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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為推動教學研究資訊化建設，與發展國際交
流，特別參加中國大陸教育部科技發展中心主辦的2011年岸四地高等
教育資訊化發展年會。會議於2011年12月6-7日在北京召開，主要議
題涵蓋資訊化管理機制、建設與體制創新、網路基礎設施建設與管
理、資源與應用等等層面。另一方面，鑒於兩岸四地這幾十年來在不
同時代背景與環境之下，經歷了不同的方式來發展校園資訊化建設，
本次會議特別舉辦「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高等教育CIO論壇」，以互
相瞭解兩岸大專院校資訊化之差異，共有自兩岸四地40多位副校長與
資訊主管受邀參加，其中台灣地區包含中正大學、暨南大學、中山大
學、元智大學、逢甲大學、輔仁大學等資訊主管共同與會，於CIO論
壇中交流各校資訊工作經驗，透過台灣、香港、澳門和中國大陸的資
訊專家學者分享交流，網路發展成熟的香港和台灣，在資訊業務與資
源建設方面，也為中國大陸高等教育資訊發展帶來嶄新思考及方向。
藉由這個會議，與會專家也了解到大陸高等學校近年的校園資訊發展
概況，對於其大量經費與相關資源的投入印象深刻。整體而言，近幾
年來兩岸四地各校都已經由硬體網路建置的階段，大步邁入更為全面
性的、更為精緻的校務資訊服務。台灣在資訊服務等軟實力上仍略佔
優勢，尤其在實際應用資訊科技來落實人文關懷方面，本次會議台灣
方面參與學校中有多所大學皆參與教育部數位學伴偏鄉網路課輔計
畫，透過網際網路來克服深山部落及偏遠地區的交通困難，以線上課
業輔導的方式，協助位於台灣中部地區之深山部落及偏遠地區的中小
學學童進行課業輔導。由此計畫可看出臺灣大學院校已跨越資訊軟硬
體建設發展階段，進而邁入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育成長的旅程。但由
整個大環境與趨勢來看，大陸高等院校進步的腳步飛快，台灣各界也
須集中資源發揮創意一起努力提升資訊應用的層面。本次會議在台灣
方面是由ISAC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資訊服務協會」負責召集，非常感
謝ISAC的努力，為兩岸四地資訊領域學術交流及產學合作開啟另一扇
窗。藉由本次會議， 本校也與華南理工大學陸以勤主任多所交流，目
前兩校正在進行合作協議的協商，期待很快就得以展開更為密切的學
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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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為推動教學研究資訊化建設、發展兩岸四地在
資訊化相關業務的合作關係、促進本校與兩岸四地學校之友好關係，特
別參加中國大陸教育部科技發展中心主辦的2011年岸四地高等教育資
訊化發展年會。會議由中國大陸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CERNET、中國
計算機學會互聯網專業委員會、華南理工大學等協辦，並由中國教育網
絡雜誌承辦中國教育網絡雜誌承辦，於2011年12月6-7日在北京召開。
本次會議邀請中國大陸教育部資訊化主管部門主管及專家學者分享教育
資訊化中長期發展規劃、教育寬頻網絡建設戰略，分析教育資訊化現狀
及發展趨勢。 

 
另一方面，兩岸四地這幾十年來在不同時代背景與環境之下，經

歷了不同校園資訊化建設發展的歷史，隨著資訊發展與網路的日益普
及，學術間交流更為頻繁，如何透過資訊方式增進彼此交流，是現今多
數學校的共同話題及挑戰。有鑑於台灣、港澳與中國內地此類交流活動
非常少，經驗的交流與資源共用方式也很缺乏，特於本次會議中舉辦
「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高等教育CIO論壇」進行交流，為各兩岸四地大
學資訊主管提供交流的平臺，共同探討如何推動高等教育資訊化的體制
機制創新，促進資源共用，優化教學和科研基礎資訊軟硬體環境，提升
教育管理與決策資訊化水準等。 

