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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研究發展處 記者/攝影: 廖嘉嘉】身著紅黑相間西裝外套，優雅端正地坐在紅色沙發上，

對教育品質議題侃侃而談的，正是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侯永琪教授。充滿元氣且思路清晰

的她，同時擔任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理事長，致力於帶領臺灣各式教育學者進行跨領域交

流，她尤其關注於臺灣的教育品質，期望透過學生與企業的角度，為學校教育品質做好評鑑

與把關，達到改善與進步的目的。 

 

 

 

 

 

 

 

 

 

 

 

 

 

 

 

 

 

 

 

 

 

 

 

 

投入教育研究 由多元角度探討教育議題 

 

「教育是我一生的志願。」侯永琪溫柔堅定地說道。受到擔任小學教師的母親啟發，她覺得

與天真無邪的孩子們相處，是件幸福又愉快的事，也因此侯永琪早早下定決心，要成為春風

打造優質教育環境 侯永琪帶領眾學者探討教育品質 

 

 

▶熱情打著招呼的侯永琪教授，在談及教育專業時，總露出溫暖

自信的笑容（攝影：廖嘉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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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雨的教師。對於挑選科系沒有特別要求的她，大學時期選擇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就讀，

令她印象深刻的，除了學校透過外籍教授們所創造的國際化教育環境外，還有著開放與自由

的教學方式。她表示，比起學生單方面地聽講，教授們更傾向與學生互動討論，透過學生主

動思考，來達到教學的作用。回想起來，侯永琪表示那段時光對她而言是一種啟發，也為她

後來走向教育研究之路奠定深厚基礎。 

 

就讀研究所與博士班時期，侯永琪開始對

美國的跨領域研究，但依舊心繫於教育的

她，開始嘗試從多元的角度分析與討論各

式美國議題，並回過頭將研究內容與教育

議題做結合。對她而言，教育不僅僅是如何

教導學生，整個體系更是牽涉政治、外交與

經濟等議題，「我覺得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是不可切割的。」以此為契機，侯永琪開始

投身教育研究，試圖為學生們帶來更好的

教育環境。「在教育政策部分，我希望有多

國、跨國或者是跨個案的研究。」侯永琪的

堅持有二，一是期望透過國際間的交流，給

予國內研究學者更豐富完整的研究資料與

脈絡。二是建立國際間的連結，向國外教育

系統的優點取經，也同時向各國輸出臺灣

的教育方針與理念。為此，她積極參與多

個國際交流平臺，用自身的熱情與努力，

引領臺灣的教育走入國際的視野。 

 

透過不同角色看待教育品質 望教育可以提供所需 

 

「我希望創造一個最優質的學習環境给孩子。」在教育研究上多元發展，但回歸研究初心，

依然是如此簡單堅定的一句話。侯永琪近年的研究著重於教育品質上，從更廣泛的面向去研

討不同教育議題，嘗試找出創造優質教育體系的最佳解方。 

 

教育品質顧名思義是以各式評鑑標準，來瞭解教育體系給予學生的環境與內容水準。而過去

人們對教育品質的研究，多著重如何去制定評鑑品質的制度，並進一步探討如何提高現有的

品質；但在一般情況下，評鑑人員多為大學教授，他們雖能由不同專業角度提供教育內容品

質上的建議，卻同時難以從多元角度給予品質上的評價。「我們在講品質保證這個概念時，

也希望能夠包含各種不同利害關係人的觀點。」侯永琪想著由學生與企業的角度，去思考現

▶談及出國進修一事，侯永琪笑稱自已很看重情分，

為了先生決定在臺灣完成學業，甜蜜的愛情故事令

人稱羨。圖中為侯永琪與其女兒的兒時照片（攝影：

廖嘉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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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大學的教育品質，將可能產生不同的觀點，而順著這條思路，她決定探究由不同角度，去

檢視教育品質的可行性。在學生方面，除了最基本填寫課後問卷評測外，讓學生們積極參與

學校治理過程也是重要一環，「把我們學生真正的需要告訴學校。」她表示透過這種方式，

給予學生更多表達意見的機會，才能看見學生在學習上的真正需求，如此對症下藥，提供出

最適切的學習內容，才是提昇教育品質的關鍵。 

 

而以企業雇主的角度看待教育品質，他們更在意校方是否於學生在校期間，給予一定的就業

與專業素養訓練，幫助學生們畢業後就職，能減少重新經歷一系列的繁瑣培訓。「讓雇主們

來告訴我，你需要我在課程上做出什麼樣的改革。」侯永琪提到企業從頭培訓學生入職，代

表學校教育內容與職場所需有一定的差距，以企業雇主的角度提出對教育品質的意見，更能

有效幫助學校瞭解職場所需技能，進而提供學生更適配的教學內容，「否則大學教授覺得每

個學生都很厲害，可是到職場後，每個學生都被評價為需要重新再訓練。」侯永琪打趣道。 

 

團結力量大 透過多方合作為各界帶來專業教育知識 

 

侯永琪的研究風格較講求跨領域互相借鑒觀摩，為了推進臺灣學者與國際上各式教育研究人

員進行交流學習，她在多個國際交流平臺上都擔當重任；在國內，她也擔任中華民國比較教

育學會理事長，在比較教育與國際教育領域中，創造可供學者們研討的空間。 

 

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是由一群對比較教育有興趣的學者們所發起的學術團體，透過該平

臺，學術人士可就臺灣的教育進行交流探討，並對學校、學生甚至是未來政策規畫者提出改

善方針與建議，「我們希望能將更多國外優質的教育實踐方式，引進我們臺灣的教育。」侯

永琪介紹道。學會同時也舉辦多種學術活動，透過活動與各式校園團體合作，提供專業知識

與議題讓校園團體做討論與學習，「你的影響力是有限的，那如果能结合眾人的力量，尤其

是和志同道合的同輩與長輩們共起努力，那很多事情就不困難了。」談及學會與各式團體的

合作，侯永琪總結道。 

 

除了國內的學術機構，侯永琪也為許多國際上的教育機構提供專業協助，其中她也特別提及

泰國國家教育標準與品質評估局（Office for N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s and Quality 

Assessment，簡稱 ONESQA），她現在正在和兩位歐洲學者透過 INQAAHE GGPs 對 

ONESQA 進行審查，期望支持泰國高等教育並賦予他們轉型的能力，從而為更多學校帶來

更大效益，「當我可以改變一個品質保證機構時，我便能改變他的教育，他會認真思考建議

並改善這個制度，如此才能進而幫助到他的大學。」侯永琪解釋道。此外，侯永琪也是「全

球研究：高等教育品質保證的趨勢：內部和外部品質保證的挑戰和機會」計畫的亞太區計劃

主持人，該研究團隊於疫情後收集數據，將於 2025 年推出專著，解決後疫情時代品質保證

與高等教育的當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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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學子勇於提問 創造雙向教育環境 

 

訪談間的一字一句，皆展現了侯永琪開朗活潑的性格。從夢想從教，與孩子們相處成長，到

從事教育研究，為學生們創建高品質的教育環境，熱情擁抱教育的她，成功地在這個專業領

域開創出一片天，「作為一個學術者，作為一個研究者，更應去思考如何將我這一生的功夫

能真正去影響學生。」 

 

談及未來也想從事教育品質相關研究的學子，侯永琪表示保有開闊的思想並擴寬自己的視野

是首要條件，同時也要努力建立國內外人脈資源，為未來的研究打下基礎「絕對不能侷限在

臺灣的研究，這樣的影響力會比較小。」侯永琪強調道。 

 

因為相信學生們皆有能力為教育品質做出貢獻，侯永琪也鼓勵學生們在課堂間踴躍發表，不

論是提問或是給予教學方面的意見，「我覺得好的教導或者是好的學習，兩者是都有責任的。」

教學不應僅是學生單方面的聆聽，與老師互動並給出反饋才能達到更好的教學成果。 

 

有更遠大的計畫要去執行，卻依然細心看待教育現場的各項細節，侯永琪的教學熱忱難以用

幾句話簡單總結；而如今站在講臺上，帶領學生與學者們進行腦力激盪的她，未來也將帶著

如孩子般青春活力的精神，為世界創造更優質的教學環境。 

 
 

▶侯永琪與各國教育學者撰寫了一系列探討多面向教育議題的書籍（攝影：廖嘉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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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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 9 月 13 日及 11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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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舉辦學術性研討會、研究成果發表會」補助項目，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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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網站首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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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第 2 期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 113年 6月 24 日 

  （一）下午 5時 

2025年臺法幽蘭計畫（人員交流計畫、雙邊研討會） 
• 113年 6月 25 日 

  （二）下午 5時 

2024年歐盟「癌症轉譯（TRANSCAN-3）」聯合跨國多邊合作計畫 

• 113年 7月 5日 12:00  

  （CEST）前透過歐盟線 

   上申請系統完成申請程 

   序 

113 年度運動科技產學合作計畫 
• 113年 7月 8日 

  （一）下午 5時 

2025-2027 年度臺捷（NSTC-TACR）雙邊協議國際合作鏈結法人計

畫（3年期） 

• 113年 7月 10 日 

  （三）下午 5時 

2025年臺波、臺保、臺匈、臺斯

雙邊合作研究人員互訪交流

（PPP）計畫 

1. 臺波 （NSTC-PAS） 
• 113年 7月 15 日 

  （一）下午 5時 

2. 臺保（NSTC-BAS） 
• 113年 7月 24 日 

  （三）下午 5時 

3. 臺匈（NSTC-HAS） 

• 原 113 年 9 月 9 日 

（一） 下午 5 時，展延 

至 9月 24日（二）下午

5 時  



 

 

- 7 - 

 

非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計畫徵求 
 

 

 

 

4. 臺斯（NSTC-SRDA） 
• 113年 11 月 26 日 

  （二）下午 5時 

2025年度臺印（NSTC-DST）雙邊協議國際合作研究計畫（3年期） 
• 113年 7月 24 日 

  （三）下午 5時 

2023-2025 年臺日（MOST-NIMS）雙邊協議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 113年 7月 29 日 

 （一）下午 5時 

114 年度「全國性學術團體辦理學術推廣業務計畫」補助申請案 
• 113年 8月 7日（三） 

  （國科會截止時間） 

114 年度「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產學小聯盟）」補助案 
• 113年 8月 26 日 

 （一）下午 5時 

2025年臺法（NSTC- Inserm）雙邊協議人員交流互訪計畫及雙邊研

討會 

• 113年 9月 9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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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計畫執 

  行起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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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年度委託研究主題及其研究重點 

（網址: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360 ）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綜合研究所 
• 預告主題 

114 年榮總台灣聯合大學整合型研究計畫 臺北榮民總醫院 
• 113年 7月 15日 

 （一）止 

https://ord.nccu.edu.tw/news/rd_research_c.php?Sn=1786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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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榮譽 

• 恭賀國立政治大學 113 年 5 月收錄於 Scopus 資料庫之師生論著共計 48 篇，文學院 1

篇、理學院 4 篇、社會科學學院 11 篇、法學院 1 篇、商學院 13 篇、外國語文學院 7 篇、

傳播學院 1 篇、國際事務學院 1 篇、教育學院 4 篇、創新國際學院 3 篇、資訊學院 1 篇、

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1 篇、東南亞研究中心 1 篇。請參考以下網址：

https://reurl.cc/nNXKvl 

 

國立政治大學 112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 
 
國立政治大學 112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得獎名單揭曉，其中共有 11位師長獲頒研究特優獎，

