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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研究發展處 記者: 廖嘉嘉、花清荷/攝影: 廖嘉嘉】語調神情帶著自信，字字句句洋溢熱

情，他正是身兼多職的地政學系林士淵教授。眼下他執行多項國科會計畫，其中《整合⺠族

科學與空間科學以建置調適循環型災害溝通機制－整合遙感探測與部落感知之坡地災害偵

測與驅動因素分析》探討如何在防災層面，拉近學術界與⼭坡地部落居⺠之距離，整合雙方

可共享、共識的防災知識。此外，他亦擔任國立政治大學產學營運暨創新育成總中心（以下

簡稱產創總中心）營運⻑，不僅讓有創業夢想的學生、執行產學合作的師⻑們，得到多樣化

協助與資源，也為國立政治大學提供智慧智財相關審閱與諮詢等服務，確保校方在智慧財產

權上受到保護。                                                                                                                             

 

整合科學與⺠俗觀測 由不同細節看出災害徵兆 

 

談起選擇地政學系的原因，林士淵大方地分享原本心繫建築的他，在個人興趣與分數考量的

權衡後，最後決定投身與建築相關的地政學系。而這個人生決定，也讓他遇上與建築相關的

測量學，本著鑽研學術的初心，林士淵選擇繼續攻讀研究所，⼀學學出興趣，最後順利完成

整合學術知識與當地防災觀念 林士淵產學合作帶來新視野   

▶國立政治⼤學地政學系林⼠淵教授，同時也是產學營運暨創新育成總中⼼營運⻑，除了執⾏

多項國科會計畫，也盡心盡力為師生提供創新創業、產學合作的協助（攝影：廖嘉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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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學位，原先看似不經意的選擇，卻成為林士淵踏上研究道路的重要契機。 

 

林士淵近期執行的國科會整合計畫《整合⺠族科學與空間科學以建置調適循環型災害溝通機

制－整合遙感探測與部落感知之坡地災害偵測與驅動因素分析》起源自 2009 年，他與政大

⺠族學系官⼤偉教授合作，進行多項原住⺠相關研究，也在研究過程中逐漸摸索出新道路，

從原先的原住⺠⼟地管理，延伸到現今的災害觀測。「原住⺠部落較容易受外界忽略與誤會。」

林士淵提到。事實上，選擇原住⺠作為研究的客群，除了與官⼤偉教授的領域相連結外，更

起因於⼤眾對原住⺠的誤解。他表示：「可發現原住⺠部落對於自⾝的生活環境，很有想法

跟概念。」許多人認為山坡地的災害，皆是居住在⼭上的部落居⺠砍伐或是耕作造成，但經

過驗證後卻發現，原住⺠擁有屬於自身的豐富傳統知識，管理土地的方式與政府不同，正因

發現這些不同但卻不為大眾所知的現象，林士淵希望能將其與相關的科學知識進行比較與整

合。為執行研究計畫，林士淵帶領團隊與部落居⺠交流。首先，他將衛星觀測資訊對比分析

當地居⺠的資料，「主題就是試圖把兩邊拉得更靠近些，或從這兩者不同知識體系中，能產

生怎樣的對話。」林士淵解釋。等待議題重點確定後，便必須著手取得科學資料及居⺠觀測

資料。他表示，科學的觀測資料，主要靠衛星影像，輔以國防大學環境資訊及工程學系林玉

菁副教授所開發的部落居⺠災害回報工具，「她蒐集的資料是地面的，可以看到哪裏有樹倒

了、有落石等等，這些潛在發生災害機會高的徵兆，迅速地記錄徵兆並回傳。」林士淵補充。

⽽在地居⺠的觀測資料，則是源於平日對於不尋常現象的紀錄，「我們最希望看到的是，衛

星紀錄所估算不穩定的地方，能與居⺠的回報具有⼀致性，這表示不同方法、不同距離，對

在地的觀察都可得到相同結果。」 

 

提及未來研究走向，林士淵表示，除了加強資料蒐集上的完整與深入外，也想從輿論及社群

媒體取得研究資料，瞭解人們對於地區、地形及其變動的看法，而針對可能的資料來源，林

士淵指出，接下來的時間，會將多種關鍵字放入各式社群媒體中進行嘗試。 

 

發揚創業樂趣 林士淵投身產創總指揮 

 

上述提及的整合計畫除了是⼀⾨研究外，林⼠淵也將其視為⼀種產學合作。他表示，計畫的

主旨是透過與當地居⺠合作，建立居⺠對環境災害的感知意識，「計畫本身經費不多，但是

生命無價，能夠把環境照顧更好、瞭解更加透徹，便是計畫的價值。」他笑著說道。除此之

外，整合型計畫也與國家災害防救中心合作，透過中心將計畫往各種不同層次發展，將校內

理論結合校外產業，做出實質的產學合作，這也恰恰對應了林士淵另⼀個⾝分－產創總中心

營運⻑。 

 

2021 年，林士淵與幾位老師共同參加「智在家鄉」數位社會創新競賽，以改善政府與部落

之間對於坡地災害資訊與知識的雙向落差為題，嘗試開發災害觀測物聯網與災害觀測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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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榮獲首獎，他也將競賽成果延續至國科會計畫中。透過這次成功經驗，林士淵發掘創意

實踐的趣味，賽後他也透過自主學習，研究如何找出計畫痛點，從根本改善解決；就在同⼀

時間，競賽單位也在持續輔導團隊完善計畫，進而衍生新創公司，此舉引起林士淵的注意。

他說：「希望透過分享創業學習的經驗，也讓校內師生體會其中的樂趣。」林士淵深知創業

教育模式的優勢，讓他勇於接任產創總中⼼營運⻑，帶領產創總中心執行產學專業協助。 

 

產創總中心主要分為四個業務主軸：第⼀項為「產學合作」，以校內老師與學生為服務對象。

除了提供講座與活動，培養學生創業家精神，也開設課程與設置競賽，引導學生走上創業的

道路；而教師方面，則連結各領域教師專⻑與校外產業需求，促成更豐富的產學合作計畫。

第二項是「創新育成」，主要輔導學生培養創新創業的思路，與未來職涯規劃結合。從早期

的租借辦公室給學生，到透過課程，給予有志學子創新想法。而課程開設方面，分為學分及

非學分課程，學分課程與各式學校及教師合作，教導創新創業知識，非學分課程則提供專業

建議，讓有創業想法及需求的學生能快速與外界業務接軌。另外也包含業師演講、競賽舉辦

等，讓學生透過多種管道，跨出創業的腳步。 

 

除了產學合作及教學方面的業務，產創總中心第三項主要業務為研創大樓的管理、租借與營

運，林士淵提到，產創大樓雖位處偏遠，但出租多個研究室及辦公空間給外部公司，許多新

創公司也以此作為創業基地，「它是⼀個提供給大家使用的空間。」林士淵強調。第四項業

務為負責學校的智財法務，避免師生在智財領域上到侵害，林士淵解釋，校方的任何計畫，

凡與國科會以外的單位簽署合約，內容有涉及智慧財產權約定之條款者，行政流程上皆需要

得到產創總中心的審核蓋章，才得以放行，「我們在保護政大跟外界的合作不要有損失，範

圍包含智財分配、權利金等。」對於智財法務的服務，林士淵表示，這是輔助全校性的極重

要任務。 

 

 

 

 

 

 

 

 

 

 

 

 
▶產學營運暨創新育成總中心服務推廣（照片來源：產學營運暨創新育成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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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創業教育 為師生帶來多元機會 

 

產創總中心的業務廣泛，但核心仍聚焦於師生的產學教育，林士淵解釋，學校老師的產學合

作並非侷限與校外產業結合，更有許多計畫是與政府部門連結合作，提出政策上的評估與建

議，「要強調⼀件事是，政⼤的產學合作類型，比大眾所認知傳統的產學合作更多元。」林

士淵補充，多數學校的產學合作為與業界廠商共同研發專利、技術或是產品，而政大產學合

作對象多為政府機關，合作成果有時非為實體，而是政策的形成或是著作發表。他以政大會

計學系吳安妮講座教授為例，她與企業共同執行 AVM 智慧製造工業流程的國科會計畫，就

是由政府、國科會及產業三方合作，後續創造十多項專利的成功案例。「有了成功的案例，

我們便可透過類似的途徑，引導更多產學合作的可能性。」林士淵提到。 

 

除了政策合作外，林士淵也強調各學院都有在產學合作中發光發熱的方式，以外國語文學院

為例，曾有計畫以各式語言看臺灣，並出版⼀系列相關書籍，便是透過外語專業達到不同的

產學成果。林士淵認為，這些合作可提升社會價值，達到多元面向及國際上的拓展，「可能

跟典型創造高收益價值的產學模式很不⼀樣，我們不⾒得追求很高的權利⾦與收入，而是能

夠發揮政大的影響力。」林士淵強調。 

 

以學生為主的創新育成也有許多成功案例，林士淵開心地分享令他印象深刻的學生團隊，其

中由三位歐洲語文學系學生組成的電動滑板車服務開發團隊，經產創中心的輔導，將創業發

想擴大執行，榮獲臺北市產業發展局補助的創業計畫後，在後期註冊成立「步同步移動股份

有限公司」，實踐創業理想。陪伴學生成⻑的經歷，林士淵也深感驕傲，這樣的肯定，正是

產創總中心存在的重要意義之⼀。 

 

政大近年不斷往國際化趨勢發展，對於來臺求學的外籍生也提供創業學習的機會。林士淵以

來自不同國家的外籍生團隊為例，他們透過看見家鄉的環境問題，開發出解決問題的相應產

品並創立公司，積極參加比賽爭取更多經費資源。學生的成功也間接成為創新育成的價值體

現，林士淵表示，滿足學習需求，教導完整創業基礎，正是創新育成希望達到的目標。 

 

提供豐富資源 帶領師生創業從零開始 

 

無論是個人國科會計畫，地方傳統知識與學術理論結合，還是產創中心所打造的多種產學合

作與創新創業教育，林士淵所接觸的，皆為學術與產業的交流，從親身體驗創業過程，到帶

領產創總中心輔導師生從頭開始，林士淵跟隨樂趣、運用專業，為大家提供追求夢想的墊腳

石。 

 

提到未來產創總中心的規劃，產創總中心智財法務張弘諺行政秘書補充了幾個面向，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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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本校教師產學合作之意識，透過舉辦《產學合作工作坊》鼓勵老師加入產學合作之行列；

持續提供教師產學合作之法律諮詢；試行行政陪伴上的《行政小幫手》，使得執行產學合作

之教師得以免除繁瑣之行政程序；另在研創大樓管理方面，將致力於活化空間，外來將試行

推動以空間換取資源之《共榮計畫》將閒置之空間，提供給藝術家或非營利組織進駐，用空

間資源促進空間之活絡。同時，創新育成中心順利通過教育部「大專校院推動創新創業教育

計畫」，並獲教育部 450 萬元之補助，該補助將用於邀請業師到本校授課及課程工讀助教之

經費。除此之外，智財部分，也將持續舉辦沙龍講座及活動，提昇師生對智慧財產權的認識。 

 

針對有心創業，卻又有所遲疑的同學，林士淵懇切地表示，這沒有什麼好猶豫的。他指出大

學階段風險低，即便失敗，也不會對未來造成太大影響。嘗試過、失敗了，比起什麼都不行

動好，「學校會给同學最⼤的支持，如果只是在⼼態上覺得恐懼跟害怕，就將自己調適好，

舉凡學校能夠支援之處，產創總中心都會盡全力做創業的支持。」林士淵信心滿滿的提出保

證，鼓勵同學提起勇氣追夢，為大學生活留下精彩的篇章。 

 

 

 

 

 

 

 

 

 

 

▶臺北市產業發展獎勵補助計畫姜義峻專案經理，為「步同步移動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創業輔導，

提供專業的建議與協助（照片來源：產學營運暨創新育成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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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校內外學術研究補助與獎勵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自即日起受理 114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大批）補助申請案，國立

政治大學校內收件截止時間為 12 月 31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止，請國立政治大學教師

和研究人員踴躍提案申請計畫補助。為避免網路擁塞，建請儘早使用該會專題研究計畫線上

申請系統，完成相關提案申請作業。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計畫徵求 

計畫名稱 校內截止日期 

114 年度第 1 期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114 年 1 月 7 日（二） 

  下午 5 時 

114 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研究計畫 
 114 年 1 月 8 日 （三） 

  下午 5 點 

114 年前瞻延展實境智慧顯示科技專案計畫 
 114 年 1 月 9 日 （四） 

  下午 5 點 

114 年度立方衛星關鍵技術研發專案計畫 
 114 年 1 月 13 日（⼀） 

  下午 5 點 

2025 年臺愛（NSTC-ETAg）雙邊合作人員交流互訪計畫 
  114 年 1 月 14 日（二） 

   下午 5 點 

114 年度科普活動計畫 
 114 年 1 月 15 日（三） 

  下午 5 點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與奧地利國家科學基金會(FWF)共同徵求 2026

年臺奧（NSTC-FWF）雙邊協議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114 年 1 月 16 日（四） 

  下午 5 點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與德國研究基金會(DFG)共同徵求 2026 年臺德

（NSTC-DFG）雙邊協議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114 年 1 月 20 日（⼀） 

  下午 5 點 

114 年度技專校院實務型研究專案計畫 
 114 年 1 月 21 日（二） 

  下午 5 點 

114 年度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卓越計畫 
 114 年 2 月 6 日（四） 

  下午 5 點 

114 年度人文行遠專書寫作計畫 
 114 年 2 月 14 日（五） 

  下午 5 點 

114 年度「推動疾病導向之生醫資料基盤優化與科技應用計畫」項下之

「以疾病為導向之生醫資料加值計畫」（新收案） 

 114 年 2 月 21 日（五） 

  下午 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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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計畫徵求 

 

 

學術榮譽  

 恭賀國立政治大學 113 年 11 月收錄於 Scopus 資料庫之師生論著共計 48 篇，文學院 11

篇、理學院 3 篇、社會科學學院 12 篇、商學院 5 篇、外國語文學院 3 篇、傳播學院 2 篇、

國際事務學院 1 篇、教育學院 5 篇、創新國際學院 1 篇、資訊學院 5 篇、心智、大腦與學

習研究中心 2 篇。請參考以下網址：https://reurl.cc/XZ4lx0 

 

 

 

 

 

 

114 年度「推動疾病導向之生醫資料基盤優化與科技應用計畫」項下之

「生醫資料之轉譯研究與應用計畫」 

 114 年 2 月 21 日（五） 

  下午 5 點 

成功參與歐盟跨國團隊科研暨創新計畫 

 隨到隨審（本計畫徵求 

  期間：自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6 年 12 月 31 日 

  止） 

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力計畫（簡稱拋光計畫） 

 隨到隨審（應於計畫執行 

  起始日 2 個月又 4 個工 

  作日前完成線上申請） 

第四期「大學與地方政府合作推動地方人文發展與跨域治理計畫」-第 2

階段 

 114 年 2 月 24 日（⼀） 

  下午 5 點 

計畫名稱 委託/補助機關 校內截止日期 

113 年度委託研究主題及其研究重點 

（網址: https://reurl.cc/G5Kyop）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綜合研究所 
 預告主題 

