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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8 年亞太教育者年會（Asia- Pacific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以下簡稱 APAIE）

於 107 年 3 月 26 日至 3 月 28 日在新加坡舉行，年會主題為「第四次工業革命對亞太高等教育之

衝擊(The Impact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o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參加

者來自全球 57 國家、約計 2,224 名從事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學校或機構代表。 

臺灣代表團由教育部委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of Taiwan，以下簡稱 FICHET）負責與 APAIE 大會聯繫、統籌臺

灣代表團各項事務與臺灣攤位整體規劃設計等工作；在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畢祖安司長率團

下，計有 FICHET 及 27 所大學聯合參展。本年臺灣國家攤位的主題為「Study in Taiwan」，攤

位內整合國內各參展大學資訊，透過整體國家形象，提供我國與其他國家高等教育機構間洽談合

作的平臺及舒適場地。 

此外，本次年會計有 FICHET 及我國大專校院學者共發表 9 場專題講座，透過講座除可推廣臺灣

高等教育優勢，並與許多聽眾產生互動，達到行銷臺灣優質高等教育之預期效益。 

本次參與年會之任務重點如下： 一、以「Study in Taiwan」為宣傳主軸，介紹臺灣高等教育現

況、特色及競爭優勢領域，增進國外學界對於臺灣高等教育體制及環境之瞭解。 二、積極參與

專題討論會，獲取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現況及未來發展之相關資訊，增加對亞太地區高等教育的政

策和發展趨勢之瞭解及交流。三、提升國內大學之國際能見度及知名度，並促進國內外大學之學

術合作交流。四、宣傳留學臺灣相關配套措施及獎學金方案，以擴大招收外國學生來臺就讀學位

與學習華語。 五、藉由參加亞太教育者年會之機會，開啟與新加坡當地高等學府對話之交流管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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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2018 年亞太教育者年會於 107 年 3 月 26 日至 3 月 28 日在新加坡舉行，本屆年會暨教育展由新加坡

國立大學主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管理大學、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共同協辦，本年年會主

題為「第四次工業革命對亞太高等教育之影響(The Impact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o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5 項子題為科技進步對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影響(Technological advances 

impacting internationalis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準畢業生能力建構(Empowering future-ready 

graduates)、全球參與和移動的新模式(New modalities in global engagement and mobility) 、國際研究競

賽和合作(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及區域報告(Regional reports)，本年參加者

來自全球 57 國家、約計 2,224 名從事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學校或機構代表。 

 

貳、 會議緣起及目的 

亞太教育者年會成立於 2004 年，旨在促進亞太地區高等教育之發展，為高等教育工作者提供交流合

作之平臺，每年 3 月間由亞太地區大學輪流主辦，參加對象為全球從事國際事務之主管及相關人員。 

年會主席現為澳洲 Griffith University 教授 Sarah TODD，及 3 位副主席分別來自韓國漢陽大學、新加

坡國立大學及紐西蘭奧克蘭大學。另設有理事會由15校知名大學代表組成，其中含澳洲(墨爾本大學)、

中國(吉林與中國人民大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日本(京王、早稻田與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韓

國(高麗及延世大學)、新加坡(新加坡管理大學)、泰國(瑪希敦大學)、美國(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工藝大學)、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及臺灣(國立中山大學)等。 

年會分為會前工作坊、講座、教育展及校園參訪等參與型式，以講座及教育展為活動核心，整體活動

簡述如下。 

一、 教育展：開發新合作夥伴，維繫姐妹校關係 

各校於出發前可先與姐妹校或潛在合作對象接觸洽繫，安排會談，針對欲洽談合作對象，備妥具體合

作方向或領域如短期課程、實習、共同研究、交換學生等資訊，期在會談中即可達成初步共識。 

二、 講座或工作坊：掌握國際教育趨勢及高教政策，學校經驗分享與行銷。 

參展校可將年會投稿發表講座列入參展的重點之一，藉由分享成功範例、招生策略及大學校園學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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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化等經驗，推廣各校知名度及提高能見度；或可以參與講座或工作坊的方式，獲取最新的國際教育

