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的南海小論文在 9 月中就完成結論及書面報告了。以下三則事後發現的相關報導，說明

了我們研究的論點及方向是正確的（一、台灣缺乏海洋法人才。二、學生族群及整個社會缺

乏國際觀的培養及認知。三、應立即從網路及媒體著手增加國際新聞的報導質量，並將簡易

的海洋法觀念及島國優劣常識從國中開始教育及深耕。）；尤其是遠見民調的結果，顯示缺乏

國際情勢判斷及觀念的學生族群近六成偏獨，這樣的趨勢是否也埋下隱憂也未可知!值得長期

關注! 

 

2016-10-01 08:09 聯合報 B1 版 記者游明煌／基隆市報導 

http://udn.com/news/story/7328/1995129 

昇恆昌捐千萬 育海洋法政人才 
昇恆昌董事長江松樺有感台灣是海洋國家，為積極培養海洋法政人才，他計畫分 3 年捐贈

1500 萬元給海洋大學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辦學。 

 

江松樺致詞表示，在菲律賓「廣大興」號漁船事件中，談判過程多次凸顯台灣參與國際事務

的專業人才不足；總統蔡英文也曾在太平島事件中傳達鼓勵海洋法研究人才等政策訴求，因

此強化台灣因應國際法議題時的能量，是目前最迫切的。 

 

遠見研究調查》2016/9/30 2016 年 9 月台灣民眾「最終」統獨觀調查 

http://www.gvsrc.com/dispPageBox/GVSRCCP.aspx?ddsPageID=LATEST&dbid=3593714472 

台灣最終該走向何種立場？ 

越年輕者越偏向台獨    20-29 歲年輕人近六成偏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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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同嘆國中生怎麼了？ 把希特勒當希拉蕊 
台灣的年輕人缺國際觀，他有次抽問 11 個國中生，希特勒是哪國人，只有 2 人答對。李家同

接著問這群學生拿破崙是誰，只有 2 人知道是法國人；問俄羅斯首都在哪，竟也只有 2 人知

道是莫斯科。 

 

博幼社福基金會，最近因此創設「國際觀檢測網」，每次點進去都會出現 10 道題目，例如尼

克森、翁山蘇姬是哪國人、做過什麼事，並提供詳解 

 

李家同感嘆，不只青少年，整個台灣社會都缺乏國際觀，這和媒體有很大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