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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訊記者鄭芳報導】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所長范建得教授於 10 月 24 日受邀至國

立政治大學，為師生講述「認識研究倫理及其審查理念」。范教授深入觸及「研究倫理」各面

向，淺出整合重要概念，以專業為師生紮根學術倫理。 

  

本次演講內容涵蓋「科學與倫理」、「認識研究倫理」、「研究倫理之審查理念」、「倫理審查的

重點──研究利益與傷害之倫理分析」、「案例探討」。演講破題點出研究倫理是「關懷」的問

題，並引領大家思考可否不要用「管制」來看待倫理審查？ 

  

范教授首先以「科學」的環境變遷，揭示世界轉變對倫理造成什麼樣的衝擊，「科技的腳步太

快，人們是否還能全然依賴法律？」引發聽眾思考「倫理」的定位，並提出 STS（science, 

technology, society）的互動為研究者應該察覺的課題，進而達成「負責」的態度，初步點出「審

查機制」目標，達到「研究負責、具有誠信」。 

  

范教授接著提出“Proper scientific practice”、”Duty of care”的概念，指出研究倫理的多種要素，

呼籲聽講人將來做研究時，務必了解研究倫理的重要性，「不是只有抄襲的問題」，深論真正

的研究倫理意涵，認識研究中所可能遇到的各種倫理問題。另外，范教授更指出臺灣在研究

倫理的體制上，仍有進步空間，當成本問題還是主要考量，將會使注重研究倫理的研究者被

逐出市場，導致好的研究被排擠。 

  

演講最後范教授以「哥倫比亞大學的餐廳客訴實驗」做為案例討論，更輔以其他創新醫療等

實例，邀請大家一同以倫理的角度出發，為正義思辨。案例討論再次迎合本次主題「倫理制

度之審查」，讓聽眾繼續思考研究制度上有哪些弱點及阻礙，並總結研究倫理背後的終極原則

「有沒有把人當人？」盼研究倫理可以建立在良好的雙向溝通制度與尊重之上。(轉載自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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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范建得教授講述「認識研究倫理及其審

查理念」，吸引許多師生到場聆聽。照片提

供：研發處。 

范教授呼籲聽眾將來做研究時，務必了解研究

倫理的重要性。照片提供：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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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外學術研究補助 

 研究發展處預訂於本（107）年 12 月間召開學術補助審查小組會議，本校專任教研人員

如需申請「舉辦學術研討會」、「出版學術專書」、「組織研究團隊進行研究」以及「校外

政府機關補助學術性計畫學校配合款」等校內補助者，敬請於 107 年 11 月 29 日下午 5

時前備齊申請表及相關資料送達研發處學術推展組，俾利提會審議。 

 

科技部計畫徵求 

計畫名稱 校內截止日期 

108-111 年臺灣-德國(MOST-DFG)雙邊協議擴充加值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107 年 11 月 26 日下午 5 時 

108 年度卓越領航研究計畫 107 年 11 月 26 日下午 5 時 

108 年度災害防救科技創新服務方案 107 年 11 月 26 日下午 5 時 

108 年度科普活動計畫 

1.主題一至主題四：107 年 11
月 28 日下午 5 時 

2.主題五：於活動至少四個月
又 7 個工作天前提出申請 

108 年科普產品製播推廣產學合作計畫 107 年 12 月 5 日下午 5 時 

108 年度延攬研究學者暨執行專題研究計畫 107年12月17日下午5時 

108 年度臺灣特定疾病臨床試驗合作聯盟專案計畫 107 年 12 月 26 日下午 5 時 

108 年度鼓勵女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究專案計畫 108 年 1 月 1 日 

108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大批) 108 年 1 月 2 日上午 5 點 

108 年度特約研究計畫(大批) 108 年 1 月 2 日上午 5 點 

108 年度創新轉譯研究主軸推動計畫 
科技部構想書收件 108 年 1 月
4 日下午 5 時(免備函) 

108-110 年臺灣-以色列(MOST)雙邊合作研究「擴充 
加值型(add-on)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108 年 1 月 28 日下午 5 時 

108年臺灣與法國國家癌症研究院(MOST-INCa)之雙 

邊擴充加值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108 年 3 月 25 日下午 5 時(構
想書通過者) 

108年科技部與英國愛丁堡皇家學會雙邊訪問計畫(BVP)

及雙邊合作計畫(JPS) 

1.雙邊合作：108 年 3 月 25 日
下午 5 時 

2.雙邊訪問: 108 年 5 月 27 日
下午 5 時、108 年 11 月 25
日下午 5 時(一年受理兩次) 

107~109 年成功參與歐盟 Horizon 2020 團隊型研究計畫 109 年 12 月 25 日下午 5 時前

公告事項 校內外學術研究補助與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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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隨到隨審 

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力計畫（簡稱拋光計畫） 
（應於計畫執行始日 2個月又 4個工作天前完成線上申請） 

隨到隨審 

補助研究計畫國際合作加值方案（MAGIC） 

（應於擬進行國際合作開始日期之 3 個月又 4 個工作日前 

完成線上申請系統） 

隨到隨審 

107 年科技部與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MOST-NSF）GEMT 
雙邊協議合作研究計畫 
（提送計畫之日以 IM04 美方計畫 COVER SHEET FOR 
PROPOSAL TO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表中 DATE RECEIVED 日期為憑起二週內
提出申請） 

隨到隨審 

 

非科技部計畫 

計畫名稱 補助機關 委託/補助機關截止日期 

「生醫產業與新農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受理
A 類「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學產研鏈結人才培育計
畫」之夥伴學校計畫 

教育部 107 年 11 月 15 日 

108 年度「教育部補助智慧創新跨域人才培育聯
盟計畫」 

教育部 107 年 12 月 17 日 

 

 

 

 

 

 恭賀本校 107 年 10 月收錄於 Scopus 資料庫之本校師生論著共計 26 篇，文學院 1 篇、理

學院 4 篇、社科院 4 篇、商學院 8 篇、傳播學院 3 篇、國務院 1 篇、教育學院 3 篇、心腦

學中心 2 篇。本校論著收錄 Scopus 資料庫列表，請參考以下網址：https://goo.gl/C6pKts。 

 

 

 

 

計畫名稱：前瞻企業經營策略研究中心：新經濟下之商業價值創造與永續 

 

 商學院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蘇威傑副教授於 10月 12日至 15日出席「2018ICGS研討會」，

此研討會為 2018 年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辦的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Society

（ICGS），主要特色有二:其一在於專門研究討論公司治理的相關議題，例如經營管理人

員、董事會的運作與成效、股東權力、與比較公司治理相關議題;其二在於結合財務、會

計、管理與策略背景的學者共同參加，與過往傳統研討會僅有單一背景的成員參加較為

學術榮譽 學術榮譽 

 高教深耕計畫-國際拔尖計畫成果 學術與實務活動 

https://goo.gl/C6pK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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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因為多元背景的共同參與，討論的議題更具深度與創新。本次蘇威傑副教授有一

篇文章接受發表，主要議題為關於公司在被避險基金攻擊之後，是否會縮減其市場擴張

的策略，而在什麼機制下這個效果會增強或減弱。 

 

計畫名稱：長壽風險與金融科技創新研究 

 

 研究團隊於 9 月份舉辦完兩場由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和國立政治大學共同舉辦的講

座，讓聽眾瞭解區塊鏈和大數據，並明白如何將其應用於行為投資分析。資策會和政大

於 10 月 26 日接續合辦「大數據分析與金融科

技應用講座」，讓參與者瞭解除了行為投資以外，

大數據於金融科技之應用可能性，由政大資訊

科學系胡毓忠教授講解說明大數據與金融科技

應用，在金融科技風起雲湧的時代讓受眾的資

訊教育能夠不落於人後。此外，11 月 9 日則舉

辦「金融科技創新營運模式」，除了帶給聽眾大

數據和區塊鏈在金融科技領域之應用外，政大

資訊管理學系張欣綠副教授講解說明金融科技

創新營運模式，讓參與者對於金融科技本身之

營運模式能有基礎之概念及認識。 

 

 研究團隊於 10 月 28 日邀請法國里昂大學應用數學系博士 Pierre-O. Goffard，進行「區塊

鏈交易中的詐欺風險評估」專題演講，並透過應用數學演練，討論比特幣存在雙重支付

之可能性。Pierre-O. Goffard 博士研究專長風險理論、數據方法、跨界問題以及隨機過程。

希望藉由外國學者的視角觀察金融科技目前在全球的趨勢。 

 

 

 

 

 

 

 

 

 

 

 

主講者胡毓忠教授。照片提供：研究團隊。 

法國里昂大學應用數學系博士 Pierre-O. 

