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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研究發展處訊 記者: 花清荷/攝影: 許芷婕】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林啓屏，

身兼國立政治大學教務長、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處文學一學門召

集人，以及「人文·島嶼」平臺計畫主持人。兼任各類型學術工作，林啓屏也強調多方發展、

跨領域研究的重要性，在每項職位持續汲取新知識及想法，也是他如今能徜徉學術海的重要

基石。 

 

塞翁失馬 意外走向思想研究之路 

 

畢業自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隨後更取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大學的中國文學系碩、

博士學位，回顧林啓屏過去的研究領域，致志於先秦儒家思想的研究。從求學生涯至往後的

學術深造，他看似掌握明確目標，一心一意往中國哲學思想邁進。事實上，如今完善平穩的

研究經歷，誰也沒想到，原來一切都源自於那場他就讀碩士班期間，在家中發生的祝融之災。 

 

「我覺得還是有一部分的天意，那場火災的影響極大。」林啓屏帶著豁達神情回憶過往，他

提倡跨域研究 致力知識普及 林啓屏為人社領域注入活水 

 

 

 

▶林啓屏目前擔任國立政治大學教務長，井然有序的辦公室也顯示出他有條不紊的處事風格。攝影：許芷婕 

 

照片提供：徐嘉慧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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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道，當時就讀碩士班時

期，本來已經決定好要以

先秦時代文學觀念作為論

文主軸。而在電腦、影印不

夠普及的年代，只能以手

寫謄抄方式收集無數相關

資料，作為研究之用。可誰

也沒想到，一場發生在家

中的火災，將研究資料幾

乎全數燒毀，唯一殘留完

善的，主題正好是先秦時

代的儒家部分。 

 

不知是人生如戲，還是戲如人生，秉持著「路不轉人轉」的精神，當時的林啓屏決定運用剩

餘資料，修改論文研究方向，將主題改為先秦的孔孟。沒想到越讀越有興趣，從此奠定了往

後的學術基礎，也造就他如今豐碩的中國哲學研究成果。 

 

擔任國科會學門召集人 著重古典文學及跨領域研究  

  

自 2020 年起，林啓屏除了身兼大學教授外，也增加了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

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處文學一學門召集人的新身分。國科會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

中共分有二十四個學門，「文學一」學門則涵蓋三個主要面向，分別為中國文學、臺灣文學

及原住民文學。 

 

根據規定，學門召集人只有三年的任期，且不得連任。林啓屏自謙的認為有幸被賦予重任，

也希望能好好珍惜，並努力在任內為文學領域做出貢獻。他提及，在學門召集人任內所推動

的重點方向，第一個為古典文學研究的重探，「古典文學的研究，雖然是文學一重要的區塊，

但相關的研究計畫一直在慢慢減少。」為了鼓勵相關研究，他和國立清華大學合作，透過會

議舉辦希望推廣中國古典「興」文體的深入探索，盼望結合高教力量，開創新的研究視野。 

 

此外，因為自己在求學時期瞭解到跨領域研究的優勢，林啓屏在任的第二個發展方向，則為

提升跨領域研究的風氣。「我一直覺得跨領域會讓我們對於許多問題的判斷帶來一種新的可

能。」他和國立中山大學合作設立工作坊，網羅各地的年輕學者，一同強化人文社會的研究

實力。 

 

擔任學門召集人也讓林啓屏獲得不同於以往教職的新視野。他提及，原本的教師工作，主要

▶一場發生在家中的火災，讓林啓屏找到一生的研究方向。攝影：許芷婕 

 

照片提供：徐嘉慧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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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學生的教學相長中，展現研究上的刺激與樂趣，這是個人投入高教領域的幸福所在。而

「擔任召集人後，又發現每一個學者都有各種不同的想像，實有益於學界之多元發展，所以

我們應該要協助他們能夠盡可能的發展。」因此國科會用心持續舉辦各類研討會、工作坊及

座談論壇，以多元方式鼓勵各界學者完善自身的研究計畫。 

 

「人文·島嶼」平臺計畫 盼將專業論文普及化 

 

回到目前的相關工作，林啓屏

和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曾國峰教授一同執行國科會三

年期「人文·島嶼」平臺計畫。

「人文·島嶼」平臺為國科會人

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處設立

的資訊型網站，於 2019 年 8 

月 1 日正式上線，期望能將

外界看似艱澀難懂的學術文獻

資料，透過訪談轉譯方式，化

為更加平易近人的知識性網路

文章。 

 

林啓屏提及，大部分的論文，即使研究者花費許多心思產出，最後的閱讀者，通常只會有自

己、審查者以及少數同行。「一些很珍貴的研究所得，沒有被一般的民眾所看到，我覺得其

實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因此，在時任科技部人文司司長的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座

教授、現為中央研究院鄭毓瑜院士的邀請規劃下，林啓屏自 2019 年起開始擔任計畫主持

人至今，致力於將專業研究文獻大眾化、普及化。 

 

實際瀏覽「人文·島嶼」平臺計畫官網，頁面簡約乾淨，且以四大學門領域：人文學、社會科

學、管理學、科學教育為主軸，當中文章琳瑯滿目。林啓屏驕傲地說：「我們每個禮拜三早

上十一點一定會更新文章，大概一年只有過春節的那一個禮拜會休息。」每週更新一篇相關

專訪文章，以穩健步調持續壯大網站內容，才造就如今完整多元的資訊。 

 

同時，林啓屏也分享產出文章的背後過程。首先，由各個學門推薦受訪學者，其後找尋熟悉

該專業領域，且曾經撰寫過報導文章的訪談人員，先行閱覽過受訪者近年國科會補助研究計

畫中成果傑出的作品，並和受訪學者經過訪談，由訪談人員撰寫文章，交由編輯人員轉換圖

像及編輯內容，最後再統一由林啓屏及受訪者最終確認，前後耗時數月，過程十分縝密。 

 

▶擔任國科會學門召集人，讓林啓屏體驗不同於學院內的學術角色。

攝影：許芷婕 

 

照片提供：徐嘉慧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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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啓屏說明，當初平臺的目標群眾，是希望高中畢業的人都有能力理解網站中的文章，而這

個目標究竟達成與否，數據也給出答案。林啓屏檢視網站後臺發現，瀏覽年齡橫跨高中生至

長者、瀏覽國家也五花八門，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幾乎就有「人文·島嶼」的讀者。 

 

「過去人家常常講說學者這樣就像在象牙塔裡面工作，『人文·島嶼』其實是要把這個塔門打

開，讓裡面的研究者走出來，或是讓外面的民眾能夠走進去，大家做一個最好的、雙向的交

流。」 網站設立三年至今，也有許多文章被各網路媒體轉載，甚至成為大學甄試題目，而

身為召集人，林啓屏也認為這項計畫讓他獲益良多：「你會發現每個學者都很精彩，他們會

知道要用什麼方法解釋問題，透過恰當的文獻和辯證，讓自己的論點能夠得到系統性的支

持。」 

 

在未來，林啓屏也期望能夠把平臺中的文章集結成冊出版，希望能夠以線上線下方式並進，

將原先束之高閣、看似遙遠的學術文獻，成為人手一冊、老少咸宜，來自「人文·島嶼」的精

彩故事集。 

 

廣泛吸收知識 探究學術花園 

 

能在學術生涯中持續穩定前進、廣泛嘗試不同類型的學術工作，林啓屏第一個想感謝的是自

己就讀博士班時的恩師張亨教授。「他看過我的碩士論文後和我說，不管是文學觀念的研究，

或哲學思想的研究，我都可以去發展，也鼓勵我多修讀其他系的課程。」有了老師的加持，

讓當時的林啓屏將研究領域跨出中國文學，深入探索其餘人文社會學科的奧妙。 

 

持續學習、不侷限自己在專業領域上的可能性，是林啓屏從學生時期至今堅守的原則，甚至

在大學擔任教職時，他仍會回去母校國立臺灣大學旁聽哲學系林正弘老師的課程。不僅如此，

無論是擔任學門召集人，抑或「人文·島嶼」計畫主持人，林啓屏也從沒忘記跨領域的重要

性，不斷運用自身過去汲取的各項知識，為自身領域注入活水，也協助人文社會學者推廣研

究成果，讓更多人有機會接觸相關知識。如今能有機緣身處美好的研究花園，也都需歸功於

林啓屏從不輕易放棄生活中每顆突出的攀石，持續勇往直前，才能看見如此美麗的學術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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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校內外學術研究補助與獎勵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計畫徵求 

計畫名稱 校內截止日期 

2023 年臺愛雙邊合作人員交流互訪計畫 
 111 年 12 月 27 日（二） 

  下午 5 時 

112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案（大批） 
 112 年 1 月 3 日（二） 

  上午 9 時 

112 年度補助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 
 112 年 1 月 27 日（二） 

  下午 5 時  

112 年度工程處學門主題式計畫 
 112 年 1 月 3 日（二） 

  上午 9 時 

2030 跨世代年輕學者方案 
 112 年 1 月 3 日（二） 

  上午 9 時 

112 年度鼓勵女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究專案計畫 
 112 年 1 月 3 日（二） 

  上午 9 時 

112 年度特約研究計畫補助案 
 112 年 1 月 3 日（二） 

  上午 9 時 

永續發展整合研究 112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 
 112 年 1 月 3 日（二） 

  上午 9 時 

112 年度自然處「防災科學與技術學門專題研究計畫」 
 112 年 1 月 3 日（二） 

  上午 9 時 

112 年度「工程科技中堅躍升研究計畫」 
 112 年 1 月 3 日（二） 

  上午 9 時 

112 年度第 1 期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112 年 1 月 9 日（一） 

  下午 5 時 

2023-2026 年臺美先進半導體晶片設計與製作合作研究計畫 
 112 年 1 月 11 日（三） 

  下午 5 時 

112 年度卓越領航研究計畫 
 112 年 1 月 16 日（一） 

  下午 5 時 

112 年度「以包容為導向之科技計畫」 
 112 年 1 月 30 日（一） 

  下午 5 時 

112 年度「尖端晶體材料開發及製作計畫」 
 112 年 2 月 1 日（三） 

  下午 5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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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榮譽 

