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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及參展背景 

亞太國際教育教育者年會 (Asia-Pacific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PAIE)成立於 2004 年，效法美洲教育者年會 NAFSA 及歐洲教育者年會 EAIE，為亞太

地區教育工作人員提供交流與合作平台。去年(2011)教育者年會台灣為主辦國，由國立

台灣大學主辦，今年(2012)在泰國曼谷舉行，由瑪希敦大學(Mahidol University)主辦，年

會主題為 University’s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benefit of mankind，吸引超過 47 個國家

包括澳洲、日本、韓國、臺灣、加拿大、德國、中國大陸、美國等近 900 位從事高等教

育國際合作之學校或機構代表參加。 

亞洲國際學生統計部分，根據高教基金會籌備會議之數字，亞洲在臺國際學生(學

位生＋華語生)近十年約有 11%之成長率；主要以修讀華語學生為主，其次為學位生。

依據 99 學年度亞洲國際學位生來看，前五大修習學科為商業及管理、工程、人文、傳

播、社會及行為科學，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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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99 年度亞洲來台國際學位生前五名國家依序為：越南、日本、馬來西亞、南韓、印

尼，分析圖如下。 

 
另外，99 年度亞洲來華國際學生，華語生以日本學生為最多，學位生以越南學生為最

多，交換生則以南韓學生為最多。 

今年教育展教育部官員林聰明政務次長率同國際文教處林文通處長、財團法人高等

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陳惠美執行長及東海大學程海東校長及 24 所大學校院國際事務人

員一同與會，政大代表由於另有參訪行程，並未參與團進團出行程，根據高教基金會報

告指出，林政次參加歡迎晚宴席間，泰國教育官員談到於泰國特設定 2012 年為推動英

文能力年度，由發展較完善之學校試辦，漸而推動至全國學校，目標為大部分學生都可

流暢說英文，此外，泰國新任教育部部長 Dr. Suchart Thadathamrongvech 也將「一人一

台平板電腦」列為新教育政策，預計投入 16 億泰銖，購買 40 萬台平板電腦，發送給泰

國小學一年級學生使用，在技職教育部分，目前學士生與技職生之薪資差距為 4,500 泰

銖，如何縮短差距並提供完善技職教育為目前泰方重要課題。另外，因應東協邁向共同

體，屆時各會員國家學生可以自由留學，並承認學分和學歷，泰國政府將投入 40 億泰

銖，相當於 38 億新台幣推動英語教育，讓大部分學生都能流暢地說英文，並把每週五

訂為泰國教育部所屬部門的英語日(English Day)，以提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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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展參展部分，攤位整體佈置、搭建由高教基金會及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承辦校統

一負責，共有 24 所大學以「Study in Taiwan」為主題聯合參展，製作 Taiwan Booth Guide 

(包含各參展校通訊錄、學科表、講座宣傳、Happy Hour 宣傳、排班表等)，另有逢甲大

學、輔仁大學、東海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及本校外文中心等校共發表 8 場專題演講

(session)及 3 場以海報為呈現方式的發表會(poster session)，主題包含：國際學生校友網

絡在招生中扮演的角色、華語文教育等。而在年會會場上，各校代表輪值接待來訪之各

國代表，積極推廣台灣高等教育資訊，為前來參觀台灣攤位的來賓一一介紹台灣優質的

高教環境，尤其是本校頂尖的學術研究、英語授課課程及學程、華語課程、外籍生獎學

金及本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成果及現況，加強來賓對台灣高等教育及本校的印象，創

造更多學術合作交流的機會。國合處合作交流組車蓓群副國合長、陶韻惠國際事務專員

及王植婷行政秘書代表本校參加此年會，除擔任輪值工作外，並於會場與各姐妹校代表

會晤，討論近幾年來交換情形、合約及交換平衡狀況及進一步洽談未來合作方向等，另

與數所非姐妹校討論建立合作關係的可能性，以拓展政大姐妹校之幅員。 

此外，爲加強臺灣與各姐妹校合作關係，在臺灣駐泰國代表處安排之下，於 Supatra 

River House 舉辦臺灣之夜餐會(Taiwan Night)，邀請所有台灣參展校代表及其海外姐妹

校共同參加，參與人數多達 110 位。值得一提的是，前泰國教育部長 Dr. Wichit Srisa-an

及高等教育署合作督學 Ms. Aporn Kanvong 也來共襄盛舉，顯示泰國教育部對我國代表

拜會泰國一行非常看重，透過本次餐會，讓各校與姐妹校有更多交流機會，同時深化未

來合作。 

二、 會場攤位設置與人員安排 

 本次臺灣聯合參展承租之攤位，臺灣攤位以功能畫分為整體推廣區、會談區、文宣

展示區及儲物區，結合臺灣優質高等教育與多元豐富的文化意涵。各校可使用會談桌與

姐妹校或與會者洽談，另每校各配置一文宣展示架，文宣展示架下方為各校儲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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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年會會場平面圖，各國參展攤位平均分配在 3 層樓，台灣攤位在 2 樓 

 

 
▲臺灣聯合參展攤位配置，以功能畫分為整體推廣區、會談區、文宣展示區及儲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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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年會議程 

 臺灣聯合參展團由高教基金會及台灣 24 所大學所組成，成員包括各校負責國際合

作交流的單位主管及同仁： 

排序 學校／單位名稱 參展人員 

1 教育部 林聰明政次；林文通處長；蔡芷穎專任助理 

2 高教基金會 陳執行長；傅慧雯小姐；吳昕珩小姐 

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戴昌賢副校長；國際事務處陳和賢處長；許祥純老師；黃至君

老師；李盈穎行政助理；曹加陵專案助理 

4 亞洲大學 國際學術交流中心蕭震緯主任 

5 中國醫藥大學 李信達國際長；國合組林天慧組員 

6 逢甲大學 國際事務處游慧光國際長；施志欣主任 

7 高雄醫學大學 國際事務中心國合組高佳麟組長；林妍吟組員 

8 國立中央大學 陳虹蓓行政專員 

9 國立政治大學 車蓓群副國合長；王植婷行政秘書；陶韻惠行政秘書 

10 國立暨南大學 陳佩修國際事務長；洪雯柔副國際事務長；林宜箴組員 

11 國立交通大學 張斐菁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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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學校／單位名稱 參展人員 

12 國立中興大學 國際事務處學術交流組闕斌如組長；王咨婷組員 

13 國立中山大學 于嘉順老師；李曼玲行政助理 

1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梁一萍副處長；萬欣昀專員 

15 國立臺灣大學 
袁孝維國際事務長；李心予副國際事務長；陶孟麟幹事；葉恩

旬幹事 

16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紀佳芬國際長；許芷維助理管理師 

17 國立清華大學 陳宣融專案經理；劉俊余專案經理 

18 國立臺南大學 莊陽德教務長；林大偉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所長 

19 國立陽明大學 國際學生事務組兵岳忻組長；余亭妍專案組員 

20 靜宜大學 國際學生組呂富美組長 

21 世新大學 秦琍琍副教授；林書毅辦事員；陳宛榆書記 

22 淡江大學 李佩華國際長 

23 環球科技大學 國際合作交流組林子欽執行長；方宏凱專案經理 

24 東海大學 華語中心廖敏旬主任；張靜華執行秘書 

25 文化大學 
吳萬益校長；謝昕晏組長；華語中心鄭寶菁主任；吳映青專案

經理；龍沛名業務經理 

26 龍華科技大學 林如貞 副校長; 沈秉誼專員 

 

 
▲會場位於瑪希敦大學湄南河邊，與曼谷市區有一段距離，交通不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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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場分為 3 樓，各攤位散置於每層樓的 4-7 個不同空間，人潮因而分散，顯得冷清 

 

 
▲ 會場報到處，到處可見瑪希敦大學工讀生穿著制服穿梭於與會者間，主動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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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合處車蓓群副國合長與國際文教處林文通處長合影於會場台灣聯合參展攤位前 

 

 
▲台灣聯合參展攤位展示文宣區、櫃台及會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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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之夜餐會會場 
 

 

▲台灣之夜晚宴政大代表與其邀請之外賓合影，由左至右為車蓓群副國合長、Mr. Tatsuro 
Hirooka (Associate Chief, International Liaison Section of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Nihon 
University, Japan)、Mr. Gunther Vrank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ordinator, University of 
Liège, Belgium)、王植婷行政秘書、陶韻惠國際事務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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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與姐妹學校代表交流 

為鞏固政大前人辛苦建立之姐妹校，本次參展將主力放在和姐妹校代表會面，針對

學生交換狀況、在校學習情形、生活及學業上遇到的種種困難、合約內容、交換生人數

及平衡狀況及如何繼續推廣來政大就讀等做深入討論，以期和姐妹校維持緊密且高品質

的合作關係。參展期間政大代表陶韻惠國際事務專員與王植婷行政秘書計與下列共 27

所締約學校代表會晤如下：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代表：Ms.Jasmine Wong, Programme Associate, Office of 
Academic Links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成立於 1963 年，為研究型

綜合大學。中大師生來自世界各地。該校學生總計約

20,000 名，其中約三千人來自香港以外的不同國家和地

區。該校也有廣大的本地和海外校友組織，聯繫身在世

界各地的中大畢業生。該校是香港乃至亞洲首屈一指的

大學，校內的八個學院（文學院、工商管理學院、教育

學院、工程學院、醫學院、理學院、社會科學院、法律學院）分別提供多樣化的課程。 
該校於 2010 年由該校校長率團至本校與本校簽訂合作備忘錄，同年之後也隨及有

另一名教授來訪，針對落實博士生交流合作的計畫合作有進一步的詳談。此次職特意趁

在年會期間與該校代表敲定碰面時間希冀能對學生合作交換有進一步的討論。然而對方

表示在最近兩三年間由於該校宿舍不敷使用，可能在安排交換生住宿上無法提供宿舍。

另外，在看完職向該校代表展示本校國際學舍的設施照片後，對方大為稱許該設施的新

穎與舒適，也希望會後提供相關資料給該校供該校參考。 
 

摩洛哥拉巴特政府與經濟學院 (Ecole de 
Gouvernance et d'Economie de Rabat) 
代表：Mr. Simon Chin-Yee, Int’l Cooperation Manager 

拉巴特政府與經濟學院於 2008 年由 the 
Foundation for Teaching Economics and Social Policy 所

成立的私立高等教育機構。該校位於摩洛哥首都拉巴

特(Rabat)市。該校相當強調國際交流，目前有超過 240
間姐妹校，合作內容包括交換學生與海外實習等。 

該校於 2011 年與本校完成簽約。該代表也曾於去

http://www.cuhk.edu.hk/chinese/university/cuhk-alumni.html?name=alumni-network�
http://www.cuhk.edu.hk/chinese/faculty/faculty-graduate-school.html�
http://www5.cuhk.edu.hk/arts/�
http://www.baf.cuhk.edu.hk/�
http://www.fed.cuhk.edu.hk/�
http://www.fed.cuhk.edu.hk/�
http://www.fed.cuhk.edu.hk/�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A6%99%E6%B8%AF%E4%B8%AD%E6%96%87%E5%A4%A7%E5%AD%B8%E5%B7%A5%E7%A8%8B%E5%AD%B8%E9%99%A2�
http://www.med.cuhk.edu.hk/�
http://www.cuhk.edu.hk/sci/�
http://www.cuhk.edu.hk/ssc/�
http://www.cuhk.edu.hk/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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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亞太教育者年會本校舉辦政大校園參觀日拜訪過本校，對本校國際化學習環境十分滿

意。趁此一年會碰面機會，職特地告知對方本校將於今年秋季班薦送一名社會系大學同

學至該校學習交換一年。該代表表示非常高興得知此一消息。因他一直在其校園大力鼓

勵學生來政大就讀交換，但該校學生對台灣十分陌生，故目前還無人登記赴政大交換學

習，雙方皆期盼此名政大生能善盡親善大使的身分，讓此一姐妹校的學生能多了解台灣

以及政大。 
 

土耳其科曲大學 (Koç University) 
代表：Mrs. Gonca ONGAN,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Development Coordinator 

