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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 26 屆歐洲教育者年會於 9 月 19 日於捷克布拉格圓滿落幕，全球共有 90

餘個國家、超過 5,000位國際事務人員前來參加。本部為了進一步提升高等教育

的國際知名度，並開拓更多元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契機，特委請財團法人高等教育

國際合作基金會（以下簡稱 FICHET）籌組與會，並在林思伶政務次長率團下，計

有 18 所大專院校共同參與。成員包括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司長楊敏玲、高

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執行長陳惠美及多所院校副校長及國際長等 40 位代表參

與。今年臺灣館的主題為「Study in Taiwan」，透過攤位整合國內各校優勢，搭

建我國高等教育資源共享平臺。本次聯合參展不僅讓各國內參展校展現各自的優

勢，也使「Studey in Taiwan」能在國際場域與世界各國的高等教育機構並駕齊

驅。 

本次除參與年會外，也趁造訪捷克布拉格之際，由我國駐捷克代表處及駐德

國代表處教育組協助，安排林政務次長於 9月 15日至 21日期間陸續拜會捷克科

技大學(Czech Technical University in Prague)、克拉羅夫大學（University 

of Hradec Kralove）、捷克國家科學博物館(National Technical Museum)、捷

克教育部、查理士大學蔣經國基金會國際漢學中心及克魯姆洛夫城堡（National 

Heritage Institute, State Castle Český Krumlov）等政府機關或文教機構。

其中拜會捷克教育部之行程，係由該部政務次長 Petra Bartakova 女士親自接

待，並針對臺捷學術交流合作洽簽教育合作備忘錄深入討論，對於促進臺灣捷克

學術文化交流及行銷臺灣高等教育，有豐碩的成果。 

本次出國共達成以下幾個目標： 

一、增進國外大學和學生對於臺灣高等教育體制和環境的瞭解。 

二、增進對世界各國高等教育體制的現況、發展與相關議題的瞭解。 

三、促進本國大學與國外大學建立合作交流關係。 

四、宣傳各校針對各地區所設計之課程。 

五、招收外國學生來臺就讀和學習華語。 

六、開啟與捷克教育部之官方對話管道，並與捷克當地其他文教機構密切互

動，促進臺捷兩國學術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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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歐洲國際教育協會」（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AIE）為一非營利組織，成立宗旨在推廣和促進歐洲與國際高

等教育，其業務包括提供國際教育者專業訓練、發行定期刊物與舉辦年度會

議等。EAIE 會員由 1,600 所以上之國際院校組成，每年在歐洲舉辦的「歐

洲教育者年會」被視為歐洲地區最重要的國際教育大會。 

歐洲教育者年會可略分為教育展、各式講座及工作坊兩大部分：教育展

部份包含各國教育推廣機構(如 FICHET、德國 DAAD、日本 JAFSA、中國

CEAIE)、學校、測驗中心(如 ETS、IELTS)、學生服務機構(如 The Student Loan 

Corporation、InternationalStudentInsurance.com)、其他教育者年會(如

APAIE、NAFSA)等攤位。展覽期間各攤位可宣傳自身優點，並推廣學程或產

品，以此吸引各教育工作者，建立合作關係。 

本部自 96 年起開始組團參加歐洲教育者年會，近年年會舉辦時間、地

點與主題如下表： 

屆 時間 地點 主題 

19 2007年 9月 12日至 15日 挪威特隆赫姆 Reaching for new shores 

20 2008年 9月 10日至 13日 比利時安特衛

普 

Re-designing the map of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21 2009年 9月 16日至 19日 西班牙馬德里 Connecting continents 

22 2010年 9月 15日至 18日 法國南特 Making knowledge work 

23 2011年 9月 13日至 16日 丹麥哥本哈根 Cooperate - Innovate - 

Participate 

24 2012年 9月 11日至 14日 愛爾蘭都柏林 Rethinking education, 

reshaping economies 

25 2013年 9月 10日至 13日 土耳其伊斯坦

堡 

Weaving the future of 

global partnerships’ 

26 2014年 9月 16至 19日 捷克布拉格 Stepping into a new era 

本（103）年為第 26屆歐洲教育者年會於 9月 16日至 19日在捷克布拉

格 Prague Congress Center 舉行，年會主題為 Stepping into a new era，

全球共計 90餘個國家、超過 5,000位國際教育學者與會。臺灣團由本部國

際及兩岸教育司委託 FICHET負責各項事務統籌與臺灣攤位整體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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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思伶政務次長與主辦單位 FICHET的率團下，計有逢甲大學、輔仁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中興大

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清華大學、靜宜大學、東吳大學、南臺科技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與淡江大學共 18所大學院校參加。本部另有教育部國際及兩

岸教育司楊敏玲司長與駐德國教育組翁勤瑛組長陪同參展，FICHET則由陳

惠美執行長、計畫專員鍾明恂與助理黃麗潔隨團提供協助。 

本次參與年會之任務重點如下： 

一、介紹臺灣高等教育現況、特色及競爭優勢領域。 

二、宣傳留學臺灣相關配套措施及獎學金方案，以擴大招收外國學生來臺就

讀。 

三、推廣華語文教育，吸引外國學生來臺學習華語。 

四、積極參與專題討論會，增加對歐洲及其他地區高等教育的政策和發展趨

勢之瞭解及交流。 

五、促進與世界各國以及捷克當地高等教育機構之學術合作交流。 

六、擴增海外交換學生及雙聯學位合作機會，增加國內學生出國研修機會。 

今年臺灣館的主題仍為「Study in Taiwan」，透過攤位整合國內各校優

勢，搭建我國高等教育資源共享平臺。本次聯合參展不僅讓各國內參展校展

現各自的優勢，也使「Studey in Taiwan」能在國際場域與世界各國的高等

教育機構並駕齊驅。此年會中並由國立交通大學周世傑國際長、國立成功大

學副校長蘇慧貞、國立中興大學楊欣怡小姐、國立彰化大學 James Stanworh

助理教授、國立政治大學王植婷經理、國立臺灣大學張淑英國際事務長及財

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代表主持或擔任 5 場專題講座，向各國與會者介紹

包含臺灣暑假短期課程、亞洲國家為因應國際化所做的第二外語規劃、以及

針對文化全球化增進學生移動力與交流的方式等主題；藉由講座經驗交流分

享，省思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經營方針並找出當前發展困境的解決方式。我國

代表團發表的專題講座，均受到與會者的肯定與歡迎。 

藉由參加歐洲教育者年會之機會，可透過與世界各國之國際事務人員進

行面對面的意見交流，達到推廣臺灣高等教育、建立臺灣與世界各國國際學

術交流機制，以強化我國在歐洲地區之招生宣傳及宣揚臺灣文化與環境，增

加臺灣的國際曝光率，並達到擴大招收國際學生來臺就讀之目的。而趁本次

年會於捷克召開之際，更可順道開啟與捷克政府教育文化主管機關之對話交

流管道，對於我國拓展國際學術教育交流極有助益。 



- 3 - 

 

二、過程 

(一) 第一天（9 月 13日星期六） 

林思伶政務次長偕國際司楊敏玲司長於晚間 23時 10分搭乘華航

CI063班機前往維也納國際機場。 

 

(二) 第二天（9 月 14日星期日） 

林政務次長與楊司長於 6 時 30 分抵達維也納，駐奧地利代表處

陳連軍大使及駐處教育組王湘月組長到場協助轉機，9時 55分林政務

次長暨楊司長搭乘奧地利航空 OS705 班機，於 10時 50分抵達捷克布

拉格機場，由駐捷克代表處薛美瑜大使偕駐處楊美照組長及駐德代表

處教育組翁勤瑛組長於機場接機。 

中午由薛大使宴請林政次等人，席間並就臺捷雙方之教育交流交

換意見，薛大使表示目前臺捷之間已簽訂科技合作協定，倘未來雙方

能針對教育合作議題簽約，對於雙邊之教育交流具有長遠持續之效

益，林政次表示將於拜會捷克教育部時伺機提出。下午於市區舊城區

簡短參觀後即返回旅館休息。 

 

(三) 第三天（9 月 15日星期一） 

本日行程主要是由林政次率我大學校院國際長與代表們共 14 校

25人參訪捷克科技大學(Czech Technical University in Prague)，

由該校國際事務副校長 Prof. RNDr. Miroslav Vlček及國際長 Prof. 

Volfgang Melecky 負責接待我訪團。首先由 V副校長致歡迎詞，渠表

示此次係該校首次接待我教育行政首長，且得知我大學校院極有意與

該校洽談雙聯學位事宜感到相當高興，期盼雙方未來能進一步落實合

作項目。接續由該校國際處交換計畫專員 Alexandra Spruna 進行簡

報，該校係捷克頂尖科技大學，也是中歐古老的理工大學之一，位於

捷克首都布拉格，1707 年建校。創校之初係以工學院起家，目前已有

300 多年的歷史，該校共有 8 個學院，包括：土木工程、機械工程、

電子工程、核能科學與物理工程、建築、運輸科學、生物醫學工程以

及資訊科技，2013 年該校於泰晤士高等教育─QS 世界大學排名科技

大學總為 451 名，科技大學則為第 207 名，在高科技、機械、建築方

面表現亮眼，是捷克國內最好、也是歷史最悠久的理工大學，該校有

2名著名的教授─提出都卜勒效應的都卜勒（Doppler）和獲得諾貝爾

化學獎的佛拉迪米爾‧普雷洛格（Vladimir Prelog）。到 101/102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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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為止，該校學生數約 2萬 4,000 人，教職員約 1,500人。 

接著由林政次代表教育部感謝捷克科技大學對我訪團的接待，並

表示教育部刻正加強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其中包括鼓勵學生出國留

學和擴大招收外籍生等策略，目前臺捷雙方大學校院簽有 86 個學術

合作協議，有 187名捷克學生在臺灣求學，另外在捷克有 144 名臺灣

留學生，其中 27 名學生在捷克科大就讀，顯見雙邊學術交流正密切

往來中，也期盼藉由此次訪問能吸引更多學生到臺灣留學或研習華

語，甚而提升到教師之間的交流，以落實兩校之間的合作關係。 

隨後由 FICHET陳惠美執行長就「Study in Taiwan」向捷克科大

人員進行簡報，另外我訪問團成員也一一自我介紹，並與捷克科大人

員進行交流，為日後兩校間之合作奠定基石。討論時間約進行 2小時

後，緊接著由該校校長室負責國際事務人員 Robin Healey 帶領我團

參觀校園並進行導覽，於下午 6時結束參訪行程。 

晚間由林政務次長作東，感謝捷克科技大學 V 副校長及 M 國際長

等人辛苦的接待，在場陪賓除駐捷克代表處薛大使、FICHET陳執行長

及駐德教育組翁組長外，尚有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清

華大學、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淡江大學、逢甲大學等校國際長參與，

藉此更加深彼此之瞭解與情誼，餐會在愉快的氣氛下於晚間 9時結束。 

 

(四) 第四天（9 月 16日星期二） 

本日行程主要是前往距離布拉格一個半小時車程的哈拉代茲‧克

拉羅夫大學（University of Hradec Kralove）參觀訪問。克拉羅夫

大學位於 Hradec Kralove 市（一個位於捷克中部偏北的小城市）舊

城區的附近，是 Kralove 市唯一一所公立大學。該校創立於 1959 年

（2000年 6月 21日由教育學院大學更名），目前學生人數約 9,500人，

現有 25個教學單位及 5個學院，包括：教育學院、資訊暨管理學院、

哲學院、科學院及社會工作學院等，目前該校所開設英語學程的系所

主要是音樂藝術課程及資訊管理等課程。 

林政次等人於上午10時抵達該校，由該校校長Prof. Josef Hynek

及副校長 Prof. Antonin Slaby 等人盛情迎接（按: 林政次前擔任文

藻外語大學校長時，克拉羅夫大學係文藻外語大學之姐妹校，H 校長

前曾率團訪問文藻外語大學，獲盛情款待），鑒於 H 校長與林政次係

為舊識，雙方熱情交談，H 校長表示非常感謝林政次接任教育部政務

次長後即能以次長身分訪問該校，係為該校之光榮，為表示對林政次

訪問之重視，該校邀請捷克國家廣播電台為林政次進行約 10 分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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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題目包含我教育部提供哪些獎學金鼓勵外籍生到臺灣留學以及

教育部有哪些對外推動華語教學之策略等，針對上述專訪林政次均一

一提供訊息，並透過電台為 Study in Taiwan 做了一次最好的宣傳。

另外在與 H 校長的訪談中，渠向林政次表示該校有意開設華語課程，

期盼我教育部能予支持等語。林政次隨即表示我教育部非常樂意選送

華語教師赴該校任教，未來該校有更具體華師需求時，可透過駐捷克

代表處或駐德教育組提出申請。午間由 H校長隆重宴請林政次等人，

緊接著前往參觀該校新蓋學院-資訊及管理學院，由院長 Dr. Vaclav 

Janecek 及負責國際關係 Vendula Pourova 女士接待與導覽，校方設

備新穎，充分展現環保節能之設計理念，其建築結構令人印象深刻。 

為使林政次更了解克拉羅夫大學所在周圍環境，H 校長特別安排

參觀學校附近之城堡，以加深對 Hradec Kralove 市之印象。林政次

暨楊司長等人於傍晚返抵布拉格旅館。 

 

（五）第五天（9 月 17日星期三） 

本日行程除參訪慕夏美術館及市政廳外，主要以參加我國攤位的

「Happy Hour」活動及大會的開幕式活動為主。本次會場設在捷克布

拉格之 Prague Congress Center，共承租 1個 48平方公尺之教育展

攤位，主題設定為：Study in Taiwan。今年展場配置不甚理想，分

散三層樓，臺灣攤位與韓國、日本、法國與其他一些小單位一同設置

在一挑高之體育場內。攤位設計延續近年 FICHET 參加各洲教育者年

會已建立之 Study in Taiwan意象，結合臺灣高等教育與多元文化精

神，採明亮溫暖色系，且設計採結構退縮，降低建蔽率，因此雖然攤

位面積不大，但空間不會感覺擁擠，相當顯眼。 

下午 2時 30分進行 Happy Hour 活動，採點心餐會方式進行，參

加之外賓可提供名片以獲取抽籤機會。點心與獎品均由國內各參展校

提供，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也慷慨贊助 100杯珍珠奶茶，其中以花生

糖與珍珠奶茶最受到會場內外賓熱烈的歡迎。活動期間不安排學校排

班，提供機會讓 18 所大學代表與外賓自由交流，藉此機會推廣臺灣

高等教育。駐捷克代表處薛美瑜大使與教育部林思伶政次也蒞臨攤位

同樂，並擔任抽獎嘉賓；多數參展學校對於能將臺灣風味點心，尤其

是珍珠奶茶在布拉格當地推出，成功吸引展場人士前來臺灣攤位，均

表示感謝駐捷克代表處之大力協助與駐德國教育組之贊助。 

接續於 4 時 30 分林政次參加年會開幕典禮，由 EAIE 主席

Hans-Georg van Liempd 正式揭開序幕，隨後由 Microsoft公司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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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總裁 Jan Muehlfeit就科技與學術為題進行簡報。渠因職位關係

不僅和全球公司企業、政府部門以及學術菁英們有密切合作關係，另

外渠也擔任全球最大的國際學生組織 AIESEC 的理事。藉由 M 總裁具

有前瞻性且幽默的演說，讓聽眾能更清楚也深刻的體會，目前學生與

教授們如何將科技與學術進行有效連結，以及創新理念對現實生活產

生的影響，該演說約進行 20分鐘，時間雖短卻令人印象深刻。 

隨後林政次為了解其他國家展場佈置情形，與楊司長等人於年會

會場巡場一圈，並就有創意與感興趣之國家攤位進行了解，亦藉機觀

察其他國家的宣傳文宣品設計與贈品性質等，以作為未來 FICHET 赴

國外參展之建議。 

 

（六）第六天（9 月 18日星期四） 

本日上午由駐捷克代表處安排前往參捷克國家科學博物館

(National Technical Museum)，由館長 Bc. Karel Ksandr接待林政

次等人，並親自導覽解說科博館創建史及館藏物品。該館創建於 1908

年，館內展出許多技術產品的演進、敘述著科技的進步以及捷克的工

業發展史，目前館內約有 130名工作人員，對於汽車的演進史和骨董

火車的展出、建築設計與天文等領域均有豐富的館藏供民眾欣賞。另

外該館值得一題的是將礦場的實境模擬於館內，實地參觀者將會深刻

體會昔日採礦工人之辛勞與了解整個採礦技術，此逼真之設計寓教於

樂，也可作為中小學科學教育之最佳戶外教學場所。 

下午林政次前往展場聽取我國大學之演講與經驗分享，其一為「A 

summer adventure in Taiwan: academics, society and culture」，

由國立成功大學蘇慧貞副校長主持，主講人為國立中興大學國際處楊

欣怡小姐及彰化大學企管系 James Stanworth 助理教授，該場次主要

是將國內大學目前所提供的 summer school program 成功經驗分享予

與會者，並藉機向與會者宣傳臺灣的留學環境，主講內容相當精采，

獲得不少迴響；其二主題為「Short-term programming for long-term 

multi-lateral partnerships」，係由國立政治大學國際合作處王植

婷經理主講。王經理以該校成功經驗提供許多合作計畫模式進行分

享，顯現出我大學校院對於國際學生移動有相當吸引力。其三為

「Successful integr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由國立

交通大學周世傑國際長分享如何輔導國際學生融入校園與臺灣社會

的實務經驗。 

下午四時林政次於我攤位會場接受中央社派駐柏林特派員林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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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專訪，專訪分為兩部份，一為影音採訪，另一為平面採訪，主要係