 恭賀國立政治大學 111 年 11 月收錄於 Scopus 資料庫之師生論著共計 41 篇，文學院 1

篇、理學院 4 篇、社會科學學院 8 篇、商學院 11 篇、外國語文學院 3 篇、傳播學院 7 篇、

國際事務學院 1 篇、教育學院 2 篇、資訊學院 7 篇。請參考以下網址：https://reurl.cc/zrqAD0 

 

 

 

 

 

2023 年度臺英雙邊人員交流 1 年期計畫 
 112 年 2 月 1 日（三） 

  下午 5 時 

2022 年歐盟「未來新興信息與通訊技術研究」跨國多邊合作計畫 
 112 年 2 月 2 日 17:00 （CET）   

  前歐盟線上系統完成申請 

2022 年歐盟促進歐洲健康研究領夥伴關係之聯合跨國多邊合作計

畫 

 112 年 2 月 7 日 16:00 （CET）   

  前歐盟線上系統完成申請 

2023-2026 年臺德雙邊協議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112 年 2 月 9 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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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度補（捐）助海洋事務研究活動重點議題 海洋委員會  隨到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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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url.cc/zrqAD0


 

 

- 7 - 

 學術與實務活動   研究發展處 

【研究發展處訊】研究發展處於 12 月 14 日辦理「111 年研究倫理第 4 次工作坊」，此次

課程邀請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黃瀚萱助研究員擔任主講人。講題為「資訊科技的研究

倫理」吸引校內外師生參與講習，計有七十餘位校內外來賓報名。講師精彩豐富、深入淺出

的演講，讓與會師生來賓深感收穫豐碩。 

 

 

 

【研究發展處訊】孕育莘莘學子

的大學高等教育殿堂，除了作為

傳授知識外，也不斷地創造、積累

新知，學術研究更為大學教師的

一大重責。研究發展處於 11 月 29

日邀請資訊管理學系莊皓鈞教

授、英國語文學系賴惠玲特聘教

授，分享申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專題研究

計畫的經驗與心法，盼能共同激

發研究能量，共創研究新知的榮

景。 

▶資訊管理學系莊皓鈞教授強調撰寫計畫時，主題要清晰易懂，

且執行上具可行性（攝影：秘書處） 

 

（照片來源：研究發展處 ） 

 

 

▶ 「研究倫理第 4 次工作坊」（照片來源：研究發展處） 

 

（照片來源：研究發展處 ）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705/part_13085_6160390_86575.pn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705/part_13085_6160390_86575.pn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705/part_13085_6160390_86575.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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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研究計畫選題切入，榮獲玉山學術

獎、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及「國際年輕

傑出學者研究計畫」的莊皓鈞分享，

許多教師一開始常會困惑該如何選

擇研究主題，有些教師會選擇當時較

主流、蔚為風潮的題材下手，而莊皓

鈞較傾向於針對正在進行中（On-

going）的主題進行研究，「先把自己

做過的研究、博士論文的延伸成果做

出來」莊皓鈞提及，可以先選擇自身

具一定掌握度的主題著手，較有機會

在一至兩年間產出研究，並公開發表

相關研究成果。 

 

面對「何時該開始撰寫研究計畫」的萬年問題，莊皓鈞指出，每個人從事學術研究的規劃或

型態皆不同，掌握自己的步伐節奏

即可，但仍建議盡早開始著手，避免

於繳交期限前才在趕工。「不論有沒

有獲得計畫補助，都可以藉由申請

計畫，去督促自己不斷地積累學術

發表及研究成果。」莊皓鈞認為，教

師的工作繁忙，能投入寫作的時間

驟減，但若想法沒有付諸在行動，終

將不會被人看見，所以鼓勵學者若

有創新的點子，都能儘量發表、出

版，讓自己的聲音能被更多人關注。 

 

當研究計畫進展到執行階段，莊皓鈞提到，可以讓學生一同投入研究、討論，藉由提供學生

大方向去發展研究，除了能夠協助計畫更加順利推展，挖掘未來有潛力的研究主題，亦能訓

練學生執行研究、撰寫論文的能力，培育後進學術人才，營造師生教學相長的良性教學場域。 

 

現為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處語言學門召集人，且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等諸多榮

譽的賴惠玲則提醒，撰寫研究計畫目的及背景時，務必要聚焦明確的問題意識，也須妥善消

化、整合國內外文獻，有脈絡地加入自身觀察及進行反思論述，切忌僅以條列方式進行文獻

回顧，讓審查委員清楚瞭解該研究預計解決的議題，以及該計畫的未來發展趨勢。 

▶英國語文學系賴惠玲特聘教授分享提報研究計畫時，須注意學

術倫理，切勿重複申請補助（攝影：秘書處） 

▶綜合座談與意見交流時間（攝影：秘書處）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705/part_13085_6160390_86575.pn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705/part_13085_6160390_86575.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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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針對同一議題進行深耕研究，如何不被認為了無新意？」賴惠玲建議提案人要主動揭

露先前的研究成果，並詳細說明該議題，加以深化、持續延展重要性，「從既有的知識領域，

一直往外擴散做出差異，並進行探索跟創新」建立在原先的基礎上，開創出新的觀點與變化，

使審查委員發覺該議題已具長期研究的潛力，避免遭視為「炒冷飯」的窘境發生。 

  

對於公開發表研究成果的重要性，賴惠玲表示，教師應定期產出、公開發表成果，除了落實

積極的研究態度，讓研究能夠流通於學術界供學者引用，也助於下一次申請計畫之審查加分，

確保研究穩定進行，同時亦是使用國家資源時，負責任的基本態度，進而創造各研究領域的

正向成長。「Failure is success in progress.」賴惠玲呼籲教師們一起持續努力，若申請計畫

時遭遇瓶頸，再加把勁或許就更邁進成功一步，期許透過大家一同投入研究，讓學術界更趨

於頂尖。 

 

最後，研究發展處吳筱玫研發長鼓勵教研同仁踴躍於 112 年 1 月 3 日上午 9 時校內截止收

件前提交個人研究計畫申請書。為避免網路擁塞，儘可能提早完成線上申請作業。同時，勉

勵更多教師共同投入邁向頂尖研究之路，積累學術研究能量。（摘錄自校訊新聞） 

 

 

 

 

 

 

 

 

▶與會長官、主講者及部分來賓合照（攝影：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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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文學院 

【哲學系訊】 哲學系於 11 月 18 日至 19 日舉辦「第十

五屆南北五校哲學博士生論壇」，此活動為中國上海復旦

大學哲學系、北京大學哲學系、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廣州

中山大學哲學系及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共同舉辦，自

2007 年開辦以來，一直是兩岸青年學子引頸期盼的學術

盛事，本年度由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主辦；惟受新冠疫情

影響，本次論壇仍採取線上論壇的形式辦理，會中共有 35

篇論文發表，並邀請五校的老師們擔任主持人及評論人，

共同參與學術交流，兩天的會議參與者多達 400 多人次，

討論相當熱烈。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訊】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邀請美國德州女子

大學圖書資訊學院鄭鈴慧院長於 2022 年 11 月 15 日至 16 日進行學術交流。鄭鈴慧教授為

美國德州女子大學圖書資訊學院專任教授兼院長，其研究專長為圖書資訊學、資訊組織、領

導力、圖書館行銷與宣傳、資產基礎的社區發展等。鄭教授近年為美國 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執行社區資訊學計畫，並提出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此次來訪以圖書館

所展現的社區影響力、圖書館員教育、培養可服務社區的圖書館館員為主題，於文學院及達

賢圖書館分別進行「Essential Competencies in Education for Community-Based Librarianship」、

「Person-Centered Approach to Library Services with Community Impact」等兩個場次的專題演

講。 

 

圖書館一直相當關注社區發展議題，美國圖書館協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自

2001 年至 2010 年的十年間，所設定之年度主題皆與圖書館社區參與相關。國際圖書館協會

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FLA)於 2019 至 2024 年

所發布之策略發展規劃中所提出之四項願景：強化全球圖書館地位、促進並提升專業實踐、

連結並壯大圖書館領域、優化組織，其中三項皆提及社區發展相關內容。圖書館被視為是重

要且關鍵的社區資產，透過提供圖書資訊資源與相關工具，以支援社區發展，同時因應新興

趨勢做出改變，以期持續滿足社區讀者需求。 

 

▶「第十屆南北五校哲學博士生論

壇」活動海報（圖片來源：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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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邀訪計畫主要探討公共圖書館如何在面臨全球疫情衝擊下，深入社區以瞭解社區資產與

資源，透過欣賞式探究，找到

社區資產與能耐、優勢與機

會。鄭鈴慧教授提出以 3 H 

（Hands、Head、Heart）為工

具，盤點社區所擁有之資產

與能耐，用以協助圖書館透

過建立與強化社區內的服務

網絡，以期達到社區共好之

永續發展目標。鄭鈴慧教授

進一步提出，新時代圖書館

員除了必須具備圖書資訊專

業能力之外，亦須具備數據

分析、欣賞式探究、計畫撰寫

以爭取資源、領導力、敘事能

力、同理心以及反思能力。 

 

 

▶美國德州女子大學圖資學院鄭鈴慧院長(前排右二)與圖書館廖文

宏館長(右一)、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林巧敏所長(左二)、李沛錞

副教授(左一)及與會者合影（照片來源：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美國德州女子大學圖資學院鄭鈴慧院長於達賢圖書館進行專題演講（照片來源：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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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系訊】道南文學獎作家講座

第二場邀請曾獲 2018 年印刻超新星文

學獎的鄧觀傑蒞臨分享。鄧觀傑曾以〈樂

園〉獲道南文學獎小說組首獎後，代表國

立政治大學角逐「印刻青年超新星文學

獎」並摘得首獎。 

鄧觀傑點出「小說」作為載體，可能肩負

的幾個功能。例如小說最常承擔「通俗娛

樂」的需求，人們喜愛故事、並渴望發展

故事。小說也有政治宣傳功能，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

裡面，即認為小說是國族凝聚意識的媒介。而小說也可以作為一種「提問方式」，將自我的

批判省察透過小說技術再現，而不只是為了講述某個故事。 

接著，鄧觀傑更進一步闡述小說「虛構」的概念。他以一句簡單、原始的形容，概括心目中

的「小說」，即是「虛構」作為小說的核心引擎，既是本質，也是小說技藝比拚的著力之處。 

 

