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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流通管理系為落實 100 年度赴大陸地區(含港澳地區)計畫，經校長簽核同

意由謝副校長俊宏領隊，組成 6人學術參訪團，參訪單位為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

學及中國社會科學院，並訂於 100學年度第 1學期之期中考期間，前往上述單位

進行為期 5天之學術參訪，行程如表一所示：  

表一：學術交流參訪團之行程表 

日期 主要活動 行程說明 

10/31 
學校集合出發 

前往中國北京 

上午 4:20 於本校集合，分攤攜帶公共物品後，搭

車前往桃園機場，搭機直達中國北京機場。再轉搭

機場快捷抵達東直門站，再搭乘地鐵至住宿旅館。 

11/01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參訪 

中午用餐後由旅館出發，分別搭乘計程車抵達首都

經濟貿易大學，會晤該校副校長王文舉教授及工商

管理學院張紅、柳學信兩位副院長。與物流管理

系、市場營銷系與電子商務系主任座談後，隨即參

觀該校圖書館、教學設備及空間，並訪視校園。參

訪完畢，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派車將團員送至地鐵

站，轉搭地鐵到達下榻之市區旅館。 

11/02 
中國社會科學院 

參訪 

上午早餐之後由旅館出發，搭乘計程車至中國社會

科學院，由該院黨委書記張昌東、副所長黃行及相

關所務人員接待，並進行簡報與意見交流。交流

後，參訪團一行人在張書記與黃副所長陪伴下至該

所書庫參觀重要珍藏。參訪完畢後，中國社會科學

院派車將團員送至地鐵站，轉搭地鐵到達下榻之市

區旅館。 

11/03 
北京大學 

(無參訪行程) 

由於當日無安排參訪行程，早餐後旋即前往北京大

學及附近景點參觀，體驗當地文化。午餐後再從北

京大學搭地鐵到市區住宿地點，彙整本次交流成果

及資料。 

11/04 由北京搭機回台灣 

由旅社搭乘地鐵至東直門站，轉搭機場快捷抵達北

京機場，搭機回到台灣桃園機場。再搭小巴士返抵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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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 

一、參訪目的 

流通管理系為執行 100 年度赴大陸地區(含港澳地區)計畫，落實校長治校

重點之國際學術交流政策，經校長簽核同意由謝副校長俊宏領隊，組成 6人學術

參訪團，經謝副校長與北京相關單位人士多次書信往來聯繫及與參訪團會議討論

後，最後確認參訪單位為與台灣多所大學互動關係良好之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以及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 並 訂 於 100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之 期 中 考 期 間

（100/10/31~100/11/04），前往上述單位進行為期 5天之學術參訪。 

在數次行前會議討論後，參訪團就相關參訪重點與行政分工如表二所示： 

表二：學術交流參訪團成員及分工 

職稱 單位 姓名 分工與執掌 

領隊 資訊管理系 謝俊宏 副校長 參訪規劃、統籌決策與專業諮詢 

副領隊 流通管理系 陳彥匡 系主任 協助規劃、統籌決策與專業諮詢 

團員 流通管理系 陳榮昌 副教授 流通與運籌之專業諮詢、 

參訪行程之安排與協調 

團員 流通管理系 林泓毅 副教授 流通與資訊之專業諮詢、 

交流議題之設定 

團員 流通管理系 楊志文 副教授 流通與運輸之專業諮詢、 

資訊蒐集與記錄 

團員 流通管理系 蔡子安 副教授 流通與策略之專業諮詢、 

交流議題之設定 

 

二、參訪過程 

 由於參訪單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分別位於北京天安門左

右兩個不同方位，為配合參訪單位之參訪時間及樽節預算經費支出原則，本參訪

團於參訪期間選擇住宿於北京市中心的崇文門地鐵站附近。以下僅就 11/01 與

11/02兩日實地參訪，詳細敘述參訪之過程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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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參訪紀錄 

流管系參訪團於十一月一日下午三時抵達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如圖一)，該校

之對外文化交流學院留學生辦公室朱紅副研究員已於門口歡迎參訪團之到來。首

先，至會議室與該校副校長王文舉教授及其他會談成員見面。由本校副校長謝俊

宏教授代表校方致贈校旗與學校簡介，感謝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對於此次學術參訪

之協助與幫忙(如圖二及圖三)。 

 

 

圖一.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圖二.副校長謝俊宏教授代表校方致

贈校旗 

 

圖三.副校長謝俊宏教授向該校王副

校長介紹本校目前發展現況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非常重視此次學術參訪，副校長王文舉教授特於百忙之

