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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111 年度工作計畫成果報告 

總說明 

    過去兩年的全球新冠疫情，對高等教育國際交流影響甚鉅，而近日臺灣防

疫政策及各國邊境規範持續放寬，為了儘快恢復區域間合作以加速高教領域交

流發展，本會以提昇臺灣高教國際競爭力及拓展全球能見度為目標，積極營建

大學校院對外交流及國際合作平台，持續推廣高品質高等教育，培育國際教育

移動人才。 

111年本會積極推行臺灣高教整體行銷，與時俱進經營「Study in Taiwan

留學臺灣」社群媒體及各種對話管道；推出留學臺灣形象片及國際學生專訪系

列之影音素材，聚焦臺灣與世界共同關注議題，並積極尋求解決方案及提供更

多學習資源，讓國際看見臺灣高教之全方面發展，也同時生動呈現境外生在臺

校園生活及師生互動樣貌，以吸引更多海外學子來臺就讀。 

本會同時致力推動臺灣高教國際學教研鏈結，持續與加拿大、法國、立陶

宛、波蘭、美國及東南亞各校等合作夥伴舉辦雙邊高教論壇，強化雙邊學術交

流關係。亦推動國內校院國際事務主管及同仁研習活動，透過實體及線上交

流，促進校際實踐經驗分享，活化溝通及支援管道，共同面對高教國際化的挑

戰。  

 111年度工作計畫，各項活動成果紀實分述如后、完整成果報告於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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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留學臺灣行銷 

一、 臺灣高教整體行銷宣傳 

Study in Taiwan（ 以下簡稱 SIT ）留學臺灣資訊網

（ www.studyintaiwan.org ）為國內最大境外學生入口網站，亦為國內大

學校院國際招生宣傳平台。根據 111 年統計，SIT 網站超過 150萬瀏覽

量，年進站人數超過 41萬人，較去年成長 39.37%及 97%，境外來源國以印

尼最多，其次為美國、菲律賓、立陶宛及越南。 

SIT結合臺灣高教整體行銷策略，運用多元溝通素材，搭配社群分眾

經營，於社群互動上表現亮眼： 

1. YouTube 頻道今年新增 80支影音素材,內容包含品牌形象、學生訪

談、口碑素材、活動懶人包等,其中搭配「 2022 "Study in 

Taiwan"Adventure Video Contest 」活動,上傳學生自製影音進行觀

看次數評選,透過國際生們線上即時互動分享及串連,頻道訂閱數增加

千人以上,累積觀看數攀達 415 萬以上。 

2. Instagram 素材設計突破以往,增加 Reels 直立式短影音宣傳,並善用

滿版貼文設計,強化頻道專屬 SIT風格感。另外,為擴大社群互動,今

年境外徵文活動轉由線上執行,讓更多學生口碑分享文於 Instagram

直接分享、標註 SIT 頻道。除此,年度合作校學生影音也搭配共同協

作功能,增加更多自然流量,追蹤人數突破 7千。 

3. Facebook 考量社群屬性及受眾年齡,目前經營方向著重在訊息分享,

加強高教活動資訊及臺灣文化推廣,粉絲數已達 30 萬人,其中以印

尼、印度、菲律賓、越南及馬來西亞為大宗。 

4. Twitter 推文曝光數近 350萬,追蹤人數達 4千 6 以上。 

放眼未來,本會將持續深耕「 留學臺灣 」品牌經營,並與全國各校共

同努力,讓「 留學臺灣 」成為全球青年學子國際教育移動的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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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留學臺灣年度形象片系列宣傳 

以臺灣高教特色科系為亮點，聚焦臺灣與世界共同關注四大議題：「科

技研發、醫療公衛、人文設計、農業創新」，積極尋求解決方案及提供更多

學習資源，讓國際看見臺灣高教的全面發展。全球放映迄今突破累計百萬

閱覽，總觀影數高達 57萬人次，總收視率高達五成以上，迴響熱烈，備獲

好評。 

三、 留學臺灣國際學生專訪系列 

本會全新企製宣傳,結合年度榮譽及鑽石捐贈單位回饋服務,由合作單

位推薦 1 名年度境外生擔任口碑大使,進行全臺 16校影音拍攝,並搭配社群

宣傳,分享來臺留學美好經驗,總觀看數近 56萬人次。 

另從各校訪談影音片段取材,重新包裝 2 支形塑臺灣高教優勢影片,完

整呈現境外生在臺校園生活及師生互動樣貌,以增進更多海外學子來臺留學

動機,上映迄今累計總觀影數近 24 萬人次。 

四、 境外生留臺圖文影音徵選活動 

為產製留學臺灣具吸引力之宣傳素材,辦理境外生留學臺灣圖文影音徵

選活動,邀請境外生投稿分享在臺灣留學心得,今年度 IG 徵文共有 257 篇投

稿,經審查選出 1篇佳作;為進一步豐富呈現境外生在臺留學情形,舉辦影音

徵選活動,共計有 36 位學生參加,並於 Study in Taiwan YouTube 頻道進行

評選活動,以影片「 超過 30 秒觀看 」的次數最高者為比賽最終基準,第一

名影片觀看次數達 27萬。 

五、 留學臺灣系列文宣製作 

本會於 111年度設計製作「 Study in Taiwan 」、「學華語到臺灣」及

「短期蹲點計畫」等三份電子文宣 ，進行視覺改版及豐富資訊結構，確實

傳遞臺灣高教及華語學教相關內容。電子文宣亦同步上架至 SIT 網站，方

便國內外高教單位下載取得，以發揮文宣製作物的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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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境外生留學台灣趨勢調查 

我國高教國際化發展至今十餘年，近三年深受新型冠狀病毒(COVID-

19)影響，各大學校院走過疫情衝擊，值此國際交流復甦之際，本年度辦理

之境外生留學臺灣意見調查，深入瞭解境外生來臺動機、留學生活概況與

留臺發展意向，於 111年 11 月 28日至 12 月 21日期間開放全國大學校院

在學境外生參與調查，共計回收有效問卷 4,691份。 

綜觀本次調查，「留臺工作」的願景不僅為境外生決定來臺的主要因素

之一，更有高達八成「在學境外生」預計留臺長期發展，近八成五樂意推

薦朋友來臺學習華語。可見無論前端招生策略或後端輔導工作，相關工作

機會與留臺法規等資訊需求迫切，且為我國高教攬才、育才、留才之推動

關鍵。透過此次調查結果，盼能具體刻劃境外生留臺發展之趨勢輪廓，與

各校國際招生、品牌行銷及境外生輔導等實務業務產生對話，持續推動全

球優秀人才延攬與留才。 

貳、國際教育者年會 

一、 美洲教育者年會 

第 74屆美洲教育者年會(NAFSA)5 月 31 日至 6月 3 日於美國科羅拉多

州丹佛市 Colorado Convention Center 舉辦,本會籌組臺灣館攤位與臺灣

15所大學共計 25位代表共同參展,行銷臺灣優質高等教育。本次大會睽違

2年後恢復實體舉辦,由教育部劉孟奇政務次長領軍,更邀請我國駐美代表

蕭美琴大使及 NAFSA 執行長 Dr. Brimmer 為臺灣展位進行揭幕儀式。年會

期間本會蘇慧貞董事長以「 Studying Mandarin Abroad During COVID:A 

Taiwanese Success Story 」為題,與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國際副校長 Dr. 

Kurt Dirks 及聖湯瑪斯休士頓分校 Dr.Hans Stockton 院長,介紹我國華語

政策及來臺學習華語優勢,分享臺灣優質華語計畫及臺灣研究講座在美實踐

之寶貴經驗。 

臺美自 109年起共同推動「臺美教育倡議」,旨在提升雙邊教育合作,

擴大臺灣在中文教學的影響力。倡議執行至今,雙方各級教育交流持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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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臺灣更成為全球華語學習的第一首選。臺灣以高品質創新教學模式,結

合獨特文化底蘊、友善安全環境及產業實習機會等優勢,吸引全球優秀青年

來臺生活扎根。 

二、 歐洲教育者年會 

本年歐洲教育者年會(EAIE)於 9月 13日至 16日假西班牙巴塞隆納舉

行,本會統籌臺灣各大學校院參與盛會,接軌世界高等教育。本次年會由教

育部劉孟奇政務次長率團,計有 23所大學校院,共計 53 位代表聯合參展,行

銷臺灣高等教育,拓展國際化多元合作。 

本會於 14日晚間假 Skyfall Barcelona 舉辦「 臺灣之夜 」(Taiwan 

Night)交流餐會,現場設有臺灣風味手搖飲攤,傳遞濃郁溫暖的臺灣味,近

90位臺灣各校代表與其全球高教夥伴出席,交流熱絡。15 日早上則與西班

牙 Spanish Service for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Education 

(SEPIE)假加泰隆尼亞理工大學(The Universitat Politecnica de 

Catalunya. Barcelona Tech, UPC)共同舉辦首次「 臺灣─西班牙高教交

流會 」,雙方近 50 校與會,會中並安排臺西雙方學校一對一對談,以期拓展

雙邊學研合作。 

臺灣蘊含豐沛的高教量能,憑藉優質的文化軟實力、前瞻的國際化策

略、友善自由的人文環境,多年來於亞太、美洲及歐洲三大教育年會成功塑

造留學臺灣品牌,並將持續深化與全球學術夥伴合作,讓臺灣高教走向世界,

讓世界優秀人才走進臺灣。 

參、雙邊國際高教交流 

一、 臺灣─法國高等教育線上圓桌會議 

本會與法國在臺協會於 111年 4月 29日舉辦「臺灣─法國高等教育線

上圓桌會議」，延續兩國高教對話友好傳統，深化雙邊專業學門領域對話，

蓬勃高教國際合作發展與可能。本圓桌會議聚焦「藝術及設計」、「影視傳

媒和動畫設計」兩大主題進行分組討論，分享各校推動國際學術合作之成

果，並激盪未來籌組臺法藝術影視專業高教聯盟之可能。本會和法協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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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 7所設計影視領域重量級學府參與，雙方期許在國際學術交流雙贏基

礎上，具體提升未來合作之廣度面向與實質內涵。 

二、 臺灣─立陶宛高等教育線上論壇 

本會與立陶宛大學校長聯合會於 111 年 5 月 27日共同舉辦首屆「臺灣

─立陶宛高等教育線上論壇」並簽署合作備忘錄，開展我國與立陶宛高教

機構之專業創新交流，促進雙邊學門領域瞭解，並奠定未來學教研對話之

堅實互動基礎。本次論壇由我國教育部劉孟奇政務次長、以及立陶宛教育

科學及體育部 Dr.Agnė  Kudarauskienė  副部長致開幕詞。雙方均表示，促

進臺立高教合作為雙方的共識及首要任務，期望持續建立教育文化之深厚

夥伴關係，共創雙贏局面。本次會議以「臺灣與立陶宛大學校院高教合作

之未來契機與優先項目」為主題，講者分別就跨國合作、人才吸引、大學

社會責任與高教永續發展等面向，分享實務經驗與創新模式。雙方均認同

深化兩國高等教育合作夥伴關係之重要性，並期待臺灣與立陶宛未來高教

創新與科研領域永續合作。 

三、 臺灣─美國高等教育對話 

「臺灣─美國高等教育對話」於 111 年 6 月 1日假美國丹佛舉辦，由

本會蘇慧貞董事長擔任主持，邀請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李彥儀司長及

美國教育與文化事務局副助理國務卿 EthanRosenzweig 擔任主講，就「臺

美教育倡議」之內涵及成就進行教育對話，與會人員針對臺美合作如何拓

展及深化提出觀察與討論，展現臺美教育單位加強合作之決心。臺美高層

對話除具體強化兩國教育合作，亦有效促進雙邊語言教育領域之交流、凝

聚各方對未來合作之共識，有助提升臺美教育文化之深厚夥伴關係。 

四、 臺灣─波蘭高等教育論壇 

首屆「臺灣─波蘭高等教育論壇」由本會與波蘭國家學術交流總署

（Polish National Agency for Academic Exchange, NAWA）共同籌辦，

於 111年 9 月 16日在波蘭華沙斯塔西茨宮（Staszic Palace）登場，開啟

兩國高層學研交流對話，深化雙方大學校院夥伴關係，鑄就未來合作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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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基石。本屆論壇聚焦「疫情期間大學院校治理經驗暨臺波高教合作機

會」、「雙邊科研合作及推動」兩大主題，講者精采分享各校疫情期間之防

疫舉措、大學治理之實踐經驗，以及跨國科研互動交流，雙方代表皆期盼

藉此探詢學研交流機會，鑿啟兩國高教合作與共識。論壇歷時 4小時，討

論熱絡，雙方咸認為建構學術合作夥伴關係之重要性，以穩固高教前瞻創

新、永續發展之理想與目標。 

肆、國際事務主管交流 

本會於 111年 12月 2日假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舉辦「全國大學校院

國際事務主管交流會議」，計有國內 81所大學校院、123 名國際事務主管

人員與會。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李彥儀司長於開幕致詞表示教育部為

強化我國大學國際化之核心行政支持系統，於第二期高教深耕計畫納入國

際化行政支持系統專章，以提升大學推動國際事務之能量。專題演講則特

邀美國在台協會（AIT）文化新聞組蘇戴娜組長以「Megatrends：大趨勢」

為題進行演講。蘇戴娜組長透過宏觀的全球視角，深入探討當代社會變遷

與國際局勢，如何影響高等教育的發展與轉變。本次會議舉辦 3場專題講

座，主題分別為「後疫情時代的國際夥伴與拓生策略」、「大學國際化的創

新作為」、及「跨國跨校研究合作與人才培育」，透過各校經驗分享與現場

提問交流，探討如何透過教育展、學者互訪等多元策略及創新思維拓展合

作契機，以及如何與學術單位攜手合作，透過雙聯學位或特色學程，針對

不同國家及區域學校之特性，發展研究亮點及深化雙邊交流。 

伍、國際事務人才培訓 

一、 全國大學校院國際事務人員交流工作坊 

本會於 111年 8 月 19日假政大公企中心舉辦「年度交流工作坊」，邀

請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李彥儀司長、高等教育司曾新元專門委員、內

政部、外交部、勞動部與經濟部等 6 位部會代表出席，深入主講有關大學

校院國際化政策、境外生入出境、居留移民與留臺工作等政策重點。並邀

請特任大使呂慶龍博士擔任主講人，分享如何透過臺灣文化軟實力，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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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契機、深化雙邊互動。工作坊並規劃圓桌交流，針對「國際合作策

略」、「校院品牌行銷」、「境外生輔導」與「短課暨華語英語課程」等議

題，匯集各校共 16 位資深業務同仁，分享長年累積的一線實務經驗，帶領

各校代表在小組中深度交換彼此經驗。本次工作坊匯聚全國 60所大學校院

113名國際事務人員參與，互相學習及交流國際教育事務，各校代表互動

熱烈。 

二、 大學校院國際事務人員知能研習講座 

在國際事務人員共計 161人次共襄盛舉。系列講座（一）主題為「高

等教育品牌行銷」，於 111年 4月 22日辦理，邀請產官學界共四位專家學

者擔任講者，包含 LINE前總經理暨臺灣數位企業總會陶韻智顧問、國立政

治大學傳播學院廣電系副教授暨在職碩士班王亞維執行長、中華民國微電

影協會賴麗雪秘書長，以及駐外經驗豐富的交通部觀光局林信任副局長，

深度探討大學品牌的建立與經營、當代影音行銷趨勢，並引導與會者反思

學校品牌定位。系列講座（二）主題為「大學校院境外生輔導」，於 11 月

4日假淡江大學臺北校園舉行，特邀伯特利身心診所連玉如臨床心理師、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合作事務處與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際事務處兩校代表，

以及大專校院境外學生輔導人員支援體系計畫（NISA）主持人葉俊良教授

擔任主講人，針對境外生緊急事件之應變與處遇、校內跨單位輔導合作模

式等主題深度探討，並透過會後問答與茶敘時間交流各校經驗，九成五以

上與會者對此次講座感到滿意。 

陸、臺灣教育中心 

歷臺灣教育中心秉持高等教育對外輸出政策目標，長期於海外各地積

極推動留學臺灣、學習華語，並協助媒合雙邊交流合作。111 年雖仍受全

球疫情影響，配合當地政府防疫規定難以大幅辦理實體活動，各中心仍藉

其彈性應變能力及各式線上活動辦理經驗，促使業務持續推展運作。2 月

起分別針對日本、印尼、蒙古、印度、泰國、菲律賓及越南等地學子，舉

辦網路教育展及線上說明會，介紹我國大學校院特色、系所課程、申請流

程以及獎學金等實用資訊。除教育展及各類交流與招宣活動外，臺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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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亦於當地持續辦理線上華語課程、協辦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 ）、

華語師資培訓、編譯製作留學臺灣文宣、促成雙邊校際合作、拜會當地各

級學校、鏈結當地留臺校友、促進臺商企業實習與招聘、輔導外國學生來

臺就學等諮詢服務，維持我國高教輸出服務。此外，印度臺灣華語教育中

心更針對印度學習者量身打造，出版首本印度國別化華語教材《不可思議

華語》（ Incredible Mandarin ）全方位華語叢書，拓展印度華語教材市

場，為當地教材的陳舊現狀灌注新活力。 

柒、短期蹲點計畫 

為優化 TEEP（Taiwan Experience Education Program）網站閱覽者

使用觀感及流暢度，109年 6 月份新版上線，俾促進外國師生瀏覽相關計

畫內容及辦理日期。再為協助提升教育部執行蹲點實習計畫之行政作業流

程，並依教育部每年對外公告徵案、彙整各核定案英文文宣上線宣傳、學

生來臺報部備查、結案 KPI指標數據填報等相關調查及收件流程，本會新

建線上表單系統，以因應未來成果數據檢索與資料彙整需求，強化行政效

率及資訊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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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臺灣網站建置維護 

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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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111 年留學臺灣網站維運成果報告 

 

壹、 緣起與目的 

本會為形塑臺灣高等教育優質品牌形象、強化「留學臺灣（Study in 

Taiwan）」全球競爭力，戮力經營「留學臺灣資訊入口網」

（www.studyintaiwan.org，簡稱 SIT 網站），搭配關鍵社群媒體經營曝光，系列

英文文宣及多語影音短片串流，辦理留學臺灣相關實體與網路活動，持續增進

我國高等教育國際聲量與品牌能見度。 

貳、 執行方式 

SIT 網站為國內最大境外學生入口網站，亦為國內大學校院統一國際招生宣

傳平台。除提供各類來臺就學相關資訊，如臺灣概況、校院科系、獎學金類

別、入學管道、簽證居留、住宿保險等，並結合境外生在臺活動訊息、專訪影

片、學習及留臺工作經驗分享等豐富內容，發揮網路擴散效應，宣揚留學臺灣

高教優勢特色。 

參、 執行成果 

根據 Google Analytics 分析統計，111 年 SIT 網站經營成效如下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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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SIT 網站近 3 年網頁瀏覽數及進站人數 

 

(1) 根據 111 年統計，SIT 網站超過 150 萬瀏覽量，每月平均瀏覽數 127,757，

整體較去年成長 39.37%。 

(2) 各頁面瀏覽數以首頁為最多進站瀏覽，其次學生影音、獎學金、華語學

習及學校頁面。 

 

圖二：SIT 網站頁面瀏覽數 TOP 5 

(3) 年進站人數突破 41 萬，每月平均使用者 34,336，整體較去年成長 97%。 

(4) 境外來源國以印尼為最多，其次為美國、菲律賓、立陶宛、越南，整體

較以往顯著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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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SIT 網站近 2 年進站人數 Top 10 來源國 