科曲大學創建於 1993 年的私立大學，位於伊斯

坦堡，由 Vehbi Koç 基金會所創立。目前校地大約 62
英頃，學生大約 4267 名(大學部 3564 名，研究部 698
名)。該校相當強調教研合一，該校教授占有土耳其國

家科學委員會的八分之一。目前研究領域以資訊理工

科技以及歐洲研究等。 
Mrs. Ongan 表示未來計畫成立中文系，目前已有 60 個學生上中文課。故對於未來

政大可派相關領域師長(如中國文化、文學或語言相關)赴該校任教，該校會提供薪水。

職也承諾將與會後寄送今年暑期夏日課程資訊供該校參考，希望能吸引該校學習中文的

學生前來進修。 
 

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QUT) 
代表：Mr. Geoff Edmondson, Director, 
International and Student Mobility, UT 
International 

昆士蘭科技大學於1908年創校，設址於市

中心的原校總區Gardens Point，隸屬於Central 
Technical College，負責專業技職訓練，經過兩

次改制，於1989年改制為昆士蘭科技大學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並正式運作。該校擁有來自世界85個國家的外籍學

生，是個相當國際化的大學。昆士蘭科技大學教學注重實際的工作應用，此種教育特質

讓該校和昆士蘭的企業界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根據2009年數據，學生總人數為40,563
人，國際學生約有6,000人，教職員為4,065人。 

該校2008年與本校締結姐妹校，於今年簽訂校級合約。此次會面，該校代表提到7
月拜會政大的計畫也邀請政大參與5月10日的昆士蘭海外遊學日，期盼能以面對面方式

介紹政大給該校學生認識，以期招募學生前來台灣交換。另外，有關目前澳洲學生來台

灣就讀的意願不高的問題，該校代表表示該校將在2013年開始提供鼓勵計畫(一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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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學期澳幣5000元薦送學生至某個國家4個星期)，希望此一計畫能有助於吸引一些澳

洲學生前來台灣學習。 
 

加拿大蒙特婁大學 (University of Montreal) 
代表：Ms. Louise Guernon-Gauthi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dvisor, Africa and Asia-Pacific Reg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fice 

蒙特婁大學（位於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婁市皇家

山腳下，其所屬有 13 個學院以及 2 個著名的附屬學院: 
工學院 (Ecole Polytechnique de Montreal) 和蒙特婁高

等商學院 (HEC Montreal)。該校於 1878 年成立。目

前有超過 55,150 名學員，是加拿大研究實力最強的

G13 大學聯盟成員之一。 
該校代表對我們眾多的英文課程大表稱許， 表示這將有助於該校鼓勵學生來政大

就讀。該校代表也表示政大交換生赴該校交換，可免費上法文課一學期。 另外也認為

該校的中文系學生會對政大的夏日課程有興趣。 
 

加拿大約克大學 (York University) 
代表：Dr. Lorna Wright, Associate Vice-President 
International/Associate Profess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ulich School of Business  

加拿大約克大學(University of York)建於 1959 
年，現為加拿大的第三大高校，為超過 50,000 名學

生提供全日制和業餘學習的研究生、本科生學位課

程。 約克大學設的文科系在加拿大大學中是規模最大

的，教育系擁有安省領先的豐富的教學經驗。Osgoode 
Hall 法學院是加拿大最大而且聲譽最高的法學院，Schulich 商學院一直位列世界一流商

學院的排行榜。該校的研究生院是安省第二大研究生院，提供各種傳統和非傳統領域的

研究課程。該校目前有超過 51,000 學生、7,000 教職員以及超過 200,000 名遍布全球的

校友。其中有 11 個學院，包括 the Facul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Schulich School of 
Business、Osgoode Hall Law School、Glendon College、the Faculty of Fine Arts、the Faculty 
of Health、the Faculty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以及 24 個研究單位。 

Dr. Wright 透過此次會面將該校合約紙本帶來，但因簽名處的資訊仍需要更改故承

諾會後將提供電子檔案以便我方提供正確資訊。雙方對於今年完成簽約充滿期待。 
  

http://en.wikipedia.org/wiki/Schulich_School_of_Business�
http://en.wikipedia.org/wiki/Schulich_School_of_Business�
http://en.wikipedia.org/wiki/Schulich_School_of_Business�
http://en.wikipedia.org/wiki/Osgoode_Hall_Law_School�
http://en.wikipedia.org/wiki/Glendon_College�
http://en.wikipedia.org/wiki/Faculty_of_Environmental_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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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中央大學 (Chung-Ang University) 
代表：Ms. Yoon, Sun Choi, Office of Int’l Affairs 

中央大學建立於 1918 年，是一所具著名且具

備悠久歷史和傳統的韓國私立大學由根據韓國法

律《學校法人》第一條而成立的「中央大學校法人」

基金會管理。有兩個校區（漢城校區和離漢城 1 小

時路程安城校區），十八個本科專業和十四個大學

院，另設有兩家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和師範學院附

屬幼兒院、小學、初級中學和高級中學。中央大學

擁有 3 萬名本科生，4700 名碩士生和博士研究生、700 名教授和 500 名員工。 
此次會職特別邀請該校增加選送學生赴政大交換，因為對方自 100 學年度就沒送學

生來政大。該校代表表示由於負責薦送交換生的同仁不在會場上，但將代為轉達訊息。

會後職持續與該校負責同仁聯繫，也得知該校原本對中文系學生有規定出國交換不得超

過一學期，但目前已同意學生可增加停留時間至兩個學期。相信未來有更多的學生可至

政大交換，和緩失衡問題。 
 

韓國高麗大學 (Korea University) 
代表：Ms. Hyunjoo Cho, Manager,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韓國高麗大學建立於 1905 年。近 100 年的歷

史，在韓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有了

長足的發展。有 15 個單科大學院，81 種學科，17
種大學院，75 種各類的研究所。迎接 21 世紀，高

麗大學依據韓國特色，發展和繼承國際化之目標，

努力注重於國際性的學術交流。在 2001 年度綜合

大學排行榜中，漢城大學（S）榮獲第一名，高麗大學(K)排名第二與世延大學(Y)第三

名，這三座大學便撐起了韓國大學的一片天，並稱之為“SKY”。學生人數現約有 30,000
餘名學生。 

職趁此一年會特意與該校代表見面，除了鞏固目前友好關係外也希望該校能持續薦

送學生至政大交換。 
 

日本立命館大學 (Ritsumeikan University) 
代表：Ms. KAWANO Mako, International Center at 
Kinugasa Campus 

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簡稱 APU)於 2000 年 4
月成立於九州大分縣的別府市，為一所國際性私立大

學。該校為立命館學校法人眾多成員之一，其中包含

APU、立命館大學和日本各地的中小學及高中。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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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大學以著名的高品質學術機構為目標設立著，並致力於表現特色與邁向國際化。西元

2000 年該校於九州大分縣（Oita）的別府市（Beppu），設立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該

校是一所國際性大學，招收 1/2 的日本學生以及 1/2 的外國學生，提供英、日語雙語教

學與亞太多元文化之學習。截至 2011 年 11 月 1 日，該校目前擁有 5722 名學生，國內

學生與國際學生人數約為 1:1，國際生中以亞洲學生占大宗。並有約半數的教職員來自

海外地區。 
由於兩校只有簽合作備忘錄，職希望能將合作協議附約再加入目前的合作關係。雙

方承諾會後以電子郵件方式持續討論。 
 

韓國首爾市立大學 (University of Seoul) 
代表：Prof. Seokwoo, Vice President, 
International Afairs; Ms. Inae Oh, Program 
Coordinator 

首爾市立大學是一所位於大韓民國首都首

爾東部東大門區的大學。首爾市立大學已經確

定了明確的目標，成為一個國際都市化教育中

心，這些領域包含環境工程、建築、城市規劃

和景觀設計、公共法律和行政管理、稅務學、

經濟學、城市社會學和管理等。近年來，這所大學已經逐漸走向多樣化，由其是逐漸發

展藝術和人文科學的領域。該校約有 7500 名大學生以及近 2500 名研究生，教師則由 350
全職教師與 640 名兼職教師所組成，此外，該大學的行政體系支柱多來自韓國市政府的

公務員，約有 270 名官員。校園占地面積約 0.27 平方公里。 
本校與該校於去年 3 月份完成校級合約。雙方目前薦送平衡。對方表示該校今年將

有 3 到 4 名學生願意自費來政大參加夏日課程，也表示前來政大交換的同學都相當喜歡

政大的的學習環境。也期待今年能來政大海外留學週親自與政大學生介紹該校課程、學

習環境等等。 
 

澳洲昆士蘭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代表：Mr. Anthony Craig, Regional Manager Market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Continuing & TESOL 
Education (ICTE-UQ) 

成立於 1909 年的昆士蘭大學，簡稱 UQ，為

昆士蘭州最大、最古老的大學，位於昆士蘭州首府

布里斯本，全澳洲第五古老的城市。 
身為澳洲八大名校之一的昆士蘭大學，擁有許多澳

洲大型企業的經費資助，讓昆士蘭大學在每年的研

究經費充足，也有更多的學術及研究資源讓昆士蘭大學可以進行更多的計畫及更新設備，

因此昆大的研究成果，在國際間亦是首屈一指的，由於研究經費充足，加上擁有完善且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9F%93%E6%B0%9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9F%93%E6%B0%9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9F%93%E6%B0%9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9F%93%E6%B0%9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6%E7%88%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6%E7%88%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5%A4%A7%E9%96%80%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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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所的研究環境，因此在澳洲所有大學中，昆士蘭大學所授與的博士種類是最多的。昆

士蘭大學校風自由自律，校友遍佈產政經學界。至 2009 年四月為止，該校學生總數共

計有 38,050 人，其中研究生有 9,979 人；教職員總數 6,126 人，教員有 2,615 名，而職

員則佔了 3,511 名。 
該校代表對我們眾多的英文課程大表稱許，表示這將有助於該校鼓勵學生來政大就

讀。另外也將鼓勵該校學生前來就讀政大的夏日課程。 
 

法國巴黎政治大學 (Sciences Po Paris) 
代表：Mr. Alessandro Mariani,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nager for China and South East Asia/Academic 
advisor 

巴黎政治大學(Sciences Po Paris) 位於巴黎市

中心，為世界頂尖的人文社會大學，其社會科學研

究在 2010 年 QS 世界大學排名上列為 59 名，尤以

經濟、法律、社會、歷史以及政治學領域在國際享

有盛名。自 1872 年建校至今，培養出許多法國政

治、外交史上的菁英人才，該校約有 10,000 位學生(其中 50%是外籍生)。 
法國巴黎政治大學與本校於 2000 年締約姐妹校，交換名額多達 5 名，多年來交流

頻繁，政大學生也對在巴黎政治大學交換相當滿意。該校代表 Professor Friedberg, 
Director Alessia Lefebure 曾於 2007 年拜訪政大，而 2010 及 2011 年在教育者年會中，本

校代表也和該校其他代表有互動；此外，該校駐華代表 Ms Cindy Arnold 也曾於 2011 年

10 月來政大宣傳該校，同時政大學生陳頤杰也和同學分享他個人的交換經驗。 
本次會面的代表 Mr. Alessandro Mariani 為接替國合處以往的聯絡代表 Mr. Thierry 

Liu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nager for China,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由

於 Mr. Alessandro Mariani 同時身兼 academic advisor，必須對在政大就讀的一切細節詳加

了解，如住宿狀況、獎學金、英語授課、外籍生比例、在台就讀的交換生至中國旅遊的

情形等，以提供學生正確的資訊，並幫助同學做最佳交換地點的選擇。此外，代表希望

讓學生更了解台灣，於是最近除了推薦學生去新加坡、香港及中國以外的亞洲國家交換，

也灌輸該校學生台灣也如新加坡、香港一樣已算是中西文化兼併且相當國際化的國家，

並不會有太大適應上的困難。但代表對於該校送來政大交換的學生，「若要學習華語文，

卻不能保證一定免費，還需透過申請華語獎學金方式來抵免學費，同時還有出席及成績

的限制」，感到困惑與不解，主要是由於政大薦外生赴該校修習的任何一種外語課，都

是學費全免，故他也期待這種優惠模式是互相的。關於此點，職仔細和代表說明本校華

語獎學金的宗旨是鼓勵交換生在台期間修讀華語，為加強認真上課的學習風氣，故在出

缺席及學業表現上有所規定；不過該校歷年來申請本校華語文獎學金的同學都沒有遇到

大問題，代表應能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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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國際商業大學法學院 (EBS Universität für 
Wirtschaft und Recht, Law School) 
代表：Ms. Anne-Katrin Kriesch, International 
Programmes Coordinator 

