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參訪、考察） 

 

 

 

 

赴美學術交流與國際宣傳招生 
 

 

 

 

 

 

 

服務機關：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 

姓名職稱：鄧中堅院長 

派赴國家：美國 

出國期間：2011.11.16-11.27 

報告日期：2012.02.24 



2 
 

                  目次 

一、 目的‥‥‥‥‥‥‥‥‥‥‥‥‥‥‥2 

二、 過程‥‥‥‥‥‥‥‥‥‥‥‥‥‥‥2 

三、 心得‥‥‥‥‥‥‥‥‥‥‥‥‥‥‥9 

四、 建議‥‥‥‥‥‥‥‥‥‥‥‥‥‥‥10 

 

 

 

 

 

 

 

 

 

 

 

 

 

 



3 
 

一、 目的 

 

此次前往美國東部的學術交流之旅，主要的目的是在和這各地區的著名大學

建立更密切的交流合作。第一站是到波士頓地區，主要訪問的是兩家規模性質各

具代表性的學校，安迪科特學院（Endicott College）和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前者是典型菁英式的文理學院，後者是世界馳名的頂尖學府。 

 

華府地區一向是國際事務學院聯繫的重要地區，主要是因為這裡是世界的政

治中心，許多大學都有國際事務相關學院（特別是喬治華盛頓大學和美利堅大學）

以及智庫。此外，APSIA的秘書處設在馬里蘭大學。 

 

二、過程 

美國東部學術訪問之旅 

 
安迪科特學院（Endicott College）的規模不大，在當地是很有名的學院。該

學院與本院已於民 100 年 5 月簽署了學術交流備忘錄（以郵寄方式），並賡續商

談執行交換學生的補充協定及如何執行。加以該學院負責國際學術交流的主管與

承辦人發生變動，因之鄧院長此行的目的是與該學院校長見面，確認彼此對執行

交換學生計畫的目標和意願並沒有改變，且與新任承辦人和主管就細部問題交換

意見，力求在 101 學年度彼此的交換學生能夠分別前往對方學校就讀。國際事務

學院與安迪科特學院的合作是院特色發展很重要的一部份，若能順利圓滿執行，

則此一模式可以推廣至其他合作案例（如，美國喬治亞洲的道爾頓學院）。我們

的目標是希望更多的大學部學生能夠在美國的大學或學院交換一學期或一學年，

強化彼等的國際移動能力。 
 
至於哈佛大學的國際聲譽是眾所周知，而我們學校也以該校為標竿。儘管如

此，國際事務學院與該校的相關學院並無任何正式的接觸，唯一的相關活動是和

文學院聯合敦請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柯偉林(William Kirby)教授來政治大

學講學，並曾交換意見。這次訪問是透過本院新聘助理教授童涵浦博士居中聯繫，

應邀前往甘迺迪政府學院訪問。這次訪問主要是建立初步的聯繫關係，進而發展

邀請該院教授來台短期教學或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赴安迪科特學院（Endicott College）參訪座談學術交流 

 
今天（100 年 11 月 17 日）下午的訪問是由波士頓辦事處文化組組長黃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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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車一同前往拜會，利用衛星導航系統，我們還算順利的抵達了 Endicott College，
除了錯過了正門再調頭回來，走了些冤枉路。黃組長提到學校聯繫是她們的工作

執掌之一，請隨時告知，會協助辦理，且只要有時間，也會陪同前往。黃組長在

此之前曾派駐華府、巴拉圭各六年，她與外交系系友金秀明科長同年考入教育

部。 
 
抵達 Wax Academic Center AC 114 室時，新任的大學部國際方案的國際長 

（Dean of Undergraduate International Programs）Warren Jaferian 先生以及大學部

國際方案的主任（Director of Undergraduate International Programs） Lorien Romito
小姐已經等待我們。 

