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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研究發展處 記者/攝影: 廖嘉嘉】身著簡便 T-shirt與短褲，從層層書籍與資料中探頭打

招呼，他是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寇健文特聘教授，同時身兼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一職。

致力研究中國菁英政治的他，在今（112）年再度獲得教育部每年 550萬的研究經費補助，

執行第二個兩年期大專校院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標竿計畫中政治學領域的「策論印太安全治

理：建置轉移、變遷動力與影響」，引領研究團隊剖析動搖全球局勢的四大原因。 

 

 

 

 

 

 

 

 

 

 

 

 

 

 

 

 

 

 

 

 

 

 

 

 

順應時代潮流 滿腔熱血踏入研究之旅 

 

自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政治學研究所畢業後，寇健文選擇前往美國攻讀博士學位。談及

踏上這條研究之路的契機，他笑著表示當時僅是想用自己的方式報效國家，「我看到中華民

領導與學習並進 寇健文透過標竿計畫 引領團隊剖析國際政治 
 

▶不同於其嚴肅的職稱，寇健文私底下開朗率性，使他與學生的

互動親近（攝影：廖嘉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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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在國際上不受重視，國際地位受到威脅，以及被打壓、被斷交，因而選擇投入政治學領域。」 

 

帶著決心踏入政治學門，影響最深的是他的指導老師們。在 1990年代背景下，人人皆對剛

步入民主化的臺灣感興趣，但在碩士論文指導老師蔡政文教授的建議下，他出國時捨棄熱門

的臺灣議題，選擇當時同具討論性的共產國家民主轉型，並以此為範圍選擇博論主題。「你

研究的主題，一定要與你的國家發展有密切相關。」正是博士論文指導老師 Zoltan Barany

教授的這句話，剛畢業回國服務的寇健文再次聽從老師建議，選擇投入中國研究領域，並進

入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任職。 

 

2004年，因應校園政策，加上冀望與更多政治學者交流，寇健文轉任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

系，而在升等教授之後，又因緣際會擔任國際事務學院東亞研究所的所長職務。他表示「東

亞研究所在臺灣的中國

研究裡，是一個極為重要

的學術單位。」也因此，

在任職所長的六年期間，

寇健文專注所內各項發

展與師資人力，為系所奠

定深厚的基礎。卸任東亞

研究所職務後，他以主任

身分再次回歸國際關係

研究中心，並在今年三月

舉辦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70 週年特展，彙整歷年

珍貴且意義深遠的史料

與檔案，公開陳列展覽。 

 

看見需求與不同 深入探討中國菁英政治 

 

初入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寇健文選擇中共菁英政治做為研究主題。他表示，臺灣早期在中

國人事研究上有所成就，但老一輩的研究人員退休後，鮮少有人專職做人事相關研究。「這

個職缺很少，需求量不高，但是一定存在。」看中該主題的研究需求，寇健文著手研究中

共政治菁英流動與幹部政策，並藉此延伸出對政治體制與黨政的探究。 

 

過去十幾年，寇健文本以比較政治方式來探討共黨國家政治繼承與決策模式的制度化，但

前幾年在朋友無心的提醒下，漸漸將研究重心從政治結構因素轉為政治心理因素的探討。

對於習近平時代中共政治的變化，他提出三個不同，第一為強人政治，便是權力集中於單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辦公室的落地櫃中，整齊陳列著交流單位贈送

的紀念品（攝影：廖嘉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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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領導人。第二為黨委擴權，意指黨委權力凌駕於政府之上。最後則為國家加強對社會的

控制。基於三點變化，寇健文提出三層解釋，第一層為美中關係轉變，國內成長下降、貧

富差距擴大等多個國內外挑戰使得黨內期待出現一個能解決問題的強勢領導人。第二層為

黨內「多駕馬車」的權力格局出現重大變化。習近平上臺前爆發的激烈鬥爭削弱派系山頭

林立的情況，原有抑制領導人過度擴權的權力格局也隨之瓦解。第三層解釋則是領導人的

政治性格，此也正是最特別、最需去強調的一層。 

 

寇健文表示，習近平

經常在公開演說中提

及鬥爭二字，表現出

他對政治世界的看法

即為衝突與摩擦，只

有互相纏鬥，贏的一

方才能生存。「因為他

是最高領導人，所以

他的價值觀、他的認

知對於中國的決策會

產生很大的影響。」為

暸解是什麼樣的成長

背景塑造出這般政治

性格，寇健文展開一

系列對習近平身世的

探究，並加強對歷史背景的暸解與政治心理學的學識。他亦彙整習近平近三千多篇公開演講

稿，只為對其詞彙的組合進行推測分析。「人已經到中年了，還要去學一些東西是蠻辛苦的。」

寇健文大笑著說道。 

 

洞悉全球議題 帶領團隊執行標竿計畫 

 

大專校院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標竿計畫是教育部為培育相關研究人才所執行的研究補助計

畫。提及申請來由，寇健文表示要回溯至六年前，他與幾位跨科系老師們關注到兩項重要的

全球發展趨勢，其一是美中競爭加劇，其二為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對抗。借助現今的標竿計

畫補助，正式將這些前瞻的觀察著手執行。而這次計畫中增加了兩個新的方向，分別為新冠

疫情與烏俄戰爭，「我們看到全球的局勢出現結構性的變化，我們試圖去掌握這些變化是什

麼、會對臺灣產生什麼影響。」提出變化後，寇健文進一步分出三個研究方向，分別為大國

內部局勢變遷、小國對外在環境的應對及各式全球經濟議題。 

標竿計畫特殊之處，在於其重視計畫的互動性及社會影響，團隊們除了與各國學者、智庫交

▶2022年，寇健文與多名作者共同撰寫《一個人或一個時代：習近平執政

十週年的檢視》一書，討論習近平時代中國局勢的變化（攝影：廖嘉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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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外，更是經營起 youtube 帳號，請老師們討論時事性議題，並將座談會剪輯成精華影片

上傳，只為透過網路傳播帶來一定的社會影響力。現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舉辦的時事座談已

經有一些口碑，每次都可以吸引許多媒體記者到場報導，無形中成為國立政治大學和國際關

係研究中心的行銷幫手，擴展社會影響。 

 

回顧執行研究計畫，寇健文認為協調與溝通是最重要課題，他表示在會議中，與各專業領

域的師資難免意見相左，與過往個人研究的指揮角色不同，他需要在討論過程中擷取重點

並協調整合，「對我來說很痛苦但是很好的一個磨練。」寇健文笑著表示。 

 

學習路上不斷精進 鼓勵學子充實自我 

 

一人身兼多職，寇健文所肩負的責任龐雜，卻不減其對研究與學習的熱忱，使命感推進著

他這一生帶來更多的貢獻。他表示自己也有想做的事，所以日後在退休的前幾年，將逐漸

回歸個人研究。 

 

對於有意從事學術研究的學子，寇健文表示學術道路雖然孤單，但只要秉持毅力並發揮源

源不絕的靈感，他非常支持有熱忱的學生積極投入。不論未來是否從事研究相關領域，他

認為外文與程式語言依然是大學生最重要的技能，能掌握多一種語言，未來在各式職務上

都將擁有更多機會。 

 

回顧研究歷程，寇健文從未停止學習。他為研究內容努力精進自身，在帶領團隊同時，也抱

持開闊的心胸傾聽各方意見，並持續加以內化。如今站在講臺上、已累積厚實學術成果的他，

仍舊是那位眼裏透著光、想為國家付出一切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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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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國立政治大學校務資訊系統中的學術研究補助系統，完成線上申請

作業，嗣後，請將備齊的申請表及相關資料擲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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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審議。 

 

有關「舉辦學術性研討會、研究成果發表會」補助項目，依國際或國內的類別，並視參與國

家數區分三種補助標準。「國際」學術性研討會／研究成果發表會的補助上限為：新臺幣 12 

萬元／3 萬元（三個國家）、10 萬元／2 萬 3 千元（二個國家）；「國內」學術性研討會／研

究成果發表會補助上限為：8 萬元／1 萬 6 千元。詳情請參閱「研究發展處網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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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年度工程處學門主題式計畫 • 112年 12 月 29 日 
 （五）下午 5時 

113 年度「工程科技中堅躍升研究計畫」 • 112年 12 月 29 日 
 （五）下午 5時 

113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案」（大批） • 113年 1月 2日   

 （二）上午 9時 

2025年臺德（NSTC-DFG）雙邊協議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 113年 1月 29 日  
 （一）下午 5時 

113 年度「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卓越計畫」 • 113年 2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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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徵求期 

  間: 自 110年 1月 1日至 

  116年 12 月 31日止） 

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力計畫（簡稱拋光計畫） 

 

• 隨到隨審，並應於計畫執 

  行始日 2個月又 4個工作 

  日前完成線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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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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收錄於 Scopus 資料庫之師生論著共計 59 篇，文學院 6

篇、理學院 8 篇、社會科學學院 10篇、商學院 17篇、外國語文學院 4篇、傳播學院 1 篇、

教育學院 4 篇、資訊學院 9 篇、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1 篇。請參考以下網址: 

https://reurl.cc/OjnKxX  

 

 

 

 

 

 

 

 

 

 

 

 

 

 

 

 

 

 

計畫名稱 委託/補助機關 校內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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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委託科技計畫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 預先揭露 

113 年罕見疾病防治工作補助計畫 衛生福利部 • 112年 12 月 6  

  日（三）止 

113 年「國防先進科技研究計畫」 國防部軍備局 • 112年 12 月 1    

  日（五）止 

https://reurl.cc/OjnK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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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研究發展處 

•【研究發展處訊】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自即日起受理 113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大批）補

助申請案，國立政治大學校內收件截止時間為 113 年 1 月 2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止，請

國立政治大學教師和研究人員踴躍提案申請計畫補助。為避免網路擁塞，建請儘早使用該會

專題研究計畫線上申請系統，完成相關提案申請作業。 

  