歐洲國際商業大學法學院於 1971 年成立於

德國的歐洲商業學校(EBS, 正式全名為 European 
Business School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Schloss 
Reichartshausen)，早期為歐洲私立商業學校網絡的

一員，該聯盟在英國、西班牙、法國、愛爾蘭等國

設有同名學校 European Business School，但位於德國的 EBS 目前已脫離該聯盟獨立運作，

並於 2010 年夏天正式成為德國第一所綜合商業大學。EBS 是德國最早被政府承認的私

立高等學府，除了傳統上致力於大學部、研究所部與企業高階主管的教育以外，並受德

國政府許可得頒發博士(doctorate)與博士後研究(habilitations)等學位。EBS 法學院採用整

合性的法學教育來整合商業與法律。目前除德語程外，亦開始英語授課的法律學程。 
歐洲商業學校已是政大商院之院級姐妹校，2009 年簽約後交流穩定。此外，法學

院郭明政院長今年(2012)放棄新年休假期間，遠赴 Wisbaden 的歐洲商務與法律學院完成

簽約儀式，對於這所新成立的私立大學的國際化及科際整合（尤其商務與法律方面），

印象深刻且感動。今年簽約完成後，政大法學院每年將可選派同學前往該校參加他們的

全英文夏日學院(包含德語語言課程)，他們也將送學生到本校法學院進行交流。Ms. 
Anne-Katrin Kriesch 表示去年(2011)藉 APAIE 在台灣舉辦之機會，已參加過本校商院舉

辦之 Partner Day，也預計明年開始和本校法學院互相薦送交換學生，代表更表示今年

(2012)就開始接受本校學生參加該校暑期課程，非常期待兩校將來能更密切互動。 
 

荷蘭葛洛寧恩大學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代表：左起 Dr. Simon J. van der Wal,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Manager; Ms. Ina Venhuizen, Senior 
Exchange Officer 

葛洛寧恩大學成立於 1614 年，位於荷蘭的葛

羅寧恩市(Groningen)，葛洛寧恩市座落於荷蘭北方，

為學生心目中理想安全的城市。該校提供許多英語

授課學程，並有超過70種碩士課程是以英語授課。

該校 QS-Thes 在 2007-2010 年都在 200 名以內。 
該校與政大於 2009 年簽約，爾後交換密切且穩定。2011 APAIE 教育者年會在台灣

舉辦時，Caroline 見過 Ms. Ina Venhuizen, Senior Exchange Officer 及 Simon J. van der Wal,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Manager。 

這次見面有兩個主要目的：第一、和該校代表再次溝通我校 I-house 的嚴格規定，

由於今年(2012)初，曾有該校學生因酒醉而無法控制音量事件；第二、向該校代表當面

致謝，由於從學生交換生心得中得知，我校學生外交系黃同學於 99 學年赴該校交換時，



三、與姐妹學校代表交流 

17/55 
 

在去年(2011)4 月初發生單車與機車追撞事件，導致同學脊椎數節斷裂，先後在醫院、

安養院及復健中心待了近 2 個月，其中葛洛寧恩大學商院國際辦公室(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FEB)的代表 Ms. Hester Huizinga, Senior Ex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ficer 曾探訪過兩次，積極協助學生聯繫及處理後續保險事宜，

學生表示，除 Ms. Hester Huizinga 之外，Ms. Ina Venhuizen, Senior Exchange Officer 及許

多國際辦公室職員都積極協助相關荷蘭文件的處理，讓學生備感溫暖，據學生表示，甚

至比外交部駐荷代表處還熱心，於是藉這次教育展機會，親自向代表致謝及致贈禮物。

以上兩個事件讓我們反思，政大的院級及校級負責處理國際事務的單位，是否都具有風

險管理的基本知識及做好相關的準備，如職責的分工、標準處理流程等，以應變緊急狀

況。另外，由於該校學生對於來政大交換的興趣有增加趨勢，代表希望能增加交換生名

額，目前國合處相關同仁已著手處理後續事宜。 
 

法國里爾天主教大學管理學院 (IESEG School of 
Management, Lille Catholic University) 
代表：上至下 Prof. Pascal Ameye, Head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rograms, School of 
Managment; Prof. Céline Blondeau, Vice dea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lle Catholic University 

法國里爾天主教大學管理學院座落在法國北

方的里爾（Lille），為法國第四大城，僅次於巴黎、

里昂與馬賽。該校成立於 1964 年，在里爾及巴黎

2 個校區共約 2,700 名學生，屬於五年制的商業學

校，碩士課程以全英語授課，大學部課程為部分英

語授課、部分法語授課。2011 年 IESEG 榮登法國

42 所商學院中排名第二的研究學院，而今年

(2012)4 月也剛得到 EQUIS 認證。 
該校管理學院與政大於 2009 年簽約，爾後雙

方交流密切，薦外生比外薦生多。這次於會場見面，

特別向代表解釋，由於政大國際學生暨學人會館

(I-house)座落於社區中，必須提醒住宿學生有關音

量大小及飲酒的規定，希望該校代表能代為宣導。此外，該校國際辦公室副主任 Dr. Céline 
Blondeau，同時也是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Faculté Libre des Sciences Economiques et de 
Gestion)則表示，希望能將此約本提昇為校級，以便該校其他院所同學能也來政大交換，

而政大之薦外生赴該校交換選擇的課也比較多元，目前國合處相關同仁正著手評估其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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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克姆斯應用科學大學 (IMC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Krems, Austria)  
代表：Prof. Maximilian Schachner, Hea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克姆斯應用科學大學雖然於 1994 年才成立，

但已是接受超過 1800 位來自世界各地學生的國際

性大學，2002 年正式成為應用科學大學，至 2011
年為止約有 1,900 名學生及 3,345 名研究生。學術

單位包括理學院、健康學院及商管學院等，該校在

產業研發有相當多的合作與貢獻，並且與公部門及私部門都有多面向的合作。 
該校與政大於 2010 年簽約，政大數位同仁於 2010 年及 2011 年之教育者年會見過

Prof. Maximilian Schachner, Deputy Hea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包括去年 Prof. 
Maximilian Schachner來參加國合處藉APAIE 教育者年會在台時舉辦之Open House活動。

兩校交流部分，於 100 學年度進行第一次交換，雙方各送 2 名為期 1 學期的學生。 
Prof. Maximilian Schachner 表示，學生對於在政大交換非常滿意，而學生仍持續對

來政大就讀感興趣。本校薦外生部分，由於財管系楊同學提早一學期結業返國，國合處

特別和同學開會了解詳情，確認政大同學在交換期間沒有遇到無法解決的問題，經了解

同學表示單純因個人因素提前返國，而該校國際辦公室的 Ms. Sylvia Schnelzer, 
Coordinator Academic Mobility 對於相關返國手續也提供相當多協助，並無遇到特別棘手

的問題，對於交換期間一切生活及學業都滿意。而從楊同學口中得知該校有開放實習機

會，但身為國際學生的她，很難申請，有點可惜，代表對此表示由於簽證種類相關規定、

能勝任實習所需之語言程度並非該校之規定，以及站在公司投資報酬之立場思考，國際

學生申請的確有其難度。 
 

義大利博科尼大學 (Bocconi University) 
代表：Ms. Marta Ciborra, Asia Officer 

博科尼大學於 1902 年在米蘭由企業家費迪南

多·博科尼捐款創立，為一所私立大學。博科尼大

學在歐洲的商科和經濟學教育最出名，在義大利被

認為是最好的經濟類大學，以培訓商業專才聞名國

際；其 MBA 學院在全歐洲排名前 8 位，全世界

EMBA 學院排名前 30 位，是歐洲第 6 個通過歐洲

質量認證體系（EQIS）認證的商學院。 
本校商院於 2006 年與該校管理學院簽約，爾後與我校商院交往密切，每年至少交

換 4 名學生，除了交換生 4 名之限額外，該校甚至有 1 至 3 名自費生前來本校商院就讀。

Ms. Marta Ciborra 表示該校學生對交換來政大的經驗都相當滿意，但由於該校學生交換

至政大期間曾有違反 I-House 有關訪客留宿規定事件，職藉這次教育展機會，再次向代

表宣導 I-House 有關留宿之嚴格規定，Ms. Marta Ciborra 表示未來會將 I-house 相關規定

http://oic.nccu.edu.tw/chinese/ssdetail.php?id=331�
http://oic.nccu.edu.tw/chinese/ssdetail.php?id=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0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5%85%B0�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4%B9%E8%BF%AA%E5%8D%97%E5%A4%9A%C2%B7%E5%8D%9A%E7%A7%91%E5%B0%BC&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4%B9%E8%BF%AA%E5%8D%97%E5%A4%9A%C2%B7%E5%8D%9A%E7%A7%91%E5%B0%BC&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4%B9%E8%BF%AA%E5%8D%97%E5%A4%9A%C2%B7%E5%8D%9A%E7%A7%91%E5%B0%BC&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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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生出發前先寄一份讓學生了解。另外，代表指出該校薦外生都經過在校成績 GPA 審
核，己做初部篩選，理應不會有太大問題，但建議以後若有違反 I-House 或學校規定事

件發生，請政大校方聯絡學生的同時，email 複本給學校代表，讓學生知道 home university
也清楚地掌握學生出國期間一切狀況，確保學生循規蹈矩。 
 

南丹麥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代表：Mr. Stefan Knudsen, Associate.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南丹麥大學是丹麥規模第三大的大學，校區分

佈於六個城市，以其高品質的教育研究水準和與當

地公私機構的良好合作而聞名。學術單位包括人文

社會學院、生物科技學院、社會科學學院、公共健

康、機械工程學院，目前有超過 20,000 位學生和

2,200 位教職員。 
該校與本校於 2008年簽約，爾後交換平衡穩定。國合處數位同仁曾於 2009年及 2010

年美洲及歐洲教育展見過該校接連幾任 Assistant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另國

合處同仁也於去年(2011)歐洲教育展期間親自拜訪該校，與該校國際人員交流。 
由政大交換生心得裡得知，學生在當地交換期間沒有大問題，除了稍微表示該校社

團並不如政大這般熱絡，故本次會面沒有針對此加以討論。該校今年(2012)秋季將有 3
名學生來本校就讀，Mr. Stefan Knudsen 表示，學生對於在政大交換期間都很滿意，故若

需要增加交換生的名額，對方也樂觀其成，但由於兩校簽約還不算太久，再加上在丹麥

還有奧胡斯大學(校級姐妹校)及哥本哈根管理學院(商院姐妹校)供本校學生選擇，故暫

時不考慮增加交換生名額。 
 

比利時(法語)魯汶天主教大學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UCL) 
代表：Ms. Catherine Maréchal,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nager, Louvain School of Management 

天主教魯汶大學原為荷語學校，於 1968 年時

分裂，荷蘭語的校區留在魯汶，組成荷語天主教魯

汶大學。法語校區則搬至靠南方的新魯汶及首都布

魯塞爾，建立法語天主教魯汶大學，是比利時以法

語為主的大學中規模最大的。 
該校與本校於 1999 年簽校級交流計畫 (荷語天主教大學與本校於 2001 年簽定)，但

該校表示為了確保實質交換，交換計畫部分會以院級為執行單位，故雙校商院於 2006
年簽訂交換計畫，爾後交換順利；於 2011 年本校又與該校文學院簽訂交換學生/學者協

