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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研究發展處 記者林亭、花清荷報導】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身兼副總務長職務

的吳秦雯，從事學術研究、教學工作之餘，也投入校方行政事務的推動，無論處於何種身份

或角色，她都採取開放心態並且樂意貢獻所長，並在繁忙的日常事務中，堅持對於研究的投

入與保持高度熱忱。她近期的研究計畫「全球化數位時代下基本權利之保障與挑戰：以災難

治理權力分立挪移下行政權擴大之控制可能與各級法院判決審查密度之比較與研析」榮獲

111 年科技部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個別型）肯定。此外，她在原住民族行政法的相關研

究，也同時獲得科技部計畫補助並有相當研究成果。 

 

保護還是限制？疫情下的政策反思 

 

此次優秀年輕學者獎的研究靈感，來自吳秦雯長年對於國家治理模式當中，不同權力機關互

動變化的深入觀察。一直以來，她關注個別基本權利在建立法制度框架後，如何於個案中被

法院審查與再建構，並比較不同國家之法院態度，試圖理解憲法基本權利之實踐途徑與差異

原因。也因此，她發現到即使個別國家採取的法律制度有所不同，但是因為全球化經濟密切

互動，加上氣候變遷的跨國性影響，導致對於相同權利類型之法制度與法院審查態度，似乎

雙棲災難治理與原民法規 吳秦雯的跨域研究經歷 

 

 

 

 

 

▶吳秦雯榮獲 111 年科技部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個別型）肯定，在原住民族行政法的研究，也獲

得科技部計畫補助（攝影：林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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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趨於「一致」的跡象；然而，全球化之深化卻因為突如其來的公共衛生危機而產生變化，

但巧合的是各國採取之防疫措施又有若干相似，則各國法院如何進行相關爭議案件審查，以

確保人民的基本權利不至於因為疫情而減損，相當值得觀察。尤其像是新冠疫情解封前，我

國政府大量使用電子圍籬，掌握確診者及接觸者隔離時的行蹤，儘管臺灣科技防疫成效斐然，

但是手機具備的高度便利性，讓她開始反思，究竟是否足以正當化成為災難來臨時，國家保

護或管制人民的嶄新手段。 

 

另外，臺灣在防疫時期，對佩戴口罩、舉辦聚會、隔離天數與施打疫苗等措施，也有嚴密

的規範與罰則，並且幾乎一視同仁毫無例外。因為各種防疫措施而權利受到限制的人民，

究竟是否會起而「對抗」政府措施，國家與人民之間的互動，以及國家限制或保護人民的

方法，啟發她的興趣與好奇，期望透過觀察爭議案件的審判，瞭解法院詮釋判決的方式。 

 

目前若干針對防疫措施的判決已經出爐，吳秦雯發現，法院多半偏向尊重行政機關，認為疫

情是非常時期，嚴格的管制有其必要，甚至認為人民有配合的義務。她推測這可能是疫情時

代的趨勢，也計劃之後將持續追蹤其他防疫行為的訴訟案，觀察法院的判決是否相似。針對

現行研究成果，已經有一篇發表於專刊，另外尚有一篇即將刊載於司法院行政訴訟的專書。

除了發表文章外，吳秦雯更關心這樣的趨勢是否未來會擴大影響政府權力部門之互動關係。 

 

單車騎進原民世界 推動行政法議題發展 

 

關注國家權力機關如何面對災難治理難題的同時，吳秦雯也對原住民議題具備高敏銳度。她

笑著回憶，參與在日月潭、恆春舉辦的單車活動中，她觀察到日月潭向山遊客中心坐落位置

可能與原住民傳統領域有關、行經公路旁的原住民部落，裡面的原民孩子跑出來熱情揮手，

讓她感受到原住民的可愛與

真誠。當時她將欣喜又複雜

的心情分享在社群媒體，她

的大學同學、現任國立東華

大學法律系蔡志偉系主任看

到後，向她提議共同合作原

民相關計畫。 

 

蔡志偉告訴吳秦雯，過去鮮

少有行政法學者從公法角度

探討原住民議題，成為她在

這項領域的研究動機。一直

對弱勢議題深感興趣的她，

▶吳秦雯曾於 2018 年獲得資深優良教師（攝影：林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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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政府雖然已經施行許多原住民補助、平權措施，但因為歷史與文化因素，在社經條件上，

他們還是相對弱勢的族群，也因此讓她開始深入探究原民法制的規劃與設計。 

 

吳秦雯提到，許多原住民法是針對原鄉設計，並想像原民是群居在偏遠的部落裡。然而，現

今有超過一半的原住民身在都市，他們無法依照現行法制成立部落、各自分散在不同地區，

現行法規不適合他們，政府的調整也有限。她強調，原住民不單純只是血統的傳承，更重要

的價值是認同與文化；而都市原住民很容易流失傳統文化，法律卻沒有與時俱進，是亟待解

決的問題。 

 

除了獲得國科會計畫補助研究外，吳秦雯也在臺灣原住民族發展學分學程開設「原住民族行

政及法規」課程，透過教學發展中心教學實驗計畫之挹注，她與新店溪的都市原住民部落—

—溪洲部落合作，以該部落為研究對象，檢討現行原住民行政法的不足。透過實地訪查、課

程引導與師生討論、分析，發現原住民教育、土地利用等相關法規都有待改善之空間，她也

藉此讓同學思考，政府該如何修法以符合都市原住民現況。 

 

學生期末報告精彩 通識教育成果豐碩 

 

除了在法律學系、碩士原

住民專班教課外，吳秦雯

也開設過七次社會核心

通識「法學素養」。核心通

識每週授課時間為三小

時，其中一小時是討論

課，由助教帶領同學進行

思辯，主題的設定便顯得

格外重要。為了提升學生

專注度與參與度，她每次

開課都會調整課程內容，

「對我來說，這堂課就是

要設計，抓住大家感興趣

的法律議題，討論它背後

的價值。」 

 

她將學期的四個月各拆成一種主題，分別講述轉型正義、刑事模擬法庭、校園法律議題及時

事法律議題。此外，她過去還會帶學生參訪監獄及看守所，近年則受經費影響，改為參訪景

美人權園區與法院。她認為，參訪的經驗帶給學生強烈的衝擊，也激發了他們對社會議題的

▶吳秦雯將學生贈送的生日卡片及教師節卡片，整齊地懸吊在研究室

書桌旁（攝影：林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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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修習此門課的同學皆非法律學系的學生，但精心安排的課程下，都繳出令人驚艷的作

品。 

 

此外，吳秦雯教授法律系課程也頗有心得。她赴法國艾克斯馬賽大學攻讀法學博士時，發現

相較臺灣的法律教科書常出現外文、引用外國文獻，法國則強調當地歷史如何影響現在的社

會與法律。這使她體悟法學雖然有其全球性，但仍與當地風土民情、民族人群密不可分，也

影響到她的教學理念，認為法學研究不能忽略當地文化脈絡。 

 

見證政大環境更迭 鼓勵學生跳脫框架 

 

從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碩士班畢業，修讀完博士後再返回母校任教，吳秦雯與政大的牽絆其

實自幼就開始。她的父母都是政大校友，常帶她回政大玩，看著政大硬體、校風改變的過程，

令她感到相當有趣。 

 

她提到，以前政大的黨校色彩鮮明、校風保守，同學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較低，但現在這些

氛圍都已消失。這些顯著的轉變，代表學生更注重獨立思考，也不容易受政治因素影響，是

她所樂見的。 

 

吳秦雯也認為，大學是人生中的重要階段，建議同學勇敢跨域學習、參與不同的社團，探索

自己的興趣與潛能。此外，她也期許同學具備全球移動的能力，精通英語並學習第二外語，

「多接觸不一樣的人、事、物，才能打開自己的世界。」 

▶吳秦雯對政大有著深厚長遠的情感。她目前擔任副總務長一職，平時常在行政大樓

辦公（攝影：林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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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校內外學術研究補助與獎勵 

 各單位或教研人員如需申請學術研討會、研究團隊、學術性專書及校外各項補助案學校配

合款等補助者，務請分別於本（1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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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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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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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臺印（NSTC-DST）雙邊協議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112 年 7 月 25 日（二） 

 下午 5 時 

113 年「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  112 年 7 月 25 日（二） 

 下午 5 時 

113 年度「全國性學術團體辦理學術推廣業務計畫」補助申請案 

 

 國科會截止收件時間 112 

  年 8 月 2 日（三） 

113 年度「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產學小聯盟）」  112 年 8 月 28 日（一） 

 下午 5 時 

2024 年臺西（NSTC-CSIC）雙邊合作計畫人員交流計畫  112 年 9 月 11 日（一） 

  下午 5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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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計畫徵求 

 

 

學術榮譽 

 恭賀國立政治大學 112 年 5 月收錄於 Scopus 資料庫之師生論著共計 40 篇，文學院 5

篇、理學院 7 篇、社會科學學院 5 篇、商學院 7 篇、傳播學院 3 篇、教育學院 3 篇、資訊

學院 10 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1 篇、台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 1 篇。請參考以下網址：

https://reurl.cc/gD2vYV 

 

 

國立政治大學 111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 

 

 國立政治大學 111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得獎名單揭曉，共有 8 位師長獲頒研究特優獎，分

別是哲學系林遠澤特聘教授、心理學系游琇婷教授、經濟學系黃柏鈞副教授、國際經營與貿

易學系譚丹琪特聘教授、阿拉伯語文學系蘇怡文副教授、傳播學院林翠絹教授、林日璇特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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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年度「臺美奈米材料基礎科學研發共同合作研究計畫」構想書  國科會截止收件時間 112 

  年 10 月 12 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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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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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年榮總台灣聯合大學整合型研究計畫 臺北榮民總醫院  112 年 7 月 17 日 

  止 

https://reurl.cc/gD2vY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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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教育學院侯永琪教授（依單位、職稱及姓名筆劃數排序），另有 25 位獲頒研究優良

