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算中心主任胡毓忠（攝影：秘書處）

政大將於 110 學年度新設「資訊學院」暨
「人工智慧應用學士學位學程」，期盼在
數位科技快速發展，人工智慧、大數據已
成世界潮流的時代下，能將科技結合政大
既有的人文法商與社會科學的專長優勢，
培養出跨域的優秀人才。

「政大資訊學院的發展特色，將不是其他
學校可以取代的。」電算中心主任胡毓忠
強調，政大資訊學院的定位，將會與傳統
資訊軟硬體基礎技術學習為主的資工、電機等他校的系所不同。因此政大資訊學院除了發展專業
資訊技術外，更盼能結合政大現有的人文法商與社會科學優勢，發展資訊科技的軟實力來發揮社
會影響力。

政大資訊學院的成立規劃前後耗時約二年，2019 年 6 月，第一次於校務諮詢會議收集諮詢委員意
見，後經過多次會議的嚴謹與充分討論，直至今年 1 月，於第 212 次校務會議才決議通過，增設「資
訊學院」與「人工智慧應用學士學位學程」，並將續送教育部核定。

胡毓忠解釋，政大資訊學院的第一階段招生將於今年（110 學年度）8 月開跑，除了延續現有資訊
科學系與數位內容的專業與跨域學生外，也將開放 45 位校內其它院的學生們修習新設立的「人工
智慧應用學士學位」學程。他也透露，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將有一門與台積電合作的特色課程「雲
端大數據基礎實務」，此課程在學期中會安排一次台積電參訪，也將提供修課表現優異學生到台
積電實習，「沒有多少人有機會參訪台積電內部。」足見機會之難得。2022 年 8 月後，資訊學院
將會逐步增設大數據分析與資安等學碩士學位學程，並開放對外招生。

「政大資訊學院的成立，與校內目前的十個學院都有關連。」胡毓忠舉例，可結合教育學院發展
數位學習、與法學院探討科技倫理與隱私保護，或和傳播學院合作發展新數位媒體影響力，和社
科院與商學院合作數位轉型等教學與研究，資訊學院會積極引入外部資源，不僅不會對現有校內
的各學院產生資源排擠，反而透過教學與研究相長彼此互惠。

經教育部核定，國立政治大學於今年 2 月 1 日正式加入「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以下簡稱台灣聯
大）」。日前已完成校內程序，推薦蘇蘅教授擔任政大台灣聯大系統副校長，後續將續送台灣聯
大核定。1 月 13 日王文杰副校長以列席方式出席台灣聯大 110 年第一次系統行政會議，就有關四
校整合事項進行討論。

台灣聯大由中央大學、交通大學、清華大學以及陽明大學等四校倡議組成，目的為整合教學、研究、
行政及國際事務資源，以追求單一學校無法達成的創新與卓越。台灣聯大自 92 學年度開始試辦，
並於 96 學年度獲教育部正式核定以來，首度增加新成員學校，政大加入後，台灣聯大將擁有超過
4000 位專任教師及 7 萬學生，成為臺灣最大的大學系統。從此，四校將共享資源，並在教學、研
究上充分合作，共同履踐大學社會責任。對此，台灣聯大方面除了表示竭誠歡迎，盼未來共同開
創新局面之外，「期待能結合政大在人文社會、商學、經濟、政治、外語、傳播以及國際事務等
領域的專業資源，與台灣聯大共同攜手，領航臺灣成為亞洲、世界的學術重鎮。」

台灣聯大突破學制藩籬，在教學資源整合方面推動跨校選課、課程共享，以促進不同領域及屬性
的學生交流。未來，四校行事曆將調整為一致，學期始與末都會同步；此外，政大學生至台灣聯
大修課時，不須另繳學分費予他校。教務處將修訂本校國內校際選課辦法等相關法規，並充實各
學系課程學習地圖與台灣聯大的連結，以因應挑戰。此外，圖書館也將加入「台灣聯大圖書資源
聯合目錄」，並建立台灣聯大專屬學術資料庫，使學生方便查詢台灣聯大館藏。另也配合總務處
規劃的交通車，提供代借、代還，完善跨校借書的服務。

其次在研究領域方面，台灣聯大致力推動學術倫理教育，並成立五個跨校研究中心。政大加入後，
研發處將鼓勵及補助本校研究團隊跨校合作，並強化及擴大校際研究計畫。例如，本校的心智、
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可與陽明交通大學腦科學研究中心合作，而人文中心及華人文化主體性研
究中心，則可加入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而大學社會責任計畫（USR）團隊的交流培力活動、
工作坊、論壇，甚至是合辦聯合成果發表，都有發展的可能性。

整合 提升 卓越 
教育部核定政大正式加入台灣聯大

政大新設資訊學院
盼結合既有專業優勢培養跨域人才

本報記者 姜期儒

本報記者 郭宇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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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劉文琳

智慧製造整合管理 AVM 研發中心日前揭牌，會計系教授吳安妮（右）、町洋企業董事長吳上財
（左）會後合影（攝影：秘書處）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主任林遠澤，去年（109
年）以《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
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一書，榮獲「中研院
人文及社會學科學術性專書獎」及「中山學術
著作獎」，研究成果備受肯定。而這也是林遠
澤繼 107 年以《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
念》獲中研院專書獎後，第二次獲得殊榮，為
史上第一位獲獎兩次的學者。談及獲獎心情，
林遠澤謙虛地感謝學術界的肯定，「哲學研究
能獲得學界的重視，我感到特別高興。」

本報記者 姜期儒

攝影：秘書處

攝影：周佩怡

智慧製造整合管理 AVM 研發中心揭牌儀式於
日前隆重舉行，現場吸引產、官、學界人士共
襄盛舉，本校多位主管、科技部產學及園區業
務司副司長涂君怡、町洋企業董事長吳上財、
瀧澤科技總經理戴雲錦等，皆到場見證歷史性
的一刻。校長郭明政表示：「我們與企業攜手
投資人才，政大未來在各領域發展都會是臺灣
首屈一指的大學。」

本研發中心成立的靈魂人物、會計系教授吳
安 妮， 於 2019 年 獲 得 臺 灣「 作 業 價 值 管 理
（AVM）」的發明專利，研究成果造福不少中
小企業，深獲產、官、學界一致肯定。會中吳
上財提到：「在吳老師的鼓勵下，我們能真正
讓臺灣中小企業轉型。非常歡迎未來在這個場
域中大家一起加入。」吳安妮表示：「這個平
臺是大家的，不是我跟吳董的，希望研發中心
未來能吸引很多年輕人、企業人士、教授共同
加入。」她也強調智慧製造是屬於臺灣所有人
民的事情，需要大家的齊心協力。

本報記者 周佩怡

坐在總務處文書組後方，工友陳素雲正有條不紊地處理成堆
的公文。她勤奮的身影已烙印政治大學 45 年，在 16 日屆退
前夕，她更是獲得「109 年度特優工友」的榮譽。

陳素雲入校工作以來，先後在福利社、總務處營繕組、總務
長室、總務處事務組服務。雖每日處理大量公文，但她個性
極為謙虛，自認所做之事是自己本分，幫助他人則為做人處
事的基本之道，「我今天能夠幫助人家、雞婆一點、做一點
事，表示我還有能力。」一旁共事的同仁連忙盛讚陳素雲，
直呼她是「神隊友」，細數總結她的優點。

