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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研究發展處訊 記者: 花清荷、攝影: 許芷婕】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暨

政治學系合聘教授兼主任陳陸輝，目前擔任「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計畫主持人、長期

致力於民意調查、政治行為、政治社會化、兩岸關係等研究領域。 

 

親眼見證量化力量 投身選舉研究 

 

走進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會議室，牆上偌大的臺灣政治版圖分佈著琳琅滿目的民調、

選舉研究的專業書籍，陳陸輝如數家珍地與我們分享每本專書的背後來歷，哪些是他參與編

撰的教科書、哪些是過往和同事們的研究成果，整間會議室是該中心歷年研究成果的一隅，

也有著陳陸輝返回母校從事學術工作二十餘年的點點滴滴。 

 

大學就讀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的陳陸輝，因為系上課程和政治學系重疊性高，因此在學期

間就頻繁接觸政治相關內容，也漸漸發現自己對學術研究的興趣，因此當完兵後，他返校就

讀政治研究所時，便進入當時剛成立兩年的選舉研究中心（以下簡稱選研中心）擔任助理，

特別在 1994 年臺北市長選舉時，陳陸輝更親眼見證了民意調查研究的力量。 

 

票匭清空即迎主場 陳陸輝以量化研究看選舉 

 

 

 

 

▶陳陸輝教授於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會議室與各式選舉研究專書合影（攝影：許芷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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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我們選研中心的洪永泰老師預測那次的選舉結果，沒想到開票時一看，居然跟最後

的數字超級接近，那時我就覺得，統計實在太厲害了。」陳陸輝受到量化研究的啟蒙，隨後

也進入以計量聞名的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進修，返國後正式成為一名政治學量化研究學者。 

 

師承陳義彥教授 接棒政治社會化研究 

 

陳陸輝自 1991年擔任選研中心助理時，即知悉當時選研中心主任（現為國立政治大學政治

學系名譽教授）陳義彥老師的政治社會化研究。陳義彥老師自 1975 年即執行「台灣地區大

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計畫，也在 1991 年、2001 年，獲得國科會補助執行另外兩次政

治社會化計畫。在陳義彥老師退休之後，也建議陳陸輝每十年針對各世代的大學生進行定期

追蹤調查。此一系列計畫分別在 2011 年與 2021年分別獲得國科會多年期的補助。陳陸輝

說明，政治社會化理論指出，18至 25歲為大多數人形成「政治定向」（political orientations）

的時期，正值這個年齡層的大學生們，剛剛脫離天天讀書考試的基本學制生活，加上甫擁有

投票權，因此成為政治社會化的重點研究對象。 

 

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主要關注瞭解「權威性價值分配」（authoritative allocation of 

values）以及形塑政治態度（political attitudes）兩大重點，所謂「權威性價值分配」便是

指人們開始認知政府具有主宰政策的權威性，例如近期的「6000 全民共享普發現金」政策，

政府就擁有發放金額數值與時間的決定權。而政治態度的培養也會因各國風俗民情而定。以

「意識形態」而言，歐盟的意識形態可能會大略分為左派或右派，在臺灣則是以統獨立場為

主要的關注。 

 

除此之外，政治社會化的研究可分為

兩個方向，首先是著重個人的政治學

習歷程。以大學生為例，他們進入大

學之後，上課或是參加社團，例如加

入學生會後，開始學習各種開會與組

織的公民技巧、資源分配及權力運作；

並且開始關注政府的政策，或是感受

到政策的實施與自己生活上的關聯。

當然，另外一個研究方向是從政府的

角度，希望透過教育體制的教科書或

課綱對學生傳遞合乎體制需求的政治

觀念與政治價值。從這兩者雙管齊下，

才能真正完備政治社會化的研究。 

 

▶「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為 1975 年開始的長期

研究計畫，目前為陳陸輝擔任主要研究者（攝影：許芷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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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雖然已進行多年，但隨著時代的變化，往往有新的研究議題可以開展。陳陸輝在 2021

年提出的「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新世代、新觀點」研究案，即針對 21世紀後出

生在 2021年進入大學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展開四年的研究計畫，陳陸輝提及，這個世代

的學生，在高中時目睹臺灣第一位女性總統當選，相較先前研究，可能會有不大一樣的結果。

有女性總統當家的獨特經驗，「對於女同學，可能在他們的政治學習以及對公共事務的興趣，

會有不一樣的影響。」而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的確發現臺灣女性選擇軍警、外交、檢調、

司法等職業的機率高於男性，是和國外類似研究相比，較為獨特的研究發現。  

 

大選後的分析師 擔任 TEDS 計畫主持人 

 

除了獲得國科會補助的「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以外，陳陸輝也深耕選舉研究多年。

提及臺灣具規模的大型民意調查計畫，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處

所支持的「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以下

簡稱 TEDS）必定佔有一席之地。該計畫自 2001 年起由本校的講座教授黃紀老師擔任計畫

主持人，陳陸輝則在 2004 年首度進入由黃紀主持的《2002 年至 2004 年「選舉與民主化

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 民國九十三年立法委員選舉大型面訪案》研究案擔任執行小組的

委員，隨後便開啟他在該計畫持續學習的契機。 

 

TEDS 的主要工作內容為執行國內的各

種選舉民調，陳陸輝也分享過去幾年隨

著時代變遷，該計畫在樣本選擇上的變

化。原先的樣本來源主要以面訪及電訪

為主，前幾年團隊曾考慮是否該順應網

路世代，將網路調查納入調查方式的一

種，不過經嘗試後，他們也發現：「網路

調查得到的樣本，大致就是比較年輕，

教育程度比較高，然後居住在都會區的

人們，跟我們母群體的分布不太一

樣 。」過度集中於同一類型的族群，讓

我們對於要不要以網路調查結果推論

到選民母群體上有所保留。此外，團隊

近年來也注意到「唯手機族」（意為只能以手機號碼聯繫，而無法透過市話找到的族群）有

增加趨勢，因此目前在 TEDS的電訪中，會適當調整手機及市話抽樣比例，試圖找出最接近

臺灣現況的樣本分佈型態。 

 

同時，有別與以往的個人研究，TEDS的民意調查屬於更大規模的調查研究案。陳陸輝表示，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為陳陸輝自 2008

年開始參與的大型民意調查研究計畫（攝影：許芷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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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S 是一個跨校的大型研究團隊，目前在研究樣本的取得以及整理上，具有一定的挑戰。

目前擔任計畫主持人的他，也分享自身的職務內容：「除了訪問之外，我們在執行各類行計

畫之前也需要開研擬問卷的會議。當然在訪問執行的過程，還要處理突發事件等等。」陳陸

輝強調，在訪問過程中，每一個訪問成功的樣本對訪員而言都是重要的經驗。而當遇到需要

講臺語的受訪者，訪員也必須流利的以臺語溝通，讓研究中包括各種不同背景的受訪者才能

讓我們在推論母群體時更有信心。新進的助理，「他們（從擔任訪員）慢慢練習，不斷進步，

（然後成為訪問的督導）到最後，甚至可以擔任（一個調查計畫的）操盤手，獨當一面。 」

不過，他也提到，因內政部自 2017年後考量個資問題，不再提供研究者戶籍資料，也造成

團隊需要改以門牌地址抽樣而花更多心力，著實為目前研究上的一大考驗。 

 

縱橫量化領域 仍積極開拓新大陸 

 

令人驚訝的是，除了研究員、計畫主持人及教授外，陳陸輝同時擁有主編身份，他回憶過去

在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讀書時，當時博士論文指導教授 Paul Abramson 在每四年美國總統

選舉結束後，便會與學術好友開始撰寫關於該次總統選舉的專書，還是學生的他，也認為臺

灣也應該開啟類似的研究。 

 

2000 年回國後，原本期望 2004 年大選能夠順利實行，不料碰上三一九槍擊案，因此直至

2008年，陳陸輝才和游清鑫及黃紀兩位教授共同編撰出選舉研究專書《2008年總統選舉：

論二次政黨輪替之關鍵選舉》，隨後，此系列書籍也持續出版，共包括 2008年、2012 年、

2016 年及 2020 年臺灣四次總統大選研究，當中主要收錄對於該次選舉的背景說明、選民

的政黨認同、議題立場、對候選人的偏好、兩岸關係以及選舉相關議題對該次選舉的影響，

每本書後還有該次選舉的大事記，成為瞭解臺灣歷次總統選舉的指標性書籍。 

 

儘管縱橫政治學量化研究領域，

已具有多樣化身份，陳陸輝仍認

為：在研究上還有許多新興研究

主題，除了民粹主義的主題外，

未來仍會對「政治情緒」的相關

研究進行更深入的瞭解。他也分

享過去研究大學生政治社會化

主題時，在太陽花學運世代中看

見該主題的潛力，陳陸輝認為不

同事件如何引發民眾的情緒，是

研究的一大重點，以明年即將到

來的總統選舉為例說明：「這次
▶陳陸輝與自身擔任主編的研究專書《2020年總統選舉：新時 

代的開端》合影（攝影：許芷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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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的重點事件可能是戰爭與和平……而民眾面對這些事件的情緒，在選舉中會不會發生一

定的效果？」透過新興研究主題的發展，期盼未來能為臺灣選舉研究寫下新的篇章。 

 

經過二十餘年的學術生涯，陳陸輝仍然積極開拓新的研究可能性，如同帶領水手們前進的船

長，靜觀每一次選舉後，臺灣的政治版圖將如何改變，選民的抉擇究竟受哪些因素影響，等

待著每個風起浪尖，持續發掘隱藏在臺灣選舉後的嶄新大陸。 

 

 



 

 

- 6 - 

公告事項   校內外學術研究補助與獎勵 

• 各單位或教研人員如需申請學術研討會、研究團隊、學術性專書及校外各項補助案學校配
合款等補助者，務請分別於本（112）年 5 月 25 日、9 月 15 日及 11 月 13 日下午 5 時

前，將備齊之申請表及相關資料送達研究發展處學術推展組，俾利提請學術研究補助案審查

小組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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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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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發展處網頁－獎勵與補助－舉辦學術研討會」頁面資訊。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計畫徵求 

計畫名稱 校內截止日期 

112 年度生醫與醫材轉譯加值人才培訓-ANCHOR UNIVERSITY 計畫 • 112年 5月 29 日（一） 

  下午 5時 

2023年度第 1期補助延攬人文學及社會科學類博士級研究人員 

 

• 112年 5月 31 日（三） 

  下午 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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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5時 

2024-2026 年度臺灣與波蘭國家研究發展中心「（MOST-NCBR）雙

邊協議國際合作計畫 

 

• 配合NCBR 作業時程 

  需求， 延長至 112 年  

  6 月 13 日（二）下午 5時 

2024-2025 年度臺德（NSTC-DAAD）雙邊合作計畫人員交流計畫 • 112年 6月 15 日（四） 

  下午 5時 

2024年幽蘭計畫  • 112年 6月 19 日（一） 

  下午 5時 

2024-2025 年度臺捷（NSTC-TACR）雙邊協議國際合作鏈結法人計

畫 

• 112年 7月 13 日（四） 

  下午 5時 

2023年歐盟「癌症轉譯（TRANSCAN-3）」聯合跨國多邊合作計畫 • 112年 7月 21 日（五） 

  前於歐盟線上系統完成 

  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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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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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年 7月 25 日（二） 

  下午 5時 



 

 

- 7 - 

 

 

學術榮譽 

• 恭賀國立政治大學 112 年 4 月收錄於 Scopus 資料庫之師生論著共計 32 篇，文學院 1

篇、理學院 5 篇、社會科學學院 4篇、商學院 10篇、外國語文學院 2 篇、傳播學院 1篇、

國際事務學院 1篇、教育學院 2 篇、創新國際學院 1 篇、資訊學院 6 篇。請參考以下網址：

https://reurl.cc/8qkk1X 

 

 

 

