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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研究發展處訊 記者、攝影: 林亭】在綜合院館一樓的咖啡廳外，國立政治大學資訊

學院資訊科學系蔡銘峰副教授望著操場美景，拿出手機捕捉眼前所見，蔡銘峰表示，

比起規矩地坐在研究室裡，踏出感受遼闊的校園景色，帶給他更豐富的靈感泉源。

蔡銘峰深入研究「多行為推薦系統（Multi-Behavior Recommendation System）」

十多年，一路的努力受到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肯定，至近期榮獲 111 年度優秀年

輕學者研究計畫（個別型）的支持與補助，使他擁有較充分的資源、持續進行研究

並優化推薦系統。  

 

走入社會體察，發現產業間的微小差異  

 

自 2012 年蔡銘峰加入國立政治大學開始，其與亞洲音樂串流平台 KKBOX 合作至

今，而蔡銘峰在博士班期間研究檢索系統（ Information Retrieval），投身於政大教

學後，更將觸角延伸至推薦系統（Recommendation Systems）。蔡銘峰表示，現今

網路資料量龐大，閱聽人與資訊系統之間的關係逐漸由主動轉變為被動，人們獲取

資訊的方式亦從「搜尋」轉往「推薦」。觀察與擬訂研究方向，同時進行深化與拓展，

各方面均可見蔡銘峰對市場的敏銳度及用心。  

與 KKBOX 研發推薦系統 蔡銘峰鼓勵學生跨域嘗試  

 

 

 

▶蔡銘峰的研究室白板上，留著日前與學生晤談的內容 （攝影：林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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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與 KKBOX 的合作，他也分享了近 10 多年來的合作體悟。有別於學術研究，與

業界共事後的蔡銘峰才瞭解研究與實務的結合，其中隱藏了許多大有學問的「眉眉

角角」。回顧與 KKBOX 合作之初，實驗室當時採用的推薦演算法，結果系統傾向推

薦大眾流行歌曲，並不適合個人喜好風格為導向的音樂聆聽推薦。在與 KKBOX 研

究 夥 伴 逐 步 討 論 、 修 正 系 統 後 ， 蔡 銘 峰 透 過 深 度 學 習 及 知 識 圖 譜 （ Knowledge 

Graph），運用至 300 多萬用戶的行為資料上進行建模、分析，讓系統瞭解使用者的

聆聽風格，進而推薦更符合其喜好及需求的歌曲——系統中「因為你聽過」的歌單，

正依此從 3000 多萬首歌曲庫中，篩選出 10 至 20 首個人精選歌單。  

 

蔡銘峰坦言 :「學術界的研究成果有時不一定切確符合產業界需求，而產業之間的推

薦問題亦不盡然相同。」他隨之舉例，民眾購買家電、民生用品時通常優先選購知

名品牌，不太突顯過於強烈的個人風格 ; 而個人娛樂方面，例如追劇、音樂聆聽上則

包羅萬象，因此推薦系統

常 需 依 使 用 者 屬 性 進 行

些微調整，而推薦系統中

的「專屬個人化」特質，

也 吸 引 他 不 斷 探 索 與 發

掘。每回演講時，蔡銘峰

總 會 藉 機 向 現 場 來 賓 傳

達「對 KKBOX 的推薦系

統有什麼建議、歡迎直接

和我反應，因為我們一直

很 期 待 在 座 同 學 們 最 真

實的使用者回饋！」  

 

ChatGPT 旋風 :正面

看待新科技  

 

除了多行為推薦系統，目前當紅的大型語言模型 ChatGPT 也屬於人工智慧的範疇。

蔡銘峰不諱言地表示，ChatGPT 可能會取代許多知識工作，但並不是被技術取代，

而是被「懂得善用此技術的人」取代。因此，相較於禁用 ChatGPT 的限制想法，他

反而鼓勵學生盡快熟悉 ChatGPT，「技術沒有絕對的對與錯，與其避不接觸，不如去

以開放心態，去瞭解它在搞什麼鬼。」  

 

蔡銘峰也進一步強調，1950 年代電腦剛誕生時，少不了出現部分反對人士，但「這

是擋不住的趨勢，現在誰不是人手一臺以上運算裝置？」不過，即使 ChatGPT 能迅

▶相較於埋首研究室， 蔡銘峰更喜愛走出室外、尋找靈感泉源

（攝影：林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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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完成許多繁雜的事務，他依舊認為人工智慧只是輔助作用，與自駕車的概念相同，

需瞭解其中的運作原理，而非全然依賴系統。  

 

蔡銘峰在其目前開授的程式課程中告訴學生，你們就像多了一位名為 ChatGPT 的同

學，它也會繳交作業，若是同學們提交的程式作業和「ChatGPT」的寫法相似度高

達八成以上，同學們的成績將會被打折扣。「並非禁止參考，而是 ChatGPT 就如同

個人家教一般，透過它擁有的廣大知識背景作為輔助，那麼成績就該打個折扣；不

然更厲害的應該是，參考它的作法，自己寫出一個不一樣的！」蔡銘峰說。他建議

多與 ChatGPT 互動，思考它如何處理各主題範疇並妥善運用與 ChatGPT 對話的脈

絡，進而激發不同的解答，這正是身為教學者所樂見的。  

 

與大師相見歡，激起學術熱忱  

 

談起蔡銘峰的學術研究

歷程，不得不提及他 曾

於 2006 年於北京微軟

亞洲研究院（Microsoft 

Research Asia, MSRA）

實習，因表現出眾深獲

內部肯定，獲頒當年度

最佳實習生， 並且 受邀

至美國西雅圖 微軟總部

以及創辦人比爾・蓋茲

（Bill Gates）家參訪。

此行不僅結識 眾多專業

同行，讓他印 象深刻的

還有與微軟創 辦人比爾

・蓋茲（Bill Gates）間的交流互動，更幸運地遇見有「資料庫始祖」之稱、並在 1998

年獲頒圖靈獎（ACM A.M. Turing Award ）的得主吉姆・格雷（Jim Gray）。回憶起

這段已逾 17 年的記憶，蔡銘峰依舊難忘懷當時的感動與震撼，這段經歷也給他往後

研究有相當深遠的啟發和影響，「原來這些在教科書中出現大神也都是人，祂們並非

真的有三頭六臂；我們其實並沒有離祂們這麼遠，一切也都並非遙不可及。」自此，

蔡銘峰更加篤實信念，期許自身在學術生涯中也能發揮影響力。  

 

自 2011 年任教於國立政治大學，蔡銘峰坦言，時常看到學生會因為覺得自己是文

組學校的學生，而對自己在資訊科技上的學習和發展劃地自限、妄自菲薄；就他的

▶蔡銘峰鼓勵學生多元探索，將資訊科學廣泛應用至各專業領域

（攝影：林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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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認為，相較於國立清華大學或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等以資訊科技為重的學校，國

立政治大學的多元研究能量，包括：商管、法律、傳播、教育、人文等，反更能支

撐資訊科技 在各領域 具 備獨樹一格 的利基點 ， 也就是 領域 知識（ Domain Know-

how）。例如，在資訊科技導向的現今，各領域產業都仰賴程式協助，素以人文科學

見長的文學院，也開始擅用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

進行文本剖析，他便曾與台灣史研究所的薛化元老師合作過，針對政治刊物《自由

中國》雜誌進行分析。蔡銘峰也憑藉資訊科技專長，跨足傳播、金融、人文、甚至

是醫療領域，希望透過自身實踐，鼓勵學生跨域探索。他也建議學生應善用豐沛的

學校資源，結合既有的商業、傳播、教育、文史等知識背景，以資訊科技為基礎為

多元領域創造價值，廣泛且深入的應用資訊科學。  

 

連續三年教學優良，感念諸多前輩提攜  

 

除了學術研究，蔡銘峰對學生的悉心指導，亦得到諸多正面、善意回饋。蔡銘峰在

教學生涯中 102、103、104 學年度連續三年，獲頒教學優良教師獎項，因此殊榮也

獲頒政大教學特優教師。對此，他謙稱是其系所資訊科學系先進們願意承讓機會給

年輕教師，他尤其感謝當時系主任、現任校長李蔡彥的提攜。  

 

▶蔡銘峰於 102 至 104 學度年連續三年獲教學優良教師、106 學年度獲頒年輕學者研究獎  

（攝影：林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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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銘峰回憶，當年李蔡彥招聘他進入政大任職，還提點他許多學術界的生存法則，

尤其提醒他待人接物皆要低調謙遜，也讓他受益匪淺。如今 12 年過去，他依然奉行

這套低調法則，在平穩樸實中奠定根基、安身立命。他表示，李蔡彥校長也正是默

默行事的實踐典範，「因為我很少看過如此資深的教授，晚上六、七點還安排與學生

逐一晤談，他真是我學習的楷模 !」  

 