獎，本學年度獲獎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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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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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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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與實務挑戰-兼談易受傷害族群」，吸引校內外師生共計 72 名參與講習，講課內容豐富、

條理清晰，讓與會師生來賓深感收穫豐碩。 

 

 學術與實務活動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訊】文學院中文寫作中心5月16日邀請聯經出版總編輯、「故事StoryStudio」

涂豐恩創辦人，主講「AI 時代的人文逆襲」。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畢業，並取得哈佛大學

東亞博士的他，除了講述人文學科在 AI 時代的積極意義，也分享他獨特的求學、創業經歷。 

 

涂豐恩創辦人在開場時提到，演講標題後面應該打個問號，因人文學科本就是個不斷質疑的

學問，學生想得比較多，不像理科

一次專注於解決一個問題。那麼，

AI 日漸風行的未來，將會是什麼

景象呢？《成為新人類》中提及，

未來社會將會趨向「VUCA 化」：

亦即不穩定、不確定、複雜、曖昧

為本質；以及經驗、預測、最佳化

的無價值化：過去的經驗、對未來

的預測、最好的答案，都變得不重

要，或沒有用。如同 2019 年沒有

人預測到疫情的發生，一年前也
▶涂豐恩分享求學與創業經驗（照片來源：中國文學系） 

▶研究發展處辦理 112 年第二場研究倫理教育訓練講座（照片來源：研究發展處）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239/part_14262_5117434_82162.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239/part_14262_5117434_8216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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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料想到 ChatGPT 的流行。《AI 世代與我們的未來》中指出，AI 可能會與人類的智慧

並駕齊驅。到時候，人類生存的意義是什麼？AI 會拯救我們還是毀滅我們呢？ 

 

涂豐恩創辦人指出，先不論 AI 對人類文明帶來的是拯救還是毀滅，人文學科在未來扮演的

關鍵角色就是「價值判斷」。科技不能單獨存在，需要人文素養的介入才能恰如其分。接著，

涂豐恩創辦人介紹自己大學以降的求學、創業經歷。從商學院轉到歷史學系、研發替代役的

經歷、創業過程、到美國哈佛唸博士班等，得到「所有事情通常都不在計劃內」的發現。 

 

諸如哈佛時期意外選修德文、越南文，或是離開商學院卻創辦「故事」並開始經營等，不僅

是從未預料的事情，也不是以「有沒有用」這個基準而為之。所以，過去如此，未來也一樣。

儘管科技如何日新月異，仍然有不變而值得追求的東西，儘管學習需要時間與耐心。 

 

人文學科絕不是無用的學問。如 ChatGPT 的翻譯功夫儘管再厲害，如果使用者不會語言，

也就無從判斷它的表現正不正確。千百年來持續的文學、哲學、美學等，並不會因為科技進

步而消失。反之，這些乍看之下無用的學問，正是如何適當運用科技的一個重要判斷力。 

涂豐恩創辦人所創辦的「故事」是以歷史人文為核心的新媒體。堅持內容的品質，傳達歷史

的魅力，有幾個層次：一、將無窮的有趣故事說給大家聽；二、在被資訊淹沒的時代，提供

受眾脈絡、深度可靠的知識；三、歷史幫助我們透徹地觀看當下，並想像未來。虛擬實境將

是未來的趨勢，然而科技即便可以做到「虛擬」，但是實境的逼真度，也就是內容，仍然需

要人文學科的投入才有辦法細緻化。諸如《返校》遊戲的製作，需要高度歷史素養；未來各

種歷史劇的擬真互動，也需要精細考據。這些都是人文學科大展長才的範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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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經

歷高成長階段，就沒有高所

得的經濟體，但高成長又如

何達成？亞洲四虎之一的

臺灣，高成長啟動引擎究竟

是什麼 ? 社會科學學院

PPESA 人文領袖榮譽學分

學程本學期壓軸跨領域對

談講座於 5 月 23 日第三次

邀請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吳聰敏名譽教授，接續前次

▶臺灣經濟史 400 年的第三部曲，談 1950 年代以來的經濟發展（照片

來源：社會科學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498/part_14312_8907943_92828.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498/part_14312_8907943_9282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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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的餘韻分享其最新研究心得。對談人邀請到社會科學學院公共行政學系民主治理專家陳

敦源教授，帶領滿堂師生回到 1960 年前的臺灣，進行經濟與政治的對話。 

 

吳聰敏名譽教授強調，數據顯示 1960 至 2000 年間，臺灣經歷持續 40 年的高成長，舉世

罕見。許多文獻肯定 1960 年代前臺灣財經官僚在經濟政策制定上的貢獻。然而他卻從史料

與數據中發掘出不同的解讀，指出美援及伴隨美援的美方政策建言，可能才是啟動臺灣高成

長的關鍵因素。1950 至 1965 年間的美援，改變了臺灣的制度。他分析 1950 年的政治軍

事緊繃下，臺灣堅持經濟管制，面臨惡性物價膨脹、貿易逆差與高失業率。對駐臺執行美援

的美國安全分署而言，美援填補財政赤字穩定物價後，應以出口縮減貿易逆差。但國民政府

卻選擇進口替代，發展紡織業之餘，管制進口及匯率。 

 

數據顯示，以進口替代縮減逆差的策略顯未奏效，新臺幣被高估，紡織品無法出口。然而，

1960 年代初期，紡織與電子產品相繼啟動出口，造就穩定貿易順差及高成長。何以認為這

並非國民政府財經官僚之本意？1950 年代美國安全分署安排經濟顧問團來臺提出匯率改革

建言，而深信經濟學說的新分署長郝樂遜（W. C. Haraldson）亦建議減少國防支出，並增

加儲蓄。然而當時皆未獲臺灣當局採納。直到尹仲容重回政壇，為爭取美援之延續，才開始

選擇性接受郝樂遜著名的「八點財經措施」建議，提出加速經濟發展計畫大綱。即使國民政

府並未全盤接受美國獻策，但其中控制軍事預算、匯率、貨幣、稅制等有利出口導向之基礎

條件，則成為 1960 年代後國際電子廠商投資臺灣的重要利基。 

 

對談人陳敦源教授以政治學的方法切入吳聰敏教授的研究，指出政府官員從上到下的決策，

無論是否民主，仍須有正當性基礎。從政治經濟學對英國財經與民主發展的解讀觀察，統治

的邏輯也同樣在當時國民政府是否接受美援時代美國建言中展現。經濟治理得當，社會控制

就有正當性。然而一開始國民政府不能接受經濟思想治理，就錯失良機。治理邏輯、自由經

濟與社會控制之間的拉扯，可能是經濟學較少納入討論的面向，卻可能是故事走向的關鍵。

而從國際政治研究觀察，美援可謂地緣政治的控制工具，在符合美國利益下的前提下行動。

包括對臺財經建言，也是以美國自身的尺規加以衡量。美援為何意圖啟動臺灣經濟成長？恐

怕是尚待回答的議題。吳聰敏教授也同意陳敦源教授所言，認為歷史研究最怕後見之明，惟

礙於可得資料不足以證明因果關係，目前只能以正相關的方式證明推論並非謬誤。（摘錄自

校訊新聞） 

 

【國家發展研究所訊】國家發展研究所於 5 月 22 日邀請到沃旭亞太區企業永續李之安資

深經理分享如何「用對的方式來建造綠色能源」，他認為在今日的社會中，像是太陽能電廠、

離岸風場該如何永續共存，總會引發民眾廣大的迴響、討論，該如何在施工前降低對生物多

樣性的衝擊，是民眾最關心的事。 

 

李之安經理曾在國際環保組織工作長達六、七年的時光，中間還歷經了 2017 年電業法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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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沃旭能源的原因，他表示主要希望能累積更多實務經驗。該公司在做業務開展的同時，

一樣關注社會永續，始終強調科學性，確保在科學的基礎，去評估對環境與生物多樣性的衝

擊，在最低程度的情況下，減輕擾動的幅度，去恢復、去增加生物多樣性的做法。因為，文

明社會與自然永續必須並存，該公司持續用行動證明，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育絕對能共存共榮。 

 

李之安經理指出，儘管該公司在今年下半年決定開發澳洲市場，但同時仍然在臺灣持有許多

離岸風場，例如：苗栗、臺中以及大彰化等地，每一個離岸風場也都有多位同仁與工程師駐

點持續建造風場。他以實例說明，離岸風場並不只是不停提出一個又一個的競標申請書而已，

這個過程相當複雜，如何考慮當地的地理因素？如何搭配專業技術？如何與各類環保、保育

組織、各式利益團體、在地居民和供應商去溝通、協商？永續能源開發商必須盡可能去瞭解

每一位利害相關人的需求是什麼、要如何管理？不是只停留在法規上的討論而已，還要更進

一步思考如何為在地社區帶來的正面效益？如何在能源供應、環境永續與企業利潤中取得最

適化的發展？才能一步一步完成這個規模浩大的工程，這個過程相當不容易，但是相信以人

類的智慧，能源安全與生物多樣性是可以兼顧的。 

 

講座的尾聲，李之安談到綠色能源產業雖然對於亞洲各國來說是一個新興市場，臺灣的綠能

發展起步算早，前途發展令人期待，近年來，像中國、日本、韓國等國，正在急起直追，甚

至隱約有成為亞洲發展綠色能源領頭羊之姿，臺灣更應不落人後，積極落實產學合作，持續

培育本土人才及廠商，未來仍可成為離岸風電產業製造、人才的贏家。該公司的目標不只是

在臺灣，而是期待未來全世界的能源都能由綠色能源來驅動，讓整個社會淨值是正面的。（摘

錄自校訊新聞） 

 

 

 

▶國家發展研究所林義鈞所長（左）致贈主講人沃旭亞太區企業永續李之安資深經理（右）

紀念品（照片來源：國家發展研究所）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495/part_14321_5700401_15004.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495/part_14321_5700401_15004.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495/part_14321_5700401_1500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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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研究所訊】國家發展

