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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出國報告提要 

 

頁數：12 含附件：照片內含  

出國報告名稱： 

國立宜蘭大學參訪團至中國大陸之學術考察 

 

 

主辦機關：    國立宜蘭大學 

聯絡人/電話： 組長  江孟學   03-935-7400 轉 232 

出國人員： 

江彰吉 國立宜蘭大學 校長室 校長 

林榮信 國立宜蘭大學 生物資源學院 院長 

陳偉銘 國立宜蘭大學 計算機中心 主任 

江孟學 國立宜蘭大學 研究發展處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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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類別：■1 考察□2 進修□3 研究□4 實習□5 其他                            

出國地區：中國大陸 

出國期間：民國 98 年 4 月 20 日至 4 月 23 日 

報告日期：民國 98 年 6 月 1 日  

分類號/目：教育 

關鍵詞：學術考察、中國大陸大學 

 

內容摘要： 

鑑於台海兩岸互動日趨頻繁，本校為加強與中國大陸大學之學術交流合作，積極營

造本校教師及學生與對岸大學在學術研究及文化交流上的合作機會，故歷經數月的規劃

及事前在合作議題上的溝通協調，遂完成此南中國大陸大學之學術考察。 

本次參訪行前經過多方連繫，終於在 98 年春敲定行程，並於 4月 20 日(一)啟程訪

問南中國大陸附近之數所與本校研究及教學專業性質相近大學，在 4天中拜會了吉林大

學珠海學院、海南大學、廈門大學等三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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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與目的 
 

鑑於台海兩岸互動日趨頻繁，本校為加強與中國大陸大學之學術交流合作，積極營

造本校教師及學生與對岸大學在學術研究及文化交流上的合作機會，故歷經數月的規劃

及事前在合作議題上的溝通協調，遂完成此南中國大陸大學之學術考察。 

 

本次參訪行前經過多方連繫，終於在 98 年春敲定行程，並於 4月 20 日(一)啟程訪

問南中國大陸附近之數所與本校研究及教學專業性質相近大學，在 4天中拜會了吉林大

學珠海學院、海南大學、廈門大學等三校。 

 

此次訪問的三所學校各有其特色，珠海學院是一所相當重視畢業生就業的大學，學

生在學期間即前往企業實習，海南大學屬於在海南島當地的重點大學之一，在教學及研

究上皆有不錯的成績，而廈門大學則是大陸目前推展的頂尖研究型大學之一。 

 

此參訪活動行程是由研發處技合組統籌規劃，並委由洪文娟小姐擔任聯繫窗口，在

各方充分合作之下，終能促成本團順利成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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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考察過程 
 

本次參訪行程如下 

 

時   間 內     容 

上午 

桃園中正機場搭乘澳門航空(NX505 班機) 
赴澳門 
桃園起飛時間：08:00； 
到達澳門時間：09:50 4/20  

(一) 

下午 參訪吉林大學珠海學院 

上午 

深圳機場搭乘山東航空(SC1185) 
赴海口 
深圳起飛時間：11:45； 
到達海口時間：12:40 

4/21 

(二) 

下午 參訪海南大學 

上午 參訪海口市附近的人文景觀 
4/22 

(三) 下午 

海口機場搭乘南方航空(CZ3845 班機) 
赴廈門 
海口起飛時間：13:15； 
到達廈門時間：14:50 

上午 參訪廈門大學 

4/23 

(四) 
下午 

參訪廈門大學 
廈門搭乘澳門航空(NX131 班機)經澳門 
轉澳門航空(NX626 班機)回桃園中正機場 
廈門起飛時間：18:40 
到達澳門時間：20:00 
澳門起飛時間：20:40 
到達桃園時間：22:30 

 

 



四月二十日（星期一） 

 

於啟程首日，參訪團一行包括江彰吉校長及夫人鄭懷明教授、林榮信院長、陳偉銘

主任與江孟學組長搭乘澳門航空班機 NX505 前往澳門機場，抵達時已進中午時分，隨後

搭車前往珠海鄰近的餐廳與珠海學院的代表包括王元良院長、康學林副院長、助理院長

許世立博士等一同用餐，王元良院長除了表達歡迎之意並對該校作了詳細的介紹，江彰

吉校長並提出了兩校教師與學生可進行短期互訪與研習，增進學術研究及文化交流上的

合作。 

 

餐後隨即搭車前往珠海學院與該校老師進行座談，並初步達成了師生短期互訪與研

習的共識。會後，參訪團在康學林副院長和實驗教學與實驗室管理中心劉亞松副主任的

陪同下，參觀了化學實驗室、電子實驗室、汽車電子實驗室等。 

 

比較值得一提的是珠海學院是一所私立大學，現由吉林大學與珠海市華政教育投資

有限公司在吉林大學珠海校區合作開發的一所獨立學院，學生共約 15,600 餘名，目前

已與逢甲大學進行校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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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王元良院長(左)與江彰吉校長共同

簽署兩校合作協議 
圖二、與珠海學院主管們進行座談 

 

