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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研究發展處 記者: 花清荷 /攝影: 許芷婕】二月底的午後，和連賢明老師相約他位於綜

合院館的研究室進行訪問，那是一間能看見河堤、任憑陽光自由灑進的房間，深咖啡色的桌

椅、書櫃在暉色下彷彿被罩上金黃色的絲巾，讓空間中增添一股隱隱的靜謐感。而除了成堆

書籍、事務用品外，令人訝異的是，腳踏車也是這間研究室裡的重要成員，「之前有空的時

候會騎騎車，現在太忙了。」剛結束前一場次會議的連賢明忙碌之餘，仍顯露一股獨有的從

容、和善，如同他的研究室般，令人感覺穩重、卻又充滿親和力的深咖啡色。 

 

受跨域、資料分析吸引 踏入醫療經濟學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系學士、碩士畢業後，連賢明便前往美國波士頓大學就讀經濟學博士，也

在當時的指導教授帶領下，正式接觸「醫療經濟學」領域。「它不是一個傳統的經濟學領域，

而是牽涉到醫療、公衛、財務等跨領域的內容。」連賢明解釋，醫療問題牽涉多元面向，會

和醫療保險與政府財政面相關， 因此，在制定相關政策的過程中，除了醫學知識外，也會

需要借助經濟學專業，才能真正制定出適合現況、同時又能優化當下環境的良好政策。 

除此之外，連賢明也提到，能夠處理大數據資料也是醫療經濟學研究的吸引人之處，「 因為

探索嶄新模式 突破跨域定義 連賢明致力攜手學術與政策 

▶連賢明現為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副教授，專攻醫療經濟學領域（攝影：許芷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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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有建置一個完整的健保資料庫，相關的政策討論分析，我們可以透過數據去進行。」透

過分析健保資料庫、財稅資料庫及勞動資料庫，藉由嚴謹的量化、統計方法，研究當中的數

據呈現及變化，也是政策制定的重要環節。 

 

「如何讓醫院用比較好的服務，去照顧更多的病人，這其實是蠻重要的。」道出制定醫療政

策的中心主旨，連賢明也指出，為了維持醫療市場的平衡，需要在許多細節中下功夫，例如：

若在診療科別上收費

差異太大，容易讓醫生

「只選擇想看有錢的

病人」，進而造成醫療

資源不平等的問題；反

之，若讓所有醫師的薪

水相同，也容易造成花

費時間成本較高的大

醫院招不到醫生。「我

們不希望醫生完全按

病人的財富在決定事

情，但也不希望醫生完

全不在乎病人，該怎麼

取捨及平衡，其實非常

重要。 」 

 

集結各方專業 致力政策研究  

 

秉持優化臺灣健保環境的初衷，連賢明自 2021 年起，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立臺灣大學

等教授一同進行政策研究計畫《2030 跨世代臺灣社會發展政策研究－邁向三代健保: 全民

健保收支制度的現況、改革與展望》，目前已邁入第三年。連賢明說明，這項研究案主要希

望討論健保收入面、支出面，以及特別收入制度所造成的影響，期望能夠將研究結果彙整為

報告，作為政府未來推行三代健保的參考標準。 

 

「健康保險其實是希望人們『不因病而窮』，但也不希望因為有保險而造成人們濫用。」連

賢明補充，針對收入面，研究可能考慮，若保費繳納方式改變為依家戶收費，減少民眾負擔，

可能會有哪些利弊。而支出面則考量醫院該用什麼樣的制度支付醫生薪水，才能讓他們有動

機提供好的服務。 

 

以生活化的例子而言，過去偶爾傳出不肖醫生大量開藥給病人，只為能夠領取更多健保補助

▶連賢明的研究室內色調古樸沈穩，同時擺放過去獲得的研究優良獎項、

畢業照等等，充斥美好回憶（攝影：許芷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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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案例，連賢明也解釋，這個情況和「如何給付醫生」有關。他補充，在支付制度中有「按

量計價」的方法，是依藥劑提供次數及多寡給付，但在這樣的前提下，便很有可能出現醫生

大量開藥領取給付的亂象。為了防止類似狀況，有些制度會設定醫生看診次數越多，藥劑的

單位收益便會降低等，希望能從制度面根本防範濫開藥物問題。 

 

身為 2030 跨世代臺灣社會發展政策研究之一，此研究案也集結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一同協

力，包含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立臺灣大學等大專院校合作，連賢明指出，這個案子也囊

括跨領域的專業，除了

在醫療產業第一線坐

鎮的醫學院及公衛學

院外，也涵蓋經濟學、

社會學等人文社科人

才，「需要有一些人專

精在前端，而後端也需

要有專人分析，一個團

隊的組成結構就是這

樣。」透過前後端人才

的銜接及合作，掌握業

界消息及學術知識，進

而讓研究案如虎添翼、

更加全面化。 

 

擔任創國副院長 探索嶄新教學模式 

 

除了擔任財政學系副教授、專注於研究案外，連賢明還肩負另一項重責大任，便是國立政

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以下簡稱創國）副院長。「創國算是學校裡的一個教學實驗。」他分

享，將本籍生與外籍生合併上課、全英文教學以及跨領域課程設計為學院的三大特點。由

於連賢明自回國任教以來，便經常開設外籍生課程，同時自身研究專業也具跨領域特質，

與創國的辦學需求十分契合，他也義不容辭地接下任務，貢獻一己之力。 

 

連賢明也提到在擔任副院長期間的自身收穫。他表示，開設跨領域課程時，會持續提醒自己

「不要預設」的重要觀念。「很多時候跨領域較困難，因多數人感覺自身的領域是相對優勢

的。」他提到，在這樣的觀念下，容易不客觀地忽視其他領域的特殊性及可貴之處，「不同

學科的重點不一樣，要怎麼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其實是蠻重要的。」 對他來說，學會「欣

賞」以及「和不同領域的人對話」，才能真正實踐跨領域學習的意義。 

 

▶身兼多職的連賢明，除了財政學系教授外，同時也擔任創新國際學院副院長

（攝影：許芷婕） 

 



 

 

- 5 - 

他也注意到臺灣學生和外籍學生間的文化差異，「臺灣學生的考試表現相對較好，外國學生

則較為注重發言。」看見這項不同後，也讓連賢明認真思考在授課安排上，如何讓雙方特質

互補，同時又能互相學習，以創造出更為共榮的課程環境。 

 

心繫學術與政策 盼達成真正「跨域」 

 

「過去國立政治大學在國家政策上面扮演重要的角色，蠻可惜這幾年在政策上的合作越來越

少，這件事蠻值得思考的。」高教領域如何與政府政策等實務面，進行有效的銜接及合作，

是連賢明在研究之路上極為重視的議題。包含過去擔任國立政治大學台灣研究中心主任、目

前擔任創新國際學院副院長，連賢明說，其實自己一直都試著從中尋找臺灣的高等教育、部

會政策以及國際合作之間，能否開創出新模式的可能。 

 

過去的大眾印象中，學術工作「象牙塔」、「不知民間疾苦」的印象，往往會造成其與政策研

究掛勾時引人詬病，「但現在學術和政治分的那麼開，是不是抹煞了大學公共化的想像和目

標？」與此同時，他也看見目前臺灣的人文社科領域，由於資料缺乏以及期刊發表等需求，

在政策研究中也大多著重於國外的政策，和臺灣的本土連接偏低，令他感到可惜。 

 

連賢明認為，包含創國的成立，以及近期校園正在努力的國際化目標，將外籍生納入課堂中，

除了促進交流外，也都是為了刺激臺灣學生在學習上的潛力，「國立政治大學在政策研究方

面，其實具有能夠扮演獨特角色的能力。」懷著這樣的目標和期待，不論是在自身的醫療經

濟學政策研究中深耕，抑或是台灣研究中心、創新國際學院的教育端努力，連賢明也持續運

用自身能力，在多元的崗位上，探索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醫療與經濟、臺灣與海外，突破過去種種的跨域挑戰，或許連賢明最希望能夠達成的「跨域」，

便是看見臺灣社會的學術與政策能找到良性方法合作，並共同解決社會問題。如同在他的研

究室中的重重書本能和諧地與腳踏車並列一般，只要互相欣賞、暸解與對話，在同一個空間

待得夠久，學術也能自然地瀰漫至各角落。以不張揚又穩重的方式，在這片土地上，扮演著

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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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校內外學術研究補助與獎勵 

• 各單位或教研人員如需申請學術研討會、研究團隊、學術性專書及校外各項補助案學校配

合款等補助者，務請分別於 9 月 13 日及 11 月 8 日下午 5 時前，將備齊之申請表及相

關資料送達研究發展處學術推展組，俾利提請學術研究補助案審查小組會議審議。 

 

