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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程式能力檢定(CPE)簡介 

中山大學資工系 楊昌彪  2023/03/20 

CPE 網站： https://cpe.cse.nsysu.edu.tw/  

摘要： 

大學程式能力檢定 (Collegiate Programming Examination, 簡稱CPE)旨在提升大專學生

與相關人員的程式設計能力，由考生透過線上程式設計，利用電腦自動評判，以檢測程式

設計能力。2010 年 6 月開辦 CPE，2012 年以及之後，每年均舉辦四次 CPE。最近的 CPE，

每一次都有四十餘校參與協辦，考生超過 2000 人(最多一次考生，已超過 2700 人)。CPE 採

取現場程式上機考試，封閉與考試無關之網路。目前題目來自著名  Online judge 網站 

https://onlinejudge.org/ (超過 4500 題，收集自歷次程式競賽題目)，涵蓋難、中、易範圍，極

適合大二「資料結構」課程以上的程度。大專學生免費，高中以下學生 400 元，社會人士

500 元。若需要成績證明書，大專學生 100 元，高中以下學生 100 元，社會人士 200 元。 

CPE 的目標是做為全台灣「程式能力檢定」的標準，有如英文的多益或全民英檢。CPE

希望藉由考試檢定的手段，提升全台灣學生的程式設計能力。有些大學已將 CPE 成績採計

為碩士班入學招生參考標準之一；有些大學採計 CPE 成績為大學部學生畢業門檻；各校高

階程式設計課程(如資料結構、演算法)也非常適合以 CPE 成績作為上機考試之成績。 

 

一、緣起 

ICPC (International Collegiate Programming Contest，國際大學程式競賽，原名 ACM 

ICPC)自從 1970 年代開創以來，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已經成為全球電腦界中歷史最悠久

且最具影響力的程式競賽。以 2021-2022 年為例，參加各地區域賽的隊伍超過一萬隊，涵蓋

111 個國家以及超過 2500 個大學。程式競賽(各地區域賽、世界總決賽)之後，歷次的比賽題

目全部收錄於 Online judge 網站(2020 以前稱為 UVA Online judge)，目前累積超過 4500 題，

成為各國學生提升程式能力的練習網站。 

為了提升國內學生的程式能力，各大學相關教授於 2009 年組織了「國際計算機器協會

程式競賽台灣協會」，做為跨校交流與合作的平台。該協會並於 2011 年 2 月通過「組織章

程」、「大學程式能力檢定辦理要點」、「大學程式能力檢定考試規則」。為使組織更進

一步法制化，以更順利推動各項事務，故於 2013/11/30 召開正式成立大會，正式名稱為「臺

灣國際計算機器程式競賽暨檢定學會」(ACM-ICPC Contest Council for Taiwan，簡稱

ACM-ICPC Taiwan Council)，並成為內政部登記在案的正式學會。該學會下設有一個「大學

程式能力檢定委員會」 (Collegiate Programming Examination Committee, 簡稱 CPE 

Committee)，負責推動辦理 CPE 程式檢定考式。學會於 2022 年 5 月更名為｢臺灣程式競賽

暨檢定學會」，英文名稱更名為 Association of Taiwan Computer Programming Contest 

(TCPC)。 

2010 年由交通大學主辦 CPE(原名為 GPE)，首度於 2010 年 6 月由交通大學與中山大

學跨校試辦，2010、2011 年各辦理三次，2012 之後每年各四次(其中 2021 年 5 月因 COVID-19

肺炎疫情嚴峻而停辦一次)。2011~2023 年由中山大學主辦，2010 年 6 月~2013 年 5 月，電

腦評判系統之維運由交通大學黃世昆教授負責。自 2013 年 6 月起，電腦評判系統之維運由

https://cpe.cse.nsysu.edu.tw/
https://onlinejudg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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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謝育平教授負責(瘋狂程設)。目前已超過 40 個學校參與協辦成為考場，每次考生

人數超過 2000 人(2019/12/17 到考考生人數為 2744 人)。 

CPE 的可能用途如下： 

 單一課程上機考試。 

 各校校內程式設計競賽。 

 各大學資訊相關學系畢業檢定。CPE 成績已被採計或可抵免為學士班畢業門檻之學

校如下： 

大同大學、中山大學、中正大學、中央大學、元智大學、 

台中教育大學、台北大學、台北市立大學、陽明交通大學、金門大學、 

東華大學、虎尾科技大學、屏東大學、高雄大學、逢甲大學、 

雲林科技大學、勤益科技大學、彰化師範大學、銘傳大學、澎湖科技大學、 

靜宜大學、聯合大學 

(另，交通大學、東華大學、長庚大學、雲林科技大學訂為碩士班畢業門檻） 

 研究所入學考參考標準。已將 CPE 成績採計為碩士班入學招生參考標準之一的學校

如下： 

中山大學、中正大學、中央大學、中興大學、台中教育大學、 

台北大學、交通大學、清華大學、高雄大學、高雄科技大學、 

雲林科技大學 

 廠商徵才。 

 提升個人程式設計能力。 

CPE 的特色作法如下： 

 利用外部題目資源(源自於 UVA online judge 題目庫，或類似題目)，涵蓋難、中、易

範圍，以檢測學生平均程式能力。 

 CPE 有客觀的分級機制，有助於學生瞭解自己的程式設計能力。 

 跨校競爭，刺激學習意願。 

 大專(學士班或研究所)在學學生均可免費報名 (高中以下學生收費 400 元，社會人士

收費 500 元)。 

 跨校同步作業，節省各校系統維護與選命題的負荷。 

 不受時空限制，每年可以辦理多次，考場數量可彈性增加或減少。 

二、國際大學程式競賽(ICPC) 

2.1 國際大學程式競賽簡介 

ICPC (International Collegiate Programming Contest，國際大學程式競賽，原名為 ACM 

ICPC) 是由 ACM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國際計算機器協會) 主辦的一年一

次之程式競賽。藉由競賽的方式來展示大學生創新能力、團隊精神和在壓力下編寫程式、

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自從 1970 年代以來，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ICPC 已經成為全球

電腦界中歷史最悠久以及最具影響力的競賽。自 2019 起，此競賽成為一個獨立運作的組織，

名稱由原名 ACM ICPC 改名為 ICPC。受到肺炎疫情影響，2020 年總決賽延後一年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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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於莫斯科舉行， 2021 年世界總決賽，延後一年至 2022 年 11 月在孟加拉達卡

(Dhaka, Bangladesh)舉行 。下圖為 ICPC 總決賽網站：  

 

 

