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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此次前往大陸最主要的目的，乃是與天津市南開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和蘭州市

西北師範大學進行學術交流訪問，各舉辦一場「地方政府的競爭與合作」學術研

討會。兩場研討會規模都不大，但很精緻，會議過程不僅讓發表人充分進行論文

報告，並有充分時間進行熱烈討論，增進雙方學術觀點與視野的交流。從發表的

論文來觀察，主要分別從「理性選擇」與「制度理論」兩種觀點來探討地方政府

的合作行動與模式。 

在這兩場研討會中，我們除了介紹紹台灣經驗之外，也與大陸兩校師生進行

對話，具體深入的討論兩岸在實務操作上的比較異同之處，相信有助於兩岸在學

術交流上的聚焦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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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此次前往大陸最主要的目的，乃是與天津市南開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和蘭州市

西北師範大學進行學術交流訪問，各舉辦一場「地方政府的競爭與合作」學術研

討會。 

 

二、過程 

日    期 行                          程 

6月27日 

(星期五) 

搭乘08:50國泰CX471班機接中國國航CA104班機（香港轉機）前

往天津市，16:00抵達天津機場，17:45抵達南開大學。 

6月28日 

（星期六） 

與南開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合辦「地方政府的競爭與合作」學術研討

會。 

6月29日 

(星期日) 
訪問天津市高新工業區、濱海新區。 

6月30日 

(星期一) 

赴北京機場搭乘11:50中國國航CA1271班機飛往蘭州市，14:30抵

達蘭州機場，16:30抵達西北師範大學。 

7月1日 

(星期二) 

上午與西北師範大學政法學院合辦「地方政府的競爭與合作」學術

研討會。 

下午參觀西北師範大學校園、校史館、校博物館。 

7月2日 

(星期三) 

參觀嘉峪關（蘭州-嘉峪關約770公里）、敦煌鳴沙山（嘉峪關-敦煌

約500公里）。 

7月3日 

(星期四) 
參觀敦煌莫高窟。 

7月4日 

（星期五） 

• 從敦煌機場搭乘11:40中國國航CA1288班機飛北京。 
• 從北京機場搭乘17:15中國國航CA117班機飛香港。但因天候因
素延遲，飛抵香港時已經深夜2:30，夜宿香港機場。 

• 5 日從香港機場搭乘 09:10 國泰 CX530 班機回台，11:00 返抵桃
園機場。 

 

三、心得 

與南開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合辦的「地方政府的競爭與合作」學術研討會於28

日整天召開，共發表十四篇文章，本系發表六篇文章，真理大學發表一篇文章，

南開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發表七篇文章。議程安排如下表： 



2 

 

時  間 議     程 

09:00-09:30 

開幕式 

主持人：汪新建副院長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楊龍教授介紹與會嘉賓 

楊龍教授致詞 

台灣暨南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廖俊松教授致詞 

第一場： 

主持人：朱光磊教授（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楊  龍 地方政府合作的動力、過程與機制 梁錦文

陳奇銘 台灣TFT-LCD產業競爭優勢分析 蔡聲霞

09:30-10:30 

孫  濤 
複合型經濟功能區：論天津濱海新區區域特性及其

管理體制創新構想 
趙達瑜

10:30-10:50 合影留念、茶歇 

第二場： 

主持人：孫曉春教授（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沈明昌 
地方警政的合作策略：論第三部門警政的網絡治理

模式 
沈亞平

楊書文 論城管綜合執法與城市管理體制創新 陳嫈郁

10:50-12:00 

廖俊松 永續發展與治理職能革新：台中市的經驗分析 趙萬里

12:00-13:30 午     餐 

第三場：  

主持人：廖俊松教授（台灣暨南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趙達瑜 
台灣政府信息公開法與大陸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比

較研究 
徐  行

孫  兵 天津濱海新區管理體制的制度變遷 蔡宗哲

張力亞 
北臺區域合作的公民參與行動空間與策略初探：社

會治理觀點 
白紅光

14:00-15:20 

楊  妍 跨區域環境治理與地方政府合作機制研究 孫健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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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5:40 茶     歇 

第四場：  

主持人：白紅光教授（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梁錦文 越南新領導階層對其外交政策之影響 賈義猛

馬得勇 測量治理：國外的研究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沈明昌

洪秉文 

從全民健康保險「地方負擔保費補助款」之爭議問

題探討臺灣府際關係之發展：以台北市政府個案為

中心 

郭大水

15:40-18:00 

張志紅 政府間關係調整論綱 廖俊松

18:00 

閉幕式 

主持人：程同順主任 

台灣真理大學知識管理學院林國水教授致詞 

楊龍教授致詞 

 

本次研討會規模不大但精緻，會議過程不僅讓發表人充分進行論文報告，並

有充分時間進行熱烈討論，增進雙方學術觀點與視野的交流。從發表的論文來觀

察，主要約可以劃分為「理性選擇」與「制度理論」兩種觀點，針對地方政府合

作行動與模式來進行研討。 

 