另外，蔡銘峰也特別感謝前資訊學院胡毓忠院長。他提道 :「去年學校成立資訊學院

時，教育部有提撥一筆經費給資訊學院，當時我在會議中提議，此經費可用於修繕

資訊科學系大仁樓所有廁所老舊管線與設施。」當時胡毓忠院長也義不容辭地同意

辦理。蔡銘峰事後得知，那筆經費尚有諸多可運用方式，而當時胡毓忠院長卻優先

採納其建議，將經費大舉用於改善大仁樓的基礎設施，讓全院系所師生、甚至是職

員都可以共同受惠。  

 

在忙碌且競爭的學術領域中，資訊學院教師們和樂又團結的互動交流，為提昇教學、

研究能量齊力並進，蔡銘峰心懷感恩地說道 :「能夠在政大這樣的氛圍下教書、作研

究難能可貴，身為資訊科學系的一份子，實是萬分幸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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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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請分別於本（112）年 5 月 25 日、9 月 15 日及 1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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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學術研討會、研究成果發表會、研究方法研討會」補助項目，以國際或國內類別區分

補助標準，補助上限分別為新臺幣 12 萬元整（國際）、8 萬元整（國內）。詳情請參閱「研

究發展處網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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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徵求 

計畫名稱 校內截止日期 

2023 年歐洲神經科學研究（ERA-NET NEURON）聯合跨國多邊

「神經科學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層面探討（ELSA）」計畫 

 2023 年 5 月 4 日 14 時 

 （CET）（請以歐盟徵求網站隨 

  時更新之英文公告為準） 

2023 年「材料與電池技術研究暨創新計畫（M-ERA.NET-3）」及

「歐洲研究領域網絡旗艦計畫（FLAG-ERA）」聯合跨國多邊合作

計畫 

 M-ERA.NET-3 2023 年 5 月 

  16 日 12:00 noon Brussels  

  time 

  FLAG-ERA 2023 年 6 月 1 日 

  17:00 CET 

2024 年度臺斯（NSTC-SAS）雙邊協議國際合作計畫  112 年 5 月 22 日（一） 

  下午 5 時 

2024-2025 年度臺捷（NSTC-CAS）雙邊合作人員交流 PPP 計 

畫 

 112 年 5 月 25 日（四） 

  下午 5 時 

2023 年度第 1 期補助延攬人文學及社會科學類博士級研究人員  112 年 5 月 31 日（三） 

  下午 5 時 

2024 年度臺韓（NSTC-NRF）雙邊協議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112 年 6 月 12 日（一） 

  下午 5 時 

2024-2026 年度臺灣與波蘭國家研究發展中心「（MOST-

NCBR）雙邊協議國際合作計畫 

 配合 NCBR 作業時程需求，    

  延長至 112 年 6 月 13 日   

 （二）下午 5 時 

2024-2025 年度臺德（NSTC-DAAD）雙邊合作計畫人員交流計

畫 

 112 年 6 月 15 日（四） 

  下午 5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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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幽蘭計畫   112 年 6 月 19 日（一） 

  下午 5 時 

2024-2025 年度臺捷（NSTC-TACR）雙邊協議國際合作鏈結法

人計畫 

 112 年 7 月 13 日（四） 

  下午 5 時 

2024 年度臺日（NSTC-JST)雙邊協議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112 年 7 月 25 日（二） 

  下午 5 時 

2024-2025 年度臺波（NSTC-PAS）雙邊合作人員交流 PPP 計 

畫 

 112 年 7 月 25 日（二） 

  下午 5 時 

2024-2025 年度臺保（NSTC-BAS）雙邊合作人員交流 PPP 

計畫 

 112 年 7 月 25 日（二） 

  下午 5 時 

2024-2025 年度臺匈（NSTC-HAS）雙邊合作人員交流 PPP 

計畫 

 112 年 9 月 12 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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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最晚徵求 

  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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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隨到隨審，應於計畫執行 

  始日 2 個月又 4 個工作日 

  前完成線上申請 

 

非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計畫徵求 

計畫名稱 委託/補助機關 校內截止日期 

112 年度委託科技計畫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 
 預先揭露 

112 年度台電公司委託研究主題及其研究重點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預告主題 

112 年度客家知識體系發展獎勵補助（客家學術

研究計畫之推動） 

客家委員會  112 年 5 月 31 日

（三）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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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榮譽 

 恭賀國立政治大學 112 年 3 月收錄於 Scopus 資料庫之師生論著共計 57 篇，其中文學院

10 篇、理學院 4 篇、社會科學學院 9 篇、商學院 15 篇、外國語文學院 3 篇、傳播學院 1

篇、國際事務學院 2 篇、教育學院 3 篇、資訊學院 6 篇、選舉研究中心 1 篇、心智、大腦

與學習研究中心 3 篇、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 1 篇、人工智慧與數位教育中心 1 篇。請

參考以下網址：https://reurl.cc/eXVjqR 

 

 

 

 

 

 學術與實務活動   研究發展處 

【研究發展處訊】研究發展處將於 6 月 9 日辦理「112 年第二場研究倫理教育訓練」，此

次課程邀請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施慧玲教授擔任講座。講題為「未成年人知情同意之取得

與實務挑戰—兼談易受傷害族群」，現正開放報名中。參與學員完成簽到及簽退流程並全程

參與課程者，於會後核發 3 小時研習時數證明書。報名網址：https://bit.ly/3FW3VJc。 

 

 

恭賀教育學院侯永琪教授榮獲 111 年度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恭賀教育學院侯永琪教授榮獲 111 年度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照片來源：侯永琪教授） 

https://reurl.cc/eXVjqR
https://bit.ly/3FW3V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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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訊】中文寫作中心於 3 月

21 日，邀請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

所副教授、《出版島讀》一書主編張俐璇，

主講「在通往字的道路上——談《出版

島讀：臺灣人文出版的百年江湖》」，分

享臺灣第一本百年出版史的企劃與編輯

歷程，並導覽書中四大歷史時期的出版

事件。 

 

《出版島讀》的當代意義 

本書的出版計劃來自臺灣文學館的特展

「江湖有字在 ──臺灣人文出版史 特

展」。一般展覽習慣搭配「展示圖錄」供觀眾索取，但張俐璇在過去策展的經驗中，覺察到

展覽能夠承載的文字量有限，因此從 2020 年開始，臺灣文學館啟動「推廣延伸專書」計畫，

期待呈現出特展背後更詳盡的研究與論述。 

 

此書的出版也補足了臺灣出版研究長期缺漏的一塊：過去關於臺灣出版史研究的書籍，多半

為集結各家出版社文章成書，如文訊出版的《台灣人文出版社 30 家》，而縱論視角的歷史

研究，反倒是中國學者辛廣偉於 2000 年率先出版《台灣出版史》，在這樣的缺憾之下，促

使張俐璇廣邀 22 位橫跨老、中、青三代的臺灣文學研究者，致力於「合寫島嶼的未竟之書」。 

 

臺灣出版史四大時期 

《出版島讀》全書架構共分四個時期：一、在島嶼種字（1880~1945 年）：清領到日治時

期。二、字的遍地生根（1945~1978 年）：冷戰前期 。三、字的繁花盛開（1979~1991

年）：冷戰後期。四、寫給未來的字（1992~2022 年）：刑法一百條修正、白色恐怖時期

結束、著作權法修訂、首座 BBS 在國立中山大學啟用。 

 

張俐璇從種字時期講起──臺灣的出版史就從第一座正式啟用的活字印刷機開始，馬雅各醫

師於 1881 年寄送 11 箱零件，由巴克禮博士於 1884 年組裝完成，並於 1885 年出版《台

灣府城教會報》，是為臺灣第一份報紙。 

 

因此，臺灣的出版創始期，便由多元語言共構而成。 在生根時期，由於戒嚴的政治背景，

結合國民黨的黨國教育，人人必讀三民主義的前提下，催生出俗稱「五大」出版社的商務、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張俐璇副教授主講（照片

來源：中國文學系）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901/part_13815_3215623_6848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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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世界、開明和正中；與其相對，則是由林海音領銜的「五小」出版社：純文學、大地、

爾雅、洪範和九歌。此外戒嚴時期的各種「禁書」政策，也讓張俐璇帶領國立臺灣大學臺灣

文學研究所同學設計出一款桌遊「文壇封鎖中」，將諸如幫助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新生副刊童

尚經主編，和林海音的「船長事件」等編入其中。 

 

而在盛開時期，則可一窺解嚴以後的社會局勢，諸如麥當勞來臺、十大建設完成和金庸解禁，

同時也反映在出版業的興盛之上，如金石堂等連鎖書店大舉擴張，六、七年級生記憶中的《漢

聲中國童話》、《漢聲小百科》，建構出了「大套書時代」的輝煌。進入到「寫給未來的字」，

出版業過去三十年的發展，則是由《著作權》新法於 1994 年 6 月 12 日實施的「大限」所

劃定，開始多元化發展，走出「大型集團化」和「微型個人化」兩條主要路線。 

 

張俐璇彷彿時光列車車長，帶領讀者領略百年來臺灣出版業的驚心動魄與精彩非凡，就像她

非常喜歡的特展標題和英文翻譯——字在江湖（In Words We Thrive），因為過去歷史中

有許多人不畏艱辛，仍要將字出版，才造就了這般自由興盛的江湖。（摘錄自校訊新聞） 

 

