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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次出訪行程前往大陸廣西省二所高校及一所研究機構(廣西師範大

學、廣西大學、廣西社科院)進行學術拜訪。此次拜訪過程中除就目前與大

陸高校的學術發展、校務規劃、歷來合作模式進行討論外，也就未來雙方

正式簽訂學術交流備忘錄，以及日後交換學生及教師學術研究交流等面相

進行更深入的探討。此次出訪另一個任務則是就邊境貿易、觀光進行邊境

貿易、邊界觀光上的考察，學習陸方的運作模式及推動經驗。透過妥善的

行前規劃以及學術交流任務的執行，此行與大陸高校建立彼此互動與合作

的關係，將有助於本校學生前往異地實習與擴展學習眼界。另本校做為金

門縣政府重要的智庫之一，對於邊境合作上的相關議題(金門與廈門)也持

續有所關注與著墨，藉由此次出訪所得到的觀察，也可做為未來建議研擬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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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此行目的 

此次四天三夜出國行程係由國立金門大學校長黃奇博士會同副

校長陳建民博士、總務長趙嘉裕博士、觀光系主任蔡承旺博士、海邊

系主任高瑞新博士、國際系主任馬祥祐博士以及秘書室公關組蔡宗憲

博士一行，前往大陸廣西省二所高校以及一所研究機構(廣西師範大

學、廣西大學、廣西社科院)進行雙方的學術互訪。此次拜訪過程中

除就目前兩校的學術發展、校務規劃、歷來合作模式進行討論外，也

就未來雙方正式簽訂學術交流備忘錄，就往後交換學生及教師學術研

究交流等面相進行更深入的探討，收穫豐富。現階段與大陸三個學術

組織皆已有基本的共識，在未來會繼續維持互動，彼此多走動往來，

並朝正式關係建立的方向逐步邁進。未來也將以更實質的學生互動與

交流來建立起雙方交流基礎。 

 此行另一個任務則是利用有限的時間就邊境貿易、觀光進行考

察，由於廣西省位處大陸南方，與東南亞各國邊界有所接鄰，因此在

邊境貿易、邊界觀光上有寶貴經驗可供金門參考。金門做為臺灣與大

陸最為接近的縣市，其所扮演的邊界角色，以及未來進行相關政策發

展研提時，皆可以參考鄰近範例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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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術交流過程 

本次行程自 11月 7日傍晚啟程，由金門出發，夜宿廈門翔鷺酒

店。11月 8日搭乘一早班機前往廣西省桂林市，抵達後旋即展開此

次的拜訪行程。金大學術交流團第一站來到廣西師範大學，受到該校

該校校長梁宏、國際學院院長李冬梅、經濟管理研究中心劉澈元教授

等主管的熱情接待。在交流過程中先就廣西師範大學陸生以及金大學

生交換的機制進行意見交換。此行雙方並就未來洽簽學術合作備忘錄

的可行性進行討論。廣西師範大學梁宏表示，該校與臺灣多所大學已

有實質交流，但陸生對於跨海來臺學習有很高的興趣，因此推動該校

學生來金大交流一直是重點工作項目。黃奇校長表示廣西地處邊境，

且自古以來便以山水、歷史遺跡享譽國際，加上廣西師範大學的優質

學風，金大學生應該會有很強的動機來異地學習，期盼透過與大陸高

校之多元交流，帶給金大學生更多的成長契機，並擁有更多學習與交

換的機會，在大學生活多多擴展眼界。 

廣西師範大學成立於 1932年，是一所歷史悠久、學術排名領先

的學校。學校共設有二十ㄧ個學院，校內並有一個 5A級旅遊景點靖

江王城。在學術專業部分，提供多個碩博士學位授權學科，正規學生

人數達 3萬人，並與世界 40個地區、200多間學校已建立合作關係，

迄今已培養了約 30萬餘名教師。值得一提的是該校圖書館館藏紙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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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中外文期刊、電子圖書等資源數量龐大，圖書館更被確定為「全

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 

  

  

圖 1 廣西師範大學交流座談與參觀學校研發成果 

 