在體制創新部分，主要是楊龍教授發表的〈地方政府合作的動力、過程與機

制〉、孫濤〈復合型經濟功能區—論天津濱海新區區域特性及其管理體制創新構

想〉、楊書文〈論城管綜合執法與城市管理體制創新〉、孫冰〈天津濱海新區管理

體制的制度變遷〉、以及張志紅所發表的〈當前中國政府間關係調整論綱〉。綜觀

此部分文章，大多為大陸學者所發表。就其發表論文內容來看，當前大陸地方政

府間的合作關係，從參與者部分，可以分為雙邊合作、多邊合作。機制可分為：

互利模式、大行政單位主導模式、中央誘導模式。但就實務運作上來看，似乎存

在著理念層次較高、落實不易的問題。其主要原因在於，地方政府之發展主要係

以經濟作為考量依據，就此地方政府各自除在自我管轄區域內進行利多體制創

新，要真正要與其它地方政府進行合作似乎有其本位主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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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治理觀點部分，主要是楊妍〈跨區域環境治理與地方政府合作機制

研究〉、馬得勇〈測量治理：國外的研究及其對中國的啟示〉以及廖俊松〈永續發

展與治理職能革新：台中市的經驗分析〉、張力亞〈北臺區域合作的公民參與行動

空間與策略初探：社會治理觀點〉、沈明昌〈地方警政的合作策略：論第三部門警

政的網絡治理模式〉等五篇文章。此部分從治理的觀點出發，首先從理論觀點出

發，接續聚焦於永續發展對地方政府職能的轉變，並且更進一步聚焦於跨域合作

的環境問題面向探討，最後從社會治理的觀點進行討論，藉以作為兩岸有關治理

觀點的對話。 

 

會後雙方還討論說，兩院系間可以此研討會文章為基礎，彼此加強學術合作，

期盼未來一至二年內能合作出版專書。 

 

 

圖一：南開大學學術交流合影 

 

29日主要行程是參觀天津市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區域，也就是位於市區內的

高新區與郊區的濱海新區。所謂高新區也就是高科技新技術產業開發園區，在天

津市內共有六個區域據點，我們所參觀的據點是位於南開大學附近的南開科技

園。南開科技園，位於天津市西南部，占地面積為12.22平方公里。園內有國內外

著名的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天津理工大學、天津廣播電視大學等一批高等學府

和天津藥研院、航太機電集團三院8358所、46所、機械工業第五設計院、電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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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淡化所、鐳射所、物理所等一批國家和市級科研院所，有著十分豐富的教育、

科研資源和興辦高新技術企業所需的人才資源。園內還有天津市科技創業服務中

心、北方技術交易市場、天津科技貿易街、天津科研基地、南開工業園及鑫茂民

營科技園、華僑創業園等一批適應高新技術企業發展需要的從事科研專案孵化、

科技成果轉化、科技貿易市場、科技產品市場和科技產品生產市場和科技產品生

產加工基地。 

 

南開科技園堅持以企業為本的工作理念，把發展作為科技園永恆的主題，把

創新做為科技園前進的不竭的動力。園內有5400平方米的辦公大樓（包括近800

平方米的高新技術企業辦稅服務大廳以及近700平方米的經濟服務大廳），為企業

提供諸如高新技術企業資格初審、驗資、企業設立登記、領取營業執照、代理刻

制公章、法人代碼證書、銀行開戶、統計登記、國地稅登記、領取發票、報稅、

人事檔案轉存、代理社會保險、勞動用工、技術合同認定登記、代理專利申請、

代理ISO標準認證、成果鑒定登記等「一門式」快捷服務。 

 

濱海新區位於天津東部沿海，包括塘沽區、漢沽區、大港區三個行政區和開

發區、保稅區、天津港以及東麗區、津南區的部分區域，規劃總面積2270平方公

里，海岸線153公里，人口152萬；並擁有世界吞吐量第六的天津港以及濱海國際

機場等重要海路交通設施。區內聚集了國家級開發區、保稅區、高新區、出口加

工區、保稅物流園區和中國面積最大、開放度最高的保稅港區，是全國綜合配套

改革試驗區，期待成為繼深圳經濟特區、上海浦東新區之後服務中國區域經濟發

展新的增長極，科學發展的排頭兵。 

 

天津濱海新區為全國綜合配套改革的試驗區，被國務院要求建立探索新的區

域發展模式，為全國發展改革提供經驗和示範，其近期的工作重點主要有：（1）

進行金融改革和創新；（2）進行土地管理的改革；（3）通過辟建東疆保稅港，加

快對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管理制度的創新，積極探索由保稅區、保稅港向自由貿易

區過渡的途徑，進一步提高濱海新區對外開放的層次和水準；以及（4）探索國家

對新區給予的財稅方面支援政策，加快企業的更新改造，加快產業的結構調整，

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加大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力度；期能全面加快新區開發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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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步伐，為環渤海區域經濟振興和北方經濟發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30日離開天津飛抵蘭州，1日上午再次與西北師範大學合作辦理第二場次的