趨勢及政策等，與世界各校經驗直接交流與分享。 

三、 區域報告(Regional Report) 

為亞太教育者年會特色講座，由受邀國家或地區之講者，介紹該國高等教育發展現況、重要政策、國

際化策略或成功典範等主題，以達可快速掌握亞太地區國家高教現況及瞭解各國教育發展趨勢。 

2018 年會計有全球 57 國 2,224 人次註冊、設有 97 所機構教育攤位、115 場講座、教務長會議(Provost 

Plenary)及 7 場會前工作坊，每年教育展結束後，主辦校均會循例提供校園參訪的行程，2019 年會將

由馬來西亞工藝大學（Universiti Teknologi Malaysia）於吉隆坡舉行。 

参、會議過程 

一、 第 1 天(2018 年 3 月 25 日星期日)：會場佈置及拜會駐新加坡代表處 

(一) 會場佈置 

本年年會在新加坡金莎酒店（Marina Bay Sands）舉行，大會於 3 月 25 日下午 4 時開放參展人員

進場佈置，各校可於共同場佈時段至臺灣攤位(Booth#11)擺放各校之文宣。 

本年共有 18 國設有國家整體形象攤位以突顯國家特色，我國沿用歷年「Study in Taiwan」的主題

推廣來臺留學及學習華語，而近年澳洲、香港、韓國、日本、馬來西亞等國家館均屬較大面積之

攤位，足見對推動教育國際化之企圖。除各國國家攤位外，許多知名度較高的大學也會獨立設攤，

如我國國立臺灣大學、韓國首爾大學或日本早稻田大學等，以獨立形象自行推展合作關係。 

此次參展臺灣館備有 Taiwan Booth Guide、Study in Taiwan(學位及華語課程)系列文宣及新南向人

才培育等共同文宣 4 份，參展期間於整體推廣區(Info Desk)發放。除共同文宣外，亦於 APAIE 大

會手冊刊登 1 頁廣告，宣傳臺灣館參展學校及推廣合作機會，藉以增加臺灣館於年會之曝光機

會，另參訪者於年會期間至攤位填寫問卷則提供小禮物１份。 

 

 

 

 

 

 

 

 



5 
 

 

 

 

 

國家攤位及內含校數明細如下： 

 

 

 

 

 

 

 

 

大會手冊臺灣宣傳內頁 Study in Taiwan 文宣 

序號 攤位名稱 機構數 序號 攤位名稱 機構數

1 Campus France 27 10 Ready, Study, Go! Poland, 5 
2 Study in Korea 18 11 Study in Japan 19 
3 Study in Thailand 7 12 Study in Germany 39 
4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27 13 Philippine Universities 9 
5 Singapore Higher Education 6 14 EduCanada -- 
6 Education Malaysia -- 15 Study in Catalonia(西班牙) 12 
7 Project 5-100 (Russia) 19 16 Study in Czech Republic 13 
8 Study in Hong Kong 8 17 EducationUSA -- 
9 Study in Hungary 11 18 Study in Taiwan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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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攤位布置 

馬來西亞國家攤位 韓國國家攤位 

臺灣國家攤位 法國國家攤位 

俄羅斯國家攤位 
日本國家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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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拜會駐新加坡代表處梁國新代表 

教育部在新加坡並無設駐外單位，與新加坡官方交流並不如校際交流間活躍，此行請益梁代表星

國如何推動教育國際化及吸引星國學生來臺。梁代表舉星國外國獎學金為例，外國學生領取新加

坡政府獎學金來星留學，學成後必須留在新加坡工作至少 3 年，以吸引各國優秀人才留在該國，

讓當地培育的人才可以奉獻所學，也可促進國際人才的流動，工作數年後也可申請新加坡的永久

居民，然如拿獎學金無盡相對義務，也要面對賠款的責任。如臺灣提供的新南向獎學金也有類此

規定，或許可以解決臺灣人口及人才流失的問題，畢業可以留臺工作，更能吸引新南向國家莘莘

學子來臺留學。 

另外，經駐新加坡代表處積極洽繫下，教育部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於 106 年起合作臺灣研究講

