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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法學院 Daniel 
Tokaji 院長於 5 月 18 日帶領其團隊：東亞

法學研究中心主任 John Ohnesorge 教授、招
生與獎學金事務副主任 Rebecca Scheller、以及
研究生學程助理主任 Jason Smith 蒞臨本院，由
法律學院侯岳宏院長、郭大維副院長暨系主任、
官曉薇副院長、本院於該校畢業之校友師長黃銘
輝院秘書及傅柏翔助理教授一同接待。

威斯康辛大學為美國名校，創建於 1848 年，
擁有約 43,000 名學生、6,000 名國際生，迄今
產出 20 名諾貝爾獎得出、41 名普立茲獎得主，
是一所頂尖的研究型大學，學術聲望崇隆。威
斯康辛大學法學院自 1990 年創立「東亞法學研
究中心」以來，素來重視與亞洲國家的交流。本
院與其法學院自 2007 年起簽署學術交流協定與
碩士雙聯學位合作協議，也有許多優秀學生前往
該校攻讀學位。本院為其亞洲行第一站，此次拜

訪除鞏固彼此情誼，雙方並就研究領域、教學模
式等進行意見交流。為持續強化互動關係，在進
一步商談未來更多合作可能性上，雙方討論可考
慮嘗試以線上工作坊形式，擴展學生與教師間交
流，以促進雙向學術能量。此外，今年秋季預計
邀請 John Ohnesorge 主任再訪本院進行講學
活動，累積本院國際交流成果。

雙方師長們於初步意見交流後，前往圖書館、
校史館參觀。短暫校園巡禮後，由本院設宴款
待，略盡地主之誼。由於當日適逢法律學系系學
會主辦系卡活動，侯岳宏院長邀請威斯康辛大學
師長一同前往聆賞，並與學生熱絡互動。做為美
國權威的選舉法學者，Tokaji 院長在致詞時，除
歡迎有志留學的同學，未來選擇到威斯康辛深造
外，特別提及威斯康辛大學法學院對於臺灣的重
視，正是因為我們同樣都擁抱人權、自由、民主、
法治等文明社會的價值。最後，Tokaji 院長並邀

善 盡 大 學 社 會 責 任　 本 校 第 三 期 USR 計 畫 正 式 啟 動
第三期（112-113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包括二項萌芽型計畫、一項深耕型計畫，皆順利通過審查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法學院蒞院拜訪擴展交流合作

高教深耕二期經費  獲補助 9 千 8 百萬元

教育部 5 月 17 日公布「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二期（112-116
年）」112 年核定經費，本校共獲補助經費 9,814 萬元（含

教學研究特色發展補助、國際專章、資安專章、USR 計畫、就學
協助、原民生輔導及公共性檢核），補助金額較第一期 111 年超
過 1,000 萬（成長 12％）。

高教深耕辦公室說明，未來本校將賡續配合教育部相關計畫，
以校務發展中長程計畫為藍圖，永續發展為核心，在奠基第一期
深耕計畫的成果上，融合第二期願景：「型塑具備明確定位及優
勢特色之大學，培育符應未來需求及國家發展之人才」，扣合學
校永續發展之優勢特色，具體結合 14 個永續發展目標，培育具備
「自主學習」、「資訊科技與人文關懷」、「跨領域」、「問題
解決」、「國際移動」、「社會參與」關鍵能力之未來需求及國
家發展人才。

綜觀第二期高教深耕計畫，「教學創新精進」面向，著重於教
學和研究的同步提升，積極培養跨領域和數位人才，增加學生職
場競爭力。同時也強化國際移動力，讓教研的重心不只在臺灣，
更能與國際深度銜接。在「善盡社會責任」面向，結合大學社會
責任和永續發展，共同形塑地方創生和韌性校園，展現臺北大學
的社會關懷。著重於公私協力的「產學合作連結」面向，則是讓
學術和產業能有更多交集，透過雙邊合作，推動產業升級和人才
培養。而「提升高教公共性」面向，致力於社會流動、社會教育
和校務治理，藉此彰顯臺北大學作為一所高教機構，在公共性議
題上，積極作出相應的承諾和承擔。

本校申請教育部推動第三期（112-113 年）大學社
會責任實踐計畫，分別為二個萌芽型計畫、一個

深耕型計畫，合計三案，皆順利通過審查。
永續辦公室 5 月 29 日於本校三峽校區 USR-Hub 舉

行第三期 USR 啟動分享交流會，不僅作為第三期 USR
計畫啟動的儀式，也讓各個計畫團隊能有彼此交流執
行計畫經驗的機會。行政副校長兼任永續辦公室執行
長陳達新表示，永續辦公室是今年甫成立的校級一級
功能性單位，為的就是希望有專責單位來推動本校永
續發展政策並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環抱海山·深耕三峽：北大文化城的創生、活化與擴
展

此次通過大學特色萌芽型的「環抱海山·深耕三峽：
北大文化城的創生、活化與擴展」計畫，為了更加落
實大學社會責任，強化大學與在地城鄉、都市進行有
機連結及多元合作關係，透過子計畫「文化導覽培力
機制的建置與落實」，來促進學校教學資源與社區文
化的連結，讓學生走進社區，發揮專業能力回饋社會
與服務人群。「田調記錄與文化資產的活化與推展」
則是透過實地考察海山各區域的文化史蹟，讓學生及
居民認識本地獨特人文景觀、歷史民情和文化資產，
能運用社區影像書寫的經驗與能力，作為個人未來在
職場上的特殊專長，並得以規劃在地創業。計畫主持
人海山學研究中心洪健榮主任表示，本期擬在前一期

的計畫架構及累積的成果之下，將活動場域從三鶯地
區拓展到海山地區其他場域，並精進及加深執行策略，
擴大鏈結海山地區各公私部門團體，以及各個執行
USR 的大專院校夥伴。

推動三鶯地區永續低碳經濟生活圈

通過大學特色萌芽型的「推動三鶯地區永續低碳經
濟生活圈」為商學院初次申請教育部萌芽型計畫，擴
大延伸先前種子型計畫，計畫團隊橫跨商學院多系所
之師資。子計畫包含「在地優化 - 推動在地企業與醫
院之永續低碳管理」，優化在地企業與恩主公醫院之
永續績效，並提升與改善其環境、社會與治理（ESG）
三方面的永續策略與低碳管理，以台灣永續評鑑模型
進行客觀評分。「在地產品 - 推廣在地負碳商品與商
業模式」推動負碳商品與淨零生活，以及「在地實踐 -
推展在地社區永續低碳行動」，進行三鶯地區淨零碳
排宣導，落實於生活之中，預期將有效降低社區碳排
量，以邁向 2050 淨零碳排目標。計畫主持人商學院
陳宥杉院長表示，商學院此次能夠順利通過申請，也
是因本校先前執行 USR 的成功經驗，使商學院能夠有
所參考。本期計畫主要將以負碳商品與負碳商業模式
推廣為基礎擴大執行，成果也請大家拭目以待。

前瞻超高齡的大學 3E 行動計畫：Establishment、
Engagement、and Empowerment

通 過 大 學 特 色 深 耕 型 的「 前 瞻 超 高 齡 的 大 學 3E
行 動 計 畫：Establishment、Engagement、and 
Empowerment」，計畫團隊自 2017 年開始執行教育
部 USR 種子型計畫，主要在發展弱勢服務方案（高齡、
身障、原民、婦幼）、建立在地協力、以及育成台灣
鳶山社會實踐協會；接著於 2020 年執行萌芽型計畫，
則是繼續深化、提升規模，同時以推動名實相符的「大
學城」及「青銀共學」為目標，以落實「社區大學化」、
「大學公共化」、和「大學城協力化」。本期申請深
耕型計畫，相較於前期，不僅議題更加困難，服務對
象、服務方法、協力關係更加多元，方案內容更加豐
富，活動場域更希望能夠將在北大鄰近社區的成功經
驗擴及到三峽、鶯歌、土城、樹林四區。計畫主持人
社會工作學系曾敏傑教授表示，我國即將步入「超高
齡社會」，大學應積極回應公共角色與社會問題。期
望透過本期 USR 計畫，達到培育學生迎向高齡產業、
創新長者服務方案、培力老人據點發展、跨校共學提
升專業、及展現成果引領社會的目標。

此次申請教育部推動第三期（112-113 年）大學
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分別為二項萌芽型計畫、一項深
耕型計畫，合計三案，皆順利通過審查。期透過計畫
所建構之環境面的低碳管理、社會面的高齡服務、治
理面的人文重塑與再生，來達成本校 USR「落實大學
治理，提升大學永續發展，推動公私協力，營造健全
USR 生態體系」的發展使命。

▲侯岳宏院長致贈 Daniel Tokaji 院長紀念品 ▲威斯康辛大學法學院團隊參觀校史館

請其團隊以及本院師長一同上臺高歌，充分展現威斯康辛大學式
的親切與熱情。經過今日的交流，兩院之間情誼更加深刻，未來
深化各項研究合作，當屬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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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 產學合作　臺北大學推動個人碳資產帳戶
致力於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在全

球面對氣候變遷議題、落實淨零碳排已刻不容緩
之際，臺北大學推出重要的計畫：推動「個人碳資產
帳戶」。將大學社會責任（USR）結合企業社會責任
（CSR），進一步落實到個人社會責任（PSR），以
3R 連動的方式，讓個人低碳行為價值化，在氣候行動
上貢獻公民力量。

個人碳資產帳戶的概念，由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
究所教授李堅明提出，這一概念旨在推動個人在氣候
行動方面的貢獻。李堅明教授說明，對一般個人而言，
在淨零上不太容易施力，只能透過個人行為去累積低
碳行為，再結合企業力量，推動回饋機制，讓個人低
碳行為價值化，才有機制實現碳中和。

為了落實此一計畫，臺北大學與臺灣碳資產、臺灣
低碳生活網三方共同簽署碳淨零產學合作，以 3R 連動

的方式，讓個人低碳行為價值化。臺灣碳資產董事長
張三河表示，個人碳帳戶概念是面對淨零最重要、也
是最有效的解方，透過企業的參與，讓個人有機會累
積碳資產，將個人低碳行為得到價值回饋，也為企業
落實社會責任。臺灣低碳生活網董事長餘宗澤更表示，
未來可以取得回饋的多方有利機制，讓個人也能實現
永續，這雖是一小步，卻是臺灣淨零轉型的一大步。