分別是中國文學系高振宏副教授、陳睿宏特聘教授、台灣文學研究所吳佩珍教授、崔末順教

授、應用數學系班榮超特聘教授、符麥克特聘教授、法律學系沈宗倫教授、國際經營與貿易

學系譚丹琪特聘教授、統計學系楊素芬特聘教授、資訊管理學系莊皓鈞教授、英國語文學系

陳音頤教授（依單位、職稱及姓名筆劃數排序），另有 24位師長獲頒研究優良獎，本學年度

獲獎名單如下: 

 

 

 

 

 

 

 

 

 

 

 

 

 

 

 

 

 

 

 

 

https://reurl.cc/nNXKv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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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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5日辦理「113 年第二場研究倫理教育訓練」，此次

課程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教授暨臺師大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潘淑滿主

任委員主講。講題為「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倫理審查的實務與議題」，吸引眾多校內外師生參

與講習，讓與會師生來賓深感收穫豐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潘淑滿教授主講研究倫理教育訓練（照片來源：研究發展處 ） 

▶研究倫理教育訓練參與學員眾多（照片來源：研究發展處 ）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09/part_16932_8375312_87270.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09/part_16932_8375312_8727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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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文學院 

• 【文學院訊】文學院國際漢學專班 5 月份「技藝與美德」密集講座課程，邀請到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劉滄龍教授、捷克帕杜比采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Ondřej Beran副教授

與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宗教學系 Aaron Stalnaker教授主講授課。 

 

密集講座課程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劉滄龍教授揭開序幕，並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李雨鍾博士後研究員對談，以「《莊子》中的政治美德」為題，先與選課同學討論

了李雨鍾先生〈可溝通的情感政治：重探漢娜．鄂蘭的情感批判與判斷理論〉一文，接著再

由劉滄龍老師延伸講題，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哲學系王華系主任加入對談，從主動的實踐與

行動角度來理解《莊子》文本。 

 

接續的講次邀請到捷克帕杜比采大學的Ondřej Beran 副教授，分別主講「紅樓夢對智慧的

啟發」與「道德想像力」兩個講題。針對第一個講題，Beran副教授簡介了學界對於智慧的

各式定義，其中包含臺灣學者蔡政宏老師的著作，而講座的後半部分則著重於紅樓夢內的範

例。校內老師與同學們都十分好奇捷克語的紅樓夢讀起來如何、為什麼一個捷克人會對紅樓

夢有興趣？特別是這個學者是研究維根斯坦出身的，大家針對這些好奇開啟了討論。第二講

題則著重於哲學家 Iris Murdoch的理論，儘管 Iris Murdoch並非學界研究主流，但 Beran

副教授認為其對於想像力的說法對於道德思辨有幫助。兩講次分別由哲學系馬愷之副教授和

吳啟超助理教授與之對談，師生討論熱烈。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宗教學系 Aaron Stalnaker 教授夫婦（右 1、右 5）與開課老師哲學系馬愷之

副教授（左後 2）、哲學系吳啟超助理教授（右 6）、哲學系王華副教授（右 4）及修課同學於課

後一同前往貓空用餐。（照片來源：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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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課程最後邀請到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宗教學系 Aaron Stalnaker教授，分別主講「Xunzi 

and Augustine on Self-Cultivation」與「Virtue as Skillful Mastery in Early Confucianism」

兩個講題。Stalnaker 教授在第一講次中分享，將荀子與奧古斯丁拿來進行比較，是學界尚

未進行過的討論，他過去針對這個主題寫了一本專書，除了簡介本書內容，講題內容亦談及

他對於比較哲學、跨領域哲學的方法論。第二講次則先從 Stalnaker 教授的研究專書

《 Mastery, Dependence and the Ethics of Authority》進行簡介，他主張，政治領域仍

需要某種特殊意義上的權威（authority），而先秦儒家的資源可以提供一些想法。同時他也

介紹了他在論文集《Dao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Xunzi》中的其中一篇文章

〈Xunzi on Self-cultivation〉，再一併談了他在上述專書中的第三章內容：內容主要是將荀

子與孟子所談的德與西方美德倫理學中的技藝派連結在一起，尤其是荀子，其對禮的要求與

技藝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兩講次分別由哲學系王華副教授和吳啟超助理教授與之對談，課程

結束後，開課的馬愷之副教授邀請了 Stalnaker 教授夫婦、王華副教授、吳啟超助理教授與

學生一同前往貓空用餐，品嘗貓空在地的茶料理，並探索貓空品茶文化之美，於 5月 22日

為課程畫下完美的句點。 

 

▶捷克帕杜比采大學 Ondřej Beran 副教授（後中）主講「紅樓夢對智慧的啟發」。（照片來源：文學院 ）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09/part_16932_8375312_8727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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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系訊】歷史學系與文學院、圖書

館、政大出版社於 5 月 23日共同舉辦「《張

廣達文集 4：中原、域外與歷史交流》新書發

表會」。本書作者、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學

系張廣達講座教授親自蒞臨與讀者互動，李

蔡彥校長、吳思華前校長、文學院曾守正院

長、政大出版社廖棟樑總編輯、中文學系周

志煌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貞

德所長等重要師長、學者出席此次盛會祝賀。 

 

活動首先由歷史學系金仕起系主任，邀請與

會來賓致詞拉開序幕。李蔡彥校長盛讚張院

士，即使已年過九旬，卻仍為學不輟，不僅對

國立政治大學貢獻傑出學術研究，更為知識

人樹立典範！吳思華前校長隨後致詞，憶起

2009年在王汎森院士居中聯繫下，力邀張院

士到國立政治大學擔任講座的往事，從此師

生得以與張院士締結良緣。十餘年歲月裡，張院士不僅對歷史學系、人文中心、華人文化主

體性研究中心等多個研究單位作出貢獻，更開設博雅課程，使全校學生得以親炙大師！ 

 

2009年後張院士即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通訊研究員，李貞德所長憶及她與張院

士的初次邂逅，是在 2002 年一次前往學術會議的路上，忽然遭一位「健步如飛的老先生」

追上，攀談之下才發現竟是久聞大名的學術巨人！然而眼前的巨人，全然沒有架子，而是一

位細心、熱情的學術同好。文學院曾守正院長則以《易經．謙卦》中「謙謙君子，卑以自牧」

頌讚張院士的治學風采，認為他之所以能夠在文明交流史的研究上盡放光彩，與其謙虛、堅

韌的人格息息相關。 

 

緊接著廖棟樑總編輯與擔任此次新書編輯之一的周志煌，向讀者介紹本書編輯、出版歷程。

張院士過去發表的諸多著作，已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整理為《張廣達文集》一至三冊。然

而，其近年於臺灣發表的許多論著，卻未收錄至該套書中。為了彌補這個缺憾，政大出版社

多方奔走以期獲授權，又與廣西師大劉瑞琳前總編輯創辦的「理想國出版社」合作，共同出

版《張廣達文集》正體、簡體二版，並將近年論著編為第四冊，以惠澤學界。此次新發表第

四冊中，收錄張院士中、英、法文著作。為利中文學界徵引，特在外文著作前增編中文摘要。

其中，本書探索中原與域外互動之主軸，亦呼應當今「全球史」的學術脈絡。 

 

其後，作者張廣達院士向與會學人分享本書創作歷程與近年研究生涯，其中特別提及：當今

▶作者張廣達老師心路歷程分享（照片來源：歷史學系）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09/part_16932_8375312_8727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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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已進入後現代性成熟的「反身性現代化」時代，人們除了應當反思現代化外，更要思索

自身在快速變遷時局中定位，時時意識到自己不足之處，勤勉學習。他謙遜地表示，從不覺

得自己擁有什麼高尚謙遜美德，而是經歷一次次政治運動後，對自身猶能獲得臺灣與國立政

治大學禮遇的感激與觀察世界局勢脈動後真實反應和體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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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國際非政府組織指出，氣候變遷下的極端氣候同時加劇兒童受暴

情形，形成惡性循環。然而，這樣的觀察，在臺灣是否亦能獲得科學證實？社會科學學院人

文領袖榮譽學分學程（PPESA, Politics Economy Philosophy Sociology Art）於 5月 22日

舉辦學期最終場跨域對談講座，邀請到國立臺北大學經濟學系陳妍蒨副教授、國立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徐美苓特聘教授，就「氣溫、極端氣候及兒虐」議題跨域對談。在主持人 PPESA召

集人、政治學系翁燕菁副教授的提問開場後，兩位研究路徑全然不同的學者，分別引領聽眾

走入這獨特的議題。 

 

陳妍蒨副教授這項研究有兩名共

同作者，分別為創新國際學院副

院長兼財政系連賢明教授，以及

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林則君教

授。研究團隊深入探討了氣溫波

動對兒童虐待案件發生率的潛在

影響，特別聚焦於那些在極端高

溫條件下，較不具反抗能力的0至

12 歲青少年。陳妍蒨副教授透過

連接衛福部兒童少年保護通報的

數據與氣象局的每日天氣資料，

巧妙地解決了資料收集過程中遇到的諸多挑戰，如個資保護法規的限制、通報與案發時間的

不匹配等因素。這項研究揭示了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隨著氣溫的升高，家庭暴力事件有顯

著增加的趨勢，且此一現象在都市地區更為明顯，其中男性成為了主要的加害者，而加害者

與受害者的性別往往相同，揭示了家暴行為中的性別動態。 

 

方法上，陳妍蒨副教授利用迴歸模型分析氣溫變化和兒虐案的關聯，考慮縣市及時間的固定

效果，研究顯露出年幼的兒童，特別是 0 至 6 歲的孩童，在高溫的催化下遭受虐待的機率

高於 7 至 12 歲孩童。得出高溫可能透過直接激化人的情緒反應或間接限制外出活動，進而

影響家庭內部的和諧引發兒虐案件，且此現象容易因多數案件未被曝光而被嚴重低估。綜合

而言，這項研究不僅揭示了氣溫上升對兒童虐待案件數量的直接影響，也強調了這個問題在

▶國立臺北大學經濟學系陳妍蒨副教授分享其研究，探討氣溫波

動與兒虐案件之關聯性（照片來源：社會科學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61/part_16892_1497648_4637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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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的急迫性和重要性，尤其是對於那些社會底層的最弱小者。陳妍蒨副教授謙虛表示，

整體研究尚在進行中，還有部分現象有待跨領域的學術對話加以精確解讀。 

 

徐美苓特聘教授自謙不熟悉經濟學模型，但身為傳播學者，卻因為陳妍蒨副教授的研究，反

思過往的氣候變遷重要研究報告傾向討論高齡族群的脆弱，相對忽視兒少處境的嚴峻。氣候

變遷或許不見得直接衝擊兒童本身，卻可能透過對家長與社會的負面影響，導致惡果。然而，

家長可能也是極端氣候的受害者。面對兒虐案件，傳媒輿論總將問題歸咎於個人因素，忽視

了如氣溫和環境等外在因素的潛在影響。徐美苓特聘教授認為，僅僅增加媒體報導的數量並

不能有效提高公眾的關注度，因為如果報導的內容與大眾生活的聯繫不緊密，就很容易讓閱

聽人感到無感。徐美苓特聘教授舉出許多案例說明，複雜的氣候變遷與科學數據，往往無法

使人引發共鳴進而行動，而媒體使用的圖像與故事，成為觸發認同與改變的關鍵。（摘錄自

校訊新聞）  

 