目前國內每年由教育部主辦「全國大專電腦軟體設計競賽」，並推薦表現優秀之隊伍參

加每年十一月或十二月舉辦之「亞洲區台灣賽區大專程式設計競賽」，該競賽成績最優之隊

伍將可再獲推薦參加隔年二月至六月間舉辦之「ICPC 世界總決賽」(ICPC World Finals)。第

37 屆 ICPC 世界總決賽於 2013 年 7 月在俄羅斯聖彼得堡舉行；第 38 屆於 2014 年 6 月在俄

羅斯的葉卡捷琳堡(Ekaterinburg)舉行；2015 年第 39 屆於 2015 年 5 月在非洲摩洛哥的馬拉

喀什(Marrakesh)舉行 2015 年；第 40 屆於 2016 年 5 月在泰國普吉島(Phuket, Thailand)舉行；

第 41 屆於 2017 年 5 月在美國拉皮德城(Rapid City, USA)舉行；；第 42 屆於 2018 年 4 月在

中國北京舉行；；第 43 屆於 2019 年 4 月在葡萄牙波多(Porto)舉行；第 44 屆於 2021 年 10

月(延後一在俄羅斯莫斯科(Moscow)舉行；第 45 屆於 2022 年 11 月(延後一年)在孟加拉達

卡(Dhaka, Bangladesh)。2013~2022 年的世界總決賽均是由全球 39 個區域賽中，超過 10000

個隊伍中，分別精選出 119、122、128、128、133、140、140 隊進入總決賽。換言之，若

包含參加各國教育單位舉辦的國內初賽，事實上是從全球超過 30 萬個競賽學生中，所挑選

出最頂尖的學生。經過激烈的競爭之後，ICPC 2013 世界總決賽由俄羅斯的國立聖彼得堡

資訊科技、機械與光學大學奪冠，2014 年由俄羅斯的聖彼得堡國立大學奪冠，2015 年由國

立聖彼得堡資訊科技、機械與光學大學奪冠，2016 年由聖彼得堡國立大學奪冠，2017 年由

國立聖彼得堡資訊科技、機械與光學大學奪冠，2018、2019 年由莫斯科國立大學奪冠，2021

年由俄羅斯 Nizhni Novgorod University 奪冠、2022 年由美國 MIT 大學奪冠。台灣的參賽

隊伍有史以來最佳成績是 2010 年，由台灣大學總榮獲總決賽榮獲第三名。 

下表是自 1997 年以來的 ICPC 總決賽隊伍數量與冠軍隊伍： 

year place country university site team 
fina

l 
champions 

1997 San Jose  560  1100 50 Harvey Mudd College (USA) 

1998 Atlanta   49 1250 54 Charles University (Czech) 

1999 Eindhoven 59 839 63 1900 62 University of Waterloo (Canada)  

2000 Orlando    2400 60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Russia) 

2001 Vancouver 70 1079  2700 64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Russia) 

2002 Honolulu 67 1300  3082 64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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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Beverly 

Hills 
68 1329 106 3835 70 Warsaw University (Poland) 

2004 Prague 75 1411 127 3105 73 
St. Petersburg Institute of Fine Mechanics 

and Optics (Russia) 

2005 Shanghai     78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China) 

2006 San Antonio 84 1737 183 5606 83 Saratov State University (Russia) 

2007 Tokyo 82 1756 205 6099 88 Warsaw University (Poland) 

2008 Banff  1821 213 6700 100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of IT, 

Mechanics, and Optics (Russia) 

2009 Stockholm 88 1838  7109 100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of IT, 

Mechanics, and Optics (Russia) 

2010 Harbin 82 1931 242 7900 103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China) 

2011 Orlando 88 2070 280 8305 100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2012 Warsaw 85 2219  8478 112 

St. Petersburg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IT, Mechanics, and Optics 

(Russia) 

2013 
St. 

Petersburg 
91 2322  9800 119 

St. Petersburg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IT, Mechanics, and Optics 

(Russia) 

2014 Ekaterinburg 94 2286  10681 122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Russia) 

2015 Marrakesh 102 2736 481  128 

St. Petersburg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IT, Mechanics, and Optics 

(Russia) 

2016 Phuket     128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Russia) 

2017 Rapid City     133 

St. Petersburg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IT, Mechanics, and Optics 

(Russia) 

2018 Beijing     140 Moscow State University(Russia) 

2019 Porto 111    140 Moscow State University(Russia) 

2020       Postponed to 2021 

2021 Moscow 104 3406    Nizhni Novgorod University(Russia) 

2022 Dhak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由上表可知，ICPC 總決賽冠軍自 2012 以來幾乎都是俄羅斯的天下。台灣整體資訊國

力不錯，應可在這項象徵資訊奧林匹克的競賽中表現得更好，但這有賴全體資訊教育界的

努力與政府的支持。 

 

2.2 Online Judge 題目庫簡介 

ICPC 舉行四十餘年，所累積的寶貴資源，就是歷次的比賽題目。目前超過 4500 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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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於 Online judge 網站(https://onlinejudge.org/) (原名為 UVA online judge)，其首頁如下： 

 

 

 

全世界各地有許多人員在其上註冊帳號，進行練習，以提升程式設計能力。該網站也

會列出各題被解決的情形，以便讓人可以區分難易程度，如下： 

 
 

所有 Online Judge 題目有固定格式，每題包含 General Description、Input Format、Output 

Format、Sample Input、Sample Output 共五大部分。每題長度大約一至三頁左右。下圖為題

目範例： 

 

https://onlinejudg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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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Online Judge 題目庫分級 

雖然 Online Judge 題目庫對於每一題均有解題百分比，但仍不足以完全分辨其難易程

度。中山大學楊昌彪教授為了讓學習者(包含校內外)可以瞭解適合練習的題目，並配合課程

(高等程式設計與實作)採用為學生之實作題目，乃將題目區分為五個等級(解題時間是指非

常有經驗的程式高手，僅為估計值)，如下： 

 一顆星：學習完計算機概論之後即可解答(專家級選手解題時間 10 分以內) 

 二顆星：學習完資料結構之後才能解答或是苦工題(專家級選手解題時間 10~30 分) 

 三顆星：要有好的演算法或數學方法才能解答(專家級選手解題時間 30~100 分)  

 四顆星：要有特殊的演算法或是綜合多種演算法才能解答(專家級選手解題時間超過 100

分)  

 五顆星：超越四顆星的極特殊題目 

在超過 4500 題的題庫中，我們做出分級的題目已經超過 1000 題，都列於課程網頁上，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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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程式競賽暨檢定學會(TCPC)簡介簡介 

「亞洲區台灣賽區大專程式設計競賽」自 1995 年起，每年在台灣各大學輪流舉行。為

了提升國內各大學頂尖學生與一般學生的程式能力，廣納高中有程式設計潛力的學生，並

培訓國際程式競賽團隊，於是各大學相關教授於 2009 年組織了「國際計算機器協會程式競

賽台灣協會」，做為跨校交流與合作的平台。該協會並於 2011 年 2 月通過「國際計算機器

協會程式競賽台灣協會組織章程」、「大學程式能力檢定辦理要點」、「大學程式能力檢

定考試規則」。為使組織更進一步法制化，以更順利推動各項事務，故於 2013/11/30 召開

正式成立大會，正式名稱為為「臺灣國際計算機器程式競賽暨檢定學會」(ACM-ICPC Contest 

Council for Taiwan，簡稱 ACM-ICPC Taiwan Council)，並成為內政部登記在案的正式學會。

「大學程式能力檢定辦理要點」、「大學程式能力檢定考試規則」也已經訂正(詳如附件)。

中山大學楊昌彪教授自 2019 年起，擔任該學會理事長。學會於 2022 年 5 月更名為｢臺灣程

式競賽暨檢定學會」，英文名稱更名為 Association of Taiwan Computer Programming Contest 

(TCPC)。 

該學會下設四個委員會如下： 

1. 技術委員會(Technical Committee)：彙整程式競賽相關資源，督導程式競賽命題相關事

務，以及培訓學生程式能力。 

2. 私立大學競賽委員會(Private University Contest Committee)：辦理私立大學程式設計競

賽，協調承辦學校，並督導承辦學校依照相關流程辦理。 

3. 科技大學競賽委員會(Technology University Contest Committee)：辦理科技大學程式設計

競賽，協調承辦學校，並督導承辦學校依照相關流程辦理。 

4. 大學程式能力檢定委員會(Collegiate Programming Examination Committee, 簡稱 CPE 

Committee)：辦理大學程式能力檢定(CPE)，邀集協辦學校共同參與。組織 CPE 選題(命

題)委員會，並督導協辦學校依照相關流程舉辦 CPE 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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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學程式能力檢定(CPE) 