肆、 結語 

為持續優化 SIT 網站之使用者體驗，增加網站瀏覽次數及進站人數，全臺

各大學院校應定期上線更新與維護各校資訊，確保 SIT 網站整體資訊內容之正

確性及實用性。除了積極優化搜尋引擎排名，做好資訊對稱之營運管理目標，

期在海外留學及華語學習網路資訊中，提高留學臺灣品牌曝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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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臺灣社群網站媒體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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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111 年留學臺灣社群網站媒體宣傳成果報告 

 

壹、 緣起與目的 

本會為形塑臺灣高等教育優質品牌形象、強化「留學臺灣（Study in 

Taiwan，簡稱 SIT）」全球競爭力，透過臺灣高教整體行銷策劃，戮力經營 SIT 關

鍵社群媒體宣傳，同時精準鎖定年輕受眾族群，掌握社群分眾閱聽習性，運用

多元設計的貼文素材，在全球化高度競爭高教市場中，形塑 SIT 品牌形象，傳

遞臺灣高教發展之理念與價值。 

貳、 執行方式 

本會以社群行銷作為留學臺灣品牌策略經營的主要溝通渠道，目前主要經

營四大社群平台為 YouTube、Instagram、Facebook 及 Twitter。搭配波段式的社

群行銷推廣，以學生口碑影音、高教主題文章、文化節慶素材等多元內容，以

期打造留學首選在臺灣的國際形象。 

參、 執行成果 

一、YouTube：頻道今年新增 80 支影音素材，內容包含品牌形象、學生訪

談、口碑素材、活動懶人包等，其中搭配「 2022 "Study in Taiwan" 

Adventure Video Contest 」活動，上傳學生自製影音進行觀看次數評選，

透過國際生們線上即時互動分享及串連，頻道訂閱數增加千人以上，累

積觀看數攀達 415 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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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2022 "Study in Taiwan" Adventure Video Contest 活動影音 

二、Instagram：素材設計突破以往，增加 Reels 直立式短影音宣傳，並善用

滿版貼文設計，強化頻道專屬 SIT 風格感。另外，為擴大社群互動，今

年境外徵文活動轉由線上執行，讓更多學生口碑分享文於 Instagram 直

接分享、標註 SIT 頻道。除此，年度合作校學生影音也搭配共同協作功

能，增加更多自然流量，追蹤人數突破 7 千。 

 

 

 

 

圖二：SIT Instagram Reels 版位 

三、Facebook：考量社群屬性及受眾年齡，目前經營方向著重在訊息分享，

加強高教活動資訊及臺灣文化推廣，粉絲數已達 30 萬人，其中以印尼、

印度、菲律賓、越南及馬來西亞為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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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SIT Facebook 粉絲數 Top 5 來源國 

四、Twitter 推文曝光數近 350 萬，追蹤人數新增 1,413 人，達 4 千 6 以上。 

 

圖四：Twitter 社群資訊 

肆、 結語 

  放眼未來，本會將持續深耕「留學臺灣」品牌經營，為提升貼文的自

然觸及率與互動數，持續策劃多元之社群行銷素材內容，並搭配分眾廣告的投

放，期能深化留學臺灣品牌影響力，讓「留學臺灣」成為全球青年學子國際教

育移動的最佳選擇。 

 

 

 

111 年  國家 粉絲數 

1.    印尼 71,705 

2.    印度 59,726 

3.    菲律賓 30,191 

4.    越南 25,822 

5.    馬來西亞 1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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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臺灣高教整體行銷宣傳成果報告 

 

壹、 緣起與目的 

我國高等教育積極邁向國際，全面啟動各項攬才、育才及留才計畫，藉由

流暢切實影音企製，搭配清晰明確廣告意象及視覺張力，精準鎖定年輕閱聽世

代觀影習性，穩固「Study in Taiwan」全球高教品牌知名度，並傳遞我國高教發

展理念與正面影響。 

貳、 執行方式 

一、境外生留臺圖文影音徵選活動 

為產製具吸引力留學臺灣宣傳素材，本會舉辦境外生留學臺灣心得徵文

暨短片製作活動，邀請境外生以圖文及影音方式分享留臺心得。獲選作

品將刊登於留學臺灣網站及關鍵社群媒體，期透過靜態文章及動態影音

之推波宣傳，堅定國際學生來臺留學之信念。 

二、臺灣高等教育整體影音宣傳 

Study in Taiwan 影音行銷專案針對不同目標族群策製高品質宣傳素材，

利用波段式社群行銷推廣，結合影音、圖像設計、社群貼文等素材內容，

持續與各國青年學子及國際學術社群溝通對話，建立臺灣高教整體實力

優質形象，提升留學臺灣在全球的能見度。 

三、111 年度合作校回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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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留學臺灣國際學生專訪系列《Meet The Students 2022 – That’s Why 

We Study in Taiwan》：本系列呈現境外生來臺實踐留學夢想及畢業

在臺發展之實況，針對「榮譽校」及「鑽石校」國際學生量身打造

約 90-120 秒內宣傳影片，深度推廣「年度支持校院」品牌形象。 

2. 學校 LOGO 動畫影片：此影片檔係由各年度合作校院提供校徽/系

所/單位 LOGO 等圖檔，製作約 5 秒至 10 秒之動態 LOGO 影片。 

參、 執行成果 

一、境外生留臺圖文影音徵選活動 

1. 為產製留學臺灣具吸引力之宣傳素材，辦理境外生留學臺灣圖文

徵選活動，邀請境外生投稿分享在臺灣留學心得，今年度 IG 徵文

共有 257 篇投稿，經審查選出 1 篇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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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境外生留學臺灣 IG 圖文徵選活動 

2. 為豐富呈現境外生在臺留學情形，舉辦影音徵選活動，共計有 36

位學生參加，並於 Study in Taiwan YouTube 頻道進行評選活動，

以影片「超過 30 秒觀看」的次數最高者為比賽最終基準，第一名

影片觀看次數達 27 萬。  

   

 

圖二：境外生留學臺灣影音徵選活動 

二、臺灣高等教育整體影音宣傳 

1. 《Explore the Answer in Taiwan!》系列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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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臺灣高教特色科系為亮點，聚焦臺灣與世界共同關注四大議

題：「科技研發、醫療公衛、人文設計、農業創新」，積極尋求解

決方案及提供更多學習資源，讓國際看見臺灣高教的全面發展。

全球放映迄今突破累積百萬閱覽，總觀影數高達 57 萬人次，總收

視率高達五成以上，迴響熱烈，備獲好評。 

 

精選合輯篇 

 

科技研發 

 

醫療公衛 

 

人文設計 

 

農業創新 

圖三：留學臺灣形象片《Explore the Answer in Taiwan!》系列影音 

2. Study in Taiwan 國際年會參展影音宣傳 

為向國際行銷來臺留學及學華語文之教學優勢，積極參加各大國

際年會及學術交流，會後企製成果影音展現海外參展執行成果，

並加深品牌宣傳。 

 

圖四：年會系列成果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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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1 年度合作校回饋服務 

1. 留學臺灣國際學生專訪系列《Meet The Students 2022 - That’s Why 

We Study in Taiwan》 

➢ 本會全新企製宣傳，結合年度榮譽及鑽石捐贈單位回饋服

務，由單位推薦 1 名年度境外生擔任口碑大使進行全臺 16 校

影音拍攝，並搭配社群宣傳，分享來臺留學美好經驗，總觀

看數近 56 萬人次。 

 

 

 

 

    圖五：《Meet The Students 2022- That’s Why We Study in Taiwan》系列影音 

➢ 另從各校訪談影音片段取材，重新包裝 2 支形塑臺灣高教優

勢影片，完整呈現境外生在臺校園生活及師生互動樣貌，以

增進更多海外學子來臺留學動機，上映迄今累計總觀影數近

24 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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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臺灣高教優勢影片集錦 

2. 學校 LOGO 動畫影片：為持續擴大傳遞「Study in Taiwan」及各

合作校院品牌資訊，本會結合年度金卡以上捐贈單位回饋服務，

一共製作 30 間捐贈校之系所/單位動態 LOGO 影片。 

 

圖七：各校系所/單位 LOGO 動態影片檔 

 

肆、 結語 

  考量影音素材是目前最直效的國際數位行銷溝通方式，為持續推廣臺

灣高教在國際上能見度，藉由推陳出新的企劃設計，結合境外生最感興趣的主

題包裝，搭配專業廣告行銷及拍攝團隊合作模式，期望為臺灣高教塑造國際品

牌力，讓「留學臺灣」成為海外青年學子的唯一選擇。 

  

24



 

 

 

 

 

 

 

 

 

 

 

 

 

111 年境外生留學臺灣趨勢調查 

成果報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5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111 年境外生留學臺灣趨勢調查成果報告 

 

壹、 緣起與目的 

為瞭解境外生來臺動機、留學生活概況、留臺發展意願及整體意

見，本會每兩年定期舉辦本項境外生留學臺灣線上意見調查。期能透過全方面

問卷調查及統計分析成果，客觀綜整境外生整體背景資訊、留學臺灣之決定歷

程與影響因素，以及實際來臺就讀後之個人意向及滿意度。此外，因應近三年

疫情席捲全球，對於高教移動趨勢之影響，特納入相關題項，了解疫情對境外

生來臺求學之影響情形。期能透過本會長期之調查結果，刻劃境外生留臺發展

之趨勢輪廓與發展特點，並能與各校全球招生、品牌行銷及境外生輔導等實務

業務產生對話與互動，以持續推動各校整體國際化發展。 

貳、 執行方式 

本問卷調查旨在瞭解來臺就讀之外國學位生、外國交換生、僑生

（含港澳）、陸生與華語生等對於「來臺就學相關狀況與需求」之意見看法，以

網路問卷調查方式，於 111 年 11 月 28 日至 111 年 12 月 21 日完成 4,691 份調

查。本會設計問卷共 32 題，委託廠商建置網路調查問卷系統，並發文函請各大

學院校國際處協助推廣本次活動，積極邀請在學境外學生完成線上問卷填答，

最後依填答結果進行電腦輔助網路系統調查(網路調查)分析。問卷調查架構如

下： 

一、 基本資料 

1. 洲別 

2. 性別 

3. 年齡 

4. 學生身分別之類型 

5. 就讀課程/系所之類型 

6. 是否領取獎學金或學雜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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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決定歷程 

1. 出國留學的主要動機 

2. 選擇臺灣的主要動機 

3. 就讀目前學校的主要動機 

4. 得知資訊的主要來源與管道 

5. 最常用的社群媒體 

6. 曾接觸之 Study in Taiwan 宣傳平臺 

7. 留學臺灣最滿意之處 

8. 留學臺灣最為挑戰之處 

9. 最有幫助的管道 

三、 疫情影響 

1. 對留學日程之影響 

2. 對疫情的擔心程度 

3. 最關心的疫情資訊 

4. 最偏好的授課形式 

5. 是否有家庭成員同行 

四、 個人意向 

1. 全英語課程是否必要 

2. 學習華語是否重要 

3. 是否會推薦朋友到臺灣學華語 

4. 來臺簽證申請流程是否過於複雜 

5. 學校申請流程是否過於複雜 

6. 是否預計留臺工作 

7. 是否會鼓勵朋友來臺讀書 

8. 是否會鼓勵朋友到該校讀書 

9. 留學臺灣是否是份好投資 

 

五、 其他 

1. 是否曾申請學生工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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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曾申請的原因 

3. 曾申請的原因 

參、 執行成果 

本次問卷針對目前在臺就學之外國學位生、外國交換生、僑生（含

港澳）、陸生與華語生，開放為期近一個月的「境外生留學臺灣線上意見調

查」。共計回收 4,691 份有效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近八成五(84.2%)境外生認為

留學臺灣對未來職涯發展是很好的投資，並有八成(80.0%)外籍生希望畢業後能

續留臺灣發展。 

 

一、 背景資料 

洲別與區域方面，參與本次調查之境外生以「亞洲」國家居多

(89.3%)，較前年執行本雙年調查時上升近半成(85.6%)；年齡以 18 至 24 歲

為多(69.7%)，與前年情形相似(68.0%)；並以女性佔近六成為多(59.0%)，

相較前年略增(55.6%)。受訪者中，近半數為僑生(含港澳生)(45.2%)，並以

外國學位生其次(41.1%)，中國大陸學位生第三(6.2%)，此部分相較前年之

境外生身份背景有所差異，當時以外國學位生為最多(48.4%)，僑生其次

(35.8%)，外國交換生第三(6.1%)。 

攻讀之專業領域方面，以「商業、管理及法律」(22.9%)最受境外學生

青睞，「藝術及人文」其次(16.6%)，「工程、製造與營造」第三(11.4%)。與

前年分佈情形相較，境外生就讀之領域同樣以「商業、管理及法律」為最

多，其中「藝術及人文」由第三上升至第二(11.9%提升至 16.6%)，「工程、

製造與營造」由第二退居第三(15.3%下降至 11.4%)。由此觀察，推測近年

我國藝術及人文相關科系之教學品牌，對於境外生之吸引力顯著提升。 

(圖表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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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決定歷程 

如何獲知臺灣高等教育資訊來源方面，有近七成境外生由「網路或社

群網站」得知臺灣高等教育相關訊息(67.9%)，「親朋好友」其次(54.4%)，

「招生博覽會或教育展」第三(43.5%)。整體而言，前述境外生最重要的三

項資訊來源之優先次序，與前年調查情形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惟「網路

或社群網站」顯著上升約 6.7%(61.2%提升至 67.9%)。此外，除「網路或社

群網站」之重要性顯著提升以外，另兩項資訊來源亦成上升趨勢，即本年

度排序第五的「臺灣大使館或駐外辦事處」(27.4%)，相較前年大幅上升約

12.6%(14.8%提升至 27.4%)；本年度排序第七的「當地國的臺灣教育中

心」，亦較前年略為提升約 0.6%(23.1%提升至 23.7)。由此推知，近年我國

在全球各國之官方駐點機構推動招生策略成效卓著，能有效接觸各國當地

學生並傳遞學生所需之關鍵資訊，促使各國學生了解臺灣高教概況，並決

定來臺留學。 

22.9%

16.6%

11.4%

8.0%

7.6%

7.4%

7.3%

5.4%

5.2%

4.5%

3.5%

0.1%

0.0% 20.0% 40.0%

商業、管理及法律

藝術及人文

工程、製造及營建

服務

醫藥衛生及社會福利

資訊通訊科技

社會科學、新聞學及圖書資訊

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

教育

語言學習課程

農業、林業、漁業及獸醫

其他

29



 

留學動機方面，各國境外生選擇出國留學之主要原因，以「體驗外國

生活與拓展視野」為最多(89.8%)，相較前年之重要性大幅提升約二成五

(64.8%提升至 89.8%)，其次為「到海外接受更好的教育」(67.7%)，相較前

年僅略為提升(63.6%提升至 67.7%)，第三為「希望獲得國外工作機會」

(49.9%)，相較前年大幅提升約二成(28.4%提升至 49.9%)，此外，本選項之

排序亦由前年第五名上升至本年度第三名，顯見近年來畢業後是否能續留

海外發展，對於境外生決定是否應至海外留學之影響力與關鍵性，已大幅

提升。 

此外，境外生選擇來臺留學之主要原因，以「文化適應容易」為最多

(44.9%)，相較前年大幅提升約一成五 (28%提升至 44.9%)，且排序由第四

躍升至第一名；「良好的學術品質及聲譽」其次(42.7%)，相較前年亦大幅

提升近二成(24.8%提升至 42.7)，排序由第七躍升至第二名；「未來想留臺

工作或定居」第三，相較前年亦有大幅度提升(23.8%提升至 35.8%)，排序

由第八躍升至第三。相較 2020 年度，目前多數境外生基於經濟因素選擇來

臺留學（「提供獎學金」(34.5%)排序第二、「留學費用考量」(33.6%)排序第

三），近年除了對於臺灣文化與社會風氣之偏好與親切感(此部分可能與亞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網路或社群網站

親朋好友

招生博覽會或教育展

過去就讀的學校

大眾媒體

大使館或駐外館處

比例

2022 2020 2018 趨勢線(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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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境外生佔近九成有關)，來臺動機更逐漸轉變為對於臺灣高教品牌之肯

定，且更希望能留駐臺灣、長期發展。 

 

三、 疫情影響 

本次意見調查中，新增近年疫情對於境外生實際影響情形之題項。在

對於來臺留學日程之影響方面，近半數境外生表示因疫情因素「推遲來臺

留學的日期」(47.7%)，另有 44.4%境外生表示不受影響。對於疫情的擔心

程度，逾六成境外生表示不擔心(62.7%)，相對而言，仍有近三成境外生感

到擔心(28.4%)，少數境外生感到非常擔心(8.9%)。 

課程形式方面，過半數境外生仍最為偏好「實體教學課程」 

(50.1%)，約三成偏好「實體/線上混合式教學課程」(33.5%)，一成左右偏

好遠距教學課程(11%)，另有 5.3%境外生偏好預錄式線上課程。 

 

(圖表續次頁) 

44.9%

42.7%

35.8%

35.2%

32.3%

32.0%

26.4%

19.3%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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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20.0% 40.0% 60.0%

文化適應容易

良好的學術品質及聲譽

未來想留臺工作或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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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華語

社會風氣自由開放

提供獎學金

治安穩定

親友推薦

地理位置

認識、體驗不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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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個人意向 

在個人意向部分，近八成境外生同意會鼓勵朋友來臺灣讀書(78.1%)、

約七成同意會鼓勵朋友至目前就讀的學校就學(64.5%)；此外，近九成境外

生認為中文能力相當重要(88.4%)，相較前年略為提升(87.6%提升至

88.4%)，同時，有近六成境外生表示希望校方提供全英語課程(58.8%)，相

較前年降低約一成(69.8%降低至 58.8%)。 

50.1%

33.5%

11.0%

5.3%

0.0% 20.0% 40.0% 60.0%

實體教學課程

實體/線上混合式

教學課程

遠距教學課程

預錄式線上課程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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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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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2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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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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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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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與建議 

整體而言，以近五年內參與本會雙年意見調查之境外生填寫情形，

摘要近年留學臺灣趨勢之主要發展特點如下： 

➢ 背景資料方面，仍以亞洲學生為最多；本次調查中，學生身份部

分，以僑生(含港澳生)超越外國學位生排序第一。攻讀之專業領

域方面，仍以「商業、管理及法律」最受境外學生青睞，「藝術及

人文」由第三上升至第二。由此觀察，推測近年我國藝術及人文

相關科系之教學品牌，對於境外生之吸引力顯著提升。 

➢ 來臺留學之決定歷程方面，仍以「網路或社群網站」、「親朋好

友」等線上及口耳相傳之口碑為主要管道。此外，整體而言，「網

路或社群網站」、「臺灣大使館或駐外辦事處」、「當地國的臺灣教

育中心」等三種管道，近五年來重要性顯著提升。由此推知我國

在各國駐點機構推動招生策略顯有成效，能有效接觸各國當地學

生並傳遞學生所需之關鍵資訊。來臺動機方面，比起往年基於經

濟因素選擇來臺，近年對於臺灣文化與社會風氣之偏好、臺灣學

術聲譽及學術品牌之肯定，且盼能留臺發展之長期規劃等三大因

素，躍升整體境外生選擇來臺之關鍵因素。 

➢ 疫情影響方面，因疫情因素推遲來臺留學日期與不受影響之境外

生各佔約半數。此外逾六成境外生對疫情並不擔心，近四成境外

生感到擔心。課程形式方面，過半數境外生仍最為偏好實體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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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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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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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50.1%)，逾三成偏好實體/線上混合式教學課程，僅一成左

右偏好遠距教學課程。 

➢ 個人意向方面，本年度近八成境外生同意會鼓勵朋友來臺灣讀

書、約七成同意會鼓勵朋友至目前就讀的學校就學；近九成境外

生認為中文能力相當重要，相較前年略為提升，另有近六成境外

生希望校方提供全英語課程，相較前年降低約一成，並有近八成

五境外生認為留學臺灣對未來職涯發展是很好的投資。整體而

言，近年來「留臺工作」不僅成為境外生來臺留學的主要動機，

實際來臺就讀後，亦有八成外籍生仍然將留臺發展納入長期規

劃，由此可知，無論前端招生策略或後端輔導工作，「留臺工作」

實為境外生留學臺灣之關鍵推力。 

 