 此行第二站於 11月 9日搭乘動車來到廣西省南寧，於下午時分

參訪廣西大學，受到該校校長趙艷林、副校長吳志強率領國際教育院

長梁志堅等多位院長級主管與港澳臺辦公室副主任李家軍的歡迎接

待。在簡短寒暄與互贈紀念品之後，由該校副校長吳志強率領五個學

院的領導與本校學術交流團進行相關的合作討論。由於廣西師範大學

與本校所配置的科系有部分相同，因此也特別針對這些科系的學生、



 4 

師資在未來互動與往來的情況進行了解。而廣西師範大學也主動提及

未來可透過書面的方式來洽簽學術合作備忘錄，建立起兩校的情誼。 

廣西大學是中國廣西一所綜合性教學研究型大學，由知名文人馬

君武創建於 1928年，校區位於廣西南寧市。目前設有哲學、經濟、

法律、文學、理學、工學、農學、管理、教育等九大學科門類，是大

陸教育部和廣西壯族自治區共建的大學，是目前廣西歷史最悠久及規

模最大的綜合性大學。該校共有 90多個專業學科、正規學生人數高

達 4萬人，其中海外留學生約有 1,700名，校園面積高達 4千多畝。

廣西大學一直是廣西地區排名第一的大學，學校學生情況包含在校生

約 24,205人，學校教職工總數 3,722人，專任教師 1,867人，其中：

教授 324人，副教授 667人，博士學位 994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90%9B%E6%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90%9B%E6%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8%A5%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8%A5%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8%A5%BF%E5%A3%AE%E6%97%8F%E8%87%AA%E6%B2%BB%E5%8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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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廣西大學交流座談與參觀學校校史館 

 

11月 10日由於時間的關係，與廣西社科院的領導透過簡單餐敘

的方式與該院李海榮院長、盧沖主任、李明副主任進行交流。在初步

接觸中，雙方先就學校組織組成以及研究領域進行相互暸解，並屬意

未來先以社會科學領域做為兩校合作標的，持續增添金門大學國際學

術交流合作在大陸的學術夥伴。此站訪問結束後於隔日(11月 11日)

前往南寧機場搭機返回廈門，再透過小三通途徑返金，結束此次訪問

與考察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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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廣西社科院餐敘交流與參觀邊境設施 

 

參、邊境參訪過程 

廣西壯族自治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5個自治區之一。除了人

口以「壯族」為主此一民族特色外，廣西也是中國大陸少數同時具有

海洋與陸地邊界的省分，是中國大陸與中南半島的重要往來管道。其

省會為南寧市，素有「中國綠城」的美譽，曾於 2007年榮獲「聯合

國人居獎」，2013年 11月榮獲「中國最佳休閒城市」稱號。南寧並

於 2003年起，成為「中國-東協博覽會」、「中國-東協商務與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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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會」舉辦地，使得南寧成為中國大陸與東協貿易往來的重要基地，

因而該市的經濟成長表現近年來表現極為亮眼(如下圖)。 

 

單位：億元人民幣 

數據來源：《南寧統計年鑑 2011》 

 

圖 4 大陸廣西省南寧市經濟成長表現 

 

亞洲金融風暴後，東協與日本、中國、韓國，組成了 ASEAN+3

（東協加三）機制，十三個國家在經濟、文化等方面進行緊密聯繫與

共同合作。之後在此基礎上，由東協發起，邀請中國、日本、南韓、

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共同參加(俗稱“10+6”)，建構「區域全面經

濟伙伴關係」（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的目標是在消除內部貿易壁壘、創造和完善自

由的投資環境，RCEP一旦完成，將成為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集團，

擁有世界總人口約一半的市場，生產總值估計將占全球年生產總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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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目前 RCEP正在積極推進中，隨著這股發展趨勢，廣西省

