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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學校資源概況 

 

一、本校組織及發展現況 

淡江大學於1950年創校，秉持張創辦人建邦博士提倡的「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

三化教育理念，歷經「英基」、「定位」、「提升」與「轉變」四個波段的發展與建設，

建構淡水、台北、閘陽、網路四位一體的綜合校團，形成淡江穩定的根基。2017年11月由

校友捐資興建的守談國際會議中心啟用，廷續優勢的淡江文化底蘊，注入瞬時新創動力，

展開淡江第五波「超越」的校務新里程，並以「共創大淡水，智慧大未來」為淡江第五波

校務發展的中程願景。 

本校在教師教學與課程規劃方面，均秉持「學習者為中心」的思考，以學生學習加值

為核心，從準新生到畢業生，再到面對職場就業創業，依據不同階段學習需求，為學生打

造全方位學習計畫，建構大學四年「學生學習加值鏈」。在學生學習方面，規劃專業、通

識、課外活動的「三環」課程，並以榮譽學程、跨域課程、就業學程及頂石課程作輔助，

不僅達到精進專業、學用並進、統整學習之效，更能深化「德、智、體、群、美」五育內

涵，培育學生具備「全球視野、資訊運用、洞悉未來、品德倫理、獨立思考、樂活健康、

團隊合作、美學涵養」八大基本素養，成為心靈卓越的淡江人。 

淡江大學在各類世界大學排名及亞洲大學排名調查中表現優異，包括：THE、QS及US 

News & World Report，平均排名全國第10-20名。2022年1月公布的「世界大學網路排名」，

本校於全球排名第1101名，國内排名第15名。2022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影響力排名，本校全

球排名第301-400名，國內排名第10名，本校在SDG4「優質教育」表現最佳，國内排名第1

名。2022年《遠見》雜誌「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本校在「人文社科大學」排名全國第

3，也是私校排名第一。 

淡江邁入第五波，持續深耕國際化、資訊化及未來化三化特色。本校自1968年與日本

中央學院大學建立姊妹校開始，至今已陸續與世界五大洲44國266所大學簽訂學術合作協

議。1994年首創國內「大三學生出國留學計畫」，每年甄選大三學生赴海外姊妹校研習，

迄今已有近8,700名學生完成出國進修的夢想。本校因具體落實校園國際化教育方針，於

2015年榮獲教育部「大專校院國際化品質視導特優獎」殊榮，評定為國際化典範學校。自

2018年起設置「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暨張姜文錙伉儷熊貓講座」，延攪多位國際大師蒞校講

學、密集授課及合作研究，冀望再造淡江世界地球村的高峰。迄至2020年，有來自美國、

加拿大、法國 、奥地利、波蘭、韓國、日本、泰國及新加坡等9國17位講者，其中7位具備

國家院士級資格，逐步實踐設置熊貓講座的理念，達到創辦人建設世界級大學的興學願景。 

資訊化部分，以「智慧」為核心精神，落實數位轉型，打造智慧校園2.0，運用大智行

雲網（大數據、人工智慧、行動計算、雲端運用、物聯鋼）智慧科技與服務設計的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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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成立「AI創智學院」做為運作平台，整合校內學術單位資源，推動跨領域教學與

研究，強化產學媒合及結合USR有效落實地方創生的理念，並與產業優質接軌，減少學用

落差，提升學生在AI雲端時代的就業能力。未來化的教育理念則定位為具有社會責任特色

的多元「共創遠見 」(Collaborative Foresight)，持續精進未來學課程，提升教師授課知能，

以強化學生洞悉未來素養及職能養成。110學年度起，以「永續」為核心理念，整合在地、

國際、智慧、未來等要素，並運用AI為首的智慧科技做為數位轉型的工具，加速加值實踐

SDGs，達成「共創大淡水、智慧大未來」的中長程願景，打造淡江大學成為一個國際智慧

未來永續雲端大學城。 

本校自1992年起推行全面品質管理制度，2009年獲得第19屆國家品質獎團體機構獎項

及2018年張家宜董事長獲得第25屆國家品質獎卓越經營個人獎獎項。此外，本校於2008年

及2012年分別通過世界衛生組纖 (WHO)國際安全學校認證及再認證，成為全世界第1所獲

得「國際安全學校」認證的大學。2011、2012、2013年連續三度榮獲「中華民國企業環保

獎」，並獲頒「榮譽企業環保獎」的終身成就獎，顯示辦學品質受到各界肯定。 

近30萬名各領域校友在職場上的即戰實力，讓淡江大學在2022年 《Cheers》雜誌「2000

大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中，連續25年榮獲私立大學第1名，全國總排名第10名，在調查的

9大能力指標評比中，有8項指標排名私校之冠。本校欣喜能有如此優異的表現，但也激勵

我們未來要加倍努力，為學術專業加值，加強教學、產學合作，建構創新創業的教學生態

系統，淡江第五波將在淡江文化的根基之下，從永積創辦人及歷任校長所成就的良好辦學

績效再出發，發揮承先啟後、承舊啟新的精神，以建立優質未來大學新風貌，朝向世界一

流精緻卓越的綜合大學邁進。 

為推動國際交流相關事務，設有國際副校長督導國際暨兩岸交流事務，並設置「國際暨

兩岸事務處」一級單位，下設國際暨兩岸交流組及境外生輔導組。全校及國際部門組織架

構見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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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校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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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 3 年新南向政策招生成效(東協及南亞國家)及未來 3 年之預期招生目標 

    東協及南亞國家的學生一直是本校境外生的重要生源，109 至 111 學年度本校招收東

協及南亞學位生人數由 511 增加至 699 人。如下表 

表 1：109-111 學年度學位生人數 

 國別 109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111 學年度 

A 

區 

馬來西亞 128 126 134 

印尼 304 395 416 

越南 61 66 72 

B

區 

印度 17 14 15 

泰國 26 31 48 

緬甸 6 4 5 

新加坡 1 2 1 

菲律賓 6 5 6 

C 

區 

巴基新坦 0 0 1 

尼泊爾 0 0 0 

斯里蘭卡 1 0 0 

汶萊 0 0 0 

孟加拉 0 0 0 

寮國 0 0 0 

柬埔寨 1 1 1 

不丹 0 0 0 

合計 551 644 699 

 

非學位生人數，109 及 111 學年度雖有疫情影響，為交流不中斷採線上方式進行，參與

人數統計如下： 

表 2：109-111 學年度非學位生人數 

 國別 109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111 學年度 

A 

區 

馬來西亞 0 34 2 

印尼 4 2 47 

越南 12 4 161 

B

區 

印度 38 40 33 

泰國 10 12 103 

緬甸 0 0 1 

新加坡 0 0 0 

菲律賓 1 0 9 

C 巴基新坦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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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尼泊爾 2 0 0 

斯里蘭卡 0 0 0 

汶萊 0 0 0 

孟加拉 0 0 0 

寮國 0 0 0 

柬埔寨 0 0 0 

不丹 0 0 0 

合計 67 92 356 

 

    在本校積極拓展東協及南亞的招生市場及配合新南政策的執行下，期望學校未來能達

到以下招生數目標。 

表 3：112 學年度招生數目標 

 109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111 學年度 112 學年度

目標數 

學位生新生人數 131 人 195 人 162 人 195 人 

非學位生人數 67 人 92 人 356 人 428 人 

合計 198 人 287 人 518 人 623 人 

 

三、本校執行 109-111 年度新南向計畫成果  

109 年度 

 

共執行 2 場國際學術研討會及邀請 1 位越南學者來臺 

 

第 1 場研討會：「台灣與東南亞國家的中國研究視角」國際學術研討會 

台灣在預防 COVID-19 的結果，國際社會肯定了臺灣，因為臺灣比其他國家更瞭解

中國。得益於語言和地理位置的優勢，臺灣可以作為一個對話平臺，邀請全球各地的研

究中國的學者共同切磋交流。因此，在 12 月 8 日至 10 日，假淡江大學覺生大樓 I201 遠

距教學會議室，舉辦「臺灣與東南亞國家的中國研究視角」國際研討會。 

中國政治經濟近年來面臨許多挑戰，政治上，習近平尋求第三任連任，政治繼承懸

而未決，經濟上面臨經濟發展停滯，外交上則受到美國的競爭，2019 年更爆發了香港反

送中抗爭，加上新疆、西藏等族群問題，都對中共的統治形成極大的挑戰。中國作為區

域大國，其政經問題都牽動著區域的發展，論文集中收錄第一場《中國政經發展以及香

港未來》論壇的四篇論文，包括:曾偉峯博士的《2020 年中國政經態勢之評估》、陳建

甫博士的《中共正在進行「掠奪式」的國家資本的鬥爭!?》、蕭督圜博士的《粵港澳大

灣區與中港融合》以及曾建元博士的《香港三十年風水:中共在香港展開維穩部署》等四

篇文章來檢視中國政經發展以及香港未來。 

本項計畫共計舉辦一場實體論壇與三場線上視訊論壇，分別是: 

主題一:中國政經發展以及新疆與香港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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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大國博弈下的新國際關係與區域安全 

主題三:美中台關係的契機與挑戰 

主題四:中國一帶一路基礎建設 

 

第 2 場研討會：工程產業商展暨人工智慧、數位科技與法律於工程產業學術研討會 

本研討會因應疫情，研討會改以非同步預錄之線上語音平台（由前中視主播馬教授

團隊錄製及後製並配上中英文字幕）方式舉辦，於該研討會之「工程法律與數位科技」

影音平台（下稱該影音平台），以演講方式分享工程法律和/或數位科技主題。研討會主

題如下：(一)政府採購法、(二)工程爭議處理、(三)數位科技(AI ,AR/VR, and BIM)於工程

產業之應用或政策。 

國內講座於約定時間到淡江大學台北校區委請專業攝影師錄製(錄製含準備約為 2-3

小時分鐘)，並委請攝影人員剪接為 15 至 20 分鐘影片﹐演講內容請講座簽署攝影授權契

約，委請團隊委請人員聽寫成講授內容逐字稿、再委請翻譯人員翻譯成英文、將於影片

錄製後製作聽寫中英文稿，並請講座確認正確性，後期製作完成將上傳該影音平台。 

國外講座為講座自行錄製影片，再委請區委請專業攝影師錄製(錄製含準備約為 2-3

小時分鐘)，並委請攝影人員剪接為 15 至 20 分鐘影片﹐演講內容請講座簽署攝影授權契

約，委請團隊委請人員聽寫成講授內容逐字稿、再委請翻譯人員翻譯成中文、將於影片

錄製後製作聽寫中英文稿，並請講座確認正確性，後期製作完成將上傳該影音平台。上

傳至研討會網頁平台，做權限與會員設定： 

1.觀眾：由講座選擇國內外關心工程法律和/或數位科技議題之閱聽者(1)不受限制或(2)透

過填寫報名資料經本研討會團隊審查(3) 透過填寫報名資料經講座審查通過後，

閱聽者相關問題本研討會彙整後轉供講座參考，講座則可以選擇(1)答覆、(2)單

獨答覆提問者或(3)線上公開問答內容。 

2.問答：由講座選擇(1)答覆、(2)單獨答覆提問者 (3)線上公開問答內容或(4)不開放問

答。 

本活動由淡江大學主辦，與印度費爾科技大學 (Veltech University, India)協辦，並邀

請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理工大學 (Universitat Politechnica de Catalunya ,Spain)、馬來西亞砂

拉越斯威本理工大學 (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arawak, Malaysia) 馬來西亞工

藝大學(Universiti Teknologi Malaysia)、雷丁大學馬來西亞分校  (University of Reading 

Malaysia)教授擔任研討會籌備委員會委員。另本研討會邀請來自臺灣、馬來西亞、澳洲、

印度、菲律賓、越南、西班牙、巴基斯坦、澳洲律師以及學者專家以當國政府採購法以及

數位科技為題講授，經由團隊錄影與後製團隊配字幕、後製剪輯等工作。 

 

邀請 1 位越南學者來臺：與越南孫德盛大學（Ton Duc Thang University）“原子分子和

光學物理研究團隊”之學術交流 

雖受疫情影響，此次仍順利邀請越南孫德盛大學副教授峰尾浩文博士至本校訪

問。此交流針對研究主題做充分的文獻探討，並且在短期之內尋找合適的計算資源，

得到初步研究成果，本次交流共訪問中研院原分所一次（與高橋開人以及林至闓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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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淡江校內非正式會議討論十餘次。此次交流主要確立研究之系統與方向，建立

未來在此研究課題持續合作之模式。此研究工作預計明年可發表 SCI 期刊一篇。 

     

