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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4年全球論壇假瑞士日內瓦國際會議中心舉行，主題為「連網世代：機會與瓦

解的轉變(A Connected Age-Opportunities & Disruption in a Time of Transformation)」，

聚焦於資訊網路寬頻的建設與未來發展、使用者需求及資訊教育、大數據(Big data)

與開放資料(Open data)趨勢、新科技中物聯網及寬頻對人民生活的影響、科技發展與

規範建制等發展趨勢之討論。 

台拉立科技合作年會，今(2014)年已邁入第十三年；本屆主要任務是審核台拉立

三邊國際合作計畫，決定延續性及新申請計畫案通過與否並確認明年合作項目。另

外，由於拉脫維亞、立陶宛兩國意見領袖、智庫重要政治學者中，許多具有政經方面

影響力，未來可考慮邀請該國傑出人文社會科學學者來台訪問，以加強雙方人文社會

科學領域之交流。同時未來我國與拉脫維亞、立陶宛兩國合作範圍應不侷限於科技研

究，人文社會科學、政治經濟議題亦可列入合作重點；特別是立陶宛有相當多優秀藝

術人才，可延攬該國大師級人文藝術學者來台進行合作交流或教學活動。加強人文領

域的國際合作為此行一項重要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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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球論壇[Global Forum] (2014/11/14~2014/11/18) 

一、考察參觀活動 

抵達瑞士後第一天參訪了歐洲核子研究組織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CERN)，該單位是世界上最大型的粒子物理學實驗室也是全

球資訊網的發祥地。整個機構位於瑞士日內瓦西部接壤法國的邊境，成立於 1954

年 9 月 29 日，並有來自 80 個國籍大約 6,500 位科學家和工程師，代表 500 餘所

大學機構，在 CERN 進行研院，這大約佔了世界上的粒子物理學圈子的一半。

經由中研院、台大、中央大學在此之研究人員安排，我們參觀了大型強子對撞

機等相關設施，以及他們的實驗室，當然也到 WWW 發源地 Tim  Berners-Lee

的辦公室朝聖。 

全球資訊網（亦作「Web」、「WWW」、「'W3'」，英文全稱為「World Wide 

Web」），起源於 CERN。這個實驗室的物理學家希望構建出一套易學易用的

資訊網路傳播方式，能夠方便地利用電腦網路來分享資訊，並與散佈世界各地

的研究人員迅速交換資料。Tim Berners-Lee 先生負責推動此網路資訊服務的研

究計畫。他在  1991 年完成了這項計畫，計畫的成果即是我們開頭所說的 

WWW。這項成果對於全球社會的影響十分深遠，全球資訊網使得全世界的人

們以史無前例的巨大規模相互交流，相距遙遠的人們，甚至是不同年代的人們

可以透過網路發展親密的關聯或者使彼此思想境界得到交流。 

 

二、參加會議經過 

2014 年 11 月 17 日至 11 月 18 日，應全球論壇(The “Global Forum / Shaping 

the Future” www.items-int.com) 執行長 Sylviane Toporkoff 女士之邀，由駐法國

台北代表處呂慶龍大使率台灣代表團共計 11 人赴瑞士日內瓦參加 2014 年全球

論壇。 

台灣代表團成員包括科技部(以下簡稱本部)科教國合司周倩司長、本人(馮

展華)、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黃彥男副執行秘書及吳承翰博士、台中市政府廖

靜芝副秘書長及曹凱雯小姐、台大蔡志宏教授及台科大李漢銘教授等人，本部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2%92%E5%AD%90%E7%89%A9%E7%90%86%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7%90%83%E8%B3%87%E8%A8%8A%E7%B6%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7%90%83%E8%B3%87%E8%A8%8A%E7%B6%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1%9E%E5%A3%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1%9E%E5%A3%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6%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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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駐德國科技組林東毅組長及駐法科技組鄒幼涵組長亦一同與會。 