未來的發展是值得密切觀察與注意。 

而本次參訪行程在邊境貿易的部分，於 11月 10日來到廣西浦

寨。本團隊除了瞭解此地之邊境貿情形，並至中越邊界「友誼關」

實地觀察。廣西邊境貿易的主要國家為越南，廣西是目前中國唯一

的沿海與沿江的少數民族自治區，具有優越的地理環境和區位優

勢，海岸線長達 1,595公里，可開發的優良港口有 21個，離越南海

防最近的水路只有 50海里。廣西省中有 17個縣市與越南交界，其

中陸地邊境線 1,020公里。廣西近年來制訂了一系列文件來鼓勵邊

貿發展。目前廣西自治區經由中國大陸政府批准，並與越南相對應

開展之邊民互市貿易點有：東興市場的楊屋、防城區的灘散、寧明

縣的板爛、憑祥市的油隘 (含浦寨) 、龍州縣那花、靖西縣的新興，

以及那坡縣的平陣等。此外，廣西陸地邊境地區國家一類口岸有：

東興 (憑祥-友誼關)、水口口岸。地方二類口岸有：峒中 (愛店-平

而關)。另外，在廣西沿海還有經國家批准的邊貿過貨口岸，計有：

北海市的石頭埠、欽州市的果子山，以及北海市的僑港。 

越南國家商貿部建議中國企業組織在越南市場最受歡迎的商品

和技術項目：其中最受歡迎的商品包括：日用百貨、中小型農機、

化工產品、輕工產品、服裝紡織品、小五金工具、藥品（包括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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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醫療器材、家用電器、加工食品、建築材料、陶瓷製品、化

肥、化工原料、通信設備、電子產品、塑膠製品、漁用機具、皮革

製品、鞋類產品、化妝品、運輸工具等。越南急需引進的技術設備

項目包括：農副產品加工技術項目、自行車、電風扇、摩托車、家

用電器制造、組裝項目、通訊設施項目、食品加工項目、化工產品

項目、交通…等。另外，越南向中國輸出的產品主要有：煤炭、廢

鐵、原木、錫、棉紗、咖啡、矽土、水產品、美術工藝品、水果、

大米等(海關綜合資訊網，2016)。 

廣西浦寨是中越邊境最大的邊貿口岸，位於中越邊界 15號界碑

近大陸之側，占地約 2.5 平方公里。在開發建設浦寨之前，這裡僅

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村寨，居住著 18 戶人家共 100 多人。中越

邊境貿易的日趨活躍，廣西壯族自治區帶動了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

的家電產品、電腦產品，江浙、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紡織品、輕工日

用品、百雜五金以及西北和華北的溫帶水果等大量出口越南和東南

亞，全國 30 個省、市、區（除西藏外），都有客商在這裡展示、

論價、成交、過貨。憑祥浦寨由此成為中越邊境線上最大、最聞名

的全國跨國商貿城之一。專業出售玉器與越南紅木製品，同時也帶

動了邊境一線的運輸、餐飲和旅遊等第三產業的發展，一個新興的

口岸城市出現在祖國南疆。自從 2002 年 5 月憑祥浦寨中越貿易市

http://baike.baidu.com/view/46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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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向靠近越南境內的新清遷移以來，新清自由貿易區內的邊貿市場

也日趨繁榮，由此而形成了一個中國商品城。到目前為止，已經發

展到 500個鋪面的規模，並且還在不斷地擴建之中。鋪面中絕大多

數是中國人在經營，大都以批發經營為主。每逢節假日，越南內地

的公務員、學生、教師都成群結隊地到新清來購買中國貨，雙休日

達到 100多輛旅遊大巴的規模，有的甚至從越南內地辦理通行證後

遠道而來，新清自由貿易區成了越南名副其實的「中越街」(維基

百科，2016)。 

據瞭解，多年前南寧到憑祥的高速公路還沒有開通，從南寧到

憑祥浦寨的路程須先坐火車再輾轉汽車，因此交通並不便利；如今

已有高速公路及其他交通網絡，十分便捷。浦寨距憑祥市區 18 公

里，與越南諒山省新清口岸經濟管理區連接。浦寨是中越邊境線上

最大的邊民互市貿易點、東南亞最大的紅木傢俱半成品市場、中國

對東協最大的水果交易市場。浦寨邊境貿易區目前有 4家大型商貿

城，2400間商業鋪面，是全國有名的國際邊貿城。邊民每人每天可

免稅進口 8000 元毗鄰國家貨物，邊境小額進出口貨物允許在此成

交 (劉國雄，2016)。走進其中一家國門大廈，裡面的越南商品很多，

紅木傢俱、紅木手工藝品、涼鞋、拖鞋、牛角梳、香水、菠蘿密等

等，本次參訪行程的老師並買了許多商品 (如圖所示)。另據廣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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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網於 2016年 7月 22日之報導，該市外貿進出口 46.8億美元，比