    110 年度 

(一) 拍攝 2 支拓點行銷影片 

１、「經營管理碩士班」拓點行銷影片，與校內「經營管理碩士班」國際學生合

作，以馬來西亞、印尼、越南、泰國，等語言拍攝招生影片，影片內容以國際

學生使用自身母語及英文字幕的方式描繪校園學習環境以及在淡江的學習經

歷，影片內容以母語表達英語字母為輔的放式呈現，期望能以此方式吸引更多

來自同家鄉的外籍學生，同時英語字幕能夠使他國學生有效的了解影片內容，

向更多有意願來台就讀的國際學生清楚的表達淡江的優勢，以及多元化、國際

化，與資訊化的優良學習環境。完成影片將置於淡江大學管科系系網頁、淡江

大學管科系 FB 粉絲專頁、淡江大學管科系 FB 社團、IG、Youtube，或 Dcard

等平臺播放，參與拍攝之過繼學生母校網頁，與重點招募之國家姊妹校校網。

透過將影片放置於與淡江大學合作之姊妹校校網，能夠使更多就讀於此校，或

即將入學之學生更加了解國際學生在台灣就讀的好處以及生活點滴，藉此引發

他們來台就讀淡江大學的興趣，甚至轉發影片給予身邊朋友或分享於私人社群

平台(Youtube、IG、FB、Twitter 等時下流行之社群平台或論壇)。 

２、拓點行銷招生影片，從新鮮人的角度，到進入淡江大學就讀，經過四年的培

育，再到企業界無縫接軌，讓未來新鮮人對本校充滿期待，增加就讀意願。以

校園風景、學習場域及境外生活動等章節串成招生影片，影片內容穿插學生使

用自身母語（馬來文、印尼語、越南語、泰語及英語等）描繪校園學習環境以

及在淡江的學習經歷，透過影片表達的方式能夠向更多有意願來台就讀的國際

學生清楚的表達淡江的優勢，以及多元化、國際化，與資訊化的優良學習環

境，除邀請馬來西亞、印尼、越南、泰國、菲律賓等(東協南亞為主)在校生使

用母語講述在淡江特色外，再增加 B 區印度、新加坡及 C 區寮國之境外生協

助拍攝，以拓展潛力國家之招生。完成影片將置於本校境外生招生網站，國際

處網站及國際處 FB 粉絲專頁、國際處 FB 社團、國際處 Line 官方群組外，並

透過馬來西亞、越南、泰國等台灣教育中心臉書等社群媒體協助推播。此外，

也邀請本校該區國家之境外生或境外生校友透過個人社群平台分享此影片，讓

海外學生能透過網路宣傳方式，了解在本校就學的優勢以及生活點滴，接收本

校招生資訊。 

   （二）執行 2 場假日學校 

１、永續發展--「臺灣與世界」 

2022 年 7月 18至 29日舉辦線上夏日課程「永續發展：臺灣與世界」，目前共有

緬甸 1人、印尼 1人、馬來西亞 13人、印度 17人及泰國 5人，共 37位姊妹校

學生報名，，與本校 10數名同學參與。不只與東協及南亞姊妹校交流，更讓姊

妹校學生了解本校，也更認識臺灣。期望透過此課程，不僅與姊妹校交流不中



8 
 

斷，更進一步促進本校學生和姊妺校學生同儕共學的機會，培育具有批判思考、

溝通協調、及尊重差異的世界公民。本課程透過 iClass平臺提供經濟、科技和

文化面向的非同步課程及同步線上會議等方式讓同學了解台灣實力。考量姊妹

校學生因疫情無法親臨台灣，也安排傳統茶道欣賞、企業參訪及校園之旅的虛

擬活動，以及拍攝微電影帶領同學走訪淡水、了解清法戰爭歷史及滬尾宴的在

地化文創特色。 

２、財務管理 

本課程於 111 年 3 月 26 日至 6 月 4 日舉辦，旨在培訓新南向國家(主要為越南、

印尼、與馬來西亞等國家)銀行、證券及金融機構中高階管理人才，並認識臺灣

公司治理環境，以促進國際人才交流。此課程有 56 位東協及南亞姊妹校學生參

加(印度 23 人、馬來西亞 22 人、越南 4 人及泰國 7 人)，課程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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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設東南亞語課程 4 班 

開設馬來文與文化(一)(二)及越南文與文化(一)(二)共 4 班，馬來文與文化(一)(二)共有 244

人修習，越南文與文化(一)(二)共有 74 人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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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舉辦 5 場學術活動 

  １、2022 年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研討會--二十一世紀永續發展目標(SDGs) 

2022 年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研討會（2022 ICMSDM)已於 2022 年 5 月 28

日以線上方式舉辦圓滿落幕，包括 2 場演講及 6 場領域場次。今年管科國際研討會獲

教育部新南向計劃支持，首次與印尼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Yogyakarta (UMY) 合

辦此國際研討會。 

    參與人數創新高，超過 150 人參與了今年盛會(包括早上 2 場 Keynote Speech 近

140 人次及下午每場平均大約 30-40 人次參與的 6 場專業領域場次)，34 篇學術論文發

表，為 ICMSDM 的新里程碑。協助此次國際研討參與者包括 2 位演講者(Dr. Heru 

Kurnianto Tjahjono/Muhammadiyah University of Yogyakarta, Indonesia 及 Dr. Te-Wei 

Wang /University of Illinois Springfield, USA)、2 位主持人、6 個場次的 12 位評論人，

淡江管科系同仁及超過 40 位協助此次研討會的中、外籍碩士班同學。本計畫申請時預

計參加人數: 150 人，含淡江研究生 100 人之目標業已達成。 

    此次研討會完成強化本校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學系與印尼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Yogyakarta 的學術合作及議題交流之績效，印尼姊妹校也承

諾持續與台灣持續保持聯繫與合作，共同深入頗析台灣與東南亞當前研究的管理科學

與經營決策議題。 

議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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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東南亞民主化逆流及其對台灣新南向政策之影響」國際學術研討會 

透過舉辦「東南亞民主化逆流及其對台灣新南向政策之影響」研討會，邀請東南亞國家

研究學者齊聚一堂，與台灣學者互相交流，希望透過此次會議除了能獲得東南亞國家在地學

者對該國政治社會情勢的第一手分析，亦能開啟台灣學術機構與東南亞國家學術機構之間的

交流平台，為日後進一步人員互訪及執行合作計畫奠定基礎，另外也能為台灣宣傳與推動新

南向政策。 

本研討會擬邀請馬來西亞、印尼、汶萊、新加坡、緬甸等 5 個東南亞國家的學者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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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灣東南亞研究的專家學者交換經驗與想法，共同探討東南亞國家的民主化逆流對台灣經

貿、安全與政治發展可能產生的影響。 

此次研討會能增進吾人對東南亞國家最新政治情勢的理解，並蒐集東南亞國家學者的在

地性觀點，以增進與東南亞國家的學術合作關係，最後提供因應東南亞國家政局發展的對策

供台灣政府相關部門參考。 

⚫ 會議時間：2022年 5月 27日(五) 

⚫ 會議地點：淡江大學驚聲國際會議廳 

⚫ 會議議程： 

08:00-08:30 Registration (報到) 

08:40-08:50 OPENING CEREMONY (開幕式) 

王高成（淡江大學國際事務副校長） 

08:50-09:00 Group Photo (合影) 

09:00-10:20 

SESSION I：馬來西亞、新加坡的民主逆流 

Moderator（主持人） 

蕭新煌 (台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董事長) 

Presenters（發表人） 

1. Yatno Ladiqi (馬來西亞蘇丹再納阿比丁大學法律與國際關係教

授) 

2. 顧清揚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主任) 

3. 游雅雯 (淡江大學東協研究中心主任) 

 

Discussants（評論人） 

1. 翁明賢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所長) 

2. 王信賢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3. 孫采薇 (政治大學東亞所副教授) 

 

10:20-10:40 Tea Break（茶敘） 

 

 

10:40-12:00 

SESSION II：泰國、印尼的民主逆流 

Moderator（主持人） 

顧長永 (文藻外語大學國際副校長) 

Presenters（發表人） 

1. 陳尚懋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 

2. Baiq Waharni (印尼艾爾朗加大學國際關係系教授) 

3. 雲昌耀 (汶萊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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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ants（評論人） 

1. 李美賢 (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教授) 

2. 梁家恩 (淡江大學全球政經學系助理教授) 

3. 陳琮淵 (淡江大學東南亞史研究室主持人) 

 

12:00-13:00 Lunch（午餐） 

 

 

13:00-14:20 

SESSION III：緬甸與越南的民主逆流 

Moderator（主持人） 

陳佩修 (暨南國際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Presenters（發表人） 

1. 王文岳 (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助理教授) 

2. Thida Tun (緬甸曼德勒大學國際關係學系主任) 

3. 李文基 (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 

 

Discussants（評論人） 

1. 黃瓊萩 (政治大學東亞所副教授) 

2. 黃凱苹 (台大政治系助理教授) 

3. 何景榮 (淡江大學全球政經學系助理教授) 

 

14:20-14:40 Tea Break（茶敘） 

14:40-16:40 

Round Table: 圓桌會議 

Moderator（主持人） 

戴萬欽 (淡江大學前國際副校長) 

Presenters（引言人） 

1. 顏建發 (台灣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 

2. 徐遵慈 (中華經濟研究院東南亞國家研究中心主任) 

3. 楊昊 (政治大學國關中心副主任、東南亞研究中心執行長) 

4. 林若雩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前所長) 

5. 陳建甫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所長) 

6. 游雅雯 (淡江大學東協研究中心主任) 

 

16:40-17:00 

CLOSING CEREMONY (閉幕式) 

Moderator（主持人） 

游雅雯(淡江大學東協研究中心主任) 

 

３、「The Images of 2050: Taiwan and Indonesia」國際學術研討會 

未來學碩士班持續與東南亞國家有合作關係，特別是在國際研討會部分。例如，在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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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淡江大學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菲律賓的 Laoag City 一起合作，舉辦 Resilient 

Cities, Brighter Futures: Forum-Workshop on Anticipatory Thinking and 

Strategic Foresight for Sustainable Cities，後續訪問研究員 Sohail Inaytullan

及陳國華、與紀舜傑所長都持續在國際研討會，邀請東南亞學者參與，目前學系正與印

尼國立 Gadjah Mada大學（UGM）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簽訂學系交流

MOU，尤其與該校東南亞社會研究中心，從 2017 年起即持續有合作關係，期間已經邀請

UGM 超過 10 人次來台進行交流，鄧建邦主任，亦在 2019 年前往該中心進行三個月的客

座訪問。 

本研討會主要以台灣觀點出發，預想台灣 2050年的未來情境，並運用 STEEP 社會、科技、

經濟、環境、政治五個面向進行未來掃描，預想台灣 2050。同時，到 2045 年時，印尼即

將建國 100 年，在後疫情的時代，全球的趨勢變化面對更多的不確定性，台灣與印尼雖

然地理距離相隔近 3000 公里，但同樣在處在亞洲的區域地緣政治的快速變化中，因而

『想像 2050：台灣與印尼』The Images of 2050: Taiwan and Indonesia，將集結台灣

與印尼，及其他第三國之多位學者共同從政治、社會、經濟、科技、及環境五大面向掃

描兩國的 2050重要未來議題，尋求彼此間可比性的合作議題，及探詢解決方案。 

本會議將於 2022年 7月下旬舉辧，採線上同步方式辦理，由邀請雙方學者一起共同出席

參與，在線上跨國研討會後，並預計進一步與會的會議論文，進行評論與修改後，集結

出版為專書，以提供未來趨勢觀察及政策建議，由淡江大學邀請相關學者 6-10人及印尼

UGM大學邀請 6-10人進行線上國際會議，從 STEEP不同面向，多元前瞻印尼及台灣 2050，

想像 2050重要趨勢議題，提供未來發展的展望與重要議題解決方案，預計參加人數：除

發表人外，預計總參加人數雙方人數（包含線上）共達 100人次以上，發表論文篇數 12

篇以上，參與線上會議總人數 80人次以上，此會議發表的內容，計畫將進一部編纂及出

版一本英文專書：The Images of 2050: Taiwan and Indonesia，以學術智庫方式貢獻

新南向研究的深化。 

４、第二屆「台灣與東南亞國家的中國研究視角」國際學術研討會(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Perspectives on China Studies in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 Countries) 
因受疫情影響，2022 年「台灣與東南亞國家的中國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將以線上視訊

會議方式舉行，改變過去一天或兩天舉辦研討會的形式，將依照主題與舉辦國研究機構與

對象，在 11 月到 12 月期間舉辦五場視訊會議論壇，類似工作坊的形式，也邀請台灣學界

與本校國際事務學院師生一起與會、包括:與越南社會科學院中國研究所舉辦「台越中國

研究視角論壇」、與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合作舉辦「台馬中國研究視角論

壇」、與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一帶一路策略研究中心合作「台馬中國一帶一路論壇」、與泰國

與印尼台資企業舉辦「台灣與東南亞台資企業論壇」以及與駐東南亞媒體與通訊社記者舉

辦「台灣與東南亞在地觀察論壇」五場視訊會議論壇。 

 

會議時間：2021 年 11 月 1 日~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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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地點：淡江大學驚聲國際會議廳 

