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周佩怡
國立政治大學籌備近一年的「2022 點亮南島
募款音樂會」日前在國父紀念館順利舉行，由
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 X 原聲打擊樂團 X 原聲
國際學院合唱團帶來一連串精彩的演出。當
天出席來賓冠蓋雲集，帛琉大使歐克麗、巴
布亞紐幾內亞駐臺代表康德銘、韓國駐臺代
表鄭炳元、外交部亞太司司長周民淦、原住
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鍾興華，以及《今周
刊》發行人謝金河、寶佳集團董事長李其白
等政大校友共襄盛舉。校友、前總統夫人周
美青擔任神秘嘉賓，成為壓軸彩蛋，登上舞
臺合唱〈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和
安可曲〈拍手歌〉，贏得現場觀眾熱烈掌聲，
原聲合唱團純淨、具穿透力和感染力的歌聲
也帶給樂迷們一個難忘、感動的夜晚。

校長郭明政感謝各界慷慨的捐款，相信將成為
南島講座一大助力，他於致詞強調：「使臺
灣的學者、青年能前往南島國家與區域研究、
服務，或是南島的學者、青年也絡繹於途，
前往臺灣、來到政大。」截至目前，共有 50
個單位及個人熱心捐款，包含國信集團、功
福企業有限公司、信義房屋等，南島講座募
款金額已破千萬元，且效益仍在持續。音樂
會上處處可見用心安排，前主播拉娃谷倖身
著泰雅族服擔綱主持，應數系校友陳育志負
責鋼琴伴奏，共同為母校募款活動貢獻所長。
音樂會表演曲目除了布農語、鄒語、排灣語
等，接連演唱包括華語、臺語、客語、英語、
日語、菲律賓語、斯瓦希里語（非洲三大
語言之一）等各國經典歌曲，總計 11 種語
言。尤其唱到〈童年〉、〈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時，原聲合唱團指揮馬彼
得轉身帶著聽眾跟唱的互動橋段，臺上小朋
友們化為優美的合聲，加上周美青驚喜登場
獻唱，將氣氛推往高潮。
馬彼得表示：「希望音樂會能呈現多元的文
化面貌，所以選曲上除了有很多原住民曲目
外，同時也有很多不同的語言，以展現臺灣
多元文化的面貌。」他很高興能參與這場活
動，和有著相同理念的政大攜手合作，共同
擁抱本土文化，同時與南島緊密連結的美好
願景一起努力！
演出尾聲，郭明政再次上臺向籌備人員致謝，
也盛讚「原聲合唱團是地表最強美聲」，馬
彼得則代表三團致贈本校原民孩童親手繪製
的感謝狀，並幽默地說：「這張獎狀是世界

獨一無二的，因為小朋友每次畫出來的都不
同。」此話一出，惹得臺下哄堂大笑。最終
在安可聲裡，三團同時站上舞臺，重現導演
齊柏林的紀錄片《看見台灣》在玉山主峰獻
唱的動人歌曲〈拍手歌〉，全場聽眾熱情地
一同打拍子，為音樂會畫下感人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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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程心
校慶，是一個慶祝的節日，是歡慶與團聚，更有著傳承的意
義。為迎接國立政治大學 95 歲生日，並串連 95 年來，校
友、師長與同學們共享的價值，學校力邀電通 mb 團隊 ，用
突破框架的作法，呈現 95 校慶的 logo 與主視覺。此次團隊
包含了不同世代的政大校友，其組成本身便充滿著傳承意義。
「可以承接母校 95 週年校慶的設計案，真的是備感榮幸與
雀躍。」電通 mb 創意部資深創意總監楊雲翔笑言，再次重
返校園、溫習政大的點點滴滴，激盪出他滿滿的回憶與創意。
「不用受限過往任何風格或設計，讓人耳目一新，才是我們
最希望達成的目標。」同為政大畢業的電通 mb 總經理胡嵓
巽解釋道，95 校慶 logo 的設計除了藝術性，如何讓它賞心
悅目，同樣是團隊考量的關鍵。電通 mb S.P.A.T. 事業群創意

長詹朝棟則說明，由於今年校慶的標語為「政大 95 ，世界翹
楚」，團隊選擇用一體成型的表現方式，搭配繽紛的色彩，
讓校慶 logo 在看似隨意之下，自成規矩；在看似單一之下，
聚集氣態；更在看似單純之下，藏著創新與多變。
此次的成品是校內與校外、學校與社會一同融合、匯聚的美
好連結，整體設計以「多元化、國際化」的概念發想，呈現
政大 95 年的多彩與永續。Logo 的由 1 起始，傳遞始終如一，
以及一同追求卓越的心；由下往上射出的箭頭，傳達政大深
根臺灣，走向世界。
而 Logo 中間多彩的圓形則意味著，在地球與世界不斷轉動之
下，政大也同時散發力量及影響力，更象徵政大經歷的 95 年多
彩歷史，成就臺灣教育指標；寄望政大成為學術界翹楚，齊聚
不同國家、地區的優秀人才，追求開放、自由、多元、國際化。

為符合國際化與多元型態，英文標語由國合處副國合長吳敏
華所翻譯「crème de la crème」借用自法文片語的英文成
語，意味「 best of the best」、「菁華中的菁華」，同樣與
95 校慶的主軸完美結合。
在紀念商品的發想上，電通 mb 團隊從在校生、畢業生、處
室長官等不同消費客群的角度來檢視。「如果只是一個很漂
亮的 logo，其實沒辦法帶出什麼意涵，特別是它會延伸到各
種商品和紀念品，所以一定要他喜歡拿、喜歡用、喜歡送，
甚至喜歡傳。」詹朝棟表示。電通 mb 團隊分別就可攜帶性、
實用性、紀念性、代表性等不同要素綜合思考，在既有品項
的基礎上，提供一些新的商品項目建議。透過觀察師生的日
常，希望在紀念意義外，也發揮其實用性，將政大意象融入
政大人的生活之中。

 （電通 mb 總經理胡嵓巽專訪詳見第六版）

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指揮馬彼得（右）代表三團致贈校長郭明政（左）原民孩童親手繪製的感謝狀（攝影：秘書處）



秘書處訊
2021 年國內疫情爆發，後續消費力道反彈，
讓企業急著搶人，引發「缺工潮」。在疫情
干擾的變局中，企業對於大學新鮮人的喜好
是否出現變化？《遠見》雜誌發布的「企業
最愛大學生排行榜」中，政治大學在「商
管」、「法政」及「社會人文」均拿下第一
名，這也是政大第 5 年拿下三冠王。
在整體總排行部分，成大連續第八年蟬聯第
一，臺科大、臺大、北科大及政大則依序為
第二至第五名，清大與併校後的陽交大則緊
追在後。政大今年拿下第五名，較去年上升
一名，也是人文社科類型大學的榜首。
《遠見》除了以「校別」，進行「大學整體」、

