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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學習反思：2022 年政治大
學跨界創新與前瞻論壇

壹、前言

2022 第十七屆全球視野、市場鏈結與在

地共生夏令研習營由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

究中心跨界創新與前瞻論壇主辦，成員近

30 名主要跨越臺灣、中國、香港、南韓與

奈及利亞等國家之研究教授、研究所博碩

士與大學生。

回想我一踏入座落於臺北市文山區萬壽

路旁的政治大學達賢圖書館報到處，第一

個印入眼簾的是極具數位科技感、磅礴壓

人的現代建築外型，富含藝術人文氣息的

內部設計，以及許多學生靜靜地埋頭用功

讀書的場景，使人為之震撼。完成報到後

馬上隨之分組認識新學習夥伴，並由執行

長陳德昇老師為我們開場，首先介紹研習

營成立之理念，主要秉持幫助青年建構服

務平臺及傳遞「助人為樂」，且迄今已第

十七屆，從當初一個學術服務與分享的念

頭，進展成為兩岸和國際青年的交流，置

重點於強化年輕世代的全球視野、跨界市

場與競爭力提升，並結合在地認同、關懷

共生的課程分享與實踐。現在就由我來為

各位開箱驗證。

貳、佈局全球與放眼未來

為著眼於全球佈局課程主題，特邀請臺

北市長柯文哲先生、大陸委員會副主委邱

垂正先生、前國貿局副局長徐純芳女士、

政治大學國關中心主任寇健文教授與東亞

所所長王信賢教授等多位政府官員與專家

學者，分別就後疫情時代產業政策轉型、

現階段兩岸情勢與兩岸政策、中美貿易科

技戰與國際談判特色、習近平的政治性格

與領導關係、兩岸國家社會關係比較等議

題，使我瞭解到從太平洋的大兩岸，全球

霸權的爭奪戰，勢必影響到臺灣海峽的小

兩岸，範圍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科技

等層面，而相對弱小的中華民國（臺灣），

如何在美日中俄等國之「國際因素」、朝

野政黨在兩岸議題各有堅持之「國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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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與習近平任期下之「中國因素」等三

面向環環相扣，以及如何在此嚴峻情勢下

生存，與臺灣每一位百姓息息相關。

其中，讓我印象最深的是，柯市長提到：

「台灣已經回不去原來疫情前的時代，我

們不能指望能回到過去的生活。我們要做

的是，創造一個更適應現在的生活。」

這句話我非常認同，台灣各界應積極想辦

法進行轉營而非想著回到過去。再以外科

醫生的角度，剖析政府 Covid-19 防疫作

為，應包含紓困、振興與轉型等不同國家

面向，並以轉型為首要目標，始能讓百業

待興的各行各業，視不同狀況做最好的調

整。使我理解到面對不同層次問題，不可

能每件事都面面俱到，必須以最小資源達

成最有效且最公平的目標，並付諸實行與

隨時修正（圖 1）。

參、市場鏈結（經濟）與競爭力

以市場鏈結為題，聘請國際合作發展基

金會秘書長項恬毅先生以「國際合作新視

野：永續發展實務」為題，從政府開發援

助（ODA）說明永續發展進程目標、國際社

會及我國政府開發援助概況，分享目前該

會於邦交國與海外地區，執行永續發展的

相關成果與關聯性指標，展現中華民國實

際在國際參與策略之案例，如帛琉園藝推

展計畫、史瓦帝尼孕產婦及嬰兒保健功能

提升計畫、友邦及友好國家專業華語教師

派遣計畫與大專青年海外技術服務等，並

派遣 22 個海外常駐技術團、海外人員約

250 位，跨足農業、公衛醫療、教育、資

通訊、環境、中小企業等六大面向，主要

目的積極爭取國際機構合作，提升國家能

見度與話語權。

彰化鹿鐤國際同濟會長張小惠女士，以

「迦納跨界投資與共生」為主軸，從大陸

東莞白手起家到非洲迦納國家的白手起家

經商經驗，這是一個很出乎意料之外的事

情，向我們分享在全球化高度競爭下必須

要有獨到眼光與抓準時機立馬下手之決

心，這是因為我們往往看事情角度都會有

盲點與成見，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去爭取，

就像在軍中發展一樣，大家都一樣同一年

掛階任官，直到退伍，但為何有些人卻選

擇中途離席或轉換跑道，在於眼光時機與

不等待人的選擇權，必須深思熟慮才行。

圖 1：與臺北市長柯文哲先生合影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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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期貨副董事長周筱玲女士「年輕世