 
 
貳、出國行程表及議程 
 

本次會議於2011年12月6-7日在北京召開，大會邀請台灣ISAC大
專校院資訊服務協會與大專校院資訊主管與會，分享資訊業務現狀及最
新發展趨勢，與會者除本校計網中心外，有中正大學、中山大學、輔仁
大學、元智大學、逢甲大學、東海大學等單位資訊主管與會。出國行程
如下表所列。 
 

 

 

 

http://www.isac.org.tw/
http://www.isa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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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一) 12/6 (二) 12/7 (三) 12/8 (四) 

上

午 

華航 511 7:55 

班機 

11:10 抵達 

早餐(飯店) 

 

2011 高等教育資

訊化發展論壇暨

資訊化先進評選

表彰大會 

 

早餐(飯店) 

 

2011 海峽兩岸暨

港澳地區 CIO 論

壇：“資訊技術

創新與智慧校園

建設”(台灣場) 

早餐(飯店) 

 

自由行 

 

 

中

午 
 午餐(大會) 午餐(大會) 午餐 

下

午 
 

2011 海峽兩岸暨

港澳地區 CIO 論

壇：“CIO 建置

與校園 IT 效

益” 

1. 參訪人民大學 

 

2. 15:00 參訪 

北京 Microsoft 

EDC 

 

 

16:00 出發到機

場 

晚

上 
餐敘 大會晚宴 餐敘 

(機場晚餐) 

華航 512 8:05 

班機 

11:15 抵達桃園 

住

宿 
友誼賓館 友誼賓館 友誼賓館  

 
本次大會分為 “高等教育資訊化發展論壇”、“兩岸四地高校 CIO論

壇 ”、“國家教育寬頻網建設與管理論壇”、“數據中心與資源整合論壇”
等四大主題，並舉辦“大學數字校園成果展”。詳細議程如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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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地點：北京友誼賓館友誼宮聚英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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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下午（12 月 6 日下午） 地點：北京友誼賓館友誼宮 4 號會議廳 

 
 
 

第二天 地點：北京友誼賓館友誼宮聚英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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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12 月 7 日上午） 地點：北京友誼賓館友誼宮 4 號會議廳 

 

 
 
三、心得及建議 
 
本次會議主要議題涵蓋資訊技術、管理及應用的多個層面，詳細議題包
含以下: 

 資訊化管理機制建設與體制創新 
   教育資訊化十年規劃解讀 
  CIO 體制創新及數位大學頂層設計 
  大學資訊化機制創新 
  資訊化可持續發展的模式探討 
  雲端服務與智慧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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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基礎設施建設與管理 
  國家教育寬頻網路建設與規劃 
  校園雲架構的規劃與模式創新 
  無線校園建設與管理 
  高性能計算中心的建設與管理 
  高校節能降耗與綠色資料中心建設 
  下一代互聯網發展與應用 

 資源與應用 
  教育資源共建共用與開放資源建設 
       電子校務建設與業務流程再造 
  網路教學平臺的建設與模式創新 
  Web2.0 與數位教育的創新 
  教師教育技術培訓與資訊素養培養 
       行動動學習及遠距教育 

藉由這個會議，與會專家學者得以了解大陸高等學校近年的校園資訊
發展概況，對於其大量經費與相關資源的投入感到印象深刻。近幾年來
台灣各校都已經由硬體網路建置的階段，大步邁入更為全面性的、更為
精緻的校務軟體服務。就大陸方面而言，大陸高等學校各校資訊化差異
大，頂尖大學如北京、清華、復旦等首府高校投入經費可觀，其資訊建
設已然不輸給台灣，觀念上也漸由硬體、網路頻寬等建設，轉而增進師
生資訊服務。 