•【研究發展處訊】 國立政治大學「國科會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

文」獲獎人經驗分享座談會將於 11月 30 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10 分假行政大樓七樓第

一會議室舉行，歡迎教職員生踴躍報名參加，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QZlq1p 

 

研究發展處另於 12月 5日（星期二）中午 12時 10 分假行政大樓七樓第一會議室舉辦「傑

出研究教師經驗分享－113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及執行秘訣」論壇，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MymK6X。於 12 月 14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假行政大樓七樓第

一會議室舉辦「國科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創作獎，歡迎教職員生踴躍報名參加。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A0Wvjp 

 

 

 

 

 

 

 

▶ 活動海報（圖片來源：研究發展處） 

https://reurl.cc/QZlq1p
https://reurl.cc/MymK6X
https://reurl.cc/A0Wvjp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32/part_14772_8729369_6151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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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文學院 

•【哲學系訊】哲學系於 10 月 4 日至 6 日三天舉辦「第三屆亞洲海德格學圈」國際學術研

討會，此次會議共有 19篇研究論文發表，參與學者來自臺灣、韓國、日本、菲律賓、中國、

伊朗等。會議中發表之論文主題廣泛，涵蓋對海德格早期及晚期思想之詮釋與再詮釋，探討

海德格哲學之現代意涵及應用，以及東方思想與海德格思想之比較研究與對話等，會中討論

熱烈；透過此次研討會的舉辦，不僅鞏固學術對話平臺，以持續推進亞洲海德格學者間的思

想交流，且形塑了能長期友善合作的跨文化暨跨國際之學術社群文化，同時提高臺灣海德格

學者及其學術成果之能見度，可謂非常成功的一次國際研討會，並已在會後積極籌備論文集

的出版事宜，將此次學術研究成果集結成冊。 

 

•【哲學系訊】哲學系於 10月 6日至 7 日舉辦「跨東亞傳統實踐哲學國際會議」，由國立政

治大學哲學系主辦，西班牙巴賽隆納大學哲學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協辦。會中共

發表 8 篇文章，另有 3篇 keynote speech，參與學者來自臺灣、日本、韓國、西班牙等國

家。此次會議以漢語哲學經典為基礎，重新評價並進一步發展東亞倫理思想，促進中國哲學

與日、韓哲學深度對話，並建立了西班牙與臺灣之間的實踐哲學研究之聯結，與會師生參與

討論熱烈，開啟往後臺灣與西班牙實踐哲學研究社群的更多的合作與交流機會。此次與會學

者所發表的各篇論文，皆為在相關專業研究領域中品質甚高者。故擬將會議的相關研究成果

集結成冊，出版為論文集，以深化及延續此次會議的研究成果。 

▶ 講座吸引眾多校內外師生慕名報名參與，現場互動熱烈（照片
來源：社會科學學院） 

▶ 「第三屆亞洲海德格學圈」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來賓合照（照片來源：哲學系）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32/part_14772_8729369_61512.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32/part_14772_8729369_61512.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32/part_14772_8729369_6151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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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社會科學學院 

•【國家發展研究所訊】在社會科學學院高教深耕計畫支持下，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

所 11月 6日接待越南傅爾布萊特大學（Fulbright University Vietnam, FUV）教師一行四

人，包括該校 Mira Seo副教務長與 Tobias Burgers、Mark Frank、Elsa Costa 三位助理教

授，並簽署交流合作備忘錄（MOU），未來將積極展開師生交流與教研合作。 

 

FUV的創立十分有歷史與政治意義。2005年越戰後首位訪問美國的越南潘文凱總理（Phan 

Văn Khải）在會晤哈佛大學 Lawrence H. Summers 校長時，請其協助越南成立世界一流的

大學。2012 年「越南大學創新信託基金」（Trust for University Innovation in Vietnam）

在美國設立，2013 年該校校名出現在美國歐巴馬總統（Barack Obama）與越南張晉創總

統（Trương Tấn Sang）的共同

聲明中。2014 年美國國會撥款

2000萬美元建校，2016年由歐

巴馬宣佈 FUV 啟動，兩天後凱

瑞（John Kerry）國務卿見證該

校成立。2017 年越南政府進一

步提供 15 公頃土地，供該校未

來發展。其創立之時機與規格，

可謂美國印太戰略下之教育合

作成果。 

 

FUV代表團此行，乃啟動與國

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的

▶ 「跨東亞傳統實踐哲學國際會議」會議照片（照片來源：哲學系） 

▶ 國家發展研究所劉曉鵬所長邀請國立政治大學 113 仲尼獎得主吳文

傑特聘教授（二排右一）、傳播學院施琮仁教授（二排左一）締約前於

國家發展研究所與 FUV 來賓合影。（照片來源：國家發展研究所）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32/part_14772_8729369_61512.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290/part_15433_9305453_04568.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290/part_15433_9305453_04568.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290/part_15433_9305453_04568.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290/part_15433_9305453_0456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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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國家發展研究所特地邀請到社會科學學院楊婉瑩院長、國際合作事務處湯京平國

合長親臨典禮致詞。楊婉瑩院長熱誠歡迎 FUV 代表團親臨國立政治大學，並向來賓說明，

社會科學學院擁有各類不同專業系所，積極推動國際學術合作，國家發展研究所不但有優秀

學術表現，也是對社會科學學院國際生授課主力，相信 FUV 能與國家發展研究所在今日

MOU 的基礎上開展更多互動。湯京平國合長更以國家發展研究所合聘教授身分表示樂見國

家發展研究所與 FUV 簽署 MOU，他相信雙方一定能在各自優良的基礎上，創造出更好的

成果。 

 

FUV 作為由美國府院大力支持的越南第一所全自主外國大學，美國在臺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AIT）文化新聞組也派主管 Fulbright及教育文化業務之公眾外交專員

Sharon Hsieh 表示祝賀，並在國家發展研究所劉曉鵬所長邀請下見證雙方簽約儀式。簽約

後劉曉鵬所長表示，國家發展研究所以其跨領域研究及英語教學，將會是 FUV 在國際交流

時的最佳選擇，而國家發展研究所也將持續擴展東南亞學術合作。 

 

在與 FUV 締約的同時，國家發展研究所林義鈞教授及黃兆年助理教授正於新加坡管理大學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進行學術訪問，落實 2022 年 12 月與該校 Jean 

Monnet Chair Program 簽訂之 MOU。相信國家發展研究所與 FUV 未來的合作，一定能

讓臺越學術交流有更多成果。（摘錄自校訊新聞） 

 

•【社會科學學院訊】基因決定一個人的外貌與健康，但基因也能主掌一個人的成就與幸福

嗎？社會科學學院人文領袖榮譽學分學程（PPESA）的跨域對談講座，邀請國立臺灣大學社

會學系林孟瑢助理教授、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張家銘副教授，於 10 月 31 日進行「快

樂由何而來？從基因與生命歷程中的社會因素探究福祉」對談。兩位老師分別為社會學與資

訊工程領域之專業學者，同時跨足人類基因範疇，結合母系所學，為社會現象的解讀開拓多

元面向。講座由 PPESA 召集人、政治學系翁燕菁副教授主持，跨越生醫、資料與社科的講

題，吸引到滿堂來自不同院系的師生參與。 

 

林孟瑢助理教授首先介紹社會基因學（sociogenomics）的應用。研究者為觀察社會現象與

基因的關聯，將基因加入模型驗證，不僅可以增加社會預測力，亦能強化社會學家的解釋，

更有機會理解不同結構下的交互作用。但無論社會學或生物學解釋，都無法單獨得出結論，

例如基因或許使人天生容易患上特定疾病，但後天生命歷程中事件發生的時間點、歷史長度

及發生面向，都可能帶來不一樣的結果。而教育方面，基因欠缺的特質，很可能經由家長來

彌補。她接著介紹研究方法，說明社會學家如何以多基因分數，亦即針對性狀的 GWAS 所

找到的 SNP 之加權總和進行分析比對。 

 

林孟瑢助理教授的「福祉」著眼於伴侶關係以及後續的育兒，分別探討伴侶關係與生育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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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讓人幸福感增加。基因與環境存

在交互作用，基因易受到環境因子觸發

而反應，且穩定環境會增強基因影響力，

個體對環境敏感度更因基因有所不同。

研究發現，基因與社經地位均會影響伴

侶關係軌跡，而軌跡亦能調解基因傾向

之影響，例如同樣福祉基因分數，穩定

的伴侶關係能顯著幫助其獲得快樂，支

持累積優勢、劣勢框架及社會補償的假

設。而生育方面則發現，雖然難以解釋

生育數對健康的顯著影響，但可佐證教育程度低會加重基因的不良影響，教育程度高則能保

護基因弱勢群體，不過對於本身已有基因優勢則無法保證有更好的老年健康。這點出環境因

素之重要性、基因效果之可塑性，及改善教育環境有助於緩解個人基因劣勢。 

 

長年深耕於生物資訊的張家銘副教授，以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的字源解說展開對談，

笑稱其研究恐怕不是探究快樂從何而來，而是痛苦出自何處。表觀遺傳學建立在一個簡單的

概念上：同樣的遺傳物質，有不同結構表現。細胞透過分化，按照相對應的蛋白質，控制並

產生對其有利之基因，負責特定功能，並說明基因開關的動態調控機制，輔助聽眾想像與思

考。他表示，面對龐大的生物資料，資訊專業即派上用場，利用程式過濾篩選所需素材，在

實驗中融合多元領域並充分運用之。此外他鼓勵大家閱讀《表觀遺傳學大革命》，藉由故事、

案例與圖說的科普角度，一探遺傳學令人振奮的發展現況，並理解基因其實只是腳本，培育

環境才是影響詮釋更重要的因子。 

 