研究所積極培養學生對國家發

展與國際發展建立理論與實務

的連結，邀請世界展望會分別於

5 月 23 日以中文、6 月 1 日以英

文進行兩場實務演講，為國家發

展研究所、應用經濟與社會發展

英語碩士學位學程、亞太研究英

語碩士學位學程等系所學生帶

來第一線國際發展工作經驗分

享。 

 

第一場演講由台灣世界展望會國

際事工處吳正吉主任，分享「第三部門 Can Help？談國際援助的永續性」。吳正吉從 2000

年到非洲塞內加爾學法文談起，當時看到塞內加爾人種高大、漁獲多等面向，挑戰了他對非

洲的刻板印象，後來先在布吉納法索擔任水利工程師六年，參與國合會開闢 2000 公頃水稻

田、化荒漠為良田、凸顯臺灣價值的援助方案；2007 年之後開始任職於世界展望會，在馬

利、尼日等國遇到各種語言及環境挑戰，得過三次瘧疾，也看到援助需求無止無盡，資源卻

不足，又因同時有其他政策，難以呈現援助方案的具體成效，此外大部分臺灣親友不瞭解國

際援助工作在做什麼。 

 

究竟國際援助有沒有效果，吳正吉表示需要觀照不同觀點：政府、NGO、捐款人、受益者對

此問題可能都有不同解讀。台灣世界展望會屬於第三部門（或稱志願部門，Voluntary sector）

於 1964 年成立至今已第 60 年，從一開始為受助國，到 1992 年轉為資助國，臺灣透過展

望會資助的國內外兒童數已突破 20 萬人，國內約佔四成、國外六成。聚焦於兒童福祉，工

作概念從關注兒童個人、著重育幼院式的機構關顧，逐步轉為協助家庭、社區乃至於區域的

轉型性發展。除了長期的轉型發展，也透過緊急救援與倡導，回應近年來國際上 3C （Conflict, 

climate, COVID-19）的挑戰。 

 

吳正吉舉 1990 年代盧安達民兵屠殺為例，數百萬人被屠殺、流離失所，雖然聯合國安理會

成立國際刑事法庭，但直到 2015 年才起訴 93 人，整個國家需要很多認錯、和解與重建。

除了政府廢除族群標籤，也趁著國際援助推行免費教育、英語教育，並提供免費領取愛滋藥

物；展望會則於前期提供難民服務、失聯兒童尋親服務，2000 年以後，在該內陸國家推動

學校屋頂集水讓大家洗手、推行社區和平倡議等，並協助傳統文化的保存，於演講中播放盧

安達愛滋遺孤所跳的英雄之舞。目前盧安達有比鄰國相對低的貪腐程度，較高的女性議員比

例，推行英文教育、全民健保、不使用塑膠袋等政策。他也分享展望會在柬埔寨貧民窟的婦

▶台灣世界展望會吳正吉主任分享世界展望會實務工作方法（照

片來源：國家發展研究所）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536/part_14418_9358778_27413.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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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儲蓄團體，以及在菲律賓南部回教自治區，向原本不是窮人的難民提供協助之實務經驗，

開展國家發展研究所師生的眼界。 

 

第二場演講則由台灣世界展望會國際事工處亞洲中東東歐組徐育園組長，分享「Urban 

Poverty and Inequality」。他首先挑戰聽眾思考「完整性（Fullness）是什麼？」接著對於

貧窮、不平等、脆弱性等核心議題進行深度解說，提醒同學透過觀察、評估，進一步思考如

何回應，並分享展望會在孟加拉首都達卡協助建立平臺，與 20 個國際 NGO 對話的經驗。

為使聽眾親身體驗社會不平等現象，他透過「Privilege Walk」活動，讓在場師生根據本身

的優勢與弱勢，向前或向後跨步，親身體驗到在相同的起點下，如何因為各種優勢與弱勢條

件不同而產生的差距。 

  

講座的後半部分，徐育園亦透過視訊連結了世界展望會柬埔寨分會，由柬埔寨的主管詳細介

紹當地針對都市貧窮的工作內容，並透過現場直播展示當地的實際生活情況，讓學生們有機

會直接目睹東南亞的貧窮狀況。（摘錄自校訊新聞） 

 

 

 

 學術與實務活動   法學院 

【法學院訊】國立政治大學法律與社會研究中心成立後的第一場大型學術會議「法律想像：

跨界、跨域、跨文化的盲點與突破」，於 5 月 12 日至 13 日登場。會議由中心主任王曉丹教

授策畫，並結合 2023 年台灣法理學會年會，以及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共同辦理，與會

者來自法律、政治、哲學、史學、社會、民族學各領域，針對當前臺灣法律與社會的時代議

題，展開跨科跨界的交流對話。 

 

此次會議規劃六大主題及一場專書論壇。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許政賢院長開幕致詞時表示，

大會的多元主題都很有社會現實感，讓人感受到超越過往法理學侷限的潛力。台灣法理學會

簡資修理事長也說明了大會主題的緣起與會議規模的空前盛大。隨後開始第一場發表，由東

吳大學法律學系張嘉尹特聘教授與輔仁大學法律學系鍾芳樺副教授發表盧曼法社會學的研

究心得，並與評論人中央研究院陳弘儒研究員及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阮曉眉助理教授

對話。張嘉尹特聘教授從系統論角度提出他對跨界跨域的思考，認為不會有一體性、整合性

的法學存在，脈絡必然是多元的，系統間透過結構耦合相互影響，也進行過濾排除。鍾芳樺

副教授回顧德國學術史上問題思維與系統思維之爭，指出系統論並不是絕對自主論，仍然有

環境開放性，重點在於理解系統的功能是對現代社會複雜性進行篩檢與決斷，避免陷入目的

理性無限因果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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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發表主題是移工移民的法政哲學。在報告及與評論人東吳大學政治學系陳俊宏教授的

對話中，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林佳和副教授闡述了不宜直接將國際人權公約當作優先文本來

進行內國法上移工人權的判斷，而應從相對普世性的角度，將動態與靜態間的社會權力關係

納入考量。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系黃雅嫻助理教授則從法國的博愛立國精神切入觀察移民問

題，她區分了單向利他與互惠接納，並梳理從柏拉圖、卡爾史密特到德希達對於友愛與共同

體的思考，及其與民主的關係。 

 

下午兩個場次安排原住民族主權與法律議題。首先由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石忠山教授

從法律多元主義出發，談國家主權與原住民族人權保障，他指出我們應認清原住民族自然主

權及司法有必要向多元主義轉型，但當前仍須面對國家是主權擁有者的現實。評論人國立清

華大學黃居正教授則呼籲唯有具體進入每一個原住民爭議的田野脈絡，才能真正建立法律多

元。接續報告的是國立東華大學法律學系范耕維助理教授與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林俊儒博士

候選人，兩人合作對原住民刑事判決中的文化抗辯狀況進行實證分析，指出法官只在法明文

除罪化的類型中會做出無罪判決，其餘最多只在量刑範疇處理，這反映出法律表面上的放寬，

反而實質限縮了法官對文化抗辯的想像。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謝煜偉教授於評論時則提出更

基進的刑罰廢止論/無審判權論，將紛爭定義的話語權還諸原住民族。 

 

 

 

 

▶會議與會人員合影（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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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由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楊雅雯助研究員與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王曉丹教授進行

發表，兩位老師都把論述目標直接對準殖民與解殖。楊雅雯助研究員爬梳了三種殖民不義理

論：世界主義觀的政治宰制論、個人主義觀的惡劣治理論，以及集體主義觀的領土掠奪論，

並認為政治宰制論可能較好地凸顯了墾殖的不正義，但應留意這當中也蘊含了複刻墾殖者

「平等公民」清除邏輯的同化危險。王曉丹教授提出「敘事」的重要性，公平正義就是一套

關於發生了什麼、我們如何處理的敘事，因此運用一套反敘事就是重要的解殖方法，特別是

相對於單一均質主權及他者敘事的交疊管轄與賦權反敘事，同時也應將過去剛性的法律觀轉

進為韌性的法律觀。評論人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官大偉教授認為王曉丹教授的論述正好回

應了楊雅雯助研究員的叩問，墾殖者後代開啟的政治協商未必只能是單向同化的，而是也能

夠在多重、有孔隙的法律地景中進入原住民的土地親密政治。 

 

第二天會議從法院與民眾法意識的議題開場。第一位發表人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許家馨

研究員分析了臺灣法院歷來面對社會抗爭事件的五種反應模式，指出太陽花相關判決片面強

調法治對抗國家的垂直意涵而忽略共同體團結的水平共生意涵，並且混淆了合法性與（政治）

正當性，使得這種「裁決變革模式」落入處罰特定觀點及將例外情況日常化的法治危機。接

著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王正嘉教授報告其參與國民法官制度推行的研究經驗，並且介

紹了各種對於國民參審員的法社會學實證研究，例如評議室內的社會影響力、法意識的變化

等，期許後續研究者能在這些基礎上推進成果。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劉宏恩副教授的評論意

見聚焦在幾個疑義上，包括誰是司法信賴的主體（旁觀民眾或訴訟當事人）？國民法官裁判

品質？等等。主持人國立政治大學蘇永欽講座教授以身為制度推行者的經驗補充說明：國民

▶原住民族法律場次，探討殖民與解殖議題（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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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目的既非民主亦非裁判品質，而是讓民眾一輩子至少進入法院一次，知道法官在做什麼，

建立對司法文化的認識，提升低迷的司法信賴度。 

 

會議第六場主題為法律移動。國立臺北大學駱怡辰助理教授從學術 vs. 實務的話語權競爭

角度，重新詮釋法學者提出法律漏洞概念的動機，同時也質疑向來習於將外國法作為填補漏

洞的非正式法源之做法，恐將面臨逸脫在地性與壓抑在地性的雙重問題。接續法律移植主題，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陳韻如副教授以日治時期臺灣法律人林呈祿彈性靈活地在外來與本

