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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河南為全大陸地區人口最多之省份，達 1億人以上。近年來，河南省教育事業迅猛

蓬勃發展，但含技職院校，入學率僅達 22%。相較於台灣，目前全面的大學教育普及，

有天壤之別的差異。河南省於 10 月辦理“2010 年河南臺灣月”活動，其中重要之活動為

臺灣高校校長中原行考察活動，並辦理兩岸高校校長座談會，以加強台灣與河南間之教

育合作，達到促進兩地高等教育共同發展之目的。本次參訪活動由河南各大學院校，主

動邀請與各校友好的我國大學院校參與此次考察與座談。

為適應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的趨勢，大陸學校也積極開展廣泛的國際交流與合作。

不僅持續與歐洲、美洲、亞洲和澳洲等國家進行文化教育及學術交流，並建立校際間友

好合作的關係，同時朝往開展多層次的聯合辦學、互派留學生、文化教育交流等實質互

惠活動。對台灣的大學院校，因語言及文化的同質性，在各方面的交流上，便利許多。

特別是對於我國的中國文化傳統保留的完整性與紮實度、高教發展的經驗與良好模式，

無疑可以做為大陸高校發展的標竿與學習模式。

大陸近年來投注於高校之資源驚人，且因政策形成單純，整併大學使具規模及競爭

力，執行力果決迅速。整併效益將於日後逐漸彰顯，鄭州大學即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值

得觀察其後續發展。大陸政府投入於重點高校的經費相當可觀，使其大學樣貌，在短短

的三至五年間迅速改變。大陸現階段發展軌跡，正沿著台灣過去大學院校的發展模式。

因此台灣的發展經驗，正是大陸現今領導人模仿學習的榜樣。然而對岸加速進步的脚

步，可預期未來的數年，大陸高校將與台灣進行競合。如何在國際高等教育發展的洪流

下，建立各校的特色，提升知名度與能見度，將是我國政府與各大學院校要一起努力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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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至至上海地區重點高校之學術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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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與目的

中國大陸河南省於 10月辦理“2010 年河南臺灣月”活動，其中重要之活動為臺灣高

校校長中原行考察活動，並辦理兩岸高校校長座談會，以加強台灣與河南間之教育合

作，達到促進兩地高等教育共同發展之目的。本活動由河南省教育廳主辦，由河南省最

具知名度之鄭州大學承辦。獲邀前往參加考察之我國大學計有中國文化、靜宜、南華、

中國科技、中華、龍華科技、朝陽科技、正修科技、昆山科技、育達商業科技、修平技

術學院及本校，共計 12所。其中只有本校為惟一之國立大學，慨因舉行考察活動期間，

正值國內立法院審查預算。

大陸方面，參加此次高校校長座談之學校計有鄭州、河南、河南農業、河南科技、

河南工業、河南理工、河南師範、河南財經政法等大學，以及河南中醫、華北水利水電、

中原工、信陽師範、平頂山、周口師範及黃淮等學院，共計有 15所大學院校。

河南省位於大陸中東部、黃河中下游，古時稱中原即以河南為主。河南歷來為兵家、

商家必爭之地，故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美譽。河南是一個古都，大陸八大古都中，河

南即佔了四個，包括洛陽，安陽，鄭州及開封等四個城市。河南全省總面積約 16.7萬平

方公里，為全大陸地區人口最多之省份，達 1億人以上。在教育方面，全省現有大學部

(本科) 43所，河南教育事業雖在近幾年迅猛蓬勃發展，但含技職院校，高等教育總規模

約達 228萬人，入學率僅達 22%。與大陸政府欲實現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到大眾化普及

教育，大學院校總招收人數至今仍明顯不足。相較於台灣，目前全面的大學教育普及，

有天壤之別的差異。

本次參訪活動由河南各大學院校，主動邀請與各校友好的我國大學院校參與此次考

察與座談。本校由平頂山學院提出邀請名單，由主辦的鄭州大學來函邀請本校參加此次

的活動。整個連繋及行程安排由秘書室負責連繋規劃，因本校校長於此考察活動期間，

另有要公不克出席，由行政副校長率同學務長代表本校參加此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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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過程