預先揭露部分 114 年度委託科技計畫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 

 預先揭露年度委託    

  計畫 

https://reurl.cc/XZ4lx0
https://ord.nccu.edu.tw/news/rd_research_c.php?Sn=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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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研究發展處 

【研究發展處訊】大學不僅是知識的培養基地，也是學術研究與創新的發源地。研究發展

處於 11 月 21 日舉辦「傑出研究教師經驗分享──114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及執行

秘訣」論壇，為校

內教師提供研究

計畫申請及執行

的實用資訊。此

次特別邀請商學

院財務管理學系

周冠男教授、社

會科學學院經濟

學系黃柏鈞副教

授，兩位學者不

吝分享他們在學

術研究領域的經

驗，並提供申請

國科會專題研究

計畫的秘訣，藉由

對談交流激發學

術研究能量。 

 

在 112 學年度拿下政治大學學術研究優良獎，同時也是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財金及會計

學門召集人的周冠男教授，在分享時首先說明團隊的重要性。他指出成功的研究往往不是單

打獨鬥，成為單⼀作者並不是⾸要⽬標，應注重研究的合作性，以提升研究效率與成果。在

面對沒有期限的研究時，團隊的存在也能砥礪自己盡快跟上腳步。他鼓勵教師多參與國內外

學術會議，藉此擴展研究視野與人脈資源，並在互動中尋求靈感與合作機會。 

 

周冠男教授進⼀步表⽰，故事也是在撰寫計畫時的⼀⼤重點。好的故事能夠吸引讀者，甚⾄

是計畫審查委員，因為研究不是自己看得懂就好。成功的研究不僅能夠提出新的問題或解釋

現有問題，還應具備創新性和引人入勝的故事性。他也藉此指出，臺灣學者常因數學好而將

生硬的推導放於首位，但並非每個研究都能通篇使用專業語言。而當年輕學者沒有說故事的

經驗時，他建議可以趁研討會多與其他學者交流，「不要害羞，即使是聊聊天也好，可能開

啟⼀些新契機。」 

 

▶現場多位校內教師與會，經濟學系徐士勛教授兼研發⻑表示，藉由國科會專題

研究計畫組織團隊及學生助理⼀同做研究，是難能可貴的經驗（照片來源: 研究

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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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 2023 年

國科會優秀年

輕學者計畫與

2024 年臺灣經

濟計量學會年

輕學者研究獎

的黃柏鈞副教

授則建議，年輕

學者應適度分

散投稿等級，先

在小型期刊建

立發表紀錄，

「積累經驗，也

為 後 續 的 國 科

會 計 畫 申 請 案

打下基礎。」而

在 撰 寫 研 究 計

畫時，也要充分

說 明 研 究 方 法

及研究限制，提

升 研 究 產 出 實

際 成 果 的 真 實

性和可行性。 

 

另外，在撰寫研

究計畫時，心理

健 康 也 是 學 者

們 不 可 輕 忽 的

⼀環。黃柏鈞副

教授說明：「有

正 確 的 心 理 建

設很重要，重要

的 是 要 保 持 ⻑

期投入的耐心。」針對年輕同仁，他也以自身經驗分享，踏入學校時建立教學 SOP 會事半

功倍。他解釋在校工作順序先為研究，其次才是教學及服務，因為學者有義務吸收新的知識。

教學初期可專注於發展教學架構，以節省未來準備課程的時間，將更多精力投入研究工作。 

▶周冠男教授以窮和尚與富和尚取經的故事生動比喻，寫計畫時不要限制自己將

文獻全部回顧才動筆，「寫就對了。」（照片來源：研究發展處） 

  

▶黃柏鈞副教授指出，在撰寫計畫時，應該注重如何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展示

出該研究對未來學術發展和社會實踐的貢獻（照片來源：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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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綜合座談階段，與會的國際事務學院陳秉逵教授提出⼀個常⾒問題，「被拒絕的計畫在修

改後，是否能再次申請？」周冠男教授指出，若要再次申請，計畫需具備重大差異，否則成

功的機率較低。他建議研究者可將被拒絕的計畫，修改後投稿至期刊，避免產生重複投稿的

風險。此外，對於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傳統偏好獨立研究的現象，黃柏鈞副教授也補充，不同

領域對研究合作的接受度差異較大，以經濟學為例，實證研究的興起導致分工合作成為主流。

他認為，研究者應根據研究目標平衡合作與獨立研究，並適時展現個人能力。 

 

經濟系徐⼠勛教授兼研發⻑總結說明，學術研究趨勢漸漸著重品質，⽽非單純的數量，期待

透過研究、教學與團隊合作相輔相成，攜手創造更多學術成果，在國際學術領域中持續邁進。

他在論壇尾聲再次提醒，114 年度國科會大批研究計畫申請的校內截止時間為 12 月 31 日

中午 12 時（特殊情況至遲為 114 年 1 月 2 日上午 9 時前），鼓勵校內教師踴躍申請各類學

術計畫的機會，激勵自己不斷向學術巔峰挑戰。 

【研究發展處訊】研究發

展處舉辦的「國家科學及

技術委員會獎勵人文與社

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

寫博士論文獲獎人經驗分

享座談會」在 11 月 28 日

登場，活動特邀 10 位獲獎

者與 5 位指導教授參與，

其中 5 名獲獎者現場分享

論文撰寫期間的心路歷程

與寶貴心得，並傳承計畫

撰寫實務秘訣。 

今年度國立政治大學共有

14 位博士候選人獲此殊

榮，分布於多個系所單位，涵蓋多元學術領域，彰顯政治大學在學術研究上的卓越實力與多

元貢獻。關於 113 年度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

域博士候選人獲獎人與指導教授名單，如下： 

中國文學系: 莊祐端（林啟屏教授）、黃國華（周志煌教授、高嘉謙教授）、蘇子齊（吳冠宏

教授）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王琪寬（林巧敏教授） 

英國語文學系 吳浩瑜（余明忠教授） 

▶獲獎同學（照片來源：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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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研究所 徐宏欣（何萬順教授） 

社會工作研究所 林杰勳（楊佩榮教授） 

經濟學系 李柏樂（李文傑教授、中華經濟研究院曹添旺研究員） 

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位學程 李亞娜（馬藹萱教授、中央研究院林季平研究員）、高若甜（蔡

中⺠教授） 

企業管理學系 思駿（黃國峯教授）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金娜（吳豐祥教授） 

資訊管理學系 蕭百傑（莊皓鈞教授、周彥君教授） 

傳播學院 許弘諺（徐美苓教授） 

激發博士生潛力，探索研究計畫撰寫的核心秘訣 

國科會為致力於培育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人才，制定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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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獎勵計畫每年 1 月公告申請資訊，受理時間至 3 月截止，

旨在獎勵具有研究潛力之博士候選人專注於撰寫博士論文，以提升論文品質與學術研究水

準，每位獲獎人可獲每月新臺幣 4 萬元獎勵金，獎勵期間自當年度 8 月起至次年 7 月止，

總額高達 48 萬元。這項計畫不僅有效減輕博士生的經濟壓力，更為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注

入新的活力。 

論壇由研究發展處研發⻑徐

士勛教授擔任主持人。他在開

場致詞時強調：「博士研究是

探索真理與創新知識的過程，

國科會的獎助是對研究者勇

於挑戰未知的鼓勵與支持。希

望大家能透過本次座談會汲

取經驗，為自身的學術旅程注

入更多動力。」他勉勵博士生

們在學術探索之路上堅持不

懈，不斷追求卓越。 

 
▶徐⼠勛教授兼任研發⻑開場致詞並致賀獲獎學生與指導（照片

來源：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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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臺分享者亮點 

論壇中，五位博士候選人代表登臺發

表分享，詳細講述了他們在撰寫研究

計畫及申請國科會獎助過程中的具

體策略與經驗，為與會者提供了實用

的建議和啟發。 

首先，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的王

琪寬認為，找到真正感興趣的研究題

目是研究計畫成功的基石。她提到，

博⼠研究是⼀個「進⼆退⼀」的過程，

需要不斷摸索與堅持，並建議申請者

與指導教授定期討論進度，確保計畫

更具可行性。她強調時程管理的重要

性，提醒申請者務必要提早規劃，留

出足夠時間進行修改與調整，避免臨

近截止日期時手忙腳亂。 

再來由科技管理與智慧財展研究所

金娜分享研究計畫書的核心是學術

原創性與可行性。她指出，在文獻回

顧中點出研究缺口並提出新穎解決

方案，能有效提升計畫的說服力。同

時，她提醒申請者務必保持對研究的

熱情，提前安排時間表，也要關注國

科會的相關資源與計畫，並確保計畫

符合學術規範並展現研究價值。 

這之後傳播學院的許弘諺則提到，申

請過程中須特別注意細節，例如提前

準備國科會系統資料，確保推薦信等

關鍵文件的完整性。他認為，⼀份計

畫是否成功，關鍵在於是否具備創新

性與理論貢獻。他建議申請者在撰寫

計畫時，不僅要清楚表達研究目標，

還需注重計畫的邏輯與結構，讓審查

者能迅速掌握重點。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金娜同學分享及傳承獲獎

秘訣 （照片來源：研究發展處） 

▶傳播學院許弘諺同學分享及傳承獲獎秘訣（照片來

源：研究發展處）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王琪寬同學分享及傳承獲獎

秘訣 （照片來源：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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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英國語文學系吳浩瑜以其外語

背景的角度，分享了在研究計畫中加

入時間表以增強可行性的技巧。他認

為，計畫的細緻度與整體結構的清晰

度非常關鍵。吳浩瑜建議申請者應與

研究發展處人員及指導教授充分溝

通，確認申請過程中的每個細節無

誤，從而提升成功率。他鼓勵申請者

保持自信，通過精心準備展現自身的

研究潛力。 

值得⼀提的是，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

位學程李亞娜以外籍生的視角，分享

了如何克服語言障礙完成申請。她強

調提前準備推薦信、校對計畫書的重要性，並提醒外籍生可向同儕尋求協助，幫助理解申請

流程。她認為，清晰的邏輯與研究貢獻是計畫成功的基石，鼓勵申請者勇於挑戰，積極爭取

機會。 

其他得獎者經驗分享 

除了登臺分享的五位講者外，其餘

獲獎者在接受採訪時，也提供了多

方面的建議與心得。 

例如，中國文學系莊祐端分享了撰

寫研究計畫的三大秘訣，包括強烈

的求生意志、先求有再求好的心態，

以及分享知識的胸襟與企圖心。他

鼓勵申請者提前規劃時間表，並善

用教授與行政資源，從容應對申請

流程中的挑戰。而同系的蘇子齊認

為研究計畫應突出問題意識，並以

清晰的文字闡述核心內容，同時重

視與指導教授及同儕的交流。他提醒申請者需熟悉申請規範，提早準備文件，並利用校內行

政支持，耐心累積努力，最終達成目標。 

接著，社會工作研究所的林杰勳表示，撰寫研究計畫的關鍵是明確的問題意識與可行的方法。

他強調目標設定與進度規劃的重要性，建議申請者定期與教授討論，並保持對研究的熱情與

▶英國語文學系吳浩瑜同學分享及傳承獲獎秘訣（照片

來源：研究發展處） 

▶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位學程李亞娜同學分享及傳承獲獎

秘訣（照片來源：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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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勇敢實現學術夢想。同時，中國文學系黃國華建議參考國科會審查意見表，掌握計畫

書撰寫要點，並充分與指導教授討論研究方向。他認為，獲獎者需展現學術價值與累積研究

經驗，彰顯研究的創新性與可行性。 

隨後，經濟學系李柏樂則指出，提早撰寫研究計畫以及與教授定期溝通有助於提升計畫品質。

他認為參與學術活動與投稿研討會能完善研究內容，並提升申請成功率。他鼓勵博士生積極

準備，通過努力實現目標。另外，語言學研究所徐宏欣認為研究計畫應當作博士論文計畫書

撰寫，展現充分準備與清晰目標。他建議申請者訂閱國科會電子報，隨時掌握最新資訊，穩

健完成各階段任務，為申請奠定基礎。 

最後，企業管理學系的思駿也指出，研究計畫需展現清晰的理論貢獻，並提出新觀點解決文

獻缺口。他建議申請者提早尋找指導教授並建立學術履歷，通過會議與發表經驗提升申請優

勢。資訊管理學系蕭百傑則強調，撰寫研究計畫時需清楚表達目標，展現文獻探討與創新性，

並提出可行的時間表。他鼓勵申請者早期規劃、充分與指導教授討論，穩步實現學術目標。 

 

學術啟發與展望 

此次論壇的成功舉辦，不僅全面展示了國科會獲獎博士候選人對研究計畫撰寫的深厚理解與

卓越能力，也為在場的博士生提供了珍貴的實務經驗與啟發。這些來自不同領域的獲獎者，

透過真摯的分享與細緻的剖析，展現了如何將研究計畫從構想到落實，並成功說服審查委員

的過程。這些經驗不僅是對撰寫技巧的總結，更是對學術精神的具體詮釋，為其他博士生未

來的研究道路提供了清晰的方向與指引。 

▶活動側拍（照片來源：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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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與會的教務⻑林啓屏教授

也勉勵博士生們要堅守問題意

識，深入思考自身如何為學術

界注入更多能量。他指出，與國

科會的緊密連結對於學術生涯

非常重要，並鼓勵大家充分利

用計畫外的多元資源，比如國

科會⼈社中⼼。林教務⻑特別

提到，國內外還有許多培育學

術人才的計畫，建議博士生們

多加關注，善加運用，為自己的

學術之路開創更多可能性。 

社會學系馬藹萱教授則勉勵大

家，唯有找尋並堅守自身的核

心價值，明確了解自己為何投

入這項研究，才能在學術的道

路上找到前進的方向。 

研究發展處表示，這樣的活動

不僅是學術經驗的交流，更是

⼀種學術態度的傳遞——從選

題的意識到撰寫過程的堅持，

從與指導教授的合作到克服申

請過程中的挑戰，每⼀個細節

都代表著博士生在學術道路上

的專注與努力。未來，研究發展

處將持續舉辦更多類似活動，為博⼠生提供⼀個分享經驗、交流⼼得的平臺。同時，也將努

力整合校內外資源，為博士生的學術研究提供更為全面的支持，包括申請輔導、計畫書評改

等，幫助他們在學術道路上走得更加順利。 

透過這次論壇，不僅參與者受益匪淺，也讓大家看見了國立政治大學博士生在學術研究上的

無限潛力。這些研究者不僅在撰寫計畫上展現了專業能力，更以對學術的熱忱與對社會的回

饋為目標，為自身的研究注入了更多意義。他們的努⼒與堅持，不僅是個⼈成⻑的體現，更

將為學術界帶來更多創新與突破。未來，國立政治大學的博士生將在這樣的支持與激勵下，

不斷挑戰自我，創造更多具有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進⼀步提升校內學術研究的整體水平，

