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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未來特刊-國際篇：探索未來 添增國際化的羽翼  淡江學子「世界未

來學年會」紀實  
特刊

 

「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三者，為淡江大學永續經營與發展的根基。其中

，「認識未來、適應未來、掌握未來」一直是本校推動未來化的重要使命。

 

張創辦人建邦博士為本校引進未來化的遠見，現已頗具成效，為持續增廣學生視野、

擴展國際觀，張創辦人每年贊助學生參加國際事務會議或未來學年會，今年也不例外

，一年一度的「世界未來學年會」，又即將啟程。

 

本校結合國際化，將視野觸角推展至世界的萬花筒，而非關起門來談未來，故特此刊

載曾帶領學生參加世界未來學年會的未來所助理教授紀舜傑、講師鄧玉英的心得，及

參加今年世界未來學年會的6位學生對「未來」的期許。

 

●未來所碩一  郭玟婷

 

最想參加的一場演說是社會文化趨勢類型下的Survive  or  Thrive  in  a  Flat

World。吸引我之處在於，它的演講內容、表現方式，及經由不同媒介解釋我們該如

何在這個全球化的脈絡下生存與成長，並互動學習的過程。和其他國家的與會者一同

參與活動想必能夠獲得更多不知道的訊息與感想，而這也能讓我對於他者的想法多加

認識，對於全球化的連接與邁進更進一步。

 

此外，另一場引起我興趣的，是未來所三位老師將於會議中發表的How  Tamkang

University Brings Futures Studies to Lives。因為淡江在台灣未來學領域上具有

前瞻性，所以淡江的學生能幸運的直接學習這門富有遠見與願景的課程。雖然自己本

身是未來學研究所的學生，但是學到的理論無法確實的在生活上演練，對於老師的介

紹也必須多加思考才能理解，所以也希望能藉由這個好機會透過三位不同領域老師對

於未來學教學的講解，加以學習與發展對於未來學的認知與思考。

 

●未來所碩一   周雅玲   

 

有幸參加這次WFS會議，我有掩不住的興奮。在一番研究後，我最期待參加的是社會

與文化趨勢（Social and Cultural Trends）的「平的世界的生存之道」（Survive

or Thrive in a Flat World）和「透過新視野創造未來」（Creating the Future



Through New Eyes）兩個場次。由於這些議題我已在研究所中接觸一學期，因此，我

不但可較容易融入情境，聽到不同的聲音，且更符合未來我的論文題目方向。  

 

我希望能藉由和外國學者接觸的機會得到不同的新視野，討論不同議題，聽到來自世

界各地的聲音。且在與各國未來學學者接觸後，希望能為未來學家找到一個簡單的定

義，了解更多未來學家目前在做的事，以及未來還可以努力的方向。 

 

●保險三　吳昱杰

 

過去在學校所修的課，以及所屬系所設計的課程安排及教學方向都以本科系為主，偶

有商管領域相關課程為輔，因此我迫切希望能藉此廣泛接觸不同領域的相關學術議題

。我目前選擇的議程包括能源與環境保護、教育的未來趨勢、以及近年經濟表現亮眼

的東亞地區等。預期參與世界未來學年會的收穫如下:

 

一、觀摩國際學術會議的流程：希望藉此機會觀摩一個國際學術會議是如何運行的

，其議題又是如何安排及研討流程等。可供未來參考，亦對自己未來的職涯發展很有

幫助。

 

二、增進不同領域的認識瞭解：希望能讓自己產生一些新的思維及想法，未來在面對

一些來自不同領域的人以及議題時，亦能得心應手。

 

三、增加自己對未來學的瞭解：在學校雖然已修過未來學，但其實對未來學的認識及

了解並不多，此行預計應可見識到許多來自不同國家及研究不同領域的未來學學者

，並大幅度增加自己對未來學的認識及了解。

 

四、拓展視野及增進國際觀：參與會議的學者們來自世界各地，相信此行會有相當多

與不同國家或不同文化背景之人的交流機會，可藉此增進對不同國家及文化的認識

，拓展自己的視野及培養良好的國際觀。

 

●保險三 黃毓芬 　　 　　

 

WFS的議題非常廣泛，而一連串緊湊的議程於2008再次回到第一次WFS舉行的地點華盛

頓D.C.也讓人期待不已。其中我最感興趣的幾個議程為：

 

一、Social and Cultural Trends領域的“The Great Challenges，Today and

Tomorrow”，講者將探討現在及未來面臨的挑戰如何改變我們的未來，更加了解整體



未來趨勢，且主講者之一Michael Marien為WFS刊物Future Survey的編輯及創立者

，相信能獲得很多精采的經驗及想法。

 

二、Luncheon的“How We Will Live，Work，and Buy”，保險系上的課程內容與此

主題探討的人口老化、退休問題及福利等相關，希望藉此聽聽別的國家對這方面的制

度與台灣相異之處。

 

三、Business  and  Careers領域的“The  Influence  of  Mega-En-ergy

Markets：Future of Western Brands’ Marketing”，將透過很多商業個案及全球

性的消費者行為分析，探討未來可能之新興行銷方式，希望對行銷整體概念、未來趨

勢、文化和消費者行為等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並學習如何做更精確的觀察及分析。

 