「國立」、「私立」、「技職」等「校際排名」，
還依據「學科別」，分為文法商類、理工類、
民生類，共三大類 9 個分榜的「學科領域排
名」。從分榜來看，各產業領域企業主最愛
大學，政大在文法商類「社會人文」「法政」
「商管」類別再度奪冠，連續五年拿下三冠
王榮譽。

值得注意的是，在「設計／建築」分類中，
多年來都由成大居首，今年則改由北科大和
臺大並列第一。不僅首度有技職體系大學在
此榜奪冠，臺大則受惠於近年推動跨系主題
學程，與臺科大、臺師大課程互選，因而名
次前進，也顯示跨校修課與跨域多元的混合
人才，越來越獲得企業肯定。
此外，也另外針對「產業別」詢問每家企
業最愛的前三名學校，計分方式為第一名 3
分、第二名 2 分及第三名 1 分，依照總積分
排名。調查結果中，「傳產製造業」冠軍為
成大，臺大與政大緊追在後，分別為第二、
三名，「資訊科技」第一是臺科大，「零售
服務業」則最愛政大。
本 次 調 查 時 間 為 去（2021） 年 11 月 17 日
至 12 月 17 日，針對臺灣上市櫃公司進行「企
業最愛大學生評價調查」，探查企業主心目
中「最佳就業力大學」，今年邀請 2,090 家
上市櫃與資本額達一億元以上之企業參與調
查，完成 523 份有效問卷，回覆率 25%。

商學院訊
再傳捷報！政大 IMBA（商學院國際經營管
理碩士學程）的菲律賓籍學生張舒儀 (Arlene 
Chang) 和新加坡籍學生林潔 (Inez Lim)，與
加拿大研究生組隊出戰 2021 年日內瓦挑戰
賽（2021 Geneva Challenge）， 從 來 自 世
界各地 115 個國家中脫穎而出，獲得全球第
二、亞洲第一的殊榮，為臺灣寫下首次獲獎
紀錄。
「 日 內 瓦 挑 戰 賽 ─ ─ 高 等 發 展 目 標 」
（The Geneva Challenge - Advancing 
Development Goals Contest）是由日內瓦國
際關係及發展高等學院（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in Geneva）每年舉辦的競賽。競賽鼓勵來自
世界各地的研究生踴躍提案，以解決緊迫的
發展問題，而第八屆的主題為「危機管理的
挑戰」，參賽團隊須針對該議題構想解決方
案，並與世界五大洲參賽隊伍中角逐第一，
方可進入決賽，受邀至日內瓦的和平之家進
行簡報，惟受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最
終以遠距直播的方式進行簡報發表。
團隊成員結合了在 IMBA 課堂所學到的理論
與知識，加上跨專業領域的洞察力，得以發
展出兼具理論與實務的商業提案。他們從新

加坡政府運用科技因應 COVID-19 的經驗，
以及菲律賓政府所推動的數位化研究作為發
想，打造一款名為「DAAN」的 APP。致力
於解決菲律賓糧食危機和營養不良的問題。
「DAAN」在菲律賓語中代表「道路」、「途
徑」。團隊成員張舒儀分享，在菲律賓發生
第一波 COVID-19 疫情期間，由於政府的邊
境管制政策相互矛盾，導致大量蔬菜遭丟棄。
與此同時，菲律賓首都卻承受所帶來的糧食
危機。團隊認為，當人們為了獲取食物而爭
執時，肆意把食物丟掉和犯罪無異，也因此
致力於針對這項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DAAN 可利用藍芽驗證方式，配合系統合作
和數據驅動的規劃，優化食物運送的物流路
徑與流程，並進行物資追蹤，除了確保基本
物資可以在該國的首都地區自由流動，也同
時減少因物流不順暢造成的食物浪費。
「我強烈建議政大的所有研究生都應該嘗試
參與 2022 年度的『日內瓦挑戰』。」張舒
儀認為日內瓦挑戰賽可以讓同學將課堂所學
的知識付諸實行，並進一步實踐「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SDGs）。此外，她也特別感
謝 IMBA 形塑她的創業思維，更提高她對社
會問題的意識。

2022 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政大連續 5 年穩坐文法商三冠王寶座政大 IMBA 學生組團參賽奪下日內瓦挑戰賽全球第二殊榮

團隊進行遠距簡報發表時之現場直播畫面（照片來源：商學院）

《遠見》雜誌「2022 企業最愛大學生排行榜」，政大文法商類連續 5 年蟬 聯 三 冠 王（ 攝 影：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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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周佩怡
為配合《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
創新條例》，培育國際金融人才，政大法律、
金融、財政、經濟與資訊等相關能量俱足，
已獲教育部核定設立國際金融學院，並獲得
公私立銀行、金融機構支持，共推產學合作。
此一國際金融學院將致力於臺灣金融產業之
國際化，使臺灣金融事業結合廣大華僑、臺
商，以及臺灣高科技產業的經濟成就，在世
界各地展現金融能量。不僅服務臺商及本國
企業，更期待未來在國際金融版圖上，如同
臺灣半導體一樣在世界各地插旗，並扮演關
鍵角色。
校長郭明政表示，產學合作共同研發、研訓
是大學未來重要方針，政大法商、財經深耕
有成，國際化也位居領先，最有條件打造跨
國人才。未來畢業生將前往海外金融重鎮，
或前往新南向國家工作。學院將採雙語教
學，甚至擴及第三國語言，如在東南亞當地

工作也應具有當地語言能力，更期待華人圈
龐大海外僑民子弟回臺進修。國際金融學院
設立的合作計畫是由教育部、國發會、金融
總會及金融研訓院等協力促成，今後將與各
單位深化彼此合作。政大將集結優秀的國內
外教授、國內外業界師資，各以 1/4 師資比
例為原則。國際金融學院將座落在甫落成的
政大公企中心，鄰近未來擬設立國際金融特
區，政大具有相對優勢，發展國際金融產官
學研的合作與交流，共同培育人才。
學院目前以 8 年為暫定期限，前 3 年依序設
立碩士及博士學位學程，最後 2 年評鑑績效，
期盼未來能永續經營。在這段期間裡，不僅
有政府撥款的國發基金，也有八大行庫、財
金公司、證交所等 27 家機構分攤經費。在
學制課程的部分，碩士班為期一年包含暑期
在內的三學期，採用產學雙導師制度，並結
合校內法律、社科、商學、資訊學院及國內
外產學界的師資，提供兩門必修課外，還有
國際資產管理、金融創新與商品、金融法遵

與監理、ESG 責任投資與普惠金融四類主題
課程模組，落實共學共創的產學合作特色。
本學院學生應兼具中英文能力，本地生及非
以英語為母語的僑外生皆應具托福 iBT 92
分以上英語能力，所有僑外生皆應具有中文
CWT 初 級 以 上 之 中 文 能 力， 境 外 生 以 20-

30% 為原則，未來將視情形做滾動式調整；
每次招生 60 名，一年二期預計招收 120 名
碩士生；一般碩士生 40 名，海內外在職生
80 名，優秀學生可享有免學費獎學金。本學
院將特重國內外實習，期待經由此等實習，
得以厚植今後在海外工作的國際能量。

