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發處蔡彥亭報導】科技部為培育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之研究人才，獎勵具有研究潛力之

博士候選人於博士論文寫作階段，可專注於博士論文之撰寫，訂有「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

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作業要點」，獎勵金每案 432,000 元。本校今年通過率逾 5成，

占全國 1/4，成績亮眼。研發處於 12月 6日舉辦座談會，邀請獲獎學生及指導教授分享申請

及執行經驗。 

座談會中校長周行一特別以自身於博班就讀時之經驗和與會人員分享；嘗試以自身力量尋找

論文題目，發揮「困而知之」的精神，培養獨立研究能力，能讀、能寫、能講，將自己視為

一名創業家，勇敢申請，不要侷限自己，並為自己創造無限機會，在學術社群中逐步成長茁

壯。 

本次獲獎博士生（指導教授）包括財務管理研究所盧建霖（陳軒基、周冠男）、楊曉琳（湛

可南）、劉晉吉（周行一），台灣史研究所莊勝全（張隆志、呂紹理）、顧恒湛（詹素娟），

宗教研究所鄭凱文（謝世維）、王博賢（蔡源林），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蕭景元（許永明），

企業管理學系龔天鈞（于卓民），政治學系梁書瑗（寇健文），民族研究所陳胤安（官大偉），

英國語文學研究所張建明（林明澤、邱彥彬），經濟研究所黃偉奇（賴景昌）以及新聞研究

所盧安邦（臧國仁）。研發長劉幼琍除恭喜各位獲獎同學，也感謝指導教授的辛勤付出，並

且鼓勵尚未申請的博士生勇於申請。 

數位獲獎者於會中分享申請及執行經驗；盧建霖表示，魔鬼藏在細節裡，唯有實際付諸行動，

讓想法化為現實，「動筆了」才能知道下一步該做什麼。梁書瑗亦認同此觀點，強調能快點

動筆就快點動筆的重要性。莊勝全提到，「做最好的準備，最壞的打算」，可盡量累積和論

文具有高關聯性的相關著作，增加個人的代表性著作。陳胤安與張建明皆同時提及，不要害

怕失敗，可以積極投稿國內外各式學術期刊，並把握機會，多參與學術研討會議，從失敗中

累積下一次的成功能量，將各式審查意見作為修正論文方向的指南針。盧安邦也從其本身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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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不成功經驗出發，分享「不管進度到那裡，永遠都不完美」，但如果不先跨出第一步，

就無法有其他可能性的觀點。 

除此之外，黃偉奇、蕭景元提醒所有欲申請者：「提早準備」。除了可盡早熟悉科技部申請

系統以外，甚可在博士班入學前便積極研讀與分析研究領域及文獻，即早做準備。鄭凱文、

王博賢、劉晉吉、楊曉琳等獲獎人亦異口同聲地強調和指導教授保持密切聯繫的重要性，一

同討論論文並尋求建議，不論方法為何，都應盡量尋求一個對彼此而言最舒服的相處模式。

在仔細理解過所屬學門之學術生態後，兼具創新性、完整性等特性的計畫書便會是一份具有

說服力的申請案。最後，在準備俱全後，多給自己以及行政作業預留時間，盡快於申請系統

中「送出」，更是不容忽視的應注意事項。 

劉幼琍研發長亦再次特別勉勵大家踴躍提出申請，以今年的成績為標竿，再接再厲，若於申

請過程中遇見相關問題，研發處都將盡全力為大家解答。期許所有博士候選人皆能在研究領

域中更上一層樓。(轉載自校訊新聞) 

 

 

 

  

 

 

 

 

 

 

 

 

 

 

 

 

 

 

 

 

 

 

 

 

出席之獲獎同學合影留念。（由左而右）盧安邦、黃偉奇、鄭凱文、劉晉

吉、盧建霖、王博賢、莊勝全、陳胤安以及張建明。攝影：林維德。 

 

座談會參與盛況。周行一校長（前排左一）、劉幼琍研發長（前排右二）

與獲獎同學及指導老師合影。攝影：林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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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蔡彥亭報導】科技部「106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案」刻正受理申請中，為使更多教

研人員瞭解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的申請及執行秘訣，研發處於 5日舉辦論壇，邀請國貿系教

授譚丹琪與經濟系教授洪福聲分享研究計畫申請與執行的秘訣。 

 

譚丹琪教授表示，當申請案件進入科技部的審查流程以後，如何在「短時間，多案件」的情

況下，快速地讓審查委員留下深刻印象，是可從眾多申請案件中脫穎而出的關鍵。  

 

而隔行如隔山，不同領域申請書的撰寫方法等多有不同，可參考同領域前輩的經驗，以誠實

正直做研究之學者形象提出申請；以文獻探討為例，審查者亦可從所使用的文獻之新舊看出

申請者是否有用心提出申請; 並應於申請書中強調本計畫之研究成果與價值。譚丹琪教授也

建議新進人員，首次申請可先從一至兩年期之計畫著手，藉由順利完成研究，證明自己的研

究潛力以及未來可能的研究能量。 

此外，洪福聲教授表示，相比於過去較重視研究「量」的部分，現在更強調質的部分，而如

何呈現出「質」的部分，便是申請者需要注意的課題。以經濟學門為例，研究成果的影響性、

貢獻度等，便是其中一個評審委員的參考標準。申請者亦可在投遞申請書之前，先至人文及

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網站上查詢「各學門審查參考原則」，並以此做為撰寫方向。另一方面，