然而，「虛構」不同於「虛假」，兩者指涉不同的意義。他以法國思想家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

的「擬象」(simulation)來比喻，虛構之物雖非虛假，但卻也不全然等同真實，若過於要求

小說符合真實，可能會讓小說「失去表演的慾望」。而小說有趣之處，便在擺盪明確／曖昧、

簡單／複雜的兩極之間的矛盾張力。  

此外，鄧觀傑也提及小說的連結性相當強大，透過隱喻的方法，交織成一張意義之網。演講

中，多次精準譬喻的鄧觀傑提到：如同星座與人的關係，天上星辰運轉，原本與地上的人類

沒有直接相關，但透過「星座」形象化與故事設定，人們普遍相信了星座會影響自己的人格

特質甚至每日的運勢。這些隱喻的延展，不論是形而上、形而下，都試圖縫合人與人之間的

溝通斷裂。 

 

而小說的容器連結不同的事物，我的問題成為了「我們」的問題。當作家與讀者相遇，有可

能達到一瞬間的同情共感，縱使稍縱即逝，卻依然讓人期待。（摘錄自校訊新聞） 

 

【中國文學系訊】中國文學系與寫作中心合辦之道南文學獎講座第三場，邀請畢業於國立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研究所的崔舜華詩人蒞臨分享。 

崔舜華以標題入手，他談及「行過死蔭之地」之意象為文學性的隱喻，顯示一種努力求生的

精神，如寫作者戮力透過書寫，證明生命的價值與意義。每個人都正在路上行走，儘管可能

身處於無光之處，身邊卻暗藏蓬勃生機。對於自己常切換寫作的兩種文類，崔舜華直言：「散

▶道南文學獎作家講座邀請鄧觀傑進行分享 

（照片來源：中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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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是事端的發生，而詩更像是

暗藏的淺渠。」創作過程中，

兩種文類是相對的療癒，如果

寫詩遇到瓶頸，就寫寫散文，

反之亦然。 

崔舜華坦言：「『讀者』這個概

念對我來講是模糊的，我不會

去想像我要對特定的讀者說，

而想的是我要對這個世界說

什麼。」寫作即是用第三人稱

位置，鏡頭般凝視已經在場的我，身上曾有過的一切變化、體驗、生命歷程。 

 

近五年開始嘗試散文的崔舜華，直言曾有人這樣告訴他：「散文裡一定要發生事件，就像小

說的情節、詩的意象，都是必須存在的。」諸如閱讀散文過程中，大家都期盼著某些事件的

發生，盼望某些閃爍的亮點在螢幕上出現，讓讀者可以把握與解讀。確實因為有事件的發揮，

散文的敘事性、敘事語言才能發揮到最大值。但當你寫到如入無人之境的時候，其實就不用

管有沒有架構、有沒有事件這些問題。創作的人剛起步時，常遇到的是「經驗性的困難」，

即經歷不夠、題材不夠的問題。 

 

但崔舜華表示到創作某一階段時，這些東西會突然跳出來、縈繞著你，開始覺得落花、水面

皆文章。當遇到靈感的滯留、書寫的困難，那就做別的事情，浸入讓自己愉快的事情。不需

要過度執著，只想要寫出什麼曠世之作，因為並不存在這種東西。（摘錄自校訊新聞） 

 

【中國文學系訊】道南文學獎作家講座 11 月 29 日請到「鏡文學」文化組採訪主任胡慕情

進行分享。胡慕情坦言，自己從未抱持過成為創作者的想像，因而不喜歡用記者、作家等介

紹自己，而更偏好稱自己為「寫字的人」。之所以開始投入寫作，單純根源自「有話要說」， 

即渴望自身的對話以及詢問「為什麼」。 透過不斷向世界提問，理解、彰顯自己所關注的人

事物，讓未被好好承接的故事輪廓，有機會變清晰。 

 

胡慕情認為，我們常認知這些文章、報導是「作品」，但於他而言，這些只是寫作道途中的

「副產品」。真正的寫作意義，是透過文字整合、傳遞出值得大眾關注的議題，是在過程中

一次次思辨、追求真相的打磨，這個過程才是目的。 

判斷個案是否值得深入書寫時，胡慕情談及幾個思考面向：例如自問書寫個案是消費嗎? 或

此案的確有和公共之間的關係？探問「公共性」關乎兩個原因，一是倫理：故事是受訪者身

上的一個切片，當故事再一次的被訴說，事件持續被喚起，承擔後座力的最後仍是受訪者，

▶作家崔舜華線上分享寫作（照片來源：中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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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採訪者。「我必須確認我所寫的東

西，不會造成二次傷害。這件事情很

難，我覺得到目前為止我都沒有做到，

但是我盡可能減少這個傷害的後座

力。」胡慕情誠實的說。 

 

第二個原因是，若個案沒有公共性，書

寫很難取得共鳴。倘若僅為了討好大

眾，將事件以誇張、奇觀化的方式呈現

出，無助於大眾瞭解案件脈絡，反而加

劇某些群體的汙名，那就是不具公共

性、只圖寫自己開心而已。找到公共

性，讓特殊回到普遍，讓個人重回結構，等於能夠見微知著，民眾的焦點也從個案的獵奇性

上轉移。她舉例《黏土：灣寶，一段人與土地的簡史》追溯記錄苗栗土地正義，也關注如隨

機殺人的鄭捷案、臺南醫學生於住家縱火、華山草原分屍案等普遍認為「駭俗」的重大案件，

認為人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時，可能會有不同的嚮往，但跟自身的本質可能是衝突的。「我覺

得標籤、框架就是一種雙面刃，說穿了終其一生，你就是在跟如何適應這些標籤進行搏鬥。

這就是一個成長的過程。」 

胡慕情自言，若從傳統的媒體寫作典律來看，自己的文字大概是不及格的寫作方式。然而卻

也因為重視細節描寫，以及充滿文學性的寫作模式，讓作品走出與眾不同的道路。 

 

 

 學術與實務活動   社會科學學院 

【行政管理碩士學程訊】社會科學院行政管理碩士學程「領導願景與利他價值」系列演講，

11 月 19 日邀請 TWNIC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黃勝雄董事暨執行長，以「網路管轄權

與網路平臺治理」為主題進行演講。 

 

黃勝雄為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博士、倫敦理工學院科學計算碩士，並擔任行政院科

技會報科技政策專家室資深顧問。他長期參與全球網際網路治理（Internet Governance），

包含國際組織的建立、先進技術研發及政策制定等，也多次代表亞太地區或臺灣參與全球網

際網路治理政策討論，對亞太地區的網際網路發展有重要貢獻。 

 

黃勝雄首先說明網路管轄權的概念，和日前俄烏戰爭所產生相關議題，並藉由真實案例與同

學們分享網路犯罪事件，同時解釋網路犯罪操作，和說明為何網路犯罪如此難以進行調查及

▶胡慕情分享採訪寫作與田野（照片來源：中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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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追朔。目前有關網路管轄權

的做法訂有國際公法規範、訂定

技術標準準則、各自建立防火牆

過濾信息、依服務規約選擇應採

取的法律。網路犯罪在司法體系

的作法有以下三種：第一為「司法

互助協定」，但此作法實際上是行

不通的，因為過程緩慢且複雜，偵

辦案件曠日費時，調查一個案件

快則需要一年，且每年收到有具

體事證的駭客入侵案件非常多。第

二為「布達佩斯協定」，此為多國

簽訂司法互助協定，同樣緩慢且複

雜，因牽涉到更多的國家及有所限

制。第三做法為透過司法警察系統的互助，但因為是基於信賴關係取得資訊，所以有缺乏透

明度、證據效力不足及各國法律不一致等問題。 

 

黃勝雄也指出網路空間存在非系統性風險和系統性風險。非系統性風險屬於單獨公司或機關

的問題，有關如何減少駭客入侵的作法，解決的方法有編列行政管理預算、導入資訊安全管

理系統、購買資訊工具或是辦理教育訓練，提升相關知識，都可以用來解決非系統性風險。

系統性風險則是與公共利益相關，解決系統性風險的方法則有修改網路架構、相關政策及社

會規範，和訂定相關法規等。黃勝雄也進一步說明既然無法解決網路駭客的攻擊，為何還需

要投入大量金錢在預防此事。基本上各界所做的努力是把攻擊和犯罪的成本變高，讓駭客們

覺得入不敷出，才可以減少動機，藉此防止犯罪行為的發生。接著黃勝雄分享網路平臺治理，

以及因其產生的重大事件，如 2021 年美國發生的國會山莊暴動，及 2020 年 Ahmad Arbery

槍擊案，都是透過社群網路，對社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因網路平臺造成的影響力如此之大，

所以政府必須訂定相關的社群網路管制措施以保障網路安全。（摘錄自校訊新聞） 

 

【社會科學學院訊】政治學系於 11 月 18 日邀請美國巴德學院暨漢娜．鄂蘭政治和人文研

究中心（The Hannah Arendt Center for Politics and Humanities）的 Roger Berkowitz

主任談漢娜．鄂蘭眼中的偏見。 

 

Roger Berkowitz 是巴德學院（Bard College）教授，研究政治、哲學與人權研究，同時也

是該中心創辦人。2019 年更獲頒德國不來梅（Bremen）海因里希．伯爾基金會（The 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的漢娜．鄂蘭政治思想獎。 

 

▶TWNIC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黃勝雄董事暨執行長（左二）、

社會科學學院楊婉瑩院長（右二）、公共行政學系蕭乃沂副

教授兼系主任（右一）、政治學系俞振華教授（左一）合影

（照片來源：行政管理碩士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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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732/part_12981_9169795_06571.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732/part_12981_9169795_0657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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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是一名政治理論家，在 1930 年

代納粹德國的猶太人大屠殺中

倖存，又在納粹德國 1940 年入

侵並佔領法國時，逃亡至美國紐

約並渡過餘生，在離世前曾於美

國多所大學中任教。其著作主要

聚焦於討論極權主義、政治行

動、權威等議題，重要著作包括

《極權主義的起源》、《人的條

件》、《在過去與未來之間》、《論

革命》、《邪惡的平庸：艾席曼耶

路撒冷大審紀實》等。 

 

