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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參訪以香港浸會大學與大陸西南大學及重慶大學(台灣教育部承認大陸

地區學歷之 41所高校之一)為主要行程。期望以本校位處台北市的國立技專院校

的定位，規劃將有限資源集中與香港浸會大學與大陸兩所屬於大陸國家級重點建

設之大學進行長期學術交流關係。本校自 2010年起即與重慶大學及西南大學進

行密切交流，重慶大學於 2010年暑假期間落地招待本校學生參加其主辦之夏令

營，西南大學更是於 2010年開始，每年暑假都邀請本校學生至該校進行交流。

因此，此行旨在鞏固與既有之兩間大陸重點學校之合作情誼並商談進一步合作之

空間，除此之外，亦可開拓與香港浸會大學之合作契機。 

 

與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初步達成共識，除了教師共同合作外，其工商

管理學院初步同意將一門選修課(碩士班)開設於本校，開課時間原則上是以一到

兩周(密集課程)於暑假期間上課，修習過此門課的交換生可以拿學分返回香港抵

免一門選修課程。另，工商管理學院陳副院長表示，非常歡迎本校學生至該學院

進行交換，然必須是研究所以上的學生。大陸重慶西南大學一直都與本校有密切

關係，自 2010年開始落地招待本校學生參加其夏令營至今，第一位西南大學交

換生也將於 101學年第二學期到校，因此此行旨在強化其他方面的合作，例如是

否可以開設雙聯學位(IMBA課程)，教師之間之研究合作等。重慶大學之行帶給

兩校進一步之實質合作空間，此行回台後，將與重慶大學簽定交換生協定，原則

上以五名為主，重慶大學將正式成為本校姊妹校並將實際運作交換生機制，此行

成果豐碩，為我校及此三間重點大學未來之合作帶來新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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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香港浸會大學與大陸西南大學 

暨重慶大學三校建立合作關係 

 

一、目的 

本次參訪以香港浸會大學與大陸西南大學及重慶大學為主要行程。期望以本

校位處台北直轄市的國立技專院校的定位，規劃將有限資源集中與香港浸會大學

與大陸兩所屬於大陸國家級重點建設之大學進行長期學術交流關係。本校自

2010年起即與重慶大學及西南大學進行密切交流，重慶大學於 2010年暑假期間

落地招待本校學生參加其主辦之夏令營，西南大學更是於 2010年開始，每年暑

假都邀請本校學生至該校進行交流。因此，此行旨在鞏固與既有之兩間大陸重點

學校之合作情誼並商談進一步合作之空間，除此之外，亦可開拓與香港浸會大學

之合作契機。 

二、考察過程 

本次參訪規劃以香港浸會大學、大陸西南大學及重慶大學為主要行程。11

月 12日由桃園國際機場搭機起程飛往香港；11月 13日上午拜訪浸會大學工商

管理學院；11月 14日前往大陸重慶；11月 15日拜訪西南大學港澳台辦事處、

外語學院、經濟管理學院；11月 16日拜訪重慶大學港澳台辦事處、經濟與工商

管理學院、外語學院；11月 17日搭機返回桃園國際機場。 

 

11/12 桃園國際機場—香港 

 

11/13浸會大學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KBU) 

香港浸會大學位於香港九龍仔，是香港成立歷史第二悠久的高等教育學府，

為基督教浸信會背景的公立大學，以「全人教育」為其教育目標及理想，其校訓

為「篤信力行」。 

香港浸會大學前身為 1956年成立的香港浸會書院，1972年始改稱香港浸會

學院，首任校長為林子豐博士。該院於創辦初期只開設外國文學系、社會學系、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D%B7%E5%8F%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7%AD%89%E6%95%99%E8%82%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7%AB%8B%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8%82%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56%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7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5%AD%90%E8%B1%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6%96%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6%9C%83%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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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學系、土木工程學系及工商管理學系的文憑課程。由 1986年開始，該院開