就申請案件而言，相比於一年同時申請多項計畫，一年僅申請一件，但將其盡善盡美做好，

反而更為重要，此即呼應「質」勝過「量」的觀點。 

 

 

 

 

 

 

 

 

本期焦點 頂尖研究之路 資深教師計畫申請經驗分享 

「資深教師經驗分享論壇」研發長劉幼琍和與會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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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計畫書時，在簡單明瞭的大方向下，除了注意依序書寫的原則外，也可試著從「如果我

是審查人，我會希望看到怎樣的計畫書？」之角度進行思考，盡可能地提出符合此原則的計

畫書。 

 

劉幼琍研發長亦特別提醒，有意申請者，務必於 12月 30 日（五）下午 5點前於科技部專題

研究計畫申請系統完成線上申請作業，俾利如期送繳科技部。期待更多教師共同投入邁向頂

尖研究之路，積累學術能量。 

 

 

 

 

 

 

 

 

 

 

 

 

 

 

 

 

 

 

 

 

 

 

 

 

 

 

 

 

 

譚丹琪教授表示，立即能讓審查委員留下深

刻印象是申請成功的關鍵。攝影：研發處學

推組。 

洪福聲教授強調，應就審查者角度提出申請

計畫。攝影：研發處學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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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計畫徵求 

計畫名稱 委託/補助機關 校內截止日期 
106 年度「補助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性

專書寫作計畫」 
科技部 105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5 時 

106 年度「特約研究計畫」 科技部 105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5 時 

106 年度「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 科技部 105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5 時 

106 年度「探索研究計畫」 科技部 105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5 時 

106 年度「防災科技學門一般專題研究計

畫」 
科技部 105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5 時 

106 年度「永續發展整合研究計畫」 科技部 105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5 時 

106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案」 科技部 105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5 時 

「歐盟癌症轉譯跨國多邊型研究」計畫 科技部 

106 年 2 月 13 日前（Central 

European Time–CET 16:00 前）

至TRANSCAN-2 線上計畫申請

系統上傳構想書 

科研能量巨量資料應用研究專案計畫 科技部 106 年 2 月 17 日下午 5 時 

106 年「任務導向型團隊赴國外研習計

畫」 
科技部 106 年 2 月 23 日下午 5 時 

106 年度「人文行遠專書寫作計畫」及「數

位人文主題研究計畫」 
科技部 106 年 2 月 23 日下午 5 時 

 

非科技部計畫徵求 

計畫名稱 委託/補助機關 校內截止日期 

106 年度「補助辦理之科技計畫研究」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5 年 12 月 9 日 

106 年度「水土保持局創新研究計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 

105 年 12 月 30 日 

 

 

公告事項 校內外學術研究補助 



 

7 
 

商學院 

商學院 

 

 

 

 

 恭賀本校 105 年 11 月收錄於 Scopus 資料庫之本校師生論著共計 21 篇，其中理學院 7 篇、

社科院 9 篇、商學院 3 篇、傳播學院 1 篇、教育學院 1 篇。本校收錄 Scopus 資料庫列表，

請參考以下網址：https://goo.gl/Mh3pu9。 

 

 

 

 

 台灣三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與本校合作之

Samsung Pay 產學合作計畫於 12月 9日假三星

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辦公室舉辦教育訓練，本校參

與受訓之學生分別來自資科系、中文系、金融學

系、法律等系所，共計 11位同學前往進行訓練。 

 

 

 

 

 研發處預計於 105年 12月 29 日假行政大樓七樓第 5會議室，辦理 105 年第 6 次研究倫

理工作坊，邀請國家實驗研究院助理研究員顧長欣博士，主講「研究計畫主持人的法律

責任及人類研究倫理在台灣的發展」，報名網址 https://goo.gl/IU9IZE 

 

 

 

 【中文系訊】為推動教育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知識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計畫」，政治大學

由周行一校長擔任主持人，以文學院師生為主體成立「轉注藝遊計畫辦公室」，規劃一

系列文史哲跨領域應用實作課程，秉持「在地

關懷」與「藝術涵養」兩大核心精神，並與朱

銘美術館、國立故宮博物院等典藏機構合作，

帶動文史哲學科知識轉化為不同形式的力量，

活化並貢獻於社會與人群。時近歲末，轉注藝

遊計畫主持人周行一校長於 11月 22 日特別邀

請朱銘美術館吳順令館長及行政團隊蒞臨政大，

表達校方謝意並共同研擬後續合作方向。(摘錄

校訊新聞)  

