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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海海洋大學及北京交通大學皆為中國大陸歷史悠久的大學，本次訪視亦是前往北

京上海拜訪合作學校，同時亦進行學術交流。在北京與上海皆抽空進行相關學術報告與

學校概況簡介。 

與北京交通大學主要商討的“111 計劃 ”由教育部和國家外國專家局聯合組織實

施，發展目標以國際學科發展前沿為目標，將在中國大陸大學中組建 100 個左右世界一

流的學科創新基地，藉由雙方在聯合培養博士生方面取得了一定的成績，再之規劃與北

京交通大學之合作計劃，希望進一步加強合作，拓展培養領域。中國大陸 CERNET2 是

中國大陸下一代網路工程 CNGI 最大且唯一的全國性學術網路，骨幹網路利用純 IPv6

協議，北京交通大學為中國大陸重點大學之一且完全支援 IPv6，並擁有「下一代網際網

路核心設備國家工程實驗室」，本人於 5/11 於北京交通大學的關鍵報告(Keynote Speech)

題目名為「未來網際網路的進化計算：物聯網」，此次本人於會議的關鍵報告中，簡報

物聯網與 IP 多媒體子系統的結合與評估，與 IPv6 息息相關，獲得很多學生熱烈反應，

未來計劃的規劃面，就能以類似的議題為目標。 

上海海洋大學在生機領域頗有發展，是中國大陸水產科技重要發展基地，本校也以

農林起家，在生機領域也是國內翹楚之一，因為各國情環境不同，生物領域差異可能造

成各國學生間的知識隔閡，為了拓展學生國際觀，已於 2008 年與上海海洋大學簽屬合

作協議書，今年更與上海海洋大學簽訂交換學生協議，讓學生不但能透過共同計劃中互

相學習外，能直接接觸更國際化的知識水準，促進兩岸學術交流，使得專業知識更能教

學相長，藉此交換彼此意見，進而構思學術發展為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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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一、宜蘭大學創校於西元 1926 年，至今已有 86 年歷史，設有「生物資源學院」、「電機

資訊學院」、「工學院」、「人文及管理學院」 四大學院。姐妹校分布全球 40 所，每

年皆積極鼓勵姐妹校師生交流與互訪。 

傳統觀點認為，學術交流即資訊交流，其最終目的是使科學資訊、思想、觀點得到

溝通和交流。作者通過對學術交流目的、作用的思考，認為學術交流的最終落腳點

在新學術思想和學術創新上，指出激勵、啟迪才是學術交流最本質的意義。 

對學術交流的作用，普遍理解為資訊的交流。學術交流有交流資訊、開闊視野、掌

握新知的作用，學術交流的最終目的是使科學資訊、思想、觀點得到溝通和交流。 

兩岸自從開放後，交流日益頻繁，其中當然也包含了學術交流。基於學術的中立性、

學術研究者追求真理的嚮往，期待建構出兩岸學術交流與學術自由間的互動關係。

希望藉由學術自由這個兩岸三地皆保障的基本權，來調和兩岸在政治上有其基本價

值抉擇的不同。 

二、本次出國之目的為前往北京上海拜訪合作學校，同時亦進行學術交流。在北京與上

海皆抽空進行相關學術報告與學校概況簡介，並參觀兩校校史與教學資源，以作為

未來治校模範。 

三、5/11 於北京交通大學的關鍵報告(Keynote Speech)題目名為「未來網際網路的進化計

算：物聯網」，此次本人於會議的關鍵報告中，簡報物聯網與 IP 多媒體子系統的結

合與評估之研究成果內容，並與其它中國大陸學者進行交流，再之規劃與北京交通

大學之合作計劃。 

四、基於“111 計劃 ”規劃未來研究資源之交流方針。 

五、已於 2008 年與上海海洋大學簽屬合作協議書，為了拓展學生國際觀，這次行程將

與上海海洋大學簽訂交換學生協議，促進兩岸學術交流，使得專業知識更能教學相

長，藉此交換彼此意見，進而構思學術發展為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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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一、時間：2012 年 5 月 9 日 

 於 9 號晚抵北京，經一晚休息準備隔日前往北京交通大學。 

 

