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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研究發展處 記者: 花清荷、攝影: 許芷婕】牆上高掛社運布條、書櫃上層層疊疊大部頭

書本、桌上密密麻麻的白紙黑字，全是近三十年研究之路上的深刻印記。和藹可親的笑容、

爽朗大方的神情，臺灣史研究所教授薛化元目前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稱國科會）

《王雲五與台灣政治發展：以政治改革為中心》的兩年期計畫，過去曾擔任文學院院長、台

灣史研究所所長、歷史學系主任，也積極參與實務工作，擔任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

關心社會議題及臺灣歷史教育。 

 

從小心嚮歷史 自由民主成畢生研究重點 

 

「歷史是我人生的第一志願。」薛化元語氣堅定、毫無遲疑地說。他分享，當初大學入學時

曾經做過學力測驗，發現自己的數理能力遠大於文學能力，但他仍然選擇進入歷史學系就讀。

「我從小就喜歡歷史。」回憶起自己高中時，便以歷史人物岳飛為題撰寫文章，大學二年級

時，也正式在學生刊物《史薈》中發表〈由「蕭規曹隨」看漢初所謂「黃老治術」〉一文，

薛化元對歷史學術研究的熱忱，早在學生時期便閃閃發光、蓄勢待發。 

 

奮不顧身追逐學術夢 薛化元以行動締造臺灣史里程碑 

 

▶薛化元目前為台灣史研究所及歷史學系合聘教授、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過去曾經擔任文

學院院長、歷史學系主任，以及台灣史研究所所長（攝影：許芷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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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碩士班時，薛化

元對「自由民主」主

題情有獨鍾，同時也

持續參加學生運動，

撰寫相關文章，同步

探索理論與實務面

向，最後選擇回歸至

民主制度根本大法─

─憲政史相關研究，

博士班時便以中華

民國憲法之父張君

勱為主題，也為他日

後的憲政史研究打

下穩定基礎。 

 

不過，除了憲政史外，在廣袤的歷史研究領域中，薛化元的熱忱可不止於此，大學及研究所

時期，他也持續接觸臺灣史研究主題，包含歷史人物吳鳳、臺灣開港貿易等等。不料，持續

研究後發現，竟然連一本比較詳細的中文《臺灣史年表》都沒有？身為行動派的他，便開始

編纂《臺灣歷史年表》，帶領團隊自 1945 年的報紙開始翻閱，一步一腳印地紀錄這片土地

的前世今生，也開啟自身與臺灣史的堅定緣分。 

 

回溯過往正義 重現歷史事實 

 

目前正在進行的國科會計畫《王雲五與台灣政治發展：以政治改革為中心》是薛化元臺灣史

及憲政史研究領域的集結。王雲五曾任中華民國第八任行政院副院長，也為總統府臨時行政

改革委員會的召集人。近年來，王雲五的相關日記正式出土，當中富含的歷史價值，為學術

研究者們熱切好奇的主題，在王雲五基金會王春申董事長和紀念館同仁的協助下，薛化元和

計畫助理得以順利閱覽相關內容。「之前看到的紀錄都是官方的，會議召集人（王雲五）自

己想些什麼？很重要吧？」薛化元滔滔不絕地說著，也笑道因為字跡難以辨認，在研究上具

有一定難度。 

 

而這份研究其實出自於薛化元從事臺灣史研究以來一直好奇的疑問，他分享，在回顧歷史資

料時發現，當時身為執政黨的國民黨，雖然並不會直接在官方紀錄中指稱戒嚴令、動員戡亂

時期臨時條款的不適當，但高層們會於會議中檢討在實際執行法律的過程中，哪些部分並沒

有依循法律施行。例如：於蔣介石總統任內，1958年由王雲五主持的「總統府臨時行政改

革委員會」曾經針對戒嚴及動員戡亂體制下情治、司法人員傷害人權的問題，提出許多改革

▶薛化元與其編纂的《台灣歷史年表》（攝影：許芷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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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議，並要求追究相關責任。「發現不是沒有檢討，但改革沒辦法動，當時擁有決策權力

的人的決定就變得非常關鍵。」令人狐疑的是，即使當時國民黨政府高層組成的委員會高層

大多主張需要改革的問題，為何蔣中正卻堅持不做更動。薛化元說：「這一點是我非常好奇

的。」 

 

薛化元提到，歷史學著

重「事情發生當下的時

間和空間」與「我們現在

重新檢視的時間和空

間」，如今臺灣社會注重

威權體制時期的轉型正

義，但他好奇的是，在臺

灣的體制仍未轉型成現

在自由民主的樣態時，

那時的「正義」應該是什

麼？「縱使是在戒嚴、在

動員戡亂那種人權遭到

傷害的時候，原本還能夠

保有的一點點（人權）都

沒保住，那原因是什麼？這是我最近在做的事情。」雖然歷史上的重重謎團很多早已無當事

人解答，但薛化元仍然能夠在遍佈各處的資料中，試圖拼湊蛛絲馬跡，重現歷史事實。 

 

同時致力實務 注重臺灣史教育 

 

除了教授身份，薛化元同時擔任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過去也曾在國科會進行關於

臺灣人權促進會相關研究及文獻典藏事務，致力於實務工作。提到其任內改變，他分享：「二

二八基金會原本是一個依法受理賠償的單位，受理審查的，那我們這幾年就主動在檔案中找

還有哪些可能的受難者，不然有很多受難者，可能他們的家人都不知道。」同時，他也關注

轉型正義發展，過去曾擔任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諮詢委員，提供意見協助官方處理相關政策。

以多方面視角切入臺灣史不同面向，也從中展現出薛化元對於臺灣民主社會的關心與在乎。 

 

秉持著對臺灣史及教育的熱忱，薛化元在臺灣史教育上也不遺餘力，除了開設校內熱門通識

課程「近代臺灣歷史與人物」外，也協助國立政治大學成立台灣史研究所，他分享：「為什

麼要學臺灣史，很多人說深化臺灣本土意識，但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你要瞭解這個地方歷

史的發展，才能瞭解一些重要決策的背景。」他以臺灣人常遇見的颱風為例，他說，其實臺

灣歷史上許多嚴重的水災，都不是因為颱風造成，而是熱帶氣旋，「但我們從小被教育，颱

▶薛化元的研究室中放滿專書、參考書籍、自由中國雜誌等等，彷彿一

所小型圖書館（攝影：許芷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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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來要注意水災，不，其

實很多嚴重的大水災都

不是因為颱風。」只要知

道這些歷史上的事件，就

能在現實的待人處事上

有更多的警覺性，也對於

企業發展、產業決策、學

術研究都有幫助，而他也

身體力行，教育莘莘學子

自身的土地故事。 

 

 

 

「讀書是我用生命換來的東西」學術熱忱一覽無遺 

 

或許因為曾經身兼不同社會角色，薛化元對於現今社會環境及風氣具有犀利精闢的觀點，提

倡民主自由的他，對於「自由」的定義也有自身看法：「我們平常講自由講得很大聲，但對

於自由所需要的條件，我們做了多少努力？」他以新聞自由和隱私權的矛盾為例，呼籲人們

應該注意到自由之間的衝突性。「張君勱寫了一段名言：『自由的限制是為了保障自由。』」

強調自由勢必需要外在制度的適度規範，才能避免被傷害，且恰當、合宜地實現。他也持續

進行相關研究，期望能透過學術產出，有助於臺灣有更健全的自由民主環境。 

 

談及未來計畫，薛化元也分享自己即將出版與臺灣人權促進會及人權發展相關新書，目前已

進入校對階段。未來則計劃撰寫《傅正與臺灣民主自由》專書，傅正為民主進步黨創黨元老

之一，曾於《自由中國》等黨外雜誌擔任編輯，且是《自由中國》雜誌團隊中第一位主張若

要組成反對黨，勢必得和選舉產生關係的人物，該書希望講述其對於黨產、總統權力等議題

的看法，目前正在史料搜集階段，希望明年能夠完成初稿。除此之外，薛化元也期許：「希

望之後能做更『大』一點的研究，三十年前很想寫一本臺灣近代政治經濟史，大綱都弄完了，

始終沒有寫完。」而說著這句話的同時，他的眼神中也閃爍著明亮、充滿希望的光芒，流露

出自身對於歷史、自由、民主的堅持。他說：「其實我在考博士班考試時生了一場大病，讀

書是我用生命交換來的東西，其他的工作都沒有這個工作重要。」多年來秉持這樣的信念，

薛化元早已用他的行動、努力及成就，證明了自己對於學術的滿腔熱血及奮不顧身。 

  

 

 
 

▶薛化元熱情分享過去撰寫的文章、娓娓道來自身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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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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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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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徵求 

計畫名稱 校內截止日期 

2025-2026 年臺德（NSTC-DAAD）雙邊合作計畫人員互訪交流

（PPP）計畫 

• 113年 6月 3日 

  （一）下午 5時 

2025-2027 年臺波雙邊協議國際合作計畫（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際

合作鏈結法人計畫） 

• 113年 6月 11 日 

  （二）下午 5時 

113 年度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  

1. 前瞻技術研發型計畫 

• 113年 6月 11 日 

   （二）下午 5 時 
（計畫構想書經國科會審查通

過後，始可提計畫申請書） 

2. 產學研發中心型 
• 113年 6月 11 日 

  （二）下午 5時 

3. 領先技術發展型 
• 113年 6月 11 日 

  （二）下午 5時 

2025-2026 年度臺比（NSTC - FWO）雙邊合作人員交流 2 年期計畫 
• 113年 6月 20 日 

  （四）下午 5時 

2025年臺法幽蘭計畫（人員交流計畫、雙邊研討會） 
• 113年 6月 25 日 

  （二）下午 5時 

國科會與歐盟同步徵求 2024 年歐盟「癌症轉譯（TRANSCAN-3）」

聯合跨國多邊合作計畫 

• 113 年 7 月 5 日 12:00 

（CEST）前透過歐盟線上

申請系統完成申請程序 

113 年度運動科技產學合作計畫 
• 113年 7月 8日（一） 

  下午 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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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計畫徵求 
 

 

 

2025年臺波、臺保、臺匈、臺斯雙邊合

作研究人員互訪交流（PPP）計畫 

1. 臺波 （NSTC-PAS） 
• 113年 7月 15 日  

  （一）下午 5時 

2. 臺保（NSTC-BAS） 
• 113年 7月 24 日 

  （三）下午 5時 

3. 臺匈（NSTC-HAS） 
• 113年 9月 9日 

  （一）下午 5時 

4. 臺斯（NSTC-SRDA） 
• 113年 11 月 26 日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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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下午 5時 

