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幕致詞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理事長楊弘敦校長致詞： 

  部長、政委、次長，還有承辦單位的蘇校長、教育部的長官，還

有我們的夥伴—大學校長，大家早安，大家好！ 

  首先我還是要代表我們主辦單位國立大專校院協會與承辦單位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在這邊歡迎大家到美麗的南投埔里，當然也是美麗

的暨南大學校園，參加我們 105年國立大專校院全國大學校長會議。

雖然外面有一點濛濛細雨，但是看起來大家臉色都不錯，笑容滿面。 

  其實我們所有的議程與往年差不多，有專題演講、分組討論跟各

大專校院協會會員大會，最後有綜合討論，議程裡面當然我們總統也

會蒞臨。但是其中專題演講還有部長、政委和次長對於主要教育政策

有關之政策指示或說明。比較特殊的就是分組討論的議題做了非常多

的籌備工作，其中也做了更大的調整，教育部也給予我們很多的督導、

指示與建議，所以，我相信這兩天裡面，可能最有看頭的就是分組討

論，如螢幕上寫的標題，主講人、引言人，甚至提綱都是一時之選，

我相信精采可期，大專校院校長應該會得到很多啟發、很多收穫。 

  最後，我們還是要感謝暨南國際大學承辦校長會議，其實他們教

職員不多，學生也不多，在蘇校長領導之下傾全力，不管是議程籌備

階段到現在接待、場地的安排，都非常非常地用心。他們今年剛好要

慶祝 20周年校慶，我們大家在這邊祝他們二十周年生日快樂，祝福

我們大會非常成功、順利，猴年行大運！謝謝大家！ 

 