請林政次就我學校代表團參加歐洲教育者年會之意義提出看法。林政

次表示組團參加年會除了提高臺灣高等教育之能見度外，也期盼藉由

此平臺推動臺灣華語教學及文化學習，吸引全世界更多學生到臺灣求

學。另一方面林政次亦強調，臺灣高等教育國際接軌必須強化學生之

國際移動能力，此能力不僅表現在外語上，另外也表現在對異國文化

之了解，大學校院提升國際交流已是世界各國評鑑高等教育競爭力之

關鍵指標之一，教育部期盼我大學校院藉由參與歐洲教育者年會多拓

展交流機會，為學校建立更多學術人脈，同時亦能吸引世界各地菁英

學子到臺灣留學，作為大學推動國際化努力之方向。 

晚上由駐捷克代表處薛美瑜大使宴請林政次和我代表團所有成

員，餐會於晚上 6 時 30 分假上海餐廳舉行。薛大使在餐會中表示，

教育交流和合作這一塊與外交雙邊關係密切相關，因此各校主管國際

交流人員的支持與協助甚為關鍵，對於臺灣參展學校代表積極投入的

精神表示敬佩，期盼藉由此行能為臺捷學術交流注入新活力。而對於

捷克偏鹹食物不大習慣的各校代表也對於能夠在當地品嚐家鄉的菜

餚一解鄉愁，感受到異鄉的溫暖。 

 

（七）第七天（9 月 19日星期五） 

本日上午林政次在駐捷克代表處薛大使陪同下，偕國際司楊司長

與駐德國教育組翁組長前往捷克教育部拜會，由負責主管科技研究之

次長 Petra Bartakova 女士、總司長 Dr. Jindrich Fryc及外交部負

責亞洲事務人員 Dalibor Micka等人員接見 B次長首先說明捷克為提

升科研能力與拓展研究領域，目前已成立 6個國家級頂尖研究中心，

著重在 IT 與醫學、生化等領域，希望藉此加強研究人員與學生之國

際移動能力。我方林政次隨即表示我教育部亦有補助頂尖大學計畫，

目前已邁入第二階段，由此顯見臺捷雙方在教育軌道上有著相同之步

調與目標。F總司長另就捷克教育部新推動之「2020 教育政策新策略」

進行簡短說明，該策略包含（一）減少教育不公平性；（二）支持教

師、提升教學品質；（三）教育自主。其中就提升教學品質方面，F

總司長提到加強中小學師資培育（如課程設計與在職進修）以及學前

教育均為目前教育新政策的重點目標之一。針對此節林政次回應我國

自今年起實施 12 年國教，另外我國對學前教育和幼兒教育亦相當重

視，特別是捷克所重視的師資培育制度在我國已具備相當專業程度，

林政次建議雙方可考慮針對教學品質和師培議題輪流舉辦論壇，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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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彼此經驗，且為拓展並持續雙邊學術合作關係，或可簽定官方層級

瞭解備忘錄，在場之薛大使亦向捷方補充說明目前臺捷雙邊已簽有科

技合作協定，倘能針對教育合作簽訂廣泛性之協定將另有助益，F總

司長表示捷克中小學教育主政單位係屬地方之權限，惟可將備忘錄範

本交由相關單位參酌。會談約進行 1 小時後愉快的結束。 

下午林政次亦在薛大使陪同下前往參訪查理士大學蔣經國基金

會國際漢學中心，該中心主任 Prof. Olga Lomova（羅然）負責接見

與導覽，羅教授向林政次說明捷克發展漢學的歷史至迄今之演變，鑒

於該校空間不夠以及師資短缺，如今該中心每年僅能招收約 20 位學

生；另外羅教授亦提到許多學生選擇到中國當交換生，僅有少部份學

生選擇到臺灣，但從中國回來的學生大多對中國感到失望，相對的選

擇到臺灣的學生回來後卻都感到非常高興，羅教授表示這就是臺灣和

中國大陸截然不同之處。經過短暫的意見交流後，羅教授帶領林政次

等人參觀該校極為著名的畢業禮堂，有著中古世紀歷史的禮堂，平時

不對外開放，藉由羅教授詳盡的解說，更讓人對於這所捷克最古老的

大學所培育出的名人甚為感佩。 

 

（八）第八天（9 月 20日星期六） 

本日前往參觀國家文物保存機構之一克魯姆洛夫城堡（National 

Heritage Institute, State Castle Cesky Krumlov），該城堡距離

首都布拉格約 2小時車程，伏爾塔瓦河(Vltava)貫穿克魯姆洛夫城，

整個城市多為哥德式、文藝復興式及巴洛克式建築，迄今仍完整保存

中古世紀風貌。古堡於 13世紀建造，歷經 Schwarzenbergs等家族得

以完整保留。古堡主任 Dr. Pavel Slavko 迎接林政次等人，並親自

導覽解說，S主任為文物古蹟專家，曾多次應我國邀請來臺訪問並參

與古蹟議題研討會，對於此次林政次到訪感到相當高興，亦藉此分享

許多渠所拍攝的臺灣景物珍貴照片。 

 

（九）第九天（9 月 21日星期日） 

早上 8時 50分林政次偕楊司長搭乘荷蘭航空 KL1352班機自布拉

格飛往荷蘭阿姆斯特丹轉機，駐捷克代表處薛大使、楊美照組長與駐

德代表處教育組翁勤瑛組長均到場送機，林政次等人於上午 10 時 25

分抵達阿姆斯特丹機場，由駐荷蘭代表處林靜雯秘書協助轉機，接著

林政次等人於下午 2 時 15 分搭乘華航 CI066 班機飛返臺灣桃園國際

機場，於 9月 22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05分返抵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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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 
本次參與 2014 EAIE 年會主要心得及建議如下： 

(一) 該年會係歐洲高等教育界盛事，參與機構來自世界各地。本(2014)年

除歐洲各大學校院，亦有如美國紐約大學、澳洲墨爾本大學、香港中

文大學、中國北京大學與來自日本、菲律賓、印度、馬來西亞等非歐

盟大學校院；荷蘭高等教育國際交流協會(Nuffic)、比利時伊拉斯莫

斯學生網絡(Erasmus Student Network)、德國在美學術交流服務協

會(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歐洲學術合作協會、中國

大陸國際交流教育協會(屬中國大陸教育部)等教育部或負責國際交

流合作相關協會，分別擔任各分組研討會主講人或主席；議題涵括國

際交流、學歷採認、學術評鑑等。面對全球化趨勢之浪潮，世界各國

教育間之合作及交流也日漸頻繁，為提升我國教育之國際化程度及全

球競爭實力，實有必要經常和世界各國之專業教育人員交換意見。一

方面可掌握高等教育國際化之議題及趨勢，另一方面也有助國內教育

機構時時反思及探究國內高等教育之亮點及價值。故應持續鼓勵國內

各大學參與往後各年度之 EAIE 年會，並責成國際合作交流基金會，

大學評鑑中心等單位配合政策宣導或業務推動，盡可能積極與會提出

報告。期能透過與世界各大學之交流、溝通及互動，帶動國內高等教

育國際化，逐步提升我大學辦學之精緻性及卓越性，並藉由建構學術

交流網路，深化國際學術合作之成果。 

(二) 「歐洲教育者年會」(EAIE)會址於荷蘭，常駐於阿姆斯特丹，屬本部

駐歐盟暨比利時教育組服務區，未來將透過該組適時與年會秘書處聯

繫會晤，了解加強合作之可能方案；如循駐美國教育組例，統籌未來

各大學及駐歐教育組參與該年會相關事務，俾利進一步拓展我與歐洲

各大學校院之國際合作與交流。 

(三) 我國應積極向國際性教育組織（包括三大教育者年會）爭取參與及主

辦該會議之機會，透過參與及主辦是類會議，一方面能增進我國辦理

國際性會議之行政能力，提高國內教育人員之視野，另一方面亦可提

高國際能見度，讓更多國際性教育人員能瞭解我國高等教育之發展。 

(四) 由於本次年會期間由我國學者所發表之 5場專題演講獲得熱烈迴響，

未來本部應多鼓勵國內學者針對我國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之議題進

行深入探析，透過長期紮根研究，輔以具體例證作成深度研究報告，

並於類似歐洲教育者年會之國際場合發表研究成果，積極地向世界各

國介紹我國教育發展之現況，使世界各國瞭解我高等教育辦學卓越之

處，以吸引更多外國學者及學生至臺灣進行學術交流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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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以全世界目前國際學生的流向而言，由歐洲地區赴外的比例是赴歐地

區的三分之一。由此顯示，我國大專院校仍有極大空間去爭取更多之

國際生，透過客製化的語言、文化、社會體驗，或學業教學、企業實

習的課程組合，並結合駐外公、私部門之網絡同步推介，如此方能取

得最大可能的廣告宣傳與攬才效益。 

(六) 本次會展中臺灣館由 18 校共同使用，受限於空間，各校採取輪流值

班方式使用攤位，可供各校與會場來賓交流時間亦不長。反觀近年中

國大陸、日本、韓國等國均提供足夠寬大之展場，讓該國參展學校能

有獨立之會談空間，可隨時接受來賓詢問，並與各國友校洽談合作。

考量我國參展經費有限，未來可考慮是否租用區位較偏僻但價格較便

宜之攤位，或以較簡單樸實之場佈省下足夠經費承租更大之攤位空

間。 

(七) 參加講座發表之效益應於返國後持續擴散。參展人透過講座、工作坊

與和各校間的經驗交流分享，或藉由議題之發表於講座中省思國際化

經營方針，並找出眼前發展困境的可能解決方式。未來可考慮每年編

列1至2名講者差旅補助，鼓勵各校國際長於年會中踴躍發表交流經

驗。 

(八) 近年外賓對於紙本文宣之索取率逐年降低，多數外賓在索取文宣之前

多會詢問是否有電子檔可供下載，或僅對於輕薄短小資訊完整之

Booth Buide 手冊有索取紙本之意願。因此，未來應減少紙本文宣之

攜帶，改以精簡之折頁式文宣或推廣電子檔取代現有之Study in 

Taiwan 文宣。 

(九) 經FICHET之調查，各參展校有9成於明年有再次參展之意願，且認為

透過參展的機會不僅增加學校國際上的能見度，亦可利用這平臺與各

姐妹校交流使得在合作上更密切。學校也建議臺灣攤位能在既有之基

礎上，再擴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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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片 
 

 

臺灣代表團參訪捷克科技大學時合影 

 

 

林政次於參訪捷克科技大學時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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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政次與克拉羅夫大學校長合影 

 

 

林政次、楊司長與代表團成員於 EAIE臺灣代表團攤位門口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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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IE臺灣館攤位全景 

 

 

臺灣館 Happy Hour活動現場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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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政次一行人拜會捷克教育部 

 

 

林政次與捷克教育部政務次長 Bartakova 女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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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政次、楊司長與薛大使拜會查理士大學蔣經國基金會國際漢學中心 

 

 

林政次於宴請臺灣代表團時對薛美瑜大使此行之協助表達感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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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一）詳細行程 

時間 參訪行程 備註 

9月 13 日(六) 

20：30 

 

 

 

23：10 

 

出發至機場 

 

 

 

23:1006:30(+1) (中華航空CI063班機)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第 1航站 TPE維也納

國際機場 VIE 

飛行時間：13小時 20 分 

政次由座車司機送機（21:00 自住處

出發） 

楊司長由旅行社安排送機（20:30 自

住處出發） 

 

送機人員 

陳立穎科長：0921 897 506 

徐麗天主事：0932 139 974 

陳怡旬小姐：0932 005 914 

9月 14 日(日) 

09：55 

 

 

 

 

 

 

 

 

 

10：50 

 

 

 

 

 

 

 

12：30- 

14：00 

 

 

 

15：00 

 

09:5510:50 (奧地利航空 OS705) 

維也納國際機場 VIE 布拉格拉魯尼國際

機場 PRG(飛行時間：55分) 

 

 

 

 

 

 

 

抵達  布拉格 

 

 

 

 

 

 

 

薛大使午宴 

地點：Marina餐廳 

Alsovo nabrezi, Praha 1-Stare 

Mesto.Tel:+420 605 454 020 

 

住宿登記：蘇國勤參事協助辦理 

自由活動 

協助轉機人員： 

駐奧地利代表處陳連軍大使 

駐奧地利代表處教育組王湘月組長 

聯 絡 人：王湘月組長 

手    機：+43 6649127118 

電    話：+43 1 212472061 

聯 絡 人：楊國誠秘書 

手    機：+43 6644475241 

電    話：+43 1 212472082 

 

接機人員： 

駐捷克代表處薛美瑜大使 

楊美照副參事 

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翁勤瑛組長 

※交通方式：代表處公務車 

 

聯 絡 人：楊美照副參事 

手    機：+420 603 308 090 

駐捷克代表處辦公室 

電    話：+420 233 320 606 

聯 絡 人：翁勤瑛組長 

手    機：+49 171 6208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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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宿：布拉格 Hotel Galileo 

BRUSELSKA 3,PRAHA 2,12000 

PRAGUE CZECH REPUBLIC 

電話：+420 222 500 222  

網址：

http://www.hotelgalileoprague.com/ 

 

9月 15 日(一) 

09：00 

 

12：00 

 

14：30 

 

15：00 

 

 

 

 

 

 

 

 

 

19：30 

 

 

 

 

 

 

 

 

 

 

 

 

 

 

 

 

 

參訪市政建設及文教區域 

 

便餐（自理） 

 

返回旅館換裝，出發前往捷克科技大學 

 

率團參訪捷克科技大學(林政次作 3-5 分

鐘開場致詞，陳惠美執行長簡報，見附錄

一) 

地址：České vysoké učení technické v 

Praze Zikova 1903/4  166 36 

Praha 6  

捷克科技大學網站： 

http://intranet.cvut.cz/en?set_lang

uage=en  

接待人員： 

Prof. Miroslav Vlcek（捷克科大副校長） 

Prof. Volfgang Melecky（捷克科大國際

長） 

 

林政務次長晚宴 

地點：美心餐廳(Mei Xin restaurant) 

Evropska 124, 160 00 Praha 

電話:：+420 602 231 558 

賓客名單（共 12人）： 

駐捷克代表處薛美瑜大使 

Prof. Miroslav Vlcek（捷克科大副校長） 

Prof. Volfgang Melecky（捷克科大國際

長） 

Alexandra Spurna（捷克科大國際處交換

計畫專員） 

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楊敏玲司長 

陳惠美執行長 

國立成功大學黃正弘國際長 

陪同人員：楊敏玲司長 

          翁勤瑛組長 

          楊美照副參事 

 

 

 

隨行人員：楊敏玲司長 

          翁勤瑛組長 

          楊美照副參事 

          陳惠美執行長 

          逢甲大學等 14校 26人 

※交通方式：租車(整日) 

 

 

http://mapy.cz/#x=14.390720&y=50.101684&z=19&d=addr_8978318_1&t=s&q=Zikova%202%2C%20Praha%206&qp=14.379964_50.098666_14.398121_50.105831_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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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郭志文國際長 

臺北醫學大學楊良友副國際長 

淡江大學李佩華國際長 

逢甲大學劉霈國際長 

駐德教育組翁勤瑛組長 

 

住宿：布拉格 Hotel Galileo 

9月 16 日(二) 

08：00 

 

 

 

 

10：00 

 

 

 

11：00 

 

13：30 

 

16：00 

 

19：00 

 

出發前往 University of Hradec Kralove 

地址：Rokitanskeho 62, 500 03 Hradec 

Kralove 

網站：https://www.uhk.cz/en-GB/UHK 

 

(林政次作 3-5分鐘開場致詞) 

由 University of Hradec Kralove 校長

Prof. Josef Hynek親自接待、簡報及主

持座談 

 

校長 Prof. Josef Hynek 午宴 

 

參訪 University of Hradec Kralove 大

學城及高等教育座談 

 

返回布拉格 

 

晚餐（自理） 

 

住宿：布拉格 Hotel Galileo 

陪同人員：楊敏玲司長 

翁勤瑛組長 

(手機：+49 171 6208434) 

楊美照副參事 

(手機：+420 603 308 090) 

※交通方式：租車(整日) 

 

 

9月 17 日(三) 

09：00 

 

 

 

 

 

 

 

11：30 

 

 

 

參訪市政廳、瓦茨拉夫廣場、慕夏美術館 

 

 

 

 

 

 

 

美術館附近用餐或布拉格會展中心午餐

及領取個人通行證 

地址：Prague Congress Centre(PCC)  

      5. května 65,140 21 Praha 4 

陪同人員：楊敏玲司長 

翁勤瑛組長 

(手機：+49 171 6208434) 