辦學位課程。1994年 11月，立法局通過有關條例，香港浸會學院正式升格為大

學，成為香港八所受政府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並可頒授學位的高等教育院校

之一。 

香港浸會大學設有文學院、工商管理學院、中醫藥學院、傳理學院、理學院、

社會科學院、視覺藝術院及持續進修學院，合共開設 40多個本科專業及 50多個

高等學位修讀課程。大學現有全職教學人員 500多人，學生約有 8,000名，其中

包括本科生 4,900多人，研究生約 3,200人。 

香港浸會大學自創校以來增設多項創新課程，以配合香港社會的發展，較著

名的包括傳理學、中醫藥學、社會工作學、人力資源管理學及政治及國際關係學

等。浸大開辦的中國研究、體康管理、歐洲研究、翻譯學及人文學等課程，也是

香港首創的。2005年，香港浸會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在中國的珠海市合作建立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該校學生畢業後會獲頒浸大畢業證

書。 

上午拜會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代表，包含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工商管理

碩士課程主任曁市場學系陳潔光教授、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副主任〈中國班〉曁市

場學系施以正教授、永隆銀行國際商貿研究所所長及企業發展研究所所長陸何慧

薇博士、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執行主任朱綺雲女士、永隆銀行國際商貿研究所執行

主任李雙秀女士。 

由於雙方是第一次於香港浸會大學見面，因此首先由兩方介紹各自的學校，

並針對兩地教育政策和未來發展的方向進行意見交流。我方續商談關於兩校進行

師生交流一案，由於我們已有完整之交換生學程，因此我方希望與浸會大學能談

成雙校互相薦送學生交換一事。然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陳傑光教授表示，大學部

之交換生統一由學生事務處處理，各系院不干涉介入，但如果要進行教師和研究

生以上之交流，則可以由研究所自行處理及安排，因此雙方傾向往此合作方向進

行意見交流。浸會大學表示，非常歡迎本校教師與該學院教師進行學術交流合

作，該學院的教師專長及領域都已經上網，可以請本校老師自行參閱，該學院亦

樂意擔任媒介，協助雙方教師進行媒合，如有任何需求，都歡迎提出。在學生交

流方面，對方則建議，因為該學院有多達九個碩士課程，學生大多以大陸及香港

學生為主，陳副院長建議，本校可開設一門至兩門密集選修英文(或是中文)授課

之(碩士)課程，提供該學院的交換生(原則上以 25到 30名為主)於暑假七八月期

間至台北進行一周(至兩周)的密集課程，一門課需上滿 22小時，並且通過任課

教師之評量，使得將所修習之一(至二門)課程帶回香港浸會大學當成選修學分的

一環，陳副院長表示，如此一來，該學院學生將會有機會來台灣體驗不同之學習

環境和生活，並希望本校能安排幾場企業參訪，讓該學院交換生有機會可以接觸

到台灣的產業。該學院亦歡迎本校的碩士班學生至該學院進行一學期(或是一學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5%B8%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5%B8%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9F%E6%9C%A8%E5%B7%A5%E7%A8%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5%95%86%E7%AE%A1%E7%90%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86%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A6%E4%BD%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B%8B%E6%B3%95%E5%B1%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5%A4%A7%E5%AD%B8%E6%95%99%E8%82%B2%E8%B3%87%E5%8A%A9%E5%A7%94%E5%93%A1%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A6%E4%BD%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7%AD%89%E6%95%99%E8%82%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2%B3%E7%90%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C%BB%E8%8D%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6%9C%83%E5%B7%A5%E4%BD%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5%8A%9B%E8%B3%87%E6%BA%90%E7%AE%A1%E7%90%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F%BB%E8%AD%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6%96%8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F%A0%E6%B5%B7%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E5%B8%AB%E7%AF%84%E5%A4%A7%E5%AD%B8-%E9%A6%99%E6%B8%AF%E6%B5%B8%E6%9C%83%E5%A4%A7%E5%AD%B8%E8%81%AF%E5%90%88%E5%9C%8B%E9%9A%9B%E5%AD%B8%E9%9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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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交換學習，在雙方學分互相承認下，可以請本校交換生將修課證明帶回台