【中國文學系訊】為拓寬學生視野、促進知識的跨域交流，中國文學系於 3 月 24 日邀請

國內明清史研究權威學者、國立暨南大學歷史學系徐泓榮譽教授蒞系演講「明代的歷史地

位」，吸引了中國文學系及歷史學系師生聽講，

現場氣氛熱烈，再次印證文史對話的必要性與開

展性。 

 

演講由中國文學系張堂錡系主任主持，並以徐泓

近著《聖明極盛之世？明清社會史論集》，介紹

其在明清史研究方面的成就與貢獻，並強調文史

不分家的學術傳統應該保持和發揚。 

 

徐泓以中國史的研究為例，指出研究者應有溫情

和敬意，不能認為那是他國的歷史，事不關己，

這種缺乏認同的研究會宛如失根般失去活力。接

著他以「明代真的如此糟糕嗎？」為問題意識切

入，指出長期以來明代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政治

最黑暗的時代，但他隨即提出了數項研究成果，

呈現出明代不同於大眾所認知的另外一面。 

 

首先是清朝皇帝對於明朝的讚揚，以及明代時西方傳教士對於中國經濟貿易和百姓生活富足

的高度評價，透過人口統計等數據，陸續還原出真實的明代是 14 至 17 世紀全球最富強的

▶國立暨南大學歷史學系徐泓榮譽教授演說還

原真實的明代面貌（照片來源：中國文學系）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970/part_13882_7009887_6281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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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是世界經濟的中心。文化發達，識字人口多，加上「陽明學」提倡人人可為聖人，給

予了市井小民自信，帶動社會整體的進步。且在後期開放海禁，接受西學，並非閉關自守。 

 

徐泓進一步指出明代內政制度健全，國家機器能在皇帝長期不上朝的情況下維持正常運作。

雖然推行中央集權，但明太祖治國以安民為本，所頒教民榜文為近代東亞各國所採行。其治

吏風格雖甚嚴酷，但是僅針對臣屬，在民權不彰的時代，不如此則無可保民。此外在民族政

策上，堅持再造華夏，不佔領他國土地（不征之國），如鄭和下西洋不建立殖民地，而是維

護航線各地的治安。凡此種種，皆足證明代是一個被誤解的朝代。 

 

徐泓最後提醒與會者，明代是一個多元的轉型時代，在這樣新舊雜陳的時期，後世對其褒貶

不一，有不同的評價是很正常的。身為研究者必須估量每個因素，在當時環境中的重要性，

以及判斷其可能的影響，才不會產生極端評論，以偏概全，失去了洞見歷史的機會。（摘錄

自校訊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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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管理碩士學程於 3 月 18 日辦理「臺

灣發展重大公共議題」專題講座，邀請新

任財政部賦稅署宋秀玲署長，以「國際反

避稅趨勢與我國因應之道」為題，分享國

際租稅發展趨勢，與各國政府對於反避

稅制度設立與修正，以及臺灣對於各項

制度的因應作為。 

 

宋秀玲為國立政治大學財稅學系與財政

研究所畢業校友，她從基層稅務人員做

起，歷任財政部賦稅署副署長、財政部臺

北及中區國稅局局長、財政部國際財政司司長等多項稅務相關重要職位。她在擔任國際財政

司首任司長期間，任內戰功彪炳，簽署完成多項租稅協定，兼具專業與實務經驗，也因此登

上《天下雜誌》人物特寫。 

 

稅收是政府收入的最大財源，而現行的交易模式已和過去不同，國際數位交易日益頻繁，許

多企業也逐漸壯大為跨國型企業或電商，稅務工作已不像過去那樣單純。許多稅法的制定與

國家之間的合作交流，必須透過許多稅務人員前期溝通、討論及不斷修正，才能制定出因時

▶社會科學院學院楊婉瑩院長（左）致贈財政部賦稅署宋

秀玲署長（右）感謝狀（照片來源：行政管理碩士學程）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970/part_13804_9718632_4862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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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的稅法，以確保國家的財政穩健。稅法與每個人息息相關，宋秀玲開場以某知名

Youtuber 為例，在其發展之始未具知名度，使得收入不穩，未養成良好的報稅習慣，後因

公司規模擴大，但未注意到其相關細節，因此被查稅時發現疑似逃漏稅，進而被要求完成補

稅，而補稅與罰金金額往往超乎自己想像。她以此生活上的例子來說明稅務問題的重要性，

特別是對於企業的影響將會更大。 

 

宋秀玲透過淺顯易懂的說明，向大家講解稅制面上 BEPS（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行動計畫的歷程與方案制定內容，以及稅政面上各國透過互助公約簽

署、資訊自動交換準則的制定，進而達到稅務資訊的透明。我國因應國際反避稅趨勢與默契，

依 BEPS 行動計畫結論對於稅法進行研修，用亦步亦趨的腳步跟上國際趨勢。而在稅政面上，

我國也已簽署 34 個租稅協定，並在 2017 年積極與協定夥伴國推動 CbCR （Country-by-

Country Reporting），依各項協定資訊交換條文，執行資訊交換，以強化跨境稅務合作，

達到稅務資訊的透明。在多年努力之下，臺灣終在 2018 年歐盟公布的「稅務不合作名單」

之黑、灰名單中移除。（摘錄自校訊新聞） 

 

【社會科學學院訊】社會科學學

院 PPESA 人文領袖榮譽學分學程

3 月 22 日舉行跨域對談講座，學

程召集人兼主持人政治學系翁燕

菁副教授以「你沒聽過的轉型正

義」，為師生揭開活動序幕。對談

人邀請到前國家人權博物館館

長、東吳大學政治學系陳俊宏教

授，與前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專

任委員、社會工作研究所王增勇

教授，進行一場橫跨領域、產學、

族群、時空的重磅對話。 

 

陳俊宏教授以 Fabián Salvioli 提出的「集體記憶保存」破題，引領聽眾省思國家人權博物館

對於歷史與未來的意義。他指出，轉型正義不應侷限於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間進行，而是定位

前行的關鍵。陳俊宏教授以「歷史像後照鏡」譬喻，強調回顧轉型正義也是讓國家和人民不

斷提醒自己，避免歷史再次發生。該館核心使命在於面向未來而保存集體記憶，故不同於傳

統上呈現美好一面的空間，反而是透過不美好的一面定義國家，營運自然無法遵循傳統的博

物館學，而自成一套人權博物館學。其作用至少有三：「作為真相訴說的場域」、「作為追

思紀念的場域」、「作為人權教育的場域」。透過人權檔案、人權文物等的保存和再現，能

夠更立體地呈現一個人的生命歷程，並使閱聽者進一步了解，他人遭遇的能動性和多樣性，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陳俊宏教授提到轉型正義其實是一個全方

位、涵蓋各領域的議題（照片來源：社會科學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333/part_13825_508247_61938.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333/part_13825_508247_61938.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333/part_13825_508247_6193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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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創造更多對話和參與的空間。 

經營國家人權博物館的核心理念雖然出自法政思想，但當代展館所需的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文物展示等元素，使該館自然成為跨領域的實驗工作坊。陳俊宏教授展示許多該館活動與出

版成果，以實際案例說明跨域共鳴，對轉型正義與人權議題的助益。以政治受難者的音樂會

為例，研究員自受難者文物中發現，音樂作為他們相互支持的重要元素，因此開始辦理音樂

聚會。意想不到的是，透過「只有他們懂」的音樂，許多歷次訪談中隱匿的傷痕與痛楚，獲

得了揭露與釋放，最終成就一場能夠傳遞深層心情的音樂會。而既然轉型正義是為了不再重

蹈覆轍，該館也需要討論不同的當代人權議題，而不自限於過往。例如看見政治受難者超越

族群出身、黨派政治等立場，敞開心懷訴說生命歷程之餘，也能傳遞人權侵害不是二元對立

的重要訊息。 

 

於出任促轉會委員時期即與國家人權博物館合作的王增勇教授，首先分享他為何投入轉型正

義工程。他從自身社會工作學的「助人專業」出發思考，認為在處理政治受害者時，應該代

表社會提供了一個聆聽的空間，只要還有人被影響或仍在創傷中，就有責任讓他們被聆聽並

且訴說自身故事。他分享了兩個如何重新得到部落回應和接納的個案，在分享時傳出了同學

頻頻啜泣的聲音。他有感於這些個案，體認到金錢的賠償並不能帶來真正的療癒，被破壞的

關係難以修復，這些問題也會隔代遞延烙印。他指出權力的運作導致一些事情被記住與被遺

忘，而轉型正義可以對抗這種記憶政治，讓被遺忘和無法為自己發聲的人重新被立體的認識，

回到大眾記憶中，讓歷史產生了真實而有溫度的感受。而這正是臺灣民主的重要基礎，讓大

家可以在這塊土地上繼續生活的重要共識。 

 