在講座互動環節中，聽眾提出關於基因及跨領域的實務問題，也尋求釐清基因優劣的社會價

值判斷。社會學系鄭力軒教授亦舉開臺進士鄭用錫為例回應，論證社會體制與價值觀會篩選

能被保存之基因。看似互不相干的生物基因研究，動機早已融合社會意涵。不過社會上並非

絕對是最優秀的人存留，仍須考量其他社會因素，林孟瑢助理教授以東、西德教育政策為例，

張家銘副教授亦以自閉症與腸胃道細菌有關聯之例子。講者也建議對跨域感興趣的同學，先

釐清個人目標，並珍惜摸索討論過程，而會後聽眾樂此不疲地圍著講者，延續學術交流的景

象，正充分展現跨域價值。（摘錄自校訊新聞） 

 

• 【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位學程訊】社會科學學院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位學程（IDAS），於

10 月 16 日 Brown Bag 系列講座邀請來自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現為國立清華大學

台北政經學院 Yves Tiberghien（肖逸夫）客座教授，以「全球經濟秩序中競爭、衰退與創

▶ 講座綜合座談階段，講者與聽眾積極分享討論，氣氛熱

烈。（照片來源：社會科學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32/part_14772_8729369_61512.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32/part_14772_8729369_61512.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24/part_15389_1682798_9738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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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期多邊、區域和小型高峰會的見

解」為題，從高峰會趨勢中，檢視現存國

際合作網絡如何因應全球的重大課題。

透過細微的觀察及論述，讓師生得以一

窺當今國際社會動態。 

 

Yves Tiberghien 教授提到，當代全球環

境不同於以往，除經濟上不確定性，更有

層出不窮的中小型軍事衝突，以及南方

國家崛起下的多中心發展趨勢，近年的

人工智慧變革、氣候變遷也凸顯當代社

會議題之窘迫。對諸國來說，面對社會變

局及後霸權時代的來臨，使得全球秩序處於爭奪之中，往往需要在單邊、多邊的國際關係中，

發展出各異策略，而此種情形也弱化了整體國際社會的合作與協調，各類型高峰會的產生便

是奠基於既存國際情勢。以 112 年度為例便有 G7（七大工業國組織）、BRICS Summit（金

磚國家峰會）、EAS（東亞峰會）、G20（二十大工業國組織）、UNGA（聯合國大會）等。 

 

綜合國際政治學者 John Ikenberry 之論述及己身觀察，Yves Tiberghien 教授認為近年國

際高峰會常以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區域化（Regionalization），以及俱樂部治理

（Club governance）為組織方式。多邊主義及區域化規模雖大，實務效益端視會員國積極

程度。相對來說，俱樂部治理模式集結具共同利益的國家，彰顯當代國際社會之角力，如先

進國家（G7）與發展中大（BRICS）之張力，然而橫跨雙邊勢力的的印度－太平洋經濟框架

（IPEF）卻也可能形成新的合作模式。 

 

 學術與實務活動   法學院 

•【法學院訊】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法律與社會研究中心於 10 月 25 日於法治斌講堂舉辦

「原住民族法律與社會論壇」，主題為「原住民族法制的權利發展：多元文化脈絡下的理論

與實踐」研究群的首次成果發表，由法律系王曉丹教授主持。吸引跨校、跨科系的師生參與，

會中討論在現代法律體制中，當原住民族文化或傳統遭遇法律條文時，他們將如何在強勢的

法律解釋與論證中被理解和詮釋？原住民族的文化或傳統如何可能影響並改變法律既有的

解釋和論證本身，使其擺脫原本被動被定義和決定的狀態？ 

 

主持人王曉丹教授指出，研究群的諸位老師均認為，原住民族法學有必要進行方法論的整合

而促成此次的盛會。首場論壇便由國立東華大學法律學系范耕維教授打頭陣，講者以「原住

▶國立清華大學台北政經學院客座教授 Yves Tiberghien

（照片來源：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位學程）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87/part_15264_6745409_24839.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32/part_14772_8729369_61512.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32/part_14772_8729369_6151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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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文化因素作為量刑因子？從實證到理論的嘗試」為題，援引法院的判決，說明法官審理原

住民的刑法問題時，於何種情況下可能會參酌原住民的文化（文化抗辯，cultural defense）

並予以減刑。他以「獵捕宰殺野生動物」為例指出，涉及此類案件的原住民多會以「食用」

為目的進行文化抗辯，嘗試合理化該行為，以期降低刑罰。初步的研究結果顯示，今日原住

民文化傳統會被視為「犯罪行為」是基於漢文化與原住民間的文化衝突。於此可見，當代非

原住民族對原住民族行為的理解、想像存在差異。同時，我們亦需要進一步思索該以何種方

式處理原住民的行為，是否要以刑法？或是行政管制，原住民的行為是否應納入刑法的規範，

抑或是使用不同的方式加以處罰。方能更為切實地面對原住民於現代法下面對的不利處境。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許恒達教

授則以原住民族文化權與刑事法

涉及的「刑罰公平性與多元文化」

問題為起點。因臺灣不同於國外

的刑法處置，在個別的選擇中，會

有一些非主流文化形構成另一種

抵抗主流文化的關係。文化於不

同的國家，或有相異的表現方式。

於此情況下，法院如何一邊遵守

釋義學的框架，一邊尊重主流文

化？法律擔負穩定社會秩序的功

▶ 國立東華大學法律學系范耕維教授論及文化因素如何作為量刑的依據（照片來源：法學院） 

▶ 法律學系王曉丹教授總結本次的討論並鼓勵各位與會同學思
索法律與社會的問題（照片來源：法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32/part_14772_8729369_6151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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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若任意變動犯罪範圍，會影響法律的安定。此外，文化抗辯是否應直接用於犯罪的排除

或減刑？最後他認為應當創設出更多的阻卻違法事由，以保障原住民族的行為。 

 

國立東華大學法律學系徐揮彥教授則以釋字 803 發布後「文化權利化」為主要問題，述及

若文化為原住民的權利，此種群體該如何作為一個主體？因原住民族的文化具有「集體性」

的特質，並透過個人的操作以實踐傳統文化。然而，集體性文化的內部亦存在著差異。他以

此為起點，試圖反思原住民族文化權的適用範圍？及其保護射程該如何發揮？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李明芝助理教授則以「森林法」為研究對象，討論原住民採集森林產

物的權利。她指出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9 條與森林法第 15 條第 4 項，兩項規範針對「採取

森林產物的地點」（如傳統領域土地及原住民族地區）的規範要件存在歧異，因此法規的施

行與原住民族權利的主張，亦產生差異。她認為與其思考該如何鬆綁、調整行政管制，不如

先一步地反思，此種控管機制是否恰當？若控管制度本來就有問題，那管制的正當性何在？

她指出應當持續思考森林法對於林地的定義，森林治理並不應當是國家單一控管，而是應當

是多元治理。 

 

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黃之棟教授則以公共行政學者的角度反思法律，並指出法律不是

單純的遊戲規則，同時也是一種價值與權力交錯而成的動態體現。他提出三項關於法學研究

方法的理論反思：規則、敘事、實踐。因為法規是正式且被記錄下來的規定，具有規範色彩。

▶ 會議的與會學者左起分別為：許恒達教授、林俊儒博士候選人、王曉丹教授、范耕維
教授、李明芝助理教授、徐揮彥教授、黃之棟教授（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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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應考察法條是如何被訂定，相關法規的內容為何？再者，研究者若將判決、法官表述

的內容，作為分析的對象，應當更為深入地思考，法官是如何進行論述。最後，研究者應當

關注法律是如何被實踐、操作，並分析操作中的規則。相關規則是透過行動者的操作而展現。 

 

律師、博士生林俊儒則以刑事訴訟法第 35 條第 5項為例，討論原住民族為何高比例地拒絕

使用法扶辯護律師，是否可能與法律明訂有「告知」的義務有關。他透過訪談的方式，歸整

出「法律感知」與「法律情境」兩個研究取徑。立法者原先預期以權利語言保障原住民的權

利；然而，權利語言的運作，卻受到空間的影響，最終相關法規並未使原住民獲取發言能力，

反而致使原住民僅以語言選擇「放棄」的結果。更有甚者「放棄」權利的行為背後亦帶有汙

名。倘若研究者能看見權利語言的脆弱性，或許可以給予原住民更多的表述，並以此更為有

效地推動臺灣的法律解殖。 

 

法律學系王曉丹教授以法社會學與法學方法論總結，法律不僅是推動特定價值的工具，也是

構成社會現實的部分，在過去法律不平等的現實下，建構一個以原住民族能動性為核心的

「回應社會」之法學方法論，極為重要。現代法所使用的法律語言和原住民的生活知識，可

能並不立基於同一種認識論基礎。分類的背後存在著具有國家強制力的系統。應當從法律與

社會研究的視角，梳理原住民族文化的法律問題，並持續強化原住民族在現代法中的能動性，

以期替原住民追尋更為多元且自由的法律主體位置。 

 

論壇在師生討論間劃下句點，相信日後原住民法律與社會議題的種子，在與會者的心中發芽，

唯有持續地關注，不斷地反思，深入地思考，才能為每一個可能存在主流社會之外的主體，

尋覓更為適切的生存位置，致使多元文化的保護成為可能。 

 

 

 

 

 

 

 

 

 

 

 

 

 

▶ 講者們分別就此次的會議主題討論可再深入思索的面向（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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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訊】法學院刑事法學中心於 11 月 3 日邀請日本立教大學法學部教授深町晋也進

行演講，他長期投入家庭內所發生的各種犯罪研究，並藉由觀察民事與刑事之間的連動性，

對法律議題進行闡釋。此次以「社會相當性的『再生』──以日本、德國的議論狀況為素材

（社会的相当性の「再生」──日独の議論状況を通じて）」為主題，由法學院黃士軒教授擔

任翻譯人，並邀請法學院李聖傑副教授及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薛智仁教授、許恒達教授進

行與談。 

 