並為社會貢獻更多知識與智慧。 

▶林啟屏教務⻑致勉與指導啟⽰（照片來源：研究發展處） 

 

▶社會學系馬藹萱教授致勉與指導啟示（照片來源：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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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之路雖然漫⻑⽽艱辛，但透過這樣的分享與交流活動，博⼠生們不僅能相互支持，還

能共同成⻑，形成⼀個互助互勉的學術社群。論壇中分享的每⼀段經驗、每⼀個故事，都

是博士生在追尋真理的路上最生動的詮釋。這樣的活動不僅是知識的交流，更是價值觀的

傳承，啟發著下⼀代學者更加熱愛學術，勇於挑戰未知，攜⼿開創更為光明的未來。 

 

 學術與實務活動   高教深耕計畫—特色領域研究中心 

 

中心名稱  企業永續管理研究中心 

 

【企業永續管理研究中心訊】企業永續管理研究中心於 12 月 3 日假公企中心舉行「氣候

相關財務揭露（TCFD）年鑑發表暨研討會」。活動主要是向銀行、保險業及相關人士介紹

「2023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年鑑」的出版，除了說明年鑑內容與未來展望以外，也

就評鑑過程中，對銀行與保險業所揭露 TCFD 報告書撰寫的內容評審，彙整研究成果並提出

報告。這本年鑑出版，也是為了保存「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評鑑」工作過程中，所

蒐集、整理寶貴的資料與經驗，將其彙集成冊，用以分享這些工作成果給銀行、保險業，及

各界相關人士，作為 TCFD 報告書乃至於未來依據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 「氣候相關揭

露」（S2）之內容，進⼀步精進的參考。 

▶ 環境部彭啓明部⻑於會議中致詞（照片來源：企業永續管理研究中心）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9/part_17854_5764627_91230.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9/part_17854_5764627_9123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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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鑑內容主要區分 9

個單元，包括：前言、

評鑑方式、受評鑑機

構報告書揭露樣態、

評鑑結果、氣候相關

之風險與機會、風險

和機會對受評鑑機

構財務面之影響、最

佳實務、受評鑑機構

意見回饋以及建議

事項等內容。書本內

容除了說明評鑑作

業的緣起與目的，也

深入說明評鑑方法，

以及整理分析評鑑資

料，並推薦 TCFD 報告書撰寫優良範例，供業界參考，文末並向政府主關機管提出建議。這

次研討會邀請國立政治⼤學蔡維奇副校⻑、環境部彭啓明部⻑、⾦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陳彥良

副主委、國際⾦融學院蘇建榮院⻑等貴賓出席致詞；研討會議程中由企業永續管理研究中心

針對評鑑過程中，所蒐整銀行與保險業 TCFD 報告書與問卷調查，提出成果報告。此外，也

邀請今年評鑑績優的銀與保險公司，分享各機構 TCFD 報告書撰寫亮點與心得，以發揮標竿

典範的學習效果。 

企業永續管理研究

中心透過 TCFD 報告

書評鑑，讓社會大眾

可以了解金融保險

業在氣候相關議題

上的努力，也讓出版

TCFD 報告書傑出的

企業，成為金融保險

同業的典範，使其他

同業能審視自身情

況，精進自身不足之

處，達成正向的競爭

循環。在臺灣努力與

世 界 各 國 向 淨 零 邁

進時，本國銀行與保險業所擔任的角色，不容忽視，因為他們是企業尋求投資與融資的重要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陳彥良副主委於會議中致詞（照片來源：企業永續

管理研究中心） 

▶ 國際⾦融學院蘇建榮院⻑於會中致詞（照片來源：企業永續管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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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銀⾏與保險業業透過對⼀般實體產業的投資與融資，可引導⼀般產業重視氣候變遷議

題，發揮⾦融中介的正向⼒量，可加速⼀般實體產業的減碳淨零轉型。企業永續管理研究中

⼼積極參與報告書的評鑑並持續精進，為我國的淨零轉型⽬標盡⼀份⼒量。 

▶ 企業永續管理研究中心許永明副主任針對「TCFD 報告書年鑑介紹與未來評鑑展望」進行專題

報告（照片來源：企業永續管理研究中心） 

▶ 企業永續管理研究中心譚丹琪主任於研討會閉幕致詞（照片來源：企業永續管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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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文學院 

【文學院訊】文學院國際漢學碩博士專班「靈祕：歐洲漢學與華人宗教」短期密集講座課

程，邀請到法國高等研究學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PSL）高萬桑 Vincent 

Goossaert 教授，來臺進行為期三天的密集講座課程。 

 

在 11 月 25 日系列演講首場專題中，高萬桑教授首先介紹法國漢學研究的傳統，自法國漢

學研究之先驅沙畹，在 19 世紀光緒年間至中國進行研究開始，法國漢學研究至今已有 130

多年的研究歷史，其中高萬

桑教授所任職的法國高等

研究院（EPHE），有別於傳

統大學體系，法國高等研究

院以讀書會（seminar）的

形式進行研究與教學，培養

了多領域的專家，任職於此

校的高萬桑教授，幾乎是全

⻄⽅唯⼀專⾨研究道教的

學者，他的研究領域不僅涵

蓋中國宗教儀式與文獻，更

倡導建立資料庫以推動學

術進步。 

 

▶ 所有與會來賓大合照（照片來源：企業永續管理研究中心） 

▶ 法國高等研究學院 Vincent Goossaert 高萬桑教授來臺舉行系列講

座（照片來源：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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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時，高萬桑教授在法國阿爾卑斯舉辦的冬季工作坊中首次提出有關建立資料庫的構

想，試圖整合佛教、道教等宗教傳統的文獻研究。高萬桑教授在 2020─2021 年期間，與其

研究團隊開始導入 Wikimedia 技術，並創建宗教書籍規範索引資料庫（Chinese Religious 

Text Authority, CRTA），該資料庫基於 Wikimedia 技術構建，是⼀個開放式平臺，旨在匯

聚全球對中國宗教文獻感興趣的研究者，並為其提供便利的研究工具與方法。 

 

CRTA 的三大特點包括開放存取、多元文獻來源與追溯便利性，目前收錄內容已超過 4600

頁網路頁面。高萬桑教授強調，這項資料整理有助於打破對宗教文獻「單⼀保守」的刻板印

象，並推動跨學科視角的研究，如經濟、性別與環境問題，深化社會史探討。在講座中，高

萬桑也演示了資料庫網站的操作，並以《太上感應篇》為例，詳細說明資料庫的架構及版本

學的重要性。 

 

系列演講的第二場專題於 11 月 26 日舉行。高萬桑教授以「中國歷史上的神諭與請神儀式」

為題，聚焦在中國宗教歷史中神諭與請神儀式的發展，特別是扶乩技術在道教與⺠間信仰中

的應用及其文化意涵。本場專題討論範圍涵蓋神明啟示的形式、儀式的歷史演變、扶乩技術

的角色及其社會與宗教功能，並對相關文獻進行了深入探討。 

 

 

 

 

 

 

 

 

 

 

 

 

 

高萬桑教授提出，「神明啟示」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漢代，並與「末劫論」有關（「末劫論」

意指人類處於末世，須依靠神明啟示來解決生病、災難等現世問題）。而神明啟示的儀式形

式隨時間演變，從漢代到宋元及明清，出現了多種新模式，但舊模式仍然保留，形成⼀種「啟

示生態系統」（Revelatory Ecology）。 

▶ 高萬桑教授系列演講中，德國柏林洪堡大學 Florian C. Reiter 常志靜教授（左二）及宗

教研究所謝世維教授（左⼀）亦全程參與聆聽及討論（照片來源：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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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明啟示的儀式中，高萬桑教授認為，「神明如何顯現」、「扶乩的角色及其文化意涵」、「中

⻄宗教文化比較框架如何建立」，將是討論神明啟⽰儀式的重要研究核⼼問題。神明如何顯

現涉及到了啟示的形式，包含了「降現（Physical appearance）」、「降言/降語（Voice）」、

「 降 筆 （ Spirit writing ）」、「 降 夢 （ Dreams ）」、「 存 神 （ Visualization ）」、「 考 招

（Interrogate/Summon）」，形式十分多樣化。而不同的宗教信仰，也會有不同的啟示儀式，

從高萬桑教授的研究，佛教的啟示多體現在經典撰寫與附體啟示中，道教則以法術為主，包

含雷法、禮⽃等技術結合，⽽⺠間信仰則以「扶乩與乩壇」為主要的啟⽰⽅式。 

 

扶乩技術的雛形可追溯至漢代，隨著宋元時期道教法術的發展，扶乩成為重要的神明啟示工

具。到了明清時代，扶乩有了進⼀步的發展，並成為⺠間信仰與道教儀式的重要組成部分，

吸引了文⼈、道⼠與信徒參與。扶乩作為⼀種儀式技術，承擔了多重的功能，例如扶乩為神

明提供發生途徑，以作為與信徒溝通的媒介，並為信徒提供啟示，以解決問題或傳遞祝福。 

 

關於神明啟示與扶乩儀式，高萬桑教授從「筆記與志怪小說」、「神書與儀式本」及「扶乩紀

錄」等文獻進行歸納整理，並對「許真君」、「紫姑法」及「文昌帝君與壇弟子」等個案有著

深入的分析研究。透過《筆記與志怪小說》及《扶乩紀錄》等文獻，高萬桑教授深入剖析了

扶乩技術的文化意涵，並以「文昌帝君啟⽰儀式」為例，說明其在道教與⺠間信仰中的核⼼

地位。 

 

專題演講的最後，高萬桑教授強調，道教與⺠間信仰在神明啟⽰的儀式上既有共性，也存在

顯著差異，道教與⺠間信仰均使用扶乩技術作為神明溝通的工具，並強調啟⽰的實用性，然

⽽道教更注重儀式技術的規範性與神職⼈員的⾓⾊，⽽⺠間信仰則更具靈活性與草根性。隨

著扶乩技術的普及，啟⽰儀式逐漸世俗化，成為⺠間娛樂與社會互動的⼀部分，但其宗教功

能在特定情境中仍然保留。 

 

 

 

 

 

 

▶ 專題演講結束後，與會同學非常熱烈參與討論（照片來源：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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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結束後，與會師⻑與學生都非常熱烈參與討論，提問的⽅向包含「扶乩與道教、其

他信仰的關係」、「乩童的⾓⾊」等，高萬桑教授⼀⼀詳細回應，與會的宗教研究所謝世維教

授及德國柏林洪堡大學 Florian C. Reiter 常志靜教授亦參與討論，各自補充相關學術研究與

觀點，使學生能在更多元觀點中，交流並促進學術能量的深化。 

 

系列演講的最後⼀場，接續在 11 月 27 日舉行。高萬桑教授以「中國元明清時代的神人漢

人神社會性」為題，探討了元明清時期中國的神人關係及其在宗教儀式和社會網絡中的表現，

從乩壇的神明互動到神明群體的動態性，嘗試通過歷史文獻與社會網絡分析（HSNA）揭示

神明作為主體的角色及其社會性影響。 

 

在此場專題中，高萬桑教授主要探討的議題是「如何研究中國的神明？」，此⼀問題涉及如

何認知與理解中國神明，以及其互動方式在宗教儀式中的腳色定位。高萬桑教授試圖從歷史

文獻、乩壇儀式及神明敘述中，挖掘神明作為主體的表現，並探索人神之間的情感交誼。透

過《乩壇記錄》及《搜神廣記》等史料，能揭示神明群體的動態性及人神關係的情感交誼，

並強調理解神明作為主體的重要性。 

 

在為期三天的密集講座中，師生們熱烈參與討論，問題涵蓋了扶乩技術的宗教功能、道教與

其他信仰的關聯等主題。宗教研究所謝世維教授及德國柏林洪堡大學 Florian C. Reiter 常志

靜教授也加入討論，分享專業見解，促進學術交流的深度與廣度。此次密集講座不僅拓展了

師生對中國宗教文化的認知，更深化了國際漢學研究的多元視角，成為校內外學術交流的重

要里程碑。 

 

【文學院訊】文學院國際漢學碩博士專班「近代東亞國際關係與交流」短期密集課程，邀

請到國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任天豪副教授，在 11 月 28 日進行系列演講的第二場專題演講

「東亞海域裡的釣魚臺問題及其交涉」。任老師是戰後外交史的重要研究者，此次專題演講

將以其重要著作《從正統到生存：東亞冷戰初期中華⺠國對琉球、釣⿂臺情勢的因應》為基

礎，討論從現已難以窺見的《外交部檔案》，解析臺灣現今的釣魚台定位之思考形塑歷程，

以及釣魚臺在冷戰時期的角色與定位。 

此次專題演講，任天豪副教授延續了 11 月 7 ⽇專題演講第⼀場「東亞海域裡的琉球問題及

其交涉」的探討議題，討論有關⼆戰後美國管理琉球歸屬⼀事，中國⺠國因為期待與美國建

立正式外交關係，而對此事採取妥協的態度。然而日本則認為琉球與尖閣諸島（釣魚台）共

同歸屬美國管理，故釣魚臺應與琉球⼀併歸還⽇本。 

 

在 1946 年中國⺠國外交部有關⽇本領⼟問題的報告中，提及⽇本領⼟包含「尖閣諸島」及

「赤尾嶼」等地。「尖閣諸島」、「赤尾嶼」是現今所稱釣魚台的範圍，而在《外交部檔案》

中，曾多次出現 「uotsuri island」的稱呼，「uotsuri island （魚釣島）」是日本對現今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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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臺的⼀種稱呼，現在使用的「釣⿂臺」反而是 1968 年之後才逐漸出現。從島嶼稱呼來看，

中華⺠國外交部是借用⽇本書籍中的記載這些地名，或使用⽇本文獻中記載的名稱，可顯⽰

出中華⺠國對琉球等島嶼並不熟悉。 

 

1955 年曾發生了琉球漁船在釣魚臺海域，遭受疑似中華⺠國海軍的船艦攻擊的「第三清德

丸事件」。當時的琉球仍為美軍管轄，因此美⽅向中華⺠國表⽰抗議，但經調查後中華⺠國

表示並無此船隻。中華⺠國政府對此事僅回應為中共船隻攻擊，⽽並沒有重申島嶼為中華⺠

國所有，此事遂成為日本對釣魚臺主權的有利證據。該事件中琉球籍漁船航經釣魚臺附近海

域，顯示釣魚臺海域是位於琉球⼈⺠活動的生活圈中，琉球漁⺠亦表示該海域是他們的地盤，

間接證明尖閣諸島與琉球是共同生活圈，為日本琉球、釣魚臺為⼀體的說法作為佐證。 

 

