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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落實國際學術交流以及提升全校師生之國際移動力(Global Mobility)，鼓

勵系所從深化專業發展的角度選送學生及教師出國研修，本校國際處徵求系所尋

找與交流密切之海外合作對象(即海外同盟系)，發展具國際化特色的系所課程架

構及招生亮點。以「一系一國．一系一同盟．一系一特色」之概念，為在有限經

費下提供各系較多學生至海外研修的機會。本年度重點為：同盟系-開設海外短

期專業課程。因此本系在系主任號召與討論下，參與此計畫。此次以日本為主，

邀請了與本系有合作關係之三所日本校系，共同參與此同盟計畫，合作開設了短

期專業課程，由四位教師帶領十七位學碩博生，前往日本進行了移地教學。期以

達到集中資源進行包括深化與海外合作對象的連結關係、增進學生語文能力、建

立學長姐海外照護機制等有助於具體提昇學生至海外研修人數的方案之目的。並

且開啟與海外同盟系更多雙邊甚至多邊交流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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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本校國際處於本(2013)年四月間，為落實國際學術交流以及提升全校師生之

國際移動力(Global Mobility)，鼓勵系所從深化專業發展的角度選送學生及教師

出國研修，公開徵求系所尋找與交流密切之海外合作對象(即海外同盟系)，以發

展具國際化特色的系所課程架構及招生亮點。本(資訊工程)系於楊峻權主任號召

下，於討論後決定提出以與本系有良好互動關係之日本首都大學東京系統設計學

部為主，加上本校與之有校級合作關係之會津大學、及目前正亟欲與之建立合作

關係之東京大學等三校，共同開設了此課程。為在有限經費下，提供系上較多學

生至海外研修的機會。因此在選擇了企圖心強、成績優異的十七位學、碩、博級

學生後，於本年度七月底，展開為期八天之參訪課程。 

本次課程目的為： 

一、擴展學生國際視野，增進學生與教師之國際移動力。 

二、增進學生語文能力、建立海外學長姐照護機制，提昇學生至海外研修人數。

為本校學生爭取 2014 年首都大之博士課程獎學金、以及博士後研究工作。 

三、加強本校與交流校間實質學術交流關係，並推動與首都大學、會津大學續約

之相關事宜。 

四、開啟與日本東京大學合作之可能。 

五、蒐集與測試林宣華副教授與劉震昌副教授實驗室，共同開發之手機應用程式

「日本蒐景冊」專題所需旅遊資料。 

六、與海外同盟系開啟更多雙邊交流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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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行程表及紀要 

日期 內容與紀要 

7/22（一） 

6:50 阮夙姿教授及隨團秘書林宜箴小姐帶領 17 為學生，搭乘酷

航 TZ 202 班機自桃園機場出發。 

11:00 抵達日本成田國際機場。 

17:00 抵達東京都福生市東橫 INN 飯店入住。 

7/23（二） 

8:30 - 9:30 出發前往首都大學東京位於南大澤之校區，與陳履恆副

教授、林宣華副教授、劉震昌副教授會合。 

10:00 - 12:00 與首都大學國際事務處座談與交流。 

13:00 - 15:30 四位教授及隨團秘書帶領 17 位同學，於首都大學舉

辦之學生研究交流會中共發表九篇文章，進行學術交

流。 

15:30 - 16:00 四位教授與首都大學校長及師長們討論將合作約升

級至校層級之可能性，及進行交換學生或交換學者

之細節問題。 

7/24（三） 

10:00 - 11:30 前往東京都中央區日本橋稅務署前東橫 INN 置放行

李。 

14:00 - 17:00 四位教授、隨團秘書帶領同學們於秋葉原進行企業

參訪，及專題資料蒐集與測試 I。 

7/25（四） 

9:20 - 9:50 前往東京大學。 

10:30 - 12:00 四位教授、隨團秘書帶領同學們訪問東京大學大澤實

驗室，進行學術交流與討論。 

12:00 - 14:30 參觀東京大學、自行午餐。 

14:30 - 18:00 阮夙姿教授、陳履恆副教授、劉震昌副教授及隨團

秘書，帶領 17 位同學前往會津若松，入住東橫 INN。 

7/26（五） 
9:00 - 10:00 前往會津大學，參訪校園。 

10:30 - 12:00 專題課程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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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 15:00 專題課程 III、IV。 