綜上所述，本次調查於 111 學年度上學期開放調查，並於期末前執

行完畢。相關成果報告於綜整分析後，預計於 2023 年 2 月下學期開學時分發布

「2022-2023 留學臺灣趨勢調查」中、英文調查報告書，並透過國內外多家媒體

廣為報導。期能透過本會辦理之雙年趨勢調查成果報告，客觀分析境外生留學

臺灣發展趨勢及就學生活概況，成為各校無論國際合作關係、品牌行銷與招生

策略或境外生輔導工作等各方面之重要參考，共同為推動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合

作關係及臺灣高教品牌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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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教育者年會(NAFSA) 

參展成果報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0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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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美洲教育者年會(NAFSA)參展成果報告 

 

壹、 緣起與目的 

美洲教育者年會於 1948 年以「國家外籍生顧問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oreign Student Advisers)為名成立，旨在建立美國大專院校、政府機構及企業

組織內，權責在美外籍生相關事務人員間之網絡平台。為因應會員數急遽成長

及多元身份，該組織於 1964 年更名為「國家外籍生事務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Foreign Student Affairs)」。 

美洲教育者年會會員除協助外籍生在美就學就業外，亦致力國際學術交

流，為美國學生創造海外學習機會。鑒於業務擴增，該年會於 1990 年再次更名

為「國家國際教育者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ors, 

NAFSA)」，簡稱「美洲教育者協會」，與亞洲教育者協會(APAIE)、歐洲教育者協

會(EAIE)，並稱全球三大國際教育組織。NAFSA 年會每年匯聚各國國際教育專職

機構、政府官員、專家學者與會，共同為國際教育發展、師生國際移動、校園

國際化及全球高教永續成長議題而努力。 

美洲教育者年會分為展覽(exhibition)、講座(session)及工作坊(workshop)等

項目，展覽部份由各國國際教育專職機構(如本會 FICHET、日本 JAFSA、韓國

KAFSA、德國 DAAD、法國 Campus France、奧地利 OeAD、加拿大 BCCIE 等)、大

學校院、語言測驗中心(如 ETS、IELTS、College Board)、學生服務機構(如 The 

Student Loan Corporation、International Student Insurance company)及其他教育者

協會(如 APAIE、EAIE)等設展。展覽期間與會者密集互動交流，拓展並鞏固國際

教育合作關係。 

講座與工作坊部分，除年會安排專題講座外，展期前 6 至 8 個月並接受各

國遞件投稿，經年會委員會評選通過，即納入年會議程發表。講座與工作坊議

題涵蓋國際教育全面向，包括各國國際教育政策、國際學術合作新趨勢、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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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成功案例分享等，實際促進高等教育國際化之蓬勃發展與豐富多元內

涵。 

教育部自 95 年度起開始組團參加美洲教育者年會，近年年會舉辦時間、地

點與主題如下所示。 

 

 

屆 時間 地點 主題 

59 2007 年 5 月 27 日至 6 月

1 日 

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

亞波利市 

Preparing Global Citizens 

60 2008 年 5 月 25 日至 30

日 

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

特區 

Shaping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61 2009 年 5 月 24 日至 29

日 

美國加州洛杉磯 Fostering Global Engagement through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62 2010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4 日 

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

市舉行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63 2011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4 日 

加拿大溫哥華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64 2012 年 5 月 27 日至 6 月

1 日 

美國德州休士頓 Comprehensive Internationalization: Vision 

and Practice 

65 2013 年 5 月 26 日至 31

日 

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

市 

Ideals and Impact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66 2014 年 5 月 25 至 30 日 美國加州聖地牙哥 Pathways to Global Competence 

67 2015 年 5 月 24 至 29 日 美國麻州波士頓 New Horizon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68 2016 年 5 月 29 至 6 月 3

日 

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 Building Capacity for Global Learning 

69 2017 年 5 月 28 至 6 月 2

日 

美國加州洛杉磯 Expanding Community Strengthening Connection 

70 2018 年 5 月 27 至 6 月 1

日 

美國賓州費城 Diverse Voices, Shared Commitment 

71 2019 年 5 月 26 至 31 日 美國華盛頓特區 Global Leadership, Learning, and Change 

72 2020 年 5 月 24 至 29 日

(因疫情停辦) 

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

市 

Innovate, Influence, Impact 

73 2021 年 6 月 1 至 4 日 虛擬形式 Designing Our Shared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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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2022)年美洲教育者年會，5 月 31 日至 6 月 3 日於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

市之 Colorado Convention Center 舉辦，年會主題為「Building Our Sustainable 

Future」，全球逾 100 國，6,000 名國際教育學者與會；來自 40 國 240 個單位參

展。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自 2007 年起承教育部委

託，以 Study in Taiwan 為名設置展場，統籌我國高等教育機構參與 NAFSA 年會

相關事宜，積極宣揚臺灣高等教育優質特色亮點、建立我國與全球國際學術交

流機制、強化各校國際招生力度及廣度、增進臺灣高教國際能見度及影響力。 

在本會陳執行長美芬的率團下，計有中山醫學大學、中國醫藥大學、長庚

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東

華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臺灣大學、

淡江大學、臺北醫學大學、輔仁大學及學術交流基金會共 16 所大學院校及單位

報名參加。本會則由高等專員吳昕珩、高等專員江瑞婷及專員歐陽萱前往參

加。 

藉由參加美洲教育者年會之機會，可透過與世界各國之國際事務人員進行

面對面的意見交流，達到推廣臺灣高等教育、建立臺灣與美洲國際學術交流機

制，以強化我國在美洲地區之招生宣傳及宣揚臺灣文化與環境，增加臺灣的國

際曝光率，並達到擴大招收國際學生來臺就讀之目的。 

 

 

 

 

74 111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3 日 

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 Building Our Sustainabl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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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推展重點 

一、美國大學與學生之需求與目的思考－建立姐妹校，赴臺留學，學中文 

➢ 實習：美大學目前強調實習課程，如能提供實習機會，應可

招收更多學生。 

➢ 學中文：華語熱，可結合實習、觀光與文化。 

➢ 專業領域交流取經：藉由臺灣強項專業學術領域，吸引美國

學生來臺留學。 

➢ 取得學分：配合美方大學出國留學規定，赴臺留學可取得畢

業學分。 

二、基於美國國內法案的推動及來臺美國學生之學習趨勢，建議欲針對美

國各校發展合作關係之參展學校，年會期間提供針對美國交換學生、

雙學位、短期課程(包含華語課程)需求的文宣品，推廣短期留／遊學

課程，或提供相關交換學生計畫等訊息，並預先研擬共同研究／推動

雙邊交換暨合作之有效方式，成功尋找合作夥伴。 

三、講座與工作坊，建議各校主動參與各項講座(session)或工作坊

(workshop)，藉由於此類活動中發表或與會，除可汲取經驗、提升自

我競爭力外，更使臺灣高等教育在國際上更具能見度。 

參、 預期目標 

一、增進國外大學和學生對於臺灣高等教育體制和環境的瞭解。 

二、增進對世界各國高等教育體制的現況、發展與相關議題的瞭解。 

三、促進本國大學與國外大學建立合作交流關係。 

四、宣傳各校針對美洲地區所設計之商業管理、短期課程等課程。 

五、招收外國學生來臺就讀和學習華語。 

肆、 執行成果 

一、臺灣團整體行程 

日期 時間 活動事項 

5/29(日)  ※建議啟程之最晚日期 

5/30(一) 15:00～17:00 臺灣團聯合場佈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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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活動事項 

5/31(二) 11:00～18:00 ※年會展期 

09:30～11:00 Opening Plenary: Priya Parker 

 11:30～12:05 SIT Booth 揭幕儀式 

6/01(三) 08:30～17:00 ※年會展期 

13:00～13:50 【Session】Designing Impactful Intercultural 

Learning in an Online World 

Speaker: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事務處周宜靜國際

學生事務專員 

14:30～17:00 聯合簽約典禮暨臺美高教對話 

18:30～20:30 Taiwan Night 

6/02(四) 08:30～17:00 ※年會展期 

09:30～10:20 【Session】Studying Mandarin Abroad During 

COVID: A Taiwanese Success Story 

Speaker:蘇慧貞董事長 

6/03(五) 08:30～11:15 ※年會展期 

11:15～12:00 撤場時間 

6/04(六)  返臺 

 

二、臺灣團員名單 

# 學校/機構 姓名 單位 職稱 

1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

作基金會 

陳美芬  執行長 

2 吳昕珩  高等專員 

3 江瑞婷  高等專員 

4 歐陽萱  專員 

5 中山醫學大學 李亞欣 國際事務處 主任 

6 中國醫藥大學 不派員 

7 長庚大學 張華玲 國際事務處 執行長 

8 國立中央大學 謝發坤 國際事務處 副國際長 

9 國立中央大學 彭思翔 國際事務處 專案經理 

10 國立中正大學 不派員 

11 國立中興大學 陳韻如 國際事務處 學術交流組組長 

12 國立中興大學 許珮蓉 國際事務處 行政辦事員 

13 國立成功大學 林建宏 國際事務處 副國際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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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機構 姓名 單位 職稱 

14 國立成功大學 蘇杏芬 國際事務處國際關係組 副組長 

15 國立成功大學 黃姿儀 校長室 秘書 

16 國立東華大學 馬遠榮 國際事務處 
行政副校長暨 

國際事務處處長 

17 國立東華大學 朱嘉雯 華語文中心 主任 

18 國立政治大學 林美香 國際合作事務處 國合長 

19 國立政治大學 陶韻惠 國際合作事務處 國際交流督導 

20 國立政治大學 葉綺玲 國際合作事務處 資深行政秘書 

21 國立清華大學 陳安琪 全球事務處 專案助理 

22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朱海成 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

發展處 
處長 

23 國立臺灣大學 郭又瑄 國際事務處 國際合作專員 

24 國立臺灣大學 周宜靜  國際事務處 國際學生事務專員 

25 淡江大學 陳小雀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國際長 

26 臺北醫學大學 不派員 

27 臺美高教聯盟 那原道  執行長 

28 臺美高教聯盟 張大鏞  公關事務高級專員 

29 輔仁大學 不派員 

 

三、臺灣攤位規劃設計與現場狀況 

本次會場設在科羅拉多州丹佛之 Colorado Convention Center，由本會

負責攤位之承租、設計及搭建；本次會議共承租 1個 6m×12m教育展

攤位(72 平方公尺)，主題設定為：Study in Taiwan。 

臺灣館設計以天燈為主軸，搭配多國語言之「華語、教育」之形象牆，

形朔臺灣高等教育意象，並由臺灣參展學校共同使用之。配置方式同

時兼顧學校會談需求，會談桌採環形設計；每校 1 長桌與 4 張椅子

配置。攤位中央設置儲藏區提供學校放置文宣及展品，攤位前方另規

劃整體推廣區，由本會負責推廣。臺灣攤位共規劃為「學校會談區」、

「學校儲物區」與「整體推廣區」。而參展校之位置分配亦已於「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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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洲教育者年會第一次籌備會議」由各參展校代表抽籤決定。 

 

➢ 「學校會談區」－每校一會談長桌，長桌大小約為

150(L)X50(W)X60(H)，每長桌配置 4 張椅子；每校會談桌側邊

配置桌燈，桌燈黏貼參展校 LOGO，便於識別用。 

➢ 「學校儲物區」－所有參展學校共用之，供參展校放置展品及

文宣所用。 

➢ 「整體推廣區」－為 Study in Taiwan推廣區，由本會負責 Study 

in Taiwan 整體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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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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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in Taiwan (Booth# 625)攤位 3D 示意 

 

 

臺灣參展學校會談桌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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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揭幕式平面/位置配置圖 

 

111 年美洲教育者年會(NAFSA) Study in Taiwan 攤位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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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基金會與國內 16 所公私立大專院校及單位聯合參與第 74 屆美洲教育者年會 

臺灣館實況 

 

四、臺灣講座 

今年臺灣有兩場講座獲選發表，分別為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事務處周

宜靜國際學生事務專員擔任講者之「Designing Impactful Intercultural 

Learning in an Online World」、本會蘇董事長慧貞擔任主持及講者之

「Studying Mandarin Abroad During COVID: A Taiwanese Success 

Story」 

 

6/1(三) 13:00～13:50 【Session】Designing Impactful Intercultural 

Learning in an Online World 

Location：Room 702/704 

Chair：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事務處周宜靜國際學生事

務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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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四) 09:30～10:20 【Session】Studying Mandarin Abroad During 

COVID: A Taiwanese Success Story 

Location：Room 405/406 

Chair and Presenter：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蘇慧貞董

事長 

1.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事務處周宜靜國際學生事務專員擔任講者之

「Designing Impactful Intercultural Learning in an Online World」 

本場次主要探討在網路世界設計有影響力的跨文化學習。在新冠

肺炎疫情影響下，全球學習型態有所改變，從實體學習轉變為線

上學習，講者分享各校線上教學的作法及經驗，包含線上交換學

生、短期課程、跨校線上海報工作坊等，以多元線上互動的方

式，維持學生學習的動力。由於線上議題為當前最受關注的議

題，與會人員及高等教育代表皆對此議題抱持高度興趣。 

 

111 年美洲教育者年會(NAFSA) 講座國立臺灣大學場次 

 

2.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蘇慧貞董事長擔任主持及講者

之「Studying Mandarin Abroad During COVID: A Taiwanese Success 

Story」 

本場次為 Global Partner Session 主要探討疫情期間臺灣學習華語資源及美

國大學在臺灣研究講座及優華語計畫合作案例。本會蘇董事長藉此機會介紹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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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華語的優勢及教育部正在推行的華語計畫；同場講者來自密蘇里州聖路易市

華盛頓大學 Dr. Kurt Dirks 分享該校與國立臺灣大學合作優華語計畫經驗、而來

自德州休士頓聖湯瑪斯大學 Dr. Hans Stockton 分享與文藻外語大學華語中心合

作經驗，展現美國大學與臺灣大學之間良好的合作關係。 

  

111 年美洲教育者年會(NAFSA) Global Partner Session，蘇慧貞董

事長(左一)、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 Dr. Kurt Dirks(中)、休士頓聖湯

瑪斯大學 Dr. Hans Stockton(右一) 

 

五、共同文宣 

此次計有共同文宣 3 份，分別為 Study in Taiwan 文宣、Learning 

Chinese in Taiwan 文宣及展場 Booth Guide。手冊部分以本會所編製的

Booth Guide 最受到歡迎，索取率最高。Booth Guide 為本會因應各年會

參展所精心設計之參展文宣，主要內容為學科表、學校聯絡資訊、講座宣

傳資訊等。其中以學科表最受到外賓之青睞，對於整齊清楚的參展校對應

各學科所提供之對照資訊，外賓均讚譽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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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in Taiwan 文宣 

  

 

2022 NAFSA Taiwan Booth Guide 

Study in Taiwan 學華語到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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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會外活動 

1. 臺美高教對話 

本次年會期間，為增加臺美雙方教育交流，本會特別規劃於 6 月

1 日星期三下午舉辦臺美高教對話，透過本次臺美高教對話提升雙方

未來學術合作意願。本會邀請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李彥儀司長，

及美國教育與文化事務局副助理國務卿 Ethan Rosenzweig 擔任主講

者，雙方就「臺美教育倡議」之內涵及成就展開教育領袖對話，同時

展現臺美教育合作之決心。本次高教對話除具體深化臺美教育合作，

亦促進雙邊語言教育領域之交流、凝聚未來合作之共識。本次出席人

員，臺方代表 35 人、美方代表 25 人，整體滿意度達 90%。 

➢ 時間：6 月 1 日(三)16:00-17:00 

➢ 地點：Crystal Peak Ballroom, 38th Floor, Grand Hyatt Denver 

 

臺美高教對話邀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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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美洲教育者年會(NAFSA)會外活動─臺美高教對話 

2. Taiwan Night 

為整體行銷我國高教優質形象、提供與會學校與他國代表交流互

動平台，並強化臺美高教機構連結，於臺美高教論壇之後，接續舉辦

「Taiwan Night」臺灣之夜交流餐會，本次餐會計有教育部、駐丹佛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僑委會、AIT、Fulbright Taiwan、臺灣 13 所大學

及其姐妹校等 110 位代表出席，整體滿意度達 100%。 

現場外賓對於本年臺灣所舉辦之餐會均讚譽有加，認為是此次參

展所參加最棒的一場餐會，進一步加深外賓對臺灣的印象，達到宣傳

的目的。 

➢ 時間：6 月 1 日(三)18:30-20:30 

➢ 地點：Capitol Peak Ballroom, 38th Floor, Grand Hyatt Denver 

➢ 型式：美式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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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Night 邀請卡 

 

Taiwan Night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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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Night 晚宴現場 

伍、 參展效益 

一、NAFSA 是全球最大的高等教育交流平臺，參加人數最多，於會中

主動積極與各國代表互動，可達到良好的 networking 效果。 

二、參加教育展對於推動學校的國際化有非常大的幫助，相較於學校出

訪，教育展在定點但可密集且大量接觸到各國學校代表，對於洽談合

作、宣傳交流等都是非常好的機會。多數學校感謝教育部的支持讓臺

灣參訪團成行，也希冀鈞部未來能繼續支持大專校院參加美洲教育

者年會，有益於提升臺灣高教在國際上的能見度，並落實臺灣高等教

育的推廣。 

三、國內多數參展學校對於參加本年美洲國際教育者年會對該校國際知

名度之提升、姊妹校關係之鞏固、國際合作機會之拓展等效益，均給

予高度之評價；對於參展所帶來之整體效益更有百分之百之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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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統計本次參展校於美洲教育者年會展期間，臺灣參展校與各國學校

進行合作案洽談數量，臺灣參展校共 8校回覆，總計 169 合作案，各

洲分布為：美洲 61案、歐洲 71 案、亞洲 27 案、大洋洲 5案、拉丁

美洲 5 案。 

參展校合作案洲別分布 合作案數量 

美洲 61 

歐洲 71 

亞洲 27 

大洋洲 5 

拉丁美洲 5 

總和 169 

五、美洲教育者年會是三大洲國際教育者年會（亞太、美洲、歐洲）中規

模最大、參加人數最多的年會。其中參展單位與參加代表來自世界各

地，皆為高等教育組織之教職員，提供了一個宣傳臺灣高等教育之絕

佳機會。臺灣聯合參展攤位提供觀展者完整的臺灣高教資訊，亦可節

省各校攤位租用費用，並使得「Study in Taiwan」能在國際場域以

國家之名稱與世界各國之高等教育齊驅，提升臺灣在國際場域之能

0% 20% 40% 60% 80% 100%

整體效益評估

鞏固貴校與姊妹校之關係

提供貴校拓展國際合作機會

大會講座內容對工作之助益

臺灣攤位揭幕式整體規劃

2022 NAFSA參展校具體成果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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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度，實屬難得之機會。 

陸、 檢討與建議 

一、在本次年會展期中，舉辦臺美高教對話活動，部分學校建議以後相

關活動在會前或會後舉辦，在會議期間舉辦的話，不易邀到國外代

表參加時間超過 2 小時以上的活動。未來在活動安排上將考量時間

的設定，讓國內外代表有充裕的時間進行交流。 

二、參展之成本效益很難評估，但不參加即沒有能見度。目前亞洲各

國，中國、日本、韓國、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均以大型之攤

位展示，如果我國因看不到立即成效未來不派員參與，則在國際教

育舞台上，更看不到臺灣。而各參展校亦對於參加美洲教育者年會

對於臺灣高教於國際場域之能見度以及國際教育行政人員之專業訓

練有其價值及意義予以肯定，建議持續至少以同等規模辦理，維持

臺灣於高教領域之能見度。 

三、大會所舉辦之講座與工作坊，均為世界各國國際事務人員所提出之

專業見解，可提升國際教育專業能力並做為改進國內困境之參考。

但目前國內各參展校均以會談為主，講座為輔，大多數學校均因會

談時間安排太滿而無時間參與講座甚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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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補助講者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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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歐洲教育者年會(EAIE)成果報告 

