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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主要透過【海外學術交流】與【海外移地教學】等主題規劃，以強化本校商

學院師生國際視野與學術水準，並針對海外移地教學進行可行性評估。 

    整體行程主要目標有二，目標一為拜會日本京都產業大學。在該校國際交流處主任

與事務長接待與互動下，就兩校未來學術交流，包括合作備忘錄(MOU)簽訂進行討論與

評估；另外本院亦就目前所執行之產學攜手合作計畫進行專案簡報，以促進雙方在產學

與建教合作計畫的了解與交流。目標二則為拜會本校姊妹校--日本國立滋賀大學。滋賀

大學由副校長與經濟學部長，在兩校既有學術交流協定的基礎上，與我方就海外移地教

學的具體推動內涵進行規劃與洽談。 

該計畫在整體上達預期目標，對於本院國際事務的拓展，以及海外移地教學推動皆

帶來一定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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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04 年度商學院派員赴日本京都產業大學及 

日本國立滋賀大學國際學術交流暨海外移地教學計畫 

 

一、 目的: 

本行程主要透過【海外學術交流】與【海外移地教學】等主題規劃，以強化本校商學院

師生國際視野與學術水準，並針對海外移地教學進行可行性評估。 

 

二、 日期: 

104 年 11 月 9~12 日。 

 

三、 成員: 

包括臺中科技大學張宏吉教務長、教學與資源中心曾耀鋒主任與企業管理系李國瑋主任

共 3 名。 

 

四、 行程: 

1) 11/9 日 

從台灣桃園啟程至日本關西國際機場。 

------------------------------- 

2) 11/10 日 

日本京都產業大學(京都府)學術交流。 

行程： 拜會日本京都產業大學國際交流處，並與國際交流處主任與事務長，就雙

方未來互動，包括合作備忘錄簽訂(MOU)進行討論與交流。 

主題內容: 兩校學術交流現況與未來可能的交流與合作模式。 

達成效益: 透過此學術交流，將有助於促成雙方在學術研究方向擬訂與未來合作事

宜的規劃與推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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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11 日 

日本國立滋賀大學(滋賀縣)學術交流。 

行程：拜會本校姊妹校--日本國立滋賀大學副校長與經濟學部長，在既有的學術交

流協定的基礎上，洽談海外移地教學事宜。 

主題內容: 雙方主要就海外移地教學、學術研究、國際合作進行了解與交流。 

達成效益: 對於商學院海外移地教學在各事項上(包括人數、日期、課程、參訪、費

用等面向)進行具體討論。透過學術交流與校際參訪，將有助於雙方學術

水平之提升，並有助於了解未來合作互動(主要為海外移地教學)之實質

內涵與可行性。 

------------------------------ 

4) 11/12 日 

從日本關西國際機場回程至台灣。 

行程:  自日本關西國際機場返回台灣桃園。 

-------------------------------- 

茲將主要行程說明如下： 

11/10 日  

日本京都產業大學(京都府)學術交流 

此次參訪計畫第一個行程(11 月 10 日)為拜會日本京都產業大學。該學校學者曾獲

得諾貝爾獎，亦是去年日本私校在全球頂尖期刊 Nature 發表篇數最多的學校。日本京

都大學由國際交流處主任關光世准教授與事務長森洋先生等與我方進行會談。在與日本

京都產業大學國際交流處互動過程中，雙方就未來可能的合作型態進行諸多討論與交

流 。另一會談的重點則在於互相分享與借鏡彼此在建教合作計畫的推動情形。本校主

要就產學攜手合作計畫進行分享。在簡報該計畫時，日本京都產業大學教育研究開發部

田中寧教授對於本校企管系目前所執行之教育部「產學攜手合作計畫」深感興趣，進一

步深入了解後，即詢問能否將台灣目前推動之「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內容置於田中教授

預計未來將出版之「亞洲高等教育之產學與建教合作計畫」一書中。田中教授表示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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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有系統分析與比較目前亞洲諸國，包括日本、中國、韓國、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

泰國 …等各國，目前推動產學合作專班之情況，並探討亞洲高等教育產學與建教合作

專班的「過去、近況與未來展望」。唯因目前台灣尚未列入探討與比較，故田中教授擬

邀請台灣教育系統能就該專班內容進行系統性介紹與論述，以使該書所探討之亞洲高等

教育產學與建教合作計畫得以更臻完善。由此顯見教育部所規劃推動之「產學攜手合作

計畫」，在亞洲高等教育中實有一定特色與值得各國借鏡之處。 

 

 

 

 

 

 

 

 

 

 

 

 

 

 

  

 

 

 

 

 