「地方政府的競爭與合作」學術研討會。會議共發表八篇文章，本系發表五篇文

章，西北師範大學發表三篇文章，整體議程安排如下表： 

 

時  間 議     程 

08:00-08:30 

開幕式 

主持人：西北師範大學副校長王嘉毅教授介紹來賓及出席會議領導 

西北師範大學黨委書記劉基教授致詞 

西北師範大學法政學院書記李迎新副研究員致詞 

台灣暨南國際大學廖俊松教授致詞 

南開大學教務長朱光磊教授致詞 

08:30-08:40 合    影 

第一場： 

主持人：王宗禮教授（西北師範大學繼續教育學院院長）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廖俊松 永續發展與治理職能革新：台中市的經驗分析 岳天明

張文禮 地方政府競爭過度及其規範 張力亞

沈明昌 
地方警政的合作策略：論第三部門警政的網絡治理

模式 
孫  健

08:40-10:00 

趙達瑜 
台灣政府信息公開法與大陸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比

較研究 
杜睿哲

10:00-10:20 休    息 

第二場： 

主持人：林國水教授（真理大學知識管理學院）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王宗禮 
支援與協作：中國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政府間合

作的機制、效果問題及前景 
廖俊松

孫  健 組織政府規模內涵及其擴張 沈明昌

梁錦文 越南新領導階層對其外交政策之影響 王宗禮

10:50-12:00 

張力亞 
北臺區域合作的公民參與行動空間與策略初探：社

會治理觀點 
張文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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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閉幕式 

西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處處長張文禮教授致詞 

 

相對於南開大學的那一場研討會，這一場研討會雖然規模小些，但西北師範

大學卻比南開大學來得更加重視：不但學校一把手黨委書記劉基教授親自蒞臨致

詞，前後還有兩位副校長也參與盛會與主持歡迎宴，此外，還出動了教務長、社

會科學處處長以及幾位院長及院書記共襄盛舉，可以看出西北師範大學的重視程

度無與倫比。 

 

 

圖二：西北師範大學學術交流合影 

 

在這場研討會中，可以發現大陸目前有實施「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地方

政府合作、支援」模式，特別是在經濟上的支援，此部分雖然不一定能適用於我

國，但就其跨縣市合作、支援之精神，實值得我國當前各縣市政府在進行跨域合

作上加以省思，其中相關核心縣市，在進行跨域合作議題時，必須肩負起更多的

角色與職能扮演，此將有助於未來整體地方治理能力的提升。然而，研討會中瞭

解到當前大陸地方政府間問題的癥結點主要出自於各自追求「經濟發展」的本位

思考，導致彼此間的競爭程度加劇而不易開展實質性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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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討會中就台灣發表部分，一方面除了介紹台灣經驗之外，另一方面也

與大陸師生進行對話，企盼能將台灣相關的跨域合作思維介紹至大陸地區。在相

關論文中，趙達瑜老師所發表的〈台灣政府信息公開法與大陸政府信息公開條例

比較研究〉不但能具體且深入的討論兩岸在實務操作上的比較異同之處，也有助

於兩岸在學術交流上的聚焦與對話，是比較受到對方重視的代表性文章。 

 

最後，在此次研討會過程中，政法學院的碩士生與博士生同學，都熱情參與

研討會，並且仔細聆聽、勤作筆記，可以看出大陸學生的學習慾望實值得我們學

生的學習。再者，不獨看到西北師範大學校園綠意盎然，也目睹非常多的學生滿

佈校園陰涼階梯或樹蔭下閱讀書籍，實能感受其用心努力之意，此部分亦值得我

們的推廣與學習。 

 

一日下午之後的行程盡皆屬於景點觀光行程，此處不多贅述了。以下並附南

開大學與西北師範大學所發佈此次交流之網訊，以及幾位同行博碩士生之心得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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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赴大陸進行學術交流成員名單 

 
NO 姓 名 性別 職稱 

1 廖俊松 男 副教授 

2 梁錦文 男 副教授 

3 趙達瑜 女 副教授 

4 陳嫈郁 女 助理教授 

5 張力亞 男 博士生二年級 

6 沈明昌 男 博士生一年級 

7 洪秉文 男 碩士生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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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南開大學新聞網訊 

 

資料來源：http://news.nankai.edu.cn/xsjw/system/2008/07/02/00001701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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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西北師範大學新聞網訊 

 

資料來源：http://www.nwnu.edu.cn/Article.do?id=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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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天津南開大學與蘭州西北師範大學學術訪問心得報告（一） 

報告人：沈明昌（博士生） 

 

一、前言 

  首先由衷感謝系上師長們為這次能夠成行前往大陸，參與天津南開大學、蘭

州西北師範大學研討會及交流訪問，致上最誠摯的感恩與謝意，使個人在學術研

究歷程中，開拓視野，認識海峽對岸相同研究領域的知識菁英；也同時領略到中

國的地理之廣闊、山川之雄偉。從6月27日到7月4日，為期八天七夜非常短暫

的時間要能同時完成天津、蘭州，並遠至敦煌的學術交流與參訪名勝行程，可說

是非常的不容易，然由於系上師長們與對岸的教授群在既有的良好合作關係與深

切的友誼，以及雙方事先的安排縝密與妥當，才有如此順利圓滿「地方政府的競

爭與合作」的學術交流研討會。 

 

