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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赴日本東京參訪早稻田大學法學院、智慧財產法制研究所、社會安全研究所與

東京大學先端科學技術研究中心、智慧財產戰略網路股份公司等學術及研發機構。雖逢

例假日，但因透過事前的聯繫、協調及事後進一步的洽談，初步已取得下列成效：一、 

與日本早稻田大學智慧財產法制研究所簽訂有關雙方日後得以進行交換學生、雙聯學制、

教師訪問研究、邀請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等之學術交流協定書。二、順利邀請日本智慧

財產戰略網路股份公司董事長暨東京大學先端科學技術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秋元浩博士

及日本前智財法院法官，現職為早稻田大學智慧財產法制研究所所長高林龍教授擔任本

校榮譽國際講座教授。三、秋元浩教授及高林龍所長允諾優先安排出席本所預定於本年

10 月召開的國際智財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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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目的 

    本次赴日本早稻田大學及東京大學欲洽談事項，主要有：（一） 交換學生、

（二） 雙聯學制、（三） 教師訪問研究、（四） 邀請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及（五） 

邀請擔任榮譽國際講座教授等。 

  

二、參訪過程     

 

日期 暫訂時程 欲拜訪對象 航班資訊 

11/28 晚上 早稻田大學智慧財產法制研究

所(Research Center for the 

Legal System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所長 高林龍教授 

09:45 搭

JL96, 

13: 30抵達羽

田機場 

11/29 下午及晚上 智慧財產戰略網路股份公司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Network, Inc.)董事長秋元浩教

授、東京大學先端科學技術研

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for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玉井克哉教授 

  

11/30 上午及下午 早稻田大學社會安全究所

(Waseda Institute of the Policy 

of Social Safety)所長 石川正

興教授 

 

12/1 上午 早稻田大學法學院院長 

楜澤能生教授  

18:15 搭  

JL809, 

21:40 抵達 

桃園機場 

 

 

 

    上述預定行程經由（一）行前協調、聯繫參訪單位，已確定行程時間、參訪

重點及目的；（二）訪談對象原則上以主管級為限，利於全面了解相關規劃背景

及執行現況等；（三）參訪前均安排機構簡介，參訪中亦請部門主管隨行或專人

導覽；（四）涉及後續交流合作事宜等則另行協商晤談時間或在餐敘中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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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事項 

（一）在具體成效方面 

 1.  與日本早稻田大學智慧財產法制研究所簽訂有關雙方日後得以進行交換學

生、雙聯學制、教師訪問研究、邀請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等之學術交流協

定書。 

 2.  分別邀請日本智慧財產戰略網路股份公司董事長暨東京大學先端科學技術

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秋元浩博士，以及日本前智財法院法官，現職為早稻田大

學智慧財產法制研究所所長高林龍教授擔任本校榮譽國際講座教授，且均取

得其應邀的同意書。 

 3.  前述秋元浩教授及高林龍所長均允諾優先出席本所預定於本年 10月召開的

國際智財學術研討會。 

 

（二）在開創國內外研修及產學合作方面 

    在當前技職教育必須促進人才培育國際化及強化職場競爭力，並全面強化與

產業發展緊密連結的國際趨勢下，如何開創國內、外研修及產學合作的管道，即

為本所招生與教學之重要指標。因此，1. 東京大學及早稻田大學目前積極走向

國際及與日本國內、外企業、事務所合作交流的經驗等，有諸多值得學習之處。

2. 日本智慧財產戰略網路股份公司每一年均有接受來自日本國內、外長短期不

一的研修生，該公司秋元浩董事長雖提供充實、完整的研修訓練計畫，但因該特

惠的研修費用（約為日籍研修生的對折）及研修生住宿費用等，致無法進一步為

本所學生開創至日本短期研修的機會。另雙方承諾將在過去產學合作的基礎上，

持續加強學術交流及產學合作關係。 

 

（三）促進師生雙向交流之國際化經費及設施應逐步充實 

1. 師生國際交流研習或產學合作等，特別是赴先進工業國家，再再需要經費的

支持。    

2. 與先進工業國家的研習或產學合作要持續化，應努力創設雙方互利之誘因，

逐漸充實接待或服務之品質，方能俾利於發展長期的合作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