有關「舉辦學術性研討會、研究成果發表會」補助項目，係依國際或國內的類別，並視參與

國家數區分三種補助標準。「國際」學術性研討會／研究成果發表會的補助上限為：新臺幣 

12 萬元／3 萬元（三個國家）、10 萬元／2 萬 3 千元（二個國家）；「國內」學術性研討

會／研究成果發表會補助上限為：8 萬元／1 萬 6 千元。詳情請參閱「研究發展處網站首

頁－獎勵與補助－舉辦學術研討會」頁面資訊。 

 

•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自即日起受理 113 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

博士論文申請案，校內收件截止時間為 3 月 26 日（星期二）下午 5 時止，歡迎各系所博士

候選人踴躍提案申請。為避免網路擁塞，同時建議儘早使用該會旨揭申請案之線上申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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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年度第一期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 113 年 4 月 1 日 

（一）下午 5 時 

113 年度從研究到製造的次世代生物設計專案計畫 
• 113 年 4 月 10 日 

（三）下午 5 時 

2024 年度臺英（NSTC-NERC）雙邊協議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 113 年 4 月 22 日 

（一）下午 5 時 

2025-2027 年度臺灣-拉脫維亞-立陶宛（臺拉立）三邊協議國際合作

研究計畫 

• 113 年 4 月 24 日 

（三）下午 5 時 

2025-2026 年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與比利時法語區科學研究基金會

（FNRS）雙邊合作交流計畫 

• 113 年 4 月 24 日 

（三）下午 5 時 

2025 年度臺灣與印度（NSTC-ICSSR）社會科學雙邊協議國際合作研

究計畫 

• 113 年 4 月 25 日 

（四）下午 5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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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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收錄於 Scopus 資料庫之師生論著共計 48 篇，文學院

13 篇、理學院 2 篇、社會科學學院 6 篇、商學院 9 篇、外國語文學院 4 篇、國際事務學院

1 篇、教育學院 5 篇、資訊學院 9 篇。請參考以下網址：https://reurl.cc/g41KpV 

 

 

 

2025 年度臺斯（NSTC-SAS）雙邊協議國際合作計畫（1-3 年期） 
• 113 年 5 月 20 日 

（一）下午 5 時 

2023-2025 年臺日（MOST-NIMS）雙邊協議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 113 年 7 月 29 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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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年度委託科技計畫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 
• 預先揭露 

113 年度委託研究主題及其研究重點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綜

合研究所 
• 預告主題 

https://reurl.cc/g41K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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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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辦

理「113 年第一場研究倫理教育訓練」，此次課程

邀請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謝佩璇副教授擔任

講座。講題為：Disclosing or Revealing the 

Authentic Details of Research Procedures （揭

示/揭露研究歷程的真實細節），主講人全程以英

文進行演講，吸引校內外師生參與講習，課程內

容豐富生動，共近 50 位學員全程參與，師生來賓

深感收穫豐碩。此次課程將後製並規劃為線上英

文研習教材，促進知識傳播，更為多元的推廣研

究倫理知能。 

 

 

 

 

 

 學術與實務活動   文學院 

•【文學院訊】國立政治大學與台灣聯合大學友校國立中央大學第二度攜手合作，聯合開設

國際漢學碩博士專班「唐宋文學專題：文本與方法」課程，邀請國際知名漢學師資密集授課，

首次課程 3 月 4 日即規劃移地教學，邀請日本九州大學大學院比較社會文化研究所東英壽

教授與國立中央大學師生前來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共同上課。 

 

此次課程「唐宋文學專題：文本與方法」，係由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國際漢學碩博士專班攜

手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開設。邀集四位國際知名學者講授，

期以新銳的學術議題，開展恢弘的國際視野，並創造相互激盪討論的火花。作為首講，國立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陳英傑副教授於開場時，先簡要說明了文學院國際漢學專班的淵源，並

感謝日本九州大學東英壽教授惠允來臺授課，以及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卓清芬教授兼系

▶資訊科學系謝佩璇副教授擔任講座（照片來

源：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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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李宜學副教授的鼎力協助，在國立政治大

學文學院曾守正院長的推動下，兩校合開課程方

得以順利舉行。國際漢學碩博士專班自 108 年

創立以來，與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中央大學等台

聯大友校共同經歷了疫情期間的不便，如今各方

齊聚一堂更顯得難能可貴。國立中央大學李宜學

副教授則表示，通過兩校合作，邀請國際知名漢

學師資來臺授課，期以不同的教學模式嘗試更多

學術研究的討論，開拓唐宋文學研究更多的未知

領域。 

 

前兩講次由日本九州大學大學院比較社會文化

研究所教授東英壽揭開序幕。第一講次主題為

【歐陽脩書簡 96 篇之發現——與日本國寶天理

本《歐陽文忠公集》的關聯性】。此講次以東教授

如何發現之前完全不為人知的 96 封歐陽脩書信

為軸，並展開這些書信與天理大學收藏的日本國

寶《歐陽文忠公集》之間的關係。講授共分為四

個部分，分別為歐陽脩簡介、發現問題之過程、

論文重點提要與書簡之事實證明；第二講次主題

為【亞洲的書籍交流史──宋版《歐陽文忠公集》

的傳播以及江戶時期歐陽脩作品接受與評論】。

講次從亞洲書籍的交流史切入，進一步闡明南宋周必大編纂的《歐陽文忠公集》是如何傳入

日本的，並以歐陽脩日本刻本的出版為重點，討論江戶時代對歐陽脩的接受情況。 

 

教授以口頭演講輔以簡報進行，其中穿插諸多圖片補充，諸如書簡發現後各家新聞媒體的相

關報導、不同版本的差異比較等。圖文並茂的簡報使演講生動有趣。此外，老師嚴謹卻不失

幽默地講授也不時引得眾人笑聲不斷。演講進入尾聲時，東老師也分享了他研究歐陽脩的濫

觴、求學歷程等，讓同學能更暸解東老師研究歐陽脩的學思歷程。 

 

▶日本九州大學大學院比較社會文化研究所東

英壽教授，為國立政治大學與國立中央大學

合開之國際漢學碩博士專班課程授課，主講

「歐陽脩書簡 96 篇之發現——與日本國寶

天理本《歐陽文忠公集》的關聯性」（照片來

源：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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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詰問環節亦有許多精采的交流。第一講次中，國立中央大學博士班江同學提問，版本學

晦澀難懂，擬請教東老師日本有關版本學研究現況為何？老師回答，日本年輕一輩學者較少

關注此領域，他自己也是中年以後才涉足其中，且在日本對版本的取得實也不易，因而其相

關研究益加艱難；國立政治大學柯同學則詢問講者，何以日本學者如此喜愛歐陽脩？老師回

應，日本文化中，自古便多有從中國引入的文化融合其中，因而在學術研究方面對中國傳入

的文本均格外重視。 

 

第二講次中，國立政治大學博士班莊同學請教，明代出版業發達、日本朱子學興盛是否分別

與傳入日本有關，又兩者之間有無交互關係？老師回應，江戶時代的五山文化，特別是儒學

方面、朱子學興盛，並且與出版業有一定的關係；國立中央大學同學請教明以後定義唐宋八

大家，日本對於這些代表作家的接受過程為何？老師回應，一般研究者並不侷限於此八位名

家的研究，而是本身關注的研究對象洽為八大家，諸如在日本學界最受關注的宋代學者為蘇

軾。 

系列講座在溫馨的提問中圓滿落幕。藉由這次跨國界、跨文化的巡禮，學生除了培養更深遠

的學術涵養外，也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中觀察、學習，兼容而開拓更寬廣的國際視野。 

▶日本九州大學大學院比較社會文化研究所東英壽教授（前排左三）、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陳英傑副教授

（前排右二）、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卓清芬教授（前排右三）、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李宜學副

教授（前排左二）與兩校學生合影（照片來源：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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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次的課程，東英壽教授（左圖前排左 2）移地前往國立中央大學上課，國立政治大學

師生線上遠距參與，兩校師生同步於兩地上課，並於課後於線上合影（照片來源：文學院） 

▶日本九州大學東英壽教授（左二）蒞臨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密集授課，課後與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曾守

正院長（左三）、中國文學系陳英傑副教授（左一）、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卓清芬主任（右二）、李宜

學副教授交流合影（照片來源：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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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社會科學學院 

