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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引進國外智力工作分會(以下簡稱引智分會)與臺灣財團法人高等教育

國際合作基金會(簡稱 FICHET)共同舉辦「2016海峽兩岸大學交流與合作研討會」，主題為

「海峽兩岸大學協同創新的機遇與挑戰」，臺灣高校與大陸高校交流事務主管與會，並以兩

岸高校學生交流與學位合作創新、兩岸高校人才引進與交流共用機制、兩岸高校學生管理與

服務支撐體系之議題共同討論、交流；會議地點為杭州。 

本次會議期間也與 15間大陸姊妹校交流，會議期間各校的分享意見互換，促進兩岸高

等教育相互認識、交流與合作，讓此次會議圓滿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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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加強臺灣與中國大陸高交流與合作，引智分會與 FICHET共同舉辦「2016海峽兩岸大

學交流與合作研討會」，此次朱景鵬副校長暨國際長代表國立東華大學發表兩岸高校聯盟區

域合作案例分享「高等教育聯盟整合-波隆進程到亞太經驗」。此會議進行期間也與我校和

15間大陸姐妹校問候、交流增進兩校姊妹校之情誼。 

 

二、邀請單位介紹簡介-引智分會、FICHET 

(一)引智分會 

 中高高等教育學會引進國外智力分會(簡稱引智分會)成立於12月26日；主要為中國大陸

會引進國外高端智力人員、資源的需求下而產生，在中國教育部、國家外專局和中國高等教

育學會支持下所成立的民間工作學術團體。自成立以來，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引進國外智力工

作分會的活動內容豐富，此次與臺灣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of Taiwan, (簡稱FICHET)共同舉辦

「海峽兩岸大學交流與合作研討會」已成功舉辦第三年，各個高校對此交流反應以及對諸多

兩岸高校學術交流問題進行了廣泛而熱烈的討論。 

(二)FICHET 

臺灣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of Taiwan, FICHET 2003年正式業務運作，以推展國際學術合作為宗

旨。業務範圍以協助各大學校院發展國際交流與合作事宜並籌辦國際性之高等教育研討會，

以及委託從事國際合作事宜和協助推動兩岸教育交流。此次2016海峽兩岸大學交流與合作研

討會成功推動兩岸高等教育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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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過程 

(一)出訪行程 

2016 海峽兩岸大學交流與合作研討會行程表 

日期 
航班時間 

往來地點 
行程內容 住宿/地點 備註 

12/02(五) 

第一天 

12:30-14:20 

(BR2772) 

桃園-杭州蕭

山國際機場 

長榮航空(BR2772) 

杭州蕭山機場行李轉

盤處集合，會議報

到。 

入住浙江賓館 
引智分會統一接機 

FICHET薛家明 

下午 

抵達杭州， 浙江工

業大學參訪及歡迎晚

會 

  

晚宴 浙江工業大學   

12/03(六) 

第二天 

全天 會議交流研討   

8:20 會議代表入場   

8:30-9:15 會議開幕 領導及嘉賓致辭 
主持人： 

朱疇文（復旦大學）  

9:30-10:30 

專家報告 

海峽兩岸大學協同創

新的機遇與挑戰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 

王冠璽教授        

主持人： 

徐  瑤（中山大學） 

10:45-11:45 

主題發言 

兩岸頂尖大學人才培

養合作思路與願景 

酈金梁（清華大學） 

張淑英（臺灣大學） 

主持人： 

陳貞鳳執行長

（FICHET） 

13:00-14:00 

專題討論（I） 

兩岸大學聯合推進科

研交流合作 

發言人： 

侯中懷（中國科技大學） 

徐文祥（交通大學） 

張廣翠（吉林大學） 

賈凱傑（東吳大學） 

主席： 

侯中懷（中國科技大

學）  

14:00-15:00 

專題討論（II） 

兩岸高校聯盟區域合

作案例分享 

發言人： 

朱景鵬（東華大學） 

范洪波（哈爾濱工業大學） 

陳孝行（臺北科技大學） 

譚紹濱（廈門大學） 

主席： 

朱景鵬（東華大學） 

15:20-17:20 分論壇 

議題一： 

兩岸高校學生交流與學位合

作創新 

召集人： 

高海燕 （南開大

學） 

王淑音 （文化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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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航班時間 

往來地點 
行程內容 住宿/地點 備註 

議題二： 

兩岸高校人才引進與交流共

用機制 

召集人： 

許秉瑜（中央大學） 

鈔秋玲（西安交通大

學） 

議題三： 

兩岸高校學生管理與服務支

撐體系 

召集人： 

宋春玲（山東大學） 

李佩華（淡江大學） 

17:20-17:50 
分論壇彙報 

會議總結發言 

分論壇彙報：論壇召集人 

會議總結發言：朱景鵬副校

長、夏紅衛秘書長 

主持人： 

周雲軒（華東師範大

學） 

 

 會議結束送禮品 送禮品  

12/4(日) 

09:00-16:00 杭州文化參訪   

16:00 前往機場   

19:30-21:25 
長榮航空 BR75 

搭機返回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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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交流事項 

