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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與中國大陸華中科技大學(985 工程高校)，於民國九十九

年雙方簽署校對校合作交流協議，並展開各項學術交流活動。本年度華中科技大

學於 102 年 7 月 7 日至 14 日主辦「2013 台灣大學生武漢•中國光谷科技行」，邀

請雲科大師生組隊出席，雲科大由科技法律研究所王服清教授率本校科技法律研

究所、創設系與設研所博、碩班師生共 6 人與會，師生一行除全程參加此次活動

及參訪外，各系所亦與性質相近之學術單位展開交流。本年度此項活動，亦展現

出雙方合作事項、系所學術交流合作層面的擴大與深度討論，同時對湖北人文及

文化歷史在中國近代史的地位內涵之認識與瞭解。此外，透過華中科技大學各系

所的真誠對話及熱情招待，展開各層面的交流，對於華中科大儘管舉辦如此大型

的活動，但是師生及志工的服務態度良好，有效率且能適時解決貴賓的問題，表

現出一所高品質的大學，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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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一)主題：2013 台灣大學生武漢•中國光谷科技行 

(二)緣起：延續「2011 年由華中科技大學所主辦之辛亥百年活動」以及「2012 年台灣

大學生湖北近代史暨辛亥革命百年活動」，深化兩岸學術交流與情誼，增

進認識、瞭解以及研議在學術上可合作的項目，開展持續性的學術交流與

互動。 

(三)預期效益：1.延續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與華中科技大學雙方友好合作關係，增進雙方

學術合作之項目與範圍。 

             2. 認識湖北省的發展變遷不僅是中國歷史古都的角色而且近代轉換成

科技大城。 

             3.讓兩校師生良性互動，增進認識，相互學習。 

二、過程 

(一) 2013 台灣大學生武漢•中國光谷科技行參加人員 

  本次雲科大師生 6 位由雲科大科技法律研究所王服清教授率領，成員包括科技法律

研究所(柴廣成同學)、創設系(劉正儀及陳彥婷同學)與設研所博、碩士班(許翰殷及王

皓萱同學)師生共 6 人共同組成，於 102 年 7 月 7 日清晨 4 點半來自各地集合於桃園國

際機場出發，經香港轉機當日上午 11 點半許至武漢天河機場。華中科大的接待工作亦

相當到位，旋即由機場接至校內招待所。參訪 8 天期間科技法律研究所師生二人全程

由華中科大提供良好的住宿、用餐及參訪活動行程。另外創設系與設研所博、碩士生

另四人則與武漢理工科技大學建規學院進行「設計工作坊」交流活動。 

 

   102年 7月 7日至 14日華中科技大學“2013台灣大學生武漢•中國光谷科技行”名冊 

 

 

 

 

 

 

 

 

 

 

編號 姓名 
  

科系/年級 
  

1 王服清 
  

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

授   

2 劉正儀 
  

創設系 1 年級 
  

3 陳彥婷 
  

創設系 1 年級 
  

4 許翰殷 
  

設研所博班 2 年級 
  

5 王皓萱 
  

設研所碩班 1 年級 
  

6 柴廣成 
  

科法所 2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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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華中科技大學“2013台灣大學生武漢•中國光谷科技行” 活動日程 

    時間：2013 年 7 月 7 日至 7 月 14 日（共 8 天） 

 

 

 

 

 

 

 

 

 

 

 

 

 

 

 

 

 

 

 

 

 

 

 

 

 

 

 

 

 

 

 

 

日期 時間 内容 

第一天 

7 月 7 日 

接站 接機與報到入住華中科技大學 

晚上 歡迎晚宴 

第二天 

7 月 8 日 

上午 參觀武漢光電國家實驗室（籌）、華中科技大學創

新學院－啟明學院、華工科技產業園華工激光等公

司 

下午 參觀光谷軟件園、光谷生物城生物醫藥園等 

晚上 科技講座 

第三天 

7 月 9 日 
院系學術交流 

第四天 

7 月 10 日 
院系學術交流 

第五天 

7 月 11 日 
荊楚文化之旅-三峽 

第六天 

7 月 12 日 
荊楚文化之旅-三峽 

第七天 

7 月 13 日 

上午 返程，结束荊楚文化之旅-三峽 

下午 歡送晚宴 

晚上 學生聯誼活動 

第八天 

7 月 14 日 
離開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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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7 月 8 日中國光谷科技行之行程 

  當日早上 8 點本人與中德知識產權研究所所長余翔教授以及虎尾科技大學財務金融

系張麗娟教授共進早餐前留影。 

 
 

配合華中科大光電、生物科技等領域專長，在武漢地區投入大筆資金成立光谷科技科

技園區，對於就業及產學合作成效卓著。 

 

 
 

 
 

(四) 7 月 9 日參訪湖北博物館 

湖北博物館館藏豐富，如「越王句踐之劍」、「曾候乙墓編鐘」、「曾候乙編鐘」，亦顯示

出戰國時期的璀璨南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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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3 年 7 月 10 日訪問中德知識產權研究所 

 

  2013 年 7 月 10 日早上 9-11 點，管理學院 666 室，應中德知識產權研究所所長余翔

教授之邀，本人及科技法律研究所柴廣成同學訪問中德知識產權研究所，並與中德知

識產權研究所師生們進行了座談1。 

 

                                                
1
張貴林編輯：中德知識產權研究所發布日期：2013-7-10，中德知識產權研究所之報導：台灣雲林科技

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王服清教授來訪中德知識產權研究所，網址：

http://law.hust.edu.cn/Law2008/ShowArticle.asp?ArticleID=12675。 

http://law.hust.edu.cn/Law2008/ShowArticle.asp?ArticleID=12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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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談會在楊為國教授的主持下進行，探討了台灣與大陸在學術、生活、思想教育上

