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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訪問訪問訪問訪問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次訪問時間自 7 月 4 日至 12 日，總計 9 天，主要交流內容係組成學者團

前往中國大陸甘肅蘭州西北民族大學進行演講，題目分別是「2012 年蒙古國會

選舉之分析與觀察」、「認同的選擇－境外俄羅斯人的分析」、「影像中的民族學」

三場演講，並與該校進行座談。之後前往寧夏回族自治區與正在當地演出之甘肅

民族歌舞團洽談今年來臺演出事宜並拜會北方民族大學。回程前往北京拜會中國

大陸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交流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中

央民族大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單位，除洽談兩岸近年

少數民族事務交流成效與工作內容外，亦進行學術交流之旅。 

 

貳貳貳貳、、、、訪問訪問訪問訪問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一一一一、、、、    與西北民族大學進行座談與西北民族大學進行座談與西北民族大學進行座談與西北民族大學進行座談（照片 1） 

與會者與會者與會者與會者：：：：    

我方：王維芳處長 (蒙古及中亞政治制度及區域安全研究)、趙竹成教授（俄羅

斯史、俄羅斯民族政策及政治體制，並涉及中亞及新疆民族相關研究）、

藍美華副教授（畲族，研究蒙古近代史、陸蒙俄三邊關係、影視民族學、

視覺人類學，兼政大書院執行長）。 

陸方：國際合作交流處兼港澳台事務辦公室齊衛權處長、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院

長文化教授（內蒙古蒙古族）、行政副院長杜國雲（寧夏回族）、本科教學

副院長看本加副教授（藏族）、鮑宗教授（蒙古族，從事人類學研究和教

學）、辦公室主任馬麗英老師（回族）、學院副院長札什（寧夏人）；音樂

學院李槐子院長；舞蹈學院牛麗娟院長。 

(一)藍美華副教授： 

1.1.1.1.政大民族系與大陸交流狀況政大民族系與大陸交流狀況政大民族系與大陸交流狀況政大民族系與大陸交流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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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灣公立大學僅能招收陸生就讀學院及研究所，之前以交換生居多；

私立大學可招收大陸大學生，交換生也較多。 

(2)該系師生前往大陸交流，例如張中復系主任（回族研究）每年帶學生

到寧夏進行田野調查教學。 

2.書院交流書院交流書院交流書院交流： 

(1)政大書院宗旨：強調學習無所不在，旨在加強住宿生學習、生活與態

度觀念之養成教育，成立運作 6 至 7 年，2013 年 8 月要到復旦大學附

設書院進行兩岸青年參訪。 

(2)兩岸三地書院現況：大陸復旦、北大、蘭州大學也有開設書院，但多

數民族院校並未設置書院。復旦大學將不同學院的本科生（大學生）

規劃到 5 個不同書院；香港中文大學先設書院後有大學，因此對書院

體系認同感更強。 

3.學生社團活動學生社團活動學生社團活動學生社團活動：臺灣推動服務學習與擔任志工，大陸方面稱為志願者。政

大與畢業校友合作，招募美國學生、政大學生和大陸學生一起前往大

陸農村小學服務；另外，政大國際志工社近年由學生自行募款，固定

到泰北、青海玉樹服務；未來兩岸學生可共同合作。例如每個假期安

排陸生來臺參加社團活動，若西北民大能設立固定據點，也可以辦理

相關計畫。 

4.文化藝術交流文化藝術交流文化藝術交流文化藝術交流：政大每年有 2 個固定活動，包括高中入學園遊會和校慶園

遊會，可邀請西北民大擺攤或參與演出；政大民族系擁有一間教學用

民族博物館，可配合校慶舉辦主題展，至少展出 1 年，可與大陸學校

合作。 

 

(二)趙竹成教授： 

1.1.1.1.校際交流現況校際交流現況校際交流現況校際交流現況：私立學校規範限制少，交流較容易；公立學校有較多限制

和制度問題，建立姊妹校的難度較高，但其他合作只要循行政程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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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提案，不會有太大問題。 

2.2.2.2.系院交流現況系院交流現況系院交流現況系院交流現況：院級合作相對容易，例如政大社科院院長曾到內蒙古大學

公共事務學院洽談合作事務。而政大民族學系與其他民大密切聯絡，

例如青海民大與民族學系長期合作辦理田野調查，與新疆師範大學也

有合作；2014 年預計與雲南民大、西南民大交流；學院層次的交流主

要是與陸方民族學與社會學院、歷史學院的師生交流。但陸生到臺灣

國立大學的情況較少，主要原因是臺灣方面的限制。 

3.3.3.3.學者交流學者交流學者交流學者交流：政大教師研究領域包括西北民族 1 人、內外蒙古 1 人、壯族 2

人、俄羅斯 1 人、臺灣原住民 6 人，政大民族系現在研究臺灣原住民

居多的原因在於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提供較多的補助；兼任師資有

藏文、滿文教學，可安排閱覽故宮清代檔案。2013 年新疆師範大學 2

位衛拉特研究老師訪問政大，並到故宮博物院看檔案。 

4.4.4.4.青年交流青年交流青年交流青年交流：儘管兩岸在流行音樂等領域接觸密切，但在歷史、教育思想和

教育環境很多概念皆不同；臺灣課堂有關大陸部分只能透過書面學

習。未來不論學術、文化、志工、田野調查交流，應將重點放在「90

後」的青年參與，藉以瞭解未來大陸議題走向。例如政大 2012 年曾安

排學生到烏魯木齊共 11 天，其中 7 天上文化、歷史、地理產業課程，

3 天前往農村體驗。除了住宿和師資由大陸學校安排，機票由臺灣學

生自行負擔外，也付陸方老師講師費，成果良好。若西北民大負責費

用，明年將提計畫帶學生至西北民大進行田野調查明年將提計畫帶學生至西北民大進行田野調查明年將提計畫帶學生至西北民大進行田野調查明年將提計畫帶學生至西北民大進行田野調查。 