透過此次碳淨零產學合作，臺北大學創學術之先，
以 CSR、USR、PSR 的 3R 連動三大力量，去觸動個
人社會責任，共同促進全球淨零轉型。李堅明教授認
為，淨零是全世界都要面對的挑戰，它是海嘯級，來
得又快又兇猛，唯有把民眾拉進來，才是面對淨零的
有效解方。

此項合作模式，可讓個人碳帳戶概念散播到大學校
園、社群及民眾的消費行為，藉由這項推動翻轉企業

低碳生產，實現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12，成為具
前瞻的氣候解方，同時落實大學社會責任，讓優秀的
學術成果與社會相互匯流，以鼓勵個人參與環境保護
行動，共同為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

▲簽署碳淨零產學合作

玉山銀行創辦人黃永仁５月 19 日受邀來母校臺北
大學進行演講，以玉山經驗分享，期勉並鼓勵師

生們迎向充滿希望的未來。黃永仁認為，誠信正直是
公司經營和職涯發展最重要的事，也是他創辦玉山銀
行的核心價值。

決心創辦一家不一樣的銀行

畢業自本校合作經濟系（現為金融與合作經營學
系），2003 年獲選第三屆傑出校友，歷練臺灣省政府
財政廳、合作金庫、華南銀行、第一銀行，黃永仁說
道，在銀行任職，讓他認識到銀行體系如何發揮強大
的影響力。1990 年代政府宣布開放民營銀行設立，當
時臺灣的銀行業被認為極須改革，由於經濟快速成長，
企業發展需要大量資金，有限的銀行資金供給，供不
應求，導致銀行成為賣方市場。許多很好的營業計畫
與人才，在銀行借不到錢。他在深入研究過美國、日
本、歐洲等世界一流銀行後，決心要走一條不一樣的
路。

「美國能、日本能有世界一流的銀行，我相信臺灣
一定也能。」黃永仁下定決心經營一家不一樣的銀行。
1992 年，他登高一呼，結合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創
辦一間訴求以專業經理人領航的銀行。沒有家族財團
或是政府資源的他，憑著凝聚一群專家團隊，堅持理
想與永不放棄的意志，積極向各方認同理念的投資人

募資，終於募集 100 億資金，並以臺灣最高的山「玉
山」為名，開設玉山銀行。

黃永仁認為，前十年的篳路藍縷，為未來的發展充
分打下堅實基礎，也造就玉山成為一家優質的民營銀
行。「最高的山，最好的銀行」，也代表全體主管同
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要付出更多努力，讓臺灣的玉
山，有一天可以成為世界的玉山。

事後證明，這條路走得很漂亮。

企業永續的核心在培育人才

談到企業經營，黃永仁指明，前瞻明確的藍圖、經
營團隊的決策、中高階主管的支持、意見充分的溝通，
以及全體同仁的共識，是玉山邁向卓越的關鍵。「任
何重要決策一定是三個世代的玉山人一起討論，並且
要讓年輕世代的同仁先發言，傾聽年輕人的聲音。」
他也以台積電為例，台積電的誠信正直、極致專業、
高素質的國際化人才、客戶充分信任，以及注重長期
策略與永續經營，造就出在臺灣的世界級重要產業。

「有人問我，在玉山 30 年來最有成就的部分是什
麼 ?」黃永仁總結他的管理心得，首先是培育人才，再
來就是金融科技，第三個就是 ESG。他特別強調，他
投入大量心力在培養一代又一代的人才。此外，隨著
AI 的發展，更要重視科技在金融領域的應用。而身為
世界公民的一份子，玉山也發起 ESG 永續倡議，為世

界永續盡一份心力。

一輩子堅持誠信正直

黃永仁提到，影響他一生最大的習慣是閱讀，「最
成功的人，不一定是書讀得最好的人，但是沒有把課
業顧好，想邁向希望的未來是比較困難的。」面對滿
場學生，黃永仁提醒，學生不只是要關心課業，家事、
國事、天下事都要關心。「在每個角落你都可以發光
發熱，一個專業經理人也可以走出很不一樣的路。」

如何才能成就卓越，他認為先把你有興趣的專業領
域學好，不管是哪個領域。自己要去決定走哪一條路，
「年輕可以改變世界，但不是年輕就可以改變世界，
重點在於找出你喜歡與熱情的領域，然後全力以赴，
你一定可以創造充滿希望的未來。」

黃永仁叮嚀臺下的學弟妹們，第一份工作，要選一
家重視誠信正直和人才培育的公司，不要只是考慮薪
水。「熱愛你工作、熱愛你的家人，一輩子都要誠信
正直。」黃永仁特別重視人品，不管是公司還是個人，
都要具有誠信和正直的本質，「你日後若來玉山面試，
我們歡迎具備這些特質的人。」他期許，年輕是人生
的黃金時期，保持健康身體之外，更要大量閱讀、深
度思考、有一顆溫暖與感恩的心，鼓勵每一位迎向充
滿希望的未來。

一年一度北韻盛事　精彩決選圓滿落幕

企業經營與人生　玉山創辦人黃永仁：首重誠信正直

本校學生社團吉他社於 3 月份及 5 月份辦理北韻獎
系列活動。自中興法商時期的興韻獎流傳至今日

的北韻獎，已有數十載歷史，作為本校歷史最為悠久
的音樂慶典，近年活動規模亦不斷成長，成為眾多大

專院校音樂比賽中最具知名度的代表。
今年度北韻獎正式邁入第二十四屆，延續優良傳統，

並於傳統中追求創新。自第二十一屆加入不同音樂風
格的「說唱組」為比賽組別，為喜歡說唱與饒舌的學
生提供一個展現的舞臺；更因為看見高中生在音樂潛
力上的發展，在北韻獎比賽組別中加入「高中組」，
希望藉由這樣的音樂競賽平臺，讓不同年齡層的學生
相互交流，提供更加優質、完整的音樂比賽。

3/25、3/26 兩日為北韻初賽，吸引來自全臺各地共
215 位選手共襄盛舉。初賽評審團隊有知名樂團《甜
約翰》主唱浚瑋、《貝克小姐》主唱筱卿、風格教科
書饒舌歌手蛋頭，評審老師們從六個組別的參賽者，
遴選出 34 位選手進入本屆決賽。而後，決選賽事於
5/6 正式登場。決賽中邀請到聲林之王音樂總監黎明
鑫（阿火老師）、知名樂團《守夜人》團長秦旭章、
知名饒舌歌手 SOWUT 擔任評審，藉由老師們資深的
音樂經驗，給予年輕參賽選手們最貼近音樂圈且受用

的建議。
除了近幾年的北韻美食地圖外，還與協辦單位社團

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 MÜST 合作，利用街訪企
劃，宣導與提倡音樂著作權的重要性。同時，贊助廠
商 AOM Studio 極致音樂更提供本屆創作組冠軍得主
單曲錄製機會。

活動中不可或缺的工作團隊，則來自全校不同系所
同學，在吉他社幹部的領導之下，從活動資金募集、
音響設備廠商接洽、評審老師邀請、開放報名宣傳到
活動文宣品印製等，從無到有的籌備過程，於學校協
助下，由這群學生逐步成就這場熱鬧豐盛的音樂盛事。

搭配本屆主視覺—泡泡，及副標浮想 bubble gun
的意涵，泡泡裡孕育著每個音樂人的夢想、每顆音符
的美好跳動以及蘊藏之中的滿滿力量。而每一顆泡泡
彷若一首音樂，浮想意味著不斷湧現，與泡泡槍形象
相互呼應！願音樂人有源源不絕的創作靈感，在逐夢
這條路上享受、前進；在北韻獎這個舞臺閃耀、實現！

▲校內師長共同參與演講 ▲演講吸引滿場師生聽講 ▲黃永仁創辦人認為正直與誠信是核心理念

▲決賽工作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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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處與社會科學院於 5 月 25 日聯合主辦鳶
山 講 座（Yuan Shan Lecture Series）， 邀 請 國

際知名大師級學者—英國里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 Prof. Roger Slee 擔任主講，為本校師生分
享「有意的排除：倒退中的共融教育（Excluding by 
Design- Regressing（inclusive）Education）」。
活動共吸引近 70 位師生到場汲取新知，並與講者熱烈
互動。

Prof. Slee 首先引述學者 Manuel Castells 在 2019
年出版的《斷裂：自由民主的危機》（Rupture： The 
Crisis of Liberal Democracy），提到人類生活在多
重危機的漩渦中—經濟危機、勞工安全、低薪結構以
及恐怖主義。戰爭被當作處理衝突的手段，成為一種
持續的威脅；對於敢於發聲的女性加諸暴力；文化被
簡化為娛樂；透明的社會使人們都成為資料。謊言主
導著溝通世界，還得到一個新的封號叫「後真相」。
2021 年美國國會大廈襲擊事件，則象徵對自由民主信
任的崩潰，構成另一種更深層次的危機—執政者與被
執政者之間的關係斷裂，透過教育，可以使學生有足
夠的知識和技能來應對這些多重危機。

Prof. Slee 提到，共融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
是民主、社會平等和有效教育的根本，在其著作《包
容教育並未消亡，只是聞起來有點怪異》（Inclusive 
Education Isn’t Dead, It Just Smells Funny） 中，
探討現代學校教育的架構，除了課程、教學法和評估
的重要性，也更加注重教育的形式，特別是對障礙學
生，隨著教育政策中更加強調身份認同、多樣性和

包容性，如同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 ‧ 鮑曼（Zygmunt 
Bauman）所說，人們對混雜性的排斥（mixaphobic）
愈來愈嚴重，他期待所有孩子們都能生活在真實的、
而不是隔離的世界。

英 國 政 府 在 今 年 3 月 發 布《 特 殊 教 育 和 障
礙（SEND） 及 備 選 教 育 計 畫 》（The Special 
E d u c a t i o n  a n d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 S E N D ）  a n d 
Alternative Provision Plan, 簡 稱 The SEND and AP 
improvement plan），將新成立 33 所特殊學校，加
上原有的 49 所，希望提高兒童及青少年的特殊教育品
質。Prof. Slee 為此感到擔心。從 COVID-19 的流行，
已觀察到傳統的社會組織和運作是有可能被改變的，
而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和交流，對於健康的心理及增加
幸福感至關重要。將特殊教育從一般教育中分離，是
好的作法嗎 ?

