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大會計一路走來，始終以「課程創新」為基礎，更以「價值創新」的投入與實踐，不斷

回應時代需求，創造會計新價值。

推動教育產業化

有些企業主常會提到「產學落差」，找不到「對的人」，但這件事在政大會計絕不會發

生。曾任政大商學院院長、第十一任系主任蘇瓜藤教授，神情自若地說：「因為我們用

『下游導向』的企業化經營思維，不斷去理解業界變化，當變化一發生就啟動我們去做課

程上的調整。」

秉持著「教育產業化」的嶄新思維，蘇瓜藤教授帶領系上教師拜訪大型會計師事務所，以

了解學生未來就業需求及人才規格；培養學生業界所期盼的三大能力：國際觀、語言力及

資訊力；此外，更延請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開課，使學生知識與時俱進。「產學合作」雖不

是新鮮事，但在課程與教學規劃的深度與廣度上，政大絕對是首屈一指。

「不打開思維，是沒辦法國際化的；封閉思維下設計的課程將會跟現實脫離。因此，課程

必須做前瞻性的規劃，」蘇瓜藤教授說。為此，他在任內規劃及推動成立碩士班稅務組，

以培養具國際觀的高階稅務人才、為加強會計資訊系統師資，特聘資管系優秀師資人才

等。此外，著手規劃「國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簡稱AACSB）會計教學品質認證，後來在第十四任系主任諶家蘭教

授任內啟動，經過全系師生共同努力，歷時四年終於在第十五任系主任金成隆教授內達成

認證。

歡喜迎接政大會計一甲子的生日，蘇瓜藤教授說，「雖然我唸的是政大企管系，但在會計

系修了很多門課，碩士班也是在會計系度過，那是一段學習如何成長、關懷與感恩的快樂

充實時光。期盼政大會計系生日快樂、年年快樂，持續引領全國培養優質人才！」

學習跨領域平衡

大學時期就讀統計系，後來選擇以會計為一生志業的第十二任系主任許崇源教授，曾擔任

政大第三部門研究中心主任、參與兩稅合一制度的設計，目前則參與長照機構會計準則的

制定。

對於會計知識如何與實務結合，許崇源教授表示，會計人在具備會計專業之外，最好還能

結合其他領域的專業，「政大會計系規劃8至9個副修領域讓學生選擇，學習從不同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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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去觀察、去判斷。這樣的思維模式才能提供一條真正有利於己、有利於家、有利於

社會的育才之道。」

許崇源教授擔任會計系系主任期間，鼓勵學生參與各項辯論比賽、會計盃的男生籃球隊及

女生排球隊、校慶啦啦隊等活動，希望激發學生團隊合作的熱情與經驗，甚至向會計師事

務所推薦學生時，強調的不只是其專業有多好，更是他們參與球隊的熱情、團隊的協作能

力，而這些都是成功者的特質。

會計的最高原則是「平衡」，許崇源教授期許學生跨越領域的藩籬，取得專業平衡來因應

社會及企業需求，更希望他們能運用會計智慧取得人生的平衡，「在兼顧工作與身心的狀

態下，達成多元的人生目標，開展屬於自己的美好人生。」

活用會計智慧

提到新時代下會計人的自我定位，第十三任系主任陳明進教授認為，提升自己提供資訊的

附加價值益顯重要。會計教育的核心就在幫助學生思考「會計的價值」，系所規劃也要回

應新環境，「在培育一代又一代的學生之餘，我們同時也在創造會計的新價值，」陳明進

教授說。

政大會計系在第五個10年，相當積極於與實務界合作開課，例如自2006年開始與台灣四

大會計師事務所合作，辦理大三以上學生選修的「審計實務實習」課程，讓會計師事務所

將學生當作團隊成員，傳授業界實務，而學生結業後需發表實習心得。透過這樣結構化實

習的機制，幫助學生所學能與實務更加結合。







除了課程規劃，政大會計系在致力擴大自身研究能量上不遺餘力，「將研究成果作為國家

政策發展的參考，這是我們的社會責任，」陳明進教授說，當時鑒於兩岸互動日益密切，

但以台商為主題的會計研究較少，因此辦理「台商及大陸企業經營管理與會計研究」計

畫；而「中國大陸博士生與青年教師來台研習」（蹲點計劃）等活動，亦有效促進兩岸會

計學界的交流。

面對國際化社會，陳明進教授特別提出「會計智慧」的重要，「現代人必須具備資訊理解

的應用能力、了解交易的經濟本質，因為財務數據資料在許多重要事情的決策上，具有極

為關鍵的考量，尤其在商業與經濟活動。」陳明進教授說：「政大會計會持續為培育具國

際視野的未來人才而努力，讓學生能夠運用資訊提升價值，讓更多人理解與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