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闽“移地教学”。在开展“3+1”闽台高校联合人才培养项目基

础上，连续几年推动台湾师生来校开展“移地教学”，截至 2018

年 7月，共成建制接收台湾海洋大学和铭传大学 168位学生和 25

位教师来校开展“移地教学”，“双向互动”交流模式开创福建

省闽台教育合作的先河，今后规模将继续扩大，2019 年预计将有

台湾海洋大学和铭传大学 5 批次共计 140 多位师生来校“移地教

学”。三是加强两岸产学研合作。借鉴台湾工研院模式，加强与台

湾微电子、光电显示等行业的产学研协作，与台湾敦泰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共建“福泰微电子产业研究院”，联合开展项目研发、人

才培养和技术转化。  

二、加强往来，夯实两岸合作交流情感基础。一是扩大师生

互访规模。依托闽台联合人才培养项目，与台湾合作高校师生互

访频繁，规模不断扩大；2014～2018年，学校共有 273名教师赴

台开展长短期访学、交流和进修。二是加大对台招生力度。每年

向台湾招收学生来校接受大陆高等教育，目前学校共有台籍本科

生 70人，今后还将继续扩大对台招生名额，为台湾学生提供更优

惠更实在的高等教育选择。三是引进台湾师资来校工作。加大人

才引进工作力度，落实各项人才政策，目前学校共有全职台湾籍

教师 9 名，包括台湾顶级法学专家黄源盛教授，另有 3 名台湾高

层次人才已达成引进协议。 

三、完善服务，把工作做到台湾同胞心里。一是成立“台港

澳学生工作室”。在全国率先成立专职服务于台港澳学子的“台港

澳学生工作室”暨“台港澳学生之家”。以台湾学生的具体需求为

出发点，从“学习成才”“就业创业”“生活帮扶”等方面入手，



通过“小班教学”或“一对一”以朋辈学业帮扶的形式帮助台湾

学子减轻求学压力。积极引导台港学生参加“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等品牌赛事和各类学科竞赛，在创新创业大潮中了解

国情，量身打造职业生涯规划，增强民族认同感。二是优化服务

流程。组织修订《福州大学外国留学生和港澳台侨学生学籍管理

规定》等一系列管理规定，对台湾学生的修业年限、免修课程、

课程考核成绩等做出相应规定，为台湾学生在校学习生活提供周

到的服务。三是丰富服务内容。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台湾教师

工资待遇与大陆教师相同，同时他们能享受大陆有关惠台政策；

职称评定时，学校对台湾教师在职数和评定程序上给予政策性倾

斜。学校为台籍老师提供相关研究平台，鼓励台籍老师申报各类

科研项目、参与职称评聘认定资格。 

四、文化搭台，增进两岸同胞情感交流。一是积极参加两岸

文化交流活动。组织师生参加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如海峡两

岸文化博览会、海峡百姓论坛等活动，与台湾同胞进行文化交流，

共享文化繁荣。同时，邀请台湾师生来校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二

是联合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与台湾高校联合举办国际学术会议，

例如与台湾辅仁大学共同发起和合作举办了2018年跨文化话语两

岸学术交流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三是参加两岸龙舟邀请赛。

先后组队参加海峡两岸（集美）龙舟文化节暨海峡两岸龙舟赛、

花莲 2019 太平洋国际龙舟赛和台湾铭传大学 2019 两岸高校龙舟

邀请赛，以赛会友，增进两岸同胞了解和交流。 

（福州大学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