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系務經營構想與發展計畫 

十多年前，在台灣教育部遠瞻與積極的建議下，國立嘉義大學於

2000年 2月正式合併嘉義農專與嘉義師範學院而成立一所新大學，也是

台灣第一所合併成功的大學。同年的 8月，新成立增設生命科學院。2001

年 8月，嘉大生科院成立新系-應用微生物學系(後更名為微生物與免疫

學系)，2002年 8月，生科院再成立新所-生物藥學研究所(後更名為生物

醫藥科學研究所)。而後，因應未來學生的結構改變與師資的有效應用，

更配合學校的系所調整運作，微生物與免疫學系/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自

2005年 12月 27日起行政合併運作，以便未來之正式合併做準備。經過

5年多的磨合，2010年 8月，也就是 99學年度開始，系所正式合一及更

名為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這響亮特別的系名一直使用至今。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所融合了傳統生物與醫藥學科的三大方

向，即微生物學、免疫學、與藥物學，因此在教師們的教學傳授與相互

交流，學生們的綜合學習與實際運用，必定能產生具有相當創意的思考

脈絡與研究應用。而因應未來少子化的影響，大學生人數也許不受影響，

但學生特質會與以往逐漸不同。相反的，碩士班學生人數幾年前已經開

始受到衝擊而減少，當然學生特質結構更早已經有所不同了。除此之外，

在學校經費不充裕之下，也明顯影響系所硬體與軟體設備之購買與維

護。因此，在此提出 3點系務未來的經營構想，並勾勒其相關發展計畫。 

1. 招生。大學部招生可以更積極，如製作招生影片、系友參與招生影片

等。碩士班招生則可以先朝積極留下微藥系學生之五年一貫作業、以

及對有來就讀的他校系集中招生等。 

2. 自籌系上經費。可以結合大學生之實作課程，開發產品銷售以能增加

系上經費，幫助系上教材儀器之維修維護費，甚至可以回到大學生之

實作課程與專題研究課程之經費應用。 

3. 儀器購買與維護。大型新儀器之購買可以增強系上的教學，建議擬定

需求，設法自科技部或教育部爭取經費購入新儀器。至於維修，除了

使用者付費外，建議系上能自開發產品增加系上經費來幫助儀器之維

修。儀器是一個研究型系所必備之武器，不能不做長期規劃。 

系所的經營是一種團隊經營，在過去所有教師的努力之下，系所課

程與發展已有相當穩定的成長，未來可以再共同朝創新化努力。此外，

研究是我們這學科無法停滯的方向，因為就像划船，不進則退，必須在

經費拮据下鼓勵教師與學生們努力不懈，勇敢誠實做研究。 

註：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接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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