節目開播記者會參與貴賓現場體驗
（攝影：秘書處）

政大攜手東森產學合作創舉
原住民 　 元宇宙
720° VR 製播

國際金融學院將座落在政大公企中心，鄰近未來擬設立國際金融特區（圖片來源：鉉琉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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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產學合作國際金融學院
期許臺灣在全球金融版圖上扮演關鍵角色



地政系訊
全球化時代中，各國際城市紛紛透過規劃、
設計與治理等策略，樹立城市的新視野、務
實打造優質環境，以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SDGs）的理想。本校地政學系在社會
科學學院、地政學系系友會、華南金資產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的指導與支持下，於 3 月
舉辦「全球國際城市的新視野」系列演講活
動。開鑼首場邀請到桃園市市長鄭文燦，與
滿場師生、校友分享施政願景。
鄭文燦在演講中先以桃園的人口與產業成長
作為開場，表示在都會高房價的情勢下，該
市相對為宜居、宜業的城市。且為因應相關
成長，在國土計畫中特別規劃集約發展地區
及都市計畫縫合區等區域。配合交通運輸，
該市提出「三心六線」建設及鐵路地下化的
措施，強調臺商回臺及工業產值等全國第
一；面對新產業與發展，亦注重在地的歷史
記憶，致力於將舊眷村轉型成文創園區。
除了社會經濟議題，鄭文燦認為一座永續城
市，還需要著眼於自然環境的保護，因此國
土計畫中規劃了生態重點維護地區及藻礁保
護區。桃園在生態綠洲的活化也不遺餘力，

原本閒置的大漢溪幾處荒野，現已搖身一變
成休閒新秘境。
桃園致力於多面向、多場域的發展再生能
源，以環保 BOT 作為典範，引導未來產業
走向綠色生產。在減碳措施上，該市也緊
跟 國 際 腳 步，2019 年 至 2021 年 國 際 碳 揭
露 計 畫（CDP） 連 續 三 年 獲 評 A 級 城 市，
為全國唯一。鄭文燦也就國有地利用、區段
徵 收、 房 價、 路 燈 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民間參與模式）等議題侃侃而
談，帶領師生一同回顧該市走向智慧城市的
歷史，並共同展望未來的發展。
鄭文燦於演講總結時一語道破城市規劃與治
理的精髓，他表示：「都市要有秩序且有機地
發展，除了規劃專業以外，還要居民參與，因
此規劃者的專業必須在多元包容的基礎上」。
一座有魅力的城市，才能夠吸引優秀的人才，
進而強化城市的競爭力！「全球國際城市的
新視野」系列演講活動，亦邀請臺北市長柯
文哲、 新北市長侯友宜、基隆市長林右昌、
花蓮縣長徐榛蔚等縣市首長，與師生交流國
際城市擘劃願景與都市規劃經驗，將有助於
融合都市計畫、國土計畫之學術與實務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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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簇臺灣與亞洲研究講座成立，盼能支持跨國、跨校交流，也期許政大成為亞洲研究重鎮（攝影：秘書處）

政大設李元簇臺灣與亞洲研究講座　盼深化國際交流能量
本報記者 郭宇璇
為深耕區域與國際發展領域，並紀念政大前
校長、曾任我國副總統的李元簇先生，政大
拍板成立「李元簇臺灣與亞洲研究講座」，
盼能支持跨國、跨校交流，也期許政大成為
亞洲研究重鎮。在日前召開的第一屆第一次
委員會中，校長郭明政表示，李元簇講座的
成立意義非凡，也是政大具前瞻性的一項重
大突破。
「這個講座不只為政大存在，也為台聯大存
在，也為世界各地做亞洲研究的老師、學生
存在。」郭明政強調，李元簇臺灣與亞洲研
究講座相關資源提供台聯大四校共享，也提
供歐、美、日、東南亞等世界各地學者到政
大，親身觀察臺灣的經濟、社會及文化，以
及民主自由的蓬勃發展。
首屆委員會成員包括前監察委員劉德勳、前
考試委員張明珠等人，列席師長則有台聯大
系統副校長蘇蘅、國合長林美香等，並提名
通過法律系副教授劉定基為講座辦公室執行

長。郭明政表示，李元簇當年在政大也出身
自法學院，踏入政界後曾任教育部長、法務
部長、總統府秘書長及副總統，參與多項政
治改革，被譽為「寧靜改革工程師」。李元
簇的貢獻是臺灣與亞洲研究的重要內涵，也
因此以他為名設立講座。
今年，李元簇講座將以「民主化與憲政改革」
為主題，補助台聯大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
學位學程、相關系所之夏日學院以及學期中
開設一般或密集課程。講座交流合作對象，
將以本校發起之亞洲研究國際聯盟（AS+）
內的亞、澳、歐、美各國大學為優先。
往後，李元簇講座將涵蓋多元面向，陸續以
「科技與經濟政策」、「社會改革」、「傳
統與現代文化」、「環境永續」、「人權發
展」為年度研究主題，深入探討臺灣與亞洲
社會各個面向之發展，期盼深化研究能量，
形成類似歐盟聯合碩士學程（Erasmus+）的
跨國、跨洲學術教學合作計畫，奠定政大亞
洲研究龍頭之地位。

本報記者 李昀璇、郭宇璇
因 應 全 球 變 局， 跨 界 已 成 顯
學！繼半導體龍頭台積電跨界
徵求政治學博士；作為社會科
學、管理學重鎮的國立政治大
學攜手國內醫界領導品牌之一
的臺北榮總日前簽署產學合作
協議，由政大校長郭明政與臺
北榮總院長陳威明代表簽署。
政大在醫療管理、醫療法律、
神經科學研究、智慧財產大數
據與商業化與重大公眾衛生議
題等五大面向，和北榮在醫療
服務、教學、研究與產學發展
跨域合作、共創雙贏。
郭明政幽默的說：「這是一場兩杏合一，珠聯璧合的大喜
事！杏林與杏壇要攜手造福國家社會，濟世樹人，共創雙
榮！」也強調政大社科、商管、法律及文學學術能量雄厚，
開放的校園和跨領域學習環境，相信未來合作必能提供優
良精緻的規劃，是產學合作最佳選擇。政大近年多方面推
動大學社會責任（USR）、南島研究與國際漢學講座等不
遺餘力，他也期許能與北榮有更多跨域合作機會，發揮產
學合作的最大能量。
陳威明也表達喜悅之情，讚許政大是擁有崇高聲譽的人文社
會頂尖大學，培養出無數各領域的優秀人才，相信此次合作
與能讓臺灣國際醫療實力更為堅強。而北榮除了借助政大的
學術專業外，他也表示：「希望我們優質的醫療團隊，可以