14:30 - 15:00 會津大學實驗室參訪。 

15:00 - 16:30 參訪會津若松市、鶴城。 

17:00 - 20:30 搭車返回東京中央區日本橋稅務署前東橫 INN。 

7/27（六） 

8:00 - 10:30 分組討論 I。 

11:00 - 14:00 阮夙姿教授及隨團秘書，帶領十七位同學與旅日學

長姐經驗分享及交流。 

14:00 - 17:00 與學長姐續行經驗分享、小組活動。 

7/28（日） 

10:00 - 17:00 分組討論 II 及專題資料蒐集與測試 II。 

20:00 - 22:00 阮夙姿教授、林宣華副教授及隨團秘書，帶領同學

們進行心得報告與分享。 

7/29（一） 

8:00 - 10:00 前往成田機場 

12:10 - 14:20 隨團秘書與十七名學生搭乘酷航 TZ 201 班機返國。 

四位教授續行個人參訪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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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訪交流過程與心得 

（一）首都大學東京參訪過程 

首都大學東京為 2005 年成立的學校，是一所合併了過去四所大學：東京都

立大學、東京都立科學技術大學、東京都立保健科學大學、東京都立短期大學，

統整後所成立之大學，簡稱為首都大。首都大學為日本知名的公立 (東京都立) 

總合型大學。其在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2011-2012 為世

界排名第 237 位，日本國內第七位，與本校在國際學術研究上的成果表現相較，

可說是毫不遜色。本校科技學院自 2008 年起與首都大學合作，每年均有學者互

訪及共同舉辦學術研討會之交流經驗。目前本校資工系有數名畢業生於該校研修

博士課程或擔任博士後研究，並已有一名畢業生今年獲聘為該校助理教授，成績

斐然，亦顯示了兩校間確實頻繁密切合作中。今年四月間，本校亦派遣三名教授

與一名隨團秘書前來洽談續約、及此次海外同盟系事宜，雙方相談甚歡。這次帶

領學生前來舉辦海外課程，首都大學實為主要參與對象之一。也因此該校有多個

校區，我們主要參訪的是位於東京都八王子市的南大澤校區。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阮夙姿教授、陳履恆副教授、林宣華副教授、劉震昌副

教授及隨團秘書林宜箴小姐，帶領十七位同學抵達位於八王子市的南大澤校區，

開始了訪問行程。早上由首都大學國際處人員介紹該校簡介、教學現況及交流學

生環境後，由高間准教授帶領下進行了校園導覽。簡單於校園內用過餐後，下午

以交流會的型態來進行。首先由雙方共二十八位學生上台做約一分鐘簡單的自我

介紹和報告簡介，之後有近兩小時的海報交流 (詳細行程如附錄一)。本校四位老

師帶領下，四間實驗室共有九位學生代表作海報的展演，展演同學及題目如附錄

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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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安排和以往一般的國際研討會不同：一般海報展演的研討會，是在許

多的海報間找尋自己有興趣的議題才發問；但這次因為有了一分鐘簡介，所以可

以在入場後，依據報告清單上先行註記有興趣的議題，於海報展演時間再針對有

興趣的去發問。將更形有效率，此為可以學習之處。 

在交流期間，雙方各有許多有趣的議題和想法。例如：室內設計後的 3D 模

擬、對人類表情或行動的監測系統、關於給旅行者建議的地圖導覽系統等等。在

交流過程中，因為是一對一在海報前討論，因此同學們可以與日本學生討論的更

深入，包含在研究時遇到的困難，還有從該研究未來有機會繼續進行的方向。而

在此段時間，也因為一次可以接觸許多日本學生，而讓學生有了更多不同的刺

激。於研究的成果部分，此次本校的學生準備的多是該實驗室已經完成的成果；

但首都大的學生所報告的則進度比較不一定，有的是目前的成果，有的則是初步

想法。而在領域的部分，台灣學生的領域多針對提升問題解決的速度或是較理論

的部分，但首都大的學生則是針對生活上的需求在進行改善，這是很不一樣的想

法。實令同學與老師們都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覺，也更開拓了未來研究方向的寬廣

度。 

於交流後，雙方師長的簡單會談中，確定了首都大學將與本校續約，並且進

一步商討將合約提升至校層級約的可行性。於該校校長初步同意下，將草擬法案

與進行方式由雙方進一步探討可行性，為此行一大收穫。 

（二）東京大學參訪過程 

東京大學建立於 1684 年，為日本第一間依照現代學制成立的大學，是日本

排名最高的學府。校友包括 7 名諾貝爾獎得主、16 名首相、21 名（帝國）國會

議長等。東京大學保持著日本傳統大學的特色，學科和學院都細分得很清楚，大

學部學生數量約為 15000 人左右。我們參訪的是位於東京都的本鄉總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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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陳履恆副教授畢業於東大，因此此次行程在陳履恆副教授介紹下，帶領