楊美照副參事 

(手機：+420 603 308 090) 

※交通方式：租車(整日) 

 

 

聯 絡 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鍾明恂專員負責洽領 

手    機：+886 918 810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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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 

 

 

 

 

 

 

展場活動 Happy Hour（14:15~15:20） 

活動類型：點心會與抽獎活動（100杯珍

珠奶茶） 

地    點：Prague Congress Centre(PCC) 

282號攤位 

 

住宿：布拉格 Hotel Galileo 

 

陪同人員：楊敏玲司長 

          翁勤瑛組長 

9月 18 日(四) 

09：30 

 

 

 

 

 

 

 

12：00 

 

 

 

 

 

13：30 

 

 

 

 

 

 

14：00 

 

 

 

 

 

 

 

 

 

15：00 

參訪捷克國家科學博物館 

網站：http://www.ntm.cz/en 

館長 Karel Ksandr 親自接待、簡報及導

覽 

地    址：Kostelni 1320/40, 170 00 

Praha-Holesovice 

電    話:+420 220 399 111 

 

 

博物館附近用餐（自理）或布拉格會展中

心午餐（年會提供） 

地    址：Prague Congress Centre(PCC) 

5. května 65 

140 21 Praha 4 

 

Session 6.03(13:30~14:30) 

題目：Successful integr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講者：國立交通大學周世傑國際長 

地點：Prague Congress Centre(PCC), 

Level 4, Conference Hall 

 

Session 6.14(14:00~14:30) 

題目：A summer adventure in Taiwan: 

academics, Society and culture 

引言：國立成功大學蘇慧貞副校長 

講者：國立中興大學國際事務處楊欣怡 

      國立彰化大學企管系 James 

Stanworh助理教授 

地點：Prague Congress Centre(PCC), 

Level 1, Club B 

 

陪同人員：楊敏玲司長 

翁勤瑛組長 

(手機：+49 171 6208434) 

楊美照副參事 

(手機：+420 603 308 090) 

※交通方式：租車(整日) 

 

 

聯 絡 人：翁勤瑛組長 

手    機：+49 171 6208434 

聯 絡 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鍾明恂專員 

手    機：+886-918-810-214 

 

陪同人員：楊敏玲司長 

          翁勤瑛組長 

 

 

 

 

 

 

 

 

 

 

 

 

 

 

 

 

tel:+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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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18：30 

 

 

 

 

Session6.03(15:00~16:00) 

題目：Short-term programming for 

long-term multi-lateral 

partnerships 

講者：國立政治大學國際合作事務處全球

移動力王植婷經理 

地點：Prague Congress Centre(PCC), 

Level 0, Small Theatre 

 

中央社記者採訪 

地點：年會會場 282 號攤位 

採訪記者：中央社駐柏林特派員林琳女士 

 

薛美瑜大使晚宴訪團 

地點：上海飯店 

      Anglicka 6, Praha 2 

電話：(420) 224 218 154/606 615 808 

 

住宿：布拉格 Hotel Galileo 

 

 

 

 

 

 

 

 

 

 

 

聯 絡 人：楊美照副參事 

手    機：+420 603 308 090 

9月 19 日(五) 

09：00 

 

10：00 

 

 

 

 

12：00 

 

14：30 

 

 

 

出發前往捷克教育部 

 

拜會捷克教育部總司長 

PhDr. Jindrich Fryc 

DG Section of Policy co-ordination & 

International Affairs 

 

便餐（自理） 

 

拜會查理士大學蔣經國基金會國際漢學

中心主任 Prof. Olga Lomova 

地址：Celetna 20, 116 38 Praha 1 

 

住宿：布拉格 Hotel Galileo 

陪同人員：薛美瑜大使 

楊敏玲司長 

翁勤瑛組長 

(手機：+49 171 6208434) 

楊美照副參事 

(手機：+420 603 308 090) 

※交通方式：代表處公務車(整日) 

 

 

陪同人員：楊敏玲司長 

翁勤瑛組長 

楊美照副參事 

9月 20 日(六) 

08：00 

 

 

 

 

 

世界文化遺產觀摩及座談 

出發前往 National Heritage 

Institute, State castle Cesky Krumlov 

地點：Zamek cp. 59, 381 01 Cesky 

Krumlov 

網頁：

陪同人員：薛美瑜大使 

楊敏玲司長 

翁勤瑛組長 

(手機：+49 171 6208434) 

楊美照副參事 

(手機：+420 603 308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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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13：30 

 

15：30 

 

http://www.castle.ckrumlov.cz/docs/

en/zamek_oinf_sthrza.xml 

 

城堡主任 Ph. Dr. Pavel Slavko 親自接

待簡報並引導參觀 

 

便餐（自理） 

 

返回布拉格 

 

住宿：布拉格 Hotel Galileo 

※交通方式：代表處公務車(整日) 

9月 21 日(日) 

06：30 

 

 

 

 

 

 

08：50 

 

 

 

 

14：15 

旅館出發赴機場 

 

 

 

 

 

 

08:5010:25 (荷蘭航空 KL1352班機) 

布拉格拉魯尼國際機場 PRG阿姆斯特丹

史基普國際機場 AMS 

飛行時間：1小時 35 分 

 

14:1513:05(+1) (中華航空CI066班機) 

阿姆斯特丹史基普國際機場 AMS 臺灣桃

園國際機場 TPE 

飛行時間：15小時 20 分 

送機人員： 

駐捷克代表處薛美瑜大使 

副參事楊美照 

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翁勤瑛組長 

 

※交通方式：代表處公務車 

 

 

 

 

 

 

 

9月 22 日(一) 

13:05 13:05 (中華航空 CI066 班機)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第 1航站 TPE 

接機人員 

陳立穎科長：0921 897 506 

徐麗天主事：0932 139 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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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拜會單位及會晤對象簡介 

1、捷克科技大學(Czech Technical University in Prague) 

捷克科技大學是該國數一數二的科技大學，也是中歐古老的理工大學之一，

該校位於捷克首都布拉格，距離機場及市區搭大眾運輸約 30分鐘，學校周邊交

通發達，地鐵、有軌電車、火車、公車皆有，附近有大賣場，生活機能方便。自

1707年 1月 18日創立以來，目前已有 300多年的歷史，以工學院起家，共有 8

個學院：土木工程、機械工程、電子工程、核能科學與物理工程、建築、運輸科

學、生物醫學工程以及資訊科技，在捷克與國際學術地位相當高（2013年泰晤

士高等教育─QS世界大學排名科技大學第 207名、總排名為 451名），在高科技、

機械、建築方面表現亮眼，是捷克國內最好也是歷史最悠久的理工大學，該校有

2名著名的教授─提出都卜勒效應的都卜勒（Doppler）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

佛拉迪米爾‧普雷洛格（Vladimir Prelog）。到 101─102學年度為止，該校學

生數約 2萬 4,000人，教職員約 1,500人。我國立中興大學與該校已締結理工學

院博士班雙聯學制合作關係。 

 

國際事務副校長 Prof. RNDr. Miroslav Vlček, DrSc. 簡歷 

status: married, 2 children 

credo: Non v￣ıs sed saepe cadend￣o 

hobby: mathematics, baroque, music, hiking 

degree : 2000 - prof. in Theoretical Electrical Eng. - CTU in Prague 

1994 - DrSc. in Radioelectronics - CTU in Prague 

1975 - RNDr. in Theoretical Physics - Charles University 

profession: 

1995 - recent head of 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2010 - vice-dean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0 - 2010 vice-rector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TU 

1998 - 1999 vice-dean for science and research 

1998 dean - Faculty of Transportation Sciences, CTU 

1993 - 1998 vice-dean for education 

1974 - 1994 research fellow - Faculty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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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克拉羅夫大學(University of Hradec Kralove)校長 

哈拉代茲‧克拉羅夫大學（University of Hradec Kralove）位於 Hradec 

Kralove市（一個位於捷克中部偏北的小城市）舊城區的附近，距離首都布拉格

為一個半小時的車程。該校創立於 1959年（2000 年 6月 21日由教育學院大學

更名），目前學生人數約 9,500人，現有 25個教學單位及 5個學院：Faculty of 

Education、Faculty of Informatics and Management、Philosophical Faculty、

Faculty of Science、Institute of Social Work。 

 

克拉羅夫大學校長 Prof. Josef Hynek 簡歷 

  

                                                

Prof. Josef Hynek was appointed Rector of 

the University of Hradec Králové on May 30, 

2008. 

Josef Hynek was born in 1965. He read 

theoretical cybernetics at the Faculty of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In 1991 he joined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in Hradec Králové 

as an assistant, and in 1993 he was one of 

the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Faculty of 

Informatics and Management. In the same year he won the British government 

scholarship Excalibur and studied the MBA programme at the University of 

Hull. In 1998 he received his Ph.D. in theoretical informatics  from 

Charles University , and in 2002 he habilitated at the Czech University 

of Life Sciences Prague i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He has been coordinating four major international projects and has 

participated in many more. In the recent years he has worked as an exper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Leonardo da Vinci 

programme projects. In 2001 he was awarded the Marshall Memorial 

Fellowship and in 2008 he was one of the 89 personalities that were 

presented in Carolyn Jones´ book Heroes Happen Here. 

 In addition to scientific and pedagogical work, Josef Hynek is engaged 

in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activities. Within his twenty-year 

exist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Hradec Králové and its individual parts, 

Josef Hynek held numerous crucial functions:  vice-dean for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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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airs in 1995-1997, vice-dean for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in 2002, dean 

of the Faculty of Informatics and Management in 2002-2008. 

Josef Hynek is the fourth rector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radec 

Králové. His hobbies are travelling, cycling and swi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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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捷克國家科學博物館(National Technical Museum) 

The National Technical Museum in Prague established in 1908. For over a 

hundred years extensive collections have been assembled here documen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ny technical fields, of the natural and exact 

sciences, and of industry in the territory of today’s Czech Republic. 

You can view the most interesting and, in many cases, rare and unique 

exhibits of our collections in the Museum’s permanent and shorter-term 

exhibits. Those interested in a more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and its broader contexts have the vast library and archive 

of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at their disposal. The 

Department of Museum Pedagogy prepares illustrative and interactive 

educational programmes for basic and secondary schools, as well as for 

visitor groups notifying the museum in advance. The National Technical 

Museum also has its own research centre with its own publication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concerning the history of the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expozice tiskařství Under the new democratic conditions in 1990, the 

government transferred the entire building on Letná to the museum's use. 

This allowed the opening of another exposition on telecommunication and 

several new halls for temporary exhibits. In 2002, part of the museum's 

archives and collections in Invalidovná in Karlín were damaged by floods. 

Dealing with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catastrophe consumed much of the 

decade, but some parts of the collections were ruined. One of the 

post-flood activities was finally preparing a modern depository in Čel

ákovice, and in 2003, a major reconstruction of the main museum building 

on Letná was begun. The primary goal was to return the building to its 

former state, as designed by the architect Babuška. In 2011,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reconstruction was completed and in February, the first five 

expositions were triumphantly opened – transportation, architecture and 

construction, astronomy, printing and photographic techniques. 

 

館長 Bc. Karel Ksandr 簡歷 

Name/Surname:  Karel Ksandr 

Title:  Bc. 

Contact 

Address: 

 
Národní technické muzeum, Kostelní 42, 170 78 Praha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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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reditel@ntm.cz 

Educational 

Background: 

 Faculty of Philosophy and Arts, Charles University – 

majoring in history of art, 1999, Bachelor degree 

 

Faculty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Prague (1983 – 

1989) 

Institute for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 graduation in 

1983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National Museum (1/3/2006 – 30/11/2010) – deputy 

director  

National Technical Museum ( 1/9/2003 – 

28/2/2006 –deputy director 

National árodní památkový ústav – ústřední pracovišt

ě ( do 31.12. 2002 Státní ústav památkové péče) – 

odborný pracovník – 1996 až 31.8.2003 

Prague Monument PreservationTrust – (1992 až 1996)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ČVUT, Prague – assistent 

(1989 až 1993) 

National Technical Museum, Prague – officer (1986, and 

1989) 

National Trust for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 Urban 

Areas and Objects – constructor, 1984 

Field of 

Research: 

 
history of art and monumental preservation 

Scholar 

Background: 

 Lectures on history of art and monumental preservation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scientific conferences.  

   

 

mailto:reditel@ntm.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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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拜會捷克教育部總司長（DG Section of Policy co-ordination & 

International Affairs） 

 

PhDr. Jindřich Fryč 簡歷 

Born 13/3/1969; married; two daughters 

 In 1994 he graduated from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of Charles University (field of study: Teaching), 

in 2008 he passed state postgraduate examination 

at the above Faculty, defended his postgraduate 

thesis called “Didactic Opportunities of 

Hypermedia Environment in Education” and 

obtained the PhDr. degree;  

 During his university studies he worked as a teacher 

at a primary school, since 1994 he has been employed full-time a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Youth and Sports; his first position was 

Official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 German-speaking 

Countries;  

 From June 1996 he led the Youth Department; during that time he was 

active in particular in the field of interest- and non-formal 

education, he co-authored the draft of the National Policy on 

Children and Youth in the Czech Republic, was involved in its 

implementation and closely cooperated with non-state 

not-for-profit organisations that work with children and youth;  

 From July 2004 he led the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rom December 2009 to date he held the position of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Section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 Affairs at the 

Ministry; in that period he dedicated himself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nd later also to European 

affair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U documents in education;  

 For a long time, he has been cooperating on drafting strategic and 

conceptual document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he direc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U educational programmes in the Czech Republic, 

prepared the Ministry’s policy regarding teaching of the Czech 

language abroad and was also engaged in its implementation;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he has been representing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Youth and Sports at the European Union level, at the 

Council of Europe, UNESCO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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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ce 2006 he has been the member of a bureau of the Steering Committee 

for Education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and in 2011 he served as its 

Vice-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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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查理士大學蔣經國基金會國際漢學中心（Charles University, 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Sinological Center） 

The International Sinological Center at 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 

Czech Republic, was established in cooperation with Charles University 

in November 1997 as the first major branch of the 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overseas. The Centre is sponsored by the 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Exchange (the CCK Foundation).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e Centre is to promote Sinology in Europe with 

the aim of enriching and further developing research and study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widest sense of the word, history and language at Charles 

University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universities throughout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first director of the Prague Centre was Prof. Oldrich Král who headed 

the organization from November 1997 until June 2001. In June 2001 Assoc. 

Prof. Olga Lomová was appointed the Centre’s new director. 

Simultaneously with her appointment, the Centre set forth the following 

main guidelines and fields of interest of the Centre for the coming 

three-year period (2001–2004). The centre operates on the basis of 

three-year agreements, the last one having been signed for the period to 

June 2008. 

The Centre organizes programs held at Charles University, coordinates the 

Regional Committee Program and cooperates in 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Fellowship. Support given to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helps 

to expand the library which is open to scholars and students from the 

region. Other grants and projects are administered directly from Taipei 

Headquarters. 