全球論壇於 1992 年成立，每年於世界各地不同大都市舉行，專注於影響

資訊社會成功發展之事務和政策問題。自 1992 年以來，全球論壇匯集了國際

先進的主要行動者和專家經濟體-美國、加拿大、歐洲和亞洲，以及越來越多正

在提升電信基礎設施的國家，包括歐洲地中海邊緣的國家、俄羅斯、中東歐國

家和墨西哥等。全球論壇催生大範圍的通信應用，連接實際應用和創新的理

念。本論壇聚集各國決策高層及工業領袖，建立有實質影響力的國際合作與交

流管道。 

2014 年全球論壇假瑞士日內瓦國際會議中心舉行，主題為「連網世代：機

會與瓦解的轉變(A Connected Age-Opportunities & Disruption in a Time of 

Transformation)」，討論網路寬頻的建設與未來發展、使用者需求及資訊教育、

大數據(Big data)與開放資料(Open data)趨勢、新科技中之物聯網及寬頻對人民

生活的影響、科技發展與規範建制等。場次議題包括聯網時代的驅動力、數位

內容及著作權、進階網路安全及隱私權、法規的未來、網路健康照護、創意激

發、人本智慧城市、數位革命之後的商業模式 2.0、數據的力量及物聯網、寬

頻發展等共 10 個場次，分別於 11 月 17 日、18 日兩天舉行，詳細內容如附件

一。 

呂慶龍大使於開幕場次「連網世代-全球觀點(A Connected Age-Visions from 

EU, Americas, Asia, BRICS & Africa)」擔任與談人，向全場 40 國 300 位專家，

介紹台灣社會經濟及科技的發展現況；並以台灣的國際科技合作研究、物聯網

等議題和與會者進行熱烈的討論與交流；對於提升台灣的能見度以及推廣台灣

資通科技產品、服務有極大助益。相關報導如附件二之中央社及聯合新聞網。 

會議議程： 

(一) 11 月 17 日上午： 

開幕場次：連網世代-全球觀點 (A Connected Age-Visions from EU, Americas, 

Asia, BRICS & Africa) 

在二十一世紀，社會更形複雜與相繫，數位化成為全球社會的基礎。對知識存取

的巨大進展與人類活動數位化的顯著優勢，伴隨而來的是隱私權、數位落差及就

業等問題。全球財富版圖正在重組，網路帶來重大的變革，政府、企業和公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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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把握這些變革所帶來的影響？新的戰略、政策、法律，甚至新的社會規範形成

需要創新的、跨學科的方法。全球論壇 2014 年對應數位時代的挑戰，提供急需

的戰略方向以及戰術指導。 

會議場次 1：聯網時代的驅動力 (Drivers For Our Connected Age) 

“隨時、隨地、在任何設備上”是今日數位世界的標竿。政策制定者應當造就投資

環境，激勵創新的思維和新的解決方案。數位領軍需要跳躍思考，找到經濟有效

的方式，以可負擔和高品質地滿足用戶體驗。本次會議討論來自不同業界先鋒與

互聯時代領航者的觀點。 

(二) 11 月 17 日下午： 

主題演講：二十一世紀的挑戰 -數位時代的公民現狀 (21st Century Challenges - 

The Situation of the Digital Citizen Now) 

從多重觀點討論有線及無線內容之消費者隱私保護，將網路時代的挑戰轉為人們

的機會，以及網路領域的民主發展。 

會議場次 2：內容、創作、傳播與版權 (Content, Creation, Communication, 

Copyrights) 

為了用戶需求和期望所生的技術成長正在改變我們生活的社會層面。電子內容和

服務改變了我們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角色平衡，文化的型態、醫療保健的傳

播、自我管理的方式、人際關係的回應與團體的形成、獲取和交換資訊的方式，

消弭文化間差距，造就一個綠色的世界。現在是大量用戶生成內容和服務的時

代，需要同時檢查應用程式和服務的品質，以避免誤用錯誤信息，並須重新定義

知識產權政策。 

會議場次 3：先進的網路安全和隱私 (Advanced Cybersecurity & Privacy) 

最近幾年，網路安全已被認定為關鍵優先事項。主要的網路攻擊經常登上報紙頭

條，對此公眾意識有了很大進步。在國防安全方面，網路安全政策和戰略已經出

現。對於私人單位，網路安全不再是未來的挑戰，而是當前的議題。這次會議的

目的是評估在過去幾年中已發生，並確定未來在科技、創新、市場結構、威脅、

安全與隱私等議題上的重要挑戰。 

會議場次 4：法規的未來 (Future of Regulation) 