從該事件中，可以看到任天豪副教授所提“Olympians dilemma”概念，即第⼀個事件會

定錨事件發展的方向。如 1951 年《舊金山和約》劃定日本最南端為北緯 29 度，北緯 29 度

以南交由美國管理，其中包含自我認同為日本人的吐噶喇（Tokara）列島的部分島嶼亦被列

為琉球範圍；1953 年吐噶喇（Tokara）列島中被劃分出去的奄美群島被還給日本，稱為「奄

美返還」，確定了琉球的範圍。中華⺠國在未與美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情況下，1953 年

「奄美返還」，中華⺠國並沒有表示堅決的反對立場。 

 

到了 1960 年代，中華⺠國的外交處境⾯臨重重壓⼒，在外交緊張的情況下，中華⺠國⽇益

依賴美國給予的支持，益加對美國在東亞的外交主權問題退讓。1968 年發生「金吉隆廿號

事件」，中華⺠國籍漁船「⾦吉隆廿號」在琉球的八重⼭群島被琉球警察以非法入境為由逮

▶ 國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任天豪副教授（左二）進行系列講座的第二場專題演講（照片

來源：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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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在事件中，中華⺠國並未聲稱自己擁有琉球主權，反⽽表⽰「不得侵入琉球領海」，與

先前會宣稱琉球為中華⺠國所有的⾏為不同，可⾒中華⺠國實則對琉球問題已採用退讓的態

度。 

 

1968 年，「uotsuri island」傳出有產⽯油，吸引各國爭奪所有權。中華⺠國以聯合國 1958

年簽署的《大陸礁層公約》提出有權使用其資源，並開始出現「釣魚臺」的稱呼及釣魚臺石

油使用權的聲明，如現今外交部網站的釣⿂台所屬中華⺠國說明專區，及馬英九前總統推行

系列保釣運動等，揭示有關推動釣魚臺為中華⺠國所有的認知。 

 

任天豪副教授認為，《舊⾦⼭和約》、《外交部檔案》使用名稱顯⽰中華⺠國對現今釣⿂臺周

圍的島嶼並不熟悉，對於釣魚臺，大多是透過日本的文獻對該地進行了解。從「第三清德丸

事件」、「金吉隆廿號事件」中，可以⾒到⽇本⼀再重申琉球、尖閣諸島為⼀體並應歸還⽇本

的說法，但中華⺠國則採取退讓的態度，並未聲明對該處的所有權。直到 1968 年傳出有石

油後，中華⺠國才正式確立對島嶼的稱呼「釣⿂臺」，並展開由政府主導的多項強調釣魚臺

主權的活動，釣魚臺所有權是「被製造出來的論述」，是⼀種後設的「神話」，從中華⺠國對

於尖閣諸島等國際問題之處理可以看到，中華⺠國在國際情勢的緊張下，對琉球、釣魚台等

島嶼採取退讓的態度。 

 

通過系列講座之專題演講，任天豪副教授引領學生透過《外交部檔案》等史料，更加認識東

亞地區，特別是琉球及鄰近海域，以及相關諸國在東亞地區的國際關係之發展與拉扯，使學

生們能更以宏觀的歷史眼光，了解目前國際局勢的脈絡，進而探究複雜多元的國際關係。 

▶ 任天豪副教授、開課教師林果顯副教授（左 1）與修課同學合影（照片來源：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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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訊】文學院國際漢學碩博士專班「靈祕：歐洲漢學與華人宗教」短期密集講座課

程，邀請到德國 Universität Hamburg 漢堡⼤學 Barend J. ter Haar 田海教授，來臺進⾏為

期兩天的密集講座課程。此次密集講座，田海教授深入探討歐洲漢學的歷史脈絡、中國宗教

研究的挑戰與方法，以及故事與田野調查的重要性。兩場講座不僅回顧了歐洲漢學的發展，

也強調了結合理論、文獻與田野調查的重要性，吸引了學者與學生參與討論，激盪出豐富的

學術對話。 

 
 
 

 

 

 

 

 

 

 

 

 

 

 

12 月 2 日的演講中，田海教授以「回顧與比較：歐洲漢學與中國宗教研究」為題，首先介

紹了歐洲漢學的學術傳統。他指出，以荷蘭萊頓與法國巴黎為核心的歐洲漢學中心雖規模有

限，但具有重要影響力。早期漢學家如荷蘭的高延（JJM de Groot）以田野調查的方式，深

入研究閩南語系文化與中國宗教，並蒐集大量物質文化資料，為後世提供寶貴的史料。他提

出的「Universism」概念，將儒、佛、道視為中國宗教整體，雖引發爭議，卻推動了後續的

研究。 

 

此外，田教授也回顧法國漢學的代表人物，如沙畹（Edouard Chavannes）的道教研究及伯

希和（Paul Pelliot）的敦煌文獻整理。歐洲學者創造如「Daoism（道教）」、「Confucianism

（孔夫⼦主義）」等詞彙，為⻄⽅理解中國宗教提供框架，但同時也限制了對宗教融合現象

的全⾯理解。例如，⻄⽅學者基於自⾝宗教經驗，常誤解中國佛教的發展，忽略其現實性與

多樣性。 

 

田海教授強調，歐洲漢學家除掌握多種語言外，研究資源也優於其他地區，尤其是敦煌文獻

及殖⺠地文獻的利用，使其在道教研究領域領先佛教研究，⾄ 20 世紀才逐步平衡。法國學

▶ 德國漢堡大學 Barend J. ter Haar 田海教授（照片來源：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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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如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進⼀步重新發現了道教儀式的價值，雖有學術資源管理

的爭議，但仍對歐洲道教研究產生深遠影響。 

 

在 12 月 3 日的第二場演講中，田海教授則以「理論與方法：中國宗教社會史與如何說故事」

為題，強調結合文獻與田野調查，才能全面理解中國宗教及其文化現象。他指出，學術界過

去往往忽視地方故事、儀式及口頭傳播的重要性，特別是非菁英的敘事。田海教授以關公故

事為例，展示如何從神話、傳說中挖掘社會現實與文化價值。關公的形象不僅反映社會對正

義的期待，也呈現了⺠間對歷史與宗教的詮釋。 

 

他進⼀步指出，故事的傳播具有碎片化與地域性的特徵，常被語言隔閡及文人歧視所忽略。

然而，從地方志、日記及視覺資料（如壁畫）中，仍可發現這些故事的傳播軌跡，並反映出

當時社會的價值觀。例如，道教儀式中的七星橋象徵連接陰陽兩界，背後所承載的象徵意涵，

揭示了儀式參與者的文化信仰與社會需求。 

 

田海教授認為，所有的故事都有價值，學者的任務是分析其背後的立場與意圖，並避免過度

理想化宗教符號。他以天地會神話及寶卷為例，強調這些資料雖未必屬於菁英文獻，但卻是

理解⺠間信仰、社會觀點的重要途徑。學術研究不應輕視這些故事，因其蘊含豐富的社會事

實與文化意涵。 

 

在提問環節中，學生針對非菁英史料的學術價值與方法提出問題，田海教授回應，雖然現存

的非菁英文獻大多由菁英所保存，但其內容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文化脈絡，具有重要的學術價

值。他並鼓勵學者透過出版成果，逐步說服學界重視非官方史料的重要性。 

 

 

 

 

 

 

 

 

 

 

 

 

 

 ▶ 宗教研究所林振源助理教授（左）開設「靈祕：歐洲漢學與華人宗教」國際漢學碩博士課

程，為田海教授（右）之系列講座進行總結（照片來源：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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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田海教授也提出「多層次分析故事」的方法，強調研究者需基於問題意識，結合歷史、

文化與社會背景，進行故事的多維解析。他以五通神故事為例，展示如何從社會學、文學等

角度，詮釋故事背後的意涵，並強調故事作為文化知識傳播的價值。 

 

在兩場講座中，田海教授全面回顧了歐洲漢學的發展歷程，並提出結合理論、文獻與田野調

查的重要性。他強調，中國宗教是文化的⼀部分，研究者需從活著的現象出發，避免過度理

想化，才能全面理解中國宗教的歷史與文化。這次的系列講座，不僅深化了與會者對中國宗

教研究的理解，也為未來跨地域、跨文化、跨學科的漢學宗教研究提供了重要啟示。 

 

【文學院訊】文學院國際漢學碩博士專班「近代東亞國際關係與交流」短期密集課程，邀

請到日本共立女子大學國際學部菅野敦志教授在 12 月 13 ⽇進⾏兩場專題演講。其專⻑於

東亞區域研究，尤其關注臺灣與琉球（沖繩）的歷史及國際關係。菅野教授於演講中，透過

鳳梨引進琉球的歷程以及兩位臺灣運動員的生平故事，深入探討臺灣與琉球在日治時期及戰

後時代的文化、農業與體育交流，揭示這些被遺忘的跨國歷史。 

在臺灣鳳梨移種到沖繩的部分，菅野教授指出，現今琉球特產之⼀的鳳梨，其實是 1933 年

從臺灣引進的農產品。推動鳳梨種植的宮里松次及其妻子宮里美惠子，透過赴臺學習農業技

術，成功將鳳梨種植技術帶回沖繩，奠定名護市東村成為重要產地的基礎。這段歷史突顯外

來作物逐漸被本地接受，卻常在國際交流記錄中被遺忘。此外，文化交流的案例如布袋戲引

進沖繩，亦展現了文化創新的可能性。 

 

▶ 「近代東亞國際關係與交流」課程由台灣史研究所林果顯所⻑（左）開課，邀請共立女⼦⼤學

國際學部菅野敦志教授（右）來臺進⾏為期⼀天的密集講座課程（照片來源：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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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體育歷史方面，菅野教授分享了兩位日治時期的臺灣運動員──張星賢與柯子彰的故事。

張星賢是臺灣首位奧運選手，後來更擔任奧運田徑選手楊傳廣的教練；柯子彰則是首位擔任

⽇本國家橄欖球隊隊⻑的臺灣⼈，對橄欖球運動發展貢獻卓著。張星賢於 1936 年加入柏林

奧運日本代表隊，1940 年原先要參賽東京奧運，但比賽因戰爭而取消，兩人在滿州國期間

持續體育活動，但戰後回到臺灣後，卻未受重視而被邊緣化。這段歷史反映了臺灣體育界對

於戰前重要運動員成就的忽視。 

 

菅野敦志教授的演講透過農業與體育兩大主題，串聯臺灣與琉球的歷史脈絡，揭示跨文化交

流的豐富內涵，也促進參與學生對歷史記憶、國際關係及文化認同的深刻反思。 

 

【中國文學系訊】中國文學系寫作中心於 11 月 18 日至 22 日，在藝文中心博雅書房，舉

辦每學期⼀次的「論文⽉」系列講座，藉由輔導員們的傳承，為苦於論文生產的學生開啟⼀

個討論與吸收經驗的機會。 

 

學術寫作難在開頭，研究生最怕被問：問題意識在哪裡？在「好論文來自好的問題意識」，

寅彰輔導員透過學術歷程的自剖，引導大家思考自己的研究者定位。在「論文架式：文字結

構健檢」中，信賢輔導員帶領同學認識論文的基本結構與要素，辨析學術用字的細緻異同。

而「文獻回顧」常被形容為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木山輔導員作為日治時期史料的學者，向

同學們分享整理、羅列，文獻之間彼此碰撞的過程。另⼀位文史工作者，書漢輔導員實際帶

大家進入「學術資料庫」裡挖寶，包含國家、私人機構甚至是從零開始打造資料庫的過程。

▶ 菅野敦志教授（右）從物產、文化、體育等領域作為研究切入點，帶領學生了解沖繩與臺灣的

文化交流（照片來源：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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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當萬事俱備，論文寫作只差臨⾨⼀⼿，有著編輯執業經驗的琬蓉輔導員在「論文新⼿

村：改述、編輯與摘要」手把手帶大家實作練習，教同學們掌握行文的眉眉角角！ 

 

在回饋表單中可以發現許多同學都

相當有收穫，有同學回應對論文整

體結構以及細節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有人表示講者解析非常清楚且具

體，可以馬上在期末報告中實際練

習。那些教授沒有告訴你的事情，就

讓學⻑姊們來和⼤家娓娓道來，平

時我們也相當歡迎同學們進入「政

治大學中文寫作中心」的網頁或臉

書直接預約輔導員們，作更深入的

論文個人指導！ 

  
▶ 中文寫作中心-木山元彰輔導員與同學（照片來源：中國文學系） 

▶ 中文寫作中心朱書漢輔導員與同學（照片來源：中國文學系） ▶ 中文寫作中心吳信賢輔導員與同學（照片來源：中國文學系） 

▶ 中文寫作中心周寅彰輔導員與同學（照片來源：中國文學系） ▶ 中文寫作中心陳琬蓉輔導員與同學（照片來源：中國文學系）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9/part_17854_5764627_9123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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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法學院 

【法學院訊】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高齡社會法制研究中心為提供師生更為多元的法制研究

方向與新知，會同法學院刑事法學中心，於 11 月 25 日中午邀請法學院黃士軒教授以「高

齡者的犯罪問題之二──竊盜罪與社會復歸問題」為題進行專題講。由於議題切合社會發展

趨勢且存有諸多討論空間，在兩中心和法學院法學院碩士專班學友會之協力宣傳下，吸引眾

多師生線上參與。法學院朱德芳教授、周伯峰副教授、許政賢院⻑及戴瑀如副院⻑（照姓氏

筆畫排序）更到場進行交流討論，同時，因此次題目與高齡者失智症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

故邀請到心理學系的楊啟正教授針對高齡者犯罪的心理層面問題提供寶貴的意見。 

 

黃士軒教授於講座開

場即破題道，由於我

國已成為高齡社會，

故於刑法領域中，高

齡者作為犯罪行為人

的 案 例 勢 必 持 續 增

加，繼前⼀次講座已

針對高齡者殺人罪之

相關疑義進行探討，

此次將接續研議高齡

者作為竊盜罪行為人

的態樣，其中更著重

於受失智症所苦之高

齡者的竊盜罪。 

 

首先，黃士軒教授針對五個實務案例分別進行解析，發現高齡者失智而為竊盜行為的情形中，

經常伴隨其他身心問題（例如：癌症），並且往往具備行為態樣單純（無計畫性）、反覆實施

同⼀⾏為（反覆性）、不隱藏犯罪行為或甚至不認為自己正在犯罪（例如：誤他人之物為自

己之物而取走）。同時，由相關判決結果可知目前法院對於高齡失智者是否可以依照刑法第

19 條規定減輕或免除罪責的判斷標準係「行為人是否確實受失智症影響而為犯罪」；又是否

需宣告監護處分的判斷標準則是「失智症的嚴重程度、是否可以規律就診、是否可順從服藥、

家庭是否可以照護、犯罪是否具有高度的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可能等」。 

 