 

羅然主任中文簡歷      

一、出生日期：1957 年 5月 31日 

二、性別：女 

三、學歷： 

1981：查理士大學亞洲暨非洲研究所藝術學程碩士 

1990：查理士大學博士 

四、重要經歷： 

    1987-1989：查理士大學亞洲暨非洲研究系中文助教 

    1990-1999：布拉格查理士大學東亞研究所中國文學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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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2013：布拉格查理士大學東亞研究所中國文學副教授 

    2002-2006：歐洲中國研究協會秘書長 

    2002-2006：捷克國家博物館人文委員會委員 

    2002-2010：捷克科學院東方所指導委員 

五、現職： 

2013--：布拉格查理士大學東亞研究所中國文學教授 

    2011--：捷克「臺灣書院」聯絡點負責人 

    2010--：查理士大學東亞研究所副主任 

2001--：查理士大學東亞系蔣經國基金會國際漢學中心主任 

六、其他：羅然主任總共出版有 13 本書；多數為捷克文，其中六本是中國文學

翻譯成捷克文。曾與其他作家合作將哈維爾的詩詞譯成中文出版。伊已撰寫

近百篇有關中國大陸及台灣之文章，並刊登於捷克報紙與文化周刊。伊的研

究領域專注於中國傳統文學，尤其是詩詞，亦將司馬遷大部分文章譯成捷克

文，創作現代中文詩、研究中國大陸理想主義與文學之間關係，目前致力研

究捷克漢學歷史（註：台灣大學贊助案）。羅然主任目前為斯洛伐克東方研

究（Studia Orientalia Slovaca）之編輯委員會委員，亦為於華沙發行之

亞洲太平洋年刊（Asia Pacific Yearly）國際顧問委員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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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克魯姆洛夫城堡（National Heritage Institute, State castle Cesky 

Krumlov） 

捷克克魯姆洛夫(Český Krumlov) 位於捷克南波希米亞省，距離首都布拉格

約 160 公里，該城市於 1992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該城位於伏爾塔瓦河(Vltava)的上游並為該河環繞，城中大部分建築建於 14 世

紀到 17 世紀之間，多為哥德、文藝復興及巴洛克形式，迄今仍完整保存中古世

紀風貎。克魯姆洛夫城堡是捷克除布拉格城堡之外最大的一個古堡，該城堡於

13 世紀建造，歷經盧森柏格(Rosenberg)、魯道夫二世（Rudolf II）、艾根柏

格（Eggenberg）及史瓦森柏格（Schwarzenbergs）等家族。2002年洪災時該鎮

損失慘重，我國文建會曾贊助捷克政府 2萬美元修復克魯姆洛夫歷史中心因洪水

而毀損之古堡空橋。 

 

捷克克魯姆洛夫城堡主任 Dr. Pavel Slavko 中文簡歷 

一、出生日期：1956 年 10月 2日 

二、性別：男 

三、學歷：1981：布爾諾馬薩里克大學藝術史博士 

四、重要經歷： 

    1981-：Český Budějovice 市國家遺產研究院職員 

    1983-：Český Budějovice 市國家遺產研究院暨歷史文物檔案處主任 

    1992 to date-：捷克克魯姆洛夫城堡巴洛克劇院基金會委員 

    1998-2001：捷克克魯姆洛夫協會資訊系統成員 

    2007 to date-：捷克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會員 

五、現職：1989--：捷克克魯姆洛夫國家城堡主任。Pavel Slavko 主任致力城

堡古蹟修復及保存，並積極籌辦地區及國際性文化活動，其中最著名者是每

年夏至周末舉辦的「五瓣玫瑰花節」（Five-Petalled Rose Festival，名稱

來自於 Rosenberg 家族五花瓣玫瑰花瓣家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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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捷克教育概況 

學前教育－在保育學校實施，原則上針對 3至 6 歲學童，非義務性；然在義務教

育開始前一年之學前教育免費，且適齡孩童依法均有就讀權利；亦設

有特殊教育學校。 

義務教育－從 6歲至 15歲，計九年，可分為一般綜合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供心

智障礙、多重障礙及自閉症學童就讀)，惟後者可至 10年級。 

初等教育－通常為五年制，由全科老師授課，屬基礎學校第一階段。當年 9月 1

日前滿 6歲者即可入學，倘屆齡但心智尚未成熟者，可選擇回到保育

學校或至輔導班就讀。 

中等教育－通常於完成五年級後(約 11 歲)，學生可選擇留在原校就讀，或進入

八年制中學；亦可於念完七年級後，選擇進入六年制中學就讀；或於

基礎學校(至九年級)畢業後，進入綜合制高中就讀；惟進入其他中學

通常須通過入學考試，在義務教育結束後，除可選擇進入綜合高中

外，亦可選擇偏重特殊專業(如教育或經濟)或技術之四年制專科高

中，並於學業完成後通過畢業考試取得證書；或進入兩年制/三年制

之高職就讀，並於畢業後取得技術檢定證書；亦可於完成高職後，續

修兩年課程以取得畢業考試證書。倘對音樂、舞蹈或戲劇等有興趣

者，可選擇藝術專科學校，計有五年級畢業就讀之八年制藝專或九年

級畢業就讀之六年制藝專兩種，畢業前須通過專業資格考試。 

高等教育－此包括大學(公立、私立或國立)或其他高等技術學院。要進大學等高

等教育系統，除須具備中學畢業證書外，尚須符合各校自定之資格條

件，其中或包括入學考試。目前捷克公立高等教育之捷語學程免學

費，可攻讀之學位包括學士、碩士或博士。 

進修教育/成人教育－此由經主管機關認可之各級教育機構、非營利組織、政府

部門、企業或基金會等提供，除給予僅完成基本義務教育或職業教育

年青人繼續進修機會，為求職或轉業者提供再訓練課程外，亦為有意

充實自我者提供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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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與捷克雙邊教育交流現況 
 

    教育部於駐捷克代表處並未設立教育組或派駐人員。該處服務地區係教育

部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業務轄區。 

 

促進臺捷校際學術合作 

至 103 年 8 月止，捷克有 26 所大學與我 36 所大學簽署有關學術交流合作

協議共計 85件；又我國立臺灣大學與利貝雷茨科技大學（Technical University 

of Liberec）、國立中興大學與捷克科技大學（Czech Technical University in 

Prague）均有締結雙聯學制合作關係。另我國目前約有 60 名學生在捷克研習醫

學。 

 

積極對捷克推動海外華語文教學工作 

1、教育部華語獎學金：為鼓勵外國人士來臺學習正體中文，教育部自民國 94

年開始設置「教育部華語文獎學金」，受獎人得申請進入國內大專校院附設

華語文中心就讀，獎學金期限最長 1年，另核予 2、3、6至 9個月不等，提

供每人每月新臺幣 2 萬 5,000 元，103 學年度核定捷克地區 12 個月名額 5

名。 

2、暑期華語文研習團及海外華語教師培訓計畫: 103年捷克地區無辦理。 

3、選送華語教師和教學助理赴捷克任教：為推廣我國優質華語教學，教育部訂

有「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點」以執行華語文教師

輸出計畫。103 年教育部首度選送華語教師 1 名自 103 年 10 月 1 日起赴捷

克 Palacky University in Olomouc 任教（捷克教育部亦於 103年遴選 1名

捷克語教師至我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系教授捷語文）。 

 

吸引捷克學生來臺留學及研習 

捷克在臺留學生人數統計如下： 

1、100 學年度計有 187 名，其中 34 名為正式修讀學位生，78 名進修華語文，

67名交換生，8名短期研習生。 

2、101 學年度計有 201 名，其中 38 名為正式修讀學位生，76 名進修華語文，

68名交換生，19 名短期研習生。 

3、102學年度計有 187名，其中 35名為正式修讀學位生，65名進修華語文，

68名交換生，19 名短期研習生。 

為鼓勵具潛力之優秀外國學生來臺留學，增進彼等對我瞭解，日後產生友誼

支持，同時拓展對外關係，我國政府特設置「臺灣獎學金」由外交部及教育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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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辦理；其中非邦交國由教育部辦理，所提供之待遇如下： 

1、學費及雜費（包括學分費及學雜費基數）：受獎生學費及雜費上限於新臺幣

4萬元以內（含新臺幣 4萬元），由教育部核實補助，超過新臺幣 4萬元者，

不足部分由受獎生就讀之大學校院（限臺獎聯盟學校）配合款補貼支應；雜

費不包括代收代辦費、論文指導費、保險、住宿及網路使用費等相關費用，

由受獎生自行負擔。 

2、生活補助費：教育部補助大學生每月新臺幣 1萬 5,000元；碩士及博士生每

月新臺幣 2萬元。 

各級學位最長受獎期限，大學部 4年、碩士班 2年、博士班 4年。但每名受

獎生受領本獎學金總期限累計不得超過 5年。103 年度臺灣獎學金核配捷克地區

之新生名額為 7名。 

 

選送優秀青年學生赴捷克留學、進修 

1、協助選送短期獎學金生及夏令營獎學金生赴捷克研習，102年、103 年各選

送 6名及 7名短期獎學金生（為期 10個月赴捷克公立大學或研究機構進行

非修讀學位之研究或訪問研習獎學金）；102 年、103年每年選送 6名斯拉夫

研究夏令營獎學金生。另捷克教育部亦每年提供我獎學金名額，103 年提供

我赴捷攻讀學位獎學金 1名，104年亦將補助我碩士或博士生 1名赴捷克公

立大學研習經濟學、農業、資訊科學、環境及能源 5個領域之英文學程。 

2、96年至 103年學海計畫獲獎者赴捷克短期研修人數每年平均約 30人，截至

目前累計人數共 215名。 

 

捷克與臺灣各大學間合作交流一覽表                         
項

次 
捷克學校名稱 臺灣學校名稱 

交流項目及 

期限 
備   註 

1 

查理士大學 

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 

臺灣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交換教授 

1995- 

 

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交換學生/教授  

淡江大學 

Tamkang University 

姊妹校 

2002.11- 

 

 

大葉大學 

Dayeh University 

  

2 捷克經濟大學  政治大學 交換學生/教授 院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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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Pragu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學院) 

淡江大學 

Tamkang University 

姊妹校 

1991.11- 

 

3 

捷克理工大學 

Czech Technical 

University in 

Prague 

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Hsin 

University 

交換學生/教授計畫 

2006.02-永久 

 

臺灣科技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交換學生  

中華大學 

Chung-hua University 

交換學生  

臺北科技大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交換學生 

2007.11- 

 

清華大學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4 
University of 

Hradec Kralove 

東華大學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交換學生  

中山大學 

National Sun-Yat-Sen 

University 

交換學生  

臺灣科技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交換學生  

文藻外語大學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交換學生 

2003.03- 

 

屏東教育大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交換學生、教授、短

期課程等備忘錄

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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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高苑科技大學 

Kao Yuan University 

交換學生、教授、短

期課程等備忘錄 

2008.11- 

 

東吳大學 

Soochow University 

  

5 
Tomas Bata 

University 

東華大學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交換學生、教授備忘

錄 

2007.02- 

 

6 
馬薩里克大學 

Masaryk University 

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合作備忘錄(交換學

生/教授、共同舉行

會議、研究計畫等) 

2008.01-2013.01 

(自動延長) 

※(有備

忘錄) 

7 
University of 

Pardubice 

臺灣科技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瞭解備忘錄(研究、

教育、交換學生) 

2006.05-2011.05 

 

中央大學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瞭解備忘錄(研究、

教育、交換學生) 

2008- 

 

清華大學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瞭解備忘錄(研究、

教育、交換學生) 

2008- 

 

 

東吳大學 

Soochow University 

  

8 

奧斯塔瓦理工大學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Ostrava 

臺灣科技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交換學生  

 

大葉大學 

Dayeh University 

學術交流備忘錄(教

授互訪、交換學生

等) 

 

臺北科技大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政治大學 學術交流備忘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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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授、研究人員互訪、

交換學生) 

2009.02-2014 

逢甲大學 

Feng Chia University 

  

9 

Institute of 

Chemical 

Technology in 

Prague 

臺灣科技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交換學生  

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Hsin 

University 

  

10 

Technical 

University in 

Liberec 

臺灣科技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交換學生  

臺灣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1 

布爾諾理工大學 

Brn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成功大學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學術交流、交換學生

(2009.03-) 

 

屏東科技大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2 

捷克生命科學大學 

Czech University of 

Life Sciences 

Prague 

僑光技術學院 

The Overseas Chines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交換學生  

13 

西波希米亞大學 

University of West 

Bohemia 

建國科技大學 

Chienkuo Technology 

University 

學術交流、交換學生

(2008.-) 

 

14 

布拉拉格大都會大學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Prague(University 

of Public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學術交流備忘錄(教

授、研究人員互訪、

交換學生) 

2008.05-2013 

2008.05-2011 

院級校級

※(有備

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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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CCU 

義守大學 

I-Shou University 

學術交流備忘錄(教

授、研究人員互訪、

交換學生) 

2008.11 

 

15 

布拉格藝術學院 

Academy of Fine 

Arts in Prague 

臺北藝術大學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合作備忘錄(交換學

生/教授,藝術、實驗

合作計畫等) 

 

16 

布拉格表演藝術學院 

Academy of 

Performing Arts in 

Prague 

臺灣藝術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17 

捷克農業大學 

Czech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in Prague 

僑光技術學院 

The Overseas Chines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8 

捷克科技大學 

Czech Technical 

University in Prague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19 

奧斯塔瓦大學 

University of 

Ostrava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Nursing and 

Health Science 

  

20 

VSB-Technical 

University of 

Ostrava 

中央大學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21 

布拉格藝術、建築暨設

計學院 

Academy of Arts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in Prague 

臺灣藝術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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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灣團參展學校與人員名單 

(參展共 18校 40人／參訪共 13校 25人／餐會共 16校 32人) 

# 學校／機構 姓名 單位 職稱 9/15 參訪 9/18餐會 

1 教育部 林思伶  政務次長 V V 

2 楊敏玲 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司長 V V 

3 翁勤瑛 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 組長 V V 

4 財團法人高等

教育國際合作

基金會 

陳惠美  執行長 V V 

5 鍾明恂  計畫專員 V V 

6 黃麗潔  專任助理 V V 

7 逢甲大學 劉 霈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V V 

8 輔仁大學 張敏娟 國際及兩岸教育處 主任 V V 

9 高雄醫學大學 張芳榮 國際事務處 副國際長 V V 

10 陳 昕 企劃發展組研究助理 V V 

11 國立成功大學 蘇慧貞 副校長室 副校長 X V 

12 黃正弘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V V 

13 蘇杏芬 國際事務處 副組長 V V 

14 國立政治大學 蔡景雰 國際合作事務處 歐洲事務執行經理 X V 

15 王植婷 國際合作事務處 全球移動力經理 X X 

16 黃千容 商學院國際事務辦公室 經理 X V 

17 國立交通大學 周世傑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X X 

18 周秋儀 國際事務處 專員 X V 

19 國立中興大學 楊欣怡 國際事務處 專案人員 V V 

20 國立中山大學 郭志文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V V 

21 許玉娟 國際事務處 經理 V V 

22 國立臺北科技

大學 

黃聲東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V X 

23 張遠達 行政組員 V X 

24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陳慧瑛 國際事務處 行政專員 V V 

25 國立臺灣大學 張淑英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X V 

26 陳瑢真 副理 X V 

27 唐 安 幹事 V V 

28 國立臺灣科技

大學 

李振綱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X X 

29 許芷維 助理管理師 V X 

30 國立清華大學 陳信文 全球事務處 全球事務長 V X 

31 陳欣怡 專案經理 V V 

32 陳宣融 專案經理 V V 

33 靜宜大學 鄧嘉宏 秘書室 主任秘書 X V 

34 林昌榮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國際長 X V(素) 

35 東吳大學 姚思遠 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

務處 

學術交流長 X V 

36 劉凱莉 主任 X V 

37 南臺科技大學 王永鵬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處長 X X 

38 周德光 商管學院 副院長 X X 

39 臺北醫學大學 楊良友 國際事務處 副國際長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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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淡江大學 李佩華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國際長 V V 

41 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 (Session
講者) 

James 

Stanworth  

企業管理系 助理教授 X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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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14 年 EAIE臺灣展場使用規則 

1、本規則經各參加學校同意，所有參加學校應配合辦理。 

 

2、本次臺灣聯合參展之展場，基本資料如下： 

（1）展場正式使用時間： 

9月 17 日 8:30 a.m. ~ 19:30 p.m.  

9月 18 日 8:30 a.m. ~ 18:00 p.m.  

9月 19 日 9:00 a.m. ~ 16:00 p.m. 

（2）展場管理人：主辦單位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3）展場地點：捷克布拉格 Prague Congress Center，攤位號碼 282。 

（4）展場規劃：為維持參展品質及主題之一致性，展場由主辦單位統籌

規劃。展場劃分為「整體推廣區」、「會談區」、「文宣展示區」與「儲
物區」四個功能區。 

 

3、展場應依展示意旨，配合展場規劃，合理使用之。其原則如下： 

（1）本展示意旨在於對外推廣臺灣高等教育。與本意旨無關之使用行

為，應避免之。 

（2）有關各功能區之使用原則： 

① 「整體推廣區」：供主辦單位作臺灣整體高教推廣使用，此區

同時供共同文宣、紀念品、佈置品等之擺放及展場活動使用，

各校及個人物品勿占用。 

② 「會談區」：提供排班學校作為與現場與會者會談或與姐妹校

洽談使用，因家具數量有限，若非排班時段且現場無閒置之會

談桌椅，請於會場另覓洽談之處。高腳桌椅提供學校彈性使

用，與外賓會談之參展校有優先使用權。會談區請勿使用於休

息、聊天、飲食。 

③ 「文宣展示區」：僅供參加各校依排定位置擺放大小、份量適

當之文宣，其他物品不可擺放。各校應於展示正式開始前，自

行擺放，並於展期結束時，適時主動撤離，逾時展場管理人得

以廢棄物處理之，不得異議。 

④ 「儲物區」：「儲物區」分為「整體儲物區」與「學校儲物區」。

「整體儲物區」供主辦單位放置共同宣傳品如文宣及紀念品等

物品，各校及個人物品應放置於「學校儲物區」。 

（3）主辦單位為吸引人潮所進行之現場活動，得擁有各區之優先使用權。 

 

4、為共同維護展場之環境與秩序，請使用展場之各校人員注意以下事項： 

（1）勿從事與參展目的無關之行為。 

（2）會談桌使用完畢，請將會談桌清潔乾淨，以方便提供下一校使用。 

（3）建議著正式服裝，佩戴識別證。 

（4）服從展場管理人之督導。 

 

5、如有未盡事宜，在增進展場空間合理使用之考量下，主辦單位得適時修改、

補充之，並向各參加學校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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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參展校排班： 

Sep. 17 Wed 

8:30~11:00 11:00~14:00 14:00~15:30 15:30~18:00 

國立清華大學 東吳大學 

Happy Hour 

輔仁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淡江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逢甲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Sep 18Thu 

8:30~10:30 10:30~13:00 13:00~15:30 15:30~18:00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輔仁大學 輔仁大學 

淡江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淡江大學 

逢甲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東吳大學 東吳大學 靜宜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靜宜大學 

Sep 19 Fri 

9:00 – 12:30 12:30 – 16:00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靜宜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逢甲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7、講座時間表 

日期 時間 地點 講座內容 

9/18 13:30～

14:30 

Prague 

Congress 

Centre, Level 

4, Conference 

Hall 

【Session 6.03】Ignite©: Successful 

integr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peaker 

國立交通大學國際事務處周世傑國際長 

14:00～

14:30 

Prague 

Congress 

Centre, Level 

1, Club B 

【Session 6.14】A summer adventure in 

Taiwan: academics, society and culture 

Chair 

(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國立成功大學蘇副校

長慧貞 

Sp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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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地點 講座內容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事務處楊欣怡專案人員 

國立彰化大學企管系 James Stanworh 助理

教授 

15:00～

16:00 

Prague 

Congress 

Centre, Level 

0, Small 

Theatre 

【Session 7.04】Short-term programming 

for long-term multi-lateral 

partnerships 

Speaker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合作事務處王植婷國際

事務移動化經理 

9/19 13:30～

14:30 

Prague 

Congress 

Centre, Level 

2, Meeting Hall 

IV 

【Session 12.12】A multilingual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isation in 

Asia 

Chair 

國立臺灣大學張國際事務長淑英 

Speaker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廖咸浩執行長 

15:00～

16:00 

Prague 

Congress 

Centre, Level 

4, Conference 

Hall 

【Session 13.03】Cultural 

globalisation: contributions to 

academic growth 

Chair 

國立成功大學蘇副校長慧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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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ed by : Professor Lily H. M. Chen
(CEO, FICHET, Taiwan)

On behalf of all 2014 EAIE delegates from Taiwan 
September 15, 2014

Outline

 Fascinating Taiwan
 Introduction to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Government’s Strategies on Higher 

Education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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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CINATING TAIWAN

Where is Taiwan?

