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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研究發展處 記者: 花清荷/攝影: 許芷婕】 

 

榮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感激學生合作與努力 

 

採訪當天傍晚，踏入百年樓四樓，⾛廊盡頭的微光暗⽰著當中的精彩與奇幻，如同受邀⾄⼀

場神秘派對。這裡是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所⻑室，也是我們與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

檔案學研究所所⻑、華⼈元宇宙研究中⼼主任陳志銘教授相約的訪問地點。 

 

今年初，陳志銘教授於「資訊教育」學門榮獲國家科學與技術委員會（以下稱國科會）傑出

研究獎，他謙虛地表⽰：「這不是只有對我⼀個⼈的肯定，這個獎項應該歸功於我所有的學

生。」不同於傳統的人文學科研究，資訊教育研究講求團體性與腦力激盪，因此陳志銘時常

與學⽣⼀起合作發表論文，共同創意發想與新嘗試。他也不斷強調，若沒有學生們，自己絕

不會得到這樣的獎項。最後，他則打趣說道：「⼤概也只⾼興那麼⼀天，後來⼜回到現實⼯

作了。」 

 

推動資訊教育 建構想像世界 圖檔所陳志銘榮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所⻑、華⼈元宇宙研究中⼼主任陳志銘今年榮獲國科會傑出

研究獎，圖為其於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所⻑室與歷屆畢業照合影（攝影：許芷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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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縱觀陳志銘過去的得獎紀錄，不論是給予新銳學者肯定的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國立政治大學校內的優秀教師獎，抑或是由美國史丹佛大學評鑑的「全球前 2%頂尖科學家」，

都是他的榮耀紀錄。然而，對他而言，本次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是個集⼤成的肯定，⻑期

耕耘的個人研究並擔任國科會計畫的主持人，再加上天時地利人和的機緣，所共同展現出的

亮眼成果，他對此表示：「得到這個獎項，也是我人生重要的里程碑。」 

 

充盈教育熱忱 深耕數位人文 

 

近年來，不論是在國內外國際學術界中，「數位人文」都是討論熱度逐漸升高的主題，這也

是陳志銘主要的研究領域，事實上，這與他過去擔任高中教職的經驗相關。大學時考取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公費生，畢業後分發至高中任教，他曾經擔任十年的高中教師，

而上進的他在仍在教學中持續深造，同步進修碩士及博士學位。 

 

後來，他正式獲取大學教職，前往國立花蓮教育大學任教，將自身的資訊工程背景結合教育

研究能量。他提到：「從國科會的第⼀個計畫申請，我就是申請資訊教育學⾨，到現在都沒

有轉換過跑道。」⻑年耕耘於此，他始終熱愛及享受這項志業，他表⽰：「每次看到孩⼦們

看見新科技的興奮感，都會讓我覺得做資訊教育領域研究，是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他也與我們分享近期華人文化元宇宙研究中心團隊與臺北市立第⼀女子高級中學化學科老

師的合作專案。在傳統化學課程中，實驗室安全教育經常透過影片⽅式傳遞，搭配師⻑的⼝

頭警示，難以讓學生真正瞭解其危險性。如今，在陳志銘及團隊的努力下，藉由混合實境科

技，讓學生以身歷其境的方式，認知從事危險行為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使莘莘學子更加重

視 實 驗 室 中 的 安

全 意 識 。 除 此 之

外，團隊也打造虛

擬 化 學 實 驗 室 教

師，以學校老師的

既 有 知 識 作 為 資

料訓練而成，能夠

即 時 回 答 學 生 們

在 實 驗 室 遇 到 的

實驗問題，開創資

訊教育里程碑，也

體現數位人文對

於教育場域的正

向影響。 

▶現任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所⻑的陳志銘，曾經擔任⾼中老師，也激發其對

資訊教育研究的熱忱（攝影：許芷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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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結黃金陣容 推廣 AI 跨域研究 

 

今年，陳志銘與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藍適齊副教授、創新國際學院呂欣澤助理教授、東

海大學哲學系甘偵蓉助理教授，以及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曾建維助理教授共同主

持國科會計畫《AI 導入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之需求分析與可行方案之應用、示範及推

廣》。 

 

這項研究計畫聚焦於生成式人工智慧（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AI）在人文社科

研究領域的創新應用，尤其強調如何運用文本檢索增強生成（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RAG）技術輔助文獻資料、歷史文件、訪談與調查問卷等文本資料的知識提取

與分析。同時，本計畫也會評估商業與開源 AI 工具的適用性，選擇最符合學術需求的技術

方案，並與各領域研究

者合作，建立 AI 導入

學術研究的成功案例。

「其實 RAG 在整個人

文研究領域裡，是最有

潛力的。」陳志銘強調，

在目前的技術發展中，

已 經 建 立 出 多 模 態

RAG，能夠分析文字、

照片、圖表等，可大力

輔助人文社科領域的

研究分析。因此，也使

RAG 技術成為計畫希

望優先推廣的先進技

術。 

 

此外，陳志銘在團隊組成上也別有⼀番⽤⼼。注重多元性的他，將團隊打造為跨世代、跨領

域的強大陣容，除了兩位 AI 背景學者外，他也堅持邀請歷史學系及哲學系教授，包含⻑期

將臺灣史研究結合數位敘事的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藍適齊副教授，以及深耕 AI 倫理議題

的東海大學哲學系甘偵蓉助理教授，期盼能灌注全方位的學術能量。 

 

這項計畫主要召集 39 位種子研究員，領域橫跨人文、社會科學、資訊教育及管理科學四大

領域，將由五位計畫主持⼈及⼀位博士後研究員協助輔導種⼦研究員，將其領域的研究案導

入 AI 之數位人文方法思維。同時，計畫也將定期於北、中、南區舉辦工作坊、成功經驗分

享活動等，鼓勵參與者互相交流學習，激盪研究想法。 

▶陳志銘的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所⻑辦公室陳列歷屆學⽣論文，顯現

強大的研究能量（攝影：許芷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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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雙軌世界 科技為人文助力 

 

「現今的世界，是實體與虛擬雙軌並行的世界。」陳志銘強調。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運算

環境的優化，未來的網路世界甚至可能跳脫二維空間，虛擬人物的誕生早已不是傳說。陳志

銘再度重申：「不管什麼樣的科技發展，人文都是很重要的底蘊，沒有人文精神的人工智慧，

絕非人類之福。」而人文知識在科技中的運用，其實也大程度依靠數位人文領域專家的發想

與努力。 

 

事實上，目前數位人文研究領域大多討論資訊科技在人文學科研究法當中的潛力，但它的另

⼀項願景為－希望創造超越文字的學科。關於教育⽅式的試驗，或是對虛擬實境技術的再運

用，都體現了這項目標的重要性。陳志銘表示：「在虛擬世界裡，我們能有機會體驗難以發

生在現實中的狀況，進而達到很好的預防效果。」他提到，包含利用模擬戰爭，以教導⺠眾

基本⺠防知識、⽩⾊恐怖情境模擬情境，讓⼈⺠瞭解歷史事件等，都是虛擬實境能夠應用的

實際案例。「我們正在創造有溫度的數位人文。」陳志銘誠摯地說。相較於學者，或許他更

像是⼀位與機器密切合作的電影導演，以創新科技為助手，踏進想像的世界，真正映照出人

們腦中的天馬行空與無遠弗屆。 

 

 

 

 

 

▶陳志銘於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辦公實景（攝影：許芷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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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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徵求 

 

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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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第⼀期「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114 年 3 月 31 日（⼀） 

  下午 5 點 

國科會與捷克科學基金會（GACR）共同徵求 2026 年臺捷（NSTC-

GACR）雙邊協議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114 年 4 月 2 日（三） 

  下午 5 點 

臺灣-拉脫維亞-立陶宛（臺拉立）三邊協議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114 年 4 月 8 日（二） 

  下午 5 點 

國科會與越南科技部（MOST）共同徵求 2026 年雙邊協議國際合作研

究計畫（3 年期） 

 114 年 4 月 10 日（四） 

  下午 5 點  

國科會與歐盟「未來新興資訊與通訊技術研究（CHIST-ERA）」 
 114 年 4 月 15 日（二） 

  下午 5 點 CEST（暫定） 

114 年度智慧醫療產學聯盟計畫 
 114 年 4 月 24 日（四） 

  下午 5 點 

2026-2027 年度臺灣-以色列雙邊協議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114 年 5 月 6 日（二） 

  下午 5 點 

國科會與歐盟同步徵求 2025 年「材料與電池技術研究暨創新計畫（M-

ERA.NET-3）」 

 申請案經歐盟審查成案者， 

  於國科會截止收件 4 個工 

  作天前線上提出申請案 

114 年度「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 
 114 年 5 月 23 日（五）下 

  午 5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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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於計畫執   

  行起始日 2 個月又 4 個工 

  作日前完成線上申請 

計畫名稱 委託/補助機關 校內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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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榮譽  

 恭賀國立政治大學 114 年 1-2 月收錄於 Scopus 資料庫之師生論著共計 60 篇，文學院 5

篇、理學院 10 篇、社會科學學院 11 篇、法學院 2 篇、商學院 12 篇、外國語文學院 3 篇、

國際事務學院 5 篇、教育學院 4 篇、資訊學院 11 篇、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5 篇。請

參考以下網址：https://reurl.cc/qnER7N 

 

 

 

 

 

 

 

 

 

 

 

 

 

 

 

 

 

 

 

115 年度整合性醫藥衛生科技研究計畫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114 年 3 月 31 日（⼀） 

  下午 4 時止 

115 年度中研學者計畫 中央研究院 
 114 年 3 月 31 日（⼀） 

  下午 5 時止 

114 年度委託研究主題及其研究重點 

（網址:https://reurl.cc/26xEO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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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nER7N
https://reurl.cc/26xE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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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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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供應鏈面臨地緣政治挑戰的背景下，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

研究發展處管理二學門、企業永續管理研究中心、供應鏈管理研究中心及資訊管理學系共同

主辦的「地緣政治貿易壁壘與跨境貿易工作坊」，於 3 月 3 日圓滿舉辦。為期⼀天的⼯作坊

吸引超過 40 位學者與博士生的參與，聚焦於美中貿易戰、美墨加協定（USMCA）與全球

貿易信貸等核心議題，並邀請國際與區域頂尖學者分享最新研究成果，深入探討全球供應鏈

在政策變動下的重組趨勢與企業應對策略。 

 

工作坊的專題演講涵蓋了當前供應鏈重組的關鍵問題。香港中文大學徐寧教授探討美中貿易

戰後，美國企業為降低供應鏈風險所採取的調整策略。然而，研究發現，美國進口商在轉向

越南、墨⻄哥等國家進⾏採購後，仍然透過這些中間國間接依賴中國，顯⽰去風險化（de-

risking）並未真正降低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國立清華大學 Jonathan Hsu 教授則分析了

美墨加協定（USMCA）如何影響美國汽車產業，尤其是企業如何透過鄰近外包（nearshoring）

來適應更嚴格的產地規則，以降低關稅成本。研究發現，企業優先轉移較低成本、技術門檻

較低的零件⾄墨⻄哥和加拿⼤，但較為複雜的零組件因轉移成本較⾼，短期內仍難以全⾯調

整，顯示政策變革對企業供應鏈決策的影響深遠。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李曉惠教授探討貿易信貸如何影響產業共振（sectoral co-

movement），分析供應鏈金融連結如何加速貿易衝擊的傳遞，進而影響企業的財務決策。

研究指出，當國際政治或經濟環境發生變化，例如美中貿易戰、俄烏戰爭或 COVID-19 疫

情，貿易信貸的流動性變化，可能使供應鏈上的企業承受額外的財務壓力。此外，新加坡管

理大學 Yun Fong Lim 教授分享線上零售商在跨境貿易中，如何透過最佳化策略匹配供應

與需求，並以亞洲市場為例，探討多倉庫物流決策對企業盈利能力的影響。研究顯示，透過

調整存貨與配送策略，企業可顯著提升供應鏈效率，並降低營運成本。 

 

