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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102 年 6 月 16 日至 20 日本校吳柏青副校長與本人前往大陸山東省濟南市參加「2013 魯

台高等教育論壇」。台灣團共有 11 所公私立大學的校長、副校長、以及相關業務人員共

20 人出席，山東省則有 23 所高專院校代表與會。17 號論壇議程為開幕、來賓致詞、團

體合照、專題報告、各校報告、教育交流座談、閉幕。18 號則拜訪濟南大學與山東財經

大學校園與教學設施。19 號上午遊覽泰山，下午拜會山東財經大學校長。20 號上午返

台。本論壇主要目的是希望藉由本國與大陸山東省大專院校的高層行政長官聚會，分享

兩岸的辦學經驗，同時介紹各自的學校現況與發展願景，以利未來的交流。論壇主題包

括教育資源配置與創新人才培養之發展戰略、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與有效利用、高等教

育人才培養模式的探討、高等教育課程體系的改革與創新、魯台兩地高等教育合作等。

透過此次會議的交流與經驗分享，讓我們更能了解山東省的大專院校現狀以及兩岸高等

教育的差異，也讓我們省思如何在全球化的競爭中找出自己的特點與未來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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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本文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2013 魯台高等教育論壇」主要是希望藉由本國與大陸山東省大學院校的高層行政

長官聚會，分享兩岸的辦學經驗，同時介紹各自的學校現況與發展願景，以利未來的交

流。論壇主題包括教育資源配置與創新人才培養之發展戰略、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與有

效利用、高等教育人才培養模式的探討、高等教育課程體系的改革與創新、魯台兩地高

等教育合作等。 

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2013魯台高等教育論壇」於102年6月16日至20日在大陸山東省濟南市的山東財經大學

燕山校區舉行，論壇主題包括教育資源配置與創新人才培養之發展戰略、教育資源的優

化配置與有效利用、高等教育人才培養模式的探討、高等教育課程體系的改革與創新、

魯台兩地高等教育合作等。台灣團共有11所公私立大學的校長、副校長、以及相關業務

人員共20人出席，本校由吳柏青副校長與本人代表參加。帶隊團長是文化大學前校長李

天任教授，他也是「中華永續教育協會」的理事長。一行人搭將近中午12點的飛機由桃

園機場直飛濟南，約下午2:30到達濟南機場，山東省國台辦周瑞鵬科長與旅行社人員已

在出關處等候。接著搭專車前往開會地點--山東財經大學，稍後入住該校的招待所--學景

大酒店。晚餐由省國台辦張民忠副主任設宴，隨後回房休息，準備隔日開會。 

17 號早上 9:00 開始會議，地點在住宿酒店的三樓。台灣方面有 11 所公私立大學參加這

回會議，山東省則有 23 所大專院校與會。台灣的 11 所學校中有三所為國立學校，包括

本校、高雄第一科技大學、以及國立金門大學；私立學校則有八所，包括文化大學、淡

江大學、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崑山科技大學、長榮大學、樹德科技大學、和春技術學院、

台灣觀光學院。早上會議先由山東財經大學劉興雲校長致歡迎詞，隨後本團李天任校長

致感謝詞。接著於學景大酒店前團體合影。10 點開始，先由山東財經大學聶培堯副校長

報告該校歷史與發展，才知原來山東財經大學是於 2012 年由山東經濟學院、山東財政

學院對等合併組建，也是大陸唯一由財政部、教育部、山東省人民政府共建的一所綜合

性財經大學。大陸高校學制與台灣大不同，也很複雜，學術來往時要特別注意。接著由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陳振遠校長專題報告，主要內容是描述該校如何開創全國第一所「創

業型大學」，如何與業界合作進行人才培育與創意結合，以及積極推動國際化的成果，

內容充實與觀念先進，相信與會人士都有收穫。 

中場茶敘過後，10:40由參加論壇的兩岸院校代表輪流依序發言，報告各校情形。本校

吳副校長排在第四位發言，主要內容是介紹本校的歷史沿革、校區分布、學院科系、師

資設備、未來發展，當然也特別提及本校與大陸高校來往現況，以及大陸交換生在本校

的學業與生活情形等，我們也趁機發放本校的簡介資料。午餐過後，各校繼續輪流上台，

至下午 3:30為止，共有 19校代表上台發言。我們發現，山東多校國際化程度不及台

灣各校。有些大陸高校的領導發言時很坦誠，描述現在大陸學生的幾個現象，例如"五

百字以上的文章不讀"、”整天玩手機”等，與台灣學生很像，也反映出世界各地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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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之下，學生的讀書習慣有了很大的改變。另外，也有大陸學校校長分析現在大學老

