建立共識，加強系所協調

合作，以免影響大學自治精神，對校內同仁和諧關

係造成負面影響。本案生命科學系主、合聘 55 位教

師中，竟有 31 位教師共同聯署向校長陳情反對是項

合併案，由事後結果觀之，說明生命科學系師生對

本案並無共識，意即本案實欠缺院內意見之有效整

合。此外，原系所更改名稱或裁併後，畢業生找不

到原先之母系（所），系所之傳統逐漸斷絕，而影

響系（所）友對學校之認同等。基於此，系所整併

宜以學生最大利益及系所和諧為前提，審慎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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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提供師生最佳研究、學習環境並保障其權益。 

參、處理辦法： 

一、抄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二、抄調查意見，函請國立臺灣大學參酌辦理見復。 

三、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處理

。 

四、本調查報告審議通過後調查意見（不含附件）上網公

告。 

 

調查委員：周 陽 山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5    月    7    日  

附件：本院101年 10 月 5 日院台調壹字第 1010800366 號派查

函暨相關案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