土家庭法制元素間挪用重組做為例子，說明法律移動過程中的繼受與創造性背離。評論人陳

冠廷看到兩篇文章中潛藏的對立論點，從選用外國法一會兒是修辭伎倆一會兒又是進步價值

的矛盾中，凸顯比較法的難題就在於有沒有可供判斷好壞的共通標準？ 

 

下午第一場安排特別的專書論壇，邀請最近兩年間出版的基礎法學專書作者或主編進行簡介

與對話。王曉丹教授談到其主編的《法律有關係：法律哪裡來？怎麼變？如何影響我們生

活？》是臺灣第一本法律與社會研究指南，各領域研究者分別貢獻了珍貴的文獻地圖與分析

指引。簡資修述說其將近年撰寫的論文集結成《如何法律，怎樣經濟》，著重於闡揚不同於

主流工具性與政策性經濟分析的法律經濟學方法論。中央研究院黃丞儀研究員娓娓道來其長

達六年才完成的英語書籍《Constitutionalizing Transitional Justice》主編經驗，這是一本

少見從憲法角度探討轉型正義的跨國論文集。許家馨研究員介紹他主編的《Human Dignity 

in Asia: Dialogue between Law and Culture》，主旨則是從跨科跨國跨文化的視野探索亞

洲地區的人性尊嚴法制狀況。 

▶蘇永欽講座教授主持「法院與民眾法意識」場次（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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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個主題是關於傳統與現代法律，共有四位作者進行發表。來自國立清華大學的法律與

社會研究中心蔡博方考察晚清至民國的宗教法律爭論與變動，藉此映照出法律文化與法律想

像之間的落差或張力正是觀察西方法與傳統法如何交織在當代法制中的關鍵。輔仁大學法律

學院的江存孝助理教授分析日治時期臺灣民間「拈鬮分產」的習慣被轉譯成近代歐陸民法概

念的情況，呈現漢人固有法律難以逆轉地被收編到近代民法體系的過程。另一位專研法制史

的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黃琴唐助理教授，探討司法從準情酌理到依法裁判的典範變遷，在

1949 年之前的司法裁判整理中發現「情理」的運用情形可分為法律授權下的、事實認定中

的以及調整替代法律的三種類型，尤以事實認定中使用最多。最後一位發表人國立虎尾科技

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李玉璽教授考察中華法系流通地區的諡號制度之流變，從清代之前珍貴的

賜諡到民國之後日漸普及的褒揚令，一直到今日線上即可申請的總統、副總統電子題詞與輓

額，呈現了制度象徵的時代變遷。 

 

「法律想像」研討會經過了兩天九場緊湊、多元又豐富的對話，在依依不捨中落幕。簡資修

理事長盛讚王曉丹教授為法理學會年會樹立了新典範，多位與會學者也紛紛對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與社會中心此次展現的會議籌辦品質給予高度讚許。在道別聲中，這場學術盛宴的充沛

能量彷彿伴著所有與會者堅定地踏向未來。 

 

 

 

 

▶專書論壇，由左至右分別為王曉丹教授、黃丞儀研究員、顏厥安教授、簡資修理事長及許

家馨研究員（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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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訊】法學院刑事法學中心 5 月 18 日邀請長期投入關於家庭內所發生各種犯罪之

研究的日本立教大學法學部教授深町晋也，以「児童に対する性犯罪について（對於兒童的

性犯罪）」為題進行演講，並由法學院黄士軒副教授擔任翻譯人。 

 

在刑事法學中心主任謝如媛致詞揭開序幕後，深町晋也首先向同學們介紹日本於 2017 年修

正刑法增訂第 179 條監護人性交、猥褻罪的規定，在「現正監護未成年人」而乘其影響力

對未成年人為性交（或猥褻）的這點上，與我國刑法第 228 條的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或

猥褻）罪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且在日本國會中也正在審議第 176 條強制性交、猥褻罪的修

正案。 

 

接著深町晋也分析日本監護人性交、猥褻罪的現狀與課題，在該罪增訂後可認為是處罰家庭

內所發生對於兒童性的虐待的規範，而其保護法益的討論上，日本國內存在將其理解為（與

強制性交、猥褻罪相同）是對被害人性自主侵害的犯罪以及本罪除了保護被害人性自主決定

外，同時也保護被害人的健全成長、發展或使其陷入危險的犯罪，兩種不同的見解。至於該

如何思考本罪法定刑同於強制性交罪這樣的重罰化規定，若由德國在 2021 年大幅提高對於

兒童實施性行為犯罪的法定刑的修法理由中，指出「對於兒童的性暴力可能造成被害兒童終

其一生的創傷」，這樣觀點得到的啟發，可以認為，日本監護人性交、猥褻罪，除了在保護

被害人的性的自由外，應該求諸居於監護人地位者，透過違背其信賴的方式，使得被害人的

健全成長、發展受到阻礙，此也作為本罪固有的重罰化根據。 

 

▶現場來賓提問（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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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深町晋也也進一步介紹，日本強制性交、猥褻罪的修正經過，在同意性交的年齡提高以

及行為人與被害人間須有一定年齡差距的要件理解上，他也認為應該以保護兒童的健全成

長、發展的立場來思考，解釋兒童對於性行為的同意可能，以及在對等關係下，特別是青少

年間由戀愛而生的性行為，應排除於處罰範圍外，以年齡差距代表非對等性關係的存在所發

生的性行為，才作為重罰的對象。 

 

而在交流討論的時間中，在場同學與老師們，也對於日本的監護人性交罪的要件解釋與運用、

該罪法定刑的設定是否有再提高的可能、該罪與我國利用權勢性交罪或與幼童性交罪的比

較，以及日本強制性交罪的年齡差距要件是否應納入實質要件等問題，與深町晋也進行熱烈

交流。就如同深町晋也於演講的結語中所提及，期待將來能透過臺灣、日本之間的密切討論，

而能使性犯罪規定及其解釋論有更多的發展。 

 

 

▶法學院刑事法學中心主任謝如媛教授致詞。由左而右為日本立教大學深町晋也教授、法學院黄

士軒副教授、謝如媛教授、李聖傑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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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5 月 17 日舉辦「幫助死亡與安樂死

的倫理與法律議題」學術研討會。2018 年傅達仁赴瑞士安樂死以及今（112）年 4 月時雕

塑大師朱銘輕生等事件，均引起社會對於久病的臨終病人生命自主權的關注，也顯現我國目

前法制對於尊嚴善終的討論有所不足。有鑑於此，於法學院開設「臨終死亡的倫理與法律議

題」課程多年的生醫倫理與醫事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劉宏恩副教授，特地邀請醫學院與法學院

學者就「幫助死亡及安樂死的倫理與法律議題」透過研討會展開對話，此次的研討會，也是

國內各大法學院首次專門以此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研討會由劉宏恩副教授擔任主持人及與

談人，並邀請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名譽教授、前成功大學醫學院薛尊仁副院長，以及國立政

治大學法學院楊雲驊教授擔任主講人，探討安樂死立法和其倫理爭議，以及人是否有結束生

命的權利。 

 

▶深町晋也教授進行演講。由左而右：日本立教大學深町

晋也教授、法學院黄士軒副教授（照片來源：法學院） 
▶演講現場與會來賓（照片來源：法學院） 

▶現場同學與深町教授進行交流、討論（照片來源：法學院） ▶會後大合照。正中間三位由左而右為法學院李聖傑副教授、

日本立教大學深町晋也教授、法學院黄士軒副教授（照片來

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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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宏恩副教授於開場時提到，「臨終死亡的倫理與法律議題」課程開設多年來，開放安樂死

的國家由 3 個增加為 9 個，開放幫助自殺的國家則更多了。他強調，死亡是一個過程，所以

要從死亡前的事情開始討論，並引導大家反思：「我們的親友或自己不幸罹患癌症末期臨終

時，我們會怎樣反應？該做些什麼？」 

 

薛尊仁副院長以「認識安樂死立法及其倫理爭議」為演講題目。於演講中他提到，醫療科技

的進步雖然使人類與死亡的距離變得遙遠，卻沒有減輕這段路途中的疼痛與折磨，透過安樂

死或是由醫生協助死亡，也許能夠解決這樣的問題，但在倫理道德上卻仍然有許多爭議。接

著他介紹了美國奧勒岡州、華盛頓州以及荷蘭等地，於安樂死合法化後，接受安樂死的族群、

原因、教育程度等的數據統計，使聽眾得一窺國外安樂死合法化後其執行概況。最後他詳細

介紹支持及反對安樂死的主張，並深入探討安樂死議題的生命、醫學倫理爭議。 

 

楊雲驊教授則以「人有結束生命的權利？」為其講題。他於演講中指出，久病的臨終病人或

其家屬在缺乏專業協助下，常只能透過最原始、痛苦的手段，尋求對病痛的終局解脫，並介

紹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2020 年一則憲法判決。該判決認為一般人格權作為個人自治的表達，

包含自殺的死亡自決權，肯定自殺權為德國人格權、人性尊嚴保護的一環，並宣告德國刑法

於 2015 年新增的禁止業務幫助自殺條款違憲。他藉由這則德國憲法判決，反思我國刑法第

275 條明定加工、幫助自殺構成犯罪行為是否妥當。 

 

演講結束後，兩位講者與主持人一同進行綜合研討，聽眾亦就演講內容深入提問，熱絡的交

流意見。劉宏恩副教授最後總結，雖然在 2018 年傅達仁赴瑞士安樂死後，立法院很快有了

尊嚴善終法案，但後續討論卻漸漸沉寂，然而尊嚴善終是一個國內外均有許多民眾關心的議

題，且人終有一死，必須學著如何去面對死亡。法學院生醫倫理與醫事法律研究中心也會繼

續就此議題舉辦研討會，進行更多深入的意見交流。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薛尊仁名譽教授進行演講（照片來