首先，深町晋也教授就此次演講主題之「社會相當性」的概念進行介紹，此概念最初是由德

國學者 Hans Welzel 所提出，其內涵為「歷史上形成之國民共同生活秩序範圍內發揮功能

性作用的行為」，並具有否定構

成要件該當性以排除行為可罰

性的功能，以使部分看似可包攝

於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得以評

價為非不法行為。然而後續德國

就「社會相當性」之體系定位及

具體內容均有爭論，此爭議也同

樣發生於日本的討論中，並出現

了行為無價值論與結果無價值

論的對立主張。直到最近，德國

又開始圍繞著社會相當性的概

念，探討特定行為的可罰性，如

宗教中對男童進行之割禮，或

父母、老師對兒童因教育所進

行的侵害行為等。 

 

深町晋也教授並就德國近期針對社會相當性所進行的討論進行分析，例如在家庭中對鄰居誹

謗重傷之行為是否該當德國侮辱罪之構成要件案例中，德國通說以「家庭」具有如避風港的

特殊性質為理由，藉以否定於家庭中意見發表的可罰性，這種見解並非是將侮辱罪的構成要

件依據保護法益進行限縮解釋，而是以「社會相當性」的概念限縮構成要件的成立。 

 

深町晋也教授進一步提出從「家庭」觀點出發的刑法上問題，或許得以「社會相當性」的概

念做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指引，並就日本實務上所發生之共同親權人間爭奪子女的行為是否構

成日本刑法第 224 條略取誘拐罪之案例進行討論。於日本判例中可大致將這種爭奪子女的

行為區分為「分居帶離型」（即分居之雙親將與他方生活之子女帶走）及「脫離共同生活型」

（民事上稱攜子分居）兩種，前者肯定略取罪之成立，後者則否，主要的理由是前者已超過

社會通念允許之範圍，但這種不明確的判斷標準也受到批評。他認為若以「社會相當性」的

▶ 深町教授演講場次，由左至右為法學院李聖傑副教授、日本立教大學

深町晋也教授及法學院黃士軒副教授（照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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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僅行解釋，並搭配日本民事裁判見解，可得出雙親間應有「主、從監護人」之分，而在

主監護人將子女帶離之情形，應可解釋為其並未將子女帶離受保護之環境，故得以親屬之行

為阻卻違法，即藉由社會相當性的概念將民事法秩序納入刑法解釋中。 

 

最後深町晋也教授提到，以社會相當性作為刑法上限縮解釋的一種方式，可作為一種限縮行

為可罰性的「暫定解」，不過在解釋的過程中，也須一併考量刑法以外的其他法秩序，必要

時，也應以立法的方式解決可罰性過廣的問題。 

 

 

•【法學院訊】 「金融科技發展路徑圖（2.0）」於今（112）

年 8 月發布，引領我國金融科技邁入嶄新篇章。本研究

沙龍由法學院科技變革與金融創新研究中心與財團法

人理律文教基金會於 10月 17日舉辦，邀集重量級學界

及業界專家，深入剖析該規劃下之未來展望與關鍵挑

戰，盼能為臺灣金融科技生態之永續發展開啟正向對

話。由澳洲蒙納許大學法學院臧正運教授主持，台灣金

融科技協會蔡玉玲理事長、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教授暨金融科技研究中心陳恭副主任及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楊岳平副教授主持。 

▶會後大合照，中央部分由左至右分別為法學院李聖傑副教授、黃士軒副教授、立教大學

深町晋也教授、國立臺灣大學許恒達教授及薛智仁教授（照片來源：法學院） 

 

▶ 活動海報（圖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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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訊】法學院於 10 月 20 日舉辦「淺談 ChatGPT 及其於法律判決書的應用」工作

坊活動，邀請國立中興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范耀中副教授主講，法學院陳龍昇副教授主持。 

 

•【法學院訊】法學院於 10月 23日邀請荷蘭 David Korzec執業律師、Legal Associate 

of Korzec Law 許立儒律師及 Legal Counsel of BYD Europe B.V. 楊懷慶律師進行分享，

講題為「荷蘭法律專業工作及求學和求職經驗分享」，由法學院吳秦雯副教授主持。 

 

 

 

 

 

 

 

 

 

 

 

 

 

 

 

 

 

 

•【法學院訊】由法學院與國家人權委員會於 10 月 25 日共同主辦「兩公約講座」，講題為:

「適足住房權—反迫遷」，邀請德國曼海姆大學 Lukas Romberg 律師及法學院林佳和副教

授擔任講者，由曾任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副主席之德國曼海姆大學 Eibe Riedel

教授與談。 

 

•【法學院訊】《循環經濟基礎工作坊》是一套以對話與互動為核心的 3小時實體工作坊，

漸進式學習、系統性理解循環經濟，由國立政治大學企業永續管理研究中心與法學院於 10

月 30日共同舉辦，講題為「打開未來生活的想像」。 

▶ 活動海報（圖片來源：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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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訊】法學院財經法中心於 10 月 31日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李素華教授演

講，講題為「智慧財產權之功能與角色：國際與臺灣現況之比較」。 

 

•【法學院訊】法學院數位經濟與競爭政策研究中心於 11月 2日邀請輔仁大學法律系張陳

弘助理教授演講，由法學院王立達教授主持。 

 

 

 

 

 

 

 

 

 

 

 

 

 

 

•【法學院訊】 法學院勞動法與社會法中心於 11 月 13 日邀請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法學院普

帕提助理教授演講，講題為「泰國集體勞動關係最前線：工會組織類型、發展與工會法制」，

由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劉梅君所長主持，臺北市產業總工會陳淑綸秘書長、全國金融業

工會聯合總會周宇萱副秘書長與談。 

▶ 活動海報（圖片來源：法學院） 

 

▶ 活動海報（圖片來源：法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32/part_14772_8729369_61512.jpg


 

 

- 21 - 

•【法學院訊】法學院基礎法學中心於 11月 14 日邀請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

覃名遠博士生分享日本交換與留學經驗，講題為「日本交換學生暨留學經驗分享」。 

 

 

 學術與實務活動   商學院 

•【商學院訊】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與美國加州州立大學蒙灣分校商學院 11 月 3 日合作辦

理「ESG 和負責任 AI 的現況與趨勢：太平洋兩岸國際供應鏈與科技領域專家的跨域對話」

（The Current and Future State of ESG and Responsible AI, A Trans-Pacific Dialogue 

between Experts in 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 and Technology），邀請來自產學界的

演講者深究 ESG領域與 AI 科技所帶來的機會與挑戰。 

 

主辦方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黃家齊院長致詞時提到，ESG 是至關重要的全球議題，而 AI的

發展則提供許多機會以實現 ESG 目標，「如何兼顧善用科技與道德責任，是值得深思的問

題。」 

 

企業管理學系羅明琇教授為首位演講者，帶領聽者解讀綠色供應鏈的數據與現況。她認為，

淨零碳排（Net Zero）已成為全球共同目標，也已有超過 1003 家公司制定相關計畫，「這

1003 家公司不單只是公司，而是 1003 條綠色供應鏈。」她也點出政策、成本與合作是臺

灣企業在此領域發展的最大困難，並指出企業面臨挑戰時的共同反應：試圖使用 AI。因此，

▶ 活動海報（圖片來源：法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32/part_14772_8729369_6151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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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認爲針對綠色供應鏈，導入 AI輔助能為企業

提高效率，且透過 AI 工具的支持，可以為企業

建立一個「永續的供應鏈」。 

 

技嘉科技業務發展黃聖桓經理演講指出，

ChatGPT 已影響著各行各業，當談及 AI 與高

性能計算時，都是由數據中心的伺服器控制。

然而這些伺服器卻消耗大量能源。他並提到，

AI其實也能讓數據中心變永續，例如智慧節能、

預設提供檢測報告等，「AI 讓人們更接近綠色

數據中心，幫助數據中心實現綠色轉型，並提

高效率，創造更環保的環境。」 

 

另外兩位講者分別是加州州立大學蒙灣分校

Jennifer Kuan 副教授以及加州大學聖克魯斯

分校劉洋助理教授。Jennifer Kuan副教授著重

討論碳市場現況，她表示，碳與其他溫室氣體

產生許多「負面外部性」，並指出找到解決碳

排和氣候變化的有效方法極具挑戰性，但同時也認為，建立高效的「碳抵銷市場」是一個具

展望的方式。 

 

劉洋助理教授以 AI 可信度為講題。他表示，社會對大型語言模型的可靠性與準確性一直存

在爭議；因此，他與團隊則嘗試解決並讓其「更負責任」。他說，未來有更多人致力為 AI製

作更佳的模型，以符合社會與人類價值觀，這是一項極為重要的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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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及翻譯與跨文化研究中心於 11 月 4 日共同舉辦「在地

對『第二文化』的轉譯與教學之挑戰」（The Challenges of Interpreting and Teaching “the 

Second Culture” in Local Contexts）國際研討會，首先由外國語文學院鄭家瑜院長及翻

譯與跨文化研究中心林侑毅主任開場致詞，為研討會揭開序幕。 

 

研討會緣起於外國語文學院第一期高教深耕計畫執行成果—《用外語說臺灣文化》系列套書。

外國語文學院素為培養多國語言人才之重鎮，每年赴海外交換、留學之學生人數不勝枚舉，

為了協助國人及學生以外語向外國人士推廣臺灣文化之美，為此集結院內廿一位專兼任教師

▶ 太平洋兩岸專家學者進行跨域對話，探討如何

將 ESG原則融入各自產業的 AI技術發展與實務

（照片來源: 信義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32/part_14772_8729369_61512.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32/part_14772_8729369_61512.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32/part_14772_8729369_61512.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204/part_15455_5871111_5650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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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著及審訂九冊（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俄語、日語、韓語、阿拉伯語、土耳其語）

不同語言的《用外語說臺灣文化》系列套書，不僅可以發現異文化的趣味，更能體現在地文

化的豐富性與多元性。是以，研討會旨在讓全臺各地的專家學者齊聚共同探究「第二文化」

議題，文化翻譯的在地化可以重新認識臺灣這片土地，較過去更加容易關注周遭現象，仔細

觀察臺灣在地各種人事時地物、思考。 

 