• 【國家發展研究所訊】「泰國民主政治：絕地或西斯的回歸？（Democratic Politics in 

Thailand- the return of Jedi or Sith?）」國家發展研究所慶祝 50 週年所慶，結合課程舉辦

系列講座，於 5月 22 日邀請泰國 Maejo大學公共行政學系Non Naprathansuk助理教授

兼行政研究學院學術暨國際事務副院長演講。Naprathansuk是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程（International Program in Asia-Pacific Studies, IDAS）畢業校友。 

 

Naprathansuk 先簡單介紹泰國的政治

制度與架構，以去（2023）年大選為時

間分界線，分析大選之前跟之後泰國的

民主政治發展。他說，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5 月 期 間 ， 由 Suthep 

Thaugsuba 泰國前總理、民主黨領袖領

導的人民民主改革委員會（People’s 

Democratic Reform Committee）所發

起的大規模反政府抗議，導致嚴重的政

治危機，政治不穩定也讓比較民主政治

學者對泰國的民主實踐與前景感到憂

心。 

 

關於發動反政府示威的主因，Naprathansuk 表示是為了抗議泰國政府打算特赦 2006年軍

事政變之後犯各種罪行的政治人物，包括因貪腐逃亡海外的前總理 Thaksin Shinawatra。

他接著說，最後泰國皇家陸軍司令 Prayut Chan-o-cha 發動軍事政變結束示威運動。Prayut

掌政之後於 2017 年進行修憲，讓國家和平與秩序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for Peace and 

▶Non Naprathansuk 分析泰國民主政治（照片來源：

國家發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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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有很大的權力選舉上議院議員，也保留上議院議員席位給軍警國安高層人員。 

 

Naprathansuk說這是為什麼泰國 2017年修憲遭致嚴厲批評的主因，因為它讓軍方實質控

制政府，而讓之後所有大選的結果皆不具任何意義跟影響。他說，在新憲法之下，即使政黨

贏得下議院多數席次，其政黨領袖也沒有機會當選總理，因為軍方掌握的上議院 250 席次

是關鍵。 

 

以去（2023）年大選為例，Naprathansuk說明軍政府以各種理由限制挑戰政府在野政黨權

力甚至勒令解散政黨，都是鞏固軍人政府執政權力的手段。他說，2020年，泰國憲法法庭

判決「橘黨」 -未來前進黨（ Future Forward Party）創黨暨領導人 Thanathorn 

Juangroongruangkit跟該黨之間有非法借貸關係，解散該黨。未來前進黨解散之後改名為

「前進黨（Move Forward Party）」，在 Pita Limjaroenrat 領導下於 2023大選之後成為

泰國第一大黨，但憲法法庭以他持有媒體股份違反規定為由禁止他擔任總理。 

 

Naprathansuk分析，Pita 無法擔任總理的真正原因，其實是因為前進黨主要競選訴求是修

改刑法第 112條（lese-majeste law），依據該法民眾批評或羞辱將會被判刑。他也強調政

黨之間的利益交換是泰國民主的隱憂。以 2023年的大選為例，Naprathansuk說贏得最多

席次的橘黨領導人最終失去擔任總理的機會之後，原本的盟友第二大黨「紅黨」-為泰黨

（Pheu Thai Party）旋而將前進黨排除在聯合政府之外，且跟先前反對的前總理 Prayut 領

導的國家統一黨（United Thai Nation Party）結盟組成政府。 

 

關於為泰黨，Naprathansuk說競選時該黨推出兩位領導人，一位是 Thaksin的女兒，另一

位是商業大亨，很明顯是為了延續 Thaksin及其政黨在泰國政治的影響力，也是為泰黨最終

跟國家統一黨結盟的主因，為 Thaksin 重返政壇鋪路。他說，講題中使用星際大戰中代表光

明跟黑暗的「絕地」跟「西斯」，即是比喻 Thaksin重返政壇對泰國民主政治帶來光明或黑

暗。（摘錄自校訊新聞） 

 

•【行政管理碩士學程訊】行政管理碩士學程「臺灣發展重大公共議題」專題講座於 6月 1

日邀請到臺灣青年氣候聯盟張寒瑋常務理事，以「氣候變遷與公正轉型」為主題進行演講。 

 

張寒瑋常務理事為國立清華大學分子醫學研究所碩士，目前為臺灣青年氣候聯盟常務理事、

臺灣綠能公益發展協會副秘書長，同時為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委員、新北市政府氣候變遷

及能源對策執行委員會委員，以及桃園市政府永續發展及氣候變遷因應推廣會諮詢委員。張

寒瑋經由過去擔任國際氣候發展智庫助理研究員，以及在臺灣青年氣候聯盟（TWYCC, 

Taiwan Youth Climate Coalition）裡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COP,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的實務經驗，長期協助政府在氣候變遷相關議題，尋找人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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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共好的良藥解方。 

 

張寒瑋常務理事以身為九二一地震臺中金巴黎社區大樓受災戶作為開端，在當時震災後，面

臨滿目瘡痍的家園，讓她當時深深感受到面對自然，人類的無從選擇及無助感，尤其因人類

對於自然破壞等不當行為，而產生

氣候變遷對於環境造成巨大影響，

使得人們對於面對生活、生命失去

更多的選擇。張寒瑋藉由 TWYCC

參與 COP28 採訪影片中，透過各

國青年講述各自國家面臨氣候變

遷所帶來的問題，以及各國青年為

了解決而參與相關行動，透過這些

對話引領同學們進入國際間對於

氣候行動的相關議題，例如 Race 

to Zero 淨零排放、氣候金融、碳

稅與碳交易、從社會企業責任（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到環境保護、社會

責任、公司治理（ESG, 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ment）等等。自 2005 年京都議定

書生效，2016 年巴黎協定生效，再到 2022 年通過夏姆錫克執行計畫，全球對於氣候變遷

有了更加一致的共識，臺灣也在 2021 年宣示「臺灣 2050 淨零排放」啟動，並以此為目標

而努力，不僅提出相關計畫時程，並提出風／光電、前瞻能源、自然碳匯、公正轉型等 12

項關鍵戰略，同時制定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氣候變遷因應法，目標 2050 年實質達成淨

零排放。 

 

張寒瑋常務理事提到，人們對於日常改變常常會有所擔心，例如為了趨緩氣候變遷影響而開

始進行的淨零轉型，對於就業機會是否會有衝擊？她提到麥肯錫預估到 2050 年雖因淨零轉

型將減少 1.87 億個傳統產業職位，但同時也創造了 2.02 億個新興產業，因此原先擔心的工

作機會不僅沒有減少，相反還大大增加。也因為氣候變遷影響著人們生活層面過於廣泛，因

此須刻不容緩地開始行動。由瑞典智庫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 SEI 提出公正轉型政策規劃七

大準則，透過國際間援助，創造保持經濟活力與穩定機會外，在國內對於化石燃料補貼的經

費轉移、勞工技能在培訓、擴大社會安全網等。臺灣在淨零公正轉型推動中，就由國發會成

立跨部會推動小組，綜整並發布公正轉型戰略報告、管考各進度、橫向聯動跨部會溝通，在

資源上截長補短，同時納入民間參與，以確保決策過程中的公正性，引導臺灣企業與人們共

同為 2050年淨零排放作努力。（摘錄自校訊新聞） 

 

 

▶社會科學學院楊婉瑩院長（右）致贈臺灣青年氣候聯盟常務

理事張寒瑋（左）感謝狀（照片來源：行政管理碩士學程）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27/part_17018_4785569_70218.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914/part_16914_6618419_06120.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914/part_16914_6618419_06120.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914/part_16914_6618419_0612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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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法學院 

•【法學院訊】法學院於 5月 27日邀請黃源盛特聘教授，以「從學問的生命到生命的學問」

為題，暢談研究、教學與人生哲理。法學院許政賢院長於開場致詞提及，黃源盛特聘教授為

馳名兩岸的法制史學者，對刑法亦有獨到的研究，曾獲邀在國立清華大學舉辦清華通識人物

「梁啟超、王國維」系列演講中，主講「會通中西的梁啟超法學世界」，學問及人文涵養均

備受推崇；在教學方面，黃源盛特聘教授嚴謹的治學風格令師生廣為敬重。 

 

黃源盛特聘教授開宗明義地向師生闡述，「從學問的生命到生命的學問」語出哲學領域傅偉

勳教授，傅教授老年罹癌後，轉為研究生死學等「生命之學」，其著作令他感悟頗深，於是

以此作為楔子，引出自己在杏壇逾 40 年來的所思所感。 

 

黃源盛特聘教授首先談「因緣」，近年在海內外學術交流時，他觀察到各國大學師生在這劇

烈變動的時代，每個人生活忙碌不堪，眼神飄忽不定，對未來充滿迷惘。這促使他思考，禪

曰：「接飛花墜葉，作因緣觀」，凡人庸碌一生，到生命最後其實什麼也帶不走。「一棵大樹

上的種子落至瓦片，烈日當空只消一星期就乾枯死去；落至溫暖沃土，經過有緣人悉心呵護，

30 年後長成參天大樹。」兩者天壤般的差異，皆是因緣際會，因此學業、事業、婚姻與家

庭是否成就，往往與因緣脫不了干係，「人生是由一連串內因外緣所排列組合而成。」他感

悟道。 

 

黃源盛特聘教授接續談「教學」。身為法律學教授，他在第一堂課必會帶領同學思考，法律

的定義為何？法律作為人文社會科學一脈，必然得留意「人性」的問題，他引述六祖慧能偈

語「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說明學佛法如是，學法律亦如是。他

認為，法有世間法與超世間法。世間法的源頭即是為了安定人性，日本東京大學法學院長尾

龍教授一著作《人性觀與法哲學──羊乎？狼乎？》，即是在談人性有如野狼與綿羊兩種極端

之性格，黃源盛特聘教授補充道：「狼乎？羊乎？人性不僅有獸性一面，還有理性、感性與

悟性等，要安定人性就要有法規範，問世間法為何物？盡源自於此。」 

 

至於所謂的「學問」，黃源盛特聘教授引用《幽夢影》裡「少年讀書如隙中窺月；中年讀書，

如庭中望月；老年讀書，如臺上玩月。」一席話，說明自己年少時讀書充滿好奇，到了中年

渴望求新求變，仍然有庭院框限，直到如今年老，終於心平氣和地把書本當作玩物欣賞，「學

問到深層，意氣要平和，不要衝，不要囂張。」他語重心長地說道。 

 

黃源盛特聘教授談及研究之道，他認為法學分為研究法律之知識，與研究法律之智慧。他感

嘆如今研究多偏向探討法律之知識，而智慧乃完整、根本之事，法律之知識充其量只是片面，

研究到了一定程度還是得回溯至法律之智慧。「究竟是論文寫我，還是我寫論文？」他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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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適時跳脫法學論文之框架，不應過度倚重文獻與判例，應寫出自我的見解，尤其是已

升等至教授後，更無需多慮世俗的框架，而應充分展現自我的見識。 

 

最後，黃源盛特聘教授談「人生」的學問。關於「人生是人運命，抑或命運人？」的大哉問，

他以莊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的思想，闡明修養的極致，在於對無可

奈何之事，安然、甘願地放下。他認為，「命」以性格、業力與因緣為主軸，轉動我們的人

生。「性格決定命運，業力牽動命運，因緣有其複雜性，因此要隨緣。」他期勉在座師生：

「生命自有緣起緣滅，面對命運，應轉『識』為『智』，做自己的主人。」為講座畫下圓滿

的休止符。（撰文：李元熙） 

 

 

 

 

 

 

 

 

 

 