4.1 大學程式能力檢定簡介 

大學程式能力檢定 (Collegiate Programming Examination, 簡稱 CPE)旨在提升大專

學生與相關人員的程式設計能力，由考生透過線上程式設計，利用電腦自動評判，以檢測

程式設計能力。CPE 每年辦理四次，每一季一次。CPE 採電腦現場上機考試，由電腦自動

評判，並由各校派員監考。考試時，封閉與考試無關之網路。考生不能攜帶任何資料。大

專考生乃免費報名(高中以下學生收費 400 元，社會人士收費 500 元)。 

CPE 的運作區分為主辦學校、協辦學校、並另置技術團隊。 

1. 主辦學校之職責如下： 

(1) 徵求協辦學校。 

(2) 組織選題(命題)委員會，進行選題(命題)試務(包含擬定測試資料)。 

(3) 決定考試日期，對外宣傳。 

(4) 訂定及維護與考場相關之標準作業流程，並督導其流程運作。 

2. 協辦學校之職責如下：： 

(1) 提供電腦教室做為考場，並執行考場環境之安裝事宜。 

(2) 依循考場標準作業流程辦理當地考區試務(派人監考、核對考生身份、維持考場秩

序、處理偶發事件等)。 

(3) 新加入的協辦學校之考場負責人須與主辦學校簽訂「辦理意向書」。當該考場負責

人更換，或主辦學校更換時，須重新簽訂。 

2010 年 6 月，首度由交通大學與中山大學試辦跨校聯合程式能力檢定，效果不錯。2010

年由交通大學黃世昆教授主辦，共辦理三場。由於協辦學校不斷擴增，為了分攤工作負荷，

2011~2023 年中山大學為主辦學校，由楊昌彪教授負責。2010 年 6 月~2013 年 5 月，電腦評

判系統之維運由交通大學黃世昆教授負責。自 2013 年 6 月起，電腦評判系統之維運由銘傳

大學謝育平教授負責(瘋狂程設)。 

歷次參與學校詳見附件。歷次 CPE 協辦校數與考生人數如下(由於 COVID-19 肺炎疫

情，原訂 2020 年 3 月舉辦，延至 2020 年 6 月舉辦；2021 年 5 月取消辦理)： 



-9- 

 

 

4.2 大學程式能力檢定(CPE)運作方式 

2011 年，中山大學始主辦 CPE，已經陸續建立各種標準作業流程文件。目前的 logo

如下： 

 

 

 

從以往台灣舉辦過的程式設計競賽經驗來看，產生高品質題目是艱鉅的任務。歷來舉

辦程式競賽時，產生題目相當費時，費用也高昂，過程包含題目構思、撰寫題目、撰寫程

式、編排測試資料等，這是 CPE 難以負荷的部分。而 UVA Online Judge 題目庫收集 ICPC

國際競賽題目，是個相當龐大的題目庫。有人可能認為程式比賽的題目過於艱難，不適合

用來檢測一般學生的程度，其實不然。每組(每次競賽)題目都會有簡單與困難的題目，只要

經由適當的難易程度分級，即可挑出適合學生寫作的題目。因此，CPE 的策略是經由校內

外熱心老師協力合作，自 Online judge 題目庫選題，或重新製作類似題目。藉由難易程度

的分級，可以組合出適合的考題。此外，為了確認題目的正確性，以及提供電腦伺服器評

判用的測試資料，仍須於考前真正撰寫程式，產生考試用的測試資料。為了嚴謹性，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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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題都由三人或以上撰寫程式，進行交叉比對，才做為考題。 

目前各校協辦 CPE 所需相關經費由各校自行負責(包含場地設置、軟體安裝測試、監

考人員)。為了豎立公信力與建立考試品質，每一協辦學校第一次做為考場時，由主辦學校

派人協助監考與技術支援，以確保各校進行 CPE 之嚴謹性。 

CPE 網頁(http://cpe.cse.nsysu.edu.tw/)如下： 

 

 

CPE 的宣傳海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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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計分與排名規則 

CPE 為個人檢定考試，考試時間為 3 小時採，取 ICPC 計分與排名規則，如下： 

 每個題目結果只有「對」與「錯」。 

 答對題數較多者，排名較前。答對題數相同者，以解題時間總和決定排名。 

 解題時間為比賽開始至解題正確所花時間，再加上罰扣時間(每送出題解錯誤一次罰

加 20 分鐘)，答錯的題目不計時間及罰扣時間。 

 計分範例：甲隊開賽後 10 分鐘答對 A 題，15 分鐘送出 B 題(但錯誤)，32 分答對 B

題。總時間為 10+32+20*1=62 分。 

 

下圖為 CPE 檢定考試的成績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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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E 除了上述在所有考生的相對排名之外，另外提供絕對成績等級，如下： 

舊等級 新等級 英文 答對題數 能力說明(中文) 能力說明(英文) 

A + 專家級 Expert 6 題或以上 

熟悉各種進階演算

法、資料結構，並具

有優異的程式編寫能

力。 

Having expertise in advanced 

algorithms and data 

structures, and with excellent 

programming ability. 

A 專業級 Professional 4~5 題 

熟悉各種基礎的演算

法、資料結構，並具

有良好的程式編寫能

力。 

Proficient with fundamental 

algorithms and data 

structures, and possessing 

good programming ability. 

A- 進階級 Advanced 3 題 

熟悉程式設計的邏輯

概念，能以程式克服

一般常見的問題。 

Familiar with programming 

logic, being able to solve 

ordinary problems by 

programs. 

B 中級 Intermediate 2 題 

具備基礎的程式編寫

能力，能以程式處理

簡單問題。 

Equipped with the basic 

programming ability for 

solving simple problems. 

C 初級 Beginner 1 題 

具有簡單的程式編寫

能力，但尚不足以應

付不同種類的問題。 

Having the elementary 

programming ability, but not 

enough for solving different 

kinds of problems. 

F 零級 Zero 0 題 
無法理解題意，或無

程式編寫能力。 

Unable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 statement, or without 

programming ability 

 

目前的中英文成績證明範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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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中英文成績證明範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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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大學程式能力檢定(CPE)結果 

歷次已經舉辦 CPE 的題目難易程度(依據楊昌彪教授分級法則)，分佈如下表： 

次別 日期\Level 1 2 3 4 Total 

1 2010/6/9 3 2 3 1 9 

2 2010/10/11 1 2 4 2 9 

3 2010/12/23 4 2 2 1 9 

4 2011/5/25 3 2 2 0 7 

5 2011/9/27 3 2 1 1 7 

6 2011/12/20 3 2 1 1 7 

7 2012/3/27 3 2 1 1 7 

8 2012/5/29 3 2 1 1 7 

9 2012/9/25 3 2 1 1 7 

10 2012/12/18 3 2 1 1 7 

11 2013/3/26 3 2 1 1 7 

12 2013/5/28 3 2 1 1 7 

13 2013/10/1 3 2 1 1 7 

14 2013/12/17 3 2 1 1 7 

15 2014/3/25 3 2 1 1 7 

16 2014/5/27 3 2 1 1 7 

17 2014/9/23 3 2 1 1 7 

18 2014/12/23 3 2 1 1 7 

19 2015/3/24 3 2 1 1 7 

20 2015/5/26 3 2 1 1 7 

21 2015/10/06 3 2 1 1 7 

22 2015/12/22 3 2 1 1 7 

23 2016/03/22 3 2 1 1 7 

24 2016/05/24 3 2 1 1 7 

25 2016/10/04 3 2 1 1 7 

26 2016/12/20 3 2 1 1 7 

27 2017/03/28 3 2 1 1 7 

28 2017/05/23 3 2 1 1 7 

29 2017/09/26 3 2 1 1 7 

30 2017/12/19 3 2 1 1 7 

31 2018/03/27 3 2 1 1 7 

32 2018/05/29 3 2 1 1 7 

33 2018/10/02 3 2 1 1 7 

34 2018/12/17 3 2 1 1 7 

35 2019/03/26 3 2 1 1 7 

36 2019/05/28 3 2 1 1 7 

37 2019/09/24 3 2 1 1 7 

38 2019/12/17 3 2 1 1 7 

39 2020/05/26 3 2 1 1 7 

40 2020/06/09 3 2 1 1 7 

41 2020/10/20 3 2 1 1 7 

42 2020/12/22 3 2 1 1 7 

43 2021/03/23 3 2 1 1 7 

44 2021/10/19 3 2 1 1 7 

45 2021/12/21 3 2 1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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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022/03/22 3 2 1 1 7 