Roger Berkowitz 以 Prejudice and Thinking（偏見與思考）為主題，帶領聽眾從鄂蘭的角

度來看待「偏見」這件事。Berkowitz 表示「偏見」是生活在世界的人類所共有，我們的思

考中總是蘊含偏見，這與一個人是否受過良好教育，或天性險惡與否無關，而是在做出每一

個判斷（judgement）之前，我們都仰賴著「偏見」作為一種「預判」，這是身而為人無可

避免的。 

 

偏見的背後往往挾帶著權威（authority），當論及偏見時，總是會以「人們說⋯⋯」、「他們說

⋯⋯」來訴諸權威，而不是以個人經歷去談。偏見隱匿於過往之中，必須回到過去找出偏見的

源頭。Berkowitz 舉例，西方世界對於黑色人種的偏見，是源於西方強權入侵非洲大陸時，

看見了黑色人種並認為他們的行為是不文明的，因而將兩件事連結在一起，產生了「黑色人

種就是不文明」這樣的偏見，並非完全沒有來由的，僅因為看見其膚色或樣貌就歧視黑色人

種。Berkowitz 指出，鄂蘭認為若要摒除在我們心中根深蒂固的偏見，就得揭露、如實呈現

這些偏見，也就是探尋它的根源，細緻地探討這些偏見有什麼不合理之處。（摘錄自校訊新

聞） 

 

 學術與實務活動   法學院 

【法學院訊】法學院於 11 月 23 日舉辦 111 年度第二場學思講座，由法學院黃源盛教授以

「法學智慧的追尋：一個退休教授的人文思索」為題，向法學院師生分享治學 40 餘年學思

所得，對於學問、人生的看法。法學院許政賢院長、基礎法學中心黃琴唐主任、周伯峰副教

授、陳靜慧副教授，以及國立政治大學碩士生、校友們共襄盛舉。 

▶Roger Berkowitz 教授（右）談鄂蘭眼中的偏見（照片來源：

政治學系）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22/part_12989_1659823_81658.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22/part_12989_1659823_8165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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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源盛首先以「一切緣起，緣起一切」一句開場，

指出世間事都是因與緣的排列組合，此次的學思講

座即是在上次基礎法學導論的課堂演講之後，由於

許政賢院長誠摯邀約，而促成眾人聚會的因緣。黃

源盛援引張潮《幽夢影》，認為「少年人須有老成之

識見，老成人須有少年之襟懷」，勉勵聽眾要具有

「德、量、才、識、略」，強調實踐，掌握觀念與方

法，才能夠做好學問。他亦提醒在場學子：「先學做

人，再學做好法律人！」希望學子能夠掌握迷悟之

間的轉念、不計較與比較，並放下我執，以看清楚

學問的真相。法律人有了深度的人文思索，才能使

法文化獲得向上提升的力量。 

 

至於法律人如何增強人文素養，以追尋具有穿透力、

能如實參透法學真相的智慧？黃源盛認為法律人應

具備四大素養──人性論、價值觀、方法論、歷史觀，

以獲致法學智慧。人性論自古以來有性善說、性惡

說、不善不惡說、趨利避害說等，但他依其人生經驗，較為認同人分為兩種本性的說法。人

的第一本性是本於自然秩序，若人人均循此本性，無須法律的國度即可建立。但人有第二本

性，即墮落，是一種本能的秩序原理，人循此本性而互爭勢力範圍，順位次序，因此包括法

律在內的社會規範始有必要。法律人亦應瞭解不同價值觀，蓋法律為人文社會科學，許多的

法律議題如安樂死、死刑、

倫常條款存廢，甚至於不同

國家的「法治」等，都是價

值觀的選擇問題。法律人做

學問，亦要有一套方法論，

最後超越方法。學子最初可

從模仿學者的風格開始，再

慢慢走出自己的路。黃源盛

亦提出法內在的正義與法

超越的正義之問題，並舉鄭

板橋一則雅判為例，說明

「法之上」的正義思索。他

最後談及歷史觀，認為法律

人應注意法律現象世界、根

源世界、意義世界的三度探

▶主講人黃源盛教授（左）與法學院許政賢院

長（右）於法治斌講堂合影。（照片來源：法

學院） 

 

▶與會師長合照，前排由左至右：法學院黃琴唐助理教授、黃源盛教

授、許政賢院長、陳靜慧副教授，右後：法學院周伯峰副教授。（照

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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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並提出自己治學的目標：「通古今之變，明中外之異，究當前之法」作為總結。 

 

黃源盛以其豐富的人生閱歷與深邃的學養，提出了法學智慧的重要性，及養成智慧所應具備

的四項素養，在法學教育日趨功利的時代，實屬難得且發人深省。最後他勉勵在場師生追求

圓滿式的成功──就算不完美，但至少自己要歡喜，別人也因而歡喜。 

 

在聆聽精采演講以後，許政賢除表示獲益良多外，也分享自己的心得。他認為古往今來智者

所見皆是相通，黃源盛指出探究人性為追尋法學智慧的基礎，與漢德（Learned Hand）法

官的睿智：一位傑出法官閱讀文學、史學、哲學經典作品的重要性，不亞於閱讀法律專業書

籍，其中核心意旨完全相通，都強調瞭解人性的重要性。許政賢也提及法理學業師、教授王

寶輝的寶貴心得，「從法律文化史上觀察，古今任何法制，審判機關以實證法（positive law）

規定以外的人情義理等，作為裁判依據，由來已久，亦為不可避免的司法現象。」其中寓意

與講者對於法學智慧的詮釋，也有異曲同工之妙！最後許政賢期許未來學思講座繼續邀請深

富人文素養的學者分享心得，使人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愉悅收穫！ 

 

 

 

 

 

 

 

 

 

 

 

 

 

【法學院訊】刑事法學中心與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共同主辦的「刑事法講座（十七）」，於 

11 月 23 日邀請到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李茂生特聘教授以「冤獄平反與司法改革」的議 

題進行演講。開場由刑事法學中心謝如媛主任、黃士軒副教授輪流致詞。現場聚集逾百位 

同學，聚精會神聆聽講者說明。 

 

▶與會長官與人員合影。（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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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茂生從自身社會參與經驗談起，過

去曾擔任廢死聯盟理事長、幫助原住

民少年犯組劇團的經歷，使他篤信走

往法律這條路，是為了「將所想的事物

化為學問」，而不是成為沽名釣譽、表

裡不一的法律人。爾後，李老師加入台

灣冤獄平反協會，並於去年就任理事

長，積極前往各地演講「冤罪平反」的

議題。 

 

李茂生回憶曾撰寫〈自白與事實認定的

結構〉一文，他認為，刑法第 57 條法

院科刑審酌事項之一的「自白」，在法

院重組案件事實中所佔的位置「應作

為審判最後的終結，而非開始」，理由

在於自白是被創造出來的；後來他也

擔任《冤罪論》一書的監譯。李茂生進

一步解說，目前冤罪的成因有四：警方

的怠慢、科學證據的瑕疵、法官不依證

據判案、測謊與指認的可信度。他補充

證據具有兩面性，「先射箭再畫靶」的

辦案心態會導致偏頗。 

 

至於相關的司法改革，李茂生認為待改

善的層面有：提高非常上訴的救濟可能

與擴大管道、定讞後證物保管機制付之

闕如、對讓科學證據說話的科學專家保

有質疑、特殊證人的訊問方式、刑事補

償之外的社會復歸協助等。 

 

講座結語時李茂生提醒同學：「嫉惡如

仇的正義使者，與怠慢的司法人員一樣

可怕。」制度改革有明確的成果可供驗

收，然而人心的改革則是一條漫長且

無標準的道路。 

 

▶刑事法學中心謝如媛主任致詞。（照片來源：法學院） 

 

▶法學院黃士軒副教授致詞。（照片來源：法學院）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李茂生特聘教授演講。（照片來

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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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訊】法學院高齡社會法制研究中心於11

月 29 日晚間舉行「高齡社會與長照服務機構之

現狀與未來：機會與挑戰」座談，邀請專攻公衛、

長照、醫療、生技四大領域專長的蔡晏潭會計師，

向師生分享他對長照機構發展趨勢的觀察。 

 

這是高齡法制研究中心成立以來首場活動，研究

中心成員、法學院朱德芳教授開場時表示，為因

應高齡化社會的挑戰，期待研究中心能發揮引領

法學院師生研究高齡相關議題，以及結合校內外

資源合作的功能。 

 

法學院許政賢院長致詞時提到，高齡社會下每個

人的壽命都延長，大家都需要思考與探索個人生

涯，而本次講座主題長照是充滿希望與活力的產

業，大學有義務從政策與法規面，結合各界力量

提供建言。 

 

「一個人最好的生活不是靠醫療，而是得靠健康

撐住。」蔡晏潭開宗明義道出長照政策的規劃，

應更加注重提升老年人不需臥床的平均期望存活

年數，讓我國從「健保奇蹟」推進到「健康奇蹟」。

臺灣目前有 400 萬老人，其中有 13％處於失能狀態，加上年輕失能者，加起來至少有 70

萬人有照護需求，然而當前長照機構的床位容量僅 11 萬床，其中有將近 9 萬老人困在坪數

很小的空間，有些長照機構在疫情期間因空間狹窄，釀成集體感染，他認為近四年甫起步的

「長照法人」新法規，將會是未來高齡社會的新希望。 

 

蔡晏潭援引日本長照相關公司上市櫃的例子，說明長照業務僅占該上市公司 33％營收，其

餘收入來自學校、藥局、寵物陪伴等附加產業，「長照營利的比重慢慢減少，由樂齡生活產

業取而代之是大趨勢，不應一味限制長照上市櫃。」回到臺灣，目前亦有長照財團法人投資

其他產業，讓照顧產業像火車頭，帶動綠建築、數位科技等生活產業蓬勃發展。 

 

講座最後蔡晏潭提出長照法人經營方針：「跨領域的長照產業，不僅與在地息息相關，更具

有高度國際性的發展潛力。」從單一家長照機構到全面化的長照產業，未來若能適度放寬收

費限制、回歸市場機制，將可提供民眾更多選擇權利。 

 

▶財經法學中心、公司治理法制研究中心及

高齡社會法制研究中心合辦「高齡社會與長

照服務機構之現狀與未來：機會與挑戰」座

談。（照片來源：法學院） 

 