Goffard(右二)。照片提供：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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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團隊於 11 月 8 日特地邀請到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的 Robert Levenson 

教授，講授主題為「Emotions:Connections to health and illness」，以及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的 Michelle Shiota 教授主講「Beyond “Happiness”: The Value of Studying Discrete Positive 

Emotions」，探討每個人的每一天都會感受到的多種情緒：早晨第一杯咖啡的愉悅、網路

連不上的挫折、享受早午餐時的滿足或是讀這封公告的好奇。但一般人對於自己與生俱

來的情緒究竟了解多少？也許你曾經看過電影腦筋急轉彎（Inside Out），參與了樂樂（Joy）、

憂憂（Sadness）他們如何跟著萊莉（Riley）一起成長、適應環境的過程，而情緒們在我

們生活中扮演哪些不可或缺的角色？每一種情緒又有哪些功能？兩位特別專精於情緒研

究的心理學家，能讓聽眾對於情緒的好奇得到解答。 

 

 研究團隊於 11 月 16 日舉辦主題為「見樹又見林的整體學習」講座，邀請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莊皓鈞副教授，針對機器學習及整體學習（Ensemble Learning）做深入簡出

的演講，如演講之題目所述，將以 Decision trees 作為解釋整體學習之模型，希望讓參與

者能夠透過簡單生動的案例瞭解較為生硬且複雜的整體學習及機器學習之基本原理及應

用結果。 

 

計畫名稱：褪色的台灣奇蹟：千禧世代的危機和挑戰 

 

 研究團隊於 10 月份間共發表 3 篇論文: (1)吳文傑*;馬毓駿;Steven Bourassa,"Folk Customs 

and Home Improvement Decisions,"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Review, Vol.21, No.3, 

pp.317-341.(*為通訊作者)。(2)陳香梅;胡偉民*"利潤移轉的租稅誘因及反誘因對海外關係

企業布局的影響—以臺灣上市公司為例," 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TSSCI) (*為通訊作者) 

(論著未刊登但已被接受)。(3)姜以琳* "When Things Don’t Go as Planned: Contingencies, 

Cultural Capital, and Parental Involvement for Elite University Admission in China,"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Vol.62, No.4, pp.503-521. (SSCI) (*為通訊作者)。 

 

計畫名稱：策論亞洲安全治理：建制轉移、變遷動力與影響 

 

 計畫團隊於 10 月 19 日舉辦「理解中國銳實力與國際統戰」研究方法工作坊，邀請香港

大學盧兆興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王韻副教授、國立中山大學陳至潔副教授、

中央研究院張廖年仲助研究員、中央研究院吳文欽助研究員等多位學者，共享觀察與研

究此一重大議題的經驗與心得，希望藉由此次工作坊，能夠更全面且精準地瞭解中共統

戰工作如何在綜合國力提升的情況下施展。同時也希望能夠建立一個健全專業之學術交

流平臺，集合有關研究中國對外宣傳、統戰、媒體與非政府組織關係的學者專家，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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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中國的「銳實力」（sharp power）與國際統戰兩個角度來檢視中國近年在國際社會中影

響力的發展及其長期影響。 

 

 

 

 

 

 

 計畫主持人政治學系寇健文教授與團隊成員東亞研究所王信賢所長、政治學系蔡中民副

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楊雯婷博士後研究員於 10月 24 日至 11月 1日至日本東京早稻

田大學現代中國研究所及慶應義塾大學東亞研究所洽談國際合作事宜，獲正面回應。至

此，計畫所倡議之「當代中國研究國際聯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大致成形，已有五國六校同意參加此一制度性合作平臺，預計明(108)年 7

月於國立政治大學舉辦第一次聯合性國際學術研討會。 

 

 

團隊成員在早稻田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與青山

所長（左二）合影。照片提供：研究團隊。 

團隊成員與慶應大學東亞研究所加茂具樹教授（中）

於在慶應大學東門合影。照片提供：研究團隊。 

與會者大合照。照片提供：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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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團隊於 11 月 2 日舉辦第二次「理解中國銳實力與國際統戰」研究方法工作坊，特別

邀請國際知名統戰問題專家澳洲阿爾德雷大學 Gerry Groot 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蔡中民副教授、東亞研究所王韻副教授、東

亞研究所薛健吾助理教授、國立成功大學政

治學系王宏仁副教授、中央警察大學游智偉

助理教授等學者，分享其在中國統戰領域豐

碩的學術研究與成果。此次工作坊試圖以不

同的權力角度及主義觀點，解釋在中國一帶

一路政策下，利用移民、貿易關係與軟實力

文化投射，統戰工作對沿線國家的實踐經驗、

影響結果與多面挑戰，對中國統戰議題進行

更深入且廣泛的討論。 

 

 

 

計畫名稱：東亞文化傳統及其現代轉型 

 

 計畫團隊於 10 月 20 日舉辦「類型學與數位人文研究：近現代中國翻譯文學研究的新趨

勢與新方法」國際學術工作坊。在「主題對談」部份，特別邀請上海復旦大學特聘講座

教授暨上海交通大學致遠講席教授陳建華教授與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單德

興教授以「脈絡．越界．移植．再生：近現代翻譯文學的跨語際實踐」為題，揭示近現

代翻譯文學從理論方法到文本個案的研究創見與想法。「論文發表」部份，分別從近現代

中國翻譯文學中數量最為豐富、影響最為深遠的翻譯小說為主題，依言情小說、偵探小

說等不同類型，由總結、回

顧再聚焦於新議題、方法的

開拓，嘗試提出新的研究計

畫，以探討東亞文學、文化

如何在中西交流、對話的框

架下，形塑現代面貌。「圓

桌論壇」部份，計畫團隊廣

邀各領域的專家學者集思

廣益，探討近現代翻譯文學

與數位研究方法結合的可

能性，例如翻譯文學文本數

位建置的優先順序、研究型

數據庫的建置、特定作家作

品的數位人文研究方式等議

王韻副教授（右一）與 Gerry Groot 教授（左一）

會中討論議題。照片提供：研究團隊。 

國際學術工作坊學者合照。照片提供：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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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以期能開創並拓展近現代翻譯文學的新研究範式與方向。 

 

 翻譯文學數位人文協力研究合作說明暨討論於 10 月 21 日假福華文教會館風尚咖啡廳進

行「翻譯文學數位人文協力研究」合作說明，邀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崔文

東研究助理教授、日本神戶大學大學

院國際文化學研究科王柯教授兩位海

外訪問學者與會，就未來翻譯文學數

位人文研究的方向和年度進程共同討

論。在李歐梵院士、陳建華講座教授

的支持與指導下，此次前導性研究將

會為翻譯文學的研究開展新的研究方

法與成果。 

 