此次工作坊的舉辦，不僅促進了學術界與產業界對全球供應鏈管理挑戰的深入理解，也為政

策制定者與企業提供了應對地緣政治貿易壁壘的重要參考，幫助其制定更具韌性的供應鏈策

略。在全球供應鏈調整的過程中，企業如何在兼顧經濟效率與風險控管的同時，提升供應鏈

的韌性與可持續性，是未來值得持續探討的議題。此外，研究結果也強調了供應鏈治理

（governance）在企業永續發展中的關鍵作用，特別是在面對地緣政治壓力與政策變遷時，

企業如何整合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ESG）考量，以建立更具競爭⼒與⻑期發展潛⼒的供

應鏈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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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研究發展處 

【研究發展處訊】研究發展處於 3 月 7 日辦理 114 年第⼀場研究倫理教育訓練，此次課程

邀請⻑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林志榮副教授主講。講題為：「大數據資料安全與研究倫理考

量」，計有 86 位報名，吸引校內外師生參與講習，課程內容豐富生動，讓與會師生來賓深感

收穫豐碩。課程將後製成線上研習教材，促進知識傳播，更為多元的推廣研究倫理知能。 

▶ 地緣政治貿易壁壘與跨境貿易工作坊大合照（照片來源：企業永續管理研究中心） 

▶ 資訊管理學系李曉惠教授分享貿易信貸如何影響產業共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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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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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院 

【文學院訊】國立政治大學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及文學院國際漢學碩博士專班攜手合作，

有幸邀請到德國國家科學院朗宓榭院士（Michael Lackner），擔任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第五

屆客座講座教授，朗宓榭院士於 114 年 3 ⽉份停留臺灣⼀個⽉，以國際漢學為核⼼，舉⾏

系列演講、工作坊與碩博士密集講座課程。 

 

朗宓榭（Michael Lackner）院士為國際知名漢學學者、德國埃爾朗根紐倫堡大學漢學系講

座教授，也曾創建⼈文研究院並擔任院⻑。朗教授並於 2013 年當選「德國國家科學院利奧

波第那學院」（German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Leopoldina）院士（Senator），

2017 年獲頒臺灣科技部（現為行政院院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杜聰明獎。 

 

朗宓榭教授此次來臺舉行之演講與碩博士課程，特別精心規劃兩大主題：「語文學」與「神

祕學」，於每週⼀上午舉⾏「Philology and Esotericism: Global from the Outset or Subject 

to Globalization?」系列講座，於下午開設「語文學（Philology）的比較研究：國別傳統與

全球視野」碩博士密集課程。 

 

 

▶ 研究倫理教育訓練演講「大數據資料安全與研究倫理考量」（照片來源：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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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

 

 

 

 

 

 

 

 

 

 

 

 

 

 

 

 

朗宓榭教授於 2 月 24 日上午，在羅家倫講堂舉行首次羅家倫國際漢學系列演講，由羅家倫

國際漢學講座林遠澤主任開場介紹，並由哲學系馬愷之副教授擔任講座主持人。演講主題聚

焦於「語文學」，從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的「Metaphor」，談到中國陳騤《文則》的「比喻

⼗法」，比較東⻄⽅傳統對文本理解⽅法的異同。演講吸引校內外文學院、社會科學學院、

外國語文學院、傳播學院師生，退休人員，和校外企業人士等聽眾現場聆聽，現場座無虛席，

並通過 Youtube 線上直播，向全球播送朗宓榭教授之演講。 

 

 

 

 

 

 

 

 

▶ 德國埃爾朗根紐倫堡大學漢學系講座教授（前⼀），於羅家倫講堂舉行羅家倫國際

漢學講座系列演講（照片來源：文學院） 

▶ 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林遠澤主任開場介紹朗宓榭教授（照片來源：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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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9/part_17854_5764627_9123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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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宓榭教授於 2 月 24 日下午在達賢講堂舉行碩博士生密集講座課程，由開課教師中國文學

系周志煌教授主持。朗宓榭教授首次課程以英文發言，主題聚焦於「神秘學」領域，課程援

引了⼤量東⻄文化中的「神秘學」例⼦，介紹神秘學全球化的文化現象。朗教授同時以中國

神祕學的研究視野，看待這些難以解釋、被視為禁忌的神祕學儀式，或者被視為中國「大道」

傳統之外的「小道」，探討神祕學領域與身心靈的內外關係。2022 年，朗教授曾代表埃爾

朗根紐倫堡大學國際人文學院，與德國日耳曼國家博物館、臺灣歷史博物館、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等單位，合⼒規劃策展「算×命：歐洲與臺灣的占⼘特展」，希望透過東⻄⽅

占卜文物的比較，顯現歐洲與東亞臺灣的人們如何思索命運、預測與個人意志的交會，以求

在不測定性的⽣命之海，成為⾃⼰的掌舵者，進⽽相互理解東⻄⽅的文化觀與世界觀。此⼀

課程的教授內容，正展現了朗教授在知識學理以及田野調查、策展等實務經驗方面整合的成

果。課堂結束前，開課教師中國文學系周志煌教授、校內外碩博士學生，以及朗教授夫人徐

艷女士圍繞在中國神秘學的議題進行開展，與郎教授交流對談，深化了「神秘學全球化」的

問題意識。 

 

 

 

 

 

 

 

▶ 哲學系馬愷之副教授擔任系列演講首場之主持人（照片來源：文學院） 

▶ 朗宓榭教授（左）於達賢講堂舉行羅家倫國際漢學系列演講，由開課教師

中國文學系周志煌教授（右）主持（照片來源：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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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9/part_17854_5764627_9123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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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宓榭教授於 3 月 3 日上午在羅家倫講堂舉⾏第⼆場系列演講，邀請到李蔡彥校⻑蒞臨致

辭，並向朗宓榭教授頒發講座聘書。此演講中，朗教授以「語文學」（philology）為題，闡

釋了東⻄傳統中的語文學實踐的相似性，分析語文學的全球化特徵。朗教授指出，語文學的

研究方法包含「詞之語文學」與「物之語文學」兩種，而兩種方法看似對立，實質上能夠彼

此調和、互補，並成為⼀種新的文本理解⽅法。朗教授進⼀步以王陽明及張載對《易經》的

解讀為例，説明「詞之語文學」與「物之語文學」的研究結合的可能性，提供對文本解讀的

嶄新視角。 

 

 

 

 

 

 

 

 

 

 

演講及密集課程結束後，與會聽眾或學生熱絡地圍繞相關議題進行開展，並與朗教授深入交

流對談，深化「語文學」的實踐方法、文本解讀，以及神秘學全球化問題意識等議題。依朗

宓榭教授的學術專業背景、國際聲望，以及此次演講的學術價值及影響力，相信對現場及線

上的參與者均大有裨益，並能提升國立政治大學國際漢學學術能見度，深化國際漢學研究之

能量。 

 

 

 

 

 

 

 

▶ 李蔡彥校⻑（右）向朗宓榭教授（左）頒贈羅家倫國際漢學客座講座教授

聘書（照片來源：文學院） 

▶ 朗宓榭教授（右前）以「神祕學」為主題開展碩博士密集式課程（照片來源：

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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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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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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社會科學學院 

【社會科學學院訊】由國立政治大學、日本慶應義塾大學與韓國延世大學共同主辦的「Keio-

NCCU-Yonsei Faculty Seminar」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2 月 10 日在延世⼤學舉辦。此⼀研

討會每年由三校輪流主辦並已行之數年。此次會議以「動盪時代下的全球與在地挑戰」

（Varieties of Global and Local Challenges in Turbulent Times）為主題，匯聚三校社會

科學領域學者，針對國際與區域議題展開深度對話。社會科學學院楊婉瑩院⻑特別率領劉曉

鵬副院⻑與羅光達副院⻑，以及社會學系陳宗文教授共同與會，展現跨國學術合作的豐碩成

果。 

 

楊婉瑩院⻑於致詞中強調，⾯對全球化與在地化的雙重挑戰，跨國學術協⼒是深化問題解決

的關鍵，並肯定三校⻑期合作對亞洲學術社群的貢獻。會議中，陳宗文教授發表了有關〈再

探從模仿到創新〉的學術文章，他以社會學 assemblage 創新藝術的觀點，重新理論化韓國

與臺灣半導體的⽣產模式，引起與會學者的廣泛討論。羅光達副院⻑則以我國囤房稅政策為

例，發表〈囤房稅的租⾦稅負轉嫁效果〉的實證研究。劉曉鵬副院⻑亦擔任與談⼈，深入與

日韓學者針對東亞及全球層⾯的難⺠政策、種族仇恨與創新模式等議題多方對話。此次的研

討會不僅對相關議題有具體的討論，也再次深化三校合作，社會科學學院也將持續推動與慶

應、延世兩校的教研合作，並擴大青年學者參與，強化亞洲學術社群的國際影響力。 

 

訪韓期間，除了參加研討會外，楊婉瑩院⻑⼀⾏⼈亦前往梨花女⼦⼤學進⾏交流，與該校相

關領域的學者就學術發展、教育模式及未來合作機會交換意見，期望透過雙方的學術互動，

拓展更多合作可能。此次參訪除了學術行程外，代表團亦參訪了南韓國會以及其轄屬的國會

立法研究處（National Assembly Research Service），並與其 Lee Kwan Hu 新任處⻑晤

面對談，深入了解韓國政治制度及社會發展。去年年底之際，南韓經歷了維持六小時的戒嚴

狀態，在此背景下，楊婉瑩院⻑⼀⾏⼈的國會參訪特別具有意義，同時也難能可貴。此次首

爾學術交流之行不僅強化了社會科學學院與日本、韓國學術機構的連結，也為未來的研究合

作與學生交流奠定了良好基礎。（摘錄自校訊新聞） 

 

 

 

 

 

 

 

 

 
▶ 臺、日、韓三校國際學術研討會大合照（圖片來源：社會科學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288/part_18941_1165432_57361.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288/part_18941_1165432_57361.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288/part_18941_1165432_5736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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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學院訊】社會科學學院於 3 月 5 日邀請前數位發展部部⻑、現任中華⺠國無任

所唐鳳⼤使，以「⼈⼯智慧時代下的⺠主」為題舉辦講座，吸引校內外的聽眾超過兩百⼈報

名參與。 

 

社會科學學院楊婉瑩院⻑在致辭中提到，近年⼈⼯智慧已經成為全球焦點，⼈⼯智慧或許是

最有效率的⼯具，然⽽如何將其效率轉變成未來的社會效益，則是需要進⼀步探討的課題。

⼈⼯智慧的興起也對⺠主制度產⽣影響，政治⼈物與社會⼤眾談論政治議題時，可能都會受

到片⾯資訊、虛假資訊的⼲擾。故經過⻑期的籌劃，特別邀請唐鳳⼤使來分析⼈⼯智慧對於

⺠主政治的挑戰。 

 