網際網路時代，許多行業和部門正在改變。創新、競爭、對行為和預期的改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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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動市場快速轉型。由於資料與電腦成為多數部門的基礎，技術在社群內形成偽

似的聯繫與依存關係，使得變化愈來愈快。技術造成不同學科、領域和生活層面

無與倫比的互動，此等聯繫影響了前述變化的發生。這也在挑戰如何為實現務實

而長程的目標制定政策和調控，同時推動並支持創新和有益的變化。如今挑戰已

在不同領域發生，本場次從不同的角度討論我們是否有監管模式能有效地應對挑

戰，充分利用網路時代的機會。政策機制是否同時允許彈性和責任？我們是否創

造了“調控事業”？以及政策如何創造有利的投資環境？ 

會議場次 5：網路健康照護 (Connected Health) 

討論電子照護網路，包含綜合醫院的 ICT 平台、臨床活動上的雲端計算應用和巨

量資料應用、療養/康復/醫療護理之資訊和通信技術方案整合、少紙或無紙化臨

床報告、遠程醫療/個人照護/移動醫療/外科手術室之數位影像系統、遠程醫療/

遠程監護在貧困地區的新方案、遠距病理學、高速網路之容量與可靠性、臨床操

作員的網路學習系統等。 

(三) 11 月 18 日上午 

主題演講：女性領導 (Women in Leadership) 

討論分享女性正如何影響和促進數位化社會、企業以及新興經濟。會議從女性視

角廣泛討論技術如何改變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以及技術如何在社會和職場提升

女性角色。 

會議場次 6：創意激發 (Catalysts for Innovation) 

本場次討論創意如何實現，包含創新作為提振經濟的關鍵、多重利益考量下的創

新生態系統、展望 2020 公共政策創新、獎勵政策促進開放式創新、創新與企業

家精神、支持創新的公私夥伴關係、社會與社會挑戰、提升創新過程等。政府如

何多元化及快速調整亦被提及。 

會議場次 7：人本智慧城市 (Citizen-Centric Smart Cities) 

本場次議題有公共部門推動創新、智慧城市/智能社區、公開資料與巨量資料、

城市/區域/國家的角色、巨量資料的威力與威脅、開放服務、感測器和儀表之高

效整合、社交網絡和智能政府、公私合作夥伴關係、創新採購、都市內 APP 覆

蓋率、 智慧城市之智能公民等。此場次亦分享了不少國際(含台中市) 智慧城市

發展現況，IoT 及 Data 之重要性不斷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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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場次 8：數位革命之後的商業模式 2.0 (After the Digital Revolution: Business 

Models 2.0) 

本場次關於資訊科技維繫的新模式，將過往與二十一世紀當今全球經濟的現實作

垂直整合比較和對照。討論合作經濟、資料價值鏈、創造價值等，分析調控、立

法、標準上的挑戰與機會，以及未來的政策方向。 

(四) 11 月 18 日下午 

會議場次 9：數據的力量及物聯網 (The Power of Data & The Internet of Things) 

巨量資料分析和裝置間網路的多維無線連接為本場討論的新興主題。相關議題有

新的資訊生態系統、結合眾人的企業創新、對社會和組織的衝擊、裝置間聯網、

物聯網的管理、感測器和儀表等。 

會議場次 10：寬頻發展 (Broadband For Development) 

寬頻網路有刺激經濟的快速增長和促進創造就業機會的潛力。推動基於寬頻設施

的競爭，並鼓勵服務提供商提供公平的市場競爭，應在整個產業、政府和經濟體

系的所有單位間進行協調。會議討論政策制定者/監管機構在提供寬頻連接的效

用、寬頻服務的配套基礎設施、新的寬頻 ICT 服務和應用、無線寬頻基礎設施部

署案例、寬頻之永續發展、寬頻和農村發展、寬頻對社會與經濟的影響等。 

 

