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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院與日本多所大學原已累積許多交流經驗，如東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靜岡大

學經濟學院等。為妥善運用本院過往與日本大學建立之良好關係和進一步開拓在日本

大學的合作交流，莊奕琦院長前往日本京都大學及北海道大學拜訪，期增加本院學生

與日本著名大學交流機會。 

 

京都大學為日本著名大學，有八名諾貝爾獎得主，學術聲望高。此次拜訪的為京

都大學的經濟學部與研究院，政大社科院是臺灣唯一與該院有學術交流協議的大學。

此次參訪特別由經濟部與研究院院長 Iwamoto 教授和其他三位負責國際化與國際學

程的主管共同與談。 

 

北海道大學亦是日本 13所頂尖大學之一。該校法學部、公共政策大學院與本校

社科院與法學院、國際事務學院已簽有學術交流協議，此次參訪除了延續既有的交流

續約外，希望進一步了解兩校目前的發展現況及可以加強合作交流的項目。北海道大

學愛努先住民研究中心與政大的原住民研究中心有非常密切的交流並建立深厚的友

誼。此次參訪北海道大學特地也經由原住民中心林修澈主任安排參訪愛努先住民研究

中心，並由愛努先住民研究中心常本照樹教授率多位同仁接待和進行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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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本院與日本多所大學原已累積許多交流經驗，如東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靜岡大

學經濟學院等。為妥善運用本院過往與日本大學建立之良好關係和進一步開拓在日本

大學的合作交流，莊奕琦院長前往日本京都大學及北海道大學拜訪，期增加本院學生

與日本著名大學交流機會。 

 

 

二、 過程 
 

(一) 京都大學(Kyoto University) 

與談人員： 

1. 岩本武和(經濟部長、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長)，Dean & Prof. Takekazu Iwamo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aculty of 

Economics 

2. 堀和生(經濟學研究科教授)，Prof. Hori Kazuo (Economic history), in charge 

of academic exchange program 

3. 武十彰(經濟學研究科教授)，Prof. AkiraT akeishi (strategic management), 

Chair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ommittee 

4. 久野秀二(經濟學研究科教授)，Prof. Shuji Hisan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iculture and food),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Program 

for East Asia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udies 

 

京都大學為日本著名大學，有八名諾貝爾獎得主，學術聲望高。該校最新的國際化策

略為；2x 2020 Initiative，即各國際化指標到 2020年成長一倍的計畫。發展使命

為追求知識的創造(Creation)、傳播(Transmission)、與貢獻(Contribution)。此次

拜訪的為京都大學的經濟學部與研究院，政大社科院是臺灣唯一與該院有學術交流協

議的大學。此次參訪特別由經濟部與研究院院長 Iwamoto 教授和其他三位負責國際

化與國際學程的主管共同與談。日本也有類似我國的頂大計畫，他們稱為 Top Global 

University Project，全日本共選出 13所頂尖大學，目的是成為世界百大。京都大

學為 13所頂大之一，主要計畫為建構世界級的校園模式(Designing a Global 

Campus)。該院以其東南亞永續經濟發展研究國際學程(International Program for 

East Asia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udies)為主軸，發展跟國際著名

大學的聯結。該學程共有六個模組： 

1. Environmental Policy & Rural Development Studies； 

2. Business History & Industry Policy Studies； 

3. International Trade & Financial Studies； 

4. Social Policy & Labour Studies； 

5. Developing & Transition Economics Studies； 

6. Asian & Tran-cultural Studies 
於 2009年創立，有兩年的碩士加三年的博士學位學程，現有學生四十多位，大部分

為亞洲學生。目前有課程合作的大學有：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D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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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Glasgow(UK)，Wageningen University(Natherlands)，Thammasat 

University(Thsiland)，Renmin University(China)，Heidelberg 

University(Germany)，University of Strasbourg(France)，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Singapore)。該院希望以此來做為全球永續發展研究的亞洲平臺。我也

向他們介紹政大社科院的國際化平臺：亞太研究博、碩士學位學程(IDAS、IMAS)與應

用經濟與社會發展碩士學程(IMES)，與英語授課的模組。我們兩院的國際化發展路徑

相當接近，京都大學雖然起步較晚但非常積極，再加上有大量的經費支持，來日可期。

他們對我們發展起步很早且國際化的範疇很廣、英授課程多，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們

還在摸索階段，規模也相對較小，故現階段希望能先加強落實學生交換計畫，在推動

交換教師或授課，當然未來雙聯學位是可以預期的。 

 

 