 
由於抵達時間已經接近兩點了，我們就一起步行前往 College Hall 二樓拜會

校長，教務長（Provost）Dr. Rossi-Le 已經在接待室等候。稍後，我們五位進入

校長辦公室商談，與校長 Dr. Richard E. Wylie（曾任故愛德華甘迺迪參議員的助

理）在寒暄過後，校長單刀直入，詢問現在要談什麼？我提到已經簽署協議，接

下來要討論如何執行了。 
 
由於我提及上次校長說要有四位交換生一起到政治大學學習，他沒想到我居

然記得，因之事情就突然明朗了。校長直接明確的向三位屬下表示，要積極推動

該校學生前往政大交換，並要求立即準備相關的說帖，他負責財務支援的問題，

最好是在耶誕節放假之前給學生帶回家去讓父母參考。 
 
接下來校長詢問有關策略和如何吸引學生到台灣來讀書，並表示，覺得到義

大利對學生並無多大意義，到東亞來才能有加分的作用。我對這點表示，學生可

以學習華語，且可以到其他學院修習管理、傳播、人文和社會相關科目；台灣是

真正中華文化的代表；台灣是一個自由安全和民主的社會適於同學學習；而台灣

在地理處於東亞的中心，在以台北為中心的兩個小時的飛行行程，幾乎涵蓋東亞

所有主要城市；學生可以與大陸學生交往，真正瞭解中國大陸；台北的安全有保

障；兩岸直航學生要到大陸短期參訪相當方便。（之後的討論，我都提出這樣的

理由）  
 
教務長提及她們學校學習教育的打算利用暑假去台灣是否可能？我表示我

們有 summer school，應該可以，且可以設法安排教育學院提供協助。 
 
我最後贈送校長政大校帽一頂，以及馬克杯一只，並與他攝影留念。校長只

備了一份禮物（我想事前並不知道黃組長會陪同），他戲稱因為不知道上次送了

什麼給我，所以這個禮物送給黃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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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傳播學系系主任見面之前，我們抽空與 Warren Jaferian 先生以及 Lorien 

Romito 小姐交換意見。他們事先作了功課，安排相關的主管與我們交換意見，

同時也可以協助推廣這個交換計畫。Warren 問起是否有 ppt 簡介資料，我表示要

準備相關的資料給她們作為宣傳之用。同時，我也拿出紙本國務院簡介給她們分

發參考。（這次她們忘記放入政大及各院簡介資料，實在可惜。）同時，我抽空

拿出 CD 夾送給他們兩位，Lorien 回贈一份給我。 
 
同時也請了 Study Abroad 的顧問 Lindsey R. Hery 和我們討論相關的問題。

她提到有關台北生活的實際問題（衣食住行），而黃組長表示有這方面的資料可

以提供。 
 
傳播學系系主任 Laurel Hellerstein 博士，提到傳播學院是否有英語授課的大

學部課程，傳播系也有關於行銷的課程。 
 
人文學系系主任及國際研究主任 Mark Herlihy 博士（副教授）關切有關文史

方面英語講授的課程，我表示正在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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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參訪 

 
十一月十八日上午九時與我國波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洪慧珠（本校外交

所系友）、陳珮瑩組長進行早餐會報，瞭解波士頓地區美國大學狀況，並商討有

關學術交流合作事宜。  
 
十一月十八日上午十點十五分到十二點拜訪甘迺迪政府學院（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和賽奇（Anthony Saich）教授(大宇國際事務講座教授

Daewoo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艾什民主治理與創新中心主任 Director, 
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等，並進行工作午餐。 
 
甘迺迪政府學院院長另有要務，由負責接待，特別是因為他是中國問題的專家，

能以中文交談，且該中心是該學院規模最大、最重要的的中心。該中心的博士是

負責對台灣學術交流的工作。張伯賡博士（Dr. Julian Chang）的尊翁為故中央研

究院院長張光直博士，年輕時曾在中央研究院居住，且能中文交談，是未來聯繫

重要的窗口。由於先父的摯友是他的姑父，我們有了更多的交集，相談十分愉快。 
 
10:15 am -10:45 am.  安諾德博士 Arnold Howitt, Ash 
Center 246  (http://www.hks.harvard.edu/about/faculty-staff-directory/arnold-howitt) 
安諾德博士的專長是對於各種重大災害之危機處理，曾受內政部江部長之邀參加

在台北有關自然災害研討會，並發表演講。 
 
10:45-11:15 am.   拜會賽奇教授（Tony Saich）, Ash Center   214 
(http://www.hks.harvard.edu/about/faculty-staff-directory/anthony-saich) 
在會談中，請教有關政府學院課程的安排，他特別提及有關公共衛生方面的相關

課程，並當面邀請他抽空前來台北政治大學訪問和短期講學。 
 
1:30-12:00 pm.  拜會 Dick Rosecrance 教授, Littauer 325 
(http://www.hks.harvard.edu/about/faculty-staff-directory/richard-rosecrance) 
 
12:00-1:20  Lunch at Legal Seafood with Dick Rosecrance,  Arn Howitt, Tony 
Saich and Julian Chang  
(http://www.hks.harvard.edu/about/faculty-staff-directory/richard-rosecrance) 
 
 
十一月十八日下午三點到五點拜訪克爾門教授    
1:30-2:00  Steve Kelman , Littauer 314 

http://www.hks.harvard.edu/about/faculty-staff-directory/arnold-howitt�
http://www.hks.harvard.edu/about/faculty-staff-directory/anthony-saich�
http://www.hks.harvard.edu/about/faculty-staff-directory/richard-rosecrance�
http://www.hks.harvard.edu/about/faculty-staff-directory/richard-rosec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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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ks.harvard.edu/about/faculty-staff-directory/steven-kelman) 
  
 
十一月十八日下午三點拜訪費正清研究中心和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
教授等。  
3:00  Rod MacFarquhar  (http://www.fas.harvard.edu/~conih/bios/macfarquhar.htm)  

 
 
十一月十九日在波士頓地區參訪革命和獨立後的古蹟，蒐集相關資料及照片，以

為教學之用。（辦事處簡宏昇組長陪同）重點項目包括：美國建國之初海軍憲法

號戰艦博物館、美國革命導火線波士頓港所在地、以及波士頓「佔據華爾街」活

動的場所等。 
 
十一月二十日搭乘聯合航空 UA897 於 9：37AM 離開波士頓轉往華府   

 