代的全球競爭力」，以非顯赫家世背景卻

能從銀行基層行員一路辛苦爬升元大期貨

副董事長之高階管理階層，也是很讓外人

不可思議。周副董回憶大學畢業時申請第

一份電腦公司全職工作，但開出條件是須

具備碩士學歷以上，當時周副董僅有大學

學歷，為獲取面試官的青睞與第一印象，

當時就運用電腦相關的圖像搭配上履歷表

資料，最終錄取了這份工作。

綜合上述，透過各傑出者一生奮打拚鬥的

辛苦歷程分享，使我瞭解只有不斷努力與不

屈不撓精神，是不夠的，還要把握住每次稍

縱即逝的機會，才能在全球高度競爭的環境

下，獨佔鰲頭並走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

肆、在地共生 / 創生與青年實務

交流

研習營規劃在地共生課程中，使我最感

動與驚豔的是，甘樂文創志業公司執行長

兼社團法人台灣城鄉永續關懷協會秘書長

的林峻丞先生（圖 2）。林執行長基於熱

愛三峽這片土地與家庭因素，選擇放棄電

視臺製作高薪工作，返鄉於三峽老街旁經

營起古厝藝文食堂、手工豆漿店與中輟生

課後陪伴基地，並結合一串連工藝職人、

社區夥伴，共同點燃三峽的地方活力。在

研習營課堂中特別規劃「三峽甘樂食堂晚

餐 - 在地公益分享會」，在享用美食後的

茶餘時間，特別邀執行長與我們對話並分

享創業經驗，我才知悉創業是一件難事，

為什麼？因為它會使人從起初富有滿腔熱

血與理想的青年，在面對現實殘酷的經濟

壓力下，往往都會使人產生放棄、罷了或

求死不得的念頭，日復一日，甚至在面對

龐大無底洞的資金投入，必須時時提心弔

膽下個月員工薪資與收入在哪裡，到底該

如何渡過與解決。而這些卻是在地共生建

造經營者最常面對的問題，但甘樂創辦人

卻成功憑礴一股信念及熱誠，成功克服各

種困難發展三峽的在地產業。在甘樂經營

中，我最欣賞甘樂對教育的經營與堅持，

自己單槍匹馬找新北市教育局以簽署合約

方式，把三峽當地中輟生，規劃以國小的

「小樹苗」到高中的「青苗」課後陪伴基

地，提供助養及生涯規劃，讓他們能感受

到原生家庭無法給予的關愛。也就是甘樂

抱著「讓生命影響生命」的信念，成功把

很多跌入邊緣的少年拯救回來。聽著甘樂

執行長一直以來的堅持與辛酸，我被這顆

溫暖的心感動萬分，原來這世界還有許多

像甘樂一樣善良的人。

另外，研習營亦規劃萬里北海岸的淨灘

課程（圖 3、4），我發現原來平平無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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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灘，會存在許多看得見及看不見的人造

垃圾。淨灘過程中心裡不禁在想，身為人

類的我都無法忍受這樣的海灘，更何況海

灘的生物？淨灘中我多了一份使命感，只

希望海灘中生物能好過一點。

 伍、結論

研習營最後一天為各組之專題報告競賽，

我很幸運能看到來自奈及利亞、緬甸與香

港籍等各地參與研習的優秀同學，如何發

揮自己專長並展現自我。從研習營第一天

的專題選定、討論大綱架構與組員的討論

互動，我能感受到每個成員都很努力做到

最好，這種精神非常振奮人心，即使最後

小組未能得名，但看見組員們的全力以赴，

我真的以身為小組一份子為榮。總而言之，

在研習營中非常感激能認識到大家，陳德

昇老師與工作小組夥伴，以及參與研習營

的每一位同學們，透過營隊活動與各項課

程的學習並建立這份實屬難得的鏈結。

在疫情稍緩之際，主辦單位不畏艱難仍未

改奉獻的初衷，細心安排每一項課程細節

及完善規劃，使我備感溫馨，因此下定決

心要好好品嚐這一道得來不易的學術研習

營，更對我未來在學校教學上，以站在巨

人肩膀之姿，獲得更寬廣的視野與更開闊

的心胸面對各項挑戰，並將所學成果無私

回饋於海軍官校每一位師生（圖5）。

圖 2：甘樂在地公益分享會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圖3：萬里淨灘活動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圖 5：研習營結業式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圖 4：萬里淨灘活動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