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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參訪為期四天(11/29-12/2)，由本校謝漢萍教授、周世傑國際長、客家文

化學院張維安院長、管理學院黃宜侯主任及教務處鄭欣怡專員，於四天內分別拜

訪姐妹校中山大學及廈門大學、華南理工大學、福州大學等四間頂尖學府，進行

學術交流拜會及「NCTU Day」教育說明會活動。 

主要參訪行程皆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與學校行政單位、港澳台事務辦公室

代表與學校研究學者會面，透過洽談希望加強原有的學術合作交流外，更希望能

拓展師生互訪、交換學生的交流機制。第二階段為進行「NCTU Day」教育說明

會活動，除了進行學術演講外，也與學生面對面的互動交流。 
此次參訪四所大學均達成雙方共識並表達深切合作意願，在此行會面交換意

見所獲得的共識基礎下，將持續推進並深化和各校間多面向的學術交流合作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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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一、 目的 

為促進及加強本校與大陸頂尖學府之交流與合作，本校由謝漢萍副校長領軍

國際處及各相關領域教授於 104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 日率團至大陸 4 間知

名高校參訪，除增進雙方合作交流，並拓展本校學生赴大陸學習之機會。 
本次參訪團一行 5 人，前往兩間姐妹校：中山大學、廈門大學參訪，並參訪

華南理工大學、福州大學，在短短四天內走訪大陸 3 個城市且拜會 4 間高校。 
同時，藉由本次參訪於 4 間學校進行「NCTU Day」講座活動，除講授「全

球客家的浮現」及「生活中的經濟學」學術性專題演講外，也簡介交大及陸生來

臺就讀機會，並介紹本校交換生及暑期課程（Summer Program）資訊，使大陸學

子更能進一步了解交通大學，進而延攬優秀陸生至本校學習，提升來校就讀陸生

質量。 
 

二、過程 

（一）11 月 29 日 
本校代表團由謝副校長領軍周世傑國際長、客家文化學院張維安院長、管理

學院黃宜侯主任及教務處鄭欣怡專員等 5 人下午自桃園國際機場搭乘班機前往

廣州白雲機場，因為航班關係，抵達廣州已接近傍晚，由中山大學港澳台事務辦

公室王琅科長接機並安排交通前往中山大學科技交流中心中大凱豐酒店。因下班

時間交通堵塞，從機場至市區還須一個多小時車程，抵達酒店後，我校代表團準

備隔日參訪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相關事宜。 
 
（二）11 月 30 日：中山大學 

11月30日起進行正式訪問。本校訪問團一行由謝副校長領軍周世傑國際長、

客家文化學院張維安院長、管理學院黃宜侯主任及教務處鄭欣怡專員等 5 人於

30 日 10:30 左右，出發至中山大學演講及參訪。 
中山大學是中國大陸教育部直屬全國重點大學，並位列 985 工程和 211 工程

之中。學術影響力進入 ESI 世界前 1%的學科領域數 17 個，在中國高校排第 2。
中山大學目前有廣州南校區、東校區、北校區和珠海校區。新建深圳校區預計

2018 年 9 月正式啟用，啟用後中山大學將形成廣州、珠海和深圳「三地五校園」

的新格局。中山大學自 2009 年即與我校簽署 MOU 及交換學生合約，兩校往來

密切，目前正在續約中。 
原本安排的交流會談行程，因魏明海副校長臨時有要務須處理，行程調整至

午餐時一併交換意見。本校訪問團於 10:40 左右，於文科樓教室進行「NCTU Day」

的講說，由謝副校長主持，並由周國際長向該校學生介紹本校發展現況，接著分

別由張院長演講「全球客家的浮現」及黃主任演講「生活中的經濟學」，同時介

紹本校客家文化學院及管理學院，之後由鄭專員介紹大陸籍學生來台就讀方式和

申請程序，整體講座時間約 1.5 小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8D%E7%82%B9%E5%A4%A7%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985%E5%B7%A5%E7%A8%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11%E5%B7%A5%E7%A8%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11%E5%B7%A5%E7%A8%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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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說結束後，本校訪問團步行至該校餐廳用餐。中午由魏明海副校長、港澳