•【行政管理碩士學程訊】社會科學學院行政管理碩士學程「臺灣發展重大公共議題」專題

講座，3 月 9 日榮幸邀請臺灣金融研訓院蘇建榮董事長，以「從財政局長到財政部長：我的

公務生涯經驗分享」為題，用自身公務生涯的歷程與同學分享人生故事。 

 

蘇建榮董事長自美留學返國後，一直在國立臺北大學授課，也擔任過財政學系系主任、教務

長及公共事務學院院長等學校行政主管工作。原本都在學校環境工作的他，因緣際會由臺北

市柯文哲市長透過遴選，邀請其擔任財政局局長。蘇建榮認為在教學研究外，學者若能有機

會將其所學與實務工作結合，並參與政策決策過程，對社會更有貢獻，因此在 2014 年底進

入市府服務。在擔任財政局長任內，他大量償還市府債務，也修改臺北市 BOT 標準作業程

序，強化其公益本質，並檢討權利金計算與招標機制。 

 

2016 年蔡英文總統就職，在時任行政院林全院長力邀下，蘇建榮董事長從地方政府轉至中

央，接任財政部政務次長並兼任發言人，主要負責督導國庫與公股管理業務。在任期間，國

際上有英國脫歐與美元升息等重大經濟挑戰，國內也有報稅系統當機、紐約州金融署對我國

駐美銀行裁罰案、慶富弊案等棘手問題，但他都化危機為轉機。此外，他也協助財政部推動

重要的所得稅制優化方案，讓我國稅制更趨公平，也強化稅收來源。這樣的表現，深獲長官

肯定與賞識。因此當賴清德先生接任閣揆時，希望他能接任財政部長。蘇建榮董事長回憶，

當賴揆宣布此一任命時，他正好在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健檢，記者一早紛紛來電，

讓他心情緊張且壓力遽增，當場血壓指標飆高，讓醫師懷疑有高血壓症狀，將他轉至心臟內

科門診確認，自此反而慢性病處方不離身了。而在部長任內，更推動諸多關務革新、稅務及

稅政的改革。例如精進所得稅網路申報系統，推出手機報稅措施，讓民眾可以輕鬆申報所得

稅。而為了因應美中科技貿易戰、投資臺灣行動方案，適時制定資金匯回專法立法及相關措

施，吸引臺商回臺投資（共 3,350 億元），以厚植國家稅源。此外，更著手修正房地合一稅

（房地合一稅 2.0）與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以維護租稅公平。 

 

八年的公務生涯，蘇建榮自嘲看似步步高升，實則步步驚心，但他一直秉持著讓國家財政邁

向更具韌性與永續發展的理念實踐。他也表示，公職工作的八年是人生最精采的時光，由衷

感謝臺北市政府財政局、財政部的全體同仁，願意與他攜手同行，為我國地方與中央政府的

財政健全一起努力。最後，他分享了曾在皈依的佛前，得到一句籤詩「逆來順受，順來接受」，

並體認到逆來順受不代表鄉愿懦弱，而是一種「圓融有方」地承擔（摘錄自校訊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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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法學院 

•【法學院訊】撰文：李貽安 攝影：宋昱賢 

法學院於 3 月 12 日舉辦大師講座，邀請民法巨擘王澤鑑教授蒞臨演講。王教授以「不當得

利法釋義學的建構」為題，分享鑽研不當得利法體系構造的心路與見解，許多人專程慕名前

來，一睹法學大師風采，除演講廳 300 人座位爆滿外，另有近百人在線上觀賞演講直播，

盛況空前！演講當天適逢植樹節，主持人法學院許政賢院長提起早上蔡英文總統率同五院代

表，在山上校區大草坪種下樹苗，不禁讓他想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十年之後樹苗開

枝散葉，但一位人才的培育，以至一位大師的養成，則需要經過數十年、甚至百年才可能看

到成果，而此刻能再次親炙享譽兩岸、影響四代法律人的民法大師，機緣相當難得，也是國

立政治大學學子的福氣。 

 

對於不到三個月來到國立政治大學演講兩次，王教授謙虛地說：「雖然年紀很大，但我希望

出來走走，跟各位交換意見。」期許自己能精益求精，不斷著述與交流。王教授的演講以「為

什麼選不當得利？」破題，指出不當得利在民法中，扮演調節私法關係的重要角色，並認為

唯有如此抽象的條文，才能承擔規範私法上無法律原因變動狀態的任務，因此特定條文如何

適用，在實務與學說上眾說紛紜，較不容易理解與掌握。王教授提及德國人也認為不當得利

是民法較難的課題，國家考試必考，以測試考生對民法是否全面理解。王教授認為，在臺灣

的國家考試中，少數學者為彰顯獨門見解，常出特殊問題，造成回答限縮在單一觀念，而非

測試對問題是否有較全面的分析能力，他感到相當遺憾！王教授語重心長地感嘆此種現象：

「這種學者從教學觀點、考試目的來講，都是 disqualify himself。」所言意味深遠！ 

 

王教授接續指出，不當得利是由判決構成的案例法，在臺灣經過長達 40 多年的努力，如今

法體系終於緩慢成型，最高法院的判決亦常激起討論，足見法釋義學的重要。針對學說上曾

爭論物權行為無因性問題，王教授認為台灣許多法學爭論，往往屬於學者各自留學國見解的

對立，猶如一場代理人的戰爭，而此點突顯理解比較法體系的重要，並鼓勵學者形成共識、

通說，才有機會影響實務發展。王教授指出，當今判決先例相較過往更為精細，常讀判決除

可増進法律知識外，從內容結構蛻變更能窺見理論的比較發展史。他更以桐城派法學名家史

尚寬為例，講述史先生利用早起時光勤於筆耕，數十年如一日地苦心著述，因而累積驚人的

學術成果；同時，王教授也提到前大法官鄭玉波刻苦勵學的典範，及常保寫作能力的訣竅，

令人獲益良多！遙望前人身教學養，王教授勉勵法律人多「勉強自己一點」，才能不斷進步、

精益求精！ 

 

講座中，王教授邀請與會來賓交流心得。民事法學中心主任王千維特聘教授首先分享學思所

得，認為不當得利法的財產損益變動與侵權行為法遙相呼應，並分享對於不同案例的分析。

臺灣高等法院邱琦審判長在聆聽恩師的精闢演講後，也回憶起 30 年前聆聽老師講課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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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然深深懷念，並期許自己能將所學運用在實務工作中。最高法院魏大喨庭長回憶起在

輔大求學階段，王教授不辭辛勞，遠從國立臺灣大學到輔仁大學教課，自己深受影響與感動，

並感謝王教授對其判決的指正與肯定。最後，王教授也鼓勵在場來賓勇於挑戰現狀，並勉勵

同學不只聽講，還要勤於寫作，才知箇中艱難。 

 

活動尾聲，許政賢院長以「一場知識的饗宴」為本次演講落幕，並代表法學院致贈活動海報

相框禮品。海報照片中王教授眼神堅定，面對浩瀚無涯的未來，他從容穩健的坐姿，映照出

數十年來對民法未曾改變的初心，綻放著保持謙虛、勤勉著述、迎向挑戰的神韻，樹立一代

民法大家的風範，令人十分景仰！ 

 

 

 

 

▶會後全體來賓合影（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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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澤鑑名譽教授（左四）、法學院教師及與會貴賓合影（照片來源：法學院） 

▶王澤鑑老師與演講海報合影（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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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政賢院長（左）為王澤鑑老師（右）演講主持（照片來源：法學院） 

▶王澤鑑名譽教授會後為與會來賓簽書（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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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訊】撰文：孫唯真 

法學院於 3 月 14 日舉辦院級薦外交

換學生經驗分享會，邀請至日本金澤

大學交換的黃郁琪同學，以及至韓國

首爾大學交換的白安渟同學，就赴外

交換之申請歷程、學習心得等，向參

與同學們進行分享交流與經驗傳承。 

 

分享會由法學院黃士軒副教授主持，

黃副教授開場即提及國立政治大學

法學院具備豐富的海外留學與交換

資源，擁有許多姊妺院校，這是很難

得的，因此鼓勵同學於在學期間應多

多把握相關機會積極參與。此外，老

師亦提醒各位同學，由於競爭者繁

多，同學於申請時可以志願序的方式

呈現，以增加入選可能性。 

 

隨後，陳一帆助教向各位同學補充校

級、院級交換之資訊，以及交換獎勵

金申請皆可在學校與法學院的網頁

閱覽相關消息。陳一帆助教更進一步向同學介紹法學院之姊妹校可謂遍布全球，舉凡美國、

德國、日本、新加坡等都有學校與法學院進行交流合作，且有許多姊妹校交換之申請是不限

學碩的，但陳一帆助教仍然建議同學們於高年級具備較充足之法學素養與背景知識後，再進

行赴外申請，如此將更有助於整體的學習與全面的吸收。 

 