二、天津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參訪 

  南開大學創建於1919年，於抗日戰爭時期，曾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在昆明

組成舉世聞名的西南聯合大學。南開大學秉承「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的校訓，

並以培養周恩來、陳省身、吳大猷、曹禺等為代表的傑出人才著稱。學校占地162

萬平方公尺（暨大校地面積約150萬平方公尺），建築面積達117萬平方公尺，圖

書館藏書329萬冊。具有學士、碩士、博士和博士後研究等完整的教育體系，截至

2007年的統計：共有學生21,942人（暨大約4,900人），包含大學部12,420人，碩

士生6,416人，博士生3,106人；另含外籍學生、成人教育學生及遠程教育學生約

1萬5,000人，與暨大相比顯得擁擠許多，也因學校位在市區，能有如此碩大的校

園實屬不易。在1,773名專任教師中有博士生指導教師548人，教授642人，副教

授667人。這次訪問的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本身則有73名專任教師，其中教授27

人（25人具有博士生導師資格），副教授21人，講師25人；院內學生則有1,393

人。學院創始於2004年5月，由政治學系、行政管理系、國際關係系、社會學系、

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社會心理學系及MPA中心（公共管理碩士學程）等組成。 

  南開大學是一所綜合性的研究型大學，涵蓋文、史、哲、經、管、法、理、

工、農、醫、教、軍全部12個學門，是目前大陸僅有的一所可涵蓋全部學門的研

究型大學，學校也不斷地積極建構和發展適應21世紀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才培養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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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學科體系。由於南開大學持續強化學生素質和創新能力的培養，珍惜「文以

治國、理以強國、商以富國」的辦學理念，目前與國際知名的一百多所大學和國

際學術機構建立了合作與交流關係。在對外的學術交流合作促進上，頗值得我們

學校借鏡與學習之處。 

  一下飛機即能感受到南開大學師生的熱情，使我們參訪一行人倍感溫馨，覺

得身處台灣一般。三天的行程，包括學術研討會在內，南開大學師生一路陪同，

尤其教授群的殷勤接待，研究生們似乎也因此不敢有所懈怠，私下問接待的研究

生們，都不是如同台灣的研究生是教授們的研究助理，但卻都主動擔任接待工作，

精神著實令人嘉許的。 

  6月28日「地方政府的競爭與合作」研討會當天共分為四場。開幕式由南開

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汪新建、楊龍教授及臺灣暨南、真理大學訪問團

長廖俊松老師共同主持與分別致詞：汪新建副院長首先對臺灣國際暨南大學及真

理大學訪問團的來訪表示熱烈的歡迎，並向來訪的學者介紹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

的具體情況以及與會的教授們；訪問團團長廖俊松教授也分別介紹參訪成員並感

謝此次南開大學的熱情邀約。隨後全天四場的研討會共有14篇文章發表與評論，

兩岸的學者紛紛加入討論，各抒己見，現場氣氛十分熱烈，一直到會議結束，大

家還是覺得意猶未盡。 

 

三、西北師範大學政法學院訪問 

西北師範大學前身為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創校於1902年的京師大學堂師範

館，經多次的併校與改名，最終於1988年更為現名。 

學校占地千餘畝，建築面積達54.5萬平方公尺，圖書館藏書175萬冊。現有

各類學生約20,000人；另含外籍學生3百餘人、成人教育學生約1萬5,000人，與

南開大學、暨南大學相比校園更是充滿著學生，學校也是位居市區。西北師大目

前共有18個學院46個系，專任教師1,238人其中教授232人，副教授484人。這

次訪問的政法學院本身則有87名專任教師，其中專職行政人員14人，4位博士生

導師，32為碩士生導師。學院早於1953年8月及創立，前身為馬列主義教研室，

其後數次更名為政史系、政治系、政法系，2000年10月更為現名，並由哲學系、

政治系、公共管理系、社會學系、法律系及資料中心等組成。西北師範大學雖然

位處中國大陸西北內陸，然仍與全世界四十幾個國家，包含港澳台等地共有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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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所大學、研究機構建立交流合作，實屬難能可貴。 