 
本次「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高等教育CIO論壇」兩岸四地資訊主管進

行交流，重點討論包含資訊化目前在大學中的地位；當前大學IT建設的
重點及挑戰；資訊中心的彙報與決策機制；人才引進與流失的情況；如
何兼顧資訊化與預算？如何看待現在新技術在高校中的應用；資訊技術
與大學主流業務的融合創新；如何利用資訊化手段推動高校組織變革發
展；如何運用新技術推動高校管理業務流程再造；如何促進教育資源開
放和共用；如何促進高校科研協同合作；外包服務的情況等。會議中中
正大學李新林副校長針對「資訊技術革新與大學發展策略」進行演講，
從大學內近10年的資訊科技演變談起，包括資訊基礎建設、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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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更提出校園外的資訊快速的變化，讓大學面臨的教具改變、社群
分享等資訊化挑戰如何因應，而未來該如何發展做出總結。透過台灣、
香港、澳門和中國大陸的資訊專家學者分享交流，可看出兩岸四地在資
訊基礎建設與資訊化系統發展已臻完善，網絡發展成熟的香港和台灣，
在資訊業務與資源建設方面，也為中國大陸高等教育資訊發展帶來嶄新
思考及方向，如何利用資訊推動高等教校組織發展、運用新技術推動高
等教育管理流程再造等，都是此次論壇的熱門話題。整體而言，台灣在
資訊服務等軟實力上仍略佔優勢，尤其在實際應用資訊科技來落實人文
關懷方面，本次會議台灣方面參與學校中有三所皆參與教育部數位學伴
偏鄉網路課輔計畫，希望能夠透過網際網路來克服深山部落及偏遠地區
的交通困難，以線上課業輔導的方式，協助位於台灣中部地區之深山部
落及偏遠地區的中小學學童進行課業輔導。計畫結合各地區數十所大專
院校，透過召募各校的大學生擔任大學學伴，並針對偏遠地區的中小
學、數位機會中心附近之學童進行國語、數學、英文等一對一之線上課
業輔導，以期能夠縮減偏遠地區中小學學生的學習落差。由此計畫可看
出臺灣大學院校已跨越資訊軟硬體建設發展階段，進而邁入應用資訊科
技輔助教育成長的旅程。但雖台灣在資訊服務等軟實力上仍略佔優勢，
但由整個大環境與趨勢來看，大陸高校進步速度恐已令人難望其項背，
甚至能後來居上，值得大家集中資源發揮創意一起努力提升資訊應用的
層面。 

 
本次會議在台灣方面是由ISAC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資訊服務協會」

負責召集，非常感謝ISAC的努力，ISAC由全國大專校院與政府機關資
訊相關單位之各級主管所組成，主要為協助各大專校院、政府機關資訊
發展，並提供技術及諮詢等服務。成立以來舉辦數十場台灣地區學術交
流活動，其中包括研討會、教育訓練、企業參訪、線上交流分享等。除
了深耕台灣資訊同業主管交流之外，ISAC每年舉辦交流活動，進行國
際交流。本次於「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高等教育CIO論壇」分享之演
說，更得到與會來賓高度迴響，為兩岸四地資訊領域學術交流及產學合
作開啟另一扇窗。 另一方面，藉由本次會議， 本校也與華南理工大學
陸以勤主任多所交流，華南理工大學位於廣東省廣州市的大學，是納入
211工程及985工程的全國重點大學。陸以勤主任也曾率領廣東省代表
團來本校參訪，目前兩校正在進行合作協議的協商，期待很快就得以展
開更為密切的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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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錄: 會議剪影 
 

 
圖: 2011 年兩岸四地高等教育資訊化發展年會會場 

 
圖: 大會開幕式中由 ISAC 蔡理事長代表致詞 



12 
 

 
圖: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高等教育 CIO 論壇，輔仁大學林主任分享教育

部數位學伴偏鄉學童課輔計畫的執行成果 

 
圖:台灣代表團參訪人民大學 



13 
 

 

 
圖:台灣代表團參訪人民大學 

 

 
圖:台灣代表團參訪人民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