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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基本資料 

姓名(中、英文)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國籍及身分證字號 相片 

陳谷劦 

Chen, Ku-Hsieh 
男 年  月  日 

▓ 僅具中華民國國籍 

身分證字號:               

□ 具本國以外其他國籍    

具      國國籍 

 

 

通訊處： 

電話：                        行動： 

傳真：                        email：khchen@ni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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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服  務  機  關  名  稱  專（兼）任 現職（職級） 
教授證書字號 

及起資年月 

國立宜蘭大學 專任 教授 
教字 140101號 

民國 103年 8月 

學 

歷 

學    校     名     稱 院  系  所 學位名稱 領受學位年月 

世新大學 經濟學系碩士班 碩士 民國 92年 7月 

淡江大學 產業經濟學系博士班 博士 民國 97年 1月 

經 
 

歷 
 
(

含
學
術
行
政
經
歷) 

服  務  機  關  名  稱 專（兼）任 職稱（職級） 任職起訖年月 

國立宜蘭大學 兼任 主任秘書 
民國 109年 8月 

迄今 

國立宜蘭大學 

校務研究辦公室 
兼任 執行長 

民國 109年 8月 

迄今 

國立宜蘭大學 

人文及管理學院 
兼任 副院長 

民國 109年 2月至 

民國 110年 8月 

國立宜蘭大學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專任 教授 

民國 108年 8月 

迄今 

國立宜蘭大學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兼任 教授 

民國 106年 2月至 

民國 106年 7月 

佛光大學  

通識教育委員會 
兼任 執行長 

民國 106年 8月至 

民國 108年 7月 

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專任 教授 

民國 103年 8月至 

民國 108年 7月 



國立宜蘭大學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 
兼任 副教授 

民國 103年 8月至 

民國 104年 1月 

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兼任 系主任 

民國 102年 8月至 

民國 105年 7月 

世新大學 

經濟學系  
兼任 副教授 

民國 101年 8月至 

民國 102年 1月 

佛光大學  

資產評價研究中心  
兼任 

主任 

執行長 

民國 100年 8月至 

民國 108年 7月 

佛光大學  

管理學系  
兼任 系主任 

民國 100年 8月至 

民國 102年 7月 

佛光大學  

管理學系 
專任 副教授 

民國 99年 8月至 

民國 102年 7月 

佛光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專任 助理教授 

民國 97年 8月至 

民國 99年 7月 

世新大學  

經濟學系  
兼任 助理教授 

民國 97年 2月至 

民國 97年 7月 

明新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兼任 助理教授 

民國 97年 2月至 

民國 97年 7月 

淡江大學  

經濟學系 
兼任 講師 

民國 93年 8月至 

民國 97年 7月 

宏遠證券  

債券部 
專任 

襄理 

自營交易員 

民國 85年 12月至 

民國 92年 10月 

註：請附最高學歷、教授或相當教授資格之證件影本及各項經歷之服務證明影本。 



二、著作、作品、或發明目錄 

期刊論文： 

 Chen, Ku-Hsie, J. Elston, J.Y. Zhang and P.H. Chen (2023) “Are family 

firms more efficient? Revisiting the U-shaped curve of firm scale and 

efficiency,”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forthcoming. (SSCI). IF: 8.081 (5 

years) for 2021. 

 Chen, Ku-Hsieh*, P.H. Chen, Y.J. Lin, and C.F. Chi (2022) “To sell the 

cow and drink the milk: How could China harmonize its growth and 

ris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7, 2949-2964. (SSCI) 

 Chen, Ku-Hsieh* (2021) “Depreciate to save the economy? An empirical 

evidence worldwid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6, 

1563-1585. (SSCI) 

 Chen, Ku-Hsieh*, T.Y. Chen, and H.H. Lin (2020) “A U‐shaped curve 

phenomenon of international language on output growth: Empirical 

evidence,” Applied Economic Letters, 27, 605-614. (SSCI) 

 Chen, Ku-Hsieh*, J.C. Cheng, J.M. Lee, L.Y. Li, and S.Y. Peng (2020) 

“Energy Efficiency: Indicator, Estimation, and a New Idea,” 

Sustainability, 12, 1944. (MOST 109-2410-H-197-005 -) (SSCI) 

 Chen, Ku-Hsieh*, J.C. Cheng, J.M. Lee, and C.C. Chen (2020) “Gain 

from integration? An empirical hint from the Eurozone,” European 

Review, 28, 483-512. (MOST 104-2410-H-431-002 -) (SSCI) 

 Y.H. Lu, Ku-Hsieh Chen*, J.C. Cheng, C.C. Chen and S.Y. Li (2019)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Productivity on Fossil Fuel Power Plants in 

the U.S.,” Sustainability, 11, 6907. (SSCI) 

 Chiu, Y.L., Ku-Hsieh Chen, J.N. Wang, Y.T. Hsu (2019) “The impact of 

online movie word-of-mouth on consumer choice: a comparison of 

American and Chinese consumers,”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36. 