圖三、珠海學院的學生宿舍 圖四、參觀珠海學院的教學實驗室  



四月二十一日（星期二） 

參訪團於今早經由深圳市機場搭機前往海南大學，海南大學是於 2007 年 8 月由原

華南熱帶農業大學與原海南大學合併組建而成的省屬綜合性重點大學，屬於大陸“211 工

程”的高等學校之一。因海南大學地處熱帶，在熱帶農業方面有相當不錯的發展，值得

我方與其建立進一步的學術合作關係。其海甸主校區位於海口市海甸島，目前有學生近

3 萬人包括大學生 25000 餘人及碩士、博士研究生 2700 餘人。 
 
在抵達海甸主校區後，由該校常務副書記劉康德教授、嚴慶副校長、港澳台辦公室

華世佳主任、學生工作處馬瑩副處長、研究生處蔣國洲副處長、信息科學技術學院黨委

書記陳明寶、旅遊學院王琳院長、農學院王鳳陽副院長、應用科技學院康由發副院長、

科研處社會科學與重點學科項目辦公室楊德禧科長等代表接待，並在民主黨派活動室雙

方進行會談，因該校曾經於去年到訪我校，故雙方交談融洽。席間，嚴慶副校長除了介

紹學校概況外，並提出共同推展學生交換研習及舉辦研習營等學術交流活動，江彰吉校

長也表達了歡迎之意。  
 
座談會後在辦公樓一樓報告廳舉行協議簽署，儀式結束後，江彰吉校長和林榮信院

長分別為在座師生作了宜蘭大學及生物資源學院的發展現況簡報，會中有不少同學對在

台的學習和生活等情況提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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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與海南大學主管們進行座談 圖六、江彰吉校長(左)與嚴慶副校長共同

簽署兩校合作協議 

圖七、海南大學校園一角 圖八、參訪後於校門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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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二日（星期三） 

 
今日因班機行程關係，利用早上時間前往海口市附近的人文景觀參訪。第一站為萬

綠園，萬綠園位於海口市濱海大道北側填海區的東部，北對瓊州海峽，第二站為五公祠，

園區內藏有蘇東坡的墨寶，而蘇東坡所開鑿的浮栗泉，至今仍泉源不斷，最後一站為瓊

臺書院，相傳是後人為紀念海南第一才子明朝大學士丘浚而建。 

 

接近中午時分，一行人即搭車前往機場搭機前往廈門。 

 
 

圖九、萬綠園一角 圖十、萬綠園一角 

 

圖十一、浮栗泉紀念碑 圖十二、瓊臺書院一角  
 
 
 



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四） 

參訪團於今日早上由飯店搭車前往廈門大學，該校創於 1921 年，屬於大陸“211 工

程”和“985 工程”的重點大學之一，現有學生 3 萬多人，其中大學生 2 萬餘人，碩士生 1

萬 4千多人，博士生 2千多人。  

 

在抵達廈門大學後，由港澳台辦公室吳天喜先生負責接待，第一站為化學化工學

院，由江云寶副院長為該院作了詳盡的介紹，在簡報後並參觀了化學化工學院的實驗

室，化學化工學院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設有國家級國際聯合中心及法國國家科研中心

奈米生物與化學國際聯合實驗室，現有 8位中國科學院院士。 

 

離開化學化工學院後，在吳天喜先生的帶領下與廈門大學朱崇實校長會面，與本校

江校長交談融洽，雙方並互相交換意見，中午與朱崇實校長與校方多位主管共同用餐，

席間雙方對學術交流主題進行洽談。餐後由材料學院戴李宗副院長帶領參觀材料學院，

戴副院長在防火材料的研究主題有很好的成果，並有不少產學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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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江彰吉校長(左)與江云寶副院長互

贈紀念品 
圖十四、廈門大學鳥瞰圖 

 

圖十五、朱崇實校長(左)與江彰吉校長互

贈紀念品 
圖十六、戴李宗副院長(右)帶領參觀材料

學院(左為江彰吉校長)   

 



參訪後下午行程 
 

4 月 23 日當天是我們在中國大陸的最後一天，下午眾人即準備搭機返台，就此結束

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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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心得 
 
1. 中國大陸近年來發展迅速，與台灣的差距日益縮小，大陸大學的硬體設備相較台灣

的大學幾乎沒有差異，然而因大陸生活水平與台灣仍有一段距離，陸生來台首要面

對的是較昂高的生活費。 

2. 大陸大學的發展相當有規劃，因大陸地大物博，他們的確具有某些程度上的優勢，

本校的規模雖然略小，只要具備辦學特色，仍可維持相當的競爭力，相信也會吸引

優秀陸生來校研習，促進雙方交流。 

3. 大陸大學的數量及分佈既大且廣，本校在與對岸進行交流時，宜朝重點特色進行，

並進一步強調學術交流成果的提升，陸生如能來本校短期研習，必然對本地生產生

互相砥礪的作用。 

4. 由於陸生與本地生仍存有文化上的差異，兩岸學生在對方短期研習時需要適時的輔

導與協助，以早日融入當地文化，提高學習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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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建議事項 
 

1. 從與珠海學院的交流中了解到企業實習的重要性，因實習經驗對畢業生的就業有絕

對的幫助。 

2. 目前與大陸大學的交換生協議，大致上是提供住宿及繳己校的學費，然而因兩岸的

的學費計算方式及費用不同(一般而言台灣學費仍高於大陸學費)，對台灣當地生的

吸引力恐不足，為免落於單向的發展，宜參照學生的出發點規劃互惠平等原則，以

利雙向的平衡交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