Geography
 Location: Pacific Ocean, 120 km (74.6 mi) off the coast 

of Mainland China
 Area: 36,191 km2 (13,973.3 sq mi)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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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ing to Know Taiwan

 Flag : 

 Capital City : Taipei

 Population : around 23,000,000

 Official Language : Mandarin

 Average Temperature : 18˚C(64˚F) ~ 31˚C(88˚F)

 Highest Point : Yu Shan (3,952 m=12,965.9 ft)

 4

Facts about Taiwa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World’s No.1 in students’ Math ability.

 World’s No.1 i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hemistry ability

 Gold medals in the 44th International Physics Olympiad (2013)

 No.3 in the 45th International Chemistry Olympiad (2013)

 Excellence in Industrial Design
 digiO2 International Co., Ltd.

• Breeze®Nebulizer / Nebulizer

• 2013 iF Gold Award

 Qbicle Inc.
• Tangent fender / Road bike fender

• 2013 iF Gold Award

 Top Victory Electronics (Taiwan) Co., Ltd.
• SLASH2

• Product design 2013 honorable mention reddo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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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s about Taiwan

 Excellence in IT Products

 6Glotal Market Share (%)

Notebook
LCD
Monitor

Main
Board

CD-ROM
Driver

Recordable
CD

Foundry

ID
Packing

Why Taiwan?

 7The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May, 2014

No. 1

No. 2

No. 3

Others

No. 4

No. 5

No. 6

No. 8

No. 7

Available Scholarship 

Academic Resources
and Quality 

Learning Chinese

Location 

High-Standard
Living Quality 

Better Opportunity for
Further Study 

Reasonable and
Affordable Tuition

Better Opportunity for Seeking 
Jobs back at Hom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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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O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Current Education System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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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s of Taiw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10

Sourc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wan

Public

Universities 47
Colleges 3
Junior Colleges  2
Minor Total 52

Private

Universities 75
Colleges 22

Junior Colleges  12

Minor Total 109

Total 161

Student allocation in public and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of 
Taiwan (2012‐2013) : 754,217 (73%)

 11
Sourc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wan

Public
281,317(27%)

Private
754,21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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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king of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Taiwan ranked 9th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ccording to the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report of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in 2013.

 14 Taiwan universities within the World Top 200, 
according to the QS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in 2013.

 9 Taiwan universities within the World Top 500, 
according to the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ARWU) compiled by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in 
2013.

 50 Taiwan universities enter  the world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ranking, according to the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ESI) in 2012.

 12

Ranking of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cont.)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by Subject 2013: Taiwan 
has 14 universities in the top 200 universities of 28 
subjects.

 QS Top 200 Asian Universities 2013: 12 Taiwanese 
universities are in the top 200 Asian universities.

 QS Best Student Cities 2013: Taipei is the 28th‐best city 
to study in the world.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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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s SCI Performance

 14

2008 2009 2010 2011

Number Rank Number Rank Number Rank Number Rank

USA 335,720  1  331,790  1 330,339  1 391,225 1

China 113,102  2  121,176  2 134,697  2 160,466 2

UK 89,685  3  89,472  3 90,004  3 107,384 3

Germany 86,486  4  88,056  4 86,978  4 104,383 4

Japan 79,594  5  78,564  5 72,607  5 82,966 5

France 63,627  6  63,970  6 62,324  6 72,145 6

Canada 52,776  7  54,156  7 53,519  7 62,053 7

Italy 50,056  8  50,798  8 50,691  8 60,141 8

Spain 41,658  9  43,346  9 43,693  9 52,337 9

India 38,778  10  40,135  10 40,711  10 47,207 10

Taiwan 22,636  16  24,315  16  23,715  17  26,601 17

2012

Number Rank

USA 408,703 1

China 182,199 2

UK 113,387 3

Germany 107,608 4

Japan 85,893 5

France 74,311 6

Italy 64,789 7

Canada 63,646 8

Spain 56,422 9

Korea 51,680 10

Taiwan 27,178 17

Sourc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wan

Bilateral Agreements

 Since 2001, Taiwan government has signed bilateral 
agreements with 15 countries

 15

Sourc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wan

UK Germany France

Austria Russia USA

Canada India Palau

Indonesia Philippine Vietnam

Mongolia Jordan Paragu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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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Exchange Agreements

Taiwan

Institutions

Total

Countries

Internationa
l Institutions

Total 
Agreements

165 104 3,265 9,805

Sourc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wan

 16

~2013

Student Mobility

Country Agreements
USA 2,181
Japan 1,355
Vietnam 903
Korea 747
Thailand 529
UK 400
Malaysia 392
France 369
Australia 360
Germany 283

Total 9,805
~2013 Sourc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wa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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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Mobility (con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 by region

 18

Region
2008
|

2009

2009
|

2010

2010
|

2011

2011
|

2012

2012
|

2013

2013
|

2014

Asia 12,024  12,645  14,180  43,452 51,855 65,416

America 4,070  4,688  4,863  6,534 6,577 6,358

Europe 2,576  2,960  3,358  4,109 4,624 4,888

Oceania 407  424  469  574 600 620

Africa 419  391  555  794 902 979

Total 19,496  21,108  23,425  55,463 64,558 78,261

1. Number of students from each region, including those for (1)degree, (2)exchange, (3)learning  
Chinese (4)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5)students from Mainland China (6)short‐term studies (7)
expatriate youth programs.

2. Source: MOE, Taiwan

Student Mobility (cont.)

 International students—by program (2013‐2014)

 19
Sourc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wan

Program Degree Exchange Learning 
Chinese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Students
from 

Mainland 
China

(degree and 
short-term 
studies)

Short-
term 

studies

Expatriate 
youth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12,597 3,871 15,510 17,055 24,787 3,163 1,278 78,261

Number of 
Students
from 
Europe

570 1,369 2,509 23 - 417 - 4,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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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Mobility (con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 by nation, top 10 (2013‐2014)

 20Sourc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wan

8,932 

4,532  4,500  4,323 
3,625 

3,085  3,082  2,779 

1,410  1,143 

Student Mobility (con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Europe ‐ by nation, top 10 
(2013‐2014)

 21Sourc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wan

1,143

885

344
269 245 208 194 177 168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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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3 studying fields of European students in Taiwa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Social Science , and 
Engineering (2013‐2014)

 22

Student Mobility (cont.)

Sourc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wan

 Taiwan students in Europe

 23

Student Mobility (cont.)

Sourc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wan

Country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UK 9,653  7,132  5,885  3,895  3,610  4,446
under 
survey

France 690  723  983  882  935  814
under 
survey

Germany 512  606  558  646  702  636 512
Span 197  353  292  292  300  316 349
Netherlands 191  260  268  208  191  223 198
Italy 228  206  206  220  191  210 ‐
Austria 80  100  110  62  209  151 55
Belgium － 67  61  65  63  63 65

Czech Republic 24 43 96 81 171 116 116
Sweden 60  70  104  108  100  － －

Denmark 11  16  27  42  31  30 36
Finland 23  26  32  30  43  66 41
Hungary 25  28  26  25  24  － －

Ireland 7  9  20  13  － － －

Poland － － － 290  － 179 225
Total 11,701  9,639  8,668  6,859  6,570  7,250 1,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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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S STRATEGIES 
ON HIGHER EDUCATION

The Asia’s Regional Universities Increase 
Competition 

With the enhanced economic strength of Asia’s regions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Singapore, South Korea, 
Japan, Taiwan, etc.), their invest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is also increasing with each passing day. 
These regional universities are competing with one 
another in terms of funding, thesis research, student 
quality, teacher qualifications, and their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Taiwan must be able to meet these challenges, or it will 
experience a narrowing of its competitive gap. 

 25
Sourc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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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Countries Pursue Excellence within Higher 
Education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have become the keys for 
enhancing our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Nations 
around the world are also earnestly striving for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especially 
with regards to the pursuit of academic excellence at 
their universities. 

 For example, Japan promoted its “Global COE 
Program”; South Korea has promoted the “Brain Korea 
21 Program”. Mainland China began promoting the 
“985 Project” in 1998, in addition to its “211 Project”. 
Here in Taiwan, we are promoting our“Top University 
Project”.

 26
Sourc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wan

Area Mainland China Japan South Korea Taiwan

Project 985 COE Brain Korea 21 Top University

Starting 
Year 

Phase one: 
1998~ 2003 
Phase two: 
2004~ 2007 

Phase three: 2008~

COE: 
2002~2006 

Global COE : 
2007~2012 

Phase one : 
1999~2005 

Phase two: 
2006~ 2012

Phase one : 
2006~2011 

Phase two: 
2011~ 2016 

Goals and 
Mission 

Developing 10 
Chinese universities 
to global rankings 

Recruiting 300,0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ultivating global 
leaders 

Developing at least 
one university as one 
of the world’s top 100 
universities within 
five years and 10 
fields as “world class” 
research centers

Focus  Research /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economic growth 

Ph.D. programs/ 
future leaders 

Research/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Number of 
Recipients 

39 to 49 universities  19 to 30 universities  67 universities  10~12 universities 

Total 
Funding 

US $ 5 billion  US $ 2.5 billion  US $ 3.5 billion  US $ 1.7 billion 

Sourc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wan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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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ing 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Among multiple objectives for this projec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anks highly on the priority 
list.

 “The Top University Project” (5‐Year‐50‐Billion) 
• Phase I (2006‐2010): Transformation and Growth

• Phase II (2011 ‐2016): Aim for the Top University

 by encouraging universities to:  
• recruit renowned professors/scholars/researchers from overseas

• attain membership with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 exchange faculty, student and researchers with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 organiz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s and forums

 28
Sourc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wan

Advancing 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Top University Project (5 year‐ 50 
Billion), Taiwan government also focused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launched: 

 The Program for Promoting Teaching Excellence of 
Universities. In 2013, 33 universities were granted totally 
about NTD 1,575,000,000 (about USD 52 million). 

 For technological universities, Taiwan government launched 
the Paradigm Project to develop their uniqueness. 12 
technological universities were granted about NTD 
1,180,000,000 (about USD 39 million) in 2013. 

 29
Sourc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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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System

 30

 Institutional 

 Program
• Conducted by the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Accreditation Council of 

Taiwan (HEEACT) established jointly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153 Taiw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2005

• Therefore, in assuring that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Taiwan’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meets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based on the core spirit of 
quality assurance, HEEACT has conferred with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policies and mechanisms, and set forth to conduct overall quality 
management PDCA model which would seek to improve institutional evaluation.

• 5‐Year Cycle

• 3 Levels of Review Outcomes

– Accredited

– Conditional Accredited

– Failure
Hou, Yung‐Chi, & Morse, R. (2009). Quality Assurance and Excellence in Taiwan Higher Education—An Analysis of 

Three Taiwan Major College Rankings. Evaluation Higher Education, 3(2), 45‐71.

 31

• Institutional Self Identification

Standard 1:

•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Standard 2:

•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ources

Standard 3:

• Accountabilit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Standard 4:

• Self‐enhancement and Quality Assurance Mechanism

Standard 5:

Source : http://www.heeact.edu.tw/public/Attachment/142515454964.pdf 

Institutional Evaluation and Accred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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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als, Features, and Self‐Enhancement Mechanism

Indicator 1:

• Curriculum Design and Teaching

Indicator 2:

• Learning and Student Affairs

Indicator 3:

• Research and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Indicator 4:

• Performance of Graduates

Indicator 5:

Source : Hou, Yung-Chi, & Morse, R. (2009). Quality Assurance and Excellence in Taiwan Higher Education—An 
Analysis of Three Taiwan Major College Rankings. Evaluation Higher Education, 3(2), 45-71.

Program Evaluation and Accreditation

 33

•Monthly stipend: USD$1000

•One direct round‐ trip economy‐ class ticket

•For recipients from countries with diplomatic ties with R.O.C

MOFA Taiwan Scholarship 

•Monthly stipend: USD$500 for undergraduate, USD$666 for master’s or Ph.D.

•Waiver of tuition and certain fees up to USD$1333

•Only for recipients from eligible countries designated by MOE

MOE Taiwan Scholarship

•Establish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und (TaiwanICDF)

•As of December 2012, the TaiwanICDF has subsidized 167 students form Africa, West Asia, 
South America, Central America, Europe, Caribbean, and Asia Pacific.

•Provides one economy‐class, direct route roundtrip international airfare, tuition , insurance and 
housing fee, plus a monthly stipend from USD 400 to USD 565.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Scholarship: 

•Established by Academia Sinica

•Provides full fellowship support for all fully‐matriculated students for 3 years

•The stipend is about NTD32,000 （≒USD1,000）per month

The Taiwan International Graduate Program (TIGP): 

Scholarship for Inbou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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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arship for Outbound Students

 Short‐term program：Short‐Term Study Scholarships 
for Talented Student 

 These scholarships provided by the MOE of Taiwan, to gifted 
students, allowing to study overseas.

 Thes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enroll in exchange or joint 
degree programs at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The scholarship includes roundtrip economy airfare, tuition 
fees and living expenses. Each university will subsidize 20% of 
the total MOE scholarship for each recipient; amounts will vary 
for recipients depending on the university’s subsidy guidelines. 
The MOE’s maximum subsidy amount will be USD 9,000 per 
recipient. 

 34

Scholarship for Outbound Students

 Short‐term program：Short‐Term Study Scholarships 
for  Financially Disadvantaged Student

 In an effort to provide students in need of financial assistance 
with opportunities to study overseas, the MOE of Taiwan has 
created the Financial Assistance Scholarship Program.

 Thes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enroll in exchange or joint 
degree programs at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The scholarship includes roundtrip economy airfare, tuition 
fees and living expenses. Each university will subsidize 20% of 
the recipient’s total MOE scholarship.

 35



19

Scholarship for Outbound Students

 Internship program：Short‐Term Study Scholarships 
for Internship

 Since 2008, the MOE of Taiwan has sponsored an overseas 
internship program which allowed students to gain valuable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by working at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or professional institutes. 

 The MOE of Taiwan subsidies included roundtrip economy 
airfare, living expenses and administrative fees for students 
and faculty members. Each university will subsidize 10% of the 
recipient’s total MOE scholarship.

