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102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 暨 

學術委員會、學程委員會聯席會議 

 

會議記錄 

 

壹、 開會時間：2013 年 8 月 27 日（星期二）下午 1:30  

貳、 開會地點：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06 室      

參、 主    席：中心主任劉紀蕙教授 

肆、 出    席：應到 11 人，實到 10 人（含代理 3 人），請假 1 人 

陳光興教授、李丁讚教授、何春蕤教授、劉瑞琪教授、鐘月岑教授（請

假）、馮品佳教授、白瑞梅教授、李卓穎教授、黃桂瑩教授（請假）、

葉嘉華教授（代理）、黃道明教授（請假）、丁乃非教授（代理）、

藍弘岳教授（請假）、林淑芬教授（代理） 

列席人員：林郁曄、陳靜瑜、沈慧婷、王雯萱、曾美儀 

記  錄：洪芳怡 

伍、 報告事項 

一、 主席致詞 

二、 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101學年度第 四次行政會議記錄確認。（附件一） 

三、 台聯大系統行政會議之會議摘要報告：102年「推動台灣聯大國際學程會

議」（2013/8/9）第三次會議由系統曾總校長主持，各校系統副校長、國

際長、教務長出席，決定幾個處理原則：（具體處理方式請參閱台聯大系

統行政會議之會議記錄） 

1. 各校台聯大國際學程之教學與學生管理皆依各校的學程相關規定

來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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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年國際學程之國際生獎學金的發放回歸各校，依各校國際生獎學

金發放方式辦理； 

3. 台聯大邁頂計畫的經費將提供給各國際學程學生之fellowship，開放

申請。辦法另訂； 

4. 各校將主動協調學程辦公室之辦公室空間、設備費以及業務費（後

二項原則上仍由台聯大提供）； 

5. 各校之台聯大國際學程的評鑑程序將以跨校師資與課程為評鑑依

據。台聯大總部將與教育部溝通，以便各校教務處有法源依據可循。

相關辦法由系統總部擬定。 

6. 台聯大國際學程以博士班學程為主要發展重點。亞際文化研究國際

學位學程博士班成立之後，碩士班建議取消招生。但是在博士班正

式成立之前，將由校方協助協調招生名額。 

劉紀蕙主任說明： 1.依照此次台聯大會議，本中心學程可望順利納入各

校體制。 2.台聯大國際學程國際生入學新生的獎學金由台聯大撥至四校

後統一發放，獎學金比照各校國際生的辦理辦法；第二年之後可繼續申

請，並依照表現給予獎學金。3.台聯大國際研究生院將提供fellowship，

供國際學程學生申請；本中心將建議台聯大總部提供學生出國發表或赴

交換學校短期研究的旅行基金。4.日後此學程之評鑑將是以跨校學程的

評鑑方式，而非以單一學校的師資和課程來評鑑。 5. 教育部認為國際

學程都應以培養博士班為主要方向。請各辦公室在八月底之前，各自重

新修訂博士班學程申請書，台聯大系統將送校長會議，並由台聯大系統

辦公室將直接把申請書至教育部，不需再經各校程序。 

四、 本中心四學群102學年教師名單、學群簡介並未來五年研究計畫（附

件二至三）。 

劉紀蕙主任說明： 請各辦公室統一格式，再次修訂學群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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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心本年度推動國際交流計畫之進度報告： 

1. 研究生交換計畫MOU範本：本中心積極執行三年中程計劃，一方面

推動學程於四校校內體制化，另方面促使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位學

程作為交換學生的對口單位，具體簽約交換學生，強化國際合作。

國際合作交流單位與MOU簽訂現況，請見附件四，台聯大的研究生

交換計畫備忘錄，請見附件五，並見提案二。 

2. 台港研究型大學合作計畫：教育部近來正推動台港研究型大學聯盟

計畫（附件六），台聯大擬配合之，已提出具體方案（附件七）。 

3. 傑出學者講座宣傳與詳細活動內容報告：本中心將於今年十二月與

交通大學人社院合辦「傑出學者講座」，邀請到專長於歐洲史與中

國史，並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遷模式比較研究的王國斌教授（R. 

Bin Wong,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CLA），暫定三場演講，分

別於交大、清大與中研院舉行。 

劉紀蕙主任說明：此活動請李卓穎老師與交大社文所合作，可邀請香港

中文大學的邱澎生以及香港科大的和文凱參與此次活動。 

4. Hawke Research Institute in Australia 合作計畫： (1) Leverhulm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Network: "Reinvention Societies Network - 

Mapping Global Identity Transformations" (In application process)； (2) 

Routledge Series, ANTINOMIESHRI.  Hawke Research Institute 網

址：www.unisa.edu.au/Research/Hawke-Research-Institute。 

六、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程博士班申請案：本中心將於2013年九月台聯

大四校校長會議提送「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位學程博士班」之申請。中

心已根據教育部的審查意見，且整理學程辦理績效，再次修訂提案書。

請各辦公室報告申請資料進度並實際執行狀況。 

七、 2014亞際文化研究暑期班（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 

Summer School）：明年度亞際文化研究暑期班將由本中心主辦，預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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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七月1日至15日舉辦，主題為「亞洲現代思想概論」（Introduction to 

Modern Asian Thought）。預計接受亞際各國學生約40人報名，進行為期

兩周之密集課程。暫定的課程設計內容與預計邀請的國內外學者，見(附

件八)。暑期班相關事宜，請陳光興老師報告。 

陳光興老師說明：暑期班計畫借用清大新宿舍供學生住宿，部分活動或

可在清大舉行。暑期班將邀請本中心研究團隊中的年輕學者、亞際文化

研究學會（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Institution）成員、亞洲現代思想計

畫成員，擔任課程講師。 

劉紀蕙主任說明：暑期班的通知可發給所有建立國際合作關係的單位。 

八、 本中心各項補助申請：本中心已制定各項補助辦法，可供學群老師

申請，包括短期訪問研究學者審查暨作業辦法、學術研究活動暨出版補

助辦法、活動補助辦法，歡迎學群所有老師申請。 

九、 中心正在進行網頁更新，預計九月底完工。各研究群進行中的活動

成果以及活動預告，將隨時在中心網頁公告，煩請各辦公室隨時提供中

心活動消息與更新資訊。 

十、 102學年上下學期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課程已公佈在中

心網頁，詳細內容請見

http://iics.ust.edu.tw/cource1021.htm;http://iics.ust.edu.tw/course1022.htm。 

十一、 「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研究團隊教師聯誼暨迎新座談」將於九

月14日假清華大學旺宏館舉辦，邀請本中心四個研究學群全體老師、相

關系所主管，以及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班第一屆新生參與。（附件九） 

何春蕤教授提出修正意見：簡報後茶敘，較分組座談更妥適。 

陳光興教授提出修正意見：藉此機會對四校同仁正式介紹中心及其歷史，

並邀請台聯大校長、副校長等長官參加。 

劉紀蕙主任說明：本活動將由各辦公室主任會先向與會者作出中心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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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和各學群具體的研究方向，再開放茶會討論，也將邀請所有相關系

所所長、學院院長、台聯大校長、四校校長與副校長等蒞臨致詞。 

劉紀蕙主任會後提出修正意見：回應會議中的討論建議，此次活動不再

以「座談會」為名，全名改為「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暨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位學程 四校教師聯誼 ＆ 迎新茶會」（IICS-UST 

& IACS-UST Faculty Reunion and New Student Orientation）。 

 

陸、 討論事項： 

案由一：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規章訂定 

說明：為使各校學程納入校內體制，並且使本中心制度更趨完整，設置「亞際

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附件十），「學程

委員會設置辦法」（附件十一），亞際學程各校設置辦法（附件十二），

請討論。 

決議：各校的「學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依照清大版本修改後通過，「亞際文化

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通過。 

 

案由二：研究生交換計畫 MOU 範本確認 

說明：本中心計畫以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位學程作為交換學生的對口單位，先

前已請各辦公室提出一至兩個單位，具體簽約交換學生，強化國際合作。

中心備忘錄內容與文字，以UCLA備忘錄為範本（附件十三），請討論。 

劉 紀 蕙 主 任 說 明 ： 今 年 度 將 先 進 行 UCLA, UC-Irvine, University of 

London-Goldsmith College三個單位的洽談，具體討論系所層級的

implementation。如果成功，再請台聯大校長協助會同四校校長與國際掌

簽署合約。各校辦公室將進行的洽談工作，例如中央辦公室與雪梨大學

的合作，清華辦公室與荷蘭萊頓大學的合作，都可以參照此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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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必須以平等互惠原則與各單位簽訂MOU。 

 

案由三：台港研究型大學合作今年度規劃 

說明： 

1. 本中心積極推動台港研究型大學合作計畫，欲以重探二十世紀的亞

際脈絡作為切入的主軸，幾個關鍵時間點可以分別為：（一）帝國

擴張、晚清革命到共和國與殖民時期的過渡，（二）社會主義革命

與東亞脈絡，（三）二戰的亞太經略、冷戰陣營部屬與後續社會構

成，（四）後冷戰與全球資本流動的市場經濟。上述子題，將可作

為往後三年邀請學者以及規劃工作坊與國際會議的方向。 

2. 根據各辦公室與各學群研究團隊成員的提議，中心作出了統籌與規

劃，已提出「台港研究型大學聯盟 跨國頂尖研究計畫──亞際文化：

二十世紀與當代」計畫書給台聯大系統（附件十四）。計畫合作的

香港各校教師所開課程，日後可以推動課程相互承認，參看(附件十

五)。 

3. 中心擬於年底舉辦小型工作坊，可交流跨校與跨研究群的研究心得。

詳細資料請見報告案五（附件六至八），具體合作人選或單位，請

提出與討論。 

決議： 

1. 本學期將以四個小型工作坊出發：（1）李卓穎教授將配合王國斌教

授之來訪，規劃論壇，邀請香港中文大學邱澎生和香港科技大學的

和文凱 (He Wenkai)兩位教授；（2）馮品佳教授將以台港電影文化

之推動為主，配合「亞際文化：歷史與當代」之主題，邀請香港大

學Gina Marchetti教授。（3）李丁讚教授將針對「亞際文化：歷史與

當代」之主題項目下的「公民社會」，邀請香港中文大學等兩位教

授；（4）林淑芬教授將以「亞際文化：歷史與當代」之主題項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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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移民與難民營子題，邀請一位香港研究型大學的相關教授來訪。 

2. 李丁讚教授另提出其他可以合作之學者名單，已納入附件十四之合

作師資名單中。 

案由四：文化研究國際中心103年度工作規劃與經費分配，提請討論。 

說明：中心和各辦公室明年度的工作規劃及經費預算與分配，預計將於九月底

送交申請提案台聯大總部。 

一、 中心103學年度經費，原則上依照101學年度第二次行政會議中通過的

102學年度經費分配原則，分作常態性運作經費（包括總中心以及各

校辦公室推動跨校學術活動以及國際學程之基本運作經費）和發展性

業務費（如辦理國際學術會議、台聯大文化研究系列出版計劃）。 

二、 中心和各辦公室提出的工作規劃及經費預算，如(附件十六)，預計於九

月中旬將提案送交台聯大系統行政會議。請討論。 

決議：各校辦公室規劃活動時，以跨校活動為主，主要經費都向國科會等單位

申請，中心提供種子經費作為配合款。 

 

案由五：文化研究國際中心邀請國際學術諮詢委員會事宜。 

說明： 

一、  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101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中，四校皆已提

出國際學術諮詢委員的可能委員名單。為讓各校能盡快開始向這些學

者提出邀請，中心擬定了「國際學術諮詢委員會組織章程」（附件十

七），提供各位老師在邀請諮詢委員時使用。是否採用，請討論。 

二、 除了前次會議的「諮詢委員推薦名單」（附件十八）之外，請根據目

前推動的國際交流計畫，繼續建議委員人選，請提名。 

三、 目前各校辦公室邀請學術諮詢委員的實際進度，請各辦公室主任報

告。 

決議：通過「國際學術諮詢委員會組織章程」。新增建議委員人選，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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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的Gina Marchetti教授、Duke University的周蕾教授、Goldsmith 

College的Scott Lash教授和汪暉教授等，以及UC Irvine視覺研究中心如

Catherine Liu、James D. Herbert、Cécile Whiting、Roberta Wue、UCLA相關

學者，都在考慮之列。 

劉紀蕙主任會後提出修正意見：請各辦公室依照學群分工，進行諮詢委員

的邀請，日後網頁將以總表方式呈現，依姓名作為排列依序。 

 

案由六：社文所B組-亞際類博士班學生Ritwij(李威杰)提資格考試，請討論。 

說明： 

一、 題目The Bengal Partition (1946 – 1947) and its Cinema in the 

Post-Partition era, 考試委員：劉紀蕙教授、Earl Jackson教授，考試

書目共115條，請討論。 

二、 修改修業辦法，對照表如附件(附件十九)。 

決議：全體同意此案按照社文所的既定規則辦理。 

柒、 臨時動議：  

一、 學程下學年的甄試招生工作，由清大辦公室負責，請各辦公室主任再

推派招生委員。 

捌、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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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101學年度第四次行政會議 暨  

學術委員會、學程委員會聯席會議 

 

視訊會議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2013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五）上午 11:30  

開會地點：交通大學人社二館209室  

中央大學文學院一館A202室 

  陽明大學第二教學大樓人社 215       

主    席：劉紀蕙中心主任  

出    席：陳光興教授、李丁讚教授(請假)、何春蕤教授、劉瑞琪教授 、馮品

佳教授(請假)、蔡晏霖教授、鐘月岑教授、李卓穎教授、白瑞梅教

授(請假)、黃道明教授(請假)、林文淇教授、黃桂瑩教授 

列席人員：林郁曄、陳靜瑜、沈慧婷、王雯萱、曾美儀、李佳珊 

記    錄：蔡宜純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案 

十二、 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101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記錄確認。（附

件一） 

十三、 國際合作推動計劃 

1.   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以「亞際文化之歷史與當代：現代性爭議、 性

／別政治、視覺文化、當代社會運動」為主題，結合四校研究團隊，

推動跨校與跨領域之中長程計畫：邀請學者訪問，規劃國際合作研

究項目，共同舉辦國際研討會以及出版計畫，推動交換學生以及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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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學位之計畫──中心主任及四校辦公室主任簡單報告年度計畫以

及執行狀況。 

2.   國際合作對象：先前四校已提出之合作交流名單，以及邀請來台參

訪之國外學者，皆為優先推動國際合作之目標，請各校辦公室負責

人簡單報告。(附件二) 

3.   國際諮詢委員名單：針對中心未來合作交流與發展運作提供諮詢

(如附件三) 

4.   AsiaBound Grants Program of Australia 邀請函以及執行狀況(附件

四) 

5.   訪問學者邀請函，將於中心網頁公告，並供各辦公室主動發出(附

件五) 

6.   2013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程經費預估，將提送六月六日第二次國際

學程會議。(附件六，修改如會議記錄附件二) 

十四、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招生以及課程規劃  

1.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程招生情形與獎學金之狀況(附件七) 

2.   Admission Letter (附件八) 

3.   課表確認，加註各校提供上課時間和地點聯結(附件九) 