註: 2015/11/10 攝於日本京都產業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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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日 

日本國立滋賀大學(滋賀縣)學術交流 

此次參訪計畫第二個行程(11 月 11 日)則為拜會日本國立滋賀大學。該校由副校長

三ツ石郁夫教授與經濟學部部長小倉明浩教授與我方進行會談。因滋賀大學已為我校姐

妹校，故此行主要目的係針對兩校後續合作內涵進行討論與交流，其主軸即為期能推動

「承認學分制」的商學院研究所海外移地教學，以拓展本校學生的國際視野與思維。在

會談過程中，雙方就商學院海外移地教學在各事項上(包括我校海外修課人數、修課期

程、修課課程、課程時間、參訪企業、費用分擔等面向)進行具體討論，並為商學院承

認學分制的海外移地教學推動建立起初步的共識與成果。 

 

 

 

 

 

 

 

 

 

 

 

 

註: 2015/11/11 攝於日本國立滋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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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心得  

在第一天京都產業大學的拜會行程中，可以感受到對方在國際化的推動上仍有諸

多值得我方借鏡之處，包括短期外國學生赴該校研習的整體規劃與具體細節。其次，該

校田中教授目前對於亞洲技職教育與建教合作計畫的規劃多所著墨，其經驗亦值我方思

考與學習。誠然，在雙方文化、乃至於制度框架皆有所不同的前提下，亦可感受到兩國

教育人士對技職教育與建教合作計畫認知仍有一定差距(例如田中教授即對台灣教育部

推動之產學攜手合作計畫，何以在技專端學生實習期間，學生能夠支薪感到不解)，唯

藉由雙方進一步的溝通與互動，對於彼此的深入認知與默契建立皆能產生良好的催化效

果，未來在進一步合作事項的推動上，即能因此次深入的互動與了解而事半功倍。 

其次，在日本國立滋賀大學海外移地教學的推動上，由該校副校長與經濟學部部長

親自與我方洽談商學院海外移地教學所有細節，包括來訪具體月份乃至該月第幾個星

期 ?日本企業參訪係偏好服務業或製造業?我方何時進行招生宣導? 我方前往的可能學

生人數?以及對方預計可胃納的學生人數；我方偏好的授課語言?何時應提供授課講義予

我方?何時應先簽訂雙方海外學分承認辦法 …等，可見該校在國際事務的推動上，的確

非常嚴謹且用心，除令我方印象非常深刻外，亦顯現雙方合作上一開始展現的態度積極

性與企圖心，實為後續計畫能否順利推展的重要因子之一。 

 

六、建議 

    在建議上，未來學校在推動國際化事務時，若欲落實規劃事項，例如與日本國立滋

賀大學的海外移地教學事務，事前規劃與準備一定程度上扮演著關鍵性角色。例如海外

移地教學因涉及兩校學生海外短期修課學分的承認，故除了執行端，亦即教學單位商學

院外，行政端，例如負責學分承認的教務處能否充分的合作與配合，亦為該計畫後續能

否具體推動的關鍵成因之一。具體來說，學生海外短期修課學分承認，目前學校是否有

對應的辦法與要點?另外，該辦法與要點是否與我方所洽談的內容有所扞格? 我方洽談

人必須同時對系所端的專業修課內容，以及行政端的海外學分承認相關辦法與要點，皆

有一定的認知與理解，方能在與對方討論合作事宜時，能將雙方具體的合作內容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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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未來在我方學校能順利推動與落實的基礎上。如此即可避免雙方洽談時一邊是合

作無間的氣氛，唯回到學校時，才發現因對學校整體辦法未有充份了解，而造成未來執

行時困難重重的窘境。 

例如若我校行政單位要求未來商學院海外移地教學的學分承認，須請對方開立正式

的學分承認正式證書，如此在洽談時則必須將此要項納入討論事項，以免回程後僅能透

過電子郵件討論此類重要事宜，而致使雙方進度時程受到延誤、甚至因為不易面對面討

論溝通，而產生溝通與認知的差距，甚至造成胎死腹中的遺憾。凡此皆為海外事務推動

時必須事先規劃與準備好的工作。在我校係由教務長(行政單位)與系所主任(教學單位) 

共同前往的前提下，因能同時掌握教務行政端的各種規定(如學校海外修課認定)、以及

系所教學端的具體規劃事宜(如前往研習的課程名稱、授課內容、上課時數、學制認定)，

此對於洽談過程中的各項規劃、準備與必須的回應即皆帶來具體助益。進一步言，歸國

後在後續具體事項的推動上，亦因行政單位與教學單位已有充份的理解與準備，對於未

來後續事務的具體推動，亦能產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