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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 3 屆「臺北大阪高等教育會議」於 104 年 8 月 26 日舉行，由時任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黃雯玲司長(現任高等教育創新轉型計畫辦公室執行秘書)率領財團

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蘇慧貞董事長及我方大學校院校長、副校長共計 14

人赴日與會，臺日雙方人員共計 80 人共襄盛舉，日方出席狀況相當踴躍，為臺

日教育學術合作開創更多合作新契機。本年度會議由「大阪地區大學聯合會」主

辦，主題為「大學的國際化和人才培育」，針對大學的社會貢獻及產學合作進行

對話及分享，會中雙方對深化臺日教育交流合作達成高度共識，會議成果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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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隨著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時代來臨，各國皆積極尋求與其他國家建立交流合作

的機會，期許以雙方優勢創造共同合作利基，以提昇學術研究與教學的品質。近

年來臺日雙方在高等教育國際合作成為相當重要的合作夥伴，為深化 2 國更進一

步的交流合作，臺日雙方於 2008 年簽訂交流協議，並自 2011 年開始進行雙邊高

等教育會議，以每 2 年輪流舉辦方式進行，至今年為第 3 屆臺北大阪高等教育會

議。 

    本年度會議由「大阪地區大學聯合會」主辦，該會於 1999 年由大阪府內 31

所大學共同設立，目前已增至 44 所大學會員，就學學生數達 17 萬人，在日本關

西地區學術領域具有重要地位。 

    本次會議以「大學之國際化與人才培育」為主題，針對大學的社會貢獻及產

學合作進行對話及分享，並探討臺灣及日本如何攜手合作一同因應少子高齡化對

高等教育的衝擊與挑戰，藉由本次的會議期望能夠增進雙方學校對彼此教育環境

的認識，擴大雙方交流合作。 

     

貳、 過程 

一、 啟程赴日 

    本年度第 3 屆「臺北大阪高等教育會議」由時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黃雯玲司

長(現任高等教育創新轉型計畫辦公室執行秘書)率領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

作基金會蘇慧貞董事長及我方大學校院校長、副校長共計 14 人，於 8 月 25 日搭

乘長榮航空班機於下午 1 時抵達大阪，由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派員前往接

機，並協助辦理禮遇通關事宜。入境大阪後，在日方主辦單位及駐處人員陪同下

旋即出發拜會相關大學校院，以促進雙邊國際交流合作。 

    訪團一行首先前往東大阪市參訪「大阪商業大學」，該校自 1928 年創校以來 

已有 80 餘年歷史，創校理念為培育對社會做出貢獻之人才，辦學績效良好，畢

業生迄今約 6 萬餘人。在該校谷岡一郎校長熱心接待下，訪團一行除聆聽校方簡

報外，並就該校辦學與發展情形進行意見交換後，由校方人員帶領訪團參訪該校

商業史博物館與學校設施，讓團員留下深刻印象。 

    第二站日方安排參訪「大阪工業大學」，該大學自 1922 年創校迄今已有 90

餘年歷史，校長井上正崇教授即本次高教會議主辦單位「大阪地區大學聯合會」

之理事長。該校創校理念為培育對社會、人類及地區做出貢獻與服務之人才，該

校極為重視國際學術交流，目前與我國立清華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與國立臺

北科技大學等 7 所大專校院簽署交流協定，與我國學校互動密切，關係良好。該

校透過詳細簡報，讓訪團一行瞭解其辦學發展情形並進行討論。校方並帶領參訪

該校實習機械工具現場及學校設施，團員對該校為學生所購置之各種機具甚感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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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該校表示學生所使用機具來源除校方購置外，有部分係由日本企業捐贈，顯

見產學關係良好。 

    8 月 25 日晚間於會議前夕，由日方安排聯誼晚會為翌日之會議預作準備，

讓雙方與會人員於會前有更多交流互動的機會。晚宴伊始，由黃執行秘書、財團

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蘇董事長、大阪地區大學聯合會井上正崇理事長及

我國駐大阪辦事處蔡明耀處長進行致詞。現場 2 國與會人士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

交流熱絡，同時為本年度臺北大阪高教會議進行暖場。 

 
8 月 25 日歡迎晚宴由黃執行秘書代表致詞 

 

二、 會議過程 

    8 月 26 日第 3 屆「臺北大阪高等教育會議」在日本大阪 VIALE 飯店正式揭

開序幕，除我方 14 名代表與會外，日方大學校長、副校長及學校代表計 66 人出

席，臺日雙方共計 80 人共襄盛舉。會議開幕分由黃執行秘書、高等教育國際合

作基金會蘇董事長及大阪地區大學聯合會井上理事長進行致詞。 

    黃執行秘書於會中表示隨著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時代來臨，各國皆積極尋求與

其他國家建立交流合作的機會，期許以雙方優勢創造共同合作利基，以提昇學術

研究與教學的品質。臺灣與日本不僅在地理上互為近鄰，日本與我國長久以來在

經貿及文化等各方面有著極為頻繁的交流，近年來在高等教育國際合作方面也成

為相當重要的合作夥伴，並期盼能以今日會議為基礎持續擴大臺日雙邊教育交流。 



6 
 

 

黃執行秘書與大阪地區大學聯合會井上理事長互贈禮品 

 