 36

Scholarship for Outbound Students

 EU Scholarships

 Began  in 2006

 Pursues the Erasmus Mundus Program 

 Annual Stipend of EURO 12,000

 Study Duration: for Master ‐ 1 year, for Ph.D. ‐ 3 years

 37

No. of Awarded Students

Year Ph.D Master

2012 0 8

2013 1 6

2014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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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39

Friendly and 
warm people

Reasonable 
tuition

(roughly from 2,000 –
3,500 USD/year)

Democratic 
(politics, religion…)

Safe

Convenient

Diversity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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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School List

School
Feng Chia Universit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Tamka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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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歐洲教育者年會第一次籌備會議紀錄 
The 26th Annual EAIE Conference & Expo 

Sep. 16 ‐ 19, 2014 @ Prague, Czech Republic 

 

開會時間  ：  103年 5月 7日（星期三）下午 1時 30分 

開會地點  ：  淡江大學台北校園 522會議室 

主持人  ：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陳惠美執行長 

(鍾明恂計畫專員代理) 

出席者  ：  如簽到表所列 
 

紀錄：鍾明恂計畫專員 

 

壹、主持人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一、大會基本資訊 

(一)EAIE基本資訊 

1. 「歐洲教育者年會」（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AIE）為一非營利組織，成立宗旨在推廣和促進歐洲與國際高等教育，

其業務包括提供國際教育者專業訓練、發行定期刊物、與舉辦年度會

議等。EAIE 會員由 1600 所以上之國際院校組成，每年在歐洲舉辦的

年會被視為歐洲地區最重要的國際教育大會。其合作夥伴包含許多國

際教育組織，如亞太教育者年會(APAIE)、德國學術交流協會(DAAD)、

英國文化協會(The British Council)、美洲教育者年會(NAFSA)、歐洲大學

協會(EUA)等。 

2. 2014 年第 26 屆歐洲教育者年會將於 9 月 16 日至 19 日於捷克布拉

格 Prague Congress Centre （www.kcp.cz）舉行。大會主題為「Stepping 

into  a  new  era 」 ， 相 關 資 訊 請 逕 上 網

（http://www.eaie.org/home/conference/prague）查詢。 

(二)大會整體時程規劃 

大會尚未公告整體時程規劃，目前已公告之重要日期為： 

 Online registration opens: 21 May 2014 



 
2014 年歐洲教育者年會第一次籌備會議(2014.05.07)

 

頁  2 

 Early bird deadline: 25 June 2014 

 Online registration closes: 27 August 2014 

 26th Annual EAIE Conference: 16–19 September 2014 

(三)大會註冊 

大會將自 2014年 5月 21日（三）起開放網路報名，優惠報名（Early Bird

方案）截止日期為 6月 25日（三），8月 27日關閉線上註冊。報名相關

資訊請參見下表，或參考大會網址： 

http://www.eaie.org/home/conference/prague/registration/fees‐payment 

 
Important Dates 

Registration Opens  May 21, 2014 

Early‐Bird Registration Deadline  June 25, 2014 

Online Registration Closes  August 27, 2014 

 
  Early bird  Regular  On‐site 

EAIE member  €575  €665  €715 

Non‐member  €820  €910  €960 

Chair/Speaker full fee  €475  €475  €565 

Chair/Speaker day fee  €250  €250  €250 

What's included in the conference fee?   
 Conference sessions 

 Dialogues 
 Coffee and tea breaks 

 Lunch on Wednesday, Thursday and Friday 
 Newcomers’ Welcome Reception 

 Opening Plenary and Reception 
 Closing Plenary and Reception 

 Access to the EAIE Exhibition 
What costs extra? 

 Workshops 
 Campus tours 

 Newcomers’ Networking Dinner 
 EAIE Networking Dinner & Dance 

 Expert Community Dinners 
 Other networking events 

(四)展期大會住宿資訊 

EAIE 大會網站提供飯店預定服務，網路預定已開放。價格依飯店等級及

房 型 不 同 會 有 差 異 。 詳 細 資 料 請 參 見 大 會 網 址 ：

http://www.eaie.org/home/conference/prague/hotels‐and‐travel/hotels。 

二、EAIE展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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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3年臺灣館問卷調查 

1. 參觀者希望與臺灣學校締結的合作關係－以希望與臺灣學校締結學

生交換之合作關係為第一，約佔 30%；其次為姐妹校簽署。 

 

2. 參觀者希望與臺灣學校合作的課程領域別－以短期課程為第一，約佔

26%；其次為商業管理。 

 

3. 參觀者認為臺灣吸引外國學生來臺就學的重要因素－認為臺灣教育

之優良品質為吸引該校外生來台就讀之主要因素，其次為英語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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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參展策略 

1. 歐洲在台國際學生總數近五年約有 15%之成長率；主要學生來源為華

語生，約佔 56%，其次為交換生，約為 29%；學生來源前五大國家分

別為法國、德國、俄羅斯、英國與荷蘭；學位生前五大修習學科則分

別為商業管理、社會及行為科學、人文、工程、教育。捷克目前在臺

外籍學生約有 168 位，包括學位生 35 名、交換生 68 名與華語生 65

名。 

2. EAIE 與會者多為全球從事國際事務之專業人員，延續往年參展策略，

建議各校主動參與各項講座（session）或工作坊（workshop），藉由

於此類活動中發表或與會，除可汲取經驗、提升自我競爭力外，更使

臺灣高等教育在國際上更具能見度。 

3. 可於年會期間提供針對歐洲交換學生、雙學位、短期課程(包含華語

課程)需求的文宣品，推廣短期留／遊學課程，或提供相關交換學生

計畫等訊息，並預先研擬共同研究／推動雙邊交換暨合作之有效方

式，以利成功尋找合作夥伴。 

三、臺灣組團參展資訊 

(一)參展校名單 

今年回覆有意願參展學校共有 19所，名單及聯絡人資料請見【附件 1】，

若學校要更換聯絡人，請務必以電子郵件通知 ming@fichet.org.tw，以利

相關資訊聯繫。 

(二)行程規劃 

關於赴捷克布拉格參展的機票飯店訂購事宜，考量各參展校會利用年會

前後安排各自拜訪姊妹校之行程，不辦理團進團出事宜，請各校自行處

理。由於部分學校參展代表可能會有住宿室友找尋之需求，提供本會之

旅行社資訊給各校參考，各參展校請自行與旅行社聯繫。旅行社建議學

校代表機票與飯店同時由單一旅行社辦理以利整體行程規劃與掌控。 

協 辦 單 位 ：  和康旅行社  Rich Travel Service Co., Ltd. 

聯 絡 人 ：  林宏居 

聯 絡 電 話 ：  02‐2551‐6262 

傳 真 ：  02‐2522‐1592 

聯 絡 地 址 ：  台北市中山區 104南京東路 2段 38號 11樓 

E ‐ m a i l ：  richard.lin@richtrave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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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資訊: 
航班參考一－華航 

1. CI 61  B  14SEP TPEFRA   TK1  2330  #0650 
2. CI 9061  B  15SEP FRAPRG   TK1  0930  1050 
3. CI 9062  V  20SEP PRGFRA    TK1  0720    0850 
4. CI 62  V  20SEP FRATPE   HK1 1120  #0610 

 
航班參考二－長榮 

1. BR 61  Q  13SEP TPEVIE    HK1 2245  #0845 
2. OS 705  S  14SEP VIEPRG   HK1 0955  1050 
3. KL 1354  T  20SEP PRGAMS  HK1 1635  1810 
4. BR 76  Q  20SEP AMSTPE  HK1 2140  #1950 

 
航班參考三－韓航 

1. KE 5692  H  13SEP TPEICN    HL1  0745    1110 
2. KE 935  H  13SEP ICNPRG   KL1  1245  1650 
3. KE 936  H  20SEP PRGICN   HK1 1830  #1120 
4. KE 5691  H  21SEP ICNTPE    HK1 1235  1410 

◎展期大會住宿資訊 
EAIE 大會網站提供飯店預定服務，網路預定已開放。價格依飯店等級及房型不同會有差

異。詳細資料請參見大會網址：http://www.eaie.org/home/conference/prague/hotels‐

and‐travel/hotels。 

中央政府各機關公務人員「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捷克布拉格之日支費用為

US$260。 

◎簽證資訊 
捷克已於 2007年 12月 21日加入申根公約，自 2011年 1月 11日起，我國人可持憑內

載有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之有效中華民國護照，即可前往歐洲 36個國家及地區短期停

留，不需要辦理簽證；停留期間為每 6個月內累計不超過 90天。歐盟免申根簽證待遇

僅適用於短期停留。 

(三)參展籌備時程規劃 

辦理事項  參考日期 

各校參展意願回覆截止  2014／4／3(四) 

第一次籌備會議  2014／5／7(三) 

分攤費繳交截止日期  2014／6／4(三) 

通訊錄、學科資料調查截止  2014／6／4(三) 

Taiwan Booth Guide 第一次校稿結束  2014／6／27(五) 

展場排班調查截止  2014／7／10(四) 

Taiwan Booth Guide 第二次校稿結束  2014／7／17(四) 

第二次籌備會議暨行前會議    2014／8／28(四) 

預定出發日期  2014／9／14(日) 

場佈  2014／9／16(二) 

教育展展期    2014／9／17(三)~19(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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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事項  參考日期 

預定返台日期  2014／9／20 

(四)會前參訪 

1. 有關 2014 年 EAIE 臺灣團會前參訪行程已於今年 2 月以電郵請駐德教

育組協助。 

2. 唯駐德教育組表示由於駐捷克代表處與該地大學較有直接聯繫和了

解，經駐德教育組協助聯繫該處後，該處亦表示樂意協助，但須經由

外交部發文指示，故本會將於第一次籌備會議後發文外交部請求協助

安排。 

3. 後續聯繫結果將再以電子郵件通知各參展校。 

(四)攤位說明 

4. 2014年 EAIE 臺灣館承租 1處 48M2攤位。 

5. 此次展場設計仍將延續以 Study in Taiwan 為統一意象，呈現臺灣高等

教育特色與優勢。攤位將規劃會談區、各校文宣展示區與儲物區等，

並將於【提案一】討論設計與配置方式，由各參展校表決決定。 

6. 攤位位置、編號與 Floor Plan 將待大會公布相關資訊後，於下次會議

中說明，並公告在 FICHET 網站：《教育者年會》－《歐洲教育者年會》

中，展場家具配備與空間設計亦將待大會公告攤位資訊後再進行配置

與設計。 

(五)共同文宣 

1. 2014 年共同文宣設計將延續去年 Study  in Taiwan 意象，製作 Taiwan 

Booth Guide(包含各參展校通訊錄、學科表、講座宣傳、Happy Hour 宣

傳、排班表等)、宣傳臺灣整體高等教育的 Study in Taiwan 文宣以及學

華語到臺灣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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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Booth Guide  Study in Taiwan 系列文宣 

2. 若各參展院校已於今年參加亞太教育者年會或美洲教育者年會，將先

引用今年貴校所提供之學科資訊，並於設計完稿後，請學校直接校對

與修改，以利整體作業效率。另惠請新參展院校提供學科資訊，如【附

件 2】2014歐洲教育者年會學科資訊調查表。 
學校  學科表引用版本    學校  學科表引用版本 

逢甲大學  2014NAFSA    國立臺灣大學  2014NAFSA 

輔仁大學  2014NAFSA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2014NAFSA 

高雄醫學大學  2014NAFSA    國立清華大學  2014NAFSA 

國立成功大學  2014NAFSA    靜宜大學  2014NAFSA 

國立政治大學  2014NAFSA    東吳大學  2014NAFSA 

國立交通大學  2014NAFSA    南臺科技大學  無，請補繳 

國立中興大學  2014APAIE    臺北醫學大學  2014APAIE 

國立中山大學  2014APAIE    淡江大學  2014NAFSA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2014NAFSA    東海大學  2014NAFSA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014NAFSA       

3. 參展代表通訊錄請填妥【附件 3】2014歐洲教育者年會通訊錄調查表。 

4. 上述兩項調查表可上本會網站下載：FICHET 網站：《教育者年會》－

《歐洲教育者年會》；惠請各參展院校將製作上述文宣所需資料填妥，

並於 103 年 6 月 4 日（三）前以電子郵件回覆至本會（E‐mail: 

ming@fichet.org.tw） 

(六)費用分擔 

1. 各校需自行負擔參展人員「差旅費」、「大會註冊費」以及「部分參展

分攤費」。 

2. 「部分參展分攤費」項目包括攤位承租費、攤位佈置費（包含桌椅、

背版設計輸出、電力、燈光、展示櫃、儲藏設備等）、共同文宣 Study 

in Taiwan、共同紀念品、國內外工讀費用、交通接駁費以及部份工作

人員註冊費等。 

3. 上述各項經費除教育部部分補助外，參展院校需分攤約 20%之總經費；

103 年 EAIE 各參展學校需繳交「部分參展分攤費」金額詳下表所示；

102年度本會之 VIP會員校詳【附件 4】所示，請各參展學校務必於匯

款前確認貴校之優惠內容。 

類別  非會員校  會員校 
年度 VIP會員校折扣金額 

榮譽會員  鑽石會員  金卡會員  銀卡會員 

教育者年會  60,000  50,000  20,000  25,000  30,000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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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分攤費 

4. 請各參展學校於 103 年 6 月 4 日(星期三)前完成匯款；匯款後，請將

匯款憑據註明校名、聯絡人姓名、電話、Email 等資訊傳真(02‐2322‐

2528)或以電子郵件(ming@fichet.org.tw)傳送至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

金會，以利收據製做。匯款時需自行負擔手續費 30 元，匯款資訊如

下： 

華南商業銀行淡水分行 

銀行代號：008 

戶  名：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帳  號：167‐10‐007831‐3 

5. 請各校務必以傳真或 email傳送匯款證明，本會於確實收到後才另行

製作收據，並做為聯合參展報名成功依據。如需延遲繳款，請於繳款

截止日前與本會聯繫。倘若於繳費截止日後未收到通知，恕不列入

聯合參展校。如已繳交參展分攤費，於 103年 6月 20日後決定退出

參展，由於相關設計已發包，恕無法退費。 
 

參、討論提案 
提案一、有關 2014年 EAIE臺灣館參展攤位設計與配置，提請討論。。 

說 明： 

1. 有關 2014年 EAIE 臺灣館參展攤位設計與配置，詳見簡報方案說明。 

2. 方案一，設計與配置同去年臺灣館設計採開放式，由各校排班使用。 

3. 方案二，兩校共用一展示長桌，參展校可全日於會場值班或兩校自行

分配時段，每張展示長桌下方為各校儲物區，並配兩張高腳椅；若此

方案獲選(1)臺灣館內部會談桌椅則供學校自由使用或仍維持排班之

用、(2)針對共同使用展示長桌之學校與分配方式兩議題將再進行討

論。。 

決 議： 

1. 本案表決結果，方案一 11票，方案二 4票。 

2. 2014年歐洲教育者年會臺灣館設計方式將以方案一為設計方式。 

 
 

提案二、有關 2014年 EAIE展場活動，提請討論。 

說 明：參考 2013年日本攤位方式，於展期中選定一日在臺灣攤位舉辦小型

餐會活動(該時段不排班)。活動時間約為一小時，擬由各參展校攜帶

約新台幣 500元之臺灣特色風味點心作為小型餐會之餐食及一份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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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 500元之禮品作為抽獎之用。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有關 2014年 EAIE展場排班調查方式，提請討論。 

說 明： 

1. 臺灣館由於受到空間限制，近年均由各校以輪流排班方式進行洽談。 

2. 過去排班調查方式係由本會發出調查表格予各參展校聯絡人，並於一定

期限內以先回傳先受理之方式辦理排班時段登記。 

3. 部分學校反映希望以抽籤方式進行排班登記以公平分配排班時段。 

決 議： 

1. 經表決，方案一(維持先回傳先受理)6票，方案二(依各校回傳順序先登記

各參展校之第一排班志願後，再依回傳順序登記各校第二排班志願)8票，

方案三(抽籤)1票。 

2. 2014年歐洲教育者年會排班調查方式採方案二進行。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13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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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14 年 EAIE 參展學校聯絡人名單 
#  學校名稱  聯絡人姓名 單位  職稱  Email 

1  逢甲大學  黃綺明  國際事務處  組員  mhuang@fcu.edu.tw 

2  輔仁大學  林奕婷  國際及兩岸教育處  組員  075806@mail.fju.edu.tw 

3  高雄醫學大學  陳昕  國際事務處  研究助理  R021086@kmu.edu.tw 

4  國立成功大學  蘇杏芬  國際事務處  專員  prague@mail.ncku.edu.tw 

5  國立政治大學  蔡景雰  國際合作事務處  歐洲事務執

行經理 
cfts42@gmail.com 

6  國立交通大學  周秋儀  國際事務處  專員  cherrie@nctu.edu.tw 

7  國立中興大學  王姿婷  國際事務處  行政組員  zoewang@nchu.edu.tw 

8  國立中山大學  許玉娟  國際事務處  經理  yuchuan@mail.nsysu.edu.tw 

9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張遠達  國際事務處  行政組員  tatsu815@ntut.edu.tw 

1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郭迎晨  國際事務處  專任助理  kyc@ntnu.edu.tw 

11  國立臺灣大學  唐安  國際事務處  幹事  anntang@ntu.edu.tw 

12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許芷維  國際事務處  助理管理師  cwhsu@mail.ntust.edu.tw 

13  國立清華大學  陳欣怡  全球事務處  專案經理  chensy@mx.nthu.edu.tw 

14  靜宜大學  林珞帆  國際事務處  管理師兼專

案經理 
lflin@pu.edu.tw   

15  東吳大學  游晴如  國際與兩岸學術交

流事務處 

組員  chruyu@scu.edu.tw 

16  南臺科技大學  林巧樺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辦事員  lynn@stust.edu.tw 

17  臺北醫學大學  康君妃  國際事務處  計畫經理  hebe1029@tmu.edu.tw 

18  淡江大學  李靜宜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組員  evacylee@mail.tku.edu.tw 

19  東海大學  何盈儀  國際教育合作處  執行秘書  yyho@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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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014 歐洲教育者年會學科資訊調查表 
學校名：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請選填貴校所提供之課程類別，分類如下：(範例符號請刪除後再行填寫，可複選) 

■: Relative Department(有此科系) 

◣: Exchange Program(交換學生學程) 

●: Course in English(提供英語授課課程) 

★: Short‐term Course in English(提供短期英語授課課程) 