唐鳳大使不僅邀請與會者現場發言，亦鼓勵透過 Slido 平臺提問。在熱絡的提問與互動中，

唐鳳大使也針對各類問題給予了深入淺出、富有啟發性的回應，使整場講座不僅成為智識的

交流平臺，更引導與會者對議題進行更深層的反思。 

 

唐鳳在演講中表示，2015 年以前，大部分社交媒體的河道與牆面主要由使用者自行追蹤的

帳號所發布的內容組成，因此當特定議題成為趨勢（trending）時，大家看到的多是相似的

內容。然而，約莫自 2015 年起，社交媒體平臺的推薦機制發生轉向，各大平臺開始透過演

算法識別能夠刺激使⽤者興趣的內容，藉此延⻑使⽤者的停留時間。例如，YouTube 推出

了⾃動播放功能，系統在使⽤者觀看完⼀部影片後，會⾃動播放⼀部使⽤者未訂閱、但可能

吸引其觀看的影片。 

 

網路社群平臺的演算法機制不僅根據使用者的觀看紀錄進行推薦，還會分析哪些內容能讓使

⽤者停留更久，並進⼀步優先推送類似的影片。隨著時間累積，這種推薦模式可能導致使⽤

者接觸的內容來源日益趨同，形成「回音室效應」（echo chamber）。當使⽤者⻑期接觸相

似的觀點，演算法便不斷強化其原有偏好，減少其接觸不同意見的機會。此外，創作者為了

爭取流量，也可能傾向製作更具爭議性，或是極端化的內容，吸引使用者的注意力。在這種

情境下，社群媒體不僅助⻑了情感極化，亦可能加劇政治立場的對立，進⼀步造成社會輿論

的分裂。 

 

不少與會者擔⼼極化現象對⺠主的潛在威脅。在回應政治學系陳建綱教授的提問時，唐鳳大

使指出，⺠主的基礎在於，即便立場不同，⼈們仍能基於共同事實進⾏討論，分享彼此的感

受，並在此過程中尋求⼀個雖不盡如⼈意、但可被各⽅接受的共識，進⽽促成多元化且具建

設性的方案。但唐鳳大使也提到，私有平臺的本質在於透過販售使用者的注意力給最高競標

者，以實現廣告收益。因此，當我們將這類平臺視為數位公共廣場來運用時，或許本身即是

踏入⼀個誤區。在探討產業⾃律的可能性之外，使⽤者也可以選擇具備更⾼互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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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operability）的社群媒體平臺。這類平臺由於允許不同系統間的數據共享與跨平臺互

動，所以使⽤者不會受限於單⼀封閉式架構。如此⼀來，使⽤者更能夠避免陷入產品市場陷

阱（Product Market Trap），社群媒體平臺也會更重視數位環境的開放性與多元性。當使用

者自發選擇這些具備互通性的社群媒體平臺時，便可從基層推動社會責任的標準逐步提升，

逐漸促使更多平臺改善其演算法，朝著更具包容性與社會責任的方向發展。 

 

以 科 技 與 ⺠ 主 參 與 ⽽ ⾔ ， 政 府 亦 可 積 極 參 與 數 位 公 共 基 礎 設 施 （ 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的建設。唐鳳以其曾經參與合作的專案—Engaged California 平臺為例，

該平臺的演算法設計體現了輔助智慧（assisted intelligence）的概念: 輔助智慧並非旨在取

代⼈與⼈之間的關係，⽽是透過輔助性技術，讓溝通變得更加流暢與便捷。加州居⺠可以在

平臺上自由發表意見，並對他人的觀點進行點讚或倒讚; 透過語言模型，平臺能迅速整理出

哪些問題最令公眾不滿、最具迫切性，同時也能辨識出需要深入探討正反兩方立場的議題。

這樣的建設不僅提⾼了公⺠參與的效率，也促進了社會中多元觀點的交匯與協作，進⽽增強

了數位治理的透明度。 

 

與會者也提出許多精彩的問題，例如「如何在發展 AI 時確保人權的核心價值」、「如何在使

用 AI 過程中保障公⺠隱私權」，以及「如何在訓練模型過程中消除偏⾒」等。最後，唐鳳⼤

使也針對「文組學生應如何接觸與使用 AI」提出見解。她認為，AI 所使用的語言正是文組

學生熟悉的語言，比起從頭學習程式語言，文組學生更應該將注意力放在「運算思維」，也

就是理解資訊處理的基本架構方面。在日常生活中，文組學生可以運用 AI 編寫符合自己需

求的程式，並讓 AI 在使用者已有的知識架構下，透過深度研究（deep research）功能協助

整理研究報告，在已經掌握的知識領域中進⼀步拓展視野。如此，對於文組學⽣⽽⾔，AI 也

能夠成為研究與學習的強大支持。（摘錄自校訊新聞） 

▶ 唐鳳大使（右三）與社會科學學院師⻑合照（照片來源：社會科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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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於 2 月 14 日舉辦法學院「跨領域研究交流座談」，以法學院現有之

跨領域研究合作為主題，探索其中之助益與挑戰。座談會由法學院許政賢院⻑、副院⻑暨系

主任葉啓洲特聘教授主持，並邀請李蔡彥校⻑⼀起參與，分享由四組法律學者與其他領域學

者共同進行課題的研究成果，拓展未來可能之跨院研究方向與主題，強化彼此間的交流。 

 

⾸先由許政賢院⻑致詞，院⻑為各位與會嘉賓介紹來⾃不同領域的學者們，分別為法學院王

曉丹特聘教授、地政學系李明芝助理教授、法學院王立達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林

照真教授、法學院戴瑀如特聘教授、社會工作研究所王明聖副教授、法學院劉定基教授、資

訊科學系劉昭麟教授。許院⻑期許藉由八位學者分別介紹與法學結合之研究，展現跨領域合

作的互動過程與初步成果。 

 

 

 

 

 

 

 

 

 

 

 

第⼀組由法學院王曉丹特聘教授與地政學系李明芝助理教授共同進⾏之原住⺠（族）權利研

究。王特聘教授認為基於法學既有之概念與研究方法，將提高法學跨領域整合之難度，然而

因法律對社會造成之影響力，法學跨科際整合勢在必行，因此法學跨科際整合最關鍵的問題

應在於⽅法論，討論如何⾯對不同領域的研究⽅法之碰撞。李助理教授則指出原住⺠跨領域

研究，著重於如何⾃原住⺠主體之⾓度出發，例如：如何將原住⺠文化及知識，與法學相互

▶ 法學院許政賢院⻑致詞。從左⾄右為李蔡彥校⻑、許政賢院⻑、葉啓洲副院⻑暨系主任

（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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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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之挑戰。此外，兩位教授也提到跨領域研究面臨之困境，包含不同研究領域之間的對話、

缺乏跨領域的支持系統等。 

 

 

 

 

 

 

 

 

 

第二組係法學院王立達教授與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林照真教授研究之「新聞媒體與數位

平臺強制議價之問題」，弭平因平臺興起所導致的媒體衰敗困境。該問題主軸在於政策制定，

而兩位老師透過研究的基礎，積極參與相關草案的訂定。王教授分享於整合研究的過程中，

需要彼此⽀持合作的研究者，共同⾯對來⾃他⽅領域的挑戰，並建立⼀致的評價標準。林教

授則指出，跨校、跨院的合作，能彌補過於執著單⼀領域的漏洞，針對需涉及不同領域的新

興議題，跨域合作能更全面、有效率的進行研究。 

 

 

 

 

 

 

 

 

▶ 左為法學院王曉丹教授，右為地政學系李明芝助理教授（照片來源：法學院） 

▶ 王立達教授（左）進行報告，右為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林照真教授（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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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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為法學院戴瑀如特聘教授與社會工作學系王明聖副教授介紹高齡化社會議題。高齡化

議題本⾝即具有跨領域性質，法學上可能涉及⺠法、刑法等不同法領域，在其他專業⽅⾯則

可能涉及社工、心理等。戴特聘教授介紹，此項研究以高齡化法制研究中心為基底，共分為

三個階段，第⼀階段邀請院內學者們分享各⾃就⾼齡化議題進⾏之研究，第⼆階段與院外學

者跨領域交流，第三階段計畫與校外單位進行合作，產生實質影響力。而透過與社會工作學

系、心理學系的專家合作，能增進不同領域的知識，使制度能夠更貼近合理之結果。王副教

授則分享於高齡議題中，可能涉及之虐待、剝削等問題，與法學跨領域結合之經驗。 

 

 

 

 

 

 

 

 

 

 

 

第四組由法學院劉定基教授、資訊科學系劉昭麟教授分享「TAIDE（司法）/AICoE 計畫參

與可能性」。劉定基教授提出，近年來 AI 議題興起，法學院開設了人工智慧與法律的課程，

結合院內 11 位老師就不同法領域探討 AI 對法學帶來的新挑戰。此外，課程也與資訊科學

系劉昭麟教授合作，讓資訊學院與法學院的同學們能進行跨領域的學習。未來也將蒐集課程

內容、研究成果進行出版。劉昭麟教授則以多年來與法律學者合作的經驗進行交流，例如：

以資訊科技整合過去針對詐欺等特定案件的判決等。 

最後李蔡彥校⻑感謝與會學者精彩的分享，期許國立政治大學能創造友善的跨領域研究環

境，透過更完善的政策，不論是在學生的修課，抑或是學者們的研究，都能鼓勵師生們跨越

領域的門檻，有更多元的交流與合作！ 

▶ 法學院戴瑀如特聘教授（右）報告與線上參與的社會工作學系林明聖副教授合作之

研究（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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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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為法學院劉定基教授報告，左為資訊科學系劉昭麟教授（照片來源：法學院） 

▶ 活動現場現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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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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訊】法學院於 2 月 25 日邀請到慶辰法律事務所所⻑，同時也是法學院校友的侯

慶辰律師和法學院同學分享於美國及中國大陸就學及就業的經驗，法學院黃琴唐助理教授為

侯律師的昔日同窗，亦到場參與。侯律師經歷豐富，總共唸過七所大學，同時也擁有美國、

⼤陸、臺灣的律師執照，更⻑期管理著公司及企業。 

 

 

 

 

 

 

 

 

 

 

 

侯律師提及這場活動希望可以宣傳及⿎勵法律寫作，美國法學院⾃⼀年級開始就有法律寫作

的課程，美國的律師考試也會測驗法律寫作，於美國就學時，就認為法律寫作是非常好的訓

練，但臺灣卻不盛行。侯律師也分享了美國 LLM 和 JD 的體制，並認為對於非英語系國家的

人來說，考試最困難的部分就是文章的內容很多，往往無法及格都是因為來不及把文章讀完。 

法律寫作的精髓在於目的性和邏輯，而法律這門學科的核心是在說服對方，即使說出的話不

完整，也會因為對文化的瞭解而補足話語中欠缺的部分，故語言和文化無法切割，而用中文

的模式寫作，對美國人來說會看不習慣。如果想要學習好英文寫作，侯律師建議可以多閱讀

美國法院的判決，或是找⼀本案例書每天看⼀點，英文會進步很多，法律素養也會增加。 

侯律師更指出，社會競爭規則比大家想像的複雜，當收到客戶的郵件詢問法律問題時，多數

律師都會查找資料後才回覆郵件，但侯律師認為看到這封郵件當下如果直接打電話給客戶詢

問，就已經贏了⼀⼤半的⼈。侯律師認為，只要專業夠強，就⼀定能有理想的獲利，但多數

人的專業並不專精。且臺灣多數律師都有「慢工出細活」的觀念，很多事要寫得很詳細。但

侯律師認為，「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做得又快又好才是最難且最厲害的。話題接回前述的美