    本次會議特邀請日本文部科學省高等教育局高等教育企劃課松本英登國際

企劃室長以會議主題─「大學之國際化與人才培育」進行專題演講，松本室長表

示日本政府相當重視大學的全球化開展及學生的全球移動能力。為培育跨國人才，

日本政府著眼於大學體制的國際化，積極推動與具戰略性意義的重點國家、地區

間之國際教育合作及學生交流。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積極提供日本學生赴海外留

學機會，增設留學獎學金，推動鼓勵日本年輕人走向世界的「展翅高飛！留學

JAPAN」(トビタテ！留学 JAPAN)計畫，同時戰略性接收優秀外國留學生，投入

大筆預算建置吸引留學生之配套措施及增設獎學金，以期提高優秀外國學生赴日

之誘因。日本政府積極推動大學國際化之相關政策措施，頗值我國參考。 

    下午會議分就「大學的社會貢獻」、「大學應當如何面對少子化及高齡化」及 

「大學的就業支援」3 大主題進行研討： 

(一) 大學的社會貢獻：本節由大阪河崎復健治療大學山田龍作校長擔任主持人，

另由近畿大學鹽崎均校長及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蘇慧貞董事長分別進

行簡報。 

       1. 近畿大學鹽崎校長透過具體的實例分享，介紹該校研究成果如何透過產、

官、學間合作對社會及地方做出貢獻，包括金槍魚養殖成果、植物性廢棄

物以高溫、高壓焦炭化應用後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3D 印表機研發技

術及動員學校力量參與 311 大地震的災後重建工作； 

       2. 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蘇董事長(現任國立成功大學校長)就大學的主要

角色、功能及社會責任進行介紹，並以國立成功大學為例進行案例分享，

說明大學對教育、知識、地方及社會之貢獻，相關實例包括南科育成中心、

臺南文創大道及該校相關研究成果對科技創新帶來新突破等。 

(二) 大學應當如何面對少子化及高齡化：本節由淡江大學張家宜校長擔任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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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並分由大阪商業大學谷岡一郎校長及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王如哲校長進

行簡報。 

    1. 大阪商業大學谷岡校長的簡報指出日本的大學，尤其是中小規模的私立

大學，因少子化衝擊致招生來源不足，且私立大學的大型學校皆集中於東

京都 23 地區，對其他縣市的私立大學來說經營狀況更為嚴峻；如何在少

子化及高齡化衝擊中，減緩招生源不足的壓力，並實現終身學習及全員參

與之社會願景，大學角色定位之轉型對私立大學來說甚為重要。 

2.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王校長透過臺灣人口結構變化情形與國際現況進行比

較分析，指出少子化及高齡化對各國教育產業所造成之巨大衝擊，各國無

不嚴陣以待，並指出高等教育可能因應方式與推動策略，認為教育資源應

重新整合，積極開拓開發中國家學生來源，發展大學特色教育，並鼓勵與

產業合作，奠定大學在區域或領域中的影響力。 

(三) 大學的就業支援：本節由追手門學院大學秦敬治副校長擔任主持人，並分請

關西福祉科學大學八田武志校長及南臺科技大學戴謙校長進行簡報。 

1. 關西福祉科學大學八田校長簡報指出，日本中央教育審議會曾就職業教

育現狀進行探討，並要求大學於課程中設置職業科目，該校於 2012 年起

開始將職業教育列為必修科目之一，經由該課程中的觀察所得到的結論包

括年輕人可以透過教育改變，而教育工作是對下一代傳遞價值感的工作，

將過去所造就的價值及文化資訊傳遞給下一代即為大學人的使命。 

2. 南臺科技大學戴校長簡報主題為「臺灣技職教育與產業鏈結之布局與作

法」，針對臺灣產業與人才所面對的課題、學用落差的事實及技職教育推

動產學合作的政策進行說明，該校推動包括深化教師與產業連結機制、與

標竿企業長期合作產業學院學程、建構國際化學習環境及推動三創校園

(創意發想、創業實習、創辦企業)等計畫，以建立產學連結布局並降低學

用落差。 

 

    本年度臺北大阪高等教育會議最後由日本大阪地區大學聯合會山本英一國

際交流部長進行閉幕致詞，會議圓滿落幕。 

    會議結束後，與會人員一同出席主辦單位所安排晚宴，黃執行秘書致詞表示

本次臺北大阪高等教育會議成果相當豐碩，除了讓雙方對彼此高等教育發展趨勢、

產學合作、人才培育等議題有更深入的認識外，對未來可合作的方向，也建立了

更具體的共識，並期許 2017 年第 4 屆臺北大阪高等教育會議能夠以本次會議達

成的共識為基礎，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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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合影(前排左 5 教育部黃執行秘書；左 4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

金會蘇慧貞董事長；右 5 大阪地區大學聯合會井上正崇理事長) 

 

三、返國 

     8 月 27 日日方主辦單位為我方代表團安排半日大阪經建文化之旅，並搭乘

水路兩用車分由陸上與水上欣賞大阪美景，我方團員對日本街道整齊清潔留下深

刻印象。結束參訪行程後，代表團一行前往大阪帝國飯店用餐，餐後由日方主辦

單位陪同赴關西機場搭機返國，結束本次會議行程。 

 

參、心得 

    第 3 屆臺北大阪高等教育會議主題為「大學國際化與人才培育」， 透過本次

會議，臺日雙方得以就共同面對的課題及挑戰進行探討並交換意見，雙方代表交

流情形相當熱絡。會中並邀請日本文部科學省高等教育局高等教育企劃課松本英

登國際企劃室長進行專題演講，顯見日本政府對本次臺北大阪高教會議亦相當重

視，透過松本室長的演講，亦對日本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野心和規模留下相當

深刻的印象，日方作法十分值得我方參考。 

    此外，臺灣及日本面臨相似的結構性問題，少子化及高齡化對高等教育所帶

來的衝擊銳不可擋，如何在高教國際化的浪潮與少子高齡化的挑戰下，尋找高等

教育新出路的同時，也同時為臺日雙方帶來更進一步深化教育合作的新契機，是

雙方可共同努力之處，而此項會議的辦理，正為洽商雙方合作搭建了最佳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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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事項 