參與東南亞學者專家： 

姓名 職稱 

饒兆斌 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所所長 

林德顺 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所副教授 

鄭明瑜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一帶一路策略研究中心主任 

何英展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國際研究中心主任 

馮氏惠 越南社會科學院中國研究所、台灣研究室原主任 

黃世英 越南社會科學院中國研究所副所長 

武貴山 越南社會科學院中國研究所 

劉奇峰 印度 FLAME 大學副教授兼東亞與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 

賴維信 印尼台商會長 

呂欣憓 中央社駐東南亞記者 

楊虔豪 東亞與東南亞國家自由撰稿記者 

戴逸群 東南亞台資企業代表:台耘工業公司總經理 

 

國內參與學者：  

姓名 職稱 

陳建甫 淡江大學研究所所長兼新南向與一帶一路研究中心主任 

陳鴻瑜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教授兼前所長 

顏建發 健行科技大學教授、台灣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 

翁明賢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 

張五岳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 

李志強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 

林欽明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前所長 

洪耀南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 

游雅雯 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系助理教授兼東協中心主任 

曾偉峰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 

陳崇淵 淡江大學歷史系東南亞史研究室主任 

賴怡忠 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執行長 

蕭督圜 文化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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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尚懋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兼南向辦公室主任 

陳佩修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教授 

議程規畫： 

(一)「台越中國研究視角論壇」 

◆ 主持人:陳建甫所長 

◆ 發表人或與談人:馮氏惠、黃世英、武貴山、張五岳、翁明賢 

 

(二)「台馬中國研究視角論壇」 

◆ 主持人:陳建甫 

◆ 發表人和與談人:饒兆斌、林德顺、陳鴻瑜、陳崇淵、曾偉峰 

 

(三)「台馬中國一帶一路研究論壇」 

◆ 主持人:陳建甫 

◆ 發表人和與談人:鄭明瑜、何英展、劉奇峰、林欽明、李志強 

 

(四)「台灣與東南亞台資企業論壇」 

◆ 主持人: 陳建甫 

◆ 發表人和與談人:賴維信、戴逸群、顏建發、洪耀南、蕭督圜。 

 

(五)「台灣與東南亞在地觀察論壇」 

◆ 主持人:陳建甫 

◆ 發表人與談人: 呂欣憓、陳尚懋、陳佩修、游雅雯、楊虔豪。 

５、馬來西亞村鎮發展與華人民俗研究國際學術工作坊 

本計畫採 MS Teams 等線上平台，台、馬兩地線上同步方式辦理，在疫情趨緩及

相關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將研議結合線上線相結合的方式辦理（即於台灣、馬來西亞

分別設置部分實體討論場次），相關內容策劃如下： 

（一）與會名單（預計 50 位國內外學者參與，陸續邀請中） 

與會學人 服務單位 

莫順宗 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校長 

廖文輝 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東南亞學系系主任 

廖朝驥 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助理教授 

白偉權 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助理教授 

劉崇漢 馬來西亞資深文史學者 

陳耀威 馬來西亞建築師、文史學者 

安煥然 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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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威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院長 

杜忠全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助理教授 

陳愛梅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助理教授 

張吉安 《鄉音館》館長 

廖冰淩 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副教授 

邱克威 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副教授 

黃文車 國立屏東大學副教授 

陳中和 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助理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鄭詩儐 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中文系助理教授 

湯嵋廂 馬來西亞師範學院拉讓校區中文講師 

蔡靜芳 馬來西亞砂拉越大學人類學與社會學系高級講師 

黄建淳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榮譽教授 

林信成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管理系教授 

高上雯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主任 

李其霖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陳琮淵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林德順 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所高級講師 

何啟才 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 

傅向紅 馬來西亞理科大學高級講師 

蔡增聰 馬來西亞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執行主任 

陳佩修 暨南國際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東南亞學系教授 

趙中麒 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副教授 

阮光安 馬來西亞中學教師、文史研究者 

劉奇峰 印度弗萊明大學副教授 

陳尚懋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 

張書銘 國立中央大學助理教授 

江伯煒 國立師範大學國際與社會科學院院長、東亞學系教授 

莊仁杰 國立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助理教授 

陳丁輝 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研究員 

潘婉明 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 

任  弘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理事長 

 

「馬來西亞華人村鎮發展國際研討會」：為深化台灣與新南向國家學術交流，提升

我國東南亞華人社會研究能量，本研討會在過去團隊研究的基礎上，大量收集整理民間

史料，探討馬來西亞代表性華人村鎮發展議題，聚焦在社團文教、宗教信仰、產業經濟、

民俗技藝等方面並與台灣的相關經驗相互比較、參照，並將在研討會上推出專書成果進

行研討，商議未來持續性的國際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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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馬來西亞華人民俗研究研討會」：過去對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的關注，絕大

多數是屬於民俗的傳承和發揚，較少意識民俗的存在，即便有所知覺，也將之納入文化

的範疇處理，如此反而消融掉民俗的特色。然而，民俗才是影響最深遠持續、深刻而有

內涵的文化表現。為此，學界的當務之急在還民俗本來面目，正本清源。本研討會的主

題範圍包括：生產民俗、生活民俗、人生禮儀、歲時節慶、民間信仰、民間文學、民間

娛樂、語言民俗及其他相關的課題。本次淡江大學有幸承辦因疫情影響而停擺的馬來西

亞華人民俗會議並將加上台灣學者及各國學者的參與擴大國際化，意義非凡。 

本計畫主辦的兩場國際研討會，預計各有 30 位國外內學者發表，300 人線上參與，

會後將出版兩本學術論文集，並集結共同投稿 2 到 3 個專題論文於台灣、馬來西亞等國

的學術期刊，提升台馬人文交流及學術發展，並將相關成果及建議匯總給教育、外交、

僑務部門參考。此系列會議的舉辦，也可強化馬來西亞等新南向國家對我國高等教育的

了解，而有助於大學的國際化發展及國際招生。 

（五）執行研發菁英人才專班：推動智慧製造產業碩士班雙聯學位 

本案雙聯學位課程規劃內容主要包括專業科目修課與產業技能實習兩部分，必選修

課程及根據備忘錄協議，學生可以從泰國原學校轉 12 學分至機械系承認，學位所需必

選修學分。產業技能實習方面，本學程規定學生於修滿必選修課堂課程之後，必須到智

慧機械相關產業實習一年。本計畫 6 位泰國農業大學的雙聯學位生，修畢專業課程之後，

將至合作企業實習一年。學生畢業之後，將鼓勵廠商擇優錄用外籍學生為正式員工。期

望這些畢業外籍菁英，仍能持續留在台灣智慧製造產業，以解決台灣智慧機械產業急需

高級工程師的困境，可以進一步協助台灣智慧製造產業擴展南向東南亞國家的市場。或

者回到東南亞國家就業與創業，延伸台灣產業的影響力。 

 

111 年度 

(一)拍攝 1 支拓點行銷影片 

此拍攝影片內容，盤點淡江大學物理系和尖端材料學程的特色，分別介紹(1)同步輻射光

源和其催化能源材料的應用(2)原位Ｘ光分析技術和國家同步輻射場域(3)氣體變色玻璃製備

與光譜檢測(4)特殊奈米紡絲製備和奈米顯微影像(5)強關聯材料製備與Ｘ光繞射檢測，各實驗

室外籍學生發揮短影片創意，委由台灣籍學生影片後製設計，最終呈現出極富特色五段影片，

未來可供系所做拓點行銷影片展演。 

第一集：尖端材料學程王孝祖老師實驗室 

使用實驗室實際照片和網路素材，介紹電池材料研究和催化能源研究，透由先進同步輻

射Ｘ光來做一系列Ｘ光技術分析，而淡江物理優勢在於擅長使用同步輻射來解決材料基礎問

題，經由短影片手段來快速帶入電池和催化材料研究，剛好契合全球永續綠能研究動態。長

度為一分二十秒，旁白使用越南語版和英文字幕，如圖一所示。目前已放置在個人臉書(如圖

二)、物理系臉書、物理系 IG、物理和尖端學程網頁和 Youtube，連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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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影片開頭照片 

 

圖二：影片放置於個人臉書 

 

圖三：影片放置於物理系網頁 

http://www.phys.tku.edu.tw/Front/News/news_01/News.aspx?id=kVsq7hIIvoI%3D&Sn=560&fbcli

d=IwAR3w7P_siZSUgAIyHE1jNCDFTcDsjHozQ0kItI2TDCyvgLrxjONoADpymqk 

 



22 
 

 

圖四：影片放置於 youtube 網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dXcU6cd0Kg 

 

第二集：物理系及尖端材料主任莊程豪實驗室 

開場透由兩位菲律賓學生對話，跳躍進入新竹同步輻射研究中心，憑藉國家大型研究中

心環境，帶出兩套最新原位實驗技術的實景，中間穿插個人小創意，如綠能研究目的和器材

劍的方式，降低觀眾的科學枯躁不耐感，也透由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場域，讓東南亞學生發現

尚未開發的同步輻射的研究重點和廣度，淡江的研究亮點將能有效招募菲律賓裔學生，並能

極大差異化其他大學特色。影片長度一分四秒，旁白使用菲律賓語和英文字幕，如圖五所示。

目前已放置在個人臉書(如圖六)、物理系臉書、物理系 IG、物理和尖端學程網頁和 Youtube，

連結如下： 

 

圖五：影片開頭畫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dXcU6cd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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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個人臉書分享和按讚數 

 

第三集：物理系老師董崇禮實驗室 

這集我們委由印度的資深博後研究員，介紹變色玻璃特色和實驗室研究設備，逐一介紹

溶液滴定、旋轉均勻製備、顏色光譜分析和材料結構檢定，重點提升多樣性研究的完整性，

透由印度裔研究角色帶入最新能源材料動態，對於印度擅長材料合成優點，將可以引入更多

印度裔學生。影片長度為一分三秒，旁白使用印地語並配上英文字幕，如圖七所示。目前已

放置在個人臉書(如圖八)、物理系臉書、物理系 IG、物理和尖端學程網頁和 Youtube，連結如

下： 

 

圖七：影片開頭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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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個人臉書分享和按讚數 

 

第四集：物理系葉炳宏老師實驗室 

這集我們請菲律賓學生扮演主要操作角色，影片以快樂跳舞方式開場，中間過程快速濃

縮電紡絲合成過程，而後介紹奈米線的顯微影像，對於東南亞國家基礎科學設施來說，此奈

米絲合成手段具有簡易和通用性，奈米顯微術又能提供直觀性影像，將對東南亞學生具有一

定吸引力。影片長度為一分十九秒，旁白為菲律賓語搭配上英文字幕，如圖九所示。目前已

放置在個人臉書(如圖十)、物理系臉書、物理系 IG、物理和尖端學程網頁和 Youtube，連結如

下： 

 

圖九：影片開頭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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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個人臉書分享和按讚數 

 

第五集：物理系杜昭宏老師實驗室 

此集規劃外籍菲律賓學生與台灣籍學生間的互動，介紹杜老師實驗室的研究亮點和多項

先進實驗設施，並以雙方自然互動來強化影片豐富性和生活性，最後結尾為杜老師歡迎有興

趣外籍學生加入實驗室，剛好契合這五段拓點行銷的目的。影片長度為一分五秒，旁白和字

幕都使用英文，如圖十一所示，原因為雙方對話需求。目前已放置在個人臉書(如圖十二)、物

理系臉書、物理系 IG、物理和尖端學程網頁和 Youtube，連結如下： 

 

圖十一：影片開頭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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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個人臉書分享和按讚數 

 

(二)執行 1 場假日學校 

永續發展--「臺灣與世界」 

本年度共有 10 國 14 校 84 人參加，課程內容包括經濟系系主任林彥伶「臺灣的勞

動市場」、教設系系主任鄧建邦「臺灣未來學」、機械系教授楊龍杰「半導體微機電系

統和微型無人機」、水環系教授李奇旺「臺灣淨零碳排路線圖」、化學系助理教授潘伯

申「生活中的化學」、公行系副教授黃一峯「享用臺灣茶」及拉美所教授白方濟「臺灣

和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從經濟、科技和文化的面向介紹臺灣的地理位置，經濟發展

和未來前景，並且探討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以及環境永續的議題。 

此外，課程中特別安排線上企業參訪，介紹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林

健祥經營的宗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透過訪談影片了解該公司如何不斷創新成長，打

破外界對傳統工廠的印象；華語中心教師陳思妤則特別為了將來想要到臺灣旅遊的學

生設計「基礎觀光華語」課程，簡單實用且貼近生活，讓他們提前做好準備；對於本

校及所在地淡水，也透過影片介紹本校校園環境與學生生活、USR 計畫與紅樓餐廳合

作設計的中法戰爭「滬尾宴」、畫家陳澄波的淡水系列作品，增進學生們對淡江大學及

淡水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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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設東南亞語課程 2 班 

開設印尼文(一)及(二) 

111 學年度上學期開設的「印尼文與文化(一)」，原本預計招收 60 名學生，然實際

修課人數高達 143 人；至於下學期開設、預估招收 60 名學生的「印尼文與文化(二)」，

修課人數更多達 155 人。由此可知，本校的東南亞語文(印尼文)課程不但開設成功、成

效卓越，更廣獲學生的好評，因此修課人數才會一學期比一學期增加。 

   