   12月 2日(五)前往杭州，因飛機延誤起飛到達杭州已 16:00，由引智分會接機並搭車前

往浙江工業大學參訪校史館，並由當地學生志願者分享浙江工業大學校史。晚上參與引智分

會所舉辦的歡迎晚會，兩岸高校之主管、國際長等參與人數約達 70位左右，也是近年來參

與人數最多的一次，此次晚宴兩岸高校同坐席並初步認識彼此。 

   12月 3日(六)上午舉行 2016海峽兩岸大學交流與合作研討會，開場開始由浙江大學光

華法學院王冠璽教授的專家報告，以「海峽兩岸大學協同創新的機遇與挑戰」為主題，過去

王冠璽教授曾就讀臺灣高校及訪問學者，以其背景討論當前兩岸高等教育所面臨的情勢，王

教授提到『全球高校連結能力正成為創新型的經濟核心能力，以研究型大學之戰略佈局以全

面的創新改革，並以美國知名學校為例，學生可選擇在任何時候進入社會參加工作或返回學

校學習，哈佛、史丹佛大學改革傳統教學學制和專業的教學模式，打造學生學習是以開放式

去學習，並促進教育、社會、產業之間的連結互動，走在時代的需求與時代前端。』他的開

場報告也讓現場高校有很多的學習，像電腦網路的發展與人文理念的追求如何併進前進，新

科技所帶來的教育革命，其議題帶來許多的深層的醒思。 

接連下來的主題則以「兩岸頂尖大學人才培養合作思路與願景」、「兩岸高校聯盟區域合

作案例分享」及分論壇。我校朱副校所發表的主題：「高等教育聯盟整合-波隆進程到亞太經

驗」分析歐洲高等教育的困境，分享波隆納進程在歐洲的現況分析，更提到歐洲高等教育的

學生有 83%選擇學校是根據品質或學校聲譽，而學生出國學習最大的考量則是缺乏資金。進

而拉到亞太以 UMAP的困境與成效，因各地學期學制不一致，導致學生移動多為短期交流是最

大主因，以國立東華大學為例來到東華大學交換的比例大過於學生出去交換的數字，未來推

動學生流動為共同的目標。 

12月 4日(日)杭州文化參訪，以人文、歷史為主題，走訪 G20於 2016年二十國集團第

十一次杭州高峰會議，以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討論全球經濟金融治

理、推動包容聯動式發展等議題。下午搭車前往機場搭機返回臺灣。 

此次會議結集來自兩岸高校的分享，未來與兩岸之間學術的交流，不僅只是在共同的協

訂的簽約，實質的交流、學生聯合的培養、高校區域聯盟的合作更是此次會議中最重要核心

討論。以「兩岸大學人才培養合作思路與願景」、「兩岸大學科研交流與合作」等議題為主，

各大專院校分別提出各校的願景、挑戰、困難，分享各校在兩岸高校合作時所遇到的問題或

解決方案，彼此腦力激盪與激勵。希望未來能促進兩岸高校的平台，結合數位科技技術與平

台的搭建，建立有機制性的平台，兩岸高校能定期辦理交流與合作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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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得與建議 

第一次參與 2016年海峽兩岸大學交流與合作研討會受益良多，此次討論的議題有助於

學校未來的發展，並於會議期間與我校姊妹校或院際聯盟之姊妹校更進一步認識與交流，共

計 15間大陸高校：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四川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

學、吉林大學、廈門大學、武漢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南開大學、山東大

學、重慶大學、西南大學互相拜會。也與清華大學、浙江工業大學、華東政法大學、中山大

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科技大學交流，進一步討論未來與我校交流的可能性，以創新、創

業之創課程，開啟學校之間互動交流目的。 

藉此機會也與臺灣高校臺灣大學、清華大學、成功大學、交通大學、東海大學、臺北科

技大學、政治大學、中央大學、中國文化大學、臺灣科技大學、中原大學、淡江大學、東吳

大學、中山大學、輔仁大學、高雄醫學大學、聯合大學、元智大學、中興大學、FICHET有

機會認識、聚集各高校並交換意見互相交流與互動是非常難人可貴的經驗。 

建議未來成立以國際長為主的國際交流平台，整理此次會議所提出的問題、解決方法，

提供未來高校的交流、合作達到雙贏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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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剪影 

 

 

 

 

 

 

 

 

 

 

照片 1：合影：2016海峽兩岸大學交流與合作研討會合影 

 

 

 

 

 

 

  

 

 

 

 

照片 2：合影：杭州 G20高峰會議合影 

 

 

 

 

 

 

 

 

 

 

 

照片 3：12月 3日會議進行中照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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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12月 3日會議進行中照片(2) 

 

 

 

 

 

 

 

 

 

 

照片 5：12月 3日國立東華大學朱景鵬副校長暨國際長進行報告分享 

 

 

 

 

 

 

 

 

 

 

 

 

 

照片 6：12月 3日參觀浙江工業大學校史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