其次，黃士軒教授針對前述法院判斷標準進行評論，黃教授認為法院於罪責判斷中經常以

「外觀與常人無異」作為不予減免罪責的理由，然小額的竊盜犯罪其實難以想像有除了將贓

物持於手上或收於包包中等通常方法以外的其他實施方式，何以判斷犯罪行為人於心智狀態

▶ 法學院黃士軒教授進行演講（照片來源：法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9/part_17854_5764627_9123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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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究 竟 與 常 人 是 否 相

同？這項疑慮也反應

出法院對失智症的病

徵往往認識不足，應持

續加深這方面的了解，

始能做出較為妥當的

判斷。 

 

再者，針對精神狀態的

判斷，法院往往將「行

為時是否有法律上行

為能力」的判斷交由鑑

定⼈，然鑑定⼈不⼀定

具有法律上專業，又心

理鑑定與行為能力及

對公益危害可能性之間究竟是否有實質上的關聯，似有疑義，因此應強化法院、法官與心理

鑑定的結合（例如：法官的心理學教育或培訓），以期達到更公平的審判及處置。 

 

黃士軒教授深耕鑽研刑事法領域多年，透過實務判決向參與者說明我國現行的標準並指出其

中的問題，引導參與者藉由案件分析、各自的生活經歷對此次主題進行反思。此外，講座中

與會師⻑們跨領域的交流、分享更帶給參與者更多元、全⾯的知識饗宴。 

 

【法學院訊】公共參與環境事務法制論壇於 11 月

19 日舉行，由法學院與公法學中心主辦，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協辦。主題為聯合國

奧爾胡斯公約於歐盟及日本之實踐與檢視，邀請

德國呂訥堡大學法學教授、現任奧爾胡斯公約遵

約委員會委員 Prof. Thomas Schomerus 以及日

本大阪大學法學教授 Prof. Noriko Okubo 演講，

法學院傅玲靜老師主持，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教

法律研究所呂理翔助理教授及國立政治大學地政

學系李明芝助理教授擔任口譯，並由法學院許政

賢院⻑及國立臺北教育⼤學文教法律研究所郭麗

珍所⻑分別於開閉幕致詞。 

 

▶ 心理學系楊啟正教授與談（照片來源：法學院） 

▶ 活動海報（圖片來源：法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9/part_17854_5764627_9123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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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訊】法學院生醫倫理與醫事法律研究中心於 11 月 19 日邀請美國喬治城大學

O'Neill Institute 的兩位專家，Katherine Ginsbach（Senior Associate）與 Kashish Aneja

（Lead, Initiatives in Asia）專題演講，主題為「全球衛生治理與法律：健康政策與法律的

國際視野｣，同時介紹該校國際衛生治理法律碩⼠學位的進修與實習機會，並邀請曾前往進

修的學⻑姐分享，由中心主任劉宏恩副教授主持。 

 

【法學院訊】法學院於 11 月 20 ⽇協辦國家⼈權委員會、環境權保障基⾦會及科技、⺠

主與社會研究中心主辦的「沿著人權，走向淨零論壇｣，法學院傅玲靜教授主持「從奧爾胡

斯公約精神提供法制建議」場次，由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奧爾胡斯公約遵守委會委員

Prof. Thomas Schomerus 教授擔任回應人。 

【法學院訊】法學院於 11 月 25 日邀請現任職於交通部鐵道局法制的詹岱蓉（法律系 96

級），以及任職於臺中市政府政風處調查科的李婉瑜（法律系 98 級）兩位校友，主講「職涯

系列講座第⼆場：公務機關－法律系學生的出路返校分享職涯經驗｣，由法學院劉定基教授

主持。 

 

【法學院訊】法學院財法中心於 12 月 3 日邀請前司法院大法官、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

學院講座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蔡明誠兼任教授演講，講題為「AI 時代對數位創作

之挑戰與智慧財產權法之回應｣，由法學院沈宗倫教授主持。 

 

 

 

 

▶ 活動海報（圖片來源：法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9/part_17854_5764627_9123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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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訊】法學院高齡社會法制研究中心與碩專班學友會於 12 月 9 日共同主辦講座，

主題為「年⾦制度之過去與未來｣，邀請法學院張桐銳教授主講。臺灣自⺠國 39 年起陸續

開辦各項社會保險及退休金制度，逐步開展國人之老年經濟保障制度，然我國老年人口比率

將於 114 年達 20％，進入「超高齡社會」，為使各項年金制度穩健發展，年金制度之改革

有其必要性及迫切性，以因應未來超高齡社會之需求，故講座將以此為核心，探討年金制度

現行所面臨的困境及未來變革之可行性。 

 

【法學院訊】法學院數位經濟與競爭政策研究中心於 12 月 9 日主辦，法碩專班協辦，邀

請輔仁大學法律學院邱晨副教授進行線上演講，講題為「數位經濟下之所得課稅爭議－兼

評最高⾏政法院 109 年度上字第 972 號判決｣，邀請法學院王立達教授主持。 

 

 

 

 

 

 

 

 

 

 

 

▶ 活動海報（圖片來源：法學院） 

▶ 活動海報（圖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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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訊】法學院基礎法學中心於 12 月 12 日邀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法

官、美國柏克萊大學訪問學者，亦為法學院院友的林宜靜學姐返校演講，講題為「法官倫理

｣，由法學院劉宏恩副教授主持。 

 

【法學院訊】法學院於 12 月 13 日邀請簡宏熠律師演講，主題為「美國資本市場律師講

座—美國深造與職涯規劃（三）｣，由法學院朱德芳教授主持。 

 

 

 

 

 

 

 

 

 

 

 

 

 

 學術與實務活動   外國語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院訊】由國立政治大學翻譯與跨文化研究中心與台灣現代詩人協會主辦的

「第十屆翻譯與跨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11 月 9 日圓滿落幕。研討會以「東亞三文英

與近現代東亞跨域知識轉譯」為主題，聚焦臺日韓三國的文學交流與翻譯成果，並結合陳

千武文學獎、亞洲詩人貢獻獎及外語翻譯新人獎的頒獎典禮，彰顯文學與翻譯在現代東亞

人文對話中的重要地位。 

 

開幕致詞：國立政治大學陳樹衡副校⻑的文學觀點 

 

在開幕致詞中，陳樹衡副校⻑表⽰，文學在時代的苦難中扮演了提振精神的重要⾓⾊。他引

用向陽董事⻑為 2024 年度選出的代表字「苦」，指出當代讀書人在時代巨變中的掙扎與不

安，並以此喻文學的力量如同光芒，照亮黑暗。他深刻感慨文學、翻譯與跨文化交流在這個

時代的必要性，並祝福翻譯與跨文化研究中心未來為國立政治大學注入更多文學的生命力。 

外國語文學院鄭家瑜院⻑感謝各界對翻譯與跨文化研究中心的支持，特別提到中心十年間在

▶ 活動海報（圖片來源：法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9/part_17854_5764627_9123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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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知識產出及人才培育上的成就。她回顧中心自草創期的努力與突破，以及近兩年

創立的「翻譯大師講座」及「譯界前輩相談所」等系列活動，並感謝修平科技大學觀光與創

意學院對此次研討會的協辦支持。 

 

三大頒獎典禮：傳承與榮耀 

 

研討會同時舉行

了 2024 陳千武文

學獎、亞洲詩人貢

獻獎及外語翻譯

新人獎的頒獎典

禮。陳千武文學獎

由其公子陳明伊

董事⻑頒發，他感

謝台灣現代詩協

會的支持，並分享

父親以詩作為生

命重心的故事。亞

洲詩人貢獻獎則

由 台 灣 現 代 詩 人

協會金尚浩理事⻑頒發給韓國詩⼈權宅明，肯定其⻑期⾒證亞洲詩壇的歷史與成就。外語翻

譯新人獎則由鄭家瑜院⻑頒獎，表彰新生代翻譯人才的努力與潛力。 

 

專題演講與學術論文：展現東亞文學的深度與廣度 

 

研討會邀請詩人李敏勇進行專題演講，他以「新東亞的心：穿越亞洲歷史的光與影」為題，

解析臺日韓詩人在特殊歷史背景下的文學創作，並強調詩歌超越國界、彌合矛盾崇高使命。

權宅明則介紹詩人金光林的詩歌特色及其與臺日詩人的交流，提出未來亞洲詩歌跨國合作的

展望。 

 

學術論文討論涵蓋廣泛議題，從陳千武、高橋喜久晴、金光林三人跨國詩歌交流的文學軌跡，

到魯賓遜漂流記在中日韓的敘事轉譯，皆引發熱烈討論。其中金尚浩探討了戰後東亞詩壇的

歷史壓力與藝術反映，蔡秀菊教授則追溯亞洲詩人會議的形成與發展，為東亞文學史提供了

重要的學術視野。 

 

綜合座談：翻譯作為跨域對話的橋樑 

▶ 國立政治⼤學陳樹衡副校⻑（右⼆）開場致詞（照片來源：外國語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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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綜合座談中，與會學者共同探討翻譯如何作為文學跨域對話的重要媒介，並展望未來

東亞文學與翻譯的可能性。各場次的論文與討論突顯了翻譯不僅是語言的轉化，更是文化理

解與思想對話的關鍵。 

 

此屆研討會為翻譯與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啟發，並見證了東亞三文英與近現代文學交流的

豐碩成果。未來，翻譯與跨文化研究中心將持續以詩為媒介，推動文學與翻譯在國際舞臺上

的多元發展。（撰文：盧虹蓁） 

 

 

 

 

 

 

 

 

 

 

 

 

 

 

 

 

 

 

 

 

 

 

 

 

 

 

 

 

 

▶ 與會學者與現場聽眾合照（照片來源：外國語文學院） 

▶ 外國語文學院鄭家瑜院⻑（左五）頒發第⼀屆「外語翻譯新⼈獎」獎狀予各語組獲獎學

生（照片來源：外國語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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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語文學系訊】外語學院歐洲語文學系所舉辦的「後疫情時代歐洲語言、文學與文化

研究之省思與發展」學術研討會於 11 月 30 日圓滿結束。今年度舉辦此場學術研討會，起

因在於自 2019 年底開始，新冠疫情的流行帶來全球性的肆虐與震撼，遠距交流已成為學習、

工作與人際溝通的重要趨勢，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科技也因新冠疫情關係

加速發展數位人文學（digital humanities）、生成式 AI（generative AI），對於「後疫情時

代」（post-pandemic era）的人文社會科學發展有相當的影響與衝擊。後疫情時代的歐洲

研究（語言、文學與文化相關領域），除了發展及應用 AI 產業，也須不斷回顧歐洲文化傳統

的本質，以便進行人文

省思與社會關懷。此次

會議旨在針對後疫情時

代歐洲語言、文學與文

化研究進行反思並提出

發展策略，試圖以宏觀

的角度展開相關領域的

探討，並促進國內學者

專家的學術交流。 

 

會議於 11 月 30 日上午

進行報到，計有 120 多

▶ 研討會開幕致詞（照片來源：歐洲語文學系） 

▶ 「以翻譯為媒介的文學跨域對話」綜合座談（照片來源：外國語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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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參與會議。由台聯

大副主席暨國立政治大

學傳播學院蘇蘅教授及

外國語文學院副院⻑招

靜 琪 教 授 進 行 開 幕 致

詞。首先，蘇蘅副主席肯

定此次研討會的宏觀宗

旨及人文學者間的深度

對話；招靜琪副院⻑則

讚賞研討會在論文場次

之用心設計，涵蓋了論

文發表者對於歐洲的過

去、現在以及未來的歷

史文化傳承、科技發展

有相當的意涵。本會議的另⼀焦點:「主題演講」（keynote speech），由國內⻄班牙語學界

重量級學者臺北醫學⼤學副校⻑張淑英教授擔任主講人，講題是「祖先早知道：⻄班牙殖⺠

時期的語言學習與文化翻譯—閩南-華語-⻄班牙語⼿稿研究」。張教授的演講著重在自 2018

年開始，她受邀加入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的「閩南-⻄班牙語歷史文獻研究」跨國團

隊之 5 年研究的部分成果。張教授擷取《佛郎机化人話簿》、《明心寶鑑》和《漳州話詞彙與

語法》等辭典手稿的翻譯為重點，闡述祖先（華人和歐人）在學習語言和溝通藝術時，如何

將閩南語、華語和⻄班

牙語融會貫通，以便與

殖⺠者進⾏經商、貿易

及文化交流等事業。演

講的主題新穎、具有挑

戰性，對於跨文化的議

題激發了與會來賓許多

智慧的火花，也突顯了

人文省思及社會關懷。

教學發展中心對於主題

演講的主題相當關注，

也於會場錄製張教授的

演講，日後將上架於「大

師講座」系列。 

 

主題演講後，進行研討會 8 個場次的論文宣讀，場次的主題分別是「⻄班牙文學與文化」、

▶ 研討會主題演講者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張淑英教授（照片來源：

歐洲語文學系） 

▶ 研討會主題演講者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張淑英教授（左）及歐洲

語文學系主任楊瓊瑩教授（右）頒發感謝狀（照片來源：歐洲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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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相關研究」、「法

語教學德」、「德國文學

與文化」、「⻄語教學」、

「小組發表：後疫情時

代中的奇蹟與迷惘」、

「法國文學」及「小組發

表：酷兒情境下的 AI 和

國族」。研討會計有 31

篇論文，論文發表者包

括來自國內及香港的外

語及歐盟學界之學者、

專家及碩士班研究生，

他們分別以不同的語言

（中文、英文、法文、德文及⻄班牙文）進行跨文化、跨語種的學術對談。研討會的論文品

質優良，研究議題具有創意且具建設性，涵括許多研討會的相關子題，例如歐洲文學裡的「監

禁」與戰爭議題、歐洲科幻文學與社會正義、後疫情時代歐洲文學/文化中的疾病研究、後

疫情時代歐語翻譯教學/研究的轉變及 AI 的應用及後疫情時代歐盟之多元文化與身分認同

等議題。經過 8 個場次相當緊湊的學術對談，「圓桌論壇共同研討」也是會議的壓軸之⼀，

其議題為「後疫情時代歐洲語言系所的生存與應戰」。七位與談學者任教於國內北中南地區

的大學歐語系所，且兼具行政主管的相關經驗，面臨當前國內少子化、AI 風起雲湧的強烈

趨勢，他們表達歐語教育的隱憂及提出正⾯的策略；⼤家⼀致認同教師需要持續精進自⾝的

專業領域、隨時跟進 AI 的腳步，積極培養學生宏觀的國際視野及與外語的連結依然是未來

的方向。（撰稿人：楊瓊瑩，歐洲語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 研討會圓桌論壇（照片來源：歐洲語文學系） 

▶ 學術研討會大合照（照片來源：歐洲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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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國際事務學院 