(四)舉辦 1 場學術活動 

第三屆「台灣與東南亞國家的中國研究視角」研討會成果報告 

在教育部《109 年新南向計畫-強化東協與南亞國家合作計畫交流計畫》經費支持

下，淡江大學中國大陸所暨中國一帶一路研究中心，在 2020年舉辦第一屆「台灣與東

南亞國家的中國視角」研討會，邀請東南亞國家研究中國相關議題的研究機構，與台

灣研究中國大陸的相關研究所互相交流，希望透過此領域與不同研究視野的專家解析

中國，理解東南亞國家學者眼中怎麼看待中國一帶一路與台灣新南向政策。2018年中

美貿易大戰，台資企業陸續從中國轉進到東南亞與南亞國家；2020年爆發武漢肺炎減

緩了中國政府對外推動基礎建設的力道，東南亞國家政府感受到中國經濟與一帶一路

基礎建設力道受到某些阻礙。 

2021 第二屆「台灣與東南亞國家的中國研究視角」國際學術研討會，因受疫情影

響，改以網路視訊會議方式進行。並依照主題與舉辦國研究機構與對象，分別在 2021

年 12 月 10 日與 2022 年 1 月 14 日兩日，舉辦五場視訊國際研討會議與論壇。除了邀

請台灣新南向研究學界與本校國際事務學院師長參加外，還與越南社會科學院中國研

究所合作舉辦「台越中國研究視角論壇」、與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合作

舉辦「台馬中國一帶一路論壇」、與佛光大學與德明科大合作舉辦「緬甸政變與其周邊

國家的區域發展」三場論文研討會，以及邀請台灣與印尼台資企業，以及泰國台資企

業舉辦兩場「台灣與東南亞台資企業論壇」視訊會議論壇。 

前兩屆「台灣與東南亞國家的中國研究視角」國際學術研討會共計邀請新加波、馬

來西亞、越南、泰國、印尼、印度、香港、緬甸等專家學者，以及台灣研究中國一帶一

路與新南向政策相關議題的學者與會，共同探討中國因素對東南亞國家的外交、經濟、

安全與發展的影響。除了增進對東南亞區域整體情勢發展的瞭解，並蒐集東南亞國家

學者對兩岸關係的看法，並增進與東南亞地區主要國家的學術合作關係。 

在 COVID-19疫情解封之後，第三屆「台灣與東南亞國家的中國研究視角」國際學

術研討會則採用網路視訊、實體論壇與學術研討會多種方式並行。首先前兩場論壇關

注 2022年中共二十大。中共習近平總書記如外界預期順利連任第三個任期，中央政治

局委員與國務院相關部會的人事布局也會隨之變動。中共二十大後，不僅反應中國內

部所面臨的政治、派系、經濟與軍事的現況，也會反映在中國對外的國際關係、外交

與軍事戰略的新布局。 

第一場「中共二十大觀察:與台灣世代基金會訪問學者論壇」與台灣世代基金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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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邀請在台外國學者到淡江大學進行學術論壇。論壇時間在 11月 3日(星期四)上午

10:10-12:00，邀請陳冠廷(台灣世代基金會執行長)、葉皓勤(波蘭)、白京易(美國)、

以及郭艾葳(馬來西亞)、洪耀南、蕭督圜等專家學者與研究所學生進行對話。 

第二場「台越合作交流線上論壇，中共二十大與中國未來發展」，在 11月 3日(星

期四) 台北時間 15:00-17:00（河內時間 14:00-16:00）舉行。本場論壇採不公開視訊

對話方式進行，可能是因越南總書記阮富仲當時正在中國進行國是訪問，他是習近平

第三任期第一個接待的國是訪問貴賓。越方代表社會科學翰林院中國研究所黃所長、

黃博士(講題：中共 20 大後的中國政治發展)、武博士(講題：論中共二十大後的中國

外交走向) ，台方發表人陳建甫博士(講題：中共二十大後中國的對外關係)、洪耀南

博士(講題：中共二十大後習近平的挑戰)，越方有四位學者，台方蕭督圜博士也出席

視訊會議。 

2022 年八月底陸續爆發台人被販運道柬埔寨等社會事件，會講中文的臺灣人成為

人蛇集團與詐騙集團的目標，大陸金主、臺灣黑幫人蛇集團、與柬埔寨仲介與詐騙集

團展開合作，組成新興的跨國人口販賣產業鏈。讓柬埔寨議題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

經內部多次商議後，同意與「台灣國際研究學會」合作，在 2023年 5月 27 日(星期六)

舉辦第三場論壇暨「柬埔寨-發展現況與展望」學術研討會。 

台灣東南亞學界研究國族、政治、經濟、宗教與國際關係等重量級學者，包括：洪

鎌德(交通大學終身講座教授)、施正鋒（東華大學民族事務暨發展學系教授）、范盛保

(崑山科技大學副教務長)、郭秋慶 (台灣國際研究學會理事)、李榮秋(台灣國際研究

學會理事)、嚴智宏（暨南大學東南亞學系教授）、康培德(國立師範大學台灣歷史研究

所教授)、顏建發(健行科技大學企管學系教授)、林崇義(文化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

國城(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王崑義(台灣國際戰略研究學會理事長)、劉

名峰(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碩士學位學程主任)、陳俐甫(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助理教

授)、紀舜傑（淡江大學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副教授）、陳志瑋(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主任)、吳東林 (台南大學兼任助理教授)、鄧育承(虎尾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及謝

國斌(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教授)等十多位學者專家發表論文或評論， 

在「柬埔寨-發展現況與展望」學術研討會也安排第三場綜合論壇，林儀(德明財經

科技大學企管系副教授)擔任主持人，闕河嘉(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副教

授)、林筱甄(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廖雨詩(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加入與談。中國一帶一路研究中心陳建甫主任與洪耀南執行長，也發表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對柬埔寨是福還是禍?」與「柬埔寨威權體制下的選舉制度」兩篇

研討會論文。 

2023 年 5 月泰國大選對泰國民主轉型非常關鍵。不僅只是台灣關注，全世界許多

媒體也前往泰國報導。這場選舉不純粹是民主與威權之爭，也展現民主派與軍方之間

的對決氛圍。在 6 月 1 日(星期四)舉辦第四場論壇，以泰國大選為主軸，邀請前往泰

國觀察選舉的「台灣自由選舉觀察協會」國際選舉觀察員們針對「泰國選舉與中國因

素」進行視訊論壇。由陳建甫主任主持，參加論壇的學者包括：陳尚懋（佛光大學教授

兼國際長、台灣自由選舉觀察協會理事長）、鄭子真（文化大學政治系教授）、林筱甄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洪耀南（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

蕭督圜（文化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洪銘謙（成功大學台文系助理教授、台灣泰國交

流協會理事）。逐字稿將收錄在論文集結集電子書提供關心泰國選舉學者們參考。 

感謝教育部《111 年新南向計畫－強化東協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計畫》經費的支

持，能夠邀請越南和台灣研究中國、東南亞相關議題的學者，透過視訊會議或實體論

壇方式，共同探討中國因素對東南亞與南亞國家的外交、經濟、安全與發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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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臺灣與東南亞國家的中國研究視角」論文集，除紙本印刷外，論文集編輯成

電子書論文等相關訊息都放置「新南向與一帶一路研究中心」的網站

https://nspbri.tku.edu.tw/，提供給各界參考。 

本計畫除了增進對東協與南亞區域整體情勢發展的瞭解，並蒐集東協與南亞國家

學者對兩岸關係的看法，以及與東南亞與南亞國家中國研究學界推廣台灣新南向政策

的發展現況與相關計畫進而增進與東協與南亞國家的學術合作關係，最後提供因應東

協與南亞國家情勢發展對策給政府相關部門參考。 

第三屆「台灣與東南亞國家的中國研究視角」研討會論文集收錄兩篇研討會論文和

節錄論壇的對話。論文集能夠順利完成，要感謝淡江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淡江大學外

交與國際關係學系、中國一帶一路研究中心、台灣中國一帶一路研究學會的協辦，以

及所有工作同仁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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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論壇「中共二十大觀察:與台灣世代基金會訪問學者論壇」 

與台灣世代基金會合作，邀請在台外國學者到淡江大學進行學術論壇 

論壇時間在 11月 3日(星期四)上午 10:10-12:00 

主持人:陳建甫 

邀請葉皓勤(波蘭) 

白京易(美國) 

郭艾葳(馬來西亞) 

蕭督圜等專家學者與研究所學生進行對話。 

 

   

 

第二場論壇「台越合作交流線上論壇」 

 

一、論壇主題：中共二十大與中國未來發展 

二、主持人： 

台灣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陳建甫 教授 

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中國研究所阮春強所長（TS.Nguyễ n Xuân Cườ ng, Viễ  n Nghiên 

cư u Trung Quố c） 

三、發表與談人 

（一）越方發表與談人： 

1.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中國研究所黃惠英博士（TS. Hoàng Huễ   Anh, Viễ  n Nghiên 

cư u Trung Quố c） 

講題：中共 20大後的中國政治發展 

2.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界中國研究所武貴山博士（TS.Vũ  Quý Sờn, Viễ  n Nghiên 

cư u Trung Quố c） 

講題：論中共二十大後的中國外交走向 

（二）台方發表與談人： 

1.台灣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陳建甫博士 

講題：中共二十大後中國的對外關係 

2.國台灣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 洪耀南博士 

講題：中共二十大後習近平的挑戰 

四、與會人 

(一) 越方與會代表: 

1. 阮春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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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阮世芳黃博士 

3. 鄧翠河博士 

4. 阮英順碩士 

(二) 台方與會人 

1. 洪耀南博士 

2. 陳建甫博士 

3. 蕭督圜博士 

五、時間 

2022年 11月 3日（周四）台北時間 15:00-17:00（河內時間 14:00-16:00） 

六、議程 

工作坊流程表（全程 120分鐘） 

時間 項目 備註 

13:30-14:00 線上報到 ZOOM開設 

14:00-14:10 （ 10

分） 

主持人阮春強所長致

詞 

 

14:10-14:20 （ 10

分） 

共同主持人陳建甫致

詞 

 

14:20-15:20 （ 60

分） 

台越雙方代表引言 與談人每人 10分鐘 

15:20-15:50 （ 30

分） 

綜合討論 自由發言 

15:50-16:00 （ 10

分） 

主持人致閉幕詞  

16:00 散會  

    七、線上會議位置 

加入 Zoom 會議、Meeting ID: Passcode: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是越南共產黨治理的國家，在進行越台論壇期間，越共總書

記阮富仲剛在 2022 年 11月 2日結束了對中國的正式訪問，這是中共二十大後首位訪

問中國的外國領導人，也是越共十三大後阮富仲首次外訪。越南社會院中國研究所，

很關切台灣的學者如何觀察中國二十大的看法，但此次論壇採不對外公開方式進行討

論，連議題也有越方設定。 

習近平擔任中國國家主席以來阮富仲 2015 年、2017年兩度正式訪問中國，此次

是第三次到訪。習近平在 2015年、2017年也兩次對越南進行國事訪問。習近平和阮

富仲在 2015年、2017 年和 2022 年至少進行了五次重要的面對面會晤談話。 

與中國習近平反貪腐行動一致，越共總書記阮富仲（Nguyen Phu Trong）也祭出

反腐運動向來強調，相關工作「沒有禁區、沒有例外」。利用疫情期間的，越亞案及

救援包機受賄案，先將兩名副總理范平明（Pham Binh Minh）與武德儋（Vu DucDam）

在 2023年初辭去職務，1月 17日，又逼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越南國家主席阮春福

（Nguyen Xuan Phuc）請辭國家主席及各項職務並申請退休。這波調查工作持續推進，

越南官場人人自危。我們也感受到越南這波調查行動的影響，全力配合越方代表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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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第三場論壇「柬埔寨─發展現況與展望」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中國大陸研究所、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合辦單位：國立師範大學地理學系、中國一帶一路研究中心 

時間：2023年 5月 27日（六）（8:30報到） 

地點：國立師範大學文學院大樓十樓 地理學系會議室（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時間 議               程  

9:00 
致詞:台灣國際研究學會理事長 紀舜傑 

     淡江大學中國一帶一路研究中心主任 陳建甫 

9:10~ 

10:20 

主持人：台灣國際研究學會副理事長 林健次 

 高棉的獨立自主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暨發展學系教授 施正鋒 

評論人： 康培德 教授 

國立師範大學台灣歷史研究所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對柬埔寨是福還是禍? 