議，但學生交流尚未啟動。雙校互訪部分，國合處同仁曾於 2010 及 2011 教育展時見過

該校代表，另外，文學院(Faculté de Philosophie, Arts et Lettres) 的 Prof. Paul Servais 曾兩

http://oic.nccu.edu.tw/chinese/ssdetail.php?id=365�
http://www.cbs.dk/�
http://oic.nccu.edu.tw/chinese/ssdetail.php?id=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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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拜訪本校，第一次為 2010 年 9 月，第二次為今年(2012)3 月，今年主要是討論如何增

進該校學生來本校就讀的意願，以及一起在漢學研究(Chinese Studies)合開 joint programs
的可能性。 

這次在教育展會場和商院辦公室的代表見面，她表示該校商院學生相當國際化，也

對出國交換很有興趣，故和本校商院交換狀況良好，但其他院所可能在國際化的發展相

對緩慢。由於 Ms. Catherine Maréchal 去年(2011)來參加過本校商院之 Partner Day，對政

大及台灣友善的環境讚譽有嘉，故得知本校還有和該校文學院簽訂交換計畫後，非常願

意於返校後幫忙將政大宣傳資訊轉寄給文學院國際辦公室同仁。 
 

墨西哥蒙特瑞技術研究學院 (Tecnológico de 
Monterrey, ITESM) 
代表：左起 Ms. Patricia Montaño Salinas,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Miss 
Adriana Rojas Martínez,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trategic Projects 

蒙特瑞技術研究學院成立於 1943 年，是拉丁

美洲最大的私立大學，超過 22%的墨西哥重要公司

總裁以及 22%的墨西哥政府官員都畢業於該校，還

有很多蒙特瑞校友在政府和公共管理機構中擔任重要職位。該校以工程學、工業管理、

工業工程、建築及商學院聞名。在 2011 的資料顯示，在校學生 91,084 人，其中有 49,416
名大學生、17,742 名研究生以及 8,391 名教員。QS ranking 在 2005-2011 年在 250-450
名之間擺動，而 2003 年該學院在世界商學院排名中名列 16，並被評選為該年度拉丁美

洲最好的商學院。2008 年英國泰晤士報的國際大學排名第 38。2006 年華爾街日報全球

商學院排名全球第七，拉丁美洲第一。 
該校與本校於 2008 年簽約，爾後交換平衡穩定，根據交換生心得顯示，本校薦外

生也對該校學生大使協助尋找校外宿舍感到滿意。2008 年該校 Prof. Renato Balderrama 
Santander, Departamento de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y Ciencia Politica 曾來訪本校；2011
年本校同仁也在不同教育展和該校代表交流過。 

由於該校交換生學生(100.9.1-101.8.31) Mr. Gilberto Rivera Mireles 為國合處 100 年

舉辦之宣傳政大生活英語短片競賽影片第一名的團員之一(其餘團員多為政大學生)，故

藉這次見面機和代表分享這項好消息，並當場播放該影片給代表觀看，代表高興之餘，

也表示希望能將此消息刊登在該校電子報廣為宣傳，以便讓更多學生認識本校，同時代

表也答應屆時會將其出版之電子報放在國合處締約學校名單中額外資訊部分

(http://oic.nccu.edu.tw/chinese/ssdetail.php?id=198)，供學生參考。另外由於雙校交換平衡

穩定，Miss Adriana Rojas Martínez 詢問增加交換名額的可能性，國合處相關同仁已著手

處理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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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魯昂商學院 (Rouen Business School) 
代表：Mrs. Annie Malbaux, Assistant Director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魯昂商學院位於法國西部城市魯昂(Rouen)，
成立於1871年，是歐洲歷史最悠久的商學院之一。

該校已獲得世界頂級的三大認證：EQUIS、AACSB
和 AMBA，並連續多年名列法國商校前十名，2007
年英國《金融時報》歐洲商學院排名中列第 13 名。

同時該校也是世界工商管理碩士協會、管理發展歐

洲基金會和管理教育國際聯合會的成員之一。 
該校與本校於 2010 年年底簽約，爾後該校薦送至本校的學生多逹 5 位(今年秋季會

再收外薦 4 位，2 位一學期，2 位一學年)，而本校薦外生目前只有 1 位(今年秋季會再薦

外 2 位，各一學期與一學年)，代表表示可以以該校暑期課程來解決雙校之交換不平衡

問題，若本校也同意，將會寄送該校暑期課程詳細資訊供本校學生參考。另由於該校學

生交換至政大期間曾有輕微違反 I-House 有關飲酒之規定，職藉這次教育展機會，再次

向代表宣導由於政大國際學生暨學人會館(I-house)座落於社區中，特別必須提醒住宿學

生有關音量大小及飲酒的規定，希望該校代表能代為宣導，代表則表示由於違反 I-House
規定之學生為該校國際學生會會長，負責如國際學生迎新等活動，理應有同理心，但代

表會對此特別留意，同時 Mrs. Annie Malbaux 也提到該校也同樣常遇到類似國際學生宿

舍紀律問題，而該校視情節嚴重程度，決定是否扣留學生成績單，以示警惕。 
 
法國柏根蒂商管學院 (Burgundy School of Business) 
代表：Ms. Bérengère Moindro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nager 

柏根蒂大學位於里昂和巴黎之間的柏根蒂，主校區在第戎(Dijon)，其他校區分散在

柏根蒂各地。該校與本校於 2007 年簽約，但期間合約有暫停過，外薦生比薦外生多。

根據交換生心得，本校學生對於交換經驗，皆表示沒問題。兩校互訪部分，本校同仁曾

與 Ms. Bérengère Moindrot 於 2010 年在教育者年會以及外賓拜訪本校時見過面。 
這次於會場見面，除特別向代表解釋由於政大國際學生暨學人會館(I-house)座落於

社區中，必須特別提醒住宿學生有關音量大小及飲酒的規定，希望該校代表能代為宣導

外，另對於兩校續約略做討論，對方將寄續約約本草稿供我校參考，另由於雙校交換稍

微不平衡，外薦生多於薦外生，職特地邀請該校代表寄送利於該校宣傳之連結(如影片、

圖片、實用資訊等)放置於國合處締約學校名單中的額外資訊部分

(http://oic.nccu.edu.tw/chinese/ssdetail.php?id=43)，讓政大學生多方了解該校，以期提高

學生興趣，續約之後，期待更有利兩校交換之平衡，除此之外，也大力邀請該校派代表

來參加本校舉辦之海外留學週，幫助推廣該校知名度。不過由於 10 月底正值泰國一年

一度之國際教育展，另在中國也有一個招生展同時進行，除非時程不衝突，否則該校將

無法派代表來參加政大舉行之海外遊學週。Ms. Bérengère Moindrot 另表示若雙校交換持

續不平衡，該校願意提供免費的暑期課程，做為解決交換不平衡之道。 

http://oic.nccu.edu.tw/chinese/ssdetail.php?id=334�
http://oic.nccu.edu.tw/chinese/ssdetail.php?id=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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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馬茲垂克大學 (Maastricht University) 
代表：Ms. Lyan E. J. Ploumen, Direct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馬茲垂克大學位於荷蘭東南部林堡省的首

府—馬茲垂克市，成立於 1976 年，是荷蘭的國立

研究型大學之一，共設有 7 個學院： 自然科學學

院、社會學和藝術學院、經濟科學學院、醫學院、

生命健康學院、心理學學院和法學院。馬斯垂克大

學是一所十分國際化的綜合院校，國際學生比例占

該校總人數的 44％，而海外教師的比例也占 30%，多數的碩士課程都以英文授課，超

過一半以上的碩士學生不是荷蘭本國學生。QS ranking 自 2008 年以來都在 110 名上下。

而其經濟學院（SBE）是荷蘭乃至歐洲最好的學院之一，取得了 EQUIS、AACSB、AMBA
三項世界頂級認證，是世界上極少數同時擁有這三項皇冠認證的大學之一。 

該校經濟管理學院與本校商學院於 2004 年簽訂院級姐妹校。爾後交換密切，人數

大致平衡。這次與 Ms. Lyan E. J. Ploumen 見面，主要是討論該校學生反應以往在本校商

學院修習 IMBA 的課程都沒有任何選課上的問題，直到最近開始抱怨突然無法如以往修

習本校 IMBA 研究所的課程，造成該校交換學生很難達成於交換期間修滿 26 ETCS(歐
洲學分互認體系)的規定。代表表示，若此為政大新訂之政策，希望能對此新政策和姐

妹校溝通，清楚讓姐妹校學生了解有哪些課程開放給大學部學生，哪些只開放給研究所

學生，以利姐妹校國際辦公室在薦送學生時，薦送最適合的學生。對此，職將和本校商

院確認過後，回覆 Ms. Lyan E. J. Ploumen，確保未來薦送最適合的人選，除此之外，該

校對於和本校商院共同開設雙聯學院有興趣，職已將此資訊轉達給商院相關同仁。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代表：Mrs. Elke Löschhorn, Acting dean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柏林自由大學成立於 1948 年，主校址位於柏

林達雷姆(Berlin-Dahlem），有 43,500 名學生，其中

有 5,000 名外國學生，為德國學生人數最多的綜合

性大學之一。QS ranking 自 2007 以來，從 146 名

進步到66名。該校近年來致力於華語教學之推動，

該校漢學系 2011 年已招收 120 名學生，希望日後

能多薦送學生來本校學華語，加強兩校華語交流與合作。而由於該校英語授課的課程數

量不足，且多開在研究所，大學部則主要以德文教學，故本校學生需具備一定德文能力，

才不會遇到太大的困難。 
本校與該校於 2002 年簽約，期間合約曾中止過，由於該校大學幾乎都是德語授課，

目前本校只薦外過一名學生，學生對該校的交換經驗很滿意，而今年(2012)秋季會再薦

http://www.unimaas.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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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2 位，但本校至今尚未收過該校學生。該校代表 Mrs. Elke Löschhorn 曾於 2010 及 2011
年的教育展上和本校代表碰過面，另外在 2009 年及 2011 年，該校有代表來拜訪過本校。

由於本校目前尚未有該校外薦生，職藉在會場見面機會，再對重點部分，如本校英語授

課、英語學程、夏日課程、獎學金、宿舍、台灣生活費等多做介紹，也順便將去年(2011)
國合處舉辦之政大生活英語短片競賽影片播放給代表看，希望代表能將此影片公佈給該

校學生，讓柏林自由大學學生對本校及在台灣的生活能更加了解，提高來政大就讀的興

趣。另外，由於該校有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已請 Mrs. Elke Löschhorn 將政大資訊

向該學院宣傳，以期引起該學院學生興趣。 
 

德國慕尼黑大學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unich) 
代表：左起 Ms. Susanne Dietrich, Exchange 
Coordinator; Dr. Stephan Lauterbach, Head of 
International Office 

慕尼黑大學座落於慕尼黑，始建於 1472 年，

是德國歷史最悠久的大學之一，學生約有 49,180
人。該校成就卓越的學院有企業經濟學院、醫學院、

法學院、社會學學院、物理學院、化學學院、林學

院、獸醫學院等，其中以社會人文學科的發展最為傑出。 
慕尼黑大學目前在台灣的姐妹校，除本校外另有 3 所，為開南大學、中興大學、

台灣大學。本校與慕尼黑大學的關係始於 2007 年 6 月，經濟學系莊奕琦教授受邀至德

國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講學，故當年(2007)與該校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 für Sinologie)簽訂交換計畫，並在 2009 年 9 月與本校法學院建立 3 年院

級交換合約。爾後薦外生比外薦生多出許多，根據政大學生交換生心得表示，由於有感

德國大學建制比台灣成熟有規模，及當地宜人的生活品質，期待再開放更多交換生名額。

兩校互訪紀錄部分，該校於 2010 年曾有法學院教授來訪本校，該校代表也曾另於 2011
年教育者年會和本校同仁會面過。本次會談除了向該校代表致意，另外因為兩校合約本