守護政大師生的健康，我們會朝這條路努力。」雙方能量加
乘，共同努力為社會大眾帶來更多貢獻。
陳威明也提及，北榮神經醫學中心有優異的研究能量，政大
也有「臺灣心智科學腦造影中心」，該中心主任、心理系副
教授張葶葶研究專長為磁振造影技術與認知神經科學，並應
用於探討兒童腦功能發展、學習障礙者之神經機制、認知治
療軟體。政大未來可提供心理計量統計和 Modeling 長期分
析與追蹤，雙方合作發揮學術與醫療加乘的綜效，也是學校
與醫院共同肩負的使命。
未來政大將運用法律、管理等專長，提供醫療法、醫學倫
理和高等管理專業知能，掌握國內外醫療經營管理趨勢，
提供專業管理課程、智財課程，在產學和知識創新有更多

貢 獻， 推 動 精 準 醫 學。 此
外 理 學 院 也 將 和 北 榮 共 同
進 行 醫 療 保 健 的 大 數 據 分
析， 研 發 健 康 教 育 軟 體、
提 供 生 物 醫 療 技 術、 進 行
跨 領 域 共 同 研 究， 也 邀 請
北榮知名教授共同授課。
防疫和疫苗接種是全球後疫
情時代重要政策，「疫苗紛
爭」引發民眾對醫療不信任
與不瞭解，確診病患鬧病房
甚 至 砍 傷 護 理 師 等 社 會 事
件， 凸 顯 醫 病 溝 通 至 為 重
要。北榮也將和政大傳播學
院合作醫病溝通策略，有效

改善醫病關係，教育社會大眾提升醫學素養，減少病患錯誤
認知。
因應臺灣醫療技術的提升，智慧財產商業化日漸為醫界所
需，本校科智所可提供技術商業化研究。此外，產創中心亦
有將智慧財產觀念導入商業管理的豐富經驗，可協助產業、
學界與醫界建立連結，促進跨領域合作。
政大去（2021）年 2 月加入台聯大系統，已積極擴大與各校
理、工、醫及生命科學發揮互補成效，去年底也加入「榮台
聯大研究計畫」與榮總醫師團隊合作研究。此次，政大親與
北榮攜手展開全方位跨域合作，在醫療、研究、教學及醫務
管理等方面深化交流，雙方積極規劃具體合作方案，共同為
國家經濟與民眾健康帶來新福祉。

政大北榮兩杏合一締約
濟世樹人創新局

「全球國際城市的新視野」系列演講鄭文燦分享城市規劃願景

「全球國際城市的新視野」系列演講邀請多位縣市首長，分享施政願景（圖片來源：秘書處）

政大日前攜手北榮簽署產學合作協議，未來將展開跨領域合作、共創雙贏（攝影：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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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結構中每個問題　盧允中打造整合型長照集團

阿文之後的堅持與信念　孫全忠、施至隆傳承經驗

2022 畢業 30 年班級聯絡人聚首
5/21（六）返校日籌備起跑

產創總中心訊
本校統計系校友盧允中（Vic Lu），現為長
照產業凡易集團執行長。他的人生軌跡常以
目標導向進行重大人生決策，不論求學或創
業，都先規劃好才執行。而促使他決定讀統
計系並成功創業的背後，是一段深厚的友誼。
朋友贈書啟發　從此行事不離趨勢
Vic 有位飽讀詩書的朋友，其房間空如懸磬，
卻有著堆積如山的書籍。這些書籍不是撿來
的，就是從二手書店買來的舊書。很特別的
是，這位朋友每年都會在 Vic 生日那天，從
當年讀過的書單中選一本最喜歡的書，另買
一本全新的當生日禮物，直至今日十多年了
不曾改變。高三那年這位朋友送了一本《未
來，你一定要知道的 100 個超級趨勢》，
這本書運用科學方法談未來趨勢，不僅影響
他就讀統計系，也影響後來發展長照集團事
業。Vic 特地將這本封面早已泛黃的書拿至
鏡頭前展示；這位好朋友目前也在凡易集團
擔任高階管理人員。

本報記者 郭宇璇
今年適逢本校創校 95 週年，一年一度的「校友返校日」也
將於 5 月 21 日盛大舉辦。為使活動進行更加順利，春節後
邀集各系所校友聯絡人，召開第 52 屆畢業 30 年校友班級聯
絡人聯誼會，共有近 20 位校友出席。上午先參與由親善大
使導覽的校園巡禮，回憶在政大的往日時光；導覽結束後，
校友們便齊聚至集英樓餐廳聚餐交流，一同討論校友返校日
的舉辦方向。
校長郭明政介紹近年政大重要政策，包括加入台灣聯合大
學系統、資訊學院成立、集英樓餐廳開幕，以及跨領域教
學研究計畫，如南島研究講座與李元簇台灣與亞洲研究講
座等，歡迎校友們捐款支持。此外郭明政也提及，於 2003
年 由 第 33 屆 畢 業 30 年 校 友 募 捐 成 立 的「 薪 傳 學 生 助 學
金」，至今年年相傳不曾停歇，幫助無數家境清寒的學弟

妹完成學業。期盼校友們能延續這份愛與關懷，將政大人
的心凝聚在一起。
接著與會校友們輪流自我介紹，分享近況並表達對學校的關
心與感謝。資管系畢業 30 年、傳播學院教授許志堅表示，在
政大任教十年來，見證政大許多改變。不只是硬體設備的翻
新，推動跨領域課程、雙主修等的教育改革，也都讓政大跟
上時代的腳步。社會系姚台珍則表示，系上同學皆十分關注 5
月的校友返校日，期待屆時能再與許多昔日好友見面敘舊。
為讓後續聯絡更為便利，會中眾人推舉法律系賀湘濤擔任總
召、會計系張書燮擔任副召，期能集結各系校友聯絡人的力
量，舉辦一場精彩的「校友返校日」，讓校友們都能開心回
母校共襄盛舉，創造更多與政大的美好回憶。
敬請畢業 30 年校友立即向各班聯絡人報到！

 凡易取自易經　照顧長者不忘關懷與尊嚴
至於集團名字「凡易」的由來，與家庭背景
有點關係。Vic 小時候，身為文學作家及中
文系學者的母親曾督促他讀《易經》，「易」
字就取自該書中的三個易：簡易、變易、
不易，三者都與人生有關。在 Vic 經年關注
長照的理解與體悟中，這三個易也都能緊扣
著凡易事業的長照主題。至於「凡」，則是
指眾生。Vic 認為「服務最多人才能為世界
帶來改變。」也因為該集團以服務最多人為
目標，因此在拓展據點時，考量到都市化程
度、人口結構，甚至產業結構，以工作負擔
重的都會區為主要服務據點，雙薪家庭為主
要服務對象，提供最大化的服務。
凡易的整合優勢　解決結構中每個問題 
Vic 提到臺灣的高齡化進程比西方國家快了
二、三十年，老化是原因之一，但少子化
亦與老化共同加劇了人口結構的變遷。少
子化首先導致了照顧人口不足，再加上臺
灣長照基礎服務設施量能、薪資結構、教

