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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峽兩岸大學校長論壇暨科學技術研討會緣起 2002 年 7 月在山東中

國石油大學(華東)東營校區舉行的「海峽兩岸科學技術研討會」。隔

年 10 月在臺灣中正大學舉行。從此，「海峽兩岸大學校長論壇暨科學

技術研討會」每年一次輪流在海峽兩岸召開。此次「2013 年海峽兩

岸大學校長論壇暨科學技術研討會」 於 7 月 10-13 日在中國石油大

學(華東)的青島校區舉行。大學校長論壇主題為高等教育改革創新與

國際化、高等教育合作新模式，科學技術研討會主題為能源、資與環

境技術可持續發展機電、材料與資訊工程技術、人文、社會與經濟企

業管理。通過海峽兩岸各大學校長交換教育管理經驗，各專業學者研

討科學技術發展，促進海峽兩岸的學術交流與科教水準的共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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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本次出國的目的在代表本校參與「2013 年海峽兩岸大學校長論壇

暨科學技術研討會」，向參與研討會的海峽兩岸各大學宣傳國立雲林

科技大學的辦學方針與績效。並與海峽兩岸從事大學教育的工作者經

驗與學術交流。 

 

 

二、過程 

  7 月 10 日自桃園直飛青島，抵達青島機場由中國石油大學接待。

報到後進住藍海金港大飯店(中國石油大學興建，委託經營)。當晚由

中國石油大學山紅紅校長晚宴招待。受邀參加者包括來自台灣的六位

大學校長、副校長及教務長，九位大陸地區大學校長、副校長及山東

省台辦范處長等人。 

7 月 11 日在中國石油大學青島校區逸夫會議中心舉行「2013 年

海峽兩岸大學校長論壇暨科學技術研討會」。中國石油大學查明副校

長主持大會開幕式，報告此次大會共有海峽兩岸各 12 所大學 100 餘

人參加，發表 30 篇論文。開幕式由中國石油大學山紅紅校長致歡迎

詞，介紹中國石油大學為大陸行業特色大學，是 211 工程重點建設大

學。自 1953 年以清華大學石油工程系為基礎，匯集北京大學、天津

大學、大連工學院等相關師資與資源，建立中國第一所石油高等學府

-北京石油學院。1969 年學校遷至勝利石油田所在地-山東東營，更名

為華東石油學院。1981 年在北京石油學院原校址成立研究生部。1988

年學校更名為石油大學，逐步形成山東、北京兩地辦學的格局。1997

年，石油大學正式進入大陸國家｢211 工程」首批重點建設的高等學

校行列。2000 年石油大學由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劃歸教育部管

理。2005 年學校更名為中國石油大學，2005 年教育部與山東省人民

政府簽署共建中國石油大學(華東)協議。因此，學校自 1953 年創建

至今年屆 60 週年。 

中國石油大學(華東)是大陸教育部、四大石油石化企業集團、與

山東省人民政府共建的高等學校。現有東營、青島兩個校區，校園總

面積 300 公頃，建有研究生院和 13 個教學學院。5 個國家重點(培育)

學科，10 個博士後流動站，11 個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44 個博士

點，33 個碩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150 個碩士點，59 個本科(大學部)

專業。全日制在校大學部學生 2 萬餘人，研究生 5086 餘人，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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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人。現有教師 1600 餘人，其中教授、副教授 889 人，博士生導

師 159 人。專任教師中有兩院(中國科學院及中國工程院)院士 6 人，

「千人計畫」入選者、「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百千萬人才工

程」入選者 10 人。 

 