4.   迎新座談會 2013年9月14日 

十五、 各校學程納入院級和設置辦法進度確認：推動學程校內體制化，以

面對未來評鑑、招生員額、師資鐘點減免等問題 （見討論案一，及附

件十五） 

十六、 博士班申請案：本中心將於2013年九月台聯大四校校長會議提出亞

際文化研究國際學位學程博士班之申請。請四校辦公室提出書面說明

──招生狀況、研究群課程規劃原則、跨校性質以及課程分布內容、是

否已經達到前次教育部之審查建議 (附件十) 

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之推動與發展的健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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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關於五年五百億經費，四校校長會議決議指示：「本案已持續補助

五年，四校明年將停止補助。請台灣聯大評估文化研究和科技與社會

推動計畫於教學與研究之跨校整合成果」。該評鑑將於2013年下半年

度進行，評鑑的標準與範疇尚未確定，評鑑的參考項目與推薦評鑑委

員名單（如附件十一），請討論。 

二、  各校學程納入校內體制之相關問題，包括學程設置辦法、學程委員

會、課程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等制度建立，請討論（見附件十五）。 

三、  各校學程辦公室在各校之推動與發展是否有困難，如何能夠建立長

久發展的基礎，請交換經驗，並討論解決方案。 

四、  如何強化四校研究群的跨校以及跨研究群的合作計畫，請討論。 

五、  如何具體推動國際化合作計畫以及雙聯學位，請討論。 
 

決議： 
一、 評鑑的參考項目暫定如草案，評鑑委員名單再議。 
二、 學程設置辦法修改如會議記錄附件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與教

師評審委員會草案待下次會議討論。 
三、 各校學程辦公室在各校推動與發展是否遇到困難、如何強化四校研究

群的跨校及跨研究群的合作計畫、以及如何推動國際化合作計畫及雙

聯學位等議案，待下次會議討論。 
 

提案二 

案由：強化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位學程師資陣容 

說明：  

一、 為強化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位學程師資陣容，擬合聘中研院歐美所王

智明，請討論。(附件十二) 

二、 是否有其他合聘師資的建議案，請討論。 

三、 各校可以合聘模式，在各校爭取師資。徵聘師資公告，請參考。(附

件十三) 
決議： 

一、 中研院歐美所王智明合聘案，獲全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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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業領域符合者，歡迎各校提案優秀師資與中心合聘，但不需要各校

都聘。 
三、 徵聘師資公告於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網頁公告，盡量與校內合聘以增聘

師資。 
 

 

提案三 

案由：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程學生核心能力指標，請討論。 

說明：亞際文化研究學位學程學生核心能力檢核指標及評量範本(附件十四) 
決議： 

一、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程學生核心能力指標，原則依照中央大學提供之

版本，細部則由各校調整。 

 

參、 臨時動議： 無 

肆、 散會: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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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2 學年度四學群資料與行政組織 
 
 
各學群老師名單一覽 
批判理論與亞洲現

代性 
陳光興：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劉紀蕙：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朱元鴻：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陳奕麟：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合聘教授 
Earl Jackson：交通大學外文系教授  
劉人鵬：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蔡英俊：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黃文宏：清華大學哲學所教授 
王俐容：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社會文化所教授兼所長 
鄭凱元：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教授 
林淑芬：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邱德亮：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藍弘岳：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莊雅仲：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于治中：清華大學外語系副教授   
王惠珍：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謝世宗：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彭明偉：交通大學社會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陳瑞樺：清華大學社會所助理教授  
石婉舜：清華大學台文所助理教授  
蔡晏霖：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鄭凱元：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教授兼人文與社會科

學院副院長  
傅大為*：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兼人社院院

長 
王文基*：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當代思潮與社會運

動 
李丁讚：清華大學社會所教授 
劉人鵬：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林聰舜：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蔡英俊：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黃文宏：清華大學哲學所教授 
于治中：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 
甯應斌：中央大學哲學系教授 
陳光興：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張維安：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院長 
柳書琴：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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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旺山：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 
黃倩玉：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 
林淑芬：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莊雅仲：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鐘月岑：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 
李卓穎：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 
謝世宗：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王惠珍：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古明君：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陳瑞樺：清華大學社會所副教授 
劉正忠：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顏健富：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許維德：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碩士班助

理教授 
彭明偉：交通大學社會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李威宜：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鄭凱元：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教授兼人文與社會科

學院副院長 
性／別研究 何春蕤：中央大學英文系教授 

丁乃非：中央大學英文系教授 
白瑞梅：中央大學英文系教授 
甯應斌：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 
劉人鵬：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黃倩玉：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 
張靄珠：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張翰璧：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社會文化所副教授 
呂文翠：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黃道明：中央大學英文系副教授 
沈秀華：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劉瑞琪：陽明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蔡芬芳：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社會文化所助理教授     
古明君：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蔡晏霖：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王鈺婷：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葉德宣：中央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 

視覺文化研究 劉瑞琪：陽明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馮品佳：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劉紀蕙：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張靄珠：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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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大維：中央大學英文系教授 
吳方正：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教授 
林文淇：中央大學英文系教授 
曾少千：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教授 
林建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林文玲：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段馨君：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周慧玲：中央大學英文系教授 
許綺玲：中央大學法文系所教授 
周芳美：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謝佳娟：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巫佩蓉：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謝世宗：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賴雯淑：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傅大為：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兼人文與社會

科學院院長 
黃桂瑩：陽明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馬孟晶：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馬雅貞：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梅韻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葉嘉華：陽明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Earl Jackson：交通大學外文系教授  

 
 
行政組織 
中心行政會議委員 劉紀蕙教授（交通大學）  

陳光興教授（交通大學）  
李丁讚教授（清華大學）  
何春蕤教授（中央大學）  
劉瑞琪教授（陽明大學） 

 

學術委員 劉紀蕙教授（交通大學） 
陳光興教授（交通大學） 
李丁讚教授（清華大學） 
何春蕤教授（中央大學） 
劉瑞琪教授（陽明大學） 
馮品佳教授（交通大學） 
鐘月岑教授（清華大學） 
白瑞梅教授（中央大學） 
鄭凱元教授（陽明大學） 

註：林文淇教授借調擔任國

家電影資料館館長，馮品佳

教授替代林文淇教授，負責

電影文化研究子研究群。 

學程委員 劉紀蕙教授（交通大學）  註：蔡晏霖教授離校研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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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興教授（交通大學）  
李丁讚教授（清華大學）  
何春蕤教授（中央大學）  
劉瑞琪教授（陽明大學）  
藍弘岳教授（交通大學）  
李卓穎教授（清華大學）  
黃道明教授（中央大學）  
黃桂瑩教授（陽明大學） 

年，由藍弘岳教授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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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學群簡介與未來五年計畫 
 
 
（一）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 
 

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 
 
‧學群簡介 

本研究群包括四校成員 23 人（交大 10 人，清大 9 人，中央 1 人，陽明 3 人），由交通

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研究團隊主導推動。該研究團隊持續以「政治、美學、倫理」之研究

主題，進行「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之整合型研究計畫，透過理論性思考，檢視現代性過

程中不同的歷史脈絡與體制化結構，重新探討亞洲（東北亞、東南亞）現代性知識建構與民

族國家形成的關聯。該研究團隊於 2003 年起，逐年舉辦相關主題之大型國際學術會議十餘

場，自 2009 年起以「思想、歷史與文化高等講座」名義，邀請國際學者客座講學共 9 次，

邀請國內外學者訪問演講近百次。該團隊主導「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課群，結合四校師

資，共同規劃與支援此範疇之課程，並推動相關學術活動，包括讀書會、工作坊、國際學術

研討會、邀請講座、系列出版。 
 
‧研究方向 

1. 現代性與亞洲歷史脈絡：革命、共和與民國，殖民與解殖民，現代國家形成，內戰、遷徙國家分裂，二戰經

驗，冷戰結構，難民營，文革與戒嚴 

2. 現代性與亞洲知識形構：近代東亞知識圈，近代東亞政治思想，社會主義思想，世界史與東亞 

3. 現代性與批判理論：民族國家，生命治理，疆界機制，認同問題，創傷記憶，轉型正義，族群衝突 

 
 
‧學術活動 

學術會議： 
2013 傑出學者講座系列：王國斌教授（UCLA） 
2014 第一屆海峽兩岸社會批判理論論壇：福柯、朗西埃與阿甘本，南京大學主辦，台

聯大、交大合辦 
2014  IACS Summer School ““Introduction to Modern Asian Thought”  
2014  Conference“POLITICAL USES OF THE BODY”, DIAGONAL Network    
      /Transnational and Transcultural Network of Critical Thought 主辦，台聯 
     大合辦 
2015 第二屆海峽兩岸社會批判理論論壇，交大主辦，南京大學合辦 
 
讀書會： 
日本近代思想讀書會 
中國－台灣現代性議題讀書會 
 

‧學術出版 

「批判理論翻譯叢書」系列 

「東亞現代性與批判思想」系列 

 

17 
 



‧國際交流 

2014 北京人民大學哲學院吳瓊教授 

2014 韓國延世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白永瑞教授 

2014 UCLA Douglas Kellner 教授 
2015 法國巴黎第八大學 Alain Brossat 教授 
 

擴展國際合作管道： 
台港研究型大學合作計畫 
Critical Asian Studies, Goldsmith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Hawke Research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Australia.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U.S.A 
The Department of Asian Languages & Cultures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S.A. 

 
 
（二）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 

 
‧學群簡介 

本學群由清華大學人社院（http://www2.hss.nthu.edu.tw/）的研究團隊主導推動， 由四

校成員共 25 人組成（清大 18 人，交大 6 人，中央 1 人)。該團隊所主導之「當代思潮與社

會運動」課群，嘗試把亞際的文化資源、歷史經驗、與社會現實，聚焦在當代思潮──包括

文化多元主義、民主、地方自主、全球 化、綠色生活的脈絡下，透過社會運動的具體實踐，

來釐清、並推進「理想」與「現實」的多層次辯證關係。希望透過這個實踐/實驗的過程，

亞際文化可以經歷進 步性的轉化，進而豐富、延展當代思潮，為二十一世紀的人類文明而

努力。 

 

‧研究方向 

目前，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研究群課程分為三大主題：「東亞公民社會」、「東亞生態」

與「二戰的記憶、經驗與前瞻」。詳細規劃構想如下： 

1. 東亞公民社會：民主化與公民社會，幾乎是每個東亞國家所面臨的共同問題，也是東

亞區域整合的核心問題。因此，本單元嘗試從跨國社會運動的角度討論公民社會的連

結，並透過這種連結，解決東亞諸國所面臨的共同困境，建立國與國之間的信任與合

作，促成東亞之間的公共領域與區域整合。課程的內容包括「社區營造」、「公民農業」、

「公共領域」與「社會運動」等。所有這些課程都以各國本身的經驗為基礎，進而相

互分享、連結、學習、整合。 
2. 東亞生態：本主題課程欲透過東亞地區生態的實況的描寫丶報導丶分析來瞭解生態變

化的過程與機制。方法論的取徑將從歷史丶文學丶哲學丶社會學丶政治學丶人類學等

角度切入，對於此地區的地理環境丶物質和非物質資源丶空間認同丶生態的惡化和復

育所調動的人丶事丶物的網絡引發的爭論和治理進行跨學科的對話和論辯。初階的課

程以文本（包括文學丶歷史丶地理學與紀錄片）的分析為主，進階的課程則以議題丶

區域環境生態運動的實務與理論研討為主。本課程主題將邀請國內外學者來訪演講與

授課，進一步豐富擴大台聯大的學術社群資源。 
3. 二戰的記憶、經驗與前瞻：本主題課程將探討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東亞地區所造成的衝

擊與影響。我們將從歷史丶文學丶哲學丶社會學丶政治學丶人類學等角度，對於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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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醞釀期丶進行中的階段，以及戰爭結束後至今的各個時期，所引發的各種文化現象

與爭論（僅舉數例：「淪陷區」人民對占領者的抵抗與合作；歷史與文學書寫中關於

戰爭的異調敘述；戰後責任追究與寬恕和解的問題；地緣政治與學術建制等），進行

跨學科的探討。初階的課程以文本（包括文字與視覺）分析為主，進階的課程則以議

題與理論研討為主。本課程主題也將邀請國內外學者來訪與授課，以營造多元對話與

豐富積累的學術空間。 
 

‧學術活動 

2005：眾生眾身：2005 年文化研究會議 
2005.01：2005 亞洲華人論壇 
2005.08：亞洲拉子影展 
2006-至今：文學與文化系列演講 
2006.01：文化研究教學研習營 
2006.06：way to the tune 短片影展與音樂會 
2006.12：【去帝國、去亞洲】   從《去帝國》反思台灣與亞洲 
2006.12：亞洲學術出版的全球化會議 
2007.01：亞洲華人文化論壇：當前知識狀況 
2007.01：EVA 十週年紀念超微型演討會 
2007.01：從琉球反思東亞和平 
2007.01：亞洲華人文化論壇：當前知識狀況 
2008.08：兩岸三地博士生文化研究研習營 
2009.01：學術交流與知識生產論壇 
2009.04：IACS 十週年會議 
2009.06：台聯大文化研究學程博士生論壇「分寸之間／何在：跨領域的知識情境與真

實狀態」 
2009.06：董振良導演紀錄片放映暨座談 
2009.09-11：北京大學中文系錢理群教授講學 
2009.11：陳映真：思想與文學學術會議 
2009.12：置疑「婚姻家庭連續體」國際工作坊 
2010.03-11：2010 兩岸三地文化研究學術交流系列演講 
2010.04：從《憂鬱的文化政治》開始——當代文化與情感政治座談會 
2010.04：董振良導演「49 三部曲 + 一影展‧全國巡迴映演」 
2010.05：台灣與東亞的跨界：亞洲的地區主義國際工作坊 
2010.11：冷戰的歷史文化——東亞批判刊物會議 
2010.12：Feeling Bad in 2010：酷兒 情感 政治 國際論壇 
2011.09：東亞脈絡下的釣魚台：保釣精神的繼承與轉化 
2011.12：置疑婚姻家庭連續體系列講堂 
2012.02-06：《尋畫：現實主義畫家吳耀忠》畫展與系列座談 
2012.06：《山裡的微光》紀錄片放映及座談會  
2012.06：《希‧雅布書卡嫩》紀錄片放映及座談會  
2013.01：2013 清交紀錄片影展 
2013.04：《酷兒．情感．政治——海澀愛文選》新書發表暨系列座談會 
2013.05：「文化研究」工作坊 
2013.10：性別正義：探索家庭、校園與職場的重構機制國際會議 
2014.05：「文化研究」工作坊 
2014.10：清大與社運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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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文化研究」工作坊 
 

‧學術出版 

2010：憂鬱的文化政治（劉人鵬、宋玉雯、鄭聖勳編） 
2011：置疑婚姻家庭連續體（丁乃非、劉人鵬編） 
2012：東亞脈絡下的釣魚台：繼承、轉化、再前進（劉容生、王智明、陳光興編） 
2012：酷兒 情感 政治——海澀愛文選（劉人鵬、宋玉雯、蔡孟哲、鄭聖勳編） 
2014：殘障研究文選（劉人鵬編） 
 

‧國際交流 

2009.12  Keith McMahon  East Asian Language and Cultures, Kansas University, USA 
2009.12  Mary E. John  Centre for Women’s Development Studies, New Delhi 
2009.09-11  錢理群  北京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 
2010.12  Heather Love  Department of English,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SA 
2011.09  劉大任  作家 
2012.03  許維賢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2012.03  Petrus Y. Liu,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rnell University 