育培訓等問題，多面向地影響長照的服務
供給人力。因此長照問題不只是單向的高
齡化問題，而是需全方位考量的結構性問
題。他認為：「要解決結構化的問題，就
要解決結構中的每一個問題。」而「整合」
是該集團在長照產業中的優勢，強調生理
與心理的雙向服務。  
經驗只能分享不能複製
團隊價值才是事業根本
許多人會想知道 Vic 是如何從初期成功募資，
到後來一路擴大營運規模，但他強調「經驗
能被分享，卻很難被複製。」所有創業家都
是獨一無二的，商業計畫應要圍繞著創業者
本身的信念去執行。
此外 Vic 提到：「投資是投人、投團隊，不
是只投事業。」團隊的價值才是一個事業的
根本，投資人見過太多過度包裝的創業者，
所以必須對投資人誠懇，誠實地分析數據與
分享對局勢與策略的見解，才能建立彼此的
信任。他提到時時認清尋求資源非常困難，

盧允中認為經驗能分享，卻很難被複製，所有創業家都是獨一無二的（照片來源：凡易集團提供）

時時認清自己仍有所不足，了解到這麼困難
的事將會遭遇連續性的挫折，先建立好這樣
的心態，挫折來了就不會太難受。他說：「所
有成功的創業家都是熬得起的人。」

編輯：李京蓁，撰文：楊軒妮

校友藉由校園巡禮回憶往日時光，也見證母校許多改變（攝影：秘書處）

校友齊聚集英樓餐廳交流，餐敘時校長郭明政（右二）介紹近年重要政策。( 右三 ) 賀總召，( 左二 ) 張副召。（攝影：秘書處）

系友施至隆經驗分享（照片來源：阿文系）

系友們與學弟妹合影留念。( 圖中 ) 孫全忠，( 圖中右 ) 施至隆（照片來源：阿文系）

系友孫全忠經驗分享（照片來源：阿文系）

完整版請至校友服務網

全球  政    聲

99 級統計系校友

阿文系訊
阿拉伯語文學系與阿文系系友會
日前聯合辦理系友職涯分享講座，
主題為「大學畢業後的職涯選擇
與規劃」，特別邀請 60 級校友、
香港乾隆健康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孫全忠，以及 63 級校友、世
界臺商總會第 26 屆總會長施至隆
分享畢業後的心路歷程，並與學
弟妹討論如何於大學時為下一階
段的人生做好準備。
身為阿文系系友會成立召集人的
孫全忠，演講開始先與同學分享
創立系友會的背景與期待，期望
透過系友會平臺，促進阿文系系
友與在校生的連結。不論是透過
系友職涯演講，或是阿文系人才
庫的建立與相關聯誼活動，幫助
阿文系建立系友間的網絡，增加
彼此互動機會。
孫全忠也分享獨特的人生「宗教
觀」，他認為成功者有三個重要
元素：分別是賦予人有責任心的
mission（使命）、使人能繼續往

前 並 有 所 成 就 感 的 passion（ 熱
情）、讓人能不被外界耳語動搖
的 belief（信仰）。學弟妹若能在
未來職涯有這三項條件，持續累
積終會有所回報。
孫全忠也鼓勵大家利用在學期間
多參與社團活動。曾是校刊社社
長的他，非常重視社團所帶來的
反饋。他認為參加社團能累積與
不同背景成員互動的經驗，並拓
展人際關係，更幫助培養未來職
場公關與溝通能力。若學弟妹至
今仍缺乏社團經驗，從現在開始
多多參與社團，便是改變的開始，
一點也不嫌晚。
施至隆接續孫全忠分享的主軸，
針對在學生的學業安排及職涯規
劃給予建議。除了認同社團經驗
十分重要，他也認為阿文系同學
可以多把握學校提供的輔系、雙
主修資源。透過多方嘗試，以利
未來與其他專業結合，也摸索自
己畢業後的方向。施至隆強調年
輕就是本錢，鼓勵學弟妹勇敢去
闖，並透過挑戰與嘗試的過程認

識自己，在日後找到適合的工作。
施至隆也利用本次演講機會與同
學分享獲選世界臺商總會總會長
的過程。雖然經歷首次競選失利，
但在其他臺商好友的鼓勵下，他
決定再度角逐會長一職。歷經世
界七大洲、五大洋與各地臺商來
回奔波拜會，他才受到各國臺商
肯定，最終獲選為第 26 屆總會長。
施至隆勉勵同學，許多事情須靠
自己努力不懈的精神，也強調與
人互動的重要性。期許同學能結
合以上兩者和自己的專業，進而
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本次系友演講，阿文系同學皆表
示透過兩位學長精彩且實際的分
享，讓自己回顧過去的大學生活，
進而反思如何讓自身更有競爭力，
同時對未來的職涯規劃有更多想
法，獲益良多。二位講者也強調
阿文系是個大家庭，透過成立系
友會，期許未來畢業系友皆能與
學弟妹有更多交流。不管未來在
何處，阿文系系友都能相互扶持，
一起朝未來努力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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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婚紗　校園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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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訊
政大世界校友總會 1 月舉辦新年度首次「大
稻埕品茗小旅行」。總會長張京育、副總會
長趙怡、理事、顧問，以及畢業 30 年、40 年
及 50 年的班級聯絡人齊聚一堂。
總會長張京育表示：「很高興見到各位校友
聚首一堂，這是校友總會首次以校外旅遊的
方式辦理校友活動，透過重溫具有臺北老城
風情的大稻埕，未來這一年也請各位學長姐
繼續支持校友總會的活動。」
副總會長趙怡也分享政大今年展望，「政大
公企中心原地重新整建完成，將提供產學合
作、專業培訓與一站式連結等新興服務，讓
企業申請進駐，也提供跨校跨院研發培訓能
量。而在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之後，具有深
化臺灣研究、亞洲研究意義的『李元簇台灣
與亞洲研究講座』也請大家多加支持！」
這次活動由理事陳玠甫帶領校友走進迪化街
古色古香的街道，除了介紹大稻埕歷史故事
外，也品嚐懷舊套餐，並參觀商圈的特色店

美加校友線上賀新春　異鄉送暖團圓
本報記者 陳家弘
壬寅虎躍祝新春！由南加州校友會主辦的「政大美加迎春賀
歲線上團聚」活動堂堂邁入第二年，吸引海內外校友線上同
歡，期望新年虎虎生風、氣象一新，掃去疫情陰霾。
校長郭明政特於年假期間上線，為身處異鄉的校友帶來母校
的祝福。郭明政表示，今年欣逢政大創校 95 週年、在臺復校

校長郭明政線上祝賀，歡迎校友返校 校友分享在校社團經驗 與會校友同賀新春諸事大吉

世界校友總會總會長張京育致詞 ( 攝影：秘書處 )

理事陳玠甫介紹大稻埕文史 ( 攝影：秘書處 )

家。途中特別安排至迪化 207 博物館，一幢
屹立在街角的透天厝，前身是廣和堂藥舖。
它見證著大稻埕的歷史，定期展覽臺北相關
主題，頂樓觀景臺更可以一望大稻埕風情，
彷如穿越老臺北。
世界校友總會也細心安排品嚐臺灣茶及傳統
糕點，讓跨屆別與系所的校友能有機會共聚，
互相交流。伴隨茶香與精緻點心，校友一邊

