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大学因公出国（境）团组出访报告公示

团组名称 浙江大学吴宇哲等 15人出访

出访期限 2019-09-15至 2019-09-21 在外时间 总天数 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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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访问情况：

应中国台湾地区逢甲大学的邀请，浙江大学曹宇等 14人于 2019年 9月 15日至

2019年 9月 21日赴台湾地区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二、访问成果

2019年 9月中旬，我院土地资源管理专业 16级、17级共计 13名本科生由土地

资源管理系曹宇老师带队，前往台湾地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学术交流与专业考

察活动。短短七天的行程，同学们通过与政治大学、逢甲大学的学术交流以及

实地专业考察，有了深刻的学术体会以及丰富的专业考察收获。通过与台湾地

区两所著名大学的学术研讨以及土地资源利用与管理、城市与房地产管理实地

考察等多种形式，同学们对于台湾地区的土地资源利用与管理形式、城市规划、

发展特点、建设管理、文化特色等都有了切身的感受，同时在交流过程中不断

提升自我认知，获得了更加广泛的研究视野以及更为丰富的实践经验。

与台湾政治大学地政学系的学术交流

     政大地政学系为民国二十一年，在其前身之中央政治学校的基础上为配合

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政策的实施而设置的，称“地政研究班”，培养高级



土地行政专门人才。于 1996年起地政系所合一，称为地政系之学士、硕士及博

士班。 

此次浙大师生到访，受到了政治大学地政系老师的热情接待，地政系主任林老

生教授为同学们详细介绍了地政系的概况。政大地政系学士班分为三个方向，

有土地管理组、土地资源规划组以及土地测量与资讯组。土地管理组较着重于

土地政策与法制、房地产投资与中介、土地估价与土地金融等土地管理的教学，

以培育公办、民营机构的土地行政、土地法制、土地登记、房地产投资与中介、

土地估价等方面的人才。土地资源规划组则较着重于土地资源的规划与利用，

且特别注重规划实务的训练，以便学生能参与都市计划行政、都市计划技师等

专业人才考试，以培育公私部门具有地政专长的土地资源规划与利用人才。土

地测量与资讯组着重于遥感探测、全球定位系统、地理资讯系统等测量理论与

技术，以及空间资讯科学等土地管理与规划相关的教学，并注重实务训练，以

期能培育公办、民营机构具有地政专长的土地测量与土地资讯人才。

在交流座谈会上，首先由曹宇老师介绍了此次浙大交流团以及浙大土地资源管

理系的基本情况。之后，政大地政系的林左裕老师为同学们带来了台湾地区之

不动产市场分析的专题演讲，其报告中简述了台湾的基本资料与影响房市波动

的因素，着重强调了影响房价的政策因素。为了抵御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拉动消费，刺激增长，台湾当局同大陆一样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并不断

