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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預算及財務之運作，自 85 年度起配合教育部推動「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政

策，積極自籌部分財源，透過外部資源之挹注，減輕政府財政負擔，同時提升資源使用效

率，促進與社會良性之互動關係，奠定高等教育為探索高深知識，養成專門人才，以及在

學術創新與產學合作之發展基礎。 

壹、業務計畫實施績效 

一、教學研究及訓輔 

本校專任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講師八佰餘人，其中具有博士學位者占 97.71﹪，

學術風氣鼎盛，研究成果極為豐碩。除透過各研究中心推動跨所系長程大型計畫外，並在

重視基礎與應用科學之原則下，發展重點領域，包括：前瞻量子科技、高熵材料、腦科學、

智慧感知聯網、韌性研究、水下考古學暨水下文化資產研究及臺灣語言多樣性永續發展。

另亦持續推動與著名大學、研究機構及民間企業之交流與合作，簽訂合作契約，以爭取經

費支援、進行尖端科技之研發，並獲得技術移轉及商品化的機會，以提升本校聲譽，說明

如下： 

（一） 國際合作方面，本校針對基礎科學、生物科技、微奈米科技、光電科技、精密機

械、環保能源及人文社會科學等教學研發領域，重點式推動國際合作，並與美洲、

亞洲、澳洲、歐洲、大洋洲及南非地區等共 303 所國外知名大學及研究機構簽訂

學術合作協定，以提升國際化及朝國際一流大學邁進。因應各國後疫情時代交流

模式的彈性調整，本校 113 年度持續參與線上及實體雙邊會議，以落實學術合作

交流，包含與英國、加拿大、澳洲、日本、馬來西亞及印尼等高校，並積極參與

亞太(APAIE)、美洲(NAFSA)與歐洲(EAIE)三大國際教育者年會，以促進本校與

國外知名大學或研究單位建立姊妹校之機會。此外，各國駐台代表處及姊妹校在

臺駐點者，仍持續來訪交流最新的國際合作計畫訊息，維持本校國際交流的能量。

同時，本校亦積極參與國際教育組織，如「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AEARU）、「臺

灣與東南亞暨南亞大學校長論壇」（SATU）、「亞太大學交流會」(UMAP)及「臺英

高教聯盟」TUKUC 等，以利行銷本校在全球的知名度，以及和國際組織成員學

校維持良好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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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延攬國外優秀人才部分，本校積極與系所配合，鼓勵赴新南向國家如泰國及印度

宣傳本校，期望吸引優秀學子赴本校就讀，並與越、日、韓、美、加、澳、法、

英及愛爾蘭等多國洽簽雙聯學位合作計畫，吸引研究型人才；另辦理雙聯學位學

程說明會，提供清華學生參與姊妹校雙聯學位合作之訊息，促進國際研究交流之

機會。順應疫情，112 年海外台灣高等教育展已恢復實體辦理，本校除持續線上

參展，亦積極赴海外參加教育展，包括馬來西亞、日本、印尼、泰國、越南及菲

律賓等國家，並提供傑出學生獎學金，以期加強招募外國學生。113 學年度境外

學位生 1,768 人，佔全校學生總數約 9.68%，為使臺灣生與外籍生能有更多課外

交流，進而了解更多不同的國家文化，辦理 Newbie program 學伴計畫，113 學年

度共有 56 位臺灣學生及 224 位外籍學生參加。 

（三） 短期交流方面，順應疫情邊境管制鬆綁，校級姊妹校學期交換及暑期專題於 112

學年度下學期及 113 學年度上學期共計 204 位學生來訪。113 學年度上學期雙聯

學位生有 39 位在學。另為增進學生國際觀及與國外學校交流，每年提供獎助，

選送學生赴海外研修、進行短期實驗室研習或參加國際會議。112 學年度共有 183

位交換生赴海外及陸港澳姊妹校學期交換。同時，積極拓展本校與加州大學系統

關係，提供學子多元且通暢之升學選擇。為因應教育部政策，本校於 97 年與中

央大學、交通大學及陽明大學成立「台灣聯合大學系統」，期能朝向世界一流大

學邁進。109 年底，新成員政治大學加入此大學系統，另 110 年 2 月交通大學及

陽明大學合併成為國立陽明交通大學，經此重組，預期將使台灣聯合大學系統進

一步提升跨領域專業學門之整合綜效。 

（四） 有鑑於國內以系為單位之大學入學方式，常令學子無法追尋其真正志趣，本校採

取彈性變革—「院系並行招生」，自 95 學年度起開始創立「院學士班」，屬雙專

長課程模式，畢業時可取得所屬學院的學士學位並在畢業證書上註記修讀的專長

或學分學程或副修學程。院學士班的學習制度致力協助學生在大學第一年進行適

應與定向，藉由多樣化的跨域課程，讓學生更加瞭解自身興趣與目標，進而設定

未來發展方向；透過不同領域的學習與激盪，促使學生融合不同領域的思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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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專業知識，進而產生跨學科的創新和發展，養成符應時代需求、具備多元能力