針對甄選流程，陳一帆助教也提醒同學，經法學院審查委員同意薦送之名單並不相當於取得

對方學校的錄取通知，對方學校對於同學的申請會再經過一輪的甄選才會確定最終入選名

單。此外，同學們於決定進行赴交換申請時也務必將申請期限、相關公告(諸如：每位同學

至多有兩次交換機會、兩次不可選擇相同國家且合計交換時長不得逾兩年/出國期間須為註

冊狀態等)、選修辦法等詳讀。 

 

緊接著，黃郁琪同學就其赴日本交換的申請作業、行前準備、課程建議與日常生活做了十分

精闢的分享。黃同學道雖然金澤大學規定有些課程外國交換生無法修習，但教授們都十分友

善，若詢問並表達希望參與課程，教授們基本上都會同意，且教授們都非常有耐心且關心學

生，並十分願意回答外國交換生們的疑問，有些教授於期中期末還會舉辦師生聚會，讓整體

▶活動海報（圖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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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非常愉快且充實。黃同學除分享日本交換經歷外，也向同學們提及院級相較於校級申請

容易許多，因僅需經過書審無須面試。此外，黃郁琪同學更表示，交換是他這輩子做過最棒

且絕不會後悔的決定，鼓勵同學們多多嘗試，且若有相關問題都可以找她詢問。 

 

赴韓國首爾大學交換的白安渟同學於分享中則提醒欲赴外交換的同學們日韓交換簽證皆須

取得 CoE(電子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又各校皆有不同的申請文件要求(例如：首爾大學要求

學生宿舍申請需檢附胸腔 X 光診斷證明書與 2 劑德國麻疹的接種紀錄)，同學應即早開始準

備，且於申請後以首爾大學為例，同學們應多加留意公證程序之作業時間。另外，首爾大學

校方公告時間通常偏晚，同學需時刻留意電子信箱。白同學也以自身經驗建議同學們若赴首

爾大學交換選課時遇有人數過多需搶課的情形，可像當地韓國學生至學校附近的網咖搶課，

提升搶到的機會。白安渟同學更表示，出國交換不僅可提升口說能力、與各國學生交流，還

能夠於課餘時間至當地各景點旅遊，體驗不同的人文與風景。 

 

於問答時間，有同學詢問法律系交換是否會影響甚至耽誤國考安排，兩位同學都表明回國

後仍將重心放在國考，且於赴外交換期間亦有修讀法律相關課程以維持法感。對此，黃士

軒副教授認為，國考亦非當年考就確定能夠當年上的事，因此應無所謂耽誤一說。另陳一

帆助教回應碩士班的同學欲赴外交換，應依法學院研究生修業及學位考試規則辦理申報論

文指導教授，至於論文是否完成則不影響申請，同學於申請前亦可與指導教授討論相關事

宜。最後，黃士軒副教授亦向同學們道若選擇至日本交換，各校應都會給予交換生較多的

照顧，同學們不必擔心學習跟不上的問題，同學們可勇於嘗試申請，把握僅在學期間擁有

的難得機會。 

 

▶黃郁琪同學分享學習心得（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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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郁琪同學分享交換生活（照片來源：法學院） 

▶白安渟同學分享學習心得（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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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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國際學院及職涯中心於 2 月 26 日攜手舉辦手拉

手職涯系列講座，特別邀請現任駐洛杉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政治組且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

韓國語文學系校友方崇宇副組長，以「從涉外工作實務談外語職涯及國際事務參與經驗」為

主題，跨海連線向同學分享自己的外交工作經驗。 

 

外國語文學院鄭家瑜院長在致詞中肯定外語學院學生的優勢，「語言是暸解文化非常重要的

一個窗口，各個產業都需要這樣的語言跟文化理解的人才。」創新國際學院杜文苓院長也表

示，此次講者分享的國際事務參與經驗，相當符合創新國際學院希望學生所培養的跨域整合

知識技能，而她認為國立政治大學有很好的環境能讓學生培養此能力。古孟玄副學務長則提

到近年 AI 領域的興起，外國語文學院與創新國際學院的學生將有更大的發展機會，「跨域變

成我們的目標，希望同學藉這一系列職涯講座多發現自己的潛能，多發揮自己的長處。」 

 

演講一開始，方崇宇副組長提出三個問題供同學思索，分別是：「你的熱情與使命是什麼？」、

「你擅長什麼？」以及「你可以為世界貢獻什麼？」。而這三個面向的重疊之處即為職業發

展的最佳方向，他分享道：「進大學前我就很明確，希望從事公共事務，希望透過我的一些

影響力讓我所在的社群，或甚至這個國家變得更美好。」他接著依序以「外交工作及外交人

員」、「外交人員待遇福利及考試」、「外交實務甘苦談」三部分與同學分享。談自己如何跨領

▶白安渟同學分享交換生活（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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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進到外交工作、通過國考、外交訓練，以及這幾年來駐外工作的點點滴滴。 

 

雖然外交公職待遇佳，還能累積豐富的國際事務經驗與見聞，方崇宇副組長也分享了這份工

作的挑戰性。他認為外交人員所需職能除了語言能力、涉外事務學識及協調能力等之外，很

重要的還有抗壓力、良好 EQ 及健康的身體。因工時長，加上經常外派的因素，如何在家庭

婚姻與工作之間達成平衡便是外交人員必須面對的課題。 

 

職涯發展中心張文美總監為此活動收尾，她笑稱目前外交部的人員中大部分都是國立政治大

學的校友，她期許同學透過此次分享，開啟對外交工作的想像，若發現對外交領域有興趣，

在學期間就能修相關的課，提早做準備。校內跨院及結合校級行政單位共同舉辦活動，能為

學生除了在主修系所外，有更多的資源與視野。 

 

 

 

 

 

▶校友方崇宇副組長跨海連線，暢談跨域外交工作經驗（照片來源：記者林婕宇） 



 

 

- 22 - 

 

•【外國語文學院訊】外國語文學院為推廣院深耕計畫之一「跨語種學習者語料庫」之成果

與應用，於 3 月 4 日特別邀請該研究團隊—英國語文學系徐嘉慧特聘教授、斯拉夫語文學

系林蒔慧教授、斯拉夫語文學系葉相林副教授蒞臨院與師生進行「學習者語料庫與跨語言探

討」專題演講。 

 

外國語文學院鄭家瑜院長首先開場致詞，感謝 3 位老師長期致力於建置語料庫並從事跨語

言研究，同時簡要介紹院深耕計畫 8 大子計畫項目，其中「跨語種學習者語料庫」團隊結合

語言學與第二外語教研觀點，針對母語者、學習者、第二語言習得周全建構口語及寫作語料，

實有益於外國語文學院教師教學及研究之用。 

 

演講開始，徐嘉慧特聘教授回顧語料庫與跨語言合作緣起於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時期，一點一

滴累積語料蒐集經驗與研究成果，迄今已邁入 10 個年頭。接著闡述學習者語料，特別是口

語語料對探討中介語之發展至為重要，也概述一些當代第二語言習得理論與方法，藉此說明

研究計畫之立論基礎，即從功能觀點採用自然產出的第一和第二語言資料探究語言形式與功

能意義之對應關係、外語能力之發展序程、以及中介語之改變與成長。 

 

隨後，葉相林副教授詳述「政治大學斯拉夫語言學習者語料庫」（LCSL）建置過程，包括語

料收集、語料建檔、語料庫功能開發等階段性工作；林蒔慧教授接續介紹語料庫搜尋功能與

相關教學研究應用。「政治大學斯拉夫語言學習者語料庫」於 2019 年公開使用，提供以中

文為母語者的俄語與捷克語學習者語料，包括書寫與口語語料，除了關鍵詞搜尋功能外，目

▶外國語文學院鄭家瑜院長（前排左一）、學生事務處古孟玄副學務長（前排左二）、創新國際學院杜文苓

院長（前排右二）及職涯發展中心張文美總監（前排右一）和參加同學合影（照片來源：記者林婕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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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正建置語料偏誤標記資料庫，未來將提供偏誤搜尋功能。相信該學習者語料庫不僅有助於

提升教師教學成果、促進學生使用語料庫資源自我學習，更有助於匯聚研究能量。 

 

除了學習者語料庫的相關介紹之外，徐嘉慧特聘教授以華語、俄語及西班牙語的「Path of 

Motion」為例，葉相林副教授與林蒔慧教授也分別透過「Fear-construction」、「Do-

construction」，傳達跨語言研究之豐富性與多元性。 

 