四、Evening Keynote的“Government Gets Serious about Clean Energy”，因隨

著現有能源開發日漸遞減，全球暖化的問題使得大家更加重視Clean Energy，而美國

本身也是個工業大國，在經濟及科技上居指標地位，所以希望能了解關於能源方面的

趨勢，觀察更多政策與經濟間的連動及相互影響力。

 

五、Learning and Education和Social and Culture Trends領域的“The Young

Person’s Guide to the Future”，對未來的思考，及研究如何影響年輕人的行為

與決定，是很貼近自己現在及未來發展的有趣議題。

 

六、Health and Wellness Future和Values and Spirituality領域的“Beyond

Green：How to Creat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s in Business and

at  Home”，經濟及商業是人人都想發展的，一個健康永續的環境也是人人的責任

，希望藉此獲得更多相關的資訊、知識，及其他國家在這方面的研究、實行與進化。

 

●產經二 陳若

 

我對於ValuesSpirituality、LearningEdu-cation、BusinessCareers及

TechnologySci-ence這四項較有興趣。

 

一、The  Fourth  Wave：The  Transhoman  Revolution,Form  Humans  to

Posthumans：「價值觀」的培養，影響一個人未來的發展。常聽說：「小時候這段期

間，培養價值觀十分重要。」除了較為平常的價值觀念外，參與這項研討會，也能了

解必須養成的價值觀念有哪些，「態度，決定一個人的高度。」 除此之外，認識來

自不同國家的人，大家彼此激盪，擦出不同火花，這是我最期待的部份。也真的唯有



走出台灣，才會了解這個世界有多大，擴大自己的視野，培養用不同角度看世界。

 

二、Future City：Technology Education for the World：教育，一直以來都是台

灣十分重視的議題，「教育為國家發展之根本」，完善的教育體系，培養未來的社會

棟樑，從該國教育體制裡，也可發覺一個國家未來是否進步的主要元素。身為大學生

，教育更是與我們息息相關，就是因為身處其中，對其議題也更有興趣。期望透過探

討，學習其他國家值優秀的策略，藉以激發出我對於過去、現今以及未來台灣教育不

同的想法。

 

三、How do We Shape Our Social Future:Or is it Being Shaped for Us？在講求

拚經濟的時代，無法與未來經濟趨勢脫節，況且，擁有商業背景的我，對於經濟議題

甚至比常人更為敏感，儘管這已是現今人都必須學習的課題。我想成為有錢人，而非

通貨膨脹高漲下的犧牲品，所以，參與這項研討會可幫助了解日後的經濟模式，及市

場的新趨勢，提醒我及早做準備。

 

四、The Future of Virtual Worlds：科技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身為知識

份子，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必須時時充實資訊，培養國際觀，藉此使我提早認知未來

科技發展的狀況。

 

●法文二 許潔婷

 

今年的主題是”Seeing the Future Through New Eyes”，是否在討論未來的時候

，得先拋棄一部分當今的思維模式，才能擁有”New  Eyes”？或者，所謂”New

Eyes”其實就是我們，涉世未深，還沒有一套通盤的認知，才是最需要大量接收不同

面向訊息的族群。除此之外，更加希望可以藉由多方交流而重新自我定位，找到自己

在社會上，在未來可能會扮演的角色。

 

我想參加的場次有：

 

一、Foresight Development in the Classroom and on the Web: Ideas for

Education：身為一個學生，尤其是在淡江學習的這兩年，深切感受到教學方式的改

變。而未來的教室裡又會有何新的概念或工具呢？

 

二、Future Hotspots: East Asia：在全球化的社會中，若是東西方價值觀相差太過

懸殊將可能導致談判破裂或是合作失敗，所以我認為這是一門必修的學分。

 



三、Future-Oriented University： How Tamkang University Bring Futures

Studies to Lives：以未來學這個領域來說，通常在國外都是以和商業結合居多，鮮

少有和學術單位結合的。然而淡江大學卻將未來學納入通識課程之中，我可以和大家

分享學習未來學的心得，及我們的上課方式。

 

四、Double X Version: Women’s Work in Sustainability：最近常聽到或看到統

計數字證明，女人的地位逐漸地在提升當中。那麼，身為一個女人，有必要了解真實

的情形究竟是如何的。

 

五、A Legacy of 21st Century Leaderships：有一段話說「英雄式的領袖已經過時

了」，那麼，怎樣的領袖才會讓人信服呢？這是我所好奇的。

 

六、The Future of Virtual Worlds：現在已然可以看見資訊化的未來，那麼，未來

的未來呢？ 

 

七、SPECIAL EVENT： Key Trends and Uncertainties: Views from Corporate

Foresight：這個special event是我非常期待的一個場次，先前選擇的講座都算是未

來世界的一環。然而在這裡我可以聽到的是對於整個未來的、較為宏觀的世界。

 

我將會抱持著學習的心情，稟持著海棉精神努力吸收知識。而我確信，我已經準備好

迎接這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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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未來學會主席Timothy和2007年Word Future Society 與會學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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