淡江大學中國一帶一路研究中心主任 陳建甫 

評論人： 顏建發 教授 

健行科技大學企管學系 

10:20 休                息 

10:30~ 

12:10 

主持人：交通大學終身講座教授 洪鎌德 

扈從中國的柬埔寨：台灣外交的施力點 

崑山科技大學副教務長 范盛保 

評論人： 張國城 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柬埔寨威權體制下的選舉制度 

淡江大學中國一帶一路研究中心執行長 洪耀南 

評論人： 林崇義 教授 

文化大學政治學系 

艾森豪政府對施亞努「中立主義」政策之認知與對策 

虎尾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鄧育承 

泰國國立發展管理學院副教授 Dhiyathad 

Prateeppornnarong 

評論人：陳志瑋 主任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12:10 午餐 

13:30~ 

14:40 

主持人：台灣國際研究學會理事 李榮秋 

 柬埔寨的族群政治 

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教授 謝國斌 

       評論人：李明峻 秘書長 

台琉交流協會 

柬埔寨國防武力發展與區域安全 

台南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吳東林 

評論人：王崑義 理事長 

台灣國際戰略研究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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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               程  

14:40 休                息 

14:40~ 

15:50 

主持人：台灣國際研究學會理事 郭秋慶 

息邪說，放淫辭：解析古今對吳哥建築雕塑的誤會或

污名化 

暨南大學東南亞學系教授 嚴智宏 

評論人：陳俐甫 助理教授 

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 

柬埔寨的國家認同 

淡江大學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副教授 紀舜傑 

評論人：劉名峰 主任 

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碩士學位學程 

15:50 休                息 

16:00~ 

16:50 

綜合座談 主持人: 林儀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企管系副教授 

與談人: 闕河嘉 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副教授 

                            林筱甄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廖雨詩 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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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論壇「泰國選舉的中國因素」線上論壇  

 

主辦單位：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中國大陸研究所 

合辦：淡江大學中國一帶一路研究中心 

時間：2023年 6月 1日（星期四）（10：30線上） 

地點：淡江大學驚聲大樓 T814 研究室 

 

時間 議               程  

10：25 
 開幕與主持人 

陳建甫博士（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兼中國一帶一路研究中心主任） 

 

 

 

 

 

 

 

10：30- 

13:00 

 

 

 

 

 

 

 

 

 

 

 

 

13:00- 

13:30 

 

 

⚫ 泰國與東南亞政治發展 

泰國選舉觀察與選舉結果對周邊國家的影響 

主講人：陳尚懋博士（佛光大學教授兼國際長、台灣自由選舉觀察協會理事長） 

泰國選舉結果牽動印太國際情勢 

主講人：林筱甄博士（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 泰國選舉制度與中國因素 

新選舉制度對 2023 泰國選舉結果的影響 

主講人：鄭子真博士（文化大學政治系教授） 

泰國政黨選舉策略與中國因素對選舉的影響 

主講人：洪耀南博士（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 

 

⚫ 泰國政黨政治：亞太地區國家與社群的觀察 

泰國選舉結果的外溢效果:港澳媒體報導觀點 

主講人：蕭督圜博士（文化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泰國的選舉文化與空戰或陸戰的選戰策略 

主講人：洪銘謙博士（成功大學台文系助理教授、台灣泰國交流協會理事） 

綜合討論 

陳建甫（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兼中國一帶一路研究中心主任） 

陳尚懋博士（佛光大學教授兼國際長、台灣自由選舉觀察協會理事長） 

鄭子真博士（文化大學政治系教授） 

林筱甄博士（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洪耀南博士（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 

蕭督圜博士（文化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洪銘謙博士（成功大學台文系助理教授、台灣泰國交流協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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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執行研發菁英人才專班第二期：推動智慧製造產業碩士雙壣學位 

本計畫 110 年度(下學期)完成招收 6 位泰籍生，其修畢專業課程後，已於 111 學年度 6

月完成媒合這 6 位泰籍生之實習企業，預計 111 年 7 月前往實習企業進行一年的實習，表 1

為實習企業媒合結果一覽表。學生完成實習並畢業之後，將鼓勵廠商擇優錄用外籍學生為正

式員工。期望這些畢業外籍菁英，仍能持續留在台灣智慧製造產業，以解決台灣智慧機械產

業急需高級工程師的困境，可以進一步協助台灣智慧製造產業擴展南向東南亞國家的市場。

或者回到東南亞國家就業與創業，延伸台灣產業的影響力。 

本計畫機械系雙聯學位生依據機械系雙聯學位辦法完成相應課程抵免，其抵免狀況一覽

表如表 2 所示。圖 1 所示是泰籍雙聯學位生初到系上與系上教師相見歡活動照片。 

本計畫預計第二年預計招收 5 位泰籍與 10 位印籍雙聯學位生，惟因教育部 112 年 1 月突

然頒佈外籍生入學須具備中文能力 A2 檢定資格[1]，而泰籍生與印度生短時間內無法通過中

文能力 A2 檢定，故第二年的招生計畫被迫中斷。 

因為教育部的命令[1]，泰國雙聯學位合作學校泰國農業大學機械系系主任等來系拜訪，

並到雙聯學位生實習的企業訪視，圖 2 為泰國農業大學機械系主任一行在本系系辦公室與本

系教師晤談照片，會中泰方系主任關切台灣方暫停雙聯學位合作的原因，並介紹了泰國農業

大學的研發方向與研發能量(見圖 3 左)。圖 4 到圖 6 為泰國農業大學系主任一行來本系拜訪

的系列照片。 

 

   

圖 1  泰籍雙聯學位生初到系上與系上教師相見歡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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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泰國農業大學機械系主任一行在本系系辦公室與本系教師晤談照片 

   

圖 3  左：泰國農業大學介紹其研發情況，右：本系致贈泰方見面禮照片 

   

圖 4  左：泰方致贈本系教師見面禮照片； 

右：泰方一行與本系教師在系辦門口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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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左：泰方一行參觀本系機械工廠照片；右：泰國農業大學機械系主任一行與本系教師在

本校新工學館門口合影 

泰國農業大學機械系一行人在本系教師陪同下，訪視了合作實習廠商仁寶電腦公司，圖 

6 左為三方於仁寶電腦門口合影，圖 6 右則是訪視討論之狀況。仁寶電腦訪視會後，本系教

師宴請泰國農業大學機械系教師，餐後合影見圖 7。 

泰國農業大學機械系一行人在本系教師陪同下，訪視了合作實習廠商協易機械公司(見圖 

8)，會中三方討論了人才培育與技術合作相關事宜(見圖 9 左)，最後在協易機械公司大廳留下

合影(見圖 9 右)，並互相贈送見面禮(見圖 10 與圖 11)，氣氛融洽。 

   

圖 6  左：泰方訪視仁寶電腦合影；右：訪視討論情況照片 

  

圖 7  本系教師與泰方教師餐敘後合影 圖 8  泰方與本系教師訪視協易機械的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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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左：三方討論合影；右：於協易機械公司大廳合影留念 

圖 12 為本系教師與泰國農業大學機械系教師訪視實習合作廠商信邦公司所留下的照片。

圖 13 為本系教師與泰國農業大學機械系教師訪視實習合作廠商翰可能源公司所留下的照片。 

   

圖 10  左：協易致贈泰方訪視教師見面禮；右：本系教師贈送協易主管見面禮 

   

圖 11  左：泰方實習學生與本系指導教授、協易公司主管合影；右：本系教師(李宗翰院長)與

協易機械總經理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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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左：泰國農業大學機械系教師、本系教師與信邦公司副總於信邦公司大廳合影；右：三

方討論狀況照片 

   

圖 13  左：本系教師與泰國農業大學機械系教師訪視實習企業廠商翰可國際討論合影；右：雙

方致贈紀念品照片 

 

修課、實習、畢業之後，也期望擇優留職在台灣相關產業。本系執行雙聯學位計畫，兩

年累積共招收 6 位雙聯學位生，量化成果如表 3 所列。兩年計畫共計培育 6 位雙聯學位生，

該 6 名學生均於 112 年 6 月通過碩士學位考試取得本系研究所碩士學位。 

表 1  110 年度雙聯學位實習企業媒合一覽表 

級  別 姓  名 性別 指導老師 實習公司 實習期間 

機械一碩士班 張寶鑽 男 王鈺詞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 年 7 月 1 日 

至 

112 年 6 月 30 日 

機械一碩士班 劉國財 男 李宗翰 
信邦電子股份有限

公司 

機械一碩士班 林美玲 女 陳冠辰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機械一碩士班 連心石 男 李宜勳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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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一碩士班 鄭孝英 女 蔡秉均 
信邦電子股份有限

公司 

機械一碩士班 高浩宇 男 劉昭華 
翰可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表 2  110 年度機械系雙聯學位生課程抵免，其認抵狀況一覽表 

原學分科目名稱 可替代科目名稱 學分數 

Engineering Analysis for Mechanical Engineers 高等工程數學 3 

Linear System Theory 數位控制系統 3 

Mechatronics 機器人控制 3 

Fracture Mechanics 破壞力學 3 

Classical Thermodynamics 高等熱傳學 3 

Robotics 機器人學 3 

Composite Material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材料性質 3 

Fundamentals of Linear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有限元素法 3 

表 3  量化成果列表 

量化成果項目 
量化值 

第一年(達成) 第二年(達成) 

實習合作之企業家數 10 家 10 家 

外籍學生參與本計畫之總人數 新增 6 人 新增 0 人 

參與計畫外籍學生畢業投入相

關領域 
6 人 0 人 

投入雙聯學位學程教師人數 專兼任 15 人 專兼任 15 人 

 

 

四、境外生輔導機制 

111 學年度本校境外學生達 1,709 人，其中來自南向國家的學生有 699 人，包括印尼、

馬來西亞、越南、泰國、印度、緬甸、菲律賓、新加坡及柬埔寨等國。為了讓境外學生能

夠快速融入校園生活與學習環境，本校投入大量的資源在輔導學生，提供華語課程，辦理

多元化體驗與交流活動，具體說明如下： 

(一) 境外生輔導專責單位：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下設境外生輔導組，組內設組長 1 人，

與組員 7 人。境外生輔導組提供學生周延貼心的輔導、協助與服務。 

(二) 入學講習：境外生輔導員講解境外生業務與居留、入出境、工讀、清寒助學金、健保

等相關法規說明外，並傳達本校對境外生關懷之意，介紹境外生社團，藉此貼近師生

距離凝聚彼此情誼。新生透過此輔導活動，儘快適應校園生活，熟悉各項規定，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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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學習。 

(三) 住宿安排：為遠到境外生保留宿舍床位，或提供校外住宿資訊，協助校外租屋。 

(四) 境外生導師輔導：除本校既有導師輔導系統之外，更特別設境外生導師輔導機制，每

6 位外籍學生安排一位導師，導師們適切地給境外生生活建議，亦從旁協助解決課業

與相關行政等問題。另每學期召開境外生導師座談會，了解導師在輔導境外生時的困

難或疑慮，共同討論以提供境外生最適切的協助。 

(五) 輔導座談：舉辦境外生關懷座談，藉由面對面的小團體諮商，帶領同學回顧學習歷程，

分享校園生活心得，並提供生涯規劃相關資訊，確立畢業後之聯絡方式。學生充分感

受學校的關懷，增進學生向心力。 

(六) 華語課程：為增進境外生華語能力，與對台灣文化的瞭解，開設初級、中級、進階及

新聞閱讀等不同程級的華語課程，聘請經驗豐富教師採漸進式精緻教學，以強化境外

學生華語聽說讀寫能力，期確保學生學習成效。 

(七) 居留證、工作證協助辦理。 

(八) 課業輔導：學習與教學中心固定安排經濟學、會計學、統計學及微積分等補強課程，

供有需要同學自行申請，協助境外學生解決課業問題。另外，為提高本校僑生國語文

與基本學科之學習能力，加強課業之研習，特設「僑生輔導實施計畫」，對有需要同

學更安排其他科目小班或一對一的課業輔導，本補強課程有效地輔導，提高了學生學

習動機及自信心。 

(九) 團體保險：境外學生來台就學者，擁有居留證後並在臺居留滿六個月者需參加全民健

保，尚無全民健保學生強制參加本校提供之「境外學生醫療保險」以避免可能發生的

醫療困境。 

(十) 獎助學金：為鼓勵優秀外籍學生來校就讀，並協助解決其在臺生活困難，進而增進本

校國際化之推展，特設「外國學生優秀及清寒獎學金」、「交換生清寒獎學金」及「國

外學生助學金」、「清寒僑生助學金」。 

(十一) 心理輔導：為避免境外學生隻身來台無親友照顧而發生問題，諮商輔導組配置具外語

輔導能力的諮商師，提供有需要的學生專業輔導，協助境外學生解決心理問題。 

(十二) 職涯輔導：透過邀請企業人士蒞校分享職涯經驗，增加校友企業、學生及校方多方交

流機會，促進合作關係，整合實習及就業資源以達人盡其才的目標。 

(十三) 外籍社團輔導：國際處直接輔導的境外生社團達 9 個，由學長姐協助新生在台生活起

居，同樣以外籍生身份照顧新生以更快適應在台生活。同時藉由參與社團活動培養團

隊合作多元能力，以開闢多元交流管道及學習模式，也透過多元活動促進學生了解自

我及人際關係，並藉由活動加強境外生團隊經營管理的能力。 

(十四) 緊急事故、就醫協助-當外籍生身體不適可先至衛保組請求支援，如需要就醫協助時，

可至鄰近醫療院所診治。若於辦公室下班期間遇到重大事故時，外籍生可透過本校 24

小時緊急聯絡電話與軍訓教官聯絡尋求協助。 

五、提供境外生華語課程 

為協助境外生了解台灣文化，適應在台生活，特開設華語初級、中級（一）、中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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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一)、進階(二)、進階(三)及新聞閱讀七個程級課程，學生依課前筆試、口試成績分班。

