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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出國主要是達成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和閩南師範大學之間的學術交流，於民國103

年3月11日由本校金融系林君瀌副主任前往參訪，行程共6天，參與閩南師範大學海外教育學

院及經濟學院等交流，雙方在未來兩校學生的相關交流的方式及學術資料的共享加以討論，

為未來之合作交流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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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一)緣起:去年暑假起我校金融系開始於閩南師範大學展開交流，而後今年 1 月該校李副

校長等人亦親臨我校拜訪，為增進雙方交流，我校組成了此次的交流團。 

     (二)計畫目標: 本次出國主要目的是與閩南師範大學進行兩校未來學術合作與學生交流 

        意向座談與意見交換。 

     (三)主題:開啟兩校更多的機會，讓高科大的師生能就近學習如何提升學術研究品質及專 

        業學識。 

     (四)達成事項: 兩校代表均同意於今年暑假啟動雙方學生短期交流規劃，並樂見兩校教 

        師、學系與學院間之研究合作，雙方均同意建立由下而上之啟動模式，由研究興趣 

        相關之雙方教師進行實際合作，再拓展至學系學院的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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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友校簡介及行程說明： 

      閩南師範大學是福建省重點建設大學，座落在歷史文化名城、閩南開放城市——漳州

市。學校前身為漳州師範學院。由1958年春原龍溪師範學校設立師範大專班發展而來，

而後在2013年正式更名為閩南師範大學。   

    該校自辦學以來不斷加快改革與創新步伐，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

化傳承創新等方面積極探索，不斷開拓，取得明顯的辦學成效，形成鮮明的辦學特色。

學校于1992年獲得學士學位授予權，2000年順利通過師範院校本科教學工作合格評估，

2003年增列為碩士學位授予權單位，2007年被列為福建省重點建設高校，2008年以優秀

成績通過本科教學工作水準評估，2009年獲教育碩士授予權，2012年被列為博士人才培

養專案單位，獲得博士學位授予權。 

       本人於103年3月11日下午抵達學校在與該校接洽同仁接觸後，於3月12日海外教育學

院外舉行雙方交流會議，座談會中兩校代表針對兩校未來學術合作意願與學生交流議

題進行討論，會中達成共識將於今年暑假啟動雙方學生短期交流規劃，並樂見兩校教

師、學系與學院間之研究合作。而後，並與經濟學院張惠萍副院長、李變花副院長交

流該系教師群與我方教師群，就研究興趣進行媒合。該系專任教師專業領域分為經濟、

金融等與我校教師專業均有重疊，因此雙方同意將於今年開始啟動學生交流，並鼓勵

教師間之研究合作，未來考慮聯合指導雙方研究生。 

          3月14日則在該校安排下與閩南師範大學李副校長見面，除了就學生交流交換意見外，

並對日後更深入的學術交流範疇作討論。而後則安排向閩南師範大學學生宣傳我系主

辦之暑期陸生班。3月15日，則安排參訪閩南師範大學相關設備以了解該校情。3月16

日上午則返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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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 

    此次交流為我校金融系及閩南師範大學海外教育學院及經濟學院。可以看到兩岸的教學

重點仍有不同之處，由於中國大陸目前都市化程度仍不夠高，依然有農村的存在，在研究的

方向產生對農村經濟的宏觀研究，這點是台灣較少見到的。 

 另外，金融系的學生最好學習的方式，莫過於國際化的學習，友方閩南師範大學積極邀

請海外學者授課，除增加教師交流機會外，亦提供學生不同學習機會，這點是我方值得學習

的。 

根據上述觀察所得，以下提出幾項建議供學校未來與閩南師範大學進行實質交流參考: 

(一)該校目前雖有意原派與師生交流，惟目前雙方交流協議簽定未完成，受限於中國大陸規定

可能會影響部創交流，惟預估在交流協議框架下，該校將會積極參與交流情況。 

(二)由於台灣取得大陸金融資料不易，而交流過程中發現大陸則取得美國的資料較不易，相關

的證券研究最重要的環節莫過於資料的取得及正確性。 

上述兩方的缺點可以透過互相分享資料的方式達到雙贏的結果，使雙方在學術研究上的品質

更上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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