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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本次相關主題，本院綜合心得報告如下： 

一、本文旨在說明聯合國大學所辦理跨國之漁業訓練合作專案的始末。文中提及 3 名冰島國

際發展單位的冰島專家赴斯里蘭卡，藉專案程序與管理以評估斯里蘭卡漁業部所提專案

課程之合適性。根據參與者之回應，2006 年秋天之專案非常成功，斯里蘭卡海洋研究機

構與漁業研究機構都參與此一合作案，而這一類專案乃是冰島國發展單位與聯合國大學

漁業訓練合作所加強合作案中的一部份。此 2 單位過去合作甚多，而學生參也獲益甚多。 

二、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最早的理念來自於可更新資源管理概念的最大永續

產量，其意指最大數量的魚類捕獲、森林砍伐或者牲畜宰殺都須永久地被維持下去。這

顯示在維護整體生命維持系統（Life support system）的考量下，永續發展的追求試圖結

合人類系統的行動以及自然系統的法則，以實現人類永恆成長需求的滿足。去年秋天關

於斯里蘭卡港灣管理與安全議題的課程後，斯里蘭卡海洋研究機構與地方發展署合作準

備與執行課程，而冰島漁業研究機構也參與其中，進而促使冰島國家發展署與聯合國大

學漁業訓練計畫的合作，開啟針對斯里蘭卡漁業署評估其方案管理的課程的需要。據此

以觀，永續發展的追求不僅開啟人與大自然間的重視，也促成國際上不同團體之間的互

動與交流，透過訓練的需要，培養全地球的人類有全球同為一家人，盡力關懷我們的地

球。 

三、對台灣而言，「參與聯合國」是一個向來高唱入雲之議題，但過去總是鎩羽而歸。但即便

如此，仍應持續推動雙邊、多邊之國際合作案，不管是民間或對政府部門間之合作皆有

意義。台灣亦屬轉型社會，基本上舉凡在產業經濟、企業管理、公共政策、行為心理、

社會、法律、公衛及生態環保等面向都有強化與國際合作、與國際接軌之必要，所以今

後如何透過學術交流與企業合作以進行或參與國際專案之開發與建立，都是可努力之未

來方向。 

四、此外，專案管理現已是全世界重視與關注的議題，台灣推動專案管理國際證照更是積極。

專案管理的觀念最早源自於北美，隨著各領域的專業分工愈趨精細，強調跨部門間，橫

向與縱向的整合管理就更形重要。在歐美等先進國家，專案管理證照已相當普遍，由美

國 PMI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所推動的 PMP 認證是目前各資訊大廠所採取的

專案管理認證。而台灣目前推動的狀況則多集中在如：HP、IBM、Nokia、Alctel 等外商

公司，因此，需要有更多的人將專案管理的觀念共同推動與執行 (資料來源：

http://www.iiiedu.org.tw/TAIPEI/aspro/course_v.asp?qvendor=K)。許多單位如資策會、交通

大學等分別皆開設專案管理認證班，開南大學資管系連續 3 年舉辦專案管理研討會，可

見各方積極投入之情形，也是我們可以積極瞭解與觀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