這無疑是一場扣人心弦的轉型正義對談，引發同學詢問現有政治迫害真相還原的救濟途徑。

此外對談人也回應同學，相對於國家人權博物館展示民族傷痕，籌備中的軍事博物館是否也

應該有這樣的人權意識，而不是單以民族榮光的展示為目的。最後就加害者可能同時為被害

者的矛盾，兩位講者與主持人也異口同聲提醒，切莫陷入二元對立的簡化思考，重要的是責

任歸屬，例如槍決看似出自軍法裁判書，但法官實非最終裁判者的問題。對談結束的那一刻，

與會者絲毫沒有收拾紙筆離去的動作。或許，在看見不同的轉型正義後，同學們還停留在那

些歷歷在目的人生故事中，細細思索未來的正義。（摘錄自校訊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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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發展研究所訊】國家發展研究所「Democracy and Democratisation in East and 

South Asia」課程於 3 月 29 日舉辦兩場 Democracy in South Asia 課堂講座，邀請印度

金德爾全球大學（O. P. Jindal Global University）國際事務學院 Manoj Kumar Panigrahi

助理教授，以及外交部臺灣學人 Oliver Scanlan 進行演講，由授課老師、國家發展研究所魏

玫娟副教授主持。 

 

Panigrahi 為社會科學學院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程（IDAS）畢業校友，他以「Revisiting the 

Evaluation of Indian Democracy by Global Institutions」為題進行演講，主要是以印度在

國際知名自由民主評比機構，包括英國的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瑞典的（V-Dem Varieties of Democracy） 與美國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近幾

年的國際排名進行批判性檢視。 

 

Panigrahi 先簡單介紹印度的政治

體制與民主近況，接著指出自 2014

年倡議印度教民族主義（ Hindu 

nationalism）的印度人民行動黨

（BJP）贏得大選執政以來，以及莫

迪擔任印度總理之後所推動的若干

引發爭議的政策如《新公民法》

（Citizenship Act Amendment），

印度在前述國際自由民主評比機

構的國際排名持續下滑。 

Panigrahi 強調這些國際評比極可

能影響外資投資印度、其他國家與印度進行貿易的意願，進而影響印度的發展，但這些由已

開發歐美國家機構所設計的指標，往往忽略不同發展程度或文化國家的特殊性。他舉例北歐

國家認為好的社會福利政策是普惠式公共福利政策，印度則是因國家財政能力限制，主要針

對最需要的群體提供福利服務，例如針對貧窮人口所提供的以月計的免費米油水電。 

 

Scanlan 為愛爾蘭都柏林城市大學 Dublin City University 政治與國際研究學系博士，曾任

教於孟加拉，現為外交部臺灣學人。此次由民族學系官大偉系主任接待，針對臺灣與孟加拉

居住於林區的原住民土地權利進行比較研究。此次他以「Spatialising the Fragments of the 

Nation: Democracy in forested areas in India and Bangladesh」為題演講。 

 

Scanlan 先介紹 Amartya Sen 知名的《發展即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中，

從人類能力（human capability）途徑所建構的「自由」的概念，以及後殖民主義學者 Partha 

Chatterjee 1993 年出版的《民族國家及其碎片》（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所建

▶Panigrahi 助理教授於演講中檢視國際自由民主評比機構

對印度民主的排名（照片來源：國家發展研究所）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945/part_13889_8779_25881.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945/part_13889_8779_25881.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945/part_13889_8779_2588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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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碎片」的概念，作為批判地檢視印度與孟加拉所建構的民族國家敘事中，對印度東北

與孟加拉森林地區的原住民（碎片）生活經驗與故事的忽略。他也指出兩國在該區所設立的

特別法律與治理制度安排，對該地區原住民自由與土地權利的限制，實際上造成這些原住民

的政治邊緣化，導致他們政治上的貧窮（political poverty）。 

 

從土地權的角度，Scanlan 也提醒批判思考現今主導的環境保育論述。他認為這些論述強調

自然保育的重要性，往往以設立國家自然公園的方式進行自然環境保育，因而與原本就居住

在自然公園區域土地上的原住民土地權利產生衝突，並限制原住民使用其本有土地之權利。

（摘錄自校訊新聞） 

 

 學術與實務活動   法學院 

【法學院訊】法學院邀請牛津大學法學院院長 Mindy Chen-Wishart 於 3 月 16 日進行演

講。演講由前司法院副院長、法學院蘇永欽講座教授擔任主持人，引言時介紹 Chen-Wishart

院長從臺灣、紐西蘭到英國的移民經歷，其博大而厚實的法學涵養（以契約和侵權等民事法

聞名，也教授行政法、憲法）和豐富著作，以及對於社會議題的長期關注。 

 

Mindy Chen-Wishart 先以感性內容為演講揭開序幕，提到臺灣充滿了自己童年的回憶。當

年原本非常不想離開臺灣的她，長大後因為和亞洲法的緣分而回到了亞洲。她表示二十一世

紀是亞洲的世紀，因此人們需要知道這裡的法律怎麼演變及當下如何運作，契約法也包括在

內。這是她與其他學者投入亞洲比較法研究的契機，因為「單看法條，你不會知道正在發生

什麼事」，法規範

與社會之 間 總是

處於交互 影響的

動態關係「我們容

易掉入錯 誤的二

元想像。 （false 

binary），但『視情

況而定』其實才是

大部分問 題的解

答」她幽默地說：

「答案大 概會超

過格雷的 五十道

陰影──畢竟脈絡

很重要！」 
▶法學院蘇永欽講座教授引言（照片來源：法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945/part_13889_8779_2588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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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法律移植」（legal transplant），Mindy Chen-Wishart 不諱言法律總是相互參考，

受殖民的亞洲國家法規範更處處可見歐洲法概念之借用和條文的移植。至於獨立或取得自治

後，這些國家為何延續使用殖民當時施行的法律？主要考量有幾個：安定性、依賴性、用語

慣性、國際貿易或資訊流通便利性。即使如此，移植後的法律仍常「變形」，例如：將來源

法（source law）斷章取義、拼接成符合繼受地區需要的內容。除此之外，也可能於移植來

源法之後，未持續追蹤其修訂，導致移植的法律維持較為老舊的用語和釋義，縱使其來源法

已然變更。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亞洲各國間無論政治上的和解（reconciliation）或法制上的相互整

合協調（harmonization），都不若歐洲進展明確，這起因於歐洲獨特的背景：就法制條件而

言，歐盟法規範之制定及適用主要為大陸法系；就社會條件而言，歐洲各國間文化較為相似。

亞洲則歧異複雜得多。舉幾個國家為例，印尼已兩百年未修訂法律，緬甸法律難以知悉，中

國選擇制定「中國特色」的法律。語言則是另一頗為現實的隔閡，若連字面上要理解這些法

律都有困難，更別提整合這些法律了！因此 Mindy Chen-Wishart 與其他學者先耗費了一

番功夫，自行或委託專家將法律原文翻譯成英文，才有辦法嘗試比較研究亞洲 14 個具獨立

司法管轄權（jurisdiction）之國家或地區的契約法。 

 

亞洲各區的法律與其原殖民國或繼受來源國之間，存在著趨同（convergence）和趨異

（divergence）這樣有趣的現象。趨同指的是，在同一個案件的判斷基準上，兩國法律詞彙

▶法學院蘇永欽講座教授引言（照片來源：法學院） 

▶牛津大學法學院院長 Mindy Chen-Wishart 教授演講（照片來源：法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945/part_13889_8779_25881.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945/part_13889_8779_2588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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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思維乍看不一樣，事實上背後想要保護的權益是類似的，因此適用後的法律效果通常相似。

趨異則通常呈現出不同國家進行法律解釋時，基於文化等因素產生的落差。Mindy Chen-

Wishart 分享了一個「妻為夫擔保案」，以闡釋「不正影響」（undue influence）概念在法

律應然和實然面上產生了怎樣的落差。英國的法官於一則案例中，從妻子是位年紀非常輕的

新移民、丈夫不准她自由外出、她只能從事家務等相處互動中，認定了兩人間的權力不對等，

認為妻子意志遭遇不正影響，判決保證契約無效。但新加坡法官認為夫妻間前述的互動屬合

理範圍，判決保證契約有效。 

 

「而當時我的新加坡同事沒注意到這有什麼問題，」Mindy Chen-Wishart 評論即使法條上

文字長得類似，實務上不同背景的法官卻會朝不同方向解釋法律，導致不一樣的結果。她接

著提到，儒家思想是企圖從各社會層面達成人際和諧的政治與社會哲學，集體比個人更重要，

一個人在團體裡的角色比此人本身的獨特性更重要，所以若是為了支持這個家（集體），則

妻子（個人）為了丈夫犧牲、承擔風險也是應該的。 

 

對於觀眾的熱烈提問，Mindy Chen-Wishart 就亞洲的人際關係、AI 時代和亞洲法律展望

作出回應。她認為人類的情感、思緒極其複雜，且社會與政治脈絡常讓法律的適用結果出乎

意料，而來源法到繼受地後亦會持續演變，人工智慧大概難以追上人類處理資訊、產生價值

觀判斷的複雜過程，而這正是人性的獨特之處。 

▶牛津大學法學院院長 Mindy Chen-Wishart 教授（左）與法學院許政賢院長（右）合影

（照片來源：法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945/part_13889_8779_25881.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945/part_13889_8779_2588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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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蘇永欽講座教授（左）與牛津大學法學院院長 Mindy Chen-Wishart 教授（右）進行座談 