除了交換遞送公文外，陳素雲還會逐一檢查、提醒承辦人員
注意事項，大大縮短文件往返時間。細心的同時，陳素雲也
兼顧速度，平均一天處理 400 件公文，又能預留時間配合郵
局，辦理郵件郵務登帳，她自誇在文書組 9 年，從未記錯帳，
正確度非常高。

辦公室同仁繼續誇讚陳素雲反應機靈，並以前陣子同至文書
組領郵件為例。當時同學被告知要改至大門口外收發室領取，
她立刻致電到外收發室，請即將下班的人員稍待片刻，避免
同學空跑一趟。陳素雲的貼心、主動不僅體現在此事，即便
到了下班時間，她仍留下來，幫助組內同仁裝訂數量極大的
文件及行政校務會議公文，或是先處理陸續送來的郵件，減
輕隔日工作量、加速流程，過程中毫無怨言。

難能可貴的是，陳素雲不因公務寄送使用的是學校經費而浪
費，會請各單位確認郵寄文件的住址，提醒愛物珍惜的道理，
這些稀鬆平常的話語，不知不覺間也影響其他人。陳素雲分
享她剛到政大工作，或是轉換職位時，因不熟悉流程內容，
只好多看多聽多問，過程中因此受到不少人幫助，「我很感
謝長官們，雖然他們已經退休，但帶給我的影響很深。」

對於文書組的神救援將退休一事，所有同仁均表達不捨，不
過仍獻上祝福。雖然不捨服務多年的政大，然而陳素雲認為
現在政大越做越好，軟硬體相較過往皆有大幅改善，「屆齡
退能讓年輕人來做，做他們想做的事」，期許政大未來能有
更好的發展。退休後的她亦將全心從事衛生所志工的服務，
秉持熱誠的心，將在政大的奉獻轉往投入社會。

智慧製造整合管理 AVM
研發中心揭牌　
政大攜手企業共譜轉型願景

吳上財對於本次與政大的產學合作表示感恩，
他說：「今天的合作夥伴是吳安妮老師，我在
她身上學到非常多，每次看到她的單純跟執
著，會讓我更謙虛、努力、扎實的面對事情，」
他也提到吳安妮常常說的「（系統）要讓每個
人都用得起，」這個思維引領他思考，如何做
到一個系統讓每個人都用得起。最後吳上財談
到町洋企業轉型的十年來「吃盡苦頭」，現在
已經達成數位轉型的雛型，並有超過 50% 產
出由智慧設備完成，期望 AVM 研發中心未來
造福更多企業。

政大前校長、知名會計學者鄭丁旺表示，AVM
研發中心能幫助企業提高產業製造能量，幫助
我們把製造成本降到最低，以系統評估公司每
個部門、策略對於公司的價值，更重要的是了
解公司客戶對於企業的利潤條件是否有利，
「今天的產、官、學合作中心就是要做這個東
西，因此我相當有信心，這對臺灣中小企業提
升會創造很大價值的貢獻。」

商學院院長蔡維奇則提到：「產學合作帶來的

林遠澤獲中研院學術性專書獎
史上第一位獲獎兩次

學術是生命
研究為使命

《公文處理達人》陳素雲 
  政大神救援 45 載榮退

  PEOPLE—校園人物誌

效益是很多面向的多贏結果，過去的每一年，
商學院老師執行的產學合作計畫就超過 160
件，代表每位老師每年都有一件以上的計畫進
行著。」產學營運暨創新育成總中心營運長顏
玉明也表示：「感謝在這個活動裡面看得到產
學合作的典範，創新育成總中心一直在推動產
學合作，而且這個模式能與實務有更多結合落
實，帶給學生們累積實務經驗機會。」

臺灣工具機三巨頭之一、瀧澤科技總經理戴雲
錦說：「大家都提到雲端、物聯網、大數據，
喊口號很容易，實際做到卻不容易。」本校研

發成果多以管理層面來分析問題，讓他感到很
有意義，如果國內使用這套系統可以藉此提升
企業的價值。

揭牌儀式最後由涂副司長、鄭前校長、郭校長、
吳老師、顏營運長、蔡院長、企研所名譽教授
吳靜吉，以及吳董事長、戴總經理等長官、業
界貴賓共同揭牌後圓滿落幕。座落在本校產創
中心的 AVM 研發中心期望成為臺灣重要 R&D
基地，培育產業人士同時加強臺灣產業競爭
力，發展指日可待，也歡迎各領域師生的加入，
帶領臺灣中小企業轉型。

得獎作品《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
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首度為德國古典
語言哲學的理論發展，建立有系統性的解釋架
構，被譽為「德國語言哲學」的里程碑之作。
此書除更根本性地說明語言的作用，更為漢語
及漢字的語言世界觀，提供了新的理解可能。
林遠澤表示，語言用於人際溝通，而人際溝通
就是社會行動的基礎。因此，「語用學」為 21
世紀哲學的重要領域，當初他去德國研究時，
便覺得這個問題值得探究，於是持續投入至今。

因研究範圍廣，且須閱讀數十冊文本，林遠澤
前後花了十多年才完成此書。「學術研究應該
就是這樣，攻艱取難嘛。」他認為學術就是在
探討未知，研究過程中必定會遇到瓶頸。然而，
對林遠澤來說，研究的樂趣就在於：在艱難的
研究題目中克服困難，並開創出新的觀點，途
中也可能會獲得意外的驚喜。

「學術應是一種生命，而不僅是一種工作；研
究應是一種使命，而不僅是一種興趣。」林遠
澤認為，做學術研究的背後是「對人文的深切
關懷」，並非僅止於技術性地產出論文，而這
也是他持續研究的動力。他深信，做研究不應
只關注獲獎，而該注重研究題材是否恰當，以
及能否正確闡釋問題的真理。

研究之餘，林遠澤在教學現場更扮演「啟發者」
的角色，期盼引導學生深入探索哲學。「你對
學生態度，還有你對問題探討的熱情，那才會
真正讓學生學到東西。」他表示，課堂中教授
的內容總是有限，重要的是能夠給學生方向，
讓學生覺得值得思考並投入哲學問題。言談
中，可見林遠澤對哲學領域的喜愛與付出。

談到未來的研究計畫，林遠澤透露將進一步撰
寫以「溝通理性」為基礎的實踐哲學專書，書
名暫定為《哲學作為民主的溝通與團結——當
代哲學的對話理論定向》。此外，他也將持續
致力於「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的主持工
作，期盼建立以華人文化為本的學術基礎，進
而為更多人文社會研究帶來助益。

Feb. 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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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
都有自己的時區

＃政重推薦

本報記者 姜期儒

2016 年冬天，李宜錡正為學測準備水深火
熱，某日肺部竟一陣劇痛。「後來發現是皮
下氣腫、肺破，就是那時候開始戴氧氣筒。」
目前就讀本校心理學系四年級的李宜錡，走
過化療、骨髓移植、排斥反應，繼而幸運地
獲得器官捐贈的機會，揮別病魔纏身的痛苦，
迎來嶄新生活。

當初化療過程並不順利，眼看病情沒有好轉，
李宜錡轉而接受骨髓移植。醫師甚至告知她
的家人，若治療再不順利，可能得簽署放棄
急救同意書。所幸經過前面兩次的移植失敗，