中，親臨座談會場表達歡迎之意。首先兩校副校長就各自目前學校發展現況與未

來展望進行簡要說明，並提及本校之流通管理系與該校工商管理學院的物流管理

系、市場營銷系與電子商務系的發展屬性相似，可進行更進一步的學生、師資與

學術方面的交流。在副校長致詞完畢後，由流管系主任陳彥匡教授致贈首都經濟

貿易大學副校長禮品，並且致贈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張紅、電子商務系主任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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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雄教授及物流管理系主任趙豔教授)本系系旗（如圖四與圖五）。 

在雙方成員的初步介紹後，參訪團成員隨即在會議室與副校長王文舉教授、

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張紅、柳學信副院長、電子商務系主任郭東雄教授、物流管

理系主任趙豔教授及市場營銷系主任陳立平教授等進行座談。座談主題從交換學

生的形式與層級、師資的組成訓練與交流、學生企業實習方式、課程發展與未來

展望等議題，皆有深入之探討，藉由此次學術參訪之座談交流，雙方皆從中瞭解

各自校際與系際對於學生與學術交流的期望與目標，此舉有助於後續兩校更進一

步的交流事項（如圖六與圖七）。 

 

 

圖四.流管系陳彥匡主任致贈首都經濟

貿易大學副校長禮品 

 

圖五.流管系陳彥匡主任致贈本系系旗與

工商管理學院 

 

圖六.參訪團成員就學生、師資與學術交

流等議題進行討論 

 

圖七.參訪團成員說明本系發展重點與未

來展望 

 

經過雙方熱烈的意見交流後，結束此階段的座談，雙方成員進行合影留念，

並期望下次更實質的學術參訪與師生交流（如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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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本校參訪團成員與首都經濟貿易大

學之座談人員留影 

 

圖九.校園巡禮 

 

圖十.本校參訪團成員於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大民門前合影 

 

圖十一.前往參觀宿舍 

 

座談之後，由朱紅副研究員帶領本校一行人參觀校園(如圖九、圖十與十一)以

及 5號學生公寓（如圖十二），進入學生公寓內，即看到嚴密的出入管制系統（如圖

十三與圖十四），並設置大型電子看板提醒學生安全規範（如圖十五），校方亦貼

心地為每一位住宿學生準備置物信件空間（如圖十六）。 

 

圖十二.本校參訪團參觀 5號學生公寓 

 

圖十三.密碼與指紋辨識的出入管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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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24 小時保護學生的管制系統 

 

圖十五.宿舍電子看板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非常重視學生居住品質，提供住宿學生完整的生活必需品

(如圖十七)，謝副校長特別向來自臺灣的研究生詢問學習生活狀況(如圖十八與

圖十九)。至此，本校參訪團完成首都經濟貿易大學訪問的所有行程。 

 

 

圖十六.學生置物信件空間 

 

圖十七. 生活必需品一應俱全 

 
圖十八. 謝副校長關心詢問來自臺灣的

研究生 
 

圖十九. 謝副校長與臺灣的研究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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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社會科學院參訪紀錄 

中國社會科學院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直屬正部級事業單位，其院長現為

陳奎元。其主要研究範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世界各國的經濟、法學、哲學、考

古、歷史、文學、語言、民族和宗教等問題。其直屬機構有計算機網路中心、研

究生院、文獻中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社、人才交流培訓中心、郭沫若紀念館。經濟研究所、文學研究所、語言研

究所、考古研究所、歷史研究所、法學研究所、哲學研究所、社會學研究所、政

治學研究所、金融研究所、工業經濟研究所、財貿經濟研究所、新聞與傳播研究

所、近代史研究所、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

民族研究所、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世界歷史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外國文

學研究所、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農村發展研究所、數量與技術經濟研究所、

美國研究所、日本研究所、歐洲研究所、東歐中亞研究所、西亞非洲研究所、拉

丁美洲研究所、台灣研究所、亞洲太平洋研究所、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城市

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等共 34個研究所或研究中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直屬正部級事業單位，其院長現為

陳奎元。其主要研究範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世界各國的經濟、法學、哲學、考

古、歷史、文學、語言、民族和宗教等問題。其直屬機構有計算機網路中心、研

究生院、文獻中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社、人才交流培訓中心、郭沫若紀念館。經濟研究所、文學研究所、語言研

究所、考古研究所、歷史研究所、法學研究所、哲學研究所、社會學研究所、政

治學研究所、金融研究所、工業經濟研究所、財貿經濟研究所、新聞與傳播研究

所、近代史研究所、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

民族研究所、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世界歷史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外國文