    本屆會議由大阪地區大學聯合會主辦，會議安排甚為用心，規劃周詳，大阪

地區各校出席情形踴躍，且日方與會者大多全程參與會議及晚宴，顯見日方對與

我方進行國際教育合作意願甚高；相較之下，我方本次與會校數較少，合作空間

相對有限，爾後建議可積極鼓勵我方大專校院參與下屆會議，以提升跨國教育合

作之實益。 

    本次訪日期間雖相當短暫，但主辦單位於會議及宴會之席次安排甚為周到，

能夠有效增加我國各校出席代表與大阪地區不同大學直接面談的機會，讓雙方與

會代表得以瞭解彼此發展現況及進一步合作的可能性，建議未來舉行類此雙邊教

育會議可比照辦理。 

    另為延續雙方教育合作動能，建議應持續辦理臺北大阪高教會議，以持續深

化雙方教育交流及相互理解；除大阪地區以外，可進一步考慮擴大交流層面與日

本其他地區大學建立合作平臺，並以舉辦臺日高教會議為目標，為雙方學校創造

更多合作契機。 

 



大阪臺北高等教育會議

中文版 Chinese version

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　大阪地區大學聯合會·
臺灣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主催】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　大阪地區大學聯合會
【助成】日本萬國博覽會紀念基金
【後援】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

26th August, 2015
Viale大阪

大學的國際化和

人才培育
大學的國際化和

人才培育



―　目　録　―

内　　容 頁

1. 議　程 2

2. 代表　經歷

大阪地區大學聯合會　井上　正崇　理事長 3

教育部　黃　雯玲　高等教育司　司長 4

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蘇　慧貞　董事長 5

大阪地區大學聯合會　楠見　晴重　國際交流部會長 6

3. 專題演講“大學的國際化和人才培育”發表概要

文部科學省　高等教育局　高等教育企劃課　松本　英登　國際企劃室長 8 〜 13

4. 校長峰會　主持人・與談人　經歷　發表概要

主題討論①“大學的社會貢獻”

主持人 ：大阪河崎復健治療大學　山田　龍作　校長 15

與談人 ：近畿大學　塩﨑　均　校長 16 〜 31

與談人 ：高等教育国際合作基金会　蘇　慧貞　董事長 32 〜 44

主題討論②“大學應當如何應對少子高齡化”

主持人 ：淡江大學　張　家宜　校長 46

與談人 ：大阪商業大學　谷岡　一郎　校長 47 〜 53

與談人 ：中國文化大學　李　天任　校長 54 〜 66

主題討論③“大學的就業支援”

主持人 ：追手門學院大學　秦　敬治　副校長 68

與談人 ：関西福祉科學大學　八田　武志　校長 69 〜 81

與談人 ：南臺科技大學　戴　謙　校長 82 〜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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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臺北高等教育會議“大學的國際化和人才培育”

時間 ： 2015年8月26日（WED）　10：00〜17：50
地點 ：Viale 大阪　4樓　Viale Hall

【上午議程】

9 ：30 開幕、簽到

10 ：00 ～ 10 ：20

開幕致詞

大阪地區大學聯合會　井上　正崇　理事長

教育部　黃　雯玲　高等教育司　司長

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蘇　慧貞　董事長

10 ：20 ～ 10 ：30 交換禮物（大阪地區大學聯合會・教育部・FICHET）

10 ：30 ～ 11 ：15

專題演講“大學的國際化和人才培育”

文部科學省　高等教育局　高等教育企劃課

松本　英登　國際企劃室長

11 ：15 ～ 11 ：30 上午議程　結束、休息

11 ：30 ～ 12 ：30 午餐茶敘（4 樓　Rosa Hall）

【下午議程】

校長峰會

12 ：30 ～ 14 ：00

主題討論①“大學的社會貢獻”

主 持 人 ： 大阪河崎復健治療大學　山田　龍作　校長

與 談 人 ： 近畿大學　塩﨑　均　校長

高等教育国際合作基金会　蘇　慧貞　董事長

14 ：00 ～ 14 ：10 休憩・発表準備

14 ：10 ～ 15 ：40

主題討論②“大學應當如何應對少子高齡化”

主 持 人 ： 淡江大學　張　家宜　校長

與 談 人 ： 大阪商業大學　谷岡　一郎　校長

中國文化大學　李　天任　校長

15 ：40 ～ 16 ：10 茶敘時間（4 樓　Rosa Hall）

16 ：10 ～ 17 ：40

主題討論③“大學的就業支援”

主 持 人 ： 追手門學院大學　秦　敬治　副校長

與 談 人 ： 関西福祉科學大學　八田　武志　校長

南臺科技大學　戴　謙　校長

17 ：40 ～ 17 ：50
閉幕致詞

大阪地區大學聯合會　山本　英一　國際交流部會　推進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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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1945年　出生於大阪府堺市。
1973年　取得大阪大學研究生院工學研究科電氣工學專攻的博士
學位。同年就任大阪大學工學部文部教官助手。
1979年至1980年於　（美國）康奈爾大學擔任研究員。
1984年　辭去大阪大學工學部副教授職務。同年就任大阪工業大
學工學部副教授。
1986年　晉升為該大學工學部教授。

