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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與香港嶺南大學長期合作校際交流。此行王韻教授代表周

行一校長與嶺南大學莫家豪副校長簽約，未來政大的博士生前往嶺南半年作研究

所需費用，將由嶺南大學支出。同時嶺南大學籌劃了「國際研究生夏日課程與國

際學術研討會」，王韻教授於會中發表專文”Transnational Contentious Space: Local 

Churches, Foreign Missions, Transnational Advocacy, and the Pursuit of Religious 

Freedom in China”，與其他同嶺南大學合作的眾多國家大學學者進行交流。會後

前往香港與廣東省執行個人科技部的移地研究，拜訪當地學者與民間人士，以及

相關資料收集，此行在充分運用經費下完成多項事務。感謝本校國合處、國務院

與研發處在經費、聯絡與出國事務上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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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1. 此行為台灣國立政治大學與香港嶺南大學長期合作下的校際交流活動。經本

校國合處聯絡，報請校長核准下成行。旅費由國際事務學院國合費用支持。 

2. 王韻教授代表本校與嶺南大學莫家豪副校長簽約，未來無論政大的博士生前

往嶺南或嶺南博士生前來政大作研究所需費用，將由嶺南大學補助六個月的費

用。 

3. 此行同時是一場社會政策研討會與學生工作坊。王韻個人於會中發表專

文”Transnational Contentious Space: Local Churches, Foreign Missions, 

Transnational Advocacy, and the Pursuit of Religious Freedom in China”，請見附件。 

4. 會後執行個人科技部的移地研究，充分使用經費完成多項事務。 

二、過程 

行程一：台北到香港參與嶺南大學「國際研究生夏日課程與國際學術研討會」（6

月 26-6 月 30 日） 

1. 代表本校周校長與嶺南大學莫副校長簽署博士生交換的 MOU。 

2. 代表本校參與「國際研究生夏日課程與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活動。於 7 月 27

日下午發表專題研究報告”Transnational Contentious Space: Local Churches, 

Foreign Missions, Transnational Advocacy, and the Pursuit of Religious Freedom in 

China”。 

3. 與出席的英國、美國、香港等國學者交換意見與交流。 

交通方式：飛機（機票） 

經費來源：國務院國際交流補助款 

 

行程二：香港移地研究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6 月 29 日-7 月 7 日） 

1. 訪問香港中文大學、港大與嶺南大學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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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訪問香港民間機構與社會運動人士。 

3. 蒐集相關出版品與專書。 

交通方式：公車與地鐵 

經費來源：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行程三：大陸廣東省移地研究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7 月 7 日-7 月 11 日） 