為今年(2012)11 月到期，但國合處於 2011 年底因內部甄試系統問題，請求該校先增加

薦外生名額；為求平衡，雙方同意即使未續約，本校下一年度(2012 秋季)不薦送，單向

收慕大學生。故此約預定於 2012 年底才討論續約，同時，2012 年預計給該校 2 個免費

政大國際夏日課程名額以表善意。 
由於該校赴本校之外薦生人數不多，職藉在會場見面機會，再針對重點部分，如本

校英語授課、英語學程、夏日課程、獎學金、宿舍、台灣生活費等多做介紹，也順便將

去年(2011)國合處舉辦之政大生活英語短片競賽影片現場播放給代表看，希望代表能將

此影片公佈給該校學生，由其是針對該校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的學生，讓學生對

本校及在台灣的生活能更加了解，提高來本校就讀的興趣，職也趁此機會提醒該校代表

當他們舉行海外遊學週時，別忘了來信本校，以便我校提供宣傳政大之相關資訊。Ms. 
Susanne Dietrich 表示由於本交換計畫合約為和該校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 

http://www.fu-berlin.de/en/einrichtungen/fachbereiche/fb/gesch-kultur/orient/sin�
http://www.en.uni-muenchen.de/�
http://www.en.uni-muenchen.de/�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E%B7%E5%9B%BD&variant=zh-tw�
http://www.fu-berlin.de/en/index.html�
http://www.sinologie.uni-muenchen.de/studium_lehre/internationa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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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ür Sinologie)所簽訂，故能送來本校的學生名額有限，建議將此合約改為校級合約，代

表表示教育者年會後，將寄校級合約草稿供我校參考。 
 

法國昂傑高等商學院 (École Superieure des 
Sciences Commerciales d'Angers, ESSCA)  
代表：Dr. Alejandro Escudero Yerro, Deputy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昂傑高等商學院集團創辦於 1909 年，學校設

於法國昂傑(Angers)、肖萊(Cholet)、巴黎和匈牙利

布達佩斯等各個校區，提供以法語和英語教學的

Bac+3(即三年制高等教育)和碩士水準課程。所有

校區總計有 2000 名在校學生，並有 40 個不同國家

的姐妹校，每年大約有 300 多位學生出國交換。 
該校與本校於 2010 年簽約，簽約後互相交換過 1-2 位學生，並且每年教育展，本

校都有同仁與 Dr. Alejandro Escudero Yerro 會面。本次見面該校代表表示，該校有專門

只開設給姐妹校學費全免的夏日課程，以作為除了一般學期間交換之外的另一選擇，而

本校今年(2012)本來有學生想要申請這個免費學費之夏日課程，但似乎透過國合處提名

時失敗，故 Dr. Alejandro Escudero Yerro 希望進一步了解原因，由於其夏日課程之內容

與一般學期間之課程內容一致，且性質上於屬獨立於學期間課程之 program，故國合處

經由全面性評估後，決定先視未來兩校交流狀況後，再決定是否採用該校夏日課程來抵

外薦生。 
 
韓國外國語大學(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代表：Mr. Yun Ki Kwon, Manager of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韓國外國語大學是一所以教授外國語及外國文化為主的大學，成立於 1954 年，為

當時韓國教授外國語的唯一高等學府，成立最初有 5 個系─漢語系、英語系、法語系、

德語系和俄語系，而發展至今，韓國外國語大學已經被認為是在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及

外語教學的高等教育領域中，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機構之一。此校是韓國外語教育的中心，

也是韓國唯一一個提供 26 種外語教學的大學。該校共有 23,897 名大學生、3,253 名研究

生及 640 名教職員工；其中有 1018 名國際學生，在台灣包含政大共有 6 所姐妹校。 
本校與該校於 2008 年簽約，爾後薦外生稍比外薦生多，由政大交換生心得裡得知

學生在當地交換期間沒有大問題，除了稍微表示該校提供之接機服務為半套式，非直接

從機場接機，有點可惜，故本次會面沒有針對此加以討論。該校代表表示，外薦生學生

返國均表示，對於在本校交換很滿意，特地致贈小禮品，向本校國際辦公室同仁致意。 
  

http://www.essca.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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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與非姐妹學校代表交流 

 本校代表除會前積極邀訪締約學校代表會晤外，亦在參展期間拜訪專長領域相近之

非姐妹學校，參展期間與下列共 10 所非姐妹學校代表會晤，討論合作的可能性。 

 
日本武藏大學 (Musashi University) 
代表：Dr. Brian Masshardt (Director, East Asian 
Studies Program)與 Toru SATO (Deputy Manag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enter) 

武藏大學座落在東京都練馬區，於 1921 年創

建。1922年 4月設立舊制七年制的武藏高等學校；

1949年 4月學制改革後設立新制武藏大學及新制

武藏中學校。大學部學生約 4,558 名、研究生約

44 名，另有 109 名專任教員(講師以上)。 
該校對於與本校合作相當有興趣，表示該校最晚應會在今年 7 月通過校內核可。 

會面時，該校代表除了詢問了本校對交換生語言程度要求以及成績單寄送問題，也詢問

交換生日後可選修的英文課程，對於本校提供的夏日課程相當有興趣但因日本學制春季

學期再是從 4 月到 7 月底，故無法薦送該校學生今年來政大上夏日課程，期盼政大未來

能在 8 月開設夏日課程。 
 

日本大學 (Nihon University) 
代表：Mr. Hirooka Tatsuro, Associate Chief, 
International Liason Section, Office of Acadmic 
Affairs 

日本大學，是日本的一所私立大學。日本

大學在日本國內擁有多個校區。日本大學的大

學設有 14 個學部（相當於學系），大學院（相

當於研究院）設有 20 個研究科，是日本最大

的總合大學。也是日本輩出企業經營者最多的

大學。學生 81,272 名，教員 3,749 名；職員 4,011 名。 
該校與本校可合作的科系眾多，但因該校學生因不希望因出國交換緣故延遲畢業、

影響未來就業，對於與本校合作進行學生交換採取保守態度。但雙方承諾會後持續連繫，

未來若情勢改變，歡迎進一步討論合作機會。 
  



四、與非姐妹學校代表交流 

26/55 
 

美國中央密蘇里大學 (University of Central 
Missouri) 
代表：Dr. Phil Hull,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Programs 

中央密蘇里大學是一所成立於 1871 年的公立

大學，曾獲頒國家協會的課程評鑒認證，並獲得中

北部院校高等教育委員會的認證。本學院提供 150 
種大學先修課程與研究所課程。該校的課程著重理

論和實用的平衡，因此學生在主修的課程領域中能

奠定扎實的基礎，並且獲得實用的知識和經驗。許多科系都鼓勵並協助學生在攻讀學位

的過程中參加實習課程。該校有先進的商業學院 (College of Business) 專用教室、耗資

百萬美元的通訊設施、新設立的研究型圖書館等，可說是州境內教育學程的領導指標，

能夠滿足現今最先進的教育需求。其中該校 439 名全職教職員中，有 76% 擁有博士學

位或其他專業領域的最高學歷。學生與教師的比例為 16:1，小班制讓學生與教授在學習

上有充分的互動。行政人員有 439 位，學生有 11,191 位，占地 1,561 公頃。 
該校代表表示該校有中文課，但該代表由於剛上任對許多事務不甚清楚，表示歡迎

會後持續以信件聯絡。 
 

加拿大溫莎大學 (University of Windsor) 
代表：Mr. Clayton A Smith 
Vice-Provost, Student and International 

溫莎大學成立於 1857 年，大學成立至今，已

擁有8萬名校友。溫莎大學是一所由省支持設立、

非宗教性的綜合性的大學。提供 130 多個專業，8
個系，有約一萬四千名全職和在職學生來自加拿

大、美國和全球。溫莎大學的許多專業大科系如

護理、臨床化學、音樂喜劇、商業、人體運動機

能學等系的學生，均有機會到密西根地區的其他大學和學院上學，使用他們的科研設備

和圖書館資源。學校並致力於工程、科學和創造性藝術專業的教學和研究。 
該校現有超過 16,000 大學部學生（含全職生及在職生），並有 1,637 名研究生。教職員

共有 524 人，與學生的比例為 26:1。 
該校代表表示兩校之間有許多可以合作科系。另外，該校負責國際事務的副校長（Dr. 

Diana Kao）也是政大畢業，承諾會後將提供聯繫資料以方便持續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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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北阿拉巴馬大學 (University of North 
Alabama) 
代表：Dr. Chunsheng Zhang, Ph.D., Vice Provost,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北阿拉巴馬州立大學成立追溯於 1830 年，是

全美東半部第一所州政府支持的教師大學，也是全

美首所發展成為地區型綜合大學之一。該校成立近

二百年以來提供高等教育知識課程，包括教育、企

業管理、科學、護理、藝術等，其課程均獲阿拉巴

馬州政府支持與協助，並於 1957 年開始提供研究所課程。該校商學院經由 
ACBSP(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Business Schools & Program)認可，是美國優良綜合大學

之一，也是阿拉巴馬州第一所獲得學院勳章的大學。該校商業及管理研究所獲得各界很

高的評價。該校約 7100 名學生，男女比約 4:5，其中大部分為阿拉巴馬州民。教師則超

過 70%有博士學位，師生比約 23:1，每班約 25 名學生，為小班制。 
該校目前對學費互免的學生交換合作計畫興趣不高。 較希望與政大發展 2+2 或是

1+1 的雙聯課程。 
 

比利時列日大學 (University of Liège, Belgium) 
代表： Mr. Gunther Vrank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ordinator 

列日大學成立於 1817 年，是比利時法語區唯

一由社區創辦的綜合性公立大學，總共10個學院，

主要授課語言為法文，英語授課主要開設在商學院。

該校目前有 17,000 位學生，3,300 名教職員。排名

部分，QS-Thes 在 2007-2011 年都在 300 名以內。 
該校於亞洲共有 9 間姐妹校。本校目前在比利

時有只 2 間校級姐妹校：分別為荷語魯汶大學、法語魯汶天主教大學，故職藉這次教育

展機會和 Mr. Gunther Vrank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ordinator 介紹政大並邀代表參加

台灣之夜。Mr. Gunther Vranken 為商院國際辦公室代表，而該校只有商院提供英語授課，

大約 90 門左右，大學部大部分用法文，而研究所全數用英文，商院院級姐妹校有 150
所之多，而每年商院約送出 200 名薦外生；校級姐妹校有 600 所之多，每年約送出 800
名薦外生，故本校若有興趣和該校簽約，最有可能與該校商院洽談，目前已由國合處同

仁持續追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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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赫爾辛基大學 (University of Helsinki) 
代表： Ms. Raisa Asikainen, student exchange 
coordinator 

赫爾辛基大學從 1829 年起，即設立在芬蘭素

有“波羅的海女兒”之稱的赫爾辛基市(Helsinki)中
心，最初在 1640 年時，該大學屬於位於土爾庫市

瑞典帝國皇家土爾庫學院 (The Royal Academy of 
Turku)的一部分，而目前為芬蘭最大且歷史最悠久

的綜合性大學，擁有最多元化的課程及研究。在世

界的研究型大學排名中，赫爾辛基大學在歐洲各大學間，名列 10～15 名；2008-2011 年

QS-Thes 排名都在 100 名左右。該校目前的學生總人數為 35,000 人，4,000 名教師及研

究員，分別在 City Centre Campus、Kumpula Campus、Meilahti Campus 及 Viikki Campus
四個不同的校區及其他 17 個研究機構服務。課程部分採芬蘭語和瑞典語雙語教學，而

碩博士學程採英語教學。除此之外，它也是歐洲研究型大學聯盟之一（成員包含阿姆斯

特丹大學、劍橋大學、愛丁堡大學、日內瓦大學、海德堡大學、倫敦大學學院、米蘭大

學、慕尼黑大學、牛津大學等校）。 
該校校長 Prof. Thomas Wilhelmsson及國際長 Prof. Markus Laitinen於今年(2012)3月

6 日拜訪本校吳校長思華及陳國合長樹衡，洽談愉快。本次於教育者年會會場時，Ms. 
Raisa Asikainen 表示由於該校目前正準備提高與台灣大學交換學生的名額，藉此確認該