（此後歷任該大學新材料研究中心主任、教務部長、工學部長・工學研究科長）
2007年　任職於該大學的校長至今。

至今進行了為數眾多之半導體電子・光學物理、二維電子傳輸以及在高速電子・光學裝置方面的應用、
納米結構物理性質和新功能裝置開發等範疇的研究。包括受邀講座在內，其成果在多個國際會議上發表，
且約有250篇的論文刊載在國內外期刊。
教學方面，投入了相當的精力於電磁學等的基礎學科，及電子物理性質及半導體等專業教育方面，至今
已出版著述（含合著）有《人工晶格》《半導體元器件工學》《光電子學》《高頻半導體的基礎技術及元器件
應用》等10冊。
透過研究活動協助多個國際會議等組織的運作，迄今曾經擔任過應用物理學會關西支部　評議員和幹事、
第11屆半導體熱載流子國際會議的組織委員會委員長、通商產業省產業技術審議會的專家組成員等多項
職務。目前擔任大學基準協會評議員、關西社會人大學院聯合會理事、關西科學論壇理事、大阪地區大
學聯合會理事長等職務。

大學簡介

1922年，大阪工業大學由設計過中之島中央公會堂、日銀大阪分行等象徵大阪之歷史指標建築物的日本
當代建築師片岡 安擔任首任校長、理事長而創建。於93年的歷史之中，不斷提倡“為時代、為人們、為地方，
養成經得起考驗的實踐型技術，造就能充分於現場發揮之專才”之建校理念。
依據新的教育制度，於1949年改編為僅由工學部組成的單科大學。於1996年度設立資訊科學部，2003年
度成立了我國唯一的知識財產學部。三學部與各自的研究所，造就了約10萬1,000餘名畢業生，活躍於產、
官、學各界。
目前正在籌劃於2017年4月成立設於梅田校區的第四學部“機器人技術與設計工學部（暫名）”，旨於淬煉
學生的「DESIGN・THINKING 能力。著重國際化的課程設計，與包含有先進設施和設備的教育研究環境，
大阪工業大學將不斷致力於培育出革新下一世代的領導創新人物。

大阪地區大學聯合會

理事長

井上　正崇
（大阪工業大學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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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董事（2012.08 迄今）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董事（2014.02 迄今）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董事（2014.08 迄今）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長（2007.09〜2012.08）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長（2004.11〜2007.09）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專門委員（2000.06〜2004.11）
教育部秘書室科長（1997.11〜2000.06）

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

司長

黃　雯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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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來自臺灣臺南市，為國立台灣大學學士、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環境衛生科學博士。於2015年起榮任成功大學校長，為創校80餘
年以來首位女性校長。

曾任職成功大學環境醫學研究所所長、醫學院醫學發展副院長、
國際事務長、副校長等行政工作，在國內外之學術與高等教育行
政領域也歷經跨校、跨部會、跨國之全方位參與，包括兼任臺灣
綜合大學系統執行長、教育部環境保護小組執行秘書、顧問室主任、科學教育指導會委員、教育政策規
劃及人文科技教育計畫推動諮議委員、高教司「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審查委員、「獎勵大學
教學卓越計畫」審查委員、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董事及「東南亞、
南亞與臺灣大學校長論壇」執行長等。

現為國立成功大學環境醫學研究所特聘教授，專研生物性氣膠污染、空氣污染健康效應、氣候變遷與公
共衛生及永續發展等領域，自1992年返國起陸續指導近70位碩博士研究生，發表了超過90篇期刊論文，
多次受邀在重要國際場合擔任大會演說（Keynote）。其長年致力於室內空氣品質相關研究，成功推動臺
灣室內空氣品質標準之立法（係為全球第二個國家）；在有關氣候變遷等相關研究成果上，亦列為國家衛
生部門所編撰之氣候變遷調適方針之重要參考依據。於2008年獲頒為國際室內空氣科學學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oor Air Sciences, IAIAS）會員（Fellow），為亞洲第一位享有此殊榮的女性科學家。

專業之餘，其亦積極推廣國際連結，致力提升臺灣國際能見度，與歐美亞等8國進行跨國學術合作，擔
任國際大型研討會籌備小組委員，主導國內舉辦兩岸研討會及國際工作坊等，並陸續擔任國際學術組織
ISIAQ 秘書長、SCI 指標期刊 Indoor Air 副主編（Associate Editor）、國際重要獎項評審委員等。

大學簡介

Website ： http://web.ncku.edu.tw/bin/home.php
國立成功大學於1931年成立，為一所以研究為導向之綜合性大學，現為學門規模全臺第2的之綜合大學，
共有9個學院包括文學院、理學院、工學院、電機資訊學院、管理學院、社會科學院、醫學院、生物科
學與科技學院與醫學院，提供46種學士、98種碩士及55種博士學位課程供學生修讀。

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董事長

蘇　慧貞
（國立成功大學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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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1953年　生於大阪。
畢業於關西大學工學部。該大學研究所工學研究科博士後期課程
中途退學。
1982年　關西大學工學部助手，1985年工學博士。歷任專職講師、
副教授，於2002年晉升教授。
1990〜1991年　擔任英國帝國理工學院客座研究員。
2007年　在本校任環境都市工學部教授、環境都市工學部長、研
究所理工學研究科長、
2008年　學校法人關西大學理事、於2009年10月起任關西大學校長。
專業領域為地盤工學。為土木學會的特別會員。
合著有《地殼環境資訊學  探查地下的最先進技術》等。
一般社團法人日本私立大學聯盟副會長、理事。公益財團法人大學基準協會理事。
國土交通省道路防災學者，此外並擔任多項職務。