台事務辦公室黄瑞敏副主任、微電子學院楊柏儒副教授、港澳台事務辦公室港澳

台科鄭夢婕科員與本校訪問團一同共進午餐。魏明海副校長談及中山大學將於深

圳的光明新區成立新校區，佔地約 5,000 畝，預計 2018 年正式運作，將招收 16,000
名以上學生，深圳市政府預計挹注經費超過一半以上，目前規劃以工科、醫科為

主，也有文理科系所，未來規劃將會接管及興建當地醫院，期望以此作為更進一

步合作的契機，促使兩校交流能更加熱絡。謝副校長特別強調，因本校過去參與

新竹科學園區的發展有相關經驗，深圳校區的規劃和產業對接有密切關係，如有

所需要本校亦能提供協助，魏副校長表示感謝，並提到會後將另外轉寄深圳校區

規劃要點。 
 

  
左圖：說明會與同學們互動分享 右圖：學生專心聆聽 

  
左圖：謝漢萍副校長與魏明海副校長互贈紀念品；右圖：全體合影 

 
（三）11 月 30 日：華南理工大學 

於中山大學用完午餐之後，即前往華南理工大學，兩校距離約 30 分鐘車程。

華南理工大學也是中國大陸教育部直屬的全國重點大學，為 985 工程、211 工程

大學，前身為中山大學理工學院，以工見長，並於 2014 年成立醫學院，目前有

五山校區及大學城校區，是理工結合，管、經、文、法、醫等多學科協調發展的

綜合性研究型大學。華南理工大學目前為大陸地區卓越大學聯盟(E9)學校之一，

E9 成員包含北京理工大學、東南大學、大連理工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華南

理工大學、天津大學、同濟大學、西北工業大學、重慶大學 9 所大陸理工名校，

皆為大陸地區具有理工特色的重點綜合性大學。 

華南理工大學過去和本校沒有簽署過任何相關合作合約，但每年皆有華南理

工大學畢業生赴本校就讀碩士學位，此行本校訪問團代表學校首次赴華南理工大

學參訪，目的即在洽談更密切的學生及學術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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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訪問團依行程安排，於 15:00 左右於勵吾樓講學廳與邱學青副校長、港

澳台事務辦公室王慶年主任、港澳台辦公室黃非副主任、經濟與貿易學院國際貿

易系陳羽主任及新聞傳播學院儲冬愛教授商談兩校交流合作事宜。 

席間邱副校長表示因為華南理工大學加入 E9，所以相當期待能夠和台灣聯

合大學系統學校合作，謝副校長強調，因本校與德國 TU9 理工大學聯盟目前正

在洽談兩個系統間的相互合作已有相關經驗，也希望未來能有機會與 E9 聯盟學

校有更多合作。邱副校長同時提到本校推動 MOOCs 非常具有成效，希望能夠借

鏡本校推動成功經驗，做為華南理工大學建置 MOOC 平台參考。 

另外華南理工大學於新聞傳播學院下設有客家文化研究所，教師專業涉及文

史哲及新聞傳播領域，和本校客家文化學院情況相似，也有相對應的研究領域，

所以也希望未來能夠更積極的促使兩校有更多實質性交流和對話，鼓勵相關師生

團隊圍繞雙方共同興趣的客家文化議題在廣東開展有關的研究和課題實踐。 

席間兩校也談到應建置雙聯學位及加強合作項目，邱副校長表示華南理工大

學有開設全英學分課程，有意邀請本校光電、弱電學科教授講授全英學分課程；

同時希望加強兩校在弱電領域的交流。會談至 16：00 左右結束，雙方皆認為有

進一步加強交流的必要，希望 2016 年 9 月即能有第一批交換學生到兩校學習。 

之後前往 31 號樓教室接續進行「NCTU Day」的講說，同學對於客家文化研

究及來臺交換很有興趣，提問相當踴躍，活動大約 17:50 結束，結束後同學們還

繼續詢問教授們相關事宜。 

 