在過去 40 年的教學現場中，能力主義以不斷演變
的形式，對學生的差異性進行更大的監控，它同時也
潛伏在特殊教育中，當孩子因受到排斥而感到挫折時，
家長難以保持樂觀，使幸福感淪為空談。若能力主義
（ableism）是教育設計的核心，身心障礙學生會持續
的受到壓迫。Prof. Slee 最後引用澳洲音樂家及作家尼
克 ‧ 凱夫（Nick Cave）的名言，「希望是帶著心碎的
樂觀」（Hope is optimism with a broken heart），
改變將帶來希望，而展現改變的意願，很大程度取決
於想法及行動。

Prof. Slee 為英國里茲大學障礙與共融領域鑽禧教授
（Diamond Jubilee Chair in Disability and Inclusion 

at University of Leeds）， 也 是 該 校 社 會 學 與 社 會
政 策 學 院 國 際 長（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isation 
in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Prof. 
Slee 曾在英國及澳洲的多所知名大學擔任要職，並
擔任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新加坡、英國、印度、
科索沃、黑山、伊拉克和約旦等多國的教育顧問，
也 是 共 融 教 育 重 要 期 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Education （Taylor & Francis） 與 Journal 
of Disability Studies in Education（Brill） 的 創 刊 主
編，更出版多本社會共融領域的專書。他從社會學
的觀點檢視共融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的社會
正義基礎，分析社會對弱勢群體的社會排除，並批
判當代社會的健全主義文化（culture of ableism）
以及競爭性個人主義的倫理（ethic of competitive 
individualism）。

《大師開講》有意的排除：倒退中的共融教育

深化交流合作　佐賀扶輪社蒞校參訪　攜手服務人群

開啟臺英交流新里程 ! 本校與英國里茲大學簽署合作協議
英國里茲大學障礙與社會共融鑽禧教授（Diamond 

Jubilee Chair in Disability and Inclus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Leeds）兼社會學與社會政策學院國際
長（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isation in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Professor Roger Slee

於 5 月 25 日來校簽署 2+2 學士雙聯學位合作協議書。
兩校簽署代表為英國里茲大學校長 Professor Hai-Sui 
Yu（Deputy Vice-Chancellor and Provost）、 李 承
嘉校長、Professor Roger Slee、社會科學院張恒豪院
長。

簽約儀式由李承嘉校長主持，林文一國際長、魏希
聖研發長、陳彥豪國際大使、社會科學學院張恒豪院
長、社會工作學系林昭吟系主任、社會學系戴翠莪系
主任、犯罪研究所林育聖所長，以及經濟系陳文豪副
教授共同參與。李承嘉校長表示，非常高興能與英國
里茲大學合作，也很期待在合約簽署後可以提升本校
學、研、教的交流質量，進一步促成兩校實質的交流
與合作發展。

本次雙聯學位提供社會學系領域的本校大學部學生
申請，只要符合條件資格並有興趣前往里茲大學修讀
社會學，便可參與此項計畫。學生將分別在本校和里
茲大學修習兩年並符合相關條件後，即可獲得雙學士

學位。有關於本校與英國里茲大學雙聯學位的申請時
間與細節另由社科院公布。

本校與英國里茲大學的合作，始於 2021 年的培力
講座，2022 年歐洲教育者年會則是本校首次與該校實
體會面。2023 年 2 月，本校代表團林文一國際長、永
續創新國際學院衛萬明院長、社會學系兼國際合作資
深顧問韋岱思副教授三人，曾至英國里茲大學進行交
流，終於在今年 5 月完成雙聯合約的簽署。

英國里茲大學成立於 1904 年，位於北英格蘭西約
克郡，為英國紅磚大學、羅素大學集團，及 N8 大學
聯盟的成員之一。里茲大學為全球百大，2022 年社會
學系全球排名第 86 位；該校學生有 3 萬 8 千人，其
中有 1 萬 4 千位國際學生，為英國規模最大的大學之
一，提供的完整的專業學科，共有七大學院，包括藝
術人文與文化學院、生物科學學院、商學院、社會科
學學院、工程與物理學院、環境學院和醫學與健康學
院。

▲校長致贈 Prof Roger Slee 感謝狀

▲鳶山國際移動講座全體合影

李承嘉校長於 5 月 11 日接待日本佐賀暨板橋扶輪
社計 20 位貴賓，國際處林文一國際長、歷史學

系蔡龍保教授及法律學系小林貴典老師共同接待。李
校長誠摯歡迎來自兩地扶輪社的友人，本校與扶輪社
擁有共同的核心價值「服務人群」，除了培養專業知
識，也將所學回饋在社會各個領域，期待會議為雙方
未來的合作建立基礎，發展友誼和交流！

日本佐賀扶輪社福岡桂社長表示，扶輪社不僅是國
際性的組識，更注重培養自身成為國際服務的團體，
以發揮服務人群的精神。促成本次臺日交流的板橋扶
輪社社長詹智民 Service 先生亦提到，很期待未來臺

日扶輪社與臺北大學三邊都可以有很好的交流合作機
會。

林文一國際長說明，本校致力提升教學及研究能量，
國際交流更是蓬勃多元發展，若可結合學術及產業界
的力量，將產生更大的效益。日本籍社會學系三年級
Rioka Oto（大塔りおか）同學介紹本校的歷史沿革及
科系設置，並分享求學經驗，除了在學業上的精進，
她也特別感謝校內師長和同學無微不至的照顧。

交流座談的第一主題「追求真理」，由蔡龍保教
授及小林貴典老師主講。蔡教授以流利的中日語介紹
本校與日本慶應大學合作之「國際學術專題交流與實
踐」，以工作坊為主要合作模式，率領學生研究團前
往日本進行短期國際移動課程，使臺日的交流除了觀
光，更可由歷史文化的層面深入探討臺日文化，活化
應用專業領域。

小林貴典老師是本校法律系唯一日籍的專任教師，
他觀察法律系的學生對日本法律的理論及實務，都保
有高度的興趣，暑期營隊也常規劃赴日參訪大學、法
院和律師事務所。小林老師表示，臺北大學的學生非
常用功且謙虛，每年通過司法考試的比例高達 50%，
能夠在臺北大學與優秀的學生相遇，他感到非常的開
心與幸福！

國際企業研究所碩士班的 Hiroki Yamada 同學和日

籍交換生 Nichika Miyagi（みやぎにちか）同學分享
求學經驗。初到臺灣時中文還不太流利，受到指導教
授和許多同學的親切協助，加上本校友善的中文學習
環境，自己的中文程度進步許多，期待有更多日本同
學來臺北大學學習及交流。

第二主題以「服務人群」為討論主軸，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總監提名指定人 Archi PP 張煥章先生，以
及日本國際扶輪 2740 地區 DG 上村春甫總監，分享
大學生如何參與扶輪社活動。首先可以加入「扶輪青
年服務社」（簡稱扶青社）（Rotaract Club），在
學習如何服務社會的同時，有機會與扶輪社協同參
訪，有助企業培養人才。另外也可透過新世代服務交
換 計 畫 NGSE（New Generation Service Exchange 
Program）和專業團體參訪組織活動 VTT（Vocational 
Training Team），在扶輪社的支持下，進行國際交流
活動。會後，國際事務處帶領與會嘉賓參觀校史館及
海山學中心，交流會議圓滿結束。

在這次會面後，未來臺北大學將會持續與扶輪社研
商未來國際雙邊合作，同時也竭誠歡迎佐賀扶輪社及
佐賀地區師生，赴臺北大學交流訪問。透過臺日密切
交流合作，實現本校及扶輪社「服務人群」之核心價
值。

▲校長與佐賀扶輪社社長福岡桂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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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處邀請目前在國立中山大學交換的曾俊龍
博 士（Tobiasz Bernard Targosz） 介 紹 中

東歐的心臟 - 波蘭。曾俊龍博士不僅是波蘭頂大
亞捷隆大學歷史學院歷史和民族學系的畢業生，
同時也是該校民族學及文化人類學研究所的博
士。曾俊龍博士曾於 2010 至 2017 年間在臺灣
和中國學習中文，並在成功大學、廈門大學、中
央民族大學等校進行人類學研究考察，雖然是土
生土長的波蘭人，卻講著一口流利的中文。

本次培力講座報名熱烈，現場座無虛席，並
有超過 70 位以上的與會者共襄盛舉。演講一開
始首先由國際處的大家長林文一國際長為大家致
詞，除了感謝曾俊龍博士為本校師生準備的精采
講座外，國際長也勉勵學生跳出舒適圈，並走出
屬於自己的康莊大道。

此次演講主題非常多元，涵蓋了波蘭的起源、
地理位置、東西歐的差別、波蘭的黃金年代與有
名的歷史人物及事件，儼然就是一場小型的歷史
課。波蘭最早的王朝起於 10 世紀中葉，當時的
國王接受洗禮後皈依基督教，開啟了波蘭的基督
教化，至此之後波蘭便在中東歐歷史上書寫下了
一頁頁的新篇章。

除了比較專業的歷史和地理知識外，曾俊龍
博士也介紹了波蘭的文化、城市及名人。平常大
家耳熟能詳的波蘭名人有哥白尼、蕭邦、居禮夫
人等人，但令人想不到的是華納兄弟竟然也是猶
太裔的波蘭人。緊接著曾俊龍博士邀請現場的與
會者一起學習世界上數一數二困難的波蘭語。透
過現場的互動，真實地感受到臺北大學的學生對
於新知識的渴望，以及非常樂於學習不熟悉的事
物。在講座的最後，曾俊龍博士也語重心長的分
享波蘭政府是如何幫助烏克蘭度過艱難的時光，
並表示若要保護烏克蘭就不能忽視臺灣，儘管臺
灣與波蘭相隔好幾千公里，我們依舊是彼此的好
朋友。

國際事務處於 5 月 20 日帶領國際學生實地考
察臺灣著名景點 ｢ 野柳地質公園」，此次活

動旨在豐富國際生的學習視野，並深入了解臺灣
的自然地理環境，希望藉由此次活動，建立國際
生之間的友誼交流與凝聚力。

野柳地質公園以奇特的地形景觀和豐富的地質
特徵而聞名於世，其獨特的地質結構，形成了壯
麗的海岸崖壁、石灰岩地形和冰斗狀地形等壯麗
的景觀，而最著名的 ｢ 女王頭像」吸引了許多國
際生的關注。臺北大學的國際學生們在這次野柳
之旅中不僅可以觀賞到美麗的海岸風光，還能學
習到地質學的基礎知識，得以瞭解岩石地質演化
的歷程、地質景觀的形成與相關知識，親身體驗
這令人驚嘆的臺灣自然奇景。