開幕式除主辦學校中國石油大學山紅紅校長致歡迎詞外，山東省

教育廳台灣事務辦公室交往交流處範英杰處長及山東省教育廳總督

學意代表山東省主管機關致詞，台灣則由中正大學吳志揚校長代表致

辭。 

 開幕式後進行校長論壇(I)，第一階段由中國石油大學山紅紅校

長主持，中正大學吳志揚校長報告東亞高等教育的願景-以中正大學

為例。吳校長提出國際交流策略：以先學生後教師，先課程後研究，

友善的國際化校園。由近而遠的區域聯盟架構，以亞洲為核心的區域

聯盟，發展雙聯學位、重點研究領域合作。中國礦冶大學葛士榮校長

報告綠色大學與生態文明教育。葛校長指出高等學校是生態文明教育

的基地，是生態文明科技創新的骨幹，也是推動綠色生態的中堅力

量。中國礦冶大學提供 500 輛自行車免費借用，教學區屋頂太陽能電

站，發電容量 0.5MW，每年減排 CO2約 450 噸，減排 SO2約 3.6 噸。

在通識教育課程規劃環境科學概論、生命科學導論等列為全校必選課

程，學生至少選修 2 門。相關通識教育選修課包括環境保護與可持續

發展、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節能與環境、生物能源概論、綠色建築

與環境、綠色化學、環境生態學等。在科技創新：煤炭高效氣化技術、

煤炭地下氣化技術、煤制油技術、瓦斯及煤層氣抽採與利用技術、

CO2捕捉存儲技術。 

  第二階段校長論壇由中正大學吳校長主持。中國石油大學山紅紅

校長報告行業性高水平大學學科建設思考。中國石油大學為一所行業

特色大學，原為行業部門所屬，是行業特色鮮明的大學。但偏重於應

用技術研究，對學科前沿和基礎理論研究重視不夠，造成學科發展後

繼乏力，難以支撐高水準學科建設。中國石油大學加強學科建設，按

照「突出優勢、強化基礎、扶持新興、交叉滲透、協調發展」的思路，

強化石油主幹學科優勢，發展以新能源為代表的新興學科，例如頁岩

氣和煤層氣工程、天然氣水合物開採與利用、地熱資源及開發利用。

已有傑出成就。 

 崑山科技大學蘇炎坤校長報告台灣高等教育改革創新與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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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蘇校長提到在台灣的高等教育區分高等教育與技職教育兩條高速

公路，政府推動發展頂尖計畫、教學卓越計畫及發展典範科大等計

畫，提升高等教育品質。最近為降低高教和技職的環境落差與兩方經

費拉近，提出改造技職教育發展五年 200 億的計畫，做為技職再造

的基礎，挹注課程、教師和產業等面向，加強技職產學的銜接。另外

報告為達「接軌國際、多元創新」目標，崑山科大以培養學生「多元

文化交流、擴展全球視野」、「營造外語氛圍、精進外語能力」、「強

化就業競爭、增加多元技能」等三大策略進行。目前已有 30 多國學

生在崑山科大求學，外籍生達 175 位攻讀學位(不包含陸生)。 

下午校長論壇(II)，第一階段由山東理工大學張新義校長主持。中

國海洋大學李巍然副校長報告中國海洋大學人才培養改革的雙輪驅

動與雙軌運行實踐。李副校長強調「通識為體專業為用」的課程規劃，

個性化的教學(因材施教)，讓學生自由選擇學習方向，促進自主學

習。李副校長認為人才培養不是塑造而是養成的，讓學生學習多樣化

知識結構，以拓展其專業知識。 

朝陽科技大學鍾任琴校長報告教學品質保證實施之關鍵成功要素

研究。鍾任校長以朝陽科技大學為例，介紹其進行七年的教學品質保

證工作成功關鍵因素。建立一套標準作業程式(S.O.P.) ，從計畫擬

定、課程規劃、教學執行、評量報告、回饋修訂等步驟及方法，都能

夠具體地描繪出來。「以學生學習為本位，產業需求為導向」，不同

角色人員（行政單位及學術單位之主管、教職員）必需清楚瞭解自身

所應進行的教學品保工作與校、院、系本身的發展特色，建構出不斷

回饋修正而適合學校發展的教學品保機制。學校的教育目標與使命在

「培養專業知能與職業倫理兼備的優質人才」，達成「畢業即就業，

上班即上手」的使命。根據教育目標訂定學生核心能力：專業與實務

能力、資訊科技應用能力、溝通協調與團隊工作能力、自主學習能力。

整體而言執行教學品保的關鍵成功要素關鍵要素 1.學校高層的支

持；2.學校改革風氣的推動與形成；3.火車頭先動起來；4.教學品保

工作專案納入教師評鑒指標。 

第二階段由崑山科技大學蘇炎坤校長主持。山東理工大學張新義

校長報告高校推進國際化進程的路徑選擇與實踐。張校長指出國際化

辦學路徑選擇和實踐(一)人才培養國際化：1.逐步擴大本校學生赴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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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規模 2.做好外國留學生招收培養工作 3.扎實推進中外學生交流活

動；(二)師資隊伍國際化：1.堅持“請進來”，引進海外優秀領軍人

才和團 2.堅持“走出去”，致力培養具有國際化視野的本土人才 3.