47 2022/05/24 3 2 1 1 7 

48 2022/10/18 3 2 1 1 7 

49 2022/12/13 3 2 1 1 7 

歷次已經舉辦 CPE 之學生解題成績分佈情形如下表： 

解題數 ≥7 6 5 4 3 2 1 0 合計 校數 

2010/6/9 2 7 12 13 17 17 19 8 86 2 
累計% 2.3% 10.5% 24.4% 39.5% 59.3% 79.1% 90.7% 100%   

2010/10/11 2 3 3 5 4 15 20 72 124 6 

累計% 1.6% 4.0% 6.5% 10.5% 13.7% 25.8% 41.9% 100%   

2010/12/23 2 3 4 6 8 20 40 53 136 9 
累計% 1.5% 2.7% 6.6% 11.0% 16.9% 31.6% 61.0% 100%   

2011/5/25 4 4 10 11 20 33 52 139 273 19 
累計% 1.5% 2.9% 6.6% 10.6% 18.0% 30.0% 49.1% 100%   

2011/9/27 3 10 6 11 25 24 32 113 224 17 

累計% 1.3% 5.8% 8.5% 13.4% 24.6% 35.3% 49.6% 100%   

2011/12/20 1 4 38 39 68 80 88 161 479 21 
累計% 0.2% 1.0% 9.0% 17.1% 31.2% 48.0% 66.4% 100%   

2012/3/27 4 4 4 9 10 19 57 347 454 25 
累計% 0.9% 1.8% 2.6% 4.6% 6.8% 11.0% 23.6% 100%   

2012/5/29 1 4 9 12 39 94 265 228 652 30 

累計% 0.2% 0.8% 2.2% 4.0% 10.0% 24.4% 65.0% 100%   

2012/9/25 3 6 11 38 22 64 92 376 612 30 
累計% 0.5% 1.5% 3.3% 9.5% 13.1% 23.5% 38.6% 100%   

2012/12/18 5 1 6 8 36 103 362 373 894 37 
累計% 0.6% 0.7% 1.3% 2.2% 6.3% 17.8% 58.3% 100%   

2013/3/26 3 3 15 18 54 158 273 523 1047 38 

累計% 0.3% 0.6% 2.0% 3.7% 8.9% 24.0% 50.1% 100%   

2013/5/28 4 7 7 46 85 197 244 661 1251 40 
累計% 0.3% 0.9% 1.4% 5.1% 11.9% 27.7% 47.2% 100%   

2013/10/1 1 3 23 37 138 151 140 326 819 37 
累計% 0.1% 0.5% 3.3% 7.8% 24.7% 43.1% 60.2% 100%   

2013/12/17 0 3 7 30 200 313 268 479 1300 45 

累計% 0.0% 0.2% 0.8% 3.1% 18.5% 42.5% 63.2% 100%   

2014/3/25 0 3 6 68 102 195 392 732 1498 45 
累計% 0.0% 0.2% 0.6% 5.1% 12.0% 25.0% 51.1% 100%   

2014/5/27 0 3 7 14 49 271 856 241 1441 46 
累計% 0.0% 0.2% 0.7% 1.7% 5.1% 23.9% 83.2% 100%   

2014/9/23 0 5 11 24 73 172 259 386 930 39 

累計% 0.0% 0.5% 1.7% 4.3% 12.2% 30.7% 58.5% 100%   

2014/12/23 0 1 5 27 64 141 299 1078 1615 45 
累計% 0.0% 0.1% 0.4% 2% 6% 14.7% 33.3% 100%   

2015/03/24 0 4 4 15 76 266 769 696 1830 46 
累計% 0.0% 0.2% 0.4% 1.3% 5.4% 20% 62% 100%   

2015/05/26 2 1 11 22 204 392 452 734 1818 45 

累計% 0.1% 0.2% 0.8% 3.% 13% 34.8% 59.6% 100%   

2015/10/06 0 0 4 33 99 145 251 1118 1650 44 
累計% 0.0% 0.0% 0.2% 2.2% 8.2% 17.0% 32.2% 100%   

2015/12/22 0 3 16 40 153 320 803 649 1984 45 
累計% 0.0% 0.2% 1.0% 3.0% 10.7% 26.8% 67.3% 100%   

2016/03/22 2 28 73 104 186 303 773 575 2044 45 

累計% 0.1% 1.5% 5.0% 10.1% 19.2% 34.1% 71.9% 100%   

2016/05/24 2 17 47 81 225 350 713 545 1980 46 
累計% 0.1% 1.0% 3.3% 7.4% 18.8% 36.5% 72.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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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04 2 7 12 33 110 207 337 937 1679 44 
累計% 0.1% 0.5% 1.3% 3.2% 9.8% 22.1% 44.6% 100%   

2016/12/20 2 13 14 62 90 260 925 828 2194 49 
累計% 0.1% 0.7% 1.3% 4.1% 8.3% 20.1% 62.3% 100%   

2017/03/28 3 13 23 54 75 142 468 1397 2175 46 

累計% 0.1% 0.7% 1.8% 4.3% 7.7% 14.3% 35.8% 100%   

2017/05/23 2 0 18 78 197 536 436 795 2062 47 
累計% 0.1% 0.1% 1% 4.8% 14.3% 40.3% 61.5% 100%   

2017/09/26 1 4 18 71 254 444 438 624 1854 46 
累計% 0.1% 0.3% 1.2% 5.1% 18.8% 42.7% 66.3% 100%   

2017/12/19 2 4 14 39 347 435 1091 600 2532 44 

累計% 0.1% 0.2% 0.8% 2.3% 16% 33.2% 76.3% 100%   

2018/03/27 3 4 7 32 95 281 1081 711 2214 45 
累計% 0.1% 0.3% 0.6% 2.1% 6.4% 19.1% 67.9% 100%   

2018/05/29 14 27 67 146 199 443 632 653 2181 46 
累計% 0.6% 1.88% 4.95% 11.6% 20.7% 41.0% 70.0% 100%   

2018/10/02 5 2 19 78 155 406 594 1022 2281 43 

累計% 0.2% 0.31% 1.14% 4.56% 11.4% 29.2% 55.2% 100%   

2018/12/18 2 8 15 51 168 510 1002 868 2624 46 
累計% 0.1% 0.38% 0.95% 2.90% 9.30% 28.7% 66.9% 100%   

2019/03/26 2 8 26 188 162 321 587 1160 2454 45 
累計% 0.1% 0.41% 1.47% 9.13% 15.7% 28.8% 52.8% 100%   

2019/05/28 0 9 10 48 99 246 764 1113 2289 46 

累計% 0.0% 0.39% 0.83% 2.93% 7.25% 18.0% 51.4% 100%   

2019/09/24 5 4 21 62 136 259 391 1281 2159 45 
累計% 0.2% 0.42% 1.39% 4.26% 10.6% 22.6% 40.7% 100%   