113 年度「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產學小聯盟）」補助案 
• 113年 8月 26 日 

  （一）下午 5時 

2025年臺法（NSTC- Inserm）雙邊協議人員交流互訪計畫及雙邊研

討會 

• 113年 9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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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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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委託研究主題及其研究重點 

（網址: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360 ）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綜合研究所 
• 預告主題 

「114年度中研學者計畫」推薦申請 中央研究院 
• 113年 5月 31日 

  （五）止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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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型專題研究計畫 
客家委員會 

• 113年 5月 31日 

  （五）止 

https://ord.nccu.edu.tw/news/rd_research_c.php?Sn=1786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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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榮譽 

• 恭賀國立政治大學 113 年 4 月收錄於 Scopus 資料庫之師生論著共計 37 篇，文學院 2

篇、理學院 6 篇、社會科學學院 7篇、商學院 12篇、外國語文學院 2 篇、傳播學院 1篇、

教育學院 1 篇、資訊學院 5 篇、選舉研究中心 1 篇、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1 篇、東

南亞研究中心 1篇。請參考以下網址：https://reurl.cc/LWMa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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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日辦理「113 年第二場研究倫理教育訓練」，此

次研習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教授暨臺師大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潘淑滿

主任委員主講。講題為「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倫理審查的實務與議題」，刻正接受報名中，歡

迎踴躍報名。報名網址：https://bit.ly/49dn05i 

 

 

 學術與實務活動   高教深耕計畫—特色領域研究中心 

 
中心名稱  企業永續管理研究中心 
 

•【企業永續管理研究中心訊】國立政治大學企業永續管理研究中心於 5月 16 日舉辦「氣

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報告書評鑑工作坊－評審及確信機構心得與經驗分享」。企業永續

管理研究中心於去（2023）年 12月 15 日辦理「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報告書評鑑、

現況及未來精進研討會」，受到銀行、保險業及相關機構的熱烈迴響。在該研討會中，就評

鑑緣起及評鑑方法進行說明，並針對各機構報告書內容一般概況提出說明與精進方向建議。

中心後續依據評鑑作業流程與方法，邀集專家學者與中心工作人員進行評鑑工作，目前已初

步完成評鑑工作。評鑑小組在評鑑 TCFD報告書的過程當中，發現部分業者所撰寫報告書有

獨到之處及優點，值得與各公司分享；同時，評審也發現一些值得改進之處。因此，企業永

續管理研究中心特舉辦 TCFD報告書評鑑評審及確信機構心得與經驗分享工作坊，以提供給

銀行與保險業者，從評審及確信機構角度來看，各公司所撰寫的內容有哪些值得繼續維持的

優點、有哪裡值得改進之處以及如何改進，做為各公司未來撰寫報告書之參考。此次工作坊

除了由企業永續管理研究中心主辦，特別與國際金融學院合作，讓活動參與單位陣容更加堅

強。 

 

工作坊出席來賓包括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黃家齊院長、企業永續管理研究中心譚丹琪主任。

與會報告專家學者與專業機構人士包括企業永續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兼高教深耕計畫氣候

https://reurl.cc/LWMa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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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財務揭露評鑑執行長兼國際金融學院代理副院長許永明特聘教授、統計學系余清祥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財務金融學系黃鴻禧教授、臺中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系曾耀鋒副教授、淡江

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蕭景元副教授、企業永續管理研究中心陳仁帥經理、李榕時經理、

BSI 英國標準協會張嘉倫協理、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施俊弘會計師等來賓，分別就評鑑作

業不同領域主題進行專業分析與解說。報名與會人員相當踴躍，會場來賓座無虛席，大家專

注聆聽與筆記報告內容；為滿足無法蒞臨現場來賓之期望，主辦單位也透過網路即時轉播，

以嘉惠無法蒞臨現場的來賓。 

 

國立政治大學在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支持之下，於 2023年成立企業永續管理研究中心，主

要任務之一即為辦理本國銀行與保險業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報告書評鑑工作。企業

永續管理研究中心除了研究工作，更積極扮演了企業永續發展輔助的角色，將學術研究的能

量與成果，灌輸與分享給產業，共同創造永續發展的未來。氣候變遷是一個全球性的挑戰，

需要產業界、政府部門以及學術機構的共同努力，不分行業、不分彼此的共同合作，以協助

國家達成 2050淨零目標。 

 

 

 

▶研討會出席貴賓包括政大商學院黃家齊院長（右五）、企業永續管理研究中心譚丹琪主任（右四）、企業

永續管理研究中心許永明副主任（左四）、統計學系余清祥教授（右三）、國立嘉義大學黃鴻禧教授（左

三），臺中科技大學曾耀鋒副教授（左二），勤業眾信（Deloitte）會計師事務所施俊弘會計師（右二），

企業永續管理研究中心陳仁帥經理（左一），企業永續管理研究中心李榕時經理（右一）（照片來源：企業

永續管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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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文學院 

•【文學院訊】文學院國際漢學碩博士專班「東亞近代國際社會中的日本與台灣」密集講座

課程，邀請到日本東京大學檜山幸夫名譽教授、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東山京子研究員及

鈴木哲造研究員來臺授課。第一講於 4月 30 日舉辦，由檜山幸夫名譽教授揭開序幕，主講

「台灣統治論」，探討日本帝國的統治結構、臺灣統治的基本法、中央政府的直轄統治、臺

灣總督的職務權限與內地延長主義等諸多議題，內容精彩豐富。課程尾聲，同學針對「殖民

地」及「外地」的概念提出問題，檜山幸夫名譽教授回應日治時期臺灣對於日本帝國是以「殖

民地」的形式呈現，而以「外地」為實際的統治方式，同學也非常期待隔天檜山老師帶來的

「台灣總督府機構論」演講課程。 

 

 

 

 

 

 

 

 

 

 

 

 

 

 

 

5 月 2日進行課程第二、第三講次，由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東山京子研究員，帶來「臺

灣總督府文書史料論」演講課程。東山京子研究員先說明中京大學與臺灣總督府檔案史料的

關係，以及與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的淵源，之後介紹臺灣總督府文書為何，說明了台

灣總督府的文書管理制度、編纂以及保存管理等內容，細緻地討論了臺灣總督府檔案的特色。

老師最後還提到，如果未來還有機會，可以安排向文獻館申請，希望帶領同學們去親身看到

原件。最後，同學向東山京子研究員詢問到是否有些檔案是被私藏，若運用到這些檔案時，

效力為何？東山京子研究員回應可利用其他史料交叉比對，進行內部考證，也可利用騎縫章

等文書外在呈現的細節去做外部考證。 

▶日本東京大學檜山幸夫名譽教授，來臺主講「台灣統治論」（照片來源：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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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講次課程，檜山幸夫名譽教授延續前一日的講題內容，將內地延長主義的內容進行總結。

接著開始「台灣總督府機構論」的演講課程，提到了臺灣總督府的組織結構及人員結構，探

討到臺灣的司法制度為屬地主義，也說明了日治時期對「臺灣」和「臺灣人」的差別待遇，

講到在靖國神社供奉臺灣戰死者的事，以陸軍、海軍為例，當中即有相當差別，值得注目，

且應細緻討論；課程尾聲，檜山幸夫名譽教授介紹了臺灣知識階層對日本統治的態度，包含

出身、學歷以及就業統計等內容。最後，檜山幸夫名譽教授留下一個問題，請在座的老師、

同學們一同深思「對日本來說，五十年的臺灣統治是什麼？」此一課題。 

 

5 月 2日的第四講次由東山京子研究員延續前一日課程的講題內容，進行補充說明。接著，

東山京子研究員從臺灣總督府文書做延伸，進行「臺灣總督府文書所見之霧社事件」演講，

說明如何具體應用總督府文書展開研究。課程當中，東山京子研究員說明了她對此議題問題

意識的形成，簡介霧社事件的前人研究成果，並講述其與先行研究的不同之處，也介紹當時

日本的中央政府與臺灣總督府對該事件的紀錄，以及東山京子研究員在這批文書中對該事件

記載的觀察。課程內容豐富，礙於時間限制無法全數說明，留待隔日繼續講授，令人期待不

已。課程最末，同學詢問到昭和年間總督府檔案時限保存的法令依據為何，東山京子研究員

則回應是從昭和 19年的戰時體制的改正中延伸，還進一步說明更多與文書保存的相關細節。 

 

▶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東山京子研究員，來臺主講「臺灣總督府文書史料論」 

（照片來源：文學院） 



 

 

- 12 - 

第五講次由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鈴木哲造研究員主講「日本之臺灣統治與技術官僚」的

主題課程。演講分成兩個部分，一為「臺灣總督府醫學體系技術官僚與事例」，考察這些技

術官僚的學歷、學閥、人脈等的影響，發現臺灣總督府醫學體系技術官僚學歷、學閥與人脈

的重要性，並發現 1920年前後醫療體系的差異與變化；另一為「後藤新平的統治理念與衛

生政策形成的關聯性」，探討後藤新平的統治理念，如何反應在臺灣的實際統治上。最末，

同學詢問到醫「生」與醫「師」名稱之差異，鈴木哲造研究員回應說醫生與醫師的歷史淵源，

與法律的規定皆會影響。 

 

5 月 3日為最後兩講次，邀請東山京子研究員及鈴木哲造研究員壓軸。東山京子研究員延續

前一日「臺灣總督府文書所見之霧社事件」的講題，特別提到其實霧社事件在總督府檔案中

所見無幾，但卻出現在專賣局的檔案裡，是因為事件發生時，許多霧社地區的人民逃往較近

的埔里專賣局避難，也與專賣局的業務是販售物品給臺灣人的調查目的有關，故出現在專賣

局檔案中。接著，東山京子研究員開始今日「臺灣總督府與臺灣大地震」的演講，主要講述

的是 1935年 4月 21 日臺灣中部地震的發生、媒體報導、現場調查、防災措施，以及地震

的記錄和傳播等內容。最後，東山京子研究員總結三堂課程的內容，提醒各位同學進行研究

時，不可只用總督府檔案，必須搜集更多史料交叉比對，此外，有些資料並未存於總督府文

書中，而是散在其他機構裡，因此，進行研究時，需要爬梳更多史料。 
 

▶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鈴木哲造研究員，來臺主講「日本之臺灣統治與技術官僚」 

（照片來源：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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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講的課程由鈴木哲造研究員講述「日本統治下之臺灣防疫與衛生」之課題，分成兩個