提升管理人員的國際化素質；(三)科學研究國際化：1.聯合開展國際

合作研究 2.共建國際化的學科和科研平臺 3.加強國際學術交流活

動；(四)大學聯盟國際化。 

本人報告產學與創新和體、典範與分享並進，介紹雲林科技大學

辦學績效。主要內容包括學校現況、校務發展特色與績效、典範科技

大學模式、未來願景。 

第三階段由中國海洋大學李巍然副校長主持。青島理工大學李東

副校長報告高等教育國際化與創業教育。青島理工大學在創業教育的

理論研究、體系構建、課堂教學和創業實踐等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

和嘗試。學校通過教育教學改革，設立校級創新實驗區、實踐基地等

措施深入開展人才培養模式的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專業綜合性人

才培養模式，制定實施創業版教學計畫，開設通識及專業類創新創業

課程 15 門，建設精品及特色課程 15 門，特色師資團隊 17 個，建立

了校院兩級共 200 餘位教師、專家組成的「大學生創業教育師資庫」。

通過這些手段和措施，受教學生的創業意識、創業素質、創業能力明

顯增強，創業型人才培養取得了明顯成效。在近三年的全國、山東省

「挑戰杯」創業計畫大賽、課外科技作品大賽、電子設計大賽及數學

建模比賽中獲國家級獎勵 107 項，省部級獎勵 200 餘項；現有創業團

隊 112 支，湧現出「全國自強之星」、「山東省十大創業明星」等一大

批創業典型和創業事蹟；先後承擔了國家和省、市級創業教育課題

12 項， 編著出版了《大學生創業教育》、《大學生創業教程》、《大學

生創新實踐指導》3 部創新創業教材；撰寫發表論文學術論文 43 篇；

中央電視臺、光明日報等多家媒體採訪報導了青島理工大學的創業教

育工作及創業典型。 

大仁科技大學王駿發校長報告共創雙贏：兩岸高等教育交流模式

探討。王校長指出交流與互動是帶動人類歷史進步的重要力量，兩岸

的交流，有助於未來我中華民族的大業。王校長說大仁科技大學將發

展為幸福大學，幸福須有健康身體，足夠時間休息，能有效運用時間

及智慧生活。因此王校長在大仁科大推動橘色科技(心靈環保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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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要求生活教育，更強調生命教育。以創意為主的幸福經濟時代，

大仁科技大學可以合作領域：藥學護理領域、休閒餐館領域、智慧(智

能)生活領域、文化創意領域。 

第四階段由朝陽科技大學鍾任琴校長主持。長江大學張昌民校長

報告高等教育全球化-中國高校準備好了嗎？張校長指出美國大學的

兩條哲學信條：文科：為一定的目的（理由）生產、發佈、傳播知識；

應用科學：經濟增長、社會穩定與進步。國際化與全球化的不同，國

際化在於跨文化的理解，而全球化強調國際間、學校間的合作。全球

化世紀需要國際化人才需具備全球視野、跨語際、跨文化、應變、反

思、創新能力。教育國際化的趨勢從學習語言、體驗文化到專業／學

分／學歷教育，從訪問觀摩到共同做課題、專案研究，以各種方式、

層次、規模的「合作辦學」。中國大學與美國大學存在一些差異，包

括觀念的異同(例如管理人員與教師為主，還是學生與學者為主；課

程設置、學分、學歷、學位的不同「地位」；「做起來再說」與「想

好了再做」)、體制的異同(縱向決策管理結構與橫向決策管理結構；

美國大學中「私立」與「公立」（州立）、學生自主選擇的幅度與深

度 、學制／校曆的異同)、交流方式的異同(開誠佈公，各自從自己

的需要出發，尋求、協商共同點；做不到的不答應；答應了的要做到；

品質比數量重要)。在中國大學的外籍學生(長期專業／學歷學生)最大

的「不適應」有教學與生活資訊的傳遞與獲取方式與美國相反；學生

在整個教學過程中的從屬性和被動接受的角色與性質；一直被實質性

地「區別對待」；沒有合適的鍛煉、運動場所和設施；沒有合適的宿

舍。美國教育理事會提出區別高活力和其他低活力高校的 6 項國際化

指標：聲明與承諾、學術項目、組織結構、外部基金、學校投入、國

際學生數量和學生項目。 

西南石油大學劉清友副校長報告全方位探索培養高層次創新型應

用人才。報告內容包括(一)、推進人才培養模式的綜合改革，實現創

新型應用人才培養的全程化。保持優勢學科，優化學科佈局，把一流

學科作為高素質創新型應用人才的「孵化器」； 持續推進教學改革，

全面實施教育「品質工程」； 實施以分層教學為核心的課程改革，

探索拔尖創新人才和應用複合人才的培養機制；構建教師教學發展平

臺，探索教師教學能力發展的有效機制。(二)、構建教學研三位一體

的新模式，實現創新型應用人才培養的多元化。建立寓教於研的創新



[6] 