三、與會心得與建議 

    全球論壇在資訊息網路寬頻的建設與未來發展、使用者需求及資訊教育、大數據

(Big data)與開放資料(Open data)趨勢、新科技中物聯網及寬頻對人民生活的影響、科

技發展與規範建制等發展趨勢之討論，及推動智庫合作、協助各國政府制訂政策之作

為，值得我們參考學習。尤其，面對劇變時代，政府及國內相關智庫如何了解問題，

快速因應，提出有利社會發展，建立以人民為本之智慧城市及社會，都是我們不得不

加緊腳步努力的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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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剪影 

 

 

 

貳、台拉立科技合作年會(2014/11/19~2014/11/24) 

一、會前參訪 

結束日內瓦行程後，我與本部周倩司長於 11 月 19 日由日內瓦飛往立陶宛維爾紐

斯與本部林政務次長一平、本部科國司同仁傅顯達先生、駐德國科學組林東毅組長及

林惠珍秘書會合。此行目的是參加台灣、拉脫維亞以及立陶宛共同舉辦的台拉立科技

合作年會。下榻旅館為立陶宛官方安排的馬波爾旅館(Mabre Hotel；圖一)。這家旅館

是由 16 世紀時的修道院改建，距離年會的會場(立陶宛教育科學部)很近。 

卸下行李後，駐拉脫維亞代表處的葛光越大使帶我們到立陶宛國家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Lihuania)參觀。國家博物館緊鄰教堂廣場(Katedros aikštė)，坐落

於維爾紐斯大教堂(Cathedral of Vilnius)旁邊。廣場中矗立著維爾紐斯奠基者格迪米尼

茲的紀念碑(Monument to Grand Duke Gediminas；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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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馬波爾旅館(Mabre Hotel)    圖二：格迪米尼茲紀念雕像(Monument to 

Grand Duke Gediminas) 

參觀完畢，林政務次長代表科技部致贈紀念品給立陶宛國家博物館，由館長史德

潘力(Valdas Steponaitis)代表接受。博物館背後的小山丘是進入維爾紐斯舊城(Old 

Town)的門戶。小山丘上的格迪米尼茲城塔(Gediminas' Tower；圖三)是維爾紐斯舊城

的屏障，為格迪米尼茲下令興建的城堡(Upper Castle)，現在僅剩格迪米尼茲塔完整的

保存。 

 

 

圖三：格迪米尼茲城塔(Gediminas' Tower)；由左至右為馮展華、傅顯達、林一平、

史德潘力(Valdas Steponaitis)、葛光越、周倩、林惠珍，及李江海。 

 

二、台拉立三邊科技合作年會 

(一)緣起及目的 

拉脫維亞於1990 年脫離蘇聯控制宣布獨立後，我國隨即在拉脫維亞首都里加設

有中華民國駐拉脫維亞代表處，綜理推動與波海三國-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

加強經貿合作等實質外交事務。本部前身-國國家科學委員會基於配合國家總體外交

政策，由國際合作處負責推動，以駐德國代表處科技組為對外聯繫窗口，多年來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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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與該波海地區之科技交流合作。其中與立陶宛及拉脫維亞之科技合作可溯自1997 

年兩國科學院分別與中華民國國家科學委員會所簽之科技合作協定，但因科學院無經

費推動實質合作，2000 年國科會翁前主任委員政義與拉脫維亞教育科學部部長Mr. 

Karlis Greiskalns及立陶宛教育科學部部長Mr. Kornelijus Platelis 以換文方式共同簽署

三邊共同合作綱領，每年由三方提供經費，補助合作研究計畫、研討會及講座等科技

合作活動；並規定為加強督導此三方合作事宜，自2001 年起，三國輪流於各國首都

舉辦三邊科技合作年會，年會性質係為一諮議指導委員會，原則上由三個國家的次長

級官員率團出席，每個國家代表團各有三位代表(含團長)做為指導委員，可於會上發

言，以及在年會紀錄上簽署。年會進行時，均要求進行中之計畫主持人需到場報告進

度，由指導委員決定是否繼續補助或同意結案；另外，對於新提計畫是否給予補助，

亦於當場由三國指導委員共同決定。 

本部援例由主管歐洲國際合作業務之林一平次長率本部科國司周司長、傅顯達研

究員及我(馮展華)參加。我駐拉脫維亞代表處葛光岳代表、駐德國科技組林東毅組長

因業務相關，亦分別自駐地赴會。一行人於11 月19 日抵達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