 

 

 計畫團隊於 10 月 25 日舉辦海外訪問學人系列講座 1：「意大利建國英雄傳記的跨文化流

動：維多利亞英國．明治日本．晚清中國」講座，由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陳碩文助

理教授擔任主持人，海外訪問學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崔文東研究助理教授

主講。以意大利建國英雄傳記為底本，探討該類型的傳記文學如何被引進至明治日本、

晚清中國，而被當時中日兩國的翻譯者、改編者，結合域外文本和本土資源，使之成為

重要的跨文化流動的產物。同時也探討意大利建國英雄的形象，是如何切入當時的歷史

文化語境，成為傳播現代思想觀念與英雄典範的重要文獻。 

 

 

 

政大統計學系余清祥教授說明統計學上藝術作

品的數位人文分析案例。照片提供：研究團隊。 

海外訪問學人系列講座活動照片。照片提供：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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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團隊於 10 月 26 日由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楊瑞松特聘教授兼系主任擔任主持人，

海外訪問學人日本神戸大學大學院國際文化學研究科王柯教授擔任主講人，以「近代中

日兩國的民族西來說與血緣民族論

──一個單一民族國家思想的正當性

資源」為題進行演講。西來說強調漢

民族來自西方，否認漢民族的原生性

格。但在經由日本傳入中國後，卻受

到當時強調血統論，以單一民族國家

神話凝聚國家的中國知識分子認同。

王柯教授討論當時中日歐三方思想交

流的情形，為我們解析此現象發生的

原因及歷史意義，並藉此重新認識中國 

的國族主義。 

 

 

 

 計畫團隊於 10 月 31 日舉辦「博士生培育計畫系列演講 2：朝鮮儒學史研究與 20 世紀初

的東亞」，由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姜智恩助理教授主講。主講者認爲自朝鮮時代

中期以後，關於思想史脈絡的相關討論，

應從20世紀前後東亞知識分子所背負的時

代使命開始談起，韓國儒學史的考察也需

從中、日、韓三國為主的東亞視野進行探

討。韓國儒學史在其形成過程中，因超越

國境而成爲研究對象。經過 19 世紀後半到

20 世紀的日本殖民時代，當時日本學者認

為中韓即將成爲日本的統治對象乃積極研

究中、韓歷史，中韓學界則一邊反駁，一

邊學習其學説。 

 

 

 計畫團隊於 11 月 1 日邀請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系雷勤風(Christopher Rea)

副教授，以「近現代詐騙故事的轉型」為題進行專題演講。另於 11 月 2 日舉辦博士生培

育計畫系列演講 3：「斷裂與和諧──中國古代天人思維的一個側面」，由中國文學系林啟

屏特聘教授擔任主講人，探討中國古代天人關係中「和諧」與「斷裂」之間的分合與張

力。11 月 14 日接續舉辦博士生培育計畫系列演講 4：「虛擬革命：《新小說》與晚清的批

評空間」，《新小說》是中國最早裝載小說的期刊，對晚清時局的文學作品之探討與研究

有著深遠影響，邀請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楊玉成研究員擔任主講人。 

左起:政大中文系周志煌教授、鄭文惠特聘教授、張廣達

院士、日本神戸大學大學院國際文化學研究科王柯教授、

政大歷史學系楊瑞松系主任。照片提供：研究團隊。 

博士生培育計畫系列演講。照片提供：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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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團隊成員交流方面，計畫主持人鄭文惠特聘教授於 11 月 2 日至 6 日赴中國杭州中國美

術學院參與「思想‧藝術‧科學──山水書法研究的新視角」國際學術研討會，並擔任「書

畫圖像的數字化探索基礎與前沿」主持人，於會議中發表論文〈視覺奇觀與權力地理──

緬甸：《點石齋畫報》南洋文化敘事之一〉。 

    11 月 6 日至 9 日期間，中國文學系鄭文惠特聘教授、共同主持人統計學系余清祥教授以 

    及合作研究人員山東大學文化學院歷史系邱偉雲副研究員赴合作單位南京大學人文社會 

    科學高等研究院參加「語言的基因與文化的圖譜：數字人文工作坊」，進行為期三天的專 

    題講座，介紹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數位人文中心暨高教深耕「東亞文化傳統及其現代轉 

    型」國際拔尖計畫在數位人文研究的實踐經驗與成果。 

    11 月 11 日至 19 日團隊成員歷史學系楊瑞松系主任赴日本立命館大學、京都大學拜訪 

    唐澤靖彥教授、石川禎浩教授進行學術交流。 

    11 月 15 日 19 日期間，計畫主持人中國文學系鄭文惠特聘教授、共同主持人統計學系余 

    清祥教授、團隊成員統計學系薛慧敏教授、計畫專案經理顏靜馨博士候選人將赴日本京 

    都大學參訪人文科學研究所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參與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 世紀 

    知識與翻譯的移動」研究工作坊，並討論未來學術合作方向。 

    11 月 17 日至 20 日期間，博士生出席國際會議受獎助生宗教研究所姚曼菁博士預計赴美 

    國丹佛市參與 2018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Annual Meeting，發表論文 Violence and  

    Myth in Vajrakil Aya Ritual: A Girardian Perspec Tive. (普巴金剛儀軌的神話與暴力：勒內‧ 

    吉拉爾式的觀點)。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7 日，海外訪問學人美國萊斯大學歷史系教授──Ting Tsung ＆ Wei  

    Fong Chao 亞洲研究講席教授 Tani E. Barlow（白露）將蒞國立政治大學進行八天行程， 

    除參與國際學術工作坊，亦將舉行公開演講，並與團隊成員進行交流。 

 

計畫名稱：台灣經驗 2.0：智能社會與永續發展的參與式智慧治 

 

 研究團隊於 10 月 11 日舉辦「原住民族集體療癒與培力工作坊」，主要探討原住民族所經

驗的歷史創傷，在療癒過程中，藝術創作與經濟發展是兩大重要路徑，分別針對族群認

同與部落發展提供重要的療癒與培力。此次工作坊藉由邀請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社工學院

兩位資深榮譽教授 Adrienne Chambon 與 Ernie Lightman 來訪，透過兩位加拿大學者在北

美的實踐經驗與臺灣在地原住民藝術工作者的呈現，對當代原住民族文化及社會生活逐

漸喪失精神信仰後，藉由藝術工作及部落經濟等社會實踐返身尋求內在安定及回歸的歷

程，促成展演者與學員之間的深入對話。為將這些珍貴的記憶與故事記錄與推廣，計畫

後續將安排數位影像敘事工作坊教育訓練，透過數位科技方法的取得，獲取社會工作與

影像媒體、博物館學、藝術療癒之間的跨學科交流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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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升此計畫學術研究能見度，計畫共同主持人地政學系甯方璽副教授及陳宥竣研究生

於 10 月 14 日至 21 日赴馬來西亞吉隆坡萬麗酒店參加第 39 屆亞洲遙感探測國際研討會

（The 39th Asian Conference on Remote Sensing (ACRS），盼能提升國際影響力。ACRS 是

由 Asian Association on Remote Sensing（AARS）成員國主辦的年度活動，旨在通過成員

之間的訊息交流，相互合作，國際理解和善意來促進遙感技術的發展，此研討會也是亞

洲地區在空間資訊領域非常重要之學術會議，亦是政府、產業及學界之重要平臺。此次

會議由甯方璽副教授與研究生陳宥竣同學受邀進行口頭報告，由陳同學代為進行成果呈

現，題目為：The Study of Using Smart Phone Combined Indoor Magnetic Map and Pedestrian 

Dead Reckoning for Indoor positioning.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榮譽教授 Adrienne Chambon(右一)分享她以

