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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亞太教育者年會(Asia Pacific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簡稱 APAIE)成立於 2004 年，創始會員校包含我國國立中山大學在內等 13 校，

效法美洲與歐洲教育者年會，每年舉辦活動，為亞太地區教育工作者提供交流與

合作之平台，其宗旨為促進亞太地區及全世界高等教育之發展。本次 2015年亞

太教育者年會於中國北京舉行，從 3月 24日開幕至 3月 26日閉幕為期三天。此

次參與學校數量非常多，共有 87所來自世界各國的學校、政府教育機構與公司

行號擺設攤位，上千名參展者聚集一堂。此次台灣有 14所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

參展，相信對提升臺灣高等教育之能見度及國際交流，有顯著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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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在亞太大學交流會國際秘書處(UMAP)的帶領下，本校參與此次 2015 年在中

國北京舉辦之亞太國際教育者年會。此活動每年皆有許多來自數十個不同國家的

大學參與，上千位從事高等教育國際作之學校或機構代表參加。此次參與主要目

的是在這個能夠與世界各國大學進行高等教育經驗交流之分享平台，提升本校國

際能見度，加強與合作協議學校之連繫、討論各類學術交流機會，了解各國希望

與台灣達成合作的領域及方式，結識新學校並評估雙方未來合作可能性等，最重

要的是拓展本校學生能出國交流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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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此次教育者年會為期三天，在北京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另外主辦單位亦安排

參訪中國著名大學，以下為日程表： 

日期 行程 

3/22 出發前往中國北京 

3/23 大學參訪(北京大學)及 Pre-Conference Workshops 

3/24 年會及教育展 (Opening Ceremony, keynote & Formal Lunch) 

3/25 年會及教育展 (Keynote & Gala Dinner) 

3/26 年會及教育展 (Closing Ceremony) 

3/27 返台 

出發前準備包括以電子郵件方式聯絡各國合作協議學校國際處相關人員，告

知本校將參與年會，期望能預約時間洽談學生交流與其他合作可能性。 

第一天 (3 月 22 日 星期日) 

出發前往大陸北京。 

第二天 (3 月 23 日 星期一) 

前往年會會場參加場地布置，了解各國攤位分布位置、領取活動相關文

件與資料，以及活動三天的活動流程與各類講座。其後，參加主辦單位

安排之大學參訪。在眾多著名大學中選擇了大陸第一學府北京大學為參

訪目標。 

參訪過程除了能認識北京大學校園規劃外，亦能與同行的其他學校代表

交流。當中最深刻的是與日本大學代表栗林健太先生洽談。過程中了解

到日本大學為日本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私立綜合型大學，學生數為

7,700 人左右，超過 20 個校區。管理如此龐大的機構，此校採用校區自

治策略，讓每個校區掌握一定程度的自治程度，以達到保持多元發展之

空間與彈性，缺點是推動政策艱困，中央單位難以帶領全校往一致目標

邁進。 

洽談過程中，健太先生提及名古屋大學成功與校友合作的案例，此校著

名校友豐田章一郎是豐田汽車公司(TOYOTA)社長，因此關係，此校與豐

田公司合辦車輛工程集訓營，讓所有參與學生能體驗汽車工業著名大廠

豐田汽車公司受訓並獲得學分，非常適合台灣具有汽車工程、機械工程、

行銷等相關科系同學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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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3 月 24 日 星期二) 

與 ImmerQi Beijing Ltd.執行長 Christine Wong 洽談合作可能性。此公司提

供海外實習媒合與安排服務，並且與北京各大外商公司皆有合作，可做

為有意獲得海外實習機會之台灣學生可參考的資訊管道。 

在大會活動(Keynote & Formal Lunch)結束後參加由臺灣大學主持的講

座，主講人為臺灣大學副國際長傅友祥教授，主題為「高等教育策略性

合作協議學校之尋找、建立與管理」(Identifying, Developing, and Manag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s among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分享國立臺灣大

學如何在世界眾多高等教育機構中找出如何屬性相似並適合發展合作關

係的學校(like-minded institutions)，以便讓合作效益最大化。內容強調校

內教學單位的參與對整體規畫非常重要，畢竟無論是學術研究或學生交

流，都需要教學單位之配合，才有機會達到深度且長期的合作。此外，

傅國際長分享可將「國際化」設為各學院系所之評鑑指標，雖可預見反

彈聲浪，但若要落實國際化，將臺灣的學校推向國際高等教育舞台，這

是必要的階段。非常值得預期走向國際的各校借鏡。 

 

第四天 (3 月 25 日 星期三) 

依照預定行程與合作協議學校討論合作事宜。其後依照預定行程與合作

協議學校討論合作事宜：1)與來自美國的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代表 Ms. Joy Selene Frye 面談。此校在