▶高齡社會法制研究中心朱德芳教授致詞。

（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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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吸引線上線下聽眾的參與，主講人深入淺出的介紹，使參與者瞭解我國長照產業的現況

與困境，以及鄰近國家如日本如何藉由長照產業的發展進行完善。 

 

【法學院訊】法學院於 12 月 5 日舉辦「政大用的電，政大人自己發—公民電廠的現在、

未來與法治變革」座談會，由法學院傅玲靜副教授進行開場及引言與綜合討論邀請不同領域

講者進行討論，會議議程包含綠色和平環境教育專案主任黃尚卿主任演講「氣候變遷與氣候

公民—我們能做什麼？」、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洪政緯研究員主講「公

民參與能源轉型—從公民電廠法制基礎談起」、陽光伏特加創辦人陳惠萍博士主講「談公民

電廠發展的現況」、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林木興博士主講「公民電廠

之治理基礎芻議—從部落發展案例的法治困境談起」、名竣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溫欽閔執

行長特助演講「公民電廠之設置可行性—從評估程序談起」針對氣候變遷、電業法、公民電

廠的目前發展、公民電廠的法制與技術等不同層面，進行介紹與分析，並共同討論國立政治

大學設置公民電廠的可行性與可能作法。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蔡晏潭會計師演講 

。（照片來源：法學院） 

 

▶法學院許政賢院長致詞。（照片來源：法學院） 

 

▶綠色和平環境教育專案主任黃尚卿主任演講。

（照片來源：法學院）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洪政緯

研究員演講。（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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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訊】法學院公法學研究中心於 11 月 16 日邀請東

吳大學法學院法律系宮文祥副教授演講，由法學院廖元豪副

教授擔任主持。演講主題為｢以時間軸之方式認識美國行政

法—兼比較與我國行政法的異與同」宮文祥副教授為美國印

第安那大學摩利爾法學院的法學博士。 

 

【法學院訊】法學院與通識教育中心於 11 月 18 日邀請國

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系鄭川如副教授演講，主題

為｢原住民族人權在國際法上及國內法的發展」，鄭川如副教

授為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博士，專長為原住民族法律

與政策、國際人權法、勞動法等。演講由法學院傅玲靜副教

授擔任主持。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林木興博士演講。（照片來源：法學院） 

 

▶陽光伏特加創辦人陳惠萍博士演講。（照片來

源：法學院） 

 

▶名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溫欽閔執行長特助演講。

（照片來源：法學院） 

 

▶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溫欽閔執行長特助演講。

（照片來源：法學院） 

 

▶法學院傅玲靜副教授進行開場及引言與綜合討論。

（照片來源：法學院） 

 

▶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溫欽閔執行長特助演講。（照

片來源：法學院） 

 

演講海報。（圖片來源：法學院） 

 

▶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溫欽閔執行

長特助演講。（照片來源：法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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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訊】法學院民事法學中心舉辦，11 月 22 日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邵慶平教

授主講｢當公司法遇上國際私法」，並由法學院戴瑀如教授擔任會議主持人。 

 

 

 

 

 

 

 

 

 

 

 

 

 

 

 

 

 

 

【法學院訊】法學院公法中心與本校國際法學研究中心主辦，公益信託超國界法學發展基

金協辦，11 月 24 日邀請國立政治大學蔡沛倫助理教授演講｢從模擬法庭到國際法律人：我

的國際法學習之路。」 

 

【法學院訊】法學院基礎法學中心於 12 月 1 日邀請全國律師聯合會理事吳俊達律師演講， 

法學院劉宏恩老師主持，講題為｢台灣律師職業不當行為研討─收費制度下之利害衝突。」 

 

【法學院訊】法學院於 12 月 14 日主辦法官體制之比較研究─以德國、法國、日本及臺灣

為例」發表會暨座談會，分為發表會與座談會場次。發表會場次由主編法學院王文杰教授進

行開幕，邀請法學院蘇永欽講座教授、傅玲靜副教授、吳秦雯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

徐婉寧教授及法學院許政賢教授，就各國法官體制進行發表，座談會場次主題為「法官選任

多元模式之展望」，邀請法學院蘇永欽講座教授、許政賢院長、國立臺北大學法律系林超駿

教授及最高法院梁宏哲法官與談，最後由主編法學院許政賢院長進行閉幕。 

 

【法學院訊】法學院基礎法學中心於 12 月 15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學者林執中博士進行演講，講題為｢淺談一般法理學」。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戴瑀如教授（左）法律學院

邵慶平教授（右）與合影。（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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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訊】法學院生醫倫理與醫事法律研究中心與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主辦，12 月 15

日邀請博安生醫法律團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兼任講師鄒孟珍執行長演講，

主題為｢智慧健康年代醫用軟體之管制挑戰」，並邀請法學院生醫倫理與醫事法律研究中心

主任劉宏恩副教授擔任主持。 

 

 學術與實務活動   商學院 

【商學院訊】商學院「產業博士

學位學程」（DBA Program）舉辦

的「DBA 高峰論壇──企業永續的

關鍵思維」於 11 月 12 日順利落

幕。此次論壇主持人及與談人包

含企業管理學系、資訊管理學系、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等系

所之 DBA 授課老師，及富涵學養

之 DBA 學員校友等實務界高階

經理人，探討企業如何藉由內部

的創新成長、數位轉型等途徑，來

達成全方位永續目標，並塑造企

業的核心價值。 

 

「藉由過去幾年的經營，商學院從原本只有八位老師投入於永續相關的研究與教學工作，到

現在已增加到三十幾位老師。」蔡維奇副校長暨商學院院長在論壇的序幕，便以商學院在永

續學群的發展歷程說道，其實無論是企業界或學術界，國際對於永續議題的關注，每年都在

逐漸增加，除了舉辦高峰論壇，他也期待未來 DBA 能夠繼續以實務、學術兩個面向，進一

步地協助產業與社會發展。 

 

DBA 執行長、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鄭至甫教授在活動開場時，便回首細數了商學院

創立 DBA 的歷程與理念，並提及藉由 DBA 的學術與實踐，為臺灣的高等管理教育帶來更

多變革：「我們期待在未來，DBA 能讓學術界的研究入世，讓它能真正回應實務界的需求，

並讓實務界的經驗轉譯成系統化的知識，為管理學的學術發展做出貢獻。」 

 

此次 DBA 高峰論壇以「企業永續的關鍵思維」為主軸，並就「永續╳成長與創新策略」、「永

續╳數位轉型與治理」、「高階實務管理教育的教與學」等三個領域場次深入討論，從各個角

度解析「永續」與「管理」的相關實務議題。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吳澤欣永續長以自身經驗，分享企業

永續的成長與創新（照片來源：商學院） 

。（照片來源：法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933/part_12962_6538687_9919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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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不是天馬行空的想像，它是一種在不斷衡量各種參數，以及各種不同的限制條件下，

找到最佳解方的過程。」論壇引言人華碩電腦吳澤欣永續長以自己職場經驗舉例，透過商業

夥伴、供應鏈、產品商來蒐集大量的資訊，再利用數據化、科技化的管理模式，將 intangible

（無形的）的價值量化，便能讓組織掌握更多創新與轉型的機會，並進一步地邁向永續，「當

我們能辨識全球的挑戰、找到創新的機會，並把它具體地轉換成我們的策略優勢，那我們的

企業就能以更具包容性、更加永續地方式達到成長。」 

 

「企業要有願景，這樣我們才能知道自己有缺口，如果有缺口，我們才能用策略因應。」與

談人大同公司王金來總經理同樣以具體的例子解釋道，在邁向永續的路上，大部分的企業通

常都是以最基本的環保概念作為起頭，但到後來發現還不夠，因此進而導入觸及更多面向的

環境管理系統（ISO14001），並透過擬定短期、中期、長期的計畫與願景，從供應、採購、

製造、生產、配送等過程中著手做出改變，來逐步落實例如「包裝輕量化」、「低碳排／零碳

排」等實踐以達永續目標。 

 

大同世界科技董事長暨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沈柏延理事長則以數位轉型的角度，解釋領導

者如何帶領組織達成永續治理：「無論是碳盤查、用電監測，創能／儲能、綠電交易，都需

要數位轉型的資訊系統來提高流程效率。」他也說明轉型的過程，其實不僅是導入資訊系統，

無論是對於環境危機的感知，相關人員的配置與養成，或是價值在組織中的吸收與內化，領

導者在帶領組織轉型時，都會需要進行跨部門的溝通與整合，才能消弭各部門的本位主義，

並使組織成功地達成轉型再造。 

 

與談人資管學系李曉惠教授分享對於 DBA 教學理念，是希望能帶來足夠清晰的管理視野，

並讓學員從不同的個案分析之中，學到如何運用各種研究方法，找出處理問題的通則，找到

問題的核心，進而透過所學的工具反應、回答產業界所面臨的痛點與問題，「我們希望 DBA

能透過產學的對話，讓大家去思考，能夠怎麼問出對的問題，並瞭解在問了問題之後，會需

要獲得什麼樣子的答案。」（摘錄自校訊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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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外國語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院訊】 外國語文學院翻譯與跨文化研究中心及韓國語文學系於 12 月 5 日聯

合邀請國內規模最大的統一數位翻譯公司全球業務部陳鵬文副總經理，以及張正平專利翻譯

師蒞校演講，講題為「你今天翻譯了嗎？—給新手譯者的入行指南」。此次活動採實體與線

上同步進行，報名相當踴躍，共有校內外 337 人報名。透過翻譯社進入翻譯產業，相信是

不少新手譯者的人生規劃之一，演講分享翻譯產業現況與相關職缺、譯者工作型態與實務內

容，期望連結外語資源豐厚的國立政治大學與翻譯公司，將國立政治大學培育的優秀外語人

才推向職場，提升就業競爭力。 

▶統一數位翻譯公司全球業務部副總經理陳鵬文（照片來源：韓國語文學系） 

▶統一數位翻譯公司全球業務部副總經理陳鵬文（照片來源：韓國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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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傳播學院 