 

（三）齊衛權處長： 

1.未來期望未來期望未來期望未來期望：：：： 

(1)與蒙藏基金會合作：該校為國家民委直屬 6 所民族院校之一，期望透

過蒙藏基金會領頭辦理相對穩定的計畫或項目，進一步建立資源開

放、不限定學校的穩定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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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流議題：除了民族學、人類學、原住民文化，亦可包括民族歷史、

旅遊、學術經濟化、原住民經濟促進方案、文化產業、藝術交流、藏

醫藏藥、中醫中藥、西醫西藥、臨床醫學、護理學、口腔醫學等，都

屬於西北民大的學科範圍。另外，大陸對臺灣原住民認知較少，期望

相關學者前往大陸介紹、交流研究方法。 

(3）建議方案建議方案建議方案建議方案：近年學校積極引進國外人才，2013 年共有 423 人，經過

5~6 年可望達到 1,000 人。建議每年透過蒙藏基金會，於春季和秋季各

安排 1 次學者交流，每梯次約 4 名專家，每年 8 位，皆由西北民大負

擔經費並承辦。 

A.第一種方式：未來每年 4 名學者可由西北民大邀請甘青寧新 4 個省

或國際處暨港澳臺辦公室、國際文化教育交流學院合作，例如西北民

大邀請一個團體來訪問，先由西北民大承擔機票和參訪期間食宿，再

由其他學校承擔其他行程的費用，完成整體計畫銜接。 

B.第二種方式：另 4 名學者可與國家民委直屬 6 所民族院校銜接合作。 

  2.校際合作校際合作校際合作校際合作：以私立學校與人文類科為主要交流對象。近年西北民大與台灣

科技大學、文化大學、中華大學、元智大學交流頻繁，包括該校舞蹈

師生來臺研習。2013 年暑期有 30 名教授專家訪問部分臺灣大專院校，

瞭解臺灣學界及在地文化。 

    3.院系合作院系合作院系合作院系合作：大陸的學院系級不能單獨簽訂協議，但仍可推展實質合作，包

括以個人方式進行訪問，並透過蒙藏基金會辦理互訪和兩岸學術活

動、青年訪問團。另外，大陸講求「先有為、後有位」，有實質成效

之後，可再報請學校和國家民委層級進行協議，確定一個項目名稱，

以形成穩定的機制，再像滾雪球一樣納入更多大陸學校，發揮更大的

作用。 

4.具體方案： 

(1)(1)(1)(1)學者互訪學者互訪學者互訪學者互訪：希望透過蒙藏基金會邀請臺灣退休教師或博士畢業生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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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進行長期交流與高端學術合作，由國際處與港澳臺辦公室提供費

用。西北民大缺少博士資格教員，過去曾有香港護理學博士前來工作，

現在舞蹈學院也有臺灣舞蹈老師。另外，依前述每年邀請 8 名學者至

西北民大講學。 

(2)(2)(2)(2)青年交流青年交流青年交流青年交流：第一，西北民大近期與文化大學國際兩岸事務處楊中立組

長討論，將由文化大學派人到大陸各校巡迴演出，並向大陸招募願意

赴臺的學生，未來希望蒙藏基金會也能參與運作。第二，西北民大每

年撥預算給研究生作學術文化交流課題，本科生主要是在假期交流，

未來希望能安排大陸學生到臺灣原住民地區做志工，並了解當地文

化。第三，大陸學校也有暑期社會實踐課程，可以安排臺灣學生前來

大陸，和陸生一對一前往民族地區進行交流或志願服務，由校方負擔

費用。第四，考慮雙方學生生活經歷不同，不盡然要馬上進行志願服

務，可先由陸方師生來臺進行宣傳和巡迴介紹，透過歌舞和民俗文化

演示，增強臺灣學生對不同文化、民族、地域的學習和適應力。   

(3)(3)(3)(3)民族文化藝術交流民族文化藝術交流民族文化藝術交流民族文化藝術交流： 

A.此部分為西北民大優勢項目，國際、兩岸實質演出經驗豐富，包括

音樂學院器樂、無伴奏合唱、文成公主歌劇、交響樂團；舞蹈學院的

民族舞、蒙族、藏族、裕固族、維族、敦煌舞；美術學院除了國畫、

油畫、工藝設計，還有唐卡，目前有 80 多幅的唐卡在各地展覽；由

於臺灣佛教興盛，可結合宗教、藝文舉辦展覽，由大陸師生到現場解

說；無伴奏合唱團將參加 7 月底臺北國際合唱節。 

B.「文成公主」節目是包括教學實踐和表演的大型活動，團員有 200

多人，將由文化大學與旺旺集團贊助，可以另外安排民族學專家進行

座談會，進行演講、介紹、解讀。 

C.建議每年來臺舉辦 1 至 2 個專門展覽，或在臺灣學校舉行綜合性的

演出，結合文化體驗和手藝習作，現場繪畫唐卡、教導鍋莊和薩滿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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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西北民大每年 10 月新生入學之際，辦理「民族團結月」活動，

2013 年 10 月預計請文化大學來交流；每年與澳門大學固定舉行「兩

岸三地青年民族文化周」活動。 

D.2013 年 9 月將赴臺與文化大學楊組長洽談合作辦理藝文演出事宜，

屆時邀請蒙藏基金會共同規劃辦理。學生表演團體來臺時間希望以大

陸長假期間為優先（暑假為 7 月中旬到 8 月底，寒假為 1 月中旬到 2

月底，過年問題不大）；其次可行時段為 3 月中旬到 6 月中旬或為 9

月中旬到 12 月中旬。  

(4)書院交流書院交流書院交流書院交流：齊處長專業為大學教育管理，西北民大也有一個學習研究

中心（learning center）幫助新生從學術角度適應生活。有關書院交流

涉及的住宿管理、生活適應、學習適應、通識教育，未來可由陸方提

供經費，到臺灣各校進行社團交流、學習交流，也歡迎臺灣前往西北

民大學生工作部、研究生工作部、團體學生會、教務處進行管理經驗

交流。 

 