2019/12/17 8 5 18 78 486 618 968 563 2744 46 
累計% 0.3% 0.47% 1.13% 3.97% 21.7% 44.2

% 
79.5% 100%   

2020/05/26 2 9 24 108 125 224 514 1246 2252 42 

累計% 0.1% 0.49% 1.55% 6.35% 11.9% 21.9% 44.7% 100%   

2020/06/09 17 14 41 74 176 401 654 611 1988 41 
累計% 0.9% 1.56% 3.62% 7.34% 16.2% 36.4% 69.3% 100%   

2020/10/20 2 8 23 64 243 365 477 997 2179 43 
累計% 0.1% 0.46% 1.51% 4.45% 15.6% 32.4% 54.3% 100%   

2020/12/22 3 6 11 28 120 395 870 806 2239 44 

累計% 0.1% 0.4% 0.89% 2.14% 7.5% 25.2% 64.0% 100%   

2021/03/23 0 15 24 88 243 824 589 512 2395 44 
累計% 0.0% 0.63% 1.63% 5.3% 15.4% 54% 78.6% 100%   

2021/10/19 9 4 14 82 135 366 507 979 2096 42 
累計% 0.4% 0.62% 1.29% 5.2% 11.6% 29.1% 53.3% 100%   

2021/12/21 3 7 46 101 192 606 657 847 2459 44 

累計% 0.1% 0.41% 2.28% 6.38% 14.2% 38.8% 65.6% 100%   

2022/03/22 5 9 84 277 305 440 592 849 2561 43 
累計% 0.2% 0.55% 3.83% 14.6% 26.6% 43.7% 66.9% 100%   

2022/05/24 0 4 25 59 340 356 356 674 1814 40 
累計% 0.0% 0.22% 1.60% 4.85% 23.6% 43.2% 62.8% 100%   

2022/10/18 11 9 21 62 237 581 834 597 2352 45 

累計% 0.5% 0.85% 1.74% 4.38% 14.5% 39.2% 74.6% 100%   

2022/12/13 16 19 71 132 251 477 650 889 2005 46 
累計% 0.6% 1.40% 4.23% 9.50% 19.5% 38.6% 64.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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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E 之學生解題成績分佈圖： 

 

 

4.5  CPE 被採計的情形 

 

學校 碩士班甄試入學參考 學士班畢業門檻 備註 

大同大學   一次二題或累計三題 

研究生需有程式能力之

證明，否則需修程式課程

(CPE 可抵) 

中山大學 2012 年起 一次二題   

中正大學 2013 年起 一次二題   

中央大學 2015 年起 已經採計   

中興大學 2013 年起    

元智大學  一次二題或累計三題   

台中教育大學 2012 年起 
一次三題或累計四題 

(2018 修正) 
  

台北大學 2016 年起 一次二題   

台北市立大學   已經採計  

交通大學 2012 年起 一次二題 碩士班一次三題 

金門大學   一次二題或累計三題  

東華大學   一次二題或累計三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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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班碩士班均適用) 

虎尾科技大學   連續二次累計二題  

長庚大學    碩士班累計二題 

屏東大學   已經採計  

高雄大學 2014 年起 一次二題或累計四題   

高雄科大 
2012 年起(產碩專班) 

2017 年起 
    

逢甲大學  累計二題   

清華大學 2010 年起     

雲林科技大學 2015 年起 一次二題 碩士班一次二題 

勤益科技大學  一次二題或累計三題   

彰化師範大學   已經採計   

銘傳大學   一次二題或累計三題   

靜宜大學   一次二題或累計三題   

澎湖科技大學    一次二題 採計為專業證照之一 

聯合大學   一次二題或累計三題   

宜蘭大學   
訂有大學程式能力檢定

獎勵辦法 

 

4.6  CPE 題目集範例 

每一次 CPE 考試的題目均源自於 UVA online judge 題目庫或類似題目，每一題均為英

文命題，短則一頁，長則二至三頁。題目範圍涵蓋面廣泛，包含下列： 

 字元與字串 

 數學計算 

 進位制轉換 

 質數、因數與倍數 

 幾何與座標 

 排序與中位數 

 模擬 

 大數運算 

 圖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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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婪與動態規劃演算法 

以下摘錄 CPE 考試題目之題意，並譯成中文。 

2011/9/27 CPE 題目集 

 題一：給予一篇英文文章，計數每個英文字母出現的次數。 

 題二：計算格字點的兩點距離(相當於計算斜線上格字點之數量) 。 

 題三：將一個數分成左右兩半，其平方和需等於原來的數。 

 題四：環狀砍數字遊戲。 

 題五：平均分攤旅費，誤差在 1 cent 以內。 

 題六：計算 2D, 3D,4D 的方形與矩形的個數。 

 題七：longest increasing subsequence 相關變化型。 

 

2013/3/26 CPE 題目集 

 題一：判斷正整數是否為 perfect number。例如 6 的因數有 1,2,3(不包含自己)，而且

6=1+2+3。 

解法：簡單除法運算。 

 題二：讀入資料，將非英文字母改寫為空白。 

解法：可使用 istringstream 轉轉讀入字串並計數。 

 題三：給數個 cubes，計算這幾個 cubes 都有重疊到的體積。 

解法：可以先計算每一方向重疊範圍大小，再經由三方向得知重疊的體積。 

 題四：N 最後一位數砍掉，形成 M，再算出 N-M，題目給 N-M 的值，求出原本 N

值為多少 N 是大於等於 10 的整數，先把 N 最後一位數砍掉，形成 M，再算出 N-M，

題目給 N-M 的值，求出原本 N 值為多少。 

解法：此題容易看錯題目，其實 M=N/10，令輸入為 x=N-M=N-N/10，可得 N 大約為

(x*10)/9。但需要從 x/10 開始加回 x，並加以驗算。 

 題五：計算落在某座標 Lakes 的大小。 

解法：可用 DFS(depth-first search)來解。每個 cell 可能為 water 或 land，將鄰近的 water 

cell 連在一起，就是一個 lake。 

 題六：計算 edge-weighted tree 的直徑。 

解法：在一個 tree 中，花 O(n)時間，可以計算某一個 node 至其他所有 node 的距離。

依此方法，整體需要 O(n2)，仍然費時過高。可使用更有效率的方法：任選一個 node 

u，找出距離 u 最遠的 node s。然後，再找出距離 s 最遠的 node v。此時，s 與 v 的距

離就是 tree 的直徑。此方法只需要 O(n)時間。 

 題七：Chinese postman problem：一個圖從某個點開始，走過所有邊至少一次(可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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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經過)，然後回到起點 

解法：利用標準的 Chinese postman problem 演算法。 

Step 1: 如果每一個 node 都是 even degree，必定有 Euler cycle，找出 Euler cycle 即可。

需要 O(|E|)時間。 

Step 2: 算出 odd degree 的 node 之間彼此的 shortest path，然後將這些 node 組合成一

個 complete graph G’，其間 edge 的 weight 為 node 之間 shortest path。需要 O(|V|3)時

間。 

Step 3: 找出 G’ 的 minimum weight matching。需要 O(|V|3)時間。 

Step 4: 將 minimum weight matching 的 edge (shortest path)加入原來的圖。然後找出

Euler cycle。需要 O(|E|)時間。 

 