去年同期增長 30.3%。憑祥市以「口岸+」為抓手，發展邊貿加工、

專業市場、商貿物流、新型城鎮化、旅遊等「五個+」，加快從通

道經濟向口岸經濟轉型升級，努力實現口岸興市。 

之後參訪團隊一行人還來到了中越邊界憑祥市的友誼關，友誼

關原稱鎮南關，位於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憑祥市友誼鎮隘口村（市

區西南 15 公里處），湘桂鐵路穿越峽穀連接越南諒山，是中國和

越南之間的重要關口。自西漢始建，曾以雞陵關、大南關和界首關

為名。明初設置鎮南關；清雍正時兩旁增築城堞百餘丈，為邊防要

隘；1953年改名睦南關，1965年更名友誼關至今 (維基百科，2016)。 

友誼關坐落在中越邊境線上，素有「中國南大門」之美譽，是

中國九大名關之一，也是其中唯一一個還在使用的真正意義上的邊

關，至今已有 2000多年歷史。友誼關距離憑祥市區 15公里、首府

南寧 176公里，距離越南諒山和首都河內分別為 18公里 170公里。

322 國道終端穿過友誼關拱城門，與越南公路相接，是通往越南的

重要陸路通道和國家一類口岸。最初叫雍雞關，後改名界首關、大

南關，明朝設鎮南關。 現存的友誼關關樓是 1957年重建的。走進

友誼關，可見關樓左側是左弼山城牆，右側是右輔山城牆，就像一

條巨蟒將兩山連結起來，可謂氣勢磅礴，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關樓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A3%E8%A5%BF%E5%A3%AF%E6%97%8F%E8%87%AA%E6%B2%BB%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A3%E8%A5%BF%E5%A3%AF%E6%97%8F%E8%87%AA%E6%B2%BB%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8B%E8%B0%8A%E9%95%87_(%E5%87%AD%E7%A5%A5%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8B%E8%B0%8A%E9%95%87_(%E5%87%AD%E7%A5%A5%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98%E6%A1%82%E9%93%81%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6%8A%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6%8A%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BC%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6%9C%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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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座上原來只建有一層木結構迴廊，重建時改用鋼混結構，並加了

兩層迴廊。迴廊的四周是拱形大窗，窗欞裝飾了各式圖案，外牆為

墨綠色石米貼面，顯得莊嚴、古樸。迴廊第一層以圖片形式陳列著

鎮南關大捷、鎮南關起義和紅旗插上鎮南關的歷史。據史料記載，

友誼關始設於漢朝，1885 年，清朝名將馮子材在此痛擊法國侵略

者，取得了舉世聞名的鎮南關大捷；1907年，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此

發動鎮南關起義，親自拉響了反清第一炮。友誼關的第二層是中越

高級領導人會晤室，第三層是中國九大名關展覽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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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廣西邊境考察照片 

 

一江四湖則為廣西桂林市觀光的一大賣點，透過善用桂林當地的

觀光資源，經過適當的遊程設計與整合，提供遊客旅遊的體驗。運作

流程一般由遊覽車接至碼頭，上船遊麗江，船上則配置有導覽人員提

供解說服務。此外，船依等級可再分成一般船與豪華船。江上風景宜

人，拍照點多，主要仍以風景欣賞主。遊程中的團餐則以一般當地特

色菜主。此行並利用閒暇時間安排觀賞山水間舞蹈體操的演出，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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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呈現桂林之另番特色，也提供遊客更多的休閒娛樂選擇。門票普