二、時間：2012 年 5 月 10 日 

(一) 參訪單位：北京交通大學曹國永書記 

(二) 參訪內容： 

與北京交通大學曹國永書記會面，並與學校黨委辦公室主任吳萱，港澳臺辦主   

任徐宇工、副主任陳保利，電子信息學院院長陳後金、教授張宏科、副教授高

德云，經濟管理學院副院長張力等，一齊暢談兩校合作經驗及對未來的展望。 

(三) 交流內容重點說明及成效： 

 主要商討的“111 計劃 ”由教育部和國家外國專家局聯合組織實施，擬從世界排

名前 100 位的大學或研究機構的優勢學科隊伍中，引進、匯聚 1000 餘名海外

學術大師、學術骨乾和一批國內優秀科研骨幹融合成研究隊伍，以國際學科發

展前沿為目標，將在中國大陸大學中組建 100 個左右世界一流的學科創新基

地，並且討論宜蘭大學與北京交通大學交流頂尖學者的可能性，對於此政策我

方提出有兩個重點： 

1. 邀請這些頂尖學者到宜蘭大學任教、演講或是指導研究生。 

2. 將校內優異研究生送往北京交通大學與頂尖學者研究。 

藉由學者或是學生之間的交流，讓宜蘭大學可以從北交大獲取 111 計劃的資

源，而他校則能從宜蘭大學的研究人員中獲得更豐富的研究能量，希望最終雙

方在聯合培養博士生方面取得了一定的成績，並且商討協同國際計劃之可能

性，希望進一步加強合作，拓展培養領域。 

 

三、時間：2012 年 5 月 11 日 

(一) 參訪單位：北京交通大學電子信息工程學院 

(二) 參訪內容： 

本人於 5/11 應電信學院下一代互聯網互聯設備國家工程實驗室張宏科教授邀

請，於北京交通大學的關鍵報告(Keynote Speech)題目名為「未來網際網路的進

化計算：物聯網」。 

(三) 演講摘要： 

北京交通大學為中國大陸重點大學之一且完全支援 IPv6，並擁有「下一代網際

網路核心設備國家工程實驗室」，此次本人於會議的關鍵報告中，簡報物聯網

與 IP 多媒體子系統的結合與評估之研究成果內容。 以下為本人此次演講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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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知無線電是一種新型的無線感知技術，它可以提高頻譜使用效率。基於感知

無線電為了注重全局，利用感知網絡進一步最佳化終端到終端的通信。然而，

一個缺乏全局控制的頻道或感知最佳化的中介元件的環境優化。在本文中，我

們提出了 IP 多媒體子系統感知框架稱為 CogIMS，其中包括感知網絡和 IP 多

媒體子系統的利益。在此架構下，基於 IP 多媒體子系統框架的感知最佳化模

型作為一種服務。通過採用服務導向的框架，可以在標準架構下簡單地實現全

局最佳化，並降低從用戶到核心網絡的運算需求。最後，我們的模擬是無線用

戶使用 CogIMS 感知網路和 IP 多媒體子系統服務的比較。結果顯示，提出的

CogIMS 可以在不同的網絡情況下實現無線資源分配最佳化。 

 IoT 與 IPv6 關係密切，更是下一代網際網路的主流議題，獲得很多學生熱烈反

應，不僅與資訊領域的學生對於理論層面教學相長，即便是非資訊類別學生也

對於應用方面的營運及消費者觀點也相當有興趣，在與各師生交換彼此意見

後，收獲良多，對於校園資訊發展之構思幫助甚大。    

 

與掌管科研的劉君副校長交換名片，中為臺

大電機系郭斯彥教授 

 

雙方進行意見交流 

 

曹書記致贈紀念品 

 

5/11 於北京交通大學的 Keynote Speech：

「未來網際網路的進化計算：物聯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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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時間：2012 年 5 月 12 日 

(一) 參訪單位：北京交通大學各教學樓 

(二) 參訪內容： 

 參觀北京交通大學各教學大樓與校園環境，北京交通大學是中國大陸重點大

學，工程類的成就更是眾所皆知，我們知道工程是國家發展的命脈之一，而透

過該校師生的介紹下知道他們是首批進入國家“211 工程＂建設高校和“985

工程＂“優勢學科創新平台＂項目重點建設大學，本校工程類正在起步，對於

他們規畫與設施，多有可效法之處，例如全校型的產業合作，這為他校帶來龐

大的資源與研究成果，願此可帶給敝校寶貴的經驗。儘管他們屬於工程類一流

學府，但是對於多元發展仍然盡心盡力，不斷培養工、管、經、理、文、法、

哲等各種開放式的學習環境，多方的知識才能造就所位的全人，我想敝校也能

把這樣的方式做為指標，近來本國英語能力低落，在亞洲排名也被許多國家追

過，我想敝校必須學習北交大的英語教學科目，並且加強國際、國內合作交流。

與多國家的大學或是著名跨國企業建立了合作關係，讓我們也能為臺灣培養具

有國際觀的人才。   

  雖然我們不像是北京交通大學擁有大量的補助資金，又處於東部學校，不過我

  們可以從教學品質做起，例如推動英語教學、擴展本校園有的交換生制度與多

  與宜蘭縣市機構協商合作等。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本次參觀該校讓我更有信

  念帶領宜蘭大學朝往更高的殿堂邁進。 

 