(四)王維芳處長：歸納整理可行交流方案 

1.學者交流學者交流學者交流學者交流：首先需考慮藏事處經費能否支應。若一年 8 位學者，也可以

調整為甘新寧青 4 人、6 所院校 4 人。由於蒙藏委員會人員出差旅費

有限，第一批可由第一批可由第一批可由第一批可由 1111 位人員陪同位人員陪同位人員陪同位人員陪同，，，，第二批第二批第二批第二批則無法派員陪同則無法派員陪同則無法派員陪同則無法派員陪同，，，，由學者由學者由學者由學者自自自自

行抵達西北民大行抵達西北民大行抵達西北民大行抵達西北民大；；；；或兩批學者蒙藏會都不派人或兩批學者蒙藏會都不派人或兩批學者蒙藏會都不派人或兩批學者蒙藏會都不派人，，，，只推薦學者只推薦學者只推薦學者只推薦學者，，，，直接由直接由直接由直接由

西北民大接待即可西北民大接待即可西北民大接待即可西北民大接待即可。 

2.青年交流青年交流青年交流青年交流：蒙藏委員會長期經營志工培訓，有許多志願者聯結網絡與教

學資源。第一，期望未來臺臺臺臺灣青年學生交流團灣青年學生交流團灣青年學生交流團灣青年學生交流團到大陸交流內容不僅限到大陸交流內容不僅限到大陸交流內容不僅限到大陸交流內容不僅限

於參訪於參訪於參訪於參訪，，，，可與田野調查或志願者培訓結合可與田野調查或志願者培訓結合可與田野調查或志願者培訓結合可與田野調查或志願者培訓結合；第二、建議大陸陸陸陸青年學青年學青年學青年學生生生生

來臺來臺來臺來臺參訪團參訪團參訪團參訪團，，，，其中其中其中其中 2222 天可安排天可安排天可安排天可安排志工志工志工志工培訓課程培訓課程培訓課程培訓課程，，，，其他時間到原住民地區其他時間到原住民地區其他時間到原住民地區其他時間到原住民地區

參訪參訪參訪參訪、、、、服務服務服務服務、、、、田野調查田野調查田野調查田野調查；第三，安排臺灣安排臺灣安排臺灣安排臺灣志工志工志工志工講師到大陸學校進行講師到大陸學校進行講師到大陸學校進行講師到大陸學校進行 2~32~3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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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講座天講座天講座天講座，使更多學生受益，之後再去參訪民族地區；第四，陸方老師

帶學生來臺進行藝文巡演，由陸方自行支應人員費用，由蒙藏委員會

負責聯繫場地和學校等事項及行政費用。 

3.民族民族民族民族博物館博物館博物館博物館交流交流交流交流：目前本會文物展覽業務由編譯室負責，可視其意願再

進一步接洽。 

4.4.4.4.藝文交流藝文交流藝文交流藝文交流：：：：「文成公主」屬於大型活動，200 人到台灣的費用較高，蒙藏蒙藏蒙藏蒙藏

委員會可委員會可委員會可委員會可於於於於 9999 月齊處長訪臺時月齊處長訪臺時月齊處長訪臺時月齊處長訪臺時，，，，與文化大學洽商合作事宜與文化大學洽商合作事宜與文化大學洽商合作事宜與文化大學洽商合作事宜，，，，如果費用

不多，本會可協助聯繫、安排場地、陪團和行政安排。惟需由貴校自

費，本會協助聯繫。 

 

二二二二、、、、    西北西北西北西北民族大學進行民族大學進行民族大學進行民族大學進行三三三三場演講場演講場演講場演講（照片 2、3、4） 

7 月 5 日於西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分別由王維芳處長、政治大學

民族系趙竹成教授、政治大學民族系副教授分別進行「2012 年蒙古國會選舉之

分析與觀察」、「認同的選擇－境外俄羅斯人的分析」及「影像中的民族學」三場

演講（內容見附件 1、2、3）。 

 

三三三三、、、、    與與與與甘肅民族事務委員會及甘肅民族歌舞團會談甘肅民族事務委員會及甘肅民族歌舞團會談甘肅民族事務委員會及甘肅民族歌舞團會談甘肅民族事務委員會及甘肅民族歌舞團會談    

（一） 該會除有甘肅民族歌舞團外，另有藏學研究所，希望以後有機會能與本

會進行學術交流。 

（二） 甘肅民族歌舞團目前在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支援演出大型舞劇「西夏

王朝」，經與該團團長討論來台演出舞碼內容，除蒙藏民族歌舞外，由於

該省尚有其他少數民族及敦煌舞，因此，為豐富演出內容，原則雖以蒙藏

為主，但可穿插其他少數民族及敦煌舞，以顯現該省特性。另有關團員名

單已確定，將由甘肅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沙拜次力擔任團長，一行 45 人，

相關資料均已備妥攜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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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拜會拜會拜會拜會北方民族大學北方民族大學北方民族大學北方民族大學（照片 5、6）    