午餐後，走訪了臺灣著名的金山老街。金山老
街位於新北市的金山區，是一條保存完好的古老

街道，擁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化底蘊。街上
的建築、店鋪、飲食等展示了臺灣傳統美食文化
的獨特魅力。國際生漫步在石板鋪就的街道上，
欣賞古色古香的建築風格和傳統的街頭攤位，同
時也品嚐了當地特色小吃 ｢ 冰烤紅心地瓜」。國
際生尤其喜愛金山的冰淇淋。雖然此時下起傾盆
大雨，但是國際學生反饋印象深刻 ｢ 我一定會記
得那場大雨！」並聯想到華語課程上學習到的成
語 ｢ 遇水則發」，開心地體驗雨中漫步的景緻。

最後回到臺北大學附近著名的鶯歌老街和陶瓷
博物館。國際生沿著這條保存著豐富歷史文化的
古老街道，欣賞到各種精湛的陶瓷工藝作品和獨
特藝術創作，同時還參觀了鶯歌陶瓷博物館，進
一步了解陶瓷的歷史、製作工藝和藝術價值。

國際事務處將持續辦理在地文化之旅，啟發
國際生對臺灣歷史文化的興趣。此次野柳地質考
察之旅，對於國際生們來說是一個難得的學習機
會，使他們更深入瞭解臺灣的地理環境和自然景
觀。

國際生們非常喜愛野柳地質公園的岩層與海
景，以及老街之旅的小吃與美麗的陶瓷，來自
美國的 Zee Rock 全程拿著相機表示，非常開心
到訪未曾到過的臺灣景點拍攝美景照片。臺灣地
質之旅，增進了國際學生與臺灣文化的認知與互
動，促進國際交流與友善校園。

臺灣地質之旅　帶領國際生探訪野柳公園

走向世界 365 天—波蘭國際移動培力講座

電機系

頂石課程期末發表　學生展示專題製作成果
電機工程學系專題製作為富有特色之頂石統整課程，修習同學

除需定期與指導老師討論、接受指導老師與實驗室學長的指導外，
為進一步深化學習內容，亦於 5 月 24 日至 5 月 31 日共辦理 6 場
專題製作期末發表會及專題製作海報成果展，共計 49 名同學分
27 組參與，同學須製作簡報、展示作品，並鼓勵以英語口語實地
發表。

透過統整頂石課程的訓練，可使修習同學結合歷年所學，展現
不同領域的學習成果，強化專業技能，整合出創新的應用，深化
高教深耕強化跨領域學習的宗旨。

▲探訪野柳地質公園

▲曾俊龍博士介紹中東歐的心臟 - 波蘭

與美國律師協會 ABA ROLI 簽署協議 馬來西亞北方大學來訪

本校 與 美 國 律 師 協 會 法 治 倡 議 專 案（ABA 
ROLI,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Rule of 

Law Initiative）簽署合作協議。
ABA ROLI 於 2022 年首度來臺尋求合作並設

立分部，除了與臺灣的律師公會合作之外，也與
臺灣頂尖大學研議開發研究和教學計畫，透過法
律學院國際友人引介，ABA ROLI 於去年 11 月
拜訪法律學院，出席師長包含法律學院侯岳宏院
長、郭大維副院長暨系主任、官曉薇副院長及魏
希聖研發長。

討論合作項目包括協助 ABA 司法獨立指標在
臺灣之檢視及現況檢討、邀請本校教師參與數位
人權專案（含資訊隱私權、網路言論自由等）、
原住民權利之區域和全球發展，以及協助推動性
別與人權的法律和倡議，未來合作的領域涵蓋
社會科學及法學，亦將共同規劃人權相關學 / 課
程。

馬來 西 亞 北 方 大 學（Universiti Utara 
Malaysia, UUM） Dr. Shazwanis Shukri 

於 5 月 16 日來訪。
Dr. Shazwanis Shukri 擔任該校 Department 

o f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A f f a i r s ,  S c h o o l  o f 
International Studies 國際學程主任，因應公行
系羅至美教授及劉佳昊老師邀請，前來本校進行
「2023 年國際合作加值計畫（Add-On）」短
期訪問及研究。林文一國際長為外賓介紹本校的
發展及特色領域，Dr. Shukri 回應，雙方有許多
共同點，期待未來可以朝共同研究及短期課程等
多元模式合作。

馬來西亞北方大學創立於 1984 年，位於吉隆
坡以北吉打州，成立的初衷是為國際與國內培養
商務與管理類專門人才，現除了管理學院，還有
藝術與科學院及法律、政治與國際學院，涵蓋包
括商學（AACSB 國際認證）、應用科學、教育、
人文藝術、物理、社會學、政治與國際關係以及
環境管理等學術領域，學生人數約 3 萬人，是馬
來西亞最著名的金融管理大學之一，學術能量豐
厚，2023 年 QS 排名在世界第 450 名。

犯研所

111 學年度國際系列專題演講
5 月 9 日邀請黃成榮教授專題演講「修復式司法在香港的發

展」，黃教授現任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教授，專長犯
罪學、青少年研究、親子教育、調解學及復和（修復式）司法等。
黃教授亦擔任多項義務顧問及公職，現任香港青少年犯罪學會會
長、復和綜合服務中心主席、曾任香港警察訓練學院及懲教署職
員訓練學院顧問等。黃教授經常到海外學術機構作主講嘉賓，更
獲香港城市大學頒發傑出教學獎。近年來，除了撰寫文章於英美
國際學術期刊外，他近年的著書包括《學童欺凌研究及對策》、《平
息風暴：復和調解的理念及實務》、《犯罪學解密》等。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術論壇
5 月 10 日邀請敦品中學温敏男主任演講《正向犯罪學之園藝治

療》。温主任從實務之角度切入來介紹正向犯罪學。温主任指出，
正向犯罪學試圖降低犯罪行為風險和康復，並整合在人際、人際
和精神三個層面上起作用，且積極影響包括參與康復計畫，例如
針對物質濫用者的計畫，其在這三點上分享在實務上所見所聞，
如何透過刑事司法之參與，提供藥癮者社會支持與社會關懷，得
以讓人變得更好。而園藝治療可提升個案幸福感及身心感受，以
靈性提升防止再犯、找到生命更深層的意義。正向信仰與宗教團
體陪伴，亦是鼓勵藥癮者站起來的重要一個元素，温主任也介紹
了園藝治療概念與益處，目標以促進生理、心理、認知和社交四
個效益為主，包含培養人與植物間的依附情感，參與者投入了希
望、期待，而能達到復健的效果，同時也確實達到提升正向情緒、
緩和負向情緒、紓緩焦慮以及降低生活壓力的效益。

5 月 13 日邀請盧省言助理教授（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作家）
專題演講「有毒的男子氣慨？！談刑事司法的性別議題」。近期
臺灣性別平權意識崛起，但絕大多數都注重在女性的權益上。不
過在這股性別意識抬頭的洪流中，男性也應該要受到關注。男性
在過去幾百年來，因為歷史脈絡的關係，時常處在一些沒有「選
擇」的狀態下。發展到現今，已經成為社會中常見的刻板印象，
其認為所謂的性別平權，應該要給予所有人有「選擇」的權利，
而不是單一的賦予性別某種成長態樣。

5 月 22 日邀請法務部保護司侯淯荏科長線上進行視訊演講「淺
談保安處分執行法、更生保護法修法方向」。講者讓大家先用巨
觀的角度認識「保安處分執行法」及「更生保護法」，並分享法
務部目前的見解及看法。

5 月 23 日邀請賴武志法官（司法院資訊處處長）專題演講「人
工智慧在司法實務上的應用」，包含國外的進程及我國的發展。
講者講述 AI 科技在司法實務上的運用。法律科技（law tec）目前
的發展，包含將中文語音自動轉為文字，這項功能可減少法庭書
記官負擔，加快開庭速度；智慧型法學檢索系統，可協助非法律
專業的一般民眾，以最白話的方式搜尋到相關資料；另外還有法
律文件自動化、實體 AI 訴訟輔導服務、線上機器人法律服務、成
立線上法院，及案件判決預測系統等。講者說明我國目前已在全
國 28 間國民法官法庭建置中文語音辨識系統，並且正在逐步開發
及驗收針對不同刑事案類的自動生成裁判書功能，最後是電子卷
證自動產生書籤及遮隱個資。

參訪更生企業《日光書房》
5 月 20 日校外教學來到位於桃園的更生機構「財團法人基督教

更生團契桃園日光之家」，陳健榮牧師說明機構是以宗教福音戒
毒為主，目前收容 16 至 25 歲的男性，但不限制此年齡區間，還
是會評估個案的需求和狀況。主要收容對象是生活能夠自理，並
學習自立更生的個案。機構為團體式生活，餐飲的職業訓練在餐
廳「日光書房」進行，並有其他技能培訓，若有升學需求，會以
向政府申請自學的方式取得學歷。除了由牧師向大家說明機構的
成立、運作、未來展望等，師生也參觀了學員們的生活環境，包
含公共空間、房間、木工教室、手作教室、菜園等，最後一起到
日光書房用餐，過程中大多是由學員帶領師生並介紹。



5. 國際校園2023 年 06 月 15 日

本校外國學位生人數近年於疫情之下仍穩定成長，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在學人數共 96 名，自 108

學年度迄今成長率達 54%，考量到國際學生在臺求學
面臨的壓力往往不僅是課業上的學習，也包括外部生
活環境的改變、語言及文化的隔閡。為提升同學的心
理健康及調適能力，國際事務處特別為國際學生規劃
此次講座，邀請輔導國際學生經驗豐富的徐維廷諮商
心理師來校分享，全程以全英語進行，吸引了近四十
名校內外國學位生及僑港澳生報名參與，顯示國際學
生對此議題學習確實有迫切需要。

講師先以自己曾赴外求學的經歷，分享每個人都兼
具不同的身分與角色，自我認同的形成包括生命最初
來自家庭的經驗、孩童及成長階段的人際關係及現階
段的學校人際關係等不同階段累積而成，同學可透過
辨識自己的情緒、察覺自己身心發出的求救訊號，才