西北師範大學位處於蘭州市區，而蘭州本身即是個非常令人玩味的地方。因

為是古絲路的必經要道，也可說是中國的後門，又因地處地理要塞，以及中國陸

域版圖的幾何中心，因此自古即為西域各國或現存的西方國家如英國、蘇俄等所

覬覦。現在的蘭州是甘肅省省會，蘭州全市總人口約320萬，大於現有臺北市人口

（約263萬人），其中市區人口數約207萬人，居住著漢、回、藏、東鄉、裕固、

撒拉等38個民族，是個民族大熔爐。蘭州在西漢時即設立縣治，取「金城湯池」

之意而稱金城。市區南北群山環抱，地處黃河上游，四季分明，冬無嚴寒，夏無

酷暑。市區平均海拔1520公尺，黃河由西向東穿城而過，是唯一一個黃河穿越市

區的省會城市。由於南北兩山夾峙的地形，市區東西狹長約30餘公里，南北最窄

處則只有5公里左右，是呈現帶狀盆地的城市。整個城市的建築物依山傍水而建，

層巒疊嶂，尤其從黃河南岸的皋蘭山上遠眺，可見大西北的渾壯雄闊，又能令人

迴想江南的清奇秀麗風光，夜景更是美不勝收。 

 

四、結論 

此次前往訪問的兩校，都有非常優異的學術成就。就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而

言，不論是理論性的精闢建構兼具歷史縱觀與現存社會系絡廣泛橫向的觀察，或

是針對實務上的研究主題如天津濱海新區的跨域治理合作機制的實證性研究，均

極具學術參考價值。另者，兩校都有著令人稱羨的諸多國際交流合作等各項活動，

尤其位處內陸蘭州的西北師範大學，其欲在全球學界嶄露頭角的企圖心，與因其

地理位置所獨具的人類、考古學的地位更是令人印象深刻。海峽兩岸的各項交流

隨著新政府的上任益加頻繁，而成功的學術交流活動所依靠的是厚實的學術研究

實力，期待暨南大學師生們共同努力為「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的理想，建立

更聲名遠播的學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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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天津南開大學與蘭州西北師範大學學術訪問心得報告（二） 

報告人：張力亞（博士生） 

 

本次學術訪問之旅是學生第一次到大陸，因此別具意義、收穫也特別多。在此行

除了暨大師生外，亦認識了真理大學知識管理學院的幾位老師，並且參訪了天津

南開大學以及蘭州西北師範大學，認識了兩校有關政治與行政學門的老師，並分

別參與兩場有關「地方政府合作與競爭」之學術研討會。以下將分幾點說明此次

學術交流之心得與交流學習成果。 

 

一、天津南開「地方政府合作與競爭」學術研討會 

此行第一站於6月27日下午抵達天津濱海機場，並於6月28日假天津南開大

學伯苓樓參與由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所主辦的「地方政府合作與競

爭」學術研討會。本次研討會規模不大但精緻，整場研討會歷時一天時間，

與會過程不僅讓發表人充分進行論文報告，並於後續從「理性選擇」與「制

度理論」觀點，針對地方政府合作行動與模式進行熱烈討論。整場研討會台

灣與大陸學者各發表7篇文章，共14篇，分別從體制創新、治理觀點等觀點，

針對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進行研討。 

 

在體制創新部分：有楊龍教授發表的〈地方政府合作的動力、過程與機制〉、

孫濤〈復合型經濟功能區—論天津濱海新區區域特性及其管理體制創新構

想〉、楊書文〈論城管綜合執法與城市管理體制創新〉、孫冰〈天津濱海新區

管理體制的制度變遷〉、以及張志紅所發表的〈當前中國政府間關係調整論

綱〉。綜觀此部分文章，大多為大陸學者所發表。就其發表論文內容來看，當

前大陸地方政府間的合作關係，從參與者部分，可以分為雙邊合作、多邊合

作。機制可分為：互利模式、大行政單位主導模式、中央誘導模式。但就實

務運作上來看，似乎存在著理念層次較高、落實不易的問題。其主要原因在

於，地方政府之發展主要係以經濟作為考量依據，就此地方政府各自除在自

我管轄區域內進行利多體制創新，要真正要與其它地方政府進行合作似乎有

其本位主義問題。在此部分，讓筆者甚感興趣的是有關「職責同構」觀點以

及「城管機制」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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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責同構」係指：不同層級政府在縱向間職責配置和機構設置上高度一

致。此外行政立法兩者合而為一，因此在運作上有時會因為少數反對而致使

政策無法具體落實的窘境。從而觀之，這樣的問題呈現出事權重疊，此將造

成政府行政資源浪費，未來似乎值得改善。另外，在「城管機制」的部分，

一開始經過論文發表人說明過後，仍有些許不理解，但在日後進行實務參觀

時，就可以清楚體會，原來其所指涉的是城市內部有一組成員，其職責在於

管理城市內部流動攤販的問題，但在這過程中似乎仍隱含執法標準不明確之

問題。綜此部分，讓吾人瞭解到當前大陸在地方政府間體制運作上的初步概

況。 

 

其次，在治理觀點部分。主要有楊妍〈跨區域環境治理與地方政府合作機制

研究〉、馬得勇〈測量治理：國外的研究及其對中國的啟示〉以及廖俊松〈永

續發展與治理職能革新：台中市的經驗分析〉、筆者的〈北臺區域合作的公民

參與行動空間與策略初探：社會治理觀點〉、沈明昌〈地方警政的合作策略：

論第三部門警政的網絡治理模式〉等五篇文章。此部分從治理的觀點出發，

首先從理論觀點出發，接續聚焦於永續發展對地方政府職能的轉變，並且更

進一步聚焦於跨域合作的環境問題面向探討，最後從社會治理的觀點進行討

論，藉以作為兩岸有關治理觀點的對話。 

 