研究發展處 學術與實務活動 

本校學術榮譽 

文學院 學術與實務活動 

學術榮譽 

參與 Samsung Pay產學合作計畫的同學合影。 

朱銘美術館吳順令館長致贈周行一校長紀念品，

象徵館校合作成果圓滿。（圖片提供：轉注藝遊

計畫辦公室）。 

https://goo.gl/Mh3pu9
https://goo.gl/IU9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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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出校友潘思源捐贈中文系設置之「潘黃雅仙

人文講座」，自 2009年至今已邀請逾 14 位國

內外優秀學者來臺演講。中文系於 11月 11日

起舉辦「2016潘黃雅仙人文講座」。本次講座

主講人由愛丁堡大學中文系教授兼蘇格蘭孔子

學院院長費南山（Natascha Gentz）教授擔任，

於 11月 11、14與 16 日以「近代中國報刊」為

題，進行三場公開演講。11 月 11 日開幕式中，

中文系主任曾守正表示今年適逢政大中文系創

系 60週年，能藉著講座與各位與會嘉賓共聚指

南山下，別具意義。(摘錄校訊新聞) 

 

 【校訊記者林昀萱報導】 中文系於 11月 26至 27 日舉辦「第十屆漢代文學與學術思想

研討會」，海內外學者共同發表與討論。副

校長陳樹衡肯定中文系上持續擦亮漢學招

牌，迎接中文系創系 60周年，與會學者也

共同揮毫祝賀。文學院長林啟屏表示，中文

系對於推廣漢學研究向來不遺餘力，今年邁

入第十屆，更可視為象徵性指標。今年研討

會總計發表 32 篇論文，除了國內學者，另

有來自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與德國專

家共同參與交流，不但放眼亞洲，更將漢學

推向全球各地。各地學者透過實質相互評論

並提供建言，激盪出更多學術火花。(摘錄

校訊新聞)  

 

 哲學系於 11月 2日邀請美國波士頓大學哲學系鄭義愷博士進行專題演講，主題為:「柏

拉圖的「一切未來存有論之序曲」：《智者》篇談「相」的哲學動機」，同日亦邀請東海大

學哲學系蔡偉鼎助理教授主講「詮釋學史視域下的早期海德格詮釋學思想」，以及中央研

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黃柏誠博士後研究員針對「康德哲學的否定、保存和提升：

黑格爾與思辨哲學」進行主題演講。 

 

哲學系另於 11 月 4 日邀請東吳大學哲學系馬愷之副教授主講「反物化和情境主義：從當

代道德哲學來看朱熹倫理思維的兩個重要面向」;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葉海煙教授

於 11月 8日受邀主講「道家倫理學的理論基礎與實踐課題」;11月 9 日柏林自由大學哲

學系 Hans Feger 主講「The Chinese are the Human Race — Schelling's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Religiosity in the Mythological Process」。 

中文系主任曾守正致贈紀念獎牌。攝影：陳威廷。 

海內外學者齊聚討論漢代文學與學術思想。

照片提供：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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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商學院 

 

靜宜大學生態人文學系林靜秀助理教授於 11月 21日受哲學系之邀，針對「《知覺現象學》

中知覺課題上的突破」進行專題講座; 11 月 22日由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吳秀瑾教授主講

「關懷和仁是否相容？」議題。 

 

 

 

 

 應數系於11月28日邀請台北科技大學林佩君助理教授主講「新世代機器人--智慧玩具」。

隨著人工智慧和機器人的發展，各個產業即將進入機器人世代，而機器人對人類生活的

影響也漸漸成為熱門的話題。機器人設計五發八門，從工業用途設計的機器人到人類體

機器人、寵物、玩偶機器人乃至於清掃機器人一應俱全。所有機器人設計皆著重以消費

者需求為導向，使用年齡層也逐漸下降至兒童，使智慧玩具成為現今玩具設計的另類市

場。 

 

一個智慧玩具被定義為由多個零件組成的軟體兼硬體設備，它連接一個或更多玩具資訊，

透過 IoT 將玩具使用者語音及畫像資料放置於玩具供應商裡的雲端。玩具供應商藉此透

過雲端計算來提升一個道統玩具的功能性。換句話說，將玩具結合軟體開發技術，讓玩

具不再只是單一的實際產品而是結合了能夠互動的虛擬化機器人已經成為現今的開發新

市場。 

 

新世代機器人的創新技術，圍繞著機器學習、智慧化感測、人工智慧等各項系統技術開

發，各大知名廠商也紛紛砸下巨資開始研發軟體兼硬體設備。隨著電腦運算能力的提升，

IoT 已能夠收取即時性的數據資料集結而成大數據。透過大數據分析，智慧玩具發展即將

進入新一波熱潮，人手一機的世代即將展開，是大眾需深入認識瞭解的議題。 

 

 

 

 

 【校訊記者林曉愉報導】政治學系於 11 月 6日邀請到美

國在台協會(AIT)政治組組長馬志安(Christian M. 