通座通常要價 200元人民幣，貴賓座席要價 368元人民幣，表演以體

操為主，但空間設施的服務水準則有待提升，為一公營的設施。 

南寧為廣西省首都，居民 700萬人，相關基礎建設是廣西省發展

最為完善的一個省會。此次利用拜訪之餘參訪當地青秀山旅遊景點，

該景點是大陸 5A旅遊景點之一，號稱為南寧的肺，山高 250公尺，

遍植亞熱帶植物，並有北迴歸線通過。園區內為維持自然景觀，禁止

排碳車輛進入，可採步行或搭乘電瓶車參觀園區，與廈門鼓浪嶼的運

作形式雷同。園區內的遊程設計主要以觀景為主，包含自然造景、亞

熱帶植物、千年鐵樹等等，是一般市民與遊客郊遊踏青的去處。 

在本次行程中所參訪的觀光景點，藉由大陸經濟體的發展快速，

各項硬體建設龐大且一步到位；但服務上、人員心態上的素質尚有改

善空間。所觀察到的幾點現象中，首先觀光過程中解說導覽略少，雖

有安排但解說品質有改進空間。另服務人員的主動性較低，歷史故事

描述相對較少。其次，航空公司的安全執行程序尚可改善，曾發生人

未坐定，飛機便移動的情景。而動車內的噪音太大，講話、看影音聲

音過大，對乘客來說並不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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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 

 本次出訪與學術交流的過程，主要為造訪廣西省三個學術組織、

拜訪了廣西師範大學、廣西大學、廣西社科院，就雙方未來在學術合

作上的各項相關議題進行討論，雖然時間安排上較為緊湊，然藉由當

地旅行社協助以及良好的時間管理，順利達成此行原先設定之任務。

此次出訪也為本校與大陸廣西高校的學術交流奠下了基礎，讓學生未

來有機會能前往這些交流學校短期交換，也讓本校老師能透過管道尋

找研究合作的契機。 

 

伍、建議 

 本次出訪流程安排以及過程中所收集的相關資訊可做為後續本

校簽訂學術交流合約時程及作業安排上的參考，以持續累積相關作業

經驗。未來也可以現階段本校在大陸的合作學校為基礎，配合本校學

生的興趣與意願，持續擴展與其高校交流的機會；同時，也歡迎陸方

學生來金門大學交流，提升本校的兩岸經驗與能見度。有鑒於此次的

參訪過程，另彙整以下五點建議做為未來本校推動相關作為時的參

考。 

1.積極擴大陸生招生宣傳，並善用在地金門鄉親的助力 

2.校史館的維護與開放參觀可增添校外貴賓對本校之認識 

3.非 211或 985陸方學校在交換時於學分承認上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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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進行學生交換時應讓雙向對等交流，而非僅有單方前來 

5.持續與大陸高校保持雙向交流，擴展本校與陸方高校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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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廣西參訪行程相關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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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學校介紹與近期資訊收集 

廣西師範大學是廣西壯族自治區重點大學，坐落在世界著名山水

旅遊名城、歷史文化名城桂林市。學校現有王城、育才和雁山三個校

區，占地面積 4100多畝。館藏紙質圖書 272.64萬冊，中外文期刊 5573

種，電子圖書 15,360GB，圖書館被確定為「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

校訓尊師重道 敬業樂群。 

學校現有 28個二級學院（含一個獨立學院—灕江學院）和 28個

校屬研究所。廣西師範大學的前身為廣西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創辦於

1932年 10月 12日。1936年，廣西師範高等專科學校併入廣西大學，

成為廣西大學文法學院（後稱法商學院）。1941年 10月，重建廣西

師範高等專科學校，1942年 4月改名為廣西省立桂林師範學院，1943

年 8月又改名為國立桂林師範學院，1946年 2月遷址南寧並改名為

國立南寧師範學院。1950年 2月，國立南寧師範學院併入廣西大學，

成立廣西大學師範學院（後稱文教學院）。1953 年，全國院系調整，

廣西大學奉命撤消。同年 8月，根據教育部關於全國院系調整的計

劃，以原廣西大學文、理各系了留下的部分教師及師範專修科全體學

生為基礎，在廣西大學原址（桂林市將軍橋）組建廣西師範學院，1954

年校址遷入桂林市王城。1976年在桂林市東郊三里店增設分部。1983

年 5月 28日，廣西師範學院更名為廣西師範大學。2005年 12月 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8%A5%BF%E5%A3%AE%E6%97%8F%E8%87%AA%E6%B2%BB%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82%E6%9E%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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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桂林市雁山區雁山鎮建設雁山校區，2007年 10月 7日投入使

