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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學術交流) 
 

 
 
 
 

訪問安徽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洽談學術交流與合作事宜 

 
 

 
 
 
 
 
 

 
 
 
 

服務機關：臺北大學企業管理系  

姓名職稱： 陳達新教授  

派赴國家：中國大陸 

出國期間：101 年 12 月 2 日至 12 月 5 日 

報告日期：101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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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是中國科學院所屬的一所以前沿科學和高新技

術為主、兼有以科技為背景的管理和人文學科的綜合性重點大學，也

是首批 985 和 211 工程學校。本人於 101 年 12 月 2 日到 5 日共計四天

前往該校洽談國際合作與交流事宜，期間除了跟公共學院與管理學院

的院長、老師晤談餐敘之外，也到校園各處參觀。雖然只有短短四天，

但是對增進雙方學校的了解有相當大的助益，也取得了對方的口頭承

諾，也訂下未來後續合作交流的實際做法，收穫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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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國立臺北大學以「追求真理、服務人群」為治學願景與校園精神，沿

襲建校以來之優秀傳統，致力於培養社會與企業所需之人才，並以「專業」、

「人際」、「倫理」、「國際觀」四大素養為概念，承接治學願景並開展具體

能力。為因應教育部鼓勵國內各大學透過發展特色及提昇教學品質，打造

臺灣成為「東亞高教重鎮」，加速推動大學教育國際化，提昇我國大學競爭

力為教育施政之目標與政策，以達到「營造優質教育環境，培育國際競爭

力人才」之願景。依據前述教育願景，本校積極加速國際化腳步，提升學

校國際聲望，並配合辦學特色，規劃進一步拓展教育國際市場，加強國際

文化交流，擴大招收國際(外國)學生，以落實「營造優質教育環境，培育國

際競爭力人才」之目標。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通常簡稱為中國科技大學，標準簡稱為中國科大，

常用簡稱中科大或科大，是中國大陸的一所聲譽卓著的公立研究型大學，

學校主體位於安徽省合肥市。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於 1958 年創建於北京，首

任校長為當時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 學校創立的目的是為了為國家在

新興學科方面的提供高素質的後備人才，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聶榮臻在開

學典禮上稱中科大的創辦是「我國教育史和科學史上的一項重大事件」。由

於 1969 年的戰備大疏散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破壞，許多高校都被遷出北京；

中國科大也於 1970 年遷至現址合肥市，並開始了第二次創業。進入 21 世

紀後，在中國科學院、教育部和安徽省政府的支持下，中科大規劃的目標

是把學校建設成為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學。也是是全國重點大學，中國首

批 7 所“211 工程”和首批 9 所“985 工程”建設的高校之一，也是中國

“111 計劃”和“珠峰計劃”重點建設的名校。台灣教育部已於 2010 年 9

月 8 日通過陸生三法，包括「大陸地區學生來台就學及停留辦法」草案，

正式承認包括中國科技大學等大陸 41 所大學的學歷。 

 緣於此，本人奉派前往至中國安徽省合肥市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洽談國

際合作與交流事宜之可能性，可能項目包含交換生、承認學分、雙聯學位、

老師互訪等，雖然在行前就已經 email 聯絡過多次，但是還是必須雙方親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A4%A7%E9%99%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7%AB%8B%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5%BE%BD%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5%BE%BD%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5%BE%BD%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58%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3%AD%E6%B2%AB%E8%8B%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82%E8%8D%A3%E8%87%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6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8%98%E5%A4%87%E5%A4%A7%E7%96%8F%E6%95%A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E5%A4%A7%E9%9D%A9%E5%91%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7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8%E8%82%A5%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6%95%99%E8%82%B2%E9%83%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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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面才可能有進一步了解的機會。 

 

 

二、過程 

101 年 12 月 2 日周日前往至中國安徽省合肥市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洽談國