Marchant)進行課堂演講，分享對此次美國選舉的分析。

馬志安先介紹美國特有選舉人制度的歷史，從二十世紀的

兩黨政治版圖變遷，到 2016 年總統選舉選前預測和開票

結果的差距的分析。 

 

 

社會科學學院 學術與實務活動 

理學院 學術與實務活動 

美國在台協會(AIT)政治組組長馬志安分享

他對美國選舉的分析。(照片：政治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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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法學院與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於 11 月 5 日至 6 日假該校如心會議中心舉辦｢第六屆

兩岸民商法前沿論壇--民商法國際性與

地域性｣學術研討會，本年度會議主要針

對甫通過人民大會初審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民法總則（草案）的歷史定位，中國

新民法典的問世能否接軌世界並達到人

民的期待，透過研討會上兩岸學者的觀

察與研究分享，期待能掌握中國大陸新

民法典的發展脈絡。新聞報導：

http://ppt.cc/PoS51 

 

 

 法學院邀請客座教師日本神戶大學名譽教授

阿部泰隆（Prof. Abe Yasutaka）教授來訪，

阿部泰隆客座教授於本院開授｢比較行政法研

究｣課程，阿部泰隆教授於神戶大學退休後開

設律師事務所擔任主持律師，對於日本行政法

的學說及實務發展皆擁有相當完整的經驗，本

次來訪授課帶來豐富的實務案例分享，參與的

師生都能充分了解日本行政法學界及訴訟實

務的運作發展。 

活動花絮 http://ppt.cc/Qc3Yp 

 

 法學院邀請客座教師日本金澤大學法務研究

科長谷川隆（Prof. Hasegawa Takashi）教授

來訪，長谷川隆客座教授與本院民事法學中心

陳洸岳副教授共同開授｢日本民法學之課題與

展望｣課程，針對日本民法典各編及相關重要

議題為子題，輔以重要民事案例進行解說，有

系統地介紹日本民法學發展的重要課題。活動

花絮：http://ppt.cc/BZIgw 

 

 

 

法學院 學術與實務活動 

第六屆兩岸民商法前沿論壇全體學者合照。 

林國全院長頒發阿部泰隆教授客座教授聘書。 

林國全院長頒發長谷川隆教授客座教授聘書。 

http://ppt.cc/PoS51
http://ppt.cc/Qc3Yp
http://ppt.cc/BZI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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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商學院 

 法學院邀請客座教師日本北海道大學名譽

教授道幸哲也（Prof. Doko Tetsunari）

教授來訪，道幸哲也客座教授與本院勞動

法與社會法中心林良榮助理教授共同開授

｢集體勞動法專題研究（三）｣課程，道幸

哲也教授長期擔任北海道地區勞動委員會

委員、日本勞動法學會理事，對於日本勞

動法及工會運動發展皆有相當的研究。活

動花絮：http://ppt.cc/VgaaQ 

 

 

 

 

 

 

 資管系於 12月 15日 晚間 7-9點邀請 Dipak R. Pant Ph.D.

進行專題演講，講題為:「Nudging the Italian business 

leaders towards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flections 

of a field anthropologist and an accidental economist」。 

 

 

 

 

 

 

 

 

 

 

 外語學院於 11 月 29 日邀請墨西哥駐台辦事處處長 Juan Manuel González Bustos 以「墨

西哥亡靈節」為主題，搭配在臺墨西哥人親手製作的亡靈節慶典麵包，引領師生進一步

認識墨西哥的生活面貌和歷史背景，並使聽眾對於食物與文化甚至是歷史之間有更清晰

的連結，更加深入地認識墨西哥文化。(摘錄自校園新聞： https://goo.gl/c2CSdl) 

 

 期望啟發國人對英語外的第二外語文化之興趣，外語學院和教育部北區大學外文中心於

12 月 4日舉辦「越南文化研習營」，邀請來自校內外多位越南文教師，分別就生活、習俗、

地理、經濟、飲食、藝術等各種面向介紹越南文化。現場也有越藝之星團體帶來表演，

讓學員直接接觸越南的藝術文化。學員們反應熱烈，滿載而歸。 

商學院 學術與實務活動 

外語學院 學術與實務活動 

王千維副院長頒發道幸哲也教授客座教授聘書。 

演講宣傳海報。 

http://ppt.cc/VgaaQ
https://goo.gl/c2CSdl


 

12 
 

商學院 

商學院 

    校園新聞：https://goo.gl/CLIwmO 

 

 英國語文學系於 11月 18至 19日主辦第十三屆

文山國際研討會。主題為「浪漫主義遺風」

(Romantic Legacies)，此乃近年來台灣首次關

於此議題之跨領域研討會。本會邀請兩位著名

學者來作專題演講，分別是英國倫敦大學學院 

(UCL) Rachel Bowlby 教授與美國密西根州立

大學 (MSU) Arthur Versluis 教授。本研討會

吸引來自十四個國家與八個學科的學者來發表

論文，共約 140 人與會。 

 

 

 

 