行政院顏鴻森政務委員致詞︰ 

  楊校長、吳部長、林次長還有蘇校長，還有在座的各位貴賓、各

位校長們，大家早安！我代表行政院張善政代院長來表達他的歉意，

因為他公務繁忙，尤其 2月 1日要接行政院院長，不便前來。表達他

的歉意，也表達他祝我們大會成功。其他部分，我稍後以演講報告。

還是祝大會成功，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教育部吳思華部長致詞： 



姚校長、顏政委、林政務次長、蘇校長，在場所有大專院校校長

及在座教育伙伴，大家早安！很高興來參加今天的會議，這個會議對

我來說好像回到家一樣，過去十年我每年都出席這個會議，也在這個

會議中有機會向所有在大學院校服務的校長請益與交換意見，一年一

度的大學校長會議其實是台灣智慧結合最關鍵的時刻，因為所有在台

灣或高等教育的伙伴能夠有機會在此見面，是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因

此，我在過去的幾個月與籌備學校有幾次意見的交換，我跟伙伴們說

大家很難得有機會花兩天的時間聚集在一起，如果可以針對我們大家

所共同關心的問題作更深入的意見交換，也許對未來政策擬訂，或每

個學校自我調整，會有更大的幫助。所以我大膽地向協會建議是否可

以針對大家關心的未來大學發展的主題作深入的交換意見。謝謝協會

同意把分組議題作了小小的調整，希望這個調整有助於大家在這兩天

的討論當中更聚焦於幾個所共同關心的問題。整個台灣的高等教育，

我想大家一定比我有更深刻的感受，正面臨關鍵轉型期，在轉型的時

刻，每個學校的條件不同，所面臨的挑戰不一樣，未來的走向也勢必

不一樣。但不管用什麼方式來調整，其實最重要的在於大學現場的校

長與老師們是否對自己的未來能更深刻思考，我覺得那才是決定未來

大學命運的關鍵，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兩天的討論，能夠帶動大家對

自己未來方向的重新定位思考。那才能真正為台灣高教找出新的出路。

有關於新世代的高教藍圖，稍等會為大家作進一步的報告。 

既然大會給我開幕致詞的機會，我想報告三個與高教沒有直接關

係，但可能有相關的事情。目前教育部推動三個計畫，跟大家簡單說

一下，第一個是全球移動力計畫，它是跨越大學、中學、小學的計畫，

我們一直覺得台灣是海島型國家，如何讓台灣學生跟全球連結，這件

事情我覺得需要大家共同關心。因為它是跨司署的計畫，特別利用此

機會向大家報告，內容有機會再向大家詳細說明。 

第二件事情各位可能在今天媒體上看到，十二年課綱預定在 107

年上路，十二年課綱上路以後，希望能對十二年國教有一些根本性的

翻轉。我常與教育伙伴們說，其實十二年國教真正的精神是希望能帶

動高中教學現場的改變，從過去完全的必修課，增加更多選修課程的

空間。可是當學校開始發展選修課，開始有更多元發展時，勢必學生



會問說：它在大學升學過程中是怎樣的份量或地位？所以大學與中學

的相互連動才是十二年國教能否成功的最大關鍵。所以我也利用這個

機會拜託在場大學校長一起思考這個問題，在未來的大學入學制度，

除了公平的考試外，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更重視學生在其他面向的表

現，這個表現不一定是在學成績，可能是在某領域修了很多課。譬如

有一次我參加高中會議，他們強烈反映，有許多同學喜歡修第二外語，

但是第二外語沒有被重視，我覺得類似這種學生的多元表現，如何在

高中升大學時能被同等注意、重視，我覺得這種事情很值得我們大家

一起討論。在技職面，很多高職同學會說實作是他們最希望強化的，

但是實作怎樣在升學時被同樣地重視與看待，我想這需要大學端同時

來思考。所以在十二年國教的大學與中學的招聯會，這件事情希望大

家能夠一起來思考。 

第三件事情是十二年國教除了強調知識的學習外，十二年國教的

核心在強調素養，強調實作。所以教育部今年啟動一個Maker的計畫，

自造者教育計畫，希望全面地讓小學、中學、大學所有學生都能以「動

手作」作為他學習的前提。我要利用這個機會謝謝在場很多學校能夠

把自己扮演成一個好的 Maker的基地，所謂 Maker的基地，代表說服

務的不只是自己學校的學生，而且是周邊的學校，更重要的是它能支

持中學與小學的發展。上週我到高師大主持自造者基地揭牌儀式，因

為他們的計畫啟動，帶動了南部地區兩百所中、小學共同推動，舉此

例子是希望拜託所有校長，其實大學在台灣社會裡有著非常關鍵的位

置，如果願意伸出一點點援手，發揮一點點的力量，其實產生的影響

非常大，尤其在中學、小學部分。台灣在每一個階層都有很大的少子

女化或轉型的問題，大學其實有足夠的能量來作地區的發展與整合。

這部分也請大家幫忙，因為剛好有此難得機會，一方面向大家問好，

一方面希望大家在未來高教推動過程中可以給我們指導，尤其是高教

與國教的連結，也請大家多多幫忙。謝謝主辦單位蘇校長安排了這麼

好的活動，也預祝這兩天的會議能夠非常順利、成功，謝謝大家！ 

 

科技部林一平政務次長致詞： 

  顏政委、吳部長、楊校長、蘇校長還有各位校長，我今天代表我



們科技部徐爵民部長來參加這個重要的會議。科技部主要的功能，就

是替大學校院及研究機構服務—怎樣把研究做得更好，給予充足的資

源。所以稍等我的專題報告會讓各位了解科技部的資源是怎麼分布的。

接下來，各位校長的意見對我們來講是很重要的，看我們能夠怎麼樣

來改善，能夠做更好的服務。在這裡祝大會成功，各位身體健康，身

心愉快，謝謝！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蘇玉龍校長致詞： 

  吳部長、顏政務委員、科技部林次長、教育部陳次長，還有教育

部和科技部的各位長官、各位媒體朋友，還有在座的各位大學校長夥

伴們，大家早安！大家好！請不要誤會今天是 APEC開會。謝謝大家

不遠千里而來，尤其在最近北極振盪過後，無懼於寒流爆發，大家齊

聚於此，我謹代表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歡迎各位的到來。 

剛才開幕音樂是暨大同學修了東南亞音樂課後，他們齊心演奏的

印尼傳統音樂「甘美朗」，我們希望以東南亞式的聲波，來驅趕寒冬；

而我們接待的同仁們，今天也多著印尼傳統的服裝，希望為這一年一

度的大學校長盛會增添活力與熱情。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剛滿二十歲，在二十年前，為了平衡區域發展，

還有增進僑教功能，教育部選定在臺灣的地理中心建設一所具僑教任

務的大學，如今深耕在地與拓展國際，已成為我們暨大的兩大堅持。 

暨大擔任海外聯招會的總會，承蒙教育部與各大學的支持，僑生

報名人數逐年攀升，現在每年擁有來自五十多個國家、一萬多名僑生，

還有港澳生來報名。近年來，我們海外聯招會每年主辦的三大海外教

育展—馬來西亞、香港、澳門，屢屢受到九十到一百所大學的響應及

參與，我們榮幸攜手在國際舞台上共同招生，一起為臺灣高等教育建

立了優質的品牌形象。 

為了配合本校 20周年校慶，本校圖書館正在舉辦東南亞特展，

主題是「多元與燦爛，望見東南亞」，希望各位這兩天抽空到會場對

面的圖資大樓，體驗濃濃的東南亞風情。我們校園裡迎賓之櫻花正含

苞待放，我們特別邀請與會校長手持櫻花一株，為這次大學校長會議

留下一個春天的訊息。希望明天不會下雨，明天會更好。再次感謝各



位參與，最後敬祝大會圓滿成功，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