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學術交流） 

 

 

 

 

 

 

 

2017年中國大陸湖北交流參訪報告 

 

 

 

 

 
 

服務機關：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姓名職稱： 陳振遠校長 

                   財金學院林楚雄院長 

       財金學院周建新副院長 

       財金學院林君瀌老師 

 

派赴國家：中國大陸 

 

出國期間：2017年 3月 15日至 20167年 3月 198日 



 

摘要 

此次參訪自民國 106年 3月 15日至 106年 3月 18日，由國立高

雄第一科技大學 陳振遠校長率領財金學院 林楚雄院長、周建新副院

長及林君瀌老師等 4人，到湖北武漢等地共計 3所高校參訪，包括湖

北經濟學院、武漢輕工大學及武漢工商學院。 

期間與各校商討交流會議，議程中雙方為未來交流之方式及學術

研究之方向討論，由於此三校過去皆有交流經驗，此行更進一步規劃

未來交流的內容，將原有的交流基礎再深耕，以期雙方有更密切的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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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 的 

一、緣起 

自 2011年底陳振遠校長首次拜訪湖北經濟學院後，雙方交流密

切。累計至 2016年底，湖北經濟學院共計師生 175人參與我校暑期

陸生專班；我校多年來亦有林君瀌老師率學生等計 33人到該校參與

師生學術等交流。有鑑於此，2016/12/19湖北經濟學院何慧剛副校

長率領該校信息管理學院、國際交流處等首長一行與台灣高校交流時，

即將我校列為交流第一站。由於會中何副校長的盛情邀約，再者為進

一步增進雙方之交流，我校因此組成此次之訪問團，並利用此一機會

連同拜訪湖北高校等。 

二、計畫目標 

此次出國目的主要是與湖北經濟學院、武漢工商學院、武漢輕工

大學等共計 3間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商討未來的合作機會，並與與會

師生意見交換。 

三、主題 

開啟與 3校間更多的交流機會，期盼在未來有更進一步的合作關

係，包括協助培育創業師資與學期、暑期陸生班等，並讓雙方之師生

互相學習，藉此提升專業學識及共同討論更多學術研究等方向。 

 



 

貳、過程 

本次參訪行程如下：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要聯絡人員  

3/15(三) 13:25 抵達湖北武漢天河機場 
湖北經濟學院港澳臺辦

王虹處長 

 
 入住湖北經濟學院招待所 

3/16(四) 09:00-17:30 1. 湖北經濟學院交流 

2. 校園參訪 

湖北經濟學院人資處 

嚴飛處長 

 

3/17(五) 9:00-12:00 武漢輕工大學交流 武漢輕工大學國際交流

處王亮科長 

 

13:30-18:00 武漢工商學院交流 武漢工商學院國際交流

處戴勝橋處長  

 

3/18(六) 11:35 賦歸 
 

 

  



 

湖北經濟學院 

湖北經濟學院是 2002年 9月經批准組建的一所全日制省屬普通本科

院校。學校辦學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1907年張之洞創辦的“湖北商

業中學堂”。學校位於九省通衢的湖北省省會武漢市，坐落在風景秀

麗的湯遜湖畔，占地面積 1740畝，校舍建築面積 62萬平方米。美麗

的校園帶碧水，襟遠山，風清氣爽，林木蔥蘢，環境怡人，是讀書治

學的理想場所。 

學校建有較為完備的經濟學、管理學學科專業體系。現有省級重

點學科 4個，“楚天學者”計畫設崗學科 12個，碩士專業學位授權

點 1個，本科專業 56個，國家級特色專業 3個、國家級專業綜合改

革試點專業 1個、國家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 1個，省級專業綜合改革

試點專業 3個、省級品牌專業 5個、省級實驗示範中心 3個，形成了

以經濟學、管理學為主幹，法學、文學、理學、工學、藝術學等相關

學科協調發展的學科專業體系。學校還擁有國家級大學生校外實踐基

地、省級精品課程、省級優秀教學團隊等一批國家級、省級專案。現

有在校研究生、本專科學生 1.6萬人。畢業生就業率一直保持在 90

％以上。學校堅持以理論研究為先導，應用研究為重點的科研理念。

現有省級協同創新中心 1個、省級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 7個、省級

科研平臺 1個、湖北省委改革智庫 1個。 



 

  學校堅持開放辦學理念，與美國蒙哥馬利奧本大學、澳大利亞斯

威本科技大學開展本專科合作辦學；與美國佩斯大學、加州州立大學

斯坦尼斯洛斯分校、瑞典于默爾大學開展交換生和學生遊學專案；與

英、美、法、紐西蘭、愛爾蘭等國家和港澳臺地區多所著名大學簽署

了合作協定，開展師生互訪、科研合作、保薦碩士等專案。與美國蒙

哥馬利奧本大學合作建設孔子學院。 

 