講題，一為「日治時期台灣的鼠疫疫情及防疫措施」，提到防疫組織體系的建立，防疫立法

的形成與發展，以及滅鼠防疫活動等；另一為「醫療、公共衛生史研究的論點與課題」，說

明新冠病毒的全球流行和傳染病的歷史學，接著，談論到「醫學史」的轉換，解釋「新醫學

史」為何，亦分別講解臺灣和日本「新醫學史」的動向，並將「新醫學史」與殖民地研究之

關係作了講解。課程最末，邀請到這次從日本遠道而來的三位教授與現場同學們進行綜合座

談，氣氛熱絡、發言踴躍、意猶未盡，雙方皆期待未來能有更多機會進行交流互動。 

 

•【文學院訊】文學院國際漢學專班「唐宋文學專題：文本與方法」課程於 4月 25 日及 4

月 29日舉行第五、第六的壓軸講次，邀請到日本京都女子大學愛甲弘志名譽教授分別在國

立政治大學、國立中央大學主講授課，講授主題為中晚唐文學，內容涉及日本學者研究中國

文學的意義、中晚唐時期掌權者的文學、中晚唐時期的詩人意識、中晚唐時期詩歌的特徵等

議題，並與日本漢詩以跨民族、跨文化的多重視野進行比較。 

 

在第五講次中，愛甲弘志名譽教授關注於中晚唐詩歌創作，他提到唐朝大曆至大和年間不僅

可視為唐代中期，亦為中國文學發展的重要轉捩期。時值盛世進入社會動盪不安、政壇風起

雲湧的時刻，文人們因而開始在創作中扣問其詩人意識，亦即藉由創作傳遞訊息，或抒發己

▶檜山幸夫名譽教授（前左三）、東山京子研究院（前右三）、鈴木哲造研究員（前左一）與本課

程開課教師台灣史研究所李為楨副教授（前左二）於課後與學生合影。（照片來源：文學院） 

 



 

 

- 14 - 

身不得志，或闡明自身價值觀。愛甲弘志名譽教授以晚唐詩人杜牧為例，說明從杜牧自己刪

詩的行為可以得知，他欲透過篩選自己的作品，以此作為後人認識他的途徑。 

第六講次中，愛甲弘志名譽教授進一步探討詩的特徵，並聚焦於詩情與詩的意象。首先，講

者彙整詩情於詩作中的用法，並比較不同用法之間，因語境產生意義的差異；其次，愛甲弘

▶日本京都女子大學愛甲弘志名譽教授，於國立政治大學主講「中晚唐文學」（照片來源：文學院） 

 

▶愛甲弘志名譽教授（左三）與開課教師中國文學系陳英傑副教授（左四）於課後與學生合影

（照片來源：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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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名譽教授舉出煙雨、青蛙為例，爬梳這些意象在中晚唐時期，詩人的運用與前期之差別，

並以此說明中晚唐時期出現的特徵。 

 

此次講座為本學期課程畫下完整的句點。愛甲弘志教授在兩次講座中，講授了與中晚唐文學

相關的研究，並且示範如何透過文獻比對等研究方法解讀文本。學生們除了收穫學者的研究

成果與學習其研究方法外，教授也勉勵學生以更開闊的視野、更國際化的大局觀面對問題，

以期開展出與眾不同的研究價值。 

 

 學術與實務活動   社會科學學院 

•【社會科學學院訊】社會科學

學院 5 月 2 日舉辦本學期第一

場 Brown Bag Talk，持續聚焦

在跨領域研究的經驗分享。社

會學系鄭力軒教授研究專長之

一為經濟社會學，這次以「凶宅

與共同持有背後的社會現象」

為題，探討具有跨領域性質的

土地產權議題。活動吸引地政、

社會、經濟、法律等不同領域師

生熱烈參與。 

▶課程第六講次於國立政治大學師生移地國立中央大學共同上課，愛甲弘志名譽教授（前中）於課後與

國立政治大學及國立中央大學師生合影（照片來源：文學院） 

▶社會科學學院多個系所不同領域老師參與座談（照片來源：社會

科學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73/part_16770_1503142_9416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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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婉瑩院長開場時強調，跨領域研究近年來相當熱門，外表看似顯學，卻像雜家一樣包羅萬

象，由於專業門檻高，從事跨領域研究或是推動跨領域合作都相當艱辛。土地產權往往承載

著複雜的社會關係，過去卻少有以社會學角度觀察土地議題。楊婉瑩院長認為透過鄭力軒教

授的社會學視角來看土地持有與交易的經濟活動，將可呈現更多元且完整的意涵，也有助於

觸發不同專業的跨域對話。 

 

鄭力軒教授一開始分享跨領域研究的機緣，土地與所有人都有連結，他過去也曾有接觸土地

持份問題的經驗，但不同專業對於相同事件會以不同切入點思考。以土地共有產權為例，地

政學關注在土地價格及稅務問題，而社會學則關注人的行為：土地由誰持有、為什麼持有、

當事人如何看待持有以及持有土地產生的社會關係等。 

 

鄭力軒教授以凶宅為例，講解制度如何影響市場。凶宅是自古以來一直延續至今的傳統觀念，

早期僅被認為是民間信仰，並未留下文書記錄，近年來已被制度化，與海砂、輻射一同被列

為房屋交易強制揭露事項，但是不同於海砂或輻射具有明顯的物理缺陷，凶宅主要影響的是

人的主觀感受，市場交易也衍生出一套凶宅經濟，透過洗屋與分戶的手法，減低被判定為凶

宅造成的價格減損。 

 

鄭力軒教授接著談到社會學中的關係經濟，包括透過特定名目、儀式或是行為，包裝道德或

心理上具模糊空間的交易，使交易成為確認社會關係的方法，同時也透過確認社會關係完成

經濟交換。祭祀公業土地的關係經濟，反應了過往的父系家族傳統，但是這個傳統卻與現代

個人財產保障觀念產生了衝突。而且祭祀公業的土地來自已經過世的祖先，代代相傳的結果，

這些土地的利用和處分，也就參雜了家庭成員間複雜的情感與互動。祭祀公業土地也因為上

述的原因，存在性別差異以及家族文化的特質，與一般商品的市場運作相當不同。（摘錄自

校訊新聞） 

 

 學術與實務活動   法學院 

•【法學院訊】法學院財經法學中心於 4月 25日邀請 Michael Fahey律師蒞臨擔任講座，

題目為「Interplay between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IP Protection in Recent US 

Cases」。講座全程以英文方式進行，由法律學系陳龍昇副教授與謝祥揚兼任助理教授主持，

參與者包含臺灣、美國與法國之學生。Michael Fahey律師以其在智財領域之專業與豐富實

務經驗，特別以美國近年兩件著名的智慧財產相關案例為討論核心，除了分析各該案的法律

爭議，並和與會的師生熱烈討論相關概念於我國個案上之適用可能。 

 

首先，第一個案例為 "Jack Daniel's Properties, INC. v. VIP Products LLC.判決"，該案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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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權侵害與合理使用之判斷，美國最高法院在本案中探討 parody、Rogers test 以及 First 

Amendment之交錯。第二個案例為 "Andy Warhol Foundation For The Visual Arts, INC., 

v. Lynn Goldsmith, et al.判決"，該案所涉爭議為著作權的轉化使用認定。 

 

在演講過程中，Michael Fahey律師以深入淺出方式，帶領與會同學逐步審視美國法院的論

理，並引領同學進一步思考類似爭議於我國發生時，外國法論據得如何援引而於我國法院主

張。 

 

法律學系陳龍昇副教授與謝祥揚兼任助理教授兩位老師於結尾致詞皆表示，智財保護與合理

使用的界線，為一重要的議題，如何劃定而又可兼顧創作者保護，正為此次講座案例的爭議

所在。（撰文：林倢妤） 

 

 

 

 

▶法律學系陳龍昇副教授（左）與謝祥揚兼任助理教授（右）致贈感謝狀予 Michael Fahey 律師

（中）（照片來源：法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64/part_16451_8939987_66156.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64/part_16451_8939987_6615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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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訊】法學院財經法學中心於 5月 1日舉辦主題為「商標申請程序與審查實務」的 

講座，邀請到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權組王德博副組長擔任主講人，現場吸引了眾多學生

與專業人士參與。 

 

王德博副組長以專業

知識與豐富經驗，深入

解析了商標申請程序

的細節，並重點強調了

商標註冊對企業價值

創造的重要性。此講座

除了詳細說明商標註

冊流程中需要注意的

細節，包括商標圖樣的

決定和智慧財產局的

審查過程外，王德博副

組長並深入介紹 2024

年 5月 1日生效的商標

法修正案。此次修正案

▶ Michael Fahey 律師演講照（照片來源：法學院） 

▶王德博副組長演講照（照片來源：法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64/part_16451_8939987_66156.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64/part_16451_8939987_6615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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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涉及代理人管制機制、加速審查機制、非法人團體的申請資格以及商標邊境保護措施等

方面。 

 

活動主持人法律學系陳龍昇副教授在講座結束時，除感謝王副組長為此次講座帶來的精彩演

講，並表示參與者們對商標申請流程與審查實務都有更深入的暸解，收穫豐碩。（撰文：林

倢妤） 

 

 

 

 

 

 

 

 

 

 

 

 

 

 

 

 

•【法學院訊】法學院公司治理法律研究中心、公益信

託臺灣公司治理法律研究基金主辦，安永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協辦，於 4 月 22 日辦理國立政治大學證交法專題

研究講座，邀請安永臺灣財務管理諮詢服務何淑芬總經

理演講，主題為「企業併購財務審查評鑑及併購合約之

價金調整條款」。 

 

•【法學院訊】法學院基礎法學中心、高齡社會法制研

究中心與法碩專班學友會共同舉辦「高齡法制系列講座

6 讀書會分享」，主題為: Someday All This Will be 

Yours: A History of Inheritance and Old Age，邀請

法學院王曉丹教授進行導讀。 

▶ 法律學系陳龍昇副教授（前右）王德博副組長（前左）與與會同學合影（照片來源：法學院） 

▶ 「企業併購財務審查評鑑及併購合約

之價金調整條款」演講海報（照片來

源：法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64/part_16451_8939987_66156.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64/part_16451_8939987_66156.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64/part_16451_8939987_66156.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64/part_16451_8939987_6615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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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訊】法學院於 4月 30日辦理「國科會整合型計畫 2024 年線上論文討論會－原

住民族權利、正義與解殖」，邀請國立東華大學法律學系范耕維教授，演講主題為「結構不

正義的消除或延續：從台灣原住民專業法庭改革談起」。 

 

 

 

 

 

 

 

 

 

 

 