能及時向外部資源尋求協助，另外也提醒同學在負面
情境或情緒當下，應先照顧好自己，即使是與親密的
家人或朋友，仍然需要適時建立彼此的心靈界線，才
能妥善保護自己。

在解釋「跨文化適應的階段歷程」（蜜月期、衝擊
期、調整期和融入期）時，講師也讓同學們分享自己
現階段的狀況，就讀 IPUG 一年級的美國同學 Zee 分
享自己仍處在蜜月期，對於臺灣的生活及文化都覺得
新鮮有趣，會計系 1 年級的南非同學 Refilwe 則分享
自己來臺灣後，不論在課業、生活和人際關係上，已
經歷至少兩次的全階段歷程。講師也強調因為這個歷
程是動態變動的，接納當下的自己，也是降低內在衝
擊的關鍵。

最後結合了國際學生在臺可運用的校內外網絡及
輔導資源，包括教育部的境外學生諮詢平臺、The 

Community Services Center 及校內國際處與諮商中
心網站等，鼓勵同學能主動察覺自己的內在需要並積
極向外求助，參與的同學們紛紛回饋這類心理健康和
人際互動的主題講座對他們幫助很大，希望未來能持
續辦理。

關心國際生在臺適應　國際處舉辦心理健康講座

▲模擬人際關係的不同應對姿態

國際學伴培訓講座系列　華語老師換你當當看
國際處近期舉辦一系列國際學伴增能講座共三場，

主題為「華語老師換你當當看」，邀請華語中心
吳品慧老師主講，講座內容為學習漢語羅馬拼音、如
何備妥教案、完成國際生中文點餐等教學任務。活動
主要的目的在於提供國際學伴們一個學習的機會，並
且親身體驗華語教學，進一步促進與國際生之間的國
際交流，也為國民外交立下良好的典範。

在這次活動中，有多位積極熱心的國際學伴接受挑

戰，主動登記擔任華語小老師的志工服務。在這一系
列教學培訓講座中，國際學伴於 3 月 16 日學習漢語羅
馬拼音，在 5 月 4 日學習教案設計。這兩次講座，吳
品慧老師教導國際學伴學習如何注意外籍生的口音、
教授正確的語法和詞彙，以及提供有效的學習指導，
在互動式的教學中進行了交流和分享。5 月 17 日國際
學伴即與國際生實際演練，驗收成果。國際學伴們充
滿自信地教導配對的國際生，將自己準備好的教案例
如餐廳或飲品店的中文菜單，實際演練華語教學，教
國際生如何用中文點餐。最後華語小老師們也將陪伴
配對的國際生直達餐廳或飲料店現場，讓國際生自己
實際面對老闆來點餐，全程以中文執行任務，達成使
命。

現場分成八個小組，華語小老師吳采蓁挑選的餐
廳是「挑食」，她扮演老闆的角色，而配對的國際生
IULIIA ANTROPOVA 當客人，兩人在臺上開始用中文
點餐，互動流利，完成了演練。IULIIA 表示：「小老
師教得很好，很有耐心地調整她的卷舌口音，雖然很

難，但她覺得這堂課程對她的幫助很大 !」華語小老師
陳亞萱挑選的飲品店是「可不可熟成紅茶」，配對的
國際生是越南籍的 TRUONG BAO CHAU，小老師以
幽默的口吻問客人：「刷卡或付現 ?」、「有沒有載具 ?」
國際生清楚地用中文回答：「刷卡，沒有載具。」小
老師給國際生 100 分的鼓勵。另一組王亭淇和瑞士籍
Mirko Rivas 選的是「迷客夏」的品項來演練，小老師
耐心的教導「有嚼勁的芋圓」並且解釋 QQ 的口感像
是「小熊軟糖」。Mirko 表示「之前對飲料店多元的
中文口感品項感到表達困難，很感謝有國際學伴的小
老師細心解釋和陪伴練習，獲益良多。」

國際學伴增能講座系列成功舉辦，豐富了國際學伴
志工的學習廣度，增進陪伴國際生中文口語練習的互
動效果，讓學伴們更深刻地瞭解華語教學的核心內容
和挑戰，同時也獲得更多實際的教學技巧與方法，促
進跨文化交流。國際處將繼續提供這樣的實踐的機會
和平臺，為國際生提供華語學習優質的資源和服務，
讓他們更能融入校園生活。

▲國際學伴增能講座

111-2 學期境外生海域安全、防溺宣導教育講座

橄欖枝中心 112 年「校園霸凌防制暨家長座談會」活動成果

為完善本校境外生安全防護網絡，國際事務處每學
期都會為 400 多名境外生舉辦「安全教育」系列

宣導講座，而為了增進境外生水域安全及防溺求生知
能，提升自身安全防護力，於 5 月 16 日邀請臺北市消
防局劍潭分隊隊員卓育賞，卓育賞亦是一名潛水教練，
除了分享他的自身經驗，並透過現場實作，強化境外
生自保技能，約 40 名境外生到場聽講。

教育部體育署學生水域運動安全網依據 109 年及
110 年溺水案件統計資料分析，顯示學生溺水死亡事
故主要以海、溪河流以及湖或潭最多，因此講師首先
教同學們如何判別海向或水流方向，並將湍急程度區
分為 1-6 級數，同時撥放影片，讓同學能更了解水流
湍急程度。此外，現場亦透過簡報圖片等，教大家辨
識「離岸流」- 看似風平浪靜的水域卻暗暗隱藏殺機，
離岸流強大的拉力常讓人無力游回岸，像石門白沙灣、

墾丁南灣就屬此種地形 ! 講師表示，若真的不小心誤入
離岸流域不要費力與之對抗，只要與水流方向呈 90 度
角離開即可脫身。他也提醒同學們要注意「瘋狗浪」，
這些遠處傳來的波浪進入淺水區後破碎，轉變成驚人
衝擊力，很容易將站在岸邊或是礁岩上的人捲入海裡，
以臺灣東北角海岸、基隆外木山及新北市三貂角等地
最常見。除了海岸之外，溪流、水潭也是大家的戲水
首選，但溪水暴漲可能約 5 到 10 秒，因此講師提醒同
學們一定要在出發前作足功課及準備，例如隨時關注
天候氣象及周遭環境，尤其鋒面來襲前後也要特別小
心、盡量不穿棉衣和牛仔褲下水，以免衣物吸附水後
增加重量，妨礙脫困。

最後，講師傳授大家如何成為自己救命恩人的二大
密訣 -「救溺 5 步、防溺 10 招」，和助教一同示範拋
繩袋及救生衣的使用方式，期建構境外生完整的「水

域安全」知識及防溺救溺等應變能力，希望同學們能
在留學期間盡情享受臺灣特殊的地理景觀及優美的海
岸風光，開心玩不溺 !

▲示範拋繩袋

橄欖枝中心於 5 月份辦理三場次之校園霸凌防制暨
家長座談會，分別為 12 日於花蓮縣明恥國小；

19 日於臺中市精密園區勞工聯合服務中心；24 日於
國立臺北大學民生校區。另因臺北場次報名人數超乎
預期，將在 6 月 7 日於同地點加開辦理一場次。本次
座談會與國教行動聯盟共同主辦，全國家長會長聯盟
與花蓮縣明恥國小等各單位協同辦理。參加對象主要

為各地家長及教育相關單位，並期待透過座談會了解
如何面對霸凌事件、學習正向管教方式、培養孩子因
應霸凌的能力、增進輔導知能概念、交流與討論親子
溝通互動模式，並提倡以修復式和解圈方式處理衝突
問題。

課程內容部分，包括由犯罪學研究所的林育聖副教
授主講「校園霸凌之正向管教與修復式實踐」，聚焦
於修復及重建的管教方式，傳授面對傷害與被傷害一
方時建議提問的內容，如發生了什麼事、發生時的想
法與感受、未來可以怎麼做等「事實、影響、未來」
的三個階段，建立起孩子自我負責的態度。

接著安排兒童福利聯盟的邱靖惠督導與黃鈴雅主任
介紹「當孩子遇到霸凌，家長如何處理與因應，並告
訴家長如何培養孩子反霸凌的能力」，著重於情緒層
面，了解毒性壓力與創傷對行為反應的影響，並透過
具體的呼吸調節等緩解運動，進而慢慢覺察、穩定、
紓解情緒，達到拓展身心容納之窗。相關內容也可到

兒福聯盟的免費線上課程收看。
另外邀請到專業的輔導老師、心理師說明「親師合

作與輔導知能及策略」，從基礎的「同理」出發，建
立合作關係、促進互動；接著「界定問題」，設法找
出能夠解決雙方問題的方法，尋找雙贏立場；最後「邀
請」孩子和大人共同解決問題。於霸凌事件中，在一
開始的發現期，強調建立信任感，降低提供協助的抗
拒程度；於事件處理中，則必須特別留意孩子是否受
到傷害，並持續給予支持；最後於追蹤期應尋求高安
全感的措施，如輔導機制持續介入。

於花蓮及臺北場次，也特別安排由國立臺北大學周
愫嫻特聘教授與青少年及家長座談的方式，透過聆聽
孩子的心聲及其生命故事，並邀請現場與會者一起互
動及反思現有的親子相處方式，試著尊重與相信孩子，
重新找到促進親子關係的方法，讓溝通回到雙向，建
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臺中場座談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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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於 5 月 22 日中午 12 時在
商學院國際會議廳舉辦 111 學年度第 1 學

期書卷獎頒獎典禮，表揚各學系班級前三名學業

成績優異同學。本次計有法律學系楊才勤等 302
名同學獲獎，李承嘉校長、張仁俊教務長、胡中
宜學務長及生輔組詹靜芬組長等師長親臨會場表
達祝賀。

校長除恭喜及肯定獲獎同學在專業領域上的表
現，並鼓勵同學積極培養跨域學習力及國際化移
動力，希望同學爭取國外交換生的機會。張教務
長恭喜所有獲獎同學，並建議同學與父母家人分
享獲獎的榮譽，期許同學畢業後能為社會作出更
好貢獻。

典禮中，獲獎同學逐一上臺接受師長頒發獎
狀並拍照留念，會後並有大合照，典禮温馨而隆
重，讓獲獎同學感受到學校對學生學習的高度重
視。

112-1 學期赴外交換生行前說明會圓滿落幕

國際事務處於 5 月 17 日在公共事務學院 130
教室舉行赴外交換生行前說明會。因全球疫

情逐漸解封，學生對於出國交換展現高度興趣，
經交換生徵選活動，112-1 學期共計選薦 78 名
學生赴各國交換。本次說明會講解赴外交換學生
出國前、交換中及返國後應注意事項，讓學生了
解出國前應依規定完成哪些行政流程，以保障自
身權益及義務。