【國際事務學院訊】在資訊流通快速且講求高效率的時代，大多數人都身處在高壓的環境

之中，以學生而言，除了學業，人際關係、未來就業乃致家庭皆是學生的壓力來源。國際事

務學院邀請蘇益賢心理師蒞臨演講，除了提供學生適度紓壓的場域，也希望借重心理師的專

業，讓學生學習如何正確並有效的緩解壓力，在面對壓力時能更加游刃有餘。 

 

⾸先，蘇⼼理師指出「⼀⼼多用」正是壓⼒形成的來源，⼈腦在不同任務間轉換時，會增加

額外的消耗⽽造成⾝⼼靈的負擔，藉由數字與英文字⺟的轉換遊戲，同學體會到⼀⼼多用不

僅無法有效率的完成工作，甚⾄會影響完成度。⼼理師提醒同學們，「⼀次做好⼀件事情，

比較划算」 

 

接著，蘇心理師以斑馬的故事作比喻，說明人們往往為了過去或未來的事情而心不在焉，而

正是因為被這些情緒困住，產生了許多焦慮和憂鬱，而專注於當下其實才能真正達成減壓。 

 

最後，心理師帶領大家練習「正念思考」，所謂正念並不是正向，而是當下正在做的事情，

在閉上眼睛呼吸時，能否在分⼼之時將專注⼒拉回到呼吸，其實正是⼀種減緩壓⼒的練習。

透過正念思考的練習，師生們也難得有機會放下平日累積的壓力，共同活在當下。 

 

院導師外交學系陳秉逵教授也提到，導師活動致力於讓國際事務學院學生能夠在健康的狀況

下提升學習目標，因此，除了舉辦學術演講活動提升素養，讓同學對壓力有更正確的認知並

能夠有效因應亦十分重要，未來國際事務學院導師活動也將持續朝此目標邁進。 

 

 

 

 

 

 

 

 

 

 

 

 

 

 
▶院導師外交學系陳秉逵教授為導師活動做結語（照片來源：國際事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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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學院訊】國際事務學院於 11 月 20 日主辦「真朋友？中國在南太島國不斷延伸

的觸角」演講，邀請澳洲學者 Dr Graeme Smith 蒞臨，並由國際事務學院連弘宜院⻑主持。

Dr Smith 現為澳洲國立大學 Coral Bell 亞太事務學院資深研究員，曾擔任澳洲最佳新聞類

播客節目 Little Red Podcast 主持人與東南亞事務研究網站「新曼荼羅 New Mandala 」

董事，對於亞太事務有充分的了解。此次到訪國立政治大學，他向師生分享自身與南太平洋

國家和中國互動的經

驗，並進⼀步分析如何

從臺灣角度面對中國

的南太島國策略。 

 

南太平洋國家因其偏

遠的地理位置、有限的

領土及資源匱乏，形成

了獨特的發展模式，高

度依賴外國資金進行

國家建設。近年來，中

國透過⼀帶⼀路政策

逐步擴展其在南太平

洋的影響力，試圖透過

▶ 與會師⻑及同學⼤合照（照片來源：國際事務學院） 

▶師⻑⼤合照（由左⾄右）:東亞研究所黃瓊萩教授、柏丹禮處⻑、澳洲學者

Dr Graeme Smith、國際事務學院連弘宜院⻑、外交學系楊文琪副教授（照

片來源：國際事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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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合作塑造自己為「南太平洋國家的真朋友（the true friend of the Pacific）」的形象，

進而實現經濟、外交、安全，甚⾄是⼤外宣的⽬的。事實上，過去許多中國⼈即以移⺠或勞

工的身分與南太島國進行互動，因此中國也藉此歷史連結爭取盟友。 

 

儘管中國對南太平洋國家在金錢與技術上的投入有目共睹，當地人士仍對其背後的意圖產生

懷疑。首先，即使中國表達出睦鄰的意願，其內部對於區域個別國家的了解依舊有限，以至

於經常與非洲國家產生混淆。此外，大國所推行的印太戰略在許多南太國家眼中更重視印度

洋而非太平洋周邊島國的發展，使他們深感不平衡。再者，中國對於各國的經濟剝削與環境

破壞不容小覷，比如索羅門群島的雨林便深受中國的超額木材需求所苦。最後，中國在當地

進行深度外交、推動「中國開發模式」、致力於「講好中國故事」，甚至強制行使治外法權的

行為招致公眾不滿。基於上層的經濟與政治利益考量，在這些現象下，南太國家與中國的合

作仍難以動搖。 

 

針對臺灣要如何在當今局勢下與南太平洋國家互動，Dr Smith 建議對於臺灣的三個正式友

邦，我國應持續表達支持，同時將原本的雙邊合作模式轉化為區域多邊合作；對於其餘島國

與中國，我國應積極接觸反中或相對親臺的勢⼒，建立⻑期友善的溝通管道。我們也應善用

媒體與公眾的力量，傳遞臺灣對於南太平洋國家的支持，維繫穩健的區域協作關係。 

【國際事務學院訊】國際事務學院主辦「新南向夥伴-⾺來⻄亞的政經情勢及外交策略」於

11 月 21 ⽇邀請洪慧珠⼤使蒞臨，並由國際事務學院院⻑連弘宜主持。洪⼤使畢業於外交學

系碩⼠班後即進入外交部任職，曾任我國駐波⼠頓領辦事處總領事、外交部歐洲司⻑、以及

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副院⻑，駐外經驗豐富。演說分別以⾺來⻄亞歷史、國內政經局勢、以

▶ 師⻑及與會來賓⼤合照（照片來源：國際事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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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對外政策和臺馬關

係為題，與師⻑同學解

析⾺來⻄亞情勢與我

國新南向政策在該國

的推展及前景。 

 

洪大使善於分析政經

與社會問題，透過政

治、種族問題和產業發

展幾個層面展現馬來

⻄亞社會全貌，讓⼈⾺

上掌握該國情勢。馬來

半島曾受許多政權統

治，也帶來了多元文化

與不同⺠族，其中以本

地的⾺來⼈、英國殖⺠期間被作為移工引入的印度⼈、華⼈為主。英國殖⺠期間，為維繫在

當地的統治與方便管理，將當地三大主要族群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馬來人擔任公

職人員、華人在當地則聚集於城市從事商業活動、印度人散居農村，成為橡膠種植的重要勞

動⼒。三個⺠族本就有不同生活習慣與宗教，再加上英國殖⺠政府為平衡勢⼒將三個族群在

住處與職業上明確分開，導致馬來人把持政治、華人掌握經濟命脈，也埋下了此後的華巫（馬

來人）矛盾。1969 年 5 月 13 ⽇發生的五⼀三流⾎衝突便是華巫衝突事件的代表，當時甚

至引發全國戒嚴兩年。 

 

⾺來⻄亞獨立⾄今，各政黨林立，圍繞著種族/宗教/經濟議題競爭。其中以現任首相安華和

前任⾸相⾺哈迪之間的政爭，被認為最能展現⾺來⻄亞政壇全貌。前任⾸相⾺哈迪被譽為⾺

來⻄亞現代化之⽗，數⼗年來在政壇屹立不搖，其與曾情同⽗⼦、⼀⼿提拔的安華數次交⼿，

都曾阻撓對方的政治生涯，馬哈迪更是讓安華二度入獄。直到 2022 年安華率領希望聯盟成

功贏得大選，坐上首相位置，兩人與其在國會代表的兩股勢力之間才較不緊張。此外，這幾

年較受⾺來⻄亞華⼈歡迎的乃是⺠主⾏動黨。該黨繼承李光耀建立的⼈⺠⾏動黨，且與我國

關係融洽。 

 

除了國內政治，洪⼤使也介紹⾺來⻄亞的經濟和對外貿易。⾺來半島處於⾺六甲海峽與南海

中央，掌握重要戰略位置，也是東協十國中天災較少的，因此在經濟發展有先天優勢；再加

上其多元文化與多語人才，自上世紀便吸引許多外資，發展出兩大經濟支柱：服務業與製造

業。近幾年則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躋身全球第六大半導體出口國，尤其是北部的檳城，更

享有相當完整的產業鏈。此外，由於⾺來⻄亞穆斯林⼈⼝眾多，他們也致⼒發展國際清真食

▶ 國際事務學院致贈禮品給洪大使（照片來源：國際事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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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擁有產業優勢與地利之便，⾺來⻄亞在區域貿易中表現活躍，近年加入了 RCEP, CPTPP

和 IPEF，今年更積極申請 BRICs。 

 

⾺來⻄亞的對外政策亦是此次演講的⼀⼤重點。⾯對美中在南海競逐與全球區域衝突頻仍，

東南亞各國面臨政策立場上的挑戰─應當選邊站加入大國的角力還是應當維持東協的中心

思想，立場⼀致的對外保持中立？⾺來⻄亞不同於在南海爭議中和中國正⾯衝突的菲律賓，

對中美兩國都採取不結盟的策略，只專心發展多邊主義，致力於國際組織和區域合作致力於

國際組織和區域合作。不過⾺來⻄亞在區域衝突中未必總是維持中立，在以哈衝突中，作為

溫和派穆斯林，⾺來⻄亞溫和堅定地表達反對以⾊列、支持巴勒斯坦的聲明，支持著穆斯林

友邦。 

 

演講以臺馬關係與我國的新南向政策作結。臺馬產業具有高度互補性，在電子與電機產品為

密切合作，馬國更是我國的第七大貿易夥伴；2023 年的雙邊貿易直便達到 270 億美元。洪

大使任內推動臺馬關係，籌辦數次經貿、觀光和機械資材展覽，也舉辦產業鏈結高峰會談，

積極促成人才交流與資源共享；最後洪大使更對新南向政策下的臺馬關係提出樂觀前景，認

為臺馬區域鏈結的加強勢在必行。 

 

 

 

 

 

 

 

 

 

 

 

 

 

 

 

 

 

 

 

【國際事務學院訊】國際事務學院於 11 月 29 日舉辦「俄烏戰爭與歐洲安全」國際研討會，

▶ 與會師⻑合影:（由左⾄右）柯⽟枝兼任副教授、洪慧珠⼤使、連弘宜院⻑（照片來源：國

際事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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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俄羅斯研究所、外交學系、歐盟研究學分學程、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以及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協辦。俄烏戰爭對歐洲安全與國際秩序造成了巨大衝擊，在政

治、軍事乃至經濟方面都有無遠弗屆的影響力。本次研討會有幸邀請國內外學者和具實務經

驗者分享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並希望提供對話平臺，促進各界對俄烏戰爭提出解決之道。 

 

開幕式由國際合作事務處陳憶寧國合⻑擔任嘉賓。陳國合⻑致詞時提到，戰爭不只改變全球

與歐洲秩序，對臺灣這樣的小國也有重大影響，希望這個會議能成為意見交流平臺，與會者

能夠帶來並得到對戰爭更深的洞⾒。國際事務學院連弘宜院⻑則認為，俄烏戰爭不只改變東

歐和世界秩序，也挑戰主權與和平的概念。 

 

除了戰爭本身值

得研究，國際建

制、北約等組織以

及外交手段在國

際事件中扮演的

角色都是好的研

究問題。連弘宜院

⻑也感謝各單位

的付出，非常榮幸

能夠與世界各國

學者⼀同促進學

術交流。這次有幸

邀請國立東華大

學朱景鵬副校⻑

進 行 主 題 演 講

「 Europe After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for A 

More Resilient Europe」，朱副校⻑⾸先說明俄國侵略的⽬標、歐俄能源關係以及歐盟的回

應手段，並以波蘭、愛沙尼亞、捷克為例，更深入說明歐洲各國對戰爭的反應。中俄在戰爭

中則有互利的關係，連帶影響中國與歐盟的互動，原先與中國較無相干的北約也開始研究並

回應中國⾏為。朱副校⻑最後結論，歐洲必須對它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中國有所回應，歐盟成

員間的合作也必須得到強化，否則必將受到中俄聯盟的強力挑戰。 

 

第⼀場次的主題為「The Russo-Ukrainian War and Global Order」。來自烏克蘭的 Dr. Igor 

Piliaiev 以實證資料和觀察說明，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和人權公約所揭示的自

由、⺠主和⼈權都在慢慢消退。Dr. Luis Simón 與 Dr. Lotje Boswinkel 則以假設的情境，設

▶ 為表感謝之意，國際事務學院連弘宜院⻑代表國際事務學院致贈國立東華⼤學

朱景鵬副校⻑禮品（照片來源：國際事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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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往後我們可能看見的俄烏戰爭景象，並認為這樣的情景假設也能套用在臺灣。Dr. Yavor A. 

Kostadinov 專注於歐洲國家之間的團結合作問題，指出若不有所回應，威權國家將更加有

恃無恐。第四位則是 Dr. Mathieu Duchâtel，他深入說明中國各種政策工具對俄烏戰爭與

歐盟的影響。 

 

第二場次的主題為「Threats and Challenges to European Security」。同樣來自烏克蘭的

Dr. Maksym Yakovlyev 以「想像」的角度說明各國對俄羅斯的恐懼與實際上的威脅並不相

稱。相對的，Dr. Oleksii Polegkyi 從俄國內部角度分析，俄烏戰爭對俄國社會有何衝擊。印

尼也有對俄烏戰爭的獨特視角，Dr. Apriwan A.和 Dr. Virtuous Setyaka 認為不論主政者是

誰，印尼都會遵守「零個敵人，千個朋友」的不選邊策略。Dr. Michal Fliegel 用歷史和記

憶，解釋捷克對烏克蘭的強力支持。 

 

第三場次則為「Conflict Resolution and Peace Plan」。前大使 Dr. Franz Jessen 用數字和

觀察說明丹麥的防務觀念、對烏克蘭的援助，以及美國和丹麥在國防合作上的複雜關係。Dr. 