的跨領域人才。 

（五） 本校為提供學生跨領域及多元修課彈性，促進適性發展，由「清華學院」分別於

105 年及 107 年提出「學士班跨領域學習」及「實驗教育方案」，期能整合校內

各項資源，透過「客製化」的課程設計，提升學生競爭力，培育頂尖人才。同時

已於 113 年規劃學士班適性探索學習方案，試辦以學生為中心的探索學習模

式，鬆綁跨領域課程的靈活選擇，培育能適應快速變遷社會的「跨領域學

士」人才。112 學年度院學士班（雙專長）、輔系、雙主修及跨領域學習之畢業

生人數佔全校畢業生人數 73.15%，跨域學習學生總人數逐年攀升，已具成效。 

（六） 本校以校招生方式進行特殊選才（拾穗計畫）及旭日計畫，以廣納不同地域、專

長、教育資歷及社經背景之學生。本校為招生專業化典範學校，大學部各學系班

組均已建立審查尺規，落實專業審查流程，並致力推廣大學考招新制，協助高中

師生瞭解考招變革及清華選才理念，獲社會信賴，113 學年度辦理 27 場次之高

中入校座談進行師生交流，並透過與所在地高中、新北市及桃園市高中合作開設

微課程等，深耕高中教學資源履行社會責任。以校招生方式辦理特殊選才（拾穗

計畫），報名人數屢創新高，104 學年度開辦時僅 401 人報名，至 114 學年度報名

人數達 1,253 人，顯見社會對本校選才及教育理念之認同。此外，錄取生專長多

元，除各領域學術偏才外，尚含體育（如圍棋、帆船、攀岩及競技等）、藝能（影

攝、空拍、傳統美術及網路行銷等）、創新發明、國際志工及逆境向上等，面對

學生之多元組成，本校以清華學院及各審查委員組成創新學制導師輔導群，協助

學生規劃學習生活、實驗教育或客製化學習課程。另全校各系均參與旭日計畫招

生，每年以約 3%招生名額協助弱勢學生入學，並提供獎學金安定就學，以翻轉

學生人生進而使其有能力改善家庭處境，落實實質教育公平。 

（七） 為提升學習效果，改善教學品質，每學期末對各課程實施「教學意見調查」；並

設期中教學意見信箱，學生可隨時反映各項建議。鑑於各課程性質差異，為讓教

學評量更能反映各課程性質，提供教師教學診斷的依據，爰發展彈性化教學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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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之特色依課程性質題目分為 3 種：一般課程、實驗課程及體育課程，除預