校學生是否對來台灣就讀具有高度興趣，若學生仍保持高度興趣，才會考慮繼續在台灣

拓展校級姐妹校，故若目前兩校要進一步接洽，最有可能的合作方向為和該校人文社科

院合作，目前 Ms. Raisa Asikainen 已將我校轉介給該院社科院繼續後續連絡。 
 

德國慕尼黑商學院 (Munich Business School)  
代表： Prof. Dr. Christian Schmidkonz, Academic 
Director for Maste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rogram 

慕尼黑商學院建立於 1991 年，並於 1999 年被

評為拜仁州的第一所全國著名的私立高校，屬於歐

洲商學院國際集團的一員。該商學院開設 3 年的國

際商業學士學位及2年的國際商業碩士學位課程，

以德語及英語授課。有 MBA General Management
和 MBA Health Care Management。此外，慕尼黑商

學院還與公司、企業等合作，開辦了進修班。慕尼黑最最具優勢的項目就是國際學習和

實習計畫，大幅提高了學生的未來工作能力。 
職在會場向 Prof. Dr. Christian Schmidkonz 簡單介紹本校、本校英語授課課程及夏日

課程等，該校代表表示希望和本校商院建立姐妹校關係，目前職已將此資訊轉遞給商院

國際辦公室相關人員。 
 

http://www.helsinki.fi/yliopisto/�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Royal_Academy_of_Turku�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Royal_Academy_of_Turku�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Royal_Academy_of_Tur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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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哥本哈根大學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代表：左起 Dr. John E. Andersen,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Head of International Office; 
Ms. Stig Marianne, International Coordinator 

哥本哈根大學位於丹麥王國的首都哥本哈根，

是丹麥最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大學。在

讀學生總數約 37,000 名，超過半數為女性，國際

學生約 2,300 名。該校多數課程是用丹麥語來教授，

但為了吸引國際學生，也有若干專業以英文和德文

來授課。該校是丹麥最大的教學研究機構，有八個學院提供超過 200 個學程，領域包括

醫藥科學、人文科學、法律、生命科學、社會科學、與神學等。自從與 The Royal Veterinary 
and Agricultural University以及The Danish University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兩間學校

合併之後，醫藥方面跟生命科學方面的研究成為北歐地區的標竿，QS ranking 在
2008-2011 年都在 50 名以內，加上八位諾貝爾獎得主的加持，該校不論是歐洲還是世界

都是名列前茅的頂尖大學。。 
該校校長 Rector Prof. Ralf Hemmingsen 及國合長 Dr. John E. Andersen 今(2012)年 3

月曾拜訪本校，對於本校印象深刻，並於數天後參加於台北醫學大學舉辦之國際事務主

管交流會議。這次亞太教育展該校由國合長 Dr. John E. Andersen 及國際辦公室 Ms. Stig 
Marianne代表參加，由於Ms. Stig Marianne尚未拜訪過本校，職藉機再向代表簡介政大，

並強調英語授課及英語學程及獎學金部分，Ms. Stig Marianne 表示丹麥哥本哈根大學提

供500門左右英語授課，大部分在研究所，所以他們特別注重其合作學校英語授課比例，

此為該校建立姐妹校前審核的重要項目，而除了可能的校級合作之外，國合長 Dr. John E. 
Andersen 表示該校法學院非常國際化，故也考慮在法學院以及神經科學領域可做交流，

另外他也提到己將本次拜訪本校的心得及行程回報給該校人文學院新院長，所以對於雙

校建立姐妹校關係基本上保持樂觀，目前已由國合處同仁將約本範本寄給 Ms. Stig 
Marianne，若該校 6 個學院中有 2 個以上學院表示贊成，則審核可望通過。 
 

斯洛維尼亞盧比雅納大學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代表：Prof. Danijela Voljč, Head of International 
Office of Faculty of Economics 

盧比雅納大學是一所擁有悠久傳統且規模龐

大的學校，建立於西元 1919 年，是斯洛維尼亞最

著名的高等學府，也是該國唯一一所成立超過半世

紀的大學。大學位於斯洛維尼亞的首都盧比雅納市

中心。目前盧比雅納大學有超過 63,000 位學生，

其中大學部學生 57,000 人，研究生 7,000 人，教職員工 5,420 人，設置 22 個學系，3 個

藝術學院，在人文及科學領域素有極高的研究水準和品質，並為 ERAMUS 交流計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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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2007-2010 年 QS-Thes 排名在 400-550 名。 

該校藝術系於 2010 年 7 月起與本校台灣研究中心簽訂五年期學術交流計畫。此外，

2011 年該校 Prof. Dr. Radovan Stanislav Pejovnik, Rector 以及 Prof. Jana Rosker, Chair of 
Sinology, Department of Asian and AfricanStudies at the Faculty of Arts 曾來訪本校。Prof. 
Danijela Voljč 去年(2011)曾因 APAIE 教育者年會在台灣舉辦，受邀參加本校校級姐妹校

Open House 活動，但最後因故未出席，而參加本校商院舉辦之 Partner Day。 
由於 Prof. Danijela Voljč已多次和國合處同仁在不同教育展場合見面，但由於該校對

於簽約細節甚為謹慎，希望能做更多了解後再行簽約，故這次代表對於許多細節又再進

一步了解，如合約中交換生人數是否包括大學及研究生、學分轉換、宿舍價格及房型、

台灣生活費、與本校簽雙約(商院對商院以及校級對校級)之交換生名額等，雙方都期待

不久後可以將 MOU 和 Addendum 審核過以利簽約。 

五、 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sessions)是教育者年會中很重要的部份，由各國傑出研究人員分享國際化

推動心得與未來趨勢或政策等資訊。此次參展，本校外文中心陳彩虹老師於 4 月 4 日有

一場專題演講，題目為”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student experiences of cross-border 

learning”，很遺憾的該時段同仁有排班以及參訪學校行程(國立發展管理學院)，不克前

往。但除此之外，同仁積極參加其他共 4 場專題演講，增進國際視野，以期將收穫及心

得運用在推行本校國際化上，茲摘錄演講重點如下：  

 
1. A great Asset：Alumni social network involves in int’l student recruitment 

演講日期：2012 年 4 月 5 日下午 14:00~14:30 

演講者：Dr. Tiffany Hui-kuang Yu, Dean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Feng Chia University 

摘要：Dr. Tiffany 以該校馬來西亞逢甲大學校友會(Persatuan Alumni University Feng Chia 

Malaysia)為例，馬來西亞辦事處 2005 年設置於馬來西亞，規劃辦理馬來西亞地區教育

合作專案、文化交流、僑社交流與招生事務，派人員常駐馬來西亞做代表，服務當地對

來台灣就讀有興趣之學生，並提供學術和社交活動，倡導社會慈善工作，藉由如逢甲之

夜、歡迎酒會、新春團拜等活動聯絡以增進會員之感情，也利用校友網、臉書、月刊、

馬來西亞留台聯總、馬來西亞台商聯總等與校友保持緊密聯繫，除此之外，也定期舉行

http://www.apaie.org/conference/2012/program.php?flag=sessions�
http://fcu.com.my/�
http://140.134.131.84/cdcAlumniWeb/index.aspx�
http://140.134.131.84/alupublication/�
http://www.faatum.com.my/�
http://www.tiam.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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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申請說明會或至馬來西亞各高中招生，Dr. Tiffany 表示校友的確為該校招生政策主

力之一。 

 
▲Dr Tiffany Hui-kuang Yu 的專題演講，吸引大約 30 名左右與會者 
 
2.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More than just giving 

演講日期：2012 年 4 月 5 日下午 14:30~15:30 

演講者：Dr . Ramesh Boonratana, Lecturer from Mahidol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摘要：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是這個世紀最重要的工作之

一。大學因擁有豐富的教育資源，同時也是學校教育高段的一環，應承擔更多社會責任

與義務，故大學除了傳統的傳授知識角色之外，在穏定經營一段時間後，應力求突破，

扮演其他更多重要的角色，如盡一份大學社會責任等更深層的意義，使大學更貼近社會。

雖然大學社會責任是一種哲學概念，沒有具體的執行標準和規則，然而現今社會大家盲

目看重學校排名，而乎略了許多比評比學校研究教學能力更重要的標準，而一窩蜂地追

求更好的學校排名及大學各項評鑑，為達到其設下的標準，學校大部分的資源和心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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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於論文發表等研究成果產出，重視研究，卻輕忽教學，造成學術界以功利性研究為

主，弱化教學、教學品質低落的情況，也成為大學為社會多盡一份心力的阻礙，於是

Dr . Ramesh Boonratana 甚至提出將大學社會責任也放進評比重要項目之一的構想，可運

用在環境、生態、資源使用、教學、創新、員工及家屬等層面，具體例子如綠色採購：

當大學擴建或改造時，購買建材的公司是否為致力於環境保護(eco-friendly)的公司以及

支持推動綠色產業的企業，或是，其他如設定資源回收再利用目標及達成率等。另外，

講者也期將永續經營及社會責任的概念運用在工作環境及善待員工上，提出製造出愉快

的工作環境 (happiness at workplace)，員工身心健康，自然能貢獻給組織的就更多。最

後，Dr . Ramesh Boonratana 表示即使大學因故無法投入大量心力在承擔社會責任上，至

少在個人的層面上，呼籲大家以個人名義秉持回饋社會的精神，只要把自己也當作是大

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與大自然分離的個體，將更容易將心比心為自然貢獻一己之力。 

 
▲Dr . Ramesh Boonratana 最後以馬丁路德的一句話做結尾”Our lives begin to end the day 
we become silent about things that matter.” 呼籲大家要做對的事，正視應該在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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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Benefit of Mankind—the global 
university 

演講日期：2012 年 4 月 6 日上午 09:00~10:00 

演講者：Prof. William I. Brustein, Vice Provost for Global Strategies and In'l Affairs Ohio 
        State University, USA 

摘要： Prof. William I. Brustein 一開場分享該校六項國際化策略，內容分別如下: 

1. 增加國際學生及教師的比例 

2. 挹注獎學金於全球重要議題 

3. 開創雙聯學位 

4. 和 Ohio 州的業界做緊密結合 

5. 提升國際能見度及鼓勵該校各層次學生出國 

 

接著，講者提出 12 項成為全球化大學(global university)之重要根基，內容如下: 

1. 大學除了垂直向的國際化之外，各院系所都有明確國際化目標，力求各院系所水平

向平均地國際化 

2. 國際化經驗應深入所有系所，任何主修及副修的學生 

3. 必須排除一切經濟及課程上的困難，讓所有學生都能負擔，而國外進修期間所受的

教育在品質上也需接受評量，使其能符合學生現階段學業及未來生涯規劃之目標 

4. 設計各種課程紮實奠定所有學生的外語能力，依學生需求加強特定語言之訓練 

5. 增加學生在國際間實習機會，如和非政府組織、校友及企業等的密切往來 

6. 聘任具有國際背景的師資，如國際化教學法或是研究領域整合國際研究資源並致力

推動國際化 

7. 將投入國際化的心力(如英語授課、移地教學、共同或海外研究、參加研討會等活

動)納入年度教師考核及升等重要評鑑項目 

8. 溝通管道順暢，資深國際人員直接向負責教務之長官報告 

9. 溝通管道順暢，資深國際人員直接且有效地和各院院長及委員們溝通互動 

10. 必須排除萬難招收一定比例的國際學生，須鼓勵所有學生一起推動校園國際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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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和社區之間的互動 

11. 盡量邀請當地社區僑民貢獻其專長，鼓勵參與有助於學校達成使命的活動 

12. 策略性地選擇和自己學校強項能匹配及符合學校宗旨使命的合作夥伴及姐妹校，重

質而不重量，強調合作面廣而深 

會後 Q&A 席間，有代表問到如何重新改造整個大學，如講者所提水平地國際化並

面對學校裡傳統保守派，Prof. William I. Brustein 因時間限制僅簡短地表示該校也曾遇過

類似問題，但建議可以從小成就做起，不見得一次就要看到成效，如加強教職員外語能

力及國際化發展與訓練、補助相關函授及在職進修、參與線上或遠距課程、短期出國進

修、短期人員交換及見習，並鼓勵教職員參加國際化講座及活動，或是在網路上提供國

際化相關資訊以便教職員隨時閱覧。 

 
 