了阮夙姿教授、林宣華副教授、劉震昌副教授及林宜箴秘書，與十七位同學。首

先簡介校園，及參觀位於工學院的大澤實驗室。之後一行二十二人與大澤教授會

面，雙方移至小會議室，由雙方各派學生代表進行交流。大澤教授先介紹了實驗

室現況後，由一位碩士班學生介紹了該研究室的研究內容，其研究是針對一些關

鍵字進行觀察與統計，並採用 key graph 來進行重要性與關聯性的表示。本校則

由陳履恆副教授的博士班學生陳昱升同學簡介其研究：針對關鍵字進行觀察與統

計，但表示方式是採取 3D 圖形的表示方式。事實上兩人的概念十分的接近，但

卻用不同的方式來展示分析結果。大澤實驗室此次報告的是經過觀察與統計來處

理關鍵字之間的相關性，用圖來表示其相關程度。而陳同學所做之相關研究則是

依照關鍵字的頻率大小和相關度，而使用圖學方式讓使用者知道關鍵字的重要

性。兩者在概念性上有很大程度的相近，但著重的方向與表現方式又有其不同。

這樣子相似但兩個觀點上的不同的研究，確實觸發了一些學生的想法，讓學生了

解到，有一些研究是使用很相近的概念但卻用完全不同的方式來呈現；並從中找

到可以將原本的研究進行結合與推廣的地方。另外，雙方的學生也進行了相關的

討論，由於大澤實驗室中其中也有從台灣去的留學生，所以同學們也積極地詢問

了關於日本的生活與申請獎學金等事宜，收穫頗多。 

由於大澤教授另有要事須辦理，因此此次參訪行程非常短促。中午讓同學們

在東大校園內自行參觀用餐後，我們隨即前往下一個行程了。這次的拜會雖然短

暫，但由於雙方研究內容相似度極高，相信未來必有可合作機會。期望藉由此次

交流，讓雙方同學與教師的合作能有一個不錯的開始。 

（三）會津大學參訪過程 

會津大学是一所日本公立大学，位於日本福島縣會津若松市，於 1993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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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簡稱會津大。是日本第一所專注於資訊科學及技術的研究型大學。換句話說，

該校全體學生所學均為資訊相關類科，因此與本系相關度極高。 

本校於 2009 年曾派員至該校參訪，會津大的校長亦曾於同年至本校回訪，

雙方於當年並簽訂了校層級合約。但原本雙方已開始進行的交換學生活動，卻在

2011 年日本東北地區 311 大地震的因故下取消，致使至今雙方仍無學生確實交

流。然會津大學並不以為忤，於今年四月間，仍善意款待我校前去辦會之訪望團。

此次的同盟系海外課程，會津大學非常積極參與，不但全程請國際處川口准教授

陪同，並且安排了緊湊而順暢的課程與參觀活動，讓同學們收穫匪淺，並也因此

對會津大學留下深刻印象。 

本次活動在阮夙姿教授、陳履恆副教授、劉震昌副教授及隨團林宜箴秘書

帶領下，十七位同學於七月二十五日下午搭乘新幹線前往會津若松。並於七月二

十六日上午搭乘公車前往會津大學。在會津大國際交流處川口准教授、及嚴助理

教授帶領下，同學們先行參觀了校園。由於嚴助理教授來自台灣，因此使用中文

的介紹下，讓同學們更了解會津大學的校園設施與研究現況，也因此激發了同學

們的興趣。 

隨後開始進行課程講授，會津大安排了四位教授上台講解其研究室研究方

向、內容與研究成果。四場演講分別由郭嵩教授、趙祥福教授、陳文西教授以及

王軍波教授為主講人，分別講述各自研究室正在進行中的研究。郭教授的議題主

要是做無線傳輸的錯誤處理，他們利用數學了上的線性組合方法，來解決資訊傳

輸錯漏時該如何處理的問題。趙教授的領域則是偏近資訊安全，使用影像處理來

做資訊隱藏，主要是針對人臉影像來討論。在現場甚至有趙教授實作出的系統可

供測試，同學們都可親自操作並感到非常有趣。陳教授的研究，是在生活中大量

紀錄可以直接觀測的生理變化 (如：體溫、移動位置、排汗等) ，蒐集這些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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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來做分析，繼以知道被紀錄者的生活或健康狀況等資訊。最後演講的王教授