際合作與交流事宜，原本希望能在周六跟研發處學術發展組組長金融系施

老師一同出發，我因為周六有課所以只好在周日出發，並跟施老師約好在

合肥碰面。 

 2 日下午順利抵達合肥駱崗國際機場，該機場既小又破舊，接著轉搭出

租車前往飯店，途中看到的傳統的大陸都市景觀，人車眾多但皆都不遵守

秩序而且非常喜歡按喇叭，車輛明顯比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少了許多。 

 當天晚上首先跟公共事務學院宋院長與該院多位教師餐敘，並在餐廳

跟施老師碰面，席間對兩岸 MPA(公共行政碩士)學位內容多有討論，也對

該院即將要興辦的 EMPA 學位提供我的一些建議，只可以因為所代表的台

北大學商學院與宋院長所代表的公共事務學院在專業上並不相同，此次餐

會僅是對方盡主之誼招待我方，對實際的學術交流合作著墨較少，只能對

彼此交換生活、旅遊心得，並互換禮物、名片相約日後再見。 

 至於第二天下午則是此行的重頭戲，我跟施老師在中科大管理學院與

該院多位教師齊聚在會議室討論(該院梁院長至雲南公出)，對方由華副院長

代表。首先由雙方對各自的學校進行簡介並提出合作的詳細執行建議，因

為雙方已經事前進行多次 Email 往返聯絡，所以已經有些初步的共識。基本

上對老師與學生的短期互訪交換殆無疑義，但是如果是雙聯學位的話囿於

法令限制恐怕近期內仍無法進行，另外台灣學生多選擇歐美地區為交換地

點，如何吸引台灣學生到大陸當交換生也是個大問題。會議進行一整個下

午，最後還相互合影與互換資料、禮物，也相約能期待再見面。會議的具

體結論與做法有： 

 教師研究合作並一同開課：此項目該校與台灣多所學校已經有類

似的合作，不過我方最大的問題就是對該校教師認證資格，還有

缺乏鐘點費、住宿、機票交通等的經費補助與來源。因此決議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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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研究議題的交流著手，商學院舉辦的研討會將邀請對方參加。 

 交換生：該校為我國教育部首批承認的對岸大學，因此只要我校

同意，即可讓學生申請到該校短暫交換一學期並承認學分，同時

也歡迎該校學生到台北大學修課。 

 EMBA 學生參訪：雙方學校的 EMBA 都有參訪課程也都曾經到大

陸、台灣參訪過，因此決定今年的參訪就可以考慮由對方安排，

並讓雙方的在職班高階經理人學生相互交流。 

 第三天則與校管理學校某老師午餐，此次成行多藉由他的幫助與協

調，也算是聯絡窗口，言談之中對於該校的行政作業程序也更加了解。餐

後自行到該校東校區逛逛，拍下多張 EMBA 教室裝潢的照片，對於大陸

EMBA 與博士班課程採取一個月僅上課四天的作法感到嘖嘖稱奇，而且對

EMBA 收費之高也覺得不可思議。該校 EMBA 有專用大樓與教室，裝潢的

美輪美奐，印刷刊物也非常精美，可供我方辦學之參考。 

 

 

 

 

 

     

 

 

 

 

與本校同行的施老師及中國

科大管理學院教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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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與建議 

此次短暫拜訪中國境內的名校---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對對岸高等教育與

商管教育的作法有更深入的了解，對岸大學對課程、師資、學費的調整靈

活度非常高。另外鐘點費也很敢給，例如該校對 EMBA 教師的鐘點費就高

的令人乍舌，因此能吸引優秀的老師任教。臺灣在面對優良師資人才留任

及吸引外籍師資來臺的競爭力上，將來可能面臨大陸與我們爭才的情況，

政府相關單位宜有長遠的規劃以避免教育人才外流。 

俗話說見面三分情，此次訪問行程雖然短暫，但是對增進雙方學校的

了解有相當大的助益，也取得了對方的口頭承諾，也訂下未來後續合作交

流的實際做法，收穫豐碩。此行能跟中國科大的老師進行公私多方的交流，

對兩校學術合作奠下人脈基礎與建立初步的友好關係，EMBA 的交流馬上就

可以進行，交換生與老師研究合作尚須雙方學校通過法規與提供經費補

助，未來一定還會有更多進一步的交流機會。 

 

 

  

座談交流後，與會人員 

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