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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概要 

1.背景與主旨 

1911 年 10 月，辛亥革命在孫中山先生之領導下發生，這場運動推翻了滿清政府，結束了

兩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傳播了民主共和的觀念，不僅把大陸的革命鬥爭進一步推

向前進，而且對當時還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的台灣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激勵著台灣開展民族

主義運動。 

究竟，國父的理念與台灣有何關係？ 

革命後百年的今日，台灣已成為一經濟發展理想、政治邁向民主之城市，但「民主、民權、

民生」又是否真正的體現？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兩岸三地的未來，又應怎樣走？ 

 

2.國事學會交流團歷史 

國事學會的成立源起於一九七一年末由港大學生會舉辦的大專學界首個「回國旅行團」(即

「第一團」)。當時，「第一團」一行參訪多個內地城市，包括廣州、上海、杭州、蘇州、無錫、

南京、北京和武漢，歷時二十多天。縱然他們的行程事前被內地「悉心」安排，致使他們所見

的盡是正面的東西，與實際情況不免有很大偏差，然而，不竟在當時來說「第一團」是難得的

機會，讓團員親身前往祖國，並激發其民族認同感，亦因而促成大專學界首個國事學會 – 港

大國事的成立，其意義之深遠自不待言。自此，國事每年都會舉辦交流團，足跡遍及大陸和臺

灣各地，為同學提供親身體驗的機會，使活動形式更為豐富和全面。今天，作為國事歷史最悠

久的活動形式和三大常設小組之一，交流團為實踐國事宗旨繼續扮演重要角色。 

 

3.交流團此行目的 

i. 參與臺北辛亥革命百周年系列活動，深入瞭解民主的理念； 

ii. 與台大學生交流，加深港臺學生的相互瞭解與認識； 

iii. 名勝觀光，在團內培養團隊合作意識，團友間互相學習、交流。 

 

 

4.贊助合作機構（以下合作方為本工作階段的暫時資訊，會於跟進聯絡後進一步明確） 

1.籌款： 

香港大學學生資源及發展中心 

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 

 2.合作機構： 

中華電視臺 

國立台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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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行程安排表 

 

24/5 早：乘飛機抵達臺北 

午：入住酒店, 前往淡水老街 

晚：漁人碼頭 自由活動 

25/5 早：國父紀念館「百年鏗鏘〃聲音紀事」巡迴特展、建國百年和平活動計畫 

午：參觀中華電視臺, 台北探索館，大安森林公園 

晚：臺北 101 自由活動 

26/5 早：總統府，中正紀念堂 [備選：立法院、臺北賓館] 

午：參觀台大，台大沙龍[嘉賓：待定，主題：辛亥革命，台灣民主發展] 

晚：台大講座[主講：王丹，主題：六四] 

27/5 早、午：故宮博物館 [備選：地熱谷] 

晚：士林夜市 自由活動 

28/5 早、午: 慈湖兩蔣文化園區 

晚：自由活動 

29/5 早：自由活動 

午：乘飛機返回香港 

*全程進行對臺灣市民的訪問及調查 

調查內容： 

（1）臺灣各個年齡段的市民對於香港以及中國大陸的第一印象。 

（2）臺灣的自由民主與中國傳統文化有無衝突之處 

 

6. 參與對象 

香港大學學生會國事學會會員。 

 

7. 活動預期成果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裡路」。在一個星期的行程中，團員按照緊密的行程到處參觀、走訪、

交流，在有限的時間裡把握機會去認識和考察相關主題。對於大多數團員而言，他們大多在香

港出生或來自內地，交流團讓他們首次有機會到台灣地區去接觸截然不同的人和環境，這種體

驗將使他們有一定的心理上的衝擊，亦激發了他們的民族認同感，使他們踏出關心國家民族的

第一步。 

人與人的交流，是交流團整個活動的重心和真諦。交流團能讓團友直接跟當地人和學生面

對面交流，互相分享自身的情況，增進彼此瞭解。 

另外，在參與活動與認識主題的同時，能體令團友會到團隊精神的重要性，而這亦往往較

活動本身有著更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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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計劃 

1. 工作小組架構 

(1) 交流團負責人(范旭東) 

-架構交流團的時間表,工作流程, 人手分配, 主持工作會議及協調組員 

(2) 宣傳秘書(李駿) 