▶ 與會嘉賓合影（照片來源：法學院） 

▶ 與會嘉賓合照（照片來源：法學院） 

▶ 黃源盛特聘教授演講（照片來源：法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64/part_16451_8939987_66156.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64/part_16451_8939987_66156.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64/part_16451_8939987_6615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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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訊】法學院高齡社會法制研究中心於

5月 20日邀請萬國法律事務所李維中律師演講，

主題為「高齡社會法治研究中心講座 7: 新書分

享」，邀請社會工作研究所王明聖副教授、萬國法

律事務所黃三榮律師與談。我國將邁入超高齡社

會，萬國法律事務所以高齡者為中心，從健康照

護面、財務面及善生面等面向，倡議「預立樂活

善生計畫」之具體做法。 

 

 

 

 

 

 

 

 

 

 

▶ 黃源盛特聘教授演講（照片來源：法學院） 

▶ 「高齡社會法治研究中心講座 7: 新書分

享」演講海報（照片來源：法學院） 

▶ 許政賢院長（左）代表法學院致贈黃源盛特聘教授（右）法學院紀念品（照片來源：法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64/part_16451_8939987_66156.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64/part_16451_8939987_66156.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64/part_16451_8939987_66156.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64/part_16451_8939987_6615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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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學院訊】法學院從 4月 30日至 7 月 26日

舉辦 5 場原住民族權利、正義與解殖系列線上研討

會，5 月 23 日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許恒達教

授演講「原住民文化權利的憲法化與其刑事法實

踐：從釋字第 803 號解釋談起」；5 月 27 日邀請

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皇之棟教授演講

「原住民族的氣候變遷與公正轉型」。 

 

 

 

 

 

 

 

 

 

•【法學院訊】法學院基礎法學中心於 5 月 28 日

邀請司法院憲法法庭書記廳楊皓清廳長演講，講題

為「法律倫理系列講座（二）倫理規範形塑的法官

真實樣貌」，由法學院劉宏恩教授主持。 

 

 

 

 

 

 

 

 

 

 

 

 

 

 

 

 

▶「法律倫理系列講座（二）倫理規

範形塑的法官真實樣貌」（照片來

源：法學院） 

▶「原住民權利、正義與解殖」（照片來源：

法學院） 

▶「法律倫理系列講座（二）倫理規範形塑的法

官真實樣貌」活動海報（照片來源：法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64/part_16451_8939987_66156.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64/part_16451_8939987_66156.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64/part_16451_8939987_66156.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64/part_16451_8939987_66156.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64/part_16451_8939987_66156.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64/part_16451_8939987_6615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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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訊】法學院勞動法與社會法中心於 6

月 1日舉辦社會基本權論壇學術研討會，議題一

為「社會基本權倡議之實例演析」，由國立成功大

學法律學系蔡維音教授報告，議題二: 「工作福利

與生存權保障—社會救助法虛擬工資制度合憲

性之檢討」，由法學院張桐銳教授報告，並邀請東

吳大學法律學系張嘉尹教授、程明修教授及國立

政治大學法學院林佳和教授與談，由國立臺灣大

學法律學系孫迺翊教授主持。 

 

 

 
 
 
 
 
 
•【法學院訊】憲法法庭死刑違憲案的言詞辯論，

引起社會高度的關注。此辯論超越單純的法律論

述，上升到哲學、歷史、文化、宗教層面，特別

彰顯了基礎法學的重要性。臺灣法理學會的多位

老師們，以專家或是法庭之友的身分出具了專業

意見，將此議題的討論拉到新的高度，然法庭內

論辯受到諸多限制，因此，法學院基礎法學中心

於 6月 7日邀請學會相關老師，辦理「死刑違憲

乎? 憲法法庭後開啟的對話」演講，繼續這場精

彩的對話。活動由法學院劉宏恩教授主持，由國

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顏厥安特聘教授、國立臺北

大學法律學院徐育安教授、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

所陳弘儒助研究員及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許家馨研究員進行與談。 

 

 

 

 

 

 

▶活動海報（照片來源：法學院） 

▶「死刑違憲乎? 憲法法庭後開啟的對話」活

動海報（照片來源：法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64/part_16451_8939987_66156.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64/part_16451_8939987_66156.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64/part_16451_8939987_661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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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翻譯與跨文化研究中心於 5 月 18 日特別邀請曾任多家

知名媒體新聞部主任及編輯的閻紀宇專職譯者，擔任本學期第二場「翻譯大師講座」講者。

閻紀宇以〈我是《魔鬼詩篇》譯者〉為主題，分享自身 25 年來從事跨領域翻譯與國際新聞

報導工作的經驗，以及當初擔任《魔鬼詩篇》中文版無名譯者的背後故事。現場與線上聽眾

計有 100餘人，親炙翻譯大師的風采。 

 

演講開頭，閻紀宇即展現出翻譯大師的謙遜風範。他認為自己只是「翻譯職員」，而非「翻

譯大師」。長年以跨領域工作者從事翻譯與國際新聞的他，在 2022 年底回歸專職譯者的身

分。他表示，希望在夕陽無限好的人生下半場，能夠再為臺灣出版業留下幾本可讀作品。 

 

閻紀宇接著向現場觀眾介紹《魔鬼詩篇》書中內容，以及該書作者的生平事蹟。印度裔的英

國作家薩爾曼．魯西迪出生於穆斯林家庭，其於 1989 年 2月出版的《魔鬼詩篇》甫一上市，

即遭各方非議，甚至義大利文、土耳其文和日文譯者都遭到攻擊，挪威出版商也遭受槍擊。

然而穆斯林教徒視為褻瀆信仰的《魔鬼詩篇》，其實是本蘊含多種意義的書籍。魯西迪曾親

自表示，《魔鬼詩篇》的真正主題並非伊斯蘭教，也不是宗教，而是描述遷徙、移民、變性、

自我分裂、愛情、死亡，以及倫敦與孟買。 

 

「《魔鬼詩篇》並非原書名的意思！」閻紀宇坦言，原文書名 The Satanic Verses 中的

「Verses」，是指古蘭經「詩文的小節」，因此最貼切的譯法為《魔鬼經文》。許多人都很好

奇他當初對於譯書的邀約，是否有過猶豫，對此他表示，內心中的掙扎與考量當然沒有少過。

但是換個角度想，其實距離歷史悲劇的發生已過了 13 年之久，同時身為一個譯者，坦白說

很難抗拒這樣充滿挑戰的任務。 

 

在提到自身經驗的環節時，閻紀宇向聽眾分享了個人翻譯的原則。他提到，翻譯是個兼具「有

我」與「無我」的過程。在幾十萬字面前，譯者可以是任意擺佈一切的上帝，所以譯者可以

有我。然而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又必須盡力去貼合作者風格與筆調語法。完成一本書的翻

譯後，譯者最終僅僅是一名在背後默默付出的無名英雄，因此需要學會無我。 

 

閻紀宇也談起個人學思歷程，在考進國立臺灣大學物理學系後，因個人興趣轉系至中國文學

系，並一路求學至中國文學研究所，更上過齊邦媛老師在國立臺灣大學的最後一門課。畢業

後曾於專科學校擔任國文老師，這些歷程都讓他在中文的使用上更為得心應手。而日後在書

籍翻譯與新聞報導的跨領域實踐，更是相輔相成，互為養分的重要經驗。 

 

最後，閻紀宇也談到了近年翻譯界經常討論的 AI 議題，他表示樂觀與悲觀參半。譯者被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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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危機永遠都在，某些工作消失的確不可避免，但是 AI 技術的存在，也能帶給譯者強而

有力的協助。因此 AI 技術的與日俱新，仍是所有譯者需要學會去面對與克服的挑戰。 

 

 

 

 

 

 

 

 

 

 

 

 

 

 

 

 

 
▶講者閻紀宇（右一站立者）蒞校演講（照片來源：外國語文學院） 

▶講者閻紀宇（右三）與外國語文學院鄭家瑜院長（左四）、翻譯與跨文化研究中心林侑毅主任

（右二）及師長們合影（照片來源：外國語文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164/part_16451_8939987_6615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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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訊】外國語文學院翻譯與跨文化研究中心舉辦之「譯界前輩相談所」系列

講座第三場於 5月 30 日舉行，邀請資深法語譯者陳太乙以「讀者如何參與翻譯？從譯者的

角度重新思考讀者的角色」為題，進行一場深度的演講。 

 

陳太乙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法國語文學系，為法國 Tours 大學法國現代文學碩士，Grenoble

第三大學法語教學碩士暨語言學博士候選人，曾兼任教職。從事法文翻譯逾二十年，譯作超

過五十本，曾以《現代生活的畫家：波特萊爾文集》獲台灣法語譯者協會文學類翻譯獎。目

前正進行普魯斯特《追憶逝水年華》十年經典重譯計畫。 

 

陳太乙認為:「翻譯有時候就是得耐心等待作者上身。」有人請她以譯者角度推薦讀者該如何

閱讀她的譯作《哈德良回憶錄》一書時，她回答 :「這本書其實不需要推薦，能讀到就是你

的運氣。」她認為這類書即使在法國能讀懂的也是少數，譯成中文也不該期望所有讀者都能

理解。許多作者寫作時沒想這麼多，只是單純想創作，而讀者喜歡與否也非作者考量，因此

我們應該尊重這一點。 

 

她接著引用 Jakobson及 Shannon & Weaver 的傳播理論，將其應用於翻譯上。在翻譯過

程中，除了發話、接收、編碼、解碼、語境，尚須考量非語言文字（non verbal）、雜訊（bruits，

指溝通、傳播過程中可能影響成效的正面或負面雜訊、反饋（feedback，指讀者的話語權）

等外在條件。 

 

隨後，陳太乙以圖表的形式勾勒出「文學筆譯傳播鏈上的讀者們」，重新定義作者、譯者、

重譯者、讀者、終端讀者等角色，並剖析他們之間錯綜複雜，又緊密相連的關係。 

 

最後，她從《追憶逝水年華》十年重譯計畫出發，探討「考量讀者」的翻譯方式，及十年計

畫對於讀者的意義。首先，她認為經典重譯可以累積過往讀者的反饋，而近期相關研究成果

之發展與更新，更可幫助此十年計畫更加充實。她並分析了市面上既有的譯本，相較於以往

多人合譯的方式，她預計以十年時間，一人獨譯全集共七冊，並分冊出版。她認為一人獨譯

可降低負面雜訊，掌控譯文的一致性；分冊出版則可培養出精讀、慢讀之讀者。 

 

講座尾聲，由講者回覆聽眾的提問。除了譯者的養成、翻譯工作入門、翻譯策略的選擇之外，

她也談到身為譯者，對於自身的角色設定。這一場演講雖從讀者的角色出發，實則以講者目

前進行的譯作《追憶逝水年華》為例，探討作者及其作品、譯者及譯作，以及他們與讀者之

間的關係。講者字字珠璣，不僅是一場翻譯領域的專業分享，也是一場文學盛宴。（撰文：

歐洲語文學系法文組李允安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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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語文學系法文組李允安副教授（左）致贈感謝狀予講者陳太乙（右）（照片來源：外國語

文學院） 

▶與會師生合影（照片來源：外國語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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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訊】阿拉伯語文學系與阿拉伯語文學系系友會、中東與中亞研究碩士學位

學程，於 5 月 15 日共同舉辦「關於加薩我想說的是……無國界醫生洪上凱醫師的加薩行醫

經驗分享講座」。 

 