五、大學程式能力檢定(CPE)書籍 

為了使同學在學習程式設計時，有可依循的方向，並讓同學於碰到解題疑惑時，可以

自我學習與成長，我們在 2013 年 2 月出版了「大學程式能力檢定—CPE 秘笈」一書，作者

共有五位：林盈達(交大)、黃世昆(交大)、楊昌彪(中山)、葉正聖(銘傳)、謝育平(銘傳)。該

書由美商麥格羅‧希爾(McGraw Hill)出版。該書包含有題意、解法、程式碼等，其特色如

下： 

 學生只需具備 C 或 C++基礎程式能力即可上手 

 線上練習系統與現場考試系統之介紹 

 基礎輸入輸出與進階解題技能之講解 

 UVA online judge 題庫中精選 93 題題目之題解 

 依難易度收集各類題型：字元與字串、數學計算、大數運算、幾何、排序、圖論、

模擬、動態規劃等 

 每一題解包含 UVA/CPE 編號、題意、解法、程式碼及程式碼註解 

 

該書封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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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學程式能力檢定(CPE)的願景與結語 

目前全台灣已有近二十個大學的資訊工程學系將「程式能力檢定」列為為畢業門檻。

不過，各校執行時，可能遭遇的困難如下： 

 如何命題？題目品質如何掌握？ 

 評分有無一致標準？ 

 老師可能需花費太多時間進行檢定，而將此工作視為畏途。 

 學生有無自修管道？如何補救？ 

上述困難，可以利用跨校合作，集結各校力量，納入外部資源加以解決。而 CPE 正好

可以扮演此角色。除解決上述各校困難外，CPE 用途廣泛，其功能如下： 

 單一課程上機考試。 

 各校校內程式設計競賽。 

 各大學資訊相關學系畢業檢定。 

 研究所入學考做為程式設計能力的參考標準。 

 廠商徵才時，做為判定應徵者程式設計能力的標準。 

 由於有建置評判伺服器，沒有進行檢定時，伺服器仍然開啟，各校學生可以進行比

賽之練習，以提升個人程式設計能力。 

為了達成上述的功能，CPE 的特色作法如下： 

 利用外部題目資源(Online Judge 題目庫)，涵蓋難、中、易範圍，以檢測學生平均程

式能力，提升學生程式能力。 

 CPE 有客觀的分級機制，有助於瞭解自己程式設計的能力。 

 大專在學學生均可免費報名(不限定學士班或研究所，亦不限定在自己學校考場，沒

協辦之學校學生亦可參加) 。高中以下學生報名費 400 元，社會人士報名費 500 元。

若需要成績證明書，學生每份 100 元，社會人士每份 200 元。 

 跨校同步作業： 

 同時開開闢數十個程式考場（每個考場容納 20-200 人）。 

 省卻伺服器系統設計與維護，節省選命題時間。 

 跨校競爭，刺激學習意願。 

 封閉與考試無關的網路，並有嚴謹的監考制度。 

 大規模跨校合作，以有限的人力、經費，辦理相關事務。 

 不受時空限制，每年辦理四次，考場數量可彈性增加或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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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大學程式能力檢定(CPE)大事記 

 2010/06/09：由交通大學與中山大學首度跨校試辦，並定名為「Graduate Programming 

Examination」(簡稱 GPE)。由交通大學黃世昆教授負責主辦與電腦評判系統之維運。 

 2011/01/01：更改由中山大學楊昌彪教授負責主辦，交通大學黃世昆教授仍然負責電

腦評判系統之維運。 

 2011/02/23：本考試更名為大學程式能力檢定 (Collegiate Programming Examination, 

簡稱 CPE)。 

 2011/06/29：訂定答對題數與成績等級之對應標準。 

 2012/05/29：開放社會人士可以參加 CPE 考試。 

 2012/09/25：CPE 考試之後，以原題目辦理「短碼競賽」，由銘傳大學謝育平教授負

責。 

 2013/02/25：出版參考書籍：「大學程式能力檢定：CPE 秘笈」(作者：林盈達、黃

世昆、楊昌彪、葉正聖、謝育平；出版社：美商麥格羅‧希爾)(二)。作者版稅收入

全數捐贈 ACM-ICPC Taiwan Council 作為推廣 CPE 之用。 

 2013/03/26：停辦「短碼競賽」。 

 2013/03/26：首次突破 1000 人到考(實際到考 1047 人)，首次有社會人士參加考試。 

 2013/05/30：CPE 考試納入 104 人力銀行，為廠商徵才勾選的選項之一。 

 2013/06：陸續與多家廠商簽訂「合作備忘錄」，廠商得採用 CPE 成績作為徵才的審

查參考之一。 

 2013/10/1：改用「瘋狂程設」評判系統，由銘傳大學謝育平教授負責。 

 2013/11/30：「臺灣國際計算機器程式競賽暨檢定學會」正式成立，並向內政部登記

為社會團體。 

 2014/06：成績證明書等級由 A, B, C, F 等級改成專家級、專業級、進階級、中級、

初級、零級，並加以說明其程式能力。 

 2016/03/22：首次突破 2000 人到考(實際到考 2044 人)。 

 2016/04/08：Sudo 甄選四位台灣學生前往美國接受國際講師訓練，食宿全免。採計

CPE 成績為第一關的程式能力測驗。 

 2018 年 3 月：「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採計 CPE 為高中生「基礎學科先修課程

認證考試」之一。 

 2020 年 6 月：受到 COVID-19 肺炎疫情影響，原訂 2020 年 3 月舉辦，延至 2020 年

6 月舉辦。 

 2021 年 5 月：受到 COVID-19 肺炎疫情影響，2021 年 5 月取消辦理。 

 2022 年 5 月： 學會更名為｢臺灣程式競賽暨檢定學會」(英文名稱為 Association of 

Taiwan Computer Programming Contest，簡稱為 TCPC)。 

 2022 年：開始可向 ICPC 主辦學校推薦 10 個隊伍，參與 ICPC 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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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二> 