 

人才培養模式，用高水準科研支撐高品質人才培養；積極搭建學生科

技活動平臺；大力推進校企合作培養。(三)、建立多平臺學分制實踐

教學體系，實現創新型應用人才培養的立體化。第一層次工程認知實

踐平臺；第二層次課程實驗教育平臺；第三層次實習實訓平臺(8 個校

內實習基地、5 個校企合作實驗室、123 個穩定的校外實習基地)；第

四層次畢業設計平臺。在全國就業形勢日益嚴峻的情況下，西南石油

大學畢業生就業率依然保持在 90%以上，用人單位對我校畢業生品

質的總體滿意率達到 98%。 

除校長論壇外，另有自然科學與技術、人文社會科學研討會分二

個場地進行平行發表。 

閉幕式於下午五時舉行，由朝陽科技大學鍾任琴校長主持，中國

石油大學查明副校長作大會總結報告，山紅紅校長致答謝詞。2014

海峽兩岸大學校長論壇暨科學技術研討會將由大葉大學承辦，由於大

葉大學校長出席該校董事會不克參加今年的海峽兩岸大學校長論壇

暨科學技術研討會，由崑山科技大學蘇炎坤校長以大葉大學董事身分

代表接受會旗，並致詞歡迎大陸山東地區高校明年到台灣大葉大學參

加研討會。 

7 月 12 日大會安排文教參訪。上午參觀了琅玡台景區，據說秦始

皇曾在此尋長生不老仙藥。下午至山東科技大學化學與環境工程學院

參觀，與周仕學院長與王力副院長交流學術研究，他們希望未來能與

雲林科技大學進行研究生交流。 

7 月 13 日返回台灣，因颱風之故，延遲 4 小時抵台。 

 

三、 心得 

(一)本次「海峽兩岸大學校長論壇暨科學技術研討會」主辦學校中國

石油大學，是大陸教育部、四大石油石化企業集團與山東省人民

政府共建的高等學校。亦是中國大陸「 211 工程」重點建設高

校之一。在大陸教育部與山東省政府的補助下，近幾年積極投入

軟硬體建設，已具相當科研實力，是中國大陸石油工程專業的一

流大學。 

(二)多所與會學校報告推動大學生創業教育。顯示創新創業教育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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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兩岸大學教育重要的一項工作。 

(三)本次與會的大陸高校，除山東省境內諸校外，亦邀請多所與能源

相關的行業大學，如中國石油大學、中國礦冶大學、長江大學、

西南石油大學、東北石油大學、西安石油大學。各校關注新能源

開發技術，尤其是低碳的頁岩氣的開發。此項技術在美國已臻成

熟，開始生產頁岩氣，使美國能源自主比例增加，已促使美國經

濟的再起飛。未來大陸將積極發展頁岩氣開發，值得注意。 

 

四、建議事項 

(一)大陸近年的經濟成長快速，積極投資教育，重點補助大學希望成

為世界一流大學，成效漸漸呈現。我國雖有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補

助及獎勵教學卓越計畫，惟其強度與深度仍不足與大陸競爭。如

果台灣不能增加教育投資，過去所謂擁有高素質人力的優勢將很

快失去，值得慎思。 

(二) 台灣地區因少子化，各大專校院正面臨生源不足壓力，以目前台

灣高等校院師資尚有優勢下，或可吸引部份大陸優秀學生，宜積

極加速開放陸生來台留學。 

(三) 本校已與中國石油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協議，但尚未有學生交流，

此次論壇期間該校承辦的副處長表示，希望明年能有學生到雲科

大交流。山東科技大學亦表達希望送研究生到本校交流，建議國

際處能評估與該校進行交流可能性，協助促成實質學術交流。 

(四)創業教育為大學教育的新趨勢，亦是教育部技職再造(II)的重要策

略之一，他校(如青島理工大學)作法或有參考之處。 

五、 附錄

 
圖 1. 「2013 年海峽兩岸大學校長論壇暨科學技術

研討會」會場 

 
圖 2.中國石油大學山校長將會旗轉交崑山科技大學蘇校

長(代表大葉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