996-1025. (SSCI) 

 Chiu, Y.L., Ku-Hsieh Chen, Y.T. Hsu, J.N. Wang (2019) “Understanding 

the perceived quality of professor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n various 

discipline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teaching at top colleges,” 

Assessment &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44, 449-462. (SSCI) 

 Chen, Ku-Hsieh*, J.C. Cheng, J.M. Lee, and C.F. Chi (2019) “Is full 

efficiency achievable?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in 

Taiwan,”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37, 195-209. (MOST 

103-2410-H-431 -002 -) (SSCI) 

 Chen, Ku-Hsieh*, H.Y. Yang, J.M. Lee, and C.F. Chi (2016) “The impact 

of energy prices o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ergy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Taiwan, Energy Efficiency, 9, 1329-1349. (SSCI) 

 Lee, J.M.*, Ku-Hsieh Chen, J.N. Wang (2016) “The Relation between 

Bond Funds Investor Flows and Volatility,”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61, 1150102. (SSCI) 

 Lu, Y.H., Ku-Hsieh Chen*, and C.C. Wu (2015)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of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Biotech Industry – an 

Application of the Generalized Metafrontier 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 Agricultural Economics (Zemedelska Ekonomika), 61, 116-134. 

(SSCI) 

 Lee, J.M.*, Ku-Hsieh Chen, and C.H. Cho (201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2 emissions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OECD countries,”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60, 1150117. (SSCI) 

 Chen, Ku-Hsieh*, J. M. Lee, and C.H. You (2014) “Who upholds the 

surging gold price? The role of the central bank worldwide,” Applied 

Economics, 46: 22, 2557-2575. (NSC 102-2410-H-431-003 -) (SSCI) 

 Chen, Ku-Hsieh*, and S.N. Ghosh (2014) “Threshold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regimes for the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48: 2, 223-254. (NSC 100-2410-H-431 -006 -) (Econlit) 

 Lu, Y.H., and Ku-Hsieh Chen* (2013) “Appraising the cost Efficiency of 

higher technolog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aiwan 

using the Metafrontier cost-function model,”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54, 627-663. (SSCI). 

 Chen, Ku-Hsieh* (2012) “Incorporating risk input into the analysis of 

bank productivity: Application to the Taiwanese banking industry,”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36, 1911-1927. (NSC 99-2410-H-431-009)  

(SSCI) 

 Chen, Ku-Hsieh* and H.Y. Yang (2011) “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of 

productivity growth using a generalized metafrontier 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 with application to banking industries in Taiwan 

and China,”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35: 2, 197-212. (SSCI). 

 Chen, Ku-Hsieh* and H.Y. Yang (2011) “Revealing the international 

spillovers Structure of Innovation for Asian region,” Global Economic 

Review, 40:1, 83-121. (NSC 98-2410-H-431-009) (SSCI) 

 Chen, Ku-Hsieh*, H.M. Hsiao, and H.Y. Yang (2010) “Spillover effects 

of innovation: Taiwanese evidence,” Applied Economics, 42: 26, 

3417-3437. (SSCI) 

 Huang, Y.J., Ku-Hsieh Chen* and C.H. Yang (2010) “Cost efficiency 

and optimal scale of Taiwan's electricity distribution industry: an 



application of Metafrontier analysis,” Energy Economics, 32:1, 15-23. 

(SSCI). 

 Chen, Ku-Hsieh*, and H.Y. Yang (2010) “Apprais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opening-up to Mainland Chinese tourist arrivals’ policy 

on Taiwan with a tourism-CGE model,” Asia-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15: 2, 156-175. 

 Chen, Ku-Hsieh*, Y.J. Huang, and C.H. Yang (2009) “Analysis of 

regiona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a: a generalized Metafrontier MPI 

approach,”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 4, 777-792. (SSCI) 

 Yang, H.Y., and Ku-Hsieh Chen* (2009) “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impact of a Tourism crisis: a cast study of the 

SARS epidemic in Taiwan,” Journal of Policy Research in Tourism, Leisure 

and Events, 1: 1, 37-60. (ESCI) 

 Chen, Ku-Hsieh* and C.H. Yang (2009) “Are small firms really less 

efficient?”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32: 4, 375-395. (SSCI). 