十月十四日（星期四）

兩岸開放直航以來，城市對飛航點逐年增加。目前從桃園到鄭州，計有華信

及中國南方等兩家航空公司有直航班機。考量 10 月 19 日及 20 日本校有重要會

議必需回來與會。配合班機飛行日期，選擇華信航空直航班機於 10月 14日前往，

10月 18日返回台灣，共計 5天行程。

早晨 9：30由學校專車載送前進桃園機場，搭乘華信 AE0993下午 1:00直航班機飛

往鄭州。因機場地勤行李輸送問題，使班機延誤約 30分鐘起飛。航程約需 2小時 45分，

飛行一路平安順利，約於 4:15抵達。提領行李後，搭車至位於鄭州高新技術開發區之光

華酒店入住。

鄭州因黃土高原隨氣流帶入粉塵，使得空氣污濁，市區落塵量高。不僅影響空氣品

質，也影響市區整潔，且居民上呼吸道疾病也明顯多。晚上行走於鄭州市區街道觀察居

民生活，發現鄭州居民，晚上聚集運動風氣佳，形成一股熱鬧景象。

十月十五日（星期五）

本日為報到及歡迎儀式，由河南省教育廳致贈本校紀念品 ---汴京刺綉一幅。鄭州大

學亦贈送每位與會者二份紀念品，包括鄭州大學紀念郵票以及鄭州大學鑄鐵盤座一只。

本校由羅副校長代表本校回贈紀念品。

本次平頂山學院邀請本校參訪，因此特別與平頂山學院之科研外事處于處長進行進

一步交流。于處長特別代表該校校長力邀本校組團蒞校參訪，並表達極力爭取與本校簽

訂雙方互惠合作備忘錄以及建立姐妹校。會談後羅副校長代表本校致贈紀念品于平頂山

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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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羅副校長代表本校致贈紀念品于鄭

州大學(左為鄭大常俊標副校長 )

圖 2、羅副校長代表本校致贈紀念品于平

頂山學院(左為平頂山學院科研外事處于

長立處長)

平頂山學院（Pingdingshan University）創建於 1977年，占地面積 143公頃，網路

中心是河南省教育和科研電腦網平頂山市網路接點中心，擁有較為雄厚的辦學實力和良

好的基礎條件。學校現有教職員工近千人，學校現有文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外國語

學院、數學與資訊科學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化學化工學院、電氣資訊工程學院、電

腦科學與技術學院、軟體學院、師範教育學院、政法學院、國際教育交流學院、藝術設

計學院、護理學院、環境與地理科學系、體育系、音樂系等 17個教學院，設有 59個系

所。在校生 14,000餘人，成人及推廣教育學生 11,000餘人。

本日亦考察開封古城，開封為七朝古都，整個城市因黃河泥沙游淤積，河面逐年高

升，致使開封城為避免河水氾濫，淹没城市。因此城市也隨年代演進，宋朝鼎盛的開封

城古蹟，大都已埋没於地底下，現今僅存鐵塔呈現於市區中。包公祠位於開封城西南碧

水環抱的包公湖畔，是為紀念中國歷史上著名清官包拯而建的祠堂。包拯在北宋時期曾

任開封府尹，一生為官清廉，不畏權貴，執法如山，其功德為後人世代傳頌。包公祠佔

地 1公頃，祠內陳展有包公銅像、龍、虎、狗銅鍘，包公斷案蠟像，包公正史演義等文

物史料。

北宋名畫家張擇端所繪之清明上河圖，流傳千古。清明上河圖乃描繪 12世紀北宋

全盛時期的都城汴京清明時節的生活面貌，圖畫內容生動豐富。為增加開封遊覽價值，

並呈現北宋時期開封為全中國第一大城的景象，大陸政府以張擇端之清明上河圖為藍

本，建構清明上河園。從庭院樓閣到服務員的服飾裝扮，全是北宋風格，讓遊客體驗昔

日汴京的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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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邱學務長於清明上河園內留影 圖 4、邱學務長於包公祠前留影

十月十六日（星期六）

本日在鄭州大學舉行兩岸高校校長座談會。早上為開幕及高教主題發表，包括探討

兩岸高校聯合培養人才合作模式、台灣高等技職教育發展歷史經驗、促進優勢互補、深

化交流合作等，並朝向推動台灣與河南高校之合作新契機。此外，鄭州大學由原有三校

合併成一所全方位之綜合大學。因此鄭州大學申校長也分享了鄭州大學的轉型與邁向高

品質的實踐和探索。

圖 5、參加兩岸高校校長座談會全體與會

人員於鄭大行政大樓前合影

圖 6、兩岸高校校長座談會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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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鄭大校長於兩岸高校校長座談會開

幕式致歡迎詞

圖 8、國內大專院校校長出席開幕式

為適應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的趨勢，大陸學校也積極開展廣泛的國際交流與合作。

不僅持續與歐洲、美洲、亞洲和澳洲等國家進行文化教育及學術交流，並建立校際間友

好合作的關係，同時朝往開展多層次的聯合辦學、互派留學生、文化教育交流等實質互

惠活動。對台灣的大學院校，因語言及文化的同質性，在各方面的交流上，便利許多。

特別是對於我國的中國文化傳統保留的完整性與紮實度、高教發展的經驗與良好模式，

無疑可以做為大陸高校發展的標竿與學習模式。

鑑於此，大陸學校也積極開展與台灣間教育機構的交流活動。諸如河南財經政法大

學與育達商業技術學院合作辦理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成功學院，做為兩校在兩岸交流的溝