的差異與共同點，以及未來台灣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與中德知識產權所在學

術交流。座談會在輕鬆的氛圍中進行，本人首先介紹了台灣雲林科技大學的歷史發展

與取得的非凡的成就，並且對科技法律研究所的招生情況、師資隊伍、軟硬件設施做

了詳細的介紹，楊為國教授為本人簡要的介紹了管理學院知識產權的發展情況，以及

未來知識產權的發展的前景和合作交流。 

 

(六)、7 月 11 日訪問華中科技大學法学院 

  7 月 11 日早上 10-12 點，本人訪問華中科技大學法学院
2
。法學院副院長兼科技法研

究所執行所長焦洪濤、副院長陳緒剛、知識產權教研室主任范長軍、科技法教研室主

任伍春艷、知識產權教研室李薇薇等在 204 會議室進行座談，會議由焦洪濤主持。華

中科技大學法学院科技法研究所部分博士研究生和劉奕岑及郝爽同學碩士研究生也參

加了座談。陳緒剛副院長代表法學院對本人來訪表示熱忱歡迎，介紹了華中科技大學

法学院基本情況，並表示願意推動雙方交流與合作。 

 

 

  本人播放了台灣雲林科技大學校情總覽視頻，並通過專題 PPT 演示介紹了台灣雲林

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在發展理念、課程設置、師資結構、人才培養等方面的基本

情況。焦洪濤副院長介紹了華中科技大學法学院科技法學科發展的基本情況，參加座

談的教師介紹了各自的專業研究方向。 

                                                
2華中科技大學法学院之報導，台灣雲林科技大學科法所王服清教授來訪，作者：郭明源文章來源：華中科

技大學科技法研究所，更新時間：2013-7-19，網址：

http://patent.hust.edu.cn/Content.asp?c=8&a=425&todo=show。 

http://patent.hust.edu.cn/Content.asp?c=8&a=425&todo=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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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就共同感興趣的話題進行了深入探討。透過座談，雙方就建立和發展合作關係，

重點推動在科技法學研究和法學教育創新等領域的交流達成初步共識。會談結束時，

焦洪濤副院長代表法學院與本人互贈紀念品，並合影留念。 

 

(七) 7 月 12 日參訪湖北大學及環境法研究所 

 

 
 

 

 
 

(八) 7 月 13 日本人再度與法學院副院長兼科技法研究所執行所長焦洪濤茶敘合影

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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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7 月 14 日本人與科技法律研究所柴廣成同學、創設系劉正儀及陳彥婷同學與

設研所博士班許翰殷同學於武漢天河機場留念 

 

 
 

三、心得 

1.華中科大為大陸 985 重點大學之一，全校科研績優，重點扶植光谷科技園區，可見

政府經費全力支持重點項目是絕對必要。配合華中科大科技領域專長，在武漢地區

投入大筆資金成立科技園區，產學合作成效卓著，值得學習。華中科大全校各院均

衡發展，人文、科技與管理兼具，使得科技、管理與人文並重之觀念得以實現，實

堪借鏡。 

2.中國大陸近十年來逐漸加強充實填補其所經歷過的文化斷層，確有後來居上之趨

勢，是值得吾人警覺之處。 

3.中國大陸以重點高校為基礎，有計畫地以擴展方式向台灣高校伸出交流友誼之雙

手，的確不容小覷其影響力。此次「2013 台灣大學生武漢•中國光谷科技行」延續

「2011 年由華中科技大學所主辦之辛亥百年活動」以及「2012 年台灣大學生湖北近

代史暨辛亥革命百年活動」，已經深化兩岸學術交流與情誼，增進認識、瞭解之目的。 

4.大陸近幾年隨著政策開放腳步，已逐步擺脫過往較多的政治宣傳，從文化交流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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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保留中國文化的聖地與核心價值，亦為對岸所肯定公認，在精緻文明的保存與

闡述方面尤為傑出，亦是我方展現自信心之根據，更何況在台灣的中國文化已蛻變

出其開放性與多元性，無須妄自菲薄，可說是勝出大陸，這是吾人深以為傲之處，

今後尤應加強此方面的交流，以文化影響力改變大陸。 

四、建議 

1.大陸各大學的服務志工之培訓與表現方面可圈可點，十分到位，服務品質極度細膩，

較以前大幅提昇。據說他們所言，以榮任此次活動之志工為榮譽之標章。經由此次

活動，吾人發現大陸之志工(志願者)積極主動，禮貌自然誠懇，確實不可同日而語。

台灣各大學在教育部推動服務學習目標導向下，其品質與成效也誠屬不錯，我們也

不惶多讓，但是應注意到大陸之服務學習工作上，已有並駕齊驅，甚至後來居上之

勢。 

2.我們應該開放陸生政策，避免劃地自限，不讓陸生裹足不前。許多陸生表示有意至

台灣學習，台灣文化對他們具有極大之吸引力。但他們覺得台灣對待陸生之留學政

策並不友善，如教育部中的「三限六不」政策，使得他們裹足不前。反觀歐美對待

各國留學生之政策與態度，就愈顯示其泱泱大國之胸襟，而其最後收到反饋之效益

是呈倍數之成長，可予借鏡反思。我們吸收陸生來台，本是我展現國力與文化影響

力之最佳機會，應該具備高度自信心，然遺憾地經過扭曲、醜化與限制陸生政策之

後，優勢卻逐日喪失，實感憂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