（照片來源：法學院） 

 

▶與會來賓們正專注聆聽演講 （照片來源：法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945/part_13889_8779_2588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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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訊】法學院於 3 月 16 日舉行「法

學院院級薦外交換學生經驗分享會」第二

場，邀請留學日本東京大學黃士軒副教授

主持，以院級交換審查委員的角度向同學

說明審查資料準備方向。法學院陳一帆行

政秘書講解院級交換流程注意事項，法律

學系四年級學生黃歆云分享赴日本大阪

大學交換經驗，並與線上同學進行交流。 

 

黃士軒表示在檢閱同學的審查資料時，首

先會注重語言檢定方面，「交換生會在海

外生活半年至一年時間，若沒有足夠的語

言能力，我們會擔心生活跟安全問題。」

此外交換生須在海外持續精進課業，若

語言能力不足，恐怕會使學習成效大打

折扣，這是從審查的角度所不樂見。 

 

其次黃士軒建議同學在撰寫讀書計畫時，可以從感興趣的法律領域著手，並以明確的主軸

作為修課規劃方向，在能力範圍內展現深度了解日本法律的企圖。若是研究生赴外交換，

則建議結合研究方向與修課規劃，會使交換過程更具意義與收穫。 

 

「交換這件事有資源分配問題，同時也是一種學術交流。」黃士軒認為交換生不僅是以個

人身分赴外學習，從整體層面而言，交換生同時肩負「為我校學生留下好口碑」的任務，

由學校推薦前往交換的學生在國外的表現，將會影響當地師生對國立政治大學、甚至臺灣

的印象。 

▶會後大合照（照片來源：法學院） 

▶日本大阪大學校景 （照片來源：法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945/part_13889_8779_2588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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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歆云則以「申請過程」、「行前準備」、「課程介紹」、「在日生活」及「交換心得」進行分

享。其中她在大阪大學選修以討論課形式進行的日本法課程，必須在課前閱讀文獻、課程

中進行討論、報告與回饋，是她認為頗有挑戰性的一門課。 

 

「交換期間你的語言能力不論日文或英文，都會有長足的進步，也可以提升適應性與獨立

性，未來在面對大大小小的事，可以具備更穩定的心態。」黃歆云亦在交換期間，向當地

學長姊請教在日本讀研究所的優缺點與心得，印證交換不僅是短期的文化交流，同時能夠

幫助自己更瞭解未來的生涯方向。 

 

【法學院訊】法學院財經法學中心於 3 月 24 日

邀請安永（EY）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傅文芳所長進

行專題演講，題目為「疫後企業併購交易考量與

案例分享」，向與會師生們分享疫情後企業併購

交易考量與國內外發展趨勢。 

 

傅文芳開場點出實務上常見的併購迷思，並以近

幾年在疫情肆虐下進行或完成的併購案件為例

說明，對聽眾而言相當具有既視感。他直言在

Covid-19 疫情肆虐下，交易評估的工作流程由

傳統模式變為虛擬數位化，而疫情也使得標的事

業長短期目標有高度的不確定性。此外無效率的

工作流程導致作業時間、生產週期延長，對於建

立模型或交易評估工作有著負面的影響。然而他

認為 ESG 的發展成為疫情後企業新布局的重中

之重，因此在交易評估中，ESG 的盡職調查成為

了評估的重要指標，良好的 ESG 規劃可以為企業創造價值，不但能在塑造良好的企業形象

及社會責任外，在交易時的溢價，更成為投資決策及資產價值評估的加分項目，對於企業可

謂是「一舉多得」。 

 

有關於併購或投資交易流程的概述，與所面臨的相關潛在挑戰，傅文芳以其豐富的實務經驗

與專業知識，深入淺出和與會者探討，以區分各交易階段的方式，說明在每個階段可能面臨

的問題，並以具體的方式說明相關解決方案。 

 

傅文芳精彩的演講增添對企業併購實際執行過程的認識，也明白未來疫情前後，企業併購發

展需要注意的重點，使與會者獲益良多。面對與會者在座談的問答時間踴躍發問，他對於每

個問題的精闢回答與分析，讓與會者們啟發了不同的思考。 

▶安永（EY）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傅文芳所長演講 

（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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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訊】法學院財經法學中心與數位經濟與競爭政策研究中心於 3 月 16 日聯合主辦

數位治理法律與政策系列之三，邀請法學院呂彥斌助理教授演講，主題為「談人工智慧時代

民事法的幾個重要課題」。 

 

【法學院訊】法學院數位經濟與競爭政策研究中心與財經法中心於 3 月 23 日舉辦，邀請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洪淳琦助理教授進行演講，主題為「地理標示近期國際談判分

析與對台灣的啟示」，由法院王立達特聘教授主持。 

 

 

 

 

 

 

 

▶與會貴賓合照。由左至右：法學院朱德芳教授、許政賢院長、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傅文芳所長、法學院周振鋒教授、蔣念祖兼任教授（照片來源: 法學院 ） 

▶活動海報 （海報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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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訊】法學院勞動法與社會法中心與中鋼運通公司企業工會於 3 月 25 日主辦「船

員勞動權利保障與社會保險制度國際學術研討會」。此研討會為促進我國商船船員於勞動與

社會權利方面之研究，並增進臺日間學術交流，特邀日本大阪大學副校長水島郁子教授等 3

位日籍學者發表論文，並邀請我國多位勞動法、社會法與海商法專家學者發表論文與進行交

流。 

 

【法學院訊】資料的快速累積與利用的發展，也帶動人工智慧技術應用，進而對人類的生

活與福祉產生深遠而未知的影響。各國在數位經濟發展下相繼提出資料戰略 （Data 

Strategy），全球資料戰略法制的發展與佈局對我國將產生重要影響，乃是刻不容緩、必須

回應的議題。由法學院科技變革與金融創新研究中心與理律文教基金會於 3 月 28 日辦理

「NCCU X 理律學堂 研究沙龍」，主題為「數位經濟下的全球資料 戰略法制研究沙龍」，由

法學院臧正運研究中心主任主持，邀請法學院陳柏良助理教授、世新大學法律學院戴豪君副

教授、理律法律事務所曾更瑩合夥人與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何之行副研究員與談。 

 

 

 

 

 

 

 

 

【法學院訊】法學院財經法學中心於 4 月 7 日辦理「股權收購及經營權安排」講座，由中

心主任暨法學院周振鋒教授主持，邀請惇安法律事務所盧偉銘律師主講。 

 

【法學院訊】法學院科技變革與金融創新研究中心與中華談判管理學會於 4 月 8 日主辦 

「談判管理與政經藝文講堂—“FTX and Beyond”」講座，由法學院臧正運中心主任、中

華談判管理學院陳勁甫理事長及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江炯聰名譽教授開場致詞。講座包含

「密碼資產的起落與 FTX 及 SVB 事件的影響」、「破產中的 FTX 與風雨中的金融市場—談

▶活動海報 （海報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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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博弈與展望」及「密碼資產的監管啟示—國際變局下臺灣的路徑擘畫」三場圓桌討論，

由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楊岳平副教授演講「虛擬通貨監管的比較法發展與我國監管架構芻

議」、源鉑資本胡一天執行長演講「低流動性資產的微證券化與分佈式金融科技」，邀請各金

融科技及法律的實務界與學界來賓與談，形成跨領域學術與實務交流。 

 

 

 

 

 

 

 

 

 

 

 

 

 

 

 

【法學院訊】國立政治大學公司治理法律研究中心

及公益信託臺灣公司治理法律研究基金於 4 月 10

日主辦「證券交易法專題研究講座：證券交易法第

60 條經主管機關核准業務」，邀請臺灣證券交易所

資深專員暨國立臺北大學兼任助理教授林振東博士

演講。 

 

【法學院訊】 法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及刑事法學中心

於 4 月 11 日主辦「政大刑事法講座十八：國際防制

洗錢新趨勢」講座。邀請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執行

秘書暨臺灣高等檢察署蘇佩鈺檢察官進行演講。 

 

【法學院訊】法學院民事法學中心於 4 月 13 日舉

辦「親權事件審理實務」，由法學院戴瑀如教授主持，

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朱政坤法官主講，臺北地方法

院家事庭李莉苓庭長進行與談。 

▶活動海報 （海報來源：法學院） 

 

▶活動海報 （海報來源：法學院） 

 



 

 

- 24 - 

 

 

 學術與實務活動   外語學院 

【俄羅斯研究所訊】俄羅斯研究所於 3 月 21 日邀

請日本一橋大學名譽教授久保庭真彰（Masaaki 

Kuboniwa）蒞國立政治大學演講。久保庭真彰長期

鑽研俄羅斯經濟，此次講座的主題聚焦於俄羅斯與

烏克蘭的經濟展望。 

 