則是做災難時重建通信的相關研究，主要是防止重大災難 (例如地震) 發生時，

原本的手機通信中斷後，如何使近距離 (例如：三十公里) 內的人，仍可以互相

連絡之無線傳輸據點的設備開發。我們甚至親眼見到在會津大的校園內，確實有

置放了該設備。在此之後，再度由川口教授帶領我們參觀了實驗室，現場展示了

幾個正在開發的控制系統，例如使用戒指型態的物品來控制遙控車和電視，未來

目標是可以控制機器人或屋內的各種電器，讓行動不便的族群可以更方便的生

活。讓同學體會了研究與生活結合的重要性。 

參訪過程中，本校幾位老師及秘書、與該校國際處川口准教授及辦事人員

亦有多時討論，確立了將續約之外，更進一步討論交換學生與交換學者的細節問

題，例如：關於期程、住宿、生活等。期望可於近期內，順利安排學生或教師至

該校進行為期半年至一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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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此次本團參訪日本三所大學，主要感想及建議如下： 

（一）首都大學東京為本校已簽訂院層級合約的學校，目前合約即將到期，即將

續約中。該校對於續約皆予以肯定態度，然此次參訪過程中，感覺該校校

長非常支持兩校間的合作與交流。因此建議應打鐵趁熱，於近期內加速兩

校交流，以推動提升簽約層級至校為目標。 

（二）東京大學為歷史悠久之名校，此次僅能參訪大澤實驗室，實是因為大澤教

授與陳履恆副教授有私交之故。然雙方研究內容相近，要推動更深入的合

作或許尚有困難，但兩實驗室的合作、以及鼓勵學生畢業後前往東大攻讀

碩博士學位，或許是可行的開始。 

（三）會津大學與本校關係密切，雙方數次互訪，該校校長對本校相當友善，甚

是由於校長與會津若松市市長有私交，曾談及會津若松市可與埔里鎮有所

互動之方案。建議除繼續與該校保持密切學術合作之外，亦可將此友善之

意傳達與埔里鎮長知悉，以其雙方建立更密切的合作關係。 

（四）會津大學在此次同盟系海外課程活動中，非常客氣與盡心的接待本校師

生，同學們都感受到了該校老師對我們的重視。由於該校全校皆為資訊相

關科系組成，與本系關聯性可說是百分之百，且碩士班以上課程多為英語

授課，因此同學們對該校印象深刻且深有好感，對於前往交換的意願也頗

高。惟因近日本東北輻射問題，家長們或有恐慌、或有憂慮，對於讓學生

前往交換一事或將有所影響，此為未來須努力及關注之處。 

（五）此次前往三所日本的大學交流，讓同學們發現了語文的重要性。本次十七

位同學中，僅有兩位可以日文與對方師生交流，而少數同學甚至連以英文

交流都有所困難，這對多數學生而言是個打擊與刺激。讓同學們了解，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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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國際視野與精進國際移動力，語言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未來在

校內的課程安排上，增加實際聽說能力的外語課程、鼓勵學生多參加語言

訓練或考試，也是我們可以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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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附錄一：七月二十三日下午首都大學公布之學生研究交流會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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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學生研究交流會報告名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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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學生研究交流會報告名單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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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參訪三校活動照片 

 

  

7 月 22 日早上五點於桃園機場第一航廈

集合準備搭機 

首都大學東京國際處人員介紹學校

及分發禮品 

  

阮夙姿教授與其實驗室四位同學於首都

大學合照 

首都大學東京研究生簡介研究主題 

 

 

首都大學東京歡迎會 post 前討論 本校師生於海報前與首都大師生進

行交流 (右方為劉震昌副教授、左方

為首都大學教授、左後白衣者為林宣

華副教授、最左方為陳履恆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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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海外同盟系於首都大學東京閉幕式

後全體合影 

陳履恆副教授(右前)於企業參訪時向

學生做說明 

  

參訪東京大學工學院大澤實驗室 東京大學大澤教授歡迎式及簡介實

驗室 

  

東京大學大澤教授(左)與陳履恆副教授

(右)交換禮物 

大澤實驗室研究生報告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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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博士班學生陳昱升報告研究成果 大澤實驗室中，來自台灣的留學生王同

學（右一）介紹如何準備日本入學資料 

  

海外同盟系於東京大學著名的安田講

堂前合影 

與大澤實驗室交流會後全員合照 

 

 

會津大學國際戰略中心川口立喜主任

（左一）歡迎全員抵達 

會津大學嚴助理教授（右前穿黑西裝

者）帶領全員參觀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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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團全員與會津大學角山茂章校長

（前排中間）合影 

會津大學專業課程演講進行中 

  

荊教授(前左)介紹實驗室研究成果 荊教授(前右)介紹實驗室設備 

  

會津大學內王教授研究成果實際應用

成果：災難後緊急重建通信系統 

阮夙姿教授(右)主持與優秀系友：留日

博士後研究余岐智博士(左一)、攻讀博

士學位中的陳家煌學長(左二)及擔任日

本大學教職之何宜欣助理教授(右二)交

流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