4.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演講日期：2012 年 4 月 6 日上午 10:00~10:30 

演講者：Assoc. Prof. Peter Pang, Assistant Vice-President (University and Global Relation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摘要：Assoc. Prof. Peter Pang 指出，新加坡為小國，再加上地理位置之緣故，該校舉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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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事都得國際化，於是將之分為兩個層面來談: 

1. 把國際化引進新加坡國立大學(Bring the world to NUS): 包括共同授課(如 UNS & 

UBC)、雙聯學位(如 Duke & NUS; MIT & NUS)、聯合校區(joint campus) (如 Yale & 

NUS College)、聯合課程(co-curricular )(如中東之夜、印度日等) 

2. 帶領新加坡國立大學學生出國增廣見聞(Take NUS students to the world)：具體做法

如該校薦外多達半數之大學生，其中一半為期半年以上，該校與許多頂尖大學合作

發展出多達 60 種雙聯學位，與 180 所以上之學校進行平衡的交換學生計劃，在美

國、歐洲、中國、印度、以色列等地建立共 7 個新加坡國立大學海外學院 (Overseas 

Colleges) 

除此之外，Assoc. Prof. Peter Pang 也特別強調國際研究發展的重要性，舉出該校與

名校如MIT, ETH Zürich等機構的互動。最後當講者強調紮實而深厚的合作關係時指出，

該校建立姐妹校後，以每次續約為一個階段(phase)，如此一來，便可以每隔數年重新檢

討目前合作模式，並訂定下一階段之目標與研擬具體措施，例如每次續約時，配合當下

目標將兩校合作模式導入更深一層或範圍更廣的合作及交流(如遠距教學開課、雙聯學

位、共同加開新課程等)，此種國際合作發展策略才合乎持續發展與永續經營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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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學校參訪及招生 

為配合教育部未來兩年將執行的八項施政主軸之一，即「打造台灣成為東亞高教重

鎮」，利用高教能量進行產業輸出，本校代表本次除參展教育者年會之外，另外安排拜

會位於曼谷之姐妹校及利用機會至姐妹校宣傳及招生。參訪及招生學校共計下列 6 所：

朱拉隆功商學院 (Chulalongkorn Business School)、泰國國立法政大學 (Thammasat 

University)、曼谷大學 (Bangkok University)、泰國中華國際學校 Thai-Chinese (American) 

International School (TCIS)、瑪希敦大學 (Mahidol University)、國立發展管理學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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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數字代表參訪日期 
 
學校參訪行程如下表粉紅色部分：: 

4/1 (日) 4/2 (一) 4/3 (二) 4/4 (三) 4/5 (四) 4/6 (五) 4/7 (六) 

Arrival Chulalongkorn 

Business School 

Bangkok University NIDA  APAIE APAIE APAIE Departure 

Thammasat 

University 

Thai-Chi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Mahidol 

University 

Taiwan 

Night 

 

1. 朱拉隆功大學商學院 (Chulalongkorn Business School, CBS) 

1.1. 參訪行程 

4月2日 
08:00  出發前往朱拉隆功商院 
09:00  與朱拉隆功商院院長及該校國際同仁會面 
10:00  朱拉隆功大學及商院校園導覧  
11:30  行程結束 

 

4/2 朱拉隆功商院- 

4/3 瑪希敦大學 

4/4 國立發展管理學院  
 

4/3 曼谷大學 

4/4 中華國際學校 

4/2 國立法政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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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參訪背景 

朱拉隆功大學為泰國最古老的大學，為一所貴族學校，也是泰國最好的大學之一。

學校名字取自朱拉隆功國王拉瑪五世。拉瑪六世將該校發展成一所國家直屬的行政學院，

並且增加了很多課程，1917 年，這所行政學院已具有綜合性大學的規模。2009 年我校

商院與該校 Sasin Grad Institut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BA)簽約，2012 年我校商院

再與該校 Business School (undergrad and grad)簽約。今年(2012)3 月該校 Mr. Smith 
Boonchutima, Lecturer, Faculty of Communication Arts 曾拜會本校傳播學院陳百齡老師。 

1.3. 參訪重點 

1. 本次參加該校舉辦之 Partner Day 共有 26 位來自 10 個國家、15 個不同學校的代表，

包括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University of 
Augsburg, EBS University, Eberhard Karls University Tuebingen, Georg Simon Ohm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Nuremberg, Germany, Maastricht University schoo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TELECOM Business School, Zurich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Deakin University, Australia, BI Norwegian Business School,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Aalto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2. 該校簡報由朱拉隆功商學院院長 Prof. Pasu Decharin 向參加各校代表報告，該校今

年(2012)為建校 95 週年，全校約有大學生 25,000 名，研究生 15,000 名，其中國際

學生約有 650 名，外國籍教職員約 500 名；商學院學程包含學士、碩士及博士，商

學院學生約有 5,132 名，而教職員共有 126 名 
3. 比較特別的是該校學制分 3 種：國際學制 (8 月至 12 月；1 月至 5 月；6 月至 7 月)；

一般學制 (6 月至 9 月；11 月至 2 月；4 月至 5 月)；及 3 個月學制 (6 月至 9 月；

10 月至 1 月；2 月至 5 月) 
4. 根據該校簡報：朱拉隆功商學院國際化政策包含：爭取各項國際認證、各院系國際

化及數位化、重視學生及校友之國際經驗等 
5. 參訪行程包括參觀管理劇場(Management Theater；泰文為 Petralai Theater)，該校代

表指出要教出具有創意的學生，老師也必須用有創意的方法來教學，例如角色扮演，

從做中學，才更能運用到右腦，於是在管理劇場舉行的課堂中，會請學生到舞台中

央，模擬現實生活會遇到的衝突，並實地表演出來，打破老師學生傳統互動的方式，

其概念有點類似”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非數位高科技版，透過虛擬情境與

真實世界連結，摸擬現實可能遇到的情境與問題，讓學習者之間進行各種不同方式

的學習及互動，有更多在模擬實境而得以嘗試(溝通技巧等)錯誤(trial and error)的機

會，藉以增進學習效果，並藉由擴增實境，將學習與生活之間形成連結，而該校商

院管理實驗室設立之目的就是期望促成創新教學，其概念和本校藝文中心的創意實

驗室或山居學習中心的多功能教室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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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到商院管理劇場的課程包含創新、管理座談會、談判與衝突管理、策略管理、

組織行為、領導能力等，以上皆包含大量人與人的互動、溝通、協調等，正是透過

角色扮演來學習的好機會 
 

 
▲由左上順時鐘至左下：校園一角；校區內簡單健身器材；泰國大學規定大學生要穿著

制服，連國際學生也不例外；在校區可見到大學生穿著白衣黑裙之制服 
 

 
▲簡報開始前，參訪之各校代表交換名片，互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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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由朱拉隆功商學院院長 Prof. Pasu Decharin 報告 
 

 
▲各校代表參觀商院金融中心 (Financial Lab)，牆上跑馬燈即時顯示外幣匯率、股票交

易數字等，讓學生更有臨場感，隨時掌握世界脈動 
 

 
▲參觀該校之管理劇場，場中央有足夠空間讓學生做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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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摩”國際貿易”上課情形，授課教授風趣地邀請各校代表提出國貿相關問題抽考學生 
 
2. 泰國國立法政大學 (Thammasat University)  

2.1. 參訪行程 

4 月 2 日 
15:00       扺達國立法政大學 
15:00-16:00  政大簡報 
16:00-16:30  Q & A 
16:30       行程結束 

2.2. 參訪背景 

泰國國立法政大學創始於 1933 年，是泰國第二古老的大學，也是第一所開設法學

與政治學的大學，因為這些歷史背景，法政大學自然而然成為七十年代學生運動與反軍

人干政的運動總部。1952 年正式成為泰國國立法政大學，並於 1960 年結成為一個有嚴

格入學要求並需通過入學考試的正規大學。該校有三個校區，學生總數約 3 萬多名，以

教授法律、政治及傳播享譽盛名，近年以國際關係及東亞研究聞名於國際學界。排名部

分，QS ranking 在 401-500 名左右。政大與該校於 2009 年簽校級合約，爾後在教育展上

和該校代表有過互動。本校今年(2012)秋季第一次有薦外學生 1 名，尚未收過外薦生。 

2.3. 參訪重點 

1. 法政大學共有 2 個校區，安排政大簡報的校區為離教育展會場不遠但相對較小的

Prachan 校區，為碩博士學生所在的校區 
2. 由於本校出發前和該校聯繫信件往返緩慢，法政大學對本次參訪不甚積極，本次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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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主要為Ms. Duangchai Subhasaram (Director of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接待；

政大簡報部分法政大學總共 8 名學生參加，會後學生針對政大國際夏日課程、交換

生申請期限、華語獎學金、碩士學位申請時程等提出問題，來參加簡報的學生中英

文程度都有一定水準 
3. 簡報結束後，本校代表發放名片給在場學生，鼓勵學生來信詢問  

 

▲位於湄南河邊 Prachan 校區。由左上順時鐘至左下：校園景色；政大代表合影；學生

用餐地點；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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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上順時鐘至左下：與法政大學 Ms. Duangchai Subhasaram (Director of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會面；政大簡報會場；會後和學生面對面 Q & A；政大與該校代表

合影 
 
3. 曼谷大學 (Bangkok University) 

3.1. 參訪行程 

09:15       抵達曼谷大學 
09:15-10:00  與曼谷大學國際辦公室代表會面 
10:00-11:00  向曼谷大學主修中文學生簡報政大 
11:00       行程結束 

3.2. 參訪背景 

曼谷大學於 1962 年創立，原為泰國綜合理工學院，1965 年改制為曼谷學院，成為

泰國第一間私立學院，1984 年大學部正式得到認可升格為曼谷大學，是所私立、非營利

的教育組織。泰語授課的學士學位包含：商業、會計、經濟、傳播藝術、人文、法律、

電腦科學、文學與應用文學、工程。在國際課程方面，MBA 學位、傳播藝術碩士課程

均以英語授課，國際課程如下：行銷、傳播藝術、商業英語、飯店與觀光管理、企業研

究、電腦繪圖與多媒體等。本校與該校於 2009 年簽校級合約，爾後在教育展上和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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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有過互動，兩校也互相交換過 1-2 名學生。 

3.3. 參訪重點 

1. 本次參訪地點為曼谷大學 City Campus 校區，另一校區 Rangsit Campus 於去年(2011)
受水患嚴重影響 

2. 本次拜會曼谷大學，由該校副學務長 Asst. Prof. Chatchawarn Hungsapuck 帶領國際

辦公室主任Prof. Panadda Unyapho會同一位中文老師及一位台灣文藻外語學院之實

習生和本校代表見面，互相介紹兩校英語授課課程、學院強項、短期暑期課程(該
校以澳洲及墨西哥學生為主)以及討論兩校目前交換狀況，該校表示其國際學程約

有 200 名來自 56 個不同國家的國際學生 
3. 這次本校赴該校招生，Prof. Panadda Unyapho 熱心協助聯繫該校主修中文的學生，

故簡報時約有多達 30 名學生到場，全程簡報以中文進行，由於時間緊迫，會後以

同仁發放名片方式，期待和有興趣來本校就讀之學生繼續保持聯絡 
 

 
▲會談後合影由左至右：別蓮蒂副院長、車蓓群副國合長、Asst. Prof. Chatchawarn 
Hungsapuck (Vice President for Student Affairs)、Prof. Panadda Unyapho (Director, 
International Affairs)、陶韻惠國際事務專員、王植婷行政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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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上順時鐘至左下：本校代表和該校代表會談會場，以英泰雙語進行；政大致贈禮

品；別蓮蒂副院長簡介商學院；簡報完畢學生發問及致感謝辭 
 

 
▲車蓓群副國合長向該校中文主修學生介紹政大，全程使用中文，學生一面翻閱政大文

宣，一面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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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代表與該校代表及曼谷大學中文主修的學生合影 
 
4. 泰國中華國際學校 (Thai-Chi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TCIS)  