座，主題為「二十世紀臺灣/新加坡/香港交流互動的文化圖景」，成為該講座首度在新加坡設點的

一流大學，畢司長也請駐處繼續協助推廣本講座，讓「臺灣研究」全球佈局可以從歐美地區拓展

至亞洲地區，以逐漸跳脫中國研究或漢學研究，漸趨成為獨立的國際學術研究領域。 

 

一、 第2天(2018年3月26日星期一)：年會開幕及參與「Taiwan Night」 

(一) 年會開幕及參與歡迎午宴 

2018年亞太教育者年會展場於上午８點正式開啟，畢司長於一早即與梁國新代表前往我國「Study 

in Taiwan」攤位，為我國團員加油打氣及勉勵其駐守辛勞。本次我國共有27所學校共63名人員聯

合參展，畢司長於展場與多位大學代表討論如何推展教育國際化及招收外生等議題，隨後則至

其他國家攤位觀察各國攤位設計及文宣，以作為日後教育部規劃參與各項國際教育展之參考。 

畢司長亦於展場會晤新加坡國立大學2名代表，洽談可與該校合作之項目。畢司長首先介紹教育

部政策推動重點，如新南向人才培育政策、與世界一流大學合作的共資共名獎學金及選送華語

教學人員赴國外任教等執行內容及成效，提供雙方未來合作初步構思。新加坡國立大學聽畢表

示，如臺灣規劃將學生送來新加坡就學，希望可以提供更具體的計畫內容，如希望培養哪一類

領域的人才、培養人才的願景及對雙邊的益處，如此方可更深入探討合作的領域。 

大會於11點舉行開幕式及歡迎午宴，新加坡教育部長（高等教育和技能）王乙康(Ong Ye Kung)

受邀擔任致詞嘉賓，王部長首先圍繞著本次大會主題”第四次工業革命”展開對高等教育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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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反思，他以新加坡高教發展作為啟發，星國在40年前就知道一定要吸引跨國公司來，唯有更

多外商才能提供充分的就業機會，而教育就必須為了此種政策做出相對的回應，讓新加坡年輕

人可以擁有跨國公司所需的知識和技能。 

王部長也提到大學的影響力不應再局限於教育和改變學生的生活，而需擴大到推動創新和企業

發展，為未來的企業家和初創企業提供進步的動力，讓專精的行業保持領先地位，例如美國卡

內基梅隆大學如何改變匹茲堡市的命運，王部長認為新加坡大學對國內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也會

發揮同樣重要的影響力。 

 

大會整體議程及規劃 

  Pre‐Conference  Conference  Post‐Conference

Time 3/25 (日) 3/26 (一) 3/27 (二) 3/28 (三) 3/29 (四) 

09:00‐09:30 
 
 
 
 

Pre‐Conference 

Workshops 

   

Session 2 

 

Session 6 

 
 
 
 
 
 
 

 
Post‐Conference

Campus Tours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Coffee Break  Coffee Break 

Poster Session 1
Coffee Break 

Poster Session 3 

11:00‐11:30 
 

 
 

Opening 

Ceremony 

& Welcome 

Lunch 

 

Session 3 

 

Session 7 11:30‐12:00 

12:00‐12:30   

12:30‐13:00 
Networking 

Buffet Lunch 

AGM 

13:00‐13:30  Networking 

Buffet Lunch 13:30‐14:00 

14:00‐14:30   

Provosts’ 

Plenary 

 

Session 4 
Global Dialogue 

 

14:30‐15:00 

15:00‐15:30   

Closing Ceremony  

15:30‐16:00 
Coffee Break  Coffee Break 

Poster Session 2

16:00‐16:30 
 
 

Session 1 

 

Session 5 

 

16:30‐17:00 

17:00‐17:30 

17:30‐18:00     

18:00‐18:30 
18:30‐21:00  Gala D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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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入口 

 

攤位分佈背板 

梁代表(右五)、畢司長(左五)與我各校代表合影 參觀臺灣大學攤位 

畢司長會晤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校長VICTOR 

SHIM(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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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表講座 