灣折抵學分。雙方會談融洽並互贈紀念品，開拓多方之合作空間及機會。陳副院

長並表示，該學院將於 12月訪台，期望有機會可以於台北進行更進一步之協商

和討論。 

 

11/14香港飛往重慶 

 

11/15西南大學 

西南大學是教育部直屬重點大學，國家"211"工程重點建設學校。西南大學

成立於 2005年 7月，由原西南師範大學、原西南農業大學合併組建而成。原兩

校毗鄰而建，同根同源，發源於清光緒三十二年（公元 1906年）在西南地區開

中國新學的川東師範學堂，幾經發展演變，遂成今日之西南大學。西南大學下設

超過 30個學院， 98個科系。 

該校學科門類，涵蓋哲、經、法、文、史、教、理、工、農、醫、管等 11

個學科門類。近兩年來，在中國國家 973計畫、863計畫、國家科技支撐計畫等

國家級專案上實現了新的突破，在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

重大課題攻關專案、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年度重大專案等高級別專案上有了

突破性進展，共獲國家、省部級科研專案和橫向專案 1500項，總經費近 2億元；

獲省部級科技獎 17項、省部級人文社科優秀成果獎 80餘項。 

西南大學一貫重視人才培養工作，始終把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

素質人才作為辦學宗旨，按照“注重人格塑造，突出綜合培養，強化實踐訓練，

服務社會民生”的教學理念，積極探索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人才培養模式，不斷

強化教學的中心地位。學校根據社會發展需求和本科教育培養目標，探索並實踐

了綜合化與個性化相結合的“123456”本科人才培養模式。實施創新人才培養

“光炯”計劃和文化素質教育“雨僧”計劃，設立“創新人才培養實驗班”、

“大學學生科技創新基金”和“創新實踐學分”；實踐了“2＋1”學期制改革；

實施分類、分級、分流教學改革，積極倡導研究性學習；實施學分制，主輔修制，

對學有餘力的學生還可以修讀第二學士學位。進一步完善和優化實踐教學體系；

在全國率先實施師範生“頂崗實習支教”模式，積極探索學生海外教學實習。這

些改革舉措提高了學生的綜合素質，促進了人才培養質量的提升。 

西南大學與美、英、加、法、德、日、澳、俄等近 20個國家或地區的高校、

科學研究機構建立了正式合作與交流關係，與美國、日本、韓國、泰國、中國香

港等 5個國家地區的 12所大學開展了聯合培養學生項目，成立了“中韓教育交

流與研究中心”、“加拿大交流與研究中心”，在海外建立了大學生實習基地和

孔子學院，形成了形式多樣、效果顯著的國際合作與交流的新模式、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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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會見西南大學港澳臺辦公室人員(劉猛副處長及肖宇科長)及經濟管理