設之基本題，教師亦可加入符合自己課程性質之題目，以獲得因課制宜的教學回

饋。授課教師可選擇「教學意見調查結果」是否開放學生查詢，亦可於填卷期間

登入校務資訊系統查詢所授課程填卷率，方便教師即時瞭解學生填卷狀況。另配

合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計畫執行與教學成效評估，於教學意見調查中增加

英語教學相關問題，據以取得學生對英語授課課程學習之回饋情形，以利統計分

析英語授課課程之教學成效。自 113 學年度起，填卷系統增加設定，如學生給予

較低分數的選項題時須提供文字敘述，以便為填卷結果加以解釋，並有助於教師

從中獲得積極反饋和調整建議。 

每學期教學意見調查結束後，對於教學意見結果不佳的教師，由教務長及院

長聯名提醒，督促並輔導其改進，同時建議教師加強與學生的溝通和互動，另依

本校「教師年資晉薪要點」規定，教學意見調查結果不理想，且近 5 年內經教務

長與該院院長一同聯名函請改善教學 2 次者不予晉薪。 

（八） 為獎勵教學、提高教學水準及擴大教學成果，設置校教師傑出教學獎，獎勵在本

校任教 2 年以上之專任教師及累計授課 6 學期以上之兼任教師，其教學表現傑出

者；校傑出教學獎之遴選，每學年舉辦一次，得獎人每次不超過當學年本校專任

教師人數百分之二（小數點四捨五入），兼任教師以 3 名為限。獲獎教師由校長

頒發每人獎牌一面及獎金 12 萬元，以資表揚獎勵教學傑出表現。獲 3 次校傑出

教學奬教師，頒給榮譽教學獎鐘，至 112 學年度止已有 57 位教師獲此殊榮。此

外，訂有「教學獎勵補助辦法」，以鼓勵本校專任教師努力從事教學工作，113 學

年度（評選 112 學年度教學績效）獲補助 284 人（佔全校專任教師數之 33%）。

另為促進本校通識教育多元發展，訂有獎勵開設通識課程試辦方案，以獎勵金方

式鼓勵本校專任教師（排除通識中心主聘教師）新開設通識課程。 

（九） 本校制定英語授課獎勵機制，獎勵教師以英語授課，除授課時數以 1.5 倍計算外，

亦給予教師專業成長獎勵金，分為英語授課開課基礎獎勵及參與教學知能工作坊

培訓進階獎勵；此外，設有伴飛計畫，鼓勵教師組成精進英語授課專業成長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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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本校專兼任教師英語授課能力，針對開課教材、教學案例等制定獎勵機制。

另為鼓勵各系所開設英語授課研究所課程，凡符合本校英語授課獎勵方案之研究

所課程數佔研究所總授課數達 30%以上，即補助開課單位研究生獎助學金及業務

費。 

（十） 本校重視教學發展及學習成效，透過規劃一系列策略如提供諮詢、培訓助教、設

計課程、輔導自學及舉辦演講與工作坊方式，協助教師改進教學方法，激勵學生

主動學習，善用學習資源，發展跨域共學。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學創新方面，

提供教學精進補助支持，如「未來學習教材與評量設計補助」以鼓勵教師進行素

養導向教學與評量創新，模組化課程並探索新興主題；推動「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以促進教學現場的有效改變；支持教師社群運作，促使教師在新興領域的教學主

題上展開深層探索，以及積極辦理教師研習、大學教師創新教學研討會等活動，

以創造優質教學環境。 

在數位教學方面，本校積極推展數位課程輔助教學，利用開放式課程（OCW）

和磨課師課程（MOOCs）等數位課程擴充學習資源，並開發 MOOCs 學習平臺

「清華雲」，配合大數據和創新學習科技，提升學習效能。同時，鼓勵教師善用

數位資源及新興教育科技，並與國際數位課程平臺合作，如英國「FutureLearn」，

共享合作及互補課程，持續深化本校國際影響力。 

此外，為幫助準大一生銜接高中與大學的課業，開設 10 門大一先修課程

（Advanced Placement, AP），包含微積分一、微積分二、普通物理一、普通化學

一、生命科學導論、資訊工程導論、程式設計導論、經濟學原理一、Python 語言

程式入門及心理學。 

（十一）培養 AI 素養：公布「大學教育場域 AI 協作、共學與素養培養指引」，包括提

供基礎線上微課程及專業的 AI 學分學程、開發人文社會課程生成式 AI 指令集，

以及將 AI 科技融入人文與理工課程，113 年度普通物理課程全面導入 AI 助教系

統。 

（十二）建構跨領域多專長學習環境：為形塑健全的學習風氣，導入標準分數概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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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制成績外亦提供 T 分數，59 %學系班採用 T 分數評選書卷獎，經教育部評