 
 
 
（三）性別研究 

 
‧學群簡介 

本研究群包括四校成員 17 人（中央 9 人，清大 5 人，陽明 1 人，交大 2 人)，由素負盛

名的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團隊主導規劃（http://sex.ncu.edu.tw）。該團隊於 1995 年成立性／

別研究室，已經緊密合作十餘年，被性／別研究領域視為最具研究特色與實力的團隊，學術

資歷完整，合作穩定，成果豐富，不但在亞洲也在全球學界聞名。性／別研究團隊在性別領

域中耕耘 15 載，在開拓學術視野、接合在地社運、挑戰性別教育上投入甚多。1996 年起逐

年主辦相關議題之大型學術會議，持續執行國科會性別研究領域多年期整合型預核專題研究

計畫，並已出版性／別研究學術專書二十餘冊，總字數超過八百萬字，5000 餘頁，是台灣

性／別領域最有學術活力的研究團隊。 

除集結本地「性／別研究」理念的創始學者，並不斷拓展本地性／別研究的疆土，從女

性主義理論的反思到性主體的社會建構，從本土性運的觀察與理論化到性工作的學術研究，

從跨性別的性／別構成到身體情感政治等等。目前台灣已經通過諸多具有性別內涵的法條，

性別主流化也已成為國家政策和全球趨勢，然而這些法案和政策的構思與規劃往往只著重其

功能性、制度性，在施行中衍生許多複雜問題，引來不少批評，其在全球治理環節中的性／

別蘊涵，更需要座落於歷史軌跡與社會結構中的深入分析探究。 

 

‧研究方向 

本團隊在未來五年內的主要研究方向因此以三個同心圓的結構發展： 

1.性／別治理：團隊自 2005 年開始關注在地權力結構和操作模式的轉變，特別是主流

NGO 扮演的治理角色，團隊對於以性別主流化為主的性別治理、以及以立法和愛滋

20 
 



議題為主要領域的性治理都已提出批判分析，將繼續致力接合冷戰女性主義與新自由

主義作為進一步的思考路數。 

2.文明／多元現代性：由於文明化與性／別治理密切相關，相輔相成，團隊在現代性議

題上本來就有積累，也有諸多批判分析，將致力開發對於文明現代性以及多元現代性

的批判闡釋，分析性／別治理的權力操作。 

3.後殖民批判：對現代性的反思不能不努力脫離其歷史預設和知識籠罩，團隊對於非歐

洲中心論的史觀已有耕耘，將繼續透過非西方來源的第三世界後殖民論述，致力在世

界史的角度上重新將現代性脈絡化。 

 

‧學術活動 

2013.06.30：第二屆愛滋治理與在地行動會議 
2013.10.06：「超薄 8：小心公民社會」國際學術會議 
2015.05：「性政治」國際學術會議 
 

‧學術出版 

2013：新道德主義：道德保守與道德進步（何春蕤 編） 
2014：愛滋治理與在地行動 II（黃道明 編) 
2014：新道德主義：道德保守與道德進步 II（何春蕤 編） 
2014：台北 T 吧口述史（丁乃非 著） 
2015：Feminist Knots: Sex and Domestic Work in Chinese Modernity（丁乃非 著） 
2016：《多元現代性》（何春蕤、甯應斌） 
 

‧國際交流 

2013.10  Amber Hollibaugh 美國紐約資深婦女運動組織者 
2014.05  Lisa Duggan 美國紐約大學社會與文化分析教授 

 
 
（四）視覺文化研究 
 
‧‧學群簡介 

由陽明大學視覺文化研究團隊、中央大學視覺文化研究中心與交通大學電影研究中心共同推

動，四校成員共 24 人組成（交大 7 人，中央 9 人，陽明 4 人，清大 4 人）。 視覺文化為文

化研究範疇裡新興的整合研究領域，我們將從文化與社會的角度詮釋各種視覺的人造物，包

括美術、攝影、電影、電視、廣告、時尚、數位影像、科技圖像等等。本課群結合美術史與

電影研究的方法與實踐，以跨學科角度納入相關領域研究，如批判理論、性/別研究、全球

化研究、後殖民研究、新媒介研究、歷史研究等等，從文化交流與全球化的角度，將台灣－

東北亞－亞洲放置於全球國際脈絡，來探討視覺文化的形式美感、歷史意涵與社會實踐。 

交大電影研究中心(http://www.fl.nctu.edu.tw/~filmsc/)成立於 2003 年，推動電影賞析活動及

研究，並藉由與學者與電影工作者的座談進行意見交流，另一方面也藉此推展台灣電影於國

際學術上的地位，以及台灣藉由影像與世界溝通的各種可能。中大的視覺文化研究中心

（http://visual.ncu.edu.tw/）成立於 2008 年，除了每年舉辦視覺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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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外，中心核心組成單位藝術研究所出版的期刊《藝術學研究》已獲得國科會人文社會科

學中心收錄為 THCI Core 核心期刊；「電影文化研究室」在校內經營「107 電影院」，對外

發行獲得 2012 年台北電影節卓越貢獻獎殊榮的《放映週報》，並每年於各大專院校舉辦「大

學影展」；此外，「戲劇暨表演研究室」也於校內成立「表演藝術中心」經營專業級戲劇表

演空間「黑盒子劇場」。陽明大學於 2010 年開始組成了視覺文化研究團隊，並於 2013 年 8
月正式成立臺灣第一個視覺文化研究所。陽明團隊迄今已舉辦過多場視覺文化國際研討會、

工作坊、研習營與國際學者來訪活動，並常態性地舉辦視覺文化論壇，推動國際、國內與校

際學術交流，以及主編與出版跨校合作的專書。  

目前視覺文化研究群由陽明團隊主導，負責規劃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臺灣聯合

大學系統)「視覺文化」領域之課程，並結合四校師資及教學資源，共同籌劃與推動國際、

國內與跨校學術活動的進行。  

 

‧研究方向 

本團隊在未來五年內的主要研究方向為： 

1. 探索藝術史與電影研究中的認同議題：以藝術史與電影研究為軸心，探索近代視覺文化

中的認同議題，包括國族、性別、階級、性傾向、離散想像等等。 

2. 全球化視野下的歐美與台灣／華語視覺文化交流：以立足台灣、聯合東北亞、放眼歐美

的視野，嘗試將台灣／華語視覺文化放置於歐美視覺文化的國際場域探討，以培養學生在全

球化趨勢下對視覺藝術的研究與批判視野。 

 

‧學術活動 

2013.10-2014.5：電影理論讀書會 
2013.10： 2013 年視覺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3.12：視覺文化的表演／宣成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4-：每年將舉辦 1-3 場視覺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學術出版 

2011：《洞見：視覺文化與美學》（馮品佳、趙順良主編） 
2012：《近代肖像意義的論辯》（劉瑞琪主編） 
2012：《旅行的視線》（蘇碩斌主編） 
2013：《複製，再現與傳播: 近代版畫文化》（黃桂瑩主編） 
2013：《歷史、都市、新美學：侯孝賢電影研究 II》（林文淇主編） 
2014-：陸續出版視覺文化專書系列、台灣電影導演專書系列 
 

‧國際交流 

2013.10 James H. Rubin 美國石溪大學藝術系教授 
2013.12 Mieke Bal 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文化研究學院教授兼創辦人 

2013.12 Ernst van Alphen 荷蘭萊登大學文學批評系教授 

2013.12 Michaela Giebelhausen 英國埃賽克斯大學藝術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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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每年將邀約數位重要國際視覺文化學者來訪，如杜克大學的周蕾教授(Rey Chow)及
香港大學的馬蘭清(Gina Marchetti)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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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際合作交流單位與 MOU 簽訂現況 

 
20130524 會議程附件二 
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國際合作計劃：預計簽署合約之單位暨系所名單 
2013• 2014 推動計劃 
 

地區  對方單位 聯絡資訊 推動單位 

 阿姆斯特丹大學 
Amsterdam School for Cultural Analysis,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視覺文化研究群提案

/founding director, Mieke Bal 
 

歐洲  
萊登大學- Leiden University 

當代思潮提案/ 
學生有意願，清華校內已簽 
鐘月岑老師/視覺文化會議 
Ernst van Alphen 

清大 

 倫敦大學 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 MA inCritical Asian Studies 

劉紀蕙老師 交大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中文系，人文

與社會高等研究中心） 北京大學（比較

文學，文化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

國語文學系，思勉高等研究中心） 

性／別提案/劉紀蕙老師訪問 
央/交/校內已簽 交大社文所

客座：王曉明 

 

      

中國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 

性／別研究提案/群廈門大學

性別研究教師 2012.10 月 5 
日或 6 日拜訪新竹交通大

學 

 

 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中國當代文化研

究中心） 
性／別研究群提案/交大社文

所客座：王曉明 
 

 浙江社會科學院（社會研究所） 當代思潮群提案/ 清大客

座：王金鈴 
 

 香港中文大學（性別與哲學研究所、文化

宗教研究系） 
性／別研究群提案/ 
台聯大已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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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雪梨大學 Department of Gender and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Sidney 

性／別研究群提案 
Helen Grace/ Kane Race 客
座 

中央 

 
 
新

 

新加坡大

學 
 交大人社院已簽 Chua Beng 

Huat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交大人社院已簽  

 
越南 

越南國家大學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 HO CHI MINH CITY 

交大人社院已簽  

 
 印度 

海德拉巴英外語大學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School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English and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EFLU), Hyderabad. 

2013 交大社文所客座：

Madhava Prasad 
 

 
 

 
南美

洲 

 
西印度大學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批判理論研究群提案/交大社文所

客座：Jalani Niaah 
 

 
 
 
 
 
 
 
 
 
 
 
 
 
 
 
 
 
 
 
美國 

羅徹斯特大學 Graduate Program in Visual 
and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視覺文化群提案  

康乃爾大學 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rnell University 

交大社文所客座：酒井直樹  

杜克大學 East Asian Studies, Duke 
University 

周蕾 12 月來訪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UCI Humanities Center, 
Film & Media Studi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劉紀蕙老師/CATHERINE LIU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Department of 
English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CB) 

2013.3/16-17 光興老師與英文系

教授 
Colleen Lye 等討論合作計畫 

 

加州大學聖塔克魯斯分校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UCSC) 

2013.3/18-20 光興老師參加 
Pacific Seminar/ 台聯大推動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CSD) 

2013.3/21-23 光興老師參加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年會

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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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 Paik Nak-chung 等人主導的

南北韓分斷問題，並與該校建立 
合作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 

2012/10/26 台灣美國教育展，馮品

佳教授至 UCLA 拜訪與宣傳亞

際文化研究學學位學程，分別會見

比較文學系/東亞系教授史書美、

英文系/婦女研究中心主任 Rachel 
Lee、以及英文系主任 Ali Behdad  

 

 

    

 
 
 

各校辦公室簽訂 MOU 現況及進度 
交大 劉紀蕙老師 2013 秋 UCLA 

UC-Irvine 
London University—Goldsmith 
College 
香港中文大學 

2014 春 北京清華大學 
清大 鐘月岑老師 2014 春 荷蘭萊頓大學 
中央 李道明老師 

丁乃非老師 
2014 春 澳洲雪梨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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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台聯大的研究生交換計畫 MOU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與             大學 
研究生交換計劃備忘錄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以下簡稱台灣聯大)與          大學(以下簡稱         )
簽署「交換計劃備忘錄」 。台灣聯大包括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

立清華大學以及國立陽明大學。雙方同意以下事項: 
 
甲、交換學生名額及交換期限 
1. 由 2013/2014 學年開始，台灣聯大與[對方校名]在本備忘錄有效期間每年

交換相當於四名研究生。在兩校同意之情形下可增加或減少交換人數。 

2. 兩校交換學生可在接待學校還讀一學期或一學年。[對方校名]學年度第一

學期從    月至     月，第二學期由         月至        月。台灣聯

大學年度第一學期從九月至次年一月，第二學期由二月至六月。 

3. 原則上，兩名選績一學期之交換學生相當於一名選讀一學年之交換學生，

以保持交換平衡。 

4. 交換學生在接待學校學習期間仍保留其原屬學校之學籍，不得轉換為接待

學校之學。 

5. 任何一方如未能於本備忘錄有效期間每年送出四名學年交換學生，即可於

下一年度增派學生以保持交換平衡。 

6. 若任何一方之學生在接待學校按規定註冊後，因故無法完成學業時，原屬

學校不得改派其他學生以填補未完成學習之時段。 

7. 在本備忘錄時限終止時，凡是接受較多交換學生之接待學校將可在本備忘

錄終止後一年內，派遣交換學生至對方學校修讀，以達交換平衡之原則。 

乙、選拔學生、學生詮冊及選修課程 
1. 原屬學校必須依照以下規定選拔交換學生，由接待學校決定取錄與否。 

i)  交換學生須在前往接待學校修讀前，在原屬學校完成至少一年學業; 
ii)  交換學生在原屬學校取得優良成績; 

2. 申請到[對方校名]修續第一學期及學年之截止日期為          ，申請於

第二學期入學之截止日期為            。申請到台灣聯大修讀第一學期

及學年之截止日期為四月一日，申請於第二學期入學之截止日期為十月二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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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雙方交換學生修習課程會受接待學校個別課程名額、編課表等限制。在上

述情況外，交換學生只須符合選修科目之先修要求及語文條件，便可選讀

接待學校之課程。是否能成功獲得選讀課程，端視乎擬選讀課程之要求為

準。 

4. 交換學生在接待學校修得之學分，由原屬學校依該校相關規定決定是否予

以承認，與接待學校無涉。 

5.  交換學生必須遵守接待學校之校規、當地法律及社會風俗習慣。 

6. 接待學校須在交換結束時，將交換學生之成績單正本寄予原屬學校。 

丙、經費 
1. 學生於交換期間之學費須繳交至原屬學校，接待學校不得對其收取任何學

費及有關費用。 

2. 雙方將盡力協助安排學校宿舍予交換學生，費用由交換學生承擔。 

3. 雙方之保健中心將提供基本醫療服務予交換學生。交換學生必須自費購買

交換期間之意外醫療保險，該意外醫療保險應包括住院之費用。凡是超出

承保範圍之醫療費用，概由交換學生及其家長或監護人承擔。 

4. 交換學生往返旅費與於接待學校期間之各項住宿、膳食、書籍、交通、護

照、申領入境許可、及其他個人消費，均由學生本人自行承擔。 

丁、責任條款 
1. 雙方同意原屬學校告知交換學生於交換期間須遵守接待學校的規章及法則。

雙方均不須為交換學生在交換期間由於個人行為或違反本協議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損害及所涉及的費用承擔責任。 

2. 在備忘錄有效期間，如果由於不可控制的事件，例如:天災、暴動、戰爭、

疫症、恐怖活動、政府限制或運送失誤等類似狀況的發生，而造成任何一

方無法履行此備 忘錄的事項，或造成延誤，雙方均不須因此為無法履行有

關條款而承擔責任。受影響的一方應儘快通知對方未能盡履行責任之原

因。 

戊、備忘錄之更新 
1. 本備忘錄自雙方代表簽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三年。如有任何未盡事宜，

得由雙方代表協商解決。雙方續訂備忘錄時，得以書面確認。 

2. 單獨之一方或雙方欲終止此備忘錄時，須於至少六個月以前以書面通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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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並繼續提供以上所列之服務予當時按備忘錄安排之所有交換學生，直

