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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GLOBAL ILLUMINATORS 組織於 2017 年 7 月 27-28 日在哈薩克阿斯塔納

舉辦第三屆學術研究跨領域創新國際研討會（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disciplinary Innovation In Academic Research，MIAR-July 27-28,2017，Astana, 
Kazakhstan），向世界各國學者公開徵稿。本校共有五位老師、技職教育所若干

學生，共三篇論文參與發表，並與台灣其他各大專院校各校老師一同成行。於

7/23 日從台灣出發，7/24-25 於哈薩克第一大城阿拉土圖參訪，並參訪當地兩所

大學，7/26 從阿拉土圖飛首都阿斯塔納。7/27-7/28 兩日舉辦研討會，與當地大

學與世界各國參與學者交流。7/29 參訪 2017 世界博覽會（EXPO），7/30 返台。 
 本次會議與參訪，瞭解哈薩克此一國家的學術發展狀況，以及該國學生就讀

大學與研究所的情形。 
 
 

 
關鍵字：哈薩克、阿斯塔納、阿拉木圖、GLOBAL ILLUMINATORS 組織、第三

屆學術研究跨領域創新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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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GLOBAL ILLUMINATORS 組織於世界各國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2017 年

暑假恰巧於台灣不熟悉的哈薩克新首都阿斯塔納舉行。一方面參與國際研討會，

另方面想初步瞭解哈薩克這個中亞內陸國家的學術發展情形，故本校共五名老師

（巫銘昌院長、曾世昌國際長、蔡登傳教授、楊智傑副教授、黃建盛助理教授）、

技職教育所若干學生，共三篇論文參與發表，並與台灣其他大專院校各校老師（包

括屏東科技大學、修平科技大學、高雄師範大學、大同技術學院、環球科技大學、

朝洋科技大學等校老師），一共 15 人，組成台灣學術團，共同前往哈薩克進行學

術交流。 
除了參與研討會發表，也希望透過參訪哈薩克兩大城市（舊首都阿拉木圖、

新首都阿斯塔納），參訪當地大學，與主辦研討會之負責老師交流，瞭解當地大

學的學術發展情形，以及該國大學生、研究所的發展狀況。 

二、過程 

1.第一日（2017/7/23）。12：55 搭乘韓亞航空，桃園機場飛韓國首爾國際

機場轉機，18：10 從首爾機場出發，飛哈薩克阿拉木圖。因哈薩克與我國沒有

邦交，也無法事前申請簽證，只能在當地機場辦理落地簽證，晚上到達機場後又

在機場等待約 2個小時。 

 

2.第二日（2017/7/24）。整日參訪阿拉木圖郊區，包括前蘇聯溜冰訓練場。

哈薩克人遍佈中亞，為游牧民族，在中國新疆境內也有哈薩克人。在新疆對哈薩

克人的教育，在大學以前仍保留母語教育，在大學以後才使用華語教育。此次參

訪團的導遊，就是一名在新疆成長的哈薩克人，其在大學後才學華語，後移民回

哈薩克。因可同時講哈薩克語與華語，故能擔任華人團導遊。 

 

3.第三日（2017/7/25）。整日參訪阿拉木圖市區，參訪哈薩克斯坦中央國家

博物館，俄羅斯東正教堂，以及參訪國立哈薩克大學（Al-Farabi Kazakh National 

University）。此次參訪並沒有與對方學校聯繫，純粹參觀校園。在校園中認識

一位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碩士生，其拿了哈薩克斯坦獎學金，將回該國擔

任大專教師。由此可見，該國的大專師資中，部分師資仍僅具有碩士學位。 

 

4.第四日（2017/7/26）。上午參訪哈英科技大學（Kazakh-British Technical 

University），下午從阿拉土圖飛首都阿斯塔納。 

 

5.第五日（2017/7/27）。參加第三屆學術研究跨領域創新國際研討會（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disciplinary Innovation In Academic 

Research，MIAR-July 27-28,2017，Astana, Kazakhstan），並與各國學者與當

地學者交流。 

早上 9：00 到 10：00 開幕，巫銘昌院長擔任大會主講人，講題為介紹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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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職教育發展與政府政策之關係。接著第一場次 10：30 到下午 1：00，主題

為 Business, Management, Economics Studies & Sciences，蔡登傳教授發表

「A Survey Study on Imagination, Creativity,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of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ents in Taiwan」，其次巫銘昌與曾世昌教授

與其技職所同學，共同發表「A Study on the Influential Paths and Hierarchic 

Structure of Constructive Factors for College Students’ Creative 

Thinking」。下午 2：20至 3：30為第二場次，主題為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Studies，黃建盛教授與楊智傑參與發表「A Novel Skin Moisture Detection 

Device Made by Indium Gallium Zinc Oxide (IGZO) Thin Film with Smart Color 

Reminding」。 

此次參與 GLOBAL ILLUMINATORS組織所舉辦的研討會，有來自歐洲、韓國等

各地學者一同參加。但其舉行規模不大，可能原因是，哈薩克對觀光產業發展相

對緩慢。過程中與承辦此次研討會的當地女性大學教授閒聊，她們解釋因為男性

必須養家急於就業，反而女性才會選擇繼續唸書。 

 