久保庭真彰首先介紹俄羅斯的政經架構，該國總統

普欽如何透過威權手腕，鞏固政治權力，同時藉由該

國蘊藏豐富的自然資源，帶領其從蘇聯解體後的頹

勢，逐漸復甦。久保庭真彰針對俄羅斯與烏克蘭的經

濟發展，進行比較分析。透過淺顯易懂的圖表，讓學

生理解兩國發展的差異。不論就國內生產毛額的數

據，或是人均國內生產毛額的指標來看，整體而言俄

羅斯總體經濟的表現優於烏克蘭。除此之外，久保庭

真彰也運用圖表，闡述俄、烏兩國在農業、能源、軍

工業等領域的發展狀況。（摘錄自校訊新聞） 

▶活動海報 （海報來源：法學院） 

 

▶日本一橋大學久保庭真彰名譽教授進行

專題演講。（照片來源：俄羅斯研究所）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31/part_13859_9372209_90591.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424/part_13755_7987337_32609.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424/part_13755_7987337_3260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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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傳播學院 

【傳播學院訊】傳播學院於 3 月 23 日辦理

講座，主題為「新加坡情境下的虛假新聞：

成因、後果及修正」，針對假新聞議題並評估

解決方案進行探討，從個人和社會層面，進

而探討假新聞在網路上傳播的原因，也針對

可能用於打擊假新聞的解決方案進行評估，

例如事實核查以及專案計畫發展中的電腦遊

戲等。 

 

主講人 Edson C. Tandoc Jr. 為密蘇里大學

（University of Missouri）的哲學博士，現

任 新 加 坡 南 洋 理 工 大 學 （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威廉·金·威傳播與

資 訊 學 院 （ Wee Kim We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副教授

兼研究副主席，以及資訊誠信及網絡中心主任（Centre for Information Integrity and the 

Internet）主任。艾德森．坦多克的主要研究為數位新聞傳播下訊息構建的社會學問題，他

亦針對新聞和社交媒體信息的構建方式，進行多項研究。 

▶主講人 Edson C. Tandoc Jr. 副教授 （照片來

源：傳播學院） 

 

▶講者 Edson C. Tandoc Jr（前排左三）、傳播學院康庭瑜副教授（前排左四）、傳播學院施琮仁

教授（前排右一）（照片來源：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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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院訊】傳播學院於 3 月 29 日辦理「新聞專業與勞動—機師罷工全紀錄中的記者 

勞動條件全紀錄」講座，邀請曾任職於台灣立報、聯合晚報與鏡週刊，主要負責行政院、教

育、交通、深度報導等路線的資深記者嚴文廷主講，嚴文廷現為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理事

長以及《報導者》資深記者。 

 

演講內容包含華航機師罷工下的記者勞動條件、媒體改變下的新聞專業、媒體勞動工作小組

至媒體工會之轉變以及下個世代的媒體勞動條件等，講者從 4 年前的機師罷工事件作切入，

討論媒體從業人員所面臨的問題，例如面對春節連假、超時工作、深夜到凌晨的紅眼協商等，

所有可能遇到的嚴苛工作環境都在此次事件中被呈現。 

 

【傳播學院訊】傳播學院於 4 月 10 日辦理「策展與展場空間設計講座／工作坊」，邀請「野

之建築」策展團隊前來課堂進行影展、展覽、空間設計的相關解說，與學生分享策展與展場

空間設計等專業工作經驗。「野之建築」由一群來自不同領域與背景的專業策展人與建築空

間設計師共同組成，進行建築設計、景觀設計、室內設計、陳列照明設計及展覽策展規劃等。

關懷在地的綜合美學與文化自覺，並以建築／空間／內容策劃去介入及呈顯詩性與獨特性，

透過挖掘自由創作的要素、態度及設計表達。保持敏銳度與開放性，觀察各種空間肌理、時

▶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理事長嚴文廷、現職為《報導者》資深記者（左前）、新聞學系劉昌德教授

（右前）與「經典媒體個案」課堂學生（照片來源：傳播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424/part_13755_7987337_32609.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424/part_13755_7987337_3260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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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背景、事件器物及人為活動，重疊多元系統，但也維持一致性，轉化創造一種與自然、地

方、時間、人共諧共存的建構與狀態。 

 

「野之建築」策展人包含三位: 楊凱婷、王韓方及顏大喆。楊凱婷曾任牯嶺街小劇場專案行

政、牯嶺街小劇場文化報編輯、空總文化實驗室籌備小組、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企劃組。

合作範圍包含表演藝術、電影、當代藝術與建築領域。電影短片《未竟之地》（Red Spider 

Lily）曾入圍第 38 屆金穗獎、2016 高雄電影節國際短片競賽。她擔任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

驗場「X+3=1：影像的削去法」影展執行、EX!T 台灣國際實驗媒體藝術展第五至第一十屆

製作人。藝術家崔廣宇作品《空總土地釋出暨城中三子星聯合開發計畫》、《我從台北來》製

作人、藝術家吳俊輝作品《花園紀事》製作人等。 

 

王韓芳為獨立策展人，2019 年獲補助駐地美國紐約 Performa19 雙年展臺灣館 curatorial 

fellow，近期策畫展覽包含：2021 年「大象奏鳴曲：王雅慧個展」（臺東美術館）、2019 年

「即溶生活：未來記憶的想像」（MoNTUE 北師美術館）、2022 年「主題樂園幻想工程挑戰

賽」（臺北當代藝術館）及 2018 年「離線瀏覽」第六屆台灣國際錄像藝術展助理策展人（許

家維、許峰瑞雙策展，鳳甲美術館）。興趣在於思索科技及文明發展如何帶來人的重新定義

及人與外在關係的重整。 

 

顏大喆現為野之建築主持設計師。關注當代建築的未來演繹，也思考建築的人文性，追求歷

史與地理之於場所的文脈性，及因之而生的場所精神。曾與多位藝術家、策展人共同合作藝

術計畫，也曾與高雄市立美術館、蕭壠文化園區、北師美術館、牯嶺街小劇場及臺東美術館

合作展場空間規劃或照明設計。 

 

【傳播學院訊】傳播學院於 4 月 11 日邀請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國際藝評人協會 

（AICA, UNESCO, UN）陳朝興副主席，進行「想像、敘事與互動基礎」課程演講，主題為

「後人類未來的藝術社會學及其真實的想像」，陳朝興教授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博

士，加上哈佛大學、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密爾瓦基分校、國立臺灣大學等多個博士課程的

陶養之下，可說是融合了多重角色，包含教授、策展人、藝評人、建築及景觀建築師，是位

人文社會科學跨領域中具有獨特想法的思想家。 

 

陳朝興教授透過臺北市立美術館「未來身體：超自然雕塑」為例，詮釋創新科技對於未來世

界的想像，藝術家透過 3D 列印技術，以雕塑將創作界域擴展至擬化機器人和生物合成技術，

打開人工製品、生物和科技上擴展新設計的可能性。從其迷人且令人不安的「科技、人類、

變體」作品中，提出科技和數位轉型在人類的內在、外在世界及心理、生理層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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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院訊】傳播學院為使學生在畢業製作後製期進行剪接軟體，並完成簡易且有效的

聲音後期，於 4 月 24 日邀請音效設計師林子翔與吳秉中兩位講師，主講「音效設計與混音

講座／工作坊：音效設計與聲音後期快速上手實用技巧」講座，內容豐富多元。課程包含認

識音效設計與聲音後期的業界流程介紹、聲音設計的基本概念與準則、在進聲音後期之前的

聲音設計、檔案與音軌整理、對白剪輯—順剪、挑選、時序、降噪與劇情、音效剪輯：環境

音、音效、擬音的運用、混音：音量的標準與變化、與音樂的整合、特殊效果的使用：殘響、

模擬、等化器等專業實用技巧，讓學生在剪接軟體及應用上更加得心應手。 

 

 

 學術與實務活動   國際事務學院 

【國際事務學院訊】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

學院（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RSiS）、和印度金德爾全球大學（O.P. 