至學生在交換 安排下之課業結束為止。本備忘錄自雙方代表簽字之日起生

效，有效期限三年。如有任何未盡事宜，得由雙方代表協商解決。雙方續

訂備忘錄時，得以書面確認。 

3. 單獨之一方或雙方欲終止此備忘錄時，須於至少六個月以前以書面通知對

方，並繼續提供以上所列之服務予當時按備忘錄安排之所有交換學生，直

至學生在交換安排下之課業結束為止。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校長 

 

 [對方校長] 

   
 
  

29 
 



附件六 教育部台港研究型大學聯盟計畫審查意見 
 
【教育部審查意見】102 年 6 月 11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20080664  

 

＊臺港研究型大學聯盟合作計畫 

所研擬之「臺港研究型大學聯盟合作計畫」應有別於現行各校自行推動與香

港頂尖大學之合作交流規模及模式，宜納入透過跨校資源之整合，建立臺港

研究型大學人才培育；擇定雙方強項優勢領域共同進行研究或建立人才培育

模式(如：建立國際學程、推動跨國頂尖研究、共同成立跨國研究中心、合開

課程等)。相關審查意見如下： 

1. 部分執行項目之經費估算過於簡略，如研究實習、人事費、業務費等， 應

再補充說明。 

2. 暑期學分班之授課教師、參與研修學生及課程規劃等，應再詳細說明。 

3. 學生交流部分偏重香港學生來臺研修，宜強化選送我國學生赴港研修。 

4. 教師交流部分除可透過擇定雙方優勢領域以教師短期講學互訪外，應積極

研議以合聘教師、共同授課、邀請港方教師來臺開課等方式進行，並應研

議短、中、長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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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臺港大學聯盟合作建議書 
 

 
                     臺港研究型大學聯盟 

 
Taiwan-Hong Kong Research University 

Consortium 
合作建議書 

一.  背景 
臺灣與香港之間的學術交流，源遠流長。兩方多年來的學術交流已成長

與茁壯，臺 港兩方政府於 2010 年更確定表明建立合作關係的重要性。

兩方大學更應積極建立 學術交流平台及聯盟，推動實質合作。 

二.  成立宗旨 
為臺港兩方頂尖大學締結策略性夥伴關係，提供有效的合作框架及有利

的條件，共 同展開對兩方及全球發展有貢獻的硏究合作及人才培養。 

三.  基本目標 
整合資源，發揮互補性，靈活性，結合及發揮各成員大學的科硏力量及優

勢，展開 以前瞻性、影響力為前提的實質性硏究合作，追求卓越的學術

水準。 

四.  聯盟成員 
「臺港研究型大學聯盟（以下簡稱本聯盟）」聯盟成員包括臺灣之國立臺

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陽明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長庚大學、國立海洋大學及國立中

正大學；香港之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 
五.  合作項目 

(一) 研究合作 

推動各成員院校在不同的研究領域展開深層次及實質性的合作，研

究合作涵蓋 醫學科學、工商管理學、理工科、人文社科以及跨學科

等領域。合作方式包括但不限於： 

1. 成立聯合研究團
隊 

2. 共同申請研究經

費 

3. 聯合發表論文和專

著 

4. 成立聯合研究單位 設立聯盟研究合作發展基金，以支援各研究項

目初期的啟動需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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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職員互訪  

在聯盟網絡內提供行政和經費支援，以促進成員院校教職員之間互訪

交流。教職員交流包括： 

1.  短期交流訪問：商討研究合作項目及學術訪問。
[附件二] 

 
2. 教授互換：為成員院校提供互補教學及共同研究的機會。[附件三

] 
3. 共同授課：雙方共同開發遠距課程，開設課程依教授意願，行政

上可考量 經費的補助。 
4. 合辦學術活動：為成員院校之間提供學術交流平台。[附件四]  

 
(三) 學生交流 

在聯盟網絡內促進成員院校之間的學生交流。交流的方式包括： 
1. 研究生交換：研究生交換期限最長六個月，研究生可至成員院校

進行與課題相關的研究，以促進學術交流和研究合作。[附件五] 
2. 研究實習：推動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暑期實習計畫，讓學生可跟

隨所選的成員院校導師進行相關領域的學習及研究工作。[附件六] 
3. 大學部學生交換：各成員院校在原有的大學部學生學期交換的基

礎上，開拓暑期課程大學部學生交換計畫。[附件七] 
4. 暑期課程：學分班或短期專業暑期學校。 
5. 暑期活動：活動資訊互通，共同參與及舉辦暑期交流活動，由兩

方導師帶領，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和視野。[附件八] 
6. 學分承認：臺港學分相互承認，惟所修習課程之抵免，須由學生

所屬院校認定。 
 
六.  計畫執行成效(KPI)評估 

1.  研究合作(30%) 
2.  教職員互訪(40%) 
3.  學生交流(30%) 

 
 
七.  組織架構/管理機制 

(一) 聯盟理事會 
1. 各成員院校之校長為當然委員； 
2. 負責制定和支持本聯盟的發展方向和策略；每年聯盟理事會，推動

成員院校的長期合作關係； 
3. 聯盟理事會主席由各委員每 2 年選出，連選得連任 2 次。 

(二) 聯盟學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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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成員院校委派負責學術交流或研究發展之副校長為當然委員； 
2. 為各成員院校的合作項目主導人，負責推動聯盟提出的發展計畫

，向聯盟理事會提出建議，定期檢討本聯盟的各項計畫發展； 
3. 指導聯盟研究合作發展基金的運作； 
4. 為各成員院校的聯絡主任提供指導； 
5. 聯盟學術委員會主席由各委員每 2 年選出，連選得連任 2 次； 
6. 每年召開聯盟學術委員會年會，就各項目進程交換意見。 

(三) 秘書處 

1. 負責與各成員院校之間的訊息溝通，協調有關本聯盟各合作項目

的運作及推動，統籌聯盟理事會、聯盟學術委員會及院校聯絡主

任年會的召開。

2. 建議由香港中文大學擔任香港秘書處工作；由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擔任臺灣秘書處。 

香港秘書長：香港中文大學協理副校長張偉雄教授  

臺灣秘書長：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系統副校長葉永烜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天文所教授） 
 

(四) 院校聯絡人 

各成員院校須委派一位聯絡主任，作爲本聯盟在各成員院校之聯繫

窗口，其主 要任務為協調及推動聯盟相關項目之進展。各院校聯絡

主任，應不定期緊密聯 繫，且每年舉行一次全體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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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聯盟研究合作發展

基金 
 
一.  目的 

設立聯盟研究合作發展基金，主要用於支援成員院校之間發展各研究合

作項目初期 的啟動需要。聯盟研究合作發展基金屬於競爭性的撥款。 

 
 
二.   經費來源 

(一) 臺港政府教育部門（臺灣教育部、香港研究資助局） 

(二) 聯盟成員繳納之年費 

 
 
三.  經費用途 

(一) 作為聯盟內成立的聯合研究團隊發展合作項目的啓動經費，主要用

於催化成員 院校之間研究合作。 

(二) 申請者只限於成員院校組成之聯合研究團隊，團隊必須由臺港兩方

的兩所或以 上成員院校組成。 

(三) 作為商討合作項目，研究工作坊，學者互訪及合作網絡建立等活
動之經費。 

 
 
四.  實行方案 

(一) 研究發展基金每年接受有意組成聯合研究團隊的成員院校學者申

請，聯盟每年 邀請成員院校向秘書處提交申請。 

(二) 遞交申請之前必須得到所屬院校的聯盟學術委員會委員的支持。 

(三) 每項申請所核定的經費根據資金的額度而定。 

(四) 各成員院校也可以考慮另外撥備款項設立專項基金，以配對形式來

支持特定領 域的研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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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教職員短期交流訪

問 
 
一.  目的 

鼓勵成員院校教職員之間作短期交流訪問，探討研究合作的可能性。 
 

 
二.  對象 

訪問學者須為成員院校的全職教職員。 
 
 
三.  交流內容 

訪問學者在訪問期間參與其相關研究領域的學術活動如座談或研討
會等。 
 
 
四.  訪問期 

(一) 以一星期為限。 
(二) 訪問期間超過一星期者需提出特別說明，惟仍需視經費額度及接
待院校的實際情況決定。 

 
 
五.  經費 

(一) 每年由各成員院校撥備專款支持所屬教職員前往其他成員院校進
行訪問。 
(二) 派出院校負責出訪學者的來回機票及生活費用，接待院校負責提供
來訪學者住 宿。 

 
 
六.  實行方案 

(一) 由各成員院校學者與接待院校商量，擬定出訪計畫，並向所屬院校
提交出訪申 請。 
(二) 各院校聯絡主任負責協調訪問計畫的申請，審批經費及統籌學者到
訪的相關接 待工作。 
(三) 訪問結束後學者需向其所屬院校提交報告，簡述訪問概況，研究進
展及後續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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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教授互換 

 
一.  目的 

進一步促進成員院校之間的交流合作，有效利用各成員院校教研人員資
源，為成員 院校提供互補教學，共同研究的機會，也為臺港兩方學者進
行長期學術交流建造平台。 

 
二.  對象 

訪問學者須為成員院校的全職教授。 
 
三.  訪問期 

(一) 一學期至一學年。 
(二) 訪問期間超過一學年者需提出特別說明，惟仍需視經費額度及接待
院校的實際 情況決定。 

 
四.  訪問活動 

包括在訪問院校任教若干科目、進行學術訪問、合作研究、座談及指
導研究生等。 
 
五.  訪問學者身份 

(一) 訪問學者在訪學期間仍保留其所屬院校的教職，不得轉換為接待
院校的教職。 

(二) 接待院校可以按個別情況向來訪學者授予訪問／榮譽學者頭銜或
聘書。 

(三) 訪問學者須遵守接待院校之校規、當地法律及社會風俗習慣。 
 
六.  經費 

(一) 訪問學者在訪問期間仍由其所屬院校受薪，訪問期間之經費由訪問
學者自行負 擔。 
(二) 聯盟可運用聯盟研究合作發展基金，每年撥出部份款項資助訪問學
者往返旅費 
（包括機票和申領入境許可費用）及住房津貼。 
(三) 訪問學者若以不受薪假期出訪，訪問期間將不能享有所屬院校的房
屋津貼及相 關福利。 
(四) 接待院校須儘量為訪問學者預定校內教職員宿舍，或鄰近住宅。 
(五) 接待院校須提供基本醫療服務予訪問學者。訪問學者須購買訪問期
間之醫療保 險。 
(六) 訪問學者於訪問期間之各項生活、書籍、保險與其他個人消費，由
訪問學者自 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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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暑假期間進行教授互換，由派出院校負責出訪學者的來回機票及生
活費用，接 待院校負責提供來訪學者住宿。 

 
七.  實行方案 

(一) 申請訪問學者 
1. 秘書處每年公開邀請成員院校提交申請，審批訪問學者往返旅費及
住房津貼。

2. 訪問學者的領域及訪問期由派出院校與接待院校商定；訪問計畫是
否能獲 得接納，由接待院校決定。 
3. 雙方落實計畫的可行性後方可以向聯盟申請經費。 
4. 經費申請須經所屬院校的聯絡主任向秘書處提交，並得到所屬院校
的聯盟 學術委員會委員的支持。 

 
(二) 院校聯絡主任為訪問學者提供的服務： 

1. 為訪問學者提供邀請函； 
2. 辦理簽證：以香港為例，訪問學者需申請工作簽證； 
3. 安排住宿：校內大學賓館系統或私人樓房； 
4. 協調接待院校安排辦公室或專用書桌； 
5. 為訪問學者提供交通指引； 
6. 協調安排訪問學者使用校內診所、圖書館及電腦中心設備； 
7. 安排迎新短聚，介紹接待院校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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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合辦學術活

動 
 
 
 
一.  目的 

鼓勵成員院校聯合舉辦國際性的專業學術會議，研討工作坊及研討會等學
術活動， 以促進聯盟內研究人員及研究生之間的學術交流及合作，並進一
步擴大聯盟的影響力。 

 
二.  實行方案 

(一) 聯合舉辦的學術活動可以在兩方舉行，亦可透過視訊及網上互通的
形式同步進 行，進而擴大參與活動的範圍。 

(二) 聯盟研究合作發展基金可每年撥出部份款項支持成員院校共同舉
辦大型國際會 議，但各成員院校須以聯盟內成立的聯合研究團隊為主
體提出申請。 

(三) 各院校聯絡主任提供適當的行政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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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研究生交換 

 
一.  目的 

透過交換研究生到成員院校進行與課題相關的研究，以促進學術交流和研

究合作。 
 
二.  實行方案 

(一) 各成員院校每年提名若干名研究生參與研究生交換計畫，到其他成

員院校進行 與課題相關的研究。時間為三至六個月。 

(二) 申請者必須是在校的全日制研究生，並已通過研究生資歷確認的考
試。 

(三) 申請者必須先就交換將進行的研究活動遞交計畫書，由研究生導師

推薦。 

(四) 交換需在研究生正規學習期間進行。交換期間研究生在接待院校導

師的指導下 參與各種研究活動，其表現將由所安排的導師作出評核，作

為該研究生學業紀錄的一部分。 

(五) 交換期間學生需保留在其所屬院校的學籍，並繼續繳付學費。交換

學生往返旅 費及其他個人消費，由交換學生自行負擔，其中包括自費購

買交換期間之意外醫療保險。 

(六) 接待院校將盡力協助安排學校宿舍予交換學生或提供相應的選擇

，住宿費用由 交換學生自行負擔。 

(七) 各院校聯絡主任 

(八) 負責協調交換計畫的申請、批准及發出錄取通知等相關統籌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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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研究實習 

 
 
 
 
一.  目的 

成員院校共同開展學生暑期研究實習計畫，提供機會予各成員院校的大

學部學生及 研究生，跟隨選定的導師進行相關領域的學習及研究工作

，為未來進入研究學習作 出準備。 

 
 
二.  實行方案 

(一) 各成員院校為其他成員院校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每年提供四至

八星期的研究 實習機會。 

(二) 各成員院校於每年度年底前公佈下一年度暑期實習的研究領域，並

邀請各成員 院校選擇學生參加，由接待院校決定最後實習人選。 

(三) 申請者必須是在校的全日制大學部學生或研究生，並於畢業前一年

的暑假參加 實習計畫。 

(四) 實習期間學生在接待院校導師的指導下參與各項活動，實習表現將

由所安排的 導師作出評核。 

(五) 實習期間學生需保留在其所屬院校的學籍，並繼續繳付學費。學生

往返旅費及 其他個人消費，由學生自行負擔，其中包括自費購買交換

期間之意外醫療保險。 

(六) 接待院校須盡量為學生提供實習生活津貼，並協助安排學校宿舍或

提供相應的 選擇。 

(七) 各院校聯絡主任 

(八) 負責協調實習計畫的申請、批准及發出錄取通知等相關統籌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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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大學部學生交換 

 
 
一.  目的 

各成員院校在原有的大學部學生學期交換的基礎上，開拓暑期課程大

學部學生交換 計畫，豐富各成員院校學生的學習經驗。 

 
 