 學術與實務活動   商學院 

•【企管學系訊】政大企管 CEO系列論壇 4 月 25日於邀請國立政治大學企家班第 42屆學

長、安索帕台灣股份有限公司紀緻謙執行長，以「火星上的廣告人－Driving sustainable 

growth for business & society through transformative creativity」為講題，向學弟妹分

享自身多年在廣告業的洞察，以及面對數位時代的衝擊，如何以「創意」與「永續」思維因

應轉型。 

 

紀緻謙執行長從廣告業的過去談起，在類比時代，一支 30 秒的好廣告就能打天下，但隨著

電視廣告沒落，廣告行銷也隨之轉變。他以數據補充，2016、17年間，數位廣告投放已正

式超過電視廣告，形成黃金交叉，更加速的產業間的數位轉型。儘管許多企業近年已大量數

位化，但疫情期間，生活型態的轉變，許多品牌的數位紅利也再次消失。面對快速且不斷變

遷的社會，紀緻謙直率地說：「不轉型，就是淘汰。」 

▶ 「高齡法制系列講座 6」演講海報（照

片來源：法學院） 
▶ 「原住民族權利、正義與解殖」研討

會海報（照片來源：法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64/part_16451_8939987_66156.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64/part_16451_8939987_66156.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64/part_16451_8939987_66156.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64/part_16451_8939987_6615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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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緻謙執行長分析，「分散」與「多元」是

數位時代與過去最大的差別。多元化的數

位時代下，消費者不單靠廣告認識品牌，

因此，瞭解「品牌體驗」變得十分重要。

「廣告是品牌體驗的一種，數位時代下，

其他像社群平臺的留言也是種品牌體驗。」

紀緻謙執行長說，這是當今新的流程，體

驗經濟，意指品牌的行為直接對上消費者

（Direct to customer）。 

 

紀緻謙執行長也在演講中播放電通

（Dentsu）公司的成果影片，讓與會者更

瞭解臺灣行銷業現況。影片播畢後，他分

享臺灣最常見的廣告創意手法，分別為「說

故事」與「娛樂」。他進一步表示，弱勢品牌若善用這兩項創意技巧，不僅能為品牌成功包

裝，甚至能在眾多品牌間突圍，製造更大的商機。 

 

此外紀緻謙執行長也指出，「討論度」在社群時代至關重要。「無論是好的討論或壞的討論，

都能促進人們上網搜尋，進而為品牌製造聲量。」在有聲量後，更有機會讓網紅、名人「自

發性」響應，為品牌創造無價的二次行銷。但這樣的手法並非適用所有品牌，仍需觀察不同

品牌特性。（摘錄自校訊新聞） 

 

 

 學術與實務活動   外國語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院訊】外國語文學院翻譯與跨文化研究中心近日規劃「譯界前輩相談所」系

列講座，邀請韓、俄、法、日文譯者蒞校演講，分享翻譯工作的寶貴經驗。 

 

系列第二場演講於 4月 9日舉行，俄語譯者何瑄以「作者、文本與譯者的三角關係」為題，

聊翻譯，也談文學刊物的編輯心得。何瑄為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研究所畢業，曾

任文學雜誌編輯，從事俄國文學翻譯多年，譯有果戈里、托爾斯泰、薩米爾欽等經典作家的

小說作品。 

 

何瑄從譯者的角色定位談起，指出翻譯時常見的詮釋難題，並以不久之前引起軒然大波的電

影字幕翻譯爭議為例，討論「超譯」、「創譯」、「誤譯」等情況。接著，她聚焦文本，分享翻

譯的研究功課，檢視文學作品中的重要元素：場景、人物、對話。她強調，場景的描述不僅

▶政大企管 CEO 系列論壇邀請安索帕台灣股份有限公

司紀緻謙執行長主講（照片來源：商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559/part_16719_8448136_70814.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64/part_16451_8939987_6615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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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烘托氣氛的關鍵，更處處藏有作者的巧思，而唯有瞭解人物的背景、性格特質，才能推敲

出心理活動，進而精確傳達文字的複雜層次。談及翻譯的取捨與平衡，她與聽眾一起閱讀薩

米爾欽小說中的詩歌段落，比較原作與不同的中、英文譯本，分析語言安排的細節，思考如

何轉譯俄語的風格與韻律。 

 

何瑄也介紹實務工作的各個面向，從與編輯的溝通、翻譯、校對，直到最後的出版和宣傳活

動，生動展示了譯者的甘苦。她還分享了編輯文學雜誌的經驗，詳細解說刊物的企劃和編務

流程，帶領聽眾一窺編輯部的工作實況、更完整認識文化產業的運作。 

 

最後，何瑄一一答覆問題，與出席的老師、同學們對話。除了譯者的養成、翻譯策略的選擇

之外，也談到科技輔助工具的使用。關於 AI 對翻譯工作的影響，她認為科技的進步必然會

帶來改變，但也強調文學翻譯需要對思想、情感、文字細節的敏銳掌握，人工智慧很難在一

朝一夕之間習得，短時間內大概無法完全取代。她並鼓勵有志從事文學翻譯的同學們持續精

進中、外語能力、勤於練習，使更多作品能跨越語言的藩籬，豐富閱讀的世界。 

 

 

 

 

 

 

 

 

 

 

 

 

 

 

▶ 斯拉夫語文學系江杰翰助理教授（左一）主持開場，歡迎斯拉夫語文學系系友、俄語譯者

何瑄（右一）蒞校演講（照片來源：外國語文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221/part_16371_6376849_16529.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221/part_16371_6376849_1652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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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訊】外國語文學院鄭家瑜院長於 4月 17日率招靜琪副院長、東南亞語言

與文化學士學位學程泰語組樊夏助理教授，接待泰國瑪希敦大學文學院（Faculty of Liberal 

Arts, Mahidol University, Thailand, MULA）Aphiwit Liang-Itsara 院長與 Panicha 

Nitisakunwut 副院長，並簽署交流合作備忘錄（MOU）。此次院際交流不但落實新南向計

畫的推行，也將促進師生與教研交流等各方面的學術合作。 

 

國立政治大學與瑪希敦大學在此次院際交流之前已經有一定的合作基礎。此次 MOU 的簽

署將進一步加深瑪希敦大學文學院與外語學院之間的院際合作，為未來更廣泛、更深入的合

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瑪希敦大學文學院成立的背景為因應當時泰國政府政策，整合並提供深諳語言和具文理潛能

的人員，進而回饋國家發展。該校也遵循其教育使命，培養文理學領域的人才，實行文理各

領域的科際整合。而文學院在獨立為自身體系後，也持續以組織與提供高品質的研究單位、

縝密的教育結構與充實的教育內容為其重要使命，期以知識創造回應社會需求。該院尤其著

重語言學研究，並透過整合語言和文學藝術教學致力發展與創新，進而創造社會價值。 

 

此次交流合作備忘錄的簽署重點策重於設立兩院未來的實質交流目標單位及細節。樊夏提出

兩院各增設交換生名額的建議，並在語言與交流實習的部分，雙方同意規劃瑪希敦大學的來

臺交換生擔任泰文課課堂助教的相關計畫事宜。同時瑪希敦大學表達在該院開設更有系統性

▶ 與會師生合影（照片來源：外國語文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221/part_16371_6376849_1652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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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文課程的積極意願，對於志在華語教學的國立政治大學同學也表達至誠歡迎。除了語言

課程之外，雙方加強討論與瑪希敦大學文學院的翻譯中心合作之事。鄭家瑜院長對瑪希敦大

學的翻譯中心表現濃厚興趣，瑪希敦大學也願意提供豐富的翻譯數據。Aphiwit Liang-Itsara

院長亦表示，除了提供國立政治大學學生中文課堂助教的學習機會之外，也將積極培育國立

政治大學交換生的泰文能力。其中，文學領域方面的人才培養更是特別被提及，瑪希敦大學

希望能培育出更多對難度與造詣要求皆較為高深的詩歌翻譯人才。雙方一致認為在語言教育

與翻譯方面極具合作潛力，建立更加縝密且緊密的合作關係更是未來可期。 

 

此次交流也在學術研究交流與產學合作方面多有討論。鄭家瑜院長進一步提及臺灣外交部補

助交換教授的計畫，並表示雙方於此基礎上更密切的合作，未來將支持泰方交換教授來臺的

資金，進一步促進雙方高等學術單位之間師資與學術資源的交流與合作。雙方隨後提及產學

合作的可能性，認為臺灣的銀行有機會提供泰國交換學生實習機會，有助於將學習拓展至實

務，進而達成增進國際產學合作的目的。不僅能使泰國交換學生來臺期間得到更多實踐機會，

更能使國立政治大學，乃至本國企業獲致更多國際人才的資訊。 

 

此次外國語文學院與瑪希敦大學文學院簽署合作備忘錄，不僅標誌著臺灣與泰國在高等教育

領域合作的新里程碑，更展現出臺灣新南向政策的實踐與具體成果。雙方將攜手合作，共同

推動各項合作項目的實施，為兩國的教育事業和文化交流作出更大的貢獻。 

 

 

 

 

 

 

 

 

 

 

 

 

 

 

 

 

 

 

▶ 合作備忘錄由外國語文學院鄭家瑜院長（前左）與瑪希敦大學文學院 Aphiwit Liang-

Itsara 院長（前右）簽署（照片來源：東南亞語言與文化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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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訊】國立政治大學西語系（現為英國語文學系）畢業系友李恕愛，長年旅

居國外，不但於美國事業有成，擁有豐富的人生經歷，同時終生致力於慈善事業，造福無數

學子。她曾在 Caterpillar和 FMC 兩大公司擔任電腦部門經理與決策顧問，並多次被公司派

往大陸進行電腦系統設計和公司管理的人員培訓。除了在職場上表現卓越外，李恕愛也擔任

許多社團的會長和主席，致力於改善學生的教育環境、促進公益事業和社會福祉。她曾擔任

美國的國立政治大學校友會、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校友會、Chicago瑞柏婦女會和萊

爾婦女會的會長，並在矽谷亞裔社區協進會擔任董事。在這場演講之前，李恕愛已在臺灣和

大陸多所大學進行演講巡迴，與莘莘學子們分享自己的人生感悟和職場心得，期望能對學生

的生涯規劃提供幫助。 

 

李恕愛於 4 月 30 日回到母校，上午由教育學院胡悅倫副院長等一行人陪同參訪「達賢圖書

館」，館方也派專人進行導覽，李恕愛表示學弟妹很幸福，擁有如此優質的環境讀書學習。

中午是溫馨的餐敘及捐款儀式，由詹志禹副校長代表接受其致贈三萬五千元美金的獎學金儀

式，教育學系、英國語文學系亦分別回贈答謝禮物，而曾經接受學姐獎學金的同學們也獲邀

到場觀禮，李恕愛對母校的感念以長期捐贈獎學金方式實踐，並將教育本質中愛與傳承的精

神發揮到極致。下午則於教育學系與英國語文學系安排二個場次的演講。 

 