Jindal Global University）國際事務學院合辦的「中美競爭下的印太及國際關係」線上研討

會於 3 月 17 日舉行。邀請來自三個國家的學者圍繞著五大主題，探討中美競爭下的印太和

國際關係，透過討論與交流激發出多元的學術觀點，最後以歷史及現況為基礎，預測未來各

關鍵國家在中美競合之下的國際走勢。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連弘宜院長揭開研討會序幕，並以英、德歷史的角度切入比較地

區情勢，除了強調烏俄戰爭背後中美不可忽視的影響力，也期待在當今美國日益重視印太戰

▶陳朝興教授（前排左二）及與會者合影（照片來源：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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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之下，這次與新加坡及印度學者

的交流能釐清、甚至激盪出更多的

互動選擇及可能性。接著由新加坡

南 洋 理 工 大 學 拉 惹 勒 南

（Sinnathamby Rajaratnam）國

際關係學院 Kumar Ramakrishna

院長主持的場次一「中美競爭下的

國際關係」正式開啟三方討論，在

Jun Yan Chang、國立中山大學政

治經濟學系辛翠玲教授、Rajdeep 

Pakanati、Hoo Tiang Boon、中

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傅澤民助研

究員、Oleksandr Svitych 等學者的研究成果分享及討論中，釐清了中美兩強對峙下的國際

局勢，也為接下來的主題建構豐富的背景知識。 

 

場次二探討「中美競爭下的印太關係」，主持人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劉致賢副院長的

引導之下，東亞研究所薛健吾副教授、Xue Gong、Benjamin Ho、國立清華大學通訊教育

中心林若雩兼任教授、Manoj Kumar Panigrahi、Yogesh Joshi 等學者以印太地區在中美

競合下的政治、經濟等面向探討其現有及可能的外交思惟及策略，除了聚焦在臺灣與東南亞

的關係外，印度在兩岸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成為討論焦點，過程中的學術激盪也為同學及

學者提供了更多的分析觀點。 

 

圓桌論壇主題為「第四次臺海危機中的印太強權」，由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冷則剛研究

員帶入主題，印度和新加坡的中國專家 Jayadeva Ranade 及 Ja Ian Chong 分別對臺海危

機下的中美策略和戰略提出了獨到見解，更探討了兩強不同選擇之下對臺灣及整個印太地區

的可能影響，最後冷則剛呼籲國際建立一個更彈性的討論平臺，除了讓中美日韓等強權參與，

也讓臺灣等關鍵行為者發聲，此舉將會有助於預防及調停衝突。 

 

下午的研討會進入了中美競爭下的國際經濟及國際安全兩大主題，由國際事務學院魏百谷副

院長切入主題，並分別邀請 Rohith Jyotish、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方天賜副教授、Su-

Hyun Lee、Priyanka Pandit、外交學系張文揚教授、及 Debendra Sahu 等學者分享中美

貿易戰下各關鍵國家的經濟變動，除了提及一帶一路政策在印太地區的成果及未來走向，在

中印關係上也探討兩國貿易結構轉變之間的連動，並分析兩者國內一、二、三級產業的就業

率及貿易出口，藉此預估印度未來對外貿易的策略趨勢。 

 

最後國際安全場次由金德爾國際事務學院 Pankaj Jha 教授主持，參與發表與評論的學者包

▶研討會於線上舉行（照片來源: 國際事務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428/part_13809_970244_5539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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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外交學系李佳怡副教授、Alistair D. B. Cook、Sriparna Pathak、外交學系陳秉逵副教授、

James Char 和 Gitanjali Sinha Roy，學者們以國際安全的角度切入分析中美競爭的影響，

除了廣納天災等自然因素進入討論，也借鏡歷史上中印之間的衝突事件，對現今中美兩權體

系下的國際安全局勢提供多面相的分析觀點。（摘錄自校訊新聞） 

 

【國際事務學院訊】美國耶魯大學

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Paul Tsai 

China Center）高級研究員董雲裳

（Susan Thornton）、執行長威廉

斯（Robert Williams）3 月 21 日

率該院修習中國與兩岸相關課程的

碩士生一行共 12 人，拜會國際事務

學院外交政策研究中心黃奎博主

任，針對當前兩岸關係進行交流。 

 

董雲裳亦為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

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亞太安全論壇主任、布魯金斯學

會（Brookings Institution）非駐會研究員；於歐巴馬政府時期，曾任國務院東亞及太平洋

事務首席副助卿、代理助卿。 

 

黃奎博副教授介紹我國內部國家認同、族群認同的問題，並輔以最新民調數字剖析臺灣內部

的變因，如何影響兩岸關係的發展，最後強調中華民國應加強國防、心防、經濟力量、能源

安全、社會團結，才能在兩岸制度、意識形態與生活方式之爭中，不至於完全居於劣勢。 

 

訪團成員多少均有與中國大陸或亞洲事務相關的背景，提出有關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臺灣

各界如何看待美國「友臺」力量，以及中共對臺統戰、臺灣社會族群認同與政黨支持的關聯

性等許多問題，並一一獲得答覆。（摘錄自校訊新聞） 

 

【國際事務學院訊】隨著近年來臺海局勢升溫，以及烏俄戰爭的爆發，臺海是否會爆發戰

爭成為臺灣人民共同關注的議題，對此國際事務學院於 3 月 28 日舉辦「臺灣安全系列論壇

（三）: 戰爭離我們有多遠」座談會，邀請專精於國防安全領域的學者們進行演講，來探討

臺海爆發戰爭的可能性與時間點，以及臺灣應該如何因應，避免戰爭爆發。 

 

座談會由國際事務學院連弘宜院長主持，邀請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所沈明室所長、國防 

安全研究院李冠成助理研究員、外交學系吳崇涵教授擔任與談人，發表對臺海戰爭的分析與

見解。 

▶國際事務學院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外交學系黃奎博副

教授就當前兩岸關係最新發展進行簡報（照片來源: 國際

事務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593/part_13852_8117828_87527.j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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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首先由沈明室所長針對臺海爆發戰爭的條件，以及臺灣應如何應對中國的侵略進行演

講。他認為目前無法精準預測中共何時會犯臺，但若中共軍事實力持續擴張，完成戰爭的準

備，便有可能找時機攻打臺灣。此外若臺

灣軍力薄弱，或是美國公開保證不會介

入臺海戰事，臺海戰爭也有爆發的可能。

事實上，近年來隨著兩岸關係交惡，共軍

經常發起侵犯臺灣主權的軍事行動，例

如派遣軍機跨越海峽中線、進行繞臺軍

演，或是對臺灣實施類封鎖。為了避免以

上行動成為新的軍事常態，我國必須做

好反制措施，除了部署飛彈嚇阻外，平時

也須規劃好戰略物資的儲備與分配，以

預防中國可能的軍事侵略。 

 

李冠成助理研究員則認為臺海戰爭是否會爆發，取決於臺灣如何嚇阻中國，來避免中國發動

戰爭。臺灣必須用行動向中國證明武力犯臺的代價非常大，如此一來中國才不會輕易發動戰

爭，而最直接的行動就是在不刺激中國的情況下，提升我國的軍事實力，以及展現我國人民

防衛的決心，因此他進行一系列的民意調查，來測量臺灣人民的防衛意識，問卷內容包括我

國人民對國軍的信心、對美國是否會協助防衛臺灣的看法、是否有意願參與戰爭等。他認為

透過民意調查的結果，將有助於我國國防部制定有效的防務政策，來達到嚇阻中國的目的。 

 

吳崇涵教授透過國際衝突理論及戰爭模型，審視臺海爆發戰爭的可能性。根據國際關係理論，

影響國家爆發戰爭的因素很多，國力差距、意識形態、軍事聯盟、貿易關係、以及發動戰爭

的頻率，都會影響國家發動戰爭的意願，而兩岸之間不僅國力存在差距，意識形態也相左，

因此確實存在戰爭爆發的風險，然而戰爭爆發除了需要經過縝密的理性決策分析外，也仰賴

天時地利人和，兩岸之間是否會走向戰爭，除了取決於美中之間的霸權競爭外，也與兩岸關

係的惡化程度有關，若貿易交流完全中斷，越可能走向戰爭，此外臺灣人民的意識形態越兩

極化，也越可能促使兩岸之間爆發戰爭。總而言之，戰爭的爆發並非一蹴可幾，都是經過長

時間的情勢發展，才導致戰爭的爆發，因此我們有許多機會可以制定對策來防止臺海發生衝

突。（摘錄自校訊新聞） 

 

【東亞研究所訊】東亞研究所於 3 月 30 日舉辦專題演講，邀請法國 CY 塞爾奇—巴黎大學

張倫教授主講，其題目為「習近平與改革時代的終結」。此一學術活動由東亞研究所鍾延麟

教授兼所長主持，並邀請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研究員兼東亞研究所蔡文軒合聘教授擔任與談

人。出席者還有東亞研究所王韻副教授。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所沈明室所長發表演講。 

（照片來源：國際事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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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倫教授在演講中時首先對中國大陸的改革歷程

做一歷史性回顧，進而在宏觀的國際、國內環境之

視野框界下，對習近平主政以來的各方面發展進

行檢視和評價。他鼓勵從事中國大陸研究的學生

們要擁有歷史視角，方能從時間的縱深脈絡進行

較深入的觀察。張倫亦表示：中國大陸的改革其實

是「雙重轉型」，包括大的文明轉型與後共產政權

轉型兩個元素。他還認為，2008 年中國大陸主辦

奧運，是「中國大陸最輝煌的時刻」，更以當時的

奧運標語「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與習近平後

來的「中國夢」論述作比較，以對照、襯托中國大

陸在意識形態、治理思維等方面的前後變化與殊

異。 

 

蔡文軒教授在與談時分享其過往訪談中國大陸官

員的經驗，有「從深入交流至流於形式」之感，並

對張倫的演講內容提問：1980 年代的政治過程和走向如何影響習近平掌權以後的中國；六

四事件是否為必然的歷史結果；中共高調宣稱「依法治國」下的政治意涵，以及其對法律的

理解；美歐學術觀察視角的比較；中國研究的典範轉移等。 

 

在問答時間，聽眾提出的問題也相當多元，例如：評論中共治理下所謂「現代性的終結」，

是否是源自西方的角度和認識；要如何理解「中國式現代化」和「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內容