1. 訪問深圳教會。 

2. 訪問廣州教會與民間人士。 

3. 蒐集相關出版品與專書。 

交通方式：高鐵、公車與地鐵（高鐵票） 

經費來源：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三、心得 

   嶺南大學與 11 所頂尖高等院校在 2016 年 6 月 27 日首次合辦國際研究生暑期

班暨國際會議，此次會議中嶺大與來自英國、美國、丹麥、中國大陸、台灣及香

港的知名大學簽署了有關博士生交流項目的備忘錄。此外，學者、專家、高等教

育機構的管理人員以及研究生，利用同一場參加為期三天的「國際研究生暑期班

暨比較發展與政策研究」國際會議。 

    活動的結構相當有創意。此項活動由嶺大研究生部及嶺大持續進修學院統

籌，邀請高達 11 所來自亞洲、英國和美國的高等院校合作舉辦此項三天的活動，

參與者包括英國的約克大學、美國的羅格斯大學、中國內地的清華大學、北京大

學、中山大學、浙江大學、華南理工大學、華南師範大學、寧波諾丁漢大學、以

及台灣的國立政治大學和輔仁大學。地主大學利用此機會為國際學者和研究生創

造一個平臺，一方面擴大嶺大學生的國際視野，提供學生出國研究與學習的機

會，實踐博雅教育培養全人教育的目標，與對社會政策與發展實踐的熱情。另一

方面此平台讓外國學者與博士生可以利用香港與嶺大的地理優勢進行研究或是

彼此分享和交流知識。  

    嶺大副校長莫家豪教授是此次活動的靈魂人物，莫副校長目前為代理校長的

身份，投入相當大的心力擴大嶺南大學的國際與國內知名度，相對來說，其它大

型香港大學擁有更大的校園、更多的博士生，更多的國際交流經驗，對國際大學

來說應該更具有吸引力，但此次能夠聚集這麼多的學校支持這個倡議，顯示莫副

校長成功的人脈以及策略設定的成功：嶺南大學單向提供六個月的獎學金給申請

的博士生，對許多夥伴學校來說是百利無害的。同時將簽約儀式、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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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生研究方法工作坊結合在一起也讓與會來賓都認為，一趟國際旅程可以完成

這麼多的目的，在時間與資源上都是相當經濟實惠與有吸引力的。 

    嶺大在香港一直享有特別的聲譽。一方面堅持博雅教育的傳統，強調師生間

密切的學習與學生主動思考的能力，另一方面豐富的資源使每一個在學生都可以

申請獎學金出國交換學習，在嶺南國際化不是一個目標，而是一個生活的常態。

不過更有趣的是，嶺南在香港社會中的聲譽不是一個國際化的學校；相反的，人

們討論到嶺南會認為是一個「最本土化」的學校。一方面是嶺南文化研究的成就

與教職員在關懷香港本土文化上的努力，再加上近年嶺南學生在參與社會運動上

的曝光率，使得人們一談到「香港意識」或「本土」，嶺南在各大學中必然脫穎

而出。雖然這是一個吸引學生的重要因素，但這使得學校主管處在一個相對尷尬

的位置，莫副校長在擴大國際化上的加倍努力也更可以理解。 

四、建議事項 

 香港的確是一個中國研究的重要根據地，不論是從學術圈的活躍程度或是與

中國的關係都無可取代。過去大家都以香港作為進入中國大陸研究的出發點，例

如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扮演很重要的中介角色。雖然這種「橋

樑」的作用隨著大陸的開放與直接交流的發展變得不再關鍵，但「香港」本身的

重要性，尤其是中共如何處理這個「一國兩制」掌上明珠的態度與香港如何回應

這個挑戰，這些互動都會影響中共對台政策的發展，這些微妙的互動在香港眾多

大學的政治角色的變化中就可以看得出來。因此選擇與不同大學合作都有其優劣

點：過去大家重視的綜合型大學像是港大、中文大學，其學術重要性與人脈當然

是選擇合作對象的首選，但隨著香港政治社會發展的變化，港大已經身陷「政府

控制」的質疑；近期港大學生會因為抗議特首干涉副校長任命而衝擊校委會的事

件就是一個明證。中文大學被視為「百萬大道罷課」、「雨傘運動」等等社會運動

聖地，在這些事件中，學校當局、教師、與學生之間都產生了很多矛盾。我與各

校老師的談話中都得到他們對學校與香港社會未來的深度擔憂。這些矛盾與變化

可以是台灣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老師與學生們的良好研究對象，政大也應該考慮

擴大與各校、尤其是港大、中大之外的不同學校的合作，鼓勵學生與老師去交流

或訪問，以期更加深入瞭解香港的發展與對中國對外政策與「大國崛起」之外的

一種另類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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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王韻教授代表國立台灣政治大學周行一校長，同多國大學代表與嶺南大學簽

署博士生交流備忘錄。 

 

 

▲ 以「追求成為世界一流大學：亞洲博雅教育的角色」為主題的論壇，以及附

設研究生會議的「比較發展與政策研究」國際會議緊接在開幕禮後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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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吸引多名來自各地區的著名學者、專家、高等教育機構的高級管理人員

以及研究生出席參與。另外，從 6 月 28 至 29 日，研究生將會參與一系列關

於不同比較研究方法的工作坊，以及一個關於研究策略、出版和教育發展的

專題工作坊。 

 

 

▲ 王韻教授以”Local Churches, Foreign Missions, Transnational Advocacy, and the 

Pursuit of Religious Freedom in China”為題，探討中國當地教會、外國跨國倡

導與宗教自由間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