選為高教深耕計畫優良實務。另規劃 X-Class，學生得在特定條件下修習時段重

疊的二門課程，增加學生學習規劃與修課時程的彈性，突破實體教室的容量上限，

112 學年度第 2 學期和 113 學年度第 1 學期分別有 34 門（154 人次選修）及 48

門（245 人次選修）。此外，開設微學分課程，提供教學與修課安排的彈性制度，

如：整合數位課程、社會實踐、跨域實作、業師分享、實習參訪及工作坊等不同

類型課程，112 學年度第 2 學期開設 8 門，113 學年度第 1 學期則有 7 門。 

（十三）為強化清華精神的培育及推動國際化，學務處籌劃各項輔育工作，包括學生自

治組織制度化、新生定向輔導、加強學生品德修養與公民教育、落實校內工讀服

務制度、提升課外活動品質、推動海內外青年志工服務、推展學生社團國際交流、

促進學生體育健康、提升導師輔導功能、推廣校園心理衛生教育、結合諮商輔導

和生涯規劃，以及學生職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等。本校尤其重視維護校園安全和安

寧，改善宿舍設備，注重餐飲衛生和環境生態保護措施，以提升校園生活品質；

另外加強安全緊急應變能力之訓練，期減少各種傷害，加強急救、反毒、防治愛

滋病、各類傳染病預防及菸害防制之教育宣導，以維護健康的學習環境，並積極

推展服務學習結合社區關懷與服務，加強宣導校園文化。為服務身心障礙學生，

資源教室提供校園適應及個別需求，以順利完成學業。為照顧弱勢學生，辦理學

雜費減免及弱勢助學措施，使學生安心向學。提供原住民族學生辦理學雜費減免

措施，原住民資源中心並提供學生生活課業等相關輔導服務。為落實品格教育，

結合新生領航辦理宣導，具體形塑品格校園文化，運用學生自治幹部及新生服務

學長姐，成立工作坊，以小群多面向推行品德教育。此外，成立藝術文化總中心，

下轄二館一廳：宏亮美術館、君山音樂廳、捷英文物館，掌理整合、協調及規劃

校內各項藝文活動，支援三館廳建設與永續經營，已累積逾三十年展覽策畫、音

樂暨表演藝術、電影教育、美學教育、文物典藏研究及策展實務與藝術行政人才

培育等豐富經驗，協助推動藝術文化之建設與發展，並以立足新竹、放眼國際的

胸懷，營造多元友善與跨域創新的藝文環境，開創「清華文藝復興」新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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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113 學年度全校學生人數 18,269 人，其中學士班 9,307 人、一般碩士班 5,886

人、博士班 1,661 人及碩士在職專班 1,415 人，與預計學生人數 18,345 人相較減

少 76 人，主要係因學生休退學所致；另附小現有學生人數計小學部 853 人、幼

兒園 168 人，合計 1,021 人。 

二、建教合作及推廣教育的實施 

為配合國家及社會之需要，本校將建教合作及推廣教育列為重點工作。主要採取下列

四種途徑實施： 

（一） 應用研究方面：與政府單位如經濟部及原能會，研究單位如工業技術研究院、國

衛院、國家同步輻射中心及中山科學研究院，並與科學園區廠商及其他產業相關

單位建立密切連繫，掌握產業及國防科技研發應用方向，運用大型研究計畫之推

動以培養高階人才。本校持續協助經濟部推動價創計畫、教育部補助大學產業創

新研發計畫及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以改善我國產業結構，發展高科技新興產業，

並協助傳統產業升級。推動與長庚醫院、馬偕醫院、榮民總醫院、桃園醫院、國

衛院、新竹臺大分院、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及高雄醫學大學合作研究計畫，

爭取校外研究資源與加強產學合作。積極投入校內跨領域研究計畫及火種計畫等，

鼓勵突破框架之創新研究，提升國際競爭與促進國際合作。近年更與聯發科技、

台達電子、聯詠科技、台積電、上銀科技、光寶科技、欣興電子、臻鼎科技、康

舒科技、Daicel、台塑、NVIDIA 及大立光等標竿企業共同合作研發，並配合清華

工研院聯合研發中心交流平台之建立推廣，將雙方技術資源互補，達到學術成果

產業化之目的。103 年本校與國內知名企業簽訂多年期合約，成立「聯發科技-國

立清華大學創新研究中心」、「台積電-國立清華大學聯合研發中心」及「HIWIN-

國立清華大學聯合研發中心」，104 年成立「欣興-國立清華大學聯合研究中心」

及「光寶科技-國立清華大學聯合研發中心」、108 年成立「台達電子-國立清華大

學聯合研究中心」、109 年成立「臻鼎科技-國立清華大學聯合研究中心」、110 年

成立「康舒科技-國立清華大學聯合研究中心」及「Daicel Corporation-國立清華大

學產學研究中心」、111 年成立「台塑-清華聯合研發中心」、112 年成立「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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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IDIA 聯合創新中心」及 113 年成立「大立光-清華聯合研發中心」，共同進行