壹、 緣起與目的 

「歐洲國際教育協會」（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AIE）為一非營利組織，成立宗旨在推廣和促進歐洲與國際高等教

育，其業務包括提供國際教育者專業訓練、發行定期刊物與舉辦年度會議等。

EAIE會員由 1600 所以上之國際院校組成，每年在歐洲舉辦的年會被視為歐洲

地區最重要的國際教育大會。其合作夥伴包含許多國際教育組織，如亞太教育

者年會(APAIE)、德國學術交流協會(DAAD)、英國文化協會(The British 

Council)、美洲教育者年會(NAFSA)、歐洲大學協會(EUA)等。該協會網址：

http://www.eaie.org/home.html 

本會自 2007年起開始組團參加歐洲教育者年會，近年年會舉辦時

間、地點與主題如下所示。原訂 2020年舉辧之 32屆年會，因受疫情影響取

消，實體年會順延至 111年舉行。 

 

屆 時間 地點 主題 

19 2007年9月12日至15日 挪威特隆赫姆 Reaching for new shores 

20 2008年9月10日至13日 比利時安特衛普 Re-designing the map of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21 2009年9月16日至19日 西班牙馬德里 Connecting continents 

22 2010年9月15日至18日 法國南特 Making knowledge work 

23 2011年9月13日至16日 丹麥哥本哈根 Cooperate - Innovate - Participate 

24 2012年9月11日至14日 愛爾蘭都柏林 Rethinking education, reshaping economies 

25 2013年9月10日至13日 土耳其伊斯坦堡 Weaving the future of global partnerships’ 

26 2014年9月16至19日 捷克布拉格 Stepping into a new era 

27 2015年9月15至18日 英國格拉斯哥 A wealth of nations 

28 2016年9月13至16日 英國利物浦 Imagine… 

29 2017年9月12至15日 西班牙塞維亞 A mosaic of cultures 

30 2018年9月11至14日 瑞士日內瓦 Facing out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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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019年9月24至17日 芬蘭赫爾辛基 Encompassing all voices 

32 111年9月13至16日 西班牙巴塞隆納 The future in fall colour 

2020 及 2021 因疫情影響改以 EAIE Community Exchange 舉辦虛擬會議，約

近 1,600 至 2000 人線上參與。 

 

貳、 推展重點 

一、介紹臺灣高等教育現狀、特色及競爭優勢領域。 

二、積極參與講座，增加對歐洲及其他地區高等教育的政策和發展趨勢

之瞭解及交流。 

三、促進與世界各國高等教育機構之學術合作交流計畫。 

四、擴增海外交換學生及雙聯學位合作機會，增加國內學生出國研修機

會。 

參、 預期目標 

一、介紹臺灣高等教育現況、特色及優勢領域。 

二、積極參與講座，增加對歐洲及其他地區高等教育政策、發展趨勢及

相關議題的了解。 

三、促進臺灣各校與世界各國高等教育機構之學術合作交流計畫。 

肆、 執行成果 

一、 聯合參展整體行程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事項 

9/12 
(一) 

建議抵達西班牙巴塞隆納 

9/13 
(二) 

15:00-17:00 Gran Via, Hall 7 臺灣團聯合場佈時間 

17:30-19:00 Hall 8.1, Level 1, Fira 大會活動_Opening Reception 

9/14 
(三) 

8:30-18:00 Gran Via, Hall 7 教育展 

10:00-11:00 SIT Booth #E44 教育部長官蒞臨 SIT Booth 

邀請全體與會代表團體合照 

11:00-12:30 Hall 6, Level 0, Fira 大會活動_Opening Plenary 

18:30-20:30 SKYFALL Taiwan Night 

9/15 
(四) 

8:30-18:00 Gran Via, Hall 7 教育展 

08:15 Gran Via, Hall 7 與會各校集合出發至 UPC 

08:20 發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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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事項 

09:00-12:00 UPC 臺灣西班牙高教交流會 

12:10 活動結束搭車返回展場 

10:30-12:00 Upper walkway, Level 1, Fira Poster 206 
Bilingual education in Taiwan: new driver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peaker: CHIA-MING HSUEH, Ming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4:30 On demand 

Virtual 

Session 08D 
On the path to a global mindset: developing 
21st century skills with educational 
innovations 
Chair: HSIAO-WEI YUA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9/16 
(五) 

8:30-12:00 Gran Via, Hall 7 教育展 

12:00-13:00 Hall 6, Level 0, Fira 大會活動_Closing Plenary 

12:00-12:30 Gran Via, Hall 7 撤場 

 

二、 Study in Taiwan 攤位 

111 年歐洲教育者年會由本會承租一 9Ｍ×6Ｍ，面積為 54M2 之攤位，攤位編

號 E44，配置採「2 校共用 1 會談桌」之方式進行設計。為延續「Study in Taiwan」

全球品牌形象一致性，確實傳遞臺灣整體意向，本次攤位設計將維持與本年美洲

教育者年會主視覺一致。攤位設計、位置及攤位桌次配置如下圖所示。 

  

2022 EAIE 臺灣攤位設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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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次 會談桌共用學校 

1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國立臺灣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 
國立東華大學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國立臺北大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3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清華大學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4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9/1 退展) 

臺北醫學大學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5 
長庚大學 
Chang Gung University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6 
國立成功大學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淡江大學 
Tamkang University 

7 
天主教輔仁大學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東海大學 
Tunghai University 

8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9 
國立中央大學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Study in Taiwan  

Booth # E44 

1 

2 

3 

4 

5 

6 

8 

7 

9 

Info 
De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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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EAIE 臺灣攤位位置及各校桌次 

 

 

【不使用會談桌學校】  

1. 中山醫學大學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2. 中國醫藥大學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Yuanpei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4. 弘光科技大學 Hungkuang University 

5.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6.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臺灣與會代表團體合影 臺灣攤位 

 

三、 參展學校名單 

No 機構/學校 單位 職稱 姓名 

1. 教育部  政務次長 劉孟奇 

2. 教育部 
國際及兩岸教育

司 
司長 李彥儀 

3. 教育部 
國際及兩岸教育

司 
科長 廖苡亘 

4. 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 科長 紀盈如 

5.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董事長 蘇慧貞 

6.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執行長 游慧光 

7.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高等專員 江瑞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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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專員 林思瑜 

9. 中國醫藥大學 國際事務處 處長 楊良友 

10. 中山醫學大學 國際事務處 主任 李亞欣 

11.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國際暨兩岸事務

處 
專案經理 盧奕瑾 

12. 國立中央大學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許協隆 

13. 國立中央大學 國際事務處 行政專員 宋糧如 

14. 國立中興大學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張嘉玲 

15. 國立中興大學 國際事務處 行政辦事員 鄭渝靜 

16. 國立成功大學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王筱雯 

17. 國立成功大學 國際事務處 執行秘書 黃子瑜 

18.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合作事務處 資深區域經理 蔡景雰 

19.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合作事務處 行政秘書 江伊玳 

20.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及兩岸事務

處 
蔡宗伯 組長 

2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及兩岸事務

處 
陳瀅劼 組員 

22. 國立東華大學 副校長室 
行政副校長暨 

國際事務處處長 
馬遠榮 

23. 國立東華大學 國際事務處  組長 翁胤哲 

24. 國立東華大學 國際事務處 副組長 劉力綺 

25. 國立清華大學 全球事務處 組長 林宗宏 

26. 國立清華大學 全球事務處 副管理師 林淑珍 

27. 國立清華大學 全球事務處 研究助理 鄭涵馨 

28.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際及兩岸事務

暨研究發展處 
處長 廖晨惠 

29. 國立臺北大學 國際事務處 
國際合作 

資深顧問 
韋岱思 

30. 國立臺北大學 國際事務處 行政專員 郭安琪 

3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研發處國際組 組長 林盈妤 

3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研發處國際組 助教 何心蕊 

33.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袁孝維 

34.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事務處 國際學生事務 林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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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員 

35.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事務處 國際合作專員 陳馨 

3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副校長室 副校長 宋曜廷 

3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際事務處 處長 劉以德 

3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際事務處 學生交流專員 林禹致 

39.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葉穎蓉 

40.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際事務處 行政專員 何岱霖 

41.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徐文祥 

42.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國際事務處 行政專員 賴如馨 

43. 天主教輔仁大學 

亞太大學交流會

(UMAP)臺灣國家

秘書處 

主任 唐維敏 

44. 弘光科技大學 校長室 校長 黃月桂 

45. 弘光科技大學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田其虎 

46. 東海大學 華語中心 主任 呂依蓉 

47. 東海大學 
國際暨兩岸 

合作處 
組員 蔡佾茹 

48. 淡江大學 
國際暨兩岸 

事務處 
國際長 葉劍木 

49. 臺北醫學大學 國際事務處 組長 劉梓儀 

50. 臺北醫學大學 國際事務處 專案經理 楊雅蓉 

51. 長庚大學 國際事務處 組長 鄧致剛 

52. 長庚大學 國際事務處 組員 宋奇築 

 

四、 臺灣之夜餐會 Taiwan Night 

為促進臺灣各校代表與全球高教夥伴會外交流機會，本會於

Skyfall Barcelona 舉辦臺灣之夜（Taiwan Night）交流餐會，現

場設有臺灣風味手搖飲攤，傳遞濃郁溫暖的臺灣味，與會人士交流

熱絡。 

➢ 餐會時間：9月 14日(三)18:30 至 20:30 

➢ 形式：Buffet Style 

➢ 地點：SKY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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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th floor, Hyatt Regency Barcelona Tower 

Avinguda de la Granvia de l’Hospitalet, 144, 

Barcelona, Spain, 08907 

➢ 出席：臺灣各校及其全球夥伴學校，總計逾 90人出席 (含 13

國近 40位外賓) 

➢ 流程： 

時間 活動流程 

18:10-18:30 入場 

18:30-18:35 司儀開場/歡迎各校出席餐會 

18:35-18:40 開幕致詞 

18:40-20:30 餐敘&校際交流 

20:30 餐會結束 

 

 

 

 

 

 

 

 

 

五、 臺灣西班牙高教交流會 

由本會與西班牙 Spanish Service for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Education (SEPIE)於加泰隆尼亞理工大學(The Universitat 

Politecnica de Catalunya. Barcelona Tech, UPC）共同舉辦首

次「臺灣-西班牙高教交流會」，臺西雙方近 50校與會。我國由教

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李彥儀司長、高教基金會蘇慧貞董事長代表

致開幕詞，並由游慧光執行長簡介臺灣高等教育特色及可能合作機

會，會中並安排臺西雙方學校一對一對談，以期拓展雙邊學研合

作。 

➢ 時間：9月 15日(四) 09:00 至 12:00 

➢ 地點：加泰隆尼亞理工大學 

Universitat Politècnica de Catalunya,Barcelona Tech- 

UPC 

C/ Jordi Girona, 1-3, 08034, Barcelona. Campus N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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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A3. Aula Màster 

➢ 出席：臺西雙方學校國際事務主管及同仁，雙方近 50校與會 

 

➢  

➢  

➢  

➢  

➢  

 

 

 

 

 

 

六、 臺灣講座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9/15(四) 10:30-12:00 
Upper walkway, 

Level 1, Fira 

Poster 206 
Bilingual education in Taiwan: new driver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peaker: CHIA-MING HSUEH, Ming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9/15(四) 14:30 
On demand 

Virtual 

Session 08D 
On the path to a global mindset: developing 21st 
century skills with educational inno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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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 HSIAO-WEI YUA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七、 共同文宣 

備有 SIT、華語及 Taiwan Booth Guide 等共同文宣 3 份，展期間於

整體推廣區發放。 

 

 

 

 

 

 

 
 
 
 
 
 
 
 
 
 
 
 

伍、 結語 

本次 EAIE 年會約有 90 國 6,300 人左右與會，與會國別多元，臺灣由教育

部劉孟奇政務次長率團，高教基金會統籌，計有 23 所大學校院，共計 53 位代

表聯合參展，行銷臺灣高等教育，拓展國際化多元合作。年會期間，高教基金

會以深耕多年臺灣高教品牌「Study in Taiwan」為主軸，以多元臺灣意象出發，

設置教育展攤位，展現臺灣高教國際合作動能。各校參展代表藉由展攤及講座

發表，向與會的各國代表，傳達臺灣優質的高等教育及各校的優勢學研領域，

展期間到訪臺灣館洽談合作的外賓絡繹不絕。 

Taiwan Booth Guide 

Study in Taiwan 文宣 學華語到臺灣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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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本次參展，於會後對參展校進行調查，以了解各校參展具體成果及整

體參展效益，整體而言，參展學校對於參與本屆歐洲教育者年會對該校姐妹校

關係之鞏固、國際合作機會之拓展等效益，有 8 成以上滿意度達非常滿意。 

 

 

 

 

 

 

 

 

 

 

 

 

 

 

 

 

 

 

 

 

 

另對年會期間與地主國高教機構辦理會外交流活動，以拓展合作機會，普遍表示

滿意。 

 

 

 

 

參與年會以鞏固學校與姊妹校關係 

參與年會提供學校拓展國際合作機會 

「  臺灣-西班牙高教交流會 」  整體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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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全球化趨勢之浪潮，世界各國教育間之合作及交流已成常態且形式多

元，為提升我國教育之國際化及全球競爭實力，加強和世界各國之專業教育人

員交流實有必要，一方面可掌握高等教育國際化之議題及趨勢，另一方面也有

助推展及行銷我國高等教育之亮點及學研量能，故建議持續鼓勵國內各大學參

與各年度之 EAIE 年會，期能透過與世界各大學之交流、溝通及互動，帶動國內

高等教育國際化，逐步提升我大學辦學之精緻性及卓越性，並藉由建構學術交

流網路，深化跨國跨域學術合作之成果。 

 

 

 

 

 

透過「臺灣-西班牙高教交流會」與西班牙學校有初步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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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法國高等教育 

線上圓桌會議成果報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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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臺灣—法國高等教育線上圓桌會議成果報告 

 

壹、 緣起與目的 

鑒於疫情期間對全球旅遊的限制因而暫緩辦理在臺灣舉辦的「第二屆臺法

大學校長論壇」，本會為延續我國與法國高教機構定期交流傳統、奠定未來學教

研對話之紮實互動基礎，承 2021 年辦理首屆臺法高等教育線上圓桌會議獲臺法

大學校院正向回饋，爰此，本會與法國在臺協會共同決議籌辦第二屆「2022 臺

法高等教育線上圓桌會議」，深化促進雙邊學門領域瞭解，蓬勃高教國際合作發

展與可能。 

貳、 執行方式與內容 

本會議以線上方式舉行並歷時兩小時，雙方聚焦「藝術及設計」、「影視傳

媒和動畫設計」兩大主題進行分組討論，分享各校推動藝術影視設計之碩果，

激盪未來籌組臺法藝術影視專業高教聯盟之可能，並為臺法兩國高教學府提供

專業與實務平台，更嘗試擴展藝術、設計及影視等雙方優勢領域對話，豐富兩

國未來學教研及實習合作之意願，期穩固高教前瞻創新、永續發展之理想與目

標。 

一、會議資訊如下： 

➢ 日期：111 年 4 月 29 日 

➢ 時間：臺灣時間下午 3 時至 5 時/法國時間上午 9 時至 11 時 

➢ 地點：線上 

二、會議主題：Taiwan-France Higher Education Online Roundtable 

72



三、議程： 

CET 

Time 

Taiwan 

Time 
Agenda 

Opening Remarks 

Moderator: Dr. Jérôme BOVE, Scientific and Academic Attaché of University Cooperation,  

French Office in Taipei 

9:00-

9:15 

15:00-

15:15 

• Ambassador François Chih-Chung Wu, Head of Taiwan's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France  

• Mr. Jean-François Casabonne-Masonnave, Director of French Office in Taipei  

  

Session I 

Focus: Fine arts, Design 

Moderator: Cédric Loire, Co-president,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gher Schools of Art 

(ANdÉ A) 

Session II 

Focus: Movie, Media, VR-XR 

Moderator: Chun-Chi Lin, Vice President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9:15-

10:45 

15:15-

16:45 

Speakers:  

• Ya-Tin Lin, Dean,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 Barbara Satre, Director/ Catherine Melin, 

Director of Studies/ Professor Frédéric 

Mathieu, Aix-en-Provence School of Art 

• Hung-Yi Chen, Dean,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 Aurélie Zita, Hea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School of Decorative Art 

• Tony Kuo, Vice President for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Affairs, Shih Chien 

University 

• Maria Moreira, International Project 

Development Officer/ Marina Baudry,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ficer, Saint-Etienne 

Higher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Speakers: 

• Raïssa Lahcine,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uis-Lumière National Higher 

School 

• Yi-Cheng Chiang, Dean,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 Petra Berber, Hea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ubika 

• Wen-Ying Liu, Dean,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hih Hsin University 

• Ellen Mir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nag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mage 

and Sound (3iS) 

• Albert Wei-Min Tang, Dean,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Closing Remarks 

Moderator: Professor Huey-Jen Jenny Su, Chairperson,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of Taiwan 

73



10:45-

11:00 

16:45-

17:00 

• Mr. David Kibler, Head of Culture, University Cooperation and Education of the French Office 

in Taipei  

• Dr. Nicole Yen-Yi Lee, Director General at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 strait 

Educ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參、 執行成果 

一、講者及與會機構/人數：57 間高教機構、76 人 (含講者) 

二、與會人員名單： 

教育部(1) 

1.  國際司 國合科 郭玲如 科長 

臺方大學校院(32) 

 
與會學校 

(依筆畫順序排列) 
與會單位 報名者 職稱 

2.  大葉大學 造形藝術學系 劉抒芳 助理教授 

3.  文藻外語大學 傳播藝術系 連俐俐 系主任 

4.  弘光科技大學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陳莞婷 專案人員 

5.  亞東科技大學 全球事務處 陳盈伶 副教授 

6.  亞東科技大學 工商業設計系 邱龍昌 助理教授 

7.  明志科技大學 國際事務處 李潔嵐 國際長 

8.  明志科技大學 國際事務處 劉怡君 行政專員 

9.  東南科技大學 創意產品設計系 陳右軍 助理教授 

10.  南華大學 國際及兩岸交流處 林純純  國際長 

11.  南臺科技大學 國際際兩岸事務處 林巧樺 組員 

12.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陳玉敏 助理教授 

1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研發處國際組 何心蕊 助教 

1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研發處國際組 邱奕嘉 計畫專員 

15.  國立成功大學 國際事務處國際關係組 蘇杏芬 副組長 

16.  國立成功大學 國際事務處 李菀君 國際關係經理 

17.  國立宜蘭大學 國際事務處 吳傲陽 約用行政 

18.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國際事務處 蕭婉馨 助理員 

19.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國際事務處 陳奕彣 約用組員 

20.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張嘉全 學生 

2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際事務處 范國光 副處長 

2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際事務處 劉曉儒 行政助理 

2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雅玲 主任/教授 

24.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國際事務處 彭國芳 國際交流組組長 

25.  國立嘉義大學 國際事務處 陳希宜 國際合作組組長 

26.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林宜箴 國際資深經理 

27.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事務處 陳馨 國際合作專員 

2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際事務處 陳怡君 行政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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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際事務處 王喬美 編審 