在提問與回應的 Q&A 環節，研究團隊和與會師生互動熱絡，並在學習者語料庫永續經營與

傳承之重要性取得共識。此次活動吸引外國語文學院內外師生參與，精彩且豐富的演講內容

讓與會師生收穫良多。 

 

 

 

 

 

▶外國語文學院鄭家瑜院長（右一）開場致詞，感謝英國語文學系徐嘉慧特聘教授（右二）、斯拉夫語文

學系林蒔慧教授（左二）及斯拉夫語文學葉相林副教授（左一）長期致力於建置語料庫並從事跨語言研

究（照片來源：外國語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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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訊】斯拉夫語文學系於 2 月 22 日在舉辦「與捷克詩人有約」活動，邀請

多明尼克．巴爾特（Dominik Bárt）、菲利普．克萊加（Filip Klega）以及伊凡．莫蒂爾（Ivan 

Motýl）3 位捷克詩人，一起閱讀不一樣的捷克，詩人們與所屬的「作家閱讀月」（Měsíc 

autorského čtení）團隊應我國文化部和臺灣文學館之邀來臺，主要目的除了參加當週熱鬧

登場的臺北國際書展外，同時也積極宣傳七月即將在捷克舉行的「作家閱讀月」活動。 

 

作家閱讀月為中歐地區享譽盛名的文學節，每年七月邀請一個主題國的 31 位作家，以馬拉

松式接力的方式，在捷克、斯洛伐克以及烏克蘭（如果情況許可的話）的 4 至 5 個主題城

市，舉行為期一個月的作家朗讀會。今（113）年第 25 周年的「作家閱讀月」主題國為臺

灣，也是該活動第一個亞洲主題國。同時這也意味著，今年夏天有整整一個月的時間，中東

歐地區將充滿著臺灣文學的氛圍。 

 

活動一開始由斯拉夫語文學系柯瓊鎣系主任為代表，歡迎遠道而來的詩人，隨後由三位詩人

依序朗讀自己創作的現代詩，主題涵蓋跨性別、跨世代、政治、戰爭以及啤酒，其劇場性與

深具音樂性的表演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引起同學們熱烈的迴響。活動最後在同學們的積極

提問，在詩人們的幽默回應中結束。 

 

▶與會師生合影（照片來源：外國語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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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先前所提，7 月即將在捷克揭幕的作家閱讀月以臺灣為主題國，象徵著臺灣文學與文化

在中東歐地區進一步播種、紮根。文學的力量無遠弗屆，文化互動更是意義深遠，作為臺灣

斯拉夫語文研究重鎮，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人在轉譯交流間身負重任，期待與捷克詩人

再相約。 

 

 

 

 

 

 

 

 

 

 

 

 

▶斯拉夫語文學系林蒔慧教授（右一）向在場聽眾介紹三位詩人，左起：多明尼克．巴爾特（Dominik Bárt）、

菲利普．克萊加（Filip Klega）、伊凡．莫蒂爾（Ivan Motýl）（照片來源：斯拉夫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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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傳播學院 

•【傳播學院訊】電視臺的未來是什麼？在

有線電視剪線潮下，緯來電視網李鐘培董

事長認為電視臺應該加強數據管理、建構

使用者資料庫，並且在這個基礎上，發展電

商、直播、戲劇、音樂以及新聞等服務與內

容，並希望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多鼓勵

學生加入影視產業，將臺灣的影視推向國

際。 

 

為暸解電視產業的發展，國立政治大學傳

播學院陳憶寧院長於 2 月 15 日拜訪緯來

電視臺。原本於金融產業發展 20 年的李鐘

培董事長，以不同於傳統媒體經營者的視

角，為來訪的老師們介紹了目前內容、娛

樂、影視產業的最新變化。 

 

▶全體師長合影留念。右起：傳播學院李家驊副教授、

傳播學院研究暨發展中心施琮仁主任、盧建誌助理教

授、陳憶寧院長、王亞維執行長、李怡志助理教授（照

片來源：傳播學院） 

▶三位詩人與國立政治大學師生合照。第一排從左至右為斯拉夫語文學系林蒔慧教授、柯瓊鎣主任、捷克

詩人伊凡．莫蒂爾（Ivan Motýl）、菲利普．克萊加（Filip Klega）、多明尼克．巴爾特（Dominik Bárt）

（照片來源：斯拉夫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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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年間，如 Netflix 這樣的平臺對全世界的影音產業造成重大衝擊，以韓國為例，原本

五大電視臺對於戲劇產業有絕對的主導權，但 Netflix 掌握了比韓國五大電視臺更大的流量

後，就可以影響韓國影劇產業。而 Netflix 在購置新片時的條件也越來越嚴苛，過往只要看

劇本就可以投資，現在則是拍好了才買，而且價格越來越低，使得拍攝方將影片拍好賣給

Netflix 的做法，註定無法回收成本。 

 

李鐘培董事長認為在這種傳播環境下，臺灣需要更積極的發展自己的影音內容，而且目標不

再是傳統的「華文市場」，要能夠走向國際。而放眼臺灣的影視環境，資金、導演、製作團

隊都不缺，最缺的是好劇本。他建議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可以多鼓勵學生朝劇本寫作邁進，

緯來電視臺也願意與傳播學院合作，提供學生實習機會。 

 

從金融業轉戰媒體業的李鐘培董事長認為，媒體產業最終還是內容為王，只是內容的型態多

元，長、中、短影音內容需要兼顧，而且電視臺也可以進入網路直播市場，結合電子商務。

但這些的背後必須有良好的數據分析為基礎，透過人工智慧將使用者分叢，摒棄傳統電視臺

以基本人口學資料作為市場分眾策略，才可以將流量變現，進而吸引投資進行製作，形成一

個有遠景的影視環境。 

 

此次參訪由傳播學院陳憶寧院長帶隊，隨行參加者還有傳播學院研究暨發展中心施琮仁主

任、在職碩士專班王亞維執行長、李怡志助理教授、盧建誌助理教授以及李家驊副教授，此

行也參觀緯來電視臺的主控室、攝影棚及轉播車，暸解目前電視臺的傳播環境與設備。（摘

錄自校訊新聞） 

 

•【傳播學院訊】傳播學院於 2

月 29 日舉辦「Automation in 

the Newsroom: Evolving 

Human-Machine Relations 

and A Field Analysis of 

Journalist / Technologist 

Perspectives」講座，邀請新加

坡 國 立 大 學 傳 播 與 新 媒 體 系

Shangyuan Wu（吳上媛）講師

向參與師生分享近期的研究成

果。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游絲

涵助理教授開場時表示，自己作

為閱聽人研究領域的學者，很期

待能和吳上媛講師討論人工智

▶ 吳上媛講師（右）講座後和傳播學院游絲涵助理教授合影留

念。（照片來源：傳播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436/part_16169_6842654_4168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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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對新聞閱聽人的影響。 

 

吳上媛講師指出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的成熟，大數據時代下的記者也開始在新聞產製過程中使

用人工智慧。「我透過採訪記者和人工智慧專家，暸解新聞工作的轉變。」吳上媛講師表示

其研究關心演算法和人工智慧如何改變記者的工作，而除了理論上的推演，他也實際採訪從

業人員暸解他們的想法。「在製作新聞時人和機器間的合作關係，我們目前還不清楚。」吳

上媛講師認為學界缺乏對人工智慧和記者間關係的理解，也不暸解編輯室中的權力關係如何

因人工智慧技術而轉變，因此他希望研究能補足知識的缺口。 

 

吳上媛講師表示，研究顯示記者對人工智慧的發展有兩派不同的觀點。一派擔心工作將被人

工智慧取代，另一派認為人工智慧能處理基礎的工作，讓記者有時間製作更深度的報導。技

術專家則認為人工智慧能幫助記者提升效率，也能幫助記者分析資料、蒐集證據，進而製作

出更有公信力的報導。「科技領域和新聞領域的合作，是一個互惠的關係。」吳上媛講師指

出，提供人工智慧產品的科技公司，也因為產品被新聞機構使用而增加公司名望。最後他提

出新一代記者不能害怕面對大數據，必須學習如何使用人工智慧工具，才能在新聞產業利潤

下降的趨勢下維持競爭力。（摘錄自校訊新聞） 

 

 

 學術與實務活動   國際事務學院 

•【外交學系訊】外交學系於 2 月 19 日迎來美國參眾兩院的議員助理訪團，與吳崇涵系主

任及多位學生進行交流；外交學系黃奎博教授亦列席參與。兩位教授均於美國攻讀博士學位，

在自我介紹階段提及許多自己過去與

美國及華盛頓特區的聯結，令此次遠

道而來的嘉賓感到親切。 

 