牛年開春，扭轉乾坤新氣象，
《政大人》網站全新改版上線，閱讀介面再進化，
無論桌機、筆電、平板、手機皆能輕鬆瀏覽，
全方位提供您不可不看的精彩內容。

第三次終於成功。「那時好像重生的感覺，
什麼事都辦得到。」李宜錡說，除了外出旅
遊，她還畫繪本義賣，在公益上盡一份心力。

李宜錡在治療期間仍不忘學習，更專注於課
業。除了利用課餘時間補考、完成作業，也
有老師願意幫她補課。「生病之後，反而會
懷念回學校上課的生活。可能也是個性吧，
我比較在意要做好，這是一個責任。」不只
樂觀，李宜錡更負責且堅毅，也深具美術設
計天分，協助很多校級紀念品設計，是學校
秘書處得力的小幫手，或許因此上天看見她
的認真，降下器官移植機會的奇蹟，讓她回
歸正常生活。

曾深刻經歷喘不過氣痛苦的李宜錡，因此特
別留意環境議題，舉凡空氣汙染、菸害防治，
都是她關心的範疇。「換肺之前雖然有關注，
但付諸實行的機會不多，有心無力。但是換
完肺，我覺得自己有比較積極。」也因治療
與復健期間必須使用許多耗材、清潔用品，
李宜錡說：「當時用得很心虛，可是又覺得
不得不，天人交戰。」換肺後，她出門必備
環保餐具，盡力做到環境友善。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時區，沒有誰比較領先
和落後，因為大家在自己的時區都是準時
的。」美國小詩〈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時區〉
精準地呈現出李宜錡面對生命的態度。她坦
言曾認為自己比同齡人慢很多，好像永遠都
追不上別人。但經歷了各種磨難與挑戰，如
今她能順暢呼吸、談話，甚至完成 4.5 公里
走馬。保有正向、積極、強韌的性格，李宜
錡在自己的時區裡，繼續踏著穩健的步伐，
勇敢躍進向前。

李宜錡樂觀揮別病魔

《政大人》網站祝大家
HAPPY “牛” YEAR ！

▶▶▶ 立即瀏覽《政大人》網站

學 生 於「 政 大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模 擬 」 會 議 中
分 別 扮 演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及 各
國 代 表， 演 練
如 何 處 理 疫 情
難 題（ 照 片 來
源： 創 新 國 際
學院）

人類世與地緣
政治課程與國
際學者、五校
師生於北美館
協力舉辦系列
協商劇場（照
片來源：創新
國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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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病魔纏身的痛苦，李宜錡日前順利完成校園馬拉松 4.5 公里賽程（攝影：秘書處）

創新國際學院獨創特色課程
即時掌握全球議題與脈動

人類世與地緣政治課程與北美館雙年展合
作，以「核廢的未知數」為主題進行探討
（照片來源：創新國際學院）

曾深刻經歷喘不過氣痛苦的李宜錡，特別
留意環境議題（照片來源：李宜錡）

本報記者 吳季柔

創新國際學院在正式運作的第一學期，推出創
新且即時因應全球脈動的「全球衛生治理」、
「人類世與地緣政治」特色課程，具議題性與
國際性，盼藉此培養跨域思維的國際治理人
才。其中全球衛生治理課程連結國際新冠疫
情，舉辦「2020 NCCUxWHO simulation 政大
世界衛生組織模擬」，學生全程以英文商討疫

情時代的國際協議。而「人類世與地緣政治課
程」則結合臺北市立美術館雙年展，舉行核廢
料協商劇場，引導學生透過換位思考深度探討
環境議題，關注社會議題與人文變遷。 

人類世與地緣政治課程與國際學者、五校師生
於北美館合力舉辦系列協商劇場，議題涵蓋核
廢料、塑化劑食安、離岸風電等，盼以富有創
意的公共討論模式，提高民眾關注程度，共商
解決方式。最後一場以「核廢的未知數」為主
題，由學生扮演持不同態度的政府代表、學者、
在地居民與民間團體，也加入「非人類代表」
如北部沿岸土地與核廢料，共同研議臺灣長期
爭論未果的核廢料處置問題。學生們從不同角
色主體出發，發表看法、提出質問、相互協商，
從中學習批判性思考並精進口語表達能力。 

全球衛生治理課程嘗試跨國、跨院系所、與多
個單位合作舉辦「政大世界衛生組織模擬」，
提供修課學生從公共衛生、社會學、法律、治
理與傳播學的角度，反思全球衛生治理架構。
修課學生於會議中分別扮演世界衛生組織、美
國、中國、印度、泰國、越南，全英文演練流
感盛行時，各國、區域與全球如何在世界衛生
組織的架構下，回應病毒檢測、國境關閉、疫
苗開發、資源配置等真實議題當中的衝突與合
作。在疫情、政治、社會、經濟等各層面考量
下，各國代表該如何在保全其代表國最大利益
的同時，協調出最適宜的協議。對於少有機會
了解甚至參與國際衛生議題的學生而言，此次
模擬會議無疑可以開啟更多處理疫情難題，跨
越國際政治、社會與科學的想像與對話。 

模擬會議由政治大學劉宏恩教授、陳宗文教

授、美國奧瑞岡州立大學紀駿輝教授、美國
喬治城大學歐尼爾全球暨國家衛生法中心劉
汗曦律師四位授課教師指導，活動也邀請時
任陽明大學郭旭崧校長、高端疫苗連加恩醫
師，以及衛生官員、醫療專家與會講評。會
議最末由四位授課教授模擬撰寫協議文件，
為模擬會議畫下句點。 

創新國際學院為政大第十個學院，去年 9 月
首度招生，以「三創新」、「三國際」為特

色致力培育具全球性視野、跨領域知識學習
能力的菁英人才。創新國際學院獨創「專題
研究」課程，除「全球衛生治理」與「人類
世與地緣政治」外，開設課程也觸及 AI 與倫
理、大數據與假新聞、移民與全球化、永續
在地全球化等多元課題，歡迎全校同學踴躍
選修。學院同時承接南島論壇與大學社會責
任計畫，強調與各院以及國際的合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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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新竹校友會風光成立，成為政
大世界校友總會設立後，率先成立的地區分
會。成立大會席開四桌，現場氣氛活絡，並
由第九屆企家班校友、現大同董座盧明光高
票當選理事長。盧明光說：「很高興郭校長
把我們召集在一起，這是一個很好的創舉。」

盧明光於大會上一再強調，若學校有需要，
校友應義不容辭地幫忙，展現理事長的氣度
與 風 範。「 校 友 本 來 就 要
愛 護 學 校、 多 參 加 校 務，
可 以 讓 學 校 更 加 發 展， 對
校 友 也 更 好。」 他 也 鼓 勵
與 會 貴 賓 成 為 終 身 校 友，
更 加 碼 送 出「 大 同 寶 寶 」
及「 大 同 電 鍋 」 等 禮 品，
博得滿堂喝采。

「 團 結 校 友， 我 相 信 政 大
也 非 常 有 能 力 做 到。」 盧 東亞所所長王信賢致詞（照片來源：東亞所） 新竹校友會日前風光成立，校友會後開心合影留念（攝影：姜期儒）

上圖：畢 40 財稅系校友領唱經典民歌 ( 攝影：秘書處 )

下圖：陳子鴻老師壓軸巨獻「硬要藍調趴」
( 攝影：秘書處 )

本報記者 郭宇璇

校友共襄盛舉，欣賞表演之餘，也讓校友藉此
機會聯絡感情。他也說明，政大各項校務發展
皆順利進行中，尤其是加入由清華大學、陽
明交通大學及中央大學組成的台灣聯合大學系
統，期待有更多跨領域合作機會，也共享學術
資源。

