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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學院迎頭趕上標竿】系列報導之八：國際研究學院

專題報導

【記者高郁萍報導】「淡江大學的學術思想有匯集東西文化的傳統優勢，而校內官僚

與同僚模式的組合，則是淡江的優良傳統。」國際研究學院院長魏萼如是說。他表示

，淡水文化與淡水過去經歷的歷史密切相關。在歷經西班牙、荷蘭、明鄭與滿清、日

本人的統治，以及鴉片戰爭後英國、加拿大人等基督教長老教會文化的洗滌後，造就

了可與台灣、中國、乃至世界文化相接軌的淡江文化。「這是我們的優勢」，魏萼認

為淡江學術的發展方向便是以多元的文化歷史做根基，推動淡江學術的本土化、現代

化與國際化。而國際研究學院的學術研究方向，則是要結合「國情的現實」與「國際

的理想」，以及「本土化的文化」與「全球化的價值」。 

 

「官僚」與「同僚」結合是優良傳統 

 

魏萼提出，所謂「官僚模式」是指處理校務的行政體系，「同僚模式」則是指教授們

的學術研究。多年來，淡江以此和諧互助的組合走向一波波發展，淡江學術地位的發

展靠同僚努力，研究所需的環境便靠官僚模式提供行政協助。這樣一個「小而有效率

的行政政府，大而有活力的學術市場」是可令淡江的學術生命力日益茁壯，呈現出自

己特色，並走出國際、擁抱國際、貢獻國際的利基。 

為了兼顧短期學術市場的需求及培育人才的學術使命，國際研究學院以「功利主義」

與「存在主義」為發展的出發點。魏萼表示，學校要提供國家需要的人才，功利主義

是現實的生存問題。因此，國際研究學院必須以市場需求為發展的必要條件。「切實

符合社會需要，學生自然就會多」他說。不過，太多的功利思想會失去原則，所以還

需發展以教育使命為主的充要條件。「學校要有一個方向適當地導引市場，扮演中流

砥柱的角色，不然就跟補習班一樣了。」魏院長道出了對知識份子的期許。他認為「

存在主義不只爭一時，要爭千秋。」 

 

由「一體多元」走向「多元一體」 

 

目前淡江國際研究學院有歐洲、美國、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日本、拉丁美洲、俄羅

斯、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八個研究所，「涵蓋全球就是我們的特色。」魏萼說。他表示

，過去國際研究學院擁有一體多元的發展特色，學術內涵及研究範疇極為寬廣。不過



，他同時也指出「多元本身就是特色，但是不夠。」的思維。他認為短期內可調整各

所發展的方向、統合各所獨特的專業取向，讓八個研究所在學術上找出共同的價值觀

並加以發展，走出淡江的路，這便是「多元一體」的概念。淡江國際研究學院未來究

竟要往何處去，魏院長表示要先認清主、客觀因素。主觀的是淡江大學有沒有發展出

特色，客觀的是世界潮流與全球化影響。國際研究學院在第四波發展中，應結合淡江

的本土精神與全球的普世倫理。「我們要從一脈相承之淡江精神、台灣的經驗、中國

的道路、儒家的思想、亞洲的價值與普世的倫理出發，推廣淡江的學術價值觀，達到

成為亞太地區學術重鎮的目標。」 

 

提升研究成果的發表 

 

在第四波短、中、長程計畫裡，國際研究學院將持續舉辦淡江論壇，並且提升中文刊

物「淡江國際論壇」（Tamkang Interna-tional Forum）與「淡江國際研究」英文期

刊（Tamka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水準。在不同階段的進步中

，國際研究學院也將不斷鼓勵師生發表研究論文，希望在台灣社會科學引用索引

（TSSCI）及社會科學引用索引資料庫（SSCI）中的篇數能逐年增加，在全台相關領

域排名亦節節上升。 

國際研究學院短程計畫中，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及國際事務學院為國內之發展

標竿學校。政治大學國關中心歷史悠久，向為國際學術界重視，儼然已是台灣相關領

域之代表。該校國際事務學院與前述之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配合密切，擁有雄厚的學術

研究基礎，加上公立大學的資源與優渥的研究生招生條件，所帶來的研究品質與學術

地位，有許多可供本校國際研究學院借鏡之處。 

同屬歷史悠久的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其優秀且豐富的學生來源為先天性優勢，教授

及校友多在國內外的產、官、學界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該院政治學系暨研究所國際

關係組的研究陣容甚為堅強，是淡江國際研究學院中、長程內的國內標竿校。 

本校姊妹校美國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為

美國中西部十大名校之一，其研究生招生錄取標準甚嚴，僅為百分之四的錄取率，帶

來了極精華的研究品質與學術地位。姊妹校之間交流容易，本校國際研究學院計畫在

短期內與之並駕齊驅。 

中、長期努力的目標為美國公立大學學術地位排名第一的加州柏克萊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該校國際部門在相關領域之權威及影

響力甚鉅，是國際研究的重點學校之一，淡江國際研究學院將與之看齊。 

魏萼表示，在他擔任院長任內，積極為淡江國際研究學院找出未來發展方向，是他自



認最重要的任務。他不諱言的指出，淡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雖然有明確的學術方向

，但尚待加強的就是學術思想，應該要更努力地「為淡江學術找出路，為淡江學子找

前途」。未來，他希望國際研究學院能在第四波的潮流中走出自己的路，成為屹立不

搖的學術重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