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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300 字；簡要綜述此行目的、過程及成果，非登錄論文摘要） 

本次活動由華中農業大學食品科學技術學院主辦，邀請本系師生出席「海峽

兩岸食品科學教育與學術研討會」，期望二校（二岸）在學術及教育交流上建立

初步的認識及基礎。雙方師生進行總計 43 場之論文發表，包括教師 24 場（中興

大學 10 場、華中農業大學 14 場）及學生 19 場（中興大學 10 場、華中農業大學

9 場），分為學者專家及研究生論壇二個議場舉行，內容涵蓋食品安全、功能食

品、食品化學、傳統食品的生物技術、天然產物化學等議題，約有 150 人與會，

會中雙方師生交流討論，氣氛熱烈。於活動期間，參訪該校學術單位，對華中農

大的歷史及學術發展有多方面的認識。於活動第四天，雙方教師代表及該校國際

事務處代表進行座談會，討論建立二校（院系）未來進一步交流的共識及重點。

此次研討會、座談會及參訪等學術交流活動，對推動兩岸（二校）食品及生技領

域之學術交流及發展建立了良好基礎，並對二校未來進一步的交流，建立了初步

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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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華中農業大學為國立中興大學姊妹校，於 2014 年 12 月 23 日由華中農大

李成家黨政書記、食品科學技術學院楊仁海黨政書記及李斌院長蒞臨本系參

訪，並與本系多位教師座談交流，會中達成共識希望能增加雙方師生互訪交

流機會並簽訂相關合約，以提升海峽兩岸食品教育與科學研究水準。 

本次活動由華中農業大學食品科學技術學院主辦，邀請本系師生出席「海

峽兩岸食品科學教育與學術研討會」，本次研討會的目的主要是期望透過論文

發表的方式提供兩系之間在研究方向上以及發展新知上互相交流、並以雙方

教師及國際事務處代表之座談會及參訪等活動進一步促進兩岸（二校）食品

生技領域之學術及教育交流，以此研討會為基礎我們計劃建立及擴展雙方的

互相了解，並在近程的未來增加彼此間的合作機會以及良性互動，期待創造

雙贏的正向進展。 

 

過程 

本系師生共 20 位（10 位教師及 10 位碩博士班學生）於 104 年 5 月 20

日～22 日前往華中農業大學出席本次學術交流活動。相關日程安排如下： 

5 月 20 日：本系師生抵達武漢市華中農業大學。 

5 月 21 日：出席「海峽兩岸食品科學教育與學術研討會」。兩校師生針

對食品安全、功能食品、食品化學、傳統食品的生物技術、

天然產物化學等研究成果專題報告及交流。 

5 月 22 日：專業參訪。包括華中農業大學校園及建築空間導覽、校史館、

食品技術學院教學空間及研究室等參訪。 

5 月 23 日：座談會及回程。雙方教師代表及該校國際事務處代表舉行座

談會，建立未來進一步合作之共識。 

一、「海峽兩岸食品科學教育與學術研討會」 

5 月 21 日參加「海峽兩岸食品科學教育與學術研討會」，雙方師生進行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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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43 場之論文發表（議程及摘要資料詳附錄），包括教師 24 場（中興大學 10