前瞻科技研發，並培育高階人才。另外，為鼓勵專任教師從事產學合作，獎勵傑

出產業貢獻，本校設置傑出產學研究獎勵辦法，以激勵更多教授重視學術成果之

產業應用。 

（二） 落實研究成果：本校除彙編歷年應用研究成果，有系統予以推廣外，並積極推動

將研究成果專利化及實用化，以提升國內產業技術之水準與自主性，並以團隊方

式，成立多個專業實驗室及產學合作聯盟，以協助中小企業突破管理及技術之瓶

頸。此外，在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之支援下成立「創新育成中心」及校內建置之「智

財技轉組」，有效地將研發成果導向工商業，提升我國經濟之競爭力；爭取國科

會「科研產業化平台計畫」及「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計畫」，適時地調整國際產學

營運總中心的組織架構，聘請營運長、專業經理人、產業專家及法律顧問等，提

供更專業的服務品質，強化國內與國際之產學合作績效，諸項措施目前已有相當

豐碩的成果，113 年技轉金額達 1 億 1,795 萬元以上。本校為展現對產學合作業

務永續經營的決心，核定籌設新建 4,100 坪之「創新育成大樓」，已於 105 年完

工入駐，擴大對產業之服務，目前進駐率約達 95%。 

（三） 推動跨領域研發：本校不僅重視重點發展，亦持續投入資源發展產學合作、基礎

研究及跨領域研究等，透過執行長期大型研究計畫，進而提升學術研究水準及教

學品質。113 年度校內設有 23 個校級研究中心，透過研究中心推動跨領域之研

究，以發揮團隊研究之效益。 

（四） 推廣教育：本校推廣教育分為學分班、非學分班和隨班附讀。目前有工業工程與

工程管理碩士學分班、ESG 永續發展治理、教育學院及高雄校區半導體學分班等

課程，校內聲譽卓著，因切合產業需求、師生互動良好且具特色，頗受好評。非

學分班部分則增加開課彈性，針對產業及社會需求以主題方式開課，跨系所聘請

本校相關領域教授開設課程。此外，本校提供社會人士選讀，由授課教師決定是

否接受選讀，既尊重教師之自主權，亦將本校傑出之教學資源回饋社會。 

三、校園整建與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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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辦理建築館舍維護及整修工程、基礎設施新興及改善工程與電力消防及電梯設備

改善工程等。 

（二） 實驗室環保與安全衛生管理方面，辦理有害事業廢棄物清運處理，將有機無機廢

液、固體廢棄物及廢化學藥品等統一集中暫存，定期委由環保署認可合格廠商清

運處理，降低實驗室暫存空間與風險。全校各館舍實驗室廢水皆納管收集，排入

南、北校區實驗室廢水處理廠處理。建置實驗室資訊管理系統，將 800 餘間列管

實驗室及 2,000 多名工作實驗人員基本資料完成建檔，透過系統直接線上傳輸、

核可、查詢及連結，快速有效完成教育訓練、健康檢查、毒化物採購及緊急應變

e 化等申報管理事務。辦理年度實驗場所複合式狀況緊急應變事故實兵演練，提

升本校毒災安全管理及緊急應變量能。委託安全衛生專家會同巡查實驗場所，辦

理實驗場所作業環境檢測及風險評估，有效降低危害風險，保障實驗人員安全。

辦理新進列管人員、在職通識、緊急應變小組人員及指揮官等之教育訓練。 

（三） 節能減碳方面，持續推動校內館舍空調設備節能管理方案，執行全校各場館空調

設備節能巡檢作業，完成全校室內 LED 燈具節能績效保證汰換採購案等。因應

清華實驗室陸續進駐、生物科技館重新啟用及 113 年氣候影響造成空調使用增加

等因素，113 年校本部及南大校區總用電量較 112 年度增加約 2.87%。另持續辦

理校園館舍老舊冷氣汰換補助，太陽能光電系統設置等，並推動綠色產品採購之

宣導與管理。 

四、管理及總務 

本校持續依行政院人力精簡方案及實施校務基金預算，就校內之現狀作多方面的改進，

藉以提升行政品質與提高行政效率，說明如下： 

（一） 籌劃推動學校經費之開源、節流等措施，積極樹立綠色校園價值，朝永續奠基。 

（二） 實施校內經費分配合理化，以期將有限資源作最佳分配，達到經費有效使用。 

（三） 推動標準化作業程序，擴大分層負責，加強逐級授權。同時改善公文流程，電子

化公文傳送，簡化作業程序。 

（四） 檢討組織架構，強化組織功能，發揮精簡組織的共享效益，提升服務績效，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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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素質及福利，獎勵表現傑出的教研與行政人員。 