赴外學生除應知曉出國交換法規、於交換學
校應修學分數、自行辦理簽證並留意簽證效期問
題，也應充分蒐集欲前往姊妹校的相關資訊、準
備足夠的經費，以及作好身處在異國適應文化差
異的心理準備，並請留意各國駐使館服務電話，
加入國際處建立之交換生群組，保持聯繫暢通，
以建立安全聯絡網。最後，鼓勵學生認真學習，
練習獨立自主，學習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並衷心

祝福各位同學赴外交換順利，收穫滿滿，回國後
再不吝與學弟妹們分享交換心得 !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赴外交換甄選活動圓滿
結束

赴外交換甄審面試會議分別於 5 月 30 日（中
文組及日文組）、5 月 31 日（英文組）舉行並
圓滿落幕。112-2 赴外交換申請件共收 40 名學
生申請資料，此次甄選預計於 113 年春季派出
交換，本處邀請系院薦派之委員，依照語組場次
於行政大樓 4 樓國際處第二辦公室進行面試，這
是疫情後重回實體面試，學生充分準備口試並對
於自身出國研修動機鮮明，信心充足地回答委員
提問，展現自身對於國際學習移動力的企圖心。
同時委員認為學生赴外交換的國家變得多元，不
再侷限於想去旅遊的國家，而是針對自己學業相
關的系所作足功課選填自願，值得鼓勵。

赴外交換活動

音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捐贈電機系示波器等教學設備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書卷獎頒獎典禮

為鼓勵學子專注學業，成為未來電機領域卓
越人才，音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除先前以

實物捐贈本校音律電機資訊大樓，及年年提供清
寒暨優秀獎助學金外。考量人才培育攸關產業發
展及長期競爭力，特別捐贈電機工程學系教學研
究設備 1 批，6 月 6 日於電機資訊學院舉辦捐贈
儀式，由電機資訊學院張玉山院長及電機工程學
系黃弘一主任代表贈予感謝牌表彰善舉。

代表音律電子公司出席捐贈儀式的與會貴賓為
廠務部余金龍副理、廖義龍專員及黃家佑專員，
余副理說明，提供業界設備讓學子們使用，可以
讓學生更快熟悉職場儀器，更能學以致用，是音
律電子公司回饋初衷，也希望未來能有學術合作
的機會。

張玉山院長表示，沒有音律電子公司就沒有電
資大樓，這次的捐贈活動別具意義，特別感謝音
律電子公司的拋磚引玉；黃弘一主任則對音律電

子公司周董事長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奉獻
情懷銘記於心，也相當感謝音律電子公司長久以
來不間斷的鼎力支持。

此次捐贈設備相當豐富，包括示波器 14 台，
以及電源供應器、溫度記錄計、雜音產生器各 1
台，大大增加電機工程學系教學實驗授課及研究
能量。

▲書卷獎頒獎典禮

調查方法與資料分析職場探究演講
台灣發展研究中心與調查方法與資料分析學

程合作，於本學期安排兩場調查方法與資
料分析職場探究演講。本次特別邀請到社會學系
系友陳宗聖回校演講。陳宗聖目前任職於鮮乳坊
並擔任執行長特助一職，從原先最基層的業務助
理到目前已成為管理公司資料的資深專員。此次
演講，主要想要透過實務工作經驗來分享「研究
方法」課程的重要性。

研究法的課程訓練不僅協助講者讓正值草創期
的公司擁有標準化的工作流程，將客戶資料標準
化，建立訂單系統將訂單歷程流程化，最終讓訂
單系統引入制式表單，讓客戶資料與訂單可以一
目了然。而且系統化的建檔讓內部員工的完成業
務的過程更順暢。陳宗聖認為，職場中鮮少遇到
工作夥伴會將資料流程化、系統化與標準化，倘
若掌握這些工具與知識，能夠讓自己不易被取代
之外，也能夠讓自己成為團隊與工程師的溝通橋
樑。專注於自身業務是職場常態，但鮮少有人會
觀察大環境的現況與狀態。

陳宗聖更進一步說明，因鮮乳坊在販售乳製
品，所以不僅要釐清臺灣酪農業的現況與相關政
策之外，也需要透過超市的銷售紀錄來了解目前
的乳品市場。他透過銷售數據來比較各廠牌的客
戶群，找尋自身乳品產業在市場上的定位，探尋
符合自家公司需求的客戶，同時檢驗自身品牌的
價格與定位是否適合在競爭市場中生存。這樣的
檢視過程，皆與研究方法課程的訓練息息相關。
這包括產生動機、挖掘問題意識、找尋相關文
獻、媒合適當的研究方法，最終則找出結論與建
議，協助公司運行。

演講最後，陳宗聖給臺下觀眾一些忠告，無論
是已經確定未來職涯定位，或是對未來仍感到迷
茫的聽眾，講者認為大學所學的研究法，已經學
會大多數的工作技能。他並建議，多給自己一些
時間，與自己進行對話；不討厭就是喜歡，給自
己更多的機會；與人為善，多與大家交朋友，才
能更順利的完成工作業務；懷抱希望，緩解焦慮。

▲黃弘一主任（右四）致贈感謝狀予音律電子公司

經濟系

統計系

系友盃圓滿落幕
統計系系友盃不只是比賽，更是一個凝聚情感、跨年代交流的

平臺。
首次舉辦的「統計系系友盃」，在三峽校區綜合體育館安排排

球及羽球的競賽。報名參賽的系友約 170 人，但實際出席人數超
過 220 人。多年未打球的昔日戰友再次聚在一起，重溫當年熱血
奮戰、揮灑汗水的青春回憶，甚至有許多系友攜家帶眷一起來參
與，趁著比賽空檔熱烈交談敘舊、分享生活與專業經驗，重燃學
生時代的情感與熱情。

本次活動的成功，得益於眾多贊助者和參與者的大力支持。無
論是廖明堅學長（64 畢業，一之軒董事長）提供的美味午餐，還
是詹雙發學長（64 畢業，金星建設董事長）的金星獎獎金，以及
謝士滄學長（69 畢業，世華商貿董事長）的禮品，以及李偉群理
事長（75 畢業）的豐厚獎金，都為這場活動增添無限活力與熱情。

感謝在校生的盡心策劃，以及系友們的參與和支持，這些都在
在顯示出統計系的魅力和生命力。期待未來，不論是以球賽相聚，
或以各式活動相會，都能有更多的情誼交流，一同在臺北大學的
天地裡，創造屬於統計系的精彩故事。

圖書館

如何獲得「Dr.WOW 貓頭鷹博士鑰匙圈」
圖書館全新紀念品「Dr.WOW 貓頭鷹博士鑰匙圈」，這個別出

心裁的精緻小品，是圖書館門廳 Dr.WOW 貓頭鷹博士作品的迷你
版，由於圖書館外型酷似貓頭鷹，因此在 2016 年由藝術家李明
道先生以此為靈感，創造以可愛動漫且親近觀眾的公共藝術；Dr. 
WOW 貓頭鷹博士作為智慧與閱讀象徵，佇立在圖書館入口，用
一對大眼睛與可愛圓滾的造型，向入館讀者打招呼。

要如何獲得這象徵智慧與閱讀，一對大眼睛與圓滾身材的
小巧紀念品呢？請同學們多留心圖書館公告（請掃圖書館 QR 
Code），只要參加圖書館各項活動，就有機會免費獲得；鑰匙圈
亦有發售，售價及地點（請見紀念品 QR Code），歡迎大家購買，
送人自用兩相宜。

▲鑰匙圈 ▲圖書館網頁 ▲紀念品 ▲大曝光影片

獎助學金頒獎典禮
5 月 29 日於社科院 8F07 舉辦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項獎助學

金頒獎典禮，本系李叢禎主任、系友會何俐禛秘書長、謝修老師
及程智男老師與受獎學生齊聚一堂，同學依除表達對於捐贈者的
感謝外，亦會珍惜獲獎所受之肯定，期許自己未來能更加努力，
將來有機會回饋母系及社會。

與會貴賓及師長們，除了對獲獎同學的表現持以高度肯定外，
更勉勵同學除了課業，更應好好學習「待人處世」之道，為步入
社會做好準備。最終，整場典禮在溫馨氣氛下圓滿結束。

學術活動
本 系 汪 澤 民 老 師 於 5 月 14 日 至 5 月 22 日 赴 韓 國 參 加 The 

2023 Asia-Pacific Economic Science Association Conference，
並發表論文“Pro-Social Risk-Taking and Intergroup Conflict： 
A Volunteer’s Dilemma Experiment”。

▲統計系系友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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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系聯誼餐敘在天成飯店熱鬧登場，這場盛會凝
聚了橫跨 50 年的統計系系友，超過 430 人回來

共襄盛舉，不但展現了凝聚力，更彰顯了統計系在歷
屆系友心中擁有的美好回憶。本次也邀請了副校長陳
達新、校友總會理事長林錫埼，以及校友總會秘書長
蔡江城等重要嘉賓親臨，一同見證了這歷史性的一刻。

這次聯誼餐敘主要是從系友會社會團體化推手之一
的林永瑞學長（61 畢）算起，一直延伸至 111 畢的系
友們。其中，出席率最高的是中研院統計所所長陳君
厚學長（73 畢）這一屆，共有三桌。然而更加特別的
是，本系備受敬重的退休老師蘇義雄，同時也是民國
52 年畢業的系友，也親臨參與，不但讓半世紀的紀錄

校正回歸為一甲子，而且讓整個聯誼餐敘更加溫馨和
充滿意義。

在這次聯誼餐敘中，其中一個亮點是傑出系友的頒
獎。陳志明（釋明光）學長（63 畢）─海明寺住持、
姜堯民學長（75 畢）─臺灣大學財金系特聘教授、陳
憫學姐（76 畢）─司法院統計處處長以及李松山學長
（80 畢）─閎康科技副總暨財務長，因其在不同領域
的卓越表現而獲得了傑出系友的榮譽，並為統計系增
光添彩。頒獎時，陳志明（釋明光）學長展現了他創
辦佛教第一支童軍團的精神和活力，在致辭中帶領大
家唱起「當我們同在一起」的歌，讓不分男女老少的
系友們共同沉浸在歡樂的氣氛中。