2024-2025 年度臺保（NSTC-BAS）雙邊合作人員交流 PPP 
計畫 

• 112年 7月 25 日（二） 

  下午 5時 
2024-2025 年度臺匈（NSTC-HAS）雙邊合作人員交流 PPP 
計畫 

•112 年 9 月 12 日   
 （二）下午 5時 

成功參與歐盟跨國團隊科研暨創新計畫 •隨到隨審（國科會最晚 
 徵求期間 116 年 12  

 月 31 日止） 

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力計畫（簡稱拋光計畫） •採隨到隨審，應於計畫 
 執行始日 2 個月又 4  

  個工作日前完成線上申 

  請 

 
非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計畫徵求 

計畫名稱 委託/補助機關 校內截止日期 

112 年度委託科技計畫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 
• 預先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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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年度「人文社會與產業實務創新鏈結計畫」 教育部 • 112年 5月 31 日  

 （三）12時止 

112 年度客家知識體系發展獎勵補助(客家學術

研究計畫之推動) 

客家委員會 • 112年 5月 31 日 

 （三） 

https://reurl.cc/8qkk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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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文學院 

•【文學院訊】「文學院給了我兩樣東西，一是學會抉

擇，一是懂得創造願景。」人生中曾作出無數個重要

抉擇，台新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林宇聲總經理堅信

學會權衡與思考，才是工作乃至人生的基礎。 

文學院於 4 月 18 日邀請林宇聲演講。從哲學、經濟

到法律系，現在更就讀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博士班；

壽險、國會助理、證劵分析，到台新創業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他一路走來的每個岔路，都有過審慎衡量，

亦透過這場講座，向大家分享職場歷練多年的經驗。 
 
衡量標準即為核心價值 

「如果有兩家相同的商店，區別僅在商品價格與相對

距離，該選遠而貴的，還是近而便宜的？」講座一開

始，林宇聲就微笑著拋出問題。核心價值，可以從每

個人或企業所做的選擇中看出。如果選了遠而貴的店

家，代表相較花費時間與移動成本，消費者寧願負擔稍高價格；若選近而便宜的店家，則表

示消費者認為「低價」要素更重要。前述選擇與衡量並無對錯，反能透過抉擇時的思考脈絡

及最終的決定，看清自己現有的，與想追求的核心價值。了解表面選項背後的原因與限制，

再結合自身優劣勢與核心價值，或能找出更適合自己的方向。 
 
權衡以外，還應具備創新與逆向思維 

莊子《內篇．齊物論》中，有則葫蘆小故事。惠施有個大葫蘆，因易破而無法舀水，又因過

大而無處可放，故覺其「大而無用」。「如果無法裝水，那就用水來裝！」莊子聽完朋友的

抱怨，建議可用以當浮板，既創新又成功逆向思考，跳脫「葫蘆只能用來裝水，而不能用水

裝」的框架。 

 

林宇聲經手的創投案中，也有個項目與此故事類似。有個商品打算做成附冷暖氣的護頸，使

在室外也可以舒適地運動。然而實際開發卻發現，護頸因加了冷暖氣設備而變重，反成運動

時的負擔，這個項目就被擱置。後來有位同事突發奇想，認為既然重就不要離地，最終成功

改造成有冷暖氣的娃娃車。 
 
要販售的是服務而非產品 

▶台新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林宇聲總經

理進行演講（照片來源：文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928/part_14098_3488753_0592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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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創投公司待了十幾年，林宇聲也深刻感受到大環境趨勢的改變。他舉電動車為例：從前消

費者注重車體配備是否舒適合用，現今卻更在意是否足夠「聰明」、聽得懂指令。與其說賣

車，不如說是賣一種生活風格，從販售「產品」到販售「服務」，消費者選擇的標準早已悄

悄過渡。商品浮濫的時代，與其試圖讓人覺得「must to have」，不如「nice to have」更

能切中其心。 

 
而這樣的轉變，更有利於富人文素養底蘊的文組學生。林宇聲解釋，從最初介紹商品優勢的

風格進一步轉化，2.0 的行銷方式是「說故事」。介紹商品的由來及曾發生過的實例，將物

品變成「nice to have」的故事。若要進階到 3.0 版本，則為商品與品牌本身賦予意義，使

得消費者不只擁有產品，更融入為「贊同品牌及商品意義的一員」。 
 
「生而為人」，取代不了的優勢 

文組學生的對手還有當前趨勢：AI。林宇聲堅定地表示，人類有著不會被取代的優勢，即人

文關懷、冒險精神與哲學思辨。人文關懷展現出人際溫暖。如臺灣保瑞藥業對 GSK（全球第

九大製藥公司）提出的併購提案，雖非所有提案中最高價，卻承諾善待其員工，併購後不任

意縮編裁員，而這條件也獲得青睞，最後成功達成協議。 

 
台新創投去年獲利 147 億，僅看書面數字令人驚嘆，但若知是布局九年的結果，必更加驚

異。這就是冒險精神，歷時九年是 AI 推算不出的投資選項。AlphaGO 若面對無邊界的棋

盤，便會因無止盡的運算下不出第一手棋，但人類可以。人類懂得嘗試，也懂得承擔風險以

實現夢想與揮灑熱情。 

 
哲學思辨能力亦不可或缺，林宇聲表示新創就是與時俱進，運用新科技解決舊問題。世界趨

勢瞬息萬變，貝佐斯想在快速變化的世界做不變的事。便宜、多樣化與迅速取得是消費者不

變的核心需求，他便因此創辦了亞馬遜。 
 
面對職涯，應如何抉擇與思考？ 

俗話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然現今社會離婚率高，也少有人同一工作從一而終，

這句「俗話」早已不俗不普遍。談及工作選擇，林宇聲提出了「勞動狀態與工作圖像」概念。

前者是當下的工作，後者則為職涯地圖與劇本。「哲學有三問：你是誰？你在哪？要往何處

去？」學長認為，一個人要知道自己「現在正在做些什麼」，也要清楚認知到「未來想走到

哪裡」，才有努力和轉職的方向。 

 
「要知道自己為了什麼而工作。」林宇聲最在乎工作要賺錢、快樂，也要有意義，符合這些

核心價值的工作才能做得長久舒心。他也表示焦慮很正常，這源於對未來的不確定。然而恰

好能藉此反思，也才能創造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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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不器，取捨在己 

林宇聲也參與協助Ｘ創業家課程。過程中他看見有些人品味失敗，也有人覺得失敗浪費又沒

效率。他分享了自己的經驗：身為投資者，選擇錯誤會被認為眼光不佳，因此他開始害怕失

敗，在仍不確定的情況下拒絕提案，也失去了機會。馬雲說：「看不懂、看不起，最後就會

來不及。」林宇聲強調與其害怕失敗，不如全力以赴，分析清楚再抉擇。（摘錄自校訊新聞） 

 

•【中國文學系訊】中國文學系於 5月 8

日舉辦的「讀中文系的人」系列講座，首

場邀請知名主持人、作家于美人蒞臨演

講。講座係由中國文學系張堂錡系主任

統籌規劃，預計邀請各界中國文學系友

分享，透過不同成功的職涯徑路，讓在學

學生更認識中國文學系能力養成及個人

未來方向拓展之種種可能。 

 

張堂錡系主任首先說明舉辦講座的動

機，他思考如何讓中國文學系的聲音被聽

見，並讓中國文學系的學生有歸屬感、認

同感與光榮感。許多名人、作家、學者都

出身於中國文學系，若能讓他們來現身說法，為留在中國文學系的同學加油打氣，將能對同

學們有所啟發和激勵。于美人是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曾經是南陽街上國文補教名師，

她也寫書，這些都是中國文學系的人可能走的道路。但她後來成為廣播電視名主持人，則是

我們較少觸及的，她的生活經歷、生命體驗，她在學習歷程上的成功與失敗及工作職場上的

波折與成就，將給同學們不一樣的啟發與示範作用。 

 

于美人首先分享一個觀念：釐清「擅長的事」、「我想做的事」和「該做的事」，而坊間許

多心智圖可以協助做初階的判斷，聚焦自己未來適合的專業方向。再來是認知自己的處境，

如果「現在的處境有困難」，又可以分為兩種狀況：一種是「你必須要解決的困難」、一種

是「你要和它相處的困難」。于美人打趣說道，就像如果要分手，前者就是「要提分手的困

難」、後者則是「繼續相處下去、適應的困難」。若能分清楚這兩種困難的層次，對問題解

決更能對症下藥。對於就讀系所的興趣磨合也是如此，若能先理解自身對於科系的「不適」

源於哪個層次，或許更能避免掉入轉系／校後，陷入更大迷惘擔憂、歷史重演的狀況。 

 

隨著同學可能因各種原因萌生轉系念頭，于美人也分享自己從高職到考大學的辛苦過程。歷

▶張堂錡系主任感謝于美人義務前來與中國文學系同學

進行分享（照片來源：中國文學系）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204/part_14204_686122_9231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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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重考、從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轉到東吳中國文學系的她，回憶過去如書法篆刻、點書、

詩詞等上課情景皆歷歷在目。後來到南陽街擔任補教老師的她，當場示範了蘇東坡〈赤壁賦〉

的教法，光是開篇四句就可做深入的詮解，既可深掘、又可展延，完全可想見當年補教舞臺

上名師之功力。 

 

有同學詢問到踏入主持界契機，于美人提到最初去地下電臺擔任廣播主持人，在當時隨時可

能被抄臺的狀況下，只能把握當下奮力直前，無論是鍛鍊口條或是接 CALL-IN 電話的應對，

都於那時培養了很好的即戰力，之後則有契機跨足電視圈，成為螢光幕前的主持人，繼續嘗

試更多新的可能與挑戰。 

 

最後于美人強調：「未來的時代是你們的，選擇就是負責。」送給正在猶豫選擇，或是已做

出選擇的莘莘學子，期許年輕人透過「負責」照見自身，更堅定航向未來美麗廣闊的目的地。

（摘錄自校訊新聞） 

 

•【中國文學系訊】知名導演、作家

王正方於 4 月 25 日晚上攜其近著

《調笑如昔一少年》及四十年前的

香港經典電影「半邊人」，在藝文中

心與國立政治大學師生分享其編

劇、主演本片的美好回憶與深刻影

響。映後座談由中國文學系張堂錡

系主任主持，藝文中心侯雲舒主任

與王正方參與對談，幽默的對話與

熱愛電影的激情，使現場觀眾深深

折服於王正方的浪漫才情與迷人風

采。 

 

「半邊人」由香港新浪潮電影方育平導演拍攝，曾獲 1984 年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最

佳影片的殊榮，去（111）年在臺北電影節受邀播映，再度獲得熱烈好評，目前在臺灣幾所

大學巡迴播映中。欣賞完這部電影之後，張堂錡系主任開場談到電影中出現的一些老事物，

很有當年的時代感，同時介紹王正方中年毅然放棄在美國大學教職，繼而投入電影工作的熱

血人生。王正方接過話題，述說這部四十年前老電影的背景，是來自英年早逝的好友、電影

導演戈武與女魚販許素瑩的真實故事。時當香港新浪潮寫實主義興起，這部影片用緩慢步調

如實呈現香港八十年代市井小民生活，「唯有如此才能證明有這麼一些人存在過」。 

 

侯雲舒好奇王正方從科學人轉為藝術人的心境轉折，王正方表示人生苦短，為何不嘗試另一

▶王正方導演（中）與中國文學系張堂錡系主任（右）、藝文中

心侯雲舒主任（左）進行映後座談（照片來源：中國文學系）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978/part_14085_4956478_4771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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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境界呢？當年他是抱著「現在如果不跳進去做電影，可能就沒機會了」、「我若不做、沒人

能做這件事」的覺悟，毅然決定中年轉業。至於科學與藝術其實相似之處很多，科研做到一

個程度後，想要突破限制最重要的是想像力。他藉此鼓勵現場同學，年輕人應該嘗試斜槓，

但要努力，不要安於小確幸，當努力工作取得某種成就後，對自我及人生都是很好的肯定。 

 