（五） 辦理內部控制制度自行評估作業、風險評估作業及內部稽核計畫，藉由內部控制

的管理過程，確保資訊可靠提供、法令確實遵循及保障資產安全。 

（六） 以校園整體規劃及永續發展理念，建置校園硬體及基礎設施改善工程，努力建構

教學與研究優質的軟硬體環境。 

（七） 整合兩校區軟硬體資源，發揮精簡組織的合併效益，共同發展教學研究與跨領域

合作。 

貳、收支餘絀情形 

一、收入決算數與法定預算數比較：本年度收入決算數 93 億 7,749 萬 8,450 元，較預算數

87 億 3,875 萬 5,000 元增加 6 億 3,874 萬 3,450 元，約 7.31%，說明如下: 

（一） 業務收入：決算數 81 億 8,301 萬 8,506 元，較預算數 77 億 9,653 萬元增加 3 億

8,648 萬 8,506 元，約 4.96%，主要係學雜費收入、建教合作收入及其他補助收入

較預期增加所致。 

1. 學雜費收入：決算數 9 億 7,780 萬 9,286 元，較預算數 9 億 3,352 萬 9,000 元增加

4,428 萬 286 元，約 4.74%。 

2. 建教合作收入：決算數 29 億 9,480 萬 9,240 元，較預算數 28 億 76 萬 2,000 元增

加 1 億 9,404 萬 7,240 元，約 6.93%。 

3. 推廣教育收入：決算數 8,024 萬 4,240 元，較預算數 6,624 萬 2,000 元增加 1,400

萬 2,240 元，約 21.14%，主要係推廣教育開班數較預期增加所致。 

4. 權利金收入：決算數 3,411 萬 9,804 元，較預算數 3,845 萬元減少 433 萬 196 元，

約 11.26%，主要係權利金收入較預期減少所致。 

5. 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決算數 22 億 5,858 萬 2,000 元，依預算數執行。 

6. 其他補助收入：決算數 17 億 9,821 萬 2,843 元，較預算數 16 億 6,729 萬 3,000 元

增加 1 億 3,091 萬 9,843 元，約 7.85%。 

7. 雜項業務收入：決算數 3,924 萬 1,093 元，較預算數 3,167 萬 2,000 元增加 756 萬

9,093 元，約 23.90%，主要係招生報名費收入較預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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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業務外收入：決算數 11 億 9,447 萬 9,944 元，較預算數 9 億 4,222 萬 5,000 元增

加 2 億 5,225 萬 4,944 元，約 26.77%，主要係利息收入、受贈收入及投資賸餘較

預期增加所致。 

1. 利息收入：決算數 1 億 5,450 萬 8,598 元，較預算數 6,407 萬 7,000 元增加 9,043

萬 1,598 元，約 141.13%，主要係因存放銀行定存水位及利率較預期增加所致。 

2. 投資賸餘：決算數 1 億 1,472 萬 6,238 元，較預算數 9,000 萬元增加 2,472 萬 6,238

元，約 27.47%，主要係股利收入較預計增加。 

3. 兌換賸餘：決算數 1,137 萬 1,458 元，較預算數增加 1,137 萬 1,458 元，主要係外

幣匯率波動影響所致。 

4. 資產使用及權利金收入：決算數 3 億 2,221 萬 3,431 元，較預算數 3 億 46 萬元增

加 2,175 萬 3,431 元，約 7.24%。 

5. 違規罰款收入：決算數 189 萬 7,466 元，較預算數 160 萬元增加 29 萬 7,466 元，

約 18.59%，主要係因違約、逾期罰款及車輛違規等收入較預期增加所致。 

6. 受贈收入：決算數 5 億 5,572 萬 3,986 元，較預算數 4 億 7,088 萬 8,000 元增加

8,483 萬 5,986 元，約 18.02%，主要係因校友及企業等捐贈收入較預期增加。 

7. 賠(補)償收入：決算數 33 萬 6,833 元，較預算數增加 33 萬 6,833 元，主要係火災

賠償款。 

8. 雜項收入：決算數 3,370 萬 1,934 元，較預算數 1,520 萬元增加 1,850 萬 1,934 元，

約 121.72%，主要係各項服務收入較預期增加所致。 

二、支出決算數與法定預算數比較：本年度支出決算數 95 億 7,941 萬 9,898 元，較預算數

89 億 6,231 萬 8,000 元增加 6 億 1,710 萬 1,898 元，約 6.89%，說明如下: 

