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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大專校院學生自治諮詢顧問團服務」推動方式 

114年 2月 18日核定 

一、 目的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下稱本署）致力推動「大專校院學生會

輔導與推動計畫」，培力學生會夥伴相關基礎知能，並與校方建

立緊密行政夥伴關係。現為讓學生自治能於校園持續扎根，除透

過各校學生會業務相關資源挹注外，更於 114年起規劃邀請學生

自治資深學長姐、學生自治實務工作者或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等，

籌組「學生自治諮詢顧問團」，協助各校學生會於會務推動時釐

清疑義，並給予運作建議，以達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會於校園運作

健全目標。 

二、 申請單位/對象 

各大專校院學生會（請統一以學生會名義提出）。 

三、 顧問團成員 

具法律、財務背景、輔導學生會運作經驗之專家學者/實務

工作者、學生自治資深學長姐等。另學生會可依額外需求提供建

議邀請人員名單，經本署同意後邀約。顧問團成員皆由本署支應

諮詢費及交通費，另視情況提供住宿費。 

四、 諮詢項目 

(一) 有關本署「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展」解鎖認證項目： 

1. 學生權益：如校級會議參與、學生權益校務討論、推動校

園倡議、學生意見蒐集與反映等。 

2. 法規暨組織運作：如學生會組織法規修訂、組織權責分工、

幹部知能培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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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度計畫暨財務制度：如學生會年度計畫訂定、財務自主、

財務制度建立（經費報支、資訊公開等）。 

(二) 選舉制度：其他校內學生會等組織於運作所遇問題 (如人才

交接與傳承、二權【行政權與立法權】溝通衝突、領導溝通

與協調、公關及危機處理、校內活動企劃推展、校園倡議、

經費管理（含資金募集）等)。 

(三) 若學生會提出為「法規」相關事項，本署可另行協助學生會

進行有關法規檢視服務。 

五、 申請期間與額度 

(一) 當年度至 11月 30日皆可申請。 

(二) 每校同一年度最多以申請 2次為原則；另可衡酌學生會運作

情形，經本署評估後同意增加諮詢次數。 

六、 申請及諮詢流程 

(一) 申請階段：申請單位至本署「大專校院學生會資訊交流平臺」

（https://sa.yda.gov.tw/）「計畫與補助」專區，點選「大

專校院學生自治諮詢顧問團服務」填報申請資料，填報後點

選「送出報名表」鍵，完成申請程序。 

(二) 受理階段：由承辦單位確認申請案件，於 3日內與申請單位

確認問題及訴求，彙整後報請本署媒合派員提供諮詢服務。

若經評估，諮詢內容較為簡單，可由本署逕行回復。 

(三) 服務階段： 

1. 提供線上、實體 2種諮詢方式，由申請單位提出需求，另

經顧問團成員評估諮詢議題屬較為特殊或複雜，可實際到

校瞭解並提供諮詢服務，以協助檢視組織運作情形並提供

相關意見，帶領學生思考未來可行執行方式。 

2. 本署將視情況派員出席，俾利瞭解各校學生自治發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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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追蹤階段：由本署依各校情況評估是否持續追蹤輔導。 

(五) 記錄輔導情形：諮詢內容應作成紀錄，並上傳資訊交流平臺，

俾利本署掌握與追蹤各案件執行情形。 

七、 共識會議：依本署需求召開顧問團成員共識會議，並於會議中討

論諮詢過程所遇疑義、統整各校學生會諮詢問題等，並提出改善

建言，據以研議未來學生會輔導計畫精進措施，並於相關活動或

會議中加強案例宣導。 

八、 預期效益 

(一) 協助至少 20 校學生會在校內運作能更加健全與提升獨立自

主性，並培力學生會幹部相關專業知能。 

(二) 持續建立校方與學生間行政夥伴關係，並對於學生自治有更

進一步認知與共識，累積學生會運作量能。 

(三) 增進學生會於校內運作曝光度，提升一般學生對於學生會認

同度，從而加入學生會或關注校園公共事務。 

九、 其他注意事項 

(一) 諮詢過程應尊重性別多元、個別差異及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

體之自主，避免以不受歡迎之言詞、行為，騷擾或侵害他人；

並應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跟蹤騷擾防制法、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相關法令之規定。 

(二) 考量資源有限，若經本署評估諮詢項目相似，經申請單位同

意將併同辦理。 

(三) 本署有調整、修改、變更或暫停之權利，並保有最終解釋權，

如有未竟事宜，悉依相關規定或解釋，並得隨時補充說明，

並於本署「大專校院學生會資訊交流平臺」公告。 

十、 推動方式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