65 級財稅系校友林淑惠集結同班同學，一起
上臺歡唱民歌。十位學長姊戴著耶誕節應景的
紅色、白色毛帽，帶來〈恰似你的溫柔〉、〈木
棉道〉與〈明天會更好〉等經典歌曲，臺下校
友隨著音樂搖擺、一同合唱，場面十分溫馨。

「分享是最大的快樂 」
盧明光榮膺新竹校友會長

東亞所 52 周年所慶
校友齊聚「老根據地」敘舊

第二場次則是以「兩岸與
國際外交」為主題，文化
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亦
是本校兼任教授趙建民以
臺美雙方在中國研究方法
之辯論開場。張五岳老師
以其豐富的經驗解讀中共
對臺政策中的發言層級與
媒體報導，張登及老師剖
析國際秩序變動下的中共
外 交 研 究 與 未 來 發 展 趨
勢，黃瓊萩老師等則提及
中國研究在當前大變局下
的歸零與重組。

最後研討會閉幕式也充滿懷舊與濃厚的情感，
除國關中心主任寇健文簡介圖書館搬遷的紀錄
影片外，包括中央研究院院士吳玉山、趙建民
老師、魏艾老師也分享了早年東亞所與國關中
心的創立緣由與歷史使命。最後全所師生、與
會所友則為東亞所碩士第十屆校友、在本校服
務超過 30 年的李明老師舉辦榮退感恩儀式，
讓研討會增添幾分東亞所特有的溫馨氣氛。

會後接著是所慶餐會，與會校友橫跨四十幾個
年頭。畢業所友如同回娘家般與老師、同窗敘
舊憶當年，現場如往年般熱鬧非凡。而東亞所
第 52 周年所慶也在所長帶領的校園巡禮中畫
下完美句點。

12 月 26 日東亞所師生與畢業所友們重返東
亞所位於本校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的舊址，舉
辦 52 周年所慶。系列活動包含「大變局時代
的中國研究取向：繼承與創新」研討會、所慶
餐會，以及由所長王信賢主持的東亞所舊址巡
禮，向新進學生們分享過去東亞所學長姐們的
校園時光，也讓學弟妹們感受到東亞所二十餘
年之前在「老根據地」的無限風光。 

研討會由本校名譽教授邱坤玄發表「百年馬
拉松與東亞所」專題演講拉開序幕，邱老師
提及面對國際與兩岸的變局，本校東亞所的
責任是要充分發揮想像力與調適力，全力讓
中美乃至兩岸避免一戰。緊接著第一場次「中
共黨政與經濟社會」研討會開始，由東亞所
魏艾老師主持，於各大學任教的優秀所友引
言。張執中老師以「習時期與威權韌性」為
題，整理了習近平因素對中國政治發展的影
響；張弘遠老師則以近期「中國限電疑雲」
為題，為與會師生展現歷史制度研究取向的
魅力；而王占璽老師則是從個人研究經驗出
發，分享對於中國社會研究的關懷、視野與
方法。

東亞所

「喜歡音樂」總經理、社會系及 EMBA 校友陳
子鴻，與金曲歌王荒山亮及樂手老師組成雙主
唱樂團，帶來精彩的「硬要藍調趴」演出。「第
一次上臺表演也是在四維堂。」陳子鴻回憶，
大學時參加吉他社，讓他自此與音樂結下不解
之緣，畢業後也經常回政大擔任金旋獎評審，
對政大的感情相當深厚。而之所以將表演名稱
取為「硬要藍調趴」，他表示，長年投身流行
音樂，近年開始對藍調感興趣，無論去何處表
演都是演出藍調音樂，相當隨性、不受拘束。

64 級法律系校友趙德樞與 68 級外交系校友簡
巧珍夫婦，陶醉在「硬要藍調趴」演出中，踏
著優雅的步伐緩慢移動到舞臺前方，隨著音樂
翩翩起舞。趙德樞分享：「今天這個節目，可
以說讓人心裡會抖動一下，很有感受。」簡巧
珍也期許，40 年校友演唱會能有越來越多人
參加、代代相傳，「如果讓每年回來過的人都
有機會再回來，是非常好的傳承。」 

欣賞音樂演出之餘，場內也設有當年的榜單看
板及「紅指二」造型公車，並於牆上懸掛印有
畢冊舊照的旗幟。校友們隨著音樂盡情搖擺，
表演結束後再到看板前合影，為美好溫馨的週
日午後拍照留念。

林淑惠形容畢業 40 年是「黃金畢 40」，她笑
說：「（這個年紀）大家工作比較輕鬆，子女
也長大了。」可以放鬆參加活動。她也分享，
表演前曾在新聞系系友烏雲所開的「角落音樂
餐廳」練習過兩次，相當感謝他的幫忙。

烏雲也與其樂團 Music Corner House Band 帶
來 60 年代經典歌曲串燒。原來從商的他，因有
感於臺北缺少中高齡族群夜間休閒的場所，於
八年前開了「角落音樂餐廳」，也重拾音樂夢
想。他語帶驕傲地說，如今角落音樂餐廳已是
5、60 歲族群間，相當知名的聚會放鬆之處。
因此，他也勉勵政大學生，除了學術的鑽研之
外，也要試著「從生活中找答案」，發掘自己
想做的事情。

2020 政大畢業 40 年校友演唱會於日前熱鬧
舉辦，校友難得齊聚一堂，一同重返年少時的
民歌年代。表演精彩豐富，包括知名演唱組
合 The Lighters 萊特姊弟、校友合唱團、畢
40 校友唱民歌及 64 級新聞系校友烏雲的樂團
Music Corner House Band 輪番演唱，最後則
由 72 級社會系校友陳子鴻率樂手老師帶來「硬
要藍調趴」，在悠揚的樂聲中為今天的活動劃
下句點。

校長郭明政致詞時表示，畢業 40 年校友返校
活動自 2019 年首度舉辦，以音樂會形式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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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The Lighters 萊特帶來經典與原創歌
曲 ( 攝影：秘書處 )

新聞系校友烏雲及 Music Corner House Band
演唱 High 翻全場 ( 攝影：秘書處 )

下圖：校友合唱團獻唱費玉清組曲 ( 攝影：秘書處 )

本報記者 姜期儒

明光提到，若政大能集結校友之力，便有機
會與業界建教合作，增加學生海外見習機會、
禮聘更好的學者，提升學術研究能力。

盧明光於去年底接掌大同公司，原為理工專
長的他，於 1991 年進入政大企家班，積極學
習商業管理知識。盧明光說，不管是經營策
略，還是生產、行銷、財務等專業，企家班
皆提供良好的個案讓他學習，使他收穫良多。

「 司 徒 老 師 要 求 很 嚴， 但 我 們 還 是 很 喜 歡
他。」提起求學時光，盧明光特別感謝企管
系講座教授司徒達賢的諄諄教誨。因此與校
友們共同捐資興建達賢圖書館，也是回報學
校和老師的愛護與栽培。

「磨練是最好的經驗，分享是最大的快樂。」
高齡 72 歲的盧明光，至今仍在業界打拚，並
為政大校友會付出心力。他勉勵政大人，在
瞬息萬變的後疫情時代，除須具備語言能力、
善用資訊系統及跨域學習外，更重要的是，
要保持良好的學習能力，將挑戰視為新的學
習，並願意分享經驗、教導他人。