3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藝術學院設計學系 黃心健 教授 

3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系 侯鵬暉 教授 

32.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際事務處 何蕙如 行政幹事 

33.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際事務處 劉倩伶 專案助理 

34.  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郭雅秀 專任講師 

35.  華梵大學 國際兩岸事務處 邱玓萱  副主任 

36.  實踐大學 國際事務處 王展逸  執行秘書 

37.  臺北市立大學 國際事務處 林佳欣 專任助理 

38.  臺北海洋科技大學 國際暨兩岸交流中心 翁裴昕  主任 

39.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 舞蹈系 王淑菁 講師 

40.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 流行音樂系 何品達 
專案專任 

助理教授 

41.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系 林雅齡 副教授暨主任 

42.  輔仁大學 國際及兩岸教育處 朱沛怡  

43.  遠東科技大學 國際交流中心 唐荷婷  

44.  嶺東科技大學 國際事務處兩岸交流組 蔣裕祺 秘書兼助理教授 

其他(1) 

45.  外單位  顏財賜 副理 

 
法方大學校院(11) 

 與會學校 報名者 

46.  CampusArt Chamoreau Marie 

47.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Art de Dijon Pauline Dionne 

48.  Ecole supérieure d'art d'Avignon Bernard Muller 

49.  EESAB site de Brest Paul Cabon 

50.  Ensa Limoges Fabrice Cotinat 

51.  École supérieure d'art Annecy Alpes (ESAAA) Stéphane Sauzedde 

52.  ESAD Pyrénées Camille Bidau 

53.  Esad TALM Angers  Clovis Maillet 

54.  L’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arts de Paris-Cergy Yu-Wen Wang 

55.  La Fémis Aube Rabourdin 

56.  Les Beaux Arts de Marseille - INSEAMM Lucas Fouc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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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照片集錦： 

開幕致詞嘉賓合影 

 

閉幕致詞嘉賓合影 

 

講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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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語 

法國為我國長期重要之國際教育合作夥伴，臺法學術交流持續穩定且蓬勃

發展，第二屆臺法線上圓桌會議將活絡雙方未來藝術、設計及影視等領域之學

術合作意願及可能。本次會議由我國駐法國代表處吳志中大使，以及法國在臺

協會公孫孟大使揭開序幕。兩位代表均表示，推動雙邊高教合作為臺法長期之

共識，雙方深厚學研夥伴關係成果斐然。吳志忠大使更表示，臺灣高教品質及

優質形象深植法國人心，本次會議將續創雙方高教交流和合作新里程。公孫孟

大使特別強調，儘管新冠疫情限制雙方實體互動，本會議不僅提供兩國高教學

府專業與實務對話平台，豐富兩國未來學教研及實習合作之意願及可能，具拓

展嶄新合作契機之貢獻。 

本屆線上圓桌會議開啟臺法藝術、設計、影視學研機構之瞭解，促進雙邊

重點領域之交流、凝聚未來合作之共識。雙方期許在國際學術交流雙贏基礎

上，具體提升未來合作之廣度面向與實質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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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立陶宛高等教育 

線上論壇成果報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0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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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臺灣—立陶宛高等教育線上論壇成果報告 

 

壹、 緣起與目的 

鑒於疫情期間對全球旅遊的限制因而暫緩辦理在臺灣舉辦的「第二屆臺法

大學校長論壇」，本會為延續我國與法國高教機構定期交流傳統、奠定未來學教

研對話之紮實互動基礎，承 2021 年辦理首屆臺法高等教育線上圓桌會議獲臺法

大學校院正向回饋，爰此，本會與法國在臺協會共同決議籌辦第二屆「2022 臺

法高等教育線上圓桌會議」，深化促進雙邊學門領域瞭解，蓬勃高教國際合作發

展與可能。 

貳、 執行方式與內容 

本會議以線上方式舉行並歷時兩小時，雙方聚焦兩國大學校院高教合作之

未來契機與優先項目為主軸（The possibilities and priorities for future 

collaborations in Taiwanese and Lithuanian universities），由兩國講者分享實務經

驗與創新模式。 

 

一、會議資訊如下： 

➢ 日期：111年 5月 27日 

➢ 時間：臺灣時間下午 2 時至 4 時/立陶宛時間上午 9 時至 11 時 

➢ 地點：線上 

二、會議主題：The possibilities and priorities for future collaborations in 

Taiwanese and Lithuania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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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議程： 

Time Program 

Opening Remarks 

14:00-14:10 (TW Time) /  

09:00-09:10 (LT Time) 

⚫ Dr. Agnė Kudarauskienė, Vice-Minister,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Sport, Lithuania 

⚫ Dr. Mon-Chi Lio, Political Deputy Minister,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wan 

Signing Ceremony 

14:10-14:20 (TW Time) /  

09:10-09:20 (LT Time) 

⚫ Prof. Huey-Jen Su, Chairperson,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of Taiwan 

⚫ Prof. Rimvydas Petrauskas, President, Lithuanian University Rectors' 

Conference 

14:20-14:25 (TW Time) /  

09:20-09:25 (LT Time) 
Photo of the Representatives (with MoU) / Group Photo 

Keynote Speech 

Moderator: Prof. Diana Rėklaitienė, Vice President, Lithuanian University Rectors' Conference  

14:25-14:50 (TW Time) /  

09:25-09:50 (LT Time) 

⚫ “Education in Taiwan” 

Dr. Nicole Yen-Yi Lee, Director General,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Educ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wan 

⚫ “Overview of the mutual funds for scientific cooperation between Latvia, 

Lithuania and Taiwan” 

Ms. Kornelija Bacvinkienė, Programme Coordinator, Research Council of 

Lithuania 

Panel Session 

Moderator: Prof. Mei-Hua Chen, President,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14:50-15:50 (TW Time) /  

09:50-10:50 (LT Time) 

⚫ “Interdisciplinarity, cooperation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the main pillars of 

today’s universities” 

Prof. Juozas Augutis, Rector, Vytautas Magnus University 

⚫ “Opportunities in Taiwan-Lithuania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Prof. Ying-Yao Cheng, President,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from governance to research & 

studies, from coordination to co-creation” 

Prof. Inga Žalėnienė, Rector, Mykolas Romeris University 

⚫ “Paradigm Shift in International Student Recruiting” 

Prof. Jia-Yush Yen, Presid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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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ing Remarks 

15:50-16:00 (TW Time) /  

10:50-11:00 (LT Time) 

⚫ Prof. Rimvydas Petrauskas, President, Lithuanian University Rectors' 

Conference 

⚫ Prof. Huey-Jen Su, Chairperson,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of Taiwan 

 

參、 執行成果 

一、講者及與會機構/人數：43 間高教機構、75 人 (含講者) 

二、與會人員名單： 

臺方與會代表(50) 

教育部(3) 

1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n-Chi Lio 
Political Deputy 

Minister 

2 Ministry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

strait Education 

Nicole Yen-Yi Lee Director General 

3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Poland 

Education Division in 

Poland and Baltic 

Countries 

Lika Liu Education Secretary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2) 

4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of Taiwan 

  Huey-Jen Jenny Su Chairperson 

5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of Taiwan 

  Mei-Fen Chen CEO 

 學校代表(45) 

 與會學校/單位 與會單位 與會者 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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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heng Shiu University 
Vice Presidents/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huenn-Ren Cheng Vice President & Dean 

7 Cheng Shiu Universit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Wu-Te Ko Vice Dean 

8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Office of Global Affairs Liang-Yo Yang Dean 

9 Hungkuang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Office Tiger Tien Dean 

10 I-Shou Universit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Office 
Lycia Hanny 

Administrative 

Coordinator  

11 I-Shou Universit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Office 
Tai-Chi Wu 

Dean of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Office 

12 I-Shou Universit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Office 
Wen-Shen Huang 

Director of Global 

Mobility Center 

13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Fa-Kuen Shieh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14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rles Lin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15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indy Su Deputy Director 

16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Overseas Recruitment 

and Admission,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Melody Tseng Manager 

17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hirley Liang Deputy Director 

18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in-Hua Wu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19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Affairs 
Chong-Chuo Chang D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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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ia-Lin Chang 

Vice President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21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President Office Fuh-Sheng Shieu President 

22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Yun-Ju Chen 

Director, Division of 

Academic Exchange 

23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fice 
Chih-Wei Liu Director 

24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Yin-Che Weng 

Direct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ivision 

25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Affairs, 

assistant professor 

Jo-Yu Wang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Affairs 

26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Wendy Hsiao Assistant 

27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Yawteng Tseng 

Dean of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8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Pomin Li Dean 

29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ih-Wen Kuo 

Vice President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30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anya Hsu Director 

31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Ying-Yao Cheng President 

32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Affairs /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ric Chu Dean 

33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Chi Kuo Project Manager 

34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ection 

Niki Chen Project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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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ijs Velema 

Associate Professor & 

Senior Consultant for 

Academic Cooperation 

36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Vice President Office Thomas C-K Yang Vice President  

37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un-Chi Lin 

Vice President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38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Robbin Yen-Kuang 

Lin 
Director 

39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Fiona Lo 

Global Engagement 

Manager 

40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Jia-Yush Yen President 

41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Ying-Jung Yeh Dean 

42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Office of Global Affairs Ta-Jen Yen 
Vice President for 

Global Affairs 

43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Hsing-Hao Wu 

Dean of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4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Office of the Vice 

President /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hun-Hua Wei Senior Vice President 

45 Providence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Office Kelly Chiu 
Director of Academic 

Exchange Affairs 

46 Providence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office Philip Lin 
Dean of International 

Affair 

47 Tamkang Universit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Affairs 
Kao-Cheng Wang 

Vice President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48 Tunghai Universit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race Lu 

Deputy Chief 

International Officer 

49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Mei-Hua Chen President 

50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YuJane Chen D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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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與會代表(25) 

立陶宛教育科學及體育部(1) 

1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Sport 
 

Dr. Agnė 

Kudarauskienė 
Vice-Minister 

學校代表(24) 

 與會學校/單位 與會單位 與會者 職稱 

2 
ISM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Rector's Office Dalius Misiunas Rector 

3 
Kauna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Rector's Office Jonas Čeponis Vice-Rector for Studies 

4 LCC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Academics Avital Agafonova 
Director of 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 

5 
Lithuanian Academy of Music 

and Theatr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fice 
Rima Rimšaitė 

Hea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fice 

6 Lithuanian Sports University Rectorate Diana Reklaitiene Rector 

7 Lithuanian Sports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fice 
Irena Cikotiene Head 

8 Lithuanian Sports University Study Department Jurate Pozeriene Vice-Rector 

9 
Lithuanian University of Health 

Scienc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tudy Centre 
Alvidas Šarlauskas Vice-Dean 

10 
Lithuanian University of Health 

Sciences 
Rectorate Kestutis Petrikonis Vice-Rector for studies 

11 
Lithuanian University of Health 

Sciences 
Rectorate Rimantas Benetis Rector 

12 Mykolas Romeris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office 
Audra Dargytė 

Burokienė 

Head of International 

Office 

13 Mykolas Romeris University Rectorate Inga Žalėnienė Rector 

14 Mykolas Romeris University 
Community Wellbeing 

Center 
Nomeda Gudelienė 

Advisor to Deputy-

Rector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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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Research Council of Lithuania 
International Programmes 

Unit 

Kornelija 

Bacvinkienė 
Programme Coordinator 

16 Vilnius Academy of Art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fice 
Lina Košeleva Head of IO 

17 
Vilnius Gediminas Technical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fice 
Erika Danienė 

Erasmus+ Institutional 

Coordinator;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versity 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Lithuanian 

University Rectors' 

Conference 

18 
Vilnius Gediminas Technical 

University 
Central administration Romualdas Kliukas Rector 

19 
Vilnius Gediminas Technical 

University - VILNIUS TECH 
Central administration Adas Meškėnas 

Vice-Rector for Strategic 

Partnrship 

20 Vilnius University Rector Office 
Rimvydas 

Petrauskas 
Rector 

21 Vytautas Magnus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epartment 
Ilona Kazlauskaite Director 

22 Vytautas Magnus University Rectorate office Juozas Augutis Rector 

23 Vytautas Magnus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epartment 
Vaidas Daciola 

Head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Marketing Unit 

24 Vytautas Magnus University Rector’s Council Vilma Bijeikiene 
Vice-Rector for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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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照片集錦 

 

 

 

簽約儀式合影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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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語 

首屆臺立陶宛高教論壇成功為雙方搭建高層對話互動平台，並為拓展跨國

高等教育新合作展新頁，我國教育部劉孟奇政務次長、以及立陶宛教育科學及

體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Sport）Dr. Agnė Kudarauskienė 副部

長均表示，促進臺立高教合作為雙方的共識及首要任務，期望持續建立教育文

化之深厚夥伴關係，共創雙贏局面。我國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李彥儀司

長，就臺灣整體高教環境、政策、與重點教育推展項目進行專題演講，以增進

立陶宛教育部門主管與大學校院首長對我國高等教育之瞭解。立陶宛則由立陶

宛國家研究委員會跨國合作計畫處 Ms. Kornelija Bacvinkienė，詳實剖析兩國未

來高教科研領域合作項目之可能性及展望。  

本論壇以「臺灣與立陶宛大學校院高教合作之未來契機與優先項目」（The 

possibilities and priorities for future collaborations in Taiwanese and Lithuanian 

universities）為主題，講者分別就跨國合作、人才吸引、大學社會責任與高教

永續發展等面向，分享實務經驗與創新模式。會議歷時兩小時，雙方均認同深

化兩國高等教育合作夥伴關係之重要性，並期待臺灣與立陶宛未來高教創新與

科研領域永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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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美國高等教育對話 

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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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臺灣—美國高等教育對話成果報告 

 

壹、 緣起與目的 

為配合 111 年度美洲教育者年會於美國丹佛舉辦，本會將於 6 月 1 日假

Grand Hyatt Denver 舉辦「臺灣─美國高等教育對話」，並配合推動我 2030 雙

語國家政策，雙方同意以「臺美教育倡議」為專題演講主題，以擴大雙方教育

合作計畫，尤以推廣來臺學習華語及我華語教學佈局全球，並期待臺灣成為外

國人學習華語首選國家，為此展開 1 小時臺美教育領袖間對話，分享雙方現階

段執行成果及未來擬合作之內涵，期促進臺美與會大學校院夥伴的鏈結，增加

臺美雙方教育交流，並豐富教育者年會活動。 

貳、 執行方式與內容 

雙方「臺美教育倡議」為專題演講主題進行高層對話，我方由教育部國際

及兩岸教育司李司長彥儀代表，分享自 2020 年和美方簽訂臺美教育倡議合約

後，推動教育交流之碩果；美方由國務院教育與文化事務局副助理國務卿 Ethan 

Rosenzweig 代表，雙方承諾將持續深化國際教育合作的承諾，並著重在英語和

華語語言教育兩大領域，期未來為兩國帶來雙贏局面。 

一、 會議資訊如下： 

➢ 日期：111 年 6 月 1 日 星期三 

➢ 時間：美西時間下午 4 時至 5 時 

➢ 地點：科羅拉多州丹佛市 

二、 會議主題：Taiwan-U.S. Education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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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議程： 

 

參、 執行成果 

一、講者及與會機構/人數：43 間高教機構、60 人 (含講者) 

二、與會人員名單： 

教育部(3) 

 機構/與會學校 單位 與會者 職稱 

2.  教育部  劉孟奇 政務次長 

3.  教育部 國際司 李彥儀 司長 

4.  教育部 國際司華語科 廖苡亘 科長 

僑務委員會(1) 

5.  僑務委員會 僑教處 陳柏琴 視察 

訪團學校代表(5) 

6.  國立成功大學  蘇慧貞 校長 

7.  國立東華大學  趙涵㨗 校長 

8.  國立臺灣大學  周家蓓 副校長 

9.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鄭子豪 副校長 

10.  臺北醫學大學  吳介信 副校長 

美國在臺協會(2) 

11.  美國在臺協會 文化新聞組 蘇戴娜 組長 

12.  美國在臺協會 資深教育文化政策 謝一華 研究員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4) 

Time Program 

16:00-

17:00 

專題演講：臺美教育倡議 

Keynote Speech: Taiwan-U.S. Education Initiative 

• Moderator: Prof. Huey-Jen Su, Chairperson,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of Taiwan, Taiwan 

• Dr. Yen-Yi Lee, Director General,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Educ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wan 

• Ethan Rosenzweig,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Academic Programs, 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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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高教基金會  陳美芬 執行長 

14.  高教基金會  吳昕珩 高等專員 

15.  高教基金會  江瑞婷 高等專員 

16.  高教基金會  歐陽萱 專員 

學術交流基金會(1) 

17.  學術交流基金會  那原道 執行長 

駐外館處(6) 

18.  駐丹佛辦事處  黃世昌  處長 

19.  駐丹佛辦事處 教育組 楊淑雅 組長 

20.  駐丹佛辦事處 教育組 鍾慧 雇員 

21.  駐波士頓代表處 教育組 黃薳玉 組長 

22.  駐紐約代表處 教育組 楊敏玲 組長 

23.  駐舊金山代表處 教育組 周慧宜 組長 

桃園市政府(7) 

24.  桃園市政府  高安邦 副市長 

25.  桃園市政府 秘書處 張惟翔 專門委員 

26.  桃園市政府 秘書處 張婷羽 科員 

27.  桃園市政府 教育局 林淑芬 專門委員 

28.  桃園市政府 教育局 湯惠玲 科長  

29.  桃園市政府 教育局 蕭如評 科員 

30.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中

等學校 
國際事務部 蔡青妤 主任  

臺方大學校院(11) 

 
與會學校 

(依筆畫順序排列) 
與會單位 報名者 職稱 

31.  淡江大學 國際處 陳小雀 國際長 

32.  長庚大學 國際處 張華玲 執行長 

33.  國立中央大學 國際處 謝發坤 副國際長 

34.  國立中興大學 國際處 陳韻如 學術交流組組長 

35.  國立成功大學 校長室 黃姿儀 秘書 

36.  國立東華大學 副校長室/國際事務處 馬遠榮 
行政副校長暨 

國際事務處處長 

37.  國立政治大學 國合處 林美香 國合長 

38.  國立清華大學 全球處 陳安琪 專案助理 

39.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

展處 
朱海成 處長 

40.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處 郭又瑄 國際合作專員 

41.  
學術交流基金會/臺美

高教聯盟 
 張大鏞 公關事務高級專員 

美國國務院(3) 

42.  國務院 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局 
Ms. Camille 

Dawson 
副助理國務卿 

43.  國務院 教育與文化事務局 
Mr. Ethan 

Rosenzweig 
副助理國務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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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國務院 教育與文化事務局 Ms. Heather Parker 官員 

美方大學校院&機構(17) 

45.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

總署 
 Wen Wei Liao 

Senior Research 

Associate 

46.  
Colorado School of 

Mines 
 Feng Chi, Hsu Research Associate 

47.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Division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 

Global Studies 

Hans Stockton Dean 

48.  
University of Colorado, 

Denver 
 

I-hao Woo  

(伍逸豪) 

Assistant Professor & 

Director of Chinese 

Studies 

49.  
University at Buffalo, 

SUNY 
 Joseph Hindrawan 

Associate Vice Provost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50.  
Foothill and De Anza 

Colleges 
 Marilyn Cheung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Recruitment and 

Partner Relations 

51.  
Northern Kentucky 

University 
 François Le Roy Executive Director 

52.  Saint Mary's College 
Center for Women's 

Intercultural Leadership 
Alice S. Yang 

Director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53.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Michelle F. HONG 

Assistant to the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54.  
University of Colorado 

Denver 
 Alana Jones 

Interim Vice 

Provost/Senior Vice 

Chancellor for Student 

Success 

55.  
University of Northern 

Kentucky 

Center for Global 

Engagement & 

International Affairs 

FRANÇ OIS LE 

ROY 
Executive Director 

56.  
University of 

Wyoming 
Education Abroad Shelley Jewell Director 

57.  密西根州立大學  Jennifer Wargo 副主任 

58.  奧本大學  
Andrew R. 

