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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亞太大學交流會(University Mobi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以下簡稱 UMAP) 

成立於 1993 年，目的為加強亞太地區各國高等教育機構的學術研究合作，以及

各大學間學生與教職員的交流，同時推動雙邊、多邊以上的協議，期能促進亞太

地區彼此間文化、經濟、社會制度的相互了解。我國於同年以 Taiwan 名義加入

UMAP，成為創始會員國。依據 UMAP 憲章規定：每年應舉辦 2 次理事會，1 

次地點為主席國、另 1 次地點為國際秘書處所在國家，藉此機會強化 UMAP 會

員國間緊密的教育合作關係。 

 

2018 年亞太大學交流會第 2 次理事會(即本次理事會)於 2018 年 9月 24 日

至 25 日於日本大阪商業大學(Osaka University of Commerce)舉行，第一天為半

天的研討會，第二天是 UMAP 理事會會議，第三天為參訪奈良大學。除地主國

日本外，有分別來自馬來西亞、泰國、柬埔寨、越南、韓國、菲律賓、中國、

汶萊、加拿大及臺灣等 11 國的理事參加。我國由國家秘書處秘書長-教育部國際

及兩岸教育司畢祖安司長與執行長-輔仁大學教授暨國際教育長李阿乙一同代

表出席。 

 

此行之重要成果及決議如下： 

1. 一致通過泰國為 UMAP 2019-2020 新任主席國，而原來的主席-馬來西亞國

民大學(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簡稱 UKM)的校長 Datuk Dr. Noor 

Azlan Ghazali 光榮卸任。 

2. 臺灣國家秘書處報告 2019 主辦探索營(Discovery Camp)的規劃。 

3. 臺灣國家秘書處秘書長-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的畢祖安司長受理事會

之邀請，於本次國際研討會發表臺灣的高教國際移動力與新南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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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議緣起及目的 

 

在 90 年全球化浪潮的席捲之下，位居亞太地區的臺灣、日本、泰國、馬來西 

亞、菲律賓及韓國等國，由於體認到培養具國際觀及跨文化視野之青年人才的重要

性，於是在 1993 年成立 UMAP，以推動「學生交換」及「學分承認」為宗旨，

積極加強亞太地區高等教育機構間合作及各大學彼此間學生與教職員的交流，建

立 超 越 國 界 限 制 的 亞 太 校 園 與 亞 洲 高 等 教 育 學 分 轉 換 機 制 (UMAP 

Credit Transfer Scheme，簡稱 UCTS)，進而在亞太地區促進更深層的國際學生交

換與交流。 

臺灣是 UMAP 創始會員之一，十餘年來我國一直以「臺灣」之會員名稱活躍

於該組織中，教育部每年均委託國內一所大學辦理 UMAP 臺灣國家秘書處之業

務。我國於 2011 年至 2015 年成功爭取擔任 UMAP 國際秘書處，這對臺灣高等教

育國際化是一項重要的里程碑，此間由輔仁大學承接 UMAP 國際秘書處及臺灣國

家秘書處之委辦業務；臺灣完成階段性任務後，2015 年第 2 次理事會中全體一致

通過由日本東洋大學(Toyo University)續承接 2016 年至 2020 年 UMAP 國際秘書

處。 

UMAP 會員國每年舉行兩次理事會，決定會務的推動方向。本次理事會的

工作重點計有:  

1. 通過 2018 年第一次理事會會議紀錄； 

2. 更新會員校數-在 2018 年第 1 次理事會結束後，共有 24 所大專院校簽

署 pledge of agreement，其中 22 所新簽，2 所重簽； 

3. 國際秘書處(IS)公布2018年上半年參加Program A/B交換生共有51人，

如 2018 年下半年交換生人數也達同樣人數，那將會自 2011 年以來交換

生總人數首次達到三位數。然而，開設在 2018 年暑期的 Program C 課

程種類雖較往年更特別豐富而多樣，尤其是由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

及菲律賓 4 個會員國所提供的 Program C 課程種類甚至多達 2 位數，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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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參加今年暑期 Program C 的學生人數仍因無獎學金可申領而

大幅下滑。 

4. 國際秘書處重新定義 Program A 與 Program B 的內涵: Program A 是為期

最少一學期、最多一學年的多邊免學費交換計畫，而倘若任何 2 所

UMAP 會員校想招收比 pledge of agreement 規定更多的學生，或是打

算開辦特殊課程時則須執行 Program B。實行 Program B的條件及條款，

如招收學生的數目、是否要向學生收取學費、課程的長度等都須獲得

這兩間學校的同意。 

5. IS 公布近期將派其代表參加活動與會議的行程 (a.)2018 年 12 月初於

日本關西大學舉辦之第 4 屆 COIL(Collaborative Online International 

Learning，合作性網路跨國學習)工作坊，及「21 世紀全球教育的創新

方法與實踐(Innovative Ideas and Practices for Global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的國際研討會；(b.) 2018 年 11 月中於加拿大渥太華所舉辦