以巴衝突自 1948 年戰爭以來已歴 76 年，然衝突未因時間的延長而消逝，反倒於去（2023）

年 10月再度爆發大規模的雙邊衝突。衝突持續至今已造成近 36,000 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其中超過 15,000 位為孩童，並有 170 萬的巴勒斯坦人因戰爭被迫流離；而以色列方亦有

1,139名人士死亡。即便世界對於該衝突有許多的關注，但我國對該事件的訊息來源多為外

電翻譯報導，甚少有本國人於當地的親眼見證所觀察到的一手消息分享。為能使學生有更好

的機會對巴勒斯坦問題有更深入的認識，阿拉伯語文學系、中東與中亞研究碩士學位學程於

5 月 15 日邀請長庚醫院急診醫學部洪上凱醫師，分享其參與無國界醫生時的服務經歷，以

及他所看見的加薩。 

 

洪上凱醫師於 2023年 7月參與無國界醫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MSF）於加薩當

地的醫療援助行動，親身前往該地區展開首次無國界醫生任務。他於演講一開始，先介紹無

國界醫生組織的成立背景。該組織於 1971 年由 13 位醫生和記者成立，並長期致力於從事

人道救援的國際非政府組織（NGO）。該組織長年前往戰爭衝突地帶以及衛生條件落後國家，

透過緊急醫療救助或是提供水源、民生物資與醫療必需品等方式，協助遭受戰亂、疫病及天

災影響的國家與地區。而加薩地區方面早在 1989年便出現了無國界醫生組織的身影，提供

巴勒斯坦西岸以及加薩走廊地區人民醫療與心理健康的協助與支持。不同於其他的人道團

體，該組織除進行醫療援助外，也肩負了見證、發聲的使命，在醫療援助之餘也將援助區域

所發生的情況，進行中立的報導，試圖讓世界瞭解衝突區域內部之真實情況。 

 

洪上凱醫師透過自身經驗，協助當地甫自醫學系畢業的醫生學習敗血症、急性冠心症、心跳

停止等情況的緊急處理手續與方法，以及引進檢傷制度至當地醫院當中，進而優化當地急診

部門。在演講當中，他透過自身在當地行醫會診的相關經歷，除了讓聽眾了解在第一線醫療

人員可能會遇到的突發狀況、問題以及危險情境外，同時也讓參與講座的聽眾了解媒體鏡頭

以外的加薩走廊，並讓大家記得仍有無數的醫生、醫護人員、志願者們，仍在前線搶救生命。 

 

除了醫療援助的專業議題外，洪上凱醫師也分享在當地生活近四個月的觀察。透過他的演講，

聽眾認識了在所謂全世界最大的開放監獄下生活的 200 多萬位加薩人民的苦痛，無論是可

能一輩子都未能離開那如臺北市般大小的土地外，更多的是幾乎無時無刻可以聽到擾人心神

的以色列無人機，對當地民眾的監控。不同於書本或報導中所閱讀到的冰冷文字，洪上凱精

彩的演講彷彿將聽眾帶入了當地，使學子們直探加薩正在發生的人道問題，並使聽眾更能反

思以巴衝突下最脆弱、受創的一群人的經歷，不再僅是傷亡數字上的攀升，而是真實血肉中

的悲歌。在他的精彩演講後，也有數位學生對其於加薩的經歷進行提問，更於整場演講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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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意猶未盡的學生再和洪上凱醫師詢問關於巴勒斯坦的問題。這次的演講不僅提升了聽眾

對以巴衝突問題的瞭解，也使身處於安逸平靜土地下的我們，對千里之外的人道問題有更深

刻的認識，更使聽眾了解到身在臺灣的我們，雖身離衝突區域甚遠，仍舊有機會可以對國際

上的人道問題，以各自的方式盡一分心力。 
 

 

 
 
 
 
 
 
 
 
 
 
 
 
 

 
 
 
 
 
 
 
 
 
 
 
 
 
 
 
 
 
 

▶洪上凱醫師（左一）分享在加薩的親身經歷（照片來源：阿拉伯語文學系） 

▶與會師生合影（照片來源：阿拉伯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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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訊】東南亞語言與文化學士學位學程在高教深耕計畫的支持之下，邀請到

兩位泰國舞蹈藝術家來臺，辦理「南方遊記：東南亞傳統舞蹈系列工作坊」。傳統表演藝術

於東南亞地區是相當重要的文化資產。其中，「舞蹈」作為一種跨越語言的演繹方式，以「肢

體」譜寫詩篇，透過與傳統音樂、歌曲、動作編排，甚至服裝道具的巧妙融合，敘說著文學

經典、歷史故事及古老傳說。此迷人的傳統藝術形式，兼具宮廷演出、儀式、宗教等功能，

可以跟不同年齡層的觀眾之間交流、產生共鳴。 

 

兩位遠道而來的泰國舞蹈藝術家以其專業帶領大家認識泰國、印尼、緬甸、馬來西亞等國家

的傳統舞蹈。在學習這些東南亞舞蹈的基本動作、文化背景和故事之餘，還能親身體驗其中

的風格和韻味。 

 

距離上一次舉行東南亞傳統舞蹈工作坊已兩年有餘。為更完整體現東南亞傳統藝術的同質

性，同時也展現不同國家箇中特色，東南亞學程招靜琪主任與學程樊夏助理教授，於今年的

課程設計上，以往年泰國宮廷舞蹈為主題作為基礎，加入了緬甸、寮國、馬來西亞、印尼等

東南亞國家的舞蹈元素。此次課程安排更是首次納入「翻轉式教學」的新概念。過去多數的

課程學習、教學大多都以課本、文字知識開始進行。而在以口傳與身教為主要教學與傳承方

式的東南亞傳統舞蹈方面，本課程將過往學習順序置換，先以舞蹈動作的學習開始實作體驗，

待學員親身完整體驗，並由經驗中提煉知識後，最後再從自己的感受與認知中梳理出問題與

感想，向老師們提問請教與交流。 

 

東南亞地區的舞蹈普遍速度不快且動作不複雜，但卻剛柔並濟，柔軟的舞步與節奏重拍上的

卡點，需要一定的肌肉力量，與對四肢及軀幹的掌握能力。也因如此，手勢與腳步的協調性

與流暢度，乃至於頭部擺動與眼神的搭配，都是達到一定舞蹈完整度的至關要件。課程剛開

始時，老師們會教導大家在腰間與雙腳纏上裙褲。裙褲的設計主要是方便任何性別的舞者跳

舞，因此其綁法乃至顏色都有所巧思。進入到舞蹈教學階段時，老師們進行細節拆解，一步

步地帶領學員們掌握個動作的精髓與韻律。不少學員在串起動作時，直呼比單純看見的要難

上許多，尤其試看似簡單的漂亮花指，全程考驗手部肌肉的定力與韌性外，手腕的靈活度也

相當重要。為了最終能完成一段舞步的學成與展示，大家都聚精會神地跟練與調整。當一曲

終了且完成最後一個動作時，全場皆是酣暢淋漓，為自己所達成的新成就雀躍不已，滿場掌

聲不斷。 

 

透過緊湊的場次與高強度的舞蹈教學與練習，學員們得以從東南亞傳統舞蹈中汲取新知，體

驗心靈與肢體間的共感與相互牽引，也能持續性地受東南亞傳統文化的薰陶。大家時而在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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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文化柔美的剪影中，時而在富有民俗節慶歡快氣息裡，與傳承已久且豐厚的舞蹈文化連結

合一。 

▶泰國舞蹈藝術師 Chatchawan Nipattarak（左一）、Pimnipha Umamphai（右一）在高教深耕計畫

的支持下從泰國遠道而來授課（照片來源：東南亞語言與文化學士學位學程） 

▶裙褲的設計不但方便舞者們移動，更是為舞蹈增添華美與韻律感（照片來源：東南亞語言與文化學士

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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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實務活動   國際事務學院 
 
•【國際事務學院訊】泰國國立法政大學（Thammasat University）政治學院 Dr. Jittipat 

Poonkham 副院長於 4月 15 日蒞臨國立政治大學，由國際事務學院院長與同仁接待，雙方

在達賢圖書館羅家倫講堂簽署院級合作備忘錄，成功為兩校的友好合作立下開端。現場氛圍

熱絡，簽約典禮的司儀由國際事務學院外交學系泰國籍的陳力軍同學進行中泰文雙語主持，

陳同學曾申請泰國法政大學，並由副院長面試，之後陳同學獲得臺灣獎學金，選擇至國立政

治大學就讀。儀式由觀賞兩所大學的介紹影片開始，與會的學生也見證國際事務學院國際合

作的重要里程碑，從影片中也能看到雙方學校蘊含的學習資源與友好環境。 

 

泰國國立法政大學始創於 1933 年，是泰國最為古老的大學之一。目前設有 21 個系、6 個

學院和 7個研究中心，已從教授法律與政治學的開放大學發展為享有盛譽的著名大學。近年

來積極開拓國際合作，校內的專業資源也更為全面，從大眾熟知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之外，

穩定發展的科技工程、公共衛生、商業管理、醫藥衛生等領域，也營造豐富的學習資源。前

往泰國國立法政大學國際交流的學生將從多元的學習環境充實自我，跨域學習接軌國際。備

忘錄的簽訂也為雙邊合作建立良好基礎，透過研究人員交流、交換學生、共同研究計畫、學

術會議合作，以及學術資源交流等實踐方式，雙方的學術活力與學生情誼得以交匯並共同茁

壯。 

 

國際事務學院連弘宜院長曾於去年底至泰國國立法政大學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受 Jittipat 

Poonkham 教授的接待，也成為兩校締結合作的緣分。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與泰國

國立法政大學政治學院的合作層級，有助於拓展雙邊交換學生的關係與學術交流的發展。簽

約生效後，國際事務學院的學生在選擇海外學術交流時，也能探索泰國國立法政大學政治學

院的機會，更拓展國際事務學院國際合作的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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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學院日本學程訊】日本研究學位學程與台灣日本研究院於 4 月 19 日共同主辦

「21 世紀的日本研究與台日關係」國際研討會。來自國內外的日本研究學者探討新時代的

日本政治外交、經濟安全、地方交流及臺日關係。日本東京大學川島真教授分享了冷戰至後

冷戰時期臺灣日本研究的轉變。 

國立政治大學李蔡彥校長在致詞中強調，國立政治大學在國際關係及區域研究方面有豐碩成

果，並表示未來科技將成為臺日關係研究的新議題。國立政治大學將持續支持相關研究。國

際事務學院連弘宜院長及日本學程張文揚主任提及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的發展，並感謝日

本臺灣交流協會等各界的協助，使國際事務學院設立了國內第一個日本研究碩士與博士學位

學程。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代表片山和之致詞時，對 4 月 3 日臺灣東部地震表達慰問，並強調交流

協會旨在深化臺日友好關係，支援理解日本的「知日派」。他指出各項經濟、人員及研究的

交流對促進穩固的臺日關係發揮了重要作用。 

學者們關注「臺灣有事」、「國家正常化」及「供應鏈強韌化」等因素對臺日關係的影響，

特別是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在熊本建廠的後續發展。川島真強調，為因應新情勢，

▶與會代表與參與者大合照（照片來源：國際事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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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推動日臺之間官學各面向的制度化互動。台灣日本研究院李世暉理事長表示，21 世紀的

臺日關係將進入以經濟安全保障為主的新階段。 

與會學者認為，在臺日關係的變化趨勢下，臺灣的日本研究不僅有學術價值，也有實務需求。

他們將透過各種學術及實務平臺，持續推動臺灣的日本研究，為臺日關係建立更穩固的基礎。 

 