聯誼餐敘上，校友總會榮譽理事長，同時也是系友
的謝士滄學長（69 畢）上臺致辭時，更呼籲要將系友
們的力量串連起來，讓統計系在這個大數據時代中能
發光發熱。謝士滄學長也特別感念系上師長的辛勞，
以及體恤年輕系友的經濟壓力，特別慷慨贊助了這次
聯誼會。還有，行政院人事長蘇俊榮學長（72 畢）也
特別出席，作為系友的他，指出統計系在大數據時代
的潛力遠超過想像，並鼓勵系友們匯聚力量，在這個
時代扮演重要的角色。

此外，系主任蘇南誠在餐敘上向系友們報告了統
計系過去數年來面對教育政策變革所做出的調整與努
力，並獲得了全國統計領域的肯定。他指出，統計系
在教學、研究和社會責任方面都承繼了傳統，充滿活

力和影響力，值得系友們的信賴和支持。蘇南誠主任
也代表統計系向所有的系友們致上最誠摯的感謝，並
期待大家在未來能持續支持學系的發展。他表示：「我
們期許自己能夠以中興法商的釀製古法，推出更具風
味的產品，為新包裝臺北大學創造更美好的統計系。」

統計系友會理事長李偉群學長（75 畢）在聯誼餐敘
中也分享了近期的成果。他提到今年舉辦的系友運動
會成功地活絡了年輕系友與系友會之間的情誼，並特
別感謝詹雙發學長（64 畢）的熱情贊助。李學長認為，
這次聯誼餐敘拉近了不同世代的系友情誼，更創造了
系友會凝聚、傳承的高峰。

聯誼會上也頒發了由系友們支持的獎學金，表彰在
校學弟妹們的優異表現，展示了系友們對統計系教育
的關注和支持。希望藉由舉辦系友活動，使系友們有
機會相聚、交流與合作，增進彼此的了解和友誼。這
種交流不僅有助於學長姐們與年輕系友之間的互動，
也讓年輕一代的系友感受到前輩們的支持和鼓勵。

整個聯誼會猶如一場美麗的饗宴，系友們相互分
享笑聲、故事和感動，彼此交織成一幅溫馨的畫面，
讓我們共同期待著統計系在未來的歷程中持續發光發
熱。聯誼會的結束並不代表曲終人散，而是開創一個
新的起點，系友們將持續連結著，共同創造更美好的
未來，猶如一之軒食品的董事長，也是系友的廖明堅
學長（64 畢）所贊助的美味蜂蜜蛋糕一樣甜蜜的滋味。

圖書館與職涯發展中心、創新創業中心共同合作，
於 5 月 3 日舉辦畢業季專題演講，邀請關鍵評論

網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鍾子偉先生到校，分享他的創
業理念、歷程與心境。

鍾執行長首先回憶起 2013 年剛過 30 歲生日創業之
初，當時新聞版面充斥聳動標題與腥羶色內容，因此
興起念頭想做不帶政治色彩、沒有偏頗立場、不含情
緒化字眼的獨立媒體，「與其抱怨不如靠自己改變」
是創辦關鍵評論網最核心的理念，鍾執行長也強調：
「關鍵評論網的 DNA 是絕對不受外部投資人或廣告商
干擾，維持獨立媒體精神。」兩位創辦人的分工明確，
媒體內容由楊士範內容長專責，鍾執行長則統籌管理
營運。為維持媒體的獨立性，「我從未參與任何編輯
會議，但經常出入警察局被罵的卻是我，只因為我是
負責人。」鍾執行長笑著說道。

一旦選擇創業，投入資金後只能繼續走下去，像是
在跑沒有終點的馬拉松，兢兢業業肩負著確保小孩（指
關鍵評論網）順利長大成人責任。鍾執行長細數創業
過程中經歷的切身之痛，初期兩位創辦人幾乎投入畢
生積蓄，也曾面臨破產危機，對外募資並非一路順遂，
許多臺港龐大資金的背後可能是具有政治商業意圖的
財團或陸資，需要審慎選擇，為了堅守獨立媒體本質，
「我拒絕過的投資人比接受的還多」，也因此在早期
就將目光轉向國際，吸引華盛頓郵報前總編輯 Marcus 
Brauchli 及媒體發展貸款基金創辦人 Sasa Vucinic 等
知名媒體人投資，鍾執行長回憶 Sasa Vucinic 在兩人
初次見面時對他當頭棒喝「我投資媒體 20 年，已經
20 年沒睡好覺！」讓他深刻感受經營媒體事業的任重

道遠。
鍾執行長曾詢問 Marcus Brauchli 為什麼投資當時

成員只有六個人的關鍵評論網，「因為未來亞洲和國
際中文媒體市場越來越重要。」就積極面而言，全世
界只剩臺灣可以發展中文獨立媒體新創事業；消極面
則是臺灣本土市場太小，國外投資人的著眼點在於立
基臺灣後，進一步走向國際的機會。當年創業後每天
只考慮關鍵評論網存續問題，沒想到現今一手創立的
事業已然成為捍衛民主與新聞自由的珍貴資產。

關鍵評論網從單一媒體品牌成長為媒體集團，再轉
型為媒體科技數據和電商服務的全方位集團，是創業
時始料未及的，也是考量現實面不得不的選擇。向國
際募資，於是有每年持續成長的壓力，當單一品牌流
量趨向飽和，就得開始併購其他媒體、建置多語言網
站、開拓其他國家據點、發展科技數據事業群，以創
造更多流量、擁有更大的影響力、獲得更穩定的營收，
就這樣將壓力轉化為動力，一步一步朝國際化邁進，
成為全世界最大的中文獨立媒體集團。

提到集團事業版圖擴張，鍾執行長舉國內知名書店
以百貨商場利潤支撐書店的營運方針為例，說明企業
多角化經營的重要性。獨立媒體的收入來源分別為讀
者直接付費訂閱以及廣告，鍾執行長感嘆：「臺灣人
願意付錢給 FOOD，不願付錢給 NEWS。」若只靠廣
告收入，面對疫情衝擊以及經濟景氣循環將難以為繼。
所幸關鍵評論網在疫情前逐步發展 AI 數據、廣告技術，
整合行銷事業群，彼此互相支持。例如集團中的科技
數據公司透過媒體取得讀者數據，用以優化演算法獲
利，再將獲利回流至媒體，以保護媒體獨立運作不受

外力干擾，讓集團在疫情期間仍穩健成長。鍾執行長
也藉此強調多元化的重要性，組織的部門劃分以及投
資人、各部門員工的背景組成愈多元愈好，有助於組
織探索各種發展的可能性，並且不易受單一觀點所限
制。

鍾執行長說話語速飛快，展現出新創人「能一分鐘
搞定就不要花兩分鐘」，不浪費時間，以高效率和傳
統大型公司拚搏競爭的特質。開放現場提問時，臺下
熱烈參與，鍾執行長耐心聆聽學生們的問題，並給予
真切務實的回應。在短短的兩個小時內回顧他精實的
創業之旅，和學生們分享許多現階段在課程與生活經
驗中仍無法體驗的寶貴職涯經驗，也讓有志創業的學
生得以借鏡，評估現實條件與自我心理素質，進而決
定是否有決心投入心力與資本創業，以及未來職涯發
展的方向。

跨世代速寫「三峽老街與祖師廟」

統計系聯誼餐敘　創下半世紀系友熱情參與

關鍵評論網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鍾子偉與他的關鍵 10 年

社科院 USR 計畫結合通識中心蔡怡玟老師的「文
化、景觀與地理」課程，邀請社區民眾與同學們

一起共學，並思考文化景觀的意涵，同時也增加學生
在世代間共融與學習的經驗。在 5 月 12 日，由蔡怡玟
老師邀請到黃君琪老師與林峰池建築師，帶領修課同
學與 23 位社區民眾（含成福國小由謝基煌老師帶領師
生一行共 11 人），一起從「三峽老街」速寫的工作坊
中，欣賞、觀察及領略祖師廟建築的巧思與老街建築
之美。

老師及助教在廟前大樹下，準備修課同學與報名社
區民眾集合等相關事宜。在同學與報名社區民眾紛紛
抵達後，助教們也邀請大家加入通訊軟體群組，以便
活動過程中的聯絡以及分享活動照片。本活動第一階
段「祖師廟建築導覽」，在黃君琪老師的帶領下正式
開始。黃君琪老師在活動進行時，不僅針對祖師廟的
建築始末，有一完整的介紹。同時，對於廟裡內外牆

上的每一處雕刻細節，是誰的畫作，都有深入淺出的
說明，同時黃老師在講解中，也融入了傳統文化忠孝
節義的部分，使同學與社區民眾皆能更加深入地瞭解
所介紹的雕刻畫作或人物，其背後所隱藏的意義與文
化意涵。在活動進行中，黃老師也會針對同學或參與
民眾的提問，以其豐厚的專業知識，知性且兼趣味的
方式回覆大家。

第二階段「祖師廟速寫」活動，在林峰池老師的接
替下開始進行。林老師先在廟前以速寫祖師廟的外觀，
進行十分鐘的示範。同學與參與之社區民眾，亦可趁
機藉此觀摩，並思考稍後如何選擇自己所欲速寫及觀
察之廟景。此階段速寫進行約莫一小時，雖後移動到
老街，進行本日活動最後一階段，也是最具挑戰難度
的街頭（老街）速寫。

在本日活動的第二、三階段「速寫」活動中，林
峰池老師、蔡怡玟老師以及助教們，也都輪流巡視及

觀察每位參與者的速寫情況，並適時地提出建議與交
流互動。整體活動進行到四時左右，已進入尾聲，此
次老中青幼跨世代的共融與學習，也在當日「三月
二十三媽祖生」老街的歡樂喧騰中，畫下了圓滿及快
樂的句點。

▲鍾子偉專題演講

▲統計系聯誼餐敘

▲最具挑戰難度的街頭（老街）速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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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2 日校友總會於臺北茹曦酒店舉辦「2023 臺
北大學菁英校友聯誼餐會」，歷屆傑出校友包括林

錫埼理事長、張平沼榮譽理事長、謝士滄榮譽理事長、
吳明富副理事長、廖明堅副理事長、劉恆副理事長、
林聖忠監事召集人、許元國、郭清河、郭林勇等常務
理監事及丁桐源、王義郎、趙淑德等顧問出席踴躍，
熱情參與。母校李承嘉校長、行政副校長陳達新、胡
中宜學務長、人文學院朱孟庭院長、電機資訊學院張
玉山院長、企管系林美珍主任、會計系鄭桂蕙主任、
法律系郭大維主任、社工系林昭吟主任等校內師長蒞
會表達支持。