學院、外國語學院代表，由於本校與西南大學交流密切，此次面會主要與經管學

院及外語學院商談進一步合作之模式。首先，港澳臺辦公室劉猛副處長先介紹我

方代表給西南大學經管學院及外語學院的代表認識，李研發長隨即介紹本校，並

提及交換生(國際學程)和其他英語授課之課程(例如 IMBA)，外語學院代表肖主

任對本校國際學程相當有興趣，因為該學院有成立商務英語學程，旨在結合商務

英語及一些商業之專業知識，肖主任表示，他非常希望可以宣傳本校之國際學程

給該學院有興趣之交換生，他表示，學生如果透過此一合作模式，不但可以增廣

見聞、學習專業商業知識、練習英語能力，亦能加強國際化。除此之外，肖主任

並表示希望與本校應用外語系進行學術合作交流，肖主任表示其領域為翻譯與語

言學(語料庫)，與本校應外系許多老師研究專長符合，他本人也是擔任多本國際

及大陸期刊的編輯，希望透過與本校應外系之研究合作，可以達到雙贏之局面，

研發長表示非常歡迎肖主任與本校應外系進行共同研究和發表，並表示會將此一

訊息帶回台灣給應外系主任及老師，對雙方合作樂觀其成。經管學院代表則對本

校 IMBA課程(英語授課)相當有興趣並提出詢問，該代表表示，如果本校可以提

供雙聯(dual degree)的模式，一年在台灣上課，一年在西南大學上課，應該對

其學院學生相當具有吸引力，我方表示，由於牽涉到台灣教育部是否可以核發正

式學位給陸籍學生，因此必須待回台後，向台灣教育部詢問才能有進一步之商

談，我方亦提出如果用交換生之模式(IMBA課程)，應該是可行的，歡迎西南大

學的學生到本校修習某幾門 IMBA的課程，將其修習之課程學分認證帶回西南大

學折抵學分，此一合作模式成功機率極高。除此之外，經管學院代表亦表示，由

於台灣大專及本校專業科目教師用英語授課已日趨成熟，然該校經管學院老師甚

欠缺此方面之知識和技能，該代表表示，不知是否可以請本校舉辦英語授課師訓

課程，邀請該學院的教師至台灣進行師資培訓，研發長表示，歡迎經管學院的教

師到本校進行交流，然師資培訓牽涉層面極廣，且本校並非教育大學，師資培訓

之流程和準備目前尚有困難，但是研發長表示，可以邀請本校英語授課之老師聚

集一堂，利用經驗分享之方式向西南大學經管學院的教師進行分享，此舉可能遠

比師資培訓來的迅速和有效，提供西南大學經管學院參考。與會過程大家相談甚

歡，並針對各項問題和想法逐一討論和交換心得，會後雙方並互贈紀念品留念。 

 

11/16重慶大學 

重慶大學是一所以工科聞名之教育部直屬的全國重點大學，由教育部和重慶

市重點共建，是國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點建設的高等學校，亦是台

灣教育部目前承認大陸高校的 41所學校之一。學校地處大陸西南工商業重鎮、

長江上游經濟中心—重慶市，校園坐落在人文薈萃的文化名區—沙坪壩區。重慶

大學校園占地面積 5700畝，有 A、B、C、虎溪四個校區，校舍建築面積 168萬

多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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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大學現設有 26個學院，以及研究所、繼續教育學院、網路教育學院、

