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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校與日本岡山縣立大學於 2015年 11月 11 日締結姊妹校、大阪工業大學則於

2007年即與本校成為姊妹校，每年雙方學校皆有師生互訪活動，往來熱絡。今年岡山

縣立大學辦理日本語及文化體驗營邀請本校楊校長、蘇副校長及國際長出席開幕式，

順便探訪學生上課狀況，故由蘇副校長代表校長、國際事務處人員邱瓊華陪同赴兩校

拜訪，除參加日本語及文化學習營開幕外，也洽談一些合作項目，又適逢今年二月楊

能舒校長新上任，所以同時邀請兩校校長參加本校 27週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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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本校與日本姊妹校岡山縣立大學自 2015年 11月 11日締結後，每年設計學院皆互相

於各自校辦理設計營活動，兩校設計學群的教師與學生活動往來熱絡。去年學務長帶領

績優社團幹部赴岡山縣立大學拜訪，另有 9位同學參加日本語及文化夏令營；而今（2017）

年更擴及全校，又岡縣大合作交流部帶領 3 位學生來臺體驗臺灣生活與學習華語，而本

校亦有 9 位同學前往岡縣大參加該校所辦理的日本語及文化體驗營，兩校往來熱絡；大

阪工業大學則於 2007年即與本校成為姊妹校，與科技法律研究所往來密切，每年皆以移

地教學方式互訪，至今年正好 10年。 

 

二、 過程 

第一天   啟程 

    早上從高雄出發至大阪關西機場，再轉搭新幹線到岡山市，抵達時已下午黃昏時分。

因時間已晚，由岡山縣立大學國際交流中心阿部主任及組員孫毅先生迎接，安置妥行李

後，即在飯店大廳會見該校三月至本校參加設計營的吉原直彥副校長會面，並由孫毅先

生進行現場翻譯。 

    吉原副校長對於三月時至本校參加 5 天設計工作坊的活動印象深刻。該工作坊由數

位媒體設計系師生共同合作開設，雙方的教師各以專長進行教學，視覺設計專長的吉原

副校長參與了其中一堂外型設計的教學，將其所學傳達給臺日雙方的學生。此外，他也

對楊校長和蘇副校長當時的熱情接待念念不忘，對設計學院學生專注將個人理念呈現在

設計作品上也讚賞不已。 

 

第二天   拜訪岡山縣立大學校長及參加日本語與文化活動開業式 

    早上 9:00 阿部主任至飯店接我們到學校，陪同我們一起搭車到位於總社市的岡山縣

立大學。從岡山市搭車到總社市約 1 小時車程，抵達學校時正好遇到辻英明校長搭車抵

達學校。辻英明校長住在岡山市，每天通車到學校上班。 

    辻英明校長首先歡迎蘇副校長至岡山縣立大學拜訪，對於能與本校成為姊妹校，且

兩校的合作密切、互動良好，認為是他在任期間最大的榮耀。蘇副校長則針對兩校除了

設計面向的合作，也希望能在這次的拜會中，洽談岡山縣立大學的最專長部分—長期照

護，以進行不同面向的合作；此外，資訊工程類也是重點，得知岡山縣立大學的資工是

偏向人體工學分析，盼能與長照相結合，發展出屬於雲科大與岡縣大專有的合作項目。

最後，蘇副校長向辻英明校長提出邀請，歡迎他能安排 11 月底的時間，到本校參加 27

週年的校慶。 

    用餐過後，即參加岡山縣立大學主辦的「日本語與文化活動」開幕式。本校共計有

9 位學生參加，活動內容包括學習日本語、學習日本文化、動手做日本小物及寄宿家庭

體驗。蘇副校長受邀於開幕式致詞，鼓勵在場所有參加的學生開放心胸了解日本文化的

博大精深，希望大家在這次的活動後能對日本有另一番了解，提升個人的國際觀。會後

學生們就開始上課，稍事參觀上課情況後，就在岡山縣立大學校園走訪。 

    岡山縣立大學為地方型的大學，學校規模約 1,300 人，校園約為本校整個工程學院

所占面積大小；校內設有食堂、活動中心、國際合作交流中心等公共設施。約 16:30 離

開學校回到岡山市。 

 

第三天   與岡山縣立大學三個學院洽談合作項目 

為發展本校與岡山縣立大學訊息工程學院及保健福祉學院的合作，辻英明校長特別

請阿部主任邀集設計學院院長、訊息工程學院及保健福祉學院與蘇副校長座談，一起發

想要如何合作、有哪些項目可以合作。可惜對方學校的院長對於這天外飛來的一筆，接

受度不高，需再詳列計畫項目進行 Lab to Lab 的商談機會。 

比較具體的項目可能合作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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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長期照護之相關單位網絡連結與建立（管理學院與保健福祉學院） 