减低利率。伴随当时两岸经贸往来关系互动频繁以及大陆来台投资的增多，大

量资本迅速涌入房地产市场，推动了台湾地区房价的不断走高。为了平息民怨，

遏制炒房，台湾地区开征奢侈税，试图用法律手段平抑房价、健全房屋市场，

实现“居住正义”。台湾地区奢侈税主要打击的是短期炒房行为，它虽说起到

了一些作用，但是效果很短暂。奢侈税实施近两年后，房地产交易量虽有暂时

回落，但房价走高趋势未改。这说明房子主人开始惜售，他们不愿承担新增的



税负，宁肯把房子养着等到需求再度旺盛之时，再伺机涨价出售。如此，便带

来了台湾地区居高不下的住宅空闲率。林左裕教授认为，房子持有成本太低，

使得这些空房成为无效供给，因而台湾地区房价不断走高。除此之外，林教授

还提到了台湾地区农地的困境，大量农地上建造了违规建筑，然而受台湾地区

政治制度所限，执政者无力对此进行强制管理，使得其农地质量、数量都形势

严峻。幸得台湾地区目前生态农业发展势头良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农业方

面的压力。专题演讲过后，同学们与林老生、林左裕、徐世荣、陈立夫、陈奉

瑶等老师进行了积极、充分的交流，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台湾地区土地利用与管

理特征，在观点的碰撞中自我学习、自我完善。

为进一步了解地政系土管学科办学和科研条件，在地政系老师以及萧文斌助教

的陪同下，同学们参观了地政系办公、学习及实验场地，包括 GIS与遥感实验

室、制图室、测量实验室、期刊阅览室、实验器材室、硕士博士专用学习课室

等等。地政系在学“学硕博”共计八百余名，属于政治大学独立性非常高、专

业性很强的系，与此同时，它的人才培养目标也非常清晰，每个专业方向都有

明确的就业岗位与之对应。为了让浙大师生更好地了解台湾的原住民文化，老

师还带领同学们前往了学校里非常有特色的民族学系博物馆，民族馆中陈列的

物品极具原住民特色，馆长更是如数家珍。尽管博物馆不大，馆藏不算特别多，

但真的可以说是物尽其用，学生们在这里接受实地教学，再通过自己的学习、

感受以具体的物像表达出来。一代一代的学生不断把自己的感受融入其中，使

得小小的馆中也有无数的思想汇聚，不断的文化传承。

拜访逢甲大学土地管理学系及学术交流

从台北南下台中，同学们第一站则是拜访逢甲大学建设学院土地管理学系。土

地管理学系系主任洪本善老师热情接待了同学们，并首先为同学们介绍了建设

学院的概况。建设学院成立于 2000年，是台湾地区唯一以建设为名的学院。建



设学院为响应全球气候变化趋势与落实政府永续环境政策，藉由教学、研究与

服务整合院内教研资源，建置优质教学环境，打造绿色研发环境，建构永续环

境教育基地，引导师生具备对土地资源、社会及人文永续发展的关怀。其中，

最令逢甲大学为之骄傲的便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土地管理学系的 GIS研究中

心。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为同学们详细介绍了中心架构、研究领域以及目前取

得的成果，使同学们接触到了前沿的 GIS研究领域。该中心拥有实力雄厚的研

发团队，可为社会提供多元化的专业咨询服务，在大数据资讯、数字化、测量、

景观、土木、建筑、都市计划、土地管理等各个领域均有建树。逢甲大学

GIS研究中心本着整合空间咨询的理念，以及对资讯创新的坚持，以地理资讯系

统（GI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以及卫星遥感探测（RS）等空间专业知

识为核心，配合完整专案管理，协助解决多元环境决策问题，带动空间资讯教

学及科技研究的互动，完成了上千件社会服务项目及科学研究计划。其目前培

育了天眼微星科技、易图科技、准线智慧科技、天思数位科技四家公司，并在

智慧城市、智慧水资源管理云、天眼智慧车队管理云、无人载具等方面有着重

大突破。

为进一步增强浙江大学与逢甲大学土地管理学科的深层次学术了解和相互交流，

浙江大学土地管理系的曹宇老师以及逢甲大学土地管理学系的韩乾教授分别为

两校师生们带来了两场学术盛宴。曹宇老师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

及其生态环境效应为主题，分别从选题背景、研究区选择、研究意义等基本问

题出发，详细地讲述了整个研究过程，阐明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土地利用/土地

覆被变化的时空动态过程、特点及其与大气环境污染之间的内在关联，并指出

了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及其面积与规模的变化所存在的空间溢出效应等科学问

题。韩乾老师则为大家带来了以绿色不动产开发为主题的学术报告。演讲伊始，

韩老师借用耶鲁大学前校长理查德·莱文曾说过的一句话“真正的教育不传授



任何知识和技能，却能令人胜任任何学科和职业，这才是真正的教育”作为开

场白，开启了大家对专业学习的认真思考，韩老师虽头发花白，年事已高，但

其对教育事业的热忱，对学生们的关爱之情令浙大学子深深动容。作为台湾地

区土地管理学界的元老，韩老师极为注重不动产开发过程中的环境影响，认为

绿色不动产开发既能带来节能效果，对生态系统有所保护，同时能促进社区的

凝聚力。提高环境认知，讲求土地与环境伦理，提高自然资源使用效率，注重

文化敏感度，把农业融合在社区不动产发展中，注重环境品质。韩老师用他的

专业素养系统地阐述了土地管理专业的巨大责任和未来发展方向。两位老师的

演讲都是其各自领域最为重要的研究方向，逢甲大学及浙江大学的师生们都深

受感触、收获颇深。

台湾地区土地资源管理实地专业考察

从台北南下台中的途中，同学们首先进行了苗栗大埔“土地征收与土地正义”