課程採漸進式精緻教學，強化境外學生華語聽說讀寫能力。106 學年度共開設 42 班，共計

726 人次修讀。107 學年度共開設 42 班華語文課程，共計 841 人次修讀，108 學年度共開

設 57 班，共計 834 人次修讀，109 學年度共開設 38 班，共計 459 人，110 學年度共開設

42 班，共計 581 人次，111 學年度共開設 47 班華語文課程，共計 1,034 人次，由此可見，

華語課程修習人數多，代表本校境外生亦有強烈企圖欲融入在地文化及特色，以期激盪多

元交流。更設置華語特派員機制，由本國同學擔任，增進境外生華語學習興趣與成效，與

本地同學互動交流之機會。 

六、舉辦多元文化交流活動 

辦理外籍學生參與之多元文化交流活動及母國語言交換學習活動，供本國同學與境外

學生參與，以促進多元交流學習。 

(一) 「Chat Corner」語言學習交流活動：共有英、日、韓、德、法、西班牙語，以及東

南亞與南亞語言，例如馬來西亞語、印尼語、越南語及印度語。各語種互相交流，

形成由本地生、交換生與外籍生相互學習的溫馨場面，成功打造了地球村環境氛圍。

110 學年度，截至 111 學年度，共計 918 人次參加。 

(二) 境外生國家文物展：每個國家都有屬於自己的傳統文化、歷史沿革、特色與故事，

本活動除展示各國文物外，更有特色節慶服飾走秀、民謠教唱、互動趣味遊戲等活

動增進參觀者對各國民俗風情及本校境外生的認識，同時邀請全校師生共同體驗異

國文化及各國傳統點心，擴展了彼此的國際視野。透過各國文物參展不但可促進文

化交流，匯集境外生社團的力量，讓本校師生品嚐到異國美食外，更得以促進境外

生和本地學生互相交流共同學習的目標。每年辦理此活動皆讓師生大開眼界，引起

熱烈迴響，透過活動欣賞異國文化，讓彼此深入瞭解各國民俗、生活環境的差異，

感受各國不同的熱情，增加國際觀念與禮儀。 

(三) 國際文化萬花筒：邀請本校境外生及赴國外姊妹校交換返國的學生分享各國文化與

海外學習心得，透過系列講座邀請各國境外生介紹家鄉文化特色、社會概況，本國

生則分享姊妹校留學心得、國際交流生活中的見聞及心得。106、107、108 及 109 及

110 學年度共舉辦 70 場，計有 1892 人次參加。每場活動皆設定不同主題，分享者

的內容多元豐富，有文化節慶、飲食特色、藝術電影、歐洲教堂建築、回教清真文

化、方言習慣，此外更囊括交換學校周邊環境、旅遊景點及各校特色學系等，讓與

會的同學收穫滿滿。透過同儕學習各國民俗文化，及交換學習經驗與體會，增加學

生對各國文化深度的瞭解，增進學生們對各國文化進一步認識與瞭解，擴大學生的

國際視野與多元文化、溝通力與包容力。 

(四) 看見台灣文化之旅：透過輕鬆愉快的深度之旅，帶領境外生體驗台灣特有風俗民情、

欣賞好山好水、品嚐美食佳餚、放下平日繁忙的步調，前往自然環境中紓解壓力，

也在歡樂的氛圍下認識新朋友，進行文化的交流，增進彼此情誼，106 年至 112 年

來內容包含生態保育、藝術欣賞、漁港風情、博物館實覽、手作體驗；足跡遍及基

隆、宜蘭、桃園、新竹、台中、苗栗、臺南等地。豐富多元的行程讓境外生欣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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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美麗景緻，深刻體驗民情風俗、品嚐美味佳餚，讓同學留下美好的回憶。此跨

國際、跨校園的活動，境外生可利用這難得機會認識新朋友，師長也可傾聽學生在

臺需求，對所有參與者都是一種慢活、樂活的生活哲學。 

(五) 節慶活動：迎接節慶的到來，舉辦端午粽香會、中秋柚餅會，冬至湯圓會及春節聯

歡晚會，提供本地生與境外生交流機會，感受本地民俗節慶文化。 

七、其他交流成果 

本校早已重視並推動與東協及南亞國家的大學交流合作，如今服膺教育部新南向之人

才培育計畫，將更積極致力於開拓實質教育交流，深化雙方互動及聯盟關係，期達成創造

互利共贏的人才培育合作及區域經濟發展的願景。 

本校近 4 年在南向有關的招生推展、學術交流及雙聯學制合作等成果說明如下： 

(一) 參與招生活動方面：本校一直積極透過參加國際教育展，深入當地高中拜訪與舉辦

說明會等方式作招生努力，另結合本校在當地國校友會的資源，努力耕耘馬來西亞、

印尼、越南、印度、泰國及緬甸等國家的招生。109 至 111 學年度在東協及南亞等 7

個國家參加  場次相關招生活動如下表。 

表 4  109 至 111 學年度參加東協及南亞各國的相關招生活動 

國家 學年度 招生活動 

馬 

來 

西 

亞 

109 1.110 年 6 月 7 日，招生中心主任、專員與交流組組

長、鳳專員參加馬來西亞留台聯總舉辦線上教育展

【大學幫幫忙系列--與理想大學對話】。 

2.110 年 6 月 9 日，招生中心主任、專員與交流組組

長、專員參加馬來西亞留台聯總舉辦第二場線上教

育展【大學幫幫忙系列--與理想大學對話】。 

111 1.111 年 8 月 19 日至 27 日，交流組專員參加馬來西亞

臺灣高等教育展。 

2.111 年 12 月 21 日，國際處專員參加 2023 年馬來西

亞臺灣高等教育展說明會。 

3.112 年 3 月 25 日至 4 月 2 日，境輔組約聘行政人員

及歷史系助理教授參加 2023年馬來西亞臺灣高等教

育展。 

4.112 年 4 月 1 日至 13 日，國際長、教務處教務長、

招生策略中心主任及一位馬來西亞學生，參加 2023

馬來西亞台灣高等教育展暨拜訪高中行程。 

5.112 年 5 月 7 日至 5 月 16 日，國際長參加於馬來西

亞舉辦之 2023 Study in Taiwan 臺灣高等教育升學博

覽會。 

印 

尼 

110 111 年 01 月 08 日，本校參加印尼線上招生說明會。 

111 1.111 年 9 月 28 日，交流組書記參加印尼 PEKA 高中

線上教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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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學年度 招生活動 

2.112 年 3 月 12 日至 3 月 19 日，國際處秘書參加於印

尼泗水、日惹、及雅加達舉辦之印尼臺灣高等教育

展。 

越 

南 

109 110 年 7 月 30 日，國際事務副校長、商管學院院長、

國際長、財金系主任、經濟系主任、國企系主任、管

科系主任、交流組組長、交流組書記與越南姊妹校太

原大學及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科技組組長連線會

議。 

111 1.111 年 10 月 22 日，交流組組長參加 2022 年越南臺

灣線上高等教育展。 

2.111 年 12 月 14 日，國際處書記參加越南線上教育

展。 

印 

度 

109 110 年 3 月 14 日，交流組組長及交流組書記參加印度

EduCare Taiwan 留學機構所舉辦之印度招生說明會。 

110 111 年 3 月 3 日，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教授與交流組

書記及 1 位印度學生參加印度費爾科技大學線上教育

展。 

泰 

國 

109 109 年 11 月 29 日，交流組組長及書記參加泰國線上

教育展。 

110 110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3 日，本校參與泰國臺灣教育

中心舉辦之 2021 年泰國臺灣高教暨華語線上教育展。 

111 111 年 7 月 20 日，交流組楊鳳僊書記參加 2022 泰國

臺灣高教暨華語線上教育展。 

緬 

甸 

107 107 年 6 月 22 日至 27 日，交流組約聘行政人員赴緬

甸仰光及曼德勒參加 2018 年緬甸第 3 屆臺灣教育展。 

111  111 年 12 月 07 日，國際處舉辦緬甸線上招生說明會。 

菲 

律 

賓 

110 110 年 9 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本校參與 2021 年菲

律賓臺灣線上高等教育展。 

(二) 進行學術交流方面：本校積極與東協及南亞國家的大學及中學進行交流，109 至 111

學年度與南向各國的交流活動如下表。 

表 5  109 至 111 學年度與南向各國的交流活動表 

國家 學年度 交流活動 

馬 

來 

西 

亞 

109 110 年 4 月 30 日，國際長及交流組組長參加馬來西亞姊妹

校拉曼大學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Forum 3.0。 

111 1.112 年 3 月 28 日，馬來西亞汝來大學(Nilai University)教

育顧問李覺世一行 4 人來訪，由國際事務副校長、國際

長、交流組組長及書記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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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學年度 交流活動 

2.112 年 4 月 25 日，馬來西亞留學顧問(霓坊工作室)陳寶霓

來訪。 

3.112 年 6 月 12 日， 馬來西亞汝來大學(Nilai University)周

思均副校長及李覺世教育顧問線上會議。 

印 

尼 

111 1.111 年 9 月 28 日，國際處交流組組長、書記參加印尼泗

水理工大學交換生線上說明會。 

2. 112 年 5 月 17 日，印尼金鷹校友呂世典學長 現任印尼

校友會張哲菘會長及梁娜妮副會長來訪。 

越 

南 

109 110 年 7 月 30 日，國際事務副校長、商管學院院長、國際

長、財金系主任、經濟系主任、國企系主任、管科系主任、

交流組組長、交流組書記與與越南姊妹校太原大學及越南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科技組組長連線會議。 

110 110 年 12 月 15 日，本校國際長、商管學院院長及交流組組

長與越南外貿大學線上會議。 

111 1.111 年 12 月 20 日，本校國際事務副校長參加越南-台灣合

作 30 年座談暨慶祝酒會。 

2.111 年 10 月 16 日至 22 日，本校國際長參加越南人才合

作培育媒合會。 

3.111 年 8 月 15 日，國際處舉辦越南同塔大學雙聯學制線

上會議，同塔大學校長、理事長、國際長及本校國際事務

副校長、國際長、秘書、中文系主任、國企系主任、交流

組組長及書記參與線上討論。 

3.112 年 2 月 9 日，國際處與越南菲尼卡大學(Phenikaa 

University)舉行線上會議。 

4. 112 年 3 月 2 日，國際長、交流組組長及書記與越南河內

國家大學所屬工業大學(VNU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線上會議。 

5.112 年 3 月 24 日，越南姊妹校國民經濟大學(Nat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國交處范士龍副處長等一行 4 人來

訪，由商管學院院長、遠距中心主任、交流組組長及書記

接待。 

6.112 年 4 月 26 日，國際長、國際處秘書、交流組組長及

書記與越南西貢大學(Saigon University)線上會議。 

印 

度 

110 1.110 年 3 月 4 日，國際事務副校長、理學院院長、國際

長、機械系老師及交流組組長與印度姊妹校費爾科技大

學進行線上會議，討論雙學位及兩校未來合作事項。 

2.110 年 4 月 13 日，國際事務副校長、交流組組長及交流

組書記參加印度喜夫南達大學  (Shiv Nadar University) 

線上會議。 

3.110 年 12 月 27 日，國際副校長參加印度代表處與印度加

羅爾總統大學合作成立臺灣教育中心簽約典禮線上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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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學年度 交流活動 

111 1.111 年 11 月 30 日，國際處與印度姊妹校費爾大學舉行線

上會議討論與電機系雙聯學位合作事宜。 

2. 111 年 9 月 7 日，本校國際長、交流組組長、交流組書記

與 SRM AP 線上會議，討論簽訂姊妹校事宜。 

3. 111 年 10 月 4 日，國際長、交流組組長、書記參加印度

卡拉薩琳根學院 (Kalasalingam Academy of Research & 

Education)線上會議，討論簽訂姊妹校事宜。 

4.112 年 6 月 6 日，印度姊妹校費爾科技大學(Vel Tech 

Rangarajan Dr. Sagunthala R&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r. P. Suresh, Dea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fessor of Dept. of Electronics and Communication Engg.

