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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峽兩岸大學校長論壇暨科學技術研討會係由大陸中國石油大學、中國海洋

大學、大連理工大學、山東科技大學、青島大學及國內成功大學、中正大學、嘉

義大學、高苑科技大學、雲林科技大學共同發起的學術研討會，由兩岸各校輪流

承辦，今年已是第五屆。會議主旨在通過海峽兩岸各大學校長交換教育管理經

驗，各專業學者研討科學技術發展，進一步加強海峽兩岸的學術交流與教育合

作，促進海峽兩岸各大學科教水平的共同提升。本次會議由大陸中國海洋大學承

辦，根據承辦學校報告參加會議的學校計有台灣地區八所大學，大陸地區十一所

大學，約七十餘人與會。校長論壇議題為大學之特色與競爭力、海峽兩岸高校教

育交流與合作；研討會議題分環境科學、生命科學、人文社會科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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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本次出國的目的如下：

(一) 參加 2009 海峽兩岸大學校長論壇暨科學技術研討會，發表學術論文，並與

海峽兩岸從事大學教育的工作者經驗交流。

（二）參訪大陸地區大學辦學現況與了解未來規劃動向，歸納參觀考察心得及具

體建議，提供學校擬定校務發展計畫之參考。

二﹑過程

本次赴大陸地區主要參加 2009 海峽兩岸大學校長論壇暨科學技術研討會。

台灣地區參加學校有義守大學、高雄大學、東華大學、台灣海洋大學、高雄海洋

科技大學、成功大學、崑山科技大學與雲林科技大學等八校代表共 18 人與會。

由於去年 2008 海峽兩岸大學校長論壇暨科學技術研討會係由義守大學主辦，因

此本次會議台灣代表由義守大學校長傅勝利教授為團長，其他各校主要出席者為

高雄大學黃英忠校長、東華大學黃文樞校長、崑山科技大學蘇炎坤校長、成功大

學黃煌煇副校長、台灣海洋大學林三賢副校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呂學信副校

長，本校奉校長指派由本人代表與會。出國期間自民國 98 年 10 月 22 日至 27

日。除參加 2009 海峽兩岸大學校長論壇暨科學技術研討會，會後由承辦研討會

的中國海洋大學安排參訪考察文教建設行程。

（一） 研討會活動

海峽兩岸大學校長論壇暨科學技術研討會係由兩岸輪流承辦持續性的學術

研討會。海峽兩岸大學校長論壇暨科學技術研討會係於 2004 年在山東由大陸中

國石油大學、中國海洋大學、大連理工大學、山東科技大學、青島大學及國內成

功大學、中正大學、嘉義大學、高苑科技大學、雲林科技大學共同發起的學術研

討會，由兩岸各校輪流承辦。此次 2009 海峽兩岸大學校長論壇暨科學技術研討

會為第五屆，由大陸中國海洋大學承辦，會議地點在青島中國海洋大學魚山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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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根據承辦學校報告參加會議的學校計有台灣地區八所大學，大陸十一所大

