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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注重學術自由，師生關係亦不同於東亞上對下的關係，教授

對學生的看法，多以同事或平等態度對待，尊重並且鼓勵學生在學術

界發聲的機會。在這樣的環境下，大學研究所學生自行舉辦學術會議

的習慣變成了一種傳統，每一個系所普遍都有一年一度的研究生學術

會議，全部細節都由研究生企劃、執行。 
英國博士班研究生舉辦在校一次的研究生學術會議，流程如下：

一、英國博士班研究生課程多為三年，通常第一年專心適應，第三年

擔任學生會等幹部，而學術會議通常是第二年研究生的重頭戲。學生

們在第一年的暑期，聚集而腦力激盪，決定會議的年度主題，進而組

成某某會議的委員會（committee），以此名義對外聯絡，建立委員會
聯絡信箱。二、同一時間，決定舉辦場所，對該場所的活動負責人提

出場地預定。三、第二年的學期開始後，委員會必須撰寫 CFP (call for 
papers)，並對外公告，在世界最大的會議網頁如「Conference Alerts」
網站上公開消息，此時離會議當天，應該距離一年到半年的時間不

等。四、CFP 廣告發出之後，便要著手爭取經費及衡量支出。會議主
要開銷為：一至二位 keynote speakers 旅行支出、場地費約 500英鎊上
下、當天午餐費、水、酒費、印刷費（包括海報及會議流程）。研究

生的經費來源主要為：每位參加會議講者及聽眾的註冊費、書商廣告

費、書商擺書攤每日計費、學校及系所補助等，學生必須自行尋找、

接洽。英國大學通常對學生學術會議給予補助，如果會議是年度的例

行公事，系所一般也會撥付款項。五、接下來接洽心儀的 keynote 
speaker，確認出席，並在CFP 截止日後審核投稿，寄發採用與否信
件。六、信件寄發後收到講者出席確認信，便製作當日會議流程，電

子檔轉寄所有講者並在網路上公開，此外聯繫印刷廠商印製當日廣告

及會議流程。七、安排當日工作人員，包括會議司儀介紹主要講者、



 

 

以及各 panel 的主持人，通常商請系上博士班學生擔任。會議前天或當
天，需確認場地各項設施處於可用狀態。 

舉辦研究生會議的優點，在於研究生可以在較為放鬆的狀態下，

展開發表學術論文的經驗，同時訓練台風、時間控制、內容深淺的拿

捏。聽眾的發問，可以作為日後修正論文的根據，同時瞭解同儕程

度、調整自己研究方向或方法論的不足之處。對留學生而言研究生會

議提供一個壓力較小但仍可訓練聽力、台風的機會，讓母語人士聽懂

自己的學術英文寫作，也是印證或考驗自己邏輯以及寫作能力的機

會。此外，會議亦是發展人脈關係的地方，本身同學科的研究生可能

是日後的同事或資源，英國大學研究生一般重視會議上發展人脈的機

會，藉由提問、午餐、飲酒、甚至一起上酒吧經營人脈關係。這點是

外國留學生比較弱的方向，一方面一部分的學生未來預設的職場在本

國而非英國，一方面是若隻身前往，有時難以破冰進而和陌生人成為

朋友。但一般而言，在這樣的會議上時時可見外國留學生的身影，發

表論文者亦不在少數，亦有外國留學生擔任會議介紹、panel 主持人等
職位，頗為活躍。藉由這樣的經驗，外國留學生可以進一步參加學者

與研究生混雜的學術會議，達到循序漸進的成效。若參與舉辦流程，

日後若在大學擔任教職，分派到舉辦會議的工作時，也不至於因沒有

經驗而苦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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