用。 

抗戰時期學校雲集，薛暮橋、陳望道、林礪儒、黃現璠、歐陽予

倩、譚丕模、陽翰笙等一大批國內外知名人士和專家學者，名家薈萃，

陣容盛極一時，成為抗戰時期大後方著名的三所高等師範院校之一。

學校是廣西具有博士授予權的 3所高校之一，擁有 3個博士後科研流

動站、2個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12個博士學位授權二級學科、22

個碩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150個碩士學位授權二級學科、11個專業

碩士學位授權點和 71個全日制普通本科專業。有 18個廣西（高校）

重點學科，學科專業涵蓋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

學、理學、工學、農學、管理學、藝術學等 11大門類。 

學校有王城、育才、雁山 3個校區，校園面積 4100多畝。王城

校區位於桂林市中心的靖江王城，是國家 5A級旅遊景區。育才校區

位於桂林國家高新技術開發區，目前是學校的主校區。廣西師範大學

招收本科生、碩士、博士研究生及留學生等類學生。現有全日制本科

生 21,137人，博士生 110人，各類全日制碩士研究生 5305人，各類

留學生 1,800多人，函授、進修生等 10,000餘人。學校在職教職員工

2342人。現有專任教師 1,417人，其中具有高級職稱 763人，占 54%，

具有碩士（含）以上學位 1,110人，占 7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6%9B%E6%9A%AE%E6%A1%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88%E6%9C%9B%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7%A0%BA%E5%84%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4%E7%8E%B0%E7%92%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9%98%B3%E4%BA%88%E5%80%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9%98%B3%E4%BA%88%E5%80%A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0%AD%E4%B8%95%E6%A8%A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3%E7%BF%B0%E7%AC%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82%E6%9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6%E6%B1%9F%E7%8E%8B%E5%9F%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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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大學是中國廣西一所綜合性教學研究型大學，由首任校長馬