Gillespie 
國際事務副教務長 

59.  新澤西州立大學  Ann Liberona 
Assistant Director for 

Exchange Programs 

60.  密西西比學院  Keith Elder 教務長 

61.  朱尼亞塔學院  王為中 副教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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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照片集錦： 

貴賓合影 

 

右一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蘇慧貞董事長、右二 美國在台協會文化新聞組蘇

戴娜(Diane Sovereign)組長、右三 美國國務院教育與文化事務局 Mr. Ethan Rosenzweig 副

助卿、中間 教育部劉孟奇政務次長、左三 教育部國際司李彥儀司長、左二 桃園市

高安邦副市長、左一 國立臺灣大學周家蓓副校長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李彥儀司長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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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院教育與文化事務局 Mr. Ethan Rosenzweig 副助卿分享 

 

主持人&講者對談 

 

與會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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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語 

美國為我國長期重要國際教育合作之夥伴，藉臺美學術交流蓬勃發展之

際，本次臺美高教對話建構於我國如何擴大與美國高等教育語言交流機會和基

礎，並分享臺美教育倡議之合作現況和成果，穩固臺美高教夥伴關係。  

本次會議匯聚臺美兩國 43 個高教機構、共 60 人與會，我國教育部國際司

李彥儀司長及美國國務院教育與文化事務局 Mr. Ethan Rosenzweig 副助卿，針

對兩國深化高教合作和交流之策略進行對話、分享，現場討論互動熱絡。雙方

期許在國際學術交流雙贏基礎上，具體提升未來合作之實質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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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波蘭高等教育論壇 

成果報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0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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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臺灣—波蘭高教論壇成果報告 

 

壹、 緣起與目的 

近年來臺灣和波蘭在科學及高等教育領域合作交流日益密切，為深化兩國

雙邊高等教育機構學術交流及教研合作，包括提升及擴大臺灣與波蘭在大學

生、博士後學人、學者，以及科學與教育機構間交流與合作；鼓勵及協助至對

方國家就學、從事研究、參與研討會及其他科學暨高等教育相關活動；並宣傳

兩國獎學金計畫，以及臺灣與波蘭語言教師選送教學等。因此，財團法人高等

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與波蘭學術交流總署(National Agency for Academic 

Exchange)於本（111）年 9 月 16 日共同舉辦首屆「臺灣波蘭高等教育論壇」，

開啟兩國高層學研交流對話，深化雙方大學校院夥伴關係，盼奠定未來合作展

望之基石。 

貳、 執行方式與內容 

本會議假波蘭華沙斯塔西茨宮(Staszic Palace)，雙方針對兩國大學校院高教

於後疫情時代之未來學研合作項目為主軸（The possibilities and priorities for 

future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collabor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Poland in the 

post Covid-19 era），由雙方講者分享實務經驗與創新模式。我方出席校院代表包

括國立中央大學周景揚校長、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董事長暨國立

成功大學蘇慧貞校長、國立東華大學馬遠榮副校長、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唐震寰

副校長、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顏家鈺校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宋曜廷副校長及臺

北醫學大學吳介信副校長，共 7 所大學校院代表；波方為西里西亞醫學大學校

長 Tomasz Szczepański、波茲南理工大學副校長 Paweł Śniatała、波蘭大學校長會

議主席 Arkadiusz Mężyk、波蘭國家研究發展中心首席專家 Konrad Kosecki、波蘭

國家科學中心副主任 Dr. Marcin Liana 及 Lukasiewicz 中心副主任 Jakub Kaczmar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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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依校名筆劃排序）堅強陣容。論壇歷時四小時，討論熱絡，雙方均認為建

構學術合作夥伴關係之重要性，期雙方永續發展之理想與目標。 

一、會議資訊如下： 

➢ 日期：111 年 9 月 16 日 

➢ 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2 時 

➢ 地點：波蘭華沙 

二、會議主題：The possibilities and priorities for future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collabor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Poland in the post Covid-

19 era 

三、議程： 

Time Program 

Opening Remarks  

9:00-9:20 

 

⚫ Prof. dr hab. Jerzy Duszyński, President,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 Dr. Mon-Chi Lio, Political Deputy Minister,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wan  

⚫ Dr Dawid Kostecki, Director General, Polish National Agency for Academic Exchange  

⚫ Amb. Bob L. J. Chen, Representative and Head of Office,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Poland 

⚫ Cyryl Kozaczewski, Director of the Polish Office in Taipei (video) 

Panel Session 1 

Moderator: Prof. Huey-Jen Jenny Su, Chairperson,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of Taiwan, and President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Focus: University governance during Covid-19, the higher education collabor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Poland 

9:20-10:50 

⚫ Dr. Yao-Ting Sung,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Prof. dr hab. n. med. Tomasz Szczepański, Rector, Medical University of Silesia 

⚫ Prof. Chieh-Hsi Wu, Vice President,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 Dr hab. inż. Paweł Śniatała, Vice Rector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z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Dr. Yuan-Ron Ma, Vice President for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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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1:20 Networking Refreshments  

Panel Session 2 

Moderator: Piotr Serafin, Polish National Agency for Academic Exchange  

Focus: Scientific and research collabor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Poland 

11:20-12:50 

⚫ Dr. Jing-Yang Jou, President,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 Jakub Kaczmarski, Deputy Director of th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Department, 

Łukasiewicz Center 

⚫ Prof. Jia-Yush Yen, Presid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Dr. Marcin Liana, Deputy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enter 

⚫ Prof. Jenn-Hwan Tarng, Senior Vice President,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 Konrad Kosecki, Chief Expert, Akces National Centre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Ltd. 

Closing Remarks 

12:50-13:00 

⚫ Prof. Arkadiusz Mężyk, President of the Conference of Rectors of Academic Schools 

in Poland, and Rector, Siles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Prof. Huey-Jen Jenny Su, Chairperson,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of Taiwan, and President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13:00-14:00 Lunch Networking 

14:00-15:00 Meeting with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 Round Table Hall, Staszic Palace 

15:30-16:30 Meeting with NAWA @ NAWA 

 

參、 執行成果 

一、講者及與會機構/人數：33 間高教機構/官方、60 人 (含講者) 

二、論壇與會人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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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方代表(19) 

官方代表(7) 

1 教育部 劉孟奇 政務次長 

2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李彥儀 司長 

3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華語科 廖苡亘 科長 

4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紀盈如 科長 

5 駐波蘭代表處 陳龍錦 大使 

6 駐波蘭代表處教育組 陳美芬 教育參事兼組長 

7 駐波蘭代表處公共關係組 胡韻芳 組長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4) 

8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蘇慧貞 董事長 

9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游慧光 執行長 

10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胡睿宸 高等專員 

11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歐陽萱 專員 

 學校代表(8) 

12 國立中央大學 周景揚 校長 

13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顏家鈺 校長 

1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宋曜廷 副校長 

15 國立東華大學 馬遠榮 行政副校長 

16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唐震寰 副校長 

17 臺北醫學大學 吳介信 副校長 

18 國立成功大學國際事務處 王筱雯 國際長 

19 國立成功大學國際事務處 黃子瑜 執行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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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方與會代表(41) 

波蘭國家學術交流總署(4) 

1 
Polish National Agency for 

Academic Exchange 
 Dr Dawid Kostecki Director General 

2 
Polish National Agency for 

Academic Exchange 

Department of Bilateral 

Exchange 
Anna Wisniewska Director 

3 
Polish National Agency for 

Academic Exchange 

Department of 

Cooperation 

Milena Bodych 

Biernacka 
Senior Specialist 

4 
Polish National Agency for 

Academic Exchange 

Department of 

Programmes for Scientists 
Piotr Serafin  

波方與會代表(37) 

 與會學校/單位 與會單位 與會者 職稱 

5 Medical University of Silesia  
Prof. dr hab. n. med. 

Tomasz Szczepański 
Rector 

6 
Poz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r hab. inż. Paweł 

Śniatała 

Vice Rector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7 

Akces National Centre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Ltd. 

 Konrad Kosecki Chief Expert 

8 Collegium Civitas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Promotion 

Maciej Krzyczkowski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Promotion 

9 Collegium Civitas  
Dr  Katarzyna 

Klimowicz 
Vice Rector 

10 
Warsaw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aculty of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Jacek Z. Karczewski 

 

11 
Warsaw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atrycja Kluź 

 

12 
Warsaw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artosz Janaszek 

 

13 University of Warsaw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and Political Studies 

Licencjat Paulina Ewa 

Piątkows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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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University of Warsaw 
Faculty of Law and 

Administration 
Dr. Paweł Banaś  

15 University of Warsaw  Dr Anna Sadecka  

16 Gdynia Maritime University  Anna  Pawlak Project Specialist 

17 
IDEAS National Centre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Grazyna Zebrowska 

1.Member of the Board 

2.Former Director 

General of NAWA 

18 
IDEAS National Centre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gata Bader 

Coordinator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licja Weremiuk  

20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Professor Jerzy 

Duszyński 
President 

21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Organic 

Chemistry 

Dr. Przemysław 

Gaweł 
 

22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Dr. hab. Małgorzata 

Szyszkowska 
Director  

23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Technological Research 
Grażyna Omarska 

Director’s 

Representative for 

Research Funds 

24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Mgr Vitalii Suprun  

25 Łukasiewicz 

Institute of 

Microelectronics and 

Photonics 

Dr. Piotr Cywiński 
Head of Sales and 

Commercialization 

26 Łukasiewicz 

Institute of 

Microelectronics and 

Photonics 

dr hab. inż. Anna 

Szerling 
Head of Research Group 

27 Łukasiewicz Center  Dr. Marcin Kraska  

28 Łukasiewicz Center  
Dr inż. Jakub 

Kaczmarski 
Deputy Director 

29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public of Poland 
 

Mgr Łukasz 

Weremiuk 
Counsel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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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National Centre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aulina Puchalska  

31 
National Centre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zary  Błaszczyk  

32 National Science Centre  PhD Marcin Liana Deputy Director 

33 
Nicolaus Copernicus 

University in Toruń 
 

mgr Małgorzata 

Błaszczak 
 

34 
Polish-Japanese Academ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gr Eliza Lipińska  

35 
Poznan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s 
 

dr hab. n. 

med.Justyna Opydo-

Szymaczek 

Associate Dean for 

Dentistry Program 

36 
The Jan Matejko Academy of 

Fine Arts in Kraków 
 

dr hab. Bartłomiej 

Struzik 
Vice Rector 

37 
The Jan Matejko Academy of 

Fine Arts in Kraków 
 

magister Aldona 

Michalik 
 

38 
The Maria Grzegorzewska 

University 
 

Prof. dr Anna 

Odrowaz-Coates 

Vice-Rector for 

Development 

39 University of Opole  
Prof Stankomir 

Nicieja 
 

40 
Wroclaw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Dr Szymon Mazurek  

41 
Warsaw University of Life 

Sciences 
 

PhD, DSc Marta 

Mendel 

Vice-Rector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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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照片集錦： 

開幕致詞貴賓合影 

 

專題座談(一) 與會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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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波高教論壇大合照 
 

拜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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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語 

臺灣和波蘭皆肯定民主、自由和人權等普世價值，彼此擁有深厚友誼，首

屆臺灣波蘭高教論壇成功開啟兩國學研合作之高層對話，雙方與會代表皆盼藉

此探詢學研交流機會，鑿啟兩國高教合作共識。本屆論壇聚焦「疫情期間大學

院校治理經驗暨臺波高教合作機會」、「雙邊科研合作及推動」兩大主題，講者

 

拜會波蘭國家學術交流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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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采分享各校疫情期間之防疫舉措、大學治理之實踐經驗，以及跨國科研計畫

和互動交流。 

除論壇外，我教育部劉孟奇政務次長更率臺灣 7 所大學校長及副校長拜會

科學院院長 Jerzy Duszyński、波蘭國家學術交流總署署長 Dawid Kostecki 研商

高教合作項目包括鼓勵學生移動、短期進修和獎學金宣傳等，雙方也承諾將持

續推展兩國高教和科研合作與人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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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大學校院國際事務主管交流

會議成果報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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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全國大學校院國際事務主管交流會議成果報告 

 

一、緣起與目的 

本會自 98年度起每年定期舉辦 2至 3場國際長交流會，由本會提供平

台，供各校國際長討論及分享各校國際化之經驗。期望透過交流會，逐漸累

積國內學校高等教育國際化之經驗，建立高等教育國際化專業社群，做為政

府在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之重要參考。歷屆討論過的主題包含：東南亞整合

性招生策略、國際教育制度認證與接軌、中國大陸學術交流與開拓、國際化

校園精進措施、臺灣高等教育國際化之境外招生策略等。 

自 101年開始，各場次專題演講及座談部分，除邀請臺灣各大專院校分

享經驗外，亦邀請海外知名教育機構之主管來台分享該國在推展校園國際化

之相關經驗，如歐洲教育者年會主席、丹麥哥本哈根大學校長、香港大學副

校長、新加坡招生部主任、英國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副校長等。 

二、執行方式 

 
111 年全國大學校院國際事務主管交流會議大合照 

本會於 2022年 12月 2日（五）於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舉辦「111 年

全國大學校院國際事務主管交流會議」。本次會議特別邀請美國在臺協會

(AIT)文化新聞組蘇戴娜組長以「大趨勢 Megatrends: Shaping Education 

2023」為題進行專題演講，以宏觀的角度深入探討當代社會變遷與國際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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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教育的視角進一步分析大趨勢對高等教育發展的影響。 

本次會議規劃 3場專題座談，主題分別為「後疫情時代的國際夥伴與拓

生策略」、「大學國際化的創新作為」及「跨國跨校研究合作與人才培育」；

各場次分別由國立政治大學國際合作事務處湯京平國合長、淡江大學國際暨

兩岸事務處葉劍木國際長、國立東華大學行政副校長兼國際長馬遠榮主持各

場次，各校國際事務主管擔任講者進行經驗分享，探討如何透過教育展、學

者互訪等多元策略及創新思維拓展合作契機，以及如何與學術單位攜手合作，

透過雙聯學位或特色學程，針對不同國家及區域學校特性，發展研究亮點及

深化雙邊交流。 

 
美國在臺協會文化新聞組蘇戴娜組長進行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方面，邀請美國在臺協會(AIT)文化新聞組蘇戴娜組長以「大

趨勢 Megatrends: Shaping Education 2023」為題進行演說，蘇戴娜組長

以 2023年大趨勢作為切入點，分別為全球經濟重心移轉、人口移動與社會

變遷、氣候危機、快速城市化、數位影響力、科技突破等六大面向進行分析，

其中說明生育率下降也影響教育面向，如小班制、師生比等。未來隨著社會

多樣性的增加，多元文化互動越來越重要，教育將是促進並理解不同文化觀

點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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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座談 1「後疫情時代的國際夥伴與拓生策略」主持人及講者合照 

專題座談 1主題為「後疫情時代的國際夥伴與拓生策略」，邀請招生及國

際夥伴成效卓越的學校分享在後疫情時代之招生及國際合作策略。國立成功

大學分享，儘管目前鼓勵跨領域、跨文化的合作，也促進以創新的思維面對

全球議題；同時也鼓勵年輕世代做出改變，並賦予年輕學者發展新的聯繫，

並有平台可以展現年輕學者展現研究成果。銘傳大學分享私校作法與一般學

校的不同，目前穩定學校國際化的運作，未來重點在開發國際學生來源、鞏

固現有交流學校情誼、開闢交換教師的機會，並積極邀請海外教授來台授課。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則是以國際化及就業力兩大品牌優勢打造外籍白領在地

化；從想要招收甚麼樣的學生進行思考，進而思考招收方式；而與夥伴學校

可以進一步討論實驗室實習、企業實習及多元入學等方式；與企業建立合作

關係，打開臺灣高教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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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座談 2「大學國際化的創新作為」主持人及講者合照 

專題座談 2主題為「大學國際化的創新作為」。邀請不同體系大學分享

國際化經驗。國立清華大學分享國際化的模式為在地國際化，透過學生交換

促進校園國際化。並提出七點推廣及深化國際化：1.成立院級國際化辦公室

2.推動國際招生宣傳 3.廣開英語課程 4.豐富網頁英文資訊 5.鏈結國際學術

組織、辦理研討會 6.拓展海內外實習機會 7.開辦境外課程。臺北醫學大學

以國際化的永續經營面向進行分享，建置國際化友善校園、設定行政實務國

際化具體目標、拓展國際移動與文化理解場域。逢甲大學以四大面向進行創

新國際化經驗分享：聚焦國際交流及合作、優化多元文化共學校園、境外生

友善環境、落實國際生學習及生活輔導。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以推動跨國聯盟

協作為主，以臺德、臺日、臺法等聯盟為主軸，加深加廣國際合作整合校內

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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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座談 3「跨國跨校研究合作與人才培育」主持人及講者合照 

專題座談 3主題為「跨國跨校研究合作與人才培育」，分別邀請國立臺

灣大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及中國醫藥大學進行分享。國立臺灣大學分享重

點姊妹校計畫及國際合作種子計畫以培育跨國跨校研究合作人才，透過校級

活動建立連結、透過經費及行政支持，協助重點計畫持續發展、建立長久及

穩定的點對點合作關係，並逐步擴大。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則分享，碩博士雙

聯學位為兼顧國際合作研究與人才培育多贏方案，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際

半導體展業學院為例，100%全英語授課、50%博士生來自境外、35%師資延攬

國際學者，同時 65%研究經費來自業界，同時陽明交大與印度、越南、比利

時、法國、馬來西亞等國家皆有雙聯學位合作。中國醫藥大學著重國際論文

合作，並積極於世界頂尖百大 20所大學結盟，並且與新加坡、日本、韓國、

德國及美國等國家大學有密切合作，透過交換學生機制，薦送學生到世界一

流大學培育人才。此次共有81所大學校院約 123名國內國際事務主管參與，

針對國際事務相關議題進行討論，達到資訊交流分享的豐碩成果。 

 

三、執行成果 

會議與會者分布國立大學體系佔 22%、私立大學佔 33%、國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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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 9%及私立科技大學佔 36%。與會者對於會議整體滿意度達 100%，而個別

專題座談的滿意度平均達 92%以上。 

 

 

整體滿意度─整體滿意度達 100% 

專題演講｜Megatrends: 大趨勢 
專題座談 1｜ 

後疫情時代的國際夥伴與拓生策略 

滿意度 92% 滿意度 100%以上 

  

 

 

 

 

 

非常滿意

82%

滿意

18%

整體滿意度

非常滿意

68%

滿意

24%

普通

8%

專題演講｜Megatrends: 大趨勢

非常滿意

76%

滿意

24%

專題座談1｜後疫情時代的國際夥伴與拓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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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座談 2｜大學國際化的創新作為 
專題座談 3｜ 

跨國跨校研究合作與人才培育 

滿意度 100%以上 滿意度 95%以上 

 
 

個別滿意度─平均達 92%以上 

 

四、結語 

2022全國大學校院國際事務主管會議已圓滿落幕，本次活動報名相當踴躍，

也實屬難得有如此機會，讓各大學校院之國際事務主管齊聚一堂並進行交流。 

近年因疫情、少子化等因素影響，維持國際夥伴及拓生策略對各校來說都是

一大挑戰，在招生議題上因不同體系學校，有不同的招生方式，與會者有相當熱

烈的討論。對未來主題建議如下： 

 

一、 國際化 

➢ 國際合作 

 

二、 招生 

➢ 私立非醫科大學的招生經驗分享 

➢ 技職體系科技大學招生策略 

➢ 開拓招生 

非常滿意

76%

滿意

24%

專題座談2｜大學國際化的創新作為

非常滿意

74%

滿意

21%

普通

5%

專題座談3｜跨國跨校研究合作與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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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 

➢ 國際生輔導作為 

➢ 國際事務從業人員專業成長相關討論 

 