國律師考試，他們的題目會故意設計成不易在時間內寫完，以此體現「速度」的重要，同樣

▶同學們聆聽侯慶辰律師的分享（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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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即使⼤家都完成解答，但費時最少的⼈⼀定最有價值。 

 

 

 

 

 

 

 

 

 

 

 

 

 

 

 

 

 

 

 

在最後的問答時間，同學們提出了許多問題，侯律師也分享了中國⼤陸不⼀樣的⽣態，即律

師事務所提供平臺給律師謀生，因此律師反而要付錢給事務所。侯律師認為業務能力是個正

向的力量，要先試著去關心他人，瞭解別人的需求，而思考如何滿足他人的需求，是個很好

的訓練。侯律師也提到，商業思維和商業文化是公立大學的不足之處，建議同學如果從事非

訟律師的工作，少接觸訴訟會比較好，因為客戶想要的是爭取利益，而非打官司。最後，侯

▶侯慶辰律師專注聆聽同學的問題（照片來源：法學院） 

▶在問答時間，侯慶辰律師和同學進行對話（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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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也建議⼤家可以多讀⼀些財經相關的新聞，以及親⾃投入股票市場，從中會學習到很多

商業的知識。 

【法學院訊】國立政治大學刑法中心於 3 月 14 日舉辦

刑法週活動迎來第 30 年，每年皆邀請專家學者⼀同就當

代刑事法議題進行探討，期待透過刑法週活動，促進實務

及學術間的交流、對話。在本屆刑法週活動，上午專題演

講邀請實務家及學者，就實務上關於重定執行刑之議題做

探討；另外，面對「虛擬資產」的新興議題，以及前年正

式上路的「國⺠法官法」，實務及學說上仍存在著難題，值

得與專家學者們⼀同審視。 

 

刑事程序中，保障被告權益⼀直是刑事法的重要議題，在

專題演講，學者們將就偵查議題做討論，包含現今熱門的

科技偵查、近來社會大眾關心的羈押議題，還有偵查作為

與界限等，與在場的各位⼀同探討偵查機關和被告權益間

的平衡！ 

 

藉由此次刑法週活動祝賀法學院何賴傑教授榮退。何教授

致力於刑事訴訟法之研究與教學，培養許多法學界的優秀

學子；在我國司法改革中，何教授亦參與關於法律修訂、

判決研究等討論，並在憲法法庭中以專家學者身分提供諮

詢意見。 

 

何教授⻑期鑽研刑事法領域，為我國實務、學術帶來許多

貢獻。本屆刑法週為祝賀何賴傑教授榮退，以「臺灣刑事

法新世紀脈動」為主題，演講內容涵蓋多元面向的刑事法

議題。除探討偵查階段的方法與界限，以及審判程序關於

執⾏刑的問題外，還包含新興的虛擬資產、國⺠法官法、

科技偵查等議題的討論！ 

 

【法學院訊】法學院於 3 月 12 日辦理榮譽導師講座，邀請洪惠珠大使演講，洪大使是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法學碩士，講題為「從法律人到外交

官―洪慧珠⼤使職涯經驗分享｣，由法學院魏杏芳兼任副教授主持。 

 

 

▶ 活動海報（圖片來源：法學院） 

▶ 活動海報（圖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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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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外國語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院訊】外國語文學院主授英語、日語、韓語、法語、德語、⻄班牙語、⼟⽿

其語、阿拉伯語、俄語、波蘭語、捷克語、越南語、泰語、印尼語等 20 多種語種，擁有文

學、語言學、歷史、文化、翻譯等各領域專家。外國語文學院積極鼓勵學生進行多語言多文

化跨領域學習、交換留學、國際課程、海外實習，並因應 AI 之大環境衝擊進行科技與語言

之結合。以培育具有國際視野、學術與實務兼備之外語人才。同時，外國語文學院有來自多

國的國際師資，約占總師資⼈數三分之⼀，因此在發展學⽣各樣學習機會的同時，亦積極推

展教師參與，並同步擴展國際教研合作機會。 

 

外國語文學院鄭家瑜院⻑與韓國語文學系陳慶智主任、韓國語文學系林侑毅助理教授兼外語

學院翻譯與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配搭深耕計畫之國際課程，於 1 月 6 日至 10 日之間，陸續

造訪韓國高麗大學、韓國首爾大學、韓國外國語大學等校，進行國際教研合作之商談，並簽

訂合作協議。 

 

首先於 1 月 6 日進⾏國際課程之開幕儀式與⼀場講座。此⾨國際課程係由國立政治⼤學、

韓國高麗大學、日本廣島大學三校五個單位自 2019 年簽訂合作協議起定期輪流開設，以增

進國立政治大學學生跨國、跨校、跨域的學習機會，拓展其國際視野。接著，於 1 月 7 日拜

訪韓國高麗大學亞洲問題研究中心。高麗大學亞洲問題研究中心成立於 1957 年，具有豐厚

的學術傳統，研究範疇涵蓋社會、文化、歷史、政治和經濟等綜合性東亞領域相關，並致力

於培養具備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知識及研究能量的東北亞研究專家。該中心設有當代日本研

究中心、台灣研究中心、東南亞國協中心、東亞政治思想中心以及中東與伊斯蘭研究中心等。

此點與外國語文學院中以臺灣為核心的東北亞研究、東南亞研究、中東中亞研究等學術研究

上多有重疊，雙方洽談愉快，預計在東亞研究上未來能有更多合作的機會。 

 

1 月 8 日前往韓國首爾大學拜訪人文學院。首爾大學於 1946 年成立，人文學院在韓國文化

與遺產的研究方面成績斐然，同時也在哲學、美學和外國文學等人文學科領域取得了優秀的

教學與研究成就。人文學院擁有 15 個學系與國立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重疊度極高，例如

英、法、德、俄、亞洲語文（含日、東南亞等）。此次拜會人文學院安芝賢院⻑、Hong Jin-

Ho 副院⻑、國文系趙海淑主任、AI 中⼼朴鎮浩副院⻑，雙⽅商談國際師資之派遣事宜，並

簽訂院級之合作協議書（MOU），藉以深化外國語文學院於國際師資之延攬、國際教研之

合作。 

 

1 月 9 日前往韓國外國語大學。韓國外國語大學成立於 1954 年，是韓國外語教育的重鎮，

同時也是韓國唯⼀具有 45 種外語教學的大學（包括德語系、拉丁語系、斯拉夫語系、亞洲

語系、非洲語系和中東語系等）。此次針對國際實習、交換學生名額、客座教授互訪、合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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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線上課程以及寒暑假之研究所先修課程和學分抵免的可能性各方面充分溝通。由於相

談層⾯較廣，因此韓國外國語⼤學邀請該校國合處、學務處、教務處等各⾏政單位代表⼀同

參與商談，逐步朝向簽訂合作協議方向邁進。 

 

1 月 10 日於韓國⾼麗⼤學韓國語⾔文化學術擴散研究所，進⾏⼀場國際課程專題演講，並

商討下⼀期之國際課程之開課⽅案。1 月 11 日則進行跨國學者與教師之國際教研經驗分享，

並確定國際師資群將於 114 年 3 月來訪國立政治大學參與國際會議，進⼀步深化與國立政

治大學的合作。同時，除了教學層面之外，亦在東亞相關之議題上，預計參與高麗大學之期

刊投稿，期以促進研究團隊更加深化合作及研究量能之拓展。 

 

透過此次的韓國出訪，預期更能強化國立政治大學與外國語文學院在國際教研合作上的廣度

與深度，其影響力亦惠及外國語文學院各系所、各語種，使外國語文學院之多語言多文化跨

域發展的教研方針，更深刻落實。 

 

 

 

▶ 外國語文學院鄭家瑜院⻑（左三）與韓國⾸爾⼤學⼈文學院安芝賢院⻑（右四）簽訂教師派遣合作

協定，並與首爾大學 AI 中⼼朴鎮浩副院⻑（左⼀）、 國立政治大學韓國語文學系陳慶智主任（左二）、

首爾大學國文系趙海淑主任（右三）、首爾大學人文學院 Hong Jin-Ho 副院⻑（右⼆）、⾸爾⼤學韓

語教育中⼼黃善燁主任（右⼀）合影（照片來源：外國語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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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訊】在 2 月 21 號星期五的早上，陰陰冷冷還下著小雨的二月天，校園出

現了穿著整⿑的藏藍⾊制服的隊伍，⼀群⼤學⽣下了巴士，⼀路上操著泰文、浩浩蕩蕩、興

高采烈地往外國語文學院所在的道藩樓走來。這是來自泰國烏汶叻差他尼大學「數位商學英

語學系」（English for Digital Age Business, Ubon Ratchathani University）三年級的學生

與他們的教授，⼀⾏共 32 人來訪外國語文學院的「多語窩聚」。 

 

外國語文學院在寒假前接到泰國烏汶叻差他尼大學 Dr. Nattaya Srisakda 的來信，聽聞國立

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的教學活潑、很有特色，希望能在二月份帶著他們學生過來參觀、也

希望與國立政治大學同學互動交流。接到這⼀封信，外國語文學院認為若能讓國立政治大學

的同學接待他們，會是很棒的學習機會。 

 

這兩年間，在外國語文學院鄭家瑜院⻑的努⼒爭取、學校的⽀持、雙多辦的經費挹注之下，

在道藩樓 306 教室建置了「多語窩聚 World Language Gym」。學期間每週二、四中午

▶ 外國語文學院鄭家瑜院⻑（右⼆）及韓國語文學系陳慶智主任（右⼀）拜會韓國外國語⼤學，與韓

國外國語⼤學副國合⻑（左⼀）、韓國外國語⼤學教務處代表（左二）、韓國外國語大學韓國語文化教

育院金在旭院⻑（左三）、韓國外國語大學大學院 Chae Ho-Seok 院⻑（左四）合影（照片來源：外

國語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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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3:00）固定有多語桌的活動，每次都有兩個語⾔桌，桌⻑是主修或雙主修外語的

⾼年級同學，他們在教授的指導下設計、執⾏活動，讓參與的桌友們在⼀⼩時的時間內，輕

鬆體驗共 12 種外語（英語、日語、法語、德語、俄語、捷克語、阿拉伯語、土耳其語、韓

語、越南語、泰語、印尼語）與全球各地有趣的文化。⺠族學系王雅萍副教授主持的族語中

心也提供了四種族語（泰雅族語、排灣族語、阿美族語、達悟族語），吸引了全校熱愛語言

學習的外籍生與本地生，學習彼此的語言。每次開桌的時候，整個空間都充滿歡樂的英語、

外語談話聲音，多語桌儼然已成為外國語文學院的特色了！ 

 

東南亞語文學系的泰籍老師李開發（Dr. Suriya Sriphrom）聽聞到泰國烏汶叻差他尼大學的

來訪，邀集了越南語桌的指導老師黎氏仁（Dr. Thi-Nham Le）、印尼語桌指導老師吉詩薇

（Dr. Silvia Rehulina Ginting），三人迅速將參訪活動籌辦起來。因為參訪團師生來自泰國，

Suriya 老師還特別安排了修習泰文的吳薇同學⽀援排灣族語桌。⼀早，Suriya 老師就出現

在多語窩聚，指導助理布置桌椅、小點心，甚至親自擦拭桌上的灰塵，務必要讓泰國訪客賓

至如歸。Suriya 老師並親自下樓，站在道藩樓門口，在小雨中熱情迎接！ 終於在大家的引

領期盼之下，泰國參訪團抵達了多語窩聚。國立政治大學師生紛紛列隊在多語窩聚門口歡迎

他們，「Sawatdi ka! Welcome! 你好！」之聲不絕於耳。訪客陽光般的笑容，讓人根本就忘

了此刻外面的低溫與小雨。 

 