案例的实地教学，现场参观了原土地征收旧址，并在地方土地管理人员的陪同

下参观了苗栗大埔当前的土地利用与土地开发情况。大埔事件，亦称大埔毁田、

大埔圈地，是一起发生在台湾地区苗栗县竹南镇大埔里居民反对政府区段征收

与强制拆迁房屋的抗争事件。在台湾地区实施都市计划过程中，政府取得土地

一般分为三种情形：一般征收、区段征收以及市地重划。所谓区段征收，是政

府基于城市发展需要，依法将一定区域内的土地全部予以征收，并重新加以整

理规划开发后，除公共设施用地由政府直接支配使用外，其余建设用地由原土

地所有权人领回作为抵价地，剩余土地进行公开出售、标租等，可将其视为政

府的一种收支平衡方式。一般来说，区段征收后，土地所有人的土地价值会得

到提升，但当遇到土地所有人不愿意改变目前土地利用方式的情形，政府该如

何处理仍是目前的一个难题。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快速城镇化与土地保护及

土地正义的问题，值得所有人进一步深入思考和讨论。



为深入了解台湾地区城市与房地产管理的特点及现状，逢甲大学土地管理学系

还为浙大师生安排了台湾地区城市与房地产开发的实地教学。同学们在逢甲土

管系杨贺文老师以及优秀土管系友的指领下，参观了台中市天空树、太子咸亨

两处具有代表性的高档住宅开发工程。天空树作为一处高档住宅，配有湖心亭

公园以及顶层花园设计等开放空间，颇有创意的楼体立面设计以及优美的绿化

环境，彰显了这处房产的高端价值。太子咸亨建案开发，也是一处走高端路线

的房产项目，小区配有多媒体中心、会议室、室外泳池、品酒室等。同学们在

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参观了获得金奖设计的样板房，流畅的室内设计，恰到好处

的装潢，智能化的管理系统都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深入了解台湾地区土地区段征收的成功经验，同学们还在台中市政府地政工

作人员的带领下考察了台中市水湳经贸园区的城市经营与管理情况。水湳经贸

园区位于台中市中心，以水湳机场为核心，区段条件优越，交通设施便利，具

有良好的未来发展空间。全区规划住宅区、商业区以及一个巨大的中央生态公

园，建设完成后可大幅带动周边土地价值的增长。同学们还考察了水湳经贸园

区正在进行中的建设情况，当前园区建设已初具规模，园区内各种太阳能设施、

游步道、城市防洪蓄水池等节能、绿色与环保的设计理念，因地制宜，相得益

彰。而且，位于园区最南端的水湳水资源回收中心更具未来城市生态环境保护

的新理念，工作人员就园区生态化污水处理情况为同学们做了详细的报告，并

介绍了目前回收中心的 MBR膜组及特色设备等先进的处理技术。虽然整个园区

还没完全建好，但从中已可窥得其未来繁荣的发展景象。

此外，同学们还在逢甲大学杨贺雯老师的带领下，前往南投县进行了台湾地区

非都市区土地开发利用以及日月潭特色小镇、水资源保护等方面的考察与参观，

为进一步了解台湾地区的农地利用与保护、特定区土地利用规划与管制政策、

水源地水资源保护以及台湾地区乡村发展与特色小镇建设等土地资源管理知识



加深了印象。

此次浙江大学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师生出访台湾地区的学术交流与专业考察顺利

举行，使得两岸土地管理学科相互之间得到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进行了更加广

泛和充分的交流，也使同学们对两岸地区的土地资源管理模式、城市与房地产

管理特点得到专业性的不同体验和科学性的综合训练，出访师生均感收获颇丰、

成果满满。通过此次出访，浙江大学土地管理系师生也与台湾政治大学、逢甲

大学的师生建立了深厚友谊，亦期望能够为未来两岸高校进一步开展更加广泛

和深入的学术交流及人才培养等提供助力。

三、工作建议

无

备注：1. 团组（或本人）执行本次因公出访任务情况良好，主要任务、日程安排、团组成员等与任务申报时

一致，如不一致，需详细说明；２. 须于回国（境）后一个月内在本单位内部完成出访报告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