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其他：招生宣傳、學術交

流） 

 

 

 

 

訪問甘肅政法大學、河西學院 

 

 

 

服務機關：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姓名職稱：中正大學法學院院長劉建宏教授 

派赴國家：大陸地區 

出國期間：民國 106 年 6 月 3 日至 9 日 

報告日期：民國 106 年 6 月 16 日 

  



 

 

                             摘 要 

為增進本院與大陸地區高校之交流與合作關係，前往甘肅政法大學、河西學

院進行訪問，增進彼此合作關係。為擴大本校生源，吸引大陸地區學生來校就讀，

法學院劉建宏院長前往大陸地區宣傳本校，並進行暑期學校招生事宜，以利於吸

引優秀學生到我院就讀，並洽談雙方學術合作事項，促進實質交流。 

本次招生與學術流行程，頗具效益。整體而言，未來與大陸地區高校合作之前景，

頗為樂觀。甘肅地區僻處內陸，與境外之交流，遠不如沿海各省市之頻繁。是以

甘肅地區與本校交流，共同合作辦學之意願強烈。 

為促進本校大陸地區招生效益，建議日後應定期與大陸地區高校有實質學術交流

以及師生互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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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增進本院與大陸地區高校之交流與合作關係，赴甘肅政法大學、河西學院

進行訪問。為擴大本校生源，吸引大陸地區學生來校就讀，法學院劉建宏院長前

往大陸地區宣傳本校，並進行暑期學校招生事宜，以利於吸引優秀學生到我院就

讀，並洽談雙方學術合作事項，促進實質交流。 

 

二、過程 

6 月 3 日：搭機前往蘭州。 

6 月 4 日：參訪甘肅政法大學，法學院劉建宏院長與環境法學院郭武院長，以及

各院同學約 50 人座談，進行交流訪問與招生。 

6 月 5 日：搭乘高鐵前往張掖。 

6 月 6 日：訪問河西學院，法學院劉建宏院長與政法學院院長藺海鯤教授，以及

各院同學約 30 人座談，進行交流訪問與招生。 

6 月 7 日：訪問張掖市臺灣事務辦公室。  

6 月 8 日：由張掖搭高鐵返回蘭州。下午拜訪甘肅省臺灣事務辦公室。 

6 月 9 日：搭機返回臺灣。 

 

(一)甘肅政法大學 

甘肅政法學院是甘肅省屬的唯一一所政法類普通本科院校。學校是首批卓越

法律人才教育培養基地院校、政法幹警招錄體制改革試點院校、大學生校外實踐

教育基地院校和教育部確定的地方院校第一批本科專業綜合改革試點院校。學校

現有安寧區和蘭州新區職教園區兩個校區，占地面積 1080 畝，校舍建築面積 30

餘萬平方米，教學科研儀器設備總值 6100 餘萬元，圖書館現有各類圖書 150 餘

萬冊，數字資源 1.6 萬 GB，是甘肅省重要的政法類文獻資料資訊中心。現有全

日制在校學生 1.1 萬人，其中碩士研究生 600 餘人。學校現有教職工 950 人,其中

專任教師 612 人，高級職稱教師 312 人，博士（含在讀）144 人，博士後科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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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站出站人員 5 人，具有碩士以上學位的教師 516 人，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

貼”專家 2 人，入選教育部“新世紀人才支持計畫”3 人，甘肅省領軍人才 4 人，甘

肅省“555”創新人才 13 人，甘肅省重點學科帶頭人 2 人，省級教學名師 4 人，甘

肅省優秀專家 2 人，全國優秀教師 2 人，兼職客座教授 280 人。學校設有法學院、

民商經濟法學院、公安分院（刑事司法學院）、公安技術學院（證據科學學院）、

經濟管理學院、公共管理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人文學院、資訊工程學院、藝

術學院等 12 個二級學院和體育教學部、法律碩士教育中心、大學生創新創業教

學中心等 3 個教學部（中心）。學校現有 33 個本科專業，涵蓋了法學、經濟學、

管理學、文學、工學、藝術學等六大學科門類，形成了以法學為主幹、人文管理

學科為主體、“優勢突出、特色鮮明、交叉滲透、協調發展”的較為合理的學科專

業體系。學校積極開展對外交流合作，與美國福特海斯州立大學、英國胡弗漢頓

大學及中國政法大學、吉林大學等院校建立了互派留學生、訪問學者、聯合培養

等校際學術交流與合作關係。學校立足甘肅，輻射西北，面向全國，積極服務於

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和法制建設。自建校以來，已累計向社會培養各級各類人才 7