CPE 參與學校一覽表 

次別 考試日期 協辦校數 
首度協

辦校數 
電腦數 報名人數 到考人數 到考率 

1 2010/06/09 2 2  102 86 84.3% 

2 2010/10/11 6 4  159 124 78.0% 

3 2010/12/23 9 4  171 136 79.53% 

4 2011/05/25 19 10 1124 320 273 85.31% 

5 2011/09/27 17 2 1130 301 224 74.42% 

6 2011/12/20 21 2 1138 580 479 82.59% 

7 2012/03/27 25 6 1588 598 454 75.92% 

8 2012/05/29 30 6 1882 782 652 83.38% 

9 2012/09/25 30 2 1794 696 612 87.93% 

10 2012/12/18 37 3 2125 1026 894 87.13% 

11 2013/03/26 38 3 2401 1176 1047 89.03% 

12 2013/05/28 40 2 2231 1394 1251 89.74% 

13 2013/10/01 37 0 2123 1020 819 80.29% 

14 2013/12/17 45 3 2637 1518 1300 85.64% 

15 2014/03/25 45 0 2719 1576 1498 95.05% 

16 2014/05/27 46 0 2761 1561 1441 92.31% 

17 2014/09/23 39 0 2424 1015 930 91.63% 

18 2014/12/23 45 0 3073 1744 1615 92.60% 

19 2015/03/24 46 2 3142 1948 1830 93.94% 

20 2015/05/26 45 0 3119 1932 1818 94.10% 

21 2015/10/6 44 0 3136 1740 1650 94.83% 

22 2015/12/22 45 1 3452 2058 1984 96.00% 

23 2016/03/22 45 0 3282 2138 2044 96.00% 

24 2016/05/24 46 1 3372 2095 1980 94.51% 

25 2016/10/04 42 0 3139 1810 1679 92.76% 

26 2016/12/20 49 1 3539 2295 2194 96.00% 

27 2017/03/28 46 0 3269 2268 2175 95.90% 

28 2017/05/23 47 0 3352 2170 2062 95.02% 

29 2017/09/26 45 0 3318 1935 1854 95.81% 

30 2017/12/19 44 0 3581 2653 2532 95.44% 

31 2018/03/27 45 1 3475 2315 2214 95.64% 

32 2018/05/29 46 0 3449 2301 2181 94.78% 

33 2018/10/02 43 0 3277 2419 2281 94.30% 

34 2018/12/18 46 0 3510 2733 2624 96.01% 

35 2019/03/26 45 0 3415 2568 2454 95.56% 

36 2019/05/28 46 0 3399 2422 2289 94.51% 

37 2019/09/24 45 0 3342 2267 2159 95.24% 

38 2019/12/17 46 0 3491 2888 2744 95.01% 

39 2020/05/26 42 0 3042 2350 2252 95.83% 

40 2020/06/09 41 0 2942 2112 1988 94.13% 

41 2020/10/20 43 1 3052 2269 2179 96.03% 

42 2020/12/22 44 0 3198 2356 2239 95.03% 

43 2021/03/23 44 0 3160 2502 2395 95.72% 

44 2021/10/19 42 1 2788 2183 2096 9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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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2021/12/21 42 0 3246 2579 2459 95.35% 

46 2022/03/22 43 0 3243 2677 2561 95.67% 

47 2022/05/24 40 0 2892 2025 1857 91.70% 

48 2022/10/18 45 1 3222 2352 2502 94.00% 

49 2022/12/13 46 0 2354 2505 2672 9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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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編

號 
學校\總數 2 6 9 19 17 21 25 30 30 37 38 40 37 45 45 

1 大同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2 大葉大學              1  

3 中原大學          1 1 1 1 1 1 

4 中華大學       1 1 1 1  1  1 1 

5 元智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6 長庚大學  1  1      1 1   1 1 

7 亞洲大學                

8 東海大學         1 1    1 1 

9 長榮大學              1 1 

10 崑山科技大學        1  1 1 1 1 1 1 

11 逢甲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2 國立中山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3 國立中央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4 國立中正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5 國立中興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6 國立成功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7 國立交通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8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9 國立金門大學       1 1  1 1 1 1 1 1 

20 國立東華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21 國立宜蘭大學            1 1  1 

22 國立政治大學       1  1 1 1 1  1 1 

23 國立屏東大學註 1     1  1 1  1 1 1 1 1 1 

24 國立高雄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25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

大學 
             1 1 

26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 1 1 1 1 

27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 
          1 1 1 1 1 

28 國立清華大學   1 1  1          

29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註

5 
               

30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 1 1 1 1 1 1 1 

31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32 國立嘉義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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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 1  1 1 1 

34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35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 1 1 1 1 1 

36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7 國立臺北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8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 1  1   1 1 

39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 1 1 1 1 

40 國立臺東大學            1 1 1 1 

41 國立臺南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2 國立臺灣大學                

43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 1 1 1 1 1 1 1 

44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 1 1 1 1 1 1 1 

45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  1  1  1  1  

46 國立聯合大學         1 1  1 1 1 1 

47 國防大學                

48 義守大學                

49 淡江大學        1 1 1 1 1 1 1 1 

50 清雲科技大學註 2   1             

51 慈濟大學   1 1    1        

52 輔仁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53 臺北市立大學註 3      1 1  1  1 1 1  1 

54 僑光科技大學                

55 銘傳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56 實踐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57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58 靜宜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註 1：國立屏東大學為原「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於 2014 年 8 月改為現名。 

註 2：清雲科技大學於 2012 年 8 月改名為健行科技大學 

註 3：臺北市立大學為原「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於 2013 年 8 月改為現名。 

註 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於 2018 年 2 月由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高

雄海洋科技大學合併。 

註 5：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於 2021 年 2 月由國立陽明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合併。 

 

 

 次別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編

號 
學校\總數 46 39 45 46 45 44 45 45 46 42 49 46 47 45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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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同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大葉大學                

3 中原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 中華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5 元智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6 長庚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7 亞洲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8 東海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9 長榮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0 崑山科技大學 1 1              

11 逢甲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2 國立中山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3 國立中央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4 國立中正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5 國立中興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6 國立成功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7 國立交通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8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9 國立金門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0 國立東華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1 國立宜蘭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22 國立政治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3 國立屏東大學註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4 國立高雄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5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

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6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7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8 國立清華大學                

29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註

5 
               

30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1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 1 1 1 1 1 1 

32 國立嘉義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4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5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6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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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國立臺北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8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9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0 國立臺東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1 國立臺南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2 國立臺灣大學                

43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 1 1 1 1 1 1         

44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5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  1  1  1  1  1  1  1 

46 國立聯合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7 國防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8 義守大學                

49 淡江大學 1  1             

50 清雲科技大學註 2                

51 慈濟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52 輔仁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53 臺北市立大學註 3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54 僑光科技大學           1 1 1 1 1 

55 銘傳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56 實踐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57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58 靜宜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59 南臺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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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別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編

號 
學校\總數 45 46 43 46 45 46 45 46 42 41 43 44 44 42 44 

1 大同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大葉大學                

3 中原大學                

4 中華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5 元智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6 長庚大學 1  1  1  1  1  1 1  1  

7 亞洲大學                

8 東海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9 長榮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0 崑山科技大學                

11 逢甲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2 國立中山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3 國立中央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4 國立中正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5 國立中興大學 1 1  1 1 1  1       1 

16 國立成功大學 1 1  1 1 1 1 1       1 

17 國立交通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8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9 國立金門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0 國立東華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1 國立宜蘭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2 國立政治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3 國立屏東大學註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4 國立高雄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5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註

4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6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7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 
               

28 國立清華大學                

29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註

5 
           1 1 1 1 

30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1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2 國立嘉義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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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4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5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6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7 國立臺北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8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 1 1 1 1 1 1 1        

39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0 國立臺東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1 國立臺南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2 國立臺灣大學                

43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44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5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  1  1  1 1    1  1 

46 國立聯合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7 國防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8 義守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9 淡江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50 清雲科技大學註 2                

51 慈濟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52 輔仁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53 臺北市立大學註 3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54 僑光科技大學 1 1 1 1            

55 銘傳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56 實踐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57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58 靜宜大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59 正修科技大學           1 1 1 1  

60 南臺科技大學             1 1 1 

 

 

 

 次別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編

號 
學校\總數 43 40 45 46            

1 大同大學 1 1 1 1             

2 大葉大學                

3 中原大學                

4 中華大學 1 1 1 1            

5 元智大學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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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長庚大學 1  1             

7 亞洲大學                

8 東海大學 1 1 1 1            

9 長榮大學 1 1 1 1            

10 崑山科技大學                

11 逢甲大學 1 1 1 1            

12 國立中山大學 1 1 1 1            

13 國立中央大學 1 1 1 1            

14 國立中正大學 1 1 1 1            

15 國立中興大學 1 1 1 1            

16 國立成功大學    1            

17 國立交通大學                

18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 1 1 1            

19 國立金門大學 1 1 1 1            

20 國立東華大學 1 1 1 1            

21 國立宜蘭大學 1 1 1 1            

22 國立政治大學 1 1 1 1            

23 國立屏東大學註 1 1 1 1 1            

24 國立高雄大學 1 1 1 1            

25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註

4 
1 1 1 1            

26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 1 1 1            

27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 
               

28 國立清華大學                

29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註

5 
1 1 1 1            

30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 1 1 1            

31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 1 1 1            

32 國立嘉義大學 1 1 1 1            

3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 1 1 1            

34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 1 1 1            

35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 1 1 1            

36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 1 1 1            

37 國立臺北大學 1 1 1 1            

38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39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  1 1            