【國際傳播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院訊】國際傳播英語碩士學位學

程與傳播學院研究發展中心於

11 月 25 日規劃企業參訪活動，

由國際傳播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主任林日璇教授及傳播學院研

發中心主任施琮仁副教授共同

率領傳播學院共 20 名學生前往

臺灣唯一 Meta 全球官方認證

AR 技術合作夥伴──啟雲科技

公司（Speed 3D Inc.）進行企業

參訪，並邀請傳播學院陳憶寧院

長參與。同日下午師長前往位於

三創生活園區的 VIVELAND 虛

擬實境樂園體驗。寓教於樂，讓科技概念真正走入學生生活，不再遙不可及。 

 

該公司董事長暨執行長丘立全、全球行銷經理 Monica Hsueh 對國傳學程師生的到來表示

熱烈歡迎。席間 Monica Hsueh 以生動的簡報、引導式的提問，激發同學們對 AR、VR 和 

MR（混合現實）和 Metaverse（元宇宙）的想像，並拓展了學生的視野。參訪過程師生們

也接觸到了 AR 互動營銷的概念，並獲得機會體驗 PICBOT──具有 AR 功能、可以拍攝照片

和影片的一款智能拍貼機。此外該公司更與學生們分享他們正在開發的最新產品。 

 

來自泰國的國際學生 Schawin Kongthawee 對此行程安排表示感謝，在收獲豐富知識後，

國傳師生隨後前往 VIVELAND，實際體驗 VR 虛擬實境。VR 為參與者帶來身歷其境的感官

刺激，而來自美國的二年級國際學生 Rebecca Lin 也表示非常喜歡嘗試 VR 遊戲。（摘錄

自校訊新聞） 

 

 

 

 

 

 

 

 

▶國際傳播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前往啟雲科技參訪。（照片來源：

國際傳播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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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國際事務學院 

【東亞研究所訊】東亞研究所與中

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

究所、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及國

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於 11 月 25 日

共同主辦「巨變中國：二十大與中

共的再集權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110 年東亞研究所曾與相關學術單

位以中共建黨百年為主題，合辦會

議進行研討；111 年在中共舉行「二

十大」的背景下，再次共襄盛舉。

此次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設定、

文章徵集、設計、人員安排，由東亞

研究所鍾延麟教授兼所長偕同中國

文化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兼國家

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趙建民教授和李孔智副教授、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蔡文軒研究員、

國立臺灣大學張登及教授等諸位教授，共同商議決定。 

 

研討會共分為四個場次：第一場次為「政治與經濟的發展或挑戰」，第二場次為「兩岸關係

與外交的發展或挑戰」，第三場次為「社會與文教的發展或挑戰」，第四場次為「習近平時

代的執政特色與理念」。邀集國內外多名中國大陸研究與國際關係領域學術先進撰文研討，

分享其近期的學術成果，共計發表 14 篇高質量的中、英文學術論文。（摘錄自校訊新聞） 

 

【外交學系訊】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於 11

月 18 日假國立政治大學舉辦 2022 年會暨國

際學術研討會，主題為「爭論中的世界：戰爭、

疫情與權力重分配」，共發表論文七十餘篇，

另有專題演講及區域化研究圓桌論壇，共計有

國內外兩百多位學者專家及實務界人士與會。 

 

外交部研究設計會谷瑞生主任致詞時指出，學

會致力推動學術界與政策圈的交流，實屬難

得；他並運用我國國名 ROC 為字首的三個英

文字，分別是  「resilient」、「open」、

▶自左起為東亞研究所劉致賢教授、東亞研究所王信賢教授，

以及亦是東亞研究所所友的國防安全研究院林雅鈴研究員擔

任評論人。（照片來源：東亞研究所） 

▶Harry Harding 教授專題演講（照片來源：

外交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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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391/part_12977_5112274_89157.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391/part_12977_5112274_8915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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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ve」，說明臺灣在國際社會中具有韌性、開放的特色，同時願意扮演建設性的

角色。國立政治大學國際合作事務處湯京平國合長致詞時表示，非常樂見國際關係學會蓬勃

發展，並與國立政治大學保持如此專業的連結。國際事務學院連弘宜院長大力支持此次年會

活動，國際關係學會會長、國際事務學院外交學系盧業中主任則代表主辦單位致歡迎詞，並

向共同主辦之國際事務學院，協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歐盟研究學程及贊助單位外交部致謝。 

 

Harry Harding 教 授 以 「 When Forecasts Disappoint and Assumptions Fail: How 

Scholars Should React to Unexpected Development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為

題發表專題演講。他由國際關係主流理論與現實世界美中關係發展的差異為切入點，探討理

論或假設是不是出了問題，也不該再作為學術界分析國際事務的起點。然而他進一步指出，

實際上政府官僚體系在決策的時候，無可避免地會受到理論及假設的影響；重要的是能夠從

理論假設中，梳理出過往的歷史事件發生的條件，以作為現今應對變局的參照。國立政治大

學外交學系名譽教授、國際關係學會林碧炤創始會長回應時指出，國際局勢快速變遷，研究

者與決策者若能對於各項理論假設有所掌握，必可有助提升專業品質。在專題演講後，進行

「2022 年國際關係學會碩博士論文獎」頒獎典禮，共有五篇碩士論文得獎、一篇入選，由

林碧炤代表頒獎。 

 

年會共分為七大主軸：強權競逐與世界秩序、國際安全議題、烏俄戰爭回顧與展望、國際政

治經濟與發展、區域研究與區域化議題、國際關係理論發展、全球治理與非傳統安全等。學

者專家齊聚，共同探索包括美、中、印、歐等個別強權之對外政策，以及區域發展研究之變

遷。許多年輕學者亦對於認知戰、科技戰、氣候變遷等議題，以及南太平洋等新興區域等主

題，分享研究成果。（摘錄自校訊新聞） 

 

【國際事務學院訊】國際事務學院於 11 月 24 日線上舉辦「2022 年國際關係理論圓桌論

壇──體系變動下的國關理論發展」，邀請外交學系陳秉逵副教授擔任主持人，及三位與談

嘉賓：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平思寧副教授、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崔進揆副教授、

與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傅澤民助研究員。四位專精國關領域的學者，向與會師生分享當

前國關理論面臨的困境，以及未來發展的契機。 

 

陳秉逵首先提問，自冷戰結束有各式各樣的國關理論，嘗試從不同的議題視角、研究對象出

發，藉以精進各界對於國際政治的瞭解。然而目前也發現學術界對於 grand theory 的辯論

逐漸放緩，而更專精於 micro theory 的構建，或是轉向證實理論本身。如此是否能夠斷言

國關理論的發展已遭遇瓶頸？還是未來仍有持續發展的空間？ 

 

平思寧回應國關理論最初存在的目的，主要是解釋大國之間發生的戰爭。換句話說，自冷戰

結束後維持至今的承平狀態，也使得國關理論能夠解釋的空間日漸狹小，即使發展出新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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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也因為個案數量的不足，難以去驗證理論本身。崔進揆認為當研究者將焦點從國家轉向

個人時，語言學、社會學、以及文化背景，都能

成為未來國關理論持續發展的助力。而美、中兩

大國的競爭，也讓學術界再度出現自由主義與

現實主義間的辯論，並引入更多的反思與批判。

因此，國關理論不見得會停滯發展的腳步。傅澤

民則提及，不僅是美、中兩大國的戰略性競爭，

年初俄烏戰爭的爆發，也可能成為未來十、二十

年國關理論發展的契機。 

 

陳秉逵贊同三位與談嘉賓的觀點，認為國關學

科會找到自己的出路；傳統的國關理論不容易

被撼動，而更多的 middle range theory 正蓬

勃發展。他接續提問美、中兩大國的競逐，是否

讓未來國關的研究重點回歸國家本身，進而壓

縮國際組織、非國家行為者研究的空間？過去

冷戰時期重視的議題，例如嚇阻、軍備競賽、政

權顛覆等，是否重新成為學者爭相關注的焦

點？ 

 

崔進揆回應，國關理論從未離開國家本身；國家至今仍是國際間最主要的行為者。此外若回

歸學科本身的出發點，便發現國關領域離不開大國在乎的議題，決策面衍伸出的需求，仍舊

影響著當代國關學者的研究範疇。平思寧從實證的角度觀察，認為冷戰時期發展出的國關理

論，現在來看似乎有些模糊。舉例而言要如何以科學的方法，去測量崛起中的國家不滿意當

前現況的程度？另外嚇阻、軍備競賽，乃至於政權顛覆等議題，也不一定符合當前探討美、

中兩大國競爭的敘事脈絡。傅澤民認為當前的國際政治發展，確實讓國關領域重新擁抱國家

本身，但是不代表國政經關注的非國家行為者會因此被冷落；兩者不同的研究對象仍將並行

發展。此外有關結構與能動性之間的辯論，未來也會有更多的研究，以科學的方法證明結構

並非宰制一切，能動性有著同樣的影響力。（摘錄自校訊新聞） 

 

【俄羅斯研究所訊】由俄羅斯研究所主辦、台俄協會協辦「俄羅斯現勢與展望座談會」，

於 12 月 6 日的舉行，座談會共分為「國內政治」、「經濟社會」與「對外關係」三個場次，

邀集學界多名俄國與斯拉夫研究的專家共同討論，分享其近期的學術研究成果，以及對俄國

局勢的觀察。 

 

第一場次「國內政治」由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吳玉山院士主持，與談人為俄羅斯研究所郭

▶2022 年國際關係理論圓桌論壇海報（圖片

來源：國際事務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391/part_12977_5112274_89157.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391/part_12977_5112274_8915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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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平教授、民族學系趙竹成教授

與俄羅斯研究所許菁芸副教授。

郭武平的論述聚焦於政府給予

人民的安全感以及經濟社會的

富足程度，並延伸至對中美俄各

國的內政觀察；趙竹成提出幾個

觀察指標來討論俄國目前的政

治社會問題，包括聯邦主體的新

增、人民的焦慮指數、大量的貧窮

人口、俄國的軍事模式等，最後並

引用俄國作家與哲學家的言論，來表達他對俄烏衝突以及俄國在國際上定位的看法；許菁芸

從其即將出版的新書《普欽政權二十年：中央再極權之延續與轉變》提出對俄國政治的觀察，

包含修憲之後，總統、總理及議會的職權變動、普欽修憲的原因和目的，以及未來可能的總

統接班人。 

 