（一） 業務成本與費用：決算數 91 億 1,283 萬 9,389 元，較預算數 85 億 2,671 萬 6,000

元增加 5 億 8,612 萬 3,389 元，約 6.87%，主要係配合校務推動及計畫執行所需，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與建教合作成本較預期增加所致。 

1.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決算數 52 億 4,805 萬 6,194 元，較預算數 48 億 9,190 萬

9,000 元增加 3 億 5,614 萬 7,194 元，約 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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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教合作成本：決算數 29 億 5,714 萬 2,884 元，較預算數 27 億 7,063 萬 3,000 元

增加 1 億 8,650 萬 9,884 元，約 6.73%。 

3. 推廣教育成本：決算數 7,226 萬 1,664 元，較預算數 6,257 萬元增加 969 萬 1,664

元，約 15.49%，主要係推廣教育計畫增加，相關支出隨之增加所致。 

4. 學生公費及獎勵金：決算數 3 億 5,691 萬 996 元，較預算數 2 億 8,870 萬元增加

6,821 萬 996 元，約 23.63%，主要係配合政府助學措施，增加學生獎助學金所致。 

5. 管理費用及總務費用：決算數 4 億 5,216 萬 1,860 元，較預算數 4 億 8,538 萬 4,000

元減少 3,322 萬 2,140 元，約 6.84%。 

6. 雜項業務費用：決算數 2,630 萬 5,791 元，較預算數 2,752 萬元減少 121 萬 4,209

元，約 4.41%。 

（二） 業務外費用：決算數 4 億 6,658 萬 509 元，較預算數 4 億 3,560 萬 2,000 元增加

3,097 萬 8,509 元，約 7.11%，主要係南二期用地取得支出較預期增加所致。 

1. 利息費用：決算數 764 萬 1,993 元，較預算數 856 萬 4,000 元減少 92 萬 2,007 元，

約 10.77%，主要係貸款金額較預計減少。 

2. 投資短絀：決算數 23 萬 4,000 元，較預算數增加 23 萬 4,000 元，主要係受贈取

得之未上市櫃股票，因該公司解散所產生之損失。 

3. 財產交易短絀：決算數 28 萬 4,061 元，較預算數增加 28 萬 4,061 元，主要係財

產報廢損失。 

4. 雜項費用：決算數 4 億 5,842 萬 455 元，較預算數 4 億 2,703 萬 8,000 元增加 3,138

萬 2,455 元，約 7.35%。 

三、餘絀比較情形：本年度決算短絀 2 億 192 萬 1,448 元，較預算短絀 2 億 2,356 萬 3,000

元減少 2,164 萬 1,552 元，約 9.68%，主要係其他補助收入、利息收入及受贈收入較

預期增加所致。 

參、餘絀撥補實況 

本年度校務基金研究學院決算賸餘 1,691 萬 5,243 元，加計前期未分配賸餘 1,896 萬

111 元及大學其他轉入數 2 億 1,207 萬 9,327 元，賸餘之部共計 2 億 4,795 萬 4,681 元；賸



國立清華大學校務基金 
總   說   明 
中華民國 113年度 

 

13 
 

餘撥充基金 1,000 萬元及填補短絀 2 億 1,657 萬 4,763 元，未分配賸餘 2,137 萬 9,918 元。

另本年度校務基金大學決算短絀 2 億 1,434 萬 1,255 元，附小決算短絀 449 萬 5,436 元，

短絀之部共計 2 億 1,883 萬 6,691 元，撥用賸餘 2 億 1,657 萬 4,763 元及撥用公積 226 萬

1,928 元填補短絀，已無待填補之短絀。 

肆、現金流量結果 

一、本年度業務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11 億 8,223 萬 1,549 元，包括： 

（一） 本年度短絀 2 億 192 萬 1,448 元。 

（二） 利息股利之調整 2 億 6,159 萬 2,843 元，包括利息收入 1 億 5,450 萬 8,598 元、股

利收入 1 億 1,472 萬 6,238 元、利息費用 764 萬 1,993 元。 

（三） 調整非現金項目 16 億 2,095 萬 8,523 元，包括折舊及攤銷 12 億 3,964 萬 4,389

元、兌換賸餘 1,137 萬 1,458 元、處理資產短絀 51 萬 8,061 元、其他 5 億 2,318

萬 1,158 元、流動資產淨減 7,742 萬 5,653 元及流動負債淨增 8 億 3,792 萬 3,036

元。 

（四） 收取利息 2,478 萬 7,317 元。 

二、本年度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9 億 3,671 萬 9,474 元，包括： 