2. 長期照護技術訓練（工管系與保健福祉學院） 

3. 長期照護之輔具設計與改良（設計學院） 

4. 身體運動分析（資工系與訊息工程學院） 

5. 環境偵測（環安系與訊息工程學院） 

結束會談後，回到岡山市搭乘新幹線前往大阪。 

 

第四天   拜訪大阪工業大學副校長及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大阪工業大學與本校締結姊妹校至今（106）年正好進入第 10 年，而該校智慧財產

權研究所與本校科技法律研究所長期進行學術交流合作，師生每年於 3 月及 9 月相互邀

請師生至學校學習與交流。 

抵達學校後，由小寺政敏副校長、智慧財產權研究所小林昭寬所長、智慧財產權學

系林茂樹系主任接待蘇副校長，雙方副校長就最近 3 年的往來活動作一報告，並就交流

內容討論改進方式；此外，小寺副校長問到有關本校聘任特別講座的聘用方式與規定，

以做為他們人事聘任上的參考。 

另一個談到的主題：大阪工業大學的創新創業中心於 5 月在大阪車站附近的梅田成

立了，他們知道本校也有創新創業中心，故想與本校的中心共同合作，盼能有不同的合

作規劃與設想，讓雙方更多的學生得以有機會互訪、交換、參加短期活動……等。 

短要會談後，小林所長與林系主任即帶我們去智慧財產權系所，與所上其他老師座

談。經與他們會談後，才了解老師們的業界實務背景有多豐富，而大多老師都曾有過國

外留學或海外工作的經驗，所以對於實務教學上比本校更多元化、更充實，值得本校仿

傚。其中有一位村川一雄老師屬專業實務教師，曾任職於日商在大陸的分公司擔任法務

人員多年，可說精通大陸商務法規，中文也流利，即使是艱深的法律措辭用語也熟悉，

令人印象深刻。 

結束後就由森本芳弘事務長及廣瀨小姐帶我們走訪智慧財產權系所的大樓，學生的

自修室（類似本校的易習堂）深具設計感，又因位於高樓，視野寬闊；餐廳乾淨明亮，

餐點精緻；每間教學教室乾乾淨淨，連學生穿著也乾乾淨淨的。 

約 16:30 結束拜會回到旅館。 

 

第五天   返程 

 

三、 心得 

    本校自創校始，就與日本的大學關係良好，故在早期與很多日本姊妹校簽約，可惜

後來都沒有進一步的合作，僅在少部分進行 Lab to Lab 的學術研究。本次拜訪日本姊妹

校，很很多值得本校效法之處： 

1. 日本學界進行研究的廣度與深度非臺灣學校所及，每年研究成果都有明顯的長足

進步。 

2. 日本學校及業界相當重視參與自身研究和產品相關的學術研討會，反觀臺灣，學

界自動參與研討會的老師和學生很少，以致容易閉門造車。透國各種國內外研討

會，縱然沒有出論文集，他們亦樂於積極地展現最新研究成果。 

3. 日本積極地推動國際學術聯繫，不但一些著名的學者實驗室 常有傑出的外國訪問

學者前來講學研究，就連公司的研究部門也常和國外研究機構聯繫和交流；除此

之外，這次的拜會，發現日本人的英語能力明顯地進步了許多，如大阪工業大學

智慧財產學系的老師除英語流利外，都具有第二外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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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本產學交流十分頻繁，除了透過各種研究機構的長程計畫聚集工業界專家及學

界學者共同討論研究之外，許多公司亦有專案委託學界從事研發及人才培訓。反

觀臺灣的企業對於培育人才都知其重要，但卻未見積極實踐或投資在人才上。 

5. 日本的研究生對於研究工作十分投入，研究態度積極主動踏實，絕不心存僥倖或

敷衍了事；而教授們對於研究成果的要求亦絕對是高水準且高品質的。 

6. 比較岡山縣立大學與大阪工業大學的教師對提升國際觀的態度，生活在大都市的

教授們都能了解國際觀的重要，所以老師們確實比地方型的岡山縣立大學的教師

進行國際學術活動積極。 

 

四、 建議事項 

1. 本校日本姊妹校共計 13 所，但是像岡山縣立大學和大阪工業大學交流熱絡的並不

多。建議本校系所能針對日本各校最具特色的科系，選擇進行交流。 

2. 2020 年日本東京奧運是一大利基點，本校可以此目標推出與日本各大學的合作項

目，並能聯手進行新南向合作計畫。 

3. 長期照護是臺灣政府現在積極推動的項目之一，雖然立意很好，卻缺乏配套措施。

盼能藉此機會將日本長期照護的經驗及管理系統能學習起來，以便日後應用在協助

政府辦理長期照護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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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與岡山縣立大學吉原副校長及阿部

主任合影 

蘇副校長拜會岡山縣立大學辻 英明

校長 

  
蘇副校長於研習營開幕式中致詞 本校學生於研習營中上課情形 

  

參觀岡山縣立大學國際交流中心 與三個學院院長會談後合影 

  
會見小寺 正敏副校長 參觀智慧財產權研究所的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