(Vilnius)，除葛光岳代表因另有要公提前於11 月21 日返回駐地外，其餘人員均於11 

月23日飛離維爾紐斯。其中，林次長、周司長、林組長三人續飛往巴黎參加我駐歐洲

科技組組長會議等活動，本人及傅顯達研究員則由法蘭克福轉機返國。 

(二)會議經過與重要結論 

台拉立三邊合作機制執行迄今運作成效良好，今(2014)年已邁入第13年。本屆台

拉立三邊科技合作年會於11 月20 日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之立陶宛教科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圖四)舉行，由立陶宛教科部次長瓦提庫斯

(Rimantas Vaitkus)主持，本部林次長及拉脫維亞研究委員會副主席Dr. Janis Clovins分

別率團參加並擔任共同主席。年會舉辦相當成功，有熱烈而正面的討論(圖五)，也確

定了明年合作項目。主席瓦提庫斯次長與本部林次長有一致的看法，認為應該加強人

文領域的合作。 

本次會議計通過繼續補助進行中計畫案6 件及審議通過2015 年新申請案3 件，

並由三方簽署會議紀錄。本次會議重要決議事項尚包括： 

1.三方同意明(2015)年台拉立計畫徵求時間。 

2.三方同意統一各自審查結果之評分標準，使各方評分有相同比較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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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方提議：由立陶宛及拉脫維亞推薦人選，由我方科技部進行遴選並單方面提供獎

學金及旅費予立陶宛及拉脫維亞之博士生及博士後研究員來台進行研習乙案，立陶

宛及拉脫維亞表示歡迎跟感謝。 

    

  圖四：立陶宛教育科學部         圖五：熱烈而正面的討論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會議結束後由相關幕僚們密集作業，完成合作協定的正式條文，在晚宴時進行台、

拉、立三方簽約儀式(圖六)，簽約完成後於宴客廳餐敘(圖七)，期間氣氛相當熱絡。 

   

 圖六：台、拉、立三方簽約儀式   圖七：簽約完成，在宴客廳用膳 

 

三、會後參訪 

(一)維爾紐斯科研單位 

1. 11 月 21 日參訪立陶宛科研單位，包括科技創新署及研究委員會。科技創新署

(MITA)之部分功能和我國科技部產學司類似。MITA 在全國三個城市設立了五

個科學園區(Science Valleys)，當中維爾紐斯與第二大城考納斯(Kaunas)各有兩

個園區，園區選擇的科技重點由在地大學主導。今日台灣科學園區有不少公司

的科技是世界級，反而主導學校的研究方向。立陶宛教科部安排我們參訪維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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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斯以製藥為主的森塔拉科學谷(Santara Valley)。我們到森塔拉科學谷(Santara 

Valley)，主要參訪製藥公司 Biotechpharma。公司大樓相當現代化，其總裁布

梅利斯(Vladas Bumelis)為人豪邁，做事節奏明快，給人很好印象。其公司有基

因工程實驗室，牆上掛了一隻基因改造的怪鴨，相當逗趣(圖八(a))。同時也安

排參觀了幾個中心，其廠務管理做得相當不錯(圖八(b)及(c))。公司內有一面牆

是以馬賽克組成太空人登月照，布梅利斯顯然在宣示他的公司於製藥上也要達

到登月的先機(圖九)，相當有企圖心。 

     

  圖八：(a) 基因改造鴨；(b)及(c) 製藥中心( Biopharmaceutical Production Center)

的設備 

   

     圖九：太空人登月牆 

 

2.維爾紐斯大學 

維爾紐斯大學(Vilnius University Ensemble) 創立於 1579 年，是全世界最古老

也是最有聲望的大學之一。 許多立陶宛的名人畢業於這所大學，如諾貝爾文

學獎得主米沃什。達賴喇嘛以及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辛波絲卡 (Wisława 

Szymborska；1923－2012；)等都曾拜訪過維爾紐斯大學。 

 