 【傳播學院易淳敏報導】11 月 18 日傳

播學院與日本慶應大學，以「災難傳播、

身分認同及媒體」為題，舉行跨校跨院

的學術交流。此次研討會探究日本 311

福島核災事件以及戰爭災難中的新聞

傳播和替代性媒體，並針對廣告文宣中

的媒體再製、電影文本傳達的民族主義、

族裔間的語言和身分認同。(摘錄自校

訊新聞) 

 

 

 

 

 【東亞所訊】越南社會科學院翰林學院訪問團一行 12

人於 11 月 15日由范文德副主席率團蒞臨本校訪問並

參加交流座談。交流座談會由研發長劉幼琍教授主持，

國合長陳美芬教授、東亞所寇健文所長、民族系賀大

衛教授、東亞所黃瓊萩助理教授以及相關業務同仁也

一同與會歡迎遠道的貴賓。 

 

 

 

傳播學院 學術與實務活動 

國際事務學院 學術與實務活動 

傳播學院與日本慶應大學師生於研討會後合影。 

攝影／Caroline Hosey。 

研發長劉幼琍教授代表本校致贈越南社會科學院

(VASS)紀念獎牌。照片提供：東亞所。 

英國語文學系於主辦第十三屆文山國際研討

會，周行一校長開場致詞。 

https://goo.gl/CLIw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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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引薦波蘭外交部外交政

策策略司司長 Dr. Wojciech Zajaczkowski 與外

交政策策略司科長 Dr. Jakub Wodka 於 11 月 23

日到訪國關中心，談及當前中國大陸之外交政

策及美國對中國大陸、俄國及東南亞之政策為

何。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於 11 月 16 日由中心柯玉枝副主任主持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美關係

研究所汪曙申、劉國奮教授參訪團一行，席間就兩岸目前的政治現狀討論交換彼此心得

意見，目前兩岸局勢較過去以往嚴峻且充滿變數，透過此番與中國大陸重要智庫意見交

流提供許多可貴之見解並別具意義。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及東南亞研究中心於 11 月

10 至 11 日假中心國際會議廳舉行「亞洲青年

東南亞學者國際研討會」(AYSEA 2016)，此次

會議與日本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合作並邀

請到 Kono Yasuyuki 所長參加，參與會議並發表

的學者均為在各地研究東南亞的優秀青年學

者。 

 

 

 

 

 

 選研中心俞振華副研究員以及選研中心與中研院政治所合聘鮑彤助研究員，受台灣民主基

金會與美國在台協會之邀，於 11 月 9 日參與「美國大選選情面面觀」活動，一起見證美

國選舉的開票實況，並將美國大選制度及美國政治的最新發展介紹給台灣學者、青年學子、

公民團體，以及媒體記者。 

學術與實務活動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學術與實務活動 選舉研究中心 

波蘭外交部外交政策策略司司長 

Dr. Wojciech Zajaczkowski(左三)。 

亞洲青年東南亞學者國際研討會(AYSEA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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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華人公會拿督何國忠上議員一行八人

於 11 月 23 日至選研中心拜會，與蔡佳泓中心主

任和鄭夙芬研究員就民意調查議題交換意見。 

 

 

 

 

 

 

 

 徐世榮中心主任於 11 月 7 日受邀參與「大學在地實踐聯盟推動計畫」討論會; 11 月 10 日

受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之邀，參與「公共事務學門初審會議」。 

 

 徐世榮主任於 11 月 8 日受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之

邀進行演講，講題為「教學、研究、公民運動─到正

義之路」; 11 月 15 日受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領

袖學程的 16 堂課」之邀進行演講，題目為「土地正

義」; 12 月 3 日受邀於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進行

演講，題目為「第三部門」。 

 

 11 月 14 日徐世榮主任受中國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之邀前往演講，講題為「台灣都市更新容積獎勵的制

度迷思」。 

 

 

學術與實務活動 第三部門研究中心 

俞振華副研究員（右一）帶領與會者 

進一步瞭解美國大選相關議題。 

鮑彤助研究員解析即時選情。 

馬華公會代表團與選研中心研究人員合影。 

徐世榮主任與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郁

建興院長(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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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世榮中心主任於 11 月 14 日《說書》平台中，發表「自

己的土地自己救，你要知道的土地徵收二三事」一文，

相關文章內容: http://sobooks.tw/land_justice_taiwan/ 

 

 美國懷俄明大學陳怡伶教授（Professor Yi-Ling Chen）

於 11 月 16 日訪問第三部門研究中心，討論研究課題及

合作事項。 

 

 

 

 徐世榮中心主任於 11 月 22 日受本校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之邀，參與「把社會找回來學術

交流工作坊」並擔任主持人及評論人; 同日，受邀參與由立法院「台灣與德國國會友好聯

誼會」所舉辦的大師講座，演講者為德國著名的 Ortwin Renn 教授，專題演講題目為「風

險世代-民主社會的政策制定與風險溝通」。 

 

 徐世榮中心主任受總部位於香港的自由亞洲電台專訪，討論中國江西省鄱陽湖計畫興建

水壩，挖取砂石及破壞環境生態情事，相關連結: https://goo.gl/yk5XqR。 

 

