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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泰國清邁湄洲大學與中興大學素有深厚友誼與實質交流。一月初，本校校長

受該校副校長 Weerapon Thongma 之請，邀請參加二月下旬在泰國清邁由該校所

主辦的國際性「農業東協大學網絡論壇（Agriculture ASEAN University Network 

Forum on Sufficiency Economy Philosophy: The Concepts through Applications）」。因公

務繁忙，薛校長乃裁示由本校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副院長申雍教授與我（國際事

務處副國際長）代表中興大學於 2017 年 2 月 20 日前往清邁參加盛會。 

與會除了該校代表外，更有來自臺、泰、印、馬、菲、寮、柬、緬八個國家

26 所大學院校 47 位國際代表出席。在兩天活動中藉由專題演講與討論，透過

ASEAN 的平台與多所非邦交國知名農業大學代表聯誼，本校兩位代表實質參與

相關校際合作與永續農業發展的議題，對於國際交流與平台籌建提供中興大學參

與經驗分享，也與國內友校以及若干理念接近的學校代表有所溝通，對於後續推

動雙校在議題上的交流，裨益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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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自從 2011 年與泰國清邁湄洲大學建立伙伴學校關係後，中興大學與該校及

一直在農業等專業領域，建立有深厚友誼，兩校的實質交流一直不斷。 

今年初本校薛校長受該校副校長 Weerapon Thongma 之邀，參與由該校所主

辦的「農業東協大學網絡論壇（Agriculture ASEAN University Network Forum on 

Sufficiency Economy Philosophy: The Concepts through Applications）」，擬就泰方

感興趣的永續農業發展領域，在東協各國主要農業大學間建立平台，就相關議題

進行更聚焦的研究與交流。 

但因校務繁忙，校長乃裁示由本校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副院長申雍教授與我

代表中興大學於 2017 年 2 月 20 日前往清邁參加盛會，除了感謝湄洲大學校方誠

摯邀請與多年的合作外，也希望透過此一機會參與東協各國之主要農業大學的活

動，爭取臺灣學術研究在東南亞相關農業領域的參與地位，積極在國際舞台曝光，

以展現臺灣各大學在農業研究領域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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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參加農業東協大學網絡論壇表 

日期 時間 活動 

02/20 
（一） 

07:40  桃園機場搭機經曼谷轉機前往清邁 

14:25 抵達清邁國際機場 

15:30 抵達飯店 

18:30 泰方湄洲大學歡迎晚宴 

02/21 

（二） 

08:30 出發前往湄州大學 

09:30 大會開幕式 

09:45 
上午專題報告：1. 永續農業的哲學：永續發展；2. 永續
思考：泰國給予世界的贈禮。 

12:30 中午餐宴 

13:30 
下午專題報告：透過農業大學網絡以發展東協社區的指
導原則。 

15:00  設立農業東協大學網絡的圓桌會議 

17:00 大會閉幕式 

02/22 
（三） 

08:30 出發前往湄洲大學 

09:30 
參與「國際學術合作:永續農業與整合課程的發展」圓桌

會議 

11:30 午宴 

15:00 農企業：種苗公司參訪 

16:30 參與湄洲大學農業展 

18:00 歡送晚宴 

02/23 
（四） 

10:00 參訪清邁師範大學生物綠色基地 

15:20 由清邁國際機場搭機經曼谷返回台北 

22:10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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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0 日 臺中 – 泰國清邁 

本參訪團一行二人，一早由桃園國際機場登機前往泰國清邁市。下午抵達機

場後，隨即由服務人員接送至下榻旅館。稍事休息後，晚間由泰方湄洲大學副校

長 Weerapon Thongma 博士代表大會設宴歡迎台方學校代表。雙方於寒暄之餘，

並就過去的合作互助的成果以及對於台泰雙方多校師生的成長表示肯定。 

2 月 21 日 清邁湄洲大學 

上午由湄洲大學校長Chamnian Yosraj教授簡單致詞開幕後，會議立即展開。

上午是由兩位專家發表論文，分別是：國立發展管理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NIDA)發展經濟研究院院長 Nada Chansom 教授專題

報告：題目是「永續農業的哲學：永續發展(Sufficiency Economy Philosoph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以及副校長 Weerapon Thongma 博士發表：「永續思

考：泰國給予世界的贈禮(Sufficiency Thinking: Thailand’s Gift to an Unsustainable 

World)」。 

下午則是由東協大學網執行長 Nantana Gajaseni 博士發表論文，題目是：「透

過農業大學網絡以發展東協社區的指導原則(Guidelines for Developing ASEAN 

Community through Agricultural Universities’ Networking)」。最後則是由副校長

Weerapon Thongma 博士再以圓桌會議方式，邀請所有與會者針對農業東協大學

網絡（Agriculture ASEAN University Network, AAUN）的創立，發表意見。 

我以過去中興參與臺灣綜合大學系統的經驗，建議該網絡應該要確定資源共

享，公平互惠，並且應該儘速建立本次會議各校代表的聯絡網絡，以便隨時交換

意見。另外，申副院長則是以農資學院經營英語學程的經驗，提出「遠距教學」

的交流模式，以各校的專長學門為基礎，提供相關課程讓學生參與學習，這樣可

以大幅降低人員移動的成本與困難，可有效促進各校交流，降低維持成本與各校

授課負擔。 

 

2 月 22 日 清邁 

上午會議分為兩階段。首先是由校方邀請與會來賓代表參與「國際學術合作:

永 續 農 業 與 整 合 課 程 的 發 展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llabor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Integrated Curriculum)」工作小組會議。