此次研討會非常榮幸邀請到法國國立東方語文學院 Thomas Szende 教授專程來臺發表專

題演講「Culture & Civilization: A Conceptual Ambiguity」，為研討會增色不少。Thomas 

Szende教授闡述文明與文化在概念上的模糊性及差異性，前者是指經過驗證的跨學科研究

方法，包含空間性、社會性、經濟性、連續性、集體意識性；後者代表人類及社會脫離野蠻

狀態，透過教育實現開化（civilized）行為之進程。該場講座讓與會師生獲益匪淺。 

 

會議邀集到來自國內外共 18 篇優秀論文投稿，針對臺灣文化的外譯、多元文化的教學、多

語教育與雙語政策、翻譯教學現場的問題、機器翻譯的研究與展望、語言與文化認同、新住

民的語言教育政策等議題進行探討，語種涵蓋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俄語、韓語、

捷克語、印尼語、吉爾吉斯語、臺灣阿美族語等，各地專家學者遠道而來、齊聚一堂交流與

分享研究成果或教學實踐，進而提升研究及教學水準。 

▶ 外國語文學院鄭家瑜院長（左三）開場致詞，招靜琪副院長（右二）、翻譯與跨文化研究中心林

侑毅主任（右一）、法國國立東方語文學院 Thomas Szende 教授（左二）及歐洲語文學系阮若缺

教授（左一）共襄盛舉（照片來源：外國語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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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重頭戲—「第二

文化之延伸」工作坊緊

接著登場，特別邀請

《用外語說臺灣文化》

系列套書九位編著教

師群分享三年來寫書

心路歷程及宣傳臺灣

文化之國際效益。外國

語文學院本於推廣學

術知識公共化之教育

職責，以外語介紹本土

民情、文化、社會及價值

觀，積極推動臺灣文化

面向國際，《用外語說臺灣文化》系列套書便是各種文化最佳的穿針引線者，促進不同國家

與臺灣之間的文化交流，搭起友誼的橋樑，充分展現我國軟實力及正能量。 

 

會議尾聲，外國語文學院招靜琪副院長代表全院及研究中心，由衷感謝國際講者、各場次主

持人及發表人、工作坊與談人熱忱參與，使研討會蓬蓽生輝，得以圓滿成功。 

 

 

▶ 外國語文學院鄭家瑜院長（左）致贈感謝狀予法國國立東方語文學院

Thomas Szende 教授（右）（照片來源：外國語文學院） 

▶ 研討會與會人員大合照（照片來源：外國語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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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訊】 

外國語文學院及文學

院於 11 月 8 日非常榮

幸邀請語言學界權威

韓可龍教授（Prof. Dr. 

Henning Klöter）蒞校

演講，韓可龍教授現為

德國柏林洪堡大學人

文社會學院副院長、亞

非學系教授，此行特地

撥空拜訪國立政治大

學，並發表講題「歐洲

早期中文文獻與音檔—

以客語及閩南語為例」。 

 

韓可龍教授首先回顧歐洲早期漢語文獻的歷史脈絡，並闡述語言學史取決於物流的條件（流

通路線）及物質的條件（手稿進化到印刷再到音檔），緊接著剖析殖民及貿易兩大關鍵因素

與語言學史的發展密不可分，並說明 17世紀耶穌會傳教士在語言傳播（官話）扮演著舉足

輕重的角色，乃至影響著當代歐美地區的漢學研究以普通話（國語）佔主導地位，而地方語

言研究則相對弱勢。 

 

隨著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日新月異，尤其是 19 世紀末愛迪生發明留聲機，讓語音的保存成

為可能，並當場播放 1926年廣東籍客家人的音檔，聲音鏗鏘有力，彷若重回百年前的時空。

▶ 「第二文化之延伸」工作坊（照片來源：外國語文學院） 

▶ 講座活動座無虛席（照片來源：外國語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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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洪堡大學刻正進行唱片音檔數位化工程，期以永續留存彌足珍貴之語料。 

 

最後Q&A時間，現場聽眾踴躍發言提問請益，韓可龍教授一一解說，與會師生可說是滿載

而歸，講座活動在掌聲中圓滿落幕。 

 

 
•【外國語文學院訊】為鼓勵外國語文學院教師積極申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提升研究量

能，外語學院於 11 月 13 日邀請英國語文學系陳音頤特聘教授、語言學研究所黃瓊之教授

以中英雙語分享外國文學學門及語言學學門之國科會計畫申請及執行經驗，由招靜琪副院長

開場主持，吸引院內 20位中外籍教師報名參與。 

 

首先，陳音頤特聘教授由外國文學學門計畫申請切入，提醒與會教師計畫內容切勿毫無創新

或研究乏善可陳，建議應對文獻背景有更詳細的鋪陳、對議題的重要性詳加説明、理論架構

清楚闡述，並叮嚀寫作要點之背景、重要性、概念定義、理論架構等務必切合議題、並與自

身研究具延續性及關聯性。 

 

接著，黃瓊之教授以語言學學門之計畫為主軸，分析研究規劃之重點，如研究議題清楚界

定、研究目標具原創性及重要性、研究方法之適切性及可行性，特別是針對新進教師博士

論文的延伸提出建言，建議新進教師必須就計畫延伸點的「研究缺口」論述清楚，設法增

強博論研究之廣度及深度，並具體說明理論上或應用上的研究貢獻。 

▶ 德國柏林洪堡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副院長韓可龍教授（左六）、外國語文學院鄭家瑜院長（左

五）、文學院金仕起副院長（左一）、歐洲語文學系姚紹基副教授（右五）及與會師長合影

（照片來源：外國語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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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結束後，與會教師紛紛私下請益，包括少數語種教師對書寫文字的憂心以及國內學者之

間是否會有合適審查委員的問題，兩位教授皆毫無保留地無私分享、提供意見。此次活動吸

引院內中外籍教師熱烈參與，期能一同為提升外國語文學院研究風氣貢獻一己之力。 

 

 

 

 

 

 

 

 

 

•【斯拉夫語言學系訊】第四屆「捷克日在政大」（Czech Day @ NCCU）於 10 月 31 日在

國立政治大學舉行。該活動由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與斯拉夫語文學系於 2020 年 11 月首次

舉辦，旨在增進國立政治大學師生對捷克文化的認識，並進一步鼓勵捷克語文學習。 

 

國立政治大學李蔡彥校長、外國語文學院招靜琪副院長、斯拉夫語文學系柯瓊鎣主任皆蒞臨

現場。李蔡彥校長在致詞中首先恭賀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在臺三十周年，諸多建樹，尤其是

啟動今（112）年 7 月布拉格與臺北之間的直航，相信後續經濟、文化、教育等交流合作將

更加頻繁。同時他也強調多元文化在大學教育的重要性，並推崇臺灣與捷克重視民主價值的

共通性，是為推廣多元文化教育的表率。 

 

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 David Steinke 代表則在致詞中，一再強調臺捷雙方友好關係，並以

▶ 英國語文學系陳音頤特聘教授經驗分享（照片來

源：外國語文學院） 

▶ 語言學研究所黃瓊之教授經驗分享（照片來源：外國

語文學院） 

▶ 外國語文學院中外籍教師熱烈參與（照片來源：外國語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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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國立政治大學頒贈捷克前總統哈維爾榮譽博士，以及 2020 年捷克參議院議長韋德

齊在國立政治大學的演講，推許國立政治大學在臺捷友好歷程的重要地位。 

 

活動首先由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 Martina Rubešková 副代表介紹捷克現勢，並與在場師生

熱絡交流。緊接著是捷克電影欣賞，此次放映的電影《扎托佩克》曾入圍奧斯卡獎提名，並

榮獲捷克雄獅電影獎，內容講述捷克奧運賽跑選手扎托佩克在共產政權下的生命故事。值得

一提的是，此次播映亦是本部電影在臺公開首映。斯拉夫語文學系自 2005年開設捷克語相

關課程以來，承蒙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積極提供資源，合作辦理各項學術文化活動，雙方交

流頻繁，合作密切。 

 

•【斯拉夫語言學系訊】斯拉夫語言學系於 11 月 14 日舉行「捷克語數位教學工作坊」，邀

請捷克查理士大學捷克語文研究學系（Institute of Czech Studies）Starý Kořánová 教授、

Škodová 教授以及 Hudousková 教授，為參與師生分享捷克語教學相關的數位科技應用。

工作坊為國合處補助的「跨國斯拉夫語文數位教學合作交流計畫」項目之一，該計畫主要研

討臺捷雙邊相關課程合作的可能性與可行性，同時在既有的學術合作基礎上進行更多元且實

質的對話。 

 

工作坊一開始，由同時在布拉格電影學院授課的 Starý Kořánová 教授介紹本身已執行近五

年的影片拍攝計畫，分享如何以捷克文學為媒介，深化學生的語文內涵，並從中引導學生熟

稔捷克語的口語表達技巧。Škodová 教授則是介紹今年甫由查理士大學哲學院學術研究團

隊共同開發的 ProCzeFor 應用程式，該應用程式是為學習捷克語的外國人量身訂做的一套

發音測試與練習的線上軟體，成功地讓學習捷克語變得更容易也更有趣。Hudousková教授

接著介紹依教學或研究目的不同所需的各種數位輔助資源，包括線上字詞典、語料庫以及

▶李蔡彥校長與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 David Steinke 代表

交換禮物（照片來源：斯拉夫語言學系） 
▶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 Martina Rubešková 副代表介紹

捷克現勢（照片來源：斯拉夫語言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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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在捷

克語教學與學習

上的各式應用。

最後則由曾經以

及目前在國立政

治大學學習捷克

語文的學生，以

影片的形式回應

學習捷克語文的

初衷與經驗，這

也讓遠道而來

的捷克教授們

耳目一新，印象

深刻。 

 

工作坊結束後，隨即進行由斯拉夫語文學系柯瓊鎣系主任主持的雙邊交流會，臺捷教師互動

熱絡，同時也確認了未來共同規劃相關國際合作交流課程的願景，希望藉此活絡在臺灣的捷

克研究，豐化在國立政治大學的捷克語文學習資源，更可為相關學科奠定深厚的人文基礎。 

 