在此次到訪的助理訪團中，除了有隸

屬於共和、民主兩黨的議員助理外，

各自專業的議題領域亦不盡相同，有

受到諸多學生關注的兩岸情勢、美臺

軍售議題的專家，也有以經貿、稅制

及教育為專業背景的學者，相當具有

多元性。 

 

對於學生而言，也能聆聽到許多不同

領域的立法專家，分析美國的政策考

▶ 外交學系吳崇涵主任歡迎參訪團到訪進行交流。（照片

來源：外交學系）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32/part_14772_8729369_6151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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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受用良多。來訪的團員也不吝分享自己關注的議題、過去在求學階段所學，鼓勵學生思

考與勾勒自己職涯的藍圖。 

 

會中對於學生有關國會議員助理出訪他國所蘊含意義的提問，助理團以相當詳細的內容回

覆。助理團出訪的主要目的，在於更加暸解臺灣人民的想法，藉由實際走訪可以探知當地的

實質需求，並建立更深層的連結。這不僅有利於美國讓其對外政策更趨完善，同時也對於洽

談貿易、教育合作等議題領域有所助益。尤其美國的對臺政策與美中關係具有高度關聯性，

如果不親自走訪臺灣，將無法得知臺灣人民對美國與中國大陸最真切的想法，實際踏查的經

驗，勢必成為未來美國國會議員在推動對臺立法上重要的參考依據。 

 

代表團團員在活動尾聲向在場的師生提問：「站在臺灣人民的角度，你覺得美國的決策者還

有什麼是需要考量的？」面對如此看似單純卻相當具有討論空間的提問，吳崇涵主任認為重

要的是美國政府如何向臺灣人民釋出訊息。在臺海局勢逐漸升溫的現在，「若臺海發生衝突，

美軍是否會協防臺灣？」莫過於是臺灣人民心中最想得到解答的問題。美國政府如何向臺灣

人民釋出訊息、善意及建立互信關係，或許是現在最受臺灣人民所關注的議題。此次活動不

僅來自美國不同黨派的議員助理來訪，與會學生都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國家，包含日本、菲

律賓、美國、德國、法國及烏克蘭等。藉由訪團團員與各國學生間的交流，雙方得以更瞭解

彼此重視的議題與想法。（摘錄自校訊新聞） 

 

•【東亞研究所訊】東亞研究所於 2 月 2 日

接待韓國仁川國立大學中國學術院學者訪

問團。韓方學者包括仁川國立大學教授兼中

國學術院安致潁院長、曺亨真副院長、具滋

善常任研究員、朴桂花研究教授，以及忠南

國立大學和平安全研究所張榮熙研究教授；

臺方出席者為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兼國際

關係研究中心王信賢副主任、東亞研究所合

聘教授暨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蔡文軒研

究員、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張弘遠副教

授、以及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曾偉峯助理研究

員。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鍾延麟所長正在日

本慶應義塾大學進行學術訪問，為表對此訪問團的重視，以視訊方式參與會議。 

 

雙方分別對各自所屬學術單位進行簡介，並針對眾多議題進行熱切交流和探討，包括：臺韓

之間的學術交流與互動、彼此的研究領域與近來發現、中共黨史與書籍出版、世界的中國研

究視角與重點、中國研究的資料蒐集面臨之困境與應對之道、歷次中共歷史決議之意涵及其

▶東亞研究所與韓國仁川大學交流座談會合影留念 

（照片來源：東亞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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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中共政治的權力與人事問題、國際關係與兩岸關係，以及甫結束的臺灣選舉與政黨互

動等。（摘錄自校訊新聞） 

 

 學術與實務活動   教育學院 

•【教育學院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核定設立的國立政治大學「數位賦能與 ESG 永續

創新產學聯盟」、MIT 及聯合國教育組織合作，提出 SSD 永續教育與產學創新整合輔導計

畫，協助企業更智慧有效進行 ESG 永續轉型創新及產業價值鏈升級。同時也從產學合作回

饋到教育創新與社會實踐發揮影響力。 

 

國立政治大學產學聯盟攜手 ESG 世界公民數位治理基金會，於 3 月 5 日在教育學院舉辦

「百萬學童：世界公民素養教育計畫」發表會。期營造一個鼓勵大學師生響應聯合國永續發

展目標，持續運用學界的知識與科研技術，裨益我國產業及早於校園階段實現布局，培育更

多具前瞻數位科技能力和世界公民素養，與國際接軌發展的關鍵人才。 

 

教育學院余民寧院長表示，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是全國第一個成立，並擁有從幼兒園到產

業教育完整學習體系的大學學院，期待教育的影響力能夠透過產學合作持續擴大。國立政治

大學 ESG 產學聯盟計畫主持人顏敏仁教授表示，聯盟依循國科會政策設立數位賦能與永續

發展研究中心，和國際頂尖大學合作持續推動以 SSD 管理科學驅動企業創新成長、驅動 ESG

永續經營、永續教育及創新實踐，讓臺灣學子和產業發展與世界同步。 

 

ESG 世界公民數位治理基金會陳春山董事長表示，能有機會與產官學尤其是教育領域專家

與學者對談計畫內容，收穫頗豐。期盼這次合作的世界公民素養教育有更多的教師與學童受

惠。此次發表會邀請新竹市教育處陳木金處長、臺北市教育局鄧進權副局長、新北市教育局

副劉明超局長、國立政治大學周行一前校長、中華民國教育行政學會吳政達理事長、臺灣教

師專業發展學會郭昭佑理事長，以及雙北市十所國小校長：潭美國小方芳蘭校長、明道國小

匡秀蘭校長、景美國小康燕玉校長、力行國小黃國校長庭、銘傳國小卓家意校長、太平國小

陳智蕾校長、螢橋國小莊訪祺校長、雙溪國小廖大烱校長、莒光國小林義祥校長、深坑國小

郭雄軍前校長與會，分享對世界公民素養教育的看法和經驗，強調領導與實踐重要性。產業

界計有公共電視、華視、遠傳電信等 15 家企業響應。 

 

我國教育部 108 課綱中培養學生成為世界公民，是經由老師的引導，讓學生透過不同文體

學習溝通、表達及思辨能力為關鍵。教育部潘文忠部長在媒體訪問時表示，108 課綱增加「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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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與實作」，讓學生學習如何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近期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公布「IMD 世界

競爭力年報」結果，我國在世界競爭力排名為全球第六名，其中有很大比例是因為「人才養

成」得分。 

未來國立政治大學國際團隊與產學聯盟將持續攜手地方社會推廣數位賦能永續發展教育，紮

根永續城鄉教育基地。讓國際看見臺灣的世界公民素養。（摘錄自校訊新聞） 

 

•【教育學院訊】嶺南大學研究生院、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以及亞太高等教育研究聯盟

（APHERP）於 3 月 22 日共同舉辦「國際化與高等教育品質管理研討會」（The 2024 

Symposium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Quality Manag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此一兩校共同合作的有關高等教育品質管理之國際研討會已邁入第六年。此研討會主要目的

在促進有關亞太地區之高等教育國際化和品質保障的學術交流，並增進教學與研究的品質提

昇。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代表團由副院長胡悅倫教授、侯永琪教授和莊俊儒博士共同出席，

侯永琪教授也代表國立政治大學發表論文。此次研討主要分為三大主題：「高等教育品質管

理」、「跨域學術研究合作」及「國際夥伴及高等教育學生學習成效」。 

 

兩位專題演講之發言人包括日本廣島大學黃福濤教授，分享「前景與挑戰：亞洲高等教育國

際化的演變」（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The Evolving Landscape of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Asia），以及英國曼徹斯特大學 Dr. Miguel Antonio LIM，討論「高

▶發表會合照，前排由左至右為: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余民寧院長、國立政治大學 ESG 聯盟顏敏仁永

續長、ESG 世界公民基金會陳春山董事長、新竹市政府教育處陳木金處長、國立政治大學周行一前校

長、中華民國教育行政學會吳政達理事長、臺北市教育局鄧進權副局長、新北市教育局劉明超副局長以

及公共電視總經理徐秋華總經理（照片來源：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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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國際化與永續發展目標：國際化的新趨勢」（The New Logic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in Higher Education）。另外，嶺南大

學莫家豪副校長主講「Trans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nd Asia: 

Quality Assurance and Student Learning Experiences」議題；教育學院侯永琪教授也分

享 近 期 發 表 期 刊 論 文 「 Evolution of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from 