二.  實行方案 

(一) 成員院校之間每年交換若干名大學部學生修讀暑期課程。 

(二) 各成員院校每年可提名學生以交換學生身分修讀其他成員院

校提供的暑期課 程。由所屬院校選拔交換學生，接待院校決定交換

人選。學生實行交換時，以 接待院校學年曆為準。凡是接受較多交換

學生之接待院校將可優先派遣交換學 生至對方院校修讀暑期課程，

以儘量達到交換平衡。 

(三) 交換學生在接待院校學習期間仍保留其所屬院校之學籍。交換學

生在接待院校 修得之學分，由所屬院校依該校相關規定決定是否予

以承認。 

(四) 學生於交換期間之學費須繳交至其所屬院校，接待院校不得對其

收取任何學費 及有關費用。 

(五) 接待院校將盡力協助安排學校宿舍予交換學生或提供相應的選

擇，住宿費用由 交換學生自行負擔。 

(六) 交換學生往返旅費及其他個人消費，由交換學生自行負擔，其中

包括自費購買 交換期間之意外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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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八] 
暑期活動 

 
  
一.  目的 

透過成員院校每年暑期舉辦學生交流活動，增進各成員院校學生之

間的交流聯繫，開闊學生的視野。 

 

二. 實行方案 
(一) 建立聯盟暑期活動總匯，於聯盟的網站上發佈。 

(二) 各成員院校為其他成員院校預留學生名額。 

(三) 共同舉辦學習交流團，一起上課和進行考察體驗，結束前作

專題報告。 

(四) 兩方學生一起參與不同主題的研討項目。 

(五) 為在香港修畢國語課程的學生（包括國際生）提供機會前

往臺灣進行實地交流，加強國語的運用能力，豐富語言的文化內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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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教育部與台聯大研商臺港研究型大學聯盟合作計畫乙案 會

議重點紀錄 
 

臺港研究型大學聯盟合作計畫會議重點紀錄 
 

依 102 年 8 月 7 日本部與   貴系統研商，臺港研究型大學聯盟合

作計畫後續辦理方向如下： 
一、 為有效整合頂尖大學與臺灣聯合大學系統之資源，本案仍以頂

尖大學策略聯盟為主體，而由臺灣聯合大學系統代表與香港研

究型大學洽談合作方向與內涵。 
二、 為深化雙方合作培育頂尖人才，可分別就臺港雙方學校強項領

域，例如：傳播媒體、金融、認知神經科學、亞際文化與古文

典藏等，以 3 到 5 年為期聚焦規劃。具體合作方向由臺灣聯合

大學系統與香港研究型大學朝共同開設學程（學分或學位）之

模式辦理，以推動雙邊實質交流，合作培育臺港學生。 
三、 請臺灣聯合大學系統依前述方向，於近期內擬訂計畫，並視雙

方需求邀集我國其他頂尖大學共同研商，計畫內容應載明合作

內容、臺港雙方對口聯繫單位、方案辦理期程、預算規劃等項

以利後續行政作業。 
四、 另因應本案推動所衍生需本部協助協調之實務問題（例如：學

生住宿），由本部另案予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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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2014 亞際文化研究暑期班課程設計 

 

The 2014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 (IACSS) Summer School 

“Introduction to Modern Asian Thought” 

1-15 July 2014 

Tentative Course Design 

 

 The 3rd Biannual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 (IACSS) Summer School,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Modern Asian Thought project initiated by Inter-Asia School, will be 

held in Hsinchu, Taiwan in July 1-15, 2014. It brings together faculty and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 to engage with in-depth learning and discussion on key issues in 

“Modern Asian Thought.”   

 For the past two decades or so, th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 has 

produced a body of work concerned more immediately with the contemporary 

problematics. As the project moves along, we have begun to strongly feel that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of the present conditions of knowledge on a deeper level is really a result of 

the entire modern history; and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works of earlier generations of 

intellectuals who responded to different moments of crisis, we have not only lost the sense 

of historical configurations but also failed to realize that some of the problematics opened 

up by them in different conjunctures are still with us today. We will therefore need to go 

back to earlier sources of thought to shed light on the present.  

The main part of course is composed of four units: “national cultures” mediates 

through Tagore and Lu Xun to analyze the conditions of the colonized nation in the early 

context of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Gandhism and Maoism” looks at the two political 

leaders’ truncated relation with popular thought before and after national independence; 

Asia as Method pinpoints the shifting concerns of the mode of knowledge from Takeuchi 

Yoshimi to Mizoguchi Yuzo; and “Division and its overcoming” questions the shaping and 

the lingering of the Cold War division system in the postcolonial configuration of the Asia 

region, as formulated in the work of Paik Nak-chung and Chen Yingzhen.   

The purpose of the course design is to track these selected sets of issues addressed by 

thinkers who have either shaped our present mode of thought or set the agenda with which 

diverse intellectual works have been in dialogues throughout 20th Century, even until 

today. Moreover, the problematics formulated at specific moments resonate with others 

across national spaces and across generations. We believe these are the important sources 

of thought for students of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to continuously grapple with,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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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 and reconnect with diverse lines of thought developed in Asia, in order to reground 

ourselves. 

In light of the main course and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design, a workshop of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on “corruption” and neo-liberalism will also be organized. The course 

will end with the 2014 Annual Lecture of the Modern Asian Thought Project to be delivered 

by Prof. Ashis Nandy. 

 

 Host: International MA program 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IICS-UST) 

Organizers: IICS-UST; Center for Asia-Pacific/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 

Taiwan; Inter-Asia Schoo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 Taiwan. 

Co-organizer: Consortium of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Institutions; Institute for East 

Asian Studies, Sung Kung Hoe University. 

 

Faculty: Firdous AZIM (BRAC U, Bangladesh), BAIK Jiwoon 白池雲 (Seoul National U, 

Korea), BAIK Youngseo 白永瑞 (Yonsei U, Korea), Stephen Ching-Kiu CHAN 陳清僑 

(Lingnan U, Hong Kong), Johnson CHANG Tsong-zung 張頌仁 (Hanart TZ Gallery, Hong 

Kong), Hsin-Wen CHANG 張馨文 (Chung Hua U), CHEN Hsin-shing 陳信行 (Shih-Hsin 

U, Taiwan), Kuan-Hsing CHEN 陳光興 (NCTU, Taiwan), Hilmar FARID (Indonesian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Indonesia), GAO Shiming 高士明 (China Academy of Art, 

China), Wing-Kwong WONG 黃詠光, Hans HUANG 黃道明 (National Central U, Taiwan), 

IKEGAMI Yoshihiko 池上善彥 (Japan), Hung-Yueh LAN 藍弘岳, LAW Wing-Sang 羅永生 

(Lingnan U, Hong Kong), Cho-Ying LEE 李卓穎 (NTHU, Taiwan), Joyce LIU 劉紀蕙 

(NCTU, Taiwan), NGOI Guat Peng 魏月萍  (Nanyang Technological U, Singapore), 

Tejaswini NIRANJANA (CSCS, India), PAIK Won Dam 白元淡 (SungKongHoe U, Korea), 

Ashish RAJADHYAKSHA (CSCS, India), Nishant SHAH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 

India), SUN Ge 孫歌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ina), Yen-ling TSAI 蔡晏霖 

(NCTU, Taiwan), Nitya VASUDEVAN (CSCS, India), Chiyo WAKABAYASHI 若林千代 

(Okinawa U, Japan), Andy Chih-Ming WANG 王智明 (Academia Sinica, Taiwan), WANG 

Xiao-Ming 王曉明 (Shanghai U, China). 

 

Course Coordinating Team: Kuan-Hsing CHEN, Tejaswini NIRANJANA, and Ashish 

RAJADHYAKSHA, Nishant SH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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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Design:  

Core Course: Introduction to Modern Asian Thought. An eight-day core course consists of 

4 units of key issues and concepts in modern Asian though are introduced to students 

through taught classrooms and in-depth group discussions. 

MAT Annual Lecture: featuring Prof. Ashis Nandy. 

Workshop: A two-day workshop shall be held addressing specific research topics on 

contemporary debates. 

Field trips: Trips in and around the city, addressing local movements and development in a 

city where the “Science Park” is located. 

Presentation: Students will present their own research work. 

Final report/paper: Students will finish and hand in their final paper on the last day of the 

school. 

 

Applications: Students registered in post-graduate degree programs are all eligible for 

applying the Summer School. There are 40 seats and students will be selected based on 

their applications. Students registered at universit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sortium of 

Inter Asia Cultural Studies Institutions and Inter-Asia School will be given priority 

consideration. All applications need to be accompanied by a recommendation letter from 

the teacher/supervisor from the student’s home institution. 

 

Deadline of application: 

Announcement of acceptance: 

Confirmation of participation: 

 

Registration: Confirmed students shall pay a registration fee of US$ 200 for the entire 

program. Registration includes local hospitality, lunch on course days, dinners on special 

evenings, and course pack.  

 

Scholarship: Scholarships are available for a limited number of students from less 

developed parts of the region,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organiz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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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tative program: 

 Time Session Instructors Readings 

7/1  

(Tue) 

10:00- 

11:30 

Opening and 

Introduction 

Joyce LIU, PAIK Wondam, 

and Stephen Ching-Kiu 

CHAN 

 

13:00-18:0

0 
Student’s Presentation   

7/2  

(Wed) 

13:00-18:0

0 

Unit 1: National 

cultures 
WANG Xiao-Ming and 

Nishant SHAH 

Lu Xun: Story of A-Q; 

Diary of a Madman 

7/3  

(Thu) 

13:00-18:0

0 

Unit 1: National 

cultures 
Firdous AZIM and Hans 

HUANG  
Tagore: Nationalism 

7/4  

(Fri) 

13:00-18:0

0 

Unit 2: Gandhism and 

Maoism 

Ashish RAJADHYAKSHA 

and Andy Chih-Ming WANG 
Gandhi: Hind Swaraj 

7/5  

(Sat) 

13:00-18:0

0 

Unit 2: Gandhism and 

Maoism 
LAW Wing-Sang and CHEN 

Hsin-shing 

Mao: 

On Contradictions  

7/6  

(Sun) 

13:00-18:0

0 
Field trip   

7/7  

(Mon) 

13:00-18:0

0 
Unit 3: Asia as method 

IKEGAMI Yoshihiko and 

Hung-Yueh LAN 

Takeuchi Yoshimi: 

Asia as Method 

7/8  

(Tue) 

13:00-18:0

0 
Unit 3: Asia as method SUN Ge and Cho-Ying LEE 

Mizoguchi Yuzo: China as 

Method 

7/9  

(Wed) 

13:00-18:0

0 

Unit 4: Division and it’s 

overcoming 

BAIK Youngseo and Chiyo 

WAKABAYASHI 

Paik Nak-chung: The 

Division System in Crisis 

7/10  

(Thu) 

13:00-18:0

0 

Unit 4: Division and it’s 

overcoming 
Kuan-Hsing CHEN and 

BAIK Jiwoon 

Chen Yingzhen: 

Zhong-xiao Park 

7/11  

(Fri) 

13:00-18:0

0 
Day-off   

7/12  

(Sat) 

13:00-18:0

0 

Workshop: 

contemporary debate 

1. Corruption 

Panelists: Wing-Kwong 

WONG, Tejaswini 

NIRANJ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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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Sun) 

13:00-18:0

0 

Workshop: 

contemporary debate 

2. Neo-liberalism 

Panelist: Nitya 

VASUDEVAN,  Hsin-Wen 

CHANG 

 

7/14  

(Mon) 

13:00-18:0

0 

MAT Annual Lecture: 

Ashis Nandy 

Chaired by Johnson CHANG 

Discussant: NGOI Guat 

Peng, Hilmar FARID and 

Yen-ling TSAI 

 

7/15  

(Tue) 

08:00-14:0

0 
Write up time   

 
15:00-16:3

0 
Student’s discussion   

 
17:30-18:3

0 
Closing wrap up session   

 18:30- Farewell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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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研究團隊教師聯誼 暨迎新座談」

活動內容 
 
 

時間 2013 年 9 月 14 日（六） 13:30-16:30 

地點 清華大學學習資源中心 旺宏館 3 樓遠距教室 A 

議程 13:30~14:00 報到 

14:00~14:20 中心/學程簡介 

      介紹與會師長及新生自我介紹 

14:20~15:00  各研究群課程領域介紹 

15:20~15:50  分組討論 

16:00~16:30  敬備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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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102年8月27日中心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為規劃、研

議與審訂本學程課程，依大學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設置本課程委員

會。  

第二條、本課程委員會由教師委員、學生委員組成。教師委員成員同學程

委員，由中心行政會議委員及跨校教師代表組成；學生委員為研究生

自行推選代表1人。  

第三條、本學程課程委員會職責如下：  

一、 定期檢討修正本學程每學期開設課程、課程大綱。  

二、 規劃審訂學生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相關事宜。  

三、 規劃研議本學程每學期新開課程、學期課程之開設及異動。  

第四條、本課程委員會議應經半數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表決

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第五條、本要點經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行政會議通過，校課程委員會

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50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102年5月24日中心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依國立中央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規定，設置

「國立中央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

灣聯合大學系統)課程委員會」。  

第二條 本課程委員會之設置目的為規劃、研議與審訂本學程課

程。   

第三條 本課程委員會由教師委員、學生委員組成，由臺灣聯合

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教師委

員由臺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行政會議委

員及跨校教師代表組成；學生委員為研究生自行推選

代表 1 人。召集人得視需要邀請校內外學者專家列席

提供課程規劃意見。  

第四條 本學程課程委員會職責如下：   

一、 定期檢討修正本學程每學期開設課程、課程大綱。  

二、 規劃審訂學生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相關事宜。  

三、 規劃研議本學程每學期新開課程、學期課程之開設及異動。  

第五條 本課程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應經半數以上

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表決過半數之同意始得

決議，並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辦法經本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報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並送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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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102.8.27 102學年度中心第一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依國立交通大學課程委員會組織規則第二條規定，設置

「國立交通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台灣

聯合大學系統 )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本委員會之設置目的為規劃、研議與審訂本學程課程。  

第三條 本委員會由教師委員、學生委員組成，由臺灣聯合大學

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教師委員由臺

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行政會議委員及跨校

教師代表組成；學生委員為研究生自行推選代表 1 人。

召集人得視需要邀請校內外學者專家列席提供課程規劃

意見。  

第四條 本委員會職責如下：   

一、 定期檢討修正本學程每學期開設課程、課程大綱。  

二、 規劃審訂學生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相關事宜。  

三、 規劃研議本學程每學期新開課程、學期課程之開設及異動。  

第五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應經半數以上委員

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表決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並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辦法經本委員會議通過，報院課程委員會通過，並送

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52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102.8.27 102學年度中心第一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要點依據「國立清華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設置「國立

清華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

課程委員會」。  

第二條  本課程委員會之設置目的為規劃、研議與審訂本學程課程。   

第三條  本課程委員會由教師委員、學生委員組成，由台灣聯合大學系

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教師委員由台灣聯合大

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行政會議委員及跨校教師代表組成；

學生委員為研究生自行推選代表 1 人。召集人得視需要邀請校

內外學者專家列席提供課程規劃意見。  

第四條  本學程課程委員會職責如下：   

一、 定期檢討修正本學程每學期開設課程、課程大綱。  

二、 規劃審訂學生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相關事宜。  

三、 規劃研議本學程每學期新開課程、學期課程之開設及異動。  

第五條  本課程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應經半數以上委員出

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表決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並得視需

要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辦法經本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報院課程委員會通過，並送校