 

•【國際事務學院訊】國際事務學院於 5月 8日邀請台灣中油李順欽董事長以「油氣能源與

台灣經濟發展」為題進行專題演講。與會者包括中油張榮福處長、國際事務學院連弘宜院長、

陳秉逵執行長、李登科教授及多名學生。 

 

李順欽董事長強調，能源安全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2023 年，全球前三大消費國美國、

中國及印度占比逾四成，而非 OPEC 國家的石油消費與產量均超過半數，顯示新興市場國

家在全球石油版圖中的關鍵角色。 

 

中油為臺灣主要能源供應商，核心業務包括天然氣與油品銷售。李順欽董事長指出，中油需

分散進口來源、維持適當存量及提高自有油氣比例來維持能源安全。中油在 9 國擁有 17 處

礦區，並支持臺灣半導體產業，原料中約六成由石化品供給。 

 

面對 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中油積極發展綠色能源業務，投資離岸風電、加氫示範站等，

並以優化油品、減碳及節能為經營主軸。學生們透過提問深入探討中油的社會責任，瞭解其

在臺灣經濟發展中的關鍵角色。 

 

▶與會致詞貴賓與發表者合影（照片來源：日本研究學位學程）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34/part_16564_1490882_4980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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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學院訊】2024中華民國歐洲研究協會年度學術研討會暨研究生論文發表會於 5

月 10日舉行，研討會主題為「歐洲再和平？歷史、思想、制度與策略」。 

開幕式由歐盟輪值主席國比利時臺北辦事處馬徹處長（Matthieu Br 和 ers）致詞，提及歐

盟面臨的挑戰與轉型。隨後，中華民國歐洲研究協會陳淳文理事長及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

學院連弘宜院長致詞。 

 

圓桌論壇由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卓忠宏所長主持，與談人包括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盧倩儀

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張登及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劉以

德教授及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楊三億教授，探討歐洲再和平的發展與挑戰。 

 

下午兩場學術研討會探討歐盟印太戰略對臺政策影響，共發表六篇文章，涵蓋綠色轉型、經

濟安全及地緣政治等多元領域。另外，八名研究生分享其研究成果。此次研討會提供了豐富

的學術對話與交流，讓與會者對歐洲再和平創造新的思考與啟示。 

 

 

▶台灣中油李順欽董事長、主管與國際事務學院師長合影留念（照片來源:國際事務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34/part_16564_1490882_4980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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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學院訊】國際事務學院連弘宜院長於 5 月 13 日帶領核心通識課程「環視全球

──挑戰國際視野」的學生，參訪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國合會），旨在提升學生的

國際視野與全球理解能力。 

國合會副李志宏秘書長為學生們進行精彩講座，介紹政府開發援助（ODA, Office 

Development Assistance）及國合會的組織與未來 2030 年策略規劃。李志宏秘書長分享

了國合會提供的海外實習機會，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獲得寶貴的國際交流經驗。連弘宜院長

表示，此次參訪不僅讓學生對國際事務有更深入了解，亦激發他們對國際合作的熱忱，期望

培養具備國際視野和實踐能力的未來領袖。 

 

 

▶左起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楊三億教授、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賴昀辰教授、國立政

治大學外交學系兼歐盟學分學程蘇卓馨主任、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盧倩儀研究員、中華民國（臺

灣）歐洲研究協會陳淳文理事長、比利時台北辦事處馬徹 Matthieu Branders 處長、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事務學院連弘宜院長、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卓忠宏所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

究所劉以德教授、輔仁大學義大利語文學系張孟仁主任、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李仲軒助理教授、

臺灣歐盟中心鄭家慶執行長（照片來源:國際事務學院）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34/part_16564_1490882_49808.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34/part_16564_1490882_4980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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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634/part_16564_1490882_4980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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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學院訊】「教育部大專校院全民國防教育資源中心」（以下簡稱為「中心」）於 5

月 16 日舉行「2024 全民國防教育暨防衛動員學術研討會」暨中心揭牌儀式，現場邀請教

育部林騰蛟次長、國防部副柏鴻輝部長、國立政治大學李蔡彥校長、教育部學特司吳林輝司

長、國防部全動署白捷隆署長、國防部政戰局文宣處樓偉傑處長、國立政治大學詹志禹副校

長、國際事務學院連弘宜院長共同揭牌，以及多位公部門及學界貴賓共同見證。 

 

林騰蛟次長將中心的成立形容為全民國防教育歷史性的一刻，亦是教育部推動全民國防教育

的重要里程碑，面對國際局勢變化，包括俄烏戰爭及以巴戰爭，這些都導致全民國防重要性

日漸提升。透過此次研討會的舉辦，不僅可分享全民國防五大領域相關學者最新的研究成果，

亦可強化大家對於全民國防教育的認識，以及促進未來相關學術研究發展。 

 

柏鴻輝部長則表示，全民國防的目的係為預防戰爭，同時亦傳達中共，臺灣永不畏懼中共強

權的恐嚇。此外，全世界相同理念的國家，應一同捍衛民主自由，全球須具備預防戰爭的概

念，使戰爭永遠不爆發；全民國防教育即是預防戰爭的概念，全民國防教育要從自身做起，

平時就要具備自救的能力。 

 

李蔡彥校長強調，全民國防教育的順利推展，係嚇阻戰爭相當重要的措施，當前教官正逐漸

轉型，而後大專校院中的國防教育如何銜接並臻健全，是挑戰亦是機會。從事教育需要熱情，

中心成立後，於大專校院可望提供更好的國防教育資源並形成社群，在社群的用心經營下，

可將全民國防的教學熱情燃燒起來。 

 

▶國合會師長與國立政治大學師生合影留念（照片來源：國際事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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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弘宜院長表示，首先感謝教育部委託，得以承接計畫成立中心，因應大專校院全民國防教

育的轉型，立法院相關法規通過後，賦予教育部、國防部及相關單位一些任務，而學校屬於

一個教育機構及平臺，相當歡迎所有與全民國防概念相關之部會或機構與中心進行交流合

作。 

 

揭牌儀式完成後，進入專題演講部分，主講人為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邱坤玄名譽教授

以「中共對臺政策與兩岸關係發展」為題，精彩解析兩岸關係的問題與發展，邱坤玄名譽教

授認為，冷戰結束後尚存在三個二元對立結構，這些對立思維就在我們身邊，國內就是藍綠

對立思維、區域就是兩岸對立思維、全球層次就是中國大陸與美國對立思維，如何將這些對

立思維管理及化解，是知識界非常重要的責任。 

 

此次研討會以全民國防教育五大主軸:「國際情勢」、「防衛動員」、「國防政策」、「全民國防」

及「國防科技」為架構，分別舉行五個論文發表場次，進行學術研究與探討。邀集國內全民

國防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實踐經驗。首先登場的「國際情勢」

場次係聚焦於當前世界局勢的兩大熱點─「俄烏戰爭」及「以哈衝突」，精彩專業的分析與評

論使在場與會者收穫滿載。研討會後擬將此次會中論文進行學術審查，出版具備深度及專業

之學術專書。 

 

▶國立政治大學李蔡彥校長、詹志禹副校長、國防部、教育部長官以及國際事務學院院長合影留念

（照片來源：國際事務學院）  

 



 

 

- 37 - 

•【國際事務學院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訊】2024 年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撥穗典

禮於 5 月 24 日舉行。瓜地馬拉巴迪亞大使與帛琉歐儒侃大使，以及多位師長和學弟妹蒞臨，

為畢業生獻上誠摯祝福。 

典禮由學程李佳怡主任致詞，她向畢業生們表示祝賀與期望，感謝父母的支持，成就了今天

的碩士生。來自墨西哥的羅皓宇和帛琉的盧恩立分別代表畢業生發言，分享了在國立政治大

學的成長與挑戰。 

 

本屆畢業生來自 16個國家，包括貝里斯、哥倫比亞、史瓦帝尼、芬蘭、法國等。典禮見證

了國立政治大學推動國際化與多元性的努力。國研碩的師長與同仁致力於提供優質學習環境

與行政支援，讓學生專注於學業。典禮在擁抱與祝福中圓滿結束，畢業生們與親友合影留念，

記錄下這難忘的時刻。 

 

 

 

 

 

▶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本屆畢業生來自貝里斯、哥倫比亞、史瓦帝尼、芬蘭、法國、瓜地馬拉、洪

都拉斯、印尼、義大利、墨西哥、帛琉、塞爾維亞、科索沃、臺灣、泰國和美國共 16 個國家，見證了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化及民族的多元性（照片來源：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57/part_16965_4737596_41433.jpg
https://www.nccu.edu.tw/var/file/0/1000/pictures/857/part_16965_4737596_4143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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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學院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訊】國際事務學院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

碩士在職專班（國安專班）於 5月 25日盛大舉行二十週年慶祝活動暨校友餐會。此次活動

與「國際事務學院專班迎新送舊餐會」共同舉辦，現場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吉他社音樂表演，

氣氛熱鬧溫馨。立法院韓國瑜院長及國民黨團書記長洪孟楷立委特別贈花致意，無法到場的

校友們亦心繫母校，紛紛送上祝福。 

活動特別邀請甫卸任的海巡署周美伍前署長主講沙龍座談，由國際事務學院連弘宜院長主

持，邱坤玄名譽教授及專班王韻執行長擔任與談人。座談針對當前兩岸情勢、中美角力及我

國家安全等議題進行深入討論，並探討海域管理、邊防戰略及國防人才培育等方面，提供專

業見解與啟發。周美伍將軍以金門事件為例，強調兩岸海巡事務互動機制及高層溝通對穩定

和平的重要性。 

 

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自 92學年成立以來，已培養諸多國安人才和兩岸關係研

究者，面對變幻莫測的國際情勢，專班教育責任重大。校友們在各自專業領域的成就，為國

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奠定了堅實基礎，並成為後繼學子的寶貴資源。國家安全與

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將繼續秉持專業與實務精神，致力於培育優秀的國家安全與中國大陸

研究人才。 

 

 

 

 

 

 

 

 

 

 

 

 

 

▶前排左起: 國際事務學院韓國研究中心李明主任、國際事務學院戰略與國安中心李登科主任、外交

學系邱坤玄名譽教授、國際事務學院連弘宜院長、國務院國際談判研究中心鄧中堅主任、國安專班

陳文甲副教授、國安專班執行長王韻副教授。第二排第四位起，國務院澳洲研究中心主任楊文琪副

教授、外交學系戰略專班陳秉逵執行長、外交學系吳崇涵主任、國際事務學院魏百谷副院長、外交

學系馮慕文教授以及國務院日本學程張文揚主任（(照片來源: 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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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與實務活動   教育學院 

•【教育學院訊】教育學系今年獲高等教育研究協會（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HERA)授權在今（113）年 6月 5日至 6日舉辦第十屆高等教育研究國際研討

會（The 10th HERA Conference）。並在教育部、國家科學與技術委員會、國立政治大學、

臺北市立大學等單位支持下，成為今年度全球高等教育研究一大盛事。經統計，此次會議共

有逾 190篇來自世界 25國、橫跨歐、美、亞、非、大洋洲等全球高等教育學者之投稿，並

有 200 多位學者共襄盛舉，其中更不乏近 150 名外籍學者遠赴來臺與會，囊括英國牛津大

學、日本東京大學、東北大學、廣島大學、大阪大學、韓國首爾大學、香港大學、英屬哥倫

比亞大學、雪梨大學等國際名校學者與博士生，全程以英文用口頭發表、海報發表以及座談

會等形式做全方位之學術交流，並有多位國際 SSCI期刊主編與副主編與會，就此次研討會

發表之論文，討論後續集結為特刊（special issue）之可能。 

 

