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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其他\大學校長論壇） 

第一屆臺灣緬甸大學校長論壇 

服務機關：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姓名職稱：楊能舒校長、蘇純繒副校長

派赴國家：緬甸 

報告日期：106年 11月 9日 

出國時間：106年 6月 30日至 7月 3日 



II 

摘要 

因應教育部於緬甸辦理第二屆教育展，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受教育部委託，

與緬甸工程委員會（Myanmar Engineering Council，簡稱 MEngC）於 7 月 2 日在緬

甸仰光共同主辦「第一屆臺緬高教校長論壇」，共計有 122 人參加，包括教育部 6 位

代表、臺灣 17 所學校校長或代表、緬甸 35 校校長及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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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因應教育部於緬甸辦理第二屆教育展，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受教育部委託，

與緬甸工程委員會（Myanmar Engineering Council，簡稱 MEngC）於 7 月 2 日在緬

甸仰光共同主辦「第一屆臺緬高教校長論壇」，共計有 122 人參加，包括教育部 6 位

代表、臺灣 17 所學校校長或代表、緬甸 35 校校長及副校長。 

    在新南向政策驅使下，作為高教品保認證機構的 IEET，因輔導緬甸參與國際認

證而與緬甸工程教育界建立深厚基礎，進而為我國大學和緬甸大學搭橋，成為點燃兩

國高等教育學術合作交流與互惠的火種，不僅創下國內高等教育品保機構的先例，也

證明了高等教育品質保證確實有助於大學的國際化與發展。 

 

二、 過程 
 

第一天  6月 30日（五） 

搭機前往仰光。 

抵達緬甸仰光後，即隨姚立德政務次長一行前往餐廳與駐緬甸經濟文化辦事處 

及緬甸臺商會進行午餐座談。代表團與辦事處張俊福代表、張均宇組長、緬甸臺商總

會何廷貴會長等一同出席座談，與各大學代表就緬甸教育現況、未來展望及擴大招收

緬甸學生來臺就學進行交流，並就緬甸當地經濟、文化發展情形交換意見。緬甸臺商

總會何廷貴會長為留臺校友，曾以僑生身分赴臺就讀文化大學，何會長表示將持續以

留臺校友身分鼓勵緬甸學生赴臺就學。 

 

第二天  7月 01日（六） 

    隨姚立德政務次長參訪緬甸唯一一家台資合板廠金獅集團（臺資合板廠）。1990

年我國推動南向政策， 1993 年金獅公司由菲律賓前進緬甸，為百分之百臺資企業。 

    姚次長等一行抵達金獅企業活動中心後，由金獅集團游步上總經理進行相關簡

報，現場亦邀請多位緬甸臺商企業代表出席，說明臺商企業在緬甸的發展情形與困

難，並對現場的大學校長和長官提出人才需求的說明，隨後多所臺灣的大學代表於現

場與臺商企業簽訂合作意向書。 

 

第三天  7月 02日（日） 

    上午 10:00 進行教育展開幕式，姚立德次長於「2017 緬甸臺灣高等教育展」開

幕致詞中表示，臺緬關係日漸緊密，緬甸正值社會經濟快速發展階段，需要大量人才，

配合我國的新南向政策，臺灣願意以優質的高等教育與技職教育協助培育緬甸國家建

設所需人才。姚次長也表示，教育部將提供臺灣獎學金、華語文獎學金、培英專案獎

學金及大學自設獎學金，鼓勵優秀的緬甸學生及大學講師來臺灣攻讀學位。 

    隨後參加了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及緬甸工程委員會舉辦的第一屆「臺緬大

學校長論壇」，主題為「共同培育工程科技人才並促進人才流動」，鑒於緬甸正積極進

行各項基礎建設，亟須培育工程人才，我國卓越的工程教育已成為緬甸政府取經對

象，希望能借重臺灣經驗，培育緬國工程科技人才。緬甸前科技部長 U Aye Myint、

前教育部次長 Dr. Zaw Min Aung、教育政策委員會主委 Dr. Nyi Hla Nge 等重要官員

均出席並全程參與，緬甸政界人才搖籃的仰光科技大學校長 Dr. Myint Thein、曼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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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學校長 Dr. Sint Soe 等 50 餘位科技大學校長亦出席與會，臺緬雙方針對工程

認證議題熱烈討論。 

     

第四天  7月 03日（一） 

    返程。 

 

三、 心得 

    金獅集團經過經歷三大風險：①物價飛漲、土地成本狂飆②令人搖頭的基礎建設

③緬甸親中、台商限制多，千辛萬苦才有今天一席之地。木業部總經理劉肇福就說，

從中北部的伐木場，運送木材至位於仰光北邊的勃固省（Bago）合板廠，至少就要 2

個月，再加上本地人的溫吞習性、效率低落，「如果把時間成本都算進去，這裡應該

是全世界運輸費用最高的國家！」。 

    這兩年緬甸經貿門大開，進出口也隨之活絡，投資者、觀光客蜂擁而至，當地快

速發展，GDP 連年成長。如 2013 年緬甸開放外資進入電信業，由挪威電信巨擘 Telenor 

ASA 與卡達電信業者 Ooredoo QSC 取得執照，讓過去低覆蓋率的電信與網路環境有

了改進。原本一張要價高達 5000 美元的手機 SIM 卡，在業者競爭下，近兩年一路降

到 100 美元以下，大幅縮減了經商與通訊成本。 

 

四、 建議事項 
（一）緬甸是一個新興國家，過去有許多優秀的工程科技領域畢業生赴海外執

業，在如今的世界脈動中，緬甸大學更加積極尋求讓大學畢業生學歷可以

受國際認可，以造就畢業生未來更大的國際發展。 

（二）緬甸投資熱在全球發燒，包括教育也是！如能結合教育與當地基礎建設的

需求，將有助於學校新南向發展的績效展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