大學簡介

關西大學以西日本第一所法律學校“關西法律學校”之姿，創立於1886年。
以“於權力之下捍衛正義”一詞作為建校精神，將“實用化的學問＝有益社會的學問”作為學校理念。1905
年改稱為關西大學以來，現在擁有千里山、高槻、高槻繆斯、堺4個校區，13個學部，13個研究科和3個
專業職研究所，為一所含近800名來自世界各國的留學生之約3萬人在學的綜合大學。
此外，從2012年起開設留學生別科於設有留學生宿舍的南千里國際校區，積極招收以進入日本的大學為
目的之留學生。更於台灣、北京、上海、曼谷、比利時設置了海外據點，致力於發展全球化。
面對明年的建校130週年，我們期待以“發揚傳統、超越未來”精神，取得更加長足的進展。

大阪地區大學聯合會

國際交流部會長

楠見　晴重
（關西大學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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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大學的國際化和人才培育”

演講者 ：
文部科學省  高等教育局  高等教育企劃課  國際企劃室長　松本　英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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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概要

近年，在對應深度和速度都逐漸加快的大學國際化方面，以及在思考如何提高大學的國際通用性方面，
都可說是我國目前重要的課題。為此，可說獲得優秀的外國留學生已是當務之急。
根據平成26年度（2014年度）的外國留學生在籍狀況調查（（獨立行政法人）日本學生支援機構調查）指出，
於2014年5月1日，高等教育機構（含日語學校）的在籍外國留學生人數為184,155人（較上年度增加16,010
人）。其中來自台灣的留學生人數為6,231人（排名第5位）。針對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其獎學金為經由公益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發放。此外，即使各國籍比率時有變動，但於我國高等教育機構求學的外國留學生當中，
9成以上學生來自亞洲地區的狀況則是多年未變。
反之，就日本學生的海外留學狀況來看，依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統計年鑑、OECD“Education at a 
Glance”、IIE“Open doors”（2012年度）等資料，繼中國（21,126人）、美國（19,568人）、英國（3,633人）之後，
有3,097名日本學生赴台灣留學。
如上總結，包含台灣等亞洲地區對我國大學而言，今後也持續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文部科學省　高等教育局　高等教育企劃課

國際企劃室長

松本　英登

專題演講 ：演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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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討論①
“大學的社會貢獻”

主持人 ：
大阪河崎復健治療大學  校長　山田　龍作　

與談人 ：
近畿大學  校長　塩﨑　均　　
高等教育国際合作基金会  董事長　蘇　慧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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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1926年　鳥取大學醫學部畢業
1967年　取得大阪市立大學研究生院醫學研究科博士學位，
 醫學博士
1976年　俄勒岡健康科學大學・哈佛大學醫學系
 馬薩諸塞綜合醫院（文部科學省在外研究員）
1981年　和歌山縣立醫科大學　教授
1990年　和歌山縣立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副院長
1992年　俄勒岡健康科學大學客座教授
1994年　北京醫科大學客座教授
1995年　大阪市立大學・研究生院　教授　放射線醫學
2000年　美國 SIR 特別研究員
2002年　大阪市立大學・研究生院　名譽教授
2002年　日本醫學放射線學會會長・名譽會員
2004年　歐洲放射線學會名譽會員、歐洲 IVR 學會（功勳會員）
2012年　大阪河崎復健治療大學　校長　教授

獎懲

1985年　大阪科學獎（對肝癌的肝動脈化學栓塞的雙向開發）
1985年　井上春成獎（科學技術振興機構）
1986年　和歌山縣文化獎勵獎
1998年　國際 IRV 學會金獎
2012年　亞洲太平洋 IVR 學會金獎

大學簡介

本校的前身為1996年建校的學校法人“河崎學園” 河崎醫療技術專業學校，於2006年開設了大阪河崎復健
治療大學。本校擁有復健學部復健學科，物理治療學專攻，職能治療學專攻，語言聽覺學專攻，為一新
興的醫療系統大學。建校精神為“夢想”“大慈大悲”，更以培育優秀的復健治療師為辦學理念。附近除
了醫療法人河崎會水間醫院、社會醫療法人慈熏會河崎醫院之外，還有多家社會福利設施，具有相當健
全的醫療研習環境。
目前學生名額為640人，我們期待今後能有進一步的發展。對於參與地區的社會貢獻活動採長期且積極
的態度，且有機會同時取得園藝療法師等資格也是一項利多。

大阪河崎復健治療大學

校長

山田　龍作

主題討論①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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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1970年　畢業於大阪大學醫學部
1978年　在西德海德堡大學留學，學習病理學
1995年　大阪大學第二外科副教授
2001年　近畿大學醫學部第一外科教授
2004年　近畿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院長
2008年　近畿大學醫學部長
2012年　近畿大學校長、近畿大學短期大學校長

發表概要

以實例介紹近畿大學的研究如何透過產、官、學的合作而貢獻於社會。
１．得以將世界上最初完成的金槍魚全程養殖的成果，應用在以產、官、學共同開設的養殖鱼專賣餐廳

而開創歷史盛況。此外也正在嘗試與企業合作而實現產業化。
２．將植物性廢棄物以高溫、高壓使之焦炭化，經國內外的應用之後，此項成果可以減少 CO2的排放及

促進能源的循環利用而改善地球環境。
３．基於3D 列印技術而研發製作國產初的次世代3D 印表機的計畫負責人，是產、官、學共同擔當的。
４．在東日本大地震的受災地區，於“All 近大”的口號下，所有的學部都推薦並參與了重建事業，擴大