現場同學提問電影名稱為何叫「半邊人」？王正方語重心長回答：「我們誰不是半邊人？在

現實與理想間來回，大家都只能完成一部分理想。」片中的男女主角、現實中的戈武，包括

他自己，也都是半邊人。 

 

另一位同學詢問，經過這麼多年反覆看這部片，王正方是否有過新的想法或想用新手法表現？

「人說電影是後悔的事業。」他幽默地說：「若我來導，我會有我的做法，不見得好，但導

電影就是主觀的。拍電影會遇到很多挑戰，挑戰不完，太有意思了！」最後一位同學則分享

了她自身經驗與這部電影產生的共鳴，覺得「半邊人」是「寫給電影的情書」，表達了對這

部作品的感激之情。王正方聽完同學的抒發後有些激動，他站到臺前用高亢的語調說，他非

常感動、也很受激勵，四十年前的老電影到今天還能感動人心，是因為大家看到影片中真摯

的情感，那是電影藝術能流傳久遠最重要的力量。（摘錄自校訊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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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ESA 人文領袖榮譽學分學程於 4月 27日辦理跨域對

談講座，照例由學程召集人政治學系翁燕菁副教授主持，邀請到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黃于玲

副教授以及傳播學院施琮仁教授，帶領大家思考為何科學不必然改變人類意見，而我們有必

要了解人們究竟在懷疑些什麼。無論是對 HPV 疫苗或是新冠疫苗，人類社會經歷的疫苗遲

疑與公衛治理挑戰，需要人文社會科學的介入。 

 

世界衛生組織將疫苗接種列為十大健康危機之一，指出人們恐因無法信任疫苗功效或自認不

會受感染，而產生所謂的疫苗遲疑。黃于玲副教授表示，疫苗遲疑的危機應對，在於建立人

們對疫苗接種政策的信心。黃于玲副教授引述人類學家 Heidi J. Larson 的疫苗信心計畫

（Vaccine Confidence Project），說明為何需要憑藉社會科學方法，與民眾溝通疫苗的重

要與安全性。例如疫苗與宗教習俗的相容程度、信任、安全、效度與重要性，都可能因為不

同的政治經濟社會觀念與立場而難以動搖人們的遲疑。研究更顯示，教育程度與年齡世代等

差異，影響的是人們藉由資訊收集與判斷進而改變立場的機會。如果無法正視資訊收集與觀

念改變的障礙，就無法提出解方以利疫苗政策推動，徒使可預防疾病擴散。社會科學若能與

醫療科學結合，對公共衛生很有利。不是講求商業客製化，而是能識別問題並迅速提供指引，

免於民眾處於驚慌，徒增對政策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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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于玲副教授接著回到其自身研究，以臺灣 HPV 疫苗政策為例。自 2007 年起針對高危險

女學生族群推動的 HPV 公費疫苗政策，運作相當順利。原因可能與疫苗昂貴而公費施打有

關，尤其學校集體接種的施打率最高。然而推廣上亦非毫無爭議。根據其質化訪談，發現政

府對於風險溝通層面，較未提及施打後的副作用，而且即使 HPV 對男、女皆可能引起健康

風險，公部門體系持續溝通的對象仍以女性為主。性與性別在 HPV 疫苗的溝通上別具意涵，

例如選擇自費施打疫苗的受訪者，表示其屬非主流情慾群體，對性健康資訊特別敏感，也有

自我保護動機，會主動接觸社群媒體等平臺以獲得 HPV 相關資訊來源。反之，公費施打受

訪者則是在家長支持下，為預防癌症而施打疫苗，對於疫苗的功效認知只限癌症保護力，較

少獲得相關性衛教資訊。而跨越

公費與自費受訪者之訪談，則發

現 HPV 疫苗政策在風險溝通上

有所不足，尤其是忽略異性戀男

性族群的健康衛教溝通。 

 

施琮仁教授接著從認知心理學

與媒體文化角度切入分享，點出

個人如何解讀資訊會受到「認

知捷徑」的影響，例如藉由點閱

率、按讚數等捷徑協助我們篩

選資訊。認知捷徑之所以關鍵，是因為偏見一旦形成很難改變，繼而將影響人們對新資訊的

解讀。然而民眾普遍對科學專業理解不足，在個人情緒情感、假消息攻擊、政治意識形態分

化等因素交織作用就可能衝擊疫苗信任。例如政治立場可能引發情緒反應，使民眾無法判斷

消息來源客觀性與可信度，同時損害科學家形象認知，最後失去民眾對於疫苗的信任。疫苗

雖然是科學問題，但需要思考科學在社會與政治狀態下要如何運作，以及如何建立大眾的信

心才是政策能否順利推行的關鍵。過去科學家只思考如何向大眾溝通事實，不過如今假消息

充斥可能進而影響個人認知捷徑，如何包裝訊息變得越來越重要。透過「媒體框架」來包裝

訊息可以降低疑慮，提升對疫苗的信任程度。 

 

討論時間，與會的財政學系胡偉民教授，反饋行為經濟學的觀點，更加突顯社會科學介入疫

苗遲疑問題的重要性。而與會同學也大方分享性少數族群更容易受到公衛危機的衝擊，反而

學會主動自我保護，在疫苗政策上顯得格外積極，國立政治大學為人文社會大學，但透過近

年疫苗爭議，我們也能清楚看見科技與社會的密切關聯。藉由這次精彩的跨領域對談，同學

或許能夠不再輕易以「反正我文組的」來規避科學的討論，反倒必須跨出人社自我設限的結

界，結合自身專業參與公衛議題。（摘錄自校訊新聞） 
 
 

▶黃于玲副教授以臺灣 HPV 疫苗接種政策為例，探討疫苗信任議

題，並分享其研究訪談情形。（照片來源：社會科學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465/part_14089_8681529_6302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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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研究所訊】國家發展

研究所長期致力投入發展研究與

全球治理的教研目標，積極落實與

實務接軌，於 2019 年 5 月與國際

合作發展基金會（簡稱 ICDF）簽

署合作交流協議以來，雙方即展開

長期性的深入合作，在多年基礎

上，共同規劃於 4月 19 日邀請全

球糧食安全領域著名學者、美國哥

倫比亞大學國際暨公共事務發展

實務研究所（MPA-DP）教授 Glenn Denning，以遠距同步會議形式，分享多年來於糧食安

全議題中之研究成果。 

 

開場時 Glenn Denning 首先與聽眾們分享今（112）年初發表的新書《Universal Food 

Security: How to End Hunger While Protecting the Planet?》，這本書提供了一個易於理

解的指南，使所有人都能獲得來自永續糧食系統的健康飲食建議。他曾於菲律賓國際稻米研

究所（IRRI）服務長達 18年、也在世界農林中心（World Agroforestry–ICRAF）等國際機

構服務數十年，學術成就紮實，實務經驗豐富。他隨即以個人 40 餘年，在 50 多個國家工

作的個人觀點和見解，以及全球數百位糧食安全專家的經驗與研究成果，提醒糧食安全關乎

人類安全與全球發展，書中分別列出了關鍵優先事項──永續集約化、市場基礎設施、收穫

後管理、健康飲食和社會保護，並系統介紹了如何實現糧食系統轉型。 

 

Glenn Denning 指出綜觀糧食安全的發展史，從以前的狩獵史前時代、講求人力的農業時

代、工業革命的工業時代及全球化的現代，依然在解決一個問題，那就是消滅飢餓，無論是

千年發展目標（簡稱 MDG），或永續發展目標（簡稱 SDG），現在飢餓問題依然持續存在於

地球上，最簡易的例子就是戰亂頻繁的非洲、中東等地，相關議題依然存在，人類依舊不可

輕忽糧食安全的重要性。 

 

Glenn Denning 也說明地球人口數量暴增是一大挑戰，因為人類要生存，就不可以沒有食

物，既有的馬爾薩斯人口論已經被推翻，人口成長已經不可能只是等差級數成長，在全球人

口暴增的背景下，為了養活更多人，就勢必得開墾更多土地，同時付出的代價是要犧牲周遭

自然環境。該如何餵養更多人口將會是全球治理的一大議題，今日科學家們則正致力下一階

段的綠色革命，也期待或許科技將能成為解決的關鍵。 

 

Glenn Denning 特別指出臺灣在 1950-1960s 亞洲綠色革命貢獻良多，例如 Miracle rice

（IR 8）就是臺灣研究者研發而成的，對於實現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講者 Glenn Denning 教授與聽眾分享年初發表新書（照片來

源：國家發展研究所）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83/part_14050_9985209_3370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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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臺灣還有許多挑戰需要克服。他舉出臺灣近年的生育率低，甚至接近於零，對於人口成長

及勞動力將會產生重大的影響，與此同時民眾的平均體重超標，對人口素質也是不利因素，

臺灣必須注意逆轉這個現象，否則必然有害於國民健康，衝擊人口結構。 

 

正如 Glenn Denning 提及「Food security is very important for human security and 

political security」，未來人類社會發展中，例如持續發展永續基因工程、提供小農金融、保

險與整合緊急援助和發展、在農業中實施碳捕獲，以及研發用於食品系統轉型的人工智能等

機制將日益重要，透過推動永續農業、改善市場基礎設施、採後處理流程、推行健康飲食及

社會保障等 5 種關鍵策略，改善人類糧食的種植、管理及分配方式，還是可能達成真正的糧

食安全。（摘錄自校訊新聞） 

 

•【民族學系訊】延續國立故宮博物院與國立政治大學合作「逆寫帝國與當代實踐」特展，

4 月 15 日新竹縣尖石國中、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國立政治大學泰雅族知識研究中心、USR 

Hub 計畫「原鄉原民的文化與產業」、民族學博物館合辦「部落地圖與田野調查工作坊」，邀

請新竹縣尖石鄉的泰雅族耆老在國立政治大學與該國中合作製作的部落地圖前，和對此議題

感興趣的參與者一同進行「逆寫歷史」實踐。 

 

活動由民族學系官大偉系主任、陳乃華助理教授開場，說明工作坊延續特展所呈現的原住民

主體視角，以及多方參與、實踐的當代意義詮釋。尖石國中彭清宏校長到場致詞，感謝國立

政治大學和尖石國中同仁共同協作，促成此次研習，並祝福今日成果豐碩。 

 

上午座談以「泰雅族遷徙與地名的啟發與應用」為核心，邀請尖石鄉鎮西堡部落牧師 Along 

Yupas、長老 Ataw Yupas、新樂國小文化指導員 Ayen Masing、尖石國中文化教師曾麗芬、

廖姿盈、尖石文化館館長賴清美和彭清宏與談，官大偉系主任、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碩士原

住民專班專案陳怡萱助理教授主持。泰雅族耆老如授課般，拿著竹子一邊指著部落地圖，一

邊敘述其祖先如何遷徙，將歷史和區域空間串聯。部落地圖上一個個地名標籤，不僅代表名

稱，更是族人走過的生活點滴，以其身體與生命經驗訴說泰雅土地及知識。過程中女性與談

人的故事分享，更點出女性在泰雅族的角色定位：在部落地圖和泰雅知識體系中，女性扮演

什麼角色，又具備什麼力量以成為部落記憶與知識的連結？ 

 

下午場次主要以分組進行，報名學員聆聽曾麗芬簡介尖石地理、歷史與文化，國立政治大學

泰雅族知識研究中心說明部落地圖緣起及製作過程，並再次至部落地圖前。由 Ataw Yupas、

Ayen Masing 分享泰雅族遷徙經驗。學員們聽完課後，依其背景和志願分為學校教育和社

會教育二類，分組進行教案和博物館策展計畫的概念發想。討論過程由廖姿盈、曾麗芬、陳

乃華、賴清美四位組長和助教們引導，除了使學員近一步認識彼此外，更在工作坊課程和各

自經歷之基礎，激盪出教案設計與策展計畫的新火花。最後學員們皆繪製出融匯思維的心智



 