此屆 HERA 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設定主題時，即強調未來全球高教是一個從相互競爭轉換成

彼此合作的情境氛圍；唯有透過跨境、跨界、跨領域協作，學校資源才能多元運用，而促進

創新意識與教師教研能量無限發展。臺灣的 HERA學術研討會即是一個跨境、跨界、跨域的

學術分享與對話平臺，讓來自國內外專家學者一起分享交流如何因應當今高等教育/技職教

育所面臨的問題、挑戰及其研究發現與建言，且從世界高教發展趨勢、各國高教政策比較，

及高等教育/技職教育教研成果、人才培育、品質保證和產學合作等議題的探究、因應與轉

變等面向深入探討。 

 

首日，在會議主辦人、教育學院陳榮政副院長暨教育學系主任的引言下，先後由詹志禹副校

長、香港大學暨 HERA 資深理事 Gerard Postiglione 教授進行開幕致詞，為會議拉開序幕。

主題演講邀請到牛津大學暨英國社會科學院 Dr. Simon Marginson 院士，比較東西方對於

學生自我形塑與公共利益等關聯；香港大學暨歐洲高等教育學會 Dr. Hugo Horta 理事長透

過趣味的陸龜繪本作比喻當今高等教育界博士生在生涯規劃與職涯追求的競爭窘境；美國波

士頓學院暨美國高等教育研究學會 Dr. Ana M. Martínez-Alemán主席，分享現今研究型大

學在全球排名競爭的環境下，亟需面對的競爭與教學價值平衡；淡江大學教育科技與未來設

計學系張鈿富教授提及探討公共產品在高等教育中的轉型，旨在促進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可

持續發展。透過政府政策和國家戰略的支持，高等教育能更好地服務於社會福祉和公共利益。

長年與教育學院院合作的香港恆生大學莫家豪副校長以地緣政治對高等教育管理的影響為

主題，為研討會增添全新的國際視野切入探討高教管理階層的運營策略。此外，教育學院侯

永琪教授主持的論壇（panel）場次，邀請教育學院莊俊儒教授、香港恆生大學莫家豪教授，

以及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傅遠智教授，在全球教育趨勢的主題下，彼此分享各自

的研究專長及近期研究成果。又高等教育研討會另一亮點，在教育部支持下，特別納入技職

教育的議題，由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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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朝陽科技大學、明志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等校校長、副校長或代

表與考試院姚立德委員針對國內辦理產學合作、大學社會責任與技職人才培育等亮點進行深

度座談交流，向國際與會者凸顯我國在高等教育中，技職教育的辦理情形，替與會者增添豐

富的印象。 

 

國際研討會肩負國民外交與文化交流的重要意涵，故研討會特別邀請到位處臺北市陽明山上

的平等國小巧宛然布袋戲團進行晚會演出，為晚宴揭開序幕。成立超過 37 年的平等國小巧

宛然布袋戲團透過國小同學的介紹與精彩演出，博得國內外嘉賓的滿堂彩，更安排戲偶體驗

活動，為表演增添多一分精彩！ 

研討會由教育學系陳榮政主任帶領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碩博士班同學以及臺北市立大學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何希慧所長等師生共同努力辦理而成，廣受國際與會者好評。高等教

育面臨許多的挑戰，透過此次研討會的分享與交流，除了替國內增添更多國際視野，也鞏固

與國外學術界的互動網絡，更是讓世界清楚我國目前高等教育之辦理亮點。 

 

 

 

 

▶研討會邀請歐洲高等教育學會理事長（前排中間者）、美國高等教育學會主席（前排右一）

特別前來臺灣與會並進行專題演講（照片來源：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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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高等教育研討會在教育部支持下，邀請全臺共八所科大之校長、副校長代表進行產學合作、

大學社會責任之分享，並由考試院姚立德委員（右一）主持（照片來源：教育學院） 

 

 

▶歐洲高等教育學會 Dr. Hugo Horta 理事長在專題演講中以繪本作比喻當今高等教育界博士生在生

涯規劃與職涯追求的競爭窘境（照片來源：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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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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於 5月 31日至 6 月 1 日為創意實驗室

的兩日期末成果發表，兩天的馬拉松活動中包含了三門課程的學生作品展覽、畢業學長姐分

享、花藝與甜點、跨洋連線藝術對談、編髮、小型夜間演唱會……普通地豐富、普通地忙碌，

在學期初至活動結束的 101 天中，大家想說的話、想做的事、想唱的歌，通通都在這裡了。 

 

緊接著成果發表，創意實驗室也迎來歡送本年度結業生的日子。接續期末展的主題「普通生

活學 101 days」，此次結業典禮的主題為「Post-college 101」。呼應到 101（one-o-one）

代表的入門課意涵，已經畢業 1001 天的辦公室同仁及 10001 天的老師們也分享了他們的

感觸。在討論與頒發禮物後，結業生們結束了在實驗室最後的 101 天、在國立政治大學的

日子，準備開展他們嶄新的普通生活。 

 

 

 

 

 

▶HERA 研討會大合照（照片來源：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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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實驗室期末展「普通生活學 101 days」活動側拍（照片來源：X 實驗學院籌備處） 

 

 

▶創意實驗室 112-2 結業典禮大合照（照片來源：X 實驗學院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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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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灣心智科學腦造影中心

於 6月 1日至 8 月 31 日邀請外籍生 Dhwani Shah來臺實習，參與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

中心睡眠與腦造影的研究主題。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將協助與臺灣學生互動交流及認

識臺灣多元文化，進行相關研究計畫與學習。 

 

 

 學術與實務活動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訊】文化部主管的有形、無形文化資產與原住民族委員會所主管的「原

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原創權），對於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範疇究竟有什麼不同？

南投縣魚池鄉邵族文化發展協會 5月 25日於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衡道堂辦理「台灣原住民族

文化政策研討暨實務增能工作

坊」，將從法律理解起步、部落工

作者分享經驗，透過案例講解，試

圖找出申請時常見的盲點與疑

問。 

 

工作坊邀請原住民族研究中心黃

季平主任講述「如何保存維護原

住民族傳統智慧與知識體系」，藉

由 兩 項 個 案 「 Puljetji 佳 興

Taljiyalep家族婚禮歌謠」、「臺東

縣鹿野鄉 Parayapay（巴拉雅拜）

部落 mifukayay、mirakatay 及

pa’olic 喪禮歌謠吟唱」口述傳

統提報表的實際案例，提供最根

本的文化本存概念。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訊】《原教界》117 期（6月號）期即將出刊！主題為「部落互助式教

保服務中心」，其重要概念為「互助」，運用在地的人力、環境與資源，透過部落（社區）集

體共同參與和討論，自主決定和管理教育和照顧幼兒的內容和方式，創造屬於部落（社區）

的幼兒園教保中心，為原住民族家長提供另一種幼兒教育的選擇。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政策研討暨實務增能工作坊」海報（海

報來源：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 45 - 

2013年執行至今已有 11年，目前有 13 個部落成立社區（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含括

泰雅族、布農族、魯凱族、雅美族（達悟族）、阿美族等 5 族群，然迄今尚未有都市原住民

族成立殊為可惜。 

 

目前原住民族部落對於設立教保中心的需求到底有多少？新成立的教保中心沒有過去的奮

鬥經驗，是否能持續「在地特色」、「互相照顧」、「生活文化」的三種精神價值？進入穩定期

的教保中心，看來會有更多的管理框架，而標準化的學習一定會弱化活力與創意，將是教保

中心未來必須面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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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下午舉辦二場專題演講，分別邀

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張珣研究員兼所長，以「百變天后：當代台灣媽祖信仰的轉型與

蛻變」為題，條分縷析當代媽祖信仰的「變」與「不變」；以及法國高等研究學院（EPHE-

PSL）謝奕君博士候選人，以「山海之間：閩南漳州地區王爺信仰與王醮儀式中的地方認同

與地域意識」為題，探討王爺信仰與王醮儀式之間的地方關係與競合張力。張珣教授觀察到

近年媽祖出現許多流行時尚的面相，據此析論創新與軟實力開展出當代臺灣媽祖信仰的新氣

象；謝奕君女士分享閩南王爺信仰的田調紀實與研究現況，兩場演講均引起與會聽眾熱烈迴

響。 

 

 

 

 

 

 
 
 
 
 
 
 
 
 
 
 
 
 
 
 

▶「百變天后：當代台灣媽祖信仰的轉型與蛻變」

演講海報（圖片來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山海之間：閩南漳州地區王爺信仰與

王醮儀式中的地方認同與地域意識」（圖

片來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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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訊】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宗教倫理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於 2023 年 8 月開始進行國際合作，聚焦儀式比較研究與女神研究相關主題，並於 5 月 28

日至 31 日，雙方合作舉辦二場學術活動：「大灣區天后信俗論壇」、「湘中梅山地方文化與信

俗的比較研究學術研討會」，假香港中文大學舉行。前者聚焦中國、臺灣、東南亞等地的天

后（媽祖）信仰，從傳統信仰、宮廟組織、慶典科儀、地方社會與文化創意等多元面向進行

討論，呈現當代天后（媽祖）信仰的活力與多樣性。後者通過宗教、歷史、儀式、音樂、舞

蹈、美術等領域的跨界交流、探究湘中及周邊地區的儀式傳統與少數民族信仰特色，說明該

區域豐富的佛、道、師、巫等儀式傳統的複合/競合關係。 

 

 

 

 

 

 

 

 

 

 

 

 

 

 

 

 

 

 

 

 

 

 

 

 

 

 

 

▶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林振源主任，以「當代台灣媽祖廟的多樣性與典型」為題

進行演講，同時介紹臺灣媽祖聯誼會的委託研究成果：媽祖智庫網站（數位

資料庫），為全球媽祖研究創舉（照片來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閉幕合影。左起：中國人民大學何建民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宗教倫理與中國

文化研究中心賴品超主任、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譚偉倫教授、國

立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林振源主任（照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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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研究所及華人文化元宇宙研究中心，於

6 月 4至 5日舉行為期兩日的「2024政大宗教研究生論壇」，論壇今年已邁入第九屆，除了

吸引海內外包括荷蘭、馬來西亞、泰國、中國大陸、香港及臺灣本地的博碩士生競相投稿，

共發表 32篇論文，吸引爆滿聽眾踴躍報名參與。在跨宗教、跨領域的對話下，貫穿當代與

傳統，激盪出精彩的學術火花。 

 

 

 

 

 

  

 

 

 

 

 

 

 

 

 

 

 

 

學術與實務活動   資訊安全科技研究中心 

•【資訊安全科技研究中心訊】為積極培育訓金融資安領域高階人才，國立政治大學與國家

資通安全研究院（簡稱資安院）於 5月 16日假資安院進行首次合作討論會議，資安院由何

全德院長領軍，出席單位包括綜合管理處林伯樺總監、人才培力中心李銘崇副主任、楊欣燕

小姐、公共事務小組陳香吟組長等；國立政治大學則由蔡維奇副校長帶隊，資訊學院劉吉軒

院長、資訊安全碩士學位學程主任暨資訊安全科技研究中心左瑞麟主任共同參與。 

 

