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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哥兩國學術交流情形 
駐哥斯大黎加文化參事處提供 

中哥兩國大學姊妹校關係 

1. 哥斯大黎加大學與淡江大學： 

 簽約時間：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三日 
 簽約地點：兩校以書信方式簽定 
 簽約代表：哥大校長Fernando Durán 
             淡大校長張建邦 

2. 哥斯大黎加大學藥學系與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 

 簽約時間：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卅日（二○○○年三月廿日陳所長與現任校長
Gabriel Macaya於哥大續約） 

 簽約地點：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 
 簽約代表：哥大校長Luis Garita Bonilla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所長陳介甫 

 

3. 哥國國家大學與國立中山大學： 

 簽約時間：一九九七年 
 簽約地點：兩校以書信方式簽定 
 簽約代表：國家大學校長Jorge Mora Alfaro 
             國立中山大學校長劉維琪 

 

4. 哥國國家大學與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簽約時間：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二日（星期三） 
 簽約地點：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簽約代表：國家大學副校長Dra. Sonia Marta Mora（現任校長）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校長吳建國 

5. 哥國國家大學與屏東科技大學： 

 簽約時間：二○○二年一月廿八日（星期一） 
 簽約地點：國家大學附近之Hotel Bouganvilla 
 簽約代表：國家大學校長Dra. Sonia Marta Mora 
             屏東科技大學校長劉顯達 

 

 

哥國對亞洲研究的情形 

茲依哥國最重要之兩所學術機構哥斯大黎加大學及國家大學，分別簡要說明如下︰ 

 

1. 哥斯大黎加大學：哥大政治系對我國國情之探討及亞洲關係之研究向來不遺餘

力，從近年來中哥雙方多次頻繁之接觸，即可見一斑︰ 

(1)1997/1/14-1997/1/16︰時任國策研究院院長、現任外交部部長田弘茂先生來哥

參訪，與哥大教授進行有關研究海峽兩岸關係之座談會。 

(2)1998/9/7-1998/9/9︰曾任國策研究院綜合企劃部主任、現任外交部研考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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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政先生來哥參訪，與哥大教授進行有關探討中華民國國際地位之座談會。 

(3)1999/5/18-1999/5/22︰哥大政治系研究所副教授Fernando Zeledón Torres應

淡大邀請赴華參加第六屆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與哥大年度合作舉辦之「中華

民國拉丁美洲國際學術研討會」。 

(4)1999/8/16-1999/8/22︰哥大政治系具函邀請羅主任致政前往該系博士班開班授

課為期一週，針對「中華民國台灣成功之政、經、社會、國際發展經驗」議題作

精闢完整之介紹。 

(5)2000/10/18-2000/10/25︰哥大前任政治系主任Licda. Marianela AguilarArce

獲淡大邀請赴華參加10月19日及20日於淡大校區舉辦之「亞太民主化與區域

安全國際學術研討會」。 

(6)2001/4/01-2001/4/06︰淡大第七屆「中華民國拉丁美洲國際學術研討會」於哥

大校區舉辦，研討會主題為「拉丁美洲與台灣：民主化、整合與合作所面對之挑

戰」，除中哥雙方代表外，尚有來自薩爾瓦多、巴拿馬、尼加拉瓜之學者專家共

同針對議題提出相關論文參與研討。 

 

然而，大體而言，哥國或中美洲各國學者專家對我國國情或亞太關係之研究都尚有

待加強之處。 

 

2.哥國國家大學 

該校國際關係學系碩士班教授Jorge Caceres曾於1999/11/11 -1999/11/13與我駐

哥文化參事處曾參事芙美共同應我國策研究院邀請赴智利聖地牙哥參加「國家、民

主暨市場」研討會，該教授並於會中表達對我國堅定而明顯之支持立場。該校目前

正積極籌辦國際關係研究所所屬之亞太研究碩士班，擬洽請我政府協調國內或旅居

國外之我國籍教授來哥講學。該所教授Thais Cordoba為促成此碩士班順利成立，

曾於2000年8月間赴亞太各國考察蒐集資料，亦曾參訪政大國關中心、淡大及蔣經

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等機構，也曾赴香港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等校及日本、韓國、泰國及新加坡等國學術機

構參訪。此間日本、韓國與香港之學術機構均已同意推薦學者來哥講學，另哥國前

總統Miquel Ángel Rodríguez於2001年3月底赴日韓訪問時曾分獲若干大學同意
提供獎學金供該校派人前往深造等。目前國家大學已明確表示，盼我方協助之項目

為協調一位國內具亞太事務研究專長之我國學者前來哥國講學，屆時該校將提供我

學者在哥教學期間之食宿，講學期間可就下列五項研究範疇選擇以英語或西班牙文

講授課程︰ 東亞地區國家政治發展 東亞地區國家經濟發展 亞太地區國際政治

亞太地區國際經濟組織 亞洲傳統文化與其變動中之價值觀等。雖該校與我關係

向來密切而友好，但該校為哥國自由黨大本營，不乏左傾、對中共抱持幻想之學者，

基於強化中哥學術文化交流，並期避免中共學術機構藉機涉入之考量，此亞太研究

碩士班確有值得我方考慮協助成立之價值。 

 

 

哥斯大黎加外交部推廣處投資室負責人Esteban Penrod先生對中哥兩國教育投 

   資市場之看法（2002/3/13） 



3 

 
 

1. 哥國教育環境評估是否存有潛在商機，可鼓勵我教育、補習業者前去拓展？ 

 

答：哥國商品及服務業市場都是自由競爭式的。哥國現行「促進消費競爭及有效保

護法規」第7472條即是為了控制、避免及消除違法、壟斷性的商業行為。 

 

哥國私校教育極為發達，造就許多專業人才，諸如：中美洲自治大學（UACA）、拉丁

大學（ULATINA）、美洲國際大學（UIA）等都是聲望卓著的私立大學，其他專業學院

或語言教學中心（大多為英語教學）也很普遍。基於各行各業所需，目前位於哥國

的許多私人企業已與私校合作培訓所需員工及專業人才，依此即可顯示哥國對教育

投資及人力資源的重視。由於多數專業人士對英文的認知仍嫌不足，目前哥國亟需

短期或中期雙語專業人才培訓課程。另外，為配合哥國外銷高科技產業發展，中等

技術產業員工及管理人才之培訓課程，正是哥國目前教育市場之最新需求。 

 

2. 哥國業者對我教育市場所抱持之態度，是否擬進入我教育市場，與其擬進入我 

   教育市場所採取之策略、方式？ 

 
答：哥國企業投資他國向來是個人獨立行為，哥國政府扮演之角色僅為設法提供相

關資訊及參與方式。在教育投資方面，直至目前為止，尚未有哥國企業直接赴國外

進行教育投資之行為，主要仍以外國學生，其中亦包括中華民國學生來哥修習學位

或學習語言者為多。事實上，在促進中哥兩國教育投資交流上，可透過哥國駐華大

使館居中加強聯繫宣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