了成果。
希望各位以具體的實例，就大學對社會貢獻的現狀進行議論。

大學簡介

即將迎接建校90週年的近畿大學，以“實學教育”及“人格的陶冶”為建校的精神 ，以造就“受人愛戴、受
人信賴、受人尊敬”之人才為教育目的，目前在學生教育、研究活動方面已取得了長足的進展。
近年來，伴隨著世界人口的急劇增長所出現的糧食問題、CO2排放量的增加所導致的地球溫度上昇，以
及核電站事故所引發的能源環境問題等世界性的課題正日益受人關注。本校正領先世界，為解決這些問
題不留餘力。
在糧食問題方面，近畿大學達成世界上首次的金槍魚全程養殖，其為主要食材的養殖魚專賣餐廳也成功
開業，並以產學合作的方式運營全人工光照型植物工廠等。近大不斷挑戰豐富多彩的研究，且獲得了極
高的評價。於環境方面，如以“咖啡殘渣”、“茶葉殘渣”等無用的生物質（biomass）為原料的次世代生化・
可循環燃料“生物焦炭”作為環境問題解決對策，與包含保護瀕臨絕種的日本高體鰟鮍魚活動的里山再生
計劃等，許多極具價值且得獎研究活動目前正在積極進行。
除此之外，還參與有應用基因複製技術以重現猛獁象計畫、與大阪東部地區的製造企業合作的模具計畫、
開發產業用3D 印表機的國家計畫等，豐富多彩的研究活動也正在產開。而且集中了作為一所囊括從醫
學到藝術領域的綜合大學的力量，為東日本大地震的重建支援而發動了“‘ALL 近大’川俁町重建支援計
畫”，為受災地區的重建提供援助。
此外，配合即將到來的建校100週年之平成37年（2025年），大學史上最大的投資“超近大計畫”，其大規
模建設正在東大阪校區進行當中。配置有24小時開放的自習室的圖書館為中心，新建設施作為產學合作
及就業支援等社會窗口的，以及用作學生、教職員交流場所的食堂和休息室等。進而考慮透過國際學部
大樓的建設等以促進全校的全球化進程。完備教育、研究環境，同時全體教職員更為了多種多樣的才華
得以異彩綻放而一同努力。

近畿大學

校長

塩﨑　均

主題討論① ：與談人

− 16 −



− 17 −



− 18 −



− 19 −



− 20 −



− 21 −



− 22 −



− 23 −



− 24 −



− 25 −



− 26 −



− 27 −



− 28 −



− 29 −



− 30 −



− 31 −



経歴

來自臺灣臺南市，為國立台灣大學學士、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環境衛生科學博士。於2015年起榮任成功大學校長，為創校80餘
年以來首位女性校長。

曾任職成功大學環境醫學研究所所長、醫學院醫學發展副院長、
國際事務長、副校長等行政工作，在國內外之學術與高等教育行
政領域也歷經跨校、跨部會、跨國之全方位參與，包括兼任臺灣
綜合大學系統執行長、教育部環境保護小組執行秘書、顧問室主任、科學教育指導會委員、教育政策規
劃及人文科技教育計畫推動諮議委員、高教司「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審查委員、「獎勵大學
教學卓越計畫」審查委員、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董事及「東南亞、
南亞與臺灣大學校長論壇」執行長等。

現為國立成功大學環境醫學研究所特聘教授，專研生物性氣膠污染、空氣污染健康效應、氣候變遷與公
共衛生及永續發展等領域，自1992年返國起陸續指導近70位碩博士研究生，發表了超過90篇期刊論文，
多次受邀在重要國際場合擔任大會演說（Keynote）。其長年致力於室內空氣品質相關研究，成功推動臺
灣室內空氣品質標準之立法（係為全球第二個國家）；在有關氣候變遷等相關研究成果上，亦列為國家衛
生部門所編撰之氣候變遷調適方針之重要參考依據。於2008年獲頒為國際室內空氣科學學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oor Air Sciences, IAIAS）會員（Fellow），為亞洲第一位享有此殊榮的女性科學家。

專業之餘，其亦積極推廣國際連結，致力提升臺灣國際能見度，與歐美亞等8國進行跨國學術合作，擔
任國際大型研討會籌備小組委員，主導國內舉辦兩岸研討會及國際工作坊等，並陸續擔任國際學術組織
ISIAQ 秘書長、SCI 指標期刊 Indoor Air 副主編（Associate Editor）、國際重要獎項評審委員等。

発表概要

大學的社會貢獻
１．大學的主要功能
２．大學的角色
３．社會責任的定義
４．大學的任務宣示分析
５．大學社會貢獻探討
６．案例分析－國立成功大學

大学紹介

Website ： http://web.ncku.edu.tw/bin/home.php
國立成功大學於1931年成立，為一所以研究為導向之綜合性大學，現為學門規模全臺第2的之綜合大學，
共有9個學院包括文學院、理學院、工學院、電機資訊學院、管理學院、社會科學院、醫學院、生物科
學與科技學院與醫學院，提供46種學士、98種碩士及55種博士學位課程供學生修讀。

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董事長

蘇　慧貞
（國立成功大學　校長）

主題討論① ：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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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討論②
“大學應當如何應對少子高齡化”

主持人 ：
淡江大學  校長　張　家宜　

與談人 ：
大阪商業大學  校長　谷岡　一郎　　
中國文化大學  校長　李　天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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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現職
　淡江大學校長 
　淡江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專任教授　　 
　財團法人臺灣高等教育學會理事長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學士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經濟學碩士　　 
　美國史丹福大學教育行政學碩士　　 
　美國史丹福大學教育行政學博士　　 
經歷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董事長
　淡江大學行政副校長　　 
專長
　高等教育行政　　 
　高等教育全面品質管理