菁英校友聯誼會於 2021 年創立，宗旨為「團結校
友力量，促進國家建設、社會和諧；聯絡校友感情，
加強不同行業校友間交流；對國家政經社會提供建言，
提升學校校譽；輔導校友就業，增進學校及校友之競

為啟發北大學子創意思考，強化創新能力與創業精
神，「創新創業大講堂」，邀請產官學界優秀校

友回到母校，分享其於知識面與心靈面上的積累。
本月共舉辦 3 場講座，5 月 4 日由和通建設董事長—

李怡寧學姐帶來「企業永續戰略」講座。現今「淨零
排放」為全球氣候談判趨勢，學姐特地藉此機會整合
各產業所採取的措施來與同學說明，也與同學分享其
公司所做出的努力，包括建立負碳供應鏈、認養森林
等，除此之外更從文化與人權的角度，如提供工人茶
水、流動廁所、強制配戴安全帽等防護措施。「每個
人都要有夢想，從自身開始，然後逐步地到家庭、企
業，甚至是社會」期望透過這次講座能讓與課同學更
加了解永續在未來創業或就業上的重要性。

5 月 11 日由瑞迪廣告董事長—殷士偉學長帶來「殷
士偉的搜主意」講座，「創新不斷的發生，貴在執行，
不在想像」學長表示每個創新的想法都不是依靠想像
而來，而是從體驗中去發掘並付諸行動，如他由生活
中的體驗發想，打造出賣場廣播系統。從聲音延伸至

爭力；協助校友會增加會員人數，壯大校友力量；不
涉政治，以照顧校友、關懷弱勢為優先」，由林錫埼
理事長、張平沼榮譽理事長、謝士滄榮譽理事長、王
義郎顧問、葉飛呈顧問等五人共同擔任創會會長。自
疫情發生後 3 年，校友總會再次舉辦菁英校友聯誼餐
會，歷屆傑出校友出席踴躍，共有 110 位學長姐熱情
參與。林錫埼理事長表示校友總會曾於 2021 年 5 月
3 日第一次舉辦菁英校友聯誼餐會，由王義郎顧問擔
任執行主委，邀請陽明大學郭旭崧前校長帶來「臺灣
防疫，如何完勝下半場？」專題演講，今年再次辦理，
希望能集結 300 多位傑出校友，共享資源，凝聚校友
力量回饋母校，並提供校友親屬聯誼認識的平臺。謝
士滄榮譽理事長也表示過去的菁英校友會是以演講與
聯誼為主，但為了共同推動菁英校友會的發展，未來
將會以「知性、溫馨、傳承」為主軸，推出不同於以

視頻媒體，從商業行銷到本土文化推廣，除了音訊行
銷，學長如今更創立了文化美學品牌，期望改變臺灣
的美學環境，「做不一定會有，但不做一定不會有！」
期望同學從課堂互動開始，到往後的人生都能勇敢地
去表達與嘗試。

5 月 25 日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常務副主任
委員—許秀春學姐帶來「我文官．我驕傲 – 志業創局」
講座，「我們想像的邊界，就是世界的邊界」學姐向
學弟妹分享，不論在哪個領域創新都是無所不在的，
即便身處於公部門，也必須要擁有創新的能力，因為
公部門的創新就是提供人民更好的服務，即便遭遇反
對也要抱持著開放的心胸去接納，不要想一次到位，
而是藉由一次次的修正，讓創新得以被實現。「思維
決定行動，行動決定習慣，習慣決定性格，性格決定
命運」期望同學都能從現在起，於課堂中學習與建立
自己的思維模式。本學期 6 場校友系列講座順利結束，
期望校友們精采的講座內容，能為成為同學創造未來
的養分。

3月 24 日，陳達新副校長（兼校友中心主任）與校
友總會蔡江城秘書長特地帶領校友中心採訪團隊南

下，專訪本校第 22 屆傑出校友「企業經營獎」—李
怡寧學姐。李怡寧學姐就讀本校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
系，畢業後於金融界服務，並於 99 年創立「和通建設
股份有限公司」，用比他人更加細膩且溫暖的特質，
在建築業打造專屬於和通的口碑，獲得了「國家建築
金獎」、「誠信品牌」及「建築園冶獎」等獎項，並
創立了「和通文化藝術基金會」，用行動傳愛於社會。
本次專訪學姐也與專訪團隊暢聊其創業經驗與經營理
念，從員工福利到企業社會責任，皆以溫柔堅定的態
度一一達成，在奮鬥之餘不忘關懷社會弱勢。

李怡寧學姐幼時家中並不富裕，故選擇進入夜間部
就讀，白天工作以支付學費及生活費，但工作與生活
的雙重壓力並沒有擊垮她，反而讓她獲得了人生的核
心價值，在心中埋下了公益的種子。畢業後便於金融
業服務，後又經歷了結婚生子，以及與病魔交戰，即
便如此她卻沒有將大學所學拋之腦後，仍不斷累積自
身能量，畢業 17 年後，於臺南白手起家，創立「和通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雖然要花比別人多一倍的時
間去蓋，但建築的品質絕對沒話說」秉持著「建築是
良心事業」的理念，從零開始耕耘，用建築譜寫溫柔
的力量，學姐不僅注重客戶需求，對於施工環境也十
分重視，由細節改變工地環境與文化，從工人的飲食、
如廁、休息到施工安全皆用心把關，以細膩溫暖的態
度，給予工人更多的支持，也因此提升了施工的品質
與順暢度。用建築鏈結生命與情感的特色，以及卓越
的品質，讓僅成立 13 年的和通建設，連續 10 年榮獲
「國家建築金獎」、「誠信品牌」等獎項，受總統、
副總統召見頒獎，更打造出臺南第一個擁有雙耐震的
標章建築。

「我在創業之初，其實一開始就有設定了，我們要
用百分之二的盈餘來做一些公益」39 歲時腦動脈瘤的
治療，讓學姐經歷了一次生死大關，也讓他在過程中
看見了來自弱勢病患的苦難，故治癒後的她如浴火重
生一般，不僅創業成立公司，更將公益放入自己未來
的人生之中，每年將公司盈餘的 2% 投入公益基金，
從 10 萬、20 萬開始慢慢累積，直到累積捐贈 1000

萬元後成立「和通文
化藝術基金會」，以
照顧全年齡的民眾為
理念，並結合藝文與
公益舉辨各種活動，
將文化古都臺南的藝
文活化，讓藝文走入
一般人的生活之中，
如舉辦親子寫生、青

少年街舞大賽及開設長者培
訓課程，至今已投入超過兩千
萬。「以利他的精神來做
一個企業，是可以長
久走下去的」身為建
築業者，學姐非常
了 解 建 築 業 於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上的增長，故從
多 年 前 就 開 始
執行有關「企業
社會責任」的計
畫，成立怡和能
源 發 展 再 生 能
源，建立負碳供應鏈，並於全臺各地購買近 10 萬坪綠
地，完全保留不開發，以實際行動為淨零碳盡一份心
力。

不僅在公益與環境議題上盡心盡力，學姐在反哺社
會的同時也不忘母校的學弟妹，每年提供暑假實習機
會，除此之外更安排住宿場所，讓學弟妹可以無後顧
之憂地來學習與實踐。「若想創業，『利他』是個很
好的立基點」最後學姐也以怡和能量為例，當時以減
少碳排作為出發點而創立的公司，如今卻在再生能源
界中佔有一席之地，且成功興櫃上市，她以此鼓勵有
創業夢的年輕學子，可將幫助他人作為創業基礎，並
廣泛涉獵，發想出屬於自己的創意。專訪尾聲，李怡
寧學姐期盼所有學弟妹皆可努力創新，勇敢無懼，奮
鬥之餘，給予社會弱勢更多的關懷。

第 22 屆傑出校友專訪—
李怡寧學姐「以柔克剛　樂善好施」

校友總會 2023 菁英校友聯誼會 _ 菁英相會 風華再起

法律學院院友會理監事會議

111-2 創新創業大講堂 校友講座

▲李怡寧學姐獲頒第 22 屆傑出校友 ▲致贈李怡寧學姐母校紀念品

▲ 2023 菁英校友聯誼會合影留念

▲法律學院院友會召開理監事會議

李怡寧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民國 82 年度畢業
和通建設董事長

法律學院院友會（中華民國法學研究會）於 4 月
28 日假臺北市天成大飯店召開第 11 屆第 4 次聯

席會議，理監事出席踴躍，包括校友總會榮譽理事長
張平沼、前大法官曾華松、前內政部及法務部部長葉
金鳳、張法鶴、陳鄭權、陳猷龍等傑出校友，席開 7 桌，
法律學院院長侯岳宏、前院長杜怡靜、法律學系系主
任郭大維等母校師長受邀出席，校友總會副秘書長李
承宗與校友中心組長張永森則分別代表總會與母校到
場表達支持。此外，郭林勇理事長特別邀請近日考上
律師資格的在校學子蒞會共襄盛舉，向實務經驗豐富
的資深學長姐們請益交流、經驗傳承。

會議議程由秘書長吳宥霖司儀主控，先進行會務工
作報告及提案討論，會中決議推選鄭銘謙（臺北地檢
署檢察長）、張百欣（桃園律師公會理事長）、尹崇
堯（南山人壽董事長）、杜怡靜（臺北大學法律學院
教授）為傑出院友，期望在傑出學長姐的標竿典範之
下，鼓勵年輕校友持續努力，再創佳績。

往的聯誼模式，並期望校友們能邀請家人一同參與，
凝聚更多菁英校友的能量，讓每位菁英的奮鬥史都得
以傳承下去。

本次聯誼會邀請了台灣經濟研究院景氣預測中心孫
明德主任，帶來「國內外經濟趨勢及產業展望」專題
演講，為與會校友分析後疫情經濟走勢與全球經濟變
化。此外，也邀請林聖忠監事召集人，分享其自行車
環臺的圓夢與尋根之旅，演講後校友們齊聚一堂交流
聯誼，葉飛呈顧問熱情贊助紅酒暢飲，恰逢母親節，
廖明堅副理事長特地準備母親節蛋糕與金莎巧克力花
束與在場校友分享喜悅，會後更贊助蜂蜜堅果禮盒作
為伴手禮，簡剛民理事也贈送好書「70 開始幸齡人
生」，讓所有與會者溫馨滿懷，賓主盡歡，快樂賦歸。
未來校友總會將會定期舉辦菁英校友聯誼會，期望透
過此平臺凝聚更多傑出校友的能量，共同分享與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