 徐世榮中心主任分別於 11 月 8 日假新竹水木書苑、11 月 19 日假台北永樂座、12 月 4 日

假桃園瑯嬛書屋及台中新手書店進行《土地正義：從土地改革到土地徵收，一段被掩蓋、

一再上演的歷史》新書發表會。 

 

 

 

 

 

 

 

 

 

 

 

 

 

 

 

 

 

與陳怡伶教授（右二）合影。 

徐世榮主任(中)於新竹水木書苑

與清華大學戴念華教務長（右）

及王俊秀教授（左）合影。 

徐世榮主任(中)於新竹水木書苑

與清華大學戴念華教務長（右）

及王俊秀教授（左）合影。 

http://sobooks.tw/land_justice_taiwan/
https://goo.gl/yk5X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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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創新研究團隊於 11 月 12 日至 13 日主辦「2016 創新研究國際學術研討

會」，於政大研究暨創新育成總中心舉行。本屆研討會以「以人為本的在地創新」作為主

題，回歸創新研究計畫「以人為本、在地創新、共創價值」的初衷。 

 

此次會議除了既有跨領域對話場次，還邀請包含新加坡管理大學資訊系統學院院長 Robert 

J. Kauffman 教授、馬來西亞 ThinkCity 營運長 Neil Khor Jin Keong、加州 HopeLab 主任

Janxin Leu 等國外專家學者擔任與談人，透過對話碰撞出更多創新火花。亦邀請到吳思華

教授擔任專題演講主講人，深入討論「從科技創新到人文創新」議題；增設座談會，邀

請國內進行創業研究的相關學者聚首交流本領域的現況及未來可能的發展、以及國內人

文創新的實踐者，如花蓮銅門國小蕭美珍校長、山汨咖啡營運長阮翊凱先生、逢甲大學

侯勝宗教授等分享社會實踐的成功範例。 

 

 

 

 

 

 

 

 

 

 

 

 2016「雜學校 Za Share 教育展」於 11 月 25 日至 27 日假華山 1914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舉

行；本校「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所屬的鹿樂平臺，從 468 件申請團隊中脫穎而出，

並為 160 個參展單位之一。 

 

這場號稱「最有趣」的教育展由民間所舉辦，以「學你想學，學你想成為」為主題的展

覽裡，展現教育創新或新創的案例，可以見得體制內外各種不同的學習路徑，吸引大批

關心教育的相關工作者、民眾及企業團體前來參觀，凸顯「教育」為社會關注的議題並

且渴望賦予其創新的能量。鹿樂平臺於這次的展覽不僅獲得展示的機會，也從中獲得許

多不同的養分與創新思維。 

 

 創新創造力中心出版新書《帶起每個孩子—國民教育大進擊》。本書主要收錄教育部

「104-105 年度國民教育階段學生學習精進連結平臺」各方案計畫與國中小學合作之創新

學術與實務活動 創新與創造力中心 

與會貴賓合影。 跨領域對話。 



 

17 
 

成果及故事分享，包含了數學分組教學、自造 Maker、夏日樂學、

教師精進、國際學伴等各個層面，分享各自教學場域的發現與經驗，

共計 12 篇。從這 12 篇內容可窺見教育政策推動的立意與教育現場

實踐的努力。所謂的「教學」，包含著「教」與「學」。在教的面向，

除了教師的專業、熱情之外，不論是教法、或是教材，都要專業成

長；在學的面向，學習不只是被動的學，更是要主動的求知，並且

從做中學，讓學生學出趣味和快樂的學。 

 

 

 

 

 

 

 

 中國大陸研究中心籌備歷時一年的旗艦型活動「兩岸學者共話•社會學論壇：『把社會找

回來』學術交流工作坊」，邀集兩岸社會學家自 11 月 22 日開始進行為期三天的工作坊以

及校外實地參訪，活動盛大舉行。校園新聞報導 https://goo.gl/ZKBtcm 

 

 

 

 

 

 

 

 

 

 

 

 

 

 

 

 

 

 

 

 

 

學術與實務活動 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與會貴賓於開幕式合影。 新北市烏來「政大烏來部落工作站」參

訪政大團隊在烏來的社會實踐。 

新北市坪林「山不枯茶園」參

訪台大經營團隊的育成經過。 

新北市石門「臨海農場」參訪

廚餘堆肥與有機蔬菜栽種。 

創新創造力中心新書出版。 

https://goo.gl/ZKB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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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研究中心於 11 月 29 日邀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方怡潔助理教授以「不穩定

性(precarity)、關係與非正式經濟：當代中國農民工的民族誌研究」為主題，進行專題演

講。演講探討中國的工人階級正在崩毀，工廠的勞動力已經不再是由城市的無產階級構

成，而由農村來的農民工給取代，而種種因素與社會氛圍都使得城市裡的農民工彷彿是

「用過即棄的」(expendable)。這種「可棄性」使

得農民工被剝奪了與雇主的協商能力，比一般工

人更要忍受髒累苦險的工作。許多學者試圖從勞

動過程來捕捉農民工的主體性，並稱之為「新工

人」階級的興起。本研究主張，要理解農民工最

好從「不穩定性」來切入（即使此不穩性也具「中

國特色」），與其說他們是新工人(new worker)，不

如說他們是「不穩定的無產者」(precariat)。活動

相簿：https://goo.gl/0EK345。 

 