 Yang, C.H., Ku-Hsieh Chen*, and Y.J. Huang (2009) “Are R&D firms 

more efficient? Two-step switching 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n Management, 7: 4, 62-74. (Econlit)  

 陳谷劦* and 楊浩彥(2008)「共同邊界Malmquist 生產力指數的延伸: 

跨國總體資料的實證分析」，經濟論文叢刊, 36, 551-580。(Econlit, TSSCI) 

 Chen, Ku-Hsieh* (2007) “The Impact of Agglomerative Industrial 

Dynamic Externalities on Regional Technology Gaps: The Case of the 

ICT Industry in Taiwan,”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Regional Studies, 13: 3, 

325-350. (Econlit) 

教材書藉： 

 陳谷劦等 (2018) 總體經濟學, 空大, 台灣。 

 陳谷劦等 (2017) 個體經濟學, 空大, 台灣。 

專書論文： 

 Hu, Ming-Wen* and Ku-Hsieh Chen (2007) “Entrepreneurial Entry 

Decisions: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aiwan,” Chapter 3 in 

T.F.L. Yu (eds.) Taiwan'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 Systems and Government, Nova 

Science, 2007/04. (具雙向匿名審查機制) 

註： 1.請依期刊及會議論文、專書著作、專利及發明等分類填列。 

2.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三、學術獎勵及榮譽事項 

授 獎 單 位 內 容 時 間 文 號 

國科會 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獎勵 104年  

科技部 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獎勵 103年  

教育部 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獎勵 102-104年  

科技部 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獎勵 102年  

科技部 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獎勵 101年  

科技部 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獎勵 100年  

科技部 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獎勵 99年  

    

    

    

    

    

註：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四、院務發展理念摘要 

謹以「多元、開放、兼容、尊重、公平、自主, 平台式服務的學院, 打造, 

以我們自己的方式」為訴求, 向諸位表達本人參加國立宜蘭大學 (以下簡稱宜

大) 人文及管理學院 (以下簡稱人管院) 第八任院長遴選的意願與決心。 

大學組織體制中, 學院的根本功能在於扮演介於校與系間「校務治理」、

「縱向協調」、「橫向溝通」, 以及「跨域整合」的最大公約數。國立宜蘭大

學人文及管理學院自民國 92年起設立至今將屆 20年, 期間歷經七任院長, 在

前輩們的共同努力耕耘下雖擴充茁壯, 惟每個世代都有其階段性課題, 為追

求「由好到卓越」, 穩健因應「少子化衝擊」, 現階段至少需要三個層面的認

知與工作已刻不容緩, 一為「既有體質盤檢」, 二為「共同願景擘劃」, 三為

「執行策略擬定」, 方能為當前人管院的成長轉骨期, 提供所需的關鍵環境、

資源與養分, 此為第八任院長所責無旁貸的職責。 

就「既有體質盤檢」層面, 人管院至今廣納了經濟、管理、智農、財金、

體育、餐旅、外語、文學、休閒、數據等多面向領域, 此迥異於宜大其他學院

的性質, 需有核心論述邏輯的收斂, 以資為下階段的發展凝聚中心思想與核

心路線。事實上, 人管院的現況並發散, 反而恰是透過多元化來體現範疇與規

模經濟的整合體, 如同百貨公司 (Department store), 各樓層 (如同學系) 有

其功能屬性, 而各樓層中各商家 (如同教研室) 有其專業訴求, 至於總管理處 

(如同學院) 所提供的服務, 則在於環境氛圍營造、行政資源支援、整合推廣

協調等功能, 各成員有明確的分工定位, 進而衍生相互拉擡、良性循環的效

果。具備上述認知, 學系、教師、學生將更有方向感與歸屬感, 在「合而不同」

下, 更多的兼容可消除彼此競爭、排擠、懷疑, 抑或冷漠, 也避免因集體共識

的不一致, 致使內部矛盾與耗損的擴大。是故, 以「綜合體」性質的人管院, 要

能在下一階段順利轉骨成長, 需要建立一個能串接多元屬性的介面, 來形塑

一套核心的論述邏輯, 成為生命共同體的平台。 

就「共同願景擘劃」層面, 人管院的成員都朝向目標努力著, 此無庸置疑,

惟個別的目標, 所成就的是怎麼樣的共同願景與集體方向? 承繼前人所積累

的基礎, 在我輩接手的未來三年後, 人管院將是怎麼樣的景象? 整體的社會

貢獻、影響力是否會有再提升? 教師的成就是否會有再累積、更卓越? 學生

的素質與專業是否會有再優化、更具競爭力? 組織的運營是否能提供給成員

更具安身立命的條件? 就如同一部車, 要開向哪裡? 何時抵達? 走哪條路? 