（一） 學校有 4 個研究所，回族與伊斯蘭研究所新成立，該校以回族研究、西

夏研究為主，與政治大學民族系張中復系主任熟悉，前兩天與原住民委

員會在銀川開會。 

（二） 《北方民族大學學報》於 1989 創刊，由內部刊物變成公開刊物，2008

年入選南京大學核心期刊。本期刊特色以民族學（文化、歷史、經濟、

社會）、人類學、宗教學為主。 

（三） 該校民族學碩士班才剛起步，2011 年開始招生，2012 年招入首屆學生，

另原有中國少數民族史碩士班，所以該校的碩士班仍在探索階段。該校

雖無民族學與人類學系，但這方面的教師不少，編制在人文學院之下，

另外非物質文化研究所也是從事民族學研究。該校現無博士班，由於中

國大陸並不是每年評審博士班，兩三年才辦一次，該校先在民族學研究

上，特別是回族與伊斯蘭文化研究上做準備，再提出設立民族學博士班。 

（四） 藍美華副教授介紹政治大學民族系研究概況，原來以研究中國少數民族

最重要，近年來加上台灣原住民研究及與民族學相關的科系。 

（五） 趙竹成教授介紹臺灣教授升等制度，以 5 年為階段，5 年之內要發表論

文至學術期刊，因此臺灣的期刊分 3 級，第 1 級一篇 40 分、第 2 級一篇

30 分、第 3 級一篇(一般)15 分，升正教授必須在 5 年之內累積 100 分，

其中至少一篇需一級期刊，並把 5 年研究成果集結成冊，此部分占 70%

分數。另外 20%是 5 年之內學生對教學的評價，剩餘 10%則是參與系上

的研究或事務，上述三部分加總後須達 70 分才及格，升教授需達 88 至

90 分。審查過程有系評審、院評審（送外審 2 人）、校評審（送外審 2

人）。目前臺灣的教師職等分成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四級。

但臺灣現已不接受講師，博士畢業由助理教授開始，每個職等中間至少

間隔 3 年。大陸學者紛紛表示臺灣制度嚴格。 

（六） 臺灣學者介紹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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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趙竹成教授：俄國喀山大學畢業，主要研究方向是俄國的民族問題、

民族政策、政治發展，亦擴及中亞及新疆研究。 

2. 藍美華副教授：美國哈佛大學畢業，主要研究近代蒙古。 

（七） 王處長介紹蒙藏委員會的業務狀況。 

 

五五五五、、、、    拜會中國大陸國務院臺灣辦公室交流局局長程金中拜會中國大陸國務院臺灣辦公室交流局局長程金中拜會中國大陸國務院臺灣辦公室交流局局長程金中拜會中國大陸國務院臺灣辦公室交流局局長程金中（照片 7）    

（一） 本人說明此行係前往西北民族大學進行學術交流，並洽談多項明年交流

項目。 

（二） 程局長表示，大陸學校已與臺灣 100 多所學校簽訂 300 多個協議，臺灣

約有 3600 多位在校生在大陸、短期交換生有 1 萬多人。目前臺灣學生到

大陸攻讀學位多，而大陸學生至臺灣以短期居多。另外中國社會科學院

與中央研究院已簽協議。 

（三） 程局長表示兩會議題是開放的，可以相互商量，未來是否放入少數民族

議題，需視討論重點來決定。 

（四） 程局長問及本會組改進度，本人特予說明，不論現在或未來，兩岸少數

民族交流工作仍將秉持對等互惠原則辦理。 

 

六六六六、、、、拜會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拜會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拜會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拜會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院長丁宏等教授院長丁宏等教授院長丁宏等教授院長丁宏等教授    

（一）建議蒙藏會和學校合辦學術會議，請國家民委主辦、大陸學校承辦。近十

年大陸當局增加預算、鼓勵學者出國交流，可以自付機票，僅需落地接待即可。

中央民大於 2013 年 6 月在東華大學參加論壇，未來主要想瞭解台灣學者如何進

行原住民族實地調查與研究。  

（二）8 月份學術會議目前準備順利，總共邀請約 50 位學者，北京以外 11 人，

台灣有 9 人，包括幾篇臺灣原住民的論文。入藏事宜委託大陸中國國際旅行總社

辦理中；台灣和境外學者住宿在湖北大廈，會議地點在學校。 

（三）關於經費事宜：該校為「985」及「211」學校之一，由於中國大陸暫停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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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經費，分梯次撥付建設，所以該校籌措此次學術會議費用較為緊絀，向好幾個

單位申請費用。 

（四）有關入台許可證：兩岸往來比許多國家都複雜，過去若未持有入台許可證，

陸方不會審批。現在簡化為不驗入台許可證，默認申請者已拿到許可證。申請期

間一般是 20 天到一個月，所以至少要 2 到 3 個月前開始作業；可以提前去辦證，

入台證可以後補。 

 

七七七七、、、、拜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拜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拜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拜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照片 8） 

（一） 1952 年該院進行院系，社會學、民族學、法學都歸到相關學校，早期

人類學教授多歸入中央民大。1956 年成立中國科學院民族語言研究所；

1958 年成立民族研究所，協助辦理民族調查。1962 年兩所合併，迄今仍

是該院兩個主要研究方向。 

（二） 民族語言於 70~80 年代最盛行，按地域分成北方和南方語言，按學科有

民族古文字、文獻研究、基礎研究的語言分析技術、民族語言數據化技

術。 

（三） 民族人類學學科劃分是民族經濟、民族社會、民族文化、影視人類學、

生態民族環境資源、後發達地區研究。另外依地域分為藏學研究、新疆

發展及蒙古學研究中心。 

（四） 該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的研究涵蓋民族學、歷史學、社會學、人類

學、語言學等 5 個學科；設有 14 個研究室，8 個研究中心，包括藏學研

究中心、蒙古學研究中心、西夏研究中心、民族語言研究中心、海外華

人研究中心－跨境民族研究、世界民族研究中心、民族理論研究中心、

民族歷史研究中心。 

（五） 關於「第二代民族政策」：日前馬戎教授訪問臺灣並談及第二代民族政

策，陸方學者表示第二代民族政策係由胡鞍鋼提出，並非民族學專業出

身，在民族理論方面尚不具高度學術地位，但其言論對民族政策是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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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調整，可能仍有其作用。大陸民族政策迄今發展 60 多年，隨著經濟