Alexander Pisarev 從談判條件中整理出戰爭可以如何結束。來自印尼的 Dr. Muhammad 

Yusra 與 Dr. Zulkifli Harza 則從東協這個重要國際行為者的視角出發，認為戰爭顯著影響東

協國家，成員國對俄烏戰爭的回應雖然各不相同，但不干預仍是基本原則。Dr. Dmytro 

Burtsev 介紹俄國外交政策的來源、早期歐俄關係，以及各國如何透過非正式聯盟來援助烏

克蘭。 

 

最後的閉幕式由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崔進揆所⻑致詞。所⻑指出，俄烏戰爭仍是進

⾏式，且在國際政治上有獨特意義，這場研討會讓不同領域的與會者⿑聚⼀堂，學習不同觀

點與新知識，希望大家在會議中收穫滿滿。 

 

 

 

 

 

 

 

 

 

 

 

▶第⼀場次師⻑於臺前合影（照片來源：國際事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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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學院訊】2024 年在美中競爭的國際脈絡之下，中國對臺行動在頻率和力道上也

持續加劇，如年初的「金門事件」以及近期的「聯合利劍」系列演習皆足以說明之。隨著習

近平第三任期即將結束，其有關中國在 2027 年（中國建軍百年）將具備完全攻臺能力的論

述也越發受到關注，國際事務學院邀請到現任國防安全研究院副執⾏⻑韓岡明將軍分享國際

▶ 研討會大合照（照片來源：國際事務學院） 

▶國立中興⼤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崔進揆所⻑擔任閉幕式致詞貴賓（照片來源：國際事務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209/part_17474_4616510_34590.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209/part_17474_4616510_3459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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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以及兩岸對於併吞臺灣的立場、作戰

手段的分析以及臺灣若面對中共攻臺，

在後備動員方面能夠如何因應。 

 

韓將軍首先講述兩岸交戰的歷史脈絡，

從 1949 古寧頭戰役到 2022 裴洛⻄訪

臺引發的鎖臺危機，闡明兩岸直到現在

仍舊處在交戰狀態之下，而根據目前兩

岸各自的立場，這樣的狀態將持續下

去，對於中共併吞臺灣的企圖不能掉以

輕心。其次，韓將軍提到當前中國併吞

臺灣的企圖主要基於歷史情感、地緣政

治以及當前火熱的半導體產業，而臺灣

與中國的貿易互賴關係，也是臺灣的⼀

大隱患，基於以上三大理由，中國在併

吞臺灣上也發展出不同的作戰方式，這

些都值得加以探討並作為警惕。 

 

接著，韓將軍分析國際上對中國武力併吞臺灣的看法，指出中國併吞臺灣的意圖不會輕易改

變，但基於美中競爭、中國內部經濟等因素，中國攻臺必須審慎考慮成本效益，制定最合適

的攻模式。而在兩岸立場上，韓將軍認為，中國並不會放棄使用武力併吞臺灣，而臺灣的立

場則更傾向中國會武力犯臺，「備戰才能避戰」是當前的主流立場。針對雙方的立場，韓將

軍特別指出幾項共軍最可能攻臺的時機作為提醒，包括臺灣明確朝向獨立、和平統⼀對話延

遲、外國勢力介入臺灣本土事務等。 

 

在併吞臺灣手段部分，韓將軍引用孫子兵法將併臺⼿段分為和平統⼀、以擾逼談、以戰逼降

三大部分，而前兩者為當前中共最頻繁使用的模式，包含政治上的收買人心、貿易上依賴、

在外交上強調⼀中原則並輔以作用範圍廣泛的「灰⾊地帶⾏動」，對中國⽽⾔這些才是併吞

臺灣最理想的方式。當然，若中國採取全面武力攻臺，韓將軍也以其防衛動員的專業和大家

分享，臺灣多年來⼀直致⼒於模擬共軍武⼒犯臺的作戰模式，比起共軍缺乏實戰經驗的狀況，

臺灣其實準備得更加充分，且可能使中國遭逢國際制裁、國內動亂等情形，這些接加大中國

採取武力犯臺的成本而使之卻步，轉而採用其他手段併吞臺灣。 

 

在臺灣的防衛動員層面，韓將軍也以自身的經驗向大家說明，近年來國軍在招募以及編制上

皆針對兩岸可能發生衝突進⾏準備，如延⻑義務役年限、在實戰地區進⾏教召訓練等，在領

土防衛部分也針對作戰時的各項需求進行專業化編制，這些都大大增強了臺灣防衛動員的實

▶ 講者國防安全研究院副執⾏⻑韓岡明將軍（照片來

源：國際事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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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未來國軍也會持續進行有效的改革。 

 

針對本次主題，韓將軍也提出了幾點結論，第⼀，中國意圖併吞臺灣是肯定的事實。第二，

發生戰爭不會是兩岸期待看到的結果。第三，中國併吞臺灣的方式相當多元且全面，中國最

大的目的便是透過漸進式的影響，讓臺灣⼈⺠失去警惕並逼迫我國政府與其進⾏談判。第四，

中共武力犯臺的成本相當高，此⽅式未必受到中共政府青睞，⽽我國對此已有⼀定的因應措

施。最後，國軍應做到「備戰不求戰」、「應戰不必戰」。 

 

影響兩岸局勢的變因相當廣大，身處臺灣的我們應時時自我警惕，唯有透過各項管道掌握國

際局勢的變動，才能有效避免「中共認知作戰」、「灰色地帶戰略」的侵擾。 

 

 

 

 

 

 

 

 

 

 

▶ 師生大合照（照片來源：國際事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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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訊】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於 11 月 1 日至 2 日舉辦第四屆「理解中國統

戰」工作坊。儘管遭遇三⼗年⼀遇的強烈颱風康芮攪局，仍有 12 篇入選論文中的 9 位作者

到場發表，1 位作者以線上方式參與，會議在克服交通阻斷與電力網路延遲恢復等挑戰後圓

滿結束。主辦單位特別感謝發表⼈、與會學者及工作⼈員，讓這次活動成為⼀次難忘的學術

經驗。 

 

工作坊以香港為中心議題，開場由兩位專家探討香港宗教與統戰的關聯。香港中文大學邢福

增教授剖析 1980 年代香港基督教逐漸被「中國因素」吸納與分化的過程，上海復旦大學退

休教授、現任政大客座副教授劉宇光則分析香港佛教界在九七回歸壓力下轉向親北京立場的

原因。兩位學者的深入研究，對於破除坊間對宗教與統戰的誤解有極大貢獻。 

 

唯⼀的英文場次「點亮」了兩個⻑期籠罩在「⿊箱」中的議題。香港城市⼤學劉冬舒教授以

網路⺠調測試戰狼外交訊息是否會影響美國⼈對鷹派外交政策的支持，結果顯⽰孤立主義傾

向可能更適合解釋其效應；捷克獨立研究者 Filip Jirouš 則剖析歐洲中國同鄉會與商會如何

以「單人」組織形式運作，並在僑界與政治家之間周旋，將面臨重大變化。張登及教授提到，

美國分裂社會對內外政策影響深遠，川普外交策略將成國際矚目焦點。 

 

第三場次涵蓋多元議

題與研究方法。國立

臺灣大學張貴閔教授

以「線上⺠族誌」研究

疫情期間的兩岸宗教

線上交流；國立交通

大學戴瑜慧教授探討

⺠族主義與「飯圈女

孩」的網路行動；國防

大學林立偉與陳育正

教授則以軍人共諜案

為例，分析中共代理

人在臺灣的真實樣貌。 

 

第二天的圓桌論壇由中生代學者分享統戰研究經驗與挑戰。中央警察大學游智偉副教授強調

臺灣在統戰檔案研究上的優勢，中央研究院張廖年仲副研究員鼓勵年輕學者勇於嘗試投稿，

並指出統戰研究對理解中國政策及臺灣戰略的重要性。 

▶第四屆「理解中國統戰」工作坊會後合照（照片來源：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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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發表則展示豐富研究成果。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周厚呈碩士生從銳實力角度分析

「魯班工坊」；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吳品萱博士生探討離散社群概念下的金門角色；國

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廖恒德碩士生則以張廖年仲老師蒐集的「中國夥伴關係資料庫」剖析

「⼀個中國原則」與「⼀個中國政策」論述的細節差異。在熱烈的討論聲中，第四屆統戰工

作坊圓滿落幕，與會者期待國關中心未來持續舉辦此類活動，為統戰研究提供持續深化的平

臺。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訊】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於 11 月 7 日舉辦「2024 年美國總統大選與兩

岸關係」座談會，針對川普勝選後的國內外影響進行討論。此次座談會由政治學系暨東亞研

究所寇健文特聘教授主持，邀請多位學者與談交流，包括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嚴震生兼任研究

員、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張登及教授、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林正義研究員、淡江大學國

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黃介正副教授及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袁易兼任研究員。 

 

林正義研究員指出，川普若再次上臺，美中經貿議題將成關鍵，包括履行未完成的貿易協定、

半導體等產業壁壘的加劇以及我國國防預算挑戰。黃介正副教授表示，川普政策邏輯清晰，

強調美國利益與安全，臺灣需逐步提升國防預算並靈活調整應對戰略以因應地緣政治變化。

嚴震生研究員從美國選⺠結構分析，指出教育、性別、種族與地域上的分裂趨勢顯著，反映

出美國內政與外交的潛在重組。袁易研究員則認為川普勝選象徵草根⺠眾對建制派的反擊，

未來美中關係與全球格局將面臨重大變化。張登及教授提到，美國分裂社會對內外政策影響

深遠，川普外交策略將成國際矚目焦點。 

 

▶2024 年美國總統大選與兩岸關係座談會與會學者合照（照片來源：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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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討論熱烈，北京對美國大選的態度及中美關係調

整是關注焦點。寇健文教授總結，美國大選對美中未來

關係發展與地緣政治變化影響甚深，在外交策略方面，

雙方皆須鞏固與強化自身在國際局勢中的話語權與主

導地位，而在貿易策略方面則相較之下較有彈性，雙方

或許有對話的空間，不變的是美中關係的發展對我國政

治及產業經濟勢必有相應的影響，須持續關注局勢變化

與政策走向。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訊】美國總統大選結果揭曉，川普

即將重返白宮！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於 12 月 6 日舉辦

2024 年美國總統大選系列活動第三場——「美國總統

大選後印太安全治理」國際研討會，聚焦選後印太區域

的安全與治理議題。歡迎持續關注官方網站及社群平臺

獲取更多資訊。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訊】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與政治學系於 12 月 10 日及 12 月 12 日邀請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 Frank C. Erwin, Jr.百年講座教授 Zoltan D. Barany 進行兩場全英

文演講。第⼀場主題為「China and the Global South（中國與全球南方）」，由政治學系寇

健文教授主持；第二場主題為「The Russia-Ukraine War on Eastern European Geopolitics

（俄烏戰爭對東歐地緣政治的影響）」，由政治學系林超琦副教授主持。 

 

 

 

 

 

 

 

 

 

 

 

 

 

 

▶美國總統大選後印太安全治理國際

研討會活動海報（圖片來源：國際

關係研究中心） 

▶講座海報（圖片來源：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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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 

【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訊】原社會科學資料中心（後稱社資中心）曾是研究生的論文寶

山，自 2019 年達賢圖書館落成、館藏資料遷出後，這裡漸漸成為被外界時間遺忘的閒置建

物。2023 年夏天社資中心的大門重啟，X 實驗學院與創新與創造⼒研究中⼼聯⼿帶著⼀群

⼈於此時進入，有學生、有老師、有職員、有校友、有周邊⾥⺠等。 

 

113 學年第 1 學期我們透過「創意與設計」課程帶領學生在社資樓開設咖啡廳，每組學生輪

流規劃與營運，每周都推出不同的甜點與體驗活動，自 11 月 22 日開始連續五周

12:00~17:00 於社資樓營業，歡迎大家來光臨。 

 

【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訊】教育部提升大學通識教育中程計畫總辦公室於 12 月 12 日舉

辦「全國大專校院通識教育主管會議」，以「游於變：直面未來的通識教育 」為活動總主題，

會中除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朱敬⼀院⼠以「關於通識教育的幾個故事」為題發

表專題演講外，亦安排高教最難論壇、探索共創、主題短講等，與各校進行交流對話。 

 

 

 

 

▶學生練習手沖咖啡（照片來源：X 實驗學院） ▶咖啡廳每周推出不同的創意甜點，圖為梅乾菜

重乳酪（照片來源：X 實驗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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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訊】以研發專業電聲產品起家的美律實業，自 2021 年起積極投

入「微聽損」的防治倡議。2023 年起與鹿樂合作，邀請偏鄉學校走進美律的研發總部，參

訪無響室、混響室、視聽室等實驗研發空間，親身感受聲音的特性。並從體驗中了解高音量

對聽力的傷害，讓保護聽力的概念轉化為直觀的體驗。 

 

藉由企業獨特的場域和專業知識，創造出不同於⼀般衛教宣講、更具感染⼒的學習體驗，使

孩子們能真切感受到微聽損的潛在風險，讓無形的聲音變得「可見」。閱讀更多：

https://ruro.k12ea.gov.tw/blog/133/ 

 

 

 

 

 

 

 

 

 

 

 

▶全國大學校院通識教育主管會議海報（海報來

源：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 

▶影音互動牆讓孩子了解聲學科技如何便利我們的生活（照片來源：創新

與創造力研究中心） 

https://ruro.k12ea.gov.tw/blog/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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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實務活動    人文中心 

 

【人文中心訊】人文中心於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22 日辦理「人文社會研習營」，接待外籍

學員來臺，進行為期四週的中文研修課程。上午由華語文教學中心的專業教師授課，下午則

規劃專業講座、議題討論與實地參訪等主題活動，並安排國立政治大學學生與學員交流。期

望透過實地語言使用，而達到「沉浸式學習」的效果，使學員的中文能力在短期內更上層樓。

同時，在互動的過程中，學生們也能和學員分享各自國家的文化特色與生活經驗，拓展國際

交流的視野，達到雙贏的效果。 

 

 

 學術與實務活動   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訊】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楊建銘研究員於 11 月 28 日

線上演講「Determining the role of anti-aging protein Klotho in sleep-deprived and 

sleep-restricted mouse models」擔任主持人，此演講由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顏怡君助理

教授主講，睡眠是⼀種對於⼤腦的正常功能⾄關重要的生理活動。多項研究表明，短期與⻑

期的睡眠不足皆會導致認知障礙與腦內氧化壓力增加。Klotho 是⼀種抗衰老蛋⽩質，具有

增強認知與抗氧化功能。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顏怡君助理教授線上演講 （右⼀）⼼智、⼤腦與學習研究中⼼

楊建銘研究員任主持人（右二）（照片來源：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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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實務活動    原住⺠族研究中⼼ 

 

【原住⺠族研究中⼼訊】《原教界》120 期出刊，主

題為「團結經濟與合作教育」。「合作經濟」是經濟制

度之⼀，是⼈類將合作互助的精神與⾏為，體現於經

濟模式上，並滿足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等多元需

求；而「合作社」則是合作經濟制度的典型組織。 

 

第 120 期專刊以《團結經濟與合作教育》為題，結合

國科會「原住⺠族社會永續科技發展平台」計畫所舉

辦的工作坊，從學理與實際案例的對照，呈現原住⺠

合作社的當前發展，以及其在坡地利用、自然資源共

管、食農經濟的應用議題，思考在法制上應該有所突

破之處。 

 

原住⺠透過運用合作社制度，可累積更多社會資本及

強化社群身份的認同，並有助實現經濟自主、勞動尊

嚴、資源共享及文化傳承。 

 

藉由第 120 期專刊，希望可以加以盤點整理此⼀與原住⺠族社會發展有高度相關的議題，

並提出後續努力的方向。 

 

學術與實務活動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訊】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於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2 日舉辦「2024 政大

宗教週」活動，10 月 29 日於達賢圖書館隆重開幕。這項年度盛會聚集了學術界及宗教界的

學者專家與宗教領袖，活動除了⼀系列精彩的學術演講、宗教領袖交流座談，還同步推出了

令⼈⽿⽬⼀新的「華⼈宗教元宇宙實驗特展」，為與會者帶來了嶄新的宗教與科技體驗。 

 