本屆臺灣各校計發表 8 篇講座(不含 2 場主持)，包含６場講座(session)、2 場解說場次(poster)，

依發表時間順序計有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淡江大學、亞東技術學院、國立政治大學、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臺灣大學等 9 校。其

中曾獲「2017 年大專校院雙邊交流典範案例徵選活動」的 3 所學校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淡

江大學、亞東技術學院，由高教基金會統籌投稿本屆年會並獲選發表「創新的長期策略多

邊夥伴：亞洲 6 國的案例」（Innovating Long-Term Strategic Multilateral Partnership: Cases from 

6 Asian Countries)，該場次由高教基金會陳夙貞執行長主持，我 3 校代表各為屏東科技大學

國際長李柏旻、淡江大學國際長李佩華及亞東技術學院研發長謝昇達，分享多邊合作的實

施和管理，介紹臺灣具深度、創新之國際交流合作案例。 

 講座 

Session 2：27 March 2018, Tuesday, 09:00-10:30 (發表時間：09:45-10:30) 

序 主題 講者 
 
 
 
 
 
 
 

1 

 

 

 

Innovating Long-Term Strategic 
Multilateral Partnership: Cases from 
6 Asian Countries 

1. 屏東科技大學國際長李柏旻 
Professor Pomin Li 
Dean,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wan 

2. 淡江大學國際長李佩華 Professor 
Pei-wha CHI LEE Dean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Tamkang 
University, Taiwan 

3. 亞東技術學院研發長謝昇達   
    Professor Sheng-Ta HSIEH 

Dean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ient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aiwan 

Session 3：27 March 2018, Tuesday, 11:00-12:30 (發表時間：11:45-12:30) 

 

2 

 
Learning by Doing: Empowering 

Future-Ready Graduates 

國立成功大學國際長陳嘉元 
Professor Chia-Yuan CHEN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3  

Dual Awards, Friend or Foe? 
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國際事務中心副主任莫西大衛 
Dr. David MCCONVILLE Institute of HRM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Taiwan 

Session 5：27 March 2018, Tuesday, 16:00-17:30 (發表時間：16:00-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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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eveloping Students’ Cross- 
disciplinary Skills at the Time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國立交通大學副國際長羅志偉 
Dr Chih-Wei LUO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Taiwan 

Chiba University, Japan 

Session 6：28 March 2018, Tuesday, 09:00-10:30 (發表時間：09:00-09:45；09:45-10:30) 
 
 

5 
 

The Impacts of Geo-political Trends 
on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長張淑英 

Professor Luisa Shu-Ying CHANG 

Vice President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6 
 

Innovative Faculty Engagement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長張淑英 

Professor Luisa Shu‐Ying CHANG 

Vice President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解說場 
 

Poster Session 1：27 March 2018, Tuesday, 10:30-11:00 

序 主題 講者 
 
 

1 

 

Give Youth the Skills Needed for the 

Jobs of Tomorrow 

國際政治大學國際長陳美芬 
Professor Mei-Fen CHEN 
Dean,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2 
"Make Your Own World" Weaving 

Creativ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into 

Education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際長王雅惠 

Professor Ya-Hui WANG 
Direct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aiwan 

 

(三) 「Taiwan Night」 

籌辦單位高教基金會本次與駐新加坡代表處合作舉辦 APAIE 的會外活動-臺灣夜，我參展校

於行前先邀請他國姊妹校或合作校出席，於展場時間結束後，統一由展場搭乘高教基金會安

排的接駁車，由金莎酒店移師至東方文華酒店餐會地點，交流以自助餐會(Buffet)的型式，提

供我國與姊妹校交流及拓展合作的輕鬆場合。 

我國內大學及國外姐妹校、新加坡各大學及學術機構人員逾百人出席，活動邀請含新加坡國

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管理大學、新加坡科技與設計大學、新躍社科大學、南洋藝

術學院等在內之各國學校代表，計有來自 8 國 22 校之代表出席餐會，與臺灣各校交流熱絡。

畢司長於活動開始前，先向參與的我方代表及各國來賓致意，畢司長指出，加強國際教育合

作及學生國際移動力已經是培養現在學生能力的重要環節，臺灣近年為吸引外國學生來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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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各大學也積極開設英語及華語授課課程，目前臺灣境外生人數為 11 萬 8,000 人，較 2008