40 國立臺東大學 1 1 1 1            

41 國立臺南大學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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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國立臺灣大學   1 1            

43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44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 1 1 1            

45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  1            

46 國立聯合大學 1 1 1 1            

47 國防大學 1  1 1            

48 義守大學 1 1 1 1            

49 淡江大學 1 1 1 1            

50 清雲科技大學註 2                

51 慈濟大學 1 1 1 1            

52 輔仁大學 1 1 1 1            

53 臺北市立大學註 3 1  1 1            

54 僑光科技大學                

55 銘傳大學 1 1 1 1            

56 實踐大學 1 1 1 1            

57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58 靜宜大學 1 1 1 1            

59 正修科技大學                

60 南臺科技大學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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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大學程式能力檢定辦理要點 

2013/11/30 臺灣國際計算機器程式競賽暨檢定學會理事會會議通過 

2014/11/22 臺灣國際計算機器程式競賽暨檢定學會理事會會議修正通過 

2020/7/7 臺灣國際計算機器程式競賽暨檢定學會理事會會議修正通過 

一、 大學程式能力檢定 (Collegiate Programming Examination, 簡稱 CPE)旨在

提升大專學生與相關人員的程式設計能力，由考生透過線上程式設計，

利用電腦自動評判，以檢測程式設計能力。 

二、 本檢定每年辦理四次。 

三、 主辦學校之職責如下： 

(一) 徵求協辦學校。 

(二) 組織選題(命題)委員會，進行選題(命題)試務(包含擬定測試資料)。 

(三) 決定考試日期，對外宣傳。 

(四) 訂定及維護與考場相關之標準作業流程，並督導其流程運作。 

四、 為順利推動本檢定相關事務，方便各地區考生應試，主辦學校得徵求協

辦學校，其職責如下： 

(一) 提供電腦教室做為考場，並執行考場環境之安裝事宜。 

(二) 依循考場標準作業流程辦理當地考區試務(派人監考、核對考生身

份、維持考場秩序、處理偶發事件等)。 

(三) 新加入的協辦學校之考場負責人須與主辦學校簽訂「辦理意向

書」。當該考場負責人更換，或主辦學校更換時，須重新簽訂。 

五、 本檢定另置技術團隊，負責電腦自動評判相關技術之研發，維護本檢定

伺服器之運作與網頁內容(線上報名、成績產生、成績查詢等)。 

六、 本檢定採電腦現場上機考試，由電腦自動評判。考試時，封閉與考試無

關之網路，考生不能攜帶任何資料。其考試規則另訂之。 

七、 本檢定評分方式採 ICPC(International Collegiate Programming Contest)評

分規則，區分為絕對成績與相對成績。絕對成績依答對題數區分等級；

相對成績採 ICPC 之排名規則。 

八、 本要點經臺灣國際計算機器程式競賽暨檢定學會理事會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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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程式能力檢定考試規則 

2013/11/30 臺灣國際計算機器程式競賽暨檢定學會理事會會議通過 

2014/11/22 臺灣國際計算機器程式競賽暨檢定學會理事會會議修正通過 

2020/7/7 臺灣國際計算機器程式競賽暨檢定學會理事會會議修正通過 

一、 辦理目的：大學程式能力檢定 (Collegiate Programming Examination, 簡

稱 CPE)旨在提升大專學生與相關人員的程式設計能力，由考生透過線上

程式設計，利用電腦自動評判，以檢測程式設計能力。 

二、 考試日期：本檢定每年辦理四次。 

三、 報名方式：一律透過電腦網路線上報名。報名時，需先至網站註冊帳號，

然後再報名該次考試。若已有註冊帳號，則免再註冊帳號，但仍須報名

考試。 

四、 報名費：大專在學學生(含研究所)免收報名費；高中(含)以下在學學生每

位報名費為新台幣 400 元；社會人士每位報名費為新台幣 500 元。 

五、 大專學生身份：係指在國內大專校院就學之學生(含研究所)。 

六、 若具大專學生身份，於完成報名而無法準時應考時，考生應自行在報名

結束前取消該次報名；報名結束後，若有特殊原因而無法應考時，應於

考前檢具理由向承辦單位請假。報名後，無故缺席而未到考，將取消該

學生其後一次考試資格。若該學生欲報名其後一次考試，可暫時將身分

變更為社會人士，並依照社會人士繳費標準進行繳費。 

七、 成績證明書申請：本檢定提供中文、英文成績證明書，考生可透過網路

申請。工本費大專學生每份新台幣 100 元，高中(含)以下學生每份新台幣

100 元，社會人士每份新台幣 200 元。申請成績證明之身分，以申請時

為準，非以參加考試之身分為準。 

八、 考場：由參與協辦之學校設置電腦教室為考場，並於開放報名前公布於

網站，考生於報名時可就近選擇應試地區之考場。 

九、 考試時程：區分為報到、考前測試、休息、正式考試。正式考試時間為

三小時。 

十、 考場規則： 

(一) 大專學生必須攜帶學生證，其他人員必須攜帶貼有相片之身份證、

健保卡、駕照或學生證等證件，否則不能進場應考。報到結束後二

十分鐘起，考生不得進場應考。 

(二) 對於證件相片是否為考生本人有疑義時，監考人員得對考生進行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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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存證。 

(三) 每人使用一部電腦，機器需於測試時間內測試完畢。考場設備及作

業環境由承辦單位提供和設定，考生不得任意更改設定。比賽使用

的軟體詳細資料將於考前公布於網站。 

(四) 考生不能攜帶任何資料、字典、書包、食物、手機、電子媒體等進

場。 

(五) 承辦單位有權對考試中的突發狀況進行處理。 

(六) 考生除經由承辦單位指定之監考人員、工作人員及系統維修人員請

教系統相關問題，如系統錯誤訊息等，不得與其他人員或考生互相

研討觀看。 

(七) 考試期間，考生不得離開座位。若有特殊情形，需要上廁所，必須

舉手取得監考人員同意，並登記後，方可離座如廁。考生離座期間

不得與他人研討試題。 

(八) 考試期間有任何違反考試規則或破壞考試秩序的行為，情節嚴重

者，得取消考試資格，並報請相關單位處置。 

十一、 考題與評判： 

(一) 試題以英文命題。 

(二) 題目採用 ICPC(International Collegiate Programming Contest)題型格

式，輸入與輸出資料全為純文字資料，每套輸入資料可能包含多組

測試資料。程式必需讀取測試資料，並依規定，將結果輸出。 

(三) 題目可能取自 UVA online judge 題目庫或類似題目。 

(四) 考生所設計之程式由電腦自動評判其正確性。 

十二、 評分規則： 

(一) 本檢定評分方式採 ICPC 評分規則，區分為絕對成績與相對成績。

絕對成績依答對題數區分等級；相對成績採 ICPC 之排名規則。 

(二) ICPC 評分規則與排名規則：凡送繳評判的答案，將會有「通過」、

「不通過」兩種結果。考生以答對的題數作為評定名次的主要依

據；答對題數相同者，以答對題數所耗費時間之總和，作為排名次

的依據。答對題目耗費的時間總和，是指考試開始至送繳答案所經

過的時間，以分鐘為單位，再加上該題送繳後但被評判為錯誤的次

數乘以 20 分鐘。答錯的題目所耗費之時間不計。 

十三、 其他未盡事宜，將於網站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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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本考試規則經臺灣國際計算機器程式競賽暨檢定學會理事會會議通過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