之 CBIE(Global Leader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年度會議；(c.) 2019 年

1 月底於美國加州舊金山舉行之「下一步是什麼? 國際高等教育未來的

可能性 (What's Next? Possibilities and Probabilities in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的 AIEA (The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dministrators )年度會議。 

 

貳、執行過程 

這次的活動共計三天，第一天為國際論壇，第二天為理事會、第三天為文化參

訪，其具體的行程如下： 

 
 

(一) 第 1 天 (2018 年 9 月 24 日星期一) 國際論壇 

 

9月24日教育部國際司畢祖安司長清晨搭乘長榮航空班機抵大阪關西機場，

駐大阪辦事處羅國隆簡任秘書前往機場協助辦理禮遇通關手續，接機後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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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 2018 亞太大學交流會(UMAP)第 2 次理事會議舉辦會場-大阪商業大學

出席下午舉辦的會議。 

本次國際論壇上半場探討的主題為：亞太地區的學生交流及日本所扮演的角

色(Student Mobility in Asia and Pacific Region and Japan’s role)。會中邀請美國

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的 Dr. Deane Neubauer、泰國瑪希敦大學的 Dr. 

Nopraenue Dhirathiti、菲律賓 Ifugao 州立大學的 Dr. Serafin L. Ngohayon 及新

加坡國立大學教育機構的 Dr. Teofilo C. Daquila 各自發表專題演說。而下半

場小組討論 UMAP 未來的發展(Future Development of UMAP)時，在主持人

廣島大學的田泰司教授和早稻田大學黑田一雄教授的帶領下，畢司長則以小

組成員身份就 a.臺灣高等教育在不同時期的發展、b 高等教育所面臨的國內

外挑戰、 c.歷年來臺求學及臺灣出國的學生統計數據、d.教育部提供的獎學

金種類 、e.教育部近期推對動的高教深耕計畫(Higher Education Sprout 

Project)及玉山計畫(Yushan Project)等我高教現況向與會人員簡報。 

晚間主辦單位舉辦歡迎懇親會，畢司長與各國與會代表及貴賓東大阪市野田

義和市長交換名片與交談。 

畢司長同時也召集教育部派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林世英組長及駐大阪辦事

處羅國隆簡任秘書瞭解臺日文教交流推展情形。 

  

(二) 第 2 天 (9 月 25 日星期二)  UMAP 理事會會議 

 

本次會議由主席-馬來西亞國民大學的校長宣布開始並致詞，日本國際秘書

處秘書長竹村牧男先生(Mr. Makio Takemura)因公務未能出席，遂改由副祕

書長蘆澤真五教授(Prof. Shingo Ashizawa)代為宣讀歡迎詞。本次的與會國中，

柬埔寨首次推派金邊皇家大學校長-Dr. Chealy Chet 代表出席。另外，新加坡

國立大學東南亞研究系 Dr. Teofilo Daquila 與夏威夷大學東西方研究中心 Dr. 

Deane Neubauer 各自代表新加坡及美國，以觀察員的身分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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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的會議達成下列幾項重要的決議: 