學，約七十餘人與會。

大會分校長論壇及科學技術研討會，校長論壇議題為大學之特色與競爭力、

海峽兩岸高校教育交流與合作；研討會議題分環境科學、生命科學、人文社會科

學等。議程安排除開幕式、兩岸大學校長論壇、專題研討、閉幕式等。

開幕式由中國海洋大學副校長董雙林教授主持(因中國海洋大學校長吳德星

臨時赴北京開會，不克主持)，大會邀請中國海洋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于志剛教

授致歡迎詞、山東省教育廳副廳長杜希福先生與青島市台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劉

建國先生分別以貴賓身分致詞，大會亦邀請義守大學校長傅勝利教授致詞。杜副

廳長報告指出山東高等教育快速發展，已有三所教育部屬大學(中國海洋大學、

中國石油大學、山東大學)，目前入學率超過 30%。義守大學傅校長報告指出目

前在義守大學的大陸學生已達 200 位，兩岸間大學交流愈來愈深也愈廣。開幕式

後，與會各校校長與代表合影留念(附錄照片一)。

兩岸大學校長論壇分別由上海海洋大學校長潘迎捷、東華大學校長黃文樞主

持。中國海洋大學校務委員會于志剛主席報告中國海洋大學高水平特色大學建設

探索與實踐；義守大學校長傅勝利報告高等教育的經營與管理—義守大學經驗分

享；青島大學校長夏臨華報告走特色發展之路、辦特色鮮明大學；高雄大學校長

黃英忠報告從資源基礎觀點談兩岸高等教育發展；成功大學副校長黃煌輝報告大

學之特色與競爭力—成功大學經驗；上海海洋大學校長潘迎捷報告上海海洋大學

海洋學科建設與發展；臺灣海洋大學副校長林三賢報告大學之特色與競爭力—台

灣海洋大學經驗、大連理工大學國際合作與交流處趙勝川報告合作與共贏—兩岸

理工院校合作模式介紹；本人代表雲林科技大學楊校長報告科技大學使命與經

營—雲林科大經驗(附錄照片二)；成功大學主任秘書李偉賢報告提升行政效率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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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服務效能。各校校長分別就大學的特色與競爭力、學校發展戰略、管理實務等

議題做報告，分享各校經驗。

另外崑山科技大學校長蘇炎坤、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副校長呂學信、浙江海洋

學院院長苗振清、廈門大學副校長張穎、山東大學副校長婁紅祥、中國石油大學

（華東）副校長查明、青島理工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席趙明懷等校代表亦參加論

壇。在當日下午舉行的校長座談交流會上，各位參會校長就海峽兩岸教育交流與

合與作事宜進行交流研討，一致同意共同致力於促進海峽兩岸科教合作，發展海

峽兩岸院校友好交流合作。

下午還同期舉行了科學技術研討會，海峽兩岸學者發表 9 個專題報告，涉及

海洋、生命、水產、化工、資訊、材料等多個科學領域，促進了海峽兩岸在科學

技術方面的學術交流。本人報告有序中孔碳材對染料廢水的吸附應用學術論文，

與各校學者專家熱烈討論。山東科技大學化工學院副院長報告黃島石化區有機廢

氣吸附技術，因與我是同行，特別交換研究心得。

在會議總結暨閉幕式上，山東科技大學校長王春秋、臺灣海洋大學副校長林

三賢分別總結了校長座談交流會和科學技術研討會的有關情況。中國海洋大學副

校長董雙林致閉幕辭。與會代表一致表示研討會交流取得了積極成果，會議獲得

圓滿成功。本次會議推選崑山科技大學作為明年下一屆海峽兩岸大學校長論壇暨

科學技術研討會的主辦單位，屆時大陸院校將派代表參會。由中國海洋大學副校

長董雙林將會旗交給崑山科技大學校長蘇炎坤(如附錄照片三)

(二)參訪中國海洋大學

由於中國海洋大學的地球科學及植物與動物學科研成果豐碩，發表於國際主

流學術期刊的論文數量位居全球科研機構前1％(附註:本校雲林科技大學工程

學科亦是ESI統計全球科研機構前1％)，中國海洋大學特別安排與會代表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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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物理海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水產養殖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另外參觀嶗山校

區校園建設，特別參觀新落成的圖書館。圖書館空間寬廣，建築面積達四萬平方

米，館藏圖書超過280萬冊，自動化程度、科學的功能佈局、先進的設備配置，

讓人耳目一新。其中一間擁有 200 部可上網的個人電腦室，學生依個人電子式學

生證靠卡進入，大學部學生每天使用時間 2 小時，研究生 4 小時。我們參觀時間

是週六接近中午時刻，電腦室幾乎坐滿，使用效率高。 

中國海洋大學是一所以海洋和水產學科為特色，包括理學、工學、農學、醫

學、經濟學、管理學、文學、法學、教育學、歷史學等學科門類較為齊全的教育

部直屬重點綜合性大學，是中國大陸“ 985 工程”和“ 211 工程”重點建設高

校之一。校訓是海納百川，取則行遠。

中國海洋大學的前身是私立青島大學，始建於 1924 年。後經國立青島大

學、國立山東大學、山東大學等幾個時期的變遷，於 1959 年發展成為山東海洋

學院， 1960 年 10 月被中共中央確定為全國 13 所重點綜合大學之一， 1988

年更名為青島海洋大學，校名為鄧小平同志題寫。 2002 年 10 月經國家教育部

批准更名為中國海洋大學。 參訪當天是中國海洋大學創校 85 週年紀念日。

中國海洋大學現轄嶗山、魚山和浮山三個校區，設有 20 個院， 67 個招生

本科專業。現有 8 個博士後流動站，6 個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 44 個博士學