能否安穩順暢? 在啟動前, 通常有明確的想法。組織是人的組合, 雖人與人不

同, 然會聚集於一個組織, 定有其共通之處。是故, 以「綜合體」性質的人管

院, 要能下階段順利轉骨成長, 需要擘劃一個能更尊重多元、更廣開言路、能

收攏組織成員目標成為共通願景、凝聚認同, 進而驅動組織有效推進的平台。 

就「執行策略擬定」層面, 在正視自身的本質特性, 明白想要達到的景象, 

整合手邊可運用的資源, 瞭解眼前可利用的時間後, 接下來所需要的, 是築夢



踏實的策略路徑, 以及堅毅篤實的執行團隊。一個人可以走得快, 一班人可以

走得遠, 面對著共同願景, 人管院需要建立多元構面任務的策略執行小組, 以

分頭、分工推進, 此需要前述的認知與認同來驅動, 更需要領路人真誠、意志

的態度, 以及溝通與協調的能力來推動。是故, 以「綜合體」性質的人管院, 要

能在下階段順利轉骨成長, 需要以打造一個能整合、動員組織成員的平台, 基

於認知與認同, 透過專業分工, 共同研議、擬定、執行策略。 

整合以上, 谷劦就此提出「多元、開放、兼容、尊重、公平、自主, 平台

式服務的學院, 打造, 以我們自己的方式」的訴求, 做為未來三年人管院走向

的定調。 

平台式服務的學院是屬於滋養性質的園地, 兼容著「學生」、「教師」、

「社會」、「產業」等四大構面群體的期待, 在此紮根共生, 也相互串接成為

彼此的資源。就「學生」構面, 人管院學生對修業目標、現處環境、實務出路、

學習資源等, 需要更多的信心與認同, 這需要全套邏輯論述的重建, 對此谷劦

將分別與各學制共同檢閱課程內涵, 並在以學生為本的基礎上, 做必要且適

當的調整。就「教師」構面, 人管院教師對學術升等、意見表達、適性發展、

機會拓展等, 需要更多的開放、尊重與包容, 這需要以人管院「多元綜合體屬

性」論述的認同為基底做更多溝通, 並做相應的風氣與法規調整, 來形成文化

與制度為支持。就「社會」構面, 外部社會對人管院的期待, 在於教育出有品

德涵養、自發負責的學生, 言談進退有據、知己知本、明理懂事, 至少有「存

好心、說好話、做好事」的具象表現, 此固不易, 但不能因而不做, 有意義的

事至少可以由認為願做、該做、想做的師生先做, 逐項去做, 量少無礙, 由外

在行為轉內在認同來向他人擴散。此外, 外部社會尚有回流進修的需要, 並有

也期待有其所認同之濟貧救急途徑與模式, 都是人管院值得扮演社會軟核心, 

再擴大社會影響力可以做的事。就「產業」構面, 如果產業視宜大為人才與技

術資源, 那人管院應可扮演宜大與產業的對接與整合的介面, 藉由對產業的

對話與服務來導入實務內涵, 並廣開學生的實習、就業路徑, 也能拓展教師透

過產學合作機會來參與實務, 進一步擴大社會影響力的能耐。 

平台式服務的學院是有思考、能執行的團隊, 至少有「招生」、「空間」、

「學程」等三大命題需面對, 在格局擴大、視角拉高的改變下, 轉念問題為命

題、轉化危機為契機。具體地說, 就「招生」命題, 可改「被動因應少子化」

為「積極推動適性就學」為轉念點, 支持「宜大招生策略小組」並合作, 將「中

段生」視為主要受眾群體, 以人管院的特色優勢為其量身訂製說帖與菜單, 並

由「人管院招生策略小組」專責執行推動。就「空間」命題, 可以「探尋更好

的可能」為轉念點, 來鬆脫目前已頂死的人管院空間搬遷集中議題矛盾, 此議

題的意見正反皆有, 不如以更開放的態度, 透過規劃來探尋更多的機會與更

好的可能。就「學程」命題, 人工智慧與數據已是大勢所趨, 與其迴避, 不如

接受它、駕馭它, 轉優勢為我用, 讓人管院軟性學科有硬底表現, 試想當人管

院學生都有跨域數據應用能力的景象。大數據學程是啟動得早, 提前準備、逐



步加溫, 正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在「資源不排擠而是加值、領域不僭越而是應

用、負擔不加重而是分工」的原則上, 值得向學院、全校, 甚至結合多元、加

深、加廣課程, 成為向高中招生的資源。 

再次以「多元、開放、兼容、尊重、公平、自主, 平台式服務的學院, 打

造, 以我們自己的方式」為訴求, 向諸位表達本人參加國立宜蘭大學 (以下簡

稱宜大) 人文及管理學院 (以下簡稱人管院) 第八任院長遴選的意願與決心。 

感謝您的審閱與指教!  

 

國立宜蘭大學人文及管理學院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教授陳谷劦 

 

 

于國立宜蘭大學教穡大學 702-4研究室 

2023年 4月 4日 

 

註：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