五、時間：2012 年 5 月 13 日 

 抵達上海並請簡單的巡禮後，休息一晚準備明天於上海海洋大學的行程。 

 

六、時間：2012 年 5 月 14 日 

(一) 參訪單位：上海海洋大學程裕東副校長 

(二) 參訪內容： 

  拜訪上海海洋大學與程裕東副校長在圖文信息中心 12 樓會見會面，並一同與

     港澳臺辦公室鍾俊生副主任、教務處張慕蓉副處長、學生處朱克勇副處長、國

  際文化交流學院李瓊副院長會談，雙方就進一步加强两校的教育交流、學生交

  流和科研合作進行了座談交流，旨在學習對方先進的管理理念和做法，促進兩

  校競爭水準的提高，並藉由參訪該圖資管與校校史館等處所，了解該校歷史與

  管理的理念以學習治校方針。 

(三) 交流內容重點說明及成效： 

  近年來中國大陸普通高校發展極其迅速，而上海位居全中國大陸經濟發展的樞

  紐，它承繼源自政府的龐大資源，讓這個地區的高等教育快度蛻變，上海海洋

  大學是一所以海洋、水產、食品學科為特色，教育體系完備，學校有水產與生

  命學院、海洋科學學院、食品學院、經濟管理學院、信息學院、人文學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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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學院、外國語學院等 8 個專業學院，學科種類甚多，尤其在生機領域頗有發

  展，是中國大陸水產科技重要發展基地，本校也以農林起家，在生機領域也是

  國內翹楚之一，本校體認此一趨勢，希望能在全球化的浪潮下穩健進行兩岸互

  動中，除了透過學術交流合作，增進雙方的瞭解外，也亟欲善用相同文字語言

  的利基，轉化為我校未來發展的機會與優勢。 

  為了拓展學生國際觀，本校已於 2008 年與上海海洋大學簽屬合作協議書一齊 

  協同培養優秀人才，成效亮眼，今年更與上海海洋大學簽訂交換學生協議，讓

  學生不但能透過共同計劃中互相學習外，能直接接觸更國際化的知識水準，希

  望藉此更能促進兩岸學術交流，使得兩校專業知識更能教學相長。 

 

     前往上大拜會吳悅副院長並進行學術交流 

 

七、時間：2012 年 5 月 15 日 

 返回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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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1. 在北京與上海皆抽空了解兩校概況，充分的了解我校長處以及需要學習的缺

失，這些經驗都將作為未來治校模範。 

2. 這次的行程除了完滿的與北京交通大學商討了學術資源交流的 111 計劃，關鍵

報告的演講也獲得許多的回饋，不僅僅讓學生對此議題感到興趣外，以 111 計

劃為推手，與北交大也進一步整合明確的合作方向，個人也與北交大劉潁老師

合提科研計劃。 

3. 了解上海海洋大學最新狀況後，安排相關系所師生與之交流簽訂國立宜大學與

上海海洋大學交換生協議書，對此結果頗為滿意，日後將努力嘗試與其它優秀

的學術單位簽屬交流協議。以下為協議書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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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本人與會演說主題為物聯網，其主要概念為現有環境中，任何物件皆可連網。國立

宜蘭大學電資學院曾與日本東京大學與日本奈良科技大學合作使用 Live E!系統進行氣

候監測，並在 2011 年時，透過本計劃與宜蘭稻草人節合作，佈建氣象站於稻田中，提

供民眾上網觀看當地天氣。北京交通大學之學者對於類似的合作計劃相當感興趣，而上

海海洋大學也對於這結合環境資訊十分關注，生物領域差異可能造成各國學生間的知識

隔閡，基於這些原因，以資訊縮短距離，以合作創造雙贏，我們可歸納未來展望有以下

建議：  

1. 多參與國際會議發表計劃相關成果。 

2. 多訪視國外知名大學交流相關技術。 

3. 多爭取交換學生機會。 

4. 藉由參訪中國大陸大學，了解本校的交流定位，突破方向，須建立良好的獎勵

機制來鼓勵師生擴大交流的質與量。 

除了能提高我國在這個領域的曝光率之外，亦可獲得最新的國際研究方向，甚至建

立國際間的交流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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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件 

 

  

到訪新聞登上北京交通大學網頁       北交大學生聽完演講之迴響電郵 

    

 

   到訪消息刊登於上海海洋大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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