⼀群⼈坐定之後，先由外國語文學院招靜琪副院⻑致詞歡迎，並簡單介紹國立政治大學、外

國語文學院、與「多語窩聚」裡為了促進交流放置的小小心機擺設。Suriya 老師也幫忙介紹

泰國烏汶叻差他尼⼤學的教授們與在座的師⻑，吳薇同學則以泰語⾃我介紹、歡迎⼤家，贏

得來賓驚喜的掌聲。 

 

在多語桌體驗時刻，泰國同學們分坐三桌，仔細聽著排灣族語、越南語、印尼語桌⻑的說明

與引導。開始的時候還正正經經，突然間桌⻑給了 Kahoot 小測驗，整個屋子爆開，人聲笑

聲四處都是。時間實在太短了，完全捨不得結束！大家拿起手機照相，熱情交流！泰國同學

也紛紛詢問來國立政治大學交換、讀研究所的訊息，相約後會有期。 

 

您也想來「多語窩聚」嗎？歡迎所有的國立政治大學的同學⼀起來體驗⼀個你從未學過的外

語，或直接來飆英語！相關訊息請見「多語桌」海報，報名連結：https://bit.ly/4hPdfiH。 

 

 

 

 

 

 

https://bit.ly/4hPdf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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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語文學院招靜琪副院⻑（右三）與東南亞語文學系吉詩葳助理教授（左⼀）、黎⽒仁助理教授（左

二）、李開發助理教授（左三）共同接待泰國烏汶叻差他尼大學師生團（照片來源：外國語文學院） 

▶ 多語桌海報（圖片來源：外國語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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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訊】⻑期以來，我國的國際關係和區域研究多集中於美國、東亞與歐洲，

而中東及伊斯蘭因為歷史、語言與學術資源等因素，相對較少受到關注。然而，隨著國際局

勢的變化與我國外交戰略的調整，深入理解中東區域及伊斯蘭議題已成為必要之趨勢。在國

立政治大學「中東與中亞研究碩士學位學程」及「阿拉伯語文學系」與國立中興大學「國際

政治研究所」及「當代南亞與中東研究中心」、輔仁大學「歷史學系」以及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歷史學系」四校共同戮力下，於 2 月 22 日假國立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舉行第六屆「伊

斯蘭與中東區域研究學生論文發表會」。 

 

此研討會最先由國立中興大學於 2019 年舉辦，而後分別由國立政治大學、輔仁大學以及國

立暨南國際大學輪流籌辦，會議目的為提升我國學術界在對此二議題的深化探討，提供從事

相關研究的碩博士生學術交流發表的平臺，以吸引更多研究人員投入。 

 

此次研討會投稿十分踴躍且競爭激烈，研究議題除著重於中東與伊斯蘭相關的區域及國際議

題外，範圍更是囊括了人權、外交競逐、恐怖主義探討以及聖訓傳播鏈的文本研究等眾多重

要議題，進⽽讓與會⼈員對於中東與伊斯蘭世界的各⼤議題有更進⼀步的認識與理解。此次

研討會共計近 40 人報名參與，其中包含 12 位來自我國各校碩士及博士生和 1 位約旦籍碩

士生參與發表，並邀請 7 位國內從事相關領域研究之專家學者給予發表學生評論與建議。每

⼀篇發表的論文均安排⼀位老師給予回饋，提供許多寶貴的建設性建議，對碩博士⽣⽽⾔是

絕佳的歷練學習機會。學術間的交流使在座參與者們無不大感酣暢淋漓且收穫滿滿。 

 

在「第⼀場次」中，四位發表⼈分別針對沙烏地阿拉伯王國之「願景 2030」計畫、近 20 年

約旦勞工於成衣業的就業情況、緬甸內部的伊斯蘭恐懼症及中東地區的權力轉移與挑戰中之

美中地緣政治競逐做出深入探討。不同於前五屆研討會形式的是，此次研討會邀請了現任職

日本宮崎縣政府みやざき⼤使的黃于真博士擔任專題演講⼈，從⾳樂學理⾓度切入探討中東

研究議題。黃博士以「音樂中的東方色彩之美—伊斯蘭「喚拜曲」之應用與探討—以音樂家

蕭滋之管弦樂作品《東方組曲》（1932）為例」作為專題演講題目，帶領所有與會人員透過

⾳樂來瞭解蕭滋的《東⽅組曲》背後的東⻄文化交流以及對於後世藝文世界的影響⼒。 

 

在「第二 A 場次」中，三位發表人分別以英文對於傳遞鏈暨文本法分析反出走派聖訓傳統

的歷史意義及其背後的歷史淵源、1958 年滯港華⼈穆斯林尋求⾺來⻄亞庇護事件以及批判

恐怖主義視角下的卡達外交危機中穆斯林兄弟會之角色進行報告。 

 

而「第二 B 場次」中，三篇文章則分別以⼟⽿其慈濟協助敘利亞難⺠案例探討跨文化⼈道主

義的倫理與治理、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下敘利亞的非暴力國家解體與重生，以及約旦與以色列

關係對巴以衝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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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第三場次」則是由三位發表人以建構主義視角分析以色列領導人如何形塑衝突與和平

框架、以哥本哈根學派的「安全化」理論解析義⼤利的移⺠政策，以及美國撤軍阿富汗的戰

略意涵與其對國際局勢的影響三篇文章作結。 

 

與會學者除於會議討論期間積極交流外，也於午餐休息和下午茶時間對於感興趣之議題進行

更多衍伸性的討論。各場發表討論皆對中東和伊斯蘭重要議題做出深度的學術探討，並使與

會者對中東區域和伊斯蘭的相關主要議題有更深刻的認識。此次研討會不僅凝聚國內研究該

領域的相關專家學者、建立專業學術網絡，更有助於提升國內對中東及伊斯蘭事務的關注，

為我國的學術界與政策制定提供更為多元的視角及參考。會議最終在熱烈討論後圓滿落幕，

並強調未來會持續與他校進行學術合作，以強化拓展該領域的研究廣度與深度，並提供更多

具前瞻性的觀點以激發新學術思維。 

 

 

 

 

 

 

 

 

 

 

 

 

 

 

 

 

 

 

 

 

 

 

 

 

▶ 中東與中亞研究碩士學位學程主任曾蘭雅（左）與阿拉伯語文學系蘇怡文主任（右）共

同頒發證書與專題演講者黃于真博士（中）（照片來源：中東與中亞研究碩士學位學程） 

▶ 與會人員大合照（照片來源：中東與中亞研究碩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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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國際事務學院 

【國際事務學院訊】國際事務學院歐洲歐洲聯盟研究國際學分學程於 2 月 25 日辦理招生

說明會，邀請國際事務學院連弘宜院⻑與外交學系蘇卓馨副教授暨學程召集人為與會學生介

紹學程的活動、課程和資源，期盼有更多新血加入歐盟學程大家庭。 

 

在說明會中，連院⻑點出歐盟學程跨院、跨校、跨國際、跨領域的特性，強調學程內容豐富

扎實、涵蓋眾多面向，不論是對於外交學系或其他系所的學生，相信都能有所收穫。 

 

蘇卓馨副教授表示，自 109 學年成立以來，學程在近四年的時間中致力於拓展歐盟學習的

深度與廣度。在學術資源方面，歐盟學程集合國際事務學院、外國語文學院、商學院、法學

院與國內進行歐盟研究的七校聯盟的資源，除了提供更多元的課程選擇，同時定期辦理與歐

洲相關的講座與學術研討會；在推動對外合作方面，學程的夏日學院計畫行之有年，今年更

是預計與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合作辦理為期兩週的暑期課程，期待實地考察能夠使學生

感受獨特的歐洲文化風情，並親⾝體驗課本中的知識。最後，兩位師⻑邀請與會學生若有興

趣可以加入成為歐盟學程的⼀員，為活動畫下完美的句點。 

 

▶ 國際事務學院連弘宜院⻑致詞（照片來源：國

際事務學院） 

▶ 外交學系蘇卓馨副教授進行學程簡介（照片來

源：國際事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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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學院訊】歐洲聯盟研究中心、國際事務學院歐盟學分學程與臺灣歐洲聯盟中心

於 2 月 21 日在國家圖書館舉辦「2025 第⼀次臺灣歐盟論壇暨歐洲研究新書發表會」，旨在

探討歐洲科技自主權、新領導與歐盟整合之未來。論壇由活動召集人張台麟教授親自主持並

發表引⾔，接著由四位發表⼈及⼀位與談⼈針對該次主題進⾏學術發表，活動最後則由張教

授與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卓忠宏教授進行新書發表。 

 

在歐盟的科技自主權方面，來自國立中興大學法律系楊詩婷教授以「歐盟高效能運算計畫」

來探討歐盟在高科技領域的發展現況及未來展望。楊教授提到，該計畫始於歐盟境內層出不

窮的個資外洩事件，以及美中在該項領域不斷實現重大突破，為此，歐盟希望透過該計畫強

化其內部運算能力、發展數據服務基礎設施的生態系統，同時透過自主研發來降低供應鏈中

斷的風險，進而降低在高科技領域對美中的依賴。當前，該計畫的成果主要體現在新型處理

器的開發、高校運算聯盟平臺的建立以及晶片法案等相關立法的基礎，不過，楊教授也指出，

該計畫當前仍面臨技術尚未成熟、資金募集困難、人才培養等問題，歐盟實現科技自主的目

標尚有⼀段路要⾛。 

 

接著，張銘忠大使以「歐盟換屆後必須因應的嚴峻挑戰」為題，針對歐盟領導階層的更換以

及川普上任後對歐洲的影響進行全面性的探討。針對美國因素，張大使談及，川普上任以來

的種種作為，如全球關稅、促成俄烏戰爭和談、退出重要國際組織等，無疑是給歐洲盟友⼀

記當頭棒喝，對於鄰近俄烏戰場並持續援助烏克蘭的歐洲而言，川普近期的態度更是讓整個

歐洲陷入不安。而在歐盟內部，張大使特別點出歐盟右翼勢力的崛起可能成為影響歐洲立場

的強勢力量，且歐盟決策機構的領導人多半低調未能左右大局，而有關派兵援烏的議題歐盟

各國也呈現分歧，這些皆說明歐盟陷入內外交迫的困境，歐洲各國不得不審慎應對。 

 

▶ 學生聆聽招生說明（照片來源：國際事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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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針對歐盟整合部分，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楊三億博士以「波蘭擔任歐盟輪值主席

國的幾個觀察」為題，分享波蘭近期的政策立場，並與上屆主席國匈牙利進行比較，探討中

東歐國家在歐盟⾓⾊定位。楊教授比較兩國在擔任輪值主席國的重點領域，發兩國雖在難⺠

政策、性別、人權議題上仍維持保守，但如今在俄烏戰爭、能源政策、對中立場已逐漸分道

揚鑣，對此，楊教授認為波蘭活躍的私領域、與歐美密切聯繫、媒體較為自由、反對派持續

存在是導致雙方走向差異的四大主因。最後，楊教授指出，波蘭在五月的總統大選也將是決

定波蘭對歐盟立場的重大事件，應持續觀察。 

 