及台灣教育中心崔瀚主任來訪。 

泰 

國 

110 110 年 11 月 29 日，國際事務副校長與國際長參加 2021 臺

泰高等教育論壇。 

111 年 2 月 2 日、2 月 3 日，國際事務副校長參加泰國姊妹

校農業大學 79 週年校慶線上論壇。 

111 1.112 年 2 月 1 日至 4 日，國際事務副校長赴曼谷參加泰國

姊妹校農業大學 80 週年校慶論壇。 

2.112 年 5 月 4 日，與泰國校友會線上會議，討論招生合作。 

3. 112 年 5 月 5 日，交流組組長、書記及境輔組約聘行政人

員參加泰國臺灣教育中心舉辦之招生那事兒—泰國招生

經驗分享座談會。 

菲 

律 

賓 

110 110 年 8 月 24 日，國際事務副校長參加 2021 年臺菲校長論

壇線上會議。 

(三) 簽訂姊妹校合作夥伴方面：本校自 1968 年與日本中央學院大學建立姊妹校關係迄

今，已與全球 44 國 266 所大學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包括在東協及南亞國家的 36

所姊妹校，如下表。 

表 6  本校在東協及南亞國家簽訂姊妹校合作一覽表 

國家 簽定之姊妹校 簽約年 

馬來西亞 大同韓新傳播學院  One World Hanxing Academy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2003 

新紀元學院 New Era College 2003 

韓江學院 Han Chiang College 2004 

英豪多媒體傳播學院 In-House Multimedia Academy 2003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另簽簽署教職員交換協議書 

2012 

2018 

雙威大學 Sunway Universit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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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簽定之姊妹校 簽約年 

馬來西亞 IACT 學院 2018 

印尼 卡查馬達大學 Gadjah Mada University 2004 

穆罕默迪大學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Yogyakarta 2013 

印度尼西亞大學 Universitas Indonesia 2017 

印尼泗水理工學院Sepuluh Nopemb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9 

印度 尼赫魯大學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2013 

費爾大學 Vel Tech Dr.RR & Dr.SR Technical University 2015 

亞米提大學 Amity University 2016 

昌迪加爾大學Chandigarh University 2016 

印度理工學院坎普爾分校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anpur 

2018 

印度SRM大學SRM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9 

印度威洛爾理工學院(VIT)Vellor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9 

印度總統大學(Presidency University) 2022 

卡拉薩琳根學院Kalasalingam Academy of Research and 

Education (KARE) 

2023 

SRM-AP大學SRM University AP 2023 

泰國 曼谷大學Bangkok University 2015 

宋卡王子大學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 2016 

蒙庫國王科技大學King Mongkut'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onburi 

2017 

泰國農業大學Kasetsart University 2018 

泰國拉卡邦先皇技術學院King Mongku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adkrabang 

2018 

菲律賓 聖湯瑪士大學 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 1983 

德拉薩大學 De La Salle University 1988 

越南 越南阮必成大學Nguyen Tat Thanh University 2019 

越南國民經濟大學Nat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 2020 

越南太原大學Thai Nguyen University 2021 

越南太原農林大學Thai Nguyen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2021 

越南外貿大學Foreign Trade University 2022 

西貢文郎大專學院Van Lang Saigon College  

同塔大學Dong Thap University 2022 

柬埔寨 柬埔寨國際組織科技大學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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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簽定之姊妹校 簽約年 

Cambod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四) 簽訂雙聯學位合作成果方面：本校自 2003 年施行跨國雙聯學制迄今，已與 28 所姊妹

校簽訂 44 項雙聯學位合作計畫，成果包括：(1)本校 161 名學生、姊妹 97 名學生參

與；(2)本校 131 名學生、姊妹校 76 名學生成功獲得雙碩博士學位；(3)馬來西亞簽約

學院的學生有 63 名獲得本校學士學位。其中與東協及南亞國家高等教育機構所簽訂

的雙聯學制合作如下： 

1. 2003 至 2004 年間，大傳系分別與馬來西亞韓新傳播學院、新紀元學院、韓江學院及

英豪多媒體傳播學院等 4 校簽訂雙聯學制，該 4 校每年甄選學生來校繼續修習 3、4

年級課程，修畢後，獲頒本校學士學位。目前已有 63 名學生在本校取得學位。 

2. 2015 年電機系與姊妹校馬來西亞拉曼大學，簽訂「淡江大學與馬來西亞拉曼大學碩

士班 1+1 雙聯學制」備忘錄，以促進兩校學術交流，並針對未來雙聯學制的進行提供

最佳交流平台。 

3. 2015 年機電系與姊妹校印度費爾科技大學（Vel Tech Dr. RR & Dr. SR Technical 

University）簽訂碩士 1+1 雙聯學制協議書。 

4. 2018 年大傳系與馬來西亞 IACT 學院簽訂雙聯學制，該校每年甄選學生來校繼續修

習 3、4 年級課程，修畢後，獲頒本校學士學位。 

5. 2020 機械系與姊妹校泰國農業大學(Kasetsart University)簽訂碩士雙聯學制協議書。 

6. 2021 年商管學院國企系、財金系、經濟系及管科系擬與越南姊妹校太原大學(Thai 

Nguyen University)簽訂 2+2 學士雙聯學制協議書。 

7. 2022 年工學院水環系與泰國姊妹校農業大學(Kasetsart University)工學院環工系簽訂

1+1 碩士雙聯學制協議書。 

8. 2022 年工學院機械系與印度姊妹校費爾大學(Veltech University)簽訂 3+2 學碩士雙聯

學制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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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推動架構 

 一、學校推動及執行計畫之組織架構圖 

「國際化」是本校教育理念及發展的重要策略之一，並以打造淡江地球村為目標，重視

札實國際化戰略布局，在與東協及南亞國家的交流合作上已透過招生、學術交流及雙聯學位

合作等活動，進行積極的交流合作。 

本計畫由國際副校長擔任計畫召集人，統籌本計畫之推動與各子計畫間溝通協調，教務

長、研發長及國際長擔任副召集人，國際處國際暨兩岸交流組專員擔任執行秘書，拓點行銷

子計畫由國際處葉劍木國際長擔任召集人；學術活動子計畫分別由外交系陳建甫副教授、管

科系陳怡妃主任及化學系陳志欣主任擔任召集人。計畫書組織運作見圖 2。 

 

 

任務委員會
強化與東協南亞國家大

學合作交流 

副召集人

教務長

副召集人

研發長

副召集人

國際長

執行秘書
國際處國際暨兩岸交流組專員

圖2 本計畫組織運作圖

 學術活動

子計畫召集人--管科系陳怡妃主任

召集人

國際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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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推動架構 

 本校目前以現有東協及南亞國家的交流計畫為基礎，112 年推動項目說明如下： 

 

子計畫：學術活動--2024 年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研討會「多重危機下的人工智

慧與永續力(AI + Sustainability)」 

 

本
計
畫
推
動
架
構

圖3 本計畫推動架構

學術活動

子計畫：
2024年管理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研
討會「多重危機下的人工智慧與永續力
(AI + Sustainability)」

 

三、計畫追踨管考機制 

本任務委員會每二個月召開工作執行會議，適時排除執行所遇問題與困難，確實掌握各

子計畫之執行進度，且透過全面品質管理 PDCA 精神為下一年度作好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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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計畫辦理規劃 

 

學術活動 

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子計畫：2024 年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研討會「多重危機下的人工智慧與永續

力(AI +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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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子計畫：2024 年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主題：多重危機下的人工智慧與永續力(AI + Sustainability) 

 

 

 

 

 

計畫召集人：陳怡妃 副教授兼主任 

  



53 
 

子計畫 

2024 年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主題：多重危機下的人工智慧與永續力(AI + Sustainability) 

 

The 202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Management Sciences and 

Decision Making 

Them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Sustainability in a Polycrisis  

 

計畫書 

 

主辦 

淡江大學 管理科學學系 

 

協辦 

淡江大學姊妹校: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Yogyakarta, Indonesia 

淡江管科系姊妹系：College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計畫召集人：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學系  陳怡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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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The 202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Management Sciences and Decision Making/ 

2024 年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計畫名稱: The 202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Management Sciences and Decision 

Making/ 2024 年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一、 前言 

持續多年的合作經驗且成效豐碩為前提，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學系將再擬

與印尼姊妹校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Yogyakarta 及姊妹系 College of 

Business (COB),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 (UEH)三方共同完

成此年會：The 202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Management Sciences/ 2024 年

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根據 2023 年會成果顯示，研討會論文總篇

共 45 篇，其中投稿外籍學者共 8 國(37 人，16 篇)，已有良好的發展基礎，

為擴大未來與東協及南亞合作成效，本系再次藉由學術性合作機制將於 2024

年提出具全球前瞻性議題，試圖落實在地緣區域實證性研究之交流與研討。 

多重危機(polycrisis)係指二種以上危機(諸如疾病、戰爭、能源、科技、

氣候、生態等)產生交互關係，而對經濟、社會產生重大影響。2023 年歷經

多重危機的考驗，相信 2024 年將更加嚴峻，而管理領域亦隨之產生了前所

未有之變化。此外，為因應全球經貿環境的變革、配合國家經濟建設發展，

根據產業特性企業必須進行組織的再造以及策略的創新，以因應環境的快速

變遷與危機轉型。本系加強學者彼此在學術研究上的交流，並讓國內、外學

者能有機會與國外學者共同分享研究的方向與內容，因而計畫與印尼姊妹校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Yogyakarta 及越南姊妹系 College of Business 

(COB),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 (UEH)合辦「2024 年管理科

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主題訂為「多重危機下的人工智慧與

永續力」。人工智慧趨勢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已經成為全球政

府、教育、企業領域的共通語言，本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期望透過研討會的方

式讓參與者對人工智慧及永續發展管理在全球的發展脈絡與各項永續議題

的進展有更深刻認識，並以企業端的觀點理解相關努力成果及發展現況。 

此外，利用本研討會之進行，冀能奠立國內學者與國外學者間交流之管

道，使國內學者能對世界各地學者之研究方向與內容有更清楚之認知，在日

後尋求共同合作方面，能產生實質之助益；並提供碩、博士班學生在研究方

向與內容上觀摩學習之機會。 

換之言，擬與印尼姊妹校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Yogyakarta 及越南

姊妹系 College of Business (COB),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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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H)合辦「2024 年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的機會，

邀請姊妹校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Yogyakarta 及越南姊妹系 College of 

Business (COB),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 (UEH)，以及東南

亞國家(如印度，巴基斯坦)研究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等相關的研究機構齊聚

研議。又由於本系藉由工研院與政府主管機關的引介，近期已與印度衛星太

空新創公司(Transcend Satellite)簽訂 MOU，因此預計以該公司做為印度地區

的新聚點，期能拓展新興的學術/產業網絡，而將不限於上述地區或過去領域，

進行跨國界、跨領域的溝通及交流，與不同研究視野的專家解析管理科學與

經營決策，除能夠為台灣推動「南向政策」多予宣傳外，也能理解東南亞國

家學者看待台灣南向政策的觀點，擴大未來合作基礎。 

根據本屆研討會主題「多重危機下的人工智慧與永續力 (AI + 

Sustainability)」，將規畫以下 4 個次主題，並以不同企業功能別(如人力資源、

財務、行銷、資訊等)，進行邀稿，俾學術成果更加聚焦： 

1. 人工智慧於危機管理之應用：探討如何利用 AI 技術來預測、管理和

解決各種危機，例如疫情、氣候變遷等。 

2. 人工智慧與企業永續發展的關聯：研究 AI 如何能夠支持永續發展的

目標，例如提高能源效率、減少浪費、企業靭性等。 

3. 人工智慧的道德與社會影響：討論 AI 的發展可能帶來的道德和社會

問題，例如隱私權、就業、公平性等，並探討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4. 人工智慧趨動下產業創新與未來智慧：探討如何利用 AI 創新和企業

轉型，樹立產業新典範現，實現智慧未來。 

其次，於各次主題下，將可進一步發展學術交流和可能合作的方式，有

如： 

1. 分享研究成果：每個參與者可以分享他們在這個次主題下的研究成果，

並接受其他參與者的反饋和建議。 

2. 組織專題討論：可以組織專題討論，讓參與者深入討論某一個具體的

問題或議題。 

3. 建立合作關係：鼓勵參與者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例如共同進行研究，

或者共同申請研究資金。 

4. 提供學習和培訓機會：可以提供學習和培訓機會，例如工作坊、研討

會等，讓參與者可以學習新的技能和知識。 

5. 學習和理解他國文化：透過與東協及南亞國家學者的交流，將更能

理解不同文化和社會，而有助於未來合作和交流。 

當今在多重危機的時代，人工智慧浪潮的衝擊下，科技趨使企業轉型，

卻又受制於產業(有如製造業、時尚業、觀光業等)的獨特性，決策者因此面

臨 “載舟或覆舟” 的挑戰更加嚴厲，然配合聯合國發展目標的永續力，或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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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為企業帶來突破困境的恩維架構，值得學術界進行跨國際、跨領域之實證

性研究與探討，而符合本研討會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之宗旨。 

二、 活動內容 

(一) 學術活動類型：研討會採實體方式辦理，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學系與印尼

姊妹校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Yogyakarta 及越南 College of Business 

(COB),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 (UEH)合作辦理學術研

討會議。 

(二) 會議時間：2024 年 5 月 25 日(星期六) 

(三) 會議地點：淡江大學商管學院 

(四) 南向國家合作對象及其特色 1：印尼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Yogyakarta 為淡江締結多年的姊妹校，與淡江關係一直相當密切，該校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的系主任為淡江管科系博士班校友，每年淡江