意涵；如何評價馬英九訪問中國大陸期間的相關論述言行等。（摘錄自校訊新聞） 

 

 學術與實務活動   資訊學院 

【資訊學院訊】中華電信執行洪維國副總於 3 月 30 日率領多位一級主管與資訊學院展開

產學合作對話，與會者包括企業客戶分公司陳明崇副總、資訊技術分公司鄭枸澺副總、網路

技術分公司林逸修處長，以及人才發展處邱弘斌副總、王幸蓓處長等，資訊學院劉吉軒院長、

資訊科學系紀明德系主任、數位內容學士學位學程陳宜秀副教授、AI 應用學士學位學程張

家銘主任，以及將在 8 月正式成立的資安碩士學位學程左瑞麟主任、圖書館廖文宏館長等多

位師長出席，雙方針對各項合作議題進行意見交流。 

 

▶法國 CY 塞爾奇—巴黎大學張倫教授專題

演講（照片來源：東亞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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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中劉吉軒表示，國立政治

大學過去由人文社會學科訓練

出來的人才在政府部門扮演相

當重要的角色，而新成立的資訊

學院肩負培養各個領域學生，具

備基礎資訊專業知識的責任，希

望學生將來能運用 AI 資訊的整

合應用能力，結合其自身專業背

景發展出無限可能。因此新的學 

年度即將推出大學部的 AI 應用

學程，相信經過這些完整訓練的同學畢業後，將是政府部門或民間企業非常得力的人才。 

 

洪維國在座談會中則強調，近年來由於受到許多公部門或民間企業委託開發的專案量大幅增

加、5G 智慧應用延伸至生活各個層面、大數據分析需求急驟上升等因素，使得企業相關部

門需要大量優秀的工程師投入，而資訊學院所培養跨領域的資訊人才，正是中華電信企求的

對象，若學生可藉由實習參與企業內各類專案計畫，不但可擴展學生更大的視野，未來進入

職場也能無縫接軌。（摘錄自校訊新聞） 

 

 學術與實務活動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訊】日本交流協會於 3 月 17 日訪問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由國際關係

研究中心寇健文主任、陳德昇研究員與曾偉峯助理研究員接待。雙方互動愉快，並於會後合

影留念。 

 

 

 

 

 

 

 

 

 

 

 

 

▶日本交流協會訪問合影（照片來源：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中華電信表達期待資訊學院學生至公司實習 （照片來源：資訊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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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訊】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過去長期為我國重要智庫，自民

國 42 年 4 月 1 日成立至今已屆滿七十週年。為使社會大眾認識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特於 3

月起舉辦七十週年系列活動，藉互動式展覽與影像記錄，以多元面向呈現多年來所累積的研

究與學術成果，同時見證我國外交、兩岸關係的發展歷程。「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七十週年特

展」於中山堂進行為期兩週的展出後，為使國立政治大學師生更加瞭解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的

歷史與未來展望，於 3 月 20 日舉辦揭幕式，由李蔡彥校長、詹志禹副校長、中央研究院政

治研究所吳玉山院士、圖書館林巧敏副館長，以及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寇健文主任、王信賢副

主任一同剪綵，為第二階段展出揭開序幕。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訊】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跨界創新與前瞻論壇於 3 月 10 日舉辦「地緣

政治風險管理與挑戰：兩岸、南海與俄烏案例」研討會，邀請國內外的學者專家分別探討「地

緣政治風險與兩岸關係」、「地緣政治與南海變局」、「地緣政治與俄烏衝突」，並進一步探討

全球地緣政治未來可能的發展與風險。此次研討會開幕式邀請兩位貴賓進行主題演講，藍濤

亞洲公司的黃齊元總裁、以及海軍備役上將陳永康將軍。黃齊元總裁在主題演講中，以資深

銀行家的觀點分析，提出他對於典範轉移後的新地緣政治局勢的全方面觀察與建議。陳永康

將軍在演講中探討臺灣現今面臨的兩岸與世界情勢與挑戰，並與聽眾分享他的分析與建議。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70 周年慶祝校內移展（照片來源：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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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訊】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跨界創新與前瞻論壇於 3 月 11 日舉辦「粵港

澳大灣區研討會」研討會，邀請臺灣與香港的學者專家探討「粵港澳大灣區機遇」、「港澳發

展挑戰」，促進臺港交流與對話。研討會第一場次「粵港澳大灣區機遇」中，香港亞太區域

發展研究所的張樹劍所長特別探討近年影響香港與深圳發展的內外部因素，並且建議香港與

深圳可以如何增強對人才和資本的吸引力。在下午的第二場次，主題為「粵港澳發展挑戰」。

前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研究員王玉清博士以「粵港澳大灣區區域整合趨勢和難點」為

主題報告，回顧粵港澳整合的歷史以及未來展望。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的蕭督圜助理教

授則是從社會融合角度，探討粵港澳大灣區整合相關政策對於民眾的影響。 

▶「地緣政治風險管理與挑戰」研討會（照片來源：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粵港澳大灣區座談會（照片來源：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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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實務活動   創新創造力研究中心 

【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訊】創造力講座主持人企業管理研究所吳靜吉名譽教授於 3 月 31

日前往大力有機農場參與「雲林古坑有機玉米迷宮 x 大地饗宴」，身兼家樂福文教基金會董

事長的吳靜吉教授，希望透過此次食農教育活動，激盪產學研民各界對社會創新與 SDGs 的

深化合作。 

 

 

 

學術與實務活動   人文中心 

【人文中心訊】人文中心與日本東京大學全球領袖培育學程（東京大学グローバルリーダ

ー育成プログラム）合作舉辦「2023 Taiwan’s Dilemma and Futur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研習營，為期 12 天的課程於 3 月 24 日完滿落幕。活動期間，邀請民主政治、國

防外交、歷史文化、公民運動等領域的專家及學者授課，同時亦安排國立故宮博物院、順益

臺灣原住民博物館、台積創新館以及貓空茶園等實地參訪，並鼓勵日本東京大學師生與國立

政治大學學伴進行多方交流。兩校學生在良性互動中，共同探究臺灣在亞太地區的困境與展

望。 

 

 

 

 

▶落日餘暉中於玉米田享用低碳足跡的有機料理（照片來源：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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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營開幕式歷史學系藍適齊副教授（左一）鼓勵學員們 

多多交流與互動（照片來源：人文中心） 

 

 

▶人文中心廖敏淑主任（右四）帶領學員至貓空品茗，體驗茶文化 

（照片來源：人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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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實務活動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訊】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本校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承辦「設置南島民族

論壇秘書處暨南島研究發展計畫」，其子計畫之一為辦理「國際原住民族青年論壇──區域培

訓班」，故由計畫主持人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系主任盧業中教授帶領中心團隊 3 名助理，

連同 20 名參訓學員及 4 名輔導員，於 3 月 17 日至 23 日在關島辦理為期一週的培訓。學

員藉由參訪關島當地的查莫洛相關文化機構，來與臺灣當前的原住民族教育相互學習並分享

彼此的經驗，藉由此趟活動，達到培育臺灣原住民人才走向國際化之期望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訊】 《原教界》109 期出刊！主題

為「走向太平洋」。臺灣原住民族研究最近 30 年相當活躍，

已進展至與海外民族互相瞭解的階段，縱使許多機構已啟

動各式各樣的計畫案及活動，但事實是，臺灣對於太平洋

的認識仍然陌生。109 期探討目前臺灣正著手進行的太平

洋相關研究政策、活動，主要分享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承辦

「南島研究發展計畫」這 3 年以來的實際執行成果，包含

政策、圖書出版、建立資料庫、媒合簽署備忘錄、辦理會

議及培訓等事務，以及當中所面對的挑戰跟因應的處理。

109 期不僅對當前的太平洋研究做一總結，並提供讀者對

於「太平洋」的概觀與聯繫，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關島培訓文化之夜合影（照片來源：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原教界》109 期（照片來源：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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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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宗教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與國立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於 3

月 23 月至 26 日聯合舉辦為期四天的「女神與女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整合型計畫）

金門田調工作坊」，考察金門在地信仰—東林佛祖宮（曾稱玄女廟）、后宅九天玄女廟、青岐

烈女廟、金門法奶宮、料羅順濟宮、峰上天后宮、官澳龍鳳宮、田墩天后宮、南門境天后宮、

湖下天后宮（雙忠廟）、后湖昭應廟、金門大甲媽分靈會等寺廟團體，蒐集包括媽祖、觀音、

臨水夫人、九天玄女等女神信仰第一手資料，進行執事人員訪談、宗教學術暨實務交流座談

會等學術活動。 

 

 

 

 

 

 

 

 

 

 

 

 

 

 

 

 

 

 

 

 

 

 

 

▶右起為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林振源主任、金門媽祖協會祕書長、后湖昭應廟常

務監事、主委、宗教研究所李玉珍所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張珣所長。

（照片來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宗教學術暨實務交流座談會」於金門法奶宮舉行，與會人員包括學者、宮廟

代表及研究生。（照片來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