源：法學院）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楊雲驊教授進行

演講（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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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訊】法學院於 5 月 22 日在法治斌講堂舉辦方嘉麟教授與陳洸岳副教授的榮退儀

式，兩位老師在就學時期即是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的同窗，爾後又分別自 1989 年、1997

年返回到國立政治大學任教，服務多年後一同自法學院「畢業」，更顯意義深刻、充滿對往

日時光的感懷。下午緊接著舉辦沙龍講座，方嘉麟除了分享許多教學生涯中的趣事，也繫念

法學院的未來發展，建議學校加強在校生與校友間的連結，讓學生感受到學校延續不斷的支

持，加強學生對院所的認同感，並建立資源回饋的良善循環。 

 

 

▶兩位講者與主持人進行綜合研討。左起楊雲驊教授、薛尊仁教授、劉宏恩中心主任

（照片來源：法學院） 

▶許政賢院長（右）致贈磚燒予方嘉麟教授（左）

（照片來源：法學院） 

▶許政賢院長（右）致贈磚燒予陳洸岳副教授（左）

（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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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訊】德國威爾道應用科技大學（Technische Hochschule Wildau），經濟、資訊

與法律學院（FB Wirtschaft, Informatik, Recht）教授 Stefan Strassner，應法學院勞動法

與社會法中心之邀請，於 5 月 30 日蒞臨演講。以「勞動法如何保護勞動者免於歧視？一個

比較法的觀察」為題，闡釋在歐盟指令的深刻影響下，德國如何建構勞工的反歧視保護。 

 

以數個德國聯邦勞動法院、歐洲法院之判決為例，專攻勞動法、目前亦為德國-中國勞動法

學會會長的 Stefan Strassner，向與會的幾位法學院暨社會科學學院勞工研究所教授，加上

▶榮退儀式禮成合影（照片來源：法學院） 

▶榮退儀式後邀請方嘉麟教授（中）主講沙龍講座，共有多位法學院教師參與，現場氣氛熱絡

（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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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數位研究生、兩位大學部同學，說明與分析，如何在找尋歧視性指標、特徵的第一步驟後，

進行最為麻煩的第二步驟審查：雇主是否有得合理化其差別待遇的實體事由，作為抗辯，不

成立就業歧視，同時對話，相對於只有 8 項歧視性指標的德國，有 18 個之眾的臺灣就業服

務法，如何帶給德國更多正面啟發。 

 

經過兩小時的熱烈互動與討論後，曾任教於慕尼黑商科大學、擔任過多年數家 ──包括知名

之蒂森克虜伯集團（Thyssen-Krupp）等跨國企業董事、總理經與法務部主管的 Stefan 

Strassner，與法學院許政賢院長、戴瑀如副院長、張桐銳教授等，有著充滿笑聲與熱絡之互

動，雙方互許未來更多的交流與來往。 

 

 

 

 

 

 

 

 

 

 

 

 

 

 

 

 

 

 

 

 

 

 

 

 

 

 

 

▶德國威爾道應用科技大學 Stefan Strassner 教授（左二）來訪與法學院許

政賢院長（右二）、戴瑀如副院長（右一）、張桐銳教授（左一）合影（照片

來源：法學院） 

▶德國威爾道應用科技大學 Stefan Strassner 教授（右）蒞臨法學院演講，

會後與法學院張桐銳教授（左）交流（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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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訊】法學院刑事法學中心辦理政大刑事法講座於 5 月 19 日邀請中原大學法學院

財經法律學系洪兆承副教授進行演講，題目為「民意代表的關說行為與賄賂罪--110 年度台

上大字第 5217 號刑事裁定評釋。」 

 

【法學院訊】法學院民事法學中心於 5 月 23 日邀請日本立教大學法學部深町晋也教授演

講，由法學院戴瑀如教授主持。主題一為「父母懲戒權存廢的疑難」由法學院張韻琪助理教

授翻譯，邀請山河法律事務所紀冠伶律師與談。主題二為「父母擅帶子女的非難性」，由法

學院黃士軒副教授翻譯，邀請臺北地方法院家事庭李莉苓庭長與談。 

 

 

 

 

 

 

 

 

 

 

 

 

 

 

【法學院訊】法學院刑事法學中心於 5 月 25 日辦理政大刑事法講座（二十二），邀請美國

克里夫蘭州立大學法學院簡士淳助理教授演講，題目為「Introduction to Constitutional 

Criminal Procedure: Mock Class with Professor Steven 

Chien」 

 

【法學院訊】法學院公法學中心於 5 月 25 日舉辦氣候變遷

法制系列演講，邀請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所長李建良教

授演講，題目為「德國氣候保護法與聯邦憲法法院裁判介紹」 

 

【法學院訊】法學院刑事法學中心於 6 月 2 日辦理政大刑

事法講座（二十一），邀請輔仁大學法律學系林倍伸助理教授

演講，題目為「證立未遂不法─以溝通法理論為基礎重構印

象理論」 

▶活動海報（照片來源：法學院） 

▶活動海報（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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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訊】法學院法律與社會研究中心於 6 月 15 日舉辦

文化與法律課程學生研討會，此會議共計「同志人權怎麼來？

產生何種影響？」、「法律專業如何與民眾互動？」、「法律動

員與能動可能？」、「你的自主，是不是你的？」四場次，共

計 12 位發表人參與並進行主題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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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0 日舉辦本學期第二場「政大企

管系 CEO 論壇」，邀請 iCHEF 資廚管理顧問何明政共同創辦人，以「探索中的創業家性格

──積極的迷惘人，選擇通才之路的困境跟現實」為題，分享自身迷惘的創業歷程，以及在

過程中如何突破各種困境。 

 

談及為何以「積極的迷惘人」作為演講主題，何明政解釋，自己是軟體系統開發背景出生，

所以面對創業與公司治理時，難免有些知識與訓練的不足之處。他坦言，在進行決策與發想

點子時，經常相當迷惘，「有點像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感覺。」儘管如此，他仍保持積極態度，

勇敢嘗試，「我在過程中也不斷探索，作為一個公司創辦人的角色到底是什麼，我們能不能

▶活動海報（照片來源：法學院） 

▶活動海報（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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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保持意志力，讓公

司同仁一起前進。」 

在創業之前，何明政曾

擔任過 UCLA 醫療系

統軟體工程師，也曾參

與開發美軍心理臨床

諮詢系統。他表示這些

經驗令人深刻理解到，

原來科技力量可以影

響到他人生活如此深

遠。因此，日後他也秉

持這樣的信念，創立

iCHEF POS 系統，以平板作為載具，整合點餐、收銀、庫存與管帳等餐廳所需的功能，協助

餐廳營運。談及當初創業時的發想，他說明傳統上 POS 產業多著重於電腦硬體本身，但團

隊決定著眼於設計新的軟體，「我們重新想像跟翻轉這件事情，以餐廳作為客戶，瞭解他們

真實需求是要更好的服務流程與操作介面。」 

 

iCHEF 於 2012 年成立，從成立之初僅與一家餐廳合作，至今客戶數已超過 13,000 家，遍

及臺灣、香港和新加坡。一開始負責產品軟體開發的何明政回憶，在 iCHEF 團隊開發軟體

程式時，為了要讓產品更符合客戶需求，經常需要到餐廳瞭解實際的營運模式，才能有效地

更新軟體系統。他笑著和同學分享：「我過了八個月睡在餐廳裡的生活，但這也讓我和團隊

之間培養出革命情感，就是我們真的在試圖解決一件重要而且偉大的事情。」 

 

何明政在演講中公開了團隊的軟體開發曲線，呈現出每位工程師修改產品程式的活躍程度，

「在這個曲線中，你們可以看到我一開始很瘋狂地改了很多程式。」他解釋軟體開發曲線到

了 2017 年便趨緩，正是因為他在職業生涯上有了改變，轉而成為代理 CEO，後至內部營運

系統開發，現則是策略與資料團隊。在他擔任代理 CEO 時，發現產品的訂閱制度有問題須

改善。因此他便應用產品開發專長，親自寫程式解決困境。談到自身對於 iCHEF 的科技願

景，他則是期盼未來 POS 產品能進入越來越多餐廳，形成網路效應，協助客戶在餐廳營運

上更加成功。 

 

何明政最後則以《隨機騙局》此書的概念，鼓勵在場同學持續嘗試自己所相信的事情，而這

也正是一位企業家最需培養的能力，「你可能不一定會成功，可是我很確定的是，如果你連

試都不試，那肯定不會成功。」他也鼓勵同學身處跨領域工作時代，更應該好好架構自己的

思維能力，並利用 ChatGPT 此類新型的推理引擎，再結合哲學思考、創作力與適應力等通

用能力，來幫助個人達成目標。（摘錄自校訊新聞） 

▶講者、資廚管理顧問何明政共同創辦人（左）、與談人企業管理學系胡

昌亞教授（右）合影。（照片來源：企業管理學系）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324/part_14346_8186973_68291.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324/part_14346_8186973_6829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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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外國語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院訊】由外國語文學院、職涯中心共同舉辦之「開啟你的數位人才旅程」演

講於 5 月 15 日舉行。此次演講由職涯中心古孟玄主任統籌，邀請邁達特楊碩祐人資長前來

演講，瞭解產業需要的人才，學業跟產業該如何連結，人文學院的學子們該如何準備，使自

己成為踏入資訊產業的一員。 

 

演講開場邀請外語學院阮若缺院長、職涯中心張文美總監接續致詞，除鼓勵外語學院的學子

培養雙外語、雙專長的跨領域能力外，也讓學生更了解產業的需求。張文美更指出大學不應

該只有專業學科的知識累積，更應

該豐富自己的眼界，拓展自身的人

脈，加強優化自己的軟實力，往往

工作態度即是決勝點。 

 