 14 

四、心得與建議 

(一)台拉立三邊合作架構自執行以來運作順暢，成效良好；所提之三邊共同研究計畫

成果普獲拉、立兩國政、學界重視，對提升我國形象及增進雙邊實質關係頗具助

益。國科會歷年所做努力及貢獻已建立良好基礎，未來科技部應本此基礎繼續發

揮擴大效益。此外，三國輪流舉行之年度工作會議，係我與波海二國政府間重要

對話機制，應持續強化以擴大合作成效。 

(二)立陶宛有豐富之歷史文化，首都維爾紐斯古蹟林立，曾為歐洲之政治樞紐，亦有

東歐耶路撒冷之稱號，尤其該國多年來在德蘇兩大國之間求生存，經歷許多政治、

經濟上之困境可供我國借鏡參考，未來我國應思考兩國合作範圍應不限於科技研

究，應將人文社會科學、政治經濟議題列入合作重點；特別是立陶宛有相當多優

秀藝術人才，我國應努力思考延攬該國大師級人文藝術學者來台進行合作交流或

教學。 

(三)波海三國的人民一般教育文化素質甚高，特別是在蘇聯時期有許多重要科研機構

設立於該地區，該地區大學研究機構的基礎科學訓練都非常紮實。但因該地區過

去長期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箝制，獨立後乃至加入歐盟以後，對外經貿並無突飛猛

進現象，因此該地區之科技研究基礎雖好，但對於如何將科技與商業應用結合，

經驗仍嫌不足；我國則長於科技應用，但基礎理論科學較薄弱，恰與該區相反。

近來我國學者與波海國家學者共提合作計畫之動機也不少是我方看中對方長於理

論研究，而對方看中我國有優良儀器設備及創新應用之思維。由於此種互補互利

的氛圍，無怪乎台拉立計畫通過率雖低(低於30%)，但每年仍有很多申請案件。 

(四)立陶宛人口約三百萬，有23所公私立大學、24所學院，大學生人數15 萬、每年

產生350 至450 位博士、全國有1萬8千位研究人員，但卻只有0.95%的GDP 投入

於該國之R&D，由此可知該國研發經費之缺乏。不過立陶宛近年來在主要大學附

近建立許多小型科學園區，立國稱之為Valley，例如在維爾紐斯地區有Sunrise 

Valley, Santara Valley，其宗旨是Concentration fo R&D and Study infrastructure，也

就是將有限的研發資源及教學基礎設施集中，頗有早期國科會設立貴重儀器使用

中心的精神，但這些Valley 肩負有將科技研發成果商業化之目的，而這些小型科

學園區的研究設備很多是透過歐盟科研計畫捐助的。但由於立陶宛有嚴重人才外

流，經濟長期不振的趨向，如何使這些歐盟捐助的高級研究設施達到有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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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該國科研主管目前面臨的一大難題，因此該國也很希望透過國際合作，分攤經

費方式來達成目的，也期望這些Valley 能快速發展茁壯。 

(五)台拉立計畫每一計畫金額並不大(US$25,000)，但因拉立二國科技經費並不充裕，

因此每年補助計畫數甚為有限，常有遺珠之憾。有見於台拉立計畫對我國有互補

效益，為補足客觀環境無法增加計畫通過率之憾，建議未來我國對於評分優秀但

礙於件數限制而未獲補助之拉立二國申請案中，開放其博士生、博士後研究員來

台研習，能將之列為優先徵選來台研習之來源。 

(六)拉脫維亞、立陶宛兩國意見領袖或智庫重要政治學者中，許多具政經方面影響

力。建議與二國協調，請其考慮每年保留 1 個計畫名額予「人文科學」範疇計畫；

亦可考慮以邀請該國傑出人文社會科學學者來台訪問，以加強雙方人文社會科學

領域之交流。另外，我駐拉脫維亞代表處建議本部邀請拉脫維亞科學院院長 Prof . 

Ojars Sparitis 於明年訪台，由於渠乃為傑出之古蹟保存學者，屬於人文社會科學

類，我方應善用此機會安排 Sparitis 院長訪問我相關機構，促成雙方古蹟保存之合

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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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全球論壇會議內容場次(2014/11/17~2014/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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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相關新聞報導-中央社／聯合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