課程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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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102.8.27 102學年度中心第一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要點依據「國立陽明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設置「國立

陽明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

課程委員會」。  

第二條  本課程委員會之設置目的為規劃、研議與審訂本學程課程。   

第三條  本課程委員會由教師委員、學生委員組成，由台灣聯合大學系

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教師委員由台灣聯合大

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行政會議委員及跨校教師代表組成；

學生委員為研究生自行推選代表 1 人。召集人得視需要邀請校

內外學者專家列席提供課程規劃意見。  

第四條  本學程課程委員會職責如下：   

一、 定期檢討修正本學程每學期開設課程、課程大綱。  

二、 規劃審訂學生必修科目、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相關事宜。  

三、 規劃研議本學程每學期新開課程、學期課程之開設及異動。  

第五條  本課程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應經半數以上委員出

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表決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並得視需

要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辦法經本課程委員會議通過，簽陳院長核可，並送教務處備

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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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學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102.8.27 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102 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1.5.30 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第四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1.3.2 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籌備會議修訂 

 

第一條. 本辦法依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國際研究生學院設置要點及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組

織章程訂定之。 

第二條. 為整合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陽明大學）文

化研究師資四大研究群（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性／別研究、視覺文

化），「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之成立，以跨領域與跨校合作的原則，

規劃課程與活動，以培育人文社會領域具前瞻性之文化研究人才。  

第三條. 本學程置學程主任一名，綜理四校學程整合與協調之業務。學程主任由台聯大國際研究生學院

院長提名，經系統校長同意後聘任之，任期同中心主任。 

第四條. 本學程設跨校學程委員會，學程委員由參與學程之台聯大系統內具相關學術專長之教師互推 7

至 9 人（參與學程之學校至少一人）擔任，任期三年。 

第五條. 跨校學程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 本學程之招生事務及入學考試（招生、轉系）資格審核。 

二、 本學程之課程規劃、資格考試事務和學位資格審查、排定課程、獎助學金推薦等事

項。 

三、 本學程之運作、學生學業及生活輔導等事項。 

四、 學分抵免及畢業學分認定審核。 

五、 其他有關各校學程之相關業務。 

第六條. 學程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二次，由學程主任主持，具體規劃次學期課程，商議招生事宜，以

及各項學生修業事務。  

第七條. 本設置辦法經中心行政會議初審，經台聯大國際生院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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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各校設置辦法 
 

國立中央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設置辦法 
102.08.27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國立中央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以下簡稱

本學程）經教育部 101 年 10 月 2 日台高（一）字第 101073436 號文同意成立，隸屬主

辦學院為文學院。 

第二條 為整合台灣聯合大學（以下簡稱台聯大）系統（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清

華大學、國立陽明大學）文化研究師資四大研究群（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當代思潮

與社會運動、性／別研究、視覺文化），本校與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合作設置本學

程，以跨領域與跨校合作的原則，規劃課程與活動，以培育人文社會領域具前瞻性之文

化研究人才。 

第三條 本學程設跨校學程委員會，學程委員由參與學程之台聯大系統內具相關學術專長之教師

互推 7 至 9 人（參與學程之學校至少一人）擔任，任期三年。 

第四條 本學程得設立相關委員會，以協助本學程事務之推動，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五條 本學程置主任一名，由跨校學程委員會遴選出本校專任教師擔任，報請校長聘兼之，負

責綜理學程相關事務及執行學程委員會之決議。任期三年，得續任。 

第六條 跨校學程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 本學程之招生事務及入學考試（招生、轉系）資格審核。 

二、 本學程之課程規劃、資格考試事務和學位資格審查、排定課程、獎助學金推薦

等事項。 

三、 本學程之運作、學生學業及生活輔導等事項。 

四、 學分抵免及畢業學分認定審核。 

五、 其他有關學程之相關業務。 

第七條 本章程經跨校學程委員會通過，簽請文學院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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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組織章程 
102.08.27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國立交通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以下簡稱本

學程）經教育部 101 年 10 月 2 日台高（一）字第 101073436 號文同意成立，隸屬主辦學

院。 

第二條 為整合台灣聯合大學（以下簡稱台聯大）系統（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清

華大學、國立陽明大學）文化研究師資四大研究群（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當代思潮

與社會運動、性／別研究、視覺文化），本校與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合作設置本學

程，以跨領域與跨校合作的原則，規劃課程與活動，以培育人文社會領域具前瞻性之文

化研究人才。 

第三條 本學程設跨校學程委員會，學程委員由參與學程之台聯大系統內具相關學術專長之教師

互推 7 至 9 人（參與學程之學校至少一人）擔任，任期三年。 

第四條 本學程得設立相關委員會，以協助本學程事務之推動，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五條 本學程置主任一名，由跨校學程委員會遴選出本校專任教師擔任，報請校長聘兼之，負

責綜理學程相關事務及執行學程委員會之決議。任期三年，得續任。 

第六條 跨校學程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六、 本學程之招生事務及入學考試（招生、轉系）資格審核。 

七、 本學程之課程規劃、資格考試事務和學位資格審查、排定課程、獎助學金推薦

等事項。 

八、 本學程之運作、學生學業及生活輔導等事項。 

九、 學分抵免及畢業學分認定審核。 

十、 其他有關學程之相關業務。 

第七條 本章程經跨校學程委員會制訂，經人文社會學院、客家學院院務會議核備，報請校方核

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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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設置辦法 
102.08.27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國立清華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以下簡稱本學程）經教育部 101

年 10 月 2 日台高（一）字第 101073436 號文同意成立，隸屬主辦學院為人文社會學院。 

第二條 為整合台灣聯合大學（以下簡稱台聯大）系統（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文化研究師資四大研究群（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性／

別研究、視覺文化），本校與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合作設置本學程，以跨領域與跨校合作的

原則，規劃課程與活動，以培育人文社會領域具前瞻性之文化研究人才。 

第三條 本學程設跨校學程委員會，學程委員由參與學程之台聯大系統內具相關學術專長之教師互推 7 至

9 人（參與學程之學校至少一人）擔任，任期三年。 

第四條 本學程得設立相關委員會，以協助本學程事務之推動，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五條 本學程置主任一名，由跨校學程委員會遴選出本校專任教師擔任，報請校長聘兼之，負

責綜理學程相關事務及執行學程委員會之決議。任期三年，得續任。 

第六條 跨校學程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十一、 本學程之招生事務及入學考試（招生、轉系）資格審核。 

十二、 本學程之課程規劃、資格考試事務和學位資格審查、排定課程、獎助學金推薦

等事項。 

十三、 本學程之運作、學生學業及生活輔導等事項。 

十四、 學分抵免及畢業學分認定審核。 

十五、 其他有關學程之相關業務。 

第七條 本章程經跨校學程委員會通過，簽請人文社會學院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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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設置辦法 
102.08.27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八條 國立陽明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以下簡稱本學程）經教育部

101 年 10 月 2 日台高（一）字第 101073436 號文同意成立，隸屬主辦學院為人文社會學院。 

第九條 為整合台灣聯合大學（以下簡稱台聯大）系統（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文化研究師資四大研究群（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性／

別研究、視覺文化），本校與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合作設置本學程，以跨領域與跨校合作的

原則，規劃課程與活動，以培育人文社會領域具前瞻性之文化研究人才。 

第十條 本學程設跨校學程委員會，學程委員由參與學程之台聯大系統內具相關學術專長之教師互推 7 至

9 人（參與學程之學校至少一人）擔任，任期三年。 

第十一條 本學程得設立相關委員會，以協助本學程事務之推動，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十二條 本學程置主任一名，由跨校學程委員會遴選出本校專任教師擔任，報請校長聘兼之，負責綜理學

程相關事務及執行學程委員會之決議。任期三年，得續任。 

第十三條 跨校學程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十六、 本學程之招生事務及入學考試（招生、轉系）資格審核。 

十七、 本學程之課程規劃、資格考試事務和學位資格審查、排定課程、獎助學金推薦

等事項。 

十八、 本學程之運作、學生學業及生活輔導等事項。 

十九、 學分抵免及畢業學分認定審核。 

二十、 其他有關學程之相關業務。 

第十四條 本章程經跨校學程委員會通過，簽請人文社會學院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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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中心訂定研究生交換計畫 MOU 範本 
 
 

The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And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ARTICLE ONE 
 

The Department of Asian Languages & Cultures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and International Program 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 at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agree to cooperate in the following areas:  

 

- Faculty exchange 

- Student exchange 

- Exchange of teaching materials 

- Joint research projects 

- Conferences 

 

ARTICLE TWO 

 

Both Universities are committed to fostering joint project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nd are open to any form of potential cooperation. 

 

ARTICLE THREE 
 

Both unversities agree that specific details of cooperation necessary to implement this 

agreement must be negotiated by written agreement with each other. 

 

ARTICLE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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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case of student exchange, the student must pay tuition of the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FIVE 

 

In the case of semester studies, student exchange shall be realised at the university 

level. In the case of seminars or independent studies, the student exchange shall be 

realised at the level of Faculties or Departments. 

ARTICLE SIX 
 

Exchange shall be realised on the basis of cooperation of the Faculties or Departments.  

 

ARTICLE SEVEN 

 

Office of The Department of Asian Languages & Cultures on behalf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 on behalf of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are responsible for coordination of all activities related to 

implementation of this agreement 

 

 

 

 

ARTICLE EIGHT 
 

The agreement shall come into force when signed by legal representatives of both 

Universities and shall remain valid for three (3) years and may be modified or revised 

by mutual written consent of the two universities. 

 

ARTICLE NINE 
 

Either university may, by prior notice in writing of no less than 6 months,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The exchange activities that have been commenced under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be affected by the termination ther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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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ehalf of 

Humanities Divis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Dean, 

On behalf of  

International Graduate Program 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Director, 

 

 

................................................ 

 

Prof. David Schaberg  

 

 

................................................ 

Prof. Joyce C. H. Liu 

 

 

…………………, date 

 

…………………, date 

On behalf of 

Department of Asian Languages & Cultur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hair, 

 

 

 

................................................ 

Prof. William M. Bodiford 

 

 

…………………,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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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e: The network of the IIC-UST and IACS-UST include the following research 

units and academic departments: 

 

Academic Departments-- 

Graduat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 Graduate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s and Linguistic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nglish,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Studi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Visual Cultures, National Yang Ming University 

 

Research Units-- 

Center for Asia-Pacific/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Center for Asia-Pacific/Cultural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exualiti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Visual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Film Studies Center,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63 
 



附件十四 台港研究型大學聯盟 計畫書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臺港頂尖大學學術交流計畫 

「亞際文化：二十世紀與當代」 

 

本系統將與香港研究型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校）

成立聯合研究團隊，以「亞際文化：二十世紀與當代」為主題，從人文社會跨領

域研究角度切入，透過實質合作關係，重探二十世紀到當代之歷史過程與社會變

遷的亞際脈絡。 

亞洲地區國家經歷二十世紀世紀複雜的現代化歷史過程以及當前劇烈變遷的

文化、政治、經濟與社會，必須以跨領域與跨文化的比較研究角度，持續進行研

究與分析，並且放置於更大的歷史以及社會文化脈絡，才能夠充分的分析與理解。

台灣與香港都走過二十世紀現代化所牽動的歷史過程，包括帝國擴張、殖民治理、

太平洋戰爭、國共內戰、國家分裂與遷徙、戰爭與創傷記憶、冷戰陣營與意識形

態佈署，以及由於社會變遷而發生的認同問題、本土運動、族群衝突、民主化過

程、公民社會、移民移工與新住民、科技與現代性等問題。 

台灣與香港的文化研究學者在上述議題之領域已有各自的研究成果，具有優

勢地位，透過比較研究將能夠進一步探索而獲得更為寬廣的詮釋視野。此外，當

前國際學界高度重視亞洲崛起之議題，結合台灣與香港的文化研究取徑，當能夠

針對轉型的亞洲社會文化有效提出兼有理論視野和實證分析的論述，也能夠使亞

洲人文社會之學術成果與歐美學界分庭抗禮，作為國際學界的重要參照軸。 

本系統四校擁有在台灣居領導地位的優秀文化研究團隊。因此，本系統將透

過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所建立的跨校合作平台，以「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

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以及主要支援系所（包括中央大學英文系，中央

大學中文系，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交通大學外文系，清華大學人文社會

學系，清華大學歷史所，清華大學中文系，清華大學台文所，陽明大學視覺文化

研究所、科技與社會研究所）作為主力，邀請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以及政治

大學等學校的同仁，與香港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研究所、中文系、歷史系、翻

譯研究所），香港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系、社會系），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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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部、人文學部等系所），共同建立合作交流的教學平台與研究團隊。本計劃主要

目標是藉「亞際文化：二十世紀與當代」為主題，進行以下合作項目：一、強化

本系統以及香港幾所大學的人文社會領域跨學科之互動，二、拓展雙方教師與學

生的教學以及研究交流，三、推動國際合作平台。 

以下逐項說明本計劃之探討議題以及具體執行工作。 

一、 強化本系統以及台灣幾所大學與香港幾所大學的人文社會領域跨學科之互

動：為具體凝聚研究群的問題意識，凸顯本系統、台灣幾所大學與香港幾所

大學之研究優勢，並且扣連當前國際學術之前瞻性關注議題，本計畫將以「亞

際文化：二十世紀與當代」為主題，展開四個課群。 

（1）「東亞歷史、文化與社會」：透過思想史、政治史、科技史、文學、藝

術、電影等文本，探討二十世紀以降的歷史過程與知識轉型，包括近代東亞

共享的知識圈，帝國擴張與東亞歷史，東亞的科技、醫療與社會史，革命與

建國，殖民與解殖民運動，內戰、遷徙與國家分裂，二戰經驗，冷戰結構署，

文革與戒嚴，政治經濟軍事之文化佈。 

（2）「帝國、殖民、冷戰/後冷戰與國家治理」：生命治理，認同問題，創

傷記憶，難民營，新自由主義，國家公民治理，愛滋防治與性治理，轉型正

義與寬恕問題，全球資本主義與發展主義，後冷戰與新自由主義。 

（3）「公民社會與民主化運動」：移民移工，底層社會運動，公民社會，新

住民，社區重建，無證照公民。 

（4）「科技、性別與現代社會」：科技與性別、愛滋防治與公民治理，殖民

與醫療史，現代國家與公共衛生史，性/別政治，身體政治。 

二、 拓展雙方教師與學生的教學以及研究交流：本計畫將以雙方支援系所為基礎，

開設「亞際文化：二十世紀與當代」之相關課程，相互承認學分，如： 

（1）「東亞歷史、文化與社會」── 

 東亞歷史與文化史 

 晚清知識結構與日本近代思想 

 台灣日本殖民與太平洋戰爭經驗 

 台灣文化與社會 

 香港文化與社會 

 文學、電影與大眾文化─台灣、香港、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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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帝國、殖民、冷戰/後冷戰與國家治理」── 