場、華中農業大學 14 場）及學生 19 場（中興大學 10 場、華中農大 9 場），

分為學者專家及研究生論壇二個議場進行口頭報告，內容涵蓋食品安全、功

能食品、食品化學、傳統食品的生物技術、天然產物化學等議題，約有 150

人與會，會中雙方師生交流討論，分享食品生技領域之研究成果，氣氛熱烈。

此日研討會行程的尾聲，雙方研究學者進行當日研討會內容的小結，並於開

放問題的時間內主動提出積極與正向的建言，對各自研究內容上可能面臨的

問題也客觀的基於各自的研究專長提出疑問與討論，最後在這些討論過程中

發現了兩校（系）之間可能的合作研究題材，提供進一步可行的合作發展模

式。總體而言，此日的交流讓我們了解到華中農業大學在學術研究領域上的

研究重點和方向，同時也讓本系師生體會其在農業生技領域開發應用上的進

步與將來性。 

二、專業參訪 

5 月 22 日主要的行程為專業參訪。行程上先對當地食糧相關基本資訊進

行了解：位於湖北省的武漢巿素有魚米之鄉的美譽，在參訪以及簡報的過程

中了解其糧食作物種類總共可以達到 240 多個品種，其中經濟作物便有 50 餘

種；另外因為湖北省以多湖（約 160 多個大小湖泊）著稱，所以更有 80 多種

魚類資源以及 40 多種水生動物資源可作為糧食來源。接著一行人於華中農業

大學進行校內參訪，經由李斌院長熱心的親自介紹，我們對華中農業大學的

發展歷史和以及在農業界重要研究成果有明確的了解，其中特別是油菜波里

馬細胞質雄性不育的發現被國際上認定為第一個有實用價值的油菜雄性不育

類型。此研究成果更被進一步的推廣為主要的優質油菜雜交種來源。另外，

李斌院長也介紹了校園的未來發展以及詳細的校地規劃等等，其中對食品科

學系正在進行的建築計劃和設計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參考。最後，我們至食

品科學技術學院的主要系館參觀幾位老師的研究室，與本系比較不同的是在

研究器材的使用和規劃上，華中農業大學較屬於團體共用型的合作機制，大

部份的研究儀器皆置放於共同儀器室，各個實驗室僅有相對個人專業上的小

型設備，進一步與研究室人員詢問後發現此種方式的優點是有效利用儀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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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主要缺點則為管理上以及責任問題的處理外加有可能的實驗時效問題

等。 

三、座談會 

5 月 23 日主要的行程為進行本系教師（包括王苑春主任、顏國欽講座教

授、胡淼琳特聘教授、賴麗旭特聘教授、林金源特聘教授、毛正倫特聘教授、

陳錦樹特聘教授、蔣恩沛特聘教授及劉沛棻助理教授等）與華中農業大學食

品科學技術學院教師代表（包括李斌院長、楊人海書記、徐曉云副院長、張

柱紅副院長、李春美主任、何慧教授及吳珊黨委書記等）及國際事務處代表

王鳳竹主任科員等，於華中農大國際學術交流中心之四樓會議室進行座談交

流。 

經由前兩天的交流以及互動，雙方對兩校（兩系）間的認識有更深入的

了解，與會過程即以此為基礎，針對二校將來進一步合作的共識及合作初步

要點進行開放式的討論。 

座談會中就去年 12 月 23 日華中農大李成家校長、李斌院長及楊人海黨

委書記來興大參訪，系上隨後於 12 月 30 日系務會議達成合作之四點決議，

進行後續進一步實質合作可能性之討論。討論內容如下： 

（一）專業教師互訪：華中農大希望本系實作課程專業教師前往給予課

程指導，以及華中農大食品科學院教師，前來本系觀摩學習專業

課程之講授；並討論二岸教師交流之適法性。 

（二）研究生交換：雙方博碩士生能有較長期 (半年以上) 的交換學習，

增加學生之學習資源及能量，拓展學生專業視野。 

（三）大學部學生交換：由於雙方學校之大四第二學期，學生均已完成

研究所之入學考試，能否可能於此階段，二院 (系) 之大四學生進

行一個學期的交換；會中並初步討論出交換學生的名額上限。 

（四）交換學生名額：由於目前興大給予華中農大交換學生名額僅 3 名，

二校如何打破現有之名額限制，增加自費生名額以擴大研究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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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學生之交換人數。雙方於本次活動結束後，各自向其學校

單位了解可能性及相關的做法。 

（五）交流草案擬定：雙方就座談會之會議紀錄，確認兩院 (系) 交流方

向，由華中農大擬定交流草案。經由二院 (系) 各自內部討論，並

與各自學校溝通學校的政策面，修正及確定草案內容。 

（六）交流合約簽訂：期望 8 月 12~14 日華中農大師生一行 23 人包括高

翅副校長及李斌院長等前來本系參加【2015 二岸三地食品安全與

人類健康研討會】時，雙方簽訂交流合約，以使雙方之交流有法

可循，長長久久。 

 

心得及建議 

一、活動心得 

華中農業大學食品科學技術學院重點建設農產品加工及貯藏工程，以農

產品加工及貯藏工程建設帶動食品科學與工程一級學科建設，強化食品科學、

水產品加工及貯藏工程、糧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食品營養與安全和食品

生物技術二級學科建設。透過本次學術參訪活動，本系師生出席「海峽兩岸

食品科學教育與學術研討會」，雙方針對食品及生物科技領域之研究成果發表

論文，並分享交流。透過主題性的報告，藉以瞭解雙方學術研究發展之方向

及進展；透過教學空間及實驗室的參訪，瞭解華中農大教學及研究設備的實

況；並透過二院 (系) 教師代表及該校國際事務處代表之座談會，建立二校未

來進一步交流之共識及合作要點，。 

在此次參訪華中農業大學的過程中，深刻體會對岸在農業、食品及生技

等科學領域上，政府官方所投入的龐大研究資源以及人力，在世界舞臺急起

直追的趨勢。華中農大食品科技學院於硬體設施及高階精密研究儀器設備，

均以極快速的速度發展進步中，非常驚訝於其學術研究水準並不亞於經常以

研究表現自豪的我們 (2013 年 WOS 全世界排名第 15)，激勵我們師生「不進

則退」的道理。在此次學術交流活動及參訪過程中，我們一行師生均有深刻

的體驗與自省，我們須更加的競競業業，努力向前，5 年後 10 年後，彼此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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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平起平坐的一起交流討論及互相學習，我們仍能自豪於學術研究於全世界