二、南開大學學術交流心得 

在這次的研討會中可以發現，當前大陸在論述地方政府合作的部分，主要是

從經濟面向進行討論，相關研究較屬規範性論述，並問針對現有體制進行比

較積極性的批判與省思。但是，就整體而言，兩岸目前對於地方政府間的合

作關注是有志一同的，特別是在環境議題上，所擴散出的跨域治理機制與思

考，無疑是未來兩岸可以相互學習與個案累積對話的重要部分。 

 

在此次研討會中，不僅認識到南開大學周恩來管理學院關注地方政府議題的

老師，也獲得多元的收穫，如：1、藉以瞭解當前大陸地區的地方政府間合作

模式；2、瞭解當前大陸地區的地方政府間產生競爭的癥結點因素；3、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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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當前大陸地方政府的發展趨勢；及其4、學界相關的討論議題。 

 

再者，此行在天津南開大學除學術研討會之外，亦參訪了南開大學校園及當

地著名歷史景點與博物館。在校園部分，有幾點可供本校借鏡學習：1、學校

綠帶空間的設置及2、校園親水空間的規劃。因為吾人認為，一個優質的學習

環境，除了研究、教學師資陣容優秀外，亦應搭配清爽、優美、可親近性的

校園環境，如此才能引領出更多的學術靈感與優質化研究、學習環境，此將

有助於整體學校發展。 

 

三、蘭州西北師範大學「海峽兩岸地方政府間競爭與合作」學術研討會 

結束完天津南開大學的學術訪問行程，來到了美麗的黃土高原，拜訪位於甘

肅蘭州市的西北師範大學，並於 7 月 1 日參與由西本師範大學法政學院所主

辦的海峽兩岸「地方政府間競爭與合作」學術研討會，時間歷時半天。在此

次研討會中，共有大陸 3 篇文章、台灣 5 篇文章進行學術發表。在大陸文章

部分有王宗禮教授〈支援與協作：中國發達地區與欠發地方政府間的機制、

效果、問題與前景〉、張文禮教授〈地方政府競爭過渡及其規範〉、以及孫健

副教授的〈政府組織規模內涵及其擴張〉文章。 

 

在此次研討會過程中，可以發現大陸目前有實施「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

地方政府合作、支援」模式，特別是在經濟上的支援，此部分雖然不一定能

適用於台灣，但就其跨縣市合作、支援之精神，實值得台灣當前各縣市政府

在進行跨域合作上加以省思，其中相關核心縣市，在進行跨域合作議題時，

必須肩負起更多的角色與職能扮演，此將有助於未來整體地方治理能力的提

升。然而，在當前大陸地方政府間競爭的問題部分，癥結點出至於「經濟發

展」，導致相關評鑑機制與合作模式產生問題，要如何有效解決，筆者認為可

以從兩個面向進行思考：1、在建構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思維底下，讓各地

方政府發展各自特色的經濟模式，而非追求一致性；2、借鏡於台灣的跨域合

作模式，強化宣導地方政府的合作觀念，此部分需要中央政府進行支持性作

為，綜上將有解決地方政府間因為經濟發展，而產生的惡性進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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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此次研討會在台灣所提的問題部分，一方面將台灣的經驗進行介紹，

另一方面也與大陸師生進行對話，企盼能將台灣相關的跨域合作思維介紹至

大陸地區。在相關論文中，趙達瑜老師所發表的〈台灣政府資訊公開法與大

陸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比較研究〉更具體且深入的討論兩岸在實務操作上的比

較異同之處，此更有助於兩岸在學術交流上的聚焦與對話。 

 

最後，在此次研討會過程中，政法學院的碩士生與博士生同學，都熱情參與

研討會，並且仔細聆聽、勤作筆記，此將可以看出大陸學生的學習慾望，此

部分值得台灣學生在參與相關研討會時進行學習。再者，初到西本師範大學

時，其校園綠意盎然，可能是適逢期末考期間，看到諸多座學生於校園內的

階梯或是樹蔭下閱讀書籍，實能感受其用心努力之意，此部分亦值得在台灣

進行推廣、學習。畢竟未來兩岸的交流、競爭只會越來越密集，因此之比知

己無疑是學術交流的重點項目之一。 

 