討論會議中，共同設計未來針對金融資安領域人才開班執行方式。未來培訓班預訂招收對象

為金融資安領域高階管理人員，打造小班制的專屬課程，課程內容將由國立政治大學與資安

院共同設計規劃，將聚焦於國立政治大學在文法商領域的專業學術研究能量，結合資訊領域

之應用發展，同時連結校友網絡實務專業，並輔以公企中心多年辦理培訓課程之專業，期待

能打造一個金融資安高階人才專業培訓，共同促進金融資安領域發展，強化金融產業數位化

▶活動開幕式由三個合辦單位主管致詞，左起：華人宗教研究中心林振源主任、宗教研究

所李玉珍所長及華人文化元宇宙研究中心陳志銘主任（照片來源：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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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安防護能量與韌性。 

 

 

 

 

 

 

 

 

 

▶國立政治大學與資安院將共同合作，辦理金融資安高階人才培訓（由左至右為資安院綜合

管理處林伯樺總監，國立政治大學蔡維奇副校長、資安院何全德院長、國立政治大學資訊學

院劉吉軒院長及資安碩學程暨資訊安全科技研究中心左瑞麟主任（照片來源：資訊安全科技

研究中心） 

 

 

 

▶雙方於會議中討論金融資安排訊各項規劃（照片來源：資訊安全科技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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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科技研究中心訊】資訊安全科技研究中心藉國家科學與技術委員會 112 年度補

助執行之「金融科技應用中的前瞻資安技術開發」計畫成立，並依計畫規劃於 5月 13日進

行「TACC 期末審查暨成果發表會」，透過此次發表會，與各校資安中心互相進行研究進度分

享，建立良好的學術交流互動。 

 

 

 

 

 

 

 

 

 

 

 

 

 

 

 

▶與計畫團隊成員合照（由左至右蕭舜文副教授、羅嘉寧副教授、左瑞麟主任、郁方副教

授、黃思皓副教授、葉羅堯副教授）（照片來源：資訊安全科技研究中心） 

 

 

 

▶計畫成員曾一凡助理教授於「TACC 期末審查暨成果發表會」為來訪參與者解說及介紹

計畫研究目的與成果（照片來源：資訊安全科技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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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實務活動   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 

•【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訊】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陳昭伶助理教授所創作的作品「一 

（The One)」，於今年佛誕節期間於達賢圖書館展出萬相歸一 2024 佛誕特展（5 月 14 日

至 5月 20日，2024），此作品多次於國內外知名藝術空間展出 2019 ACM Multimedia（Top 

conference: rank A+）, Multimedia Art Exhibition, ACM SIGMM, 阿克羅波利斯會議大

廈，法國尼斯（10月 21日至 24 日，2019）（獲選展演順序第五）；LET’S CHAT WITH悉

達多─2019 佛誕特展，佛光山臺北道場、佛光緣美術館總部，佛光緣美術館臺北館，臺北

（4 月 26 日至 5 月 27 日，2019）；藝術家在春天爆炸聯展，新北市文化局，板橋 435 藝

文特區，新北板橋（1 月 26 日至 2月 17日，2019）。 

 

此作品主要探討佛學中法性的主題。眾生中存在著共同點，那就是法性；眾生皆具有法性，

且眾生彼此的法性無異。鏡的世界就是眾生所生活的大千世界，眾生因為執著有「我」，因

▶資訊安全科技研究中心於「TACC 期末審查暨成果發表

會」發表之海報（照片來源：資訊安全科技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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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產生種種纏縛，無法看見自身的法性。作品將所認知的「我」進行解構，將執著有我的外

貌解除，將執著有我的裝扮解除，將執著有我的思想意識解除，藉由此過程引發觀者思考，

之後所認知的「我」還剩下什麼?觀者與裝置的互動過程，即為佛法中一引導轉迷為悟的過

程。六祖慧能之一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作品引借此

偈中鏡的比喻，鏡子原本清明晃亮，空無一物；因為執著有我，所以觀者在鏡中見到所認知

的我。透過影像處理的技術，在鏡中故意製造身影朦朧的效果，讓觀者對一向所認知的我，

產生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藉以動搖其對於我的認知。 

 

在觀者與裝置互動的過程中，見到大量由所認知的我，解構出來的種種以為是我的元素，產

生對於真我的重新思考。作品採用攝影機進行偵測，並使用投影機顯示影像處理後的畫面。

裝置採用物件偵測技術，用於捕捉觀者的動作。高斯背景模型用於擷取生動的人臉五官細節

訊息，並經由參數設置來產生殘影的影像效果；透過將所偵測的動態位置，與攝影機輸入的

彩色影像進行相減，以擷取觀者動作的彩色影像畫面。所投影的影像由 16 個影像畫面擷取

組成，中間鏡子為即時輸出影像，用以引起觀者注意到自身的動作與投影畫面的連結。 

 

此外，某些擷取畫面經過水平翻轉的處理，以產生如同潑墨畫的審美效果。在此互動裝置，

觀者亦可與其他群眾，以動作表情所產生的濃墨，與所穿著衣服色彩的彩墨，進行即興潑墨

畫作。 

 

此次展演為佛誕

節期間，佛光山僧

團參與鐵觀音節

期間至達賢圖書

館參觀；亦適逢復

校 70週年慶祝活

動，達賢圖書館對

外開放民眾參觀，

於展演期間共吸

引 6,000 多位校

內師生及民眾參

與作品互動。 

 

 

 

▶作品「一（The One）」於達賢圖書館展出萬相歸一 2024 佛誕特展（照片來

源：陳昭伶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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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2024 國立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期末聯展（InnoFest@ICI）

於 5月 6日盛大開幕，除了創新國際學院、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AI 中心）、數位內容學

位學程、傳播學院、資訊科學系、人工智慧應用學士學位學程、未來媒體實驗室等單位，今

年首次邀請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智慧金融實驗室及百工百業 Genai Star 競賽共同參與，展示

豐富的人文與科技創新應用。此外，來自無界塾、芳和高中和宸恩實驗教育機構的近 200 位

學生也參訪此次聯展，親身體驗了 AI 技術如何在不同領域中創造價值。 

 

李蔡彥校長致詞時表示：「國立政治大學在一年前新增多門 AI相關課程與活動後，沒想到一

年後的今天能有如此多專案參展。」他也強調國立政治大學以人文及社會科學見長，期許學

生能將對人類及文化的縝密觀察，應用至人工智慧領域，領導人工智慧未來發展。本展覽開

辦至今已第三屆，創新國際學院杜文苓院長表示自 2022 年以線上 Gather Town 形式 3 個

班級 21 個專案參與，發展至今年共有 19個班級 140 個專案，超過 560名學生共襄盛舉。 

 

展覽的亮點包括各單位精彩的人工智慧跨域應用專案展示，融合 ESG 及 SDGs 等永續發展

理念，激發 AI 學習的多元思維。參展項目涵蓋從創新科技到人文藝術的多元領域，展示學

術與實踐結合的豐碩成果。其中，《AI好友適性度生成系統》專案由資訊管理學系四年級郭

家榛、侯亮羽、徐偉育設計規劃，結合時下熱門的MBTI16 型人格測驗，透過 GPT-4-Turbo

模型分析比對自身與他人的個性特質，評估相處適配度並提供兩人間建議的合作模式，同時

策劃聊天機器人回覆使用者更廣泛的問題，減輕人們在建立關係時的溝通成本與心力。 

 

《AI Generated Marketing Video》專案則透過生成式 AI使用，協助解決企業新進員工在

知識管理上遭遇的困難，創新國際學院三年級許庭瑜也談到：「我們也藉由 AI 生成影片，替

為時尚產業增添話題和吸引力。」目前該專案也與國內百貨業者討論產學合作的可能性，期

望人工智慧未來結合商業行銷領域，帶來更多合作應用的可能。 

 

《移家人Mi Family》專案成員則來自各國，包含越南、印尼、馬來西亞、日本、臺灣學生，

聚焦在新移民主題，連結 USR 計畫，關注移工情緒及來臺生活適應情況，藉開設藝術治療

工作坊、教導基礎中文等方法，以創新形式實踐社會共好。 

 

「相信 AI技術的發展終將回歸到社會層面，並需要結合良善性和合適性，才能造福全人類」

AI 中心劉吉軒主任提及，國立政治大學一直以來都是 AI社會應用的最佳合作夥伴，透過跨

域觀摩和刺激，積極參與 AI 共創，教師們也領導人工智慧相關研究計畫，並鼓勵研究生展

開 AI 跨域研究，目標讓國立政治大學成為良善 AI 的主導者。此外，學校亦舉辦多場 AI 跨

域論壇，預計下週將發表 AI 跨域白皮書宣言，期望在促進 AI 技術與社會人文的深度融合

下，確保 AI 技術能夠服務於整體福祉並遵循應有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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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國際學院楊智元助理教授表示，創新國際學院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包括吐瓦魯、

南非、以色列等國，這些國家的學生也積極參與了此次展覽。楊智元助理教授強調，希望這

些學生能夠利用人工智慧技術，針對他們國家所面臨的各種挑戰，提出創新解決方案，展現

出對社會的關懷與責任感。此次創新國際學院期末聯展邀請產學營運暨創新研究中心創林士

淵營運長、台灣人工智慧學校蔡明順校務長、智庫驅動劉嘉凱執行長、綠色和平東亞分部區

域專案黃尚卿主任及展晟照明集團南區總經理參與評選，最終由臺北科技大學《碧綠知音 

AIxESG量化平台》獲得評審團大獎。 

 

創新國際學院於 6月 20日至 21 日舉辦 2024 生成式 AI百工百業先導工作坊，希望透過舉

辦 GenAI 先導工作坊能將最新的 AI入門知識廣泛傳播到各行各業，促進產業與 AI技術的

深入融合，亦歡迎對人工智慧、培養 AI 思維的同學共襄盛舉，在數位時代以嶄新方式解決

社會問題。 

 

•【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在 AI 技術與日俱增時代，國立政治大學人工智慧跨域研究中心

（以下稱 AI 中心）首次舉辦「AI跨域永續創新競賽」，促進學生在不同領域探討 AI科技的

創新應用及對未來永續發展之可能。截至 5 月 31 日初賽報名截止日，共計 46 組團隊提案

參賽，包含解鎖 AI 未來世界 24 組，宅智能 3 組，AI 的極致藝術 2 組，居住正義 10 組，

其他子題 7 組。 

 

此次參賽團隊內容豐富多樣，其中包含生態保育、不同族群公平正義問題、反詐騙等犯罪問

題和偏鄉教育等 AI跨領域應用，此些豐富的生活層次的探討反映出 AI應用廣泛的可能性，

體現了國立政治大學學生對於社會關懷與未來憧憬，並嘗試以科技技術跨領域解決問題的執

行力。 

 

競賽決賽入圍通知預計於 7 月 3 日公告及寄發通知，並預定於 10 月 18 日辦理決賽，現場

評選出優勝隊伍。競賽總獎金達 20萬，豐厚的獎金希望能更加促使學生跨領域互相學習與

合作，激發更多創新的火花。競賽籌辦經費係由校友陳敏祐先生捐款，再次感謝陳敏祐學長

捐款協助學校推動 AI 普及，讓更多學生能有機會應用 AI並於校園內實踐。 

 

歡迎有興趣的師生同仁至 2024 AI 跨域永續創新競賽網頁瞭解更多競賽詳細資訊。誠摯歡

迎各界於 10月 18日參與決賽，瞭解各組團隊的嶄新創意！最新消息請持續關注競賽網頁，

期待您的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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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AI 跨域永續創新競賽活動海報（海報來源：人工智

慧跨域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