舉辦國際研討會都會邀請該校教師同仁前來參加。該校在學術上積極推

展，舉辦國際研討會的經驗相當豐富，每年八月也都有舉辦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Sciences，跟台灣多校及其他各國已有多次合

作關係。 

(五) 南向國家合作對象及其特色 2：越南 College of Business (COB),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 (UEH)為淡江管科系於 2020 年簽訂合作

備忘錄的姊妹系，與淡江關係一直相當密切，該校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的系主任為淡江管科系主任的博士班學妹，近年淡江舉辦國

際研討會都會邀請該校教師同仁前來參加，2023 年也為淡江舉辦的國際

研討會邀稿 11 篇文章投稿。 

(六) 南亞與東協其他國家參與：本系舉辦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研討會已逾二

十餘年，立足於商學與工業工程管理相關決策科學領域中享負盛名，投

稿者眾，不乏來自其他非締連的姐妹校系的學者，如新加坡、印度、孟

加拉。泰國，因此持續逐年舉辦實具有在外擴效果。 

 

參加對象:  

  印尼參與學者: 

姓名 國籍 任職單位 職稱 

Retno Widowati Indonesia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Yogyakarta 
Professor and Head of 

the Department 

Prawita Megatama Indonesia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Yogyakarta  Resear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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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i Dyah Handayani Indonesia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Yogyakarta  Professor 

Arni Surwanti Indonesia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Yogyakarta  Professor 

Wihandaru Indonesia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Yogyakarta  Professor 

Fitri Santi Indonesia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Yogyakarta  Researcher  

Mamduh M Hanafi Indonesia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Yogyakarta  Professor 

越南參與學者: 

姓名 國籍 任職單位 職稱 

Le Nhat Hanh Vietnam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 

Associate Professor 

Head of the Method 

Department 

Thi Ngoc Bich Nguyen Vietnam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 
Lecturer 

Tran Thi Hai Ly Vietnam 
School of Finance, CoB,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 
Vice Dean 

Nguyen Thi Ngoc Linh 
Vietnam School of Finance, CoB,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 
Researcher 

Nguyen Ho Xuan Tra 
Vietnam School of Finance, CoB,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 
Researcher 

Nguyen Phuong  

Duy 

Vietnam School of Finance, CoB,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 
Researcher 

Phan Nguyen Anh Quan 
Vietnam School of Finance, CoB,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 
Researcher 

Hai-Ninh Do 
Vietnam College of Business ,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 

Marketing program 

director 

Tran Bach Kien 
Vietnam College of Business ,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 
Researcher 

Le Thi Cam Nhi, Chi Quoc 
Vietnam College of Business ,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 
Researcher 

Nguyen Truong Gia Huy 
Vietnam College of Business ,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 
Researcher 

Minh Thi Hong Le 
Vietnam College of Business ,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 
Lecturer 

Viet Quoc Cao 

Vietnam 
College of Business ,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 

Director of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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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u Cam Thi Nguyen 
Vietnam College of Business ,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 

Platform Campaign 

Planning & Operator 

Uyen Phuong Le Nguyen 
Vietnam College of Business ,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 
Visiting Lecturer 

Truong Thi Hoang Oanh 
Vietnam College of Business ,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 
Vice Dean 

Bui Thi Cam Tu 
Vietnam College of Business ,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 
Researcher 

DINH Tien Minh 
Vietnam College of Business ,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 

Head of Division of 

Marketing 

Nguyen Quoc Viet Vietnam 
Vietnam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olicy Research 
Vice Director 

Bui Ha Linh Vietnam 
Vietnam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olicy Research 
Researcher 

Nguyen Khanh Thy Vietnam 
Vietnam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olicy Research 
Researcher 

Nguyen Minh Thao Vietnam 
Central Institute for Economic 

Management 
Head of Department 

   

其他東協及南亞參與學者: 

姓名 國籍 任職單位 職稱 

Hannah H. Chang  Singapore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Director, LKCSB PhD 

Programmes 

Maqbool Quraishi Bangladesh Independent University Assistant Professor  

Shadab Khalil India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Santanu Sarkar India XLRI Xavier School of Management Professor 

 

國內參與學者： 

姓名 職稱 

張紘炬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學系約聘專任講座教授 

李培齊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學系教授 

廖述賢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學系特聘教授 

時序時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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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忠柱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學系教授 

曹銳勤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學系特聘教授 

陳水蓮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學系教授 

倪衍森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學系特聘教授 

婁國仁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學系教授 

牛涵錚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學系教授 

李旭華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學系副教授 

陳怡妃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吳家齊 中興大學行銷學系助理教授 

鍾孟達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學系助理教授 

李孟修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學系助理教授 

曾紫嵐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學系助理教授 

吳健鑫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學系助理教授 

蔡云瀞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學系助理教授 

呂奇傑 輔仁大學商學研究所教授 

林義貴 陽明交通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講座教授 

李天行 輔仁大學商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溫丹瑋 高雄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助理教授 

譚大純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事業經營系教授 

蔡政言 淡江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教授 

汪美伶 淡江大學企業管理系教授 

林允永 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副教授 

吳怡芳 醒吾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教授 

謝祖邦 真理大學企業管理系教授 

鄭美娟 輔仁大學資訊管理助理教授 

王智弘 逢甲大學企業管理系副教授 

王譯賢 中國文化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 

李永新 淡江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助理教授 

許超澤 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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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預計研討會議程 

研討會議程 

The 202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Management Sciences 

and Decision Making 

2024 年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May 25, 2024 

113 年 5 月 25 日（星期六） 

09:20~09:30 Opening Ceremony 

09:30~10:30 
Keynote Speech 1: 

Session Chair: Dr. Shui-Lien Chen (Tamkang University, Taiwan) 

10:30~11:00 Break Time 

11:00~12:00 

Keynote Speech 2  

Session Chair: Dr. Retno Widowati PA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Yogyakarta, 

Indonesia) 

 

13:10~15:00 

Session A1 Operation and 

Production   
Session B1 Marketing 

Session C1 Technology  

Moderator: A11, A12 
 

Paper ID: 001 
Paper ID: 002 
Paper ID: 003 
Paper ID: 004 
Paper ID: 005 
Paper ID: 006 
Paper ID: …  

Moderator: B11, B12 
 

Paper ID: 007 
Paper ID: 008 
Paper ID: 009 
Paper ID: 010  
Paper ID: 011 
Paper ID: 012 
Paper ID: … 

Moderator: C11, C12 
 

Paper ID: 013 
Paper ID: 014 
Paper ID: 015  
Paper ID: 016 
Paper ID: 017 
Paper ID: 018 
Paper ID: … 

15:00~15:30 Break Time 

15:30~17:10 

Session A2 Finance  
Session B2 Human 

Resources  

Session C2 Decision 

Support and Management 

Moderator: A21, A22 
 

Paper ID: 019 
Paper ID: 020 
Paper ID: 021 
Paper ID: 022 
Paper ID: 023 
Paper ID: 024 
Paper ID: … 

Moderator: B21, B22 
 

Paper ID: 025  
Paper ID: 026 
Paper ID: 027 
Paper ID: 028 
Paper ID: 029 
Paper ID: 030 
Paper ID: … 

Moderator: C21, C22 
 

Paper ID: 031 
Paper ID: 032 
Paper ID: 033 
Paper ID: 034 
Paper ID: 035 
Paper ID: 036 
Paper ID: … 

(八) 預計參加人數: 100 人，含淡江研究生 7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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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期成果 

預期效益 質化評估指標 量化評估指標 

⚫  強化本校淡江大學管

理科學學系與印尼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Yogyakarta 及越南

College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的學術互

助基礎。同時，  在  

2024年管理科學與經

營決策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亦可促成台灣

學者與邀請之印尼、

越南學者及其他東協

南亞學者進行學術交

流  

⚫ 提供碩、博士班學生在研

究方向與內容觀摩學習

之機會 

⚫ 實務界人士參與研討，建

立學術界與實務界間溝

通之橋樑 

⚫ 提升本校在國際交流上進

一步之成效 

⚫ 吸取經驗，提升爾後擴大

舉辦類似研討會之能力 

⚫ 發展長期合作關係，以共

同研究或共同申請研究

資金 

⚫ 經由研討會的討

論深入頗析台灣

與東南亞當前研

究的管理科學與

經營決策議題 

⚫ 促成印尼及越南

管理科學與經營

決策研究學者與

淡江大學聚焦東

南亞管理科學與

經營決策研究學

者的深入學術交

流，有助於強化台

灣與印尼及越南姊

妹校及東南亞各主

要國家的交流與合

作 

⚫ 讓與會的學生可

以深入了解變遷

中的東南亞社會

與台灣社會的新

興管理科學與經營

決策研究議題，激

發參與的台灣研

究生對新南向國

家社會進行深入

研究  

⚫ 有助於增進印尼、越

南及東南亞各主要

國家學界對於台灣

新南向政策的瞭解

及支持 

⚫  參加研討會發表

文章印尼 6篇，  

越南 10篇，台灣

28篇，其他東南

亞國家 6篇  

⚫  預估參加研討會

之淡江大學研究

生約 70人，含博

士生 30人及碩士

生 50人  

⚫  參與研討會應可

與台灣及東南亞

相關議題學者交

流，預估交流人

次可達  30 人  

⚫  keynote speech 

場聽眾與學生預

計 100 名  

⚫  論文簡報場聽眾

與學生計  80 名  

⚫ 校外專家與聽眾

計  2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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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費預算 

計畫名稱：2024 年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申請單位：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學系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

（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請敘寫辦理依據) 

 

業 
務 
費 

演講費 10,000 2 人 20,000 邀請國際知名學者進行演講 

主持費 2,000 3 人 6,000 八場次主持費用 

論文審查費 2,000 45 篇 90,000 預估 45 篇投稿,每篇兩位審查員 

工讀金 1,000 20 人 20,000 碩士生協助辦理研討會工讀金 

機票 20,000 4 張 80,000 
印尼、越南來回機機票(演講者及
姐妹校/系代表人出席) 

交通費 1000 16 趟 16,000 接駁車資、計程車資等交通費用 

生活費、膳宿費 8,000 4 人 32,000 演講者及姐妹校/系代表人出席 

餐費 50,000  50,000 午餐、茶點、席間酒及晚宴費用 

印刷費 20,000 1 批 20,000 手冊、海報、論文集等 

雜支 36,000 1 批 36,000 
郵電費、文具、郵資、電話費、會
議場地與佈置、秏材、補充保費…
等 

會議紀念物品 200 150 份 30,000 大會紀念品 

小計   400,000  

合  計   $400,000  

註：在經費有剩餘之下，若有任一項目支應不足使用時，可適度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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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期效益 

 

 

子計畫：2024 年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研討會「多重危機下的人工智慧與永續力(AI 

+ Sustainability)」 

預期效益 質化評估指標 量化評估指標 

1.強化本校淡江大學
管理科學學系與印
尼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Yogyakarta 及越南
College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的學術互
助 基 礎 。 同 時 ，  

在  2024 年 管 理 科
學與經營決策國際
學術研討會中，亦
可促成台灣學者與
邀請之印尼及越南
學者及其他東協南
亞學者進行學術交
流。  

2.提供碩、博士班學生在
研究方向與內容觀摩
學習之機會。 

3.實務界人士參與研討，
建立學術界與實務界
間溝通之橋樑。 

4.提升本校在國際交流
上進一步之成效。 

5.吸取經驗，提升爾後擴
大舉辦類似研討會之
能力。 

6.發展長期合作關係，以
共同研究或共同申請
研究資金 

1. 經 由 研 討 會 的 討
論 深 入 頗 析 台 灣
與 東 南 亞 當 前 研
究 的 管 理 科 學 與
經營決策議題。 

2. 促 成 印 尼 及 越 南
管 理 科 學 與 經 營
決 策 研 究 學 者 與
淡 江 大 學 聚 焦 東
南 亞 管 理 科 學 與
經 營 決 策 研 究 學
者的深入學術交流，
有助於強化台灣與印
尼及越南姊妹校及東
南亞各主要國家的交
流與合作。 

3. 讓 與 會 的 學 生 可
以 深 入 了 解 變 遷
中 的 東 南 亞 社 會
與台灣社會的新興
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
研究議題，激發參
與 的 台 灣 研 究 生
對 新 南 向 國 家 社
會進行深入研究。 

4.有助於增進印尼、越
南及東南亞各主要國
家學界對於台灣新南
向政策的瞭解及支
持。 

1.參 加 研討 會發 表 文
章印尼 6篇，越南 10

篇，台灣 28篇，其他
東南亞國家 6篇。  

2.預 估 參加 研討 會 之
淡 江 大 學 研 究 生 約
70人，含博士生 30人
及碩士生 50人。  

3.參 與 研討 會應 可 與
台 灣 及 東 南 亞 相 關
議題學者交流，預估
交流人次可達 30人。 

4.keynote speech 場
聽眾與學生預計 100 

名。  

5.論 文 簡報 場聽 眾 與
學生計  80名。  

6.校 外 專家 與聽 眾 計  

20名。  

 

  



64 
 

 

計畫經費需求 

  112 年強化與東協及南亞國家交流計畫經費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