接著由楊碩祐人資長有系統地完

整介紹 AI 及資訊產業、融合人文

科學的應用，指引學生在人文學科

專業路上應該如何充實自己的能

力、如何展現自己的魅力，資訊產

業在選擇人文產業上的亮點。 

 

經由楊碩祐人資長的介紹，讓與

會學生瞭解資訊業的需求和運

作，以及未來發展趨勢，並深入介

紹最夯的 AI 系統在資訊產業可以

如何運營，求學階段如何迎接疫情

後的企業轉型，數位化的上班模

式、跨領域知能、職能的培養該如

何應用成為面試的利器。校園生活

除了課堂學習之外，培育第二專

長、接觸團隊領導的機會、專案協

作的執行、學習階段突破舒適圈，

把自我裝備成隨時接受挑戰的狀

態，最終達致讓人資部門看到履歷

就為之驚艷的成果。 

 

▶外國語文學院阮若缺院長（右）開場致詞（照片來源：外國語

文學院） 

 

商學院） 

 

▶邁達特楊碩祐人資長以「開啟你的數位人才旅程」為題演講。

（照片來源：外國語文學院） 

 

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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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傳播學院 

【傳播學院訊】傳播學院舉行傳院

院導師專題演講「文武雙全，AI 廣

告人」，由傳播學院李怡志院助理教

授主持，邀請聯廣傳播集團李易輯

資深技術研發總監，分享他在廣告

業使用 AI 的「文五雙權」法則，揭

示使用 AI 最重要的是如何與 AI 溝

通、下指令，也給在 AI 時代有資訊

焦慮的同學鼓勵，建議大家不要迷

失在工具的限制裡。 

 

李易輯總監表示，「文五雙權」指的

是「文──文字」、「五──五個在廣

告工作中建議使用 AI 的時機點」、

「雙權──隱私權與智慧財產權」。 

 

談及在廣告業使用 AI 的經驗，李易輯總監認為最重要的是「文五雙權」的「文──文字」法

則，也就是人類如何對 AI 下指令，建立與 AI 溝通的橋梁。他表示，出一張嘴是一門藝術，

要掌握以下六個重點，才能發揮使用 AI 的最大效用──對 AI 下指令時盡量使用英文、深入

理解自己提出的問題、清楚表達自己的需求、理解 AI 能力的限制、適時補充資訊給 AI，並

重複確認答案。 

 

有同學提出疑問，表示 AI 程式如 Midjourney 讓人人都可以輕易地生成圖片，那麼廣告業

的入行門檻是否會降低呢？又廣告從業人員的優勢為何呢？李易輯總監回覆，AI 的確會降

低入行門檻，但同時也會提高「在這個產業裡有價值的人」之門檻，就像開車，很多人都有

車子，但並非每個人都開得一樣好，所以不是每個人都能跑得一樣快、一樣遠。舉例來說，

現代人很容易取得許多圖像，但能讓他視線停留的，往往是真人插畫家創作的圖像，所以人

類的創意與 AI 能提供的內容，終究是有差距的。 

 

關於「文五雙權」的「雙權──隱私權與智慧財產權」，李易輯總監表示，在業務上使用 AI 生

成的圖片，就如同購買圖庫一樣，沒有侵權，但自己也沒擁有版權。他認為法律永遠要走在

科技之後，否則會阻礙科技的進步，他也提醒聽眾避免在客戶的 IP 需求使用 AI 繪圖，並在

有二次創作時，詳細記錄人文創作的過程，才能在法庭對峙時有所保障。（摘錄自校訊新聞） 

▶李易輯總監認為 AI 時代的廣告人應「文五雙權」。（照片來

源：黃薇心） 

商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967/part_14371_7035039_32553.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967/part_14371_7035039_3255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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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國際事務學院 

【國際事務學院訊】國際事務學院歐洲聯盟研究學分學程於 5 月 23 日與新加坡管理大學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聯合舉辦「歐盟印太戰略和兩岸關係線上研討

會」。研討會由蘇卓馨學程主任（Dr. Su, Cho-Hsin）主持，邀請國際事務學院外交學系吳

崇涵教授（Dr. Chong-Han Wu）與布魯塞爾自由大學 Zsuzsa Anna Ferenczy 研究員主講，

並由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學院謝笠天教授（Dr. Pasha L. Hsieh）進行評論。 

 

在中美競爭、半導體供

應等全球性政治經濟

問題浮上國際版面後，

臺灣問題與兩岸關係

成為世界各方關注的

焦點，臺灣海峽局勢成

為地緣政治中的潛在

戰爭熱區，政治衝突帶

來的不確定性牽動了

區域內的政經局勢。除

了臺灣在全世界科技、

貿易與半導體產業中

所扮演的角色外，大環

境而言，全球的政治經濟焦點隨著中國及東南亞的崛起、中美競爭及美歐印太戰略佈局再度

回到了亞洲，東亞、東南亞與南亞局勢互相連動、牽一髮動全身。 

 

吳崇涵教授以美中競爭與兩岸關係為題進行分析。他認為兩岸關係是一個在臺灣每個人都能

以不同角度觀點隨口討論的議題，為免淪落日常閒談甚至脫口秀演講，探討兩岸關係應以更

嚴謹的框架，套用已於學術界使用並經受檢視的理論，進行符合邏輯的論述。吳教授以國際

關係的層次架構、輔以各別層次適用的理論分析。 

 

首先，國際層面而言，包含美國眾議院 Nancy Pelosi 前議長來訪、臺灣政策法案的頒佈、

中國太空氣球及美國國務欽布林肯取消訪華等事件，美中關係的惡化影響了海峽兩岸的局

勢。造成美中競爭的原因包含了價值觀的差異、領土糾紛及國家相對實力競爭。威權制度的

中國與自由主義的美國之間缺乏了自由民主框架下的和平、對話與紅利；臺灣及南海地區的

領土爭議，更使糾紛上升到國家主權的層級，同樣關鍵的還有美中雙方包括經濟與軍事等綜

合硬實力的比較。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以拉攏東亞盟友圍堵中國為核心，並訴諸民主價值

與民主和平論主導國際話語權。 

▶歐盟印太戰略和兩岸關係線上研討會採線上及實體混和方式進行。（照片來

源：國際事務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948/part_14342_3381018_6140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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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層級而言，整體上仍維持一慣的戰略模糊。具體上，像是在國防上支持臺灣軍購，但不

派遣軍隊及直接建立國防軍事基地，除了避免踩中國大陸政治紅線外、也免大規模死傷的風

險暴露。美國的戰略模糊論述，成了其他大國的效仿對象，以闡述自身對臺海衝突的立場。

美臺關係在美國的戰略下越趨緊密，除了美國在國內法律與軍售上的支持，拜登政府的美國

對臺政策，在過去幾次發言中漸趨清晰，將臺灣納入政治經濟盟友與夥伴關係的意願，及表

達對維護臺海現狀與臺灣和平的支持與捍衛。 

 

對臺灣來說，在各個層面都面臨了兩難，民主社會下的臺灣民意越趨分化，統獨紛爭、和與

戰的選擇成了島內爭議不休的問題。為維繫中華民國主權和維護臺灣安全，單靠平衡或扈從

與中國大陸的雙邊關係已無法應對現有的安全狀況，吳崇涵教授認為臺灣應該更加增強的實

力和國際重要性以嚇阻及強調民主和平所帶來的效益。 

 

接續著由 Dr. Zsuzsa Ferenczy 將演討會切換到歐盟視角，聚焦歐盟在東亞、東南亞與兩岸

關係的「歐盟版印太戰略」。2021 年「歐盟印太戰略」出臺後，歐盟逐漸加強在印度-太平

洋地區的存在與影響力，並與區域內各行為者加深、加廣既有對話與合作。有關臺灣海峽與

兩岸議題，除了奉行歐盟的一中政策並承認中共為中國唯一代表權外，歐盟也反覆聲明與臺

灣的非官方互動關係，並表達支持維持臺海現狀、臺灣民主價值、區域和平穩定與經濟發展

等符合歐盟利益的價值觀。 

 

歐盟印太戰略決定了涉外事務的大政方針，其真實的態度與行動，則隨著利益變化與地緣政

治情勢有所變遷。歐盟在印太地區的核心利益為經濟合作與發展、地區穩定與安全、多邊主

義與國際規範和歐盟的規範性權力及永續發展和氣候變化等。而此刻，在法國、歐盟訪中及

G7 峰會後，歐盟最新定調的印太戰略已確立為「de-risking, not decoupling」（降低風險，

而不是脫鉤）。數月來，面臨著國內經濟衰退與全球財經局勢紊亂的各歐洲元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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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繼出訪北京，重新恢復與中國的聯

繫以獲取經濟與商業利益。 

 

歐盟認為在戰略上，應該基於自身的「戰略自主原則」選擇最符合歐盟與各成員國利益的外

交戰略，而非過分依賴、附從某單一大國。具體落實在經濟上，歐盟不應跟隨美國對中國的

全面敵意，與作為世界經濟與工業製造大國的中國進行全面脫鉤，不符合歐盟與各會員國經

濟利益。另一方面，歐盟定義中國在政治、文化和全球戰略地位上為系統競爭對手；經濟方

面，供應鏈脆弱的問題，也藉由疫情、俄烏戰爭與政治價值衝突，嚴重凸顯出歐盟與中國高

度的經濟依存所造成的負面效益。 

 

實務上，在美中與兩岸關係上，歐盟認為他們不該選邊站，反而應表現更具靈活彈性與包容

性，除了仍與中國保持經貿關係並在全球治理其他議題如永續發展繼續合作外，也和更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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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內具有平行利益和共同價值的夥伴，如在經貿方面與日、韓與東協進行對話合作， 在政

治價值方面與美、加等傳統盟友支持民主自由及人權，以平衡與中國的關係並嚇阻中國勢力。 

 