位授權學科（專業），17 個碩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點、131 個碩士學位授權學科

（專業），6 大類碩士專業學位授權點，即工商管理碩士（MBA）、公共管理碩士

（MPA）、會計碩士（MPAcc）、法律碩士（J.M）、工程碩士和農業推廣碩士。現

有註冊正規學生 21000 余人，其中博士、碩士研究生 5900 余人、本科生 14000

人、留學生 1200 余人。中國海洋大學有 2 個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10 個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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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國家重點學科（含 1 個培育學科）、8 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3 個教育部工程

研究中心，17 個山東省重點學科、2 個山東省工程研究中心、9 個山東省高校重

點實驗室、3 個青島市重點實驗室。中國國家海洋藥物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和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中國海洋生物工程中心設在中國海洋大學。還擁有 2 個國家基礎科

學研究和教學人才培養基地，1 個國家生命科學與技術人才培養基地，2 個教育

部學科創新引智基地，1 個“985 工程”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1 個教育部人

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1 個國家文化產業研究中心和 4 個山東省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基地。中國海洋大學擁有國家投資人民幣億元，供教學、科研使用的 3500

噸級海上流動實驗室——東方紅 2 號海洋綜合調查船。

中國海洋大學以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具有民族精神和社會責任感、具有

國際視野和合作競爭意識、具有科學精神和人文素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

的高素質創新型人才為目標，以造就國家海洋事業的領軍人才和骨幹力量為自己

的特殊使命。中國海洋大學宣導“通識為體，專業為用”的本科教育理念，實行

“有限條件的自主選課制”和“學業識別與畢業專業識別確認制”為核心的本

科教學運行新體系。

中國海洋大學現有教職工 2537 人，其中專任教師 1298 人，博士生導師 256

人，45 歲以下教師占教師總數的 85.8%，校內 50 歲以下博士生導師占博導總數

的 69.4%以上， 88.3%的教師具有研究生學歷， 47.2%的教師具有博士學位，重

點學科具有博士學位的教師比例達到 83.5%，教師中有一年以上在校外學習和研

究經歷的占教師總數的 70%。有一批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在校治學執教：其中

中國科學院院士 4 人、中國工程院院士 3 人，12 個 “長江學者”，山東省“泰

山學者”特聘教授 6 人，“築峰人才工程”、“綠卡人才工程”崗位教授 14 人，

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 9 人，973 計畫項目首席科學家 4 人，國家傑

出青年基金獲得者 12 人，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101 人，入選國家“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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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萬人才工程”一二層次 9 人，入選教育部新（跨）世紀人才 58 人，中國青年

科學家獎 1 人。曾有 6 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受聘為名譽教授，7 位知名作家受聘

為“駐校作家”，還有 500 多位國內外專家、學者組成的“客座教授團”以及來

自十幾個國家的 40 多位專家、學者組成的“海外教授團”。

2008 年中國海洋大學實到科技經費人民幣 2.7 億元；“十一五”以來，承擔

中國三大科技計畫專案數位居涉海單位之首： 主持 863 計畫專案總經費人民幣

2 億元，主持 863 計畫專題課題 72 項，其中國家 863 計畫重大專項 1 項，項目

經費約人民幣 6000 萬元，創學校單項科研專案經費歷史之最；2007 年獲國家自

然科學基金資助 71 項，經費約人民幣 3000 萬元,位列全中國第 17 位；主持國家

重大基礎發展規劃（973）項目 4 項。“十一五”以來，中國海洋大學獲國家技

術發明二等獎 1 項、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3 項、省部級一、二等獎 25 項、人文