社會發展，不斷調整民族區域制度等政策，係因應實際需要，屬於正常

情況。例如民族優惠政策都是 80 年代以後推出；又例如一般地制改為市

都有其標準，但《民族區域自治法》禁止改變自治地方格局，目前 5 個

自治區、30 個自治州、120 個自治縣都不能改動；另外，許多地方的主

體民族也發生很大變化。自治法原本的用意在於保障，現在反而束縛地

方發展；不僅是自治法未能貫徹落實的問題，更多的問題在於自治法跟

不上自治地方發展、變化的需要。 

（六） 關於青海地區懸掛達賴喇嘛法相之報導：陸方學者表示公共場合和旅遊

路線不能懸掛，個人家中一直都有懸掛，但政府人員家中不能懸掛。關

於挪威西藏之聲發出青海省可以懸掛法相的訊息，學者認為該媒體並不

清楚情況，例如哲蚌寺就有掛。改革開放後，大陸在人權、宗教信仰已

有很大變化，並非重大政策調整。 

（七） 對藏人自焚看法：札洛教授（藏族）表示，自焚地域以甘青交界為主，

在十八大前後發生較多，用意在於對中共施加壓力。該校主要研究民族

經濟社會，無人研究維穩，也沒有針對每起案例做調研。依側面了解，

似乎有人煽動自焚，包括精神勸說、可得到達賴喇嘛超渡等，也有人自

焚後馬上被拍照上傳，日前四川阿壩公安即破獲相關團體，因此達賴喇

嘛才必須對外勸說停止自焚；民眾也不太支持用這種方式表達政治立

場。再者，自焚者多為老農或年輕人，按常理應無重大政治訴求。即便

以獨立為訴求，但以學者參訪吉爾吉斯為例，該國從加盟共和國成為獨

立共和國之後，政局動亂、經濟不佳，獨立對民眾並無益處，因此認為

藏人不應「為了不可能實現的訴求而自焚」。目前大陸為了阻止自焚事

件，動用人力、物力以便現場搶救。 

陸方學者表示，大陸近年加強與各國交流，若西藏能快速發展，有可能吸引

海外經濟狀況較不佳的流亡藏人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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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拜會拜會拜會拜會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    

（一） 與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國際司司長就下半年交流工作交換意見。 

（二） 今（102）年蒙藏委員會透過該會順利完成多項交流工作，明年仍將依

循相同模式由該會協助聯絡地方單位，推動兩岸藏事工作交流，減少文件

往來之行政程序。 

 

九九九九、、、、拜會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拜會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拜會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拜會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照片 9、10） 

（一）該中心為綜合性的藏學學術機構，成立於 1986 年，主要研究藏族文化和

西藏自治區與甘肅、青海、四川、雲南四省藏區的歷史、現狀與未來。該中心有

社會經濟研究所、歷史研究所、宗教研究所、當代研究所及藏醫藥研究所，另有

中國藏學出版社，每年出版《中國藏學年鑒》和《中國藏學》雜誌。 

（二）該中心主辦的國際藏學會議每 4 年召開 1 次，最近一次已於 2012 年在北

京開過，至於「海峽兩岸藏學研討會」預計明年召開，可以與本會在臺北合辦，

再邀請西藏社科院學者參加。惟因該中心計畫必須於前一年 10 月前呈報，如果

明年可以合辦該會議，希望本會於今年 9 月函知該中心，俾利規劃於明年工作項

目中。王處長建議會議名稱改為「藏學研討會」。 

（三）由於該中心係中國大陸藏學研究重要單位，且本會迄今尚未與該中心及西

藏社科院建立學術交流管道，從拓展業務面向角度，本處明年學術會議似可與其

在臺辦理「藏學研討會」。 

    

參參參參、、、、訪問訪問訪問訪問心得心得心得心得    

    

一一一一、、、、    中國大陸師生對政治民主化議題中國大陸師生對政治民主化議題中國大陸師生對政治民主化議題中國大陸師生對政治民主化議題未曾接觸未曾接觸未曾接觸未曾接觸    

王處長演講一開始問及在座師生，有否聽過杭廷頓的「第三波民主化」，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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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是否定的。因此王處長先介紹政治民主化原因、方式、民主制度設計（中央憲

政體制與選舉制度）等理論內容，而後再由理論分析蒙古 2012 年的國會選舉。

由於演講過程中常以問答方式進行，學生反應良好，均及時回答問題，顯見學生

對此議題的好奇心。演講內容雖然是針對蒙古的國會選舉，但常常以中華民國之

總統選舉及國會選舉為例，間接宣揚中華民國主權在民的觀念，不啻為一次成功

的民主政治思想交流。 

    

二二二二、、、、中國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轄下的中國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轄下的中國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轄下的中國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轄下的 6666 所民族大學以西北民大最為積極所民族大學以西北民大最為積極所民族大學以西北民大最為積極所民族大學以西北民大最為積極    

  由於北方民大以回族與伊斯蘭研究為主，與本會較難進行交流，惟西北民大

係以蒙藏研究為主，且其國際處處長對兩岸交流有諸多方案想推動，明年可將該

校列為重點交流學校。 

    

三三三三、、、、蒙藏委員會與中國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蒙藏委員會與中國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蒙藏委員會與中國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蒙藏委員會與中國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持續推動持續推動持續推動持續推動蒙藏暨其他蒙藏暨其他蒙藏暨其他蒙藏暨其他少數民族交少數民族交少數民族交少數民族交

流工作流工作流工作流工作    

  蒙藏委員會近幾年循序漸進地與該委員會建立溝通管道，以推動兩岸蒙藏暨

其他少數民族之交流工作。今年在兩岸藏事業務上藉由該委員會之協助進行 9

項交流工作，包括：四川及西藏自治區民委來臺參訪團、臺灣醫療人員赴雲南醫

衛考察團、臺灣大專青年赴西南民族大學參訪交流團、臺灣學者赴大陸參與「第

二屆兩岸民族學學術會議」、中國大陸大專青年來臺參訪交流團、青海醫療人員

來臺深度觀摩、甘肅民族藝文團體來臺演出、雲南、四川醫療人員來臺參訪團等。

未來仍採一來一往、對等互惠原則，由該會協助推動與地方藏區事務的交流工作。 

 