第一場教育學系的演講主題為「生涯規劃：人生的春、夏、秋、冬」，分享在臺與赴美的求

▶ 簽署儀式結束後雙方進行紀念品交換（照片來源：東南亞語言與文化學士學位學程）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221/part_16371_6376849_1652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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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歷。李恕愛大學畢業後到美國唸教育心理碩士，碩士畢業後再繼續到大學進修電腦學習

軟體設計，以及之後再修讀 EMBA 專業，真是跨領域學習、終身學習的典範。她以一位華

裔人士在美國主流社會闖蕩，不單是為自己，更是為未來的華裔晚輩們打下基礎，這樣他們

就可以少走一些彎路。她除了分享工作職場應具備的價值觀與態度，例如：踏實寬容、錢財

分明、拓展人脈、掌握分寸、終身學習等之外，她更認為「肯吃苦、忍耐」以及「品德重於

一切」，都讓她在家庭教育以及擔任公司主管的時候，受益無窮。雖然現在年輕人不一定選

擇走入婚姻，但若是選擇婚姻，就要以智慧善用時間，在同一時間可以完成幾件事，雖然她

已是事業成功的職業婦女，家事也沒有少做，對二個孩子也不要求成績一定全 A，卻非常鼓

勵他們去打工，讓他們體會賺錢的不易，孩子從辛苦工作中被肯定，她感到很驕傲。另外，

若是選擇結婚，當遇到困難，要盡量想辦法解決問題，盡可能不離婚，因為對孩子衝擊很大，

現在社會上很多暴力衝突事件，起因大多從不健全家庭而起。最後，她分享很多工作、家庭、

教會、社區等照片，還展現一段美聲，現場唱"You raise me up"，讓學弟妹相當驚豔。主持

人王素芸助理教授最後向學姐致敬，認為能將人生以及銀髮族生活過得如此精彩，真是值得

大家學習的楷模。 

 

第二場英文語文學系的演講主題為「一個充滿淚水、歡笑和愛的彩虹人生」。此演講與教育

系不同之處，在於李恕愛透過其母親與姐姐生命故事的方式來呈現精彩人生的不同樣貌。她

首先透過播放姊姊李恕信博士生命故事的影片，展現華裔女性在美國打拼之不易。非音樂系

畢業的李恕信，在大學時期於臺灣獲得全國鋼琴比賽冠軍，靠著教琴和獎學金得以在大學畢

業後前往美國留學，完成博士學業。畢業後曾在美國好幾所大學任教，擔任系主任和院長等

職務，也曾被美國總統、國會，州長任命要職。李恕信在美國鼓吹華裔亞裔參政，創造華人

進入美國政治主流的風氣，退休後除了擔任義工，也將華人第一代移民的人生經歷，透過網

路媒體與大眾分享。李恕愛表示，姊姊事業上的傑出表現，以及遭遇人生逆境不放棄的精神，

是她一直以來的學習榜樣，因此她希望藉由分享姊姊的故事，帶給英國語文學系的學弟妹們

生命上的啟發。 

 

接著李恕愛分享了母親的故事。其母親在民國初年軍閥内戰時期不幸成為孤兒，但仍然一心

努力向學，憑藉著國外傳教士姑母在經濟上的支持，一路讀到金陵大學音樂系畢業。之後她

在逃難的火車上認識了身為軍人的丈夫，結婚生子後隨著其職務的調動，常常舉家遷移，甚

至在戰亂中丟了二個女兒，在殘酷的戰爭生存環境中，辛苦支撐著全家，展現出作為母親的

堅毅和溫柔。雖然當時生活不易，但是李恕愛的母親仍然持續幫助軍眷的寡婦及孤兒。李恕

愛繼承母親回饋與分享的愛心，於有能力之後也開始回饋母校普渡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及臺

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等學校。此次回來，李恕愛慷慨捐獻給國立政治大學學生獎助學金，

持續母親這種「助人為本」的精神，著實令人感動。演講的最後她以自己的人生經驗闡述於

美國生存的經驗法則，強調華裔移民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重要性，以及鼓勵同學們保持回饋

社會的心，並且教育下一代也持續這種奉獻回饋的精神。李恕愛藉由這些勵志的故事，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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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同學提供奮鬥激勵的力量，提醒大家不論身處多麼艱難、孤獨的環境，都不應放棄，因

為總有一天會苦盡甘來，找到屬於自己的光芒。 

 

李恕愛在演講結束後，仍諄諄叮囑請英國語文學系許立欣主任與同學們分享，人生就像一壺

茶，沒泡開之前誰都不知道滋味如何，鼓勵系上學生們要有信心，放手一搏。歷年來得過李

恕愛學姐獎助學金且在學的同學，都前來聽她的分享，受到很大的激勵。目前就讀英國語文

學系碩士班英語教學組的洪同學，在大學期間多次獲得獎助學金，大學畢業決定繼續讀研究

所，努力在成為教師的路上精進自己，期許可以延續學姐努力不懈、將來造福學弟妹的精神。

英國語文學系此次很榮幸可以邀請到李恕愛回系給予學弟妹們一段激勵人心的演講，同時也

感謝她多年來提供獎學金，支持學弟妹們朝著自己理想的道路發展。李恕愛一直以來勇往直

前、謙虛和善的人生態度，將會一直是學弟妹們的典範和楷模，也期待下次有機會再邀請她

回校分享。 

 

▶ 英國語文學系許立欣主任（左一）歡迎李恕愛學姐（右一）返校演講並致贈紀念品（照片來源：

英國語文學系） 

▶ 李恕愛學姐與英國語文學系師生合影（照片來源：英國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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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訊】國際事務學院、外國語文學院、社會科學學院、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外交學系、日本研究碩博士學位學程、阿拉伯語文學系、亞太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等多個

校內單位及校外機構如中央研究院、國立金門大學的通力合作，在教育部標竿計畫和國家科

學及技術委員會的經費支援之下，於 4 月 26 日召開國內第一屆中東與非洲國際學術研討

會。陳樹衡副校長代表致詞以外，外國語文學院鄭家瑜院長、國際事務學院盧業中副院長也

出席開幕式，期間並邀請外交部亞西及非洲司賀忠義司長、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蘇宏達

院長、臺灣沙烏地友好協會劉代洋理事長及中東與非洲等多國駐臺辦事處，包括沙烏地阿拉

伯 Adel F. Althaidi 代表、阿曼 Mohammed Muslem Said Al Baraami 處長、土耳其

Muhammed Berdibek代表與奈及利亞Dipo Bamidele Adegoke處長等一同蒞臨開幕式，

一時之間冠蓋雲集。  

 

此次會議邀請兩位專精中東與非洲議題的比利時 Thomas Pierret 學者與法國 Meriam 

Cheikh 學者分別就中東敘利亞政治軍事以及北非摩洛哥性工作者現況進行專題演講，進一

步加深與會聽眾對於相關議題的認識。此外，會議並同時舉辦中東與非洲的研討，除了區域

與國際政治以外，也包含民族、社會等相關議題。與會學者與參與者均表示收穫豐碩。  

 

國內區域研究基於國家政策以及國人的熟悉程度，著重在如美國、東北與東南亞、歐洲等幾

個區域，近年來並進一步強化對南亞議題的關切。中東與非洲因為地理位置或是發展等因素，

向來是較為陌生的地區，因此舉辦此場學術研討會，除了凝聚國內研究相關議題的學者並建

構學術網絡以外，並期望提高國內對中東與非洲的熟悉度。國立政治大學向來為國內社科領

域的指標型研究大

學，在各個區域研

究之中不乏學有專

精的學者，主辦單

位也期望藉此進一

步奠定國立政治大

學在個別領域的研

究基礎。  

 

會議在社會科學學

院劉曉鵬副院長主

持的閉幕式後結

束，與會學者並期

望未來建立定期

發表與聯繫管道，
▶國立政治大學陳樹衡副校長致歡迎詞（中立者）（照片來源：阿拉伯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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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在中東與非洲的研究上紮根，提供臺灣觀點，並提供學界與政府的參考依據。 

 

 學術與實務活動   傳播學院 

•【廣播電視學系訊】 人工智慧產生內容（以下稱 AIGC）持續變革，你是「間人」或「直

人」? 國立政治大學陳樹衡副校長在「2024數位創世紀學術實務研討會」指出，人擁有活

在虛擬想像的能力，AI出現，需要人類維持主體性，才可能超越科技。    

 

2024 數位創世紀學術實務研討會由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責任辦公室偏鄉

K12美感與科技計劃主辦，陳樹衡副

校長在論壇引用村上春樹的觀點提

醒，閱讀可以使人擁有想像新世界的

能力，以及琣養人具備同理心、觀察

的思維，長期與 HTC 進行產學合作

的銘傳大學未來媒體實驗室主任陳

彥豪，從「間人」到「直人」解釋生

成式人工智慧AIGC與影音協作，「直

人」指直接參與人，也就是直接行為

者；「間人」為間接參與人，即紀錄者、

翻譯者或被操控者。他強調，連Open 

▶臺北影業股份有限公司胡青中董事長（左）與黃秀蘭律師

（中）對談 AI 世代創作權益（照片來源：林侞燕）  

▶與會代表與參與者大合照（照片來源：阿拉伯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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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732/part_16044_7559369_4594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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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的發明人都無法成為透視 AIGC 的未來發展，變成「間人」；AI 世代需要有「直人」，世

界才更美好。    

 

AIGC 持續變革，創作者的著作權如何維護？關注文創工作者權益的律師黃秀蘭在數位創世

紀研討會表示，多媒體與科技相遇的年代，合約與權利密切相關，不可不慎。    

 

被稱為「蘭天律師」的黃秀蘭說明，人類使用 AIGC 的創作，是否擁有著作權？臺灣智慧財

產局主張創作人運用 AIGC 工具處理創作，且付出相當的智慧與心力，可以享有著作權；美

國法院則對於直接以 AIGC 產出的作品，尚未認定其享有著作權。    

 

廣播電視學系黃葳威教授調查分析發現，早期電視出現的年代，大家認為兒少多看電視會變

笨，目前人工智慧 AI 演算的媒體科技發展，以短影音社群平臺為入口網站的在學學生，其

對於個人、生活環境覺察與反思的美感素養，低於看電視的閱聽人；主因在於閱聽人使用單

向播放的電視媒體，較不受大數據推波助瀾的干擾。（摘錄自校訊新聞） 

 