 

 中國大陸研究中心於 12 月 13 日舉辦系列演講活動（九）: 「Internal Rivalry, External Threat 

and Alliance Formation」，邀請美國杜克大學政治系教授牛銘實於綜合院館南棟七樓 728

會議室進行專題演講。 

 

 中國大陸研究中心系列演講活動（十）：「Trading Fire: the Arms Trade Network and Civil War」

於 12 月 14 日邀請到主講人美國 Vanderbilt 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Brett V. Benson 於行政大樓

七樓第五會議室進行專題演講。 

 

 

新北市三芝「共榮社區」參訪社區基層營造與農村再生。 

新北市三芝「共榮社區」參訪社區基層營

造與農村再生。 

https://goo.gl/0EK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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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腦學中心於 11 月 25 日舉辦「2016 巨量工作坊－網路爬蟲與文字探勘演練」，由楊立行

副教授主持，邀請資訊工程師葉惠瑄、蘇文信、葉佐恩進行主講，介紹網路爬蟲與文字

探勘的相關技術與發展，以及資料視覺化的技巧等應用性議題。 

 

 心腦學中心蔡介立主任於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4 日接受捷克馬薩里克大學(Masaryk 

University)邀請，針對以眼動儀為研究工具來探討心智運作之議題，至該校進行兩場專題

演講，講題分別為眼動與閱讀、及本校近年心理語言學議題的眼動研究成果分享。此外

也參觀該校文學院最新成立的人文實驗研究中心(HUME Lab)，包括眼動儀、腦波儀、虛

擬實境、動作偵測系統等最新研究設備，並與該校心理系、中文系、教育科學系、及地

理系等多位學者與研究生，深入交流彼此研究成果與討論，未來將在語言、跨文化、教

育科學等議題上，提出雙邊計畫進行實質研究合作。 

 

 心腦學中心將於 12 月 16 日邀請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的 Chun-Ting Hsu 博士，進

行專題演講: 「文學閱讀與情緒感知的認知神經科學：閱讀哈利波特的 fMRI 大腦研究。」 

 

 

 

 

學術與實務活動 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中國大陸研究中心系列演講活動

（九）：Internal Rivalry, External 

Threat and Alliance Formation 

中國大陸研究中心系列演講活動

（十）：Trading Fire: the Arms Trade 

Network and Civil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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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民中心執行教育部「原住民族語維基百科計畫」，正巡迴辦理詞條寫作研習會，11 月前

往來義高中、台北市立大學，分別對實際運用族語最純熟的族語教師們，進行維基百科

孵育場教學，引導撰寫族語詞條，穩定累積詞條數目。孵育場網頁介紹及撰寫族語詞條

之教學影片已陸續上線，歡迎本校原住民族學生一同參與推廣。(教學影片網址：

https://goo.gl/atFG93) 

 

 

 

 

 

 

 

 

 

 

 

 原民中心於 11 月 24 日與韓國語文學系、民族學系合作，邀請日本最權威的北韓專家福

田惠介（「東洋經濟周刊」副總編輯、日本媒體圈「北韓專家」第一人）進行專題演講「最

新情報：北朝鮮的核武與經濟發展」，並邀請知韓文化協會朱立熙執行長與會主持、翻譯、

與談。與會者透過講者最近五年至北韓訪問帶回來的第一手資訊，進一步認識北朝鮮這

個國家。 

 

 

 

 

 

 

 

 

 

 

 原民中心於 11月 26日、27日辦理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辦理之「2016南島民族國際會議」，

本屆主題為「從和解共生到永續家園：連結南島民族的社會生態智慧」。邀集國內外民族

領袖、學者專家、政府部門要員齊聚，針對世界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如何共榮共存進行對

學術與實務活動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詞條寫作研習會-來義高中場次。 詞條寫作研習會-台北市立大學場次。 

福田惠介 「東洋經濟周刊」副總編輯。 專題演講現場。 

https://goo.gl/atFG93


 

21 
 

話與交流。會議前邀請外賓參加 11 月 23-25 日的走動式工作坊，親赴新竹尖石鄉、臺東

都蘭部落、高雄達卡努瓦部落與在地族人交流對話，將收穫帶回台北進行進一步的分享

討論。會議相關照片請參見：https://goo.gl/URHukj。 

 

 

 

 

 

 

 

 

 

 

 

 

 

 

 

 

 

 

 

 

 

 

 

 

 

 

 

 

 

 

 

 

 

 

 