四四四四、、、、與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加強交流與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加強交流與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加強交流與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加強交流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是中國大陸研究西藏的重要研究機構，本會一直未曾直接

與該中心合作（過去是透過補助文化大學辦理學術交流）；再加上西藏社會科學

院與本會也未建立制度化的聯繫管道，明年若能與此兩單位合作，透過辦理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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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方式，將可加強兩岸藏學學者的學術交流。 

 

五五五五、、、、天氣變化影響航班飛行天氣變化影響航班飛行天氣變化影響航班飛行天氣變化影響航班飛行，，，，為此行交流增添困擾為此行交流增添困擾為此行交流增添困擾為此行交流增添困擾    

  7 月 4 日第一天從北京飛蘭州，班機即因天氣問題延誤至晚間，抵達蘭州已

晚間 11 時多；7 月 10 日從銀川飛回北京班機無緣無故取消，航空公司亦未妥善

安排後續班機，最後由出差人員當場經過協商，由國際航空公司直接改換為東方

航空公司，直至晚間 9 時多才抵達北京，因為此延誤導致兩位學者無法轉接後段

長榮航空於當天返台，經過協商才由國際航空公司安排至過境旅館過夜，並由台

北原旅行社代訂 7 月 11 日長榮班機返台。在銀川等機時，全部飛機都延誤，均

未說明原因。此行深覺除天氣自然因素的影響外，大陸航空制度尚未齊全，例如：

班機延誤應有標準作業程序，如何安排後續及維護搭機者的權益是中國大陸仍待

改進之處。 

    

六六六六、、、、    中國大陸民族中國大陸民族中國大陸民族中國大陸民族學學學學學者想了解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學者想了解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學者想了解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學者想了解臺灣原住民族研究    

    

此行與西北民族大學及中央民族大學座談時，兩校均表示希望未來能與臺灣

研究原住民族的學者多所交流，顯見大陸民族學學者對臺灣原住民族研究不多。

雖然本會以蒙藏研究為主要學術交流內容，但從民族學研究的廣義範圍，臺灣原

住民族研究亦可納入交流內容，所以，近兩年本會嘗試在蒙藏研究之外，邀請臺

灣原住民族研究學者參與本會學術活動，從臺灣研究民族學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成

果與中國大陸的民族研究進行交流。 

    

肆肆肆肆、、、、訪問訪問訪問訪問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一一一一、、、、明年可安排明年可安排明年可安排明年可安排 8888 位位位位臺臺臺臺灣學者灣學者灣學者灣學者分兩批分兩批分兩批分兩批前往前往前往前往西北民大西北民大西北民大西北民大演講演講演講演講，，，，以加強以加強以加強以加強大陸學者大陸學者大陸學者大陸學者接觸接觸接觸接觸臺臺臺臺

灣灣灣灣學學學學者的者的者的者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15 
 

中國大陸學者的研究方法較少涉獵西方理論，而臺灣學者有此強項，臺灣學

者如果能以西方學術研究方法的基礎，前往中國大陸授課或演講，對當地學術的

研究方法論當有助益，且有助於其學術向西方開放的程度。基此，蒙藏委員會應

可於明年與西北民族大學合作，上半年安排 4 名臺灣研究蒙藏等民族學者前往該

校進行蒙藏專題演講，下半年則安排 4 名其他學者或專家與該校進行交流，建議

可安排本會辦理志工援外課程講師前往講授志工服務課程。由於已是第二年辦

理，本會可不須再派員陪同，持續促成兩岸學界制度化之交流。 

    

二二二二、、、、將志工服務概念融入將志工服務概念融入將志工服務概念融入將志工服務概念融入明年的青年交流團明年的青年交流團明年的青年交流團明年的青年交流團，，，，以志工服務與參訪兩者並重以志工服務與參訪兩者並重以志工服務與參訪兩者並重以志工服務與參訪兩者並重    

  志工服務項目對中國大陸而言是新興課題，本會可藉青年交流之際融入志工

課程，不僅增加交流內容，亦屬新興突破工作。我青年團前往西北民大時除一般

參訪地點外，可增加民族地區的田野調查或志工服務。而西北民大學生訪臺時，

本會可先安排兩天志工服務課程後，再安排一般參訪地點，讓兩岸青年交流發揮

更大效益。 

 

三三三三、、、、明年明年明年明年協助西北民大藝文青年團體來臺演出協助西北民大藝文青年團體來臺演出協助西北民大藝文青年團體來臺演出協助西北民大藝文青年團體來臺演出    

  西北民大有音樂學院與舞蹈學院，在該校藝文青年團體自費來臺原則下，本

會可予協助聯繫安排演出場地、陪同等事宜，相關細節俟其確定來臺時再予洽商。 

 

四四四四、、、、明年明年明年明年可與可與可與可與中國大陸西北民大與中國大陸西北民大與中國大陸西北民大與中國大陸西北民大與臺灣臺灣臺灣臺灣文化大學合辦文化大學合辦文化大學合辦文化大學合辦「「「「文成公主文成公主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大型舞劇大型舞劇大型舞劇大型舞劇    

  俟 9 月份西北民大國際交流處齊處長來臺與文化大學會商時，再進一步洽談

如何分工與合作。 

 

五五五五、、、、明年可與西藏社會科學院及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在臺召開藏學研討會明年可與西藏社會科學院及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在臺召開藏學研討會明年可與西藏社會科學院及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在臺召開藏學研討會明年可與西藏社會科學院及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在臺召開藏學研討會    