1. 會員國的增加：柬埔寨、寮國與吉爾吉斯(Kyrgyz Republic)成為會員國，

其中柬埔寨派員首次與會。 

2. 參加 Program A/B 會員校增加到 99 校，臺灣則由 19 校增加到 27 校。顯

示我國對 UMAP 的重視。 

3. 泰國報告 2018 年探索營的執行成果。此次探索營共有 221 名申請者，共

有 40 名學生入選，其中臺灣共有來自臺灣大學、淡江大學、實踐大學、

陽明大學、國際暨南大學、彰化師範大學及東吳大學的 7 名同學入選，

為地主國之外(共 10 名)，入選最多人數的會員國，可見臺灣學生對 UMAP

的高度參與度及學生的國際競爭力。 

4. 由臺灣國家秘書處簡介 2019 年探索營的施行計畫，2019 年探索營

(Discovery Camp)將在暑假於臺灣舉辦，為 2016 年起開辦探索營的第四

屆，該營的內容為介紹 UMAP 會員國社會、經濟、文化等各層面的短期

海外 summer program。營隊活動期間自 2019年 8月 18日至 8月 31日止，

參與的國際學生除了可對臺灣有基本瞭解外，在營隊的這兩個星期內，

也需學習如何與不同文化的學生一同生活、交流、上課、合作完成結業

報告。本計畫由大會討論後通過。 

5. 國際秘書處公布 2019 年的行事曆(timeline)，並決議未來在每個活動開始

前除了透過網路公布之外，同時將以電郵通知各國國家秘書處。 

6. UMAP 理事會將提供來自 2018 年普通基金的 15,000 美元，做為在

Program A/B 上願意提供額外錄取名額的國家，當其學生參加 Program C

短期暑期課程時的獎學金，共有 30 名每人 500 美元，以刺激提高參與

Program C 的人數。 

7. 國際秘書處報告UMAP在 2018年的宣傳活動，並發布新聞稿(Newsletter)

於 UMAP 網站上的“UMAP at a Glance”。 

8. 各國報告其境內的 UMAP 宣傳活動。 

9. UMAP 未來的新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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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尋求產業界如日航(JAL)的支持贊助來回機票，或是和全球領先的

Flywire(飛匯)留學繳費平臺合作。透過這些跨國公司從中募集獎學金，

及邀請產業代表進入理事會以期提供實習機會。 

b) 設置菁英班(honor program)，邀請各會員校最優秀的學生參加短期課

程並獲得 2 個學分。 

c) 發展高級先修班(Advanced Placement)，主要是邀請課業成績頂尖的

高中生讓他們以 2 至 3 週的時間修習 UMAP 的短期課程並獲得 2 個

學分。 

d) 推動合作性網路跨國學習(Collaborative Online International Learning，

COIL)。計畫內容為學生參與國際共學計畫前，透過網路給予初步的

背景資訊，協助學生瞭解即將要學習的科目，並在共學計畫結束之後，

透過網路繼續追蹤學生在返國之後的研究與學習。日本國際秘書處另

於理事會中邀請日本關西大學池田佳子教授(Prof. Keiko Ikeda)說明

COIL 的運作方式，預計於 2019 年 6 月開始施行 COIL。 

10. 決議獎助”Development of Students’ Readiness for the Life in the Real 

World through Cross-Culture Program and Problem Based Learning.”的研究

計畫 5,000 美元 

11. 理事會審查 2018 年預算的執行狀況與通過 2019 年的預算。理事會並討

論如何因應未來國際秘書處的龐大支出。 

12. 選舉泰國為下一任(2019~2020 年)的主席國。 

(三) 第 3 天 (9 月 26 日星期三)  赴奈良進行文化參訪 

 

9 月 26 日日方主辦單位安排出席 2018 亞太大學交流會(UMAP)第 2 次理事

會議與會人員上午拜會奈良大學，分由該校市川良哉理事長及清水哲郎校長

等幹部親自接待並進行該校簡介。該校係 1969 年設立在日本文化古都奈良

市的私立大學，教育環境優雅，目前設有文學院及社會學院兩學院及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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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數約 3 千人，每名學生平均所擁有之空間面積為日本第一，圖書館藏書

50 萬冊，並經常展示世界上貴重之文獻資料，以文學、考古研究及文化財

修復為其強項，目前僅與中國大陸及韓國與英國的 6 所大學訂有交流協定，

但今後將加強與促進國際化，盼能再增進與各國之交流。當天中午並在該校

用餐，之後繼續參訪該校設施並由畢司長代表訪團致謝辭，感謝該校之安排

與接待，讓全員留下深刻印象。 

 

下午 2 時離開該校後，前往世界有名的日本佛教勝地奈良「東大寺」參訪，

由該寺狹山普文別當(住持)親自接待，並聽取該寺簡介，東大寺於 8 世紀以

木材建築設立，該寺座落在環境優美、佔地廣闊的奈良公園內，香火鼎盛、

歷史悠久，之後特別導覽參訪鎮殿巨佛，觀光客與鹿群眾多，大家和平友善

相處，氣氛十分祥和，下午 4 時 30 分離開東大寺後回大阪。 

 

又因駐大阪辦事處近來接獲大阪中華學校陳情表示，據淡江大學告稱教育部

將不補助續派華語文教師赴該校任教情事，此案將重大影響該校華語文教育，

爰該處特別安排畢司長與該校等三方座談會(參加人員有大阪中華學校連茂

雄理事長、陳雪霞校長、僑務委員洪里勝信、蔡伸雄與駐大阪辦事處張仁久

公使兼處長、羅國隆簡任秘書等人)。首先由畢司長說明辦理與聘請華語文

教師赴海外任教作業事務，及討論盼能繼續支援派遣的細節，經過大家熱烈

討論與意見交換後，終獲得圓滿解決，大阪中華學校可依據華師選派要點規

定，提出申請，教育部將給予支持。全員續參加由駐大阪辦事處舉辦的懇親

會，氣氛極為融洽。 

參、開會心得 

1. 日本東洋大學在接辦 UMAP 國際秘書處之後，積極透過其國際網路邀請

許久未參與的會員國重新加入，雖然到目前為止尚未有具體成效，但已

往正確的方向跨出了一大步，未來讓 UMAP 有更多亞太地區大學陸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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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與參與，實踐更多學生的國際移動計畫。 