-負責交流團的宣傳群發郵件，海報,橫幅等 

(3) 外務秘書(容嘉文) 

-負責對外合作團體的聯絡 

-聯繫部份贊助機構 

(4) 財務秘書(俞智婕) 

-負責交流團的財務運作 

-聯繫部份贊助機構 

(5) 線路總設計 (李俊宏) 

-負責在擬定大概路線後，落實路線詳情 

(6) 資源管理秘書(莫然) 

 -負責訂機票，學校場地等後勤工作 

 

2. 工作小組會議 

會議召開 

由負責人不定期召集； 

討論內容 

- 交流團各部份工作的目的及各項活動的意義； 

- 完成目的的形式及方法 

- 應急及後備計劃(如設立後備資金等) 

 

3. 工作時間表 

 

28/2-6/3 聯繫合作機構，確定合作意向。 

宣傳前期準備：海報、電郵、橫幅 

7/3-19/3 港大校園內宣傳工作 

18/3 報名截止，14-18 / 3 收取按金。  

22/3 面試（若報名人數超過 25） 

23/3 團員最終名單確定 

25/3 通知辦理簽證事項，3 月底之前開始辦理 

23/3—28/3 收齊全部費用，活動行程確定，申請校外機構補助 

1/4-9/4 訂酒店、機票,各訪問機構的團體最終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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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交流團簡介會、簽訂交流團責任書 

22/4—22/5 交流團所需團服、物資準備，與合辦單位再確認 

23/5 出發前破冰、交流 

24/5 交流團出發 

 

4. 活動後期工作 

(1) 發電郵感謝合作團體 

(2) 安排團內重聚 

(3) 完成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 

 

5. 抵達後 

(1) 在行程前一天,派幹事去預備後一天的路線以熟悉後一天的計劃 

(2) 每天檢討當天行程及確定當天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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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預算（單位：港幣 HKD） 

 

類別 項目 數量 單價 總計 

門票 

臺北 101 33 95 3135 

臺北故宮博物館 33 22 726 

小計 
  

3861 

交通 

香港往返臺北機票 33 2000 66000 

臺北市內交通 33 250 8250 

小計     74250 

住宿 
五夜（雙人間） 16*5 500 40000 

小計     40000 

餐飲 
團體餐（午餐*5） 33*5 70 11550 

小計     11550 

物流及宣傳 

T 恤（每人一件） 33 50 1650 

海報及傳單 60 2 120 

旗幟橫幅     160 

小計     1930 

其它 
保隩 33 250 8250 

小計     8250 

總計   33 4,237.6 139,841 

 

 

報名者自理團費     

人數 團費     

32 3800   121,600 

小計   121,600 

 

備註：由於交流團預計花費 139,841 港幣，團費收入共計 121,600 港幣，仍有 18,240 港幣（約

67,488 新台幣）的虧損，爲了讓活動能有足夠的資金順利舉行，特此向貴機構申請補助款，若

仍有虧損將從學會帳戶取款補貼。 

 

申請贊助 

贊助機構 預期贊助費用 預期收入 

香港大學學生資源及發展中心 5000   

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 10000 
 

小計                     15000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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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詳細流程 

2011 年 5 月 24 日 星期二                                                                       

主題：夕陽·古跡·美食 

地點：淡水老街，漁人碼頭 

簡介： 

淡水於西元 1858 年開港通商，是臺灣北部最早開發的港口，淡水老街，是北臺灣最具特

色的老街之一。一座座洋式、閩式、日式的舊建築，都不斷訴說著淡水的過往雲煙，鄰近景點

如紅毛城、滬尾砲台等古蹟建築，記錄了淡水地區工商活動的繁榮與文化的昌盛。 

漁人碼頭舊名淡水第二漁港，位於臺灣最西北端，東連大屯山脈、西隔淡水河與觀音山相

峙，聞名遐邇的『淡江夕照』於此可以一覽無餘；漁人碼頭擁有美輪美奐的浮動碼頭及寬廣的

港區公園，另外並有跨越港區專供行人觀景的船形景觀大橋。於碼頭上還設有 330 多公尺的木

棧道，倚靠圍欄迎風欣賞著淡水河口的景致，是一種悠閒的享受，傍晚十分的漁人碼頭更是欣

賞夕照的最佳去處之一。  

活動目的： 

重溫臺灣歷史，感受淡水鎮的發展 

 