  為加強與西藏社科院及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藏學學者之交流，建議明年可與該

兩單位在臺辦理藏學研討會。如蒙 核可，需以蒙藏基金會名義於 9 月先行去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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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以利對方編入明年工作計畫。 

    

伍伍伍伍、、、、附錄附錄附錄附錄：：：：照片照片照片照片及及及及附附附附件件件件    

 

 

 

 

 

照片 1 與西北民族大學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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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 王維芳處長演講 

 

照片 3  趙竹成教授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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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 藍美華副教授演講 

 

 
照片 5 北方民族大學自動圖書系統 

 



19 
 

 

照片 6 與北方民族大學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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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 拜會中國大陸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交流局 

 

 

 



21 
 

 

照片 8 拜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照片 9 拜會中國藏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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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0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 

 

 

 

 

 

 

 

 

 

 

 

 

 

 

 

 

 

 



23 
 

附件 1 王維芳處長演講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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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選舉結果簡析：二、制度影響
� （一）半總統制的政府型態

� 1.一致多數政府：半總統制中總統、總理與國會多數為
同一政黨或政黨聯盟（馬英九政府）

� 2.共治政府：總統與國會多數所支持的總理分屬不同政
黨或政黨聯盟

� 3.國會有多數的少數政府：總統與總理為同一個政黨或
政黨聯盟，但是國會有一個與總統不同的政黨或政黨
聯盟取得過半席次（2000年陳水扁政府）

� 4.國會無多數的少數政府：總統與總理為同一政黨或政
黨聯盟，但是國會無任何一個政黨或政黨聯盟獲得過
半席次（2004年陳水扁政府）

� 5.權力高度分散的政府：：：：總統與總理不同政黨或政黨聯總統與總理不同政黨或政黨聯總統與總理不同政黨或政黨聯總統與總理不同政黨或政黨聯
盟盟盟盟，，，，同時國會亦沒有任何一個政黨或政黨聯盟獲得過同時國會亦沒有任何一個政黨或政黨聯盟獲得過同時國會亦沒有任何一個政黨或政黨聯盟獲得過同時國會亦沒有任何一個政黨或政黨聯盟獲得過
半席次半席次半席次半席次

 
 

 

拾壹、選舉結果簡析：二、制度影響
� （二）.蒙古歷屆政府型態：

總統 總理 總理任期 組閣的政黨 政府組成型態 時間

奧其爾巴特

（1992-1993）

（蒙古人民革

命黨）

扎斯萊 1992.7.21-

1993.6.6

蒙古人民革命

黨

一致多數政府 320日

奧其爾巴特

（1993-1997）

（民主聯盟）

扎斯萊 1993.6.6-

1996.7.19

蒙古人民革命

黨

共治政府 1139日

恩和賽汗 1996.7.19 -

1997.6.20

民主聯盟 一致多數政府 33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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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選舉結果簡析：二、制度影響
巴嘎班迪（1997-

2001）

（蒙古人民革命

黨）

恩和賽汗 1997.6.20-

1998.4.23

民主聯盟 共治政府 307日

額勒畢格道爾

濟

1998.4.23-

1998.12.9

民主聯盟 共治政府 230日

納蘭查薩拉特 1998.12.9-

1999.7.22

民主聯盟 共治政府 225日

阿瑪爾扎爾格

勒

1999.7.30-

2000.7.26

民主聯盟 共治政府 362日

恩和巴亞爾 2000.7.26-

2004.8.20

蒙古人民革命黨 一致多數政府 1486日

巴嘎班迪（2001-

2005）

（蒙古人民革命

黨）

恩和巴亞爾 蒙古人民革命黨 一致多數政府

額勒畢格道爾

濟

2004.8.20-

2005.6.24

祖國民主聯盟＋

蒙古人民革命黨

一致多數政府 308日

 

 

拾壹、選舉結果簡析：二、制度影響
恩和巴亞爾（2005-2009）

（蒙古人民革命黨）

額勒畢格道

爾濟

2005.6.24-

2006.1.13

祖國民主

聯盟＋蒙

古人民革

命黨

一致多數政府 134日

恩和寶勒德 2006.1.13-

2007.11.2

2

蒙古人民

革命黨＋

祖國民主

聯盟

一致多數政府 678日

巴亞爾 2007.11.2

2-

2009.6.18

5

蒙古人民

革命黨＋

民主黨

一致多數政府 57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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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選舉結果簡析：二、制度影響

總統總統總統總統 總理總理總理總理 總理任期總理任期總理任期總理任期 組閣組閣組閣組閣 政府組成型政府組成型政府組成型政府組成型
態態態態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額勒畢格道

爾濟（2009-

2012 7.）

巴亞爾 2009.6.18-

2009.10.2

蒙古人民革命黨

＋民主黨

一致多數政府 134日

巴特包勒德 2009.10.29-
2012.1.20

蒙古人民黨＋
民主黨（蒙古
人民革命黨於
2010 年11月4日
更名為人民黨）

一致多數政
府

813日

額勒畢格
道爾濟
（2012 7-
2013.6.）

阿勒坦呼
亞格

2012.8.10- 民主黨＋正義
聯盟

一致多數政
府

 

 

 

拾壹、選舉結果簡析：二、制度影響
� （三）蒙古政府型態百分比

政府型態政府型態政府型態政府型態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一致多數政府 4782日 67.88

共治政府 2263日 32.12

國會有多數的少數政府 0 0

國會無多數的少數政府 0 0

權力高度分散的政府 0 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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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趙竹成教授演講簡報 

政治大學趙竹成

 

 

 

�Исемсезлəр,
� сызлəр белəн
ушрашканыма бик ша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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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蘇聯解體後，在獨立國協境內發生了大規模的族
群重新配置的現象，其中又以散佈在中亞、高加索
與波羅的海等地區，數量超過二千五百萬的俄羅斯
人。環繞著這些俄羅斯人，的重要課題之一，即是
其新的認同形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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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民族民族民族