2. 在另一方面，各會員國也盡力擴大會員校的具體參加，如我國積極推動

新會員校的加入，臺灣國家秘書處的執行單位-輔仁大學在本年 10 月初

辦理「UMAP 臺灣獎學金工作坊」，向各校國際處同仁與我國大學生加

強宣傳加入 UMAP 的好處及 UMAP 臺灣獎學金的申請資訊，讓未來有

意在大學期間出國交換的同學，可有另一項出國選擇及獎學金來源。 

3. 除了傳統的上課與出國交流之外，UMAP 國際秘書處也認知到網路的方

便性，及如何透過網路活動來彌補傳統國際交流的不足。本次理事會推

出的 COIL 就是結合網路與實體交流的最佳範例，在實體交流之前先利

用網路幫學生導讀，讓學生對要學習的科目整體架構先有基本的認識，

等實體交流結束之後再利用網路協助學生複習，完成學習的工作。 

肆、建議事項 

1. 在過去臺灣與現在日本國際秘書處的努力之下，UMAP 的運作越來越順

暢，業務的發展也益發蒸蒸日上。由於我國在 UMAP 著墨甚多，並不間

斷地參與各項活動，長久以來與各會員國大學間的關係非常良好。 

2. 此行畢祖安司長利用為期 3 天的活動，與多所大學在會議或參訪期間進

行非正式的對談，趁此瞭解各校國際化的方向及各國的教育趨勢，探詢

可合作的領域。另 UMAP 的主要活躍會員多位在我國目前推動的新南向

國家地區，未來若能把新南向部分計畫與 UMAP 的活動結合在一起，對

我推動新南向政策是另一項助力，也能有效提升我國在 UMAP 的領導地

位。 

3. 明年(2019 年)臺灣將舉辦探索營(Discovery Camp)，在為期 14 天的活動

當中，不但可系統地向外籍生介紹臺灣文化，同時也藉此機會訓練臺灣

學生接待外籍學生的技巧，學習如何與來自不同文化的族群交流、合作、

一起生活和完成課堂報告。如探索營舉辦成功，其教材與規劃可做為未

來各大專院校附屬語文中心舉辦短期暑期班課程介紹臺灣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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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一、2018 年 UMAP 第 2 次理事會英文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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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席人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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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8 年 UMAP 第二次理事會開幕詞 

UMAP 國際秘書處秘書長暨東洋大學現任校長-竹村牧男博士(Dr. Makio 

Takemura)2018 第 2 次理事會開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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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際論壇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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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畢司長於國際論壇中發表之 PPT 

 

 

 



17 
 

 

 

 

 

 



18 
 

 

 

 

 

 



19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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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活動照片 

 
 

UMAP 懇親會時畢司長與與會貴賓東大阪市野田義和市長交換名片並交談

合影 

 

 

(畢司長參加懇親會及與林組長合照) 畢司長召集教育部派駐日本代表處教

育組林世英組長及大阪辦事處羅國隆秘書了解臺日文教推動情形後合影 

 

 
(大阪中華學校照) 教育部國際司畢祖安司長向大阪中華學校說明華語教師

派遣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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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大阪辦事處張仁久公使兼處長晚宴與會者合影 

 

UMAP 理事會議召開一景 

 

 

畢司長在 2018 年 UMAP 理事會議時介紹我國高教國際化與交流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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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司長在 2018 年 UMAP 理事會議中場休息時與各國代表交流照 

 

 
畢司長在 2018 年 UMAP 理事會議懇親會時與各國代表懇談交流照 

 

 UMAP 理事會議與會人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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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司長致贈 UMAP 理事會議主席紀念品照 

 

畢司長致贈 UMAP 理事會議主辦單位大阪商業大學谷岡一郎校長紀念品

照 

 

 

畢司長等訪問團參訪東大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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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司長聽取東大寺狹山普文別當(住持)介紹東大寺鎮殿巨佛照 

 

 

奈良大學為畢司長等 UMAP 訪日團作該校簡介照 

 

畢司長等 UMAP 訪日團參訪奈良大學圖書館設施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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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司長代表 UMAP 訪日團致詞感謝奈良大學的接待與安排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