內容&流程： 

預計上午十點鐘的飛機，飛行時間預計 90 分鐘。預計 12:30 臺灣桃園機場集結完畢。 

預計於飛機上享用午餐。在機場辦理悠遊卡【找自助行公司資訊】 

12:30-14:30 搭乘巴士前往捷運臺北車站附近預訂的賓館 

14:30-16:00 分配房間，放置行李，於客房休憩 

16:30-17:00 搭乘地鐵（捷運）前往淡水老街 

17:00-19:30 觀臺灣八景之淡水夕陽，遊淡水古跡，炮臺遺址，品臺灣美食。 

19:30-20:30 搭乘巴士由淡水老街前往漁人碼頭 

20:30-22:00 夜遊漁人碼頭，河岸觀景平臺，險塑公園。 

22:00-------- 自由活動，返回賓館 

 

交通： 

（1）從臺灣桃園機場出發，步行至二號航站樓，搭乘 1819 公交，臺北車站(東三)方向，至臺

北車站(共四站)，步行至賓館。 

（2）從賓館出發，步行至捷運臺北車站，搭乘捷運淡水線（紅線），捷運淡水站方向，至捷運

淡水站（終點站），步行至淡水老街。 

（3）淡水古跡遊玩: 可選乘 836 路（淡水古蹟遊園專車） 

（4）從淡水老街出發，步行至捷運淡水站，搭乘巴士紅 26 至淡水漁人碼頭。 

（5）從漁人碼頭至臺北車站，原路返回。 

*巴士紅 26 營運時間【不詳】 

http://space.gootrip.com/dist_search.php?qstr=%E5%8F%B0%E6%B9%BE
http://space.gootrip.com/dist_search.php?qstr=%E5%8F%B0%E6%B9%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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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營運時間： 6:00-24:00 

預算： 

（1） 交通費用：        160 台幣/人（40 港幣） 

（2） 用膳（非團體餐）： 300 台幣/人（75 港幣） 

小計：              460 台幣/人（115 港幣） 

*巴士分段收費(一段票 15 台幣)， 

*捷運（臺北車站——淡水站）：40 台幣    捷運票價查詢 http://tools.sopili.net/metro/taipei/ 

 

 

  

http://tools.sopili.net/metro/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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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5 月 25 日 星期三                                                                       

 

主題：天下為公，國家之本，在於人民 

地點：國立國父紀念館 

簡介：為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之偉大人格及革命行誼並發揚其思想學說，政府於民國五十三年

開始籌建國父紀念館。除供海內外人士瞻仰國父之用外；並兼具文化藝術教育、生活休閒及學

術研究之功能。國立國父紀念館以宏揚中山先生「博愛」、「天下為公」、「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之崇高理想為努力方向，俾能加深世人對國父之崇敬與景仰。巍峨莊嚴的建築本體，座落在綠

草如茵，花木扶疏的中山公園，成為臺北東區一顆璀璨的明星；也為國內的文化藝術帶來嶄新

的面貌。對國立國父紀念館的參觀較好地切合了本次交流團辛亥革命和孫中山先生的主題，引

發同學們的思考，極富教育意義。 

活動目的：于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際，加深對國父的崇敬與景仰 

活動內容：參觀國立國父紀念館 

 

主題：傳媒在台灣 

地點：台灣中華電視臺 

簡介：台灣中華電視臺是台灣第三家電視台，也是為台灣地區五個無線電視台之一。初由中華

民國教育部、國防部、企業界人士與僑界領袖等共同投資設立，與台灣電視公司、中國電視公

司並稱為「老三台」；今已公共化，成為台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一員。華視一直以來以“弘揚

中華文化，提升生活品質”作為使命，引領著台灣傳媒界的發展風向。一向有著傳媒自由之稱

的台灣，媒體，政治，環境，又是如何相輔相成和諧共存的呢？作為台灣傳媒界的領軍人物之

一，華視是一面鏡子，讓我們從中探尋台灣傳媒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活動目的：通過對中華電視臺的參觀來瞭解台灣的傳媒發展狀況 

活動內容：參觀台灣中華電視臺（具體參觀內容將由台灣電視臺安排並接待） 

 

主題：你所不知道的臺北 

地點：臺北探索館 

簡介：臺北探索館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正式對外開放，是台灣首座的城市博物館。臺北探索