臺灣議題方面，臺灣的高科技、經貿實力、戰略地點和自由民主體制，是符合歐盟價值的特

點也是讓臺灣能與歐盟進行非官方往來及商業貿易交流的重要因素，Dr. Zsuzsa Ferencz 則

近一步提出，歐盟及其會員國應該透過少數多邊關係（minilateral），將臺灣提升為對話夥

伴，讓中國更加清楚歐盟的立場以嚇阻中國對區域穩定現狀的威脅。（摘錄自校訊新聞） 

 

【國際事務學院訊】波蘭華沙大學政治與國際研究所Łukasz Zamęcki教授、Jacek Wojnicki

教授、Adam Szymański 教授、Agnieszka Bejma 教授，以及行政 Ewa Bogusławska 女士

應國際事務學院歐洲聯盟研究學分學程邀請，於 5 月 1 日至 3 日至國立政治大學進行學術

交流訪問及三場專題演講，分別為「從波蘭的歷史及地緣位置為觀點來探討當前歐亞關係」，

再延伸到「亞洲的歐化過程」，並以「中歐國家的政經轉型革新」為結尾。 

 

拜訪首日由四位教授與歐盟學程蘇卓馨主任一同以「Europe-Russia Relations from the 

Polish Perspective（以波蘭視角看俄歐關係）」帶來第一場學術論壇。位於中東歐地區的波

蘭，地處西歐大國與東方霸主俄羅斯勢力中心，自古以來便在左右勢力中夾縫求生。歷史上

波蘭被三度瓜分慘遭亡國，直到一戰後才再度建國。二戰後，隨著冷戰爆發、鐵幕降下，波

蘭再度成為地緣政治的衝突前鋒。直到蘇聯解體後，波蘭經歷一波波強勁的社會、經濟與政

治改革，成為歐盟國中不容小覷的勢力和穩定、穩固、穩健的民主制度國家。如今在俄烏衝

突下，波蘭作為前蘇聯國家、現歐盟與北約會員國，由其述說箇中經驗與滋味，為複雜的俄

歐情勢帶來精闢與深入的見解。 

 

論壇聚焦在波蘭於國際關係中

的「identity issue」，探討自我

認同的轉變如何影響著波蘭與

中東歐地區的視野，以及自中歐

國家紛紛加入歐盟後，對於歐盟

價值的認同感如何影響與衝擊

著俄歐關係。冷戰結束後，從經

濟與國家建設出發，中歐國家在

經濟、社會乃至於政治制度，都

發展出了與前蘇聯和後獨立國

協與俄羅斯截然不同的一面。

社會福祉與人民幸福感的提

升，輔以根本上語言、文化、

▶華沙大學五位教授遠從波蘭蒞臨國立政治大學，拜會國際事務學院

連弘宜院長（右 3）及歐盟學分學程蘇卓馨主任（左 1）（照片來源:

國際事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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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的不同，彼此的認同差距拉大並一層層的往外擴散歐盟價值、民主思維和自由主義

的影響範圍，使得俄歐雙方的利弊考量與思考路徑產生了根本的差別，進而影響了兩方在地

緣政治與國際關係中的角色、身分和利益。 

 

次日則扣合著前日的主題，由 Łukasz Zamęcki 和 Adam Szymański 以「Europeanization 

in Asia」（在亞洲的歐洲化過程）為題，於「區域整合與歐亞關係」課程為國際事務學院歐

盟學程學生、外交學系學生和國立政治大學交換生們帶來第二場學術演講。歐盟作為如今世

界秩序中最重要的國際行為者之一，其影響力不論在國家或是國際層面都相當廣泛與深遠。

歐盟在世界秩序中的價值，除了硬實力上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三大購買力大國外，在

軟實力如規範性權力，更領導著全球治理的格局與秩序。歐盟的軟硬實力在世界各地的來往

交流中施展拳手，促進貿易的同時更主導了貿易制度、秩序和標準的建立。歐盟價值包括了

法制的建立和對法治的尊重與維護、民主制度與民主態度、對公民社會的尊重和社會福祉的

維繫。歐盟價值成了許多發展中的亞洲國家的福利國家典範，讓許多亞洲國家得以效法。 

 

Łukasz Zamęcki 和 Jacek Wojnicki 以「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East central Europe」

為題，於 5 月 3 日帶來最後一場演講，探討中歐國家的經濟轉型。以波蘭為代表的中歐國

家，在冷戰後經歷了一波波大型社會經濟政治全方面的國家轉型，從計劃經濟過度到市場經

濟，牽涉到了除了經濟制度與法規轉變外，也伴隨著政治體制、社會價值、乃至於國家對內

對外的政策革新。轉型的過程必定不會是平靜且順利的，中歐國家在這三十餘年的過程中發

展步調各不相同，自蘇聯時期所奠定下的經濟體質影響了經濟改革後成效好壞。波蘭在些轉

型國家中屬於發展成功的案例，歷經了休克療法的衝擊與刺激，波蘭經濟發展漸漸步入正軌，

轉型成成熟的自由市場經濟國家。整體上已逐漸追上歐盟國家，甚至成為歐盟內最具彈性與

成長力的已開發國家，在近十年內一波波的結構性危機中撐過危險（2008 金融海嘯、2010

歐債危機、2014 難民危機、2018 美中貿易戰與 2019 新冠疫情）。（摘錄自校訊新聞） 

 

【東亞研究所訊】東亞研究所

於 5 月 24 日 邀 請 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政

治系翁履中副教授，以「理解美

中拔河：拜登、國會及臺灣的未

來」為題進行專題演講，由東亞

研究所王信賢特聘教授主持。

東亞研究所鍾延麟教授兼所

長、寇健文特聘教授、王韻副教

授、薛健吾副教授、呂冠頤助理

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蕭琇安 ▶主講人翁履中副教授（照片來源：何宇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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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研究員、曾偉峯助理研究員，法國 CY 塞爾奇-巴黎大學張倫教授亦全程參與。 

 

翁履中教授首先回顧歐巴馬、川普及拜登三個時期的美國對中政策變化，即從前期的友善熱

絡到今日的緊張冰冷，其態度轉變的原因主要包含中國崛起、新冠疫情等因素。 

 

翁履中表示，現今美國在國際體系中扮演的角色備受關注，特別是針對至今延燒已超過一年

的俄羅斯、烏克蘭戰爭。美國對烏的軍事援助行動，經常被類比於美國對臺灣發生戰事的可

能態度。他認為當今的國際衝突條件，已從過去注重 Balance of power，轉向成 Balance 

of threat，亦即其並非簡單地針對特定國家，而是面對衝突採取雙軌行動：一方面維持雙邊

的經濟往來，另一方面平衡威脅。 

 

翁履中進而分享美國蘭德智庫（Rand Research）的研析調查。其指出若臺海爆發衝突，當

美國決定軍援臺灣時，可能僅有澳洲與日本會有限度地進行軍事援助（limited support），

而且多以軍事武器支援，而非派遣軍隊加入戰場。另外，美國本身的態度也極為重要，針對

美國國內民意對於美國對外軍援的態度，同樣偏向以支持武器支援為主。 

 

擁有美國選舉研究與國會研究專業的翁履中，也分享實際觀察的結果，例如：友臺法案從提

案至定案所歷經的流程與挑戰；美國國會議員如何運用臺灣利益獲取政治利益，以及《臺灣

關係法》仍是臺美關係維護的重要代表性法案。他指出由於民眾缺乏對美國通過法案流程的

認識，容易受到媒體過度渲染誤導。事實上，許多相關法案仍處在提案階段而尚未通過，甚

至根本無法通過，他建議透過公開資料對這類法案的實際進展加以求證。 

 

此次演講從美國觀點出發剖析美中臺之間的發展，包括：美國外交手段的轉向、面臨的內政

壓力，以及其國會立法程序等方面。翁履中以現實主義角度提醒：唯有務實看待臺灣所處的

國際環境，才能為臺灣找到生存的機會。所有的國家外交決策與協助，都是基於自身國家利

益，臺灣應加強自主防禦的能力，而非一味寄望於依賴美國援助。（摘錄自校訊新聞） 

 

 學術與實務活動   教育學院 

【教育學院訊】在全球化的時代中，高等教育的發展勢必跟隨著世界潮流前進，尤其在

疫情的影響下，遠程教育、跨境教育和微學分等新興教育形式成為熱門話題。自 2003 年

起，上海交通大學發起的全球大學排名震撼了高等教育的傳統生態，引發許多相關議題，

如高等教育的競爭、學生流動性和教育政策制定等，因此，全球排名從此成為高等教育領

域的熱門話題。 

 

為了拓展教育學院學生國際視野與增加學生教育專業能力、提升未來生涯學術發展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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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競爭力，同時也營造優質國際學習之環境，促進教學及國際研究之發展，教育學院開設

「高等教育之全球競爭：政策制定與質量評測」（Global competi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making and quality assessment）國際課程，該課程於 5 月 20 日、

21 日及 6 月 4 日舉行。教育學院副院長侯永琪教授邀請四位全球知名學者共同密集授

課，包括香港大學 Gerard Postiglione 教授、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教育學院 Kevin 

Kinser 教授、QS 全球排名顧問委員會 Martin Ince 博士以及韓國首爾大學 Jungcheol 

Shin 教授。此外，教育學院客座教授 Joshua Smith 也參與論壇對話，與學生們一同探討

高等教育的各種議題。 

 