毫無疑問，俄烏戰爭的發展則以牽動整個歐洲局勢，針對近期美俄開始進行對話，國際政治

大學俄羅斯研究所洪美蘭教授也以「俄烏戰爭的和平曙光」為題，探討俄烏戰爭近期的走向

以及對歐洲的影響。洪教授指出，俄烏戰爭將隨著和談停止，然而觀察美俄近期的互動可以

發現，和平的曙光極有可能建立在烏克蘭的妥協和歐洲的不安之下。首先，川普的「美國優

先」政策將主宰整個戰爭的發展，美國⼀⽅⾯希望以對烏的安全保證換取資源，另⼀⽅⾯也

和俄國共商共同開採北極天然資源的可能性，⽽烏克蘭⼀開始提出的「勝利計畫」等於提前

交出主動權，且烏克蘭僅取得少部分的俄國土地也不足以支撐其領土交換計畫。洪教授也坦

言，對歐洲而言，地緣威脅的考量使其必須持續援助烏克蘭，但歐洲內部的援烏立場始終呈

現分歧且受制於美國的立場，因此歐洲必須拿出更多金錢，否則歐洲可能會往中國靠攏，此

點值得關注。 

 

與談人財團法人新世代金融基金會沈臨龍副董事⻑以國際⾦融的⾓度探討歐洲的局勢及展

望，其提到歐洲近幾年來通膨率有獲得控制，國際間也預估歐洲央行會採取降息政策，然而

川普 2.0 帶來的政治震盪仍是主要的變數，沈副董事⻑也提出川普上任歐盟將持續⾯臨幾項

問題，包括內部不團結帶來的政治動盪、國防預算被迫拉高造成財政惡化、關稅帶來的貿易

摩擦、法規過於繁複導致創新不足等，這些因素都使歐洲境內的投資景氣不被看好，歐洲內

部該如何因應值得更加深入研究。 

 

活動最後為新書發表的環節，第⼀本書為卓忠宏教授主編的《歐洲聯盟決策體系》，內容主

要分為歐盟組織架構及其決策過程，該書歷時三年，作者群皆是國內歐盟研究的專家。第二

本書《法國政府與政治-第六版》，由張台麟教授的著作，張教授針對近年來歐洲局勢的動盪

及法國內部的變革對此書進行再版，期望提供最即時且專業的內容給關注歐洲議題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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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教育學院 

【教育學院訊】教育學院於 3 月 10 日舉辦國際研究生研討會，邀請香港恒生大學莫家豪

教授發表專題演講，主題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全球趨勢及其對學生流動性的影響（Global 

Trends in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ts Impact on Student Mobility）」。 

 

莫教授分享了他對高等教育全球趨勢的研究，並分析其對學生流動性的影響。由於地緣政治

緊張局勢、技術進步及人口結構變化，全球主要強權，特別是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競爭日益激

烈，導致去全球化與高等教育的區域化，進而影響學生的跨國流動及學術合作。政治衝突及

新冠疫情進⼀步加劇了國際學⽣，特別是中國留學⽣所⾯臨的挑戰，他們遭受歧視、簽證限

制，以及不利於海外求學的政策變化。同時，疫情期間高等教育迅速轉向線上學習，但學生

▶ 2025 第⼀次臺灣歐盟論壇暨歐洲研究新書發表會（照片來源：國際事務學院） 

▶ 眾多對歐盟議題有興趣的學者們⼀起參與（照片來源：國際事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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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 -

對此普遍感到不滿，許多人開始質疑線上教育的價值，認為其效果遠遜於傳統的面對面教學。 

 

此外，莫教授探討了中國政府在高等教育領域推行的三管齊下政策，包括全球、區域及本地

策略。他強調，全球教育政策的變革將加劇各國大學間的競爭與合作，未來的國際教育發展

將由區域聯盟、數位轉型及地緣政治戰略所塑造。此次國際研討會吸引了 20 多位研究生參

與，大家對於莫教授的精闢見解深受啟發，並與講者進行了熱烈的互動交流。 

 

 

 

 

 

 

 

 

 

 

 

 

 

 

 

 

 

 

 

 

 

 

▶ 莫家豪教授（前排右 1）、侯永琪教授（前排右 2）和參與學生合影（照片來源：教育學院） 

▶ 莫家豪教授講座（照片來源：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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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院訊】為提升學生英語能力並促進國際學術交流，教育學院邀請德國萊比錫大學

亨利·薩爾巴赫（Henrik Saalbach）教授於 3 月 11 日進⾏⼀場重要講座。此講座於教育學

院所開設的英語授課課程「國際教育資料分析研究」中進行。 

 

薩爾巴赫教授是多語言學習及認知科學領域的專家，其講座主題為「語言與多語言在學習與

認知處理中的角色」。此次講座主要探討語言與雙語能力對學習與認知的影響，在全球化日

益加深的今天，越來越受重視的議題。 

 

薩爾巴赫教授因其在雙語能力、認知語言學及語言教育領域的研究而享有國際聲譽。他曾在

柏林的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及中國北京大學擔任研究職位。他的研

究結合理論與應用教育實踐，並獲得德國研究基金會（DFG）的支持，包括如「雙語內容學

習中的編碼特異性」與「情緒詞彙發展」等的研究計畫。 

 

作為教育工作者的諮詢顧問，薩爾巴赫教授致力於倡導有效的語言支持與包容性教學方法。

他在國立政治大學的講座，為語言與認知發展之間的關係提供了寶貴見解，並對多語言教育

政策的討論作出貢獻。 

 

 

 

 

 

 

 

 

 

 

 

 

 

 

▶ Henrik 教授（右三）、邱美秀教授（右⼀）與參與學⽣合影（照片來源：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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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創新國際學院 

【全球傳播與創新科技碩士學位學程訊】隨著人工智慧、元宇宙及數位平臺的發展，社群

媒體治理與網路內容規範成為全球公共政策的重要課題。國立政治大學全球傳播與創新科技

碩士學程（GCIT）於 3 月 3 日特邀 Meta Taiwan 公共政策總監暨全球傳播與創新科技碩

士學位學程學程陳奕儒（Max Chen）諮詢委員，以「社群媒體從業者對數位治理的觀察」

為題，與學生探討社群媒體在數位治理中的角色，並分享他在政府國際事務與公共政策領域

的實戰經驗。 

從政府到科技企業：政策與治理的轉變 

陳奕儒（Max Chen）致力推動科技創新與數位治理，曾任新北市政府國際事務主管、外交

部及總統府，負責永續發展與國際事務，學術背景涵蓋國際關係與科技法，並獲選為 

Bucerius 全球治理學人（2011）與 Atlantic Council 千禧領袖學人（2017）。 

從自身經歷談起，Max 回顧自己

從外交體系轉入科技產業的歷

程，並指出社群媒體平臺如今已

成為國際治理的重要參與者。他

以自身在外交部、總統府及地方

政府的經歷為例，強調政策制定

者與科技企業如何在數位治理領

域相互影響。 

他特別提到，數位治理的發展過

程中，政府與平臺的關係日益複

雜。在臺灣，他觀察政府高度關切

假訊息（misinformation）與惡意

操縱（disinformation），並與社

群媒體公司密切合作，以因應數位

威脅。例如，2019 年臺灣選舉期間，Meta 與政府及第三方事實查核機構合作，引入「協調

不實行為（Coordinated Inauthentic Behavior, CIB）」政策，以打擊不當資訊操作。此舉

不僅提升選舉透明度，也讓公⺠對於網路訊息的真實性有更深刻的認識。 

從選舉干預到數位服務法案：全球科技治理的挑戰 

在談及社群媒體治理的經典案例時，Max 詳細剖析 2018 年「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醜聞的影響，並說明 Meta 如何在該事件後調整其內容審查與政策監管機制。

他指出，這場事件讓全球社會意識到社群平臺在選舉中的關鍵影響力，也促使科技企業開始

承擔更大的責任，確保平臺上的政治廣告與資訊流通更具透明度。 

▶ Meta 臺灣公共政策陳奕儒總監（前排中）與全球傳播與創新科

技碩士學位學程師生合影留念，探討社群媒體治理的最新趨勢，

並分享產業實務經驗（照片來源：全球傳播與創新科技碩士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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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 2020 年美國大選、2024 年臺灣總統大選等全球關鍵選舉，Max 強調，Meta 持續透

過強化內容審查機制、建立第三方事實查核夥伴關係，並與政府及學術機構合作，以因應來

自國際與本地的資訊操控挑戰。 

生成式 AI 與未來科技治理 

人工智慧（AI）與生成式內容（Gen AI）技術的崛起，也為數位治理帶來新挑戰。Max 指

出，Meta 正積極推動「生成內容標記（watermarking）」，透過技術手段來標記由 AI 生

成的圖片、影片與音訊，確保使用者能辨識數位內容的來源。此外，Meta 亦與多家企業、

研究機構合作，共同研擬 AI 治理框架，以減少虛假內容對社會的影響。 

全球數位治理的未來趨勢 

演講尾聲，GCIT 學生踴躍提問，涵蓋從數位服務法案（Digital Services Act, DSA）對社群

平臺的影響，以及 AI 技術如何改變假訊息監管機制等多項議題。其中，學生對於 Meta 如

何平衡政府監管與言論自由表現出高度關注。對於歐盟 DSA 規範下的「可信舉報者（Trusted 

Flaggers）」機制，Max 坦言，這類政策雖有助於強化平臺監管，但也可能成為政府干預

社群媒體內容的工具，值得持續觀察。（摘錄自校訊新聞） 

學術與實務活動   選舉研究中心 

【選舉研究中心訊】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Jude 

lanchette 及美國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國防與安全部主席 Seth Jones ⼀⾏ 4 人，於 2 月 18 日至選舉研究中心拜

▶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Jude lanchette（右 4）、美國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

國防與安全部主席 Seth Jones（左 3）與選舉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合影（照片來源：選舉研究中心）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61/part_18718_1024421_07108.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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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61/part_18718_1024421_07108.pn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61/part_18718_1024421_07108.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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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由選舉研究中心陳陸輝主任、游清鑫研究員、蔡佳泓研究員及蕭怡靖研究員共同接待，

討論近期⺠調相關議題。 

 

【選舉研究中心訊】由華府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MF）亞洲計畫主任葛來儀（Bonnie 

Glaser）帶領之德國⾺歇爾基⾦會訪團⼀⾏ 14 人於 2 月 21 日至選舉研究中心拜會，由選

舉研究中心陳陸輝主任、游清鑫研究員、蕭怡靖研究員及鮑彤合聘副研究員共同接待，針對

選舉研究中⼼⺠意調查觀察趨勢進⾏分享及交流。 

 

 

 

【選舉研究中心訊】選舉研究中心於 2 月 26 日邀請美國 Dartmouth College 政府系

Stephen G. Brooks 教授發表演講，講題為：「The US Grand Strategy Debate: Implications 

of a New Trump Era」。Brooks 教授在演講中分享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美國對於亞洲國

家的策略及角色的定位。他發現多數學者的共同看法，認為川普重新定義了美國與盟友之間

的關係。未來川普與盟友的關係將以美國利益至上的方式運作，強調國際經濟的穩定，以及

建立對美國有益的經濟規則，適⽤在不同區域的發展。美國⼀旦退出國際參與，會讓世界變

得更加不穩定，彼此合作的空間也會越來越少。 

 

 

 

▶ 華府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MF）亞洲計畫主任葛來儀（Bonnie Glaser）（右 6）

