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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其他）

臺灣中區教學資源中心

大陸東北職業教育交流訪問

服務機關：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際事務處

姓名職稱：鍾從定 教授/處長

派赴國家：中國

報告日期：99/4/26

出國時間：99/02/04- 99/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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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參訪團成員計有雲林科技大學楊永斌校長，中區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巫銘昌教授，
技職所所長劉威德教授，國際事務處處長鍾從定教授，他校包括修平技術學院鍾
瑞國校長，嶺東科技大學國企所所長戴劍鋒教授，環球技術學院中小企業研究所
所長許純碩教授以及 14 位碩士班同學。計訪問東北大學，遼寧石油化工大學，
瀋陽職業技術學院等，訪問目的在於開啟與增進中部地區技職院校師生與大陸東
北地區等高校的互動交流。建立與大陸東北地區高教暨技職體系學校策略聯盟關
係，開拓台灣高校未來的高教市場。

目的

1. 開啟與增進中部地區技職院校師生與大陸東北地區等高校的互動交流。

2. 建立與大陸東北地區高教暨技職體系學校策略聯盟關係，開拓台灣高校未來

的高教市場。

3. 學習與瞭解大陸東北地區高教體系與特性，做為未來交換學生與招生參考。

4. 增進台灣青年學生對大陸的瞭解，也促進大陸方面對台灣青年的瞭解

5. 增進中部地區技職院校師生彼此間的交流與互惠

過程

2月 5日上午參訪東北大學 

會見人員：

1、田夢平先生 東北大學副書記 2、 張志剛先生東北大學港澳臺事務辦

公室副主任 3、 諸善順先生東北大學港澳臺事務辦公室副主任 4、東北

大學其他工作人員 2 人暨遼寧省省台辦主任 李小青、交流處處長 郭

彬、市台辦2人 

參訪內容：

上午 10：00—11：00 參觀東北大學校史館

11：00—11：30 田夢平副書記會見代表團與座談

12：00—13：30 歡迎午宴

2 月 5 日下午參訪遼寧石油化工大學 

會見人員：

臧樹良 遼寧石油化工大學 黨委書記/李 平 遼寧石油化工大學

校長/柏永全 遼寧石油化工大學 副校長/宋煥斌 遼寧石油化工大

學 黨委副書記/常中青   撫順市政府台辦主任/鄧  起   撫順市政府



3

台辦綜合處 副處長/于惠川 遼寧石油化工大學 宣傳部部長/隋學本

遼寧石油化工大學 國際交流合作處 處長/李 東 遼寧石油化工大學

黨政辦 副主任/金連英 遼寧石油化工大學 國際交流合作處 副處長/

劉木木 遼寧石油化工大學 國際交流合作處 副處長/徐偉光 遼寧

石油化工大學 宣傳部 幹事

參訪內容： 

 

時      間 活動內容 地   點 相關陪同人員 

13：50 接站 沈撫大道

撫順入口 

劉木木、劉曉亮 

14：00 迎接  校機動車

門口 

李東、金連英、徐偉光 

14：00-15：

00 

校領導接見、

座談 

第七會議

室 

臧樹良、李平、宋煥斌、

柏永全、于惠川、隋學

本、李東、金連英、劉木

木、徐偉光 

15：00-15：

50 

參觀校史館 參觀校史

館 

李平、柏永全、宋煥斌、

于惠川、李東、金連英、

劉木木、徐偉光 

15：55-16：

50 

參觀職業技術

學院 

職業技術

學院 

李平、柏永全、宋煥斌、

于惠川、李東、金連英、

劉木木、徐偉光、趙傑等

職業技術學院相關領導 

2月5日 

（週

五） 

 

 

 

17：00-19：

00 

晚宴 外招 臧樹良、李平、宋煥斌、

柏永全、于惠川、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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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趙傑、李東、金連英、

劉木木、徐偉光 

 

2 月 6 日參訪瀋陽職業技術學院

會見人員：

院長：王強 副院長：楊明暨瀋陽市台盟王光華主委陪同

2 月 7 日參訪地方文化建設

遼寧省博物館等

心得

1. 東北大學是具歷史性的學校，學校規模龐大，硬體建設完善，具大陸院士級

教授共五人，在理工方面有傑出研究成果。該校在台校友頗多，可為中部地

區技職院校交流對象。

2. 東北大學承接多項遼寧省及東北其他省份的經濟發展與訓練研究計劃，與當

地企業互動密切，產學經驗豐富，中部地區技職院校可與其進一步合作。

3. 遼寧石油化工大學接待熱忱，學校以實做訓練為導向，教學設施不斷擴充中，

該校教師很希望能到台灣進修。

4. 遼寧省台辦及瀋陽市台辦均積極參與，並協助安排部份行程。對招商非常有

熱忱與高度興趣。

5. 大陸高等學校入學競爭激烈，但自今年開始報名人數開始首次下降達 30 萬

人，然而市場需求仍然強烈，中部地區技職院校對大陸學生具吸引力，有很

好的發展機會。

6. 東北地區台商不少，面對日益競爭，質與量變化迅速的大陸市場，對內部教

育訓練需求甚高，可為中部地區技職院日後開拓的市場。

建議

1. 訪問之高校對台灣交流態度誠懇積極，負責長官均有訪台經驗，對台灣高等

教育均有良好印象，加強與東北地區高校交流是互蒙其利，可收他山之石之

做法。

2. 兩岸大學合作先從學分承認開始，逐步漸進，擴大基礎。

3. 臺灣高教的品質與經驗是大陸欽羡的對象，對訓練大陸高校老師很有吸引力。

4. 各校課程內容上網非常重要，對方學校對我方認識均是從網路資訊開始。

5. 除沿海城市外，台灣高教的經驗亦可往內陸城市拓展，特別像是東北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