本次會議共 123名國際事務主管及同仁參加，在會議上針對議題討論熱烈，

有廣大迴響。基金會感謝教育部長官給予的支持及全程參與，以使得我們本次的

活動能順利進行，最後感謝各校對於本次活動的肯定，希望透過如此分享經驗的

平台，增加相互學習與一同成長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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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大學校院國際事務人員 

交流工作坊成果報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0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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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全國大學校院國際事務人員交流工作坊成果報告 

 

壹、 緣起與目的 

臺灣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多年，隨著各校國際事務處組織演進與經驗累積，大力

推動各校國際化發展。惟人員更迭頻仍，經驗傳承不易，為培養國際事務專業知能、

促成人員經驗交流並建立人脈網絡，使國際事務能永續發展，本會每年定期規劃辦理

「交流工作坊」及「知能研習講座」。交流工作坊以國內大型研討會形式辦理，每年度

邀集全國各大學校院百餘名代表共襄盛舉，以全球趨勢、國家政策及國際事務人員各

業務專業為主軸，研討議題面面俱到。期能促進國際事務人員彼此交流、建立網絡，

並接軌國際。 

貳、 執行方式與內容 

為增進大學校院國際事務同仁專業成長與經驗交換，裨益共創我國高等教育國際

學術合作與交流品質，本會於本（111）年 8月 19日（五）10:00-16:30，舉辦旨揭講

座。 

本次工作坊上午場以「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政策重點與發展」為主題，邀請教育

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李彥儀司長、高等教育司曾新元專門委員、內政部、外交部、勞

動部與經濟部等 6位部會代表出席，深入主講有關大學校院國際化政策、境外生入出

境、居留移民與留臺工作等政策重點與相關規定；下午場特邀特任大使呂慶龍博士擔

任主講人，分享如何透過臺灣文化、城市特色等軟實力，開啟合作契機、深化雙邊互

動，以推動臺灣與各國青年交流與學習。工作坊並匯集共 16位各校資深業務同仁，以

小組模式帶領各校與會代表深度交換經驗，主題含括國際合作策略、校院品牌行銷、

境外師生輔導、短課暨華語英語課程等四大議題。透過此次工作坊建構國際事務同仁

的互動網絡，並瞭解各校國際業務與學生服務等實務工作中的契機與解方。 

一、 工作資訊： 

➢ 日期：111年 8月 19日(五) 

119



➢ 時間：上午 10時至下午 4時 30分 

➢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政大公企中心) 

二、 工作坊議程： 

時間 主題 

09:30 - 10:00 報到 

10:00 - 10:05 
開幕 
➢ 教育部 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李司長彥儀 

10:05 - 10:15 團體照 

10:15 - 11:30 
敬邀每位講者 

主講 10-15 min 

｜場次一｜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政策重點與發展 

➢ 主持人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游執行長慧光 

 

➢ 講者 

教育部 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李司長彥儀 

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 曾專門委員新元 

內政部 移民署 李專門委員明芳 

外交部 領事事務局 曾科長永銳 

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 曾科長建達 

經濟部 投資業務處 林經濟副參事祐宏 

11:30 - 12:00 場次一綜合討論 

12:00 - 13:30 午餐 

13:30 - 15:00 
敬邀每位講者 

主講 10 min 

｜場次二｜圓桌交流 

A1001室 A939室 A937室 A903室 

｜圓桌一｜ 
國際合作策略 

｜圓桌二｜ 
校院品牌行銷 

｜圓桌三｜ 
境外師生輔導 

｜圓桌四｜ 
短課暨 

華語英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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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

際合作基金會 

江瑞婷高等專員 

主持人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

際合作基金會 

周雅雯專員 

主持人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

際合作基金會 

胡睿宸高等專員 

主持人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

際合作基金會 

吳昕珩高等專員 

講者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事務處 

叢肇廷助理國際長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合作事務處 

陶韻惠國際交流督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際事務處 

何岱霖行政專員 

 

南臺科技大學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林巧樺組員 

講者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事務處 

吳霽儒全球關係總監 

 

臺北醫學大學 

國際事務處 

黎芊邑組長 

 

國立中山大學 

國際事務處 

許玉娟組長 

 

國立成功大學 

國際事務處 

梁蘊真副組長 

講者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事務處 

陳玉蟬股長 

 

淡江大學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林玉屏組長 

 

義守大學 

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許鳳真副組長 

 

東海大學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劉宜芳組長 

講者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事務處 

許慧雯專員 

 

淡江大學 

華語中心 

周湘華主任 

 

實踐大學 

國際事務處 

劉韋廷組長 

 

國立清華大學 

全球事務處 

陳安琪專案助理 

15:00 - 15:30 茶敘 

15:30 - 16:30 

｜場次三：主題演講｜文化軟實力─國際合作敲門磚 

➢ 主持人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蘇董事長慧貞 

 

➢ 講者 

特任大使 呂博士慶龍 

16:30 - 16:35 
閉幕 

➢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蘇董事長慧貞 

16:35 - 16:40 團體照 

16:4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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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執行成果 

一、學校類型與職務性質 

本年度交流工作坊匯聚全國 60 所大學校院、共計 113 位國際事務人員共襄盛舉。

與會者以私立技職校院國際事務人員最多，佔 34.6%，其次為國立大學，佔 28.8%，第

三為私立大學，佔 22.2%；此外，與會者主要為組員或專員 (佔 39.4%)，其次為國際長

或主管(佔 23%)，第三為正/副組長(佔 15.3%)。 

 

  

學校類型統計 

職務性質統計 

 
國立一般 私立一般 國立技職 私立技職

國立一般 

28.8% 
私立技職 

34.6% 

國立技職 

14.4% 

私立一般 

22.2% 

 
國際長或主管 編審/書記 組長/副組長 組員/專員 助理

組員/專員 

39.4% 

編審/書記 3.8% 

組長/副組長 

15.3% 

國際長或主管 

23% 

助理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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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資分布與整體滿意度 

與會者年資分布方面，此次講座與會者以 1-5年為最多(佔 50.2%)，其次為 1年以

內(佔 24.2%)，第三為 6-10年 (佔 17.5%)。 

 

整體滿意度方面，與會者對於工作坊之整體滿意度逾 97.3%，各場講座平均有 74.2%

與會者對場次內容感到「非常滿意」，另外平均有 23.1%與會者感到「滿意」。其中，超

過八成與會者對於各校資深業務同仁帶領討論的圓桌交流感到「非常滿意」；約七成七

與會者對呂慶龍大使針對文化軟實力之專題演講感到「非常滿意」，並有約六成三與會

者對各部會代表主講境外生入出境相關政策規定感到「非常滿意」。 

 

年資分布統計 

   

場次一滿意度 場次二滿意度 場次三滿意度 

 
1年以內 1-5年 6-10年 11-15年 16-20年

6-10 年 

17.5% 

1-5 年 

50.2% 

1 年以內 

24.2% 

11-15 年 4.8% 

16-20 年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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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研習主題 

有關日後辦理相關課程之主題建議，彙整各校與會代表回饋如下： 

◼ 國際合作策略 

✓ 國際化校園環境建置 

✓ 國際持續交流合作與國際招生拓展 

✓ 在地國際化議題 

✓ 高等教育推動國際化實務案例分享 

◼ 行銷推廣與招生策略 

✓ 如何拓展生源 

✓ 非洲、印度合作，僑外生就業輔導、國際產學合作模式 

✓ 行銷實戰與創意發想 

✓ 招生策略法規經驗分享 

◼ 境外生輔導 

✓ 境外生輔導實務交流 

✓ 各校輔導績優之工作重點 

✓ 就業輔導分享 

✓ 境外生生活、情感問題、心理問題的適當解決方法 

◼ 短期課程與華語課程 

✓ 華語文教育短期課程設計方向 

✓ 華語客源分析與開發 

◼ 國際事務人員方面 

✓ 培養國際事務人員心理素質 

✓ 針對國際事務人員心理層面的諮商講座 

✓ 國際事務處與其他單位(例如其他行政與學術單位)的溝通與合作 

✓ 增進語言能力 

◼ 政府單位方面 

✓ 政府各部會對各校國際合作交流所能提供協助資訊（政策、補助等） 

✓ 教育部對於學校國際化行政支持系統的期望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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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本年度交流工作坊已圓滿落幕，共計全國 60所大學校院、共計 113位國際事務人

員共襄盛舉。此次工作坊鼓勵全國各大學校院推派 1至 2名代表參與，在學校類型方

面，以私立大學為最多(近三成五)、公立大學其次(近三成)，與研習講座之參與情形

稍有不同(兩場講座皆以公立大學與會者居多)。在職務性質方面，交流工作坊與研習

講座情形類似，以專員或組員與會者居多(近四成或超過五成)；然而，國際事務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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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參與年度交流工作坊之比例，相較研習講座高出一至二成，顯見年度交流工作坊

觸及之議題層次與廣度有所不同，引起相對多數國際事務主管的興趣與參與。在年資

方面，以 1至 5年業務同仁為多(約五成)，其次依序為 1年以內(約二成五)、6-10年 

(近二成)，故整體與會者以 5年以內者為主(近七成五)，資深人員約二成五。此外，

根據各場次滿意度及會後回饋意見顯示，各校與會代表對於「小組交流」之場次形式

最為推薦，顯見各校國際事務同仁對於面對面討論與經驗交流之需求與期待。 

本會將持續辦理年度大型交流工作坊，盼能結合歷年議題趨勢及各校與會者寶貴

回饋，透過此一平台，匯聚全國大學校院推派代表與會，針對國際事務人員自我照

顧、各項國際業務(含國際合作策略、行銷推廣、境外生輔導等等)，乃至於國家政策

方向及全球趨勢議題，進行全面且深入的經驗交流與議題討論，以促進一線人員交換

實務經驗，更具信心、飽含能量與專業知能，持續推動各校國際事務發展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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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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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大學校院國際事務人員知能研習講座成果報告 

壹、 緣起與目的 

臺灣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多年，隨著各校國際事務處組織演進與經驗累積，大

力推動各校國際化發展。惟人員更迭頻仍，經驗傳承不易，為培養國際事務專業知

能、促成人員經驗交流並建立人脈網絡，使國際事務能永續發展，本會每年定期規

劃辦理「交流工作坊」及「知能研習講座」。本年度知能研習講座以國內中型與大型

研討會形式辦理，針對各校一線國際事務人員之實務需求定為各場講座研討議題，

並邀集各領域產官學界或各校國際處等具代表性專家學者擔任講者，盼能促進國際

事務人才培育與專業成長。 

貳、 執行方式與內容 

一、 111年大學校院國際事務人員知能研習講座 

1. 高等教育品牌行銷 

為增進大學校院國際事務同仁數位行銷、招生宣傳與影音製作職能，

本會於本（111）年 4月 22日（五）10:00-16:30，舉辦旨揭講座。 

講座上午場由 LINE前總經理暨臺灣數位企業總會陶韻智顧問主講，匯

聚產學實踐經驗，探討大學校院如何擬定行銷策略、評估執行效益；下午

專題由交通部觀光局林信任副局長講授，解析政府與大學校院如何共同因

應疫後國際移動趨勢，成功行銷臺灣校院優勢特色亮點。焦點座談則邀請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在職碩士專班王亞維執行長與中華民國微電影協會

賴麗雪秘書長，深度對談組織數位轉型、腳本企劃與拍攝等實務指南。 

➢ 講座資訊： 

(1) 日期：111 年 4 月 22 日(五) 

(2) 時間：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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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點：Cisco Webex 線上會議室(因疫情影響，於活動前一週轉為線上辦

理) 

2. 講座議程： 

時間 議程 

09:30-10:00 報到 

【專題演講】大學品牌─形象塑造與傳媒關鍵行銷 

10:00-11:30 
｜主講人｜ 

LINE 前總經理暨臺灣數位企業總會 陶韻智顧問 

11:30-13:10 午餐 

【焦點座談】影音決勝點─故事企製與實務關鍵指南 

13:10-14:40 

主講 60 mins 

對談 30 mins 

｜主講暨與談人｜ 

國立政治大學廣電系副教授暨傳院在職碩士班 王亞維執

行長 

影音創客創辦人暨中華民國微電影協會 賴麗雪秘書長 

14:40-15:00 茶敘 

【專題演講】看見臺灣─疫後國際行銷關鍵趨勢 

15:00-16:30 
｜主講人｜ 

交通部觀光局 林信任副局長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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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1年大學校院國際事務人員知能研習講座(二)：大學校院境外生輔導 

此外，為提升大學校院國際事務同仁輔導境外生之專業知能，並交流校內

跨單位輔導合作經驗，本會於本(111)年 11 月 4 日(五)10:00-16:20，假淡江

大學台北校園，舉辦旨揭研習講座。 

本課程上午由伯特利身心診所連玉如臨床心理師，透過長年任職大學校院

心輔中心之專業服務經驗，主講境外生身心健康輔導與緊急事件之應變與處遇；

下午焦點座談邀集國立屏東大學國際事務處、國立政治大學國際合作事務處與

高雄醫學大學國際事務處等三校代表，針對各校校內跨單位輔導合作模式進行

分享，以交流各校經驗並促進專業成長。 

此外，下午專題講座則特邀「大專校院境外學生輔導人員支援體系計畫

(NISA)」主持人葉俊良教授擔任主講人，深入解析境外生諮詢服務相關議題並

進行討論。 

1. 講座資訊： 

➢ 日期：111 年 11 月 4 日(五) 

➢ 時間：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 20 分 

➢ 地點：淡江大學台北校園(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 199 巷 5 號) 

2. 講座議程： 

時間 議程 

09:30-10:00 報到 

【場次一｜專題演講】境外生身心健康輔導與緊急事件處理 

10:00-11:00 

｜講者｜ 

伯特利身心診所 連玉如臨床心理師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心理輔導中心兼任心理師) 

11:00-11:30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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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3:00 午餐 

【場次二｜焦點座談】校內跨單位輔導合作模式分享 

13:00-14:00 

敬邀每位講者 

主講 20 分鐘 

｜講者｜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際事務處 黃進德行政助理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合作事務處 張訓銘資深行政祕書 

高雄醫學大學 國際事務處 張淑惠組長 

14:00-14:30 Q & A 

14:30-14:50 茶敘 

【場次三｜專題演講】境外生諮詢服務與議題討論 

14:50-15:50 

｜講者｜ 

教育部大專校院境外學生輔導人員支援體系計畫(NISA) 

主持人 葉俊良教授 

15:50-16:20 Q & A 

16:2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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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執行成果 

一、111年大學校院國際事務人員知能研習講座(一)：高等教育品牌行銷 

1. 學校類型與職務性質 

本年度研習講座(一)匯聚來自 37 校、總計 57 位與會者參與，並有 33 人於會

後申請並成功獲發本會研習證書。各校與會者以公立大學國際事務人員居多，佔

總參與人數 42%，其次為私立大學與私立技職校院，各佔 28%與 16%；此外，與

會者主要為各大學校院之國際事務專員或組員(佔 51%)，其次為督導或組長(佔

19%)，第三為助理職(佔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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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資分布與參與次數 

與會者年資分布方面，此次講座與會者以 1-5 年為最多(佔 47%)，其次為 6-

10 年(佔 28%)，第三為 1 年以內與 11-15 年(皆為 11%)。此外，約 56%左右與會

者為首次參與本會主辦之國際事務人員培訓課程，22%以上之與會者曾參與 2-5

次、約 18%之與會者曾參與 1 次，並有 2 位資深人員曾參與 5 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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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體滿意度與建議研習主題 

與會者對於講座之整體滿意度逾 99.2%，各場講座平均有 68.6%與會者對場

次內容感到「非常滿意」，另外平均有 30.6%與會者感到「滿意」。其中，近八成

與會者對國立政治大學王亞維執行長與中華民國微電影協會賴麗雪秘書長主講

之焦點座談感到「非常滿意」；近六成七與會者對臺灣數位企業總會陶韻智顧問

主講之品牌經營專題演講感到「非常滿意」，並有六成與會者對交通部觀光局林

信任副局長講授之專題演講感到「非常滿意」。 

 

 

最後，有關日後辦理相關課程之主題建議，依此次品牌行銷研習講座與會者

的興趣順序，依序彙整如下： 

➢ 高等教育品牌行銷 

➢ 國際事務專業英語 

➢ 跨國會議與溝通談判 

➢ 深度國情介紹專題 

➢ 影片企劃工作坊 

➢ 永續發展與國際化行動(SDGs) 

➢ 國際禮儀專題 

  

 

場次一滿意度 場次二滿意度 場次三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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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1年大學校院國際事務人員知能研習講座(二)：大學校院境外生輔導 

1. 學校類型與職務性質 

本年度研習講座(二)匯聚全國 64 所大學校院、共計 104 位國際事務人員共襄盛

舉，並有 87 人於會後申請並成功獲發本會研習證書。與會者以公立大學國際事務

人員居多，佔 33.6%，其次為私立大學，佔 28.8%，第三為私立技職校院，佔 25%；

此外，與會者主要為組員或專員 (佔 55.7%)，其次為助理(佔 23%)，第三為正/副組

長(佔 8.6%)。 

 

學校類型統計 

職務性質統計 

 
國立一般 私立一般 國立技職 私立技職

國立一般 

35 人 

私立技職 

26 人 

國立技職 

13 人 私立一般 

30 人 

 
國際長/副國際長 主任 編審 秘書 組長/副組長 組員/專員 心理師/社工師 助理

組員/專員 

58 人 

助理 

24 人 

組長/副組長 9 人 

心理師/社工師 3 人 

秘書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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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資分布與參與次數 

與會者年資分布方面，此次講座與會者以 1-5 年為最多(佔 46.1%)，其次為 1

年以內(佔 24%)，第三為 6-10 年 (佔 19.2%)。此外，約 56.7%左右與會者為首次

參與本會主辦之國際事務人員培訓課程，18.9%以上之與會者曾參與 2-5 次、約

16.7%之與會者曾參與 1 次，並特別有 6 位資深人員曾參與 5 次以上。 

 

 

 

年資分布統計 

參與本會活動之次數統計 

 

 
1年以內 1-5年 6-10年 11-15年 16-20年

6-10 年 

20 人 

1-5 年 

48 人 

1 年以內 

25 人 

11-15 年 8 人 

16-20 年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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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體滿意度與建議研習主題 

與會者對於講座之整體滿意度逾 93.3%，各場講座平均有 65.5%與會者對場

次內容感到「非常滿意」，另外平均有 27.7%與會者感到「滿意」。其中，近八成

與會者對伯特利身心診所連玉如臨床心理師主講境外生身心健康輔導與緊急事

件之應變與處遇感到「非常滿意」；約六成一與會者對三校國際處代表主講之跨

單位輔導合作模式座談感到「非常滿意」，並有近六成與會者對教育部大專校院

境外學生輔導人員支援體系計畫(NISA)主持人葉俊良教授主講之專題演講感到

「非常滿意」。 

 

最後，有關日後辦理相關課程之主題建議，彙整如下： 

➢ 大學校院境外生輔導(含緊急事件處理、跨單位合作、留臺工作經驗

分享等) 

➢ 國際事務人員心理調適與自我照顧 

➢ 國際事務專業英語 

➢ 深度國情介紹專題 

➢ 校園國際化 

➢ 跨文化素養培訓/有效溝通訓練 

➢ 境外生校內活動辦理經驗分享 

➢ 國際姐妹校合作延攬 

    

場次一滿意度 場次二滿意度 場次三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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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與建議 

本年度兩場大學校院國際事務人員知能研習講座已圓滿落幕，匯聚全國大學校

院共計 161 人次參與進修。兩次研習講座中，與會者皆以公立大學國際事務人員居

多，平均人數佔近四成，其次依序為私立大學(近三成)、私立技職及公立技職；職

務性質方面，平均參與之組員或專員皆超過半數，其次依序為助理、正/副組長，且

兩場次皆有 3 至 5 位不等的國際事務主管報名與會；年資部分，兩場次皆以 1-5 年

為最多(平均近五成)，然而在品牌行銷講座中，以 6 至 10 年資深人員為其次(近三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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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境外生輔導講座中以 1 年以內(佔二成五)其次，顯見新進與資深業務同仁之專