年增加 3.5 倍，其前三大來源國為中國、馬來西亞及香港，因為地緣關係，亞洲一直是臺灣

招收外生的重要據點，參與 APAIE 此種國際教育交流活動，臺灣必不能缺席，臺灣教育部

也會致力提升教學國際化及產學合作，以期達成境外生人數每年增長的目標。 

接下來，駐新加坡代表處梁國新代表於致詞中先歡迎各校代表來新加坡參與一年一度的盛會，

並指出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各國高等教育均面臨挑戰，國際交流越顯重要，我國政府目前正

推動以人為本、雙向交流、資源共享的「新南向政策」，即是希望藉由與各國教育界的交流，

共享研究及創新的成果，培育全球化的人才，以提升人類社會的水準。 

畢司長致詞 梁國新代表致詞 

臺灣夜出席人數踴躍 
畢司長會晤瑞典 Chalm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校長

Stefan Bengt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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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及建議 

全球計有亞洲、美洲及歐洲 3 大教育者年會，3 大年會被視為世界大學校院國際事務盛事，每年

吸引近 50 國上千所學校參加，教育部每年均委請高教基金會籌辦組團及參展工作，參展的最大

效益就是提升臺灣整體高等教育之國際能見度及展現我國高教實力，提供我校共同的國際舞台。 

每次參展除可推展我國大學整體形象與國際各大學建立友誼外，透過大型教育展及專題座談會等

方式，可讓我方從事國際教育人員藉此參考他國國際教育招生策略及充分討論國際教育議題，隨

時跟上國際潮流及趨勢。 

負責籌劃之 FICHET 近 10 年來在教育部贊助支持下，已累積豐富參展經驗，以整體合作模式統

一行銷「留學臺灣」(Study in Taiwan)品牌，在各年會期間行銷臺灣優質高等教育。然教育部現

面臨每年預算逐漸縮減的情況下，刻正思考縮減年會攤位經費，2018 年 APAIE 攤位空間為 108 

M2，2019 年臺灣館攤位面積將預定縮減至 48M2，攤位縮小後，將無法維持現有一校一桌會談

空間或提供學校長時間會談時段，但明年參展規劃將視本年歐洲教育者年會於 2018 年 9 月初次

在瑞士日內瓦實際執行後，再對參展規劃及空間使用方式做出最終的檢討及決議。部分參展學

校對攤位縮減有提出些許擔憂，主要係因為無獨立放置學校文宣品及對談的空間，但教育部除

盼各校體諒因經費縮減而須應變的情況外，也請學校可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採非固定座位的

方式應不會對洽談造成困擾，也可邀其他臺灣校一同討論，激發國際合作的不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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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錄 

一、 我國參展學校及出席代表名單 

 
 

14 國立清華大學 28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1 國立成功大學 25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2 國立東華大學 26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3 國立政治大學 27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8 國立中正大學 技  職  校 院  (6 校)

9 國立中興大學 23 明志科技大學

10 國立交通大學 24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5 長榮大學 20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6 高雄醫學大學 21 臺北醫學大學

7 國立中山大學 22 輔仁大學

2 中華大學 17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3 亞洲大學 18 國立臺東大學

4 東吳大學 1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指導 教育部

統籌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聯合參展學校名單

一  般  校 院  (22 校) 15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 大同大學 16 國立臺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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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國參展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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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灣夜-外賓出席名單 

8 國 22 校 44 名 

No 國別 機構 姓名 職稱 單位 

1.   僑委會 陳正吉 僑務委員  

2.  
加 拿

大 

Brock University Helen Song 
Relationship 

Manager 

International Market 

Development 

3.  Dalhousie University Alain Boutet 
Executive 

Director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4.  印度 

Indian Education Society's 

Management College and 

Research Centre 

Dr. Minu Mehta Head 

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Leadership and 

Entrepreneurship 

5.  
美國 University of Oregon 

Abe Schafermeyer Director Int'l Student & Scholar Services

6.  Mr. Paolo Daniele Advisor  

7.  