2016 南島民族國際會議，陳建仁副總統、原住民族委員會 

夷•將拔路兒與國際重要貴賓、學者合影。 

走動式工作坊-新竹尖石部落。 走動式工作坊-台東都蘭部落。 

走動式工作坊-高雄那瑪夏達卡努瓦部落。 陳建仁副總統開幕致詞。 

https://goo.gl/URHu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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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民中心執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案，新增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原住民族語教

材之「太魯閣語」、「宜蘭澤敖利泰雅語」、「四季泰雅語」、「大武魯凱語」四語教材，以

及修訂既有「德路固語」、「澤敖利泰雅語」教材。計畫自 104 年開始啟動，今年已完成

1-9 階初稿，於 12 月 1 日召開第二次編輯會議，預計於 106 年底完成教材，原九階教材

38 語教材可完備至 42 語。 

 

 

 

 

 

 

 

 

 

 

 

 《原教界：原住民族教育情報誌》12 月號第 72 期出刊。本期主題

為《狩獵與獵人學校》，原住民的狩獵權議題，這一年來是大家注目

的焦點，原住民族與動保團體對於「狩獵」各有執著，跳脫兩方的

爭執，本期期刊從「狩獵」這個議題，延伸出對獵人學校課程教育

的再思考以及嘗試瞭解世界各國狩獵情形。此外，更關注獵人文化

的式微，獵人學校可以有所作為，還是僅能做到獵人文化的推廣？

歡迎有興趣者詳閱本期原教界。期刊全文閱覽請洽原民中心網站

https://goo.gl/2ubi6b。 

 

 

 

 

 

 南海主權的爭議由來已久，中華民國與環南海周

邊國家，也為此衍生諸多爭端。期能有理有據的

維護我國主權，11 月 29 日人文中心特別邀請長

年致力於中國南海疆域的劃定研究的本校民族系

前系主任唐屹教授主講「從檔案看南海問題」。現

場就其編輯之《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為基

底講述，互動討論熱烈。 

學術與實務活動 人文中心 

各語主編與會情形。 原民中心黃季平主任進行進度報告。 

唐屹教授(右)以堅實的檔案資料為基礎，剖析南

海問題的曲折糾葛，論證南海主權的歸屬。 

原教界第 72 期出刊。 

https://goo.gl/2ubi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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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求歷史座標點計畫」於 12 月 5 日假嘉義女

中辦理歷史科教師研習營，由國家發展委員會

檔案管理局應用服務組研究員許峰源，就其專

業領域與實務經驗，主講「國家檔案與歷史教

學相遇」。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檔管局建置

之「檔案支援教學網」，引導教師使用數位化的

教學資源。 

 

 

 

 國際法學研究中心與人文中心於 12 月 7 日舉辦

座談會，針對釣魚臺列嶼問題的脈絡發展及我國

的立場定位進行討論，邀請深諳其中緣由的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林泉忠，以及外交

部條約法律司前司長申佩璜，分別主講「釣魚臺

列嶼爭議的形成過程」與「我國擁有釣魚臺列嶼

領土主權的國際法依據」。從歷史、檔案、國際

法的角度切入，爬梳釣魚臺議題的歷史過往與未

來發展。 

 

 

 「尋求歷史座標點計畫」於 12 月 14 日與 15 日舉辦高中生工作

坊。分別由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楊宇勛在斗六高中主講「讀歷

史好好玩─以宋代的人事時地物為例」，以及暨大歷史系副教授

王良卿在暨大附中主講「如何撰寫小論文」，期能引起高中學生

學習歷史的興趣並增進其學習能力，為 2016 年的系列活動畫下

圓滿的句點。活動資訊詳參：https://goo.gl/b7DHmL。 

 

 

 

 

 

 

 

嘉義女中辦理歷史科教師研習營，由檔管局應服

組研究員許峰源，講述「檔案」與「教學」雙主

軸的交互作用。 

 

「歷史•檔案•國際法：釣魚臺議題座談

會」，會後主講人合影。 

「尋求歷史座標點計畫」宣傳海報。 

https://goo.gl/b7DH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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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成中心創立方於 11月 10日舉辦創業講

座，邀請愛評網副執行長暨共同創辦人葉

卉婷進行演講，主題為「創新公司的成功

與失敗手札」，現場吸引眾多對創業有興

趣的聽眾。演講者分享許多創業過程、經

驗以及遇到的挫折、瓶頸等，讓聽眾了解

到一家公司/企業從無到有的過程，演講

結束後的 Q&A互動的時間，聽眾也相當熱

情踴躍的提問。 

 

 

 育成中心創立方於 11月 17日舉辦創業講

座，邀請鐘點大師駐站大師、文化大學講

師黃國燦假創咖啡舉辦演講說明會，主題

為「用專業，做一個能讓人幸福的工作」。

講者分享自身業界的工作經驗，並播放許

多經手製作過的廣告產品作為分享案例，

讓聽眾了解廣告對於產品的重要性以及

如何展現創意與獨特性。 

學術與實務活動 創新育成中心 

愛評網副執行長暨共同創辦人葉卉婷 

進行講座分享。 

鐘點大師駐站 大師兼文化大學講師黃國

燦進行講座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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