通與合作橋樑。並引進國外優質教育資源，提升辦學水準，提高教育品質作為學院高層

次發展的方向，廣泛開拓多方位、多層次的國際合作，著力培養直接面向開放性經濟的

高水準人才，使國際交流合作向深層次邁進。另外，為拓展爭取陸生來台，台灣許多私

立大學院校，均已在大陸設點長駐辦事人員，拓展高校間教育交流的業務。

在兩岸交流合作模式的發展下，除了目前兩岸友好學校間，合作辦理 3 + 1或 2 + 2

專案學程，互相承認學分，在自已學校完成前三年或前兩年的學習，然後在合作的對方

大學完成最後一年或兩年的課程，雙方互認學分。此專案學程是學生交流計畫的延伸，

可以讓學生同時感受兩岸不同的民族文化及生活經驗差異。也豐富學生的國際經驗，提

高他們的跨文化溝通能力和全球化視野。

鄭州大學由原鄭州大學、鄭州工業大學、河南醫科大學於 2000年 7月 10日合併組

建而成，現有大學生 4.2 萬人，各類研究生 1.3 萬人，外國留學生 1,062 人；教職工為

6000餘人，設有 45個院，5個附屬醫院，94個系。是一所涵蓋理學、工學、醫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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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史學、哲學、法學、經濟學、管理學、教育學、農學等 11 大學科門類的綜合性

大學，是河南省唯一的國家“211工程”重點建設高校。

下午為兩岸高校校長的座談，多所學校獲邀發言，除了介紹本身學校的現況外，亦

分享兩岸交流的現況與經驗。本校羅副校長亦獲邀發言，羅副校長仔細介紹本校的歷史

沿革，學校現況，發展特色，以及本校目前兩岸交流的現況。陳述清晰有條理，介紹發

言後，大陸許多學校均表示極高的意願，希望與本校進行友好互訪與實質交流。

經由本次座談，兩岸高校彼此間更增進瞭解，為未來加強兩岸合作找到新的切入

點。兩岸的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發展迅速、前景廣闊。本日除了座談會外，鄭州大學亦安

排參訪大學校園。座談會結束後，晚上餐敍，進一步溝通討論兩岸學校教育合作之未來

發展，增進兩岸間的瞭解與互動。

圖 9、兩岸高校校長座談會 圖 10、本校羅副校長於座談會中發言

圖 11、羅副校長與邱學務長於座談會場合

影

圖 12、羅副校長與邱學務長於餐敍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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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邱學務長於鄭大校門口前留影 圖 14、邱學務長於鄭大行政大樓前留影

十月十七日（星期日）

本日鄭州大學安排參訪名列大陸三大博物館之一的河南省博物院、大陸重點建設的

鄭州市鄭東新區，以及名聞遐爾的嵩山少林寺。河南博物院創建於 1927 年，是中國建

立較早的博物館之ㄧ，也是中國省級歷史性博物館。博物館的造型簡潔有力，充滿想像。

它的外型酷似金字塔，但它其實來源於元朝建在河南登封市的古觀星台。進入內部，會

看到它的吊頂繪有完整的星空圖，天氣好的時候，陽光透過屋頂，人如同站立在星空之

下，充滿了神秘的氣息。

河南省博物院為河南古代文物收藏量最多，內容也最充實。展覽文物有 1000多件，

均屬館藏文物精品。在這裡，有著兩三千年歷史的文物隨處可見。包括史前文明的遺物，

商周時代的青銅器，漢代精巧的墓葬品，唐朝的唐三彩，宋朝的瓷器，在陳列品中都有

精美的代表作。此外，賈湖骨笛、杜嶺方鼎、“婦好”鴞尊、玉柄鐵劍、蓮鶴方壺、雲紋

銅禁、四神雲氣圖、武曌金簡、汝窯天籃釉刻花鵝頸瓶被稱為九大鎮院之寶。

鄭東新區位於河南省省會鄭州市區東部，遠期規劃總面積約 150平方公里，相當於

目前鄭州市已建成市區的規模，將在未來幾年內建成。鄭東新區開發建設作為河南省加

快城市化進程的龍頭項目，已被河南省政府作為重點工程列入日常工作。鄭東新區將現

在的漥塘地開挖為具有相當規模的人工湖 -龍湖，引入澄清後的黃河水，以貫穿市區的

金水河、東風渠等水系為紐帶。龍湖的水面面積約 7平方公里，與杭州西湖的面積相當。

鄭東新區規劃為國際性旅遊度假、文化教育和高級居住區。

少林寺，又名僧人寺，有“禪宗祖廷，天下第一名剎”之譽；是中國漢傳佛教禪宗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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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位於河南鄭州市登封市城西北少室山南麓。佛祖第 28代弟子天竺僧人菩提達摩大