的表現。 

在此行的研討會及參訪活動中，我們觀察到華中農大學生 (或中國的高教

生) 相較於臺灣學生，非常的用功，周末仍有為數不少的學生留在研究室進行

研究工作及學習，這是臺灣學生須看到的世界環境，須急起直追的。臺灣的

學生追求舒適安逸的環境，看不到競爭的世界舞臺，看不到競爭的對手分佈

在全世界。然而在此行我們也觀察到，對岸學生在創意發揮上較為侷限，臺

灣學生相對於則表現相當亮眼，這是成長大環境及社會文化薰陶所導致，也

是臺灣學生的優勢。 

透過本次活動，促進了兩岸（二校）教師在食品及生技領域的學術及教

育交流，增加學生互相交流學習及觀摩的機會，並為後續的二院 (系) 交流合

作建立基礎，並且激勵著我們努力向前，不進則退。 

二、具體建議 

本次的學術研討會、座談會及交流活動，讓我們感受到對岸的善意熱誠，

同時也讓我們看到對岸政府投入龐大的資源於學術研究及高等教育，近 10 年

於食品及生技領域的發展及進步令人驚訝及驚豔，更讓我們心生警惕。世界

的舞臺屬於同領域的全部專業人士，不進則退，領先的位置永遠換人做。 

交流觀摩是學習成長的很好方式，藉由雙方觀摩的刺激，彼此互相競爭，

學習且成長。在此次的學術及交流活動中，有一些的建議。 

（一）研究經費需穩定的成長 

近年由於食安問題，政府研究經費有相當比例流向食安專題 (例如

教導國小學童認識食安)，因此相當的壓縮一般科研經費。科學研究及教

育的發長，需有政府長遠的政策及穩定持續的成長，非急就章速成的，

隨時可變更方向及目標。相對於對岸政府於科研投入的龐大資源，臺灣

目前的優勢還能維持多久？ 

（二）對學校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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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後續本系將與華中農大食品科學技術學院擬定大學部學生及研

究生交換草案，擴大目前學校對於姊妹校的交換學生規模，並進一步擬

定合約，以使雙方權利義務有所依循及保障。希望藉由學生的交換及觀

摩，讓我們的學生看到世界的舞臺，學習對方的優點。因此期望學校在

此方面能給系上多一些的自主空間，並在合約的法律層面有所協助。 

另外，我們也希望學校對於這樣的學術交流活動多給予鼓勵，在經

費上多給予支持及協助。 

 



7 

附錄 

一、 「海峽兩岸食品科學教育與學術研討會」議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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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表摘要 

（一） 專家學者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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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生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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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照片 

 

 海峽兩岸食品科學教育與學術研討會專

家學者論壇會場 

 

 海峽兩岸食品科學教育與學術研討會專

家學者論壇會場 

 

 專家學者論壇主持人–李斌院長、顏國欽

教授 

 

 專家學者論壇–顏國欽教授論文發表 

 

 專家學者論壇–王苑春教授兼系主任論

文發表 

 

 專家學者論壇–胡淼琳教授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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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學者論壇–陳錦樹教授論文發表 

 

 專家學者論壇–毛正倫教授論文發表 

 

 專家學者論壇主持人–何慧教授、胡淼琳

教授 

  

 專家學者論壇–林金源教授論文發表 

 

 專家學者論壇–周志輝教授論文發表 
 

 專家學者論壇–劉沛棻助理教授論文發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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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學者論壇–提問討論時間 
 

 研究生論壇議程海報 

 

 研究生論壇–張至嘉博士生論文發表 

 

 研究生論壇–博士生論文發表 

 

 研究生論壇–博士生論文發表 

 

 研究生論壇–博士生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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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論壇–曾汶雯博士生論文發表 

 

 研究生論壇–孫楠辳博士生論文發表 

 

 研究生論壇–林筱茜博士生論文發表 

 

 研究生論壇–林子軒碩士生論文發表 

 

 研究生論壇–李宗穎碩士生論文發表 

 

 研究生論壇–張怡璟碩士生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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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中農大食品科學技術學院 (右下角者

為李斌院長) 

 

 兩校教師代表及華中農大國際事務處代

表舉行座談會 

 

 兩校互贈紀念品   華中農大校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