  
左圖：謝漢萍副校長與邱學青副校長互贈紀念品；右圖：兩校人員合影 

  
左圖：說明會現場 右圖：學生踴躍提問 

 
（四）12 月 1 日：福州大學 

本校代表團於 12 月 1 日上午 9 時許搭乘飛機往福州長樂機場，約於上午 11
時抵達福州，由福州大學港澳臺辦公室林輝先生接機並安排交通前往福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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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大學是中國大陸 211 工程重點建設大學之一，目前有旗山、怡山、銅盤

和廈門集美、鼓浪嶼等多個校區，是一所以工為主、理工結合，理、工、經、管、

文、法、藝等多學科協調發展的重點大學。福州大學曾於 2010 年與我校簽署

MOU，惟於 2014 年到期後兩校尚未進行續約作業，此行本校訪問團代表學校首

次赴福州大學參訪，目的即在洽談續約及推進學術合作事宜。 
本校訪問團依行程安排，於 14:00 左右於圖書館會客室與王健副校長、科技

處郭太良處長、港澳台事務辦公室林少駿副主任、人文學院黨委書記李海榕、人

文學院鐘伯清副教授、經管學院唐振鹏副院長會面交流。本校和福州大學經一小

時左右的交談，雙方所達成之共識如下：盡速簽署 MOU 及交換學生合約，兩校

同意名額比照以往 MOU 協議內容，以 5 個名額做規劃；同時王健副校長請該校

科技處及港澳台事務辦公室規劃試做，由我校之管理學院及客家文化學院與福州

大學之經管學院及人文學院做為合作試辦點，落實兩校間本科生、研究生互相培

養以及教師科研交流活動。 
之後前往圖書館明德廳接續進行「NCTU Day」的講說，現場約有一百多位

同學熱情參與，同學對於來臺交換很有興趣，提問相當踴躍，現場氣氛熱絡。說

明會大約於 16:10 結束，由於福州大學距離福州南站高鐵站約有一小時車程，為

避免遇到下班交通堵塞，只能結束該天於福州大學拜會之行程，驅車前往福州南

站搭乘高鐵前往廈門，約於晚間 8 點左右進駐酒店。 
 

  
左圖：謝漢萍副校長與王健副校長互贈紀念品；右圖：兩校人員合影 

  
左圖：說明會現場 右圖：學生熱烈發問 

 
（五）12 月 2 日：廈門大學 

廈門大學是中國大陸教育部直屬的全國重點大學，也是 985 工程、211 工程

重點建設大學，為一所學科門類齊全、在國際上有廣泛影響的綜合性大學。廈門

大學目前有思明校區、漳州校區、翔安校區，另於 2014 年 7 月起動工建設馬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11%E5%B7%A5%E7%A8%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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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亞分校，預定於明年 9 月正式招生。廈門大學與我校自 2009 年以來，陸續簽