1. Starý Kořánová 教授所執行的「捷克語作為第二外語學習影片計畫」成果：

https://youtube.com/@ilonastarykoranova8593?si=wmHA0KUP3vu2dF28 

2. ProCzeFor APP：https://www.proczefor.cz/en/ 

3. 影片「我們這群政大捷克人」：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gK4sOk4G9E 

▶「捷克語數位教學工作坊」大合照。前排由右至左分別為查理士大學 Škodová、Hudousková、Starý 

Kořánová 教授、布拉格城市大學 Starý 校長以及斯拉夫語言學系林蒔慧教授（照片來源：斯拉夫語言學系） 

▶工作坊後雙邊交流會。由右至左分別為查理士大學 Hudousková、斯拉夫語言學系

吳佳靜及葉相林、查理士大學 Starý Kořánová、斯拉夫語言學系柯瓊鎣主任、布拉

格城市大學校長 Starý、斯拉夫語言學系林蒔慧、查理士大學 Škodová 以及斯語系

赫萊娜 Hrdličková（照片來源：斯拉夫語言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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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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國際

傳播英語碩士學位學程（IMICS）的數位

媒體與娛樂法課程有幸邀請美國喬治梅

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

的 Seán M. O'Connor法學教授，於 10

月 20日到國立政治大學進行專題講座。

此次講座由傳播學院盧建誌助理教授主

持，吸引了來自傳播學院、法學院等多

個學院的 30 多名學生參與。 

 

Se án M. O'Connor 教授亦是書籍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usic 

Law & Policy》和《5G and Beyo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Internet of Things》的編輯，致力

鑽研智慧財產權和商事法如何應用在創新科技與藝術的商業化。他以「AI Perspectives & 

Advances: Copyright as a Matter of Music Style」為題，分享對 AI科技、智財權與創作

風格的見解。講座在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李瞻講堂舉行，並由 IMICS 主任林日璇特聘教

授開場歡迎。 

 

Seán M. O'Connor 教授首先談到了基本音樂版權，區分了作曲和音樂錄音之間的所有權。

作曲通常由作曲家擁有，而音樂錄音則由唱片公司擁有。然而現代音樂創作已經隨著人工智

能的參與而演變，使音樂的創作、演奏和錄製變得更加複雜和令人興奮。現在大多數的音樂

是在製作軟體（DAW）、合成器的幫助下全面創作、演奏和錄製的。 

 

演講中隨後討論了 AI 生成音樂的本質。AI 參與音樂創作已模糊了作者身分和版權的界線，

這帶出了保護人類創作者權益的需求。在討論如何獎勵與報酬人類創作者時，Seán M. 

O'Connor 教授提到了「風格」可能作為討論中的重點。「表演風格」指的是演奏者如何呈

現和詮釋音樂作品，而「作曲風格」則涉及作曲家的獨特風格。而在音樂產業中，擁有風格

是不可或缺的，人們也通常希望複製他們欣賞的風格。 

 

Seán M. O'Connor 教授舉例提出有些標榜某創作者風格的音樂，實則他們根本沒有參與製

作。他也用安迪・沃荷風的作品舉例，強調 AI 可以量化並複製藝術風格。在此具有辨識度

的是這些創作者的風格。風格是創造力的核心，因此保護風格是重要的。然而建議在保護作

▶聽眾與演講者互動，右二為講者 Seán M. O'Connor

教授(照片來源: 國際傳播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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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風格時，應狹義為探討個別創作者的特定風格，而不上綱到更廣泛的音樂種類與流派。這

種區分對於維護創作者權利和鼓勵藝術創新至關重要。 

 

Seán M. O'Connor 教授隨後探討用於保護音樂作品的法律制度，包含 AI 是否具智財權以

及 AI 生成音樂應該需要多少人類參與。並且 AI 的輸出通常混合和模仿現有的風格，並有

人指出人工智能機器學習需要一定程度的「複製」。儘管這些學習素材通常有線上展示的授

權搜尋引擎，但人們爭議作者是否同意將其作品用於機器學習，以及是否可以被視為合理使

用。 

 

講座結束後，與會者在音樂著作權方面分享了更多的想法。傳播學院謝杰廷助理教授也從音

樂的角度出發，談到貝多芬通過出售樂譜來倡導原創性和獨立性，並分享了樂譜可以有文化

和藝術上的變化，可以留給表演者更多解讀和表演音樂的空間。法學院沈宗倫教授也提出了

有關商業音樂是否變得標準化以及強制授權的問題等。（摘錄自校訊新聞） 

 

•【廣播電視學系訊】 AI 來了，工作沒

了？好萊塢演員及編劇罷工，勞資雙方

在薪酬、AI 使用等仍持續協議。前大法

官、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蔡明誠兼任

教授提醒，早期第三波科技出現，曾引發

恐慌，時移至今，須懷抱平常心面對，避

免被新科技的新詞彙干擾。 

 

蔡明誠教授應邀在國立政治大學數位傳

播文化行動實驗室主辦的「AIGC ╳ 影

音創新 ╳ 假訊息」媒體論壇主題演講中

表示，生成式人工智慧 AIGC 出現，對於

AI 是否具備人格權、創意智財權歸屬引發爭議，他提出著作鄰接權、營業密秘法等思考面

向，從科技及內容兩角度，思索專利議題乃至個資隱私的權利義務。 

 

陳樹衡副校長表示，近期教育部高教深根計畫幾乎都提到人工智慧，當生成式人工智慧出現，

原本大數據的應用，進入創意的生成，其中對人類主體性的討論方興未艾，如何面對科技演

進，需要匯集各方意見，與時俱進。 

 

好萊塢近期演員和編劇同時停工的「雙重罷工」，被視為以 63年以來最具規模的一次，罷工

行動恐讓影視製作停擺。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陳依玫秘書長解釋，文化

創意媒體工作人員所面臨的困境未必來自生成式人工智慧，跨國平臺對於本土培植影視人才

▶ 國立政治大學陳樹衡副校長擔任論壇主持人。（照片

來源：黃葳威教授）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786/part_15287_7616340_16811.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786/part_15287_7616340_16811.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786/part_15287_7616340_16811.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230/part_15456_9309857_55932.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230/part_15456_9309857_55932.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230/part_15456_9309857_55932.jpg


 

 

- 32 - 

的生態圈所形成的衝擊更值得關注，原因在於臺灣對於跨國科技平臺與影視產業頻道的不對

等管制，產生不公平的立足點，影響臺灣的本土內容產製人才市場。 

 

陳依玫秘書長分析，網際網路已經問世二十多年，初期採取觀望發展思維，但近年臺灣對於

電子頻道與所屬網路平臺的差別化監理，與放任跨國平臺治理的無作為，後者形成網路盜版

影音或詐騙溫床，或冒用知名媒體人的釣魚網頁，對於提供傳播就業市場與人才培育的內容

產製頻道業者，形成雙標管制，這對本土文創影視產業發展相當不利，亟待正視。 

 

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內容黃兆徽執行長示範生成式人工智慧運用影音創新進展，她說明今後

結合 AI 於日常生活與創意實踐的便利，及創意設計來自創作者本人的重要性。廣播電視學

系黃葳威教授強調，近期主張負責任的 AI，當人類運用生成式人工式智慧科技，也應負責

任的協作運用，揭示資料庫來源與使用歷程，方能在重視智財權的基礎下，產生更多創意的

火花。（摘錄自校訊新聞） 

 

 學術與實務活動   國際事務學院 

•【國際事務學院訊】2023 年第五次臺灣歐盟論壇於 10 月 27 日舉行，論壇的主題為「經

濟安全、印太戰略與歐洲整合之未來」，探討歐盟目前的經濟安全政策以及印太戰略。此次

臺灣歐盟論壇由臺灣歐洲聯盟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歐盟卓越中心、國立政

治大學歐洲聯盟研究中心、國家圖書

館主辦，協辦單位為外交部外交及國

際事務學院、中華民國（臺灣）歐洲

研究協會、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

院歐洲聯盟研究學分學程。 

論壇由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張台

麟教授擔任主持，邀請輔仁大學財經

法律學系黃詩婷助理教授、國防安全

研究院李俊毅副研究員、世新大學通

識中心吳巨盟助理教授以及東海大

學政治系沈有忠教授擔任發表人，並

邀請前任印度大使翁文祺進行與談。

張台麟教授指出，歐盟的經濟安全政

策與印太戰略的制定是歐盟治理目

前的首要議題，同時也深深影響歐盟

的對外政策，歐盟目前強化與印度與東協的合作，顯示歐盟對東亞區域的重視，此外，德國

▶ 論壇貴賓合影，左起臺灣歐盟中心鄭家慶執行長、東海大

學政治學系林子立副教授、國立清華大學方天賜副教授、東

海大學政治學系沈有忠教授、前駐波蘭代表處施文彬大使、

對外關係協會林永樂理事長、臺灣歐盟論壇召集人暨佛光

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張台麟兼任教授、輔仁大學財經法律學

系黃詩婷助理教授、國防安全研究院李俊毅副研究員、世新

大學通識中心吳巨盟助理教授（照片來源：國際事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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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 2023年 7月上旬公布新政府的對中政策走向，值得探究未來歐盟對中政策的走向，因