城市科技學院。大學科系 88個，覆蓋理、工、文、經、管、法、農、教育 8個

學科門類。重慶大學堅持國際化發展戰略。與美、英、法、德、俄等 20多個國

家的 40餘所知名大學，以及德國 Siemens、美國 Rockwell自動化、IBM、

Microsoft、ABB、利寶集團、紐約人壽國際公司、日本 OMRON、FUNUC、電裝株

式會社、香港美視電力集團等近 20家境外公司或機構建立了良好的交流與合作

關係。 

重慶大學派出 3000多人次出國留學、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或訪問考察等；菲

律賓前總統拉莫斯、紐西蘭前總理莫爾、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美國前商務部長

古特雷斯、著名大學校長等不少國家和地區政要、知名人士曾來校訪問，楊振寧、

李政道、田長霖、克萊茵等國際知名學者多次來訪講學。 

該校作為大陸教育部指定的接收中國政府獎學金生的院校，已接受來自韓

國、泰國、美國、加拿大、義大利、越南、敘利亞、俄羅斯、哥倫比亞等 30多

個國家的留學生。重慶大學泰國勿洞孔子學院、義大利比薩孔子學院的成立，促

進了學校對外開展漢語教學和中外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 

上午首先拜會重慶大學港澳台事務辦公室的陳穎副主任和孫為群科長，研發

長表示重慶大學和本校一直都有良好且密切的關係，但仍沒有進一步實質的交流

(除了 2010年的暑期夏令營外)，因此希望此行能促成一些合作事項，加深雙方

合作關係。陳副主任和孫科長均表示，非常歡迎本校和重慶大學進行密切交流，

重慶大學一直積極向外尋求合作對象，除了歐美國家之外，亦希望和亞洲各大學

合作，讓學校國際化更加徹底，因此對雙方進一步合作相當具有信心，也已經安

排我們會見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及外語學院代表，至於交換生協議案，原則上應

該是沒有問題，首次簽約以五名為主，結束會晤前，雙方互贈紀念品留念。接著

拜會外語學院，由外語學院副院長董平榮親自接待，雙方先互相介紹後，研發長

便表示，由於本校有全英語上課之國際學程，非常歡迎貴學院有興趣之同學至本

校交換一學期(或是一學年)，董副院長表示，由於該學院英文系是以翻譯、文學

和語言學為主，學生出路幾乎都是以翻譯為導向，然有些學生會於大二、三時選

擇第二專長(輔系)，大部份都是選擇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的商業課程，因此他深

信本校之國際學程應該會非常吸引這批學生，因為既可以強化商業專業知識，又

可以訓練英語能力，還可以國際化，他認為此學程相當具有競爭力和吸引力，一

旦本校與重慶大學簽訂交換生協議後，他便會積極向該學院英文系同學宣傳本校

之國際學程，並樂見未來更進一步之合作空間。下午會見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代

表楊俊書記和龍勇副院長，由於本校與經管院的屬性相近，加上重慶大學為台灣

教育部承認學歷之 41所大陸高校之一，因此本校非常歡迎該學院學生至本校當

交換生一學期(或是一學年)，對方學生亦可以選擇本校開設之國際學程，然楊書

記表示，由於該學院 MBA學生多以兼職學生為主，如要進行交換，應該還是以大

學本科生為主要對象，也非常歡迎本校學生至重慶大學經管院當交換生，他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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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協助和照顧。另雙方亦討論教師研究合作，經管院代表表示非常歡迎本校教

師和他們一起合作研究，教師的專長和研究領域都已建置在重慶大學網站上，經

管院也可以擔任媒介的角色，將雙方有合作意願之教師進行磋合，希望雙方是以

互補為原則，強化研究品質，雙方晤談愉快，會後並互贈紀念品。 

三、心得與建議事項 

  本次參訪以香港之浸會大學，大陸重慶之重慶大學和西南大學為主要參訪

學校，浸會大學之前雖與本校少數相關系所有過數次接觸，然而尚無校級國際事

務單位出面討論簽訂校際合作之協議，重慶大學和西南大學之前雖和本校有密切

之聯繫和招待本校學生至兩校參加暑期夏令營，然重慶大學和本校一直未有實質

之簽約和合作，因此此行意義非凡，成果豐碩，三間大學都釋出友好的態度，對

未來的合作和交流留下樂觀的伏筆，三間大學都有提供比較明確的合作細節可以

做進一步的討論。參訪這三間大學時可以明顯感覺到香港和大陸的大學分工非常

的細微，擔任該職務的老師或是職員對自己的業務都相當熟悉。除此之外，香港

和大陸大學對國際化此環相當重視，尤其是拜訪重慶大學和西南大學時，國際處

的接待人員非常專業，無論是行程安排還是食宿準備，都可以符合訪客的需求，

據我們旁敲側擊，國際處的職員和主管都有經常接待外賓和常常出國出差的經

驗，一年要出訪之次數甚至難以估計，可以看出大陸重點大學對國際化一環之重

視，其彈性和空間似乎遠比台灣各大專院校來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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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錄（參訪活動照） 

11/13浸會大學 

 

 

11/15西南大學 

 

 

 

 

 

 

 

 

 

 

11/16重慶大學 

 

李研發長(右二)和國合組賴組長(左二)

與浸會大學接待人員合影 

 

李研發長致贈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陳

潔光副院長(左)北商紀念品 

 

李研發長致贈西南大學港澳台辦公室劉

猛副主任(右)台灣名產以茲紀念 

重慶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楊俊黨委
書記(左) 致贈李研發長該校紀念品 

重慶大學外國語學院董平榮副院長(左) 
致贈李研發長該校紀念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