INQAAHE GGP to ISGs -Are quality assurance agencies in Asia ready to the emerging 

quality assurance modules? 」。此外，也有來自英國牛津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和西南大

學的學者進行發表。此次研討會共約 110 位參與者共襄盛舉，包含嶺南大學師生及全球線

上參與者，參與者彼此皆對亞洲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挑戰有充份討論，也對未來亞太地

區高等教育學術國際合作，提出相關建議與策略。 

 

 

 

 

 

▶「國際化與高等教育品質管理研討會」參與長官合影（照片來源：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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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院胡悅倫副院長致詞（照片來源：教育學院） 

 

 

▶教育學院侯永琪教授進行學術期刊發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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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國際學院訊】創新國際學院 Deasy Simandjuntak 助理教授近期參與哈佛甘迺迪學

院 Ash Center for Democracy and Innovation 舉辦線上研討會，探討印尼總統大選的進

程。這場名為「印尼總統大選的影響：民主與國家發展的未來」（Implications of Indonesia’s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的線上研

討會主要由 Ash Center for Democracy and Innovation 和 Rajawali Foundation Institute 

for Asia 共同舉辦，是其舉辦全球選舉網絡系列研討會中其中一場研討會。 

 

此次網絡研討會的目的在於剖析印尼總統候選人 Prabowo Subianto 在 2 月 14 日印尼總

統大選中的壓倒性勝利所帶來的後續影響，在此次選舉中，取消了原定於 6 月舉行的決選。

身為世界第三大民主國家的印尼，這次選舉的結果對該國的民主狀況和國家發展軌跡具有重

要影響。 

 

Simandjuntak 助理教授與其他傑出的演講者一同參與此次活動，包括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

Made Supriatma 訪問學者。而同為創新國際學院與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訪問學者

Simandjuntak 助理教授，則以她在印尼政治和地區事務方面的專業知識提供獨特的觀點。 

研討會由 Rajawali Foundation Institute for Asia 印尼公共政策項目主席 Jay Rosengard

主持，探討選舉結果的各個面向，與對民主機構的影響到對未來國家政策方向的影響。

Simandjuntak 助理教授在活動中的參與凸顯了學術界參與塑造民主治理和選舉過程討論

的重要性。她的貢獻讓與會者能更清晰理解印尼最近總統大選後該國面臨的挑戰和機遇。活

動吸引了對印尼及其他地區政治、民主 及發展交集感興趣的各界人士。 活動連結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wtaXLr3RI0。 

▶ 線上研討會由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 Made Supriatma 訪問學者（左上）、Rajawali Foundation 

Institute for Asia 印 尼 公 共 政 策 項 目 主 席 Jay Rosengard （ 右 上 ）、 及 創 新 國 際 學 院 Deasy 

Simandjuntak 助理教授（中下）共同討論（照片來源：創新國際學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wtaXLr3R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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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實務活動    選舉研究中心 

 

•【選舉民主中心訊】由華府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MF）亞洲計畫葛來儀（Bonnie Glaser）

主任帶領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訪團一行 13 人，於 2 月 19 日至選舉研究中心拜會，由選舉

研究中心游清鑫主任、鮑彤合聘副研究員及外交學系張文揚教授及李佳怡教授共同接待，雙

方就選後兩岸政策與兩岸關係討論交流。 

 

 

學術與實務活動    永續創新民主研究中心 

 

•【永續民主中心訊】永續創新民主研究中心致力於拓展與國際社會的緊密連結，以進一步

深化我們在國際舞臺上的能見度。科技、民主與社會研究中心（DSET）劉奇峯執行長於 2

月 21 日至 23 日應邀赴印度首都新德里參與由印度最大智庫觀察者基金會（ORF）和財團

法人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TAEF）聯合舉辦的第二屆臺印論壇，以及由印度外交部主辦的印

度年度地緣政治盛會「瑞辛納論壇（Raisina Dialogue）」（又稱雷崗論壇）。我方參與的代

▶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訪團由華府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MF）亞洲計畫葛來儀主任領隊（後排右 5）

與選舉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及外交系教授合影（照片來源：選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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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團包括國家安全會議徐斯儉副秘書長、財團法人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蕭新煌董事長、楊昊

執行長、駐印葛葆萱大使、陳牧民公使等。 

 

劉執行長在臺印交流場次中深入參與了有關臺印未來科學技術合作的討論，他強調，臺印之

間的合作潛力不僅僅在半導體、電子、資通訊等產業領域，還包括基礎科學和特定領域，如

太空、極地和海洋研究等，都存在科研和地緣戰略上的潛力，值得雙方共同努力提升合作層

次。這次交流不僅提升了 DSET 與國際社會的連結，更奠定了我方與印度方面未來合作的基

礎，促使雙方未來能夠更深層次、更廣泛地進行有益的交流。 

 

 

 

 

 

 

 

 

▶與會貴賓共同合影留念，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學研究所林筱甄助理教授（左二）、科技、民主與社會

研究中心劉奇峯執行長（中）、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陳宗巖副院長（右二）、印度 Jindal 大學潘孟吉助

理教授（右一）（照片來源：永續創新民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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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創新民主研究中心訊】在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台積電）即將於

日本熊本縣開設半導體廠之前，科技、民主與社會研究中心（DSET）半導體產業政策研究

組組長張智程博士與組員江旻諺研究員赴日本進行拜訪。他們訪問政治菁英、行政官僚、半

導體業者、中小企業經營者，甚至普通民眾，以深入瞭解日本產業、政策及公民社會對於台

積電在當地設廠所帶來的前景與挑戰。 

 

在此次日本之行中，張智程博士針對台積電在日本設廠可能面臨的挑戰進行了深入研析，將

這一系列的觀察以時事評論的形式分成四篇文章刊載在媒體上，並在日本熊本廠開幕前後陸

續發表。這些研究觀察也將以更詳細、完整的方式，作為科技、民主與社會研究中心的研究

成果，整合在中心年度成果論壇中發布。 

 

•【永續創新民主研究中心訊】科技、民主與社會研究中心的半導體產業政策研究組的何明

彥研究員，於 2 月 22 日於媒體上刊載「美中科技新戰場：中國「電子設計自動化（EDA）

的發展與策略」一文，分析美國對半導體相關軟體出口的限制對中國的衝擊，指出美國的禁

令雖然對中國產業造成打擊，但中方大量補助政策也促使相關產業迅速成長。同時，美國半

導體公司試圖遊說政府放寬部分禁令，增加了中美貿易戰中半導體產業發展的不穩定性，未

來的走向仍需進一步觀察。 

 

▶科技、民主與社會研究中心執行長劉奇峯（右）參加由印度最大智庫觀察者基金會（ORF）和財團法

人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TAEF）聯合舉辦的第二屆臺印論壇（照片來源：永續創新民主研究中心） 

 



 

 

- 38 - 

•【永續創新民主研究中心訊】永續創新民主研究中心於 3 月 1 日邀請到麻省理工學院「達

賴喇嘛倫理與轉化價值中心」Tenzin Priyadarshi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分享對生成式 AI 時

代下倫理議題的深刻洞察。在這次演講中，與會者深入討論了在生成式 AI 不斷普及的情況

下，人類應該如何應對真相、想像和可能帶來的欺騙問題。 

 

演講中，科技、民主與社會研究中心（DSET）的研究員與 Tenzin Priyadarshi 總裁兼首席

執行官進行熱烈的討論。深入探討在生成式 AI 的影響下，人類應該如何認知真理，尤其是

不同世代對於真理的想像存在差異，這在當前社會中可能導致更大的分歧。除此之外，AI 的

快速發展也考驗著政府應對社會衝擊的能力，包括 AI 是否會取代部分產業的就業機會，以

及虛假資訊的傳播如何防範。如果政府不制定相應的法律來規範 AI 產業，可能會引發更多

社會問題。生成式 AI 不僅對社會層面造成衝擊，還需要國家和國際之間更為宏觀的合作機

制，以應對生成式 AI 時代的各種挑戰，包括真實性、信任、倫理和知識流通等方面。Tenzin 

Priyadarshi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強調，科技與社會發展之間的互動需要全球性視野和跨學科

合作，以應對當前的挑戰。 

 

 

 

 

 

▶Tenzin Priyadarshi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與科技、民主與社會研究中心 DSET 成員合影留念（照片來源：

永續創新民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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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創新民主研究中心訊】永續創新民主

研究中心與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科技國際策

略發展所於 3 月 6 日在臺北世界貿易中心展

覽 大 樓 舉 辦  "Transforming Taiwan: 