 

- 16 - 

圖上臺分享，將特展與尖石鄉部落地圖的相遇展開，於更多面向開拓契機，使不同領域的人

們交會相識，跨出展覽與工作坊實踐逆寫和認識多元價值的餘韻。（摘錄自校訊新聞） 

 

•【地政學系訊】有鑑於多年以來徵收相

關的執行與實務問題爭議，各界對於先

行區段徵收、徵收正當行政程序等徵收

法制問題的檢討聲浪不絕於耳，土地徵

收相關議題更是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的核心專業領域之一，故地政學系特於

60 週年之際，在 4 月 15 日與全國律師

聯合會環境法委員會、財團法人世聯倉

運文教基金會、社團法人台灣人權促進

會合辦「徵收法制及司法實務研討會」。

會中來自各界專家分別針對「區段徵收

與市地重劃」、「先行區段徵收與都市計

畫」、「徵收之正當行政程序」、「土地改良物一併徵收之問題」、及「徵收公益性及必要性評

估制度與司法審查」等課題進行探討。 

 

全國律師聯合會環境法委員會吳佳潓副主委、世聯倉運文教基金會黃仁安董事長，在致詞時

表達出臺灣徵收制度健全化的重要性。地政學系系友施錦芳監察委員在致詞時亦強調，基於

二十一世紀的人權法制精神，臺灣的土地行政與制度更應強化財產權的保障。地政學系孫振

義系主任在活動開場時更表示，徵收制度不但涉及國家建設，更嚴重影響著民眾的財產權剝

奪與保障課題。此研討會活動的發起，係研討會主辦負責人地政學系李明芝助理教授在執行

國科會「先行區段徵收的制度問題及司法審查」計畫過程，萌生邀集法學各界共同討論之想

法，方促成「徵收法制及司法實務研討會」之舉辦。研討會受邀參與的專家學者，包括來自

學界的國立臺灣大學廖義男兼任教授、地政學系陳立夫兼任教授、地政學系徐世榮教授、地

政學系戴秀雄副教授、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辛年豐副教授、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涂予尹

助理教授、地政學系李明芝助理教授、柯佳伶博士生，以及來自實務界的楊坤樵法官、詹順

貴律師、簡凱倫律師、熊依翎律師、黃惠鈺律師、翁國彥律師等，是地政界與法律界相當難

得的對話與研討機會，也藉此探討激發臺灣徵收制度更多的改革思維。（摘錄自校訊新聞） 

 

 

 

 

 

 

▶世聯倉運文教基金會黃仁安董事長與會致詞（照片來

源：地政學系）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715/part_13988_590673_0059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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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法學院 

•【法學院訊】英國高等教育調查機構 QuacquarelliSymonds （QS）公布了 2023年全球

大學學科排名，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在法律學科排名逆勢上揚。從 2021 年的第 251-300 名

躍升至 201-250 名，並且保持至今。在國內排名方面，法學院已經從 2022 年與其他學校

並列第二名，上升至單獨排名第二名。這顯示出，法學院在五個評比指標，包含學術評比、

業界評比、論文引用率、學術影響力與國際研究網絡等項目表現優異，得到國際及社會認可。

在國內法律領域，法學院依然保持領先地位，是少數登上QS全球排名的國內法律院系之一。 

 

•【法學院訊】法學院楊淑文教授自 1994 年起於法學院任職，於 2022 年 8 月榮退，法學

院為感念她在國立政治大學服務近 30 年的重大貢獻，於疫情趨緩後的今年 4 月 24 日，在

法治斌講堂舉辦榮退儀式與沙龍講座。藉榮退儀式與講座，她分享了諸多教學生涯與個人生

活上的心得、趣事，現場 30 多位師生共襄盛舉，共度一段歡樂、溫馨的下午時光。

https://reurl.cc/mla3KV 

 

 

 

 

 

 

 

 

 

 

 

 

 

 

 

 

 

▶許政賢院長（右）致贈磚燒予楊淑文教授（左）（照片來源：法學院） 

▶榮退儀式禮成合影（照片來源：法學院） 

https://reurl.cc/mla3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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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訊】法學院為慶

祝碩士在職專班邁入 20

週年，於 4 月 29 日舉行

碩士在職專班 20 週年學

術研討會。此次研討會的

報告主題，橫跨各個法領

域，充分展現法碩專班致

力於結合法學教育及跨領

域知識的成果。第一場次

刑法領域，由法學院何賴

傑教授主持，報告人林淑

芬、沈若楠分別就法遵制

度對於法人犯罪之預防，

以及醫療爭議訴訟外專家意見之定性進行報告，與談人為莫曉青、蕭易知，並由法學院李聖

傑副教授主持綜合討論。第二場次財經法與民法領域，由法學院戴瑀如教授主持，報告人李

喬銘、林瑞彬、黃顯凱分別就銀行產業之公司治理、家族信託議題，以及實務上的遺囑爭議

進行報告，法學院周振鋒教授及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黃詩淳教授與談。第三場次公法領域，

由法學院吳秦雯副教授主持，報告人韓鐘達、王贊焜分別就行政執行法之限制住居制度，以

及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對於極端右翼政黨的機關爭議裁決進行報告，法學院陳靜慧副教授與

談。最後一場次勞動社會法與基礎法學領域，由法學院張桐銳教授主持，報告人黃吉伶、黃

佩慎、蔡鴻燊分別就勞動事件法中的工會角色、臺灣與瑞典於家庭與就業平衡法制之差異比

▶榮退儀式後邀請楊淑文教授主講沙龍講座，共有多位法學院教師與學生參與， 

現場氣氛熱絡（照片來源：法學院） 

▶法學院許政賢院長於學術研討會開幕致詞（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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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以及從臺灣律師「單一入會、全國職業」制度反思律師執業與社會、國家間的關聯等議

題進行報告，法學院林佳和副教授、詹朝欽博士候選人與談。 

 

 

 

 

 

 

 

 

 

▶刑法場次會後合影。由左至右：蕭易知學長、沈若楠學

姐、李聖傑副教授、何賴傑教授、莫曉青學姐、戴瑀如

執行長（照片來源：法學院） 

▶財經法、民法場次會後合影。由左至右：周振鋒教授、黃詩淳教授、

李喬銘學長、林瑞彬學長、許政賢院長、黃顯凱學姐、戴瑀如執行長

（照片來源：法學院） 

▶公法場次會後合影。由左至右：韓鐘達學長、吳秦雯

副教授、戴瑀如執行長、陳靜慧副教授、王贊焜學長

（照片來源：法學院） 

▶勞社法場次會後合影。由左至右：戴瑀如執行長、黃佩慎學姐、

黃吉伶學姐、張桐銳教授、林佳和副教授、許政賢院長（照片來

源：法學院） 

▶基法場次會後合影。由左至右：詹朝欽博士候選人、戴瑀如執行長、張桐銳

教授、許政賢院長、江玉林特聘教授、蔡鴻燊學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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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財

經法學中心於 5月 3日邀請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

系洪令家副教授，同時是現任於財團法人金融消

費評議中心的主委兼總經理，前來法學院進行專

題演講，講題為「高齡金融剝削防治與相關案例

分享」，向與會師生分享我國高齡者面臨到的金融

剝削問題，並分享於評議中心處理案件的歷程。

法學院財經法學中心周振鋒主任表示，很榮幸能

邀請到洪令家副教授至法學院演講，希望未來能

再次邀請她，讓學生們有持續學習的機會。 

 

 

 

 

•【法學院訊】法學院亞洲法中心於 5 月 5 日邀請印尼日惹穆罕默迪亞大學（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Yogyakarta）法學院院長 Ivan Satriawan教授進行講座，由法學院蘇永

欽講座教授擔任主持人，亞洲法中心中心主任、法學院劉定基副教授引言。印尼日惹穆罕默

迪亞大學的 Yordan Gunawan教授、Bagus Sarnawa 教授，以及法學院廖元豪副教授、吳

秦雯副教授、陳貞如副教授與眾多學生一同聚集在法治斌講堂，共享這場學術盛宴。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洪令家副教授進行演

講（照片來源：法學院） 

▶演講後與會師生合影。下排由左至右：朱德芳教授、洪令家教授、周振鋒教授 

（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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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訊】國立政治大學治理法律研究中心及公益信託臺灣公司治理法律研究基金於 4

月 17日共同辦理講座，講題為｢從創投的角度看新創國際融資的重要證券條款」，邀請黃紳

嘉博士擔任講座講者。 

 

▶法學院許政賢院長（右一）代表法學院致贈紀念品予印尼日惹穆罕默迪亞大學 Ivan 

Satriawan 院長（右二）、Bagus Sarnawa 教授（左二）與 Yordan Gunawan 教授（左

一）（照片來源：法學院） 

▶講座會後大合照（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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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訊】法學院於 4月 19日舉辦氣候變遷法制系列演講第二場，邀請國立臺灣科技

大學專利研究所陳衍任副教授擔任講者。 

 

•【法學院訊】法學院基礎法學中心於 4月 20日舉行政大法哲學與社會哲學論壇 75 回，由

詹朝欽博士候選人博士論文發表會，題目為《國家、法與社會—論 Georg Jellinek 之國家

學理論》，並邀請法學院江玉林特聘教授主持。 

 

 

•【法學院訊】法學院辦理原住民族行政及法規課程系列演講，講題為｢居住正義：都市原住

民居住權—拉瓦克部落強拆案」。探討位於高雄市的拉瓦克部落於 1950年代開始形成聚落，

因居民占居國有地，自 90年代起，部落被工務局查報為違章建築，政府要求拆屋還地，部

落居民多年來訴求反迫遷，並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去年（111年）底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做

出判決居民勝訴（高高行 107 年度原訴字第 2號判決），是都市原住民居住權保障的指標案

例，此課程於 5 月 10 日邀請該案件的訴訟代理人之一林三加律師，從居住正義及都市原住

民居住權的角度出發討論該案經過。 

 

•【法學院訊】由法學院法律與社會研究中心、台灣法理學會、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主

辦，法學院基礎法學中心及多元文化與法律研究中心協辦，於 5月 12日至 13 日進行｢法

律想像（Legal Imaginaries）：跨界、跨域、跨文化的盲點與突破」講座。 

 

即使法律的語言和邏輯仍存在某種嚴明、分科的專業之感，法律體系之間已更頻繁地相互

融合碰撞，當代常民與法律之間距離則急遽縮短。此次研討會邀請全台各地法政史哲的跨

領域研究者，針對盧曼法社會學、移工移民法政哲學、原住民族主權與法律臺灣法院與民

▶演講活動海報（海報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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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意識、法律移動以及傳統法律文化等議題，來剖析跨界跨域跨文化的主體，並反思如何

解構與重構法律圖像？動能與困境為何？ 

 

5 月 12 日上午場次為「盧曼法社會學如何看待界域」、「移工移民的法政哲學」二場場次，

下午主題為「原住民族的主權與法律」，分為兩場次舉行。而 5 月 13 日上午場次為「台灣

法院與民眾法意識」及「法律移動」，下午則有一場專書論壇，及主題「傳統法律文化與當

代法制」，分為兩場次舉行。 

 

 

 

 

 

 

 

 

 學術與實務活動   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訊】國立政治大

學企業管理學系於 4 月 20 日舉

辦「政大企管系 CEO論壇」，邀

請台泥企業集團程耀輝總經理以

「從百年青山到綠色新未來」為

題，分享該企業在永續經營上的

歷程、成果與展望。 

 

程耀輝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企業

管理研究所，過去在金融業具有

相當豐厚的經歷與成就，近日轉

▶活動海報 （海報來源：法學院） 
 

▶會後講者程耀輝表示，公司除了 B2B 的基建核心事務之外，近

來於 B2C 的蝦紅素保養品事業經營也是不遺餘力，致贈給企業

管理學系黃家齊系主任（照片來源：企業管理學系）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986/part_14087_6274177_5535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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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跑道成為台灣水泥總經理。談及演講題目的意涵，他認為人類在百年間幾乎耗盡了地球上