現任大同董座盧明光高票當選新竹校友
會理事長（攝影：姜期儒）

第九屆企家班校友

與會師生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會議廳前合影（照片來源：東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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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德克語 ratuc 意指新與舊的界線，故 smratuc 年祭即為舉行
從舊的年，跨越到新的一年之儀式。賽德克族 smratuc 年祭於
109 年 12 月 30 日至 31 日在南投縣仁愛鄉霧社電源保護站舉行，
此地為 1930 年霧社抗暴事件發難地「霧社公學校」原址。本
次活動是賽德克族 smratuc 年祭復振重要的活動，也是本事件
九十周年追思系列活動之一。今年的 smratuc 年祭我由歷年 ( 民
國 100 至 108 年 ) 實際執行的身分，升級為大會顧問，指導祭
典籌辦相關事宜。祭典流程分為兩日，第一天為耆老吟唱歷史
與傳統生活、講故事及火占。第二天為 smratuc 儀式，包含歌
謠吟唱、生火、砍樹、祭司播種、cmucuc（一種儀式的動作）、
殺豬儀式、勇士舞及祭典舞。

值得一提的是賽德克族三個語群（Seediq ／ Sediq ／ Seejiq）
原本都有類似祭儀，但歷經不同政權統治之下，傳統招致破壞，
儀式繼承者僅能在家族內默默地傳承。但也有非常多的部落，
已經沒有在做這樣的儀式，所以對其非常的陌生，因此現在儀

徵稿說明
一、文章字數上限 500 字，請以 word 檔案及繁體字文本投稿，亦歡迎附上相關相片 1 至 2 張。
二、文章請用本名發表，並請提供 30 字的作者簡介、畢業系級供刊登之用。另請附上聯絡電郵及電話，或是 LINE 等社群帳號以供聯絡。
三、來稿視稿源狀況安排於《政大人》或政大校友服務中心網頁刊登，惟本編輯委員會保留最終刊登決定權，未經採用恕不另行通知及退稿。
四、本版發表文章必須為原創，並以理性為原則。文章內容若涉版權、誹謗等爭議，作者文責自負。
五、來稿請電郵至 takao@g.nccu.edu.tw, 陳先生，並於標題註明「政大人投稿」。

歡迎
來稿

《政大人》誠摯歡迎全球校友和學校師生
投稿，與我們分享您對政大的回憶點滴或
職涯歷程，以及全球各地校友會活動訊息。

復振原民文化　
籌辦賽德克族年祭 smratuc

上 圖： 北 加 校
友會 2020 送舊
迎 新 雲 端 音 樂
雅 集， 近 百 位
校 友 線 上 聯 歡
( 攝影：秘書處 )

下 圖： 郭 校 長
線 上 參 與， 邀
請 全 球 校 友 重
返母校 ( 攝影：
秘書處 )

民族學系博士候選人　伊婉．貝林# 學生投稿

適逢歲末耶誕之際，政大北加校友會特
舉辦「送舊迎新雲端音樂雅集」，邀請
全球校友一同線上歡聚，為政大校友情
感加溫。

北加校友會會長、62 級歷史系校友李文
珠致詞表示，校友會原本每年都會固定
舉辦活動，今年因受疫情影響，不得已
只好停辦，改以雲端無遠弗屆的便利性
讓全球校友聚集線上，透過音樂讓校友調
劑身心，以歌聲和諧的正能量送走多事

本報記者 陳家弘

初冬品酒課，踏上你的上頭之旅

北加校友雅集雲端
溫馨傳唱送舊迎新

威士忌　葡萄酒　精釀啤酒

的 2020 年，積極迎接充滿希望的 2021
年到來。

校長郭明政亦驚喜上線與全球校友同歡，
並表示政大校務發展穩定中求進步，目前
更有 50+1 地方創生等專案積極推動中，
近期更將加入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將政
大的各項資源盡其所能地整合擴大。他
也感性期望全球校友能帶著二代、三代
回到政大，讓他奉上一杯親手栽種的茶，
同時見證母校的進步與改變。

北加校友合唱團於 2019 年 6 月成立，特
別敦請學養兼備，衆望所歸的 54 級財稅
系校友毛莉莉擔任團長、65 級東語系校
友姜靜芬為指揮，本次雲端音樂會同時
也是北加校友合唱團初試啼聲。

活動過程溫馨感人，串聯南加、芝加哥、
西雅圖與上海等世界各地校友近百人同時
上線共襄盛舉，65 級外交系校友馬鍾麟
與 49 級會統系校友鄭丁旺也預錄祝賀影
片響應本次活動。活動壓軸由政大校友合
唱團於政大校園連線，線上領導全體與會
校友齊唱校歌，以歌聲團結全球政大人的
情感，也為美好的明年獻上祝福。

▶▶▶ ▶▶

政大上海校友會

氣溫開始進入個位數的十二月初，政大上海校友
會舉行了一場品酒饗宴，為這個冬天暖暖手。

思南公館沿街已佈置起聖誕裝飾，就連這次的會
場：拳擊貓精釀啤酒館也不例外。校友們到了二
樓，一如往常有政大上海校友會的海報與來賓打
招呼，再往右拐，映入眼簾的就是啤酒館應景的
紅牆，以及不同酒種的攤位。不需要機票，只要
一只玻璃杯，下午就是世界酒莊之旅。

活動由校友會副會長 Jonas 張君強學長簡單的
致詞揭開序幕，希望校友們以輕鬆的心態參與品
酒會，｢ 我們不交換名片；我們以酒會友。｣

觥籌交錯之餘，活動也準備了許多品酒小技巧要
讓現場的校友帶回去。對喜愛酒類的校友來說，
可以說是一站式體驗。二樓攤位有多種酒的色香
味可以滿足視覺與味覺，三樓的品酒知識講堂又
讓現場的校友們知識庫收獲滿滿。一改傳統形
式，大家可選擇二樓或三樓的活動參與，給校友
們滿滿的自由度。

由此開始品鑒威士忌！
第一場講座邀請來自英國懷特馬凱公司的 Derek 張晉維學長，帶領大家進入品茗
威士忌的世界。有些人對於威士忌的喝法可能有些不熟悉，Derek 大方地帶來了
自家公司最驕傲的產品，現場教大家感受不同年份的 Dalmore 對感官帶來的刺激。
 
葡萄酒的消費十大誤區！
紅酒大使 Greenhand 柯品章學長，憑藉著經手及品嚐過無數紅白葡萄酒的經驗，
除了帶來來自不同國家、滿足不同客群的葡萄酒供大家嘗試外，現場更傳授聽眾
如何分辨葡萄酒真偽，以及澄清普羅大眾對葡萄酒的錯誤印象。
 
中國精釀啤酒市場發展與拳擊貓的關鍵角色！
最後與大家分享業界經驗的，是本次場地拳擊貓精釀啤酒館的創辦人 Lee 曾建屏，
為現場的聽眾講述了一個成功精釀啤酒品牌的創業故事：如何從一間虧本營運的
小酒館到被世界知名啤酒大廠收購且多渠道營銷，背後除了對市場精準的預測外，
種種投入的成本並不是表面上看起來那麼簡單的。
 
小酌之後的大家酒酣耳熱，本次活動在包場時間到了才依依不捨地結束。這次活
動得到許多校友正面的反饋。除了活動形式新穎有趣外，切中大家興趣主題的演
講更是讓現場聽眾意猶未盡。此外，中途也來了許多慕名而來的校友會新面孔，
相信本此活動為校友會開了一個新例，大家的聲音我們聽見了！
 