館共有四層樓，各有不同的展覽主題，一樓為臺北印象廳，以圖文及影像營造臺北印象；二樓

則是特展廳，不定期舉行各式展覽；三樓為城市探索廳，擁有現今臺北風情的縮影；四樓則是

時空對話廳，充滿著臺北古城的老回憶；另外還有發現劇場，是一座３６０度環型螢幕的劇場，

播放著「臺北故事四部曲」的四部影片，歡迎想要瞭解瞭解臺北城的民眾前往參觀。 

活動目的：認識臺北，瞭解臺北，品味臺北 

活動內容：參觀臺北探索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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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時尚臺北 

地點：Taipei101 

簡介：101 是臺北市的著名地標，共有地上 101 層及地下 5 層，總高度達到 508 公尺，目前為

世界第一高樓。Taipei101 大樓主要共分為購物中心、辦公大樓及景觀台，是一棟集合時尚、

觀光、商業及文化的大樓，內部有多家銀行及證券金融中心服務於此，並有多家著名大型企業

進駐，購物中心內則有時尚服飾、精品、化妝品、書店、餐廳及美食街等店家，88、89 及 91

樓則為室內與戶外觀景台，民眾可購票前往俯瞰臺北市，享受居高臨下的視覺饗宴。 

活動目的：體會一個時尚的，不一樣的新臺北 

活動內容：臺北 101 自由活動 

 

活動流程 

8:00 - 9: 00 到達台灣國父紀念館 

9:00 -11:00 參觀台灣國父紀念館 

11:00 -12:00 參觀臺北探索館 

12:00 -14:00 午餐，及到達中華電視臺 

14:00 -15:00 參觀中華電視臺 

15:00-16:00  到達台北 101 

16:00----    遊玩臺北 101，自由活動 

交通 

（1） 從賓館至台灣國父紀念館：步行至捷運臺北車站， 

a. 搭乘捷運板南線（藍線），捷運南港站方向，至捷運國父紀念館站。（20 分鐘） 

b. 搭乘 299 公交，大都會客運松職站方向，至捷運國父紀念館站。（30 分鐘） 

（2） 從台灣國父紀念館到臺北探索館：步行大約八分鐘。國父紀念館位於仁愛路四段 55 號。

向東方向，前往逸以路，右轉到達仁愛路四段後向左轉即可到達臺北探索館。臺北探索

館位於市府路 1 號。 

（3） 從臺北探索館到中華電視臺：步行大約二十分鐘。臺北探索館位於市府路 1 號，沿仁愛

路四段前行（參見前一個路線），在光復南路向右轉，然後在光復南路 116 巷向左轉，

目的地在左側。中華電視臺位於大安區光復南路 116 巷 7 號。 

（4） 從中華電視臺到台北 101：從大安到市政府（捷運） 

（5） 從臺北 101 到賓館：步行至捷運市政府站，搭乘捷運板南線（藍線），寧站方向，至捷

運臺北車站 

 

預算： 

（1） 交通費：         100 台幣/人（25 港幣） 

（2） 用膳（團體餐）：  200 台幣/人（50 港幣） 

（3）     （非團體餐）：200 台幣/人（50 港幣） 

小计：           500 台幣/人（75 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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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5 月 26 日 星期四                                                            

 

主題：見證台灣今昔政壇 

地點：總統府、中正紀念堂 

簡介： 

   總統府前身為日據時期之台灣總督府，不僅日據時期地位十分重要，且光復後仍持續扮演

中華民國政治中樞的角色。民國 35（1946）年為慶祝蔣中正總統 60 大壽，將二次大戰損毀嚴

重的總督府大舉整修並更名為介壽館。民國 39（1950）年這棟建築物正式成為中華民國總統

府。民國 95（2006）年，為彰顯憲政上的意義及符合實際功能，正式更名為「總統府」。民國

71 年文化資產的地位日益重要，相關法規陸續訂定，故當時主管機關內政部於民國 87（1998）

年 7 月正式將總統府主體及其附屬空地公告為國定古蹟，範圍包括貴陽街、寶慶路、博愛路及

重慶南路所圍塑的街廓。 

中正紀念堂是一棟為紀念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而興建的建築，其舊址為日治時代台灣軍山