萬餘人。畢業生就業率多年穩定在 86%以上。 

(二)河西學院 

河西學院是一所省屬普通本科院校。是教育部確定的復旦大學對口支援西部

高校，教育部卓越農林人才教育培養計畫改革試點院校，精神文明建設先進單位。

學科專業齊全 設有 18 個二級學院，53 個本科專業，10 個醫學專科專業,涉及文、

理、農、醫、教育、管理、藝術等 12 個學科門類；有特色專業 1 個（種子科學

與工程），省級特色專業 8 個（小學教育、學前教育、旅遊管理、數學與應用數

學、化學、電器工程及其自動化、工商管理、護理學）；省級重點學科 3 個（歷

史文獻學、農業資源與環境、發展與教育心理學），博士後工作站 1 個（微藻工

程）；有省級教學團隊 5 個、省級精品資源分享課 2 門、省級精品課程 18 門；全

日制在校本專科學生 20000 餘人，近年就業率保持在 90%以上。師資力量雄厚，

學校實施“祁連學者”工程，大力加強教師隊伍建設，現有教職工 2480 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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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師 980 人，有教授 137 人（含主任醫師），副教授 422 人（含副主任醫師），

博士 107 人，碩士 680 人；近百名國內外專家學者受聘學校兼職教授；有國務院

特殊津貼獲得者專家 6 人，省級優秀專家 14 人，省級教學名師 6 人，甘肅省

“333”“555”創新人才工程學術帶頭人 9 人，甘肅省領軍人才 3 人;聘請 100 多位知

名學者為學校兼職(客座、特聘)教授。辦學條件優良，兩個校區占地面積 1564

畝，實驗農場 2200 多畝，校舍面積 48.4 萬平方米，實驗儀器設備總值 1.6 億元，

多媒體教室座位 9570 個，省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 5 個；館藏紙質圖書 119 萬冊，

電子圖書 110 萬冊。科研成果豐碩，學校重視科研平臺和智庫建設，努力提高服

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展望未來願景美好，面向未來，學校將以絲綢之路

經濟帶建設和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為契機，努力創建具有區域特色的學科專業體系，

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人才、智力支援和科技支撐；努力打造河西學院升級版，

力爭早日建成河西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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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照片 

 

參訪甘肅政法大學，法學院劉建宏院長與環境法學院郭武院長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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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甘肅政法大學，法學院劉建宏院長對於同學進行暑期學校招生宣傳。 

 

訪問河西學院，與政法學院院長藺海鯤教授、其他教師及學生進行招生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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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 

本次訪問考察成果豐碩。甘肅政法大學及河西學院學生對於來臺交換、訪學

之興趣極為濃厚。並且晚近大陸地區高校對於年輕之教師，甚至博士班學生，均

設定有「境外學習」為升等或畢業門檻，年輕學者赴境外學習之意願強烈。將來

如能促進大陸地區年輕學者來臺進修，對於兩岸法學交流，將有莫大助益。另外，

近兩、三年開始，大陸地區高校限制每一位博導一年只能招收一位博士生，因此

許多學生對於來臺就讀博士學位興趣濃厚。 

至於後續辦理或推動事項，與甘肅政法大學及河西學院政法學院原則上達成

的共識如下： 

(一) 中正大學法學院與甘肅政法大學及河西學院政法學院將進一步推

動院際交流協議之簽訂。 

(二) 中正大學法學院將提供甘肅政法大學及河西學院師資方面之支援，

於第三學期（暑期）派遣教師到甘肅政法大學及河西學院進行講

學。 

    法學院劉建宏院長此次參訪甘肅政法大學及河西學院政法學院，不僅是在與

各校交流上踏出很重要的一步，在交流過程中可以彼此相互學習雙方國際交流的

理念，彼此增加意見交換，作為日後深化發展交流關係的根基。目前本校每學期

前來訪學之大陸交換生、訪問學生已逾百人，日後還有增加之空間。與大陸地區

高校交流，非但能為本校擴增生源，更能增加本校校園之國際化氛圍。本校校地

廣大，教學資源豐沛，仍有招募學生之空間。尤其大陸地區與臺灣文化近似，語

言相同，為本校拓展對外交流關係極為重要之一環。未來如能順利將招生之對象

由目前之全日制學生、交換生、訪問學生，擴及至來臺就讀博士生及年輕學者，

對於本校之發展，當有極大助益。  

建議事項如下：  

(一)在姊妹校的簽署合約後，如何增進與大陸地區高校之實質交流，尤其推

動本校師生前往大陸訪學，乃是未來本校與大陸地區高校交流亟待突破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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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高校學生對於赴大陸交換，興趣不高。未來可以適度鼓勵本校教師 

率團赴大陸與姐妹校交流，平衡雙方交流不對等之現象。  

(三)大陸地區民情特別，雙方交流之關係，往往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為其基

礎。建議未來應定期派員赴大陸地區與重點高校交流，以維持與大陸地區高校之

情誼。 

四、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甘肅政法大學及河西學院政法學院等各高校相關宣傳資料及文宣品、摺頁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