藝術做為加拿大原住民集體療癒的實踐經驗。照片提供：研究

團隊。 

 

與談人進行臺灣原住民藝術創作經驗分享，圖為主持人 Ciwang 

Teyra(中)及與談人藝術工作者東冬侯溫(左一)、兒路創作藝術

工寮的執行製作黃林育麟(右一)。照片提供：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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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團隊於 11 月 8 日舉辦跨領域交流工作坊(五)：「社群、大數據與社會科學研究」，源

大數據專案經理林啟耀博士介紹如何將社群數據分析技術應用到社會科學研究。此次的

演講內容包含以下重點：第一，說明何謂社群數據，這類數據與我們熟知的大數據之間

的關聯或差異為何。第二，目前所能蒐集到的社群數據有哪些？第三，如果分析社群數

據的目的是希望了解民眾的想法，那此方式與傳統的民意調查之間的差異為何？最後，

透過社會科學研究案例來了解社群數據能夠提供哪些資訊，以及回應哪些研究問題。 

 

 

馬來西亞民主行動黨全國副宣傳秘書楊美盈為研討會做開幕演講。 

照片提供：研究團隊。 

 

2018 ACRS 開幕典禮之嘉賓合影畫面。照片提供：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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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團隊於 11 月 15 日舉辦跨領域交流工作坊(六)：「社會科學下的空間科學」。空間科學

包括了地理資訊系統(GIS)、遙感探測、衛星定位等專業學科，當中的地理資訊系統具備

將空間資料視覺化以及空間統計分析等功能，也能與實際發生在現實環境中的案例結合，

常被社會科學領域中的專家學者使用。事實上除了 GIS，以衛星影像為研究材料的遙感探

測，也深具與社會科學結合的潛力。為了讓聽眾了解空間科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可能應用，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林士淵副教授將以原住民土地利用、水資源利用等主題為例，說

明這些跨領域研究發展的來龍去脈。 

 

 

 研究團隊於 11 月 22 日至 24 日辦理「2018 IDAS 國際研討會」。以「亞太地區之轉變與挑

戰─未來十年之展望」為主題，一方面回顧至今亞太地區快速的政經社會變化及現況，另

一方面，則期盼透過國際學者間的學術研討，協助各界瞭解並面對亞太地區下一個十年

的問題與挑戰。因而此次國際學術交流的研討會即是邀請學界、政府機構及未來即將成

為學術新進的博士/博士後研究員一同與會討論亞太地區當今核心的重點議題、並探討這

些課題可能的解決之道。 

在新南向政策的指引下，此次會議也盼能夠協助政府利用臺灣的教育資源，創建學術交

流之平臺，以加強與東南亞 18 個新南向政策目標國的關係，並希望透過槓桿作用，促進

並深化激勵多國及雙邊各界之對談，作為加強未來臺灣與東南亞、南亞等國在發展政策、

與產官學合作之橋梁。 

 

 

 跨領域交流工作坊(七)：「能源轉型與審議民主的對話」預計於 11 月 29 日舉辦，榮幸邀

請到財團法人地球公民基金會李翰林主任，帶來一場能源轉型與審議民主的精彩對話。 

一般人所認知的「能源轉型」，多半僅限於太陽能板、風力發電機、非核家園、空氣污染

等，但這些僅是一能源轉型的小部份，實際上它包含「綠色永續、節能高效、公平正義、

公民參與」這幾個面向，和食衣住行各方面均有關聯。能源轉型就是社會轉型，是臺灣

前所未有的大改變，如「智慧節電計畫」、臺南七股的漁電共生。過去能源都僅由中央負

責，實際執行卻發現地方既無經驗、也缺乏經費與人力，產生諸多問題、成效不彰，後

續在能源轉型白皮書中才設計了一系列協助地方輔導機制。除了輔導地方政府的投入，

還需要社會各界關注，才能確保能源轉型不會因設置不當而破壞生態環境。 

    而「如何改變大眾與能源的關係」更成敗的關鍵，是需要讓社會更瞭解能源，從消費者 

    轉為生產者，進而體認到公民責任。轉型的漫漫長路不會在數年內開花結果，還可能會 

    遭遇許多困難，需要社會共同對話，才能為臺灣找到永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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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人機智慧共創 

 

 團隊成員地政學系詹進發副教授於 10 月 26 日至 30

日赴美國加州參與 Pacifi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 

2018 Annual Conference and Digital Heritage 2018 

Joint Meetings 會議。自 1993 年以來，太平洋鄰里聯

合會（Pacifi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 PNC）一直

致力於加強環太平洋國家的研究人員，教育工作者

和專業人士之間的學術研究交流活動。PNC 成立於

加州大學 Berkeley 分校，1997 年行政運作轉移到臺

灣中央研究院。107 年度年會和聯席會於美國舊金山

舉行，大會主題是"Human Rights in Cyberspace "(網

絡空間的人權)，會議重點與數位遺產、資訊技術、

數位隱私和人權等主題相關。 

 

 

 

 團隊成員資訊科學系劉吉軒教授設計開發完成之「關鍵詞彙情境探索平台」，於 11 月 2

日於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與台灣史研究所共同舉辦之「政治大學數位史料與研究論壇

2018：戰後東亞人權問題」活動中，搭配 228 事件新聞史料資料庫正式啟用，並授權移

轉政大圖書館管理服務，免費提供學術研究及公共使用。 

 

 

 

 

 

 

 

 

 

 

 

參與 PNC 會議。照片提供：研究團隊。 

 

文本史料探索平台 PARTEX 介面展示。照片提供：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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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團隊於 11 月 2 日舉辦「化整為零：中文學術寫作的準備與實踐」工作坊演講，主講

者為致理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的羅詩雲助理教授。演講活動的主要目的為訓練研究生

中文學術論文寫作的撰寫技巧。學術寫作有別於一般的日常書寫，除了與寫作者的本身

的寫作能力有關外，學術寫作更有其撰寫特色與組織框架。不但要主題明確、文句流暢，

更重視想法的組織與整合，演講旨在協助研究生在邁向專業寫作的同時，能熟悉學術論

文寫作的基本架構與寫作技巧。 

整場演講內容著重在學術論文寫作的架構與撰寫技巧，羅老師將學術論文寫作視為一個

研究成品的概念，並將學術寫作拆解成不同的執行階段與步驟。各階段之間環環相扣，

釐清各階段的核心要點更能凸顯研究議題與價值，像是如何擬訂題目，蒐集、篩選資料

和撰寫文獻的方式、研究方法，

以及邏輯論證等。羅老師藉由展

示實際的範例與學生們討論學

術寫作中的該與不該，同時，言

簡意賅的點出了大部分學生對

學術寫作的迷思。此次演講多面

向探究學術寫作的特色，並依據

學術寫作進程討論寫作中反映

出的批判閱讀，邏輯思考與整合

表述等能力。 

 

 

計畫名稱：自由、民主、人權與近代東亞：以台灣為中心 

 

 歷史學系薛化元教授前往日本參加中京大學「台

湾史研究の軌跡と展望」研討會，於第二場主題

為「戦後台湾における歴史教育と台湾史研究」

議程中，發表講題為「戦後の歴史教科書問題」

演講。同行臺灣學者有國史館吳密察館長、國立

中興大學王孟亮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吳文星

教授，以及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李為楨副

教授。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林川傑

主講。照片提供: 計畫團隊。 

 

講者與聽眾在場內外均進行熱切討論。照片提供：研究團隊。 

薛化元教授進行研討會發表。 

照片提供：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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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團隊邀請德國特里爾大學漢學系主任 Prof. Christian Soffel 於 10月 9日進行講論會，