第二場次「經濟社會」由俄羅斯研究所王定士教授主持，與談人為台俄協會黃清晏理事長、

俄羅斯研究所洪美蘭教授與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康世昊副教授。黃清晏提及了全

球的政治局勢、各國與俄國的關係，以及俄國所存在的經濟問題；洪美蘭剖析了俄國目前的

經濟問題，包含能源價格上限、歐美各國制裁、被踢出 SWIFT 等等，俄國目前的經濟也確

實開始出現制裁後所受到的影響，特別是進口商品匱乏；康世昊自俄烏衝突爆發後，積極蒐

集頓巴斯地區人民的真實意見，發現實際上該地區人民意見與歐美主流，或是俄國的想法不

盡相同，俄羅斯與烏克蘭對於民族主義（nationalism）解釋的不同，反而讓兩邊的差異逐

漸導向衝突與極端化。 

 

第三場次「對外關係」由國際事務學院連弘宜院長主持，與談人為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

學鄭欽模系主任、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崔琳副教授以及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訪問學者狄

馬。鄭欽模提到俄國的多向量外交政策，並從地緣政治與能源供應的角度，探討中印俄三國

關係的發展，最後提到歐美與俄國的關係，並提到中亞與高加索地區的重要性；崔琳藉由「俄

羅斯例外論」中的兩個論點：彌賽亞救贖主義、俄羅斯是東方還是西方，來討論俄國和斯拉

夫國家、俄國和歐盟之間的關係；狄馬透過分析俄國政府的政策工具，來闡述普欽的經濟工

具外交工具、政治工具、文化工具、軍事工具等。 

 

 

 

 

▶座談會現場氛圍熱絡（圖片來源：俄羅斯研究所）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391/part_12977_5112274_8915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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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教育學院 

【教育學院訊】全

球化對全球政經和

社 會 產 生 莫 大 影

響，對教育領域來

說尤其顯著，國家

教育政策勢必呼應

國際趨勢。聯合國

教 科 文 組 織 公 佈

17 項 2030 年永續

發展目標（SDGs），

已成為最具指標性

的全球目標，當中

SDG4 更是提出教

育平等、終身學習等議題。然而新冠疫情不僅改變了學習模式，也衝擊政策制定和跨國合作

與教學。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與香港嶺南大學、馬來亞大學於 11 月 11 日聯合舉辦國際高等教育

與品質研討會，主題為「Sustainable Quality Assurance in Turbulent Higher Education- 

Policies, Dialogue and Synergy in the Post Pandemic」，探討後疫情時代下，高等教育的

新方向和政策、新興跨國合作模式及提升教學品質的策略。研討會邀請到超過 15 位國內外

高等教育學者擔任講者，包含教育學院郭昭佑院長、侯永琪副院長，湯家偉副教授、Joshua 

Smith 等教授，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陳美如教授、陸軍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

陳景花副教授、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日本市場暨商務策略碩士班洪國財教授，以及

香港嶺南大學莫家豪副校長、美國賓州州立大學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學

系 Kevin Kinser 教授、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University at Albany）陳美華教授、

馬來亞大學（University of Malaya）的 Zawawi 及 Husaina 副校長等重要學者共同與談。

研討會採取混程模式，線上線下共同舉辦，吸引國內外學者專家與學生逾百人報名參與。 

 

論壇主題為「教育新方向」、「教育的跨國合作」、「知識創新與教學品質」以及「後疫情時代

的教育永續發展」。各國學者或分享自身經驗，或提出統計成果，更有針砭時政者。馬來亞

大學 Husaina 副院長表示，疫情期間，多數學生已習慣遠距授課，現今疫情趨緩，將回到

以前實體上課的形式，卻有不少學生抗拒到校上課。在過往線上上課的成效亦不遜於實體上

課的情況下，遠距教學已成新趨勢，此時學校須開始思考校園扮演的角色，以及未來上課的

形式；若採遠距教學，應如何提高教學品質。教育學院 Smith 客座教授亦指出，在美國時從

▶國際高等教育與品質研討會線上討論（照片來源：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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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耳聞 SDG4 的概念，且持有大部分財富的人，對教育議題卻漠不關心，不但未對教育產業

挹注資金，甚至放任學校成為歧視、霸凌的溫床；另外，疫情導致許多正式教師離職，教師

不足的情況下，出現臨時教師證濫發、訓練不足的教師素質堪憂的問題。因此，現已有越來

越多青年對此現況發聲、發起運動，而他們的聲音應被重視。 

 

 

 學術與實務活動   創新國際學院 

【創新國際學院訊】來自捷克 -台灣商會

（Czech-Taiwanese Business Chamber）的

兩位代表 Alice Rezková 與 Jan Fischer，以及

來自捷克查理大學（Charles University）社會

科學學院的 Magdalena Fiřtová教授於 11 月

29 日親訪創新國際學院。捷克台灣商會先前在

111 年暑假提供實習機會給創新國際學院學士

班學生，此次拜訪捷克商會邀請查理大學的

Magdalena Fiřtová教授一同參與，與創新國

際學院特聘教授關秉寅教授討論拓展雙方合

作計畫。討論內容包含與查理大學社會科學學

院規劃合開線上暑期特別課程，以及學生實體

海外實習機會。 

 

【創新國際學院訊】 創新國際學院與波蘭亞

捷隆大學 Institute of Sociology 簽訂有院層

級的研究人員交換協議，並在上週由波蘭方率

先拜訪國立政治大學，共同舉辦研究議題的交流會議。交流會議由創新國際學院楊智元助理

教授開頭，介紹了臺灣離岸風電開發所面臨的多重挑戰與社會科技想像等取徑的運用、生態

監測的技術政治等議題。創新國際學院陳虹穎助理教授隨後引入智慧城市相關的研究與目前

在創新國際學院進行的教學活動，歐子綺助理教授則針對研究專長的人類學、移民研究與當

代中國社會與研究進行更深入的探討。最後，由創新國際學院杜文苓院長領導的創新民主中

心團隊在會議中分享曾與已故 STS 學者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的合作，於 2020 年

臺北雙年展上成功展開協商劇場的經驗。 

 

Prof. Aleksandra Wagner 與 Tadeusz Rudek 則介紹亞捷隆大學與學術研究，內容涵蓋科

▶創新國際學院特聘教授關秉寅(右)與查理大學教授

及捷克台灣商會代表交換禮物（照片來源：創新國

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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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科技、政策對話等，與機構內數十位研究人員的興趣與研究專長，希望能達成橋接研究

興趣之效果，波蘭方並表達希望在未來對歐盟、剛果共和國與臺灣的能源論述進行大範圍研

究，並比較分析中國和臺灣的能源轉型。隨後，三方便對各自的學術研究與教學進行交流，

共同探討合作的可能，相約明年在波蘭延續此次的對話。 

 

 

【創新國際學院訊】創新國際學院於 11 月 29 日舉辦 Mike Chinoy 新書《Are You With 

Me ? Kevin Boyle and the Rise of the Human Rights Movement》發表會。活動開始由

主持人、聯合國法律顧問及人權專家、創新國際學院張佳康兼任副教授簡略介紹此次活動與

自我介紹後，創新國際學院連賢明副院長接續著深入描述活動的主旨與期許。活動恰逢「白

紙革命」，再一次的強調除關注國內發生的事情，關心臺灣以外的人與事件是重要的。 

 

張佳康針對 Mike Chinoy 的背景進行補充，其為前 CNN 記者，也是南加州大學美中研究

機構的資深常駐研究員，更有學術研究者、教授、作家和電影製作人等多重身分。張佳康另

說明此活動與談人、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人權法專家翁燕菁副教授，正是其與 Mike 

Chinoy 的中間人。 

 

Mike Chinoy 大學時期曾參與反越戰運動，機緣下得知北愛爾蘭存在與非裔美籍相似的歧

視問題，親身前往北愛爾蘭參與抗爭運動並結識 Kevin Boyle。交情深遠的 Mike Chinoy 在

▶左起:亞捷隆大學 Institute of Sociology 教授 Aleksandra Wagner、亞捷隆大學博士生 Tadeusz 

Rudek、創新國際學院杜文苓院長、創新國際學院楊智元助理教授、陳虹穎助理教授、歐子綺助理教授

（照片來源：創新國際學院） 



 

 

- 35 - 

其死後多年，搜集資料、整理文獻、進行訪談，意圖拼湊出 Kevin Boyle 的一生。在國際人

權動盪不安的時代，這個從北愛爾蘭延伸至國際人權的故事，相當有啟發性。 

 

當時的北愛爾蘭由新教政府掌權，天主教愛國者長期備受壓迫，無論是工作權、投票權還是

平等權都未被保障。受美國平權運動激勵，主動開始訴求平等。然而新教政府將此行動視為 

 

天主教徒反抗的策略，以暴力強行鎮壓天主教徒的和平示威。紛爭加劇下，英國政府於 1969

年派遣政府軍前來維持秩序。起初天主教徒相當歡迎前來維持和平的政府軍，但政府軍無意

協助天主教徒的訴求，反而希望穩定的持續當時的社會形態。認定英軍偏袒新教徒，原以防

禦為主的臨時愛爾蘭共和軍轉而開始對英國政府軍施以恐怖攻擊，意圖將英國政權徹底逼出

北愛爾蘭。最終於 1972 年的民權示威遊行上爆發了「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英

軍向遊行人群開火造成 14 死 15 傷。該事件使北愛爾蘭對英軍徹底失望，衝突更加劇烈。

英國政府隨後便解散了北愛爾蘭的自治政府，改由倫敦直接治理。 

 

經過北愛爾蘭一連串流血衝突，Kevin Boyle 意識到暴力行動並非他所希望的訴求手段，由

社會運動轉向以法律推動人權，在歐盟人權法庭尚未成熟的年代成為了透過歐盟推薦的領頭

羊。Kevin Boyle 相信不同群體只要不動用暴力，和平的行使權利，所有人都擁有自我認同

的權利。Boyle 的想法爲 1985 年的《英愛協定（Anglo-Irish Agreement）》和 1998 年的

《耶穌受難日協議（Good Friday Peacement Agreement）》打下了知識基礎。Kevin Boyle

也擔任北愛爾蘭同性平權的首要律師並為南非平權發聲，更領導了著名國際人權組織「第 19

▶Mike 是前 CNN 記者也是南加州大學美中研究機構的資深常駐研究員，更有學術研究

者、教授、作家和電影製作人等多重身分。（照片來源: 創新國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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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Article 19）。Kevin Boyle 強調，如何在對抗恐怖主義的同時保障人權是重要的。此