億年積累的化石燃料，這個世界的美好驚嘆，唯有靠人們覺醒。他引用台泥集團張安平董事

長的話：「工廠應該成為社會的一部分，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可以是休閒園區，一個傳遞知

識的教室，典藏藝術品的博物館」。一座水泥廠的關鍵之一在於背靠蘊含豐富石灰石等天然

資源的礦山，台灣水泥花蓮和平廠就建在聳立雲間的綠意盎然礦山腳下，從礦山的觀景平臺

上俯瞰，亞洲最大的台灣水泥「港電廠三合一循環經濟園區」盡收眼底。台灣水泥在這座「百

年青山」之下，開啟了長達 20多年的「零廢棄、零污染、零排放」之旅，與環境共生，與

村民共榮。近年來更積極轉型，走向綠色新未來。 

 

程耀輝分享，大家來到和平礦山，能看見多彩多姿的動植物生態，主要是因為台灣水泥和平

廠採用對環境衝擊最小的「山頂平台式階段開發法」，捨棄傳統的卡車載運，20 年前就建

造亞洲最高最長的「礦山豎井運輸系統」，以豎井和輸送帶運送石灰石，有效減少沙塵，也

降低對附近居民的影響。在開發礦山的同時，台灣水泥也將礦山的表土和原生植物種子保留

下來，邀請專家進行復育，盼為熱帶植物打造諾亞方舟，免於物種滅絕的威脅。此外，台灣

水泥「和平港生態方塊珊瑚移植培育計畫」自 2021 年起，將港外被海浪冲斷的珊瑚斷枝移

植至人工魚礁，形成繽紛的人工海港生態，成功復育 288 株珊瑚，熱帶魚群也樂游其間。

程耀輝他說明：「我們很認真地在和平港復育珊瑚，同時也敞開大門，開放 DAKA 園區給

居民大眾前來休憩。」 

 

程耀輝也表示，台灣水泥企業的定位在於「處理人類文明與大自然之間複雜關係的綠色環境

工程公司」，也因此在循環經濟上也有所規劃。他舉例，台灣水泥也正打造「台泥 DAKA 再

生能源資源利用中心」，除了能協助花蓮處理垃圾，也可將燃燒垃圾產生的熱值取代煤炭，

做為水泥窯的替代燃料。他補充：「水泥窯 1300 度高溫可以分解戴奧辛，高溫處理廢棄物

後的煤渣，還可以作為水泥替代原料，成為『化作春泥更護花』的城市淨化器」。 

 

台灣水泥事業版圖不只在臺灣及中國大陸，更是擴及至全球。程耀輝表示，台灣水泥除了在

南歐投資經營綠色儲能及充電站業務，也在土耳其、葡萄牙及非洲象牙海岸投資打造低碳水

泥廠。談到近期土耳其發生的大地震，他表示：「這是一個令人傷心的悲劇，對台泥來講也

是一個很大的責任。」希望未來能透過其土耳其投資之水泥廠參與重建，帶入全方位綠色建

築概念，打造一個更具生命力的綠色城市。 

 

在座談階段，主持人、系主任黃家齊則詢問到，在發展永續的情況下是否會影響產品競爭力

與減損獲利。程耀輝表示：「台灣水泥目前是 MSCI ESG 評級 A 的綠色企業，愈來愈多的

投資人也期盼我們業務及產品的『含綠量』而不僅僅是『含金量』。」他也補充，台灣水泥

管理團隊的首要任務是對社會、員工、股東三方負責，賺取合理利潤，而不是不計環境代價

的最大利潤。 



 

 

- 25 - 

程耀輝從金融業跨足至水泥及新能源產業，也令在場的與會者提出如何成為跨領域人才的疑

問。對此，他認為除了在已經熟悉的專業上疊加新知識外，還必須保持開放的思維，勿忘與

生俱來的好奇心。而針對各領域的專業技術，他也鼓勵同學透過不斷學習，並善用 AI 來取

得知識，才能在跨領域就業時更快速進入狀況，「堅定地相信世界會因我們的覺醒與轉變而

更美好！」（摘錄自校訊新聞） 

 

•【商學院訊】商學院參與式教學及研究

發展辦公室與 ETP/EMI Program 於 4

月 13日舉辦商院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

主題為「如何有效的用英語教學」。商院

特地邀請企業管理學系郭曉玲助理教授

與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鍾令德助理教授

主講，二位老師多次獲得國立政治大學

學士班英語專業績優課程獎之教師，以

自身經歷來分享他們的教學經驗，讓優

良的教學知能與技巧能傳承下去。 

瞭解學生背景 

兩位老師提到，在進行英語教學的過程中，首重的事是必須要瞭解整班學生的組成背景。因

為在英語授課的課程時，班上經常會是由不同國家的學生所組成，班上勢必會是英語母語人

士與非母語人士同在一門課中。郭曉玲助理教授也特別提醒，若班上有交換學生參與課程，

在開課之前無法直接從系統上擷取學生的名單，要另外至開課單位獲取名單。尤其有些課程

會經常需要以分組討論的方式進行課程，此時若是瞭解學生的國家組成背景，便可以藉此決

定該門課的分組是應該讓學生自行分組，或是以老師協助的方式分組。 

除了瞭解學生國家背景之外，鍾令德助

理教授也有額外的與大家分享自己在瞭

解學生時會額外的注意同學們所學習的

專業與學習的動機為何，例如商學院與

其他學院的學生而言，可能會有更好的

語言能力或對課程所能獲得的知識有更

高的期望；而對某些交換學生而言，來臺

灣的學習或許並非主要的目標。藉由瞭

解不同的學生背景，可以讓授課教師在

課程的準備上更加的有所掌握。 

 

▶郭曉玲助理教授分享英語授課教學重點（照片來源： 

商學院） 
 

▶鍾令德助理教授分享課堂中如何與同學互動（照片來 

源：商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16/part_14021_948309_91684.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16/part_14021_3518951_9168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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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材的準備 

在瞭解學生背景之後，郭曉玲與鍾令德助理教授跟大家分享在正式上課前，先將課程大綱仔

細地寫清楚，避免有模糊跟不確定性的狀況，讓學生對這堂課有基礎的認知並有相對應的預

期。在投影片的準備上要將重要的詞句特別標記，並提供整體的大綱與相關內容的摘要，讓

同學在英語授課的過程中可以更加瞭解此次課程重點。兩位老師也提醒大家，投影片內容的

呈現多使用圖片與表格，可以協助同學們更快速地進行重點的整理。此外鍾令德也提及在課

程的準備上經常會使用到許多的網路工具，例如 Coursera、EdX、Github等，並且對課程

進行錄音錄影，提供同學在學習上能夠更有彈性。 

課程進行 

課程的進行中，兩位老師特別強調將語速放慢，將重點重複並用不同的方式對此進行解釋，

以利學生可以更有效的吸收。郭曉玲助理教授分享上課時喜歡用提問的方式進行，從簡單的

問題開始逐步加深問題的難度，並在同學回答之後立即給予回饋，較為艱難的問題，則會透

過小組的方式，讓同學進行分組討論並分享看法。而鍾令德助理教授則是會以實際生活的狀

況或資料作為引言，一步步引導同學到課程的重點，讓同學可以嘗試著去回答問題，也提供

給學生實作的機會。 

在QA環節，有位老師提問若同學覺得上課進度太快、太困難，有些同學則覺得太慢、太簡

單，學生間對於課程的預期有太大的差異，應該如何解決？郭曉玲助理教授回應通常會在課

程平臺提供較艱深的教材作為補充，讓想更進一步學習的同學們可以自行閱讀，並提供為加

分的機會。鍾令德助理教授則是回應，對於覺得進度太慢的學生，因為有提供課程錄影檔，

同學可以自行調整授課速度，對於認為課程較艱深的同學，則會重複並輔以中文進行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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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於 4 月 24 日邀請前駐法國特任大使呂慶龍蒞校演講「全

球化新變局 俄烏戰事翻轉世代」，由阮若缺院長開場致詞歡迎。呂慶龍分享身處外交第一

線的所見所聞，尤其對法語系國家的出使經驗，著墨甚多，並對臺灣如何在快速變遷的國際

社會中站穩腳跟，提出獨到的見解。由於臺灣的國際處境特殊，外交成功的關鍵就是要具備

「敲門的勇氣」，隨時準備好，採取主動，不論是哪種管道，所有能夠與國際溝通、增加曝

光度的機會都必須把握，切記萬事莫到用時方恨少。他幽默地將外交工作比喻為國家的推銷

員，外交官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讓國際社會能夠「正確地」認識臺灣，以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 

 

從自身豐富經驗出發，呂慶龍分析臺灣應該如何應對當前詭譎多變的國際關係，並舉若干實

例，強調面對國際局勢的瞬息萬變，因應國際大事必須保持理性、保持關心、並處變不驚。

即使面臨強大的外部勢力威脅，臺灣惟有專注於增強自身實力及提升在全球的影響力，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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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緣，來自國際社會的關心、重視就會持續增加，進而鞏固臺灣在國際社會的重要性。其間

亦提及法國總統馬克宏表達歐洲對俄烏戰爭的立場及臺海問題的態度，語重心長。 

 

講座尾聲呂慶龍勉勵在座同學努力充實，嘗試並挖掘自己的潛力，才能為未來創造更多機會。

精彩且豐富的演講內容，令在座師生得以一窺外交事務之堂奧，收穫滿滿；講座結束後意猶

未盡，紛紛私下提問請益，大家可說是滿載而歸。 

 

•【外國語文學院訊】外國語文學院阮若缺院長、日本語文學系王淑琴主任、歐洲語文學系

法文組李允安副教授及土耳其語文學系吳世曼副教授於 5 月 2 日以視訊方式共同歡迎日本

東京外國語大學語言文化學部前院長川口裕司榮譽教授，並線上討論建立雙邊語言學研究合

作範疇，如發音學、句法學、語用學、詞法學等專業領域，整合外國語文學院豐沛之外語資

源及東京外國語大學卓著之區域研究，期許兩校學術交流發揮一加一大於二之效果。 

 

•【外國語文學院訊】由韓國語文學系主辦、駐臺北韓國代表部與韓國文學翻譯院共同協辦

之「第一屆臺灣年度優秀韓國翻譯圖書獎」於 5 月 3 日公布得獎名單：文學類由譯者李淑

娟的譯作《古山子：〈大東輿地圖〉的奇蹟復活》獲選為優秀作品首獎，非文學類則由譯者

徐小為的譯作《征服統治者的味蕾》獲得。 

▶外國語文學院阮若缺院長（左）歡迎前駐法國特

任大使呂慶龍（右）蒞校演講（照片來源：外國

語文學院） 
 

▶前駐法國特任大使呂慶龍精彩且豐富的演講內

容，與會師生得以一窺外交事務之堂奧（照片來源：

外國語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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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韓流文化影響之下，韓國譯作近幾年出版數量穩定上升，韓國語文學系為推廣韓語翻譯，

積極舉辦韓語翻譯工作坊、韓國翻譯圖書獎等活動。首屆圖書獎於徵稿期間，即徵得 33 件

以個人或出版社名義推薦之作品。初審委員會由韓國語文學系林侑毅助理教授、健行科技大

學應用外語系林文玉助理教授、中國文化大學韓國語文學系張秀蓉副教授擔任審查委員。三

位評審研究領域皆為韓國現代文學或韓語翻譯，在五週內依類別各遴選出三件作品進入決

審，並於 4 月 6 日公布入圍名單。 

 