 學術與實務活動   國際事務學院 

•【國際事務學院訊】普林斯頓大學

公 共 暨 國 際 事 務 學 院

（Princeton's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駐華府

中心 Zach Vertin 主任（以下稱

Vertin 主任）於 4 月 2 日由拜會

國際事務學院，與國際事務學院師

生進行餐敘後，至課堂中分享經驗

並進行演講。 

 

Vertin 主任畢業於普林斯頓公共

與國際事務學院，曾於歐巴馬政府

擔任美國蘇丹和南蘇丹特使政策

主任（2013-2016年），並在拜登

政府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高級顧問（2021-2023），學術與實務專長與國際組織、多邊外

交、衝突分析尤其是聯合國的運作相關。國際事務學院連弘宜院長、盧業中副院長與外交學

系吳崇涵主任、蘇卓馨副教授、楊文琪副教授、馮慕文助理教授等師長代表國際事務學院與

Vertin主任進行餐敘。 

 

▶餐敘尾聲由國際事務學院連弘宜院長（左）向 Vertin 主任致贈

經典茗茶禮盒，期望能更加深兩學院之交流（照片來源：國際

事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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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in 主任首先向在場師長介紹普林斯頓大學公共暨國際事務學院的歷史，同時提到在擔

任美國行政團隊幕僚時，許多政府高層面對臺灣議題時，只能就其既有印象進行判斷，對臺

灣的瞭解非常有限，因此希望透過實際走訪臺灣學術單位，讓美國政府對臺灣有更深入的認

識，藉此幫助其制定更精準的外交政策。國際事務學院師長與 Vertin 主任就臺美學術交流、

國際多邊主義、美國近期外交政策、其在南蘇丹的特殊經歷等主題進行交流，而他也特別表

明未來與國際事務學院學術合作的高度意願。 

 

餐敘上的另一重點主題則聚焦在近年來美國外交政策對國際局勢的因應。Vertin主任表示，

近幾年國際局勢面臨劇變，從疫情、俄烏戰爭、以哈衝突及美中競爭說明當前每個國家，都

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而對美國而言，其必須認清當前的國際局勢，已不同於 30 年前那般由

美國主導，且除了中國崛起，印度、巴西、沙烏地阿拉伯等國當今的影響力也指日可待。因

此美國必須在外交政策上有更精準的判斷，審慎評估是否能夠負擔對外競爭上產生的成本。 

餐敘結束後，Vertin 主任應盧業中副院長的邀請至外交學系「國際組織」的課堂上進行簡短

演講，內容聚焦在聯合國近年來國際地位上的改變，以及當前聯合國面臨的困境，並在問答

時間和同學討論安理會的改革等議題。當前的聯合國欠缺理性積極的對話而時常導致僵局，

因此若根本改變制度尚無法獲得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同意，Vertin 主任認為各國應該

回歸聯合國成立的宗旨，透過對話來維持國際間的和平。外交學系同學詢問，安理會究竟應

該如何改革才能解決當前的困境？Vertin 主任介紹了當前所討論的幾項方案，包括可能增

加常任理事國數量、將印度、日本等新興強國納入五常等，即使這些方法可能遭遇阻礙，但

透過對安理會改革的討論，讓同學在學習國際組織時能有更多不同的想法與省思，瞭解當前

國際組織運作上可能面臨的困境。（摘錄自校訊新聞） 

 

 學術與實務活動   教育學院 

•【教育學院訊】教育學院於 5月 11日舉辦「四校研究生論壇」（PhD student Forum），

主題為 Research Capacity Building and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該論壇為教育學院

與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及國立嘉義大學聯合辦理，每年舉辦兩次，此次為第六

次論壇，亦為教育學院第二次主辦。由教育學院侯永琪教授、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

心傅遠智副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詹盛如教授及國立嘉義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發

展碩士班楊正誠教授，帶領 40 多位國內外研究生齊聚一堂，發表 16 篇學術報告，發表者

來自臺灣、印尼、越南、甘比亞等國家，主題涵蓋大學國際化、高教品質保證、教師專業發

展、高教少子化、EMI 等多個炙手可熱的前沿領域。論壇的特色為以學生為主體，由四位教

授輪流詰問發表人的研究理念，並鼓勵參與學生運用批判式思考，針對研究方法提出質疑或

建議。在問答環節的交流與互動，可促進學生臨場反應的培養以及自身研究的反思，也讓發

表者獲得許多寶貴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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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創新國際學院 

•【創新國際學院訊】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的日益普及和應用，教育界也在不斷探索如何更好

地培養學生的 AI 相關技能。而在前沿的 AI教育浪潮中，關注與發展跨域研究與實踐創新教

學的創新國際學院（以下稱為 ICI），透過跨院座談，揭示了 AI專題課程設計、規劃與挑戰。 

 

創新國際學院於 4 月 24 日舉辦「AI 專題課程的設計、規劃與挑戰跨院工作坊」，來自不同

學院的師生們齊聚一堂，分享了對於 AI教育與專題課程發展的經驗與見解。ICI 的卞中佩老

師先從創國學院結合全球治理與永續發展所發展的跨域 AI 專題實作課程，所遇到的實務應

用、業師入班指導，聯展舉辦、以及學生在跨領域合作中定位等課題進行引言。由於創國學

院有八門以上數據相關專題課程，其發展路徑如何有層次的設計，且符合國際背景多元、理

工知識程度差異甚大的學習需求，並能銜接學生職涯發展？ICI 過去幾年的實作課程設計，

在瞭解業師願意合作的動力以及增進學生技能助力中不斷滾動前進。 

 

上述經驗化為座談會討論主題，包括如何擴大業界願意合作的優勢？如何找到除了聯展以外

更好的表現舞臺？以及如何串連各系、學院更為緊密的交流，共同提升國立政治大學學生的

AI 學習？有沒有更適合跨領域學生底層知識、技術細節與專案管理的教學設計？現場有來

▶「四校研究生論壇」（PhD student Forum）會後合影（照片來源：俄羅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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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資訊學院、社科院、傳播學院、

理學院、外語學院、教育學院的

與會者，熱烈參與這些問題的討

論。 

 

資訊學院暨人工智慧應用學程

張家銘主任提到去年（2023年）

與創國合作期末聯展，讓學生有

機會跟外界更多不同人互動，講

述自己的作品。而專題課程因為

結構可以讓學生比較容易在小

組中找到適合自己的角色，促進

更有效的學習與合作。若能在課

程與聯展結束後鼓勵團隊參與創新創業激勵計畫（FITI），不僅延續學習動力，也提供實際應

用的機會，將所學轉化為實際成果。公共行政學系蕭乃沂主任強調專題通常是特定場域的問

題，可以連結到「跨領域」與「國際」。他也從與臺北市政府在智慧程式議題上的合作經驗，

找到業主與學生互利點，在分組設計上能同時考慮取暖、交流與競爭同時發生情境，會產生

不錯的效果。他更建議，跨院相關課程合作應該像 co-share flight 一樣，早一學期使專業

課程連結，提早決定題目，這樣的準備提供各院學生在課程中碰撞合作的機會。 

 

傳播學院李怡志助理教授則從媒體傳播角度出發，提到業界常用內容圖像化、文字修復、補

充metadata 等技術。他強調，目前媒體對專業業師的需求極大，業師在新聞內容的處理和

倫理規範方面扮演著關鍵角色，有助於提升新聞質量和可靠性。他也提醒，大學可為 AI 教

育中提供道德理解、藝術鑑賞等面向的貢獻，而目前如 Facebook、Google 提供一些國際

競賽機會，也可是學生展現自己作品的舞臺。 

 

蔡炎龍學務長擁有 AI 專長，建議將設計思考的課程與 Capstone 結合，鼓勵學生通過跨院

合作和真實世界的應用來強化學習。他肯定聯展不僅提供了學生展示作品的機會，更有助於

學生獲得實戰經驗與交流合作機會，對於教師更新教學內容和方法，保持教學的前瞻性和實

用性亦有幫助。更重要的，AI 主題的跨院聯展，或許可以成為對接實業界的合作機會。他表

示會請職涯中心安排 AI 業界前來參與 6 月 6 日創國與 AI 學程於四維堂超過百組的期末聯

展，成為主題式（AI）徵才月的延伸。而創新國際學院連賢明副院長也提供學院目前執行的

AI 百工百業計畫相關資訊，在與人工智慧學校密切合作中，推動「生成式 AI百工百業應用

選拔」競賽，鼓勵學生組隊參與。 

 

創新國際學院三年級學生許庭瑜也分享她在專題課程中的學習體驗，她因為資訊科技的興

▶創新國際學院卞中佩助理教授分享創新國際學院的 AI

專題課程設計經驗。（照片來源：創新國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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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故挑戰修習人工智慧應用學士學位學程的「離散數學」，看似對社會科學背景學生有點

難度，但她發現勤能補拙，且不論什麼背景學生，都會與 ChatGPT一起共學，填補背景知

識的不足。而在「計算思維與人工智慧」，有機會與歷史學系、心理學系、統計學系的同學

們同組，在小組專題中可以看到各種不同面向的想法。「沒有到外面走走，就沒有這些體驗。」

她表示在創國的跨域學習經驗，讓她更具多面向的視角，例如，ICI 有 AI 倫理與治理的課

程，修課學生們會知道 AI 可能產生偏見的社會脈絡。而 ICI 學生有人類學、政治、經濟學

等基礎，更能清楚相關問題產生的歷史、政治脈絡，有更深度的視野觀察偏差產生的原因。

同時，因為選課同學多半來自其他國家，國際學生可以從不同國家角度分享想法，這對於深

入探討 AI倫理與治理等議題有著獨特的優勢。 

 

創新國際學院杜文苓院長表示，跨院師生們精彩的分享，共同為 AI 專題課程的設計與規劃，

以及相關課程與實習的跨院合作，帶來更多想像與打通更多可能性，包括學校未來在面對新

的學習需求，有無可能在師資補充、課程設計上有些調整。這場次的討論只是一個開端，也

期待為國立政治大學培育未來 AI 領域的頂尖人才散播種子。 

 

 學術與實務活動   資訊學院 

•【資訊學院訊】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著名社群網絡學者Martin G. Everett 教授受院資訊