砲隊與步兵第一連隊之軍用地。全區 250,000 平方公尺，主樓高 76 公尺，落成以來與牌樓即

為臺北市著名地標之一。園區廣場除了供民眾休憩外，解嚴之後也成為群眾運動的集會地點，

許多社會、政治運動皆擇此地舉辦，較著名者包括野百合學運、的及野草莓運動等，也常是大

型藝文活動的場地；邦交國元首訪台歡迎儀式也在此舉行。 

 

活動目的： 

參觀總統府，中正紀念堂，瞭解台灣政治變遷，感受歷史的傳承。 

 

主題：港臺學生對話民國一百年 

地點：國立台灣大學 

簡介：臺灣大學前身為日治時期之「臺北帝國大學」（創立於 1928 年，即民國 17 年）。當時首

任校長為幣原坦總長，至民國 34 年中華民國政府對日抗戰勝利，同年 11 月 15 日接收臺北帝

國大學，經由改組後更名為「國立臺灣大學」，由羅宗洛博士擔任首任校長。 

臺北帝大時期最初分設文政、理農學部，學生約六十人。至 1945 年，擴展為文政、理、

農、醫、工五個學部，有學生千餘人。臺灣大學目前已有 11 個學院，54 個學系，103 個研究

所，另設有人口與性別、凝態科學、生物技術、生物多樣性等 4 個校級研究中心，連同進修推

廣部，學生總人數達到三萬三千餘人，大學部近一萬七千人，研究生一萬五千餘人，比例大約

一比一，已成功轉型為研究型大學。 

 

活動內容&流程： 

9:00-9:30 從住所出發乘捷運至台大醫院站，穿過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抵達總統府 

9:30-11:30 跟隨預約導覽員進行參觀，備選台北賓館、司法院、國史館。 

11:30-13:0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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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3:30 步行至中正紀念堂 

13:30-14:30 跟隨預約導覽員進行參觀 

14:30-15:00 乘捷運到公館站，抵達台大 

15:00-16:00 參觀台大，預約導覽 校門→傅園→校史館(專人導覽)→傅鐘→行政大樓→學生生

活機能區→圖書館(專人導覽)→醉月湖→室內地點 

16:00-18:00 與台大學生交流 

18:00-19:00 在台大吃晚餐 

19:00-21:00 台大時務社講座（主題待定） 

22:00       集中回酒店 

 

交通： 

總統府參觀入口：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1 段 122 號-三號門（位於寶慶路與博愛路口）  

捷運 

西門或台大醫院站 

預約參觀開放時間：每週一至週五 上午 9 時至 12 時（請於上午 11 時 30 分前入府) 

◎國史館總統副總統文物館： 

   館址：台北市中正區長沙街一段 2 號 

   除正常上班日外，另配合總統府假日參觀日期開館。 

   參觀資訊網址：http://www.drnh.gov.tw/Content_Display.aspx?MenuKey=17 

◎臺北賓館： 

   館址：台北市中正區凱達格蘭大道 1 號 

   臺北賓館開放參觀活動，配合總統府假日開放參觀日期舉行，開放時間自上午 8 時至 

   下午 4 時（下午 3 時 30 分為最後進場時間）。自 97 年 8 月起，參觀不需預約登記，直接 

   憑身分證明文件，並完成安全檢查後即可進入，歡迎踴躍參觀。 

   參觀資訊網址：http://tgh.mofa.gov.tw/ 

 

預算: 

交通費用 32 台幣/人, 

用膳： 

團體餐（午餐） 160 台幣/人. 

非團體餐 (晚餐)  200 台幣/人 

小計:  392 台幣/人 (約 106 港幣/人) 

 

  



香 港 大 學 學 生 會 國 事 學 會  

台灣交流團策劃書  

 

13 

 

2011 年 5 月 27 日 星期五                                                            

 