大學介紹

Website ：http://www.tku.edu.tw/
創立於1950年，是臺灣第一所私立高等學府。現今為擁有淡水、台北、蘭陽、網路等4個校園的綜合型大
學，共有8個學院、27,000餘名學生、2,100餘位專兼任教職員工及24萬多名校友，是國內具規模且功能完
備的高等教育學府之一。淡江大學創校以來秉持國際、資訊及未來三化政策，致力於專業、通識、課外
活動的三環課程，以及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的全人教育理念，辦學最終目的在於達成學術研究，
改進教學及增進社會福利。
淡江大學台灣私立大學中徹底國際化的大學，擁有全英語授課的國際校園，開設12門全英語授課專班與
800餘門英語授課課程。境外學生計1800餘名，來自70個國家。與全球181所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協議，與
其中14校，進行28項跨國雙學位合作項目。全台灣首創大三學生海外研習的大學，每年派遣500餘名學生
赴海外學習一年。
淡江大學是全台灣第一所傳授未來學的大學，亦是首創必修課外活動課程的大學。《Cheers 雜誌》持續進
行「台灣2000 大企業人才策略與最愛大學生調查」評比，淡江已連續18 年超越其他私立大學，蟬聯第1 名。
2014年淡江榮獲教育部大專校院國際化品質視導「特優獎」。

淡江大學

校長

張　家宜

主題討論②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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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生於1956年，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畢業後，於南加州大學社會學
部研究所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Ph.D.）。專業為犯罪學、博弈社會
學、社會調查方法論。1995年赴任大阪商業大學的教授，1997年
起就任該大學的校長。2003年成立了 Gambling*Gaming 學會（現
在 改 稱 為 IR*Gaming 學 會（Japan Academy of Integrated Resort ＆ 
Gaming Studies）），並擔任會長。
主要著述有《這樣做就可以防止犯罪》（新潮選書）、《數據在說謊》

（築摩書房）、《初級刑法入門》（築摩入門新書）、《埃舍爾與彭羅斯花磚（ESCHER and PENROSE TILE）》
（PHP 研究所）、《40歲後的聰明生產術》（築摩新書）、《輸家的王道》（MYCOM 新書）、《圍棋十九路棋

盤的起源》（AMUSEMENT 產業研究所）等。

發表概要

日本的大學，尤其是中、小規模的私立大學，由於少子化衝擊之影響，皆苦於如何確保足夠的學生來源。
日本的私立大學中，大型學校集中於東京23區，來自各地希望進入東京的大學之學生數已達到數十萬人
規模。類似的現象也於其他大都市發生，今後也預期會持續下去。
在政府推行新方針“地方創生（振興地方經濟）”的此時，身為大學人，有什麼事是我們應該考慮的？有什
麼事是我們應該做的？針對表面上為沉重包袱的人口結構“高齡化”，我們又應該如何有效變通利用？

大學簡介

大阪商業大學以“培育世間有用之人才”作為建校的理念，自1928年本校的前身大阪城東商業學校於東大
阪成立以來，以經濟學、經營學、商學以及公共經營學為教育研究領域，在人才的培養方面不斷做出了
努力。1952年更名為大阪商業大學，在日本以唯一冠以“商業”之名的大學而為人所知，現在設置有經濟
學部經濟學科、綜合經濟學部經營學科・商學科・公共經營學科，以及研究所地域政策學研究科地域經
濟政策專攻・經營革新專攻，目前約有4500名學生正在本校就讀。
本年度新設了為期1年的海外留學必修的 GET 課程，旨在培育兼具英語能力和商務技巧的跨國人才。此外，
在研究所方面，本學在大阪・梅田分部開設了 IR 管理課程以培育以博弈為主的綜合型娛樂城“IR（Integrated 
Resort）”之管理人才。
畢業生已超過62000人，目前活躍於各個領域。

大阪商業大學

校長

谷岡　一郎

主題討論② ：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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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現職 
中華民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理事長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
員會 董事長
AIC 國際色彩學會（International Color Association）秘書長
中國文化大學 校長
CIE Taiwan 台灣照明委員會　執委會委員
中華色彩學會　榮譽理事長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董事
財團法人印刷傳播興才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華岡藝術學校　董事
中國文化大學  教授

曾任 ：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委員
大眾傳播教育協會　理事長
亞洲大學體育總會（AUSF）　副會長
中華台北大專校院體育總會　會長

發表概要

大學如何面對少子化及高齡化
・ 臺灣社會人口結構變化情形
・ 少子化與高齡化國際現況比較分析
・ 少子 / 高齡化對於教育產業環境之衝擊
・ 高等教育政策之可能因應方式與推動策略

大學簡介

http://www.pccu.edu.tw/intl/page/english/index.html
創建於1962年，辦學以人文、社會、科技並重，教學與研究兼顧，以培育五育兼俱、學以致用的人才為
己任，進而建設一所國際性的完整大學。現有12個學院包括文學、外語、理學、法學、社會科學、農學、
工學、商學、新聞傳播、藝術、環境設計及教育等學術領域，大學部60系組、碩士班43所組、博士班12所，
是一所科系多元、完備的綜合性大學。此外，於北、中、南都會區設有推廣教育部，為社會大眾終身學
習的理想園地。

中國文化大學

校長

李　天任

主題討論② ：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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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討論③
“大學的就業支援”

主持人 ：
追手門學院大學  副校長　秦　敬治　

與談人 ：
関西福祉科學大學  校長　八田　武志　
南臺科技大學  校長　戴　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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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手門學院大學