再次感謝三位講者 Derek, Greenhand, 以及 Lee，希望這個冬天在上海的政大人
都能帶著本次活動的好心情，迎接到來的 2021 年。

1： 校 友 會 副 會 長 Jonas
張君強學長致詞 ( 攝影：
上海校友會 )
2：校友會副秘書長 Jerry
不失幽默的主持 ( 攝影：
上海校友會 )
3：Derek 張 晉 維 學 長 大
方 分 享 威 士 忌 品 鑒 秘 訣
( 攝影：上海校友會 )

（照片來源：賽德克族民族議會）

本次活動主要由以下校友參與組織：
活動组：優鮮沛 Leo. 兆霖家居 Mark. 大摩 Derek. 貝銳 Josh. ／文宣組：建
緯 Qingying. Aktana Farah. ／ Young League： 量 銳 Ally. 富 邦 華 一 Derry/
Janice. ／副秘書長：鑫山 Jerry ／秘書長：Yvonne ／會務組：Vincent. Jonas

3

1

4

5

2

式復振的方式以傳承、紀錄與儀式的教導為主，所以儀式進行
時有很多的解說，是不得已的事。

我們研究團隊成員從 1995 年開始，運用田野調查成果，一點一
滴累積祭典儀式流程。加上近年部落、社區發展協會及公部門
推波助瀾，終於合力讓賽德克族傳統儀式再現。此次 smratuc
年祭一方面是推廣，讓社會大眾知道這個儀式，另一方面也讓
各部落族人動身參與，希望藉由祭典喚醒族人積極延續、復振
賽德克族傳統文化。

整個傳統祭儀結束後，接著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舞團、
桃園原林藝術舞集兩大舞團回饋田野調查之地的演出，以及本
地眉溪藝術團及兒路創作藝術工寮等隊伍，輪流演出臺灣原住
民族組曲、賽德克族古調等節目，帶給所有參與者濃厚的原鄉
文化。

12 月 31 日適逢全臺寒流，海拔超過 1,000 公尺的賽德克族原
鄉霧社，氣溫較平地更加冷冽，但我們部落族人、參與民眾及
師生不畏寒風參與儀式，熱情感動之餘也讓因疫情低迷多時的
大家為之振奮，在邁向新的 ratuc（年）內心充滿新希望。

本刊第四期第四版〈畢業 30 年校友返校日　溫馨擺設勾
動校園往事〉一文最末段，校友姓名「劉新城」係誤植，
茲修正為「劉新誠」，特此說明。謹向當事人及所有讀者
至上最高歉意。未來《政大人》將秉持熱情、嚴謹與專業
態度，持續報導政大師生、校友新聞。

《政大人》全體編輯群敬上

勘誤啟事

4：Greenhand 柯 品 章 學 長
親授紅酒辨認技巧 ( 攝影：
上海校友會 )
5：Lee 曾建屏暢談精釀啤酒
品牌創業 ( 攝影：上海校友會 )

政大人    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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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劉文琳

109 年 6 月甫上任的臺灣期貨交易所董事長
吳自心，一步一腳印地從公平會、財政部賦
稅署科長到政務次長直至今日的期交所董座
一職，36 年的公職生涯中推動多項重要政策，
如財政健全方案、房地合一課稅、所得稅制
優化方案等，是政府稅改政策的核心人物。
 
吳自心上任後秉持一貫穩健、實事求是風格，
帶領期交所 109 年闖出臺灣期貨市場交易量
歷史新高的成績。問他如何在每個崗位上都
有出色的表現，他謙卑地表示：「當然不會
沒有困難，未來無法掌控，我們唯一能做的
就是盡心盡力做好該做的事，準備好自己，
等待機會來臨。」
 
吳自心說，其實自己無法一心多用，所以只
「專注做好一件事」。現今科技發達，網路、
電腦、手機廣泛使用，分散了注意力，他說，
專注、一步步腳踏實地往前走，才能日積月
累地、紮紮實實地構築起應具備的能力。這
或許可提供給現今年輕人逐（築）夢，想要
實現目標的參考。
 
長年來在職場工作上，吳自心總是有傑出表
現。他認為，年輕人應該不斷創造自我價值，
能為人所用，是自己能力的受到肯定。「長
官願意把事情交付給你，是信任你的能力，
對你有莫大的加分作用，不與同事計較工作
多少，也盡可能不去計較短期的升遷，你的
努力一定會被看見的。」這是他 36 年來的
信念與堅持，全心投入、一點一滴累積能力，
這就是一種成功。
 
訪談中吳自心也提到，不少年輕投資人進入

本報記者 吳季柔

矯捷俐落的端出拿手義式春雞、海鮮燉飯，不論食材精選或是調味
拿捏、佐料搭配、擺盤，專業大廚架式，難以想像林佳蓉竟是科技、
國貿背景，非廚藝科班出身。敏銳的味蕾是天分，她說：「品嚐到
對味的料理，她有本事能靠記憶，複製出幾乎一模一樣的味道。」

政 大 國 貿 系 畢 業 的 林 佳 蓉， 曾 任 職 國 際 經 濟 學 商 學 學 生 會
（AIESEC）秘書長，也曾勇闖印度，在當地公司擔任業務，她回
臺後先投入科技業打拚，秉持著不自我設限的理念，林佳蓉為自
己開啟了精緻私廚的大門，成為「The Studio」的主廚兼創辦人。

政大就學期間，林佳蓉熱衷投入 AIESEC 社團，曾任政大分部的
副會長與總部幹部與會長。社團的歷練增加她對企業生態的認
識，當時林佳蓉負責爭取廠商贊助的業務，廠商要求政大分部

攝影：秘書處攝影：秘書處

攝影：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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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廚創辦人林佳蓉獨家傳授三步驟就能在家
輕鬆做年菜，詳情請掃 QRcode

本報記者 吳季柔

合庫金控董事長雷仲達帶領合庫金控以優良的公
司治理績效與豐碩的企業社會責任成果得獎無
數，個人更於去年十月獲選《哈佛商業評論》全
球繁中版評選之「台灣 CEO 100 強」，他謙虛笑
言此次獲獎是「驚喜」。雷仲達細數高潮迭起的
人生經歷，「我最喜歡《阿甘正傳》那句名言：『人
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個會是什
麼味道。』對我來說，我的人生真的驚喜不斷。」
 
「我的個性不太習慣一成不變，喜歡嘗試新事
物」勇於嘗試的性格成就了雷仲達豐碩的人生歷
練。從政大國貿所畢業後，雷仲達進入中央銀行
工作，在職期間他獲得公費留學機會，赴美攻讀
康乃爾大學經濟學博士。偶然機緣他結識現任高
雄市市長陳其邁，造就日後擔任高雄市財政局局
長的經歷。此外，他曾因緣際會在中美洲開採鐵
礦。從公務體系到民間，從中央到地方，他笑言
這些經歷都非在規劃中，但永遠做好準備，「計
畫趕不上變化，但是把握每個當下，在各個階段
都紮實裝備自己。」
 
合庫金控在雷仲達領導下，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
責任都有卓越成就，他先是於 108 年成立企業社
會責任委員會，召集七家子公司的總經理擔任委
員，再依公司治理、客戶關懷、員工照護、環境
永續、社會公益五個面向分組，訂定短中長期目
標，按月追蹤執行進度。合庫金控於去年首度入
選證交所公司治理評鑑的前 5% ！
 
