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南藥理大學 

新 聞 稿 

聯絡人：公關出版組林文斌、吳尚怡 
電話：（O6）266-4911 分機 1042、1043 
E-Mail：box1042@mail.cnu.edu.tw 

box1043@mail.cnu.edu.tw 

 

 1 

兩兩岸岸青青年年時時代代考考驗驗與與創創造造學學術術研研討討會會  

為提倡研究「兩岸青年」的學術風氣，嘉南藥理大學舉辦「兩岸青年時代

考驗與創造學術研討會」，特別安排在 329 青年節舉辦，別具紀念意義。來自兩

岸大學校院的專家學者，分別針對兩岸青年的創業發展、機遇與挑戰、交流政

策、高等教育及性別文化等主題論述，共計 3 場專題演講及 8 篇論文。 

嘉藥陳鴻助副校長致詞時表示，兩岸關係涉及學術範疇相當廣泛，青年議

題攸關世代發展，與會學者的演講及論文都有助於兩岸的相互理解與良性的互

動交流，期盼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經濟更加繁榮發展。 

研討會由嘉藥儒學研究所主辦，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合辦，分由臺灣大學黃

光國講座教授以「青年時代考驗與創造」為題、文化大學社科學院邵宗海前院

長以「追逐美國夢 vs.實現中國夢」為題、成功大學丁仁方教授以「臺灣青年前

進中國大陸的機遇與挑戰」為題，進行專題演講，內容豐富精彩。 

研討會區分 2 個場次。第 1 場由臺灣大學國發所前所長張志銘教授、東海

大學宋興洲前學務長共同主持及評論。南京大學臺灣研究所劉相平所長發表的

「從階層分化看臺灣青年的機遇與挑戰」，指出過去臺灣的土地改革、工業化為

新舊中產階級的誕生創造了條件，大陸最新「惠臺」的「31 條」政策將透過「交

換市場」，為臺灣青年重塑自身的階層身份；嘉藥余元傑國際長發表「開放與鎖

國：兩岸政府對青年交流的態度觀察」，則指出在教育上，大陸給臺生就讀的待

遇已經是等同國民待遇，而臺灣給陸生的待遇，由於三限六不的關係，卻不如

外國人；大仁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林爵士前院長及簡美玲碩士生，共同發表

「兩岸青年創業基地的推動與發展：臺灣屏東青創聚落的案例經驗」，則以「青

創聚落」為個案研究，透過議題導向邀請公部門主管、相關領域學者專家以及

進駐商家深度訪談，藉以探討設置理念及推動與發展上之現況與問題。嘉藥黃

清賢副教授發表「以社會資本分析大陸惠臺政策對兩岸青年影響」，指出社會資

本的三要素在於網絡、規範、信任，這是鑲嵌於人際關係與社會網絡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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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大陸的「惠臺」31 項措施，可以全面落實，將讓兩岸青年能藉此建構三要

素。 

第 2 場則由嘉南藥理大學田博元講座教授、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楊開煌

主任共同主持及評論。廈門大學臺灣研究中心唐永紅副主任，發表「大陸臺灣

青年創業：機遇與政策」，比較分析臺灣青年在大陸及臺灣創業面臨的形勢，闡

明了相關的機遇與挑戰，並提出了相應的改進建議。嘉藥儒學研究所陳昭昭所

長及郭瓊瑜助理教授，共同發表「木鐸啟而千里應--兩岸青年推動偏鄉教育面面

觀」，指出兩岸偏鄉教育之政策與措施，肯定兩岸至今持續襄助的「希望工程」。

嘉藥陳明德助理教授，發表「兩岸少數民族青年高等教育加分政策對比」，探討

兩岸在少數民族高等教育的「加分政策」，觀察對比兩岸不同時期的變化與差

異，並對兩岸於該政策的興革作出述評。臺北商業大學何慧俐助理教授，發表

「從兩岸性別文化看青年作家作品：以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為例」，指出

張愛玲書寫出屬於女性逐漸覺醒與甦醒的經歷，逐步瓦解男權意識下「對的世

界」和觀看女性的方式，得以跳脫父權體制，轉而成為具有主宰自我身體及精

神生活的人。 

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本次研討會的主題探究與論文發表，專家

學者在既有的學科領域交流理解跨越一大步；期盼未來在「兩岸青年」交流合

作的研究及人民的生活實踐上，可以更加成熟與兼容並蓄，共同促進兩岸的和

平穩定與繁榮互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