如有開設未列出之科系/課程，請自行填入表末”Other”空格中。 
 

(請於 6月 4日(三)前以電子郵件回傳至本會 E‐mail: ming@fichet.org.tw) 

學科 
選填貴校所提供之課程類別

(請分類) 

Agriculture  Forest Science   
Fisheries  ■◣●(範例，請先刪除後填寫) 

Agriculture   
Architecture & 
Design 

Architecture   
Design  ■●(範例，請先刪除後填寫) 

Arts  Music  ★(範例，請先刪除後填寫) 

Visual & Performing Arts   
Fine Arts  ■◣★(範例，請先刪除後填寫)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Hospitality Management   
Accounting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conomics   
Financ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atistics   
Chinese  Chinese   
Communications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Computer Science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lectrical & Electronic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Earth & Science  Astronomy   
Education  Education   
Engineering  Civi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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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 
選填貴校所提供之課程類別

(請分類) 
Chemical Engineering   

Materials 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Humanities  Literature   
Foreign Languages   
Philosophy   
History   

Taiwan Studies   
Law  Law   
Life Science  Life Science   
Medicine & Health  Biology   

Biotechnology   

Chinese Medicine   
Dentistry   
Health   
Medicine   
Medical Technology   
Nursing   

Pharmaceutical Science   
Veterinary and Animal 
Sciences 

 

Science  Geography   
Clothing Science   
Chemistry   

Mathematics   
Physics   

Social Sciences  Sociology   
Social Work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Political Science   
Psychology   

Sports & Recreation  Sports and Recreation   
Others  Others   
 

(請於 6月 4日(三)前以電子郵件回傳至本會 E‐mail: ming@fiche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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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014 歐洲教育者年會通訊錄調查表 
(請於 6月 4日(三)前以電子郵件回傳至本會 ming@fichet.org.tw 

※因版面限制，每校通訊錄代表最多放置四位 

學校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網址   

參展代表(1) 

姓名  中文：    英文：   

單位  中文：    英文：   

職稱  中文：    英文：   

聯絡方式 
TEL:   

FAX:   
Email:   

參展代表(2) 

姓名  中文：    英文：   

單位  中文：    英文：   

職稱  中文：    英文：   

聯絡方式 
TEL:   

FAX:   
Email:   

參展代表(3) 

姓名  中文：    英文：   

單位  中文：    英文：   

職稱  中文：    英文：   

聯絡方式 
TEL:   

FAX:   
Email:   

參展代表(4) 

姓名  中文：    英文：   

單位  中文：    英文：   

職稱  中文：    英文：   

聯絡方式 
TEL:   

FAX:   
Email:   

 
請附以下附件： 

學校校徽圖檔(檔名請改為學校名字) 

參展代表個人照片(檔名請改為代表名字) 

［註］圖檔請附高解析之原始向量檔或圖片 jpg 檔（像素 300dpi），以便印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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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本會 102 年度 VIP 會員校－優待本會 103 年全年度活動 
榮譽會員(分攤費：20000)  銀卡會員(分攤費：40000) 

1 南臺科技大學  1 中山醫學大學 

2 國立交通大學  2 中原大學 

3 淡江大學  3 元培科技大學 

鑽石會員(分攤費：25000)  4 佛光大學 

1 南華大學  5 亞洲大學 

2 國立成功大學  6 長榮大學 

3 國立臺灣大學  7 國立中興大學 

金卡會員(分攤費：30000)  8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 中國醫藥大學  9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2 中華大學  10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3 文藻外語大學  1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4 東吳大學  12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5 東海大學  1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6 高雄醫學大學  14 國立聯合大學 

7 國立中山大學  15 崑山科技大學 

8 國立中央大學  16 逢甲大學 

9 國立政治大學  17 景文科技大學 

10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18 華夏技術學院 

11 國立清華大學  19 開南大學 

12 國立嘉義大學  20 義守大學 

13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21 實踐大學 

14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22 輔英科技大學 

15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23 樹德科技大學 

1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4 醒吾科技大學 

17 臺北醫學大學  25 靜宜大學 

18 輔仁大學  26 環球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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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歐洲教育者年會 

第二次籌備會議暨行前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 ： 2014年 08月 27日（星期三）下午 2時 

開會地點 ： 淡江大學臺北校區 324會議室 

主 持 人 ：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金會陳執行長惠美 

與 會 者 ： 如簽到表所列 

 
紀錄：鍾明恂計畫專員 

 

壹、主持人致詞(略) 

 

貳、業務單位報告 

一、展覽相關訊息報告 

1. 大會時程 

大會展覽、講座等相關時程，請詳 EAIE大會官網，部分重要活動

網址，請參考【附件 1】。 

2. 展場位置資訊 

(1) 本年歐洲教育者年會之展場位置為： 

Prague Congress Centre (PCC) 
5. května 65 
140 21 Prague 4 
Czech Republic 
www.kcp.cz 
(The Prague Congress Centre is adjacent to the Vy�ehrad station 

on Line C of the Prague underground railway network) 
(展場配置請參考【附件 2】) 

(2) 展場將會提供限制流量之免費無線網路。(大會說明：There will 

be a general limited free wireless Internet at the EAIE Exhibition. 
Please  be  advised  that  this  network  will  only  be  suitable  for 
checking  e‐mails,  etc.,  but  not  for  up‐  and  downloading  big 
amounts of data or showing online presen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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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AIE 展場位置－Prague Congress Centre 
 

 
2014 EAIE 展場 Prague Congress Centre－By underground railway 

 

3. 展場時程規劃 

(1) 領取入場通行證與大會資料時間 

 Monday 15 September 2014 18.00–21.00 

 Tuesday 16 September 2014 07.3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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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dnesday 17 September 2014 07.30–18.00 

 Thursday 18 September 2014 07.30–18.00 

 Friday 19 September 2014 08.00–17.00 

(2) 展場開放時間 

 Wednesday 17 September 2014 08.30–19.30* 

 Thursday 18 September 2014 08.30–18.00 

 Friday 19 September 2014 09.00–16.00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there  will  be  prolonged  exhibition 
hours on Wednesday 17 September. The exhibition will close at 
19.30,  as  the Opening  Reception will  be  held  in  the  exhibition 

between 18.00–19.30.) 

(3) 場佈與撤場時間 

 場佈－Tuesday 16 September 2014 14.00–18.00 

 撤場－Friday 19 September 2014 16.00–19.30 
 

二、臺灣團行程概況 

1. 參展學校 

今年臺灣組團參加歐洲教育者年會將由教育部林政務次長思伶率

團，國際及兩岸教育司楊司長敏玲與駐德國教育組翁組長勤瑛亦

將陪同出席；參展學校共計有 18個；參展人員 40人，名單詳【附

件 3】所示。 

指導  教育部國際及兩岸教育司 

協助  駐捷克代表處、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 

統籌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金會 

#  機構／學校名稱  # 機構／學校名稱 

1  逢甲大學  10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2  輔仁大學  11 國立臺灣大學 

3  高雄醫學大學  12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4  國立成功大學  13 國立清華大學 

5  國立政治大學  14 靜宜大學 

6  國立交通大學  15 東吳大學 

7  國立中興大學  16 南臺科技大學 

8  國立中山大學  17 臺北醫學大學 

9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18 淡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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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團行程 

臺灣團整體行程詳下表所示，各校並可參考大會所公佈之行程

(Plenary、Reception、Workshop、Session等)自行安排。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事項 

9/15(一)  14:30  地鐵綠線終點站－

Dejvická站 

下午 2時 30分在綠線的終點站－Dejvická站出口

處等候集合 

15:00  捷克科技大學  捷克科技大學參訪 

9/16(二)  15:00～17:00  PCC, Booth # 282  臺灣團聯合場佈時間 

(大會場佈時間 14:00~19:00) 

17:30～19:30  Obecní dům 
(Municipal House), 
Smetana Hall 

Newcomers’ Welcome Reception(大會活動) 

9/17(三)  08:30～19:30  PCC, Booth # 282  ※教育展 

14:15～15:20  ◎展場活動 Happy Hour 

16:30～18:00  PCC, Level 1, 
Congress Hall 

Opening Plenary(大會活動) 

18:00～19:30  PCC, Foyers and 
exhibition areas 

Opening Reception(大會活動)   

9/18(四)  08:30～18:00  PCC, Booth # 282  ※教育展 

13:30～14:30  PCC, Level 4, 
Conference Hall 

【Session 6.03】Ignite©: Successful integr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peaker 
國立交通大學國際事務處周世傑國際長 

14:00～14:30  PCC, Level 1, Club B  【Session 6.14】A summer adventure in Taiwan: 

academics, society and culture 
Chair 
(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國立成功大學蘇副校長慧貞 

Speaker 
國立中興大學國際事務處楊欣怡專案人員 

國立彰化大學企管系 James Stanworh助理教授 

15:00～16:00  PCC, Level 0, Small 
Theatre 

【Session 7.04】Short‐term programming for long‐

term multi‐lateral partnerships 
Speaker 
國立政治大學國際合作事務處王植婷全球移動力

經理 

9/19(五)  09:00～16:00  PCC, Booth # 282  ※教育展 

13:30～14:30  PCC, Level 2, 
Meeting Hall IV 

【Session 12.12】A multilingual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isation in Asia 
Chair 
國立臺灣大學張國際事務長淑英 

Speaker 
財團法人語言訓練測驗中心廖咸浩執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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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事項 

15:00～16:00  PCC, Level 4, 
Conference Hall 

【Session 13.03】Cultural globalisation: 

contributions to academic growth 
Chair 
國立成功大學蘇副校長慧貞 

16:00～17:00  PCC, Booth # 282  撤場時間 

16:30～18:00  PCC, Level 1, 
Congress Hall 

Closing Plenary(大會活動) 

18:00～19:00  PCC, Panorama Hall 
& Zoom 

Closing Reception(大會活動) 

[註]PCC : Prague Congress Centre 

3. 本會行程參考 

(1) 本會航班資訊(提供參考)： 
9/13  中華航空   臺北－維也納     CI63   23:10－06:30(+1) 

9/14  奧地利航空  維也納－布拉格    OS705  09:55－10:50 

9/20  中華航空   布拉格－法蘭克福   CI9062  07:20－08:50 

OPERATED BY CZECH AIRLINES    ( OK534 ) 
9/20  中華航空   法蘭克福－臺北    CI62   11:20－06:10(+1) 

(2) 本會住宿飯店(提供參考)： 

Corinthia Hotel Prague 

Kongresová 1, 140 69 Prague 4 

距離會議中心步行約 5分鐘，300 m 

(3) 有關大會旅館訂房與接駁等事宜，請參考大會網址：

https://www.eventsforce.net/cin/frontend/reg/thome.csp?pageI
D=5092&ef_sel_menu=184&eventID=11&eventID=11，有需要者

請自行上網訂購。**旅館訂房將於 8 月 28 日關閉網站線上訂
購。 

 Individual Transfer 

 Airport ‐ Hotel / Hotel ‐ Airport：EUR 45,‐ 

 Airport ‐ Conference Venue / Conference Venue ‐ Airport：
EUR 45,‐ 

 Hotel ‐ Conference Venue / Conference Venue ‐ Hotel  ：EUR 

29,‐ 

 There will be an EAIE desk at the Vaclav Havel Airport where 
you will meet our assistants who will guide you to your car. 

 Shuttle Service 

 A shuttle service (Airport ‐ Venue) will be offered by C‐I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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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15.9.  and  Tuesday  16.9.,  running  every  2  hours 
starting at 8:30 and finishing at 20:30. 

 Price per person = EUR 15,‐ incl. VAT, one way transfer. 

 Each shuttle will run if minimum of 5 pax per transfer in total 
is  sold  (in  case  there  is  less  then  5  pax  per  transfer,  C‐IN 
reserves  the  right  to  cancel  the  transfer  and  refund  the 
payment). 

 Shuttle Bus Stops請參考前頁第(3)項網頁連結。 

3. 會前參訪行程 

會前參訪行程由駐捷克代表處協助安排，預計於 9 月 15 日

星期一下午 3時參訪捷克科技大學；捷克科技大學位於綠線的終

點站－Dejvická站，紅線轉綠線之站名為''Muzeum''，預計於參訪
當日下午 2 時 30 分在綠線的終點站－Dejvická站出口處等候集
合後再步行前往捷克科技大學。Dejvická站之出口請參考下方出

口照片，由此出口離開捷運站。 

 

捷克科技大學國際關係處處長 Volfgang Melecky非常歡迎臺

灣學校至該校參訪，他表示捷克科技大學對於碩博士雙學位/聯

制很感興趣．並希望能在參訪前預先知道有那些大學學院願與該

校學院進行雙學位制合作。請各校先至該校網站(www.cvut.cz)查

詢擬欲進行雙學位合作科系，如對於該合作有任何問題，可逕與

捷克科技大學國際關係處專案計畫負責人 Miss  Alexandra 

Spurna(email:alexandra.spurna@rek.cvut.cz)聯繫 

各校參訪代表名單詳下表所示，共 14校 26人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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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機構  姓名  單位  職稱 

1  教育部  林思伶[註]   政務次長 

2  楊敏玲[註] 國際及兩岸教育司  司長 

3  翁勤瑛  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  組長 

4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

際合作基金會 

陳惠美    執行長 

5  鍾明恂    計畫專員 

6  黃麗潔    專任助理 

7  逢甲大學  劉 霈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8  輔仁大學  張敏娟  國際及兩岸教育處  主任 

9  高雄醫學大學  張芳榮  國際事務處  副國際長 

10  陳 昕  國際事務處  企劃發展組研究助理 

11  國立成功大學  黃正弘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12  蘇杏芬  國際事務處國際合作組 副組長 

13  國立政治大學  王植婷  國際合作事務處  全球移動力經理 

14  國立中興大學  楊欣怡  國際事務處  專案人員 

15  國立中山大學  郭志文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16  許玉娟  國際事務處  經理 

17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黃聲東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18  張遠達  國際事務處  行政組員 

19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陳慧瑛  國際事務處  行政專員 

20  國立臺灣大學  唐 安  國際事務處  幹事 

21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許芷維  國際事務處  助理管理師 

22  國立清華大學  陳信文  全球事務處  全球事務長 

23  陳欣怡  全球事務處  專案經理 

24  陳宣融  全球事務處  專案經理 

25  臺北醫學大學  楊良友  國際事務處  副國際長 

26  淡江大學  李佩華  國際暨兩岸事務處  國際長 

[註]：尚未確定 

三、臺灣攤位資訊 

1. 臺灣攤位說明 

今年大會展場共分為三層樓，攤位編號共三碼，起始編號為 1 者

位於 1樓，起始編號為 2者位於 2樓，起始編號為 3者位於 3樓。

臺灣以＂Study in Taiwan＂名義參展，攤位編號為 282，位於 2樓，

位置如下圖所示。(各樓層 Floor Plan 與各國參展者攤位編號可詳

參附件一之聯結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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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IE Exhibition 2014 – Prague Congress Centre, 2nd Floor 

 

2. 攤位設計 

依第一次籌備會議討論決議，設計採排班制方式設計，由於本年

度展場配置較不理想，為因應臺灣攤位之位置與動線，平面配置

稍做修改，但仍以開放式為設計主軸。規劃為「學校會談區」、「文

宣展示區」、「學校儲物區」、「整體推廣區」與「整體儲物區」。本

次另於攤位內準備 2 張高腳桌椅提供學校彈性使用，與外賓會談

之參展校有優先使用權。 

 「學校會談區」提供各參展校依照所選之排班時段與姐妹校或

與會者洽談，共有六張排班桌；另於攤位內準備 2 張高腳桌椅

提供彈性使用，與外賓會談之參展校有優先使用權。 

 「文宣展示區」提供每校三個 A4 大小之壓克力透明文宣展架

擺放文宣。 

 「學校儲物區」由參展學校共同使用 

 「整體推廣區」與「整體儲物區」由本會負責，提供共同文宣

展示與協助推廣臺灣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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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校排班時段－各校排班表如下所示，排班時段內可使用會談桌，

請各校代表於排班時段準時到場，非排班時段請勿占用會談桌。

除會談桌外，攤位內準備 2張高腳桌椅提供學校彈性使用，與外

賓會談之參展校有優先使用權。9月 17日星期三下午 2時至 3時

30分為展場活動 Happy Hour時間，以及下午 6時至 7時 30分為

大會 Reception時間，此兩時段不排班。 
Sep. 17 Wed 

8:30~11:00  11:00~14:00  14:00~15:30  15:30~18:00 

國立清華大學  東吳大學 

Happy Hour 

輔仁大學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國立交通大學  國立政治大學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國立臺灣大學  國立交通大學 

淡江大學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國立成功大學  國立中山大學 

逢甲大學  臺北醫學大學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Sep 18Thu 

8:30~10:30  10:30~13:00  13:00~15:30  15:30~18:00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臺北醫學大學  國立中興大學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國立成功大學  輔仁大學  輔仁大學 

淡江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國立中山大學  淡江大學 

逢甲大學  國立清華大學  國立臺灣大學  國立交通大學 

東吳大學  東吳大學  靜宜大學  國立臺灣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國立政治大學  國立清華大學  靜宜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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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17 Wed 

