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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利用品質機能展開和標竿管理方法，融入產業界期望，比較競爭學校之核心能力，透過專業教師對課程的專業認知

，設計企管系課程，教育出符合產業界需求的人才。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方式，以企管系畢業生與畢業生之雇主為研究對象

，發放問卷734份，有效回收雇主問卷80份和畢業生問卷163份，資料以SPSS12.0統計軟體進行包括信度分析、描述性統計

與獨立樣本t檢定等方法進行資料分析，然後就分析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結果有兩點： 一、產業界與畢業生對

核心能力重要度分析，並發現產業界對核心能力之重要度認知一般均大於畢業生之看法。 二、本研究針對課程規劃提出兩

點建議，包含未來可以開設之課程與現有課程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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