走讀迪化街，體會老城風情 ( 攝影：秘書處 )

68 年，將於五月校慶舉辦盛大慶祝活動，歡迎校友返校共襄
盛舉，亦將以線上直播形式全球同樂。道南新村校友活動會
館，以及舊車庫打造而成的「薪傳」café 亦會在校慶落成，
將提供校友更體貼的服務，讓政大心中有校友、校友心中有
母校，齊心攜手打造政大成為人文社會最好的大學。
外交系校友、甫上任的洛杉磯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陳敏永
亦線上祝賀。他與夫人 ( 國貿系 ) 皆為本校校友，對母校栽培

甚為感念，亦盛讚南加校友會在疫情之中，積極以線上形式
舉辦活動，與僑委會正在推行的僑務政策不謀而合，並祝新
春鴻圖大展。
本次線上團聚更邀請美加各地新世代校友蒞臨同樂，來自芝
加哥、北加、南加、賓州與亞特蘭大等地的青年俊秀即時連
線，分享在異鄉生活的甘苦，以及對政大美好的回憶，讓身
在遠方的遊子，也能透過「政大人」的身分連結，在異鄉找
到家鄉般的溫暖。
精心設計的活動，讓與會校友憶起求學時的青澀年代，以及
那些年所熱衷的社團與課外活動，恩師的諄諄教誨仍猶言在
耳。去年廣受好評的「最佳造型獎」、「最佳喜氣獎」，更
是本次活動的壓軸，增添不少年味。活動尾聲，校友們在校
歌的旋律中齊聲歡唱，以悠揚的歌聲為活動畫下句點，也期
許新的一年平安康泰、如虎添翼！

世界校友總會品茗迎春

聯絡感情，一邊感受舊情
懷，小旅行活動在歡笑聲
中 圓 滿 結 束， 大 家 相 約 3
月春酒、5 月校慶再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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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秘書處）

（攝影：秘書處）

（攝影：秘書處）

（攝影：秘書處）

法律人與廣告的相遇　電通 mb 總經理胡嵓巽為母校設計生日禮

微星科技協理李妍蓉鼓勵脫離舒適圈　挖掘潛力創造精彩人生

71 級 
法律系校友

84 級
會計所校友

本報記者 程心
義不容辭接受母校徵召，為政大 95 校慶設
計主視覺！電通 mb 總經理胡嵓巽第一時間
就應允接下這個任務，能為母校貢獻心力，
他毫無懸念。憶及當年就讀政大法律系的點
點滴滴，因為投入這個設計案，又重新複習
了一回青春。為此他還特地籌組「政大校友」
團隊，投入設計的同仁有一半是畢業自政大。
當法律遇見廣告　理性與感性的交織
1986 年， 胡 嵓 巽 畢 業 於 政 大 法 律 系， 從
1991 年至今，在電通 mb（原台灣電通，為
電通傳播行銷集團旗下的廣告公司）深耕近

三十年。有著法律背景的他，受到父親──
台灣電通創辦人胡榮 先生的影響，投入廣
告產業。胡嵓巽在二十六歲時遠赴日本學習
第二外語，而後便回到電通 mb 上班。談及
自己對於公司經營的想法，他謙虛地表示：
「我不敢說我們是權威，就盡我們所能，一
步一步走下去，期許電通 mb 能持續在這片
土地上創造貢獻。」
「我是家裡的長子，所以會思考要怎麼樣幫
助我的父親。」憑藉在政大法律系的訓練，
胡嵓巽具有充分的邏輯概念，以及理性思考
的能力。他表示，廣告的發想雖然需要情感
輔助，當面對客戶的疑難雜症，仍需拋開情
緒，將問題抽絲剝繭、找出病根。胡嵓巽說
明，身為主管必須兼具理性感性兩者，每項
決策皆是環環相扣，對於公司的後續發展都
有深遠的影響，因此他必須更加謹慎。結合
自身法律專業，胡嵓巽致力於營造適合創意
人的工作環境，實現他們想過的生活與理想。
工作即生活，生活即工作
領悟「逗號」哲學
「我想要塑造的公司文化是，你有想法的時
候就貢獻出來，沒有的話就回家休息吧！」
胡嵓巽表示，只要員工將工作完成，任何時
間進公司打卡都是允許的。不過他也坦言，
廣告業工時長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上下班的
時間難以劃分，「但這是自然而然的，因為
你必須從生活汲取養分，放到你的工作上；
而你工作所獲，也能運用到生活的經營。」
胡嵓巽分享道，在這個產業裡，工作與生活

本報記者 程心
跨校選修人數逐年成長，成為近來教育趨
勢！ 會計研究所校友、微星科技經營管理中
心經營企劃室協理李妍蓉 30 年前即打破框
架，跨越校門的藩籬，成為「國內留學」的
先行者。
李妍蓉大學時就讀清華大學經濟系，大三時
她便下定決心修習政大會計系相關課程，並
開始積極申請公文，奔走於政大與清大之間，
請求兩校開放校際學分承認。李妍蓉笑道：
「我心裡想如果認真上課卻沒有拿到學分的
話，太可惜了！感謝兩校當時的允許，讓我
在政大修習了會計系的必修課程。」
她也坦言，修課的過程相當辛苦，有時候早
上還在新竹清華上課，要趕下午兩點到政大
上管理會計的課程，當天晚上再返回新竹趕
隔天早上的課。除了舟車勞頓，也必須適應
不同的校風及課程，但訪談中李妍蓉不忘感
謝教她管會的吳安妮老師、審計馬秀如老師、
高會林美花老師。她滿懷感激地表示：「當
我考上政大會計研究所的時候，系主任林美
花老師還親自打電話到我家跟我報喜訊，接
到電話的我超級激動。」懷念政大會計系的
老師們，除了學術上的專業之外，也發自內
心地關懷學生。而當年老師對學生的愛、對
外校學生的接納，她也點滴記在心裡，深深
地影響到現在。所以當她在臺北公舘教會擔

任大學生的輔導時，也不分背景地用心關愛
每一個接觸到的學生，希望將這份愛繼續傳
承下去。 
即便如此，李妍蓉說明，這段「旅程」成為
她求職路上的一大亮點。因為跨校選課代表
著學生本身具備思考力、行動力和願意接受
挑戰的能力外，跨域學習更有助培養團隊合
作精神與溝通能力等核心能力，提升未來職
場競爭力。因此，李妍蓉不忘鼓勵在校的學
弟妹：「30 年前並沒有台聯大系統，我還自
己行公文去爭取，現在學校都已經為同學完
成跨校選修配套措施，同學們更應該善加利
用學校資源。」

同時，她建議同學利用大學前兩年探索，甚
至國高中就可以開始思考未來方向。若從「整
體學程」的概念出發，安排自己的修課計畫，
較不容易迷失方向，「具體來說，還可以找
學長姐、或是社會人士訪談，以了解各種工
作的實際狀況，大三開始決定主修方向，以
搭配就業或是繼續深造。」她進一步表示：
「你要從面試官的角度去看，幫助他從海量
的履歷表上看到你、幫他找到你的個人特
質。」李妍蓉說，願意脫離舒適圈，擁有思