此此次論壇將針對經濟安全、印太戰略、東協印度關係、以及德國新政府對中政策進行探討。 

論壇首先由黃詩婷助理教授以「歐洲經濟安全策略與出口管制法規之關聯性」為題進行研討，

她提到歐盟落實經濟安全政策的目標，除了強化歐盟在國際貿易的競爭力外，更要針對重點

產業進行特別的管制與規範，以保護歐盟的經濟安全，並強化與貿易夥伴之間的合作關係，

因此歐盟提出了 11項經濟安全措施，並可歸納為三大類，分別是科技及經濟安全措施之強

化、科技研發之支援與保護、私部門貿易行為之相關審查。經濟安全措施強化的部分，主要

目的是保護科技產業並剔除風險；科技研發的部分則是提升歐盟供應鏈的韌性，並防範技術

遭到外來行為者盜取；最後，在私部門貿易行為審查部分，透過建立與私部門的溝通管道以

及設立投資審查法規，來協助私部門進行風險管理。 

接著由李俊毅副研究員進行發表，探討歐盟的印太戰略是否要與中國「脫鉤」。他藉由爬梳

歐盟印太戰略的相關文件發現，歐盟並沒有直接挑明印太戰略的目的是為防範中國的崛起，

反而更強調與印太區域國家的合作該如何進行，「中國」一詞在印太戰略的討論議程上鮮少

出現，即便出現，也是著重於中歐之間的合作，而非對中國對外行為的譴責，然而這並不表

示歐盟不再處理中國問題，而是將印太戰略與歐中關係分開處理，印太戰略著重於與中國以

外的印太區域國家發展合作關係，而歐中關係則將中國定位為合作與談判夥伴、經濟競爭者，

以及系統性的對手，因此歐盟並沒有打算與中國「脫鉤」，而是維持與中國的交往，但在經

濟上採用「去風險化」（de-risking）的策略，來增強歐盟在經濟上的韌性，不過這樣的策

略相比合作，更強調「競爭」，因此也將促使未來的歐中關係逐漸走向對立。 

吳巨盟助理教授接續探討歐盟與東協之間的合作關係，他認為歐盟與東協由於都有地緣安全

上的顧慮，以及不希望在美中之間選邊站的態度，促成兩者的合作，對於歐盟來說，深化與

東協國家的合作關係能夠增加新的貿易機會，並逐漸達成戰略自主的目標。歐盟與東協的合

作已逾 40 年，不過在 2020 年雙方的關係更加深化，從原先的「對話夥伴」提升至「戰略

夥伴」，顯示歐盟與東協之間的關係不再是歐盟單方面給予東協國家援助進行發展，而是雙

向的合作，東協成為歐盟在落實戰略自主的重要夥伴，而雙方也在 2021 發布「歐盟印太合

作戰略」（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以及「東協－歐盟戰略夥伴

關係落實行動計畫（2023-2027）」，在經濟、安全、永續發展等領域上達成合作的共識，

此外歐盟也在「全球門戶計畫」（Global Gateway）架構下對東協投資約 100 億歐元，幫

助東協國家發展基礎設施，朝向已開發國家邁進。（摘錄自校訊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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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學系訊】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於 10月 20日邀請到美國密蘇里州立大

學郝志堅榮譽教授（Dennis Hickey）進

行演講。講座主題為「The US and 

Taiwan: Big influence of a small ally ?」

郝志堅聚焦在臺美中三者關係上，分享

自身多年研究的觀察與想法，以及針對

《台灣國際團結法案》的訴求，與現實情

況相互比較，幫助釐清臺灣國際地位。 

 

臺灣，座落在西太平洋上的小島，卻牽動

著中美兩大強權之間的關係。郝志堅教

授首先以歷史，梳理美國對臺灣與中國在態度和立場的轉變。對於臺美中關係消長影響最深

遠的，莫過於韓戰與越戰。 

 

發生於 1950 年的韓戰，是美國與臺灣建立友好的開端。美國主動介入臺灣國防安全，許多

金援也於此時進入臺灣，在 1954 年至 1979年間，臺美均保持良好邦交關係。然而越戰的

失利，使得美國欲向外尋求新援手，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森找到中國，並與中國達成協議，因

此美國便轉向與中國結盟，直至現在。 

 

雖然目前臺美仍維持非官方關係，但是郝志堅教授提到近年來美國與臺灣互動上升，越來越

多與臺灣相關的法案在美國通過、臺美官員的拜訪頻率提升、美國總統拜登多次在公開場合

提及保護臺灣等等。美國立場唯一不變的是，無論在哪一階段，皆謹慎處理臺灣與中國之間

的關係。 

 

接著郝志堅教授將焦點放在《台灣國際團結法案》與聯合國席次上。他點出臺灣進入聯合國

的最關鍵因素，不是美國而是中國，且只要中國不願意臺灣進入聯合國，《台灣國際團結法

案》也無助於改變這個決策。此外臺灣與中國不單只有政治上的關聯，經濟也是一大議題，

臺灣是否願意承擔風險與過往的投資，也是臺灣需商討之事。 

 

講座同時聚集多名教授與學者共同參與討論，包含韓國首爾梨花大學國際研究萊夫－艾瑞

克．伊斯利（Leif-Eric Easley）教授、國防大學國際安全研究所姚宏旻所長、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唐欣偉副教授、中央研究院傅澤民助研究員等，在講座結束後的提問環節，激發更

多問題與探討，使得整場圓桌對談內容更加精彩與豐富。（摘錄自校訊新聞） 

 

 

▶美國密蘇里州立大學榮譽教授郝志堅（Dennis Hickey）

至國立政治大學，針對臺美中關係進行演講 （照片來源：

林詩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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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創新國際學院 

•【創新國際學院訊】 創新國際學院於 10 月 25 日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張文貞特聘

教授，與創新國際學院張佳康兼任副教授，以「Safeguarding Taiwan's Security Through 

the Power of International Law」為主題，對談國際法與臺灣安全的關係，分享他們多年

致力於法學工作的觀察與想法，也反思全球衝突漸多的現況，臺灣應如何自保。 

 

張佳康兼任副教授首先指出，國際法之

於全球治理的重要性在涵蓋了國家主

權、尊重人權、規範武器使用等多個重要

範疇。他強調，即便臺灣未能屬於聯合國

的一員，臺灣在國際法體系中仍擁有權

利與相應義務，包含國際航空、海洋以及

貿易等國際法規範。他指出，對比臺灣明

顯受國際法影響的現況，國際法卻很少

在大眾媒體中被提及，也未明確突顯於

臺灣的外交政策中。他引述《蒙特維多

國家權利和義務公約》（Montevideo 

Convention on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對於主權國家行程的要素，強調了「國家地位（Statehood）」的重要性。他認為

臺灣的外交強調實質參與，但目前未制定爭取名義上主權承認的相關策略，而未能被明確的

肯認（Recognize）為主權國家，是影響臺灣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 

 

除了法理論的批判，張佳康兼任副教授也談到國際刑事法院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下稱 ICC）和保護臺灣安全的關聯性。他指出，ICC 並不隸屬於聯合國，參與國也不限於聯

合國會員國（All States），ICC 判例可被各國引述於聯合國會議中，及中國目前並非其參

與國，引導出臺灣實際參與國際體系的方向，指出臺灣參與 ICC 有助於提升其名義上的國

家地位。 

 

延續張佳康兼任副教授的演講，張文貞特聘教授指出國際法在人權保護的架構下，實際上深

刻影響了臺灣的人權發展進程，如臺灣目前已將《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

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等五個聯合國人權公

約透過施行法方式國內法化。不僅於此，臺灣也透過人權公約審查，延攬相關領域或於聯合

國工作的國際專家，提出落實人權公約的建議，以確保人權公約在臺灣具備實際效力。 

 

面對國家安全的問題，張文貞特聘教授認為臺灣參與國際法體系，能在遭受違反國際法情勢

▶ 創新國際學院張佳康副教授指出，國際法之於全球治理

的重要性在於涵蓋了國家主權、尊重人權、規範武器使用

等多個重要範疇（照片來源：創新國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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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壓迫時，有讓其他國家伸出援手的法律正當性基礎。她先以烏俄戰爭為例，說明烏克蘭雖

非 ICC 締約國，卻宣稱接受《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管轄。這一舉措使烏克蘭在 2023 

年初烏俄戰爭初期時，能獲得國際法院的處分，要求俄羅斯停止入侵。她強調若沒有國際法

院的處分，各國對烏克蘭提供的援助可能會失去法律依據。藉此肯認張佳康就臺灣參與 ICC 

重要性的論述。 

 

張文貞特聘教授接著以香港為例。即便中國並未於國內批准（Ratify）聯合國兩公約，香港

卻因在 1997 年前主權屬於批准該條約的英國，因此仍持續向聯合國提交人權公約審查報

告，也因此在發生侵害人權之事件時，受到國際關注。她強調臺灣參與國際法體系的重要性，

在於維護臺灣人權和國家安全，讓國內在發生重大侵權事件時，於國際上有尋求幫助的正當

性。（摘錄自校訊新聞） 

 

學術與實務活動    資訊學院 

 
•【資訊學院訊】立陶宛維陶瑪納大學 （Vytautas Magnus University）資訊學院Prof. Tomas 

Krilavicius 院長於 10 月 23 日至國立政治大學資訊學院進行學術交流，資訊學院劉吉軒院

長、資訊科學系紀明德主任、人工智慧應用學士學位學程張家銘主任、資安碩士學位學程左

瑞麟主任，以及電算中心廖峻鋒副主任等人盛情接待，並與 Tomas Krilavicius 院長分享各

個學系、學程近期的研究重點，Prof.Tomas Krilavicius 院長也詳細介紹了維陶瑪納大學資

訊學院的整體架構以及學術研究情形，也特別分享該校的應用研究與發展中心（Centre for 

Appli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ARD）將 AI 技術應用在關於媒體仇恨言論、假消

息方面的監測、心臟病相關基因的鑑定、腫瘤定位、患者遠端監控等案例；而資訊學院不但

新成立 AI應用學士學位學程，在自然語言研究及文本分析領域同樣也有相當的著力，另外，

也與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院、臺北市立聯合

醫院、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等也已有資訊科技跨域相關合作，因此對於 Krilavicius 院長分

享的案例也非常有共鳴。 

 

會議最後，劉吉軒院長也邀請 Krilavicius 院長，未來可以考慮共同展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所推動的「臺灣-拉脫維亞-立陶宛(臺拉立)三邊協議國際合作研究計畫」，擴大研究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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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陶宛維陶瑪納大學資訊學院 Prof.Tomas Krilavicius 院長（右三）來訪資訊學院，劉吉軒院長（左