署 MOU、交換學生合約及雙聯學位等多項協議，兩校交流往來相當密切，兩校

學生申請交換的人數也相當多，目前 MOU、交換學生合約正在續約中。 
本校訪問團依行程安排，於 9:00 左右與詹心麗副校長、國學研究院陳支平

院長、經濟學院方穎副院長、馬克思主義學院周雪香副教授、港澳台事務辦公室

張勝強副主任、教務處學務科陳鈞宇副科長及港澳台事務辦公室韓曉燕副科長商

談兩校交流合作事宜。 
席間，除了洽談未來共同合作推動學生交換及學術交流事宜外，廈門大學港

澳台事務辦公室提及雖然已經簽署雙聯學位協議，但實際運作上遇到學籍註冊問

題，也就是臺灣學生仍須透過聯考(港澳臺聯招)入學，無法直接審核錄取，以致

無法正式施行。兩校商討後，決議比照本校與北京大學及浙江大學雙聯學位運作

模式，共同研議突破及解決問題方式。 
之後，本校訪問團利用登機前剩餘時間，驅車前往距離思明校區 30 分鐘車

程的翔安校區參訪，翔安校區經過整體規劃開發，建築物和思明校區同採紅瓦斜

頂設計，並納入太陽能發電巧思。翔安校區以發展醫學、生命科學與技術等應用

科學為主，校園幅員廣大，2012 年 9 月第一批師生入駐翔安校區，最終的辦學

規模約為 3 萬人。 
結束廈門大學的訪問行程後，本校代表團前往廈門高崎國際機場搭機，於晚

上 7:00 左右返抵台北松山機場，結束為期四天的訪問行程。 
 

  
左圖：謝漢萍副校長與詹心麗副校長互贈紀念品；右圖：兩校會談 

  
左圖：謝漢萍副校長致詞勉勵 右圖：說明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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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 

本次參訪大陸 4 所高校，有 4 項心得：1.大陸對高等教育資源的投入，近年

與日俱增，不論經費、員額、空間等皆大幅成長，包括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的補

助，以人均而言已超過國內學校之平均水準。2.大陸高校的學生，對前來台灣學

習訪問具高度興趣，對台灣的教育水準多半相當肯定，也對台灣的風土民情希望

有所深入了解。3.本次訪問的高校中除華南理工外，皆有醫學院及附屬醫院，對

其學校的競爭力有明顯加值，且對其學校的能見度亦大有助益。4.本次所訪問高

校的學生素質極佳，以福州大學為例，雖是本次唯一不是 985 工程的學校，然所

招考的學生介於福建區會考前 3%-7%的學生，而以福建區會考總人數 50 萬以上

來看，福州大學的學生皆為一時之選。 
同時，於 4 所學校的拜訪中，留下了幾個比較清楚的記憶：1.規模：由於中

國人口的因素加上大學之間的整併，所拜訪的四個大學在個方面都有相當大的規

模，在人數、面積、經費、校區各方面都相當的「大」。臺灣在面對這樣的局勢，

應細思量因應之道；2.企圖心：從所接觸的行政人員、學校領導、教研人員，都

可以感覺到一股企圖心，臺灣一些比較優位的地方，這些學校都表現出虛心學習

的企圖心，臺灣的優勢還領先多少？這是時刻需要反省的地方，臺灣的學生學習

的積極度似乎弱了一些，建議鼓勵臺灣學生多瞭解中國大陸的發展近況；3.逐漸

拉近：中國大陸在許多方面，與臺灣逐漸拉近，薪資、校園、穿著、交通，也有

走到臺灣前面的項目，例如硬體建設、科研預算、世界接軌等等，臺灣需要思考

的是，我們吸引中國大陸的學者與學生來交流或學習的誘因在哪裡？我們應細心

經營臺灣的優勢與優質的傳統。 
 因此，本次參訪建議落實與 4 所參訪學校學術交流合作關係如下：1.與中山

大學續談合作，討論雙聯碩/博士學位或共同論文指導之合作可能性。2.與華南理

工大學新建立學術交流與交換學生合約，以開啟兩校首次學術合作。3.與福州大

學續簽學術交流合約，並新建立交換學生合約，以促成雙方學生交流。4.在與廈

門大學的雙聯合約基礎上，擬拓展理工領域之研究生論文共同指導協議，以落實

雙邊學術合作。 
另外，本次參訪有 3 項建議：1.我國對高等教育資源的投入實應加強，以維

持基本的競爭力，並應整併各校，讓單一學校具一定的規模，強化經費使用的綜

效。2.本校應尋求合併醫學院及建設附屬醫院的可能性，一方面可強化生技領域

的發展，另一方面能成為一所全方位的綜合大學。3.本校可多鼓勵學生至大陸姐

妹校學習訪問，與研議華語教學的暑期課程及帶領臺灣學生參訪中國大陸教研機

構的可能性，一來增進學生對大陸教育環境的認識，二來增加兩岸學生的互相了

解，對兩岸高等教育的合作和社會的交流應有所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