考力、執行力、團隊合作力、資源運用能力
的跨領域人才，是企業現在最需要注入的一
股力量，完整的跨校選課計劃與執行，就是
幫助面試官快速找到你的方式之一。
最後，她也祝福同學都能找到一份重視員工工
作、家庭、健康，並且互相合作、幫助的企業。
例如她自己，就非常幸運地在微星科技任職
了二十年之久。她認為讓自己身處健康和諧
的工作環境，才能讓職涯發展可長可久。

沒辦法用「一大塊時間切分」，需要自行調
整高壓與放鬆狀態。他舉例道：「有時候開
會遇到瓶頸，只要去上個廁所回來，解決方
式就出現了。」透過行為模式的轉換，適時
的給自己來個「逗號」，靈感便會隨之而來。
廣告之於胡嵓巽——給學弟妹的建議及期許
「這個行業是領先指標，你可以站在前端，知
道世界往哪走。」胡嵓巽進一步補充，在漫長
的職涯歷程中，看見的風景不盡相同，「這要
你自己慢慢去品嚐，一時之間很難體會酸甜苦

辣，和其中的愉悅與快樂。」他坦言，這是個
辛苦的行業，需要強大的熱忱支撐，但與此同
時，也時常在不知不覺中，翻越一座座的山巔。
「政大相較於歐美那些 4、500 年的學校，
是一所年輕的大學，但是非常有希望成為世
界的指標。」胡嵓巽舉例，此次設計團隊陣
容的十分堅強，其中創意部資深總監楊雲翔
（廣告系 81 級），以及營業部副總監吳宜
庭（韓文系 98 級）皆為政大人，他極力誇
讚校友的資質，並肯定政大在未來將成為一
所值得世界尊敬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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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新 國 際 學 院（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Innovation, ICI） 自 2020 年（ 沒 錯， 在 疫
情下開闢國際新局）招收第一屆學生以來，
以多元活力與國際跨域打造政大另一個嶄新
高教風貌。思索高教發展的未來，以及臺灣
在國際高教版圖中的優勢與定位，學院試圖
發展出以議題為核心結合跨領域專業課程，
希望跳脫傳統科系壁壘分明的專業界定，回
應當今全球議題複雜性所需跨域整合與反思
能力的需求，在民主、永續、科技（臺灣於
世界版圖中的優勢）為核心的教育理念下，
為培養具備跨國移動、多元視角、資料科學
處理與系統創意思考的優秀人才而努力。
當然，有遠大而令人興奮的願景可能不足以
保證目標的實踐。尤其跨國招收外籍高中生，
在過去大學端沒有相關網絡基礎下，加以疫
情國際移動的限制，有先天不足的問題；跨
領域看似新趨勢，但實質促成跨領域的制度
誘因與實驗空間，卻少有基礎建置；跨國境
的共教共學在全球化時代有賣點，但如何跨
越學制、時差、學分承認與語言的差距，在
在需要背後軟硬體基礎建設的支持。這些沒
有經過創國實驗性的嘗試與開拓，我們可能
不知道臺灣高教要真正國際化的困難度，以
及應該推進與修正的方向。
政大在頂大之中成為國際化的先行者，常遇
到他校推動國際學程的老師們對創國的肯
定，近來更遇到一些不同國家的大學主動與
創國聯繫，希望發展合作連結。一個完全沒
有根基的學院，如何開花結果？兩年來透過

# 政向思考# 政向思考 突破疫情困局，開創高教新局的 ICI
新聘三頭六臂、具有跨域能力與國際視野的
新秀學者，以及考量跨域專業而跨院邀請代
表參與院務會議運作，透過不斷溝通、整合
跨域資源，以行動與審議凝聚院的發展共識。
學院新創的特質，使得老師與同仁們常常一個
人當三人用，白天各種教學與行政、研究會
議，晚上還有因應各個不同時區的跨國合作或
研究會議。雖然忙碌，但跨越各種藩籬所帶
來的成長學習，令這個年輕學院中的師生同
仁們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穫。而開放、自由、
平等的討論與審議，不只是學院的教育理念，
更是我們處理院務的日常。一個從零開始建置
的學院，身處其中的我們常自嘲，如果哪個
禮拜沒有遇到棘手的新挑戰，就好像不在創
國。制度打不開的挫折、資源不到位的危機、
文化碰撞所需的調和與尊重、尋求外部連結
支援的各種協調溝通，困境中讓我們思考創
新的解方，調整自己的步伐，反思創院精神
與角色，期待以連結各方的 hub 之姿，在全
球高教版圖中展現獨樹一格的魅力與定位。
去年（2021）創國成立了國際事務委員會，
設置國際策略長，並籌組國內外諮詢委員，
汲取各方學者建議為高教的創新開闢新的方
向，希望讓學院已然發展的國際觸角更有效
率的推動各項連結。透過院的共識營，我
們 以 三 I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Innovative) 為綱，找尋合適的伙伴學校發
展 co-educate globally engaged citizens
的目標。我們尋求外語學院與法學院場地的
協助，讓我們可以透過規劃為創國增添設計

感的學習空間。年輕優秀的教師群更發揮跨
域特色，整合學院原初三軌構想：「全球化
與民主治理／ GDG」、「亞洲社會與永續
發展／ ASSD」、「全球科技與創新管理／
GTIM」，彼此進行課程的設計協作，搭接與
外部單位串連的「專題研究」，創造具有博
雅教育與專業訓練（liberal skill）的創國特
色課程。而這個國際跨域的課程地圖，也吸
引一些境外國際學程主動聯繫。
這兩年來創國學院設計跨域、跨院、跨國且
因應全球時事脈動的課程。如「全球衛生治
理」，連結國際疫情，舉辦「NCCU ╳ WHO 
simulation 政大世界衛生組織模擬」，從跨
國、跨院系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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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修課學生有機會從研
讀各國社會經濟情境，回應病毒檢測、國境
關閉、疫苗開發、資源配置等真實議題下會
有的衝突與合作，而學習協調出適宜的國際
協議；此課程第二年更吸引陽明交大師生共
同參與。另一堂「人類世與地緣政治」第一
年結合臺北市立美術館雙年展，連結國際學
者與五校師生舉行系列協商劇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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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核廢的未知數」為
主題展演中，加入非人類代表，如北部沿岸
土地與核廢料，共同商討臺灣長期爭論未果
的核廢料處置問題。創新的教學模式，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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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更吸引再生能源

廠商的課程支持，以及臺大師生參與課堂的
觀摩共學。
在共同培育未來世代的領袖級人物的目標下，
學院開設課程更觸及 AI 與倫理、大數據與假
新聞、移民與全球化、全球公民運動、科技
社會與文化等攸關全球發展重要課題。面對
世紀重要變局，如烏俄戰爭，創國大概是臺
灣高教體系中第一個發出聲援受戰爭影響人
民聲明的學院，嘗試以更多元的角度去理解
衝突，呼籲包容對話；而 ICI 的學生更是積極
參與學生會與公民團體聲援烏克蘭行動。這
個年輕的學院同時承接南島論壇、大學社會
責任計畫，開設南島國際學分學程、全球傳
播與創新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積極以思考力
與行動力創造臺灣高教新猷。
創新國際學院院長