主題為「如何以中國傳統思維詮釋臺灣民主的演進」，主要的論題是當民主體制作為一個

價值，如果儒家思想中可以找到支持的內容或是論點，將會是良性的發展。不過，在此

一論述中，民主體制是基本的價值，而相對應的儒家思想則是「輔」的性質。Prof. Christian 

Soffe 明清官定朱子學是官定的意識型態，是士大夫普遍接受的價值，基本上也是支持專

制體制的;但是，就朱子或是宋代的一些理學家而言，他們的思想就未必全然如此。基本

上，新儒家從中國傳統思維試圖尋找有利於民主價值的部分是可以肯定的，也是多元價

值的一環。不過，是否要從儒家思想去開出民主體制或民主思想，則是另一回事。 

 

 

 

 

 

 

 

 

 

 

 

 

 

 

 

 【中國文學系訊】中國文學系於 10 月 27 日及 28 日舉辦第十一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國際

學術研討會」，由李豐楙教授進行專題演講，內山直樹、呂昭明、宋韻珊、林宏明、林素

英、胡正之、侯雲舒、洪燕梅、徐興無、張耀龍、許東海、郭永吉、郭章裕、陳睿宏、

馮勝利、黃啟書、楊兆貴、過常寶、嘉瀨達男、魏慈德、蘇瑞隆、顧史考等多位海內外

學者（按姓氏筆畫排列）發表多篇論文。 

 【台灣文學研究所訊】台灣文學研究所於 10 月 29 日舉辦專題演講，邀請德國柏林洪堡

大學亞非學院 Prof. Henning Kloeter （韓可龍教授）蒞校演講，主題為「台灣研究在德國—

歷史、現狀與展望」。 

 

 【台灣文學研究所訊】台灣文學研究所於 11 月 14 日舉辦專題演講，邀請日本早稻田大

學政治經濟學術院梅森直之（Umemori Naoyuki）教授蒞校演講，主題為「《初期社會主

義的地形學》再思考：朝向烏托邦的思想史」。 

學術與實務活動 文學院 

Prof. Christian Soffel(左三)與團隊成員合影。照片提供：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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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學院訊】量子自旋液態與高溫超導理論息息相關，可望成為未來量子電腦的關鍵角

色，這個數十年來物理學家致力探尋的量子態，近年來在一系列的實驗觀察中漸露足跡，

但同時也產生更多的謎題。應用物理所林瑜琤副教授與北京師範大學及波士頓大學合作

團隊歷經兩年多時間的研究，以計算及理論模型解釋量子自旋液態實驗觀察結果，為科

學界提供一個突破性的發展方向。研究論文被美國物理學會旗下之高影響力期刊 Physical 

Review X （2017 年 impact factor 大於 14）接受，將於近期（11月）正式出刊，成果斐

然。 

    林瑜琤副教授亦將關聯性多體物理研究沿用至高速公路的交通問題，與她所指導的應物 

    所張太乙碩士生共同將一經典的統計物理模型擴充為多車道高速公路交通模型，以計算 

    模擬來比較世界各國幾類主流的高速公路設計。模擬結果顯示：右駕系統高速公路理想 

    的交通規則應該包含：1.一般行車使用右車道；2.嚴格執行左側超車；3.超車道僅供超 

    車使用；4.不應霸佔使用中線車道。這些要點亦是許多歐洲國家的交通規則，卻與臺灣 

    高速公路的規範不同，尤其第 4 點顛覆許多駕駛人的觀念。本研究成果刊登於歐洲國家 

    物理學會的共同期刊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B（11 月份）。張太乙同學亦將所開發的 

    程式開放於 GitHub 網站使用，為學術界及實務界提供有利的應用工具。 

 

 

 

 

 

 【社會科學學院訊】社會科學學院亞太研究英語

碩士與博士學位學程（IMAS 與 IDAS）於 10

月 19 日共同舉辦學術演講，邀請印尼大學

（Universitas Indonesia）社會與政治科學學院國

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Ani Widyani Soetjipto 以「印

尼改革 20 年後的婦女與政治」（Women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 20 years after the Reformasi 

1998-2018）為題進行演講，演講由亞太碩魏玫

娟主任主持。Seotijpto 分析，印尼女性低度政治

代表的主要因素，是因為男女在人力資本亦即教

育程度上的差異，男性較女性有更多的受教育機

會。至於如何持續改善並提升女性的政治代表，

Soetijpto 強調，政府在提倡與推動女性友善政策

學術與實務活動 理學院 

印尼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外交部

Taiwan Fellowship 訪問學者 Ani Soetjipto

以印尼改革 20 年後的女性與政治為題進行

演講。照片提供：亞太碩博。 

學術與實務活動 社會科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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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關鍵，另外則是在民主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政黨需確立並落實黨內的民主制度。（轉

載自校訊新聞） 

 

 

 

 

 

 【外國語文學院訊】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履新代表 Rumlar 先生以及副代表 Taborska 女士

於 10 月 18 日正式拜會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此行拜會的目的，除了促進雙方

在學術上的合作與推廣，主要是代替捷克國際教育合作中心（DZS，Dům zahraniční 

spolupráce/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致贈斯語系兩套捷克傳統

服飾。（轉載自校訊新聞） 

 

 

 

 

 

 

 

 

 

 

 

 

 

 

 

 

 

 

 

 

 

 【外交學系訊】外交學系於 10月 16 日邀請美國知名智庫「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CAP)舉辦座談會，該訪團由前美國聯邦參議員 Thomas A. Daschle 率

團，訪團成員包括：Amb. Kristie Kenney、Kelly Magsamen、Jonathan Su、Michael Fuchs、

Rebecca Brocato，與師生進行深度對談。Kenney 大使也鼓勵並祝福在座所有學員在未來

投身外交工作後，最重要的是抱持堅定的信念、堅定的希望以及為國家爭取利益獻身的

捷克代表 Rumlar 先生致贈斯語系傳統服飾。 

照片提供：斯語系。 

學術與實務活動 外國語文學院 

學術與實務活動 國際事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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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忱，惟有抱持這樣的精神才能在國際社會中為臺灣謀求並堅守應得的權益。（轉載自校

訊新聞） 

 

 【東亞研究所訊】東亞研究所於 10 月 17 日接待中國社會科學院訪問團，訪問團由青年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王曉霞副理事長率團，帶領公共政策管理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

經濟研究所、社會學研究所、農村發展研究所學者來訪，與東亞所老師進行交流座談。(轉

載自校訊新聞) 

 

 

 

 

 

 

 

 

 

 

 

 

 

 

 

 【外交學系訊】泰國法政大學(Thammasat University)政治系師生一行 50人於 10月 17日

參訪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此為該系亞洲見學的首站行程。訪團由該系 Pinitbhand 

Paribatra 及日籍 Takashi Tsukamoto 兩位教授率領，在老師交換意見後進行歡迎儀式並交

換禮物及合影留念後，由外交學系黃奎博副教授針對兩岸關係議題進行演講。(轉載自校

訊新聞) 

 

 

 

 

 

 

 

 

 

 全體訪團團員與外交系師生合照。照片提供：外交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訪問團參訪選舉研究中心。照片提供：東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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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事務學院訊】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國際事務

學院外交政策研究中心與對外關係協會於10月26日

共同邀請前任日本資深外交官小原雅博教授(こは

ら まさひろ)蒞臨國立政治大學演講。講者以「日

本國家利益與近代中日關係」為題，憑其豐富專業

的外交閱歷及長年擔任日本駐中國上海總領事的實

務經驗，為在場師生精闢地講述當前的中日關係並

點出其中競合，複雜且矛盾的樣態。(轉載自校訊新

聞) 