加州大學十所分校中排名第三，近次於 UC-Berkley 與 UCLA，在教學與研

究上都非常傑出，因此申請前往研修之門檻亦相當高。面談討論對方開

設的學分課程與短期英語課程及評估實際在本校推廣的可能性；2)與來

自泰國的大學 THAMMAST University 討論合作可能性；3)向日本名古屋大

學 Gang Zeng 教授詢問關於暑期汽車工程集訓營細節；4)與大陸北京大學

副國際長 Yongmei Li 教授討論暑期營 2015 GLOBEX JULMESTER 活動推

廣；5)與立陶宛合作協議學校福尼斯科技大學(Vilnius Gediminas Technical 

University, VGTU)洽談發展雙聯學制的可能性，同時亦非常歡迎本校學生

前往交換研修，今後會重點是宣傳此校特色，鼓勵本校學生前往交流。 

其後參加大會活動(Keynote & Gala Dinner)，並與臺灣各校交流國際化近

況，討論互助合作接待訪賓之機制。 

第五天 (3 月 26 日 星期四) 

依照預定行程與合作協議學校討論合作事宜：1) 與來韓國的中央大學校

Chung-Ang University 討論雙方彼此的對於學生交流的條件與彼此能提供

的英語授課課程；2) 與來自法國的學校 EPITECH 討論雙方學生交流互惠

的細節；3) 與拉脫維亞合作協議學校 Riga Technical University 代表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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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目前本校薦送前往的學生適應情況，並藉此提升雙方合作默契；4)

與日本大學代表栗林健太先生正式面談並彼此介紹雙方的交換研修計畫

與期望；5)與日本的福井大學(University of Fukui)代表川口繪美小姐洽談

雙方合作可能性。福井大學位於日本中央，學生數約五千人，屬中型綜

合性大學共有三學院，當中工程學院系所與本校幾乎完全吻合，如：機

械、電子、資訊、建築、土木、材料工程等，非常適合兩校同學互相前

往交流。 

第六天 (3 月 27 日 星期五) 

返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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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事項 

 此次參加亞太教育者年會獲益良多，不但順利與來自世界各地從事高等教育

國際作之學校或機構代表交流。過程當中除了加強與合作協議學校之連繫，結識

新學校外，更能了解到各國希望與台灣達成合作的領域及方式，從中尋求合作機

會，拓展臺灣學生能出國交流之管道，提升國際移動力。此次有數所學校皆有已

互相了解彼此合作方向，將盡全力後續連繫，合作關係締結可望成功。 

此次交流發現，部分國家如：德國、日本與韓國等皆提供語言課程給境外交

換生，藉此推廣其語言與文化，推廣語言的普及度。方式有二，部分學校建議交

換生提前二至三週抵達學校，在學期開始前進行密集語言訓練；另一種則是配合

交換之學期進行授課。以上語言課程部分學校甚至不額外收費，可見對推廣學生

與語言交流之用心與投入。 

此次收穫包含持續開拓學生出國交流機會以及了解諸多國家與學校對於國

際化推廣的決心，體認到國際化推動除了直行校際合作與學生交流等「對外策略」

外，更需要「對內政策」的配合，如：政府賦予更多自治空間，及學校內的學術

單位(專業與教學)與行政單位(執行與管理)相互支援等。臺灣教育環境一直以來

處於安逸僵化的狀態，但當國際化已成為世界趨勢的同時不求改變原本制度並適

應新環境，只會讓自身與臺灣外的世界越發脫軌。真正落實「國際化」不單只是

簡單的以英文授課，凡事雙語化或設立國際相關單位專職處理境外生事宜而已，

更重要的讓學校整體(as a whole)，包含學生、教學/研究人員、行政/管理人員

等所有人都參與其中，一起打造國際化學習與研究之環境！ 

對未來的建議是希望臺灣各校能持續積極參加此類國際性活動，提升臺灣高

等教育之能見度，交流教育策略，加強與各國大學之合作，讓臺灣學子有更多機

會和管道走出臺灣，拓展視野並與世界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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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展照片集景錦 

 
 

活動會場 活動會場 

  

新加坡大學代表介紹高教服務與資源 與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洽談後合影 

  

與韓國中央大學洽談後合影 與拉脫維亞 Riga科大洽談後合影 

  
大會活動(Keynote & Gala Dinner) 大會活動(Keynote & Gala D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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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日本立命館大學洽談後合影 與日本大學洽談後合影 

  

與立陶宛合作學校 VGTU 洽談後合影 與日本福田大學洽談後合影 

  

與國際文化交流公司副執行長洽談 

學生實習機會 
德國學術交流中心主任演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