馬來西

亞 

Mahidol University 

Wanpimon 

Senapadpakorn 
Direct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vision

8.  Suchada Phruthonkul Head 
Strategic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Unit 

9.  Universiti Tenaga Nasional Dr. Zuraidah Bte Ali Dean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0.  
菲 律

賓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John Luis D. Lagdameo Director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1.  

新 加

坡 

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Dr. Lim Poh Teck 

林保德 
Lecturer  

12.  Nanyang Polytechnic Ms. Georgina Ong 
Deputy 

Manager 

International & Industry 

Relations Schoo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13.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Dr. Lee Chih Horng 

李氣虹 
Lecturer 

Division of Chines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4.  
Dr. Eddie C.Y. Kuo 

郭振羽 

Professor 

Emeritus 
 

15.  Pauline HO 
Deputy 

Director 

Office of Global Education and 

Mobility 

16.  Aileen ANG 
Assistant 

Director 

Office of Global Education and 

Mobility 

17.  Lechelle KOH 
Assistant 

Manager 

Office of Global Education and 

Mobility 

18.  KWOK Chian Yee 
Senior 

Executive 

Office of Global Education and 

Mobility 

19.  Ms. Wang Lin Manager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  
Dr. Foo Suan Fong 

符傳豐院長 

Executive 

Director 

院長 

Singapore Centre for Chinese 

Language 新加坡華文教研中

心 

21.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Ms. YAP Wei Ling Manager Global Relation Office 

22.  Ms. May YEE Manager Global Relation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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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Ms. Li Ling Koh 

Senior 

Associate 

Director 

Global Relation Office 

24.  Yeh Choy Yan 葉兆原 
Associate 

Director 

Office of the Vice-President 

(University and Global 

Relations) 

25.  Ms. Lin Jun 林君 Manager 

Marketing and Admissions, 

Asia-Pacific Executive MBA 

(Chinese)  

Business School 

26.  黃幸亮 
Associate 

Professor 
Business School 

27.  Singapor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Pte. Ltd 

Ivy Ang Yi Ting Manager Regional Recruitment 

28.  Diong Chi Wern Manager Regional Recruitment 

29.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Dr. Foo Tee Tuan 

符詩專 
Director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30.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 

Ms. LIM Su Fang Director Office of Admissions 

31.  Ms Lee Jia Xian 
Deputy 

Manager 
Office of Admissions 

32.  TUM, Asia Dr. NG Hsiao Piau Head 
Business Development & 

Faculty (Electrical Engineering)

33.  瑞典 
Chalm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tefan Bengtsson President  

34.  

墨 西

哥 

Instituto Tecnologico y 

Estudios Superiores de 

Monterrey 

Adriana Rojas 
Regional 

Director  
Regional Director for Asia 

35.  Montserat Bañales 

International 

Programs 

Director  

International Programs Director 

at Querétaro 

36.  David Huerta Director National Short Term Mobility 

37.  

德國 

Freie Universitaet Berlin Ms. Elke Loeschhorn 
Deputy 

Director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38.  
Ulm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 Hochschule Ulm 

Ms. Stephanie Wagner Director  International Office 

39.  Prof. Marc-Oliver Otto Dean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Natural and Economic Sciences,

40.  University of Tuebingen Mr. Bastian Salmen 
Exchange 

Coordinator 

Asia, Australia & New Zealand, 

Latin America 

41.  

韓國 

Chonbuk National University Hyeong Woo Lee 
Deputy Vice 

President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42.  
Dong-A University 

Sung Tae KIM 
Senior 

Manager 
 

43.  Coordinator Brian Kay  

44.  
Kyung-Hee University 

Sang Hoo PARK Vice Director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5.  Danny Coordinator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6.  Woosong University Dr. Seowon Kam Vice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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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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