 殖民、國家與生命治理 

 冷戰佈署、基地與難民營 

 近代東亞的醫療與公共衛生史 

（3）「公民社會與民主化運動」── 

 公民社會與社會運動 

 移民與難民 

 後冷戰與新自由主義 

（4）「科技、性別與現代社會」── 

 東亞的科技、醫療與社會 

 科技、性別與國家 

 性/別政治與身體政治 

三、 推動國際合作平台：以上述研究問題意識，雙方定期學術工作坊，交換

教學心得與研究成果，相互激發並強化彼此研究計畫的拓展，並共同規

劃國際研討會，邀請研究團隊已經建立的國際合作網絡學者參與，以便

擴大影響力，進一步促成國際專書之出版。 

本計劃初步規劃四年計畫，將於第二年或是第三年擴大合作範圍，邀請大陸

地區以及國際學者參加。本系統與台灣及香港幾所大學建立的教學與研究合作之

交流平台，可使台灣研究者與學生脫離島嶼地形的局限，在國際化與全球化的環

境中，展開國際觸角，並且面對台灣與香港共同體驗的歷史過程與社會變遷，以

「亞際文化：二十世紀與當代」作為切入角度，進行人文社會跨領域研究的探討。 

基於上述前瞻的目標，本系統將申請教育部經費，以支應本系統學生赴港之

交通費用以及香港幾所大學老師與學生來台交流訪問之費用。本系統學生在港期

間的費用及香港幾所大學師生來台之交通費，則將由香港方面提供經費，以此建

立平等互惠之學術交流平台。 

本計畫將階段性推動上述工作項目，以便達成台港研究型大學合作聯盟之目

標： 

1. 建立臺港頂尖大學學術交流計畫教學平台網站，連結本計劃中的課程網

頁。 
2. 邀請香港大學同仁來台進行工作坊，討論研究議題、課程規劃以及後續

發展方向。 
3. 邀請香港大學同仁來台進行短期講座 
4. 台灣同仁赴香港進行短期密集講座 
5. 安排雙方學生 4─6人進行交換，選修上述議題之課程，並承認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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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擴大合作範圍，結合大陸地區以及國際學者，一起規劃國際研討會。 
7. 以合作成果為基礎，合作國際出版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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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 計畫合作的香港各校教師所開課程 
 
 

香港中文大學 Term 1, 2011-12 Term 2, 2011-12  Term 1, 2013-14 Term 2, 2013-14 

文化與宗教研究系： 

彭麗君教授  

Prof. PANG Laikwan 

Professor, Vice-Chairperson 

lkpang@cuhk.edu.hk 

Body Politics and 

Representations 

[revised] 

Academic Reading 

and Writing in 

Cultural Studies 

  

  
Understanding Visual 

Culture   

     

文化與宗教研究系：張歷

君助理教授 

Prof. CHEUNG Lik Kwan 

Assistant Professor 

likkwancheung@cuhk.edu.

hk 

Text and Image: A 

Critical Analysis 

Technoscience and 

Culture 

Globalization &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Mass Me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Society 

Globalizat'n & Politics 

of Rep 

Understanding 

Comic Art   

 

Mass Me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Society 

 
 

文化與宗教研究系： 

黃慧貞副教授 

Prof. WONG Wai Ching 

Angela 

Associate Professor 

waiching@cuhk.edu.hk 

none none 

o Seminar in 

Cultural 

Theories 

o Basic Issues in 

Intercultural 

Studies I 

o Seminar in 

Cultural 

Theories 

none 

翻譯研究所：王宏志教授 

Prof WONG Wang Chi, 

Lawrence 

Professor of Humanities 

lwcwong@cuhk.edu.hkhi 

 

http://traserver.tra.cuhk.edu.hk/eng_program

mes.html 

Advanced 

Translatio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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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 2007~2012 2013~2014 

比較文學系： 

馬蘭清教授  

Dr. Gina Marchetti 

Professor  

marchett@hku.hk 

Undergraduate Courses: 

CLIT2007 Film Culture I (Spring and Fall 

2007; Fall 2008, 2009, 2010, 2011) 

CLIT2008 Film Culture II (Spring 2007) 

CLIT2014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Fall 

2006, Fall 2008) 

CLIT2084 “New” Cinemas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Beyond the New Waves 

(Spring 2009) 

CLIT2086 Asia on Screen (Spring 2008) 

CLIT2088 Critical Approaches to Film 

Studies (Spring 2008, 2010, 2012) 

CLIT2094 Critical Theory and Cultural 

Studies (Fall 2010, 2011) 

CCGL9001 Hong Kong Cinema through a 

Global Lens (Fall 2011) 

CCGL9002 Hong Kong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Fall 2010, Spring 

2011) 

LLAW3141 Law and Film (Fall 2009) 

Taught Postgraduate Courses (MALCS): 

CLIT7001 Cinema and Popular Culture 

(Fall 2007) 

CLIT7003 Narrative and Cultural Identity 

(Fall 2008) 

CLIT7004 Questioning Sexual Difference 

(Fall 2006) 

CLIT7005 Cultures between Art and 

Industry (Fall 2009) 

CLIT7012 Dissertation Seminar (Spring 

2011) 

CLIT7019 World Cinema (Spring 2012) 

http://www.complit.hku.hk/courses/1styear.

html 

First Semester 

CLIT1008: Ways of Reading Film, 

Literature and Culture 

6 credits | Introductory course 

Second Semester 

CLIT1010: Ways of Thinking about Culture 

and Society 

6 credits | Introductory course 

 

中文系：史書美客座教授 none http://web.chinese.hku.hk/handbook/2013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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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Shih, Shu-mei 

Visiting Professor 

shih@humnet.ucla.edu 

2014/handbook2013_2004.pdf 

o Topical studies of Sinophone 

literature 華語語系文學專題

研究（6 學分） 

o Topical studies of literary 

theory 文學理論專題研究（6 

學分） 

o Topical studies of ethnic 

minority literature from China

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專題研究

（6 學分） 

社會系： 

鄧芝珊助理教授  

Dr. Denise Tse-Shang 

T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nitang@hku.hk  

SOCI0081Sexuality, Culture and Identity 

SOCI1001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CCCH9016Hong Kong: Becoming a 

Chinese Global City 

http://www.sociodep.hku.hk/html/ppl_teach

_denitang.htm 

 

 
香港科技大學 

社會科學部：谷淑美副教

授 

Agnes Shuk-mei KU 

Associate Professor 

Associate Dean of SHSS 

soagnes@ust.hk 

o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o Hong Kong Culture 

o Civil Society 

o Hong Kong Culture and Society 

人文學部：陳建華名譽教

授 

Jianhua CHEN 

Professor Emeritus 

hmjjchen@ust.hk 

(For Undergraduate) 

o Chinese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o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Early Chinese Poetry 

o Literature and the Self in China 

o Chinese Drama 

o Popular Lit & Print Culture in Republican Shanghai 

(For Graduate) 

o Late Ming and Late Qing Literary Culture 

o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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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o Late Qing Literature 

Literary and Visual Modernities from the Sixteenth to Twentieth Century 

人文學部：洪長泰 

Chang-tai HUNG 

Chair professor 

hmhung@ust.hk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East Asian History  

 

人文學部：劉劍梅副教授 

Jianmei LIU 

Associate Professor 

hmjmliu@ust.hk 

COURSES TAUGHT DURING THE PAST FIVE YEARS 

o First-Year Heritage Chinese 

o Second-Year Spoken Chinese  

o The Continuation of Second-Year Spoken Chinese 

o Chinese Poetry into Translation (CORE) 

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o Popular Culture and Chinese Films (in Chinese) 

o History of Chinese Films 

o Advanced Chinese Reading 

o The Continuation of Advanced Chinese Reading 

o Modern Chinese Fiction (in Chinese) 

o Independent Study 

o Internship 

o Sex and City: Most Recent Chinese Fiction and Films 

o Overseas Literature: Most Recent Chinese Fiction and Films 

o Taiwan Literature and Films 

o Hong Kong Literature and Films 

o Martial Arts Novels 

o Story Retold 

o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ilms 

人文學部：吳國坤助理教

授 

Kenny Kwok-kwan NG 

Assistant Professor 

hmkng@ust.hk 

Undergraduate Courses   

o China in Film  

o Film and the City   

o Western Short Stories  

o Film Art and Cinema Culture  

o Literary Classics in Visual Culture 

o Verb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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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Globalization, Literature and Modern Culture 

Postgraduate Courses  

o Historical Imagination: Literature, Film, and Culture 

o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ilm Studies  

o City in Historical Imag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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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 明年度工作規劃及經費預算 
 
中心 102 年度經費： 

單位 項目 小計 合計 

台聯大文化研究國

際中心 

人事費 1,035,807 1,950,000 

業務費 814,193 

國外差旅費 100,000 

四校辦公室  各 1,200,000 4,800,000 

合計   6,750,000 

 

 
系列演講、讀書會、工作坊、研討會： 

單位 研討會 
各研究群預估經

費(部分補助) 
核定補助 

交大 第一屆海峽兩岸社會批判

理論論壇：「福柯、朗西埃

與阿甘本」 

100,000  

Inter-Asia Summer School 100,000  

年度講座：Ashis Nandy 100,000  

Conference “POLITICAL 

USES OF THE BODY” 

100,000  

清大 文學與文化系列演講 50,000  

文化研究工作坊 100,000  

Inter-Asia Summer School 100,000  

清大社運論壇 100,000  

中央 Summer school 100,000  
第三屆「愛滋治理與在地行

動」國際學術研討會 
30,000  

第五屆「兩岸三地性／別政

治」國際學術研討會 
40,000  

2014「視覺文化」國際學術

會議 
100,000  

陽明 年度講座: Professor Evelyn 

Welch (補助學者機票及日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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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費) 

 Inter-Asia Summer School 100,000  

 2014 視覺文化國際研討會  100,00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Zhuangzi’s philosophy  

100,000  

合計  1420,000  

 
長短期訪問學者： 

單位 學者 預估經費 核定補助 

交大 吳瓊 20,000  

白永瑞 20,000  

Douglas Kellner  20,000  

清大 洪子誠 20,000  

刑幼田 20,000  

中央 Helen Grace 已通過 
國科會補助 

 

 Lisa Duggan 向國科會或 5500 計畫

申請經費 
 

陽明 Professor Lisa Saltzman 20,000  

 Professor Evelyn Welch 20,000  

 Dr. Valerie Steel 20,000  

 Dr. Rebecca Arnold 20,000  

 Prof. David J. Clarke 20,000  

合計  200,000  

 
出版 

單位 出版專書  預估經費 核定補助 

交大 1.《馬克思主義在東亞》

會議論文集 
 100,000  

2.《近代日本政治思想與

東亞民族主義》會議論文

集 

 100,000  

3. Vita: Life in a Zone of 

Social Abandonment 

Biehl, Joao 100,000  

清大 殘障研究讀本 劉人鵬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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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超薄 8：小心公民社會》

（暫定） 
何春蕤 9,000  

《愛滋治理與在地行動

II》（暫定） 
黃道明 9,000  

陽明     

合計   418,000  

 

 

 
交大電影中心提出經費補助申請 

 

 
  預算金額 核定補助 

電影放映 

1 美術宣傳費 
含宣傳海報、宣傳酷卡、相關宣

傳文宣等 
12000  

2 辦公室事務用品費 含膠帶、墨水匣、A4 紙等 1500  

3 郵資 
郵寄相關文件、廠商收據及

35mm 膠捲等 
8000  

4 35mm 片租 
全年度 14 場電影

5250*10+8300*2+10500*2 
90100  

5 放映師費用 全年度 14 場電影 5000*14 70000  

  總計 
 

181600  

演講講座  

1 
演講費和演講者車

馬費 

以演講一小時 1600 加上車馬費 

400=2000  14 場校外演講者 
28000  

  總計 
 

28000  

          

總計   
 

209600  

 

 

103 年度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研究群(交通大學辦公室)預定工作規劃(含經費) 

 
1. 基本人事費 

項目 計算方式(含勞健保、公提金與年終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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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金) 

專任助理_1_名 月薪（41,620*7 個月+ 42,650*5 個

月）+勞保（2,695*5 個月+2,816*7

個月）+健保（2,103*5 個月+2,199*7

個月）+勞提（2,520*5 個月+2,634*7

個月）+年終（42,650*1.5 個月） 

658,698 元 

小計  658,698 元 

 
2. 基本業務費(項目與表格可自行增加) 

項目 計算方式 金額 

跨校學程及國際學程

之課程推動補助 

必修課 1 門 8,000 元 

各辦公室主導研究群

之年度主題演講、校

外參訪、田野調查與

學術工作坊 

4000 元/次*20 次（含演講費、交通

費、餐費、及相關雜支等業務費，

以有配合課程的研究群教授為優

先） 

80,000 元 

提攜各校辦公室主導

研究群以外的研究群

運作與學術活動 

5000 元/次*20 次（含演講費、交通

費、餐費、保險及相關雜支等業務

費，以有配合課程的研究群教授為

優先） 

100,000 元 

兼任助理 碩士級二名：6,000 元*12 月*2 人 144,000 元 

雜項費用 維持辦公室運作 30,000 元 

小計  362,000 元 

 
3. 系列演講、讀書會、工作坊、研討會等重點學術活動 

活動名稱 簡要內容 預算金額 

1. 第一屆海峽兩岸

社會批判理論論壇：

「福柯、朗西埃與阿

甘本」 

預定舉辦日期：4 月 

預定目標：中心與南京大學哲學系

合辦，地點：南京 

100,000 元 

2.Inter-Asia Summer 

School 

預定舉辦日期：7 月 

舉辦地點：新竹 

預定目標：招募國外學生 40 人  

100,000 元 

3.年度講座：Ashis 

Nandy 

預定舉辦日期：7 月 

舉辦地點：新竹台北 

1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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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目標：發表專題演講 2-3 場 

4. Conference 

“POLITICAL USES 

OF THE BODY” 

預定舉辦日期：8 月 

預定目標：中心與 DIAGONAL 

network/Transnational and 

Transcultural Network of Critical 
Thought 合作，地點：阿爾巴尼亞 

100,000 元 

小計  400,000 元 

 
4. 出版(*請各研究群跨校調查) 

書籍名稱 作者 簡要內容 預算金額 

1.《馬克思主義在東亞》

會議論文集 
 會議論文翻譯出版 100,000 

2.《近代日本政治思想與

東亞民族主義》會議論文

集 

 會議論文翻譯出版 100,000 

3. Vita: Life in a Zone of 

Social Abandonment 

Biehl, Joao 專書翻譯出版 100,000 

小計   300,000 元 

 
5. 國際交流/欲邀請之國際講座學者(*請各研究群跨校調查) 

學者姓名 所屬學校/

機構 

聯絡資訊 來訪時間 預算金額 

吳瓊 人民大學哲

學系 
 2014.2.1-2014.7.31 20,000 

白永瑞 韓國延世大

學 
 2014.9.1-2015.1.31 20,000 

Douglas Kellner

  

UCLA Media 

Spectacle 

and 

Insurrection 

2014.9.1-2015.1.31 20,000 

小計    60,000 元 

 
總計 1,780,69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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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度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研究群(清華大學辦公室)預定工作規劃(含經費) 

 
1. 基本人事費 

項目 計算方式(含勞健保、公提金與年終

獎金) 

金額 

專任助理_1_名 月薪（39,760*3 個月+ 40,690*9 個

月）+勞保（2,577*3 個月+ 2,699*9

個月）+健保（2,008*3個月+ 2,103*9

個月）+勞提（2,406*3個月+ 2,520*9

個月）+年終（40,690*1.5 個月） 

633,396 元 

小計  633,396 元 

 
2. 基本業務費(項目與表格可自行增加) 