 

華府地區訪問行程紀錄  

 

喬治華盛頓大學西格爾亞洲研究中心 

 
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訪問西格爾亞洲研究中心，該中心負責伊利特國際事務學院

http://www.hks.harvard.edu/about/faculty-staff-directory/steven-kelman�
http://www.fas.harvard.edu/~conih/bios/macfarquha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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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研究碩士學位學程，與台灣的關係素來友好，個人曾在 2003~2004 年間在該

中心擔任訪問學者。 
 
該中心主任 Edward McCord 教授素與台灣友好，協助建立台灣論壇，經常舉辦

有關台灣問題的演講或座談會，因此討論相當友好且深入。 
 
討論與該中心的亞洲碩士學位學程建立交換計畫（exchange program）或國外研

讀計劃（study abroad program）向他說明台灣在國際學術交流的優勢： 
 
1. 東亞交通的樞紐位置（以台北或高雄為中心的兩小時航程幾乎涵蓋的所有東

亞和大陸主要城市），國際學生延伸性的學習訪問相當便利； 
 
2. 學習華語的中心（包括繁體字和簡體字）；政治大學開設的英語課程為數眾

多，可以滿足國際學生的需求； 
 
3. 政治大學的師資大半在海外取得博士學位，具有高度專業訓練，瞭解西方社

會，學習互動更有效果；   
 
4. 可以透過我們與中國大陸主要大學的合作關係，安排到中國大陸遊學，甚至

短期上課；  
 
5. 有眾多的大陸交換生和註冊生，可以更自由的交流，更瞭解中國。 
 
我也表示可以因應該中心學生的需求，做彈性課程的安排。 
 
Edward McCord 教授拿到我們國務院的簡介承諾向學生宣傳（我們會繼續保持聯

繫）。 
 
此外，Edward McCord 教授表示若有教授前往華府，歡迎事先聯絡，安排在該中

心台灣論壇發表演講（以預先告知本院黃奎博教授將前往華府短期研究，將可前

往演講）。另外，該該中心與新加坡管理大學合作進行有關氣候變遷的研究案且

本身有金磚四國的研究團隊，可以與我們保持聯繫和合作。 
 
贈送了政治大學的帽子和筆，他很高興帽子，因為他的鼻子有皮膚癌，醫生建議

戴帽子遮陽。 
 
他提到台灣書院的事情，已經要簽約了，該校法律顧問看過，加了不少意見，台

灣方面就沒有進一步的行動。我承諾若有機會，會轉達這個狀況給部會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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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SIA 秘書處拜會活動 

 
下午前往設在馬里蘭大學公共政策學院的 APSIA 秘書處拜訪執行主任史隆女士 
史隆女士告知： 
申請完全會員隨時可以辦理 
目前 APSIA 會員審核委員會召集人是聖地牙哥加州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院長 
申請資料先尤其整理摘要後匯送委員 
前次申請，委員的意見是我們欠缺有關國際財經的課程 
目前申請 APSIA 會員的狀況相當踴躍    
 
我向其表示： 
有關國際財經的課程及老師增加了 
我們的相關學程擴充了（日本碩士學位學程、國際研究碩士學位學程） 
攜帶了申請資料的草稿，請其過目並提供意見 
她允諾協助之  

其他訪問活動 

 
十一月二十五日與美利堅大學前任院長古德曼博士商談有關邀請其到政治大學

國際事務學院短期訪問、教學的可能性。 
 
十一月二十六日啟程返國  

 

二、 心得 

1. 與安迪科特學院最後確認有關交換學生計畫，並訂定執行的時間表，可以著

手進行國際事務學院招募的工作，這項交換計畫是對等的方式進行。 
 

2. 與波士頓辦事處（特別是文化組）建立溝通管道，未來將繼續保持聯繫，推

動本院與這個地區相關學院（如：塔虎茲大學佛來契學院 Fletcher School of 
Law & Diplomacy, Tufts University、布蘭迪斯大學 The Heller School for Social 
Policy& Management, Brandeis University 等）的學術交流的工作。  
 

3. 這些學術行政主管瞭解到台灣的民主化、安全的環境、便捷的交通、飲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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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重要的生活要素，是推動交流合作重要的賣點。 

 

五、 建議 

1. 我國外交部和教育部提供了各項服務以及在當地建立的聯絡網絡，我們應善

加利用來推動國際學術的交流。 
 

2. 與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建立接觸的關係，未來可以更進一步拓展交流合

作，尤其是本院外交系同學爭取到「哈佛亞洲暨國際關係計畫」活動的主辦

權，進一步強化本校和哈佛及該校中華民國校友會的聯繫。 
 

3. 這次參訪過程中感受到美國大專院校對東亞和中國研究、華語文學習等的重

視，是我們爭取國際學術合作，特別是交換學生的重要利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