何種因素使你和其他人成為一群何種因素使你和其他人成為一群何種因素使你和其他人成為一群何種因素使你和其他人成為一群

語言 文化
生活
習慣

性格
歷史
命運

難喻
的感
覺

俄羅
斯人

66 44 36 36 2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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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因素認為是俄羅斯何種因素認為是俄羅斯何種因素認為是俄羅斯何種因素認為是俄羅斯
人人人人

俄羅斯人俄羅斯人俄羅斯人俄羅斯人

立陶宛1993年 愛沙尼亞1994年

很難確定 16 19

語言 71 56

文化 49 30

生活習慣 37 25

人格特質 26 21

歷史命運 32 26

其他 2 6

難以回答/拒答 5 6

 

 

� 俄羅斯人的自我認同主要的構成要素，明顯的主要
是來自血緣（父母出身）、文化及語言，歷史共同
感等。

� 認同的構成在俄羅斯人的議題中向來是複選題而非
單選題，它明白表示個人認同意識構成的多元現象。

� 個人認同意識構成的多元現象包含著複合式的各種
原生條件又不可能進行切割，則身份的選擇自然是
以人的主觀自我認知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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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你不離開烏克蘭為何你不離開烏克蘭為何你不離開烏克蘭為何你不離開烏克蘭 計計計計

我出生在此，是我的祖國 33

父母、子女和親人住在這 52

較易生活，生活水準較高 1

從事各種職業比較自由 1

已解決居住問題 27

較能保障個人權利與自由 1

比較供應充足 0

文化生活條件較好 1

沒能力搬遷 20

換居所已經晚了 24

其他 3

難以回答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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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離開居住國的原因不想離開居住國的原因不想離開居住國的原因不想離開居住國的原因
俄羅斯人俄羅斯人俄羅斯人俄羅斯人

立陶宛1993 愛沙尼亞1994

出生在此，是我的祖國 35 32

住著我的父母、親人 37 42

生活較容易、生活水準較高 5 12

選擇職業工作較自由 3 5

已解決居住問題 28 21

較保障人權及自由 0 2

供應較好 2 5

文化生活條件較好 4 10

沒錢搬家 18 7

換居所已經晚了 19 20

其他 5 1

 

必須離開居住國的原因必須離開居住國的原因必須離開居住國的原因必須離開居住國的原因
俄羅斯人俄羅斯人俄羅斯人俄羅斯人

立陶宛1993年 愛沙尼亞1994年

族際關係惡化 31 15

通過了損害俄羅斯人權益的
法律

21 62

損害了俄羅斯人的尊嚴 24 13

蘇聯解體 32 7

經濟情況不穩 38 25

失業 38 36

物價飛漲 28 10

住居有問題 6 8

無法繼續學業及教導小孩 25 24

身體上受威脅 8 4

其他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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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當地國的因素是以「經濟生活」為最大宗，包括「經
濟情況不穩」，「失業」，「物價飛漲」等，經濟現實因
素對於俄羅斯人選擇維持現狀的影響超過政治上的族群衝
突的問題。

� 選擇不離開的因素，則是牽涉到感情血緣的本質因素，例
如，「住著我的父母、親人」，「我的親人住在這裡」，
甚至有人純粹是因為將出生地視為「祖國」。

� 原生因素的重要性在於，它確實是構成族群意識與形塑的
基本因子。

� 當地國的態度當地國的態度當地國的態度當地國的態度

 

 

 

� 納札爾巴耶夫：

� 「如果我們無法排除對那些曾經與我們父

� 祖一起生活，日後和我們子孫一起生活的

� 俄羅斯人的欺辱態度，則我們會成為匪類

� （mankurt）」。 －

� N.Nazarbaev,"Strategiia zdravogo

� smysla".Sovetskaia Rossiia(Moskva).

� 13. fevralia,1999.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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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以前：

� 協助其「同胞」留在當地，建立文化團體，促進雙
邊國家發展。

�

� 2006年以後：

� 「關於境外居留同胞自願遷居俄羅斯聯邦的協助辦
法」

 

 

 

住在當地國的俄羅住在當地國的俄羅住在當地國的俄羅住在當地國的俄羅
斯人是否需要懂得斯人是否需要懂得斯人是否需要懂得斯人是否需要懂得

主體民族語言主體民族語言主體民族語言主體民族語言

立陶宛立陶宛立陶宛立陶宛1993年年年年 愛沙尼亞愛沙尼亞愛沙尼亞愛沙尼亞1994年年年年

俄羅斯人 立陶宛人 俄羅斯人 愛沙尼亞人

是 89 96 89 97

否 2 1 9 2

難以回答/拒答 9 3 2 1

合計 100 100 100 100

為何你會認為需要了解?

否則很難繼續工作 65 49 51 48

否則不能受高等教
育

39 15 22 23

否則很難在日常生
活中溝通

47 45 24 26

否則很難融入當地
生活

30 52 32 23

其他 7 3 9 2

難以回答/拒答 2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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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民族民族民族

你會為你的小孩選擇哪種族籍你會為你的小孩選擇哪種族籍你會為你的小孩選擇哪種族籍你會為你的小孩選擇哪種族籍

烏克蘭人 俄羅斯人
小孩自己

選
無所謂 難以回答 合計

俄羅斯人 30.5 48 2.5 7.5 11.5 100

烏克蘭人 84 6.25 1 3.5 6 100

 

 

 

� 多層次結構－

� 政治認同對血緣文化認同的超越

� 多樣的認同（multiple identities）－

� 1.族群身份與國籍歸屬的不對稱性

� 2.族際通婚的身分

� 多元文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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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

B C

D=A．B．C共同認同的最大範圍－國家／國籍的
外在選擇
A．B．C則為內部不同背景條件的認同範圍為內
邊緣－民族內在的各種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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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ЗУР Рəхмə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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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藍美華副教授演講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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