 

 

 

 

 

 

 

 【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訊】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為共同探索「華人文化主體性」

之意涵與層次，定期舉辦 Lunch Talk 演講餐敘活動。首先邀請到中心執行長林遠澤教授

與四位中心副主任於 10 月 1 號起，定期於中心辦公室針對此主題就各研究群領域進行演

講與交流、討論。迄今為止已有林遠澤執行長以「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芻議」發端，提

出從建構文化科學著手，進而提升到文化哲學研究的高度、反溯回華人文化創造的根源，

最後進一步促成文化自覺與接引文化發展的新形態；宗教研究所、B 研究群中心蔡源林

副主任在 10 月 15 日就華人宗教性研究群的構想與規劃，希望藉由跨學科團隊的整合、

雙方與會師生合影。照片提供：外交系。 

小原雅博教授說明日本在東亞政策。

照片提供：國際事務學院。 

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 

 

學術與實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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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與社會實踐與影響力的提升，挖掘人文學科「產學模式」的種種可能；哲學系、A

研究群中心馬愷之副主任在 10 月 22 日討論中西文化在現代與後現代思潮脈絡中的文化

認同與轉變、文本數位化在人文研究上的現象；中國語文學系、D 研究群中心鄭文惠副

主任在 10 月 29 日介紹研究型數據庫的建置對人文研究、乃至「數位」如何「人文」的

研究方法反思與可能性；教育學系、C 研究群中心陳婉真副主任於 11 月 7 日就華人倫理

實踐中的知識與實踐來談西方心理諮商理論於華人倫理處境中的現象與發展，宗教研究

所、C1 研究組李玉珍教授接續討論到宗教與文化的交織在面對具體倫理應用處境的脈絡。

11 月 15 日將由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D1 研究組陳志銘教授接續以「華人文化數位

人文研究平台發展與應用」為題來進行討論。 

 

 

 

 

 

 

 

 

 

 

 

 

 

 

 

 【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訊】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 C1 研究組「華人應用倫理研究」

於 10 月 12 日和宗教研究所合作，以「佛教性別倫理」為主題舉辦為期一天的工作坊。

宗教研究所、本中心 C1 組研究成員李玉珍教授、訪問學者戴愛蓮（Elise Anne Devido）、

法鼓文理學院釋常諗兼任助理教授、佛光大學鄭維儀老師、中華科技大學蘇美文老師、

香光寺釋自鼐、慈濟大學林美容教授等人發表論文，拋磚引玉，談論性別在佛教、不同

區域與時代的處境，語言隨意性對女性在佛教倫理脈絡中的現象，何以佛教文獻中存在

的男性中心主義視角是作為對父權社會文化想像的強化。會末並進行分組討論，交流各

自的研究興趣，並研議未來合作研究的方向。 

 

 

 

 

 

 

10月 15日宗教研究所、B群副主任蔡源林帶領討論的情況。 

照片提供：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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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訊】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邀請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關子

尹榮退教授前來政治大學進行三個月的

短期訪問，期間並邀請關教授開授短期

課程「哲學視野中的漢語及漢字理論」，

旨在具體借助西方語言及哲學理論，反

過頭來重新認識漢語和漢字意義的構成

現象與機制、分析背後的文化軌跡與結

構。此課程開放大眾旁聽，出席踴躍，

席間關教授親自走訪臺灣廟宇，拍攝其

牆壁上的書法等文字書寫的痕跡，帶回

課堂分析，與古文拓本各字體進行比較

與討論，著實引發研究趣味與省思。此

課程將整理影像，日後放置於本中心「漢

學虛擬學院」作為線上開放課程，以期促進

學思交流。 

 

 【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訊】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 A2 研究組「中西跨文化之比較

哲學研究」將於明(108)年 3 月中旬舉辦「自我、他者與修養—現象學與中國哲學國際會

議」，特別邀請哥本哈根大學、牛津大學哲學系知名學者 Dan Zahavi 教授進行專題演講，

他對「自我問題」的討論十分獨特，一方面並置與匯聚現象學與東西方心靈哲學討論;另

一方面又透過批判與省思來建立起獨到的見解，發展同情共感與社會認知的理論。故而

自本學期初即規劃定期舉行讀書會，共同閱讀與討論其重要著作《Self and Other: Exploring 

subjectivity, empathy and shame》，成立活動網頁與線上討論區，凝聚研究與討論的氣氛。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關子尹榮退教授上課情形。 

照片提供：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 

參與讀書會之情形。右一:哲學系謝昭銳教授，右二:清大哲學研究

所吳俊業教授，右三:哲學系教授暨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王華

研究成員。照片提供：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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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訊】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創會會長余曆雄博士帶領拉曼大學

中文系研究生於 11 月 9日蒞臨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進行訪問與交流，引介在馬來西

亞漢學研究的流變、時代翻轉與

出版、傳播現況，其獨特性在於

所使用的語言既非純漢語、亦非

當地方言，故而嘗試從文獻梳理

與南下華人生活歷史中擷取研究

資源；席間並論及馬來西亞漢學

在國際間、在東南亞各地漢學研

究的比較。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

中心預計在 12 月中旬舉辦「東南

亞漢學高峰會」，藉此機會也洽談

未來雙方交流與合作的項目，例

如邀稿於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

心之《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叢書》

出版與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

研究議題相關的專書。 

 

工作坊討論狀況，圖中為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兼所

長、中心 C1組研究成員李玉珍教授。照片提供：華人文

化主體性研究中心。 

 

 

。 

照片提供：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 

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創會會長余曆雄（右一），政大哲學系、

中心執行長林遠澤（右二）、中心博士後研究員葉先秦（右

三）、中心博士後研究員衛易萱（右四）、政大宗教研究所助

理教授暨中心研究成員林敬智（左一）。照片提供：華人文化

主體性研究中心。 

 

 

。 

照片提供：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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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 TIGCR 訊】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教授，於 10

月 24 日應邀參訪台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與團隊成員座談並發表演講，講題為「Social 

Media and Opinion Polarization in 

Hong Kong」，以民意極化與政治因素

關聯性為核心，探討社群媒體造成的

影響。李立峯教授此次來訪除了帶來

精彩的分析觀點與政治極化的研究經

驗，也允諾將參與台灣政經傳播研究

中心預計於 108 年舉辦的國際學術研

討會，預期將為台灣政經傳播研究中

心的學術發展帶來更豐碩的成果。 

 

 

 

 

 

 【台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 TIGCR 訊】台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團隊成員於 10 月 26 日至 27

日，參加由日本慶應大學主辦的兩場國際研討會。中心主任黃紀教授以「Between Micro and 

Macro: A Personal Electoral-Study Odyssey」為題，於 26 日舉行的「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lectoral Studies 2018」中發表專題演講，討論如何運用地理編碼 geocoding 結合總體與

個體數據分析選民行為。而中

心多位團隊成員包括中心副主

任蔡佳泓教授、游清鑫教授、

陳陸輝教授、俞振華教授、蔡

宗漢教授與鮑彤研究員，亦於

27日舉行的「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Electoral 

Studies」中發表研究成果，與

來自韓國與日本的學者們交流

學術經驗。 

 

 

 

 

台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 學術與實務活動 

香港中文大學李立峯教授(前排左三)於座談會後

與團隊成員合照。照片提供：台灣政經傳播研究中

心。 

 

中心主任黃紀教授於「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lectoral Studies 2018」研討會開幕式發表專題演講

（keynote speech）。照片提供台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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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訊】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