師到中國，頗得北魏孝文帝禮遇，於此首傳禪宗而名揚天下。寺處外室山腳密林之中，

故名少林寺。

圖 15、邱學務長於河南省博物院前留影 圖 16、邱學務長於鄭東新區世界展覽中心

內台灣展館留影(裝潢中)

圖 17、本校人員與靜宜大學唐校長一行人

於少林寺前合影

圖 18、羅副校長身著厚棉外套準備觀賞世

界級嵩山少林音樂大典之夜間演出

十月十八日（星期一）

本日是我們在大陸參訪行程的最後一天，由於所訂的回程華信 AE0994直航班機為

預定下午 5:00起飛。因此本日上午安排參訪大陸 5A(AAAAA)級之世界地質國家公園 ---

雲台山。雲台山位於河南省焦作市的修武縣境內，以獨具特色的“北方岩溶地貌”被列入

首批世界地質公園名錄。同時又是河南省唯一一個集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國家 5A級

景區、國家文明風景旅遊區、國家森林公園、國家水利風景名勝區、國家獼猴自然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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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七個國家級於一體的風景名勝區。景區面積 190平方公里，含泉瀑峽、潭瀑峽、紅石

峽、子房湖、萬善寺、百家岩、仙苑、經頂、疊彩洞、青龍峽、峰林峽等十一大景點，

還有亞洲落差最大的瀑布雲台瀑布。2004年 2月 13日，在法國巴黎召開的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專家評審大會上，雲臺山金榜題名，成為了首批 28個世界地質公

園中的一員。

時近下午一點啟程前往鄭州機場，回程班機準時起飛於 19:45分平安返抵桃園，再

搭車於晚間 10點返回宜蘭，結束本次參訪活動。

圖 19、羅副校長與邱學務長於雲台山世界

地質公園前合影

圖 20、羅副校長與邱學務長於雲台山世界

地質公園紅石峽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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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

1. 河南地處大陸內地，為一重要古都。人民友善，民風純僕。鄭州為河南首

都也是最大都會城市，為大陸重要的交通樞紐。但城市發展樣貌與沿海大

都市相比，仍有很大的進步與改善空間。要邁向國際大都會目標，交通、

城市整潔、餐飲衛生，與服務品質等方面均有大幅改善的空間。

2. 河南高校數量嚴重供需失調，大學普及率低。這也是未來兩岸間高校可互

補的地方。開放陸生來台，短期可解決台灣大學院校數量過多，少子化影

響台灣許多私立大學院校面臨招生不足之窘境。然而台灣現階段亦不宜再

開放招生不佳之私立大學院校廣收學生。概因大陸政策隨領導人之思維，

變化迅速，對台灣的政策也會隨階段性而有所改變。且可預期，未來大陸

應會朝向廣設大學院校，以提升大學普及率之目標而努力。因此適度淘汰

辦學不佳之大學院校，為必要之手段。故未來台灣的大學院校之辦學特色，

將益形重要。

3. 大陸近年來投注於高校之資源驚人，且因政策形成單純，整併大學使具規

模及競爭力，執行力果決迅速。整併效益將於日後逐漸彰顯，鄭州大學即

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值得觀察其後續發展。大陸政府投入於重點高校的經

費相當可觀，使其大學樣貌，在短短的三至五年間迅速改變。反觀台灣，

各大學院校為了學校必備之軟硬體經費，耗費太多的時間與人力進行相關

程序的計畫書撰寫、修改、申請、競爭與興建購置。

4. 大陸現階段發展軌跡，正沿著台灣過去大學院校的發展模式。因此台灣的

發展經驗，正是大陸現今領導人模仿學習的榜樣。然而對岸加速進步的脚

步，可預期未來的數年，大陸高校將與台灣進行競合。如何在國際高等教

育發展的洪流下，建立各校的特色，提升知名度與能見度，將是我國政府

與各大學院校要一起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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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事項

1. 大陸高校有許多優秀學生，人才濟濟。在開放陸生來台的政策下，如何吸引

素質優良的學生來本校就讀深造。是我們必需努力的方向與審慎思考其策

略，藉此逐步打開本校的知名度與能見度。

2. 宜蘭大學有其悠久的歷史，擁有良好的師資，精良的教學品質，與充沛的研

究動能。惟本校地處宜蘭市中心，發展腹地有限。建議政府應積極主動協助

本校尋覓一處廣濶良地，做為校區，以利本校長久之發展。相信本校在校長

領導下，在全校師生以及畢業校友們一起努力，我們有信心也有信念，可將

宜蘭大學發展成一所極具知名度且辦學績優之綜合大學。

3. 大陸許多大學均表示極高意願和本校建立互惠合作關係，惟如何實質合作，

均有待進一步建立良好的合作模式，達到校際間師生的共榮發展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