（一） 減少流動金融資產 1,470 萬元。 

（二） 減少短期墊款 7 萬 3,427 元。 

（三） 減少投資 14 億 1,526 萬 5,525 元及減少準備金 16 億 2,932 萬 7,726 元。 

（四） 減少購建中固定資產 21 萬 6,767 元。 

（五） 減少其他資產 79 萬元。 

（六） 收取利息 1 億 2,910 萬 3,443 元。 

（七） 收取股利 1 億 1,472 萬 6,238 元。 

（八） 增加流動金融資產 2 億 6,664 萬 8,837 元及增加短期墊款 5,939 萬 7,302 元。 

（九） 增加投資 17 億 8,891 萬 3,577 元及增加準備金 9 億 3,544 萬 1,621 元。 

（十） 增加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10 億 3,857 萬 1,647 元。 

（十一）增加無形資產 4,812 萬 7,891 元、其他資產 40 萬元及遞延費用 1 億 342 萬 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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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三、本年度籌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5 億 9,191 萬 9,433 元，包括： 

（一） 增加其他負債 9,695 萬 5,968 元。 

（二） 增加長期債務 888 萬 431 元。 

（三） 增加基金 5 億 8,583 萬 6,182 元。 

（四） 減少其他負債 7,855 萬 8,479 元。 

（五） 減少長期負債 1,359 萬 7,716 元。 

（六） 支付利息 759 萬 6,953 元。 

四、匯率影響數增加 1,137 萬 1,458 元。 

五、綜上，本年度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增 8 億 4,880 萬 2,966 元，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 45

億 5,835 萬 2,586 元，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 54 億 715 萬 5,552 元。 

伍、資產負債情況 

一、本年度決算資產總額 304 億 566 萬 9,017 元，其中流動資產 101 億 2,076 萬 6,546 元，

約占 33.29%，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金 63 億 6,424 萬 7,694 元，約占

20.93%，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131 億 3,427 萬 7,415 元，約占 43.20%，無形資產 2 億

843 萬 1,538 元，約占 0.69%，其他資產 5 億 7,794 萬 5,824 元，約占 1.90%。 

二、本年度決算負債總額 130 億 8,477 萬 2,772 元，約占資產總額 43.03%，其中流動負債

78 億 182 萬 4,125 元，約占 25.66%，長期負債 3 億 6,597 萬 4,287 元，約占 1.20%，

其他負債 49 億 1,697 萬 4,360 元，約占 16.17%；淨值 173 億 2,089 萬 6,245 元，約占

資產總額 56.97%，其中基金 119 億 3,924 萬 5,876 元，約占 39.27%，公積 37 億 5,610

萬 1,071 元，約占 12.35%，累積餘絀 2,137 萬 9,918 元，約占 0.07%，淨值其他項目

16 億 416 萬 9,380 元，約占 5.28%。 

陸、其他 

一、本校半導體研究學院為增進教學研究購置實驗室設備等所需，報經行政院 113 年 11

月 29 日院授教字第 1134401236D 號函同意，於本年度奉准先行辦理並補辦 115 年度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預算 814 萬 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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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截至 113 年底辦理 3 項自償性建設計畫，說明如下： 

（一） 學人宿舍新建工程：105 年度借款 1 億 6,596 萬 5,000 元，還款來源為宿費收入。

本年度依償還計畫支付利息 297 萬 9,840 元及本金 700 萬元，自 105 年 8 月開始

營運，至 113 年底住宿率約 100%，將持續穩定住宿率以增加收入。 

（二） 創新育成中心新建工程：105 年度借款 2 億 2,576 萬 6,000 元，還款來源主要為

場地設備及管理收入等。本年度依償還計畫支付利息 401 萬 5,036 元及本金 659

萬 7,716 元，自 105 年 4 月開始營運，後續年度依償還計畫辦理還款。 

（三） 南校區學生宿舍新建工程：111 年 4 月起視工程進度分次撥付，截至 113 年度借

款共計 3,842 萬 1,023 元，依償還計畫前 5 年為寬限期，本年度支付利息 64 萬

7,117 元，還款經費來源為學生宿費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