主任暨東南亞研究中心執行長楊昊與跨校研

究團隊共同申請美國國務院學友參與創新獎

（Alumni Engagement Innovation Fund, AEIF）。

本年度共有來自 150 國家、超過 1,300 個計畫

角逐，經過嚴格審查，共有來自 61 個國家的

70 個團隊獲獎。本校研究團隊為本年度臺灣

唯一獲獎者，甚為難得，在 10 月 5 日由美國

在臺協會谷立言副處長頒授獲獎證書。 

 

 

 

 

 

學術與實務活動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中心團隊成員於「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Electoral Studies」研

討會後合照。照片提供：選舉研究中心 

美國在臺協會谷立言副處長（右）頒授獲獎證書

予楊昊副主任暨執行長（左）。照片提供：國際

關係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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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訊】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年度盛

事－第 47 屆台美「當代中國大陸」學術研討會即將

在 11 月 29 日至 30 日登場，目前已開放報名。本屆

主題為「美中關係新方向」，從產業經濟面、安全戰

略面與周遭國家反映三大主軸探討今日美、中之間

權力競逐的局勢，會議全程將以英文進行。  

 

 

 

 

 

 

 

 

 

 

 

 

 

 

 【選舉研究中心訊】國際選舉制度基金會（簡稱 IFES）邀請

選舉研究中心蔡佳泓主任於 11 月 6 日赴美國華府，參加

「Elections Under Threat Evaluating the Cybersecurity of the 

2018 U.S. Elections」分組討論。蔡主任指出，臺灣中選會採取

許多措施維護計票中心免於駭客攻擊，包括使用 VPN 傳輸資

料、反覆演練各種可能的攻擊、以及嚴格限制可以與中央計票

中心連線的電腦。蔡主任也回答聽眾有關電子投票的問題，指

出這個議題需要更多社會共識，但是一旦公投可以電子連署之

後，民眾也許會更信任電子投票。 

 

 【選舉研究中心訊】知名網站臉書（Facebook）邀請選舉研究

中心俞振華副研究員於 11 月 13 日至 14 日赴新加坡，參加

「臉書社群規範論壇」，此為臉書在亞洲太平洋地區針對社

群規範第一次全面性對話。 

 

 

學術與實務活動 選舉研究中心 

第 47屆台美「當代中國大陸」學術研討會

海報。照片提供：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選研中心蔡主任參加國際選舉制度

基金會活動。照片提供：選舉研究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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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門研究中心訊】文化部海關計畫研究團隊目前正準備口述訪談題綱與場地安排布

置，預計於 11 月份邀請財政部前關稅總局趙國安總局長等，安排於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

業發展系攝影棚進行口述訪談。 

  

 

 

 

 

 

 

 

 

 

 

 

 

 【第三部門研究中心訊】第三部門研究中心徐主任於 10 月 12 日至 13 日受邀參加由桃園

市政府文化局及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於國立中央大學主辦的「經緯桃園：2018 桃園學研討

會」，並進行論文評論。另於 10 月 30 日受文化大學土地資源學系邀請進行演講，題目為

「都市計劃與公共利益─談規劃典範的變遷」。 

 

 【第三部門研究中心訊】徐世榮主任接受臺灣二林蔗農事件文化協會邀請，於 10 月 14 日

參與「2018 臺灣二林蔗農事件 93 週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系列活動」，前往彰化縣二林

鎮二林國小大禮堂（歷史建築），參觀二林蔗農事件裝置藝術展，並拜訪 1925 年二林蔗農

事件發生地點。 

 

 【第三部門研究中心訊】徐世榮主任接受中國地政研究所林英彥所長的邀請，於 10 月 19

日共同接待印尼農地改革訪問團，並為訪問團成員講解臺灣土地改革的經驗。 

 

 【第三部門研究中心訊】第三部門研究中心主任於 10 月 20 日參與臺灣第三部門學會學術

會議及年會，並受邀發表過去擔任社團法人台灣農村陣線理事長的治理經驗。另於 10 月

27日至 28日參與由臺灣發展研究學會及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主辦的第 10屆發展

研究年會，除了主持會議場次外，並進行相關論文的評論。 

 

學術與實務活動 第三部門研究中心 

口述訪談地點安排與布置：臺北科大文化事業發展系攝影棚。 

照片提供：第三部門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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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門研究中心訊】第三部門研究中心徐世榮主任近期發表之評論文章如下：10 月

23 日於《蘋果日報》發表「公民社會嚴正呼籲應由獨立第三方進行普悠瑪傷亡『根本原因

分析』」；10 月 25 日於《蘋果日報》發表「一個台鐵兩個世界」；11 月 1 日於《蘋果日報》

發表「台鐵公司化要對話辯論，而不是帶風向！」；11 月 2 日於《蘋果日報》發表「請政

府不要再以『都市計劃』為名剝奪土地所有權人的權益」；11 月 5 日於《ETtoday 新聞雲》

發表「黎明幼兒園長失蹤主因，就是政府迫害。臺灣人權有進步嗎？」。 

 

 

 

 

 

 【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訊】創新創造力研究中心（創創學院）於 10 月 9 日舉辦開幕茶

會暨教學成果發表會，吸引超過 80 位師生利用中午時間前來參與。國立政治大學周行一

校長致詞表示非常高興看到同學們對學院的高度興趣與積極參與，期許同學勇於培養自

己的創業家精神與國際溝通能力，並積極爭取實作與實習的機會，建立有競爭力的履歷

表，學院執行長劉吉軒教授認為，跨域能力是創新發展不可或缺的條件，創創學院以「創

造力」、「科技力」與「創業力」三大課程主軸，透過師生跨域培力、推動師生微型創業、

孵化師生創業（體驗）團隊三大任務，希望培育「勇於面對問題」、「積極參與設計」與

「主導開創未來」的優秀人才。全文詳見：https://s.yam.com/ah6jq。 

 

 

 

 

 

 

 

 

 

 

 

 【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訊】跨域、跨界是近年教與學熱門的議題，國立東華大學以「跨

域與跨界的結合」為題，於 10 月 19 日假花蓮文創園區舉辦「2018 教學創新與實踐研討

會」，陳樹衡副校長與創新創造力中心劉吉軒主任受邀出席，與宜蘭大學周瑞仁副校長、

成功大學王育民副教務長、元智大學林楚卿副教授進行精采的分享與座談，探討跨域所

誘發出新的教學型態，為學習者提供多元彈性的學習機會。透過與會學者無私的分享與

交流，激盪出大學如何在行政、教學、學習中發展出跨域、跨界的火花。全文詳見：

https://ppt.cc/f59OCx。 

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 學術與實務活動 

創創學院開幕茶會吸引逾 80位師生參與。照片提供：創新創造力研究中心。 

 

https://s.yam.com/ah6jq
https://ppt.cc/f59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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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訊】經濟部技術處補助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

所執行「產業科技創新之法制建構計畫」下，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與國內 17 家公協會

於 10 月 24 日及 25 日共同舉辦「跨域合作與智慧應用-從創新法制到法制創新」研討會，

分享交流最新的科技趨勢與法制規範。創新創造力中心劉吉軒主任出席分享創新人才永

續經營，必須引導系統性的創新機制，讓創新人才得以擴散；而在這其中，大學教育是

未來社會及經濟發展重要一環，透過跨系跨院學習、問題導向、實作檢驗、學用合一等

等蘊育新創與豐富知識生態。全文詳見：https://ppt.cc/fTn1gx。 

 

 

 

 【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訊】創新創造力

中心與創新創業學院於 10 月 31 日邀請

《2019 奇‧想設計大賽》主辦單位

GIGABYTE 技嘉教育基金會與明門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至政大舉辦說明會，「Great 