8:30~11:00  11:00~14:00  14:00~15:30  15:30~18:00 

Sep 19 Fri 

9:00 – 12:30  12:30 – 16:00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靜宜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國立中興大學  逢甲大學 

國立中山大學  臺北醫學大學 

國立政治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國立成功大學  國立中興大學 

4. 留言板－將於臺灣攤位之排班會談區設置留言板，以便利貼之方

式將外賓留給各校之名片或留言張貼於各校之校徽區塊內，請各

參展代表不定期前往檢視是否有貴校之留言。 

5. 展場架設與拆撤 

(1) 攤位整體佈置、搭建將由本會統一負責，臺灣團整體場佈時間

為 9 月 16 日（二）下午 15 時至 17 時，各校可於此時間至臺

灣攤位自行擺放個別文宣。 

(2) 展期結束時，各校須於 9 月 19 日（五）16 時 15 分前撤離各

校文宣及相關物品（包含私人物品），逾時將由展場管理人員

統一處理丟棄。 

6. 共同文宣及紀念品－此次計有共同文宣 5份、共同禮品 3份，如

下所示： 

品名  數量  用途 

Study in Taiwan手冊  30本 

於「整體推廣區」發放給與會者 

Study in Taiwan Flyer  20份(短期課程)

20份(企管) 

學華語到臺灣文宣  20本 

Taiwan Booth 
Guide(學科表、排班

表、通訊錄等) 

200本 

旅行用轉接插頭 

客家花布拉鍊包 

各 180份  提供各參展校每校各 10 份，請向基

金會黃麗潔領取 

原住民圖騰筆袋  100份  填寫問卷使用 

Study in Taiwan胸章  50份  提供各參展人員於展場、臺灣講座與

餐會時配戴，請向基金會黃麗潔領取

四、臺灣團活動規劃 

1. 講座－今年臺灣共有五篇講座，其中三篇由國立臺灣大學、國立

成功大學與臺灣綜合大學系統投稿獲接受，另兩篇則分別由國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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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與國立政治大學學校代表擔任講者。講座日期、時間、

地點與主題等請參閱下表。請各參展學校代表踴躍出席，並請於

共同排班時段向與會者及姐妹校宣傳，招攬聽眾。 
日期  時間  地點  講座內容 

9/18  13:30～14:30 Prague Congress 
Centre, Level 4, 
Conference Hall 

【Session 6.03】Ignite©: Successful integr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peaker 
國立交通大學國際事務處周世傑國際長 

14:00～14:30 Prague Congress 
Centre, Level 1, 
Club B 

【Session 6.14】A summer adventure in Taiwan: 

academics, society and culture 
Chair 
(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國立成功大學蘇副校長慧貞

Speaker 
國立中興大學國際事務處楊欣怡專案人員 

國立彰化大學企管系 James Stanworh助理教授 

15:00～16:00 Prague Congress 
Centre, Level 0, 
Small Theatre 

【Session 7.04】Short‐term programming for 

long‐term multi‐lateral partnerships 
Speaker 
國立政治大學國際合作事務處王植婷國際事務

移動化經理 

9/19  13:30～14:30 Prague Congress 
Centre, Level 2, 
Meeting Hall IV 

【Session 12.12】A multilingual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isation in Asia 
Chair 
國立臺灣大學張國際事務長淑英 

Speaker 
財團法人語言訓練測驗中心廖咸浩執行長 

15:00～16:00 Prague Congress 
Centre, Level 4, 
Conference Hall 

【Session 13.03】Cultural globalisation: 

contributions to academic growth 
Chair 
國立成功大學蘇副校長慧貞 

 

2. 展場活動(Happy Hour) 

 地點：臺灣攤位(Booth 282)進行 

 時間：9月 17日星期三下午 2:15 p.m. – 3:20 p.m.進行 

 方式：小型點心餐會與抽獎活動 

 內容：請每校準備約新臺幣 500元之臺灣風味點心與一份約新
臺幣 500元之禮品提供抽獎。 

(請於開展第一天將學校點心攜帶至會場交給基金會黃麗潔小姐，
禮品則由各校保管並於活動舉辦時帶至現場。) 

 流程： 

 14:00－展場排班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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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14:15－活動準備，擺放餐點與飲料。 

 14:15～15:20－Happy Hour 活動開始，自由交談品嚐點心，

14:30開始抽獎，由各校抽出參加者之名片致贈獎品；亦可

準備一個有關臺灣或參展學校的簡單小問題提問，答對者

致贈禮品。 

 15:20－活動結束整理場地，15:30開始排班。 

 當天或該時段前後沒有排班的學校代表，也請到臺灣攤位一同

參加，增加活動人氣。 

五、其他 

1.問卷調查－為更有效達成參展目標並了解執行成果，惠請各校代

表於洽談後請與會者填寫問卷，填寫完畢之問卷請繳交予基金會

或承辦校代表。問卷將放置於整體推廣區，填寫者可獲得「原住

民圖騰筆袋」小禮物一份。 

2.「展場使用原則」－為達更有效完成參展工作與參展目的，請各

代表確實遵守「展場使用原則」配合各項工作執行。詳細內容請

參考【附件 4】，請各代表於展前詳細閱讀，並於展期中確實執行。 

3. 連絡資訊－若各校在當地發生需連絡本會之狀況，請參考以下連

絡方式。 

單位  聯絡人  電話 

高等教育國際

合作基金會 

鍾明恂計畫專員 +886‐918‐810‐214 

黃麗潔計畫專員 +886‐987‐739‐097 

4. 赴捷克布拉格旅遊注意事項，請詳參【附件 5】 

 

參、臨時動議 

提案一、有關 2014 年 EAIE 成果報告增加「學校參展意見回饋」項目，

提請討論。 
說 明：本年歐洲教育者年會會後參展校問卷調查將增加「學校參展意見

回饋」由各參展校自由撰寫包括參展目的、效益、建議等內容，

由本會彙整於成果報告提交教育部做為未來年策展之參考。 
決 議： 

1. 照案通過。 

2. 為配合學校成果報告提送時成，將建請教育部將本會提送成果報告

時間延長為參展後兩個月，以求資料蒐集完整與避免造成參展校困

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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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散會（下午 15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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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14 年歐洲教育者年會官方資訊索引 
 
 官方網址： 

http://www.eaie.org/home/conference/prague.html 
 
 註冊網址： 

http://www.eaie.org/home/conference/prague/registration/fees‐payment 
 
 大會 Workshops(30場)、Sessions(174場)、Poster sessions、Campus tours、

Networking events 查詢 

http://www.eaie.org/home/conference/prague/programme 
 
 展場平面圖－臺灣攤位在 2樓，編號 282－Study in Taiwan 

https://icwe‐secretariat.com/files/EAIE/EAIE2014_floor_plan_1st_floor.pdf 
https://icwe‐secretariat.com/files/EAIE/EAIE2014_floor_plan_2nd_floor.pdf 
https://icwe‐secretariat.com/files/EAIE/EAIE2014_floor_plan_3rd_floor.pdf 

 
 參展單位一覽 

https://icwe‐secretariat.com/files/EAIE/EAIE2014_list_of_exhibitors.pdf 
 
 參加者一覽(需先登入 EAIE) 

http://www.eaie.org/home/conference/prague/my‐conference/participants.html 
 
 大會旅館接駁預定網址 

https://www.eventsforce.net/cin/frontend/reg/thome.csp?pageID=5092&eventID=1
1&eventI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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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Prague Congress Center 配置 

 



 

 

【附件 3】2014 年歐洲教育者年會臺灣團代表名單 

#  學校／機構  姓名  單位  職稱  9/15參訪

1  教育部  林思伶    政務次長  (未定) 

楊敏玲  國際及兩岸教育司  司長  (未定) 

翁勤瑛  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  組長  V 

2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

國際合作基金會 

陳惠美    執行長  V 

3  鍾明恂    計畫專員  V 

4  黃麗潔    專任助理  V 

5  逢甲大學  劉 霈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V 

6  輔仁大學  張敏娟  國際及兩岸教育處學術交流

中心 

主任  V 

7  高雄醫學大學  張芳榮  國際事務處  副國際長  V 

8  陳 昕  企劃發展組研究助理  V 

9  國立成功大學  蘇慧貞  副校長室  副校長  X 

10  黃正弘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V 

11  蘇杏芬  國際事務處  副組長  V 

12  國立政治大學  蔡景雰  國際合作事務處  歐洲事務執行經理  X 

13  王植婷  國際合作事務處  全球移動力經理  V 

14  黃千容  商學院國際事務辦公室  經理  X 

15  國立交通大學  周世傑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X 

16  周秋儀  國際事務處  專員  X 

17  國立中興大學  楊欣怡  國際事務處  專案人員  V 

18  國立中山大學  郭志文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V 

19  許玉娟  國際事務處  經理  V 

20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黃聲東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V 

21  張遠達  行政組員  V 

22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陳慧瑛  國際事務處  行政專員  V 

23  國立臺灣大學  張淑英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X 

24  陳瑢真  副理  X 

25  唐 安  幹事  V 

26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李振綱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X 

27  許芷維  助理管理師  V 

28  國立清華大學  陳信文  全球事務處  全球事務長  V 

29  陳欣怡  專案經理  V 

30  陳宣融  專案經理  V 

31  靜宜大學  鄧嘉宏  秘書室  主任秘書  X 

32  林昌榮  國際暨兩岸事務處  國際長  X 

33  東吳大學  姚思遠  國際與兩岸學術交流事務處 學術交流長  X 

34  劉凱莉  組長  X 

35  南臺科技大學  王永鵬  國際暨兩岸事務處  處長  X 

36  周德光  商管學院  副院長  X 

37  臺北醫學大學  楊良友  國際事務處  副國際長  V 

38  淡江大學  李佩華  國際暨兩岸事務處  國際長  V 

 



 

 

【附件 4】2014 年 EAIE 臺灣展場使用規則 
一、本規則經各參加學校同意，所有參加學校應配合辦理。 

二、本次臺灣聯合參展之展場，基本資料如下： 
（一）展場正式使用時間： 

9 月 17 日 8:30 a.m. ~ 19:30 p.m.  
9 月 18 日 8:30 a.m. ~ 18:00 p.m.  
9 月 19 日 9:00 a.m. ~ 16:00 p.m. 

（二）展場管理人：主辦單位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金會。 
（三）展場地點：捷克布拉格 Prague Congress Center，攤位號碼 282。 
（四）展場規劃：為維持參展品質及主題之一致性，展場由主辦單位統籌規

劃。展場劃分為「整體推廣區」、「會談區」、「文宣展示
區」與「儲物區」四個功能區。 

三、展場應依展示意旨，配合展場規劃，合理使用之。其原則如下： 
（一）本展示意旨在於對外推廣臺灣高等教育。與本意旨無關之使用行為，

應避免之。 
（二）有關各功能區之使用原則： 

1. 「整體推廣區」：供主辦單位作臺灣整體高教推廣使用，此區同時供

共同文宣、紀念品、佈置品等之擺放及展場活動使用，各校及個人

物品勿占用。 
2. 「會談區」：提供排班學校作為與現場與會者會談或與姐妹校洽談使

用，因家具數量有限，若非排班時段且現場無閒置之會談桌椅，請

於會場另覓洽談之處。高腳桌椅提供學校彈性使用，與外賓會談之

參展校有優先使用權。會談區請勿使用於休息、聊天、飲食。 
3. 「文宣展示區」：僅供參加各校依排定位置擺放大小、份量適當之文

宣，其他物品不可擺放。各校應於展示正式開始前，自行擺放，並

於展期結束時，適時主動撤離，逾時展場管理人得以廢棄物處理

之，不得異議。 
4. 「儲物區」：「儲物區」分為「整體儲物區」與「學校儲物區」。「整

體儲物區」供主辦單位放置共同宣傳品如文宣及紀念品等物品，各

校及個人物品應放置於「學校儲物區」。 
（三）主辦單位為吸引人潮所進行之現場活動，得擁有各區之優先使用權。 

四、為共同維護展場之環境與秩序，請使用展場之各校人員注意以下事項： 
（一）勿從事與參展目的無關之行為。 
（二）會談桌使用完畢，請將會談桌清潔乾淨，以方便提供下一校使用。 
（三）建議著正式服裝，佩戴識別證。 
（四）服從展場管理人之督導。 

五、如有未盡事宜，在增進展場空間合理使用之考量下，主辦單位得適時修改、

補充之，並向各參加學校說明。 
   



 

 

【附件 5】赴捷克布拉格旅遊注意事項 
 

一、請記得出門自帶護照，如旅客持有內載有台灣身分證字號的有效護照，前往歐洲申根地區 34

個國家及 2地區(含捷克、奧地利、德國及荷蘭等國家)即可以免簽證入境，但在連續 180 天

內停留總計不可超過 90天。另外，國人在離開申根國家當日，護照須仍具有 3個月以上的

效期。凡至申根國家旅遊應注意準備相關參訪證明文件(如 EAIE 參訪證明、邀請函、申根保

險、住宿券及電子機票等)，以備入境時移民官員查驗。   

二、申根海關：如目的地為任ㄧ申根國家，在飛機進入申根國降落的第一個城市，必須完成入境

申根國通關手續 

三、時差：捷克及奧地利較台灣慢 7個小時，但是如果在夏令時間  (三月最後一個星期日至十月

最後一個星期日)  時間會調快 1小時,  所以慢台灣 6個小時。 

四、幣值：捷克所通用的貨幣是「克朗 Koruna」，  簡稱 CZK。1 CZK約為 1.5台幣，1歐元約 28克

朗；建議旅客攜帶歐元再至當地兌換少許使用，在捷克某些商店及酒店也會接收歐元消費。 

五、電壓：220伏特、50HZ  兩腳圓插座，敬請自備轉換插頭。 

六、交通：布拉格交通系統主要由地鐵、公車和電車所構成。票卷統一，由首都布拉格交通公司

DPP負責營運，以下為主要官網連結： 

Public transport – homepage：http://www.dpp.cz/en/ 

Public transport ‐ fares：www.dpp.cz/en/fares‐in‐prague 

Public transport ‐ maps & plans：www.dpp.cz/en/transport‐around‐prague/transit‐schematics 

Public transport around Prague ‐ overview：www.dpp.cz/en/transport‐around‐prague 

Journey planner：http://spojeni.dpp.cz/ConnForm.aspx?cl=E5 

1.地鐵(Metro)： 

 A(綠線)可以到達城堡區，貫穿布拉格東西方；與黃線交會於Mustek。 

 B(黃線)也是貫穿布拉格東西，與紅線交會於 Florenc、與綠線交會於Muzeum站。 

 C(紅線)往南可以到高堡區，貫穿布拉格南北。   

2.電車(Tramvaje)：在布拉格交通系統電車打扮主要角色，總有二十五個路線，夜車有九個路

線，共有 270公里左右。 

3.車票：The tickets in Prague are the same for all means of transport. 

 basic ticket (allowing transfers) costs32 CZK permitting a 90 minutes ride 
 short‐term ticket for 24 CZK is valid for30 minutes 
 there are tickets valid for 1 and 3 days and long‐term (monthly, quarterly, and yearly) tickets 
Selling points: each station has vending machines for buying the tickets; just insert coins, select your ticket 
and push the button. Tickets can also be bought almost in any tobacco shops. Passengers have to buy a ticket 
before entering to the public transport. 
Validation of the tickets: you need to valide your tickets only once. Subway: before entering the subway, buses 
and trams: right after getting on them. 
 

七、其他事項：在歐洲主要城市扒手均非常猖獗，布拉格也不例外，請在主要景點鬧區或電車

上，只要是人潮擁擠之處，定都是扒手囂張之地。護照及大鈔現金請儘量放置身上較難拿取

的內層衣物口袋，背包或側包於人潮眾多之處要將其抱於胸前，以免被偷竊。外出時，也請

將貴重物品及護照放置飯店保險箱內，勿留置於房間內。 

八、駐館位置及聯絡方式 

駐捷克臺北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Prague 
地址：Evropska 2590/33C, 160 00 Praha 6, CZECH REPUBLIC 

電話：(420) 233‐320‐606 

傳真：(420) 233‐326‐906 

電子郵件：tecoprag@volny.cz 

網址：http ://www.taiwanembassy.org/CZ 



 

 

 
急難救助電話：(420) 603‐166‐707;捷克境內直撥：603‐166‐707 ; 

※  急難救助電話專供緊急求助之用(如車禍、搶劫、有關生命安危緊急情況等)，非急難重大

事件，請勿撥打；一般護照、簽證等事項，請於上班時間以辦公室電話查詢。 

受理領務申請案件時間：週一至週五：  09：30~11：30；13：30~16：30 

 
抵達駐處方式： 

國人搭機抵達布拉格 Ruzyne 國際機場後，可搭乘 119號巴士至地鐵站 DEJVICKA站(Diplomat 

Hotel附近)下車，換搭往 Divoka Sarka  或  Červeny Vrch方向之 36、20或 26 路電車至

HADOVKA站下車，駐捷克代表處即位於該電車站對面的辦公大樓 C 棟四樓，入口處並有該

處名址標示牌(註:因配合捷運施工，電車可能隨時改道，建議於地鐵站 DEJVICKA換車時，再

次確認開往 HADOVKA站的電車號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