由 Weerapon 副校長擔任主持人，針對國際化、伙伴關係、國際經驗等三個議題，

分別邀請四位講者就其工作與服務單位的角度發表報告，相關報告題目與演講者

姓名分別為： 

1. 「朝向包容性農業發展的高等教育國際化歷程：泰國湄洲大學的經驗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Graduate Education towards Inclusiv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Maejo University, Thailand)」，演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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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rapon Thongma 博士； 

2. 「大學發展之途乃源自於白手起家：伙伴關係的角色：菲律賓伊斯特大

學的案例(University Development Pathway start from the Scratch: the 

Role of Partnership: The case of University of East, The Philippines)」，演講

者：Zosimo M. Battad 教授； 

3. 「臺灣新南向政策：國際學術合作策略規劃(Taiwan New Southbound 

Policy: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llaboration Strategic Planning)」，演講者：

黃宗成教授；以及 

4. 「朝向亞洲永續發展下，Gadjah Mada 大學的研究所教育國際化策略

(Universitas Gadjah Mada Strategies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Graduate 

Education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sia)」，演講者：Budi 

Guntoro 教授。 

第二階段則是仍由 Weerapon 副校長擔綱，進行「湄洲大學整合課程評議論

壇(MJU-IC International Curriculum Critical Forum)」，由校湄洲大學方提供大學、

碩博士各學制的授課科目與結構為主，規劃以本農業大學網絡之成員為對象，開

設相關永續農業發展的課程之相關授課內容的可行性，提請所有與會者討論並交

流。個人也就中興大學參與臺灣綜合大學系統的經驗，以及後續各校如何進行互

動等技術問題，提出看法。申副院長則是以各校合作與學生修課時對於空間、時

間與經費的考量，提出以遠距教學的概念與執行降低營運成本，再透過各校特色

課程認養，可迅速建立起教學平台的模式，提供大會參考。 

午餐後，則安排前往校園近郊與清邁大學就永續農業領域進行合作的

EAST-WEST 種苗公司參訪。該公司生產各種蔬菜的種苗，提供鄰近農業經營的

需要。很有特色的是：該企業除了生產外，也撥出一塊地做為花園用途，將生產

的蔬果與生活園藝休閒飲食相結合，形成一個相當具創意的空間。而且為了提倡

這個理念，該園區是無償參觀，因此也吸引了眾多學校與年輕人作為踏青與參訪

的景點，也為該公司的形象作了很好的宣傳。 

2 月 23 日 清邁-桃園機場 

上午在申副院長的聯繫下，前往 Chiang Mai Rajabhat University 位於距離清

邁市中心約三十公里距離的 Mae Rai 校區，參訪能源自給自足的綠色城市(Chiang 

Mai World Green City/adiCET )試驗區。該基地提供一個透過太陽能以及生活廢棄

物再利用而能自給自足的能源體系，概念上相當環保，也可見到許多生活應用的

實例，如廚房烹煮的能源，房間空調散熱的設計、房屋位置與自然環境結合等模

式，均讓人耳目一新，留下深刻印象。由於執行長 Worajit Setthapun 出差，因此

與留守基地的研究員 Hathaithip Sintuya (Ninsonti)簡單交換意見，並參觀園區內

設施後，即驅車前往機場搭乘班機，並順利於晚間抵達桃園機場，結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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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及建議 

 
1. 東協(ASEAN)為東南亞各國非常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平台，過去臺灣一

直受到外交的干擾而無法參與被摒除在外，由於過去的交流績效與雙方多校

坦誠的互動，得以藉由泰國湄洲大學相關人員的邀請，參與本次以東協各國

農業大學為主的討論平台，平等對待與發言，得以與各國主要農業大學國際

交流人員就國際事務、課程規劃、研究設定等面向，進行溝通，對於促進學

校對於東南亞國家各學校的瞭解有相當大的效果，成效也相當具體，例如：

中興大學過去在熱帶農業、生物產業、農村規劃的科研成果、個人所提出的

臺灣綜合大學系統的中興經驗，以及申副院長提出的「遠距教學」的平台與

操作，都相當契合本次會議主題強調「農業永續」、「課程整合」、「溝通交流」

的主軸，自然受到國際與會代表的重視，紛紛與我們交換意見，也留下後續

繼續交流的契機。 

2. 經歷了政治紛擾，泰國近年來已經在政府的穩定施政下，經濟表現亮眼，在

東南亞區域各國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逐漸取得在以農工產業為主的東協國

際組織中的產業發言權。而在傳統重視的農業領域更是如此，透過國際組織

與活動的積極參與，各類研討會與國際組織均可見到泰國各大學參與的積極

態度。在清邁地區，湄洲大學與清邁大學為兩所以傳統農業生產技術農村發

展為主的重要研究教育機構。為了與重科研的清邁大學區隔，湄洲大學近年

來，積極努力以其在郊區校園的環境優勢，並搭配社會上對於健康飲食的趨

勢，也配合已故泰皇提出永續農業發展(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的指示，將學校的發展主軸定位為「有機農業」與「社區發展」。這與現階

段臺灣農業發展主軸以及中興大學農資學院的特色重點一致，因此本校與相

關院系所，應該藉此機會，積極與該校對口系所建立更密切的交流，以便促

成兩校在師生、產輔、科研、政策各方面的互動，深化學習層次。換言之，

在湄洲大學有多位本校校友的有利條件下，瞭解該校的發展重點與強烈的企

圖心，本校應該積極與該校交流，以建立永續有機的農業為前提，在農業科

技、鄉村發展、產業運銷等領域廣泛合作，透過研究生交換、科研項目交流，

落實臺泰的學術組織互惠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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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活動照片  
致贈主辦單位湄洲大學學校紀念品 

 

閉幕式各國代表合影 

 

參加湄洲大學農業展合影 

 
參訪種苗公司與嘉義大學代表合影 

 

參訪World Green City與 Sintuya研究員

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