師的五大挑戰—要如何"有學問"、"有激情"、"有目的"、"有辦法"、"有成效"，疾呼教

師的自我精進，因為"教師的水平就是大學的水平"，聽來頗有同感。 

下午茶敘時，本校姊妹校"山東煙台大學"港澳台辦事處張主任特別來打招呼並與吳副校

長合影留念。本校與煙台大學的學生來往頗為密切，該校學生除積極來本校當交換生，

本校教授也特別願意接納該校優秀研究生進實驗室學習，可見得他們的素質不錯，敬業

態度也值得我們學習。我們也期待明年兩校可以進一步發展學術與更多的學生交流。 

下午茶敘過後就是「兩岸高校教育合作交流」的開放式座談會。本來主辦單位寄望山東

各校代表把握機會與台灣來訪的各校交流，但是多校代表已離去，可能是要趕車回各校

吧，留下來座談的不多。本來我們還想與姊妹校「中國石油大學(華東)」副校長查明交

流寒暄，但無機會多談。看來山東高校或許是對於兩岸交流興趣不大，也或許是開放程

度不如台灣，罔論其他內陸省份了。 

論壇最後就是閉幕，當然留下來最多人參與的就是台灣代表了。各級長官致詞後，會議

隨即結束。晚餐由省教育廳作東，邀請國務院國台辦交流局嚴中洲副局長參加並致詞，

顯示這個論壇頗受北京重視。嚴局長說的當然是希望台灣多多開放等論調，因為前一日

他才在廈門舉行的「海峽論壇」中宣布新開放 10 處海峽兩岸交流基地，當然希望台灣

方面對於兩岸來往不要有種種限制。不過，我們也有自身考量就是了，不盡然要全數配

合對岸的政策。 

18 號一早就搭專車前往濟南大學訪問，車程約 40分鐘，但還是在濟南市區內。濟南大

學是山東省重點建設的綜合性高等學校，主要是由原山東建築材料工業學院和原濟南聯

合大學於 2000 年合併而成，現有 25 個學院，學生約三萬五千餘人，教師近兩千人。該

校還有一個孔子學院，頗為特殊。抵達濟大時，該校程新校長率副校長等主管親自接待

並簡報，他們的準備很正式也很充實。該校與世界十幾所國家的五十餘所大學都有來往，

但令人意外的是我們竟是該校第一批台灣來的學術界訪客，該校過去從沒與台灣大專院

校來往過，讓人有些納悶。隨後本團各校代表也一一介紹各校現況，並與程新校長交換

禮物。由於行程有點延誤，隨後由該校副校長帶我們車上遊覽該校新校區，過程約十分

鐘。這個校區很廣，東西南北四校區連結在一起，後有青龍山，校區共有 243萬平方

米，學校建築很新，也規劃得很好。大陸高校學生人數動輒三、五萬人，學生又全需住

校，管理是門大學問。看到櫛比鱗次的學生宿舍區，真讓我們有點吃驚。之後我們返回

山東財經大學，參觀該校管理學科實驗教學中心的「企業經營管理仿真實踐教學基地」，

也就是模擬企業的交易、經營、管理等教室與設備。他們的設備還不錯，也頗具雄心，

簡報教學活動時也很有自信。山東財經大學共有四個校區，佔地 4818 畝，共有 21 個學

院，學生總人數約 33000 人，教師約 1900 人。我們開會與住宿的地方是燕山校區，就是

原來的山東經濟學院。隨後我們也順道參觀該校區的圖書館，該館設備很新穎，建築也

很宏偉，入口的藝術意象令人印象深刻。由於已接近午餐時間，就沒有到館內一一參觀。

下午的行程比較輕鬆，就是遊覽濟南名勝--大明湖以及週邊景點，例如豹突泉、李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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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館等。 

19 號則是遊覽泰山名勝。先是搭乘纜車上山，再徒步走一段山路。沿途風景優美，可以

想像古人在此附近居住，面對不算高但是卻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受，的確其來有

自。中國五嶽都會伴隨一座主廟，以供人民祭祀山神。泰山當然不例外，山底下附近有

座「岱廟」，也稱「東嶽廟」，是古代帝王祭祀泰山的所在，歷史悠久，值得一遊。隨後

回酒店，稍事休息後換正式服裝前往山東財經大學的校長貴賓室拜會劉校長，也是才剛

剛真除的劉書記，展開正式拜訪主辦單位的行程。各校代表一一簡短介紹各校狀況，隨

後也交換禮物。晚餐由山東財經大學做東道主，賓主盡歡。 

20 號起個大早，搭 8:30 的飛機回台灣，約 11 點到達桃園機場，結束此行。 

心得心得心得心得    

大陸的高校普遍情形是校區幅員廣闊、建築雄偉、內裝新穎，目前發展屬於擴張期，經

費比較充裕。有宏觀領導能力與魄力的執行者可透過慎密的規劃設計，打造好的硬體設

施與校園景觀。但是要論創新思想與國際觀，則還是台灣較優。我們的優點是社會自由

度夠，所以經營學校的做法具備好的彈性、包袱少，可以放膽衝。如何在兩岸的大學競

合關係中找到自己的著力點是大家各自要努力的目標。至於論壇本身，台灣 11 所學校

代表都努力推銷自身的「特色」，也熱誠歡迎與大陸高校來往，反觀大陸方面反應比較

冷靜，顯見台灣高等教育的各校領導人都是很好的推銷員，對自己有信心，也樂意分享

辦學經驗。 

攜回文件：山東財經大學簡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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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會議相關照片 

 

「2013 魯台高等教育論壇」會場大合照 

 

 

吳副校長與本人於會場外合照 

 

 

本校姊妹校「山東煙台大學」港澳台辦事

處張主任與吳副校長合影 

 

吳副校長於論壇會場報告本校概況 

 

 

山東理工大學副校長鄒廣德報告該校教學

重點 

 

論壇當日下午「兩岸高校教育合作交流」

開放式座談會會場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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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濟南大學座談會場 

 

 

吳副校長說明本校概況 

 

 

濟南大學程新校長於該校模型前解說該校

規畫與發展 

 

山東財經大學教授講解該校規畫與發展 

 

 

團員與山東財經大學接待教師合影 

 

 

團員於豹突泉大門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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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遊泰山之前合影 

 
山東財經大學劉興雲書記接見團員 

 

團員與山東財經大學領導合影 

  



 

附錄二：攜回文件掃描資料(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