項目 計算方式 金額 

跨校學程及國際學程

之課程推動補助 

必修課 1 門 8,000 元 

各辦公室主導研究群

之年度主題演講、校

外參訪、田野調查與

學術工作坊 

3000 元/次*30 次（含演講費、交通

費、餐費、及相關雜支等業務費，

以有配合課程的研究群教授為優

先） 

90,000 元 

提攜各校辦公室主導

研究群以外的研究群

運作與學術活動 

5000 元/次*20 次（含演講費、交通

費、餐費、保險及相關雜支等業務

費，以有配合課程的研究群教授為

優先） 

100,000 元 

兼任助理 博士級一名：12,000 元*12 月*1 人 144,000 元 

雜項費用 維持辦公室運作 30,000 元 

小計  372,000 元 

 
3. 系列演講、讀書會、工作坊、研討會等重點學術活動 

活動名稱 簡要內容 預算金額 

1. 文學與文化系列

演講 

預定舉辦日期：全年 

舉辦地點：新竹 

預定目標：12 場 

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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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研究工作坊 預定舉辦日期：5 月 

舉辦地點：新竹 

預定目標：連結四校學生共同交流  

100,000 元 

3.Inter-Asia Summer 

School 

預定舉辦日期：7 月 

舉辦地點：新竹 

預定目標：招募國外學生 40 人  

100,000 元 

4.清大社運論壇 預定舉辦日期：10 月 

舉辦地點：新竹 

預定目標：跨研究群整合 

100,000 元 

小計  350,000 元 

 

 
出版(*請各研究群跨校調查) 

書籍名稱 作者 簡要內容 預算金額 

1.殘障研究讀本 劉人鵬 翻譯出版 100,000 

小計   100,000 元 

 
4. 國際交流/欲邀請之國際講座學者(*請各研究群跨校調查) 

學者姓名 所屬學校/

機構 

聯絡資訊 來訪時間 預算金額 

洪子誠 北京大學中

文系教授 
 2014.9 20,000 

刑幼田 美國柏克萊

大學地理環

境資源系副

教授 

 2014.9 20,000 

小計    40,000 元 

 
總計 1,495,396 元 

 

 

103 年度性／別研究群預定工作規劃(含經費) 

 
預估總經費明細 

業務費 研究設備費 國外差旅費 總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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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費 雜費 
614,990 401,000 89,326 94,684 1,200,000 

1,015,990 89,326 94,684 1,200,000 
 
 

1. 基本人事費 
項目 計算方式(含勞健保、公提金與年終獎金) 金額 

專任助理 1 名 
(碩士級第五年) 

沈慧婷 

103.01.01~103.12.31，共 12 個月 
本薪 39,430*12 個月=473,160 元 
勞健保 2,577+2,008=4,585*12 個月=55,020 元 
公退金 2,406*12=28,872 元 
102 年年終獎金 38,625*1.5 個月=57,938 元 

614,990 元 

 

2. 基本業務費 
項目 計算方式 金額 

兼任助理 6,000 元/每月*4 個月*2 人=48,000 元 48,000 元 
臨時工 109 元/每小時*100 小時 10,900 元 
雜項費用 消耗性器材(如碳粉夾/光碟空白片等)、電腦周邊

(如不斷電系統/無線網路基地台等)、文具用品、

郵資運費、影印、誤餐費、資料檢索等費用 

14,100 元 

各辦公室主導研究

群之年度主題演講

或小型學術工作坊 

(規劃中)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蒞臨所需之演講費

用等(@3,200 元*5 場次*2 上下學期) 
32,000 元 

Open House 課程宣傳所需活動費用(如餐費/影
印費等) 

8,000 元 

 
3. 系列演講、讀書會、工作坊、研討會等重點學術活動 

活動名稱 簡要內容 預算金額 
Summer school 103 年 7-8 月(暫定) 

舉辦地點：交通大學 
預定目標：規劃中 

100,000 元 

第三屆「愛滋治理

與在地行動」國際

學術研討會 
 

預定舉辦日期：103 年 6 月(暫定) (部分補助) 
舉辦地點：中央大學國際會議廳 
預定目標：預計 90-100 人次與會，來訪學者

尚在規劃邀請中 

30,000 元 

第五屆「兩岸三地

性／別政治」國際

學術研討會 

預定舉辦日期：103 年 9-10 月(暫定) (部分補

助) 
舉辦地點：中央大學國際會議廳 
預定目標：預計 90-100 人次與會，來訪學者

尚在規劃邀請中 

40,000 元 

2014「視覺文化」

國際學術會議 
 

預定舉辦日期：103 年 10-11 月(暫定) (部分

補助) 
舉辦地點：中央大學國際會議廳 
預定目標：預計 60 人次與會，規劃中 

100,000 元 

 
4. 專書出版 

書籍名稱 作者 簡要內容 預算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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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薄 8：小心公民社會》

（暫定） 何春蕤 
設計／排版／印刷等費用

（部分補助） 9,000 元 

《愛滋治理與在地行動

II》（暫定） 
黃道明 設計／排版／印刷等費用

（部分補助） 
9,000 元 

 
5. 推動課程所需建置之研究設備 

項目 計算方式 金額 
跨校學程及國際學

程之課程推動補助 
(研究設備費) 

更新辦公室老舊機器，以提供計畫相關之重要資

料電子檔之建檔、記錄與保存等或四校資料聯繫

所需設備購置。 
A3 規格 (36~45 頁 )印表機 (雷射電子顯像式 )(雙面

列印器 )*1 台—41,684 元 
電腦主機／伺服器(含螢幕)*1 台—47,642 元 

89,326 元 

 
6. 國際交流參訪所需之國外差旅費用 

項目 計算方式 金額 
提攜各校辦公室主

導研究群以外的研

究群運作與學術活

動 
(國外差旅費) 

(團隊出訪)澳洲雪梨大學—丁乃非、白瑞梅和黃

道明，103 年春天，進行國際宣傳及推動等活動。 
經費說明：經濟艙等機票 40,000 元和生活費(每日 280 美金

*6.3 天*匯率約 31 元)=54,684 元 (依規定)，總計經費約需

94,684 元*1 人(丁)=94,684 元 
*白和黃將申請交大總中心額外經費支援 

94,684 元 

 
7. 邀請國際講座學者蒞臨客座 

學者姓名 所屬學校/機構 聯絡資訊 來訪時間 預算金額 
Helen Grace 澳洲雪梨大學 客座教授 102.02.01~103.01.31 已通過 

國科會補助 
Lisa Duggan 美國紐約大學

社會與文化分

析 

短期訪問

教授 
103 年 5-6 月(暫定)  
所需經費：經濟艙等機票

56,000 元，教授級生活費

每日 8,175*6 天=49,050
元，總計約需 105,050 元 

向國科會或

5500 計畫申

請經費 

 
備註 
1. 各校辦公室與研究群須逐年提出年度執行成果報告以及次年度計劃預算，經本中心行政會議

暨學術委員會審議，提交台聯大總部評估，以作為後續經費分配之依據。 
2. 第1、2項為基本人事與業務費，第3、4、5項為發展性推廣業務費。 
3. 國際學程課程補助：英文課程一萬元，必修課程5千元，基本初進階課程3千元，以業務費性

質補助(如：課程相關影印費、演講費等)。 
4. 國際學術會議與國際學術工作坊：補助以10萬元為原則，餘向校外申請。  
5. 國內學術會議與學術工作坊：視規模補助5至10萬元為原則，餘向校外申請。  
6. 學術出版：以7至15萬元之部分補助為原則。  
7. 國際訪問學者：長期之訪問學者由各研究群向國科會以及教育部申請補助，亦算作為各校辦

公室之年度成果。 
8. 各研究群請跨校調查明年度規劃的相關活動，例如視覺文化研究群請將交大電影中心及中央

視覺文化研究中心的活動列入研究群整體規劃。 
9. 為推動台聯大文化研究團隊跨校學術合作與國際化等研究發展事務，文化研究國際中心提供

各校辦公室與研究群運作、課程推動以及研究發展所需之種子經費。各校辦公室應同時向相

關機構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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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度現代視覺文化研究群(陽明大學辦公室)預定工作規劃(含經費) 

 
1. 基本人事費 

項目 計算方式(含勞健保、公提金與年終

獎金) 

金額 

專任助理_1_名 月薪（36,050*4 個月+ 36,880*8 個

月）+勞保（2, 287*4 個月+2,406*8

個月）+健保（1,818*4 個月+1,913*8

個月）+勞提（2,178*4 個月+2,292*8

個月）+年終（36,880*1.5 個月） 

572,580 元 

小計  572,580 元 

 
2. 基本業務費(項目與表格可自行增加) 

項目 計算方式 金額 

跨校學程及國際學程

之課程推動補助 

必修課 1 門 8,000 元 

各辦公室主導研究群

之年度主題演講、校

外參訪、田野調查與

學術工作坊 

4000 元/次*20 次（含演講費、交通

費、餐費、及相關雜支等業務費，

以有配合課程的研究群教授為優

先） 

80,000 元 

提攜各校辦公室主導

研究群以外的研究群

運作與學術活動 

5000 元/次*20 次（含演講費、交通

費、餐費、保險及相關雜支等業務

費，以有配合課程的研究群教授為

優先） 

100,000 元 

兼任助理 碩士級二名：6,000 元*12 月*2 人 144,000 元 

雜項費用 維持辦公室運作 30,000 元 

小計  362,000 元 

 
3. 系列演講、讀書會、工作坊、研討會等重點學術活動 

活動名稱 簡要內容 預算金額 

1.年度講座: 

Professor Evelyn 
Welch (補助學者機

票及日支費) 

預定舉辦日期：12 月 

舉辦地點：台北  

預定目標：發表專題演講 2-3 場 

1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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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nter-Asia Summer 

School 

預定舉辦日期：7 月 

舉辦地點：新竹 

預定目標：招募國外學生 40 人  

100,000 元 

3. 2014 視覺文化國

際研討會  

預定舉辦日期：12 月 

地點：台北 

 

100,000 元 

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Zhuangzi’s 

philosophy  

預定舉辦日期：10 月 

地點：台北陽明大學 

預定目標：莊子哲學思想研究領域

知名學者以及年輕研究學者可以在

此研討會上齊聚並發表個人最新的

研究論文 

100,000 元 

小計  400,000 元 

 
出版(*請各研究群跨校調查) 

書籍名稱 作者 簡要內容 預算金額 

2014 年無專書出版計畫    

小計   0 元 

 
4. 國際交流/欲邀請之國際講座學者(*請各研究群跨校調查) 

學者姓名 所屬學校/機構 聯絡資訊 來訪時間 預算金額 

Professor Lisa 

Saltzman 

Chair of Art 

History, Bryn 

Mawr College 

 未定 20,000 

Professor Evelyn 

Welch 

Vice-Principle 

(Arts and 

Humanities), 

King’s College 

London 

 未定 20,000 

Dr. Valerie Steel Director, 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FIT 

New York 

 未定 20,000 

Dr. Rebecca 

Arnold 

Reader, Courtauld 

Institute, 

 未定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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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London 

Prof. David J. 

Clarke 

Chair of 

Department of Fine 

Art,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未定 20,000 

小計    100,000 元 

 
總計 1,434,5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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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 國際學術諮詢委員會組織章程 
 
 

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國際諮詢委員會」 
設置辦法 

 
 
 
第一條 宗旨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為具體協助台聯大文化研究跨校

研究群的深耕與永續經營，推動國際學術交流，建立國際合作網絡，

提高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位學程的國際知名度，特設置「國際學術諮

詢委員會」。 
 
 
第二條 成員 
國際學術諮詢委員會設置委員七至十人，由本中心各研究群提名推薦

國內外具國際聲望之學者擔任。 
 
 
第三條 職掌 
學術諮詢委員會的任務如下： 
（一） 本中心的中長程發展方向與研究成果之評估與建議。 
（二） 國際學術機構合作、國際講座、訪問學者、研究人員人選之推

薦。 
（三） 本中心國際化遠景規劃之諮詢。 
 
 
第四條 諮詢會議 
本中心主任及副主任根據中心發展與國際化業務，以電子郵件或是視

訊會議進行諮詢。必要時，得配合本中心國際學術會議，邀請委員召

開諮詢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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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八 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國際諮詢委員名單 
 
（一）總表 

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 王曉明 

北京人文與社會高等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汪暉 

Anne Firor Scott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Duke University 周蕾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 陳清僑 

國立新加坡大學社會系教授 蔡明發 

Professor of Faculteit der Geesteswetenschappen, Centre for the 

Arts in Society, Literatuurwetenschap 

Ernst van 

Alphen 

Professor of Acting Academic Director, Social and Cultural 

Analysis 

Lisa Duggan 

Professor of Graduate Program in Visual Studies, UC Irvine James D. 

Herbert  

Professor of Graduate Program in Visual Studies, UC Irvine Catherine Liu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Gina Marchetti 

Senior Fellow of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Bangalore 

Tejaswini 

Niranjana 

Professor of Global History from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VU University Amsterdam 

NYIRI Pál 

Professor of Canada Research Chair in Community, Culture & 

Health,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indy Patton 

Professor of Graduate Program in Visual Studies, UC Irvine Cécile Whiting 

Professor of Graduate Program in Visual Studies, UC Irvine Roberta Wue 

備註：日後網頁將以總表方式呈現 
 
（二）以學群區分 

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研究

群 

北京人文與社會高等研究中心執行

主任 汪暉 
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 王曉明 
國立新加坡大學社會系教授 蔡明

發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陳清

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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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 Firor Scott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Duke University, 周蕾教授 
Goldsmiths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Scott Lash 

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研究群 

NYIRI Pál 
Professor of Global History from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Z-130 Metropolitan Building 
Vrije Universiteit, Amsterdam 
De Boelelaan 1055, 1081 HV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Tel. +31 20 598 6707 

性／別研究群 

Cindy Patton 
Professor, Canada Research Chair in 
Community, Culture & Health 
Chair of the Graduate Program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Lisa Duggan 
Professor, Acting Academic Director 
Social and Cultural Analysis 
Faculty of Arts & Scienc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Tejaswini Niranjana 
Senior Fellow,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Bangalore 
Visiting Professor, Tata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Mumbai 

視覺文化研究群 

Ernst van Alphen 
Professor, Faculteit der 
Geesteswetenschappen, Centre for the 
Arts in Society, Literatuurwetenschap 
Leiden University Centre for the Arts 
i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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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phone number: +31 (0)71 527 
2249 
E-Mail:e.j.van.alphen@hum.leidenuni
v.nl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Gina 
Marchetti 
 
Graduate Program in Visual Studies, 
UC Urvine, Catherine Liu, James D. 
Herbert, Cécile Whiting, Roberta W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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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九 修業辦法 

 
修業規章編修對照表 

單位：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B 組(亞際文化國際學程)  □碩士班 博

士班 
異動條文對照如下： 

 

條文序號 修改前 修改後 

第 七 條
第五項 

七 .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  Doctoral 

candidature: 

(5)考試方式：根據召集人與出題委員協

調，在指定時間地點進行筆試，原則上每

科八小時，學生可選擇在一日內（八小時）

或分兩日（各四小時）完成。 

七 . 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  Doctoral 

candidature: 
(5)考試方式：根據召集人與出題委

員協調，在指定時間地點進行筆

試，原則上每科八小時，學生可選

擇在一日內（八小時）或分兩日（各

四小時）完成。於非指定地點進

行，每科三日（七十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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