決選階段則邀請三位在韓國文學及比較文學領域皆有所造詣之專家學者，擔任本屆決審委

員，分別是台灣文學研究所崔末順教授、東吳大學語言教學中心曾天富教授、修平科技大學

觀光與遊憩管理系金尚浩教授。三位評審詳細審閱各作品後，於 4 月 29 日進行決審會議，

逐一評析作品後，以匿名方式投票遴選出文學與非文學類的首獎優秀作品。最終，文學類由

李淑娟的譯作《古山子：〈大東輿地圖〉的奇蹟復活》獲選為優秀作品首獎，非文學類則由

徐小為的譯作《征服統治者的味蕾》獲選。頒獎典禮於 5 月 3 日在臺北世界貿易中心國際

貿易大樓駐台北韓國代表部舉行，由李殷鎬代表親自頒發獎狀與感謝狀，活動圓滿落幕。 

 

 

 

 

▶第一屆台灣年度優秀韓國翻譯圖書獎得獎者、出版社與駐台北韓國代表部李殷鎬代表

（左五）合照（照片來源：駐台北韓國代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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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傳播學院 

•【傳播學院訊】傳播學院 4 月 13

日舉行本年度首場導師活動講座

「媒體識讀：採訪中國新聞甘苦

談」，由傳播學院院導師李怡志助理

教授主持，邀請中央社國際暨兩岸

新聞中心朱建陵副主任，分享在中

國採訪的經歷，也揭示心目中理想

記者的「浪人」性格，給有志成為記

者的同學鼓勵和建議。 

 

談及中國民間對臺灣媒體的態度，朱

建陵表示與兩岸關係密切相關──當

兩岸關係不好，中國就會散播很多臺灣的負面消息；談及科技發展，他表示相對於過去資訊

封閉的年代，如今網路讓訊息方便流通後，反而醞釀更多非理性的聲音，讓中國人對臺灣人

的印象更糟。 

 

他說自己心目中理想的記者性格是左派的｢浪人」，每天無家可歸，沒日沒夜的活在新聞裡；

拿起麥克風站在鏡頭前的記者看似風光，但一個記者真正的功力是在放下麥克風後，如何去

提問，如何去瞭解事情的脈絡。 

 

朱建陵是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的校友，曾任《中國時報》記者，長年在中國採訪新聞，如

今進入中央社辦公室，不再當第一線的記者。他分享過去在中國與知情人士取得消息的經歷，

並表示在習近平掌權後，言論更加緊縮，如今會去中國的記者都已是「順服」的記者了，而

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更是遙遙無期。 

 

他表示記者進入中國後，國安人員會密切掌握行蹤，這時如果記者躲避，將讓國安人員緊張；

相反的，讓他們緊密掌握自身的行蹤，隨時能找得到你，才比較安全。 

 

朱建陵分享中國媒體都會跟受訪者收錢，例如自己某次去中國餐廳採訪，對方居然因沒有預

算而拒絕，幾經解釋才讓其瞭解此次採訪不必付錢。另有一次朱建陵在活動現場報導時，對

方見他是臺灣記者，就從新聞資料袋裡把紅包抽走了。 

 

活動最後李怡志助理教授提問，新聞工作者的薪水不高，讓許多猶豫踏入新聞工作的同學卻

步，究竟當記者的價值為何呢？朱建陵答覆記者雖不能朝九晚五地定時上下班，也沒辦法讓

▶中央社國際暨兩岸新聞中心朱建陵副主任分享採訪中國新

聞甘苦談（照片來源：黃薇心）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11/part_14009_3416742_0465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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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晉升富豪，但當記者真的很好玩，天天都在學習與成長。（摘錄自校訊新聞） 
 
•【傳播學院訊】傳播學院院導師活動

於 4 月 25 日邀請中華文化總會李厚

慶秘書長，以「文化美學再進步，從

傳統裡玩創意」為題，分享近年來文

總如何發揮臺灣人的文化與創意，從

總統府國慶光雕展、馬祖國際藝術

島、除夕節目《WE ARE》，到「來去

總統府住一晚」體驗活動，讓文化成

為臺灣人最重要的外交力量。 

 

中華文化總會以推廣臺灣文化為己

任，歷任會長慣例多由現任總統擔任。

李厚慶表示，過去文總隱身在街頭巷

尾，為了提高文總的能見度、成為臺灣文化與外交的推手，他不僅帶領團隊重新設計主視覺、

活化社群平臺，更嘗試串聯不同文化領域，包含藝術、音樂、美食、科技等。他強調：「臺

灣的文化能量其實很豐沛，一座小小的島便匯集了不同地形、族群與信仰。」 

 

去年國慶，臺灣掀起「橘色惡魔」旋風，身著橘色制服的京都橘高等學校吹奏樂部，受文總

邀請參與國慶演出。李厚慶坦言：「希望可以讓國慶好玩一點，吸引年輕人關注，認同這塊

土地。」除表演外，光雕展也是一大亮點，以巨型光雕投影在總統府建築上，用 12 分鐘再

現臺灣國寶級世紀經典畫作與電影，還透過八首歌曲向紀露霞、文夏及洪一峰等歌王、歌后

致敬。他認為國慶節目的意義就是要凝聚全民的向心力。 

 

此外李厚慶也分享，2018年元宵節時偶然去到馬祖觀光，見識了當地的「擺暝習俗」，為夜

晚排放供品祭神酬神的儀式。在與當地文化處交流的過程中，瞭解到馬祖地方政府希望能

「以文化立縣」，因此促成了「馬祖國際藝術島」的誕生。文總不但邀請藝術家駐點，更組

織當地居民一同參與藝術品製作。他希望這項計畫不只侷限在馬祖，於是便發起「島嶼味蕾

實驗室」，讓位在本島的店家創作特色料理，透過餐食傳遞馬祖故事給登島品嘗的旅人。他

也感慨：「是在地的土、外來的風，造就了馬祖特別的人土風情。」 

 

「你會看臺灣除夕節目嗎？」今年中華文化總會首創除夕節目《WE ARE我們的除夕夜》，

橫跨流行與古典音樂、舞蹈、馬戲、韻律體操、多元族群、網路創作者等約 30組演出團隊，

李厚慶提及，節目特別邀請 1350 組演出學生，讓大學生與藝人同臺合作，希望可以給新一

代舞臺。 

 

▶傳播學院院導師活動邀請中華文化總會李厚慶秘書長，分

享文化再創新案例（照片來源：傳播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318/part_14076_737596_7678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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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國際旅人深度認識臺灣，李厚慶受到來去羅浮宮住一晚的啟發，著手籌備「來去總統

府住一晚」活動，入住者在體驗的同時，也需要透過創意方案如影像、美食、社群等方式宣

傳臺灣。他舉例除了有來自韓國、日本的知名網紅外，還有一對在波蘭賣珍珠奶茶的夫婦，

「這樣的國際外交是無價的。」 

 

 學術與實務活動   國際事務學院 

•【東亞研究所訊】東亞研究所於 5月 3

日與俄羅斯研究所共同邀請日本法政大

學法學部國際政治學科熊倉潤教授，以

「《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要點

與特色」為題進行專題演講。由東亞研究

所鍾延麟教授兼所長主持。與會學者有：

俄羅斯研究所魏百谷所長、東亞研究所

王信賢特聘教授、黃瓊萩教授、薛健吾副

教授。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松

田康博教授也出席聆聽。 

 

熊倉潤強調其新著是臺灣第一本系統分

析中共管制新疆 70年歷程的專書，並在

演講中著重介紹蘇聯對新疆地區和中共對當地治理的重要影響和演變過程。他表示新疆受蘇

聯影響甚深，故地方菁英較傾向支持所謂蘇式的「共和國聯邦制」。中共建政後，先後於 1954

年建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1955年成立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前者是中共「去蘇聯化」的

具體實踐，後者則屬中共在民族自治區的政策規劃。他亦提到過往親赴新疆參與學術研討會，

並藉機實地走訪等情況。 

 

演講最後的問答時間相當熱絡，具體提問如有：蒙古與新疆兩地對蘇聯態度的比較和差異成

因；受中共提拔的維吾爾幹部政治立場的轉變問題；中共民族政策的新近變化和長遠可能影

響；哈薩克對新疆近況的反應，以及其與中共之間的雙邊關係等。熊倉潤皆予以仔細回答、

不吝分享看法。（摘錄自校訊新聞） 

 

•【國際事務學院訊】本年度第二次的「臺灣歐盟論壇」於 4月 28 日登場，以「歐元發展、

政治變遷與歐洲整合之未來 The Eurozone Economy,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為題目，探討當今全球局勢的大勢變遷與瞬息萬變。臺灣歐盟論壇

由臺灣歐洲聯盟中心、臺灣歐洲聯盟卓越中心、國立政治大學歐洲聯盟研究中心、國家圖書

▶主講人、日本法政大學法學部國際政治學科熊倉潤教

授。（照片來源：東亞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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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聯合主辦，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

務學院、中華民國歐洲研究協會及

國立政治大學歐洲聯盟研究國際學

分學程協辦。 

 

論壇由臺灣歐洲聯盟中心張台麟教

授擔任召集人，以法國名作家卡爾

的名言「Plus ça change, plus c'est 

la m ê me chose. （ The more 

things change, the more they 

stay the same.）」揭開了帷幕，並

為當今的國際下了精闢的註解。近

來不論東亞、東南亞、中東與歐洲

等地區，大小事件不斷、局勢看似瞬息萬變，卻萬變不離其宗地圍繞在俄烏戰爭後的國際情

勢，以及美、中、俄、歐政治板塊變動、全球政治風向轉換的雙元旋律上。數月以來，國際

局勢仍籠罩在嚴重通貨膨脹、經濟環境惡化與經濟增長放緩的陰影之中，帶來的除了財經上

的歐元區短中長期趨勢與全球儲備貨幣多元化等討論，伴隨而來的還有越趨頻繁的元首會面

與大國外交活動。在歐亞大陸兩端的東亞、中東歐與歐洲，正輪番上演著一齣齣的政治角力

大戲，為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增添了許多不確定因素。 

 

首先進行發表的是新世代金融基金會沈臨龍副董事長，以歐元視角分析近期的歐洲政經情

勢。如今的歐元區大環境，受助於因後疫情及俄烏戰爭導致全球供應鏈短缺的緩和現象，以

及經歷暖冬與開春後的能源壓力減輕，景氣技術性衰退的風險已經降低。但是，在美國聯準

會去年一年內的數碼的加息及美歐銀行業動盪的影響，短期內經濟成長仍舊緩慢，歐洲仍舊

籠罩在薪資壓力以及能源成本上升的滯後效果，限制了通膨回降速度。另一大重點在於全球

貨幣的勢力平衡，美元霸權不再一騎絕塵，歐元成為全球貨幣儲備的另一大可能替代方案，

目前歐元再價值儲備、資產計價、支付與結算工具仍位居第二。然而他認為歐元區在全球經

濟規模占比持續走低，加上人民幣的崛起，長期可能影響儲備貨幣佔比。且歐洲國家的通膨

問題、內需問題與債務問題，對歐洲經濟的長期發展增加了不利因素。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鍾志明副教授，以俄烏戰爭下德國外交與國防政策為題，探討

俄烏戰爭下最受影響的歐洲國家之一：德國。他先從歷史視角介紹德國對前蘇聯的外交政策，

並闡述東向政策如何影響後冷戰的德國外交直至俄烏戰爭的當下。「東向政策」在冷戰時期

由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布蘭德擔任聯邦總理時提出並奠定，該政策屏棄了主張對立的「哈斯坦

原則」，轉而積極與蘇聯和解。東向政策的出臺改善了德國與蘇聯的外交關係，更進一步促

成了兩德的和解與後來的統一，為終結歐洲的分裂貢獻良多。而這一政策在德國統一、柏林

▶論壇召集人張台麟教授，發表人：沈臨龍副董事長、鍾志明

副教授、張銘忠大使、林子立副教授、張孟仁副教授及與談人

李新穎副院長（照片來源：國際事務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713/part_14196_3228151_72170.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713/part_14196_3228151_72170.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713/part_14196_3228151_72170.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713/part_14196_3228151_72170.jpg


 

 