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雷仲達對於合庫金控身為
臺灣體壇的贊助推手感到自豪，他分享合庫長年
榮獲教育部體育署頒發的體育推手獎，「從設立

臺灣證券及期貨市場交易，「不僅期貨，各
種金融工具都有它的風險」，建議年輕人從
現在開始就要培養專業的理財知識和風險控
管觀念，目前期交所已規劃一系列活動要深
入校園，藉以提升學生金融知識素養、建立
正確理財觀念。
 
畢業於政大財稅系的吳自心，他坦言當年財
稅系學生要具備會計跟經濟系的專長，課程
負荷相當重。談起大學時期的回憶，吳自心
難忘大一初級會計陳建昭老師，他表示剛進
大學，一開始還沒適應大學生活，所以第一
次期中考成績不甚理想，讓他一度受挫。後
來發奮圖強，學期總成績取得 92 分高分。
陳老師給了學生「改過自新」的機會，採期
末考成績作為學期成績。這對一直擔心學期
成績不好的吳自心產生莫大鼓勵。陳老師以
學生為本的教學理念，對他影響深遠，日後
在學校授課時，也以相同方式給學生「自新」
的機會。
 
回首前事，吳自心記憶猶新，「在政大求學
時，遇到大師級的老師，受益終身」。他以
陳老師的話來勉勵學弟妹：「培養自己成有
用的人才。」希望將這句受益終身的話，傳
承給學弟妹，以此互勉。

這個獎項開始，我們已經連續 12 年拿到所有獎
項。」他細數合庫旗下的體育好手，包括戴資穎、
周天成、陳金鋒、林昀儒等名揚國際的球員，「合
庫有桌球、棒球、羽球三個球隊，從民國 36 年開
始提供贊助給有潛力的年輕球員，感謝前輩的遠
見，替國家栽培優秀球員。」除協助體壇培育新
星之外，合庫每年也都會捐助弱勢群體、舉辦偏
鄉學童體育育樂營，並請旗下球星到場指導。一
直為臺灣體壇無條件奉獻，是合庫優秀的傳統。
 
人生一路驚喜與挑戰不斷，雷仲達也曾遭遇終身
難忘的挫敗，當時他決定與友人開採中美洲鐵
礦，初嚐獲利後卻面臨鐵礦價值崩盤的逆境。
也曾在職場三番兩次遭人針鋒相對，處心積慮惡
整，憶及過往長官鄭文隆一席話『其實因為有了
這種事情，你的人生才圓滿。』，他調整心情，
以自身故事勉勵政大學弟妹，人生不可能永遠順
風順水，成長就是點滴的磨練積累出來的。
 
笑著回憶政大點滴，雷仲達在政大收穫滿滿，學
識、見識，還有終身大事，都堪稱得分！「在學
校我記得很快樂，參加合唱團、登山社、柔道社，
只要政大有什麼好的社團，我就想去試試看。還
有第一次在四維堂看電影、晚上去探險，那時候
後山都還沒開放，最遠只走到醉夢溪、杜母墓。」
尤其在登山社結識了牽手一輩子的佳人，雷仲達
和妻子的愛情故事，堪稱媲美牛郎織女浪漫，兩
人一見鍾情，曾經因為工作被迫成為遠距夫妻長
達 12 年，但是時間空間都阻隔不了彼此，著實
值得歌頌！
 
笑談自己一路驚喜不斷的人生，雷仲達幽默與智慧
兼具，深具領導魅力。「把握當下，裝備自己，勇
於接受挑戰。」他鼓勵政大學弟妹，不要害怕挑戰，
也毋須懼怕未知，至少這帖通關良方，讓他一路過
關斬將，也讓自己不斷累積實力，更上層樓。

需統籌其他分會才願意核准贊助，「可能當學生的時候相對比
較單純，就是把自己的功課做好，很難得在讀書的年紀就要扛
KPI，第一次知道上班就是要面臨這種事情。」

畢業後林佳蓉順利銜接 AIESEC 秘書長一職，然而她渴望邁向國
際，探索更多可能。「那時候有一個議題是金磚四國，過去我
有機會去歐洲或是美國玩，覺得剛畢業應該要去體驗不同的文
化」，林佳蓉考慮到中國人才競爭激烈，而巴西與俄羅斯則有
語言不通的難題，印度實為最佳選擇。而這趟印度之旅帶給林
佳蓉的不只是文化衝擊，更影響了她對人生的態度。

「印度的生活環境一直挑戰我對正常與常理的認知」，林佳蓉
看見貧困居民的生活，看見無法上學的孩童為了分擔家計，必

須在車流呼嘯而過的大街上敲車窗乞討，「跟他們比起來，反
思自己即使遭遇什麼困境，真的沒什麼好抱怨。」，因為工作
往來印度與北美的經驗積累了她的料理能量，尤其味覺記憶優
秀，她發覺自己蠻會做印度菜與各種特色料理，閒暇時間觀看
網路烹飪節目，再透過自學精進廚藝研發出融合臺灣與多國特
色的料理，是這段日子最大的收穫。

離開科技業後，林佳蓉在餐廳訂位平台「EZTABLE 簡單桌」開
啟了她的餐飲創業思維。創辦「The Studio」的初衷，是因為喜
歡和朋友相聚吃飯喝酒的時光。談起工作領域轉換的困難，林佳
蓉坦言過去較少面對一線消費者的經驗，而客人的喜好是私廚持
續運營的關鍵，「吃這種東西其實蠻主觀，自己需要慢慢去調
適。」料理之外，與團隊的磨合也是林佳蓉的挑戰與學習。

「The Studio」的營運理念是結合藝術與餐飲，對提供用餐者多重
文化的體驗，林佳蓉於政大求學期間就有機會透過國貿系的跨國交
流機會跟不同國家、領域的學生合作，「當你要跟不同文化的人溝
通或是解決、完成一件事情，那又是不同的挑戰，但也讓人記憶深
刻。」過往經驗是她在私廚領域導入多元文化的靈感與養分。

不設限，是林佳蓉歸結自己跨域發揮追夢的最佳註解；她認為優
秀的政大人不要因為揹負著社會期待與壓力
而不敢擁抱夢想，「沒有什麼比起長久做自
己有熱情的事來得重要。」

林佳蓉跨界展身手  
國貿科技背景
轉身成私廚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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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新春好禮！
即日起首次申辦校友證，即贈首辦核卡禮！

近期各校友分會動態

凡本校畢業校友、肄業生及推廣教育學分班取得學分證明者；曾任教或任職本校一年以上編
制內及約用專任人員皆可申辦校友證。
歡迎週知您身邊的「政大人」共享尊榮與福利！

•新聞系校友趙克露榮任美國國際媒體署代理執行長。
•外交系校友李蔚華獲聘為幾內亞共和國駐休士頓名譽總領事。

校友證新增多項校外特約廠商優惠
舉凡飯店住宿、餐廳美食、交通租賃、生活娛樂等，持續擴增中。

Line 官方帳號正式上線
校友活動消息不漏接！

政大校友服務中心

L

文學院是以中文、歷史、哲學三個系為核心，並陸續成立圖檔所、宗教所、台史所、台文所及華語文碩博
士班學位學程。經過多年的發展，從傳統中華文化的教學、研究，進而深耕臺灣本土，並擴展亞洲研究，
進而積極和國際接軌。