四、蘭州西北師範大學蘭州西北師範大學校園參訪心得 

總結此次蘭州西北師範學的學術交流之行，吾人獲得以下幾項的心得：1、在

學術上，可以瞭解內地（特別是大陸內地）當前的學術風氣以及其校園環境，

從其師資結構來看，仍偏重於本土國內學者，在學術上仍較為規範性討論，

而非具備實證研究之風氣，此部分值得未來精進。然而，此次學術研究之旅，

能將台灣的相關經驗與之分享，一方面可以讓相關師生瞭解當前台灣的發展

現況，亦可以進行兩岸的比較，此部分將有助於未來兩岸的發展。2、除了在

學術交流外，也參訪了西北師範大學的校園博物館，除了校史館外，也有兩

座博物館，裡面收藏了甘肅境內的相關考古遺跡、化石以及動物標本，此部

分不僅充實校園收藏內容，亦可建構出校園的發展特色，此將有助於校外參

訪者加深對此學校的瞭解與特色認知，此部分值得未來暨大進行學習。因為

深處於埔里地區，素有「人類學最佳考古之地」之名，如何在學校內建構出

一個可將學術研究與實務保藏的博物館或展館，無疑是值得參考與借鏡的。

3、就此之外，也撥空參訪了校外的城市景象、黃河之母、龍源、高蘭山等處，

可以發覺大陸地區的城市發展是具備現代化的，也順道體驗一下黃土高原的

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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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合結論 

總結此次學術參訪，不僅在學術上有其收穫，對於大陸地區的瞭解也相對有

其獲益性。未來仍希望有更多的機會能夠進行這樣的學術交流，此不僅有助

於瞭解彼此的認知，亦可以針對彼此的學術研究心得進行學習交流，以加深

彼此的認識。當然，未來如有機會，或許可以申請相關的學術獎助，至大陸

地區進行蹲點短期研究，企盼藉以更理解大陸地區的發展與學術研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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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天津南開大學與蘭州西北師範大學學術訪問心得報告（三） 

報告人：洪秉文（碩士生） 

 

一、 前往天津南開大學： 

近年來系上與大陸天津南開大學的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開始有學術交流的活

動。本次的交流行程由南開大學安排，從6月27日到7月4日，為八天七夜

的行程。這次學術研討會的主題為「地方政府的競爭與合作」，此一主題為兩

校的重點研究領域，藉由舉辦學術研討會的機會，比較臺灣和大陸在研究主

題上的不同，更可達到學術交流的目標。 

 

二、 對南開大學的學術體察： 

大陸的學校重視「院」的層級，本次研討會的主辦單位即為南開大學的周恩

來政府管理學院，在院的下面則有政治學系、社會學系等相關科系的設立，

這和臺灣重視「系」的層級有很大的不同。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包括許多不

同專長的老師，而研究生進來前必須先通過考試；進來後則要先確定指導老

師，當然論文的主題與研究方向也要加以確定。前者和臺灣的情況類似；後

者在臺灣是不太常見的。臺灣的研究生通常先修課，然後再找指導老師，論

文的主題可能是由指導老師決定的，通常與老師正在進行的研究相關。整體

來說在此一學術領域大陸的發展是相當快速的。 

 

三、 地方政府間競爭與合作學術研討會： 

研討會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在天津的南開大學舉行；第二階段在蘭州的西

北師範大學舉行，在西北師範大學的部分也是由南開大學所安排的。研討會

包括主持人、發言人、評論人及其他參與的老師和同學，議程安排與發言時

間依照一般的慣例來進行，若是由大陸學者發表論文，則由我方學者加以評

論；若是由我方學者發表論文，則由大陸學者加以評論，如此更能達成學術

交流的目的。南開大學的學術研討會在6月28日開始，學生發表的論文被安

排在第四場，也就是當天下午的3點40分到5點，而發表的論文題目為「從

全民健康保險地方負擔保費補助款之爭議問題探討臺灣府際關係之發展：以

臺北巿政府個案為中心」，評論老師為南開大學的郭大水老師。當天的會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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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圓滿成功，學生也獲得許多寶貴的建議。 

 

四、 研討會的精彩與震撼： 

在南開大學的研討會採用圓桌會議的方式，主位是主持人，兩旁則是發表人(大

陸稱為發言人)及評論人(大陸稱為點評人)。當自己坐在位置上時，感覺就像

是一位學者，與其他老師處在平等的地位，這讓學生感到相當大的震撼及壓

力，但也是一次很難得的學習經驗。在會場幫忙的同學是周恩來政府管理學

院的碩士生，倒茶時用的是「大鋼瓶」(在臺灣已很少看到，以前國民大會用

的那一種)；使用的茶杯是附杯蓋的瓷杯，他們的服務相當周到且迅速，令人

相當佩服。雖然大陸的學者似乎不太習慣使用投影片，但對論文內容所作的

報告仍然非常精彩，值得臺灣的學者效法。 

 

五、 與南開大學的學術交流值得繼續進行： 

本校有全國唯一的府際關係研究中心，而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的研

究方向也重視府際關係(大陸稱為政府間的關係)。雖然臺灣在此一學術領域上

的發展較為進步，但大陸作為一個超大型的國家，在解放後在各方面的發展

都非常進步，而大陸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比臺灣更為複雜，與南開大學的學術

交流活動可使我們更進一歩地了解當地的發展情況，當然要把握這一難得的

機會。學術研討會本身有侷限性，未參與者通常無法知悉討論的情形，所以

系上與南開大學達成共識：希望下次的學術交流可以出版期刊，使論文的等

級提升為期刊論文，讓其他學者有機會參考相關的文章。 

 