與選舉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合影（照片來源：選舉研究中心）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61/part_18718_1024421_07108.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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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Dartmouth College 政府系 Stephen G. Brooks 教授發表演講（照片來源：選舉研究中心） 

▶ 美國 Dartmouth College 政府系 Stephen G. Brooks 教授演講會場（照片來源：選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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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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開學典禮活動由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主辦，X 實驗學

院共同合辦，介紹人創學程、創創學程以及 X 實驗學院規劃⼀系列豐富的課程與活動，同時

也是校學士制度第⼀次說明會。開學典禮主題為：From here To _____。刻意的留白是因為

學程跟實驗學院充滿著未知，我們不去定義學⽣的未來，⽽是在這條未知的路上⼀同探索。

開場，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曾守正主任開心的歡迎舊雨新知的加入，臺上，廣告學系陳文

玲教授笑說她也不知道校學士制度會走到哪，充滿未知與可能。臺下，小小孩浩浩不斷喊著

「棒！」，為這場典禮送上最美的祝福。哲學系李維倫教授以詼諧方式分享學生的故事，讓

大家更能感受校學士制的魅力與創新，有的同學聽完豁然開朗，腦中浮現地圖；有的同學聽

完還帶著些許困惑。 

 

新的學期究竟會⾛向哪呢？沒有⼈知道。仔細想想，我們⼀路⾛到這，不也常是帶著未知，

摸黑前行嗎？！X From here To ______！。 

 

 
 
 

▶ 聯合開學典禮大盒照（照片來源：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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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訊】由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與師資培育生主辦「心辰大海育見

你教育心理營」，並由鹿樂平臺協助媒合，將活動帶入新北雙溪高中。此次教育心理營旨在

透過生涯探索、學習策略與壓力調適等主題，引導高中生認識自我，探索未來職業選擇，並

激發學習動機。營隊於 2 月 5 日至 7 日舉行，結束兩日在雙溪高中的課程後，雙溪高中的

師生於 2 月 7 日來到國立政治大學參訪。 

 

參訪活動包含參加心理學系與英國語文學系的專題講座與達賢圖書館導覽，高中生藉此認識

國立政治大學校園，並瞭解各項學習資源的運⽤。詹志禹副校⻑、教育學院余⺠寧院⻑，以

及鹿樂平臺共同主持人教育學系王素芸助理教授與傅如馨副教授特別前來接待，與現場師生

親切交流並給予勉勵。其中詹副校⻑及余院⻑在歡迎會時，分別分享兩人四十多年前先後就

讀教育學系時，成立偏鄉教育營隊的初衷，以及深入山林探勘的趣事。同為校友的雙溪高中

葉俊士校⻑及陳志驅輔導主任等師⻑亦陪同參訪，肯定國立政治大學學生對於營隊籌畫的用

心與熱情。 

 

 

 

 

▶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曾守正主任開場致詞（照片來源：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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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人文中心 

 

【人文中心訊】人文中心、中外關係與近現代中國的形塑研究團隊，以及國家科學及技術

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共同主辦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心、中國近代

史學會協辦之「近代東亞外交的危機與轉機研討會」，於 1 月 24 日舉行。主題演講邀請國

立臺灣師範⼤學歷史學系吳翎君教授主講〈中美關係史研究趨勢的考察與議題〉，分享⻑期

投入中美關係史議題的學養經驗，並以此切入此次研討會的主題。其後四個場次的論文發表，

則分別從「1920 年代」、「二戰前後」、「冷戰時期」等不同時間段，探討這些關鍵時刻東亞

各國的外交抉擇，如何在危機中尋求轉機，重塑國際地位。此次研討會邀集對外交史領域的

研究同儕研討互動，不僅提供交流平臺，亦期望引發更多對近代東亞外交史的關注與思考，

並為當前及未來的外交挑戰提供寶貴啟示。 

 

 
 
 
 
 

▶ 全體大合照。雙溪高中的老師們讚賞政大學生設計的課程非常活潑有趣，雙手比 C 表示

「雙溪笑嘻嘻」（照片來源：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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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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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學、輔仁⼤學、淡江⼤學師⻑於 2 月 12 日參

訪台灣心智科學腦造影中心，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由博士後研究員介紹中心歷史與研

究方向，儀器操作員說明現行研究計畫與推動項目，此次分享讓與會來賓收穫豐富，並對腦

影像科學未來的產學合作與技術商轉之發展充滿期待。 

▶外交史研究的新血與舊識齊聚會場，交流近代東亞外交的危機與轉機（照片來源：人文中心） 

▶台灣心智科學腦造影中心參訪活動（照片來源：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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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訊】台視新聞【發現科學】採訪中心於 2 月 11 日採訪心智、

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從科學角度剖析「戀愛腦」的真相，原來與大腦的神經傳導物質變化

息息相關，透過科學實驗，解密多巴胺、催產素、腎上腺素和血清素如何影響我們的戀愛行

為，甚至解釋為何熱戀期後感情會趨於穩定。讓科學告訴你，愛情到底是怎麼回事。受訪影

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h2hEUJ5piI 

 

【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訊】台灣心智科學腦造影中心於 3 月 28 日舉辦 fMRI 資料分

析工作坊，內容包括 fMRI 基本原理與實驗設計，並透過實際案例講解 fMRI 資料分析流

程，課程將搭配 SPM 進行實作，幫助學員掌握 fMRI 資料分析的方法。 

▶台視新聞【發現科學】採訪中心新聞採訪畫面（照片來源：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fMRI 資料分析工作坊海報（照片來源：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h2hEUJ5p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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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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新任黃宏森館⻑，擬定該館與各⼤學術研究單

位之間的學術合作，其中包括國立政治大學的原住⺠族研究中⼼。為求慎重，原定親自到國

立政治大學簽約，因出發前感冒，改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胡斐穎主任秘書帶領陳隼東及吳志

逢兩位組⻑，於 2 月 13 日前來原住⺠族研究中⼼簽訂為期 5 年之「合作協議書」。 

 

合作範圍有典藏文獻史料及文物等資料授權使用，舉辦學術研討會、學術研究出版、研究實

習、交流參訪等，以期加強雙方之合作與交流。原住⺠族研究中⼼⻑期的學術研究，與臺灣

文獻館關係密切，簽約之後對原住⺠族研究中⼼的學術研究必有更高度的提升。 

 

【原住⺠族研究中⼼訊】國立政治⼤學原住⺠族研究中⼼與北海道⼤學愛努先住⺠研究中

心自 2007 年即互為姊妹中心，兩邊時常互相往來，各類參訪活動與研討會議，兩邊早已建

立深厚情誼。今（114）年愛努先住⺠研究中⼼帶領 6 名博碩士班學生組團來臺，希望能透

過認識臺灣原住⺠族來與愛努⺠族做比較研究。 

 

兩中心於 3 月 4 日至 6 日聯合辦理「日本愛努⺠族與臺灣原住⺠族比較認識」國際聯合學

習營，前兩天為室內上課，第三天是桃園復興區泰雅族地區參訪活動，授課講師為國立政治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參訪團於原住⺠族研究中⼼合影（照片來源：原住⺠族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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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族學系林修澈名譽教授、原住⺠族研究中⼼黃季平主任、愛努先住⺠研究中⼼⼭崎幸

治主任、愛努先住⺠研究中⼼法律系落合研⼀教授，同⾏還有福岡⼯業⼤學楊廸耕教授。 

 

北海道大學此次海外學習是第⼀次選擇臺灣原住⺠族，臺灣學⽣也是第⼀次接觸到愛努⺠族

課程，雙方學習情緒都很熱烈、高昂。 

 

 
 
 
 
 
 
 
 
 
 
 
 
 
 
 
 
 
 
 
 
 
 
 
 
 
 
 
 
 
 
 
 
 
 
 
 
 

▶「日本愛努⺠族與臺灣原住⺠族比較認識」國際聯合學習營，原住⺠族研究中⼼

黃季平主任授課情況（照片來源：原住⺠族研究中⼼） 

▶本愛努⺠族與臺灣原住⺠族比較認識」國際聯合學習營，愛努先住⺠研究中⼼

⼭崎幸治主任授課情況（照片來源：原住⺠族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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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實務活動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訊】木柵集應廟與國立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於 113 年簽訂產學

合作計畫，114 年更邁向重要的里程碑，將成為全臺首間撰寫 ESG（環境、社會與公司治

理）報告書的傳統宮廟。雙方於 1 月 14 日舉行「宮廟 ESG 報告書」撰寫發佈會，由木柵集

應廟張敏男主委、國立政治⼤學李蔡彥校⻑代表雙⽅簽署，臺北市議會戴錫欽議⻑代表⾒證。

藉由⽊柵集應廟⻑期深耕宗教文化與公益傳統的基礎，結合環境永續、社會責任與現代化治

理的精神，進而通過宗教實務與學術研究的跨界合作，將傳統宗教信仰文化與現代治理觀念

相結合，將使報告書既能忠實呈現宮廟原有價值，又能符合 ESG 的行動意義與標準，成為

臺灣宗教團體探索未來發展的新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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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技、⺠主與社會研究中

心計畫（以下稱 DSET）」持續推動國際對話與政策研究，促進臺灣與各國在科技政策上的

合作，3 月份進行的研發活動如下: 

▶前排右⼆起為華⼈宗教研究中⼼林振源主任、宗教研究所李⽟珍所⻑、中央研究院李豐楙院士、

國立政治⼤學李蔡彥校⻑、臺北市議會戴錫欽議⻑、⽊柵集應廟張敏男主委及與會嘉賓（照片來

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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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Media》剖析美國對臺灣半導體關稅爭議，引述 DSET 海外研究員評論 

 

德國媒體《Table.Media》於 2 月報導〈晶片：美國對台灣加重關稅，誰才真正付出代價？〉，

聚焦川普政府可能對臺灣半導體徵收懲罰性關稅⼀事，並引⽤ DSET 海外研究員江旻諺評

論。江研究員表示：「儘管台灣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本身可能不會直接承擔這些關稅，但

仍需考量成本上升與供應鏈的影響。」對於台灣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妥善管理政治關係

是確保供應鏈穩定的關鍵。 

 

 

 

 

 

 

 

 

 

 

 

 

 

 

 

 

 

 

DSET 邀請美國前白宮副國安顧問博明與前海軍少將蒙哥馬利閉門對談，探討川普新政與臺

美合作 

DSET 於 2 月 20 日邀請美國前白宮 Matthew Pottinger 副國安顧問、Mark Montgomery

前海軍少將、我國國家安全會議李育杰諮詢委員、林⾶帆副秘書⻑，及我國政府相關單位及

半導體產業代表、國際智庫研究員出席閉門對談，DSET 杜文苓主任、張智程執⾏⻑及研究

員等人也出席討論。討論主題聚焦博明與臺美追加共同出版的《沸騰的護城河》中文版，書

中探討臺美政府強化臺灣防禦、嚇阻中國的合作方向；會議中也聚焦討論雙方政府在川普新

政下的溝通策略、臺美半導產業、國防科技與能源安全合作等關鍵議題。 

 

▶活動海報（圖片來源：永續創新⺠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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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T 發表最新報告，解析半導體水電使用挑戰 

DSET 於 2 月 20 日發表最新研究報告《氣候變遷與基礎設施韌性：臺灣半導體產業水資源

與電力使用分析報告》，發表會由 DSET 杜文苓主任主持，特邀環境部彭啟明部⻑開場致詞，

並邀請與談貴賓包含⽔利署⽔源經營組江俊⽣副組⻑、台灣電力公司供電處劉建勳處⻑、台

灣氣候行動網絡（TCAN）趙家緯研究總監，討論半導體產業⽤電與⽤⽔需求成⻑，導致臺

灣的水利與電力系統可能的衝擊。 

 