- 33 - 

圍牆倒塌、蘇聯解體後仍舊維持了與俄羅斯的對話與合作關係，即便在中間偏右的基民黨梅

克爾 16 年總理期間，也沒有制定新的對俄外交政策，即便她個人對普丁與俄羅斯採取了更

加嚴厲的批判觀點。因為德國的政治菁英與領導人們都認為，即便俄羅斯做出了種種惡劣行

為，但歐洲的安全架構必須包含俄羅斯而不是去俄羅斯。必須在維護烏克蘭的主權下，納入

俄羅斯進入歐洲安全架構，也因此影響了 2014年後，德國在俄烏衝突及明斯科協議中的立

場。但是，一切在 2022 年俄羅斯正式入侵烏克蘭後產生了歷史轉折，德國重新思考了對俄

羅斯的安全與國防政策，蕭茲總理推動了德國軍隊的改革，設立 1000 億歐元的國防基金，

減少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鍾志明認為德國安全政策及後續的轉變，是因為傳統上建立於錯

誤的認知和假設上，而因此姑息 2014 年來俄羅斯所犯下的違法事宜。因此他認為所謂時代

轉捩點只有在其影響跨越經濟、戰略和軍事的情況下才有意義。 

 

接續下來，由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張銘忠大使帶來「強權政治下的歐洲外交──俄烏

武裝衝突下的國際關係」。俄烏戰爭後，俄歐之間的安全概況已被打破，俄國與歐盟及北約

的對立局勢形成，北約除了再度團結以外，更使得芬蘭和挪威打破中立申請入北大西洋公約

組織。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這一年中對烏克蘭的援助有增無減，在軍費、軍火與戰略物資上

支援著烏克蘭，包含美國、英國、波蘭、德國都對烏克蘭提供數百億歐元軍援，使得烏克蘭

得以撐過俄羅斯的猛烈攻勢。另一方面，俄羅斯的戰略豪賭於地緣政治上似乎並無有效以武

力阻止北約東擴。而如今的態勢，不論聯合國、歐盟、歐安組織或是歐洲大國們皆無法有效

勸和。使得各界引頸期盼中國扮演居中調停的角色。 

 

大國戰略上，俄烏戰爭將俄羅斯與中國拉近了一起，俄羅斯有意聯合中國制美歐。而中國基

於傳統外交政策立場並未對俄羅斯進行譴責，同時也與烏克蘭接觸表達對雙方的中立立場；

經濟上，中國與兩個國家皆有大量的貿易往來，且都事關能源或工業原料等重大經濟利益。

且在美中衝突下，中國與俄羅斯的良好關係有助於解圍美國對中國的在外交上圍堵。中國為

了破防美歐的印太戰略連線，在其他地區、領域和不同國際行為者間做了許多外交行動。首

先是由巴西、俄羅斯、中國、印度與南非組成的「金磚五國」，近日包含金磚五國峰會、人

民幣結算等外交與貿易動作頻頻。再來是，中歐恢復對話，包含德國總理蕭茲、法國總統馬

克宏與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先後出訪北京，尋求政治與經濟對話，使得中國成功地分

散了美國欲以歐洲傳統盟友與印太戰略圍剿中國的攻勢，並逐漸奠定了全球新的多極霸權體

系。 

 

再來由東海大學政治系林子立副教授帶來「英歐和解與溫莎架構協議的意涵」。英國脫歐後，

英歐關係間最大的癥結點在於北愛爾蘭與愛爾蘭的邊界與海關問題，這個問題困擾了三任首

相，而最終在近期由新上任的印度裔英國首相蘇納克（Rishi Sunak）以「溫莎架構協議」軟

化局勢、達成英歐和解。新上臺的蘇納克政府面對的是一個內憂外患不斷地英國政局，內政

上經濟問題、失業問題、勞工問題、退休與養老金問題使得英國國內一片混亂、四處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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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上，英國需要穩定與周邊國家以及傳統盟友的關係以穩定國內政治，且即將來臨的地方

大選及國會大選對英國保守黨十分不利，為挽救民心蘇納克政府做出了許多努力。除了在外

交上恢復與法國、歐盟等友好關係，北愛爾蘭問題也盡力在維護耶穌受難日協議、北愛爾蘭

協議等架構下，以溫莎架構協議建立了雙軌系統，解決貨品與海關的稽查問題。且以英國皇

室名字「溫莎」命名，更是有意於以皇室名義團結大不列顛。 

 

最後，由輔仁大學義大利文系副教授兼主任與外語學院外交與國際事務學程張孟仁召集人，

以「梅洛尼政府的對外、對歐戰略：俄烏衝突、難民與印太」說明義大利新情勢。首先是義

大利梅洛尼新政府的俄烏政策與印太戰略。義大利因為能源政策依賴俄羅斯而在歐盟內成為

親俄先鋒，雖然在開戰後，義大利政府加入美歐的譴責行列對俄羅斯進行制裁並對烏克蘭進

行支援，但是在民意上，義大利人對於俄羅斯的批判不如其他國家強勁。2022 年 10 月義

大利新政府上臺後，內部對於俄烏的不同聲音仍然分歧。總體而言，梅洛尼支持「大西洋主

義」，目前支持烏克蘭的力道尚可稱大，但受到內部民意與政黨箝制。目標是著眼改善國內

經濟，並爭取烏克蘭重建。新上任的義大利梅洛尼政府的移民政策明確：打擊非正規移民、

協助外國人於義大利生活，並與其他國家達成移民與難民協議。義大利因地理位址身處地中

海，為北非、中東難民前往歐洲的前哨戰。梅洛尼總理認為，負責偷渡和讓船隻超載的人蛇

集團才是罪魁禍首。梅洛尼希望歐盟其他國家能接收更多移民者。最後，梅洛尼政府展開在

印太地區的活動，不管是經濟、半導體、軍事合作及軍艦東來，都可看出義大利有意在印太

地區發展，故提早佔據有利位置。（摘錄自校訊新聞） 

 

•【國際事務學院訊】中共近年逐漸加大

對我國軍事威嚇，在去（111）年美國眾

議長裴洛西訪臺，及日前「蔡麥會」時，

對岸二度啟動大規模圍臺、對臺軍事演

習，且在軍演後仍有大批軍機、軍艦在臺

海周邊活動。中共軍事力量的侵擾已成

為國人日常，成為必須面對、深思的問

題。 

 

因應近期情勢，國際事務學院特別邀請

到曾經擔任國防部戰規司軍事編裝處處

長，現任國防安全研究院特約研究員的

柯永森備役少將，以豐富的實務及學識

經驗，發表對臺海局勢、國內軍力運作、

國軍戰略計畫的分析與見解。 

 

▶國防安全研究院特約研究員、柯永森備役少將以實務經

驗與淵博學識為同學帶來精彩的演講（照片來源：國際

事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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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內容主軸有三：對臺灣處境的分析、國軍如何制定戰略與建構軍力、對於當前困境與未

來的規劃。首先柯永森回顧近代戰爭的演變，並指出科技不斷地革新，導致戰爭有更多的不

確定性，為此我們需要思考戰爭的慘烈。回到臺灣現在的處境，近期臺海局勢緊張，中共軍

機經常性擾臺、跨越中線，共軍更於 2023年 4月在臺海周邊模擬實施「聯合封控｣、「圍島

鎖臺｣軍演，他認為這意味共軍可能在策略上並用「首戰即決戰」與「長期作戰」，而面對這

樣的處境該如何調整國防組織、型塑未來全民防衛是思考的重點。 

 

在制定戰略與軍力建構，柯永森說明「止戰」意味著謹慎的戰略思維，備戰且能戰，但不求

戰，以積極的防守和建軍產生嚇阻共軍的力量。2016 年總統蔡英文將戰略構想定調為「防

衛固守，重層嚇阻」。重層嚇阻指的是透過臺灣海峽 180 多公里的距離打擊共軍，實際內涵

有「拒敵彼岸、擊敵海上、毀敵水際、殲敵灘頭」。柯永森說明臺灣本土需要銜接上開戰略，

故需要全民國防以提升後備與民防系統的完整性。接著他詳細解說國軍如何的規劃「建軍」。

國軍透過精算且多層面分析國力狀況、國際、區域情勢、敵情威脅評估，同時顧及財力、物

力、人力三方面的平衡配置，最終提出一套對兵力結構調整的方案。 

 

針對當前兵力結構調整的困境，柯永森指出幾點，像是少子化和高齡化，造成人力的缺乏；

先進衛星技術使戰場透明化讓臺灣更容易被封鎖，而造成補給線被切斷；國防預算無法滿足

建軍需求；武器裝備的研發或購買常無法如期到貨。面對這些困境，他進一步講解該如何處

理並為未來規劃，透過人民素質與民防實力的培養、善用臺灣海峽地形優勢、強化研發與國

防自主能力且刺激國內經濟發展、掌握不對稱以小損大的嚇阻力、強化速度與精準度等方式，

來打造出足以防衛國家的兵力結構和戰略。最後他認為國軍需要求新求變，揚棄老舊的組織

思維，並在軍事各層面進行整合，這些都是止戰的重要環節。（摘錄自校訊新聞） 

 

•【日本研究學程訊】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在進入 2023 年後依舊嚴峻，東亞地區更是多次出

現緊張情勢。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與台灣日本研究院、立法院亞東國會議員友好

協會共同主辦「印太與亞東變局下的日本研究：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交錯」國際研討會。

日本交流協會代表泉裕泰與會致詞時提到，現在國際社會正處於「歷史的轉換期」，身為民

主世界成員的臺灣受到全球關注，日臺關係的重要性也與日俱增。期待能透過類似的交流，

培育更多的臺灣「知日家」與日本的「知臺派」。 

 

臺灣民主基金會黃玉霖執行長強調，現在民主國家和民主價值正受到挑戰。共享民主、人權、

自由等普世價值的臺灣與日本，有必要深化與擴大各領域的合作關係。此次論壇結合大學、

智庫與國會的能量，形成新的互動模式，對臺日關係未來的發展，意義重大。關鍵評論網日

本版總編輯吉村剛史認為，臺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不僅是日本關注的重點，也是全球與區

域安全的核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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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亞東國會議員友好協會會長郭國文提出，在臺日具有高度共同利益的基礎上，未來可

共同針對「人道救援平臺」、「臺灣有事模擬平臺」上進行具體合作。臺灣與亞太國會新能源

推動聯盟會長鍾佳濱則是強調，臺日過去在美元、石油主宰的時代，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

未來是數位、新能源的時代，更需建立地緣經濟下的新互動模式。 

 

圍繞著「臺灣有事下的臺日關係」，前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兼原信克次長主張，在中國擴張

型崛起的國際情勢下，西方民主陣營正在展開新的同盟關係。日本與臺灣處於競爭、衝突的

最前線，必須透過軍事、外交、經濟、社會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力量，對中國進行「統合式嚇

阻」策略。對西方民主陣營而言，對中競爭的勝利，就是中國的民主化。日本東京大學法學

部教授遠藤乾強調，臺灣有事的可能性，可透過中國的意志、能力與獨裁程度來判斷。而未

來日本安全保障的重要課題，就是如何積蓄實力，善用日美同盟機制來應對獨裁國家──包

括北韓與中國。國際文化會館地緣經濟學研究所鈴木所長一人，則是聚焦日本經濟安全保障

議題，認為在自由貿易體制下的經濟安全保障有其界限。當代的經濟安全保障，是與同盟國

家、夥伴國家、民間企業共同合作，並結合經濟、技術、安全需求的動態議題。 

 

論壇特別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林超琦副教授、社會學系鄭力軒副教授、傳播學院陳聖

智副教授、日本語文學系金想容助理教授、國際事務學院石原忠浩助理教授等跨院、跨領域

的老師，擔任日本法律與政治、日本與國際政治經濟、日本經濟與社會等場次的評論人，以

民主供應鏈、經濟安全保障、日本政經社會情勢為主題進行學術討論。日本研究學位學程教

授、同時擔任台灣日本研究院的李世暉理事長呼籲，在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交錯下，臺灣

