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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大學商管學院申請AACSB 認證之實施策 略，中部某大學管理學院畢業校友所具備的核心能力是否符合

AACSB 認證的標準，以及畢業校友對標準所訂定核心能力重要性 之認知，再比較符合程度和重要性之差異。 研究結果發

現：(1)大學商管學院推動AACSB 認證的策略與 現況；(2)中部某大學大學部、碩士班畢業校友所具備的核心能力 介於「符

合」和「普通」符合程度之間；博士班畢業校友具備的 核心能力已達「符合」程度；(3)中部某大學大學部畢業校友對

AACSB 認證規範所訂定核心能力重要性之認知介於「重要」和「普 通」重要程度之間；碩士班和博士班畢業校友

對AACSB 認證規範 所訂定核心能力重要性之認知已達「重要」程度。(4)中部某大學 大學部、碩士班和博士班畢業校友認

為在AACSB 認證規範所訂定 核心能力的重要程度都高於符合程度。 最後，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一些建議，提供推

動AACSB 認證的學院、院校加強核心能力的課程設計與未來相關研究作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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