 

 

 

 

 

 

 

 

 

 

 

 

葛來儀率德國馬歇爾基金會臺美歐政策計畫訪 DSET，談論臺美經濟與國安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MF）印太計畫葛來儀（Bonnie Glaser）主任於 2 月 21 日率領臺美

▶活動海報（圖片來源：永續創新⺠主研究中心） 

▶環境部彭啟明部⻑於發表會開場致詞（照片來源：永續創新⺠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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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政策計畫（TUPP）訪團來訪 DSET。雙方議題涵蓋 AI 技術對⺠主的影響、半導體產業的

國際合作及能源安全與關鍵基礎設施保護，並探討如何強化⺠主國家間的互相依存，以確保

供應鏈韌性。這次訪團集結來自國際政治、商業、AI、資通訊及公衛等領域的年輕學者，展

現出臺美歐三方對科技安全與國際合作的高度關注。 

 

 

 

 

 

 

 

 

 

 

 

 

DSET 於全球數位人權大會 RightsCon，交流臺灣數位安全重要議題 

DSET 在 2 月 24 日於全球數位人權大會 RightsCon 舉辦衛星座談會，邀請美國史丹佛大學 

Global Digital Policy Incubator（GDPI）莫乃光（Charles Mok）研究學者、英國智庫 China 

Strategic Risks Institute（CSRI）Andrew Yeh 執⾏⻑、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IORG）游

知澔共同主持人，與 DSET 針對臺灣半導體供應鏈地緣政治風險、公私合作對抗資訊操弄策

略，以及海底電纜等攸關臺灣數位安全的議題交流意見。 

 

 

 

 

 

 

 

 

 

 

 

 

 

▶臺美歐政策計畫（TUPP）訪團來訪（照片來源：永續創新⺠主研究中心） 

▶IORG 游知澔共同主持人（左⼀）、美國 GDPI 莫乃光研究學者（左三）、英

國 CSRI Andrew Yeh 執⾏⻑（左二），於全球數位人權大會 RightsCon 討論

臺灣數位安全（照片來源：永續創新⺠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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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T 海外研究員投書《上報》，完整評析川普 2.0 下美臺防禦政策的轉變 

美國新任總統川普針對美臺防務合作提出多項政策調整，DSET 國家安全組張紘綸海外研究

員對此投書《上報》，以「川普 2.0 下的美臺防禦動態：不確定性與戰略轉變」為題，完整

評析川普第二任期內美臺防禦戰略的變化。該篇投書不僅盤點了近來川普政策的轉向，面對

美國軍援政策變數，作者也強調臺灣必須加快無人機與國防自主發展，同時積極尋求與韓國、

日本、澳洲與歐洲等盟友合作，以減少對美國的單⼀依賴。 

 

 

 

 

 

 

 

 

 

 

 

 

 

 

 

 

 

 

DSET 海外研究員投書《上報》，深入解析川普 2.0 時期出口管制對臺影響 

 

美國總統川普在 2025 年再度執政後，迅速調整經濟與國安政策，對全球供應鏈與貿易體系

帶來重大變革。DSET 經濟安保組海外研究員曾稚驊投書《上報》，以〈臺灣該如何因應川普

2.0 的出⼝管制體系〉為題，深入分析美國新⼀輪關稅政策與科技封鎖對臺灣的影響。投書

指出，川普政府透過提高關稅、強化出口管制、推動供應鏈重組，要求包括台灣積體電路股

份有限公司在內的臺灣企業加大對美投資與技術轉移，對臺灣政府與產業界形成巨大壓力。

此外，美國將持續要求盟友配合其科技封鎖政策，嚴格限制中國取得先進半導體與關鍵技術。 

 

 

▶活動海報（圖片來源：永續創新⺠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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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臺以色列代表游瑪雅訪 DSET，共議臺以科技與教育合作 

駐臺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游瑪雅（Maya Yaron）代表於 2 月 25 日來訪 DSET，與團隊

就 AI 治理、網路安全、科技研發與教育等議題交換意見。游代表提到，以色列在 AI 技術應

用、資安防護等領域擁有豐富經驗，期待未來與臺灣深化合作，並促進智庫對話。DSET 杜

文苓主任表⽰，以⾊列在網路安全與科技創新⽅⾯的發展值得借鑒，雙⽅可進⼀步探索協作

機會，並推動教育領域的交流。 

 

 

 

 

 

 

 

 

 

 

 

 

 

 

 

▶活動海報（圖片來源：永續創新⺠主研究中心） 

▶DSET 杜文苓主任（右⼀）、張智程執⾏⻑（左⼆）、⺠主治理組黃凱紳

組⻑（左⼀）與駐臺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游瑪雅（Maya Yaron）合 

影（照片來源：永續創新⺠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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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T 與美國智庫蘭德公司交流，共探臺美合作新契機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與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學者專家來訪 DSET，由蘭德

公司中國研究中心白明（Jude Blanchette）主任率團，成員包括 CSIS「防衛安全計畫」Seth 

Jones 主席、「戰爭、非常態威脅暨恐怖主義計畫」Daniel Byman 主任，以及中國研究中心

Gerard DiPippo 資深研究員。此次會談聚焦臺灣國家韌性、地緣政治挑戰與臺美溝通策略

等關鍵議題，與 DSET 杜文苓主任、張智程執⾏⻑、呂采穎研究員等⼈進⾏有關國家韌性的

深度交流。 

 

 

 

 

 

 

 

 

 

 

 

 

 

 

 

DSET 研究員專書章節出版 探討日本半導體地緣戰略 

 

國際知名學術出版商 Springer Nature 近期出版專書《Technology Rivalry Between the 

USA and China》，收錄 DSET 張智程執⾏⻑與經濟安保組江旻諺海外研究員的專文

〈Japan’s Grand Geopolitical Strategy o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剖析日本如

何在美中科技競爭中尋求戰略自主，並重振半導體產業。 

 

 

 

 

 

▶蘭德公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右三）率團

與 DSET 合影（照片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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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創新⺠主研究中⼼於 2 月 14 日與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

心（CNRS）太空與地球科學研究所 Laurent Jammes 副主任、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淨零

科技方案推動小組等多位專家學者以「地下工程跨域治理」及「社會溝通實務」等議題進行

交流，期盼推動不同區域及能源公正且包容的永續轉型。會後於國立政治大學永續校園飲食

餐廳「對味廚房料理實驗室」繼續這場學術的饗宴。 

 

 

 

 

 

 

 

 

 

 

 

 

 

 

 

 

▶活動海報（圖片來源：永續創新⺠主研究中心） 

▶Laurent Jammes 副主任（左三）與永續創新⺠主研究中⼼主任杜文苓教授（左四）

及專家學者們合影（照片來源：永續創新⺠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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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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 AI 世代來臨，如何運用 AI 技術跨域應用成為顯學。為

鼓勵國立政治大學師生構思具人文觀點價值之 AI 跨域研究構想，並促成 AI 跨域研究團隊

組建，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規劃「 AI 跨域研究構想補助計畫」徵求國立政治大學各界 AI

跨域研究構想，期待藉由此計畫促成更多 AI 技術多元應用，並結合國立政治大學人社法商

傳播教育等領域，跨域整合國立政治大學優勢與特色，建立人文 AI （Humanistic AI） 跨

域生態系，期望能推動師生跨界 AI，激發 AI 跨域構想。 

 

 

 

 

 

 

 

 

 

 

 

 

 

 

 

 

 

 

 

 

 

【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AI 跨域永續創新競賽以解決人類所面臨的重大挑戰為宗旨，期

待參賽國立政治大學同學運用設計思考，強調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結合 AI 技術，提出創

新解決方案，激發跨域能力。總獎金高達 25 萬元，單⼀團隊最⾼可獲得 8 萬元，歡迎所

有對 AI、永續創新、跨領域應用有興趣的國立政治大學學生踴躍報名參賽。 

 

◎2025 年度主題：✨ Actuality × Potentiality × Infinity ✨  

 

▶「114 年 AI 跨域研究構想補助計畫」公告海報（圖片

來源：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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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賦能的創意與技術，是啟動未來無限可能的關鍵，此次競賽主題發想源自「API」概念，

象徵智能互聯和跨域整合，期待參賽者運用 AI 技術創意發想突破界限，提出具實用性和延

展性的創新方案，共築智慧永續的未來。說明會當天將提供自由組隊時間，歡迎大家踴躍交

流，共同組建理想團隊。 

競賽網頁：https://iaic.nccu.edu.tw/contests/ai-api 

競賽信箱：aiforall@nccu.edu.tw 

主辦單位：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AI 中心）、不動產研究中心 

 

 

 

 

 

 

 

 

 

 

 

 

 

 

 

 

 

 

 

 

 

 

 

 

 

 

 

 

 

▶AI 跨域永續創新競賽海報（圖片來源：人工智

慧跨域研究中心） 

▶競賽說明會當天超過百名同學報名參與（照片來源：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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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說明會上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劉吉軒主任勉勵同學多

元嘗試跨界 AI（照片來源：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 

▶競賽說明會上不動產中心楊松齡主任期待參賽同學連結不動產

產業實務創意發想提案（照片來源：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 

▶競賽說明會與會學生（照片來源：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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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陳昭伶助理教授所帶領之未來媒體實驗

室，所指導之學生於實驗室參與期間進行研究實作，有亮眼的成果表現。於人工智慧科技管

理領域（AI Tech management）研究，英國語文學系雙主修人工智慧應用學士學位學程晏

煒翔同學，於該研究領域進行獨立研究，該題目亦為 113 年國家科會及技術委員會大專學

生研究計畫題目「TSMC Semiconductor Process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Based on Deep 

Learning Methods」，於實驗室研究期間積極參與各項商業管理創新計劃，亦為人工智慧應

⽤研究社社⻑，其優異跨領域表現獲選國立政治大學 113 學年度優秀學生；於視訊監控

（Vision）領域研究，資訊科學系陳芎月同學及蘇胤翔同學，所進行社交訊號處理領域研究

成果已發表至國際論文 ICS 2024（Publisher: IEEE），國內專利申請中，其優異的研究表現

已推甄上理想的頂大工程領域研究所，值得肯定。 

 

學術與實務活動   資訊安全科技研究中心 

【資訊安全科技研究中心訊】普鴻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為迎接量子電腦時代做準備，提升對

於後量子密碼學的知識，邀請資訊安全科技研究中心左瑞麟主任於 2 月 20 日授課。此次課

程主題為「後量子密碼學課程研習」，除了演算法所需的相關知識外，也包含 PQC 介紹、

現行產業使用 PQC 概況等，是為實用的課程。 

 

除本次課程外，左瑞麟主任也於 3 月 13 日至普鴻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進行第二堂課程，以

「基於 Lattice 的後量子密碼學技術及相關應用」為主軸，藉由兩次課程，將使企業透過課

程學習到的知識，能夠持續精進以成為持續成⻑的助⼒，進⽽提供更完善的資安產品與服務

回饋給大眾。 

 

 

 

 

 

 

 

 

 

 

 

 

 

 
▶資訊安全科技研究中心左瑞麟（左⼀）至普鴻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授課（照片 

來源：資訊安全科技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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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量子密碼學課程研習」授課現場（照片來源：資訊安全科技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