三）、資訊科學系紀明德主任（右二）、人工智慧應用學士學位學程張家銘主任（右一）、資安碩士

學位學程左瑞麟主任（左一），以及電算中心廖峻鋒副主任（左二）等人盛情接待交流（照片來源：

資訊學院） 

 

 

▶ 立陶宛維陶瑪納大學資訊學院 Prof.Tomas Krilavicius 院長分享該校應用研究與發展中心在醫療領域

及媒體監測的應用案例（照片來源：資訊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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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實務活動    永續創新民主研究中心 

 
•【永續創新民主研究中心訊】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稱國科會）成立 「科技、民主、

社會研究中心（DSET）」 並將中心設立於國立政治大學，由創新國際學院杜文苓院長及連

賢明副院長領軍。DSET為臺灣首個跨領域之國家級智庫，集結國內外跨領域專家與建立國

際特約政策分析師網路，以深化國際智庫聯繫。並培養年輕專業人才在全球建立民主聯盟，

以應對現今複雜的國際環境，深化科技、民主和社會之間的連結。 

 

DSET的三大使命包括人才培育、國際民主聯盟合作、以及提供跨領域政策建議。並將關注

生成式 AI、臺灣民主發展、民主防衛、韌性社會、以及永續發展等議題，與國科會的前瞻科

技平台合作，提供具有台灣觀點的政策建議。 

 

此外，揭幕儀式邀請陳建仁行政院長、國科會吳政忠主委出席。陳建仁院長及吳政忠主委皆

強調，DSET的成立是一個嶄新的開端，使科技與人文社會有所連結，再加上公民社會的參

與，同時達到跨領域、跨國界的交流，並且希望 DSET與國際多加交流，成為亞洲最亮眼的

智庫之一。 

 

杜文苓院長表示，這次國家級的科技、民主、社會研究中心落腳在國立政治大學，反應出國

立政治大學作為國家社會科學領軍的大學，其重要性已經被國內和國際的學術社群所認可。

她也非常榮幸接下這個重任，希望 DSET將來能夠結合國立政治大學在社會科學以及人文科

學上數十載的耕耘成果，為結合人文社會科學與新興科技，以及透過民主實踐以及永續發展，

進一步探索科技與社會結合交流的可能，同時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讓公民社會能夠共同參

與、納入更多元的聲音，讓政策的制定與規劃更加透明，除了使政策更加符合民眾所需之外，

也為臺灣永續民主的理念，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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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實務活動    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 
 

•【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訊】9月中旬，「跟我一樣甜」偏鄉教育巡迴來到臺中東勢區石角

國小，鹿樂志工林辰老師要帶大家做的是「冰糖川貝燉梨果醬」。 

 

平時經營 Good Jam 手作果醬品牌的林辰老師，在成為果醬職人之前，她從來沒有想過自

己會從事這個職業，或是會投入鄉村教學；走進全臺 16所鄉村學校的她，用「自己的故事」

鼓勵孩子們保持開放的心，凡事都有可能；以「自己的職業」告訴孩子們不要設限未來，世

界上有很多種選擇；用「果醬 DIY課程」告訴孩子們家鄉特色可以如何運用，學會行銷的概

念，也嘗試新的體驗，啟發探索自己的興趣。  

 

「對我來說，到這些學校上課，是給我自己一個機會，走出我待慣的地方，給孩子們一段時

間的『陪伴』。」林辰老師說起服務中的體悟，也在陪伴過程裡放手，讓孩子們盡情體驗。

邀請閱讀：以水果相甜，以心意相伴 https://ruro.tw/blog/114/ 

 

 

 

 

 

▶ 科技、民主與社會研究中心正式啟動，展現科技與社會新連動，活動大合照 

（照片來源：永續創新民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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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訊】十月的結束代表著上學期即將過半。在這個時期，創意實驗

室的學生們各自從老師、同學及自己的身上得到了一些收穫，準備發展他們的作品。 

 

▶ 把水梨和冰糖倒在一起，開火、加熱！當冰糖融化、水梨緩緩出水，就是加入檸檬汁、

川貝碎、紅棗的時間，接著，進入一段耐心大考驗（照片來源：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 

 

▶志工老師帶著故事與啟發的種子走進石角國小，把水果製作為果醬，把空白的標籤貼紙

畫上品牌圖樣，大人與孩子們一起，以水果相甜，以心意相伴（照片來源：創新與創造力

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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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與設計」的課程在學期初時進行了國立政治大學的社會科學資料中心走讀，接續著的

是榮格心理學的陶養，在十月的尾聲，回到社資跳著自己的舞，在玩耍和創造裡面尋找作品

的靈感。 

 

「Ｘ計畫」在十月的三週間，都是給同學分組發展計畫的自由時間。在十月的最後一天，學

生回到教室，帶來了報告、朗誦、表演等各式展演。 

▶ 學生在社資中心前跳舞（照片來源：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 
 

▶ 學生邀請眾人上臺參與表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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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4 日於達賢圖書館辦理「密勿壇坫．參贊樞機：《沈昌煥 

先生年譜簡編》新書發表暨特展」，並邀請沈昌煥先生的故舊、僚屬與後輩共襄盛會。 

 

會中由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劉維開退休教授與人文中心王文隆教授介紹《沈昌煥先生年譜

長編》編纂的價值與應用，以及在利用檔案史料過程中關於「孫立人案」與「泰緬撤軍」的

研究發現。更邀請到曾和沈昌煥先生共事的前監察院錢復院長及前總統府宋楚瑜資政，與從

事相關領域研究的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石之瑜教授及人文中心任天豪副教授進行跨世代

的綜合座談。 

 

特展在原館展出至 11 月 3 日，設置十個主題，展出沈昌煥先生的生平紀要，附以關鍵事件

的史料與照片，呈現其壇坫周旋、老成謀國的一生寫照。展區展示沈氏寫給家人的親筆家書

與任職期間的公務文件，可領略其於公私領域的不同人格特質。 

 

 

 

 

 

 

▶ 「密勿壇坫．參贊樞機：沈昌煥先生特展」展覽現場（照片來源：人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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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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4 日於國立政治大學

玉山國際廳舉辦健康講座「科學新知：腦與心智功能的評估與促進」，並邀請到國立臺灣大

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曾文毅兼任主治醫師、國立成功大學心理學系林君昱副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郭文瑞教授蒞臨演講。 

▶ 「科學新知：腦與心智功能的評估與促進」講座，講者大合照（照片來源：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 「科學新知：腦與心智功能的評估與促進」講座現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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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受教育部委託辦理第 8 屆原住民族語文學獎，

於 11月 16 日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玉山國際廳舉辦「頒獎典禮暨得獎作品成果展」。 

 

原住民族語文學獎源自於教育部積極推動原住民族語文字化，並鼓勵大眾利用公告之「原住

民族語言書寫系統」，自民國 96年起 2 年 1 次舉辦，至今已持續 16年，宗旨於提升族語文

字的運用，並將族語表現於文學創作，以達到展現原住民族文化活力，及族語振興與發揚的

效果。本屆總計 135件投稿，共 34 件作品脫穎而出入選，誠摯邀請您一同觀禮共襄盛舉，

現場備有豐富、精美小禮，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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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8 日至 20日於國立政治大學達賢圖書

館，舉辦為期三日的「道教、女神與女人」國際學術研討會，並邀請法國、德國、荷蘭、日

本、香港及臺灣學者與會，為華人宗教研究中心兩大研究計畫：「歷史與當代地方道教」（蔣

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獎助計畫）、「女神與女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整合型計畫）

進行成果總結與跨域交流。 

▶第 8屆原住民族語文學獎「頒獎典禮暨得獎作品

成果展」（照片來源：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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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會議的國際學者同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國際漢學碩博士專班 John Lagerwey 授課教授

（勞格文，EPHE 法國高等研究學院榮休教授）（前左三）與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林振源主任（前

左一）主編之新書《優遊於歷史與田野之道：勞格文教授榮休紀念譯集》進行贈書合影（照片

來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道教、女神與女人」國際學術研討會大合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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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於 10月 22日與中壢臨水鳳儀宮合辦由林振源

中心主任主編之《臨水百人修行錄》（下冊）新書發表會。並邀請中央研究院李豐楙院士進

行新書推薦與專題演講，邀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張珣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

究所所長李玉珍教授及訪問學者 Florian C. Reiter（常志靜，HU Berlin德國柏林洪堡大學

榮休教授）共襄盛舉。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訊】華人宗教研究

中心 10 月 26 日於國立政治大學百年

樓，並由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蒲慕州退

休講座教授發表「想像的樂園－古代埃

及與中國死後世界的比較」專題演講。 

 

 

 

 

 

 

 

 

 

▶2023《臨水百人修行錄》（下冊）新書發表會大合照（照片來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想像的樂園－古代埃及與中國死後世界的比較」專題

演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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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廣與提升宗教學術教育，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與宗教研究所聯

合舉辦宗教學術營。由中央研究院李豐楙院士、宗教研究所李玉珍所長及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林振源主任擔任授課教師。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訊】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於 10月 27日完成校級研究中心自我評鑑委員

訪視作業。評鑑訪視小組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張珣教授擔任召集人，訪視委員包

括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蒲慕州教授、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林瑋嬪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鄭燦山教授及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黃季平教授。訪視期間適逢華人宗教

研究中心於達賢圖書館特藏室舉辦中心成立十周年特展，特展內容適可呈現華人宗教研究中

心近年發展成果，故訪視活動特別安排於特藏室開幕，由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林振源主任進行

簡報結合動態之成果導覽，期使訪視委員更深度了解華人宗教研究中心之發展成果。訪視委

員就各自專業領域給予中心成果高度評價，並就未來發展給予全方位建議，有助於華人宗教

研究中心繼續茁壯並邁向下一個十年。 

 

 

 

▶ 2023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學術營（照片來源：華人

宗教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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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訪視評鑑活動（照片來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訪視評鑑活動（照片來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