政大人    no.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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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多特約廠商

歡迎校友憑證多加利用！

政需您的加入，成為學生的希望曙光！

為使弱勢學生安心就學，不因打工或經濟因素無法專心導致學習發

展受限，本校依照學生不同學習需求規劃經濟扶助、提升入學機

會、職涯發展等面向，誠摯邀請您攜手響應希望種子培育計畫捐款

行動，一份扶持的力量，幫助一顆希望種子的培育，衷心期盼能得

到您的支持，您的涓滴贊助，將積少成多、聚沙成塔，輔助經濟弱

勢學生安心就學，更是政大校訓「親愛精誠」的極致發揮。

線上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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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主管應必備的管理知能，從行銷品牌到定價通路、營運管理到
企業競爭力、財務分析與決策達到企業價值最大化，結合組織管理、
人資管理、策略成本管理、國際重要經濟議題等實務與個案研討。

適合企業中階主管人才、未來想成為企業管理、
創業者報名研修，讓你成為傲視群雄的企業經營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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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申辦校友證

特約廠商優惠

報名頁面

薪火相傳  政大情
「薪傳學生助學金」，以「薪火相傳」為宗旨，獎掖家境清寒且遭遇重大變故，致使無力負擔
學費的在校學生。期盼學長姐的熱心捐助，讓薪火相傳延續不斷。您的一點心意，是協助學弟
妹突破嚴峻經濟困境的莫大助力，更需要您的參與 !

薪傳有你
即刻響應

請即掃描 QR CODE 線上捐政 ( 或填寫捐政意願書 )，郵寄、傳真或 email 至本校秘書處，
並指定捐贈「高教深耕 - 希望種子培育計畫」( 對國立大學捐款視為捐款政府機關，可
100% 自個人當年度綜合所得 / 企業營利所得總額中列舉扣除稅額 )

將艱澀的企業經營及管理，
整理成淺顯易懂的七大面向課程。

企業經理人員進修班 ( 企經班 ) 熱烈招生中！

身為經營管理階層的您需要隨時更新動態掌握先機

讓你成為激烈商場中傲視群雄的企業經營管理人！

政大公企 X 重量級名師



Article by Secretariat

I
n line with the goal of “National Key Fields Industry-

University Cooperation and Skilled Personnel Training” to 

cultivate talent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was authoriz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establish the College of Global Banking and Finance. It aims 

at internationalizing the financial industry in Taiwan and 

bringing together the economic accomplishments achieved 

by overseas Chinese, Taiwanese businessmen, and the 
high-tech industry. The institute is expected to provide 

services for Taiwanese entrepreneurs and local companies 

and further play a key role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sector, like 
Taiwan’s semiconductor companies do.

President of NCCU Kuo Ming-chung stated that collabor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the university is an important policy for 

NCCU. We are the most qualified school to cultivate cross-
country talents as we lead at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we 
have excellent colleges of law and commerce. The future 

graduates are scheduled to work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abroad. The new college will adopt bilingual teaching and 

even expand it to a third language. For instance, if you 
work in Southeast Asia, you should acquire the ability to 
speak the local languag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Banking is a joint effort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Taiwan Financial Services Roundtable, and Taiwan Academy 
of Banking and Finance, and they will continue to team up 
in the future. NCCU will gather outstand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professors and teach with a 1:4 teacher ratio as the 

principal. The new school will be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Public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ducation. In the near 

future, it is going to establish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zone.

The college will have a tentative period of eight years 

with the first three years to set up master's and doctoral 
programs, and the performance will be evaluated in the 
last two years. In this period of time, the government will 
support the national fund, along with money from eight 
major banks and stock exchange cooperation, with a total 
of 27 organizations. The master's program will last for a 
year with three semesters and one summer. Courses will 

be taught by two tutors and professors from fields such 

as law, social science, commerce, information colleges, 
and industries. Besides two required courses, there will 
be four themed course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asset 
management,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commodities, 
financial compliance and supervision, ESG responsible 
investing, and inclusive financing.

Students up for this college should have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proficiency. All local students and non-native 

English-speaking overseas students should have TOEFL 

iBT 92 or above English proficiency. All foreign students’ 
Chinese ability, around 20% to 30%, needs to pass CWT’s 
elementary level. Adjustments will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It is slated to enroll 120 students, including 40 
general and 80 part-time master candidates, all for one year. 
Scholarships are freely available for outstanding students. 

The college emphasizes internships, and hopefully we will 
be able to cultivate international brains for working overseas 

in the future.

The College of Global Banking and Finance will be located in NCCU’s Center of Public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ducation, and it is going to establish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zone in the near fu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o establish 
College of Global Banking and Finance, 

Article by Secretariat

A
fter the COVID pandemic began in 2020, entities 
began to look for professionals eagerly as a worker 

shortage was afoot due to the market. Released 

by Global Views Monthly magazine, in the “Enterprises' 
Favorite University Students Ranking 2022,”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ranked first place in the 

categories of business management, law and politics, 
and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This marks the fifth 

consecutive year that NCCU has held the distinction.

In the overall rank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CKU) won first place for eight years in a row, whil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TUS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TUT), and NCCU 
ranked from second to fifth, followed b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NCCU got fifth place this year, which raised it 
one place compared to last year, topping in the categor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The magazine not only scored the universities based 

on several categories, such as public, private, and 
technology schools, but it also divided into a total of nine 
disciplines and three key categories, including literature, 
law, business, technology science, and livelihoods. 
Judging from the ranking, NCCU won high marks in the 
area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law and politics,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It is the fifth consecutive year 
NCCU took the honor.

Notably, in the field of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NCKU has 
been winning for many years, but this year it was replaced 
by NTUT and NTU, which marked the first time 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de it to first place. NTU’s improvement 
was benefited by its cross-discipline 

curriculum in recent years, which means 
its students can take courses in NTUST 

and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he collaboration shows that cross-

discipline talents are getting more nods 

from the market.

Additionally, in terms of the top three universities selected 
by companies, NCKU was awarded first place in the field 
of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NTUST was the champion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usinesses in retail service 
preferred NCCU the most. The grading method was three 

points for first place, two for second, and one for third.

This survey was conducted from Nov. 17 to Dec. 17, 
2021, and it sough to ask companies in Taiwan which 
colleges are the best for providing employees. This 

year, there were 2,090 listed companies, and those 
with registered capitals over 100 million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otal, 523 sheets were completed, with a 
response rate of 25%.

Global Views Monthly magazine releases Enterprises' Favorite University 
Students Ranking 2022. NCCU’s law, business, and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anked No.1 for the fifth consecutive year.

Taiwanese Employers' Favorite University Students Ranking 2022 show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s literature, law,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ranked No.1 for the fifth year

which is expected to play a key role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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