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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出國主要與為參加西南大學組建 10 周年暨辦學 110 周年校慶，並與本校

位於重慶之姊妹校包含重慶大學及西南政法大學等三校進行交流。 

  本校由黃肇瑞校長、施明昌國際長及國際事務處學術交流組校聘組員李依恬小

姐同行，扣除交通時間，參加校慶大會、與另外兩校會談及文化參訪共 5天，交流

期間鼓勵雙方學生以不同形式來臺交流。 

  交流形式有： 

  -寒暑假學生參訪團 

  -交換生及自費交換生 

  -職員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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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一)計畫目標：本次出國主要目的是參加西南大學組建10周年暨辦學110周年校慶，

並與姊妹校重慶大學及西南政法大學進一步討論師生交流之各種形式，促進與各校

間學生交流。 

 

(二)主題：參加西南大學組建10周年暨辦學110周年校慶暨參訪大陸地區大學校

院。 

 

(三)緣起：本校於105年初受西南大學邀請參加該校組建10周年暨辦學110周年校慶，

本校安排黃肇瑞校長率國際事務處施明昌國際長及李依恬校聘組員一同參加，並藉

此機會安排拜訪關係友好之重慶地區姊妹校，促進校際交流。 

 

(四)達成事項： 

  1.參加西南大學組建 10周年暨辦學 110周年校慶。 

  2.將與西南政法大學籌辦職員培訓及學生暑期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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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第一天4/17：早上自小港機場經香港轉機至重慶，由西南大學安排的志工接機，

並於晚上 17:00參加”西南大學組建 10周年暨辦學 110周年校慶國(境)外友校代表

團歡迎會”，這次與會的外賓共有從12國到來的59位西南大學姊妹校或駐館代表，

本校黃肇瑞校長也於會上致詞。晚上是該校本次校慶的重頭戲”文藝晚會”，由學

生自編自導自演，為這一次的校慶帶來一波高潮。 

 

  第二天 4/18：上午參加西南大學組建 10 周年暨辦學 110 周年校慶大會，主要

來賓有該校傑出校友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還有塔斯馬尼亞大學的校長 Paul Johnson。

下午我們跟一些交換生見面座談，大部分都是 105 學年度上學期要到本校交換的學

生，另外還有兩位是已經來過本校現在回到西南大學的學生。 

 

  第三天 4/19：由西南大學安排重慶地區文化參訪。上午參觀大足石刻，地點位

於中國西南部重慶市大足區境內，是唐末宋初時期的摩崖石刻，以佛教題材為主，

其中以寶頂山摩崖造像和北山摩崖造像最為著名。大足石刻是中國著名的古代石刻

藝術，1999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下午參觀洪崖洞，該景觀擁有 2300多年的歷

史，地點位於重慶直轄市核心商圈滄白路，長江、嘉陵江兩江交匯的濱江地帶，坐

擁城市旅遊景觀、商務休閒景觀和城市人文景觀於一體。以具巴渝傳統建築特色的

“吊腳樓”風貌為主體，依山就勢，沿江而建，直達江濱。晚上則到南山一棵樹觀

景園，地點位於重慶市南岸區南山上，於 2003年 7月建成，觀景園內包括一棵樹觀

景亭和野外休閒區。 

 

  第四天 4/20：早上參訪重慶大學，該校為中國 985.211重點學校，自 1929年

開始辦學。我們抵達的是舊校區，在工學院旁還有抗戰時期被轟炸的紀念碑，其歷

史性可見一斑。該校周緒紅校長見面，周校長是工學博士，專業領域是土木結構，

第二個參觀的是該校的材料學院，該學院設有鎂合金研究中心以及電鏡中心，都是

重點實驗室，他們也自己研發設備，準備專利認證。下午參訪西南政法大學，該校

是中國五所政法專業大學中的其中一所，想當然爾最令他們驕傲的就是在中國司法

界的法官跟檢察官們，不過他們說現在畢業校友們對於公職已經不再那麼嚮往，反

而對於律師這個職業有比較大的興趣。之後與付子堂校長以及孫長明副校長及其他

校務同仁進行座談會。 

 

  第五天 4/21：搭乘上午的班機自重慶返回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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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得： 

 
本次出訪參加了西南大學組建 10周年暨辦學 110周年校慶的系列活動，期間與

西南大學在臺灣以及其他國家的姊妹校進行交流，包括加拿大的溫莎大學、澳洲的

西澳大學、臺灣國立中興大學以及東吳大學。我們也發現西南大學對於拓展國際關

係非常積極，例如本次校慶系列活動中有西南大學與澳洲的西澳大學及塔斯馬尼亞

大學共同設立的西塔學院之揭牌儀式，該學院採用菁英人才培養教育模式，配備國

際化的教學團隊和管理服務團隊，採用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學法，打

造學院群創空間、大學生創新創業基地、創客咖啡等平臺，由於中國大學的教學較

注重理論知識的傳授，澳洲大學的教學則注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該學院取兩者

之長，致力於培養具備全球就業能力的創意菁英。學院學生可以選擇多樣化出國，

該學院也提供便捷的留學諮詢服務，能為學生節約更多時間和經濟成本。目前設有

經濟學、生物技術、電子資訊工程和食品安全四個專業。目前臺灣的大學中還沒有

這樣的合作模式，但從校級的合約開始促進師生交流，並且規劃教師短期的密集課

程，以這樣的方式漸進，希望未來也能建立這樣的共同辦學學院。 

在參訪西南政法大學時，付子堂校長提出目前兩岸高等教育交流的一個趨勢，

除了師生的互訪之外，交流人員也漸漸擴展至行政團隊。為因應現在高等教育的多

元性，行政方面也需要更多元的人才跟訓練課程。他們希望往後兩校能夠增加在行

政團隊方面的互訪與交流，本校也表達樂意承接訓練課程之意，因先前本校就有執

行過這樣的計畫。尤其西南政法大學為法律相關專才培養的大學，而本校設有南臺

灣地區唯一的法學院，在專業方面可充分對應，希望本次拜訪結束後能夠盡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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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事項： 

 
(一)、學生交流應以多種形式同步並進，除短期研修外，寒暑期專班應針對學

生需求開班並以重點學校為招生主力，另應推動教師間之交流，帶動教師促成

學生成團出國交流參訪之風氣。 

 

(二)、研擬未來與歐、美、澳大學聯合辦學之可能性，先從少數課程做起，讓

未能有機會出國研修學生接受不同文化之教育方式。 

 

(三)、發送學位研究生相關資訊予大陸高校，以期達到本校招生滿額目標。 

 

(四)、除師生交流外，建議兩岸間交流可增加行政團隊交流機會，以短期一周

至兩周的研習課程為主。 

 



 

附錄—、參訪與交流照片： 

 
4/17 西南大學校慶友校代表團歡迎會 

 

4/18 與西南大學研修生座談 

 

 

4/19 於大足石刻與其他外賓合影 

 

4/20 重慶大學周緒紅校長贈送紀念品 

 

 
4/20 與西南政法大學樊勇書記會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