社會學科省部級以上獎勵 21 項。被 SCI、EI、ISTP 等收錄論文 4200 餘篇，2007

年，中國海洋大學被 SCIE 收錄論文數居全中國大陸高校第 32 位，引用頻次居

全國高校第 35 位；申請發明專利 341 項，已授權的發明專利 215 項，其中國際

發明專利 6 項。

中國海洋大學的發展目標是：到 2010 年，基本實現高水準特色大學建設目

標，構建起研究型大學的框架；到 2025 年或更長一段時間，建設成為世界知名、

特色顯著的綜合性、研究型高水準大學。

(三) 參訪文教設施

由於承辦研討會的中國海洋大學精心策劃，研討會後安排至曲阜孔子聖地與

五嶽之首泰山參訪。由青島到曲阜車程 6 小時，到曲阜已接近下午三時。參觀了

孔廟、孔府及孔林。在孔廟內有相當多古蹟，看到中國歷代尊孔與批孔的紀錄。

明清皇帝睗匾刻碑尊崇孔子，但中共文化大革命期間批孔時幾乎毀損所有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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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華文化的傷害著實深刻。現在展示的石碑大多修補過，正可提醒世人尊重文

化及多元價值。另外登泰山之日正巧是重陽節，遊客很多。站在當年孔子登泰山

而小天下處，確實有一覽眾山小的高曠氣勢。

三﹑心得

(一) 中國海洋大學是中國大陸“ 985 工程”和“ 211 工程”重點建設高校之

一。在中國政府教育部與山東省政府的補助下，近幾年積極投入軟硬體建

設 ，已具相當科研實力，未來將是中國大陸海洋專業的一流大學。

(二) 中國大陸近十年積極發展高等教育，擴建大學，但考進高校入學率仍低(山

東省僅 30%)，我國大學發展相對成熟，宜儘速開放爭取優秀大陸學生來台

留學。

(三) 與會的大陸高校，如中國石油大學(華東)、山東大學、大連理工大學等校均

是中國大陸“ 985 工程”和“ 211 工程”重點建設高校，政府補助重點學

科科研經費，資源豐富，建設快速，特色突顯。

(四) 中國大陸各級政府對大學教授獎勵多，例如中國海洋大學 1298 位專任教師

中，多人獲得“長江學者”、山東省“泰山學者”特聘教授、“築峰人才工

程”、“綠卡人才工程”崗位教授、”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973

計畫項目首席科學家”、”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獲獎”、”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

貼專家”、”入選教育部新（跨）世紀人才”、”中國青年科學家獎”等等各種

名位獎勵。我國教育部對大學教授相對鼓勵偏少，僅教育部學術獎及國家講

座。

(五) 2005 年本校承辦海峽兩岸大學校長論壇暨科學技術研討會時，由本校設計

學院所設計大會會旗仍被沿用， “兩岸學術交流，促進凝聚共識”大會的精

神持續傳承，頗感欣慰。當時的會旗設計理念分為四個部份：

(A) 兩同心圓點象徵兩岸學術單位之匯集與團結。

(B) 五色箭頭代表研討會五大類學術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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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然科學 2.工程技術 3.人文社會學科 4.管理科學 5.設計學科。

(C) 箭頭相互交錯代表兩岸學術之交流。

(D) 中央漸層藍色水波為兩岸凝聚共識，也代表台灣海峽。

四﹑建議

(一) 由於大陸近年的經濟成長快速，已成為世界主要製造工廠之一。政府富有

就積極投資教育，不僅有所謂的 211 工程與 985 工程，重點補助大學希望

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成效漸漸呈現。我國雖亦有所謂五年五百億的一流大

學及獎勵教學卓越計畫，惟其強度與深度仍不足與大陸競爭。例如中國海

洋大學學生約 21000 人，專任教師就有 1298 人，生師比約 16，反觀台灣地

區大學生師比往往超過 25，教師員額相對少，教學負荷重，如果台灣再不

大量投資教育，過去所謂擁有高素質人力的優勢將很快失去，值得慎思。

(二) 台灣地區因少子化，各校正面臨生源不足壓力，以目前台灣高等校院師資

尚有優勢下，或可吸引部份大陸優秀學生，政府若不積極開放陸生來台留

學，再隔幾年，優勢不在，再想招收大陸生恐無機會。

(三) 以本校的規模與優勢，中國石油大學(華東)、大連理工大學、山東大學、山

東科技大學都是值得交流的學校，建議本校積極與之簽訂學術交流協議，

實質交換學生與教師合作研究。(附註：此次會議之後，高雄大學與山東科

技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每年將有五位交換學生交流。)

五、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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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一：與會代表合影

照片二：本人代表楊校長在校長論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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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三：崑山科技大學校長蘇炎坤（左）代表下屆主辦方從董雙林副校長手中接

過會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