君武創建於 1928年，位於廣西南寧市。現設有哲、經、法、文、理、

工、農、管、教等九大學科門類，是中國教育部和廣西壯族自治區共

建的大學，是目前廣西歷史最悠久及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大學[1]。 

1928年 10月，中華民國的教育家馬君武創辦省立廣西大學。1930

年，在梧州創辦理學院，1932年，開設農學院，工學院。1936年，

合併省立師範專科學校（桂林雁山公園）；5月，設立文法學院（後

改法商學院），朱佛定為廣西大學秘書長兼文法學院院長(校本部)統

轄各學院。後法商學院與省立醫學院合併，開設醫學院（1937年改

為廣西軍醫學校，今廣西醫科大學），並將理學院、工學院合併為理

工學院，院址遷往桂林良豐雁山公園；農學院遷往柳州。1939年，

改名為國立廣西大學。1946年，在先後遷址至貴州、柳州後，農學

院遷往桂林良豐雁山公園，理工及法商學院遷往將軍橋。1948年，

設置文學院。1950年，合併國立南寧師範學院，設師範學院（後改

文教學院）。1952年，農學院改為廣西農學院（後遷南寧，並改名

為廣西農業大學）。1953年，停辦，文、理、師範科，另設廣西師

範學院（今廣西師範大學）。1958年，在南寧恢復重辦廣西大學；

另辦廣西工學院（後併入）。1985年，位於柳州的分校獨立為新廣

西工學院（柳州）。1997年，與廣西農業大學合併，組成新的廣西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90%9B%E6%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90%9B%E6%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8%A5%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8%A5%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8%A5%BF%E5%A3%AE%E6%97%8F%E8%87%AA%E6%B2%BB%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8%A5%BF%E5%A4%A7%E5%AD%A6#cite_note-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90%9B%E6%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82%E6%9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82%E6%9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B1%E4%BD%9B%E5%AE%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8%A5%BF%E5%8C%BB%E7%A7%91%E5%A4%A7%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B3%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B3%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1%82%E6%9E%97%E5%B0%86%E5%86%9B%E6%A1%A5&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8%A5%BF%E5%B8%88%E8%8C%83%E5%A4%A7%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8%A5%BF%E5%B7%A5%E5%AD%A6%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8%A5%BF%E5%B7%A5%E5%AD%A6%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9%BF%E8%A5%BF%E5%86%9C%E4%B8%9A%E5%A4%A7%E5%AD%A6&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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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至今。廣西大學一直是廣西地區排名第一的大學[2]。（截止 2005

年 12月）學生情況，在校生 24,205人，其中本科生 19,879人，碩士

生 4,145人，博士生 181人，在校留學生 281人。教職工情況，學校

教職工總數 3,722人，專任教師 1,867人，其中：教授 324人，副教

授 667人，博士學位 994人，博士生導師 55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8%A5%BF%E5%A4%A7%E5%AD%A6#cite_not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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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西社會科學院成立於 1977年 9月，是自治區人民政府直接領

導的哲學社會科學綜合研究機構，現有 11個科研所即東南亞研究

所、哲學研究所、區域發展研究所、工業經濟研究所、數量經濟研究

所、農村發展研究所、民族研究所、社會學研究所、文化研究所、臺

灣研究中心和當代廣西研究所；2個科輔部門即資訊中心和院刊編輯

部；5個行政部門即辦公室、人事處、科研處、黨群處和後勤處。主

管主辦 4個學術刊物即《學術論壇》、《東南亞縱橫》、《經濟與社會發

展》和《沿海企業與科技》。每年編輯出版廣西經濟、社會、文化和

對外開放等系列藍皮書 10～12本。截止 2014年底，全院在職人員

135人，其中副高以上職稱 68人，擁有國家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 4

人、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19人、自治區有突出貢獻科技人

員 6人、廣西優秀專家 9人，入選自治區“新世紀十百千人才工程”

第二層次人選 7人；有自治區政府參事 2人、文史館員 3人、八桂學

者 1人、自治區特聘專家 1人。建院以來，承擔國家級課題 79項，

省部級課題 133項，獲國家“五個一”工程獎 3項。獲歷屆廣西社會科

學優秀成果獎共 365項，其中一等獎 13項、二等獎 154項、三等獎

198項。從 2008年至 2014年間獲廣西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 91項，

其中一等獎 5項、二等獎 29項、三等獎 57項。近年來，在自治區黨

委政府的正確領導和自治區黨委宣傳部的關心指導下，廣西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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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積極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努力當好自治區黨委政府的“思想庫”

和“智囊團”，為推動廣西與全國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造成為西

南、中南地區開放發展新的戰略支點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李海榮   黨組書記、院長 

謝林城   黨組副書記、副院長 

劉建軍   黨組成員、副院長 

黃天貴   黨組成員、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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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學術參訪行程 

 

 行    程 遊    覽    景    點 餐食 酒   店 

11/7 金門/廈門 接船晚餐後入住酒店 無 翔鷺有窗房或同

級(準五) 

11/8 廈門/桂林 

MF8403(0715/0855) 

早晨飛桂林 拜會廣西師範大

學 

午餐 

晚餐 

大公館或同級 

(準五) 

11/9 桂林/南寧 早餐後搭乘動車前往南寧(約

2.5H)，下午拜會廣西大學 

午餐 

晚餐 

永恆朗悅酒店或

同級(準五) 

11/10 南寧/憑祥/南寧 

 

參訪友誼關、紅木市場、浦寨

商城；與廣西社科院餐敘 

午餐 

晚餐 

永恆朗悅酒店或

同級(準五) 

11/11 南寧/廈門/金門 

MF8360(1320/1515) 

南寧班機返回廈門，轉小三通

回金門 

機上餐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