外早在社區媒體興盛前，Kevin Boyle 就提醒資訊自由並不是一種奢侈而攸關生死，必須要

對社區媒體和政府濫用資訊的危害保持警惕。 

 

 

 

 

 

 

 

 

 

 

 

 

 

 

 

 

 

翁燕菁結語時強調，研究歐洲人權者無法忽略 Kevin Boyle 的影響與政治司法化等重要的貢

獻。政黨會無所不用其極，試圖讓民眾相信自己宣稱是正確的，但來到法庭，這些宣傳與立

場便不再有效。法庭上講求的是鐵證，對於政府的行為，法庭需要正式、正當的論述與原因

支持，無法以模糊的原因帶過。例如：為了維護安全，是否真的有採取酷刑的必要性？走上

街頭可以吸引到注意力，但也會使政府的關注更深，未必能帶來改變，但所有人都會聽從法

庭的判決。司法在人權運動中扮演的角色，是重要的。所有人都可以藉由司法，合法的提出

由鐵證支持的論述。 

 

在最後問答時間，Mike Chinoy 針對當法庭無法信任，司法體制不夠強大要如何推動人權？

與 Kevin Boyle 對於東亞人權是否有任何評論等兩個問題做出回答。他表示當意識到國家

法律的不足後，可以反以基本原則去挑戰法律。雖然國際人權組織的施壓未必能馬上帶來改

變，但那是一個漸進、持續的過程。當國家無法被信任，普世價值、區域和國際組織是重要

的。雖然東亞並非 Kevin Boyle 主要的活動範圍，但曾拜訪中國，在更開放的時期針對人權

與聯合國的體制發表演講，希望中國能夠參考；在昔日與聽眾的互動中，也留下他更確信人

權不僅是一個西方價值的論述。 

▶Mike Chinoy 新書《Are You With Me ? Kevin Boyle and the Rise of the Human Rights 

Movement》講述在這個國際人權動盪不安的時代，Kevin Boyle 從北愛爾蘭延伸至國際人

權的故事。(照片來源: 創新國際學院) 



 

 

- 37 - 

 

 

 

 

 

 

 

 

 

 

 

 

 

 

 學術與實務活動   資訊學院 

【資訊學院】資訊學院於 2022 年歲末舉辦一系列資訊講座，邀請到國內外學者與業界資

深人士演講，提供國立政治大學師生們不同於課堂上知識學習的新刺激。 

 

系列演講包括 11 月 10 日邀請來自波士頓的資深研究員楊翊文（Sanofi）博士分享序列比

對演算法如何應用在目前次世代定序技術上，以及如何應用機器學習來進行癌症病人的次分

類、在 11 月 14 日由美國高通公司的林政豪資深工程師從機器學習談及軟體架構的底層技

術、11 月 22 日請到來自谷歌（Google）的嚴梓鴻資深工程師，透過國際重大的資安事件

論及計算機結構的重要性；11 月 28 日邀請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黃正達助理教授介紹資

訊安全的基本攻防措施，並且手把手的線上教學與實做，介紹如何利用工具進行密碼猜測攻

擊、網頁置換攻擊，以及 DDos 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12 月 1 日邀請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資

訊財經學系魏銪志副教授，分享有關資訊通訊安全趨勢的觀察，包括法規迫使戰略戰術的改

變以及供應鏈安全等議題、12 月 8 日邀請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陳昱圻副教授以桌

遊作為工具，讓參與透過企業資安人員角色扮演，在遊戲中學習操作資安攻防策略。 

 

▶在最後問答時間，Mike Chinoy 針對當法庭無法信任，司法體制不夠強大要如何推動人權？

與 Kevin Boyle 對於東亞人權是否有任何評論等兩個問題做出回答。(照片來源: 創新國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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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學院規劃的一系列的資訊講座讓參與者收穫滿滿。因應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資訊素養

與知識愈發普及與重要，未來資訊學院將藉由不定期的講座、工作坊，提供國立政治大學師

生相關的知識學習，落實培育跨領域人才的核心精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陳昱圻副教授帶領聽眾用桌遊操作資安攻防策略（照片來源：資訊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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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實務活動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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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僑務委員會共同主

辦之「2022 非洲市場研究菁英論壇」，於 11 月 23 日舉辦第九場講座，以「非洲模里西斯

投資與挑戰經驗談」為題，由理頓實業有限公司周艾頻總經理主講，周艾頻總經理具有 30

年的非洲市場貿易經驗，從事紡織零件、塑膠機械等產品之國際貿易，後又踏足電控器材貿

易市場，踏遍非洲各國，經驗豐富，眼光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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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僑務委員會共同主

辦之「2022 非洲市場研究菁英論壇」，於 11 月 30 日舉辦第十場講座，亦是本論壇的最終

場。此次以「非洲投資、貿易經驗管理挑戰」為題，由亞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素

英主講，王素英董事長原先從事射出成形、塑膠機械產業之國際貿易，市場涵蓋全球各大洲，

後以汽車產業踏足非洲市場，又將印度三輪車產業帶入非洲，翻轉非洲交通市場。本次活動

由「台灣非洲工業發展協會」洪慶忠理事長擔任主持人。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訊】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於 12 月 8 日舉辦中共「二十大」政治菁英甄

補研討會。會議邀請淡江大學趙春山榮譽教授進行專題演講，並邀請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科學

院趙建民院長、開南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張執中副院長等近 20 餘名專家學者一同討論。 

 

▶周艾頻總經理（右 3）主講「非洲模里西斯投資與挑戰經驗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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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你的文化和語言是什麼，透過教育，你可以成為任何你

想成為的人。」秉持著回饋社會的 ESG，關懷學童的理念，BEMIS 百美貼台灣股份有限公

司結合其企業專長，善用員工的外語能力與反光材料專業，提出了英語與手作課程。鹿樂也

媒合到新北市石碇區的和平國小，促成雙方的合作。 

 

當天，百美貼亞洲區的業務總監 Bruno 也到場參與，與和平國小的孩子們進行英語互動。

孩子們活潑勇於發言，幾乎是用盡自己在英語課學過的句型來跟 Bruno 互動，踴躍的態度

令志工激賞。最後一個提問“How do you go to school?”，是五年級英語課剛學到的新

句型。沒想到 Bruno 就著這個看似簡單的提問，分享了自己的生命經驗：馬達加斯加是低

度開發國家，家境貧窮的 Bruno 兒時上學，要從這個山到另一個山頭，山坡陡峭的程度是

不能騎單車上山的，必須辛苦地走上山。但現在，他可以站在這裡，用英語跟臺灣的孩子們

分享，都是透過教育的力量。 

 

 

 

 

▶中共「二十大」政治菁英甄補研討會 

（海報來源：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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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訊】友達永續基金會是鹿樂的長期合作夥伴，每年都會邀請偏遠

地區學校前往友達廠區進行教學參訪，此次邀請苗栗南河國小的孩子們來到水資源教育館，

從霄裡溪的故事，思考環境與我們的關係，運用一張方格地圖及四種圖卡（森林、農業、工

業、住家）作環境規劃，讓孩子瞭解在地水資源議題及土地利用與水資源的關聯性。距離 

 

藉由分組實驗操作及討論省思，不同年級的團隊輪番上臺，每個答案都讓人感受到孩子們的

細膩與用心，也讓我們瞭解議題的參與不在年紀，而是只要願意看見及認識，便能成為行動

的力量。生活中的便利不是理所當然，期許我們都能學會珍惜與重視。讓水資源永續發展，

生活才能持續下去。 

 

 

 

 

 

 

 

 

 

 

 

 

▶志工用英語與孩子們聊天，聊興趣與夢想，拉近彼此距離 

（海報來源：創新創造力研究中心） 

 

 

▶志工與孩子們相互思考、討論，為環境找出最合適的規劃（照片來源：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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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實務活動   人文中心 

【人文中心訊】人文中心與長風文教基金會於 11 月 24 日合作辦理「青年領導力國際座談：

印度講座」，邀請印度臺北協會會長戴國瀾（Gourangalal Das）先生主講。印度擁有 14 億

人口，其人口紅利即將超越中國，許多跨國公司已移往印度進行生產，成為「新的世界工廠」，

印度在世界舞臺正迅速崛起。戴國瀾先生從政治、經濟及全球戰略的角度分析印度的重要性，

以及印度與臺灣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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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期出刊！主

題為「工藝教育與部落產業」。工藝是由人類與環境、社

會文化、個人創意交匯而成，工藝教育不僅使受教者認識

文化、展現認同，也同時培育產業人才。本期從校園教

育、社區產業及外國經驗三個部分進行介紹，講述從幼兒

園、國小、國中、高中到大學的校園案例，以及泰雅、布

農、阿美、魯凱、賽德克這 5 族的社區工藝發展經驗，

最後輔以菲律賓、東加、泰國、帛琉、大溪地的產業經驗，

讓讀者瞭解工藝、產業與教育的結合與應用，藉由他們

的經驗分享，提供相關的思考及未來的展望方向。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訊】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於 12 月 19

日至 21 日，於國立政治大學辦理「【Small Island Big 

Song 小島大歌】南島音樂文化交流系列活動」。「小島大

歌」是一個以音樂串連南島文化的計畫，與來自 16 個南

島國家（包括臺灣）的百位音樂家進行田野錄音與拍攝，

透過歌曲串連彼此，其於 2021 年發行第二張專輯《Our 

Island 我們的島》，並展開世界巡迴演出。原住民族研究

中心特邀小島大歌推出五場系列活動，包括 2 場講座，

樂器製作工作坊及紀錄片放映會各 1 場，以及 1 場國際

級 音 樂 會 ， 歡 迎 有 興 趣 者 可 至 活 動 網 站

（https://reurl.cc/WqNKLZ）報名參加。 

 

▶《原教界》第 108 期（圖片來源：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Small Island Big Song 小島大歌】

南島音樂文化交流系列活動（海報來

源：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