主題：認識台灣天然及地理特色 

地点：地熱穀 

簡介： 

地熱穀位在北投溫泉公園旁邊，是北投溫泉的源頭之一，因為終年瀰漫著硫磺煙霧，讓人

聯想到恐怖的地獄，所以又被稱為「地獄穀」或「鬼湖」。這裡的溫泉是大屯山火山群內水溫

最高的溫泉，硫磺煙霧濔漫的景色，如夢似幻，是日治時代臺灣八勝十二景之一。 

地熱谷中的石頭具有放射性元素「鐳」，叫做「北投石」，是世界數千種礦石中，唯一用臺

灣地名命名的礦石，目前只有臺灣北投和日本玉川有這種礦物。最近幾年為了復育北投石，成

立北投石保護區，來此參觀，除了能感受到溫泉鄉的情懷，更能對於這獨特的礦石有深入瞭解。 

地熱穀的泉水溫度約在 80℃至 100℃之間，屬於鹽酸酸性泉，溫泉水質酸鹼度很高，具有

腐蝕性，俗稱「青磺泉」和「磺水頭」。之前常有遊客在地熱谷利用高溫的泉水煮「溫泉蛋」，

不過近年來為了保護溫泉的水質，並且避免遊客在此跌倒發生意外，已經禁止民眾在地熱穀煮

蛋了！來地熱穀玩，可別再帶著食物前往，以免掃興囉！ 

活動目的﹕感受台灣處於地震帶獨有的天然景色，同時認識台灣歷史(因為日軍佔領其間所有

礦石均被挖走) 

所在位置： 臺北市北投區中山路 

開放時間： 除星期一不開放外，每週二至周日早上 9 時至下午 5 時免費開放遊憩 

捷運站名： 新北投捷運站下車，沿光明路旁之小溪（北投溪）至熱海飯店即可抵達。 

活動目的﹕ 

感受台灣處於地震帶獨有的天然景色，認識台灣歷史(因為日軍佔領其間所有礦石均被挖走)。 

 

主題：探索中國傳統文化及藝術 

地点：故宮博物館 

簡介： 

國立故宮博物院於 1965 年在外雙溪落成，中國宮殿式的建築，一至三樓為展覽陳列空間，

四樓為休憩茶座「三希堂」，藏有全世界最多的中華藝術寶藏，收藏品主要承襲自宋、元、明、

清四朝，幾乎涵蓋了整部五千年的中國歷史，數量達 65 萬多件，國立故宮博物院擁有「中華

文化寶庫」的美名。 

國立故宮博物院除了展覽品豐富以外，提供中、英、法、德、日、西、韓等七國語言專業

導覽，並定期舉辦各類文物研習課程、專題演講及巡迴展出活動，出版百種以上的刊物及專輯，

實為世界的文化寶地，國立故宮博物院是來臺灣旅遊的必訪之地 

所在位置： 11143 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 221 號 

聯絡電話： 886-2-288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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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時間： 1. 每日 08:30~18:30  

2. 週六夜間開放 18:30~20:30(免費參觀)  

3. 公休日：無 

票價資訊： 1. 普通券：160 元  

2. 團體參觀券：120 元  

3. 軍警學生券：80 元  

4. 身心障礙及陪同者一人、65 歲以上長者、學齡前兒童及低收入戶免費。 

交通資訊： 1. 公車：255、304、小 18、小 19 至故宮博物院廣場，紅 30 至正館門口  

2. 停車資訊：故宮廣場停車場 士林區至善路二段（故宮對面） 

捷運站名： 1. 淡水線-士林站下車，轉搭 紅 30 前往。  

2. 文湖線-大直站下車，轉搭棕 13，或搭乘捷運文湖線-劍南路站下車，轉

乘棕 20 前往 

目的﹕借參觀眾多珍貴文物瞭解中國歷史，文物由北京故宮轉移至台灣保存之緣由，及瞭解中

國古代高超的藝術工藝 

 

地点：士林夜市 

簡介： 

士林夜市是臺北市範圍最大的夜市，也是國外觀光客造訪臺北必到的觀光夜市。佔地十分

寬廣，可分為兩個主要範圍，一個是傳統陽明戲院周邊的街道，包括大南路慈誠宮一帶；另一

邊則是配合夜市改建，集中管理的小吃攤位區域，屬於士林市場範圍，位於劍潭捷運站出口正

對面。 

來逛夜市的人大都以美食與購物為主，這裡有各式各樣新奇好玩的商品與美食，便宜又大

碗，吸引大批的人潮。這樣特殊的夜市文化，是臺北夜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份。最為著名的莫