近兩、三年來，配合校方對國際漢學和華語文教學的重視以及資源挹注，除原本本院師資最為缺乏的華語
文碩博士班學位學程將可迅速強化外，也積極引進國際漢學師資，在本院開課教師主持下，透過密集授課
( 集中講義 ) 或是固定時段上課兩種方式進行，目前合作的對象主要包括歐洲、美國、日本和馬來西亞的
大學，其中主要合作的師資來自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愛知大學、劍橋大學、倫敦政經學院和拉曼大學
等校。此一部分配合校方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的推動 ( 名譽講座余英時院士、第一屆講座王德威院士、第
二屆講座杜正勝院士 )，使漢學成為政大的亮點。漢人文化或是漢學對臺灣而言，是多元且多源的文化傳
承重要的一環。就此而言，強化國際漢學的教學與研究，也是深耕臺灣文化的重要學術工作。

此外，本院目前正在推動跨國跨校學分學程，則是臺灣為重心的近代東亞歷史與文化，除了學程主要合作
的廣島大學和立命館大學兩所學校外，在新冠肺炎疫情無法平息，出國及來臺國際學生難以推動的狀況
下，也積極透過線上課程，配合國際師資協同授課超過總時數 2 分之 1 以上的方式推動。以 109 學年度
第 1 學期為例，除日本之外還引進韓國、英國大學的國際師資加入學程上課，包括日本一橋大學、早稻田
大學、明治大學、立教大學、帝京大學、大妻女子大學，以及韓國高麗大學、建國大學、國民大學和倫敦
政經學院等校。透過學程的推動，除了引進大師級的資深教授，強化國際交流，也由國外年輕的教師介紹
他們最新的研究成果，更期待本院師生與新進教研人員的交流，可以成為未來長久國際合作的基礎。

# 政向思考

（照片來源：薛化元）

# 政向思考

文學院院長 薛化元

深耕本土　接軌國際

數量有限
欲辦從速！

日期 活動內容

109/12/5 阿語系校友會成立，凌家裕獲選為首任理事長

109/12/15 高雄校友會李建興理事長舉行金光閃閃年終晚會

109/12/20
2020 畢業 40 年財政系校友林淑惠領軍高歌、萊特姊弟、新聞系烏
雲、社會系 /EMBA 陳子鴻嗨翻四維堂

110/1/12 新竹校友會成立，企家班盧明光獲選為首任理事長

110/1/17 地政系校友會卓輝華理事長舉行年度會員大會

110/1/20 外交系陳清吉校友發起籌備新北市校友會

110/1/23
世界校友總會張京育總會長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成立產學合作與
財政委員會、會務發展與活動委員會、公益急難救助委員會

110/1/25 蘇起召集人宴請 2021 畢業 50 年專刊各系編輯委員

110/1/30 母校邀集 2021 畢業 30 年各系聯絡人餐敘

110/1/30
[ 南加校友會線上講座 ] 御姊愛 ( 廣電所校友徐豫 )-
撕下標籤，向世界訴說你的故事
18:45 ( 加州時間 ) / 1 月 31( 日 ) 10:45 A.M. ( 臺灣時間 )

110/3/11 世界總會與母校聯名發起桃園校友餐敘

政大
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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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Improvement, and Excellence –
NCCU Gains Ministry of Education
Approval to Join the

On Feb 1 National Chenghi University will officially 
be inducted into the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alliance (herein referred to as “the UST”) after 

gaining the approval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NCCU recently completed the necessary internal procedures, 
nominating Professor Herng Su as the Chengchi UST Vice 
President. Meanwhile, on Jan 13 Vice President Wen-Chieh 
Wang attended the 1st UST Administrative Conference of 
2021 as a non-voting delegate, with discussion focusing on 
projects to spur integ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four member universities.

The UST represents an alliance comprising four universities: 
Central University, Chiao Tung University, Tsing Hua University, 
and Yang-Ming University. The aim of the initiative is to reach 
a level of innovation and excellence unattainable by a single 
university by integrating resources in teaching, research, 
administ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UST initiative 
commenced its “pilot phase” in the 2003-04 academic year. 
Since gaining the MOE's formal approval in 2007, this is the 
first time a member university has been added. And with the 
joining of NCCU, the UST will soon boast over 4,000 full-time 
faculty and 70,000 students, making it the largest university 

城鄉攜手  50+1

尋回祖母的三合院    找回媽媽的菜園

一起守護大地

共創農民好生計    共創人人好生活

Let us unite urban cities and rural towns, 

Bring back the traditional courtyard homes of grandma's era

And our mother's vegetable gardens. 

Let us protect the earth,

Jointly creat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farmers

And a better lifestyle for all.

地方創生：台北茶路   都市周邊里山里海   原鄉原民產業與文化

President Kuo Ming-Cheng

system in Taiwan. The four members will be able to share 
mutual resources and collaborate extensively in both teaching 
and research to jointly fulfill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s 
universities. The UST, for its part, has issued a wholehearted 
welcome and expressed its hope that the alliance can jointly 
cultivate new prospects in the coming years: “We hope to 
move together as one, to draw on NCCU's professional 
resource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usiness, 
politics, foreign languages, communic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so as to shape Taiwan into the academic nexus of Asia 
and the world.”

The UST has broken down barriers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With regard to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it 
promotes cross-university course selection and course 
sharing, encouraging student interaction in various academic 
fields and contexts. In the future, the academic calendar 
of the four member universities will be synchronized, with 
each semester starting and ending at the same time; and 
NCCU students taking courses at other member universities 
will not have to pay additional tuition fees. The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shall revise regulations relating to course 
selection at other Taiwanese universities, enrich the learning 
maps of courses in each department and strengthen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UST, so as to be better equipped for 
future challenges. The NCCU library is set to be integrated 
into the UST Library Resources Joint Catalogue, and will 
establish a dedicated UST academic database which will 
grant students easier access to the entire UST archive. 
Moreover, the Office of General Affairs will organize a shuttle 
bus service facilitating book transfers between libraries for 
more comprehensive cross-university borrowing.

In terms of research, the UST strives to promote ethics 
education in academia and has established five cross-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s. After NCCU joins the UST, 
the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ill encourage 
and subsidize cross-university research initiatives by 
NCCU research teams, and further strengthen and 
expand cross-university research projects. For example, 
the NCCU Research Center for Mind, Brain, and Learning 
may collaborate with the Brain Research Center at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while NCCU's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 and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 Taiwan may join ranks with Chiao 
Tung University'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 There is also the distinct possibility of expanding 
the scope of cooper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 teams in the form of exchange and 
empowerment activities, workshops, forums, and even 
jointly held outcome presentation ceremonies.

With the prospect of such expansion, the former NCCU 
President and current President of the NCCU World Alumni 
Association, Chang King-yuh, said that advancements in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are not bound by traditional 
constraints, and noted that, after joining the UST, students 
will have more options to choose from, “The more united 
we are, the stronger we become.” Meanwhile, current 
Tatung Company Chairman and NCCU alumni, Lu Ming-
kuang, struck an optimistic tone, stating that the UST allows 
for cross-university course selection – a boon for hard-
working students – and will allow even more opportunities 
for mutual learning.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alumna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TSMC), Lora Ho, observed that if a university known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uch as NCCU, were 
to team up with science-focused universities, the resulting 
partnership would afford students a broader, more diverse 
perspective, which is a good thing.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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