科學系謝佩璇副教授邀請，前來國立政治大學進行學術訪問，並於 4月 10日至 5 月 15 日

開設為期六週的社群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專題課程，全程英語授

課，每週皆吸引來自各學院的超過 30 名以上的學生參與。 

Everett 教授在課程中深入探討社群網絡分析的核心概念，涵蓋節點或團隊層級的量測方法

（node/group-level measures）、中心性（centrality）、社區偵測（community detection）、

等價性（equivalence）等重要主題，也仔細講解每個 SNA 重要概念的分析單元與步驟，包

括採用哪些函式以及說明分析層級等統計方法，以及說明如何正確解讀分析結果統計表與合

適地視覺化社群網絡結構，同時也透過實際操作 R 軟體及配備 xUCINET 套件與授權版

UCINET軟體，帶領學生直接應用這些工具於實際數據分析中。 

此外，Everett 教授也進行了十場跨院跨領域的午間演講，除了闡述社群網絡分析的理論發

展以及其在當前熱門議題中的應用實例，也提供了一個互動平臺，讓師生能與 Everett教授

作直接的諮詢互動，並獲取更多有關 SNA 的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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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選舉研究中心 

【選舉研究中心訊】國家圖書館於 4 月 26 日舉辦「112 年臺灣學術資源能量風貌報告發布

會」，選舉研究中心《選舉研究》期刊榮獲政治學門「精選期刊傳播」長期引用以及五年引

用兩個獎項殊榮，當天由期刊執行編輯蕭怡靖研究員代表領獎。又《選舉研究》期刊蟬聯政

治學門五年影響係數最高，且政治學門被引用次數前三高的文章皆收錄於《選舉研究》期刊。 

 
▶國家圖書館舉辦「112 年臺灣學術資源能量風貌報告發布會」，選舉研究中心蕭怡靖研究員

代表上臺領獎（右二）（照片來源：選舉研究中心） 

 

 

▶Martin G. Everett 教授受邀至國立政治大學進行學術訪問（照片來源：資訊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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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永續創新民主研究中心 

•【永續創新民主研究中心訊】永續創新民主研究中心下的科技、民主與社會研究中心（以

下稱 DSET）持續與國際串聯，進行多場交流會議及講座。 

 

美國前線地平線集團（FHG）於 4 月 23 日拜訪 DSET，交流軍事戰略及技術應用經驗，分

享其在烏克蘭的人道援助和美國政府事務行動，強調在緊張環境下的專案管理和技術應用。

此次交流重點在擴大雙方在軍民兩用科技議題上的連結，促進國際技術與人道領域的合作與

創新。 

▶選舉研究中心《選舉研究》期刊榮獲政治學門「精選期刊傳播」長期引用

以及五年引用兩個獎項殊榮。（照片來源：選舉研究中心）  

 

 

▶ Ian Potts, Co-Founder, Chief Strategy Officer of FH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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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4 月 26 日邀請臺日國際政治專家

國際事務學院李世暉教授分享新書《鏈實力：島鏈、供應鏈、民主鏈》，強調「鏈實力」是

國家在地緣政治與經濟中的獨特實力，臺日應以靈活戰略因應科技發展，促進技術創新及經

濟安全合作。李世暉教授更期待未來能與永續創新民主研究中心有更深的交流合作。 

 

•【永續創新民主研究中心

訊】永續創新民主研究中

心於 4 月 30 日與法國總

統科學委員會人文學科顧

問—Pierre-Paul Zalio 教

授與法國國家研究總署

（ ANR ） — Honorata 

Plewinska 教授進行臺法

雙邊交流會議。討論焦點

聚焦於國際局勢變動與新

興科技之關聯，強化永續

創新民主研究中心與法國

方的雙邊合作，促進未

來更廣泛、更全面的國

際合作。 

▶永續創新民主研究中心成員與李世暉教授合影，李世暉教授（右 4）、杜文苓主任（右 5）、

劉奇峯執行長（右 3）（照片來源：永續創新民主研究中心） 

 

 

▶科技、民主與社會研究中心（DSET）與法方交流會議合影，Pierre-Paul 

Zalio 教授（左 2）、Honorata Plewinska（左 3）、陳東升召集人（右 2）、

杜文苓主任（右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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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中心於 5 月 7 日舉辦「半導體產業碳盤查」

講座，邀請臺灣半導體產業協會呂慶慧資深顧問

探討半導體產業在永續挑戰下的碳盤查規範、國

內外監管現況及趨勢，深入分析標準制定、實施

狀況及國家監管框架。參與者將瞭解如何平衡經

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以及臺灣半導體業引領低碳

生產的方向。 

 

「卡中國半導體──美對臺三個可能要求及臺灣

三種可行對策」，詳文請參閱永續創新民主研究

中心官網 https://ds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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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曉明女中師生共計 146 人於 4 月 26 日參訪腦造影

中心，由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林宜萱博士後研究員與陳建勳及蘇庭瑩操作員介紹心智、

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的空間與研究設備及發展中計畫。 

 

 

 

 

 

 

 

 

 

▶「半導體產業碳盤查」講座海報（圖片來

源：永續創新民主研究中心） 

 

 

▶心智、大腦與學習中心博士後林宜萱研究員（前一）介紹中心儀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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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逢國立政治大學理學院三十周年院慶，心智、大腦與

學習中心與理學院於 4月 27 日共同舉辦「心血管的健康監控」健康系列講座，邀請到國立

陽明交通大學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曾昭雄教授演講「當沉默殺手遇上無形電磁波：談射頻血

壓偵測與應用」、國立臺灣大學醫療器材與醫學影像研究所吳文超教授演講「終然勤灌溉：

淺談大腦灌流與認知功能」，學員出席踴躍，座無虛席。 

▶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陳建勳與蘇庭瑩操作員介紹磁振造影儀（MRI）（照片來源：心智、

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曾昭雄教授「當沉默殺手遇上無形電磁波：談射頻

血壓偵測與應用」講座（照片來源：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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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訊】《原教界》第 116 期（4

月號）出刊，本期以「原住民族實驗學校的民族文

化教學」為主題，探討民族教育的精神如何透過這

些實驗學校的民族文化課程與教學來實踐，以及當

前面臨的挑戰。 

 

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自 2016 年正式辦理以來，迄

今已歷 7年。目前計有 38所學校辦理，今年 8月

（113學年）起將新增 5所，總計達 43所，占全

國實驗教育學校（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校全國有

117 所）的 37%。各校對於原民文化課程與教學，

均有其特色規劃與實踐策略，各教育階段的課程內

涵也有所差異。在民族教育理念之中如何具體實

施，以及當前的民族文化課程與教學的挑戰為何，

是本期關心的課題。 

▶國立臺灣大學醫療器材與醫學影像研究所吳文超教授「終然勤灌溉：淺談大腦灌流與認知功

能」講座（照片來源：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原教界》第 116 期封面（圖片來源：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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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回顧原民實驗學校的實施成果，介紹原住民族文化課程的教學方向與特色，提供原教界

讀者思考與借鏡，如何發展民族文化課程，讓學校教育更契合原住民族教育的理念，讓下一

代的原民學生獲得更健全的教育支持系統。 

 

學術與實務活動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訊】國家圖書館於 4 月 26 日舉行「112 年臺灣學術資源能量風貌報

告發布會」，逾 260人代表全國大學校院圖書館及學術期刊出版機構出席。會中以博碩士論

文、期刊及引文三大重要系統，統計過去一年學位論文及期刊文獻之授權及讀者使用情形，

觀察論文及期刊被引用的傳播歷程，分析期刊及論文使用的關鍵詞彙，暸解熱門研究主題。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發行的期刊《華人宗教研究》榮獲「熱門期刊傳播（五年引用）」，由華人

宗教研究中心林振源主任代表領獎。 

 

 

 

 

 

 

▶112 年臺灣學術資源能量風貌報告發布會，（右三）為國立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林振源主任

（照片來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947/part_16324_9787027_23296.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947/part_16324_9787027_23296.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947/part_16324_9787027_23296.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947/part_16324_9787027_23296.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947/part_16324_9787027_23296.jpg


 

 

- 42 -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訊】松山慈惠堂與國立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於 2023 年 9 月簽

訂三年產學合作計畫，計畫內容包括人才培育、系列講座與學術研究。其中，學術研究首重

對其慶典活動的田調記錄。「臺北母娘文化季」為松山慈惠堂年度最盛大的活動，以公益、

慈善、文化與社會教化為核心精神，活動內容包括：「淨山健行活動」、「素食養生愛心園遊

會」、「安龍護國祈福大典」、「保民遶境嘉年華」與「弘揚母愛音樂會」。通過傳統宗教民俗

的遶境及雅俗共賞的演唱會，結合傳統與現代，讓社會大眾能更多元地認識華人宗教文化之

美。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林振源主任於 4月 30日帶領國外訪問學者及宗教研究所師生前往考

察「安龍護國祈福大典」。 

 

 

 

 

 

 

 

 

 
▶「臺北母娘文化季安龍護國祈福大典」活動海報（海報圖片：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發行的期刊《華人宗教研

究》榮獲「熱門期刊傳播（五年引用）」（照

片來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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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訊】華人宗教研究

中心與宗教研究所於 5 月 6 日合辦專題

演講。由華人宗教研究中心主林振源任主

持，邀請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博士後呂燁研究員擔任主講人，講題為：

「仙道與丹道」。主要探討華人宗教與道

教丹道修煉的歷史脈絡及相關研究主題，

包括「氣」、「龍虎交媾」、「內丹」等重要

概念以及內丹的歷史演變與功法特徵。主

講人也分享自身的田野調查經驗，以及求

學階段的學術訓練與研究的「內功心法」：

問題、資料、方法。演講生動有趣，在場

師生及聽眾獲益良多，討論與互動熱絡。 

 

 

 

 

  

 

 

 

▶「安龍護國祈福大典」大合照（照片來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仙道與丹道」講座海報（圖片來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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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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CIO Taiwan 主辦、國立政治大學金融科技中心及資訊安全

科技研究中心協辦之「第十四屆金融科技高峰會春季場」已於 4月 26 日召開，由資訊安全

科技研究中心左瑞麟主任受邀擔任 Keynote專題演講者，同時並擔任專家論壇場次主持人，

與專家學者們一同探討與交流資安議題，互相學習及交流。 

 

量子計算是近年來非常重要的研究領域，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資安科技研究中心特聘

教授暨中心主任左瑞麟指出，該技術提供一種全新手段來處理資訊，但對全球網路安全威脅

亦不可忽視，左瑞麟主任表示，傳統假設性的困難問題在量子計算前面，將不再是難以解決

的挑戰，也會對金融產業廣泛使用的密碼系統，帶來深刻的影響與挑戰。 如目前主流的 RSA

或 ECC 等非對稱式密碼系統，在未來大規模量子計算技術面前，將會是脆弱而不堪一擊，

若不儘早採取預防措施，恐怕會爆發大量資料外洩的憾事。 

 