過於多樣的美食小吃，可說是臺灣美食大集合，像金黃色的超大雞排，香噴噴的「豪大大雞排」

外脆內嫩； 吃上癮的「10 元串烤」；香氣四溢的「士林大香腸」；會噴湯汁的「上海生煎包」；

包著滿滿紅燒肉、蛋酥的「潤餅捲」；甜甜鹹鹹的「大餅包餅」，嚼勁十足；熱騰騰的「藥膳排

骨湯」補補身子；特有的生炒花枝、青蛙下蛋、三兄弟豆花、蔥油餅、炒蟹腳等，都是令人直

吞口水的美食小吃，讓人駐足不前、流連忘返。 

所在位置： 臺北市 111 士林區大東路、大南路、文林路、基河路間與週邊 

聯絡電話： 886-2-2882-0340 

開放時間： 士林市場：05:00~12:00  

觀光夜市：平日 16:00~24:00、假日 17:00~24:00 

交通資訊： 1.公車：小北街站 216 副、216 區、277、220(區)、618、紅 10、紅 3、紅 5、紅

7；捷運劍潭站 41、68、111、216(副)、216(區)、218、224、250、266、266(區)、

277、280、290、303、304 承德線、308、529、616、620(區)、665、小 15、小

15(區)、小 16、小 17、小 18、小 18(區)、小 19、內科通勤專車、17(士林-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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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巴士 1 線(士林線)、松江幹線、南港軟體園區通勤專車(北投線)、紅 10、紅

3、紅 30、紅 5、紅 7(區)、重慶幹線(光華)、220、280 直、310、303(區)、606、

260、267、279、285、612、646、685、902、279、中山幹線、三芝-臺北、博

愛公車  

2.車位：百齡國中地下停車場、廢河道平面停車場、劍潭站平面停車場及品管

處停車場 2F。 

捷運站名： 劍潭站 

活動目的﹕ 

感受台灣當地風土人情及著名小吃 

 

內容&流程： 

0930 - 1030 從臺北車站乘淡水線往淡水方向至新北投站 地熱穀 

1030 - 1230 於地熱穀內活動 

1230 - 1330 從新北投站乘淡水線至士林站下車，轉乘紅 30 前往正門(中途買飯團) 

1330 - 1830 故宮博物館內活動(小組活動) 

1830 - 1900 從故宮博物館乘紅 30 至淡水線士林站再至劍譚站下車 

1900 - 2130 士林夜市自由活動(小組活動) 

2130 - 2200 從劍譚站乘車返回臺北車站 酒店休息 

 

預算： 

（1） 交通費用﹕130 台幣/人（37.5 港幣） 

 臺北車站- 新北投﹕ 35 

 新北投  - 士林  :   25 

 士林    - 紅 30  :  15 

  紅 30   -  士林  :  15 

 士林    - 劍譚  :  20 

 劍譚   -  臺北車站:20 

（2） 用膳 

午餐（團體餐）：  100 台幣/人（29 港幣） 

晚餐（非團體餐）：300 台幣/人（75 港幣） 

*小計﹕          530 台幣/人（132.5 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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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5 月 28 日 星期六 

 

主題：兩蔣與臺灣 

地點：桃園縣大溪鎮慈湖兩蔣文化園區 

簡介：開放時間：上午 8:00 至下午 17:00 

慈湖原稱埤尾，因臨百吉隧道出口又稱為洞口，蔣介石善愛此地景緻似故鄉奉化，於 1959

年完成「慈湖行館」，並為思念慈母王太夫人，於 1962 年改名為慈湖。1975 年奉厝後改為慈

湖陵寢，陵寢依山面水，坐北朝南，為仿四合院閩浙形式的磚造紅瓦平房，左右圓洞門可至側

院，後方山壁設有一處防空避難所。慈湖除了謁靈，最重要的觀光點是儀隊的換班儀式，每逢

週末假日的衛兵交接儀式，最讓國內外遊客們喜愛，攝影機閃光燈總是閃個不停。「大溪陵寢」

原為「頭寮行館」，於西元 1962 年興建完成，做為總統府檔案室。1988 年蔣經國先生逝世，

奉厝於此，緊鄰慈湖，以表達經國先生隨同在側的 心願。大溪陵寢為仿四合院形式的平房，

外觀為紅瓦黑牆，格局與慈湖陵寢相仿，平淡樸實，符合蔣介石先生與蔣經國先生平易近人親

民愛民的個性。陵寢內部僅有經國先生的靈堂及辦公室，陳設也十分簡單，庭院的梅樹及龍柏

等植栽，更襯托了幽雅清新的氣息。大溪陵寢與慈湖陵寢距離約 1 公里，已有觀光謁陵步道連

結，沿途山林景觀隨著季節而變換顏色，遊客可漫步遊賞沿途小溪與綠蔭之美。 

活動目的： 

大陸變天，國府播遷來臺，兩蔣辭世，暫厝慈湖頭寮。參觀此地，可以瞭解兩岸分治以後的歷

史，中正、經國兩位總統治理臺灣，促使「自由中國」政經發展，並躋身亞洲四小龍之路。 

 