武漢工商學院 

 武漢工商學院（原武漢長江工商學院），創建於 2002年，是經批

准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是湖北省首批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畫

（2011計畫）培育單位、湖北省轉型發展試點本科高校。學校位於

武漢市黃家湖大學城，占地面積 82.7萬㎡，校舍面積 32.9萬㎡；建

有涵蓋 60個實驗室的大型綜合實驗中心，擁有 2個省級重點實驗教

學示範中心，1個省級虛擬模擬實驗教學中心，2個省級實習實訓基

地，1個省級大學生創業示範基地，獲全國民辦高校創新創業教育實

踐實訓基地建設獎；建有 168個校外實習實訓基地；學校設有 9院 1

部，33個本科專業，折合在校生 14944人，其中本科生 12596人。

擁有 2個省級重點培育學科，2個省級重點培育本科專業，4個省級

專業綜合改革試點專業，5個省級高校戰略性新興（支柱）產業人才



 

培養計畫項目；電子商務學院獲批湖北省高校改革試點學院；打造了

現代商務服務、資訊工程、文化創意、環境與生物工程、現代物流與

電子商務等應用型專業集群。突出“工商”， 經、管、工、文、法、

藝等多學科協調發展的學科專業佈局基本形成。 

 

武漢輕工大學 

 武漢輕工大學原名武漢工業學院，位於九省通衢的湖北省省會城

市-—武漢市，是一所以工科為主幹，工、管、理、文、經、農、藝、

法等學科協調發展的多科性大學。學校創建於 1951年，是中國大陸

最早一所培養糧食行業專門人才的學校。該校以湖北省管理為主的體

制，是湖北省和國家糧食局重點支持建設的普通高校，中國大陸首批

卓越農林人才教育培養計畫改革試點高校。2013年 5月更名為武漢

輕工大學。武漢輕工大學是中國大陸目前唯一一所以“輕工”特色命

名的高校，學校的前身是曾經聞名的三大糧院之一“武漢糧院”，是

一所專門培養糧油食品行業專門人才的高等學府。截止 2014年 6月，

學校有辦學用地面積 100余萬平方米，校舍建築面積近 50萬平方米。

學校設有 14個教學院（部），舉辦有繼續教育學院；有本科專業 62

個；一級學科碩士點 8個、二級學科碩士點 50個，工程碩士專業學

位授權領域 5個、農業推廣碩士專業學位授權領域 5個、省級立項建

http://baike.baidu.com/view/179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5266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1816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6851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685161.htm


 

設的博士學位授權學科 3個。學校全日制在校本專科生、研究生 16000

余人；武漢輕工大學由常青校區（主校區）和金銀湖校區（新校區）

兩個校區組成。 

 

  



 

参、 心 得及建議 

此次參訪共計 3校商討雙方合作協議及學術交流，合作方式大致

分為幾類: 

1. 以中國大陸本科生及我校大學生暑期、學期及學年等雙方對等

交流。期盼在與大陸學生交流後，我方同學們更能了解兩岸學

生彼此的差異，並能夠砥礪雙方學生，學習對方優點以彌補自

己之不足，讓學生瞭解臺灣教育資源優勢並以對岸學生的學習

態度作為參考指標，而臺灣豐富的學術資源亦可作為吸引陸生

來台的誘因。 

2. 在雙聯學制下，進行 3+1+1學碩士取得的交流模式。 

3. 雙方教師以共同指導的方式來指導研究生、雙方代表團的參訪

等並進行研究相關資料庫與數據的提供與合作等 

 

簡言之，此次交流在陳振遠校長的帶領下，所交流的三校皆對於

日後與我校合作交流項目的開展有了具體的結論，預計日後可依

此次結論，更大幅開拓我校與湖北高校的學術交流。 

     

  



 

肆、附 錄 

 

●湖北經濟學院 – 兩校交流 

 

 

●湖北經濟學院-實驗室參訪

 

 



 

●湖北經濟學院-實驗室參訪 

 

 

 

●湖北經濟學院-課堂參訪 

 



 

●湖北經濟學院-實驗室樓前合影 

 

 

 

●武漢輕工大學-校門口前合影 

 



 

●武漢輕工大學-兩校交流 

 

●武漢工商學院-兩校交流

 



 

●武漢工商學院-雙方互贈紀念品 

 

●武漢工商學院-兩校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