(二) 北海道大學(Hokkaido University) 

與談人員： 

法學部、公共政策大學院、經濟學部 

1. 亘理格(法學研究科長、法學部長)，Dean & Prof. Tadasu Wadasu Watori, School 

of Law 

2. 鈴木賢教授(評議員、富研究科長)，Ken Suzuki, Professor at Graduate School 

of Law & Director for the Advanced Institute for Law and Politics 

3. 會澤恒教授(國際協力委員會世話人)，Hisashi Aizawa,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aw, Graduate School of Law 

4. 高井哲彥教授(經濟學研究科國際交流委員長)Tetsuhiko Takai, Associate 

Professor &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5. 柿澤未知准教授(公共政策大學院)Michi Kakizawa,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Studies 

 

北海道大學亦是日本 13所頂尖大學之一。該校法學部、公共政策大學院與本校社科

院與法學院、國際事務學院已簽有學術交流協議，此次參訪除了延續既有的交流續約

外，希望進一步了解兩校目前的發展現況及可以加強合作交流的項目。首先，北海道

大學對過去我方推薦的交換生的表現相當滿意，咸認為我校學生素質非常優秀，為該

校法學部均以日語授課為主，故較限縮我方交換學生須具相當的日文程度為先決條

件，目前國際化方面做得最好的為經濟學部(Schoo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惟該學部目前正和臺大洽簽好協議，基於分散多元原則，該學不

希望能延後商討與我院的交流協議，但對我院高度的國際化發展相當肯定，期盼不久

未來能進行合作。故與北海道大學將在既有的基礎上深化兩校的交流合作，再伺機推

動擴大院際的合作交流。值得一提的是，該校針對大學部學生設立「新渡戶學程」，

強調培養學習問題解決的能力與全球化的領導技術，一學期以上的海外留學，學習留

學用英文、英文授課與國際交流科目，並和各種不同國家來的學生探討多元文化，和

一起修習多文化科目，申請對象為北海道大學十二個學系全部的學生，學成門檻學程

必修科目 15學分以上，托福 iBT 80分以上成績排名前 50。這樣的大學部學程值得

觀摩學習。 

 

與臺灣類似，日本大學就讀研究所的本國學生亦在逐漸減少，而日本的策略即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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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國際化招收大量國際學生，尤其是中國大陸的學生，陸生已是日本研究生的主要

來源，占一半以上，有些科目更高。日本不但提供獎學金給優秀的陸生，更允許其畢

業可留在日本工作，並沒有國安的疑慮，日本的做法我們應該好好研究其利與弊，及

日本為何採如此做法，可供借鏡。 

 

 

(三) 愛努先住民研究中心 
與談人員： 

1. 常本照樹教授 , Teruki Tsunemoto, Prof. & Director of Center for Ainu 

& Indigenous Studies 

2. 落合研一准教授(Ken-ichi Ochiai)Associate Professor of Constitional 

Law 

3. 城石梨奈博士研究員，Rina Sjhiroishi, Research Fellow 

4. 岡田真弓博士研究員，Mayumi Okada, Postdoctoral Fellow 

 

北海道大學愛努先住民研究中心與政大的原住民研究中心有非常密切的交流並建立

深厚的友誼。此次參訪北海道大學特地也經由原住民中心林修澈主任安排參訪愛努先

住民研究中心，並由愛努先住民研究中心常本照樹教授率多位同仁接待和進行座談。

愛努族雖已經日本官方認證的先住民，但仍有為數甚多的愛努族人屬隱性，若非主動

告知並無法得知。如何結合原住民文化歷史與產業發展使一方面保留原住民文化，另

一方面帶動觀光、文創產業的發展是目前愛努先住民研究中心的重要工作項目，但推

動上並不容易，尤其如何避免過度商業化而物化原住民文化應是主要重點，其中如何

讓真正的愛努族人參於其中，有認同感以文化帶動產業而非以產業帶動文化，應是首

要。臺灣亦在推動多元族群文化的保留與發展，尤其是結合社區發展的理念推動原住

民生活圈，顯然兩國有共同相似之處，應可互相觀摩學習。此次，愛努先住民研究中

心的參訪與座談，令人印象深刻。 

 

 

三、心得與建議 

 
日本大學的國際化起步比我們晚，但是甚為積極且有策略，況且其為亞洲發展最

先進的國家，國際化條件比我們好，其發展有待觀察，但我具有先發優勢應好好把握

現在契機，推動與亞洲周邊國家的高教合作，扮演主動積極的角色以做為亞洲高教聯

盟的核心自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