此次國際課程主題之一為「全球排名及建立世界大學」（global ranking and world class 

university building），旨在探討全球高等教育排名對高等教育機構的治理、資源分配以

及學生流動性的影響。韓

國首爾大學 Shin 教授在

課程中分享政府在高等

教育中應該扮演的角色，

指出高度的自主性和良

好的量能是高等教育機

構追求的理想狀態。同場

的 QS 全球排名顧問委

員會Martin Ince博士則

強調全球排名未來的發

展方向，包括如何回應高

教發展趨勢與不同利害

關係人之需求。在與國外

學者的對話中，瞭解品質

保證在高等教育中扮演守門員的角色，而全球排名為推動各大學學術卓越，強調研究與國

際化的重要性。另外，韓國首爾大學的 19 位研究生也同時透過線上參與與現場學生一同

聆聽教授們的精彩講座，同時深化兩校師生學術夥伴關係。 

 

國際課程的第二要主題為「質量評測及國際化政策」（Quality assessment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policies），邀請香港大學的 Gerard Postiglione 教授和美國賓夕法

尼亞州立大學的 Kevin Kinser 教授共同主講者。Postiglione 教授之專題演講著重於粵港

澳大灣區高等教育的現況和未來發展，探討如何善用科技和網絡，促進高等教育體系區域

▶韓國首爾大學 Jungcheol Shin 教授授課（照片來源：教育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82/part_14399_7598074_7465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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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發展。同時，教授亦提出

高等教育應減少社會不平

等、推動創新方法以促進偏

遠地區學生獲得優質教育

的思考。Kinser 教授的演講

則針對美國高等教育商業

化、排名和政策制定等議題

進行探討，現今以績效為中

心的管理模式，會強化大學

資源重新配置和投資策略。 

 

課程第二階段為「四校研究

生論壇」（ PhD student 

Forum），以學生為主體，

由五位教授輪流詰問發表

人的研究理念。該論壇於 6

月 4 日在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隆重舉行，來自國立臺北

科技大學、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以及國立政

治大學的 30 多位國內外研

究生齊聚一堂，發表主題涵

蓋人工智能、教育政策、教

育經濟及數位教學等多個

炙手可熱的前沿領域，並且

在問答環節的交流與互動，

促進學生臨場反應的培養

以及自身研究的反思。 

 

三天豐富多彩的深耕全英國際課程當中，不僅提供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的學生與國際

學者面對面交流的寶貴機會，也更深入瞭解國內外高等教育的現況和未來趨勢，藉師生對

話的火花，激盪出所有參與者對高等教育研究的熱情和學術發表能力。 

 

 

▶香港大學 Gerard Postiglione 教授授課（照片來源：教育學院） 

▶ Penn State 大學 Kevin Kinser 教授授課（照片來源：教育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82/part_14399_7598074_74653.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82/part_14399_7598074_7465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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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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季開始的五月，經營 Youtube 與 Podcast 頻道「文森說

書」的文森，透過鹿樂的媒合，來到芒果園中間的學校－臺南市玉井區層林國小。 

 

「你喜歡看書嗎？」這是文森最初的提問，他對孩子說，其實他小時候也不喜歡看書，他喜

歡看卡通和打球，追求立即的快樂。但出社會後，職場上的前輩告訴他一個道理：人會被身

邊的人影響行為與想法，但是看書，可以讓你突破時空界限，拓展視野。每讀一本書，就結

交了一位新朋友。文森也希望將這個觀點分享給孩子。層林國小的林水順校長，也跟著孩子

們一起聽故事，他盛讚文森講話很有吸引力，讓孩子們都沉浸在故事中。開場時，林校長提

到：閱讀就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讓視野更遼闊；而透過說書人整理故事，將精華以口

說方式呈現，也能讓聽者對書本產生好奇。想要瞭解更多詳情的聽者，轉變為讀者說書，也

可以刺激閱讀。完整文章：https://ruro.tw/blog/104/ 

 

 

 

 

 

▶「四校研究生論壇」（PhD student Forum）會後合影（照片來源：教育學院） 

https://ruro.tw/blog/104/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82/part_14399_7598074_7465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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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訊】微風舒爽的天氣，天天工作社來到與鹿樂合作的第一場演出，

一所百年的「森林」小學－位於新北市瑞芳區的瑞亭國小。劉淑娟老師成立的「天天工作社

－田間的偶戲場」，在今（112）年初開始聯繫鹿樂，期待能在疫情趨緩之際，將作品「我是

天生的農夫」帶到校園中，一同重新學會看見土地的珍貴。表演內容從自己與土地的關係出

發，農村生活的單純及美好，在一句句對話和一首首溫柔、動人的歌曲中，輕輕走進每個人

的心中；推車上的小戲臺變化萬千，從大樹下變成土豆採收機，再從土豆採收機到三合院前

庭，景片搭配劇情而轉換，帶著大家一起自在地穿梭在田野鄉間。完整文章 : 

https://ruro.tw/blog/105/ 

  

 

 

 

 

 

 

 

 

 

 

▶芒果熟成的時候，層林的孩子第一次看到 Youtuber 出現在螢幕之外，而文森

說書也第一次走入校園為孩子說書（照片來源：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 

 

 

▶孩子們時而歡笑、時而嚴肅，全心投入在劇情當中（照片來源：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 

 

 

https://ruro.tw/blog/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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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訊】隨著學期的課程們進入尾聲，五月底迎來了人文創新學程的

結業典禮，以及跨界實驗室課程的期末成果展演。此次結業典禮以「大人不在家」為主題，

呼應著這學期課程減少，在結業生停留於校園的最後一個學期，學生們離開實驗室往外探索、

冒險的情況。結業典禮上，學生們用影片和眾人訴說著這學期的點點滴滴，老師們也在聆聽

後給予回饋和祝福。最後，隨著畢業禮物的頒發和撥穗環節，結業典禮圓滿結束。 

 

跨界實驗室課程也在同一天迎來期末展演。學生們分為九組，用沉浸式聲音體驗、冥想引導、

精心準備的點心等，帶領了了九場五感的饗宴。除了課堂學生外，也有老師參與其中。這次

的展演對於大部分學生來說，是他們設計的第一場身心體驗，參與者和籌備者雙方都獲益良

多。 

 

▶國立政治大學詹志禹副校長和體育室呂潔如副教授正體驗學生展演（左）、學生帶領展演

（右）（照片來源：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 

 

 

 

▶眾人比著 X 的手勢，象徵學程的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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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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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5 月 30 日舉辦「機器學習

在人類研究的應用與省思」講座，邀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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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吳致勳博士後研

究員演講，學員出席踴躍，風雨不減熱情。 

 

 

【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訊】為推廣腦科

學知識和科普教育，培養兒童對大腦功能的瞭

解以及科學研究的興趣，台灣心智科學腦造影

中心與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將於 7 月 8

日舉辦「腦動一夏兒童大腦科學營」。 

 

 

 

 

 

 

 

 

 

 

 

 

▶活動海報（海報來源：心智、大腦與學習

研究中心） 

 

 

▶「機器學習在人類研究的應用與省思」講座活動（照片來源：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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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實務活動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訊】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從 2014 年開始推動族語維基寫作，一路走來

與教育部及原住民族族人攜手合作迄今 10 年，計畫推動迄今，已將臺灣原住民 16 族語言

孵育完成 5 個正式上線的語言版本，依序為撒奇萊雅語（2019 年 11 日 22 日上線）、泰雅

語、賽德克語（2021 年 3 月 16 日上線）及阿美語、排灣語（2021 年 10 月 28 日上線）。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並於 6 月 2 日舉辦「族語維基成果發表」，藉由此場合分享各自的維基百

科運作過程，除了展現本期計畫之成果，更讓五種族語維基寫手交流彼此的經驗，提供族人

寫作、社群運作的多元管道。當天有教育部終身教育司李毓娟司長、殷家婷科長蒞臨，給予

族人鼓勵與支持，在場的 27 名族人寫手也透過簡報發表陳述各自的展望與計畫，期許未來

於維基的道路上，能有更多臺灣原住民族語版本，達成原住民族語言活化之效果。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訊】《原教界》111 期主題為「族語認證 20 年」。原住民族委員會為推

動原住民族語言之振興，提倡族語學習風氣，強化原住民使用族語聽說讀寫的能力，並培育

族語振興人員，以加強族語之研究、教學與振興工作等，自 2001 年委託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當時為「原住民族語言教育文化推展中心」）辦理第一屆「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

這是國內各類考試中複雜性及困難度最高、動員人數最多、涉及層面最廣的一項考試。在歷

經 20 年的調整與適應後，回頭檢視這項政策帶來的影響，除了檢視族語能力，也成為檢視

族語教學及帶動民族語言復振的參考指標。此期欲藉由各層面的探討、檢視與分享，展現族

語認證的多元且獨特的文化面向，並採訪 20 年前的試務及相關人員，回憶過往的甘苦，暢

談當年的辛酸史。 

 

學術與實務活動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訊】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於 5 月 9 日邀請德國漢堡大學漢學研究 Barend 

J. ter Haar 教授進行專題演講，講題為「從外面看進去，從裡面看裡面：立場如何影響我們提

出的問題與我們如何回答這些問題」。演講內容主要檢討國外漢學家，與臺灣、中國等漢人

▶「族語維基成果發表」與會人員合影。（圖片來源：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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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本身的研究者，在研究中國歷史、宗教、文化題目時有什麼立場上的問題，與立場帶來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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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日核心通識課程「生命

探索與宗教文化」，邀請中央研究院 2022 年度的新科院士，同時也是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

究所李豐楙名譽講座教授進行專題演講，講題為「道眼之下的生死關懷」。從道教經典與長

期田野調查的經驗出發，歸結臺灣民間宗教中的對於喪葬、死亡的理解，並將這些案例經驗

與道教信仰、道經的教化進行會通與詮釋。 

 

▶「從外面看進去，從裡面看裡面：立場

如何影響我們提出的問題與我們如何回

答這些問題」講座（照片來源：華人宗教

研究中心） 

 

 

 

 

▶德國漢堡大學漢學研究 Barend J. 

ter Haar 教授進行專題演講（照片

來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道眼之下的生死關懷」專題演講

（海報來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主講人宗教研究所李豐楙名譽講座教授

（照片來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海報來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