4.1. 參訪行程 

14:00       抵達泰國中華國際學校 
14:00-14:20  拜訪校長 Dr.Chuck 及 Dr. Michael Cyrus 
14.20-14:50  政大招生簡報 
14:50-15:00  Q and A 
15:00       行程結束 

4.2. 參訪背景 

泰國中華國際學校成立於 1995 年，是私立的非營利教育機構，為日間部男女合校，

目的在於提供當地台商子女及泰國社區全英文及具有中華文化特質之國際學校教育，提

供幼稚園至高中部(K-12)學制，除了中文及泰文語言課程外，所有的教學語言都以英語

為主，departments 包括 Arts, Career & Technical Education, Chinese, Thai, English, World 
Languages, Library, Math, School Health Services, Science, Social Studies, Sport & Physical 
Education, Student Support Services，並於 2002 年 6 月成為美國西方學校暨學院協會

(WASC)認證的國際學校，且為東南亞地區國際學校協會之會員。中文教師多從台灣聘

請，其餘 60 名教師來自歐美。除了泰籍教師外均有海外教師認證。該校修習課程為銜

接當地大學的跳板，課程設計較為彈性，語言文化也較多元，目前有 740 名學生，台籍

生及泰籍各約 47%、其他國籍約占 6%。是我國教育部輔導之「海外台北學校」之一。

本校國合處同仁曾於 2009 年 5 月組泰國招生團，該校為參訪行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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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參訪重點 

1. 該校採取全面英文教學，故學生英文流利。多數學生畢業會選擇出國深造。由於該

校有提供中文課程，故部分學生會選擇至中國大陸或台灣就讀大學學位。 
2. 拜會該校校長時，該校長表示學習中文對現在年輕的一代相當有利，若是能精通華

語，也比較能夠進入大中華區市場就業。 
3. 由於參與簡報的皆是高中生，故對於本校提供的大學課程及華語課程較有興趣。本

處也提供聯繫資料方便未來進一步的諮詢與聯繫。 
 

 
▲Mr. Tony Hsieh (Head of Chinese Dept)與車蓓群副國合長合影 
 

 

▲由左至右：操場一景、政大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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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瑪希敦大學 (Mahidol University) 

5.1. 參訪行程  

14:00  出發至瑪希敦大學 
14:30  扺達瑪希敦大學 Salaya 校區 
14:50  參觀音樂學院 (泰國第一所音樂學院) 
15:30  校園專車導覧 
16:15  參觀國際學院( International College) 
18:00  行程結束 

5.2. 參訪背景 

瑪希敦大學是泰國第一所高等學府，原為 Siriraj 醫院附設醫學院，成立於 1890 年，

於 1943 年改為醫學大學，並於 1969 年更名為瑪希敦大學。校名來自泰國現代醫學及公

共衛生之父，近年來泰國許多先進的醫學設備皆設立於瑪希敦大學。瑪希敦大學致力於

醫學、健康科學及基礎科學的研究與教學。在泰國以其教學、研究及專業服務的傑出表

現而富有聲望及名氣。該校大約有 17,000 名學生，2,600 名教職員。排名部分，QS ranking
近 4 年來從 280 名晉升到 220 名左右。該校與本校今年(2012) 4 月剛簽訂校級合約。 

5.3. 參訪重點 

1. 本次參訪為教育者年會統籌辦理，大約有 20 名來自各國的學校代表(包括瑪希敦大

學的姐妹校和非姐妹校)報名參加前往位於曼谷郊區 Nakhon Pathom 的 Salaya 校區 
2. 由於大會安排的參訪行程無法控制，校園導覧中對於本校而言最有用的資訊為參觀

該校國際學院(International College)，該學院為全英文授課，為本校薦外學生最有可

能修課的學院，該院於參訪行程中舉辦一個簡單的茶會，由院長 Prof. Maleeya 
Kruatrachue 歡迎各校代表 

3. 該校國際學院為泰國第一個國立大學裡的國際學院，分別在 2010 及 2011 年獲得 3
項獎項：Best Practice Award for its Exchange Program (by Office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Commission, Creative Academy Award for Promoting Historical & Cultural 
Tourism (by Prime Minister Abhisit Vejjajiva, President of National Creative Academy), 
Best Service Provider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ervice (by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Royal Thai Government) 

4. 其國際學院有 30 間締約學校，遍佈亞太歐美等 11 個國家，國際學生來自 45個不

同國家。 
5. 其國際學院提供之學士學程包含人文、商管、科學及工程；碩士學位包含商管和觀

光及飯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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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校非常注重綠化及環保，其校園環境優美，鼓勵學生步行或使用腳踏車，另有接駁

tram 行走於校園以及校車接送學生至捷運站 
 

 
▲由左上順時鐘至左下：該校 International College 外觀；Intertnational College 中的行

政窗口；學生餐廳；電腦教室 
 



六、學校參訪及招生 

50/55 
 

 
▲由左上順時鐘至左下：學生宿舍；學生會辦公室；該校教職員自行種植有機農作物並

開設有機小鋪販賣；音樂學院可見學生在校園間各處練習 
 

 
▲由左上順時鐘至左下：International College 標示為雙語(泰語和英文)；實驗室；

International College 中之圖書館；呼籲大學生穿著制服的人型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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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院舉辦之簡單的茶會，由院長 Prof. Maleeya Kruatrachue 歡迎各校代表 
 
6. 國立發展管理學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NIDA)  

6.1. 參訪行程  

10:00     扺達國立發管學院 
10:05-10:30 校長致歡迎辭 
10:30-10:40  NIDA 簡報 
10:40-11:30  校園導覧 
11:30-12:00  拜會校長與副校長 
12:00-13:30  Lunch 
13:30-15:00  與NIDA同仁會面，政大簡報 
15:00       行程結束  

6.2. 參訪背景 

NIDA 建校於 1966 年，隸屬於國家教育部高等教育委員會，前身為泰國法政大學大

學的公共管理學院。這所學院為泰國唯一只提供碩士及博士的高等學府。該校共有 6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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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工商管理學院、發展經濟學院、社會發展學院、公共管理學院、應用統計學院和

語言與傳播學院。該校校長 President Prof. Sombat Thamrongthanyawong 曾於 2010 年來

訪本校拜會本校公行系、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位學程(IDAS)及國合處，並完成兩校簽約

儀式，但兩校目前尚未啟動交換。 

6.3. 參訪重點 

1. 該校的圖書館相當的先進。學生可利用觸控式螢幕搜尋館內藏書，也可直接線上閱

讀電子書籍。此外，整個圖書館空間開放、採光明亮，在加上有舒適的沙發區及小

型食物營養補給站，是一個相當有活力的閱讀學習空間。 
2. 整座校園雖然不大但設計相當完善。有花園魚池、國際會議廳、先進的教室設施、

宴會廳。校長室十分的寬敞舒適，整體感覺相當的氣派大方。 
3. 簡報總共有 10 多位學生參加，由於該校學生皆為碩博士生，在聆聽時皆十分專注。

詢問時也相當關注政大英文授課課程與中英文語言要求、獎學金、學位申請時程等

相關問題。 
 

 

▲由左至右: Dr. Sid Suntrayuth, 陶韻惠國際事務專員,車蓓群副國合長, President Prof. 
Sombat Thamrongthanyawong, Assoc. Prof. Pradit Wanarat (Vice President for Academic 
Affairs), Assoc. Prof. Tawadchai Suppadit (Vice President for Planning), Prof. Ponlaspat 
Buracom (Director of Ph.D Program in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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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 Mr. Napol Woraprateep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ficer), Ms. Pawana Kemaratana 
(Librarian), Prof. Ponlaspat Buracom (Director of Ph.D Program in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車蓓群副國合長, 陶韻惠國際事務專員, Ms. Nipa Chumsuk (Chief, 
International Affairs) 
 

 
▲由左上順時鐘至左下：該校招待賓客的宴客廳、舒適明亮的圖書館、校長室、校園鳥

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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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參展感想和建議 

以下分為幾點陳述此次招生及參展的心得與建議： 

1. 政大英文網頁 

由於本次教育展前赴泰國姐妹校招生時，簡報時間有限，現場無法提供學生完整之

資訊，通常於會後根據學生個別問題，請有興趣的學生自行上網取得較詳細之資訊。不

過若本校英文網頁資訊不足、網頁使用介面未考慮使用者操作及資訊傳遞的效率、以不

符合使用者的使用邏輯方式編排，或沒有定期更新網站資訊，可能使學生找不到所需之

資訊；立於學生立場，如果在出國前能得到的協助有限而資訊取得或使用上複雜，有可

能讓學生打消來本校就讀的念頭，故建議能有專責之英文網頁設計及管理人員，統一定

期維護並更新本校網站資訊，使網站編排資訊清楚有邏輯，且資料豐富完整，同時達到

各單位資訊呈現之一致性，也是不外求的自我行銷手段之一，由此概念延伸思考，由於

學校學術或行政單位常為行政學術事務繁忙，而統整學校各處室之資料、行銷策略和目

標及再英語化需要大量人力，且學校需要有一個整合的形象，以突顯專業的一面，故可

以考慮籌劃成立專門單位統一整合政大行銷和公共關係策略，而減少在學術行政單位層

級進行，往政大行銷方式策略化、專業化積極邁進。 

 

2. 赴曼谷姐妹校招生心得 

由於簡報對象為學生，建議可搭配台灣或政大相關圖片及影片來吸引學生注意，由

於許多學生尚未出過國，若對想去的國家一無所知，可能造成他們進一步申請出國的阻

礙，圖像化的簡報可以幫助他們具體了解台灣及政大的樣貌。此外，學生常詢問的問題

包含申請交換生流程、各項重要截止日期、獎學金資訊等，有些學生不好意思當場發問，

通常會於簡報結束，私下詢問本校代表，建議可以利用此機會，發名片給學生，鼓勵學

生來信詢問細節。 

 

3. 教育展前後拜會姐妹校 

姐妹校關係之維繫，除了 email 往來之外，親自拜訪也十分重要，這次教育展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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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安排招生行程之外，另參加姐妹校舉辦之Partner Day，除了可以會見國際辦公室同事，

學習交流並分享推動國際化心得，見聞及感受本校薦外交換生的學習環境、得到的照顧

及服務、硬體及軟體設備，藉此反思本校，進而得到未來改進之靈感等，更可以藉由參

加 Partner Day 和其他學校代表認識，短時間內擴大社交範圍，由於 Partner Day 氣氛比

較輕鬆，反而可以更容易接觸平常在教育展比較難接近之非姐妹校學校代表，拉近關係，

以利往後之會談，可謂一舉多得。 

 

4. 教育展會場及展前展後時間的配置 

承續去年(2011)歐洲教育展(EAIE)會後報告之建議事項，長官指示為使國際合作更

加落實，參加教育展時，重心更將放在與姐妹校對話，確保及強化雙方交流品質，以永

續經營為目標。故這次教育展主力在約見姐妹校代表，然若要和姐妹校有品質及有效率

的會談，展前確實需要大量心力、多方準備，例如確認兩校簽約時間、合約種類、交換

名額、雙方來訪及出訪之交流紀錄、交換生平衡與否、國際夏日課程學費減免邀請、該

校學生在本校就讀期間狀況(如住宿於政大 I-house 之不良紀錄)等等，又或是研讀交換生

心得，確認本校學生在交換期間於選課、上課或其他生活或住宿方面沒有大問題(如本

校學生在荷蘭葛洛寧恩大學發生車禍，該校國際辦公室的處理方式)，或是將學生的建

議轉為和姐妹校溝通或列入考量(如本校學生建議奧地利克姆斯應用科學開放實習機會

給國際學生)，對於交換生不平衡的學校的處理方式(如薦外生人數遠超過外薦生人數時，

例如德國慕尼黑大學及法國些許姐妹校) ，除可藉由教育展時和該校代表會面，當面將

問題釐清，更可以考慮拜訪該校直接和學生面對面接觸，推廣來政大就讀，甚至積極參

加該校所舉辦之 Study Abroad Fair。 

http://www.en.uni-muench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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