業進修需求可能有所不同。建議未來可針對與會對象稍作區別，依據不同需求規劃、

設計講座議題與進行方式。 

整體而言，除了本年度已辦理之高等教育品牌行銷、大學校院境外生輔導等兩

大議題，許多與會者仍希望能持續辦理之外，各校與會者最期望能持續進修之主題

主要包含： 

➢ 深度國情介紹專題 

➢ 永續發展與國際化行動(SDGs)  

➢ 國際事務專業英語(如跨國會議與溝通談判、跨文化溝通素養等) 

➢ 國際事務人員心理調適與自我照顧 

本年度研習講座各校參與踴躍，顯見各校對於專業知能課程之積極需求，其中

又以深度國情講座、跨文化溝通、全球永續與國際事務人員自我照顧等主題之討論

度最高，突顯國際事務從業人員對於自我照顧、雙邊國際溝通、乃至於全球趨勢之

關心與需求。未來本會將以歷年講座辦理經驗為本，針對不同與會者並參考以上議

題，設計及規劃各年度研習講座，期形成國際事務人員支援體系並建立知識分享平

臺，更有助於一線國際事務人員更有能量因應日常的工作任務與挑戰，持續推動各

校國際化發展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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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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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臺灣教育中心成果報告 

 

壹、前言 

  本會承教育部委託，於 97 年成立臺教中心計畫推動辦公室，歷年來已

完成各中心階段成果審查、各中心年度計畫審查、舉行研討會或高教論壇、臺

教中心資訊平臺的建置與維護等各項工作，協助臺教中心奠定發展基礎。本會

除既定工作事項外亦設計臺灣教育中心統一識別形象、賦予中心推廣「Study in 

Taiwan 留學臺灣」之責任及進行資源整合工作。111 年度教育部依據《補助國

內大學境外設立臺灣教育中心要點》成立之臺灣教育中心共計 5 處，分別為蒙

古（銘傳大學）、日本（淡江大學）、泰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印尼泗水（亞

洲大學）及菲律賓（國立中山大學）；另，教育部依據《補助臺灣高等教育輸出

計畫要點》，設立印度臺灣華語教育中心（國立清華大學）。為整合新南向國家

各中心資源，108 年起教育部推動三心整合計畫，階段性整併海外國家之臺灣

教育中心、臺灣連結及區域經貿產學資源中心，目前越南河內、胡志明市與馬

來西亞等三中心已改由當地駐外代表處教育組執行相關業務。駐印度代表處教

育組及駐印尼代表處教育組除分別與國立清華大學及亞洲大學合作外，評估派

駐國家其國土遼闊、年輕人口充沛，發展潛力高，亦積極於當地與合作大學校

院共同成立臺灣教育中心據點，拓展我國高等教育輸出市場與能見度，吸引優

秀青年學子來臺。 

貳、本年度各臺灣教育中心舉辦之招生展 

中心 承辦學校 月份 地點 參與校數 

日本臺灣教育中心 淡江大學 3 月 線上 29 校 

印尼泗水臺灣教育中心 亞洲大學 3 月 線上 47 校 

印度臺灣華語教育中心 國立清華大學 5 月 線上 16 校 

蒙古臺灣教育中心 銘傳大學 6～8 月 線上 9 校 

泰國臺灣教育中心 
國立屏東科技

大學 
7 月 線上 61 校 

蒙古臺灣教育中心 銘傳大學 9 月 線上 10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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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臺灣教育中心 國立中山大學 9～10 月 線上 67 校 

印尼泗水臺灣教育中心 亞洲大學 10 月 線上 60 校 

日本臺灣教育中心 淡江大學 11 月 線上 25 校 

  本年度因受全球疫情影響，海外招生宣傳難以擴大舉辦，惟為持續對外

國青年宣傳留學臺灣（Study in Taiwan），臺灣教育中心共辦理 9 場線上教育展活

動，分別針對日本、印尼、泰國、印度、蒙古及菲律賓等地，開放全球各地有意

赴臺留學之海內外人士上線瀏覽。 

  蒙古臺教中心經評估蒙古之國境甫解禁，學生人流尚未恢復，為解答各

項招生申請及新生入學相關釋疑、獎學金資訊、維持境外聯繫，以達招宣效益，

6 至 8 月開辦華語中心招生宣傳線上說明會，邀請國內大學華語中心主管、同仁

以及外國學生對外宣講，並於 9 月辦理線上教育展，直接與蒙古當地師生及家長

互動，即時訊息溝通回覆，暢談課程特色、獎學金機會、申請程序、在臺蒙古學

生訪談與求學心得分享等。 

  印尼泗水臺教中心原訂赴印尼泗水及日惹等地舉辦之實體教育展活動，

因疫情影響亦改採線上直播方式。過去教育展均為國內大學集體到印尼舉辦，有

鑑於印尼高教市場蓬勃發展，歷年實體教育展之參展校數踴躍。此次線上教育展

於國內舉行，3 月及 10 月場次分別共 47 所及 60 所公私立大學參與，透過視訊

招募印尼優秀學子來臺就學。 

  印度臺灣華語教育中心亦於 5 月辦理「印度臺灣高等教育展」，邀請國

內 16 所大專校院於線上針對招生時程、系所課程規劃、獎學金申請項目、校內

住宿與教學空間展示等進行宣傳，並接受參展學生直接提問，增加雙方之交流互

動。另外，印度中心於 10 月亦參加由印度工商聯合會（FICCI）主辦之高等教育

論壇及展覽 （FICCI Higher Education Summit 2022），根據官方公布數據顯示，

歷年為期三天之活動均有超過 8,000 人次的參與量。本次共計 88 個攤位參與，

印度臺教中心蒐集全臺 46 間大專院校資料及文宣品於現場協助宣傳，並辦理抽

獎活動提升展攤人數，累計收集 475 份有意來臺就讀之學生資料，後續將提供相

關大專院校進行招宣聯繫。 

  菲律賓臺教中心則採專屬線上網頁非同步直播方式，邀請 67 所國內大

專校院參與，並提供網站搜尋功能，供有興趣來臺留學的菲律賓學生，可依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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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感興趣的領域或希望就學的縣市進行搜尋並獲得相關校系資訊；學生若對於感

興趣之學校有任何疑問，亦可在網站上提問，獲得學校的即時回覆。經 9 月下旬

至 10 月中旬約 1 個月之辦理期程，網站瀏覽達 7,000 人次，教育展開幕首日直

播影片觀看次數達 1,185 次，而 10 月 1 日至 2 日之即時招生說明會觀看次數達

1,900 次，另外更有近百人留言詢問，顯示雙邊互動之熱烈。 

  泰國臺教中心於 7 月份舉辦線上教育展，邀集 61 所大學校院於 5 日之

間分梯次宣傳各校招生事項及亮點特色，並建置虛擬實境互動展覽，設計每校單

獨線上展攤空間，有興趣或有意申請之學生可透過網站進入虛擬展區之各校攤位，

與校方直接面對面洽詢或留言詢問，提升學校網羅適合學生之成功率。 

  日本臺教中心分別於 3 月及 11 月辦理線上教育展活動，邀請 29 校及

25 所國內大學參與。上半年場次共計 40 場各校說明會、4 場講座，4 日總共 1,471

人次上線參加說明會；下半年場次共計 38 場各校說明會、4 場講座，4 日總共

985 人次上線參加說明會。本活動考量日本學生、老師、家長等需求及習慣，且

充分發揮宣傳效果，活動除採當地慣用之 Google Meet 軟體辦理視訊，亦全程使

用日文，同步甫以 PPT 講解，並安排日本籍學生經驗分享，以免除語言隔閡及

非實體交流造成之阻礙與困擾，各場次問答洽詢絡繹不絕，熱絡程度與實體教育

展無異。另外，為提升當地宣傳成效，日本臺教中心亦於本年度共計赴 15 所高

中及大學辦理留學臺灣說明會，並拜會 61 校主管及師生，積極開展日本留臺招

生市場。 

參、績效評核審查會議 

  本會於 7 月協助教育部辦理臺灣教育中心之期中審查作業，瞭解各中

心執行情形，並網羅各中心填報數據，彙整為「臺教中心績效指標評核表」，作

為檢視臺灣教育中心成效之參考來源，進而邀請各專家學者進行書面審查，提

供教育部針對各中心辦理業務績效之重要參考意見，以及下半年改善依據並修

正計畫策略以符合當地教育環境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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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優秀外國青年來臺蹲點計畫(TEEP)成果報告 

 

壹、緣起與目的 

  澳洲政府自 2014 年啟動澳洲新可倫坡計畫（The New Colombo Plan），

編列 5 年 1 億澳元鼓勵澳洲青年學子赴 Indo-Pacific 國家學習（Short-term Study, 

Internship / Mentorship）加強對亞太區域知識及理解，拓展亞太區域交流。據我

國駐澳洲代表處公告資訊所示，澳洲外貿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與教育訓練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raining）會同公布的

2019 年新可倫坡計畫「移動力補助金」項目的徵選結果，共計 11,817 名來自 40

所澳洲大學的優秀學生獲獎並可得到澳洲聯邦政府經費補助，前往亞太地區 36

個國家的盟校進修與實習，成效卓越且影響深遠。 

  美國國際教育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IE）時任會長 Dr. 

Allan Goodman 於 2014 年 2 月受教育部邀訪會晤部長，返美後親送「Expanding 

Study in Taiwan by American Students: Some Steps to Consider」文件予駐紐約辦事

處教育組，期有助臺灣發展教育優勢，吸引美國學生來臺求學及研習。IIE 於

2014 年啟動新世代留學計畫（Generation Study Abroad），以期提高美國大學生赴

海外研修人數。根據 IIE 出版《2019 Open Doors Report》報告指出，2017/18 學年

已有 341,751 名美國學生赴外遊留學，人數較 10 年前（2007/08 學年）的 262,416

人已增加近 8 萬人。另 2017/18 學年度亦額外有 38,401 美國學生參與實習及志工

活動，較前一年 36,975 人增加近 1,500 人。以美國學生的增長趨勢，可知全球青

年學子赴外實習交流的人數應將逐步上升。惟 2020 年起全球因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肆虐嚴重，大幅影響國際移動及交流互訪，各國防疫政策亦

大多將邊境管制列為必要項目之一，限制境外人士入境國內，至 2022 年下半年

開始趨緩，我國非學位生（包含華語生、交換生、實習生、其他短期交流生等）

亦於 2021 及 2022 年開始逐步解禁，自初期之專案開放入境，至 10 月大致上均

已解除相關禁令，隔離政策亦獲鬆綁，大幅促進境外學生開始規劃來臺就學。 

  21 世紀起亞洲國家發展迅速，不僅在經貿往來與勞動市場，教育交流合

作及移動力亦大幅提升。全球大學優秀青年跨境短期研習已逐漸朝向亞洲滙聚，

國內辦學績優大學如能更積極發展具市場性之複合式學習方案，將能爭取更多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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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國家或新興市場國家優秀青年學子來臺「短期蹲點」，瞭解臺灣高等及技職教

育優勢，並增進與國內師生互動，除有助於促進國內高等教育國際化多元發展，

亦能提升臺灣優質教育之國際曝光度。 

貳、執行方式 

  優秀外國青年來臺蹲點計畫(Taiwan Experience Education Program，以下

簡稱 TEEP)，主要吸引對象為尚未將臺灣列為留學市場標的之優秀國際學生，渠

等對於赴臺灣攻讀學位、華語或交換研習可能未達高度興趣。國內辦學績優大學

如能經由提出 TEEP 計畫，發展複合式學習方案，包含技職訓練、短期課程、專

題研究或專業實習（實習地點可於校內或校外），並輔以華語研習及文化活動，

藉以提升渠等來臺研習意願。經由 TEEP 短期蹲點計畫，如能吸引更多優秀國際

學生來臺與國內大學校院師生或產業界互動，將是國內高等教育及產研界國際化

最經濟有效之投資路徑，同時亦為提升臺灣優質教育國際曝光度之最佳方式。 

  另為提供受烏俄戰爭影響之烏克蘭學生人道救援與關懷，教育部於 3 月

起推動「TEEP@Ukraine」專案計畫，循現行教育部非學位生專案入境現行運作

機制辦理，以協助烏國學生得盡速來臺，並提供優於現行 TEEP 之補助方案，包

含來回機票與免費校內外住宿等，以降低烏克蘭學生之經濟壓力，促其安心來臺

學習。 

參、執行成果 

一、 維護蹲點計畫網站與調查表單資料庫 

  本會於 Study in Taiwan 網站下設立 TEEP 計畫官方網站，將獲得教育部

補助或認可之各校計畫內容上網公告，包含計畫說明、招生及辦理期程、聯繫方

式、費用等；建置 Q&A 電子信箱，即時回覆與解決外國學生的詢問，並依據學

生興趣或規劃協助媒合；透過全英文介面，針對海外青年學子進行宣傳，吸引其

考慮來臺研習，瞭解我國高教優勢及產學合作鏈結，更進而促使其未來返臺就學

之意願。 

  110 年度經教育部函示自動展延前一年度各校計畫案共 223 件，分屬國

內 45 所大專校院，其中 159 案預計主要招收對象為新南向國家學生、13 案主要

招收歐美日韓等國學生、51 案不限招收國家(包含新南向及其他國家)。本年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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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經奉核定 TEEP 學員得專案入境，並因全球疫情逐漸趨緩及國境管控鬆綁政

策，全體計畫之宣傳內容及示意照片已放置與更新於網站，以供國內外人士參

閱，並期吸引外國青年學子重新評估來臺參與各校計畫。網站均要求符合政府規

範之資通安全防護等級「普級」基準，於因應未來各類資訊檢索需求並提升行政

作業效率之餘，亦達成資通安全防護之各項規範。 

  網站於 111 年度 1 月至 12 月之網站總瀏覽人數共計 30,392 人，較 110

年度之 17,129 人增長 77%，網頁瀏覽量亦達 233,335 次。前十大瀏覽者來源國

家，除國內之本國與外國人士之外，主要來自印度（7,560 人）、印尼（3,708

人）、越南（1,686 人）、菲律賓（1,636 人）、美國（1,561 人）、中國（1,449

人）、泰國（939 人）、俄國（528 人）及馬來西亞（467 人）。 

 TEEP 網站(https://teep.studyintaiwan.org/)首頁及資料庫後臺入口示意圖 

 

二、 製作宣傳摺頁 

  為增加宣傳效益，本年度彙整教育部推出之「TEEP@AsiaPlus」獲補助

計畫資訊，並挑選 8 個由國立中山大學、南臺科技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臺

灣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及國立宜蘭大學大學等 7 校 8 案獲教育部核定為績優評選

之計畫範例，製作宣傳手冊，提供予駐外代表處教育組、臺灣教育中心、國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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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者年會、海外教育展及高教論壇或其他相關場合時宣傳使用。摺頁製作期程係

自 109 年 12 月開始向各校蒐集資料並著手進行本年度 TEEP 摺頁之設計、編排、

校稿與製作，110 年初定稿完畢並上傳至本會 Study in Taiwan 及 TEEP 等相關網

站，供國內外閱覽者下載並閱讀。 

  

111 年度 TEEP 宣傳摺頁及內頁示意圖 

 

三、 協助教育部推動 TEEP@AsiaPlus專案計畫 

  為擴大邀請新南向國家及先進國家具發展潛力之優秀青年學子來臺蹲

點，進而瞭解我國教育學術資源優勢，以期未來選擇來臺留學及學成為我所用，

教育部向國內大學校院公開徵求 TEEP@AsiaPlus 來臺蹲點計畫構想，來臺蹲點時

間最長以 6 個月為原則。來臺蹲點計畫學門領域屬「五加二｣產業創新(物聯網、

生技醫藥、綠能科技、智慧機械、國防產業、新農業及循環經濟)及數位智慧產業

相關內容者，生源來自新南向國家者（以印度/印尼/泰國/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

澳洲/紐西蘭為主）將優先核定。此外，教育部為配合推動「雙語教育」政策，

TEEP 計畫構想徵求，亦鼓勵國內大學校院提出專案規劃，邀請外國學生（英語

系國家優先）來臺協助中小學英語教學，並強化地方政府所屬中小學與大專校院

連結。 

  106 年 TEEP@India 計畫及 107 年 TEEP@AsiaPlus（第一期）計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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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有 30 校 84 案及 24 校 64 案獲得教育部核定補助，並於 TEEP 官方網站及新南

向人才培育計畫網站等平臺公告宣傳。經調查統計，106-107 年度已有超過 900

位海外青年來臺參與。 

  108 年 TEEP@AsiaPlus（第二期）計畫於 107 年 9 月 28 日公告，本會協

助教育部於 11 月 26 日截止收件後進行資料彙整及檢閱查核，並邀請國內大學資

深國際主管，針對本次各校教師申請之 38 校（一般大學 26 校、技職校院 12

校）164 案（一般大學 124 案、技職校院 40 案）進行審核，其中新申請案為 86

件，續辦申請案達 78 件，初審結果最後評選出 36 校 137 案通過審查。經 6 案報

部中止執行，最終 107 年度以 131 案正式執行，來臺人數共計達 707 人。 

  109 年度 TEEP@AsiaPlus（第三期）計畫於 108 年 8 月 20 日公告，經 9

月 30 日截止後，本會協助教育部完成資料彙整及檢核，並於 10 月辦理審查會

議，邀請國內熟稔 TEEP 計畫之專家學者進行審核。本次申請案計一般大學 31 校

180 案、技職校院 14 校 53 案，合計共 45 校 233 案；其中新申請 130 案、沿續申

請 103 案。教育部最終核定 109 年度 TEEP 計畫共 45 校 223 案，各案內容亦向計

畫主持人蒐集並彙整完畢，上線至 TEEP 網站公告周知。 

  110 年度 TEEP@AsiaPlus(第四期)計畫，因受疫情影響，我國政府因鑒

於考量各大專校院及相關醫療機構之防疫能量容受度，至今尚未開放 TEEP 學員

入境，為使計畫不因疫情中斷，補助經費亦得持續使用，教育部補助各校之

TEEP 計畫經費使用期程得展延至 111 年 6 月 30 日止。本會後續亦將協助教育部

進行各項行政事宜，以促成本計畫之圓滿執行。依前述數據可見，TEEP 參與校

數與計畫案數逐年大幅成長，顯見 TEEP 計畫以及招收海外學生來臺實習，已獲

得國內各校及海外學生的肯定與重視，預期俟疫情趨緩、國境管控解除、國際交

流恢復正常後，TEEP 計畫將可復甦並超越過往之參與人數。 

 

四、 協助推動烏克蘭方案 TEEP專案計畫「TEEP@Ukraine」 

  自 3 月起，教育部為提供受烏俄戰爭影響之烏克蘭師生人道救援與關

懷，爰成立「TEEP@Ukraine」專案計畫以吸引烏國學生來臺短期蹲點並期能留

臺就學或就業。本會協助配合於官網公告相關事宜，並提供各項行政協助及諮詢

服務，包含建置申請表單及提供各校師長及行政人員諮詢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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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12年度新案徵件申請 

  為因應國內外疫情管控鬆綁，11 月下旬起配合教育部指示協助辦理 112

年度 TEEP 新案徵件事宜，於網站公告周知外，亦依照國際司之需求建置徵案填

報表單，彙整徵案所需欄位報表，以供有意於 112 年度辦理 TEEP 計畫之全國各

大專校院專任教師上線申請，並匯出收件結果轉供教育部進行內部審查事宜。本

次共計 35 校 227 案完成申請，核定結果業於 12 月 26 日公告，全數申請案均奉

核定，後續將依教育部指示辦理網站公告及各項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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