面對應對後量子時代的網路安全挑戰，左瑞麟主任認為需要政府、學術界和企業等共同努力。

藉由整合資源和專業知識，以開發和推廣後量子安全解決方案，搭配政策和法規協助，確保

企業能順利過渡到新的網路安全標準。資訊轉載自 CIO IT經理人：https://reurl.cc/ezzQoQ 

 

▶資訊安全科技研究中心左瑞麟主任進行 Keynote 專題演講（照片來源：資訊安全科技研究

中心） 

 

 

 

 

https://reurl.cc/ezzQ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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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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吳致勳助理教授應國立中央大學生醫

理工學院副院長馬念涵教授邀請，於 4 月 2 日於國立中央大學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舉行專

題演講，演講題目為「精準醫學大未來-血液循環性微型核醣核酸的人工智慧多癌辨識系統

與全面性交互作用網路」，參與演講的師長與學生總人數約 40 多人。  

 

吳致勳助理教授於演講中分享如何利用血液循環性微型核醣核酸（miRNA），建立人工智慧

多癌辨識系統以及關鍵miRNA 全面性交互作用網路，提高癌症早期診斷效率，促進非侵入

性工具的開發，並發展miRNA 的生物機制和潛在治療策略，展現 AI 跨域之實務應用。 

 

 

 

 

 

▶『精準醫學大未來-血液循環性微型核醣核酸的人工智慧多癌辨識系統與全面性交互作用

網路』參與講座師生合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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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致勳助理教授應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

學醫護教育暨數位學習系宋涵鈺副教授邀請，於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醫護教育暨數位學習

系演講，演講主題為「人工智慧新時代-精準醫學大未來」，吳致勳助理教授闡述精準醫學的

核心概念、智慧醫療的發展，以及多類別癌症的人工智慧系統，該系師生踴躍參與、反應熱

烈。 

 

•【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AI中心）吳致勳助理教授與陳昭伶助

理教授帶領國立政治大學學生組隊參加「AI Junior Award 2024」競賽。「AI Junior Award 

2024」 競賽是由台灣人工智慧科技基金會、電子時報、IC 之音聯合主辦，並於 4 月 26 日

舉行決賽，此屆競賽以「弭平落差」為主題，鼓勵參賽者思考並發現世界、國家、社會與環

境所存在的落差，並透過生成式 AI發想解決方案。 

 

陳昭伶助理教授帶領兩組國立政治大學同學參賽，以「心靈導師 GPT」及「利用 AI 科技完

善居住正義」為題參賽，同學展現創新跨域應用，值得肯定。 

 

▶國立中央大學馬念涵教授（左）於演講後頒發感謝狀予

吳致勳助理教授（中）（照片來源：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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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吳致勳助理教授則帶領由國立政治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臺南

大學、中原大學的同學組成跨域參賽隊伍，以「協助視障者提升情緒判讀能力弭平社交障礙」

為題參賽，團隊一路通過初賽、複賽與決賽三階段，從數十組中脫穎而出，取得佳績，最終

榮獲佳作，表現優異，參與團隊表示期能藉由生成式 AI 的導入，利於視障者的情緒識別，

以 AI成為改變世界的力量，為全球永續盡心力。 

 

•【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AI 中心）於 4-5月期間與國際合作事

務處合作，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吳怡潔助理教授獲國際合作事務處邀請演講，主講

ChatGPT之多元應用，希望能協助國立政治大學教研人員與行政同仁快速入門 AI領域，善

用 AI技術與工具，客製化為工作上可應用之工具，成為工作上的幫手，增進工作效益。 

 

講座介紹：「想到英文公告、雙語法規就一個頭兩個大？別擔心，您的 AI好朋友─ChatGPT

─隨時恭候大駕！」。 

 

為協助各單位推動雙語及國際事務，國際合作事務處邀請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吳怡潔助理

教授傳授 ChatGPT實用秘訣，從翻譯應用到英文家教、從文書校對到信件擬稿，無論是零

基礎新手，還是進階班高手，讓我們一起來客製 AI科技工具，成為你工作上的小幫手！ 

 

▶ 「AI Junior Award 2024」競賽團隊合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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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中心）於 5 月期間舉辦 AI 跨域應

用系列講座，邀請校外專家與業師主講，講座主題包含從互動科技走進科技藝術創作、AI 智

慧世代、AI技術如何翻轉臺灣房仲產業，3

場不同應用領域之專題演講已吸引近 300

人報名。 

 

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於 5 月 1 日舉辦由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創意科技與產品設計系

江振維助理教授主講的「從互動科技走進科

技藝術創作」講座。此場講座在本次演講中

江振維助理教授分享個人創作過程與經歷，

介紹其以「好玩」為理念的創作與教學核心，

探究互動科技如何透過「好玩」的理念引起

人們赤子之心，並融入互動作品之互動行為

中加強觀眾感受。在講座中，擁有豐富新科

技創作藝術經驗的江振維助理教授也暢談

從過去至今的創作歷程和反思，以個人經歷

出發，認為互動科技創作最重要的是從生活

中的感悟出發，延伸到產生和參與者的互動

與連結，並以植物為例，在創作這類作品時

他會嘗試跟植物共感，增添作品的生動性和

▶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舉辦相關 ChatGPT 講座海報（海報來源：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 

 

 

 

 

▶「從互動科技走進科技藝術創作」講座海報

（圖片來源：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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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性。數位創作結合 AI 技術是當前時代所趨，期待在未來看到互動藝術和現代科技碰撞

出的新火花。 

 

•【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

於 5 月 10 日於電算中心舉辦「AI 智慧世代校園巡

迴講座」，此場講座邀請微星科技/聯成電腦 業師及

專業講師，將分享未來全球市場發展的重點趨勢 AI 

智慧科技與產業經驗。 期待透過此次活動，協助師

生能更深入的了解未來就業市場的發展趨勢與機會

點，並達到產學合作之效。 

 

•【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

於 5月 28日舉辦「AI 技術如何翻轉台灣房仲產業」

講座，此次講座特別邀請永慶房屋企業，探究不動產

與 AI應用實務。講座將介紹「先誠實再成交」經營

理念的永慶房屋，如何運用資訊科技與 AI，翻轉房

仲經紀人的傳統作業方式，並為消費者提供公平的

房產交易平臺。 

 

•【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面對 AI 世代帶來各領

域的變革，國立政治大學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以

下簡稱 AI中心）首次舉辦「AI 跨域研究構想補助計

畫」，鼓勵師生組隊探索 AI 在各學科領域的創新應

用與跨域交流，成功吸引 59 組師生組成跨域團隊報

名。經過專家匿名評審的選拔，最後有 29組團隊脫

穎而出，包含教師組 14件、研究生組 15件，入選

團隊將於 113 年 6 月 14 日至 15 日在 AI 跨域研究

論壇，公開發表研究構想及成果，歡迎校內外師生

及產學人士參與對話。 

 

入選團隊師生成員來自校內各學院，包括外國語文

學院、傳播學院、文學院、理學院、商學院、教育學

院、國際事務學院、創國學院、AI中心等，多個團

隊亦邀請國內外他校教師參與。入選的 14 組教師

團隊共計包含了 26 位校內及 11 位校外教師 ，入

選的 15 組研究生團隊，則包括了 19位來自國立政

▶「AI 智慧世代校園巡迴講座」海報（圖

片來源：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 

 

 

 

 

▶「AI 技術如何翻轉台灣房仲產業」講座

海報（圖片來源：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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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大學九個學院的學、碩、博士生。跨域團隊成員遍佈不同學院，顯示各學門師生都感受到

AI 對於不同領域的研究衝擊。 

 

AI 中心表示，入選團隊的研究主題多元，從人機協作、史學、地方創生、生態教育、假訊息

辨識、法律研究、民間信仰到文化資產保存，這些主題彰顯師生對於 AI 研究充滿想像與實

踐力，特別是學生組的研究主題富含創意，更令評審們驚豔，更突顯了 AI跨域研究的潛力，

不僅促成學術研究的多元化，也為未來的技術應用與研究創新開拓新路徑。 

 

計畫將提供入選團隊的種子經費補助，研究生組可獲得 2 萬元的研究獎學金，教師組在第一

階段可獲得 3 萬元的研究基金，並在 6 月 14、15 日的 AI 跨域論壇發表初步研究成果後，

第二階段將由 AI 中心評選出醞釀級和啟動級兩種團隊，分別提供 5 萬元與 10 萬元的研究

基 金 。 歡 迎 有 興 趣 的 師 生 或 校 外 人 士 至 人 工 智 慧 跨 域 研 究 中 心 網 站

https://iaic.nccu.edu.tw/news/113，暸解更多 113 年「AI 跨域研究構想補助計畫」的詳

細資訊，並參與 6 月 14 日及 15 日舉行的 AI 跨域論壇交流對話，共同探討並見證 AI 在不

同學科的應用與未來發展。校園新聞連結：https://reurl.cc/dne0XD 

 

•【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隨著人工智慧（AI）技術的快速發展，AI 跨域研究已成為當今

不可或缺的趨勢。從個人協力到跨學科整合，再至跨時代對話，「跨領域」已成為 AI 時代的

關鍵詞彙。 

▶「AI 跨域研究構想補助計畫」海報（海報來源：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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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 AI跨領域發展與普及化，人工智慧跨

域研究中心與國立政治大學各單位攜手舉辦

2024 AI 跨域論壇「AI 時代的跨領域對談-

議題與決策」。此次論壇將探討 AI 技術在跨

領域中的應用與影響，並分享各領域對於 AI

發展的看法與建議。AI 跨域論壇將聚焦於人

文社會與科技融合的議題，旨在探索人工智

慧（AI）時代下跨領域對話的重要性，以及

如何透過此對話促進社會進步與發展，將匯

聚來自產業界、學術界以及社會各界的專家

學者，共同分享他們在 AI跨域領域的經驗與

見解，並就議題與決策展開深入討論。期待

此次論壇能與與繪者共同跨越學科界限，探

索 AI時代的無限可能。自由發表目前熱烈徵

求中，歡迎踴躍參與，詳情可參考徵件啟事

https://iaic.nccu.edu.tw/news/122 

 

 

•【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為鼓勵學生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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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國立政治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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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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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由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主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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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競賽籌辦經費係由校友陳敏祐先生捐款，特別感

謝陳敏祐學長捐款協助學校推動 AI普及，讓更多學生能有機會應用 AI並於校園內實踐。除

▶2024 AI 跨域論壇「AI 時代的跨領域對談-議題與

決策」海報（海報來源：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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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外，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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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網站: https://iaic.nccu.edu.tw/contests/ai-1984-2024 

 

 

 

▶2024 AI 跨域永續創新競賽活動海報（海報來源：人工智

慧跨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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