 6.第六日（2017/7/28）。阿斯塔納市區參訪，參訪總統博物館 (Museum of the 

First President)、納扎爾巴耶夫大學（Nazarbayev University）。哈薩克斯坦

乃自 1991年蘇聯解體後，於 1991年 12月 16日宣布獨立。雖然獨立，但其領導

人為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年輕時屬於共產黨，自獨立以來一直擔任總統達 25

年以上，與俄羅斯保持友好關係。由於其統治該國達 25年以上，該國政治屬於

專制民主。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為以總統為名成立的年輕大學。此次參訪並沒有與

對方學校聯繫，純粹參觀校園。 

  

7.第七日（2017/7/29）。參訪 2017世界博覽會（EXPO）。各外國學者之所以

願意遠道而來哈薩克斯坦參與國際研討會，可能與剛好今年 2017年哈薩克新都

阿斯塔納舉辦世界博覽會有關，本團在世博會場與多位研討會學者巧遇。晚間搭

乘 23：55出發的飛機，至韓國首爾轉機。 

  

8.第八日（2017/7/30）。9：20到達韓國首爾機場，等候轉機。於 14：20

搭乘韓亞韓空飛台北，因航班遲延，於 16：50抵達台灣。 

三、心得 

哈薩克斯坦位於中亞，面積為世界第九大國，人口只有 1696 萬餘人。哈薩

克斯坦的人口組成多元，主要人口為哈薩克人，第二大人口為俄羅斯人，其他則

有烏克蘭、烏茲別克等民族。由於該國屬多民族國家，對各式人種均相當開放，

民風也相當開放，也尊重各種宗教。雖然哈薩克人 60％以上信伊斯蘭教，但俄

羅斯人信東正教，故對宗教也保持開放，並沒有像一般伊斯蘭國家要求婦女包頭

巾的習慣。該國主要語言為哈薩克語和俄羅斯語，對英語並不熟悉。 

哈薩克斯坦因為土地太大，但人口相對少，故一方面鼓勵國民多生育子女，

一般家庭至少生育三名子女以上，且國家提供中小學免費教育。另外，哈薩克斯

坦也鼓勵在其他國家（例如新疆）的哈薩克人移民回哈撒克斯坦，並提供便宜土

地與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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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薩克斯坦人均國民收入為 11,390美金（2015年），台灣為 20925美金（2015

年），與台灣相差近一倍。當地物價也相當為台灣的一半以下。例如當地的一瓶

啤酒，換算台幣大約一瓶 20 元台幣，相當便宜。該國土地很大，地價相對便宜

（40 公尺＊40 公尺之土地不到新台幣 100 萬），所以該國國民大多自行購買土

地，自建別墅型房屋。 

哈薩克某程度仍維持了社會主義社會，人民高中畢業後，政府會協助安排工

作機會，故大多數人高中畢業均選擇就業與結婚，念大學的人較少。其中，念研

究所、讀博士的人更少，甚至以女性較多。 
在參訪該國大學校園時，認識一位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碩士生，其拿

了哈薩克斯坦獎學金，畢業後回該國擔任大專教師。由此可見，該國的大專師資

中，部分師資仍僅具有碩士學位。 
由於哈薩克斯坦與中國緊鄰，維持與中國和俄羅斯友善關係，台灣與哈薩克

斯坦的交流非常少。從碩士招生角度來看，該國人民念碩士的風氣不盛，招生空

間有限。 
整體而言，由於該國官方語言之一為俄羅斯語，並不擅長英語，其次該國就

讀研究所風氣不盛，以臺灣推廣國際教育方向來說，對哈薩克的招生空間有限。 

四、建議事項 

 台灣與哈薩克的交流非常少，對該國瞭解太少，但其屬於草原游牧民族，在

蒙古統治亞洲時與中國歷史上有高度淵源，故我們仍可進一步多跟該國交流，慢

慢熟悉這個新興國家。在學術交流上，由於該國念研究所的風氣不盛，很難做招

生工作，只能先從參與國際研討會的學術交流做起。此次台灣學術團，據說是第

一個到達新首都阿斯塔納的台灣團，可見台灣與哈薩克的交流有多麼貧乏。這次

的交流只能說是走出第一步，未來建議仍可慢慢展開交流，但短期內應不會有具

體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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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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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照片 

 
7/23 晚上，在阿拉木圖機場等候落地簽證 

 
7/24 阿拉木圖近郊前蘇聯溜冰訓練場，台灣學術

團全團合影 

 
7/25 阿拉木圖市區參訪，哈薩克斯坦中央國立

博物館  

7/25 參訪俄羅斯東正教堂 

 
7/25 參訪哈薩克國立大學 

 
7/26 參訪哈英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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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阿拉木圖飛阿斯塔納 

 
7/27 巫銘昌院長擔任大會主題演講人 

 
7/27 黃建盛教授與楊智傑教授於研討會場發表

論文  
7/217 蔡登傳教授於研討會場 

 
7/27 技職教育所學生於研討會場 

 
7/28 參訪總統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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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 參訪哈薩克國立博物館 

 

7/28 參訪哈薩克國立博物館 

 
7/28 參訪納扎爾巴耶夫大學 

 
7/29 參觀 2017 世界博覽會 

 
7/29 世界博覽會 

 
7/30 於首爾機場等候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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