國立政治⼤學李蔡彥校⻑特別出席開幕式，致詞時表⽰國立政治⼤學作為全臺唯⼀設有華⼈

宗教研究中心及宗教研究所的國立大學，近年來特別重視社會實踐與產學合作，不僅與各大

宗教團體建立深厚的交情與合作關係，也為推動宗教學術研究及社會教化而努力。國立政治

⼤學近年來除了傳統⼈文研究的優勢，也進⼀步推展數位科技、AI 與元宇宙，此次宗教週

活動除了豐富多元的學術活動之外，最⼤亮點之⼀就是結合宗教與科技的「華⼈宗教元宇宙

實驗特展」，很好的詮釋了國立政治大學推動傳統宗教與現代科技兩大領域結合的成果與創

新。 

▶《原教界》120 期（圖片來源：原住

⺠族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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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蔡彥校⻑、指南宮高超文主委、景美集應廟高義秀董事⻑等貴賓在開幕式後都親臨展場，

體驗這場融合創新科技與宗教文化的特展。貴賓們在體驗後無不讚歎此次展覽的獨特創意與

深度，不僅有助於賦予傳統宗教文化嶄新的詮釋，也能成功吸引年輕學子與社會大眾，通過

數位互動方式加深他們對華人宗教文化的認識與興趣。本次「2024 政⼤宗教週」透過⼀系

列豐富的學術活動與數位展覽，不僅展示了華人宗教研究中心在宗教研究與教育推廣方面的

努力，也充分彰顯華人宗教研究中心在宗教文化傳承結合科技應用創新的初步成果。 

 

 

 

 

 

 

 

 

 

 

 

 

 

 

 

 

 

 

 

 

 

 

 

 

 

 

 

 

 

 

▶國立政治⼤學李蔡彥校⻑出席開幕致詞（照片來源：華⼈宗教研究中⼼） 

▶佛光山臺北道場致贈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星雲大師全集》，於「2024 政大宗教週」

開幕式舉行贈書儀式後合影。左起：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林振源主任、宗教研究所李

⽟珍所⻑、佛光⼭臺北道場贈書代表張文洙會⻑、佛光⼭臺北道場住持滿謙法師、

國立政治⼤學李蔡彥校⻑、中央研究院李豐楙院⼠（照片來源：華⼈宗教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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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訊】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與北港武德宮於 2022 年簽訂為期五年的產學 

合作計畫，11 月 23 至 24 日於北港武德宮合辦「第五屆財神信仰學術論壇」。兩天議程共

安排三場專題演講、四場次計 11 篇論文的學術論壇、4 本新書發表會及鸞文資料庫發布會，

展示雙方合作的豐富成果。 

▶「2024 政大宗教週」活動吸引近百位聽眾踴躍報名參加（照片來源：華人宗教

研究中心） 

▶李蔡彥校⻑深度體驗應用混合實境（MR）技術與傳統道教儀式結合所設計之

「朝元宇宙：道教儀式元宇宙特展」（照片來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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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場專題演講由武德宮林安樂主委就其實務經驗與內壇見聞，分享鸞文中所見的體悟；中央

研究院李豐楙院士講述降鸞的警世與預示；法國高等研究學院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

教授介紹明代以來扶鸞研究中的人神社會性及數位資料庫分析架構。四場學術論壇則依序討

論：扶鸞與 AI、武德文史與文資、扶鸞/科儀/元宇宙、財神信仰與武德鸞文等四大主題。兩

天的論壇吸引上百位各界人士熱烈參與，除了推進相關主題的學術研究，對於臺灣傳統信仰

及無形文化資產傳承都能有所提升與深化，也獲得地方政府及公部門的重視。 

 

 

 

 

 

 

 

 

 

 

 

 

 

 

 

 

 

 

 

 

 

 

 

 

 

 

 

▶開幕式、新書發表會暨鸞文資料庫發布會後合影。左三起：國立政治大學華人文化宇宙研究中心

陳志銘主任、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林振源主任、中央研究院李豐楙院士、北港武德宮鸞生蔡淑如、北

港武德宮林安樂主委、北港鎮蕭美文鎮⻑、南華⼤學高俊雄校⻑（照片來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學術論壇暨國際學者專題演講後合影。前排左四起：國立政治大學華人文化宇宙研究中心陳志銘主

任、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林振源主任、中央研究院李豐楙院士、法國高等研究學院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教授、北港武德宮林安樂主委、北港鎮蕭美文鎮⻑（照片來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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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訊】華人宗教

研究中心與內政部、木柵集應廟、景

美集應廟共同主辦「文山故事：2024

保儀尊王研究研討會」，活動於 11

月 29 日舉行，深入探討大文山區在

地的移⺠發展歷史及地⽅宗教文化

傳承。 

 

此次研討會除了保儀尊王研究相關

論文發表，也特別規畫圓桌論壇，邀

請在地耆老與宮廟負責人參與座

談，探討「移⺠發展與信仰傳承」及

「尪公信仰：保儀尊王與集應廟」二

⼤主題，分別就信仰如何在移⺠社

群傳承及其文化意涵，以及集應廟

的信仰發展與文化傳承如何與現代

社會及永續概念接軌進行深入的

討論，相關成果對於探索宗教信仰

如何持續在現代化社會中發揮影

響力提供了寶貴的視角。 

 

 

▶「文山故事：2024 保儀尊王研究研討會」活動海報（圖片來

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文山故事：2024 保儀尊王研究研討會」吸引⼤文⼭地區在地⺠眾踴躍報名參加（照片來源：華⼈宗教

研究中心） 

 



 

 

- 62 -

學術與實務活動    永續創新⺠主研究中⼼ 

 

【永續創新⺠主研究中⼼訊】由永續創新⺠主研究中⼼執⾏之「科技、⺠主與社會研究中

心計畫（DSET）」於 11 月 14 日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以「能源安全」為題舉

辦專家圓桌會議，邀請 DSET 永續韌性呂采穎組⻑線上出席演講。呂采穎組⻑以數據中心建

設為例，分析 AI 產業發展可能帶來的能源挑戰，並提出臺灣如何提供具韌性的能源解方。 

 

 

 

 

 

 

 

 

 

 

 

 

 

 

 

 

 

 

 

 

 

【永續創新⺠主研究中⼼訊】由永續創新⺠主研究中⼼執⾏之「科技、⺠主與社會研究中

心計畫（DSET）」於 11 月 18 日與臺灣外國記者會（TFCC）共同主辦外國媒體座談會，現

場共有 CNN、彭博社（Bloomberg）、日經亞洲（Nikkei Asia）、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等約 20 家外媒出席，與 DSET 研究員交流包括台灣半導體產業經濟安全、能源韌

性、無人機發展，以及與中國透過 Gen-AI 強化資訊操弄之調查等議題。 

 

 

 

 

▶圓桌會議大合影（圖片來源：永續創新⺠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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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創新⺠主研究中⼼訊】由永續創新⺠主研究中⼼執⾏之「科技、⺠主與社會研究中

心計畫（DSET）」於 11 月 21 日邀請德國能源與環境法學者、暨聯合國奧爾胡斯公約（Aarhus 

Convention）遵約委員會委員 Thomas Schomerus 博士來訪。DSET 偕同環境權保障基

金會，共同就「台灣半導體產業與科學園區因應資源挑戰」分享近期投入的研究發現；德國

呂內堡大學公法教授 Schomerus 博士則以德國德勒斯登將新建的半島體廠區為例，分享在

地面臨的水資源挑戰。 

 

 

 

 

 

 

 

 

 

 

 

 

 

 

▶座談會大合照（圖片來源：永續創新⺠主研究中心） 

▶德國能源與環境法學者 Thomas Schomerus 博士（左六）來訪

（圖片來源：永續創新⺠主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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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創新⺠主研究中⼼訊】聯合國氣候峰會 COP29 於 11 月 24 日落幕，公共電視台時

事談話節目《有話好說》25 ⽇邀請科技、⺠主與社會研究中⼼兼任研究員林孟慧接受訪談，

同臺節⽬來賓包含環境部彭啟明部⻑、中華經濟研究院能源與環境研究中⼼劉哲良主任。林

孟慧提及，作為小島國的臺灣，擁有豐富抗災經驗，透過非正式管道，仍可在印太區域合作

上與邦交國技術共享。 

 

 

 

 

 

 

 

 

 

【永續創新⺠主研究中⼼訊】歐洲學者代表團於 11 月 28 ⽇來訪科技、⺠主與社會研究中

⼼，由我國外交部與德國腓特烈・瑙曼基⾦會（Friedrich Naumann Foundation）資助 6

名專⾨研究中國與臺灣議題的歐洲學者，訪團代表為⻑期觀察兩岸情勢的德國學者、德國國

際與安全事務研究所 Gudrun Wacker 博士，與 DSET 杜文苓主任、張智程執⾏⻑共同就

中國產業補助政策、臺灣海外投資多元化及經濟安全議題等進行交流。 

 

 

 

 

 

 

 

 

 

 

 

 

 

 

 

▶《有話好說》的錄影現場（圖片來源：永續創新⺠主研究中⼼） 

▶歐洲學者代表團來訪（圖片來源：永續創新⺠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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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創新⺠主研究中⼼訊】科技、⺠主與社會研究中⼼⺠主治理組組⻑黃凱紳於 11 月

28 日參加由國科會與印度國家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共同主辦的「台印度雙邊人文社科學術

研討會」，與多位學者探討數位治理議題。黃凱紳擔任與談人，聚焦於政府與產業在數位普

惠金融、演算法倫理與資訊操弄等方面的角色。此次研討會展現臺印跨領域合作潛力，共同

尋求全球數位政策挑戰的解決方案。 

 

【永續創新⺠主研究中⼼訊】科技、⺠主與社會研究中⼼杜文苓主任、連賢明副主任、張

智程執⾏⻑於 12 月 3 日至 12 月 11 日率團訪歐，與智庫、學者展開國際交流。此行預計將

在捷克與查理大學共同舉辦國際會議，拜會德國薩克森邦政府，並將於 12 月 9 日在柏林舉

辦 DSET 首場於海外主辦之活動，邀請歐洲及德國在地學者、智庫專家共同展開「台-歐戰

略對話」，探討如何在確保供應鏈韌性及安全性的情況下，深化臺灣與歐洲之間的夥伴關係。 

 

學術與實務活動   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 

【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訊】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以下稱 AI 中心）於 113 年度 11 月

⾄ 12 ⽉辦理年末最終場「AI 跨域系列講座- AI 賦能・領域創新・未來視野」，邀請各領域

專家分享 AI 跨域應用與創新趨勢！各場次講座資訊如下： 

 

11 月 27 日辦理「虛擬製作新浪潮｜低成本虛擬製作與 AI 生成影片創作的未來性」，邀請

《媽祖：雲間的身影》導演李賢治（Metapheor Productions） 虛擬製作總監擔任講者，

分享 AI 影片創作的前瞻眼光。新聞稿內容請參見：https://reurl.cc/04por9。同日，辦理

「教育創新突破｜新興教育科技應用與教學創新」，邀請國立臺北教育⼤學副校⻑劉遠楨教

授主講，引領體驗新教育科技，新聞稿內容請參見：https://reurl.cc/6jZamr 

 

11 月 28 日舉辦「無人機新視界｜Vision-based Navigation for Drone Autopilot」，邀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陳冠文副教授主講，揭密視覺導航技術，新聞稿內容請參見：

https://reurl.cc/ZZArXg 

 

12 月 6 日舉辦「產業趨勢前瞻｜GenAI 技術應用與市場展望，工業技術研究院沈志聰經

理，深入解析 GenAI 技術與市場展望」講座，資訊請見：https://iaic.nccu.edu.tw/news/151 

 

12 月 17 日舉辦「AI 的未來省思｜AI 是天使還是惡魔？」講座，主講者為臺灣人工智慧實

驗室黃兆徽執⾏⻑，剖析 AI 的機遇與挑戰，資訊參見：https://iaic.nccu.edu.tw/news/154 

 

https://reurl.cc/04por9
https://reurl.cc/6jZamr
https://reurl.cc/ZZArXg
https://iaic.nccu.edu.tw/news/151
https://iaic.nccu.edu.tw/news/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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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3 日辦理「人文社科新篇章｜AI 應用

於人文社科領域的想像與落實---以教育、心

理、司法以及社工領域為例」講座，邀請國立

清華大學人社 AI 中心副主任王道維教授，展

望 AI 跨域應用新思維，講座資訊請參見：

https://iaic.nccu.edu.tw/news/150 

 

【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訊】人工智慧跨域

研究中心（以下稱 AI 中心） 為推動 AI 跨領

域發展與普及化，與資訊學院、人工智慧應用

學士學位學程（AI 學程）於期末 12 月 20 日

舉辦期末海報聯展【2024 Innofest@AI】。 

 

參展課程包含 AI 中心人工智慧跨域微學程、

AI 學程專業課程、資訊學院學術成果發表、創

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創國學院等跨域課程，

以及 AI 應用研究學生社團等，參展團隊將於

現場發表 AI 跨域專題構想與成果，從創意發

想、工具應用到跨域應用研究發表。本次聯展

中學術成果發表將有 8 組研究生發表重要學術

研究成果，以及 2 篇甫獲本校優良學位論文獎

的論文海報展出。 

 

【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訊】人工智慧跨域研

究中心（以下稱 AI 中心）吳致勳助理教授指導

國立政治大學三名大學部同學，獲選第六屆多

體學與精準醫學聯合會議（MOPM）壁報論文

三篇，此次會議由台灣生物資訊與系統生物學

會以及臺灣演化與計算生物學會等數個學會

合辦，主題為 Precision Medicine Revolution: 

Exploring Frontiers and Implementing 

Applications，大會聚焦精準醫學，邀請國內

外講者進行專題演講，並舉辦研究壁報發表、

競賽及產業新技術介紹，促進跨域合作與交

流。吳致勳助理教授指導學生在會議中發表論

文三篇，指導統計系學生吳帛恩，進行三磷酸

▶AI 跨域系列講座海報（圖片來源：人工智慧跨域研

究中心） 

▶2024 Innofest@AI 海報（圖片來源：人工智慧跨

域研究中心） 

https://iaic.nccu.edu.tw/news/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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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苷環化水解酶（GCH1）在乳癌中的代謝體學整合分析；指導統計系學生陳以勤，透過代

謝學和癌症轉移分析探討 GCH1 在乳癌中的治療潛力；指導土耳其語文學系與人工智慧應

用學⼠學位學程謝宜憓同學，探討菸鹼醯胺磷酸核糖轉移酶（NAMPT）在乳癌中的代謝體

學。乳癌是全球女性癌症相關死亡的主要原因之⼀，吳致勳助理教授與所指導學生所發表的

三篇論文，提供 GCH1 與 NAMPT 在乳癌代謝中的全面視角，構建乳癌相關代謝物網路，

發展潛在生物標記和治療靶點，促進精準醫學的躍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