學研究所、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農村發展研究所、數量與技術經濟研究所、

美國研究所、日本研究所、歐洲研究所、東歐中亞研究所、西亞非洲研究所、拉

丁美洲研究所、台灣研究所、亞洲太平洋研究所、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城市

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等共 34個研究所或研究中心。 

本校流通管理系參訪團計有領隊謝副校長俊宏，團員陳主任彥匡、陳榮昌副

教授、林泓毅副教授、蔡子安副教授及楊志文副教授等一行六人，於十一月二日

於上午九時三十分抵達中國社會科學院。並經其安排參訪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

與人類學研究所，由該所副所長兼黨委書記張昌東、副所長黃行及相關所務人員

負責招待(如圖二十至圖二十三)，並進行簡報與意見交流。由於參訪團團員中的

謝副校長、陳彥匡主任、陳榮昌副教授、林泓毅副教授、蔡子安副教授及楊志文

副教授等對於所方簡報事項均深感興趣，故雙方互動十分熱絡，於討論過程中，

所方人員亦一一回答本參訪團所提出之諸多疑問，並給予許多實質建議與經驗分

享，可謂收穫良多(如圖二十四及圖二十五)。會後由本校參訪團致贈校旗、流管

系旗及台灣名產(如圖二十六、圖二十七及圖二十八)，另該所亦由張副所長致贈

該所研究出版品(如圖二十九)。該所成立於 1958年，隸屬中國科學院；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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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3%AD%E6%B2%AB%E8%8B%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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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F%AD%E8%A8%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0%83%E5%8F%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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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8%9E%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4%B8%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9%97%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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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B3%E5%8A%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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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1977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改稱中國社會科學院

民族研究所，2002 年 10 月更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現有

人員計 161人。該研究所係多學科、綜合性國家級研究機構，以人類社會民族現

象及其發展規律為研究對象，以民族學、人類學為平台，通過田野調查和文獻搜

集以及相關技術手段開展民族歷史、語言、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文字、文

獻和國際問題等學科和諸多專業方向的研究。該所下設民族理論、民族歷史、社

會文化人類學、宗教文化、影視人類學、民族古文獻、南方民族語言、北方民族

語言、經濟與社會發展、語音學與計算語言學、世界民族等 11 個研究室。另設

圖書館和網絡資訊中心，並主辦《民族研究》、《民族語文》、《世界民族》等雜誌，

編輯出版《中國民族研究年鑒》。其研究亦包含「台灣的原住民問題」與「台獨

研究」等與台灣有關的議題。 

 

圖二十.參訪團成員與中國社會科學院 

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人員合照 

 

圖二十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

類學研究所招牌 

 

圖二十二.中國社科院之部分研究中心. 

 

圖二十三.張副所長熱情歡迎謝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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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雙方人員意見交流 

 

圖二十五.雙方人員意見交流 

 
圖二十六.謝副校長與陳主任致贈本校

簡介與校旗 

 
圖二十七.謝副校長與陳主任致贈校旗

與流管系旗 

 

圖二十八.謝副校長與陳主任致贈紀念

品與名產 

 

圖二十九.張副所長回贈該所研究出版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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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參訪團人員參觀研究所書庫 

 

圖三十一.參訪團人員參觀研究所書庫 

 

圖三十二.書庫珍藏古善本藏文書籍 

 

圖三十三.所方人員介紹珍藏藏文書籍 

 

雙方交流後，參訪團一行人在張副所長與黃副所長陪伴下至該所書庫參觀

重要珍藏（如圖三十及圖三十一），其中較為難得者為善本書庫中的古文物，並

由張副所長與黄副所長陪同介紹這些重要的文物，包含藏文古刻板的圖書（如

圖三十二及圖三十三）與典藏近百年報紙(如圖三十四)。這些善本書與古物，

可供本校或他校作為相關研究之參考。該所亦收藏近代台灣出版之相關書籍以

供研究(如圖三十五)。經所方人員詳盡介紹，使參訪團的成員對這些古文物之

由來與其內容及歷史價值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並對該單位人員對古文物之保存

與用心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人員的引導、解說下，在結束參訪

之前，該所人員再度強調他們積極於國際交流的態度，並希望與台灣相關科系的

大專院校在未來有更多的合作交流，如交換學生、教師及共同研究等。本次中國

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的學術參訪與交流活動便在這樣融洽的氣氛

下順利完成，領隊謝副校長向負責接待的副所長致謝並告辭，而為此次參訪畫下

完美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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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四. 所方人員介紹珍藏近百年報

紙 

 

圖三十五.該所搜集台灣出版之相關

書籍 

 

 

三、心得與建議 

此次參訪行程，除了感謝北京首都經貿大學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的熱情款待，

也感謝本校研發處國際交流組行政協助及謝副校長俊宏教授行前嚴密籌劃與聯

繫溝通。由於全體團員的協力合作，使得短短五日的學術參訪行程任務能夠完滿

達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