六、 在南開大學結交的學術先進： 

在南開大學的研討會，遇到許多老師及同學，也交換了許多名片，其中最重

要的人物為朱光磊博士。朱博士為南開大學的教務長，也是政治學系的教授，

其學術專長為政府理論之研究，在大陸的政治學界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楊

龍博士為政府管理學院的副院長，他是這次研討會的貴賓，除了全程參與研

討會，還提出精彩的見解。程同順老師為政治學系系主任，負責接待我們的

工作，讓我們對南開大學及天津有更深一層的認識。王越乙同學是程同順老

師指導的碩士生，也是這次研討會最辛苦的一位同學，她在研討會場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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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及做事的方式很值得我加以學習。在天津的自由活動時間，她還帶我們

參觀南開大學的校園，並感受名校的學術氛圍，真的很感謝她。 

 

七、 西北師範大學舉辦的學術會議： 

第二階段的學術研討會在西北師範大學舉行，研討會主題仍為地方政府間的

競爭與合作。系上的學術交流團是第一次前往該校。由於南開大學的周恩來

政府管理學院與西北師範大學的政法學院間常有學術交流的活動，所以這次

難得的機會亦是由南開大學所促成的。西北師範大學位於蘭州，在大陸是屬

於較為內陸的地區，但學校的政法學院相當認真且熱情，使這次的學術會議

更加圓滿成功，這都要感謝南開大學及西北師範大學的支持和協助。在研討

會結束後，主辦單位製作參與者的通訊錄，有電話及電子信箱供後續聯絡之

用。另外，本次的學術交流行程有臺灣的真理大學參與，真理大學的知識經

濟學院提供創新的觀念，也開啟了學術交流的第一步。下次的學術交流活動

將由南開大學來訪，期待更成功的學術交流行程。 

 

八、 對西北師範大學的學術體察： 

西北師範大學非常注重這次的研討會，在校園中可以很容易看見介紹本次會

議的紅色布幔。他們的師生相當熱情，也很用功，在研討會中認真作筆記者

不在少數。西北師範大學的博物館與校史室令人印象深刻，它的等級早已超

越校級博物館應有的規模。經由解說員講解後，可知學校的歷史悠久，而且

是內陸地區的學術重鎮。暨南國際大學位於臺灣的內陸地區，鄰近日月潭風

景區；西北師範大學位於大陸的內陸地區，鄰近黃河風景區。兩校的環境背

景相似，未來可以繼續交流，並擴展到觀光或旅遊研究的層面。這次的學術

交流讓我成長許多，並獲得寶貴的經驗。 

 

九、 在西北師範大學結交的學術先進： 

當我們到達蘭州後，發現窗外的景觀與天津有很大的不同。蘭州是一個內陸

城市，馬路旁盡是黃色的砂石，偶爾還能看到牛、羊等動物停在路旁。西北

師範大學的同學相當用功，在校園的各個角落常可看到同學拿書出來看，這

對臺灣的學生來說是不常見的。張文禮教授是社會科學處的處長，因為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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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南開大學畢業的，所以我們透過他的安排才能來到這裡。王嘉毅教授是西

北師範大學的副校長，他是當天出席會議的「領導」，並在開幕式中致詞。韓

晶老師負責接待我們，他做事非常細心，對於我們的需求能立即回應，值得

學習。 

 

十、 對兩校學生生活的觀察： 

大陸的學校到七月初才放暑假，我們到達南開大學時學校還有許多學生，而

且校園內有許多畢業生在拍畢業照。大陸的學生也有升學考試的壓力，所以

看來十分用功。南開大學的學生宿舍沒有供應熱水，如果要洗熱水澡則必須

自行購買點數，然後到公共澡堂洗澡；從這個角度來看，暨南國際大學的學

生宿舍算是相當不錯的。西北師範大學因為地理位置的原因，所以較為缺水，

而內陸地區因為降雨量較少，「地下水」就成為主要的民生用水來源。若比較

兩岸三校的異同，可以發現我們的學習環境還是最好的，應該要好好珍惜。

又大陸學生的求學態度令人敬佩，實在是值得我們加以學習。 

 

十一、自己的感想： 

有人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是學生第一次來到大陸，不但是

一次難得的經驗，而且還學到許多新事物。因為今年大陸要舉辦奧運，感

覺人民都動了起來，而整個城市也經過重新規劃，希望能夠盡力完成這一

件事情。在兩岸直航後，雙方會有更多學術交流的機會，我們應該把握良

好的時機，與大陸的學校繼續交流。 

 

十二、總結與未來展望： 

本次的南開交流行程非常圓滿且成功，除了感謝南開大學的安排，更要感

謝學校及系上提供難得的機會，使學生有機會參與這次學術交流的活動。

隨著兩岸交流的日漸頻繁，成功的學術交流活動將可使學校獲得更多的好

評，並提升學校的學術聲望。這對於一所年輕的大學(如本校)是相當重要

的，期待下次更圓滿成功的學術交流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