Design 奇．想設計大賽」每年都是工商

業設計領域學生的必爭之地，參賽者來自

各大專院校，大家激烈發想、勇於實作、

熱烈討論，一同角逐最高榮譽及 120

萬元總獎金。「奇‧想」自 2002 年開

辦至今已 17 年，多年來提供一個夢想

與創意的交流平臺，並藉以培養臺灣工業設計人才，期提升國內產業對創意設計之重視，

同時期許參賽的設計新秀關注趨勢，增進實務與行銷經驗。以往只在有工設系的大專院

校舉辦說明會，主辦單位獲知政大近來推動跨領域學習，今年首次至政大辦理說明會，

希望具人文素養的政大人能為創新科技帶來以人為本的創新思維。本屆《2019 奇‧想設

計大賽》於 9 月 17 日開賽，徵件至 12 月 28 日止，今年兩組競賽主題：創新科技組 —

無限連結；美化人生組—真實交流。奇想活動官網：https://ppt.cc/fDKYLx。  

 

 【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訊】關於創新創造力中心近期動態方面，10 月 3 日劉吉軒主任

受邀於國家教育研究院辦理之「第 7080 期國小校長在職專業研習班」進行演講，講題為

「群眾募集與教育創新的實踐」。除了分享鹿樂平臺理念與宗旨，亦透過平臺媒合與資源

互惠的方式，連結偏鄉小校與社會資源，進行教育創新的實踐。此外，創新與創造力研

究中心協助外語學院英語系賴惠玲教授執行客家委員會建置臺灣客語語料庫勞務採購案，

順利於 10 月 31 日完成繳交第一期程第一次期中成果報告書。另外，創新與創造力研究

中心及資科系執行科技部數位人文研究計畫成果，設計開發完成之「關鍵詞彙情境探索

主辦單位名門實業說明競賽方式。 

照片提供：創新創造力研究中心。 

 

https://ppt.cc/fTn1gx
https://ppt.cc/fDKY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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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於 11 月 2 日假政治大學圖書館與台灣史研究所舉辦之「政治大學數位史料與研

究論壇 2018：戰後東亞人權問題」活動中正式啟用，並授權移轉圖書館管理服務，免費

提供學術研究及公共使用。 

 

1.  

2.  

 

 

 【中國大陸研究中心訊】由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與臺灣發展研究學會主辦，以

及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協辦之第 10 屆發展研究年會於 10 月 27 日至 28 日舉行。會中特別

邀請日、韓、印尼學者與會，以及行政院唐鳳政務委員、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政治系林夏

如教授進行主題演講。此次會議共有百餘篇論文發表，分別以政治、經濟、社會跟永續

發展為主題，研究的區域包括東亞各國包括臺灣、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印尼等。 

 

 

 

 

 

 

 

 

 

 

 

 

 

 

 

 

 

 

 

 【人文研究中心訊】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即將邁入成立第三十年，為此辦理系列

講座，邀約資深學者將畢生研究精淬或人生智慧反饋學界及大眾。10 月 25 日於國立政治

大學創新國際學院暨人文中心，共邀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政大政治所校友金耀基院士，

蒞校主講「大學與中國文明的轉型」。金院士提出從自古的經學傳統到現今的科學化，大

學成為中國現代化的主旋律之一。現代化，就是要建立起中國現代文明的秩序，然亦需

學術與實務活動 人文研究中心 

學術與實務活動 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第十屆發展研究年會參加者合影。照片提供：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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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經歷科學時代轉化後的大學之道為何。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訊】泰雅族耆老 Hetay-Payan 於 10 月 12 日假新竹縣五峰鄉山國小舉

辦《黑帶巴彥的泰雅文化畫集》與《泰雅文化大全》新書發表會。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前

主任林修澈教授偕同國家教育研究院李台元助理研究員、原民中心蔡佩珍、林志強、劉

芳妤助理等共同參與。Hetay-Payan 得知林教授等一行人蒞臨，相當驚喜與意外。

Hetay-Payan 是政大

編輯族語教材的主

力，且是泰雅語維基

百科建置不可或缺

的重要人物（泰雅語

在 2016 年 7 月已進

入「活躍名單」）。新

書座談會中，主客互

動熱烈，會議圓滿成

功。 

 

學術與實務活動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Heytay-Payan 與在場來賓合照，第一排右三為政大林

修澈名譽教授。照片提供：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金耀基院士講座貴賓，由左至右分別為：余範英董事長、朱

雲漢院士、金耀基院士、周行一校長、周惠民主任、陳純一

院長。照片提供：人文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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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訊】為展現原住民族教育豐碩成果，教育部與原住民族委員會以「原

教深耕‧原力傳承」為主題，於 10 月 13 日及 14 日在華山 1914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共

同辦理「原住民族教育成果展」。室內展區「族語維基建置計畫」及「族語教材」二項展

攤，由原民中心受教育部與原民會委託執行展攤籌劃。其展出內容為「台灣原住民族族

語九階教材」、「四套族語教材」與「族語維基百科建置計畫階段性成果」。教育部葉俊榮

部長、原民會夷將‧拔路兒主委對於政大原民中心為活化族語所規劃的方案成果表示讚

許，對族語維基建置深感興趣。此外，現場活動除靜態展示，也鼓勵民眾實際參與活動，

並安排關主協助體驗活動的進行，吸引許多民眾熱烈參與；同時也讓大眾更加瞭解原住

民族的教育成果。 

 

 

 

 

 

 

 

 

 

 

 

 

 

 

 【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訊】國立日本語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Kikuo Maekawa 教授與 Masayuki Asahara 副教授於 10 月 15 日至心智、大

腦與學習研究中心與眼動與閱讀實驗室參訪，並與心腦學中心蔡介立主任、中央研究院語

言學研究所副所長暨心腦學中心合聘李佳穎研究員進行研究交流，洽談未來研究合作的方

向與議題。 

 

 【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心理學系 Robert Levenson 教授與亞利桑納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心理學系、

社會心理學領域主席 Michelle Shiota 教授於 11 月 7 日至 12 日來訪，進行兩場公開演講，

並與心腦學全人研究計畫成員討論未來合作方向。 

 

學術與實務活動 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教育部葉俊榮部長（左）、原民會夷將‧拔路兒主委

（右）蒞臨現場支持。照片提供：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活動現場：孵育場編修部落條目。 

照片提供：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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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訊】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自 2017 年開始籌備舉辦「歷史與當代地方道

教研究系列講座」及「歷史與當代地方道教研究小型工作坊」。其中第十一場系列演講於

10 月 29 日舉辦，邀請到立教大學心理藝術人文學研究所加藤千惠教授，以《周易參同契》

與唐末宋初煉丹術的發展－以鉛汞説爲中心為講題。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第六場「歷史與當代地方道教研究小型工作坊」於 11 月 5 日舉辦，以

「數位人文與地方道教研究」為主題開展。上午場次，邀請了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

究中心祈剛博士，以「浙南地方道教文獻研究的基本問題：以時間、空間為線索」為題

做一專題演講。下午場次邀請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張超然教授以「數位人文研究與臺灣北

部『道法二門』道壇調查」為講題，以及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中心洪瑩發博士

以「空間視野與地方知識：臺灣民間宗教數位人文研究的過去與可能」為講題，與政治

大學宗教研究所謝世維教授、宗教研究所林敬智助理教授、中文學系高振宏助理教授、

宗教研究所呂燁博士候選人，相互對談。 

 

學術與實務活動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立教大學心理藝術人文學研究所加藤千惠 

教授演講情形。照片提供：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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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祈剛博士。 

照片提供：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歷史與當代地方道教研究小型工作坊討論

情形。照片提供：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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