副校長

秦　敬治

主題討論③ ：主持人

經歷

取得九州大學人類環境學府的博士後期課程學位，教育學博士。
專業為高等教育管理。歷任學校法人西南學院職員，國立大學法
人愛媛大學教育・學生支援機構教育企劃室副室長、教授，於
2014年9月起擔任現職。
於愛媛大學任職時，進行了學生領導資質的培養，擔任愛媛大
學 leaders・school（ELS）的運作負責教員，從2012年度開始，協助
學校向西日本拓展，成立了西日本學生 leaders・school（UNGL）。
2015年度，在追手門學院大學開設了跨學部型的追手門學院大學領導培訓課程，並擔任負責教員。
此外，在 FD・SD 的領域，也參與 SPOD（四國地區大學教職員能力開發網絡）的編排並擔任各種講師，
總是深切關注以儲備幹部職員為對象的次世代領導人才培訓研討班的編排及運作。

大學簡介

追手門學院大學，成立於1966年，為追手門學院創建80週年紀念活動的一部分，是一所擁有6個學部、4
個研究科、學生人數約6500人的文科綜合大學。提出了“獨立自強・社會有為”為教育理念。以培養於地
域社會、國家及國際社會中，能夠勝任指導角色的人才為目標。
對於領導、體育、全球化等不含於學部的領域，追手門學院大學提供了名為領導培訓課程、體育職涯課程、
全球化職涯課程等跨學部課程，致力於對學生所期望的職業提供了相應的支援。
於2014年度，針對希望入學者，職員將以面對面交流的方式，持續地對未來職涯的選擇提供支援，並以
展開 Assertive 計畫與 Assertive 入學測試，致力於從入口到出口的多方面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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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1945年　滋賀縣出生
1968年　大阪市立大學文學部心理學科畢業
歷任大阪教育大學心理學教研室教授、
名古屋大學研究生院環境學研究科心理學授課教授等、
擔任名古屋大學名譽教授、
現為關西福祉科學大學校長。文學博士。專業為神經心理學。

發表概要

基於備受質疑的高等教育現狀，中央教育審議會就此曾連續進行了多次的回應，並在2011年1月的答辯“關
於職業教育的現狀”中，要求於大學中設置職業科目，並具體提及有關大學教育的課程內容。本校從2012
年度開始，忠實地將上述答辯內容予以具體化，對課程進行了修訂而將職業教育作為複數學年的必修科
目。特別設計了使學生理解勞動的內容和意義，且編入勞動知識等的課程。目前已針對其教育效果進行
調查研究，在此就調查結果的一部分加以介紹 。

大學簡介

關西福祉科學大學（福科大），自平成9年（1997年）建校以來，以培育出理解建校精神“感恩”、擁有追求
大眾幸福的豐潤情感，以及切實掌握社會福利科學方面的知識和技能，且對於構建21世紀的社會福利充
滿熱情並為之奉獻的人才為目標。除實踐優質教育之外，也展開了多彩多樣的知識構建和研究活動。
今後，作為一所著重於社福、心理、教育、健康、營養、康復等領域的社福類綜合大學，除了高度專業教育外，
還將在通識教育方面投入心力，培育出具有豐潤情感且可以跨越各世代溝通的人才。

関西福祉科学大學

校長

八田　武志

主題討論③ ：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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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歴

美國加州大學（Davis）遺傳學博士（1984年3月）

重要兼職

（一）大學校院陸生聯招會主任委員（2014.8.1續任）
（二）社團法人台灣生技產業聯盟理事長（2013.1.30-2015.1.29）
（三）財團法人生技醫療科技政策研究中心第二屆董事（2012.11.27-

2015.11.27）
（四）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董事（2010.1.7-2015.6.30）
（五）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監事 （2012.4.24-2015.2.28）
（六）行政院高等教育產業輸出推動小組委員（2013.12.19-2015.12.18）
（七）臺南市南瀛國立台灣大學校友會第八屆理事長（2014.4.20-2015.4.19）
（八）行政院政務顧問（2014.7.1-2015.6.30）

經歷

（一）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局長
（三）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南部科學工業園區開發籌備處主任
（四）成功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五）台灣省政府農林廳副廳長
（六）台灣省畜產試驗所所長
（七）國立台南第一高級中學校友會第十四屆理事長

重要榮譽

（一）1975年全國十大傑出青年
（二）1988年及1990年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三）1992年及1994年國科會優等研究獎
（四）1997年中華農學會學術獎
（五）2005年國際扶輪社地方貢獻獎
（六）2006年法國騎士獎章
（七）2007年國科會科學獎二等獎章
（八）2011年度農委會績優育種研發人員特別貢獻獎
（九）2011年實驗動物學會傑出貢獻獎
（十）2013年獲選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院士（fellow）
（十一） 2014年當選台南一中傑出校友

南臺科技大學

校長

戴　謙

主題討論③ ：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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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表概要

臺灣技職教育與產業鏈結之布局與作法
・ 臺灣產業與人才面對的課題
・ 技職教育推動產學合作的政策
・ 產學合作的布局與成果－以南臺科技大學為例
　
大学紹介

http://www.stust.edu.tw/en
南臺科技大學成立於1969年，為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補助12校之一，校內設有工學院、商管
學院、人文社會學院及數位設計學院等4個學院，提供28種學士、30種碩士及4種博士學位課程供學生修讀，
現有在學生18,180人，全職教師573人。南臺致力發展為具有國際競爭力，排名領先及企業最佳夥伴之學校。
學校教學著重人文科技並重，以培養具國際視野及開創思維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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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臺北高等教育會議

中文版 Chinese version

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　大阪地區大學聯合會·
臺灣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主催】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　大阪地區大學聯合會
【助成】日本萬國博覽會紀念基金
【後援】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

26th August, 2015
Viale大阪

大學的國際化和

人才培育
大學的國際化和

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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