Towards a Green Future" 國際論壇。該論

壇將深入討論全球永續轉型議題，聚焦各國

政策倡議的現狀與發展方向。科技、民主與社

會研究中心劉奇峯執行長將主持其中一個環

節，圍繞 Transformative Innovation Policy 

Consortium 中的案例進行探討，包括臺灣

淨零轉型政策、資源循環到農碳倡議淨零碳

排，以及綠色貿易計畫的推動與轉型等議題，

力求進行深入而務實的討論。這次論壇不僅

提供了一個互動交流的平臺，更將透過深度

討論引入前瞻性思維和創新理念，致力於推

動臺灣走向更為綠色與永續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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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寒料峭中，國立政治大學迎來春天以及開學季。在開學的

第二週，創意實驗室為學生規劃了主題為「來一場森林癒吧！Welcome to the For-rest 

Playground!」的開學典禮。在當中有放鬆身體、覺察自己的練習；有傾聽自然、在戶外探

索的活動；也有自由書寫、分享感受的時間。參與的學生在開學匆匆的行程中，暫時有一些

放空的時間，跟自己好好相處。 

▶"Transforming Taiwan: Towards a Green Future"

海報（圖片來源：永續創新民主研究中心） 

 

（照片來源：永續創新民主研究中心） 

 



 

 

- 40 - 

 

 

 

▶呼應開學典禮「來一場森林癒吧！」，此次活動讓學生在藝文中心週邊自由探索（照片來源：

X 實驗學院籌備處） 

 

 

▶「來一場森林癒吧！」大合照，同學比出 X 實驗學院的手勢（照片來源：X 實驗學院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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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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心智科學腦造影中心將於 3 月 29 日在資訊大樓 B1

智慧教室舉辦「fMRI 資料分析工作坊」，活動主要對象為對 fMRI 資料分析有需求以及有興

趣的人員。當日將有實例講解、搭配 fMRI 分析軟體 SPM 進行實作，課程內容包括影像前

處理、個人及群組分析等相關課程。報名連結：https://reurl.cc/nrA586 

 

 

 學術與實務活動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訊】臺灣原住民族憲判 4 號與 17 號的判決對原住民族社會的影響深

遠，兩案的判決受到日本學術界的注意。日本獨協大学松岡格教授籌組「台湾原住民の身分

と現代的課題」研討會，特別邀請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林修澈名譽教授與黃季平教授前往東京

參與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此次研討會議於 2 月 15 日至 16 日於東京埼玉縣川越市召開，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

中心發表議題獲得相關領域學者的重視，未來將陸續研究該議題共同研究合作的可能性。 

 

 

 

▶fMRI 資料分析工作坊（海報來源：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https://reurl.cc/nrA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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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訊】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承辦由國立臺灣圖書館委託之《LÁN 基隆》的

復刻版，這是國立臺灣圖書館與國立政治大學林修澈名譽教授合作，以原件日語、臺語、華

語三語對照方式翻譯復刻《鄉土讀本 我が基隆》。 

 

此書除完整介紹基隆的地景、環境、文化及現代化建設外，最大的特色是收錄全臺獨一無二

的「かるた」（歌留多）歌謠，透過歌謠讓基隆躍然於眼前。另一亮點為臺語翻譯，透過虛

詞、實詞分辨，漢字、羅馬字並用，以及特殊的斷詞設計，建構出別出心裁的臺語表記方式。 

 

《LÁN 基隆》全書 560 頁，提供原件日語、臺語、華語三語對照，除保留原始文化的脈絡，

亦提高特藏資料的近用性，有助於本土語言教材的建構與推廣。 

 

 

 

 

 

 

 

 

 

 

 

▶「台湾原住民の身分と現代的課題」研討會大合照（照片來源：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LÁN 基隆》封面（圖片來源：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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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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科技研究

中心於 2 月 20 日正式揭牌，由資訊安全科技研究

中心左瑞麟主任掛上資訊安全科技研究中心名牌，

並與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曾一凡助理教授及

孫士勝助理教授一同出席見證。 

 

資訊安全科技研究中心以文、法、商等領域為後盾，

結合金融科技的資安應用，主要探討在金融科技下

之資訊安全相關議題。為促進校內資訊安全相關研

究跨領域連結，梳理並瞭解產業及學術界之需求與

趨勢，扮演資安跨界應用合作之協作與交流媒合平

臺角色，並以「研發」、「國際合作」、「產學」及「人

材培育」為四大目標，以此提升國家資安能量。 

 

 

 

 

 

 

 

 

 

 

 

 

 

 

 

 

 

 

 

▶資訊安全科技研究中心左瑞麟主任（左）、資訊科學系曾一凡助理教授（中）及孫士

勝助理教授（右）一同出席見證（照片來源：資訊安全科技研究中心） 

 

 

▶資訊安全科技研究中心左瑞麟主任親自掛

牌（照片來源：資訊安全科技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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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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廣 AI

普及、AI 跨領域研究並培育 AI 跨域人才，

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人工跨領域研究

中心）於 113 年度推動執行「AI 跨域研究

構想補助計畫」及「AI 跨域永續創新競賽」

兩項計畫，兩項計畫皆以『解決 AI 世代中

人類社會的重大問題』為宗旨，期望促進國

立政治大學教職員生間共組跨域團隊，共

創共思提出 AI 跨域的創新解決方案或研

究方向，讓 AI 於校園及生活中落實應用，

並逐步建構校園內 AI 跨域網絡及社群，以

達 AI 普及之目標。以下分別介紹兩項計

畫。 

 

為鼓勵 AI 跨域研究，凡具備 AI 跨域精神

之研究創作或構想皆可參與此計畫之徵

求， AI 跨域研究構想之形式、主題皆不限。

期待各申請團隊將 AI 與各領域結合，深化

或開創該領域的新研究、發展應用端或與其

他領域連結，提出具創新性、社會效益及影

響力之 AI 跨域研究構想，期盼徵得具有人文價值的技術應用及討論。 

 

計畫著重於創造跨域整合之綜效與價值，希望透過此計畫，鼓勵國立政治大學各界以人文社

會角度出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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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展人文 AI 工程。 

 

此次計畫徵求團隊區分為教師組與研究生組，教師組以教研人員組成為主，研究生組則主要

以在校學生組隊，教師組團隊最高有機會獲得新臺幣 13 萬元補助，研究生組團隊入選發表

後則能獲新臺幣 2 萬元獎學金，面對 AI 世代來臨，如何運用 AI 技術跨域應用成為顯學，歡

迎國立政治大學師生踴躍組成跨域團隊，激發 AI 跨域構想遞件申請。 

 

•【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訊】為鼓勵國立政治大學學生應用 AI 實作，人工智慧跨域研究

中心籌辦 2024 AI 跨域永續創新競賽，競賽以解決人類所面臨重大的問題為宗旨，期待參賽

同學以設計思考為基礎，強調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跨界 AI 領域並提出創新解決方案，以

▶「AI 跨域構想」海報（圖片來源：人工智慧跨領

域研究中心） 

（照片來源：資訊安全科技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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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跨域能力，更希望透過同學能思考如何運用人工智慧（下稱 AI）技術，推動以 AI 重塑

2030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發展與實踐，尋找永續發展之可能。 

 

首屆競賽以 1984／2024 為年度主題，旨

在反思數字資本主義的影響，強調資本主

義透過數位科技對市場的掌控，以及對生

產者和消費者系統的監控與干涉。在此背

景下，期望呼籲重新思考 AI 科技對人類

生活所帶來的各種影響，例如貧富差距、

永續發展、責任性消費和生產、氣候行動、

和平與正義、以及制度的健全性等。 

 

此次競賽建議的發想方向包含解鎖 AI 未

來世界、宅智能、AI 的極致藝術、居住正

義，但不限於此，也期待與競賽主旨相關

的提案，等待同學的創意，自由發想。 

 

此次競賽由國立政治大學人工跨領域研

究中心主辦，不動產研究中心協辦，以校

內學生為主要參與對象，並提供豐富獎

金，競賽總獎金達 20 萬。此次競賽籌辦

經費係由校友陳敏祐先生捐款，在此特別

感謝陳敏祐學長捐款協助學校推動 AI 普

及，讓國立政治大學更多學生能有機會應用 AI 並於校園內實踐。除競賽外，人工跨領域研

究中心亦將持續藉由講座/工作坊、獎學金及社團補助等多元管道普及 AI 於校園中，打造 AI

跨域實踐之校園場域。 

 

 

 

 

 

 

 

 

 

 

 

▶2024 AI 跨域永續創新競賽活動海報（圖片來源：

人工智慧跨領域研究中心） 

 

（照片來源：資訊安全科技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