要有自己的地緣價值觀，例如過去幾年日本是在「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認識下，建立安

全保障與經濟安全等國家戰略。而臺灣則是應該認識自己的地緣價值，在重要的臺日關係中，

建立「日本有事即臺灣有事」的思考方式。（摘錄自校訊新聞） 

 

 

 學術與實務活動   創新國際學院 

•【全球傳播與創新科技碩士學位學程訊】全球傳播與創新科技碩士學位學程（以下稱全創

碩）於 4 月 17 日參訪業師合作媒體中央通訊社（以下稱中央社），該社新聞部副總編輯王

思捷（Chris Wang）也以「為什麼臺灣重要」（Why Taiwan Matters）為題，深入淺出與全

創碩學生探討臺灣故事的媒體傳播實踐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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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捷有近 30年記者的閱歷，也曾參與

中央社負責 TaiwanPlus 國際影音串流

平臺前導計畫的經營。他表示，「Why 

Taiwan Matters」背後代表意義以及受

重視的程度會隨著世界局勢的發展改

變。他透過自己的職涯發展歷程，分析近

年來臺灣在國際新聞上的形象。他提到，

過去臺灣會佔據國際新聞版面、收到大

量關注的議題，多僅止於地震、颱風等天

災訊息。然而隨著 2020 年前後因香港

抗議、中國習近平政權的外交政策，以

及多次共機繞臺等影響，臺灣更受到國

際媒體關注，更在 2022 年隨著時任美

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臺，來到注目的高峰，讓「Why Taiwan Matters」議題進一步躍上

國際舞臺。 

 

王思捷進一步分享對臺灣在地媒體機構角色的看法。他認為臺灣媒體肩負著多項任務，包含

報導在地與國際新聞、將臺灣的報導推向世界、對抗中共宣傳與假新聞等，因此，最重要的

是要鎖定目標受眾。他以 TaiwanPlus為例，說明原本該平臺的成立僅是作為網路媒體，但

後來除網路新聞外，也納入節目製作，雖然受眾更廣了，其定位與觀眾的培養仍非易事。王

思捷表示，將臺灣美好的一面如食物、人文、生活等面向推廣出去，在這些軟性主題的溝通

上最厲害的其實是 YouTuber。作為新聞媒體，製作類似風格的影片與 YouTuber 競爭是否

有效果，值得思考。此外，要宣傳臺灣故事，除了成就及正向面，其他寫實但不完全正面之

處，例如近日再度引起討論的行人地獄等交通議題，又要如何訴說，值得我們反思。 

 

全創碩同學針對王思捷的分享及臺灣英文媒體的現況也提出了若干問題。王思捷回應臺灣目

前具官方色彩的英文媒體，除中央社與 TaiwanPlus 外，還有《台灣光華雜誌》（Taiwan 

Panorama）；每日新聞部分則僅有私營的《台北時報》（Taipei Times）。其中《台灣光華雜

誌》由外交部出版，報導面向偏向政治宣傳，和其他媒體不同。他也提及現今中央社求才若

渴，更希望招募到新進記者具有英語能力、新聞背景與影片製作的能力。（摘錄自校訊新聞） 

 

 

 

 

 

 
 

▶全球傳播與創新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前往業師合作媒體中

央通訊社參訪，與該社新聞部王思捷副總編輯（後排中）

合影（照片來源：全球傳播與創新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77/part_14102_3683491_94376.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713/part_14196_3228151_72170.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713/part_14196_3228151_72170.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713/part_14196_3228151_7217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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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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於 4 月 18 日上午舉辦「解析蔡

英文總統與馬英九前總統出訪的後續影響」座談會，邀請專家學者對兩人出訪可能對臺灣外

交、軍事、選舉、兩岸、國際法的影響與後續效應，進行深入剖析。此場座談會邀請到國立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劉復國研究員、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馬振坤教授、國立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政治學系合聘教授陳陸輝主任、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

研究中心陳德昇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蔡季廷副教授擔任與談人，就各層面進行深入

探討。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訊】波蘭智庫波蘭東方研究所（OSW）所長 Wojciech Konończuk

等四位專家學者於 4月 26 日上午訪問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由國際關係研究中

心副主任黃瓊萩教授主持接待，席間就俄烏戰爭與美中臺問題進行熱烈討論。 

 

 

 

▶「解析蔡英文總統與馬英九前總統出訪的後續影響」座談會 

（照片來源：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 39 -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訊】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與政治學系、東亞研究所於 5 月

5 日共同邀請法國 CY 塞爾奇—巴黎大學張倫教授，以「從近期的馬克宏談話，馮德萊恩對

華政策說明，看當下的歐中關係及可能的走向——兼談歐洲對台政策」為題進行公開演講，

並由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寇健文主任擔任主持人。張倫教授提出目前世界格局正急遽變動。在

全球化與資訊技術的發展、認同政治的強化、文明範式的爭奪以及地緣政治競爭的趨勢下，

國際秩序面臨重大轉變與博弈。他認為歐盟作為多極政治的一極已經越來越活躍。針對此次

法國總統馬克宏訪中，張倫分析雙方主要圍繞烏克蘭戰爭的議題進行交流。馬克宏的目的即

是確保中國不會提供俄羅斯武器，而中國也希望歐洲在科技封鎖和臺海問題上能與美國保持

距離，雙方互有交換；然而，張倫也指出，不必過度解讀法、美分歧和歐洲內部分歧，其並

不會對整個國際局勢產生太大的影響。在臺灣問題上，馬克宏表示不希望目前的臺海事態演

變至需要歐洲國家站隊的情況。張倫認為此也正好顯示若未來臺海發生危機，法國必然與美

國站在同一陣線的政治邏輯。 

 

 

 

 

 

 

 

 

▶「地緣政治風險管理與挑戰」研討會（照片來源：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波蘭智庫波蘭東方研究所訪問大合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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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逐漸逼近，本學期開設的「跨界實驗室」以及「新媒體

創作思考」逐漸進入期末展演的規劃階段，本課程的三位授課老師皆有不同專長，心理、氣

味、身體等元素在課堂上化為一個個體驗，帶著學生了解自己、陪伴他人。也正是在如此有

趣的課堂中，學生能夠享受和自己對話的時間，也在當中播下期末體驗的靈感種子。 

 

數位內容與科技學士學位

學程吳彥杰兼任助理教授

在課程中引領大家進入元

宇宙的世界。從介紹遊戲內

容產業發展的脈絡、伺服器

引擎的概念、影片示範，到

協助同學利用 Roblox 平臺

完成遊戲專案，並以提案團

隊的角色向眾人提案。學生

們在吸收知識、實作、接收

回饋的過程中將學習到的

事物逐漸內化。 

 
 

▶張倫主講「從近期的馬克宏談話，馮德萊恩對華政策說明，看當下的歐中關係

及可能的走向——兼談歐洲對台政策」（照片來源：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學生觀看著別人的一週行事曆，嘗試理解、分析對方的需求（照片

來源：創新創造力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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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實務活動   人文中心 

•【人文中心訊】人文中心邀請畢生鑽研史學的各方大家，舉辦專題座談、分享學養經驗。

首先請到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曾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系主任的唐啟華老師，主

講中國外交史研究，共計六場次的演講。於 4 月 18 日以〈陸徵祥與晚清民國外交〉為題，

考察陸徵祥之於中國外交、近代中國與世界的互動。歷史學界的資深教師，其本身的教學及

研究歷程，就是歷史。一家之言難得，史識流傳更是可貴。人文中心也規劃會後將座談精華

彙 集 成 「 師 蒔 史 識 」 系 列 影 片 ， 上 傳 至 人 文 中 心 YouTube 頻 道 : 

https://www.youtube.com/@hrcnccu（註:「師蒔史識」有史家薪傳技藝之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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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將於 5 月 30 日於國立政治

大學資訊大樓 B1 演講廳舉辦「機器學習在人類研究的應用與省思」講座，邀請到國立陽明

交通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林慶波特聘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黃柏僩副教授與楊立行副

教授、國立政治大學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吳致勳博士後研究員演講，活動主要對象為對機

器學習分析方法及應用議題有興趣的教師、學生、助理及研究人員。報名網址：

https://is.gd/LD4Rlb 

 

▶吳彥杰兼任助理教授在課堂上給予學生回饋（照片來源：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 

 

 

https://is.gd/LD4R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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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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期出刊！主

題為「族語教材 20年」。教育部與行政院原住民族委

員會於 2002 年委託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纂第一套現

代化的族語教材，於 2006年完成九階教材編印，2010

年又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編纂四套族語補充

教材。為因應十二年國教，2020-2022年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持續委託國立政治大學編纂 10-12階教

材。110 期回顧族語教材推行 20 年以來所面臨的問

題與挑戰，透過當時參與編輯的人員來共同回憶工作

的甘苦與心路歷程，並邀集族語老師從自身的經驗來

探討族語教學的現況與困境，進而分析族語認證的推

動挑戰。各篇文章皆有助於讀者了解族語教材的發展

歷程與前瞻趨勢，同時紀念這 20 年來陸續參與這項

偉大語言工程的六百多位編輯人員，具有重大意義。 

▶「機器學習在人類研究的應用與省思」講座海報 

（海報來源：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110期《原教界》主題為「族語教材 20

年」（圖片來源：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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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訊】原住民族研究

中心於今（112年）年 3月舉辦「重返小

米世界」小米專題系列課程，特邀長期進

行民族植物之生物文化保存與復育推廣

的林志忠老師於 3 月 20 日至 5 月 29 日

於每週一夜間 6點準時開講為期 10堂的

視訊課程。內容包含演化、生態、穀稻競

爭、種原、風土、發酵、飲食、農事、歲

時、信仰、資產等 11 個主題，透過探索

小米的基礎知識與分享實際探查之經驗，

一同探究小米的生物課題與文化意涵，學

員對此反應良好，並積極與講師分享課後

心得，相關資訊已刊載於 110 期《原教

界》，歡迎有興趣的朋友一同進入小米的

世界。 

 

 

 

 

 

 

 

學術與實務活動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訊】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林振源主任於 4 月 23 日至 25 日率團參訪母娘

文化季系列活動，考察松山慈惠堂母娘文化季護國龍神祈福法會米龍開光大典，並與李瑞彬

總策畫長研議未來產學合作方向；進而率同國際學者、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研究生與公

視記者一行，對母娘文化季護國龍神祈福法會進行田野調查，並與道長、廟方代表舉行工作

坊交流座談。 

 

 

 

▶由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舉辦之「重返小米世界」海報

（海報來源：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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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一為法國高等研究學院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教授、左二為德國漢堡大學田海

（Barend. J. ter Haar）教授、左五起為中央研究院李豐楙院士、賴清德副總統、松山慈惠堂

郭葉子堂主、右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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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右一為松山慈惠堂李瑞彬總策畫長、中右三為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林振源主任；中左一為為德

國漢堡大學田海（Barend. J. ter Haar）教授、中左二為為華人宗教研究中心客座助理研究員蔣

馥蓁；左二為英國劍橋大學博士後研究員壽酣（Johan Rol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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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林振源主任於 5月 3日核心通識課程「生命探

索與宗教文化」，邀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張珣所長，進行專題講座「要人也要神：民

俗醫療與儀式分析」。從醫療人類學觀點解釋「文化」相對性，從「文化相對性」演釋出「醫

療相對性」，繼而說明人類學家如何研究民俗醫療與宗教醫療，並簡介臺灣多元醫療體系的

歷史成因及現況。然後以民俗醫療中常見的「收驚」與「栽花換斗」治療儀式，說明民間信

仰中的魂魄觀及身體觀。最後闡釋多元醫療有其相對性優點，呼籲政府、醫界與學界應正視

民俗宗教醫療之研究與對話。 

 

 
 

 

 

 

 

 

 

 

 

 

 

 

 

 

 

 

 

 

 

 
 
 

 

▶「要人也要神：民俗醫療與儀式分析」專題講座（照片來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