內容&流程： 

09:30 - 11:30  從市區到大溪 

11:30 - 12:30  大溪遊客中心 

12:30 - 13:30  午餐 

13:30 - 14:30  大溪陵寢、大溪中正公園、大溪公會堂 

14:30 - 15:30  後慈湖、慈湖陵寢、角板山行館 

15:30 - 17:30  返回市區 

17:30 -       自由活動 

 

交通： 

(1) 捷運臺北站，搭乘板南線藍線，永寧方向，至西門站 

(2) 抵西門站，走 2 號出口，過長沙街貴陽街左轉,再過延平南路即為搭車地點 – 東吳大學城

區部站 

(3) 搭乘桃園客運(臺北-板橋-三峽-大溪)至桃園客運大溪站 

(4) 搭往復興、小烏來、霞雲村、蝙蝠洞或羅浮路線至慈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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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程一樣 

預算： 

（1） 交通費用：288 台幣（72 港幣） 

臺北車站 – 西門站：40 台幣 

西門站 – 大溪站：204 台幣 

大溪站 – 慈湖站：44 台幣 

（2） 用膳費用：200 台幣（50 港幣） 

总计：          488 台幣（122 港幣） 

【捷運票價查詢 http://tools.sopili.net/metro/taipei/ 】 

 

 

 

 

 

 

2011 年 5 月 29 日 星期日 

 

自由活動及啟程返港，視乎航班而定。 

交通： 

(1) 臺北車站搭乘高鐵往桃園站 

(2) 桃園高鐵站搭乘統聯客運 705 號往桃園機場 

 

預算： 

臺北 – 桃園高鐵(20 分鐘)：40 台幣/人 

桃園高鐵 – 桃園機場：    30 台幣/人 

小計：                   70 台幣/人（17.5 港幣） 

  



香 港 大 學 學 生 會 國 事 學 會  

台灣交流團策劃書  

 

18 

五、 宣傳推廣 

宣傳海報： 

 

宣傳橫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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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遴選團員的方法及準則 

遴選方法﹕ 

進行團體面試 

1.一分鐘自我介紹 

2.小組討論兩個問題，每個 10 分鐘 

 

挑選準則﹕ 

1. 對辛亥革命、台灣的瞭解 

2. 對交流團目標的了解 

3. 參加的目的及原因 

 

七、 保隩, 緊急事故應變安排 

保隩﹕保誠旅遊隩，HKD114/人。 

緊急事故: 

1. 遺失證件 

 應向當地公安機關報失身份證明文件並索取報失證明，並向當地出入境管理處申請《入

出境通行證》(俗稱臨通)﹕亦可致電香港入境事務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的 24 小時求

助熱線(852) 1868 尋求協助。 

2. 與團隊失散或迷路 

   出發前﹕應要求學生每人購買一張臨時電話卡，方便聯絡，同時在出發時給 每位

學生派發酒店地址及負責人電話號碼，確保學生若走失亦能隨時回到酒店並聯 絡負責

人。 

 於台北當地﹕為學生準備失散指引，如請盡快致電給負責人，並尋回團隊；若電話失

效則請尋求公安或地區負責人協助；如四周無人，請盡量留在原地待交流團負責人回來 

3. 突發事件 

 如有任何突發事件需要更改行程，將由是次交流團的負責人決定。 

4. 團友生病 

出發前，提醒團友帶好個人所需的應急藥物，口罩及雨傘。國事學會也會帶好少量的應急

藥物，以防意外病發。 

同時國事學會也會準備好，必要的現金及學會銀行卡【注意異地取款的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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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附錄 

1. 由於機票價格及匯率變動，本次交流團團費將會有 200 港幣以內的浮動。 

2. 現在有臺灣來港大交流同學自願成為我們的臺北導遊，其住宿將自行解決。學會將贈與其

機票一張（不含稅價），其他附屬費用其自理。 

3. 團友繳費將以銀行轉帳的方式進行。 

4. 最終解釋權貴歸香港大學學生會國事學會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