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研究院「國內院士季會第 36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0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地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2 樓第 1 會議室 

出席：翁啟惠  李遠哲 林聖賢 劉兆漢  李太楓 劉炯朗 

李羅權  李德財  陳力俊  王  瑜  李世昌  張石麟 

張傳烱  彭明聰  吳成文  羅銅壁  賴明詔  廖一久 

周昌弘  林榮耀  何英剛  林秋榮  吳妍華  廖運範 

梁賡義  陳垣崇  王  寬  姚孟肇  陳培哲  王陸海 

陳仲瑄  曾志朗  劉翠溶  朱敬一  陳永發  王汎森 

黃樹民  

 

請假：徐遐生 劉太平 施 敏 張俊彥 吳茂昆 彭旭明 

林長壽 陳建德 林明璋 朱國瑞 黃 鍔 劉國平 

賀曾樸 伊 林 李遠鵬 郭宗德 方懷時 蔡作雍 

宋瑞樓 彭汪嘉康 陳長謙 陳定信 伍焜玉 李文雄 

陳建仁 王惠鈞 沈哲鯤 張文昌 楊泮池 林仁混 

陳奇祿 李亦園 于宗先 宋文薰 陶晉生 杜正勝 

張玉法 王業鍵 麥朝成 楊國樞 曹永和 胡 佛 

蕭啟慶 胡勝正 管中閔 勞思光 李壬癸 黃一農 

黃進興 張廣達 邢義田 何大安  

 

列席：趙 丰 李克昭 周美吟 張亞中 黃煥中 黃克武 

彭信坤 單德興 (洪德欽代 ) 謝國興 鄭秋豫 葉義雄 

蔡淑芳 蕭高彥 羅紀琼 陳水田 林淑端 王大為 

吳家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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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許聞廉 劉紹臣 陳銘憲 謝道時 蔡明道 劉扶東 

施明哲 蕭新煌 鍾彩鈞 吳玉山 湯德宗 陳恭平 

李定國 孫以瀚 梁啟銘 蕭傳鐙 林世杰 陳紹元  

 

主席：陳仲瑄院士        記錄：藍柏青 黃淑娥  

壹、行政院吳敦義院長發表專題演講：  

科研政策與國家發展（略）  

貳、意見交流（陳仲瑄院士主持）：  

意見一：呼應吳院長提到的國際化，前院長李遠哲即將

接任國際科學理事會（ ICSU）會長，ICSU 就像

是科學的聯合國。這是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件

事，也是我們的光榮。  

意見二：科技發展，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大學研究人才的

培育。過去幾年政府推動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教學卓越計畫，很多大學因此獲益，但這只是

短期的特效藥，大學發展應是長期的規劃，尤

其是財務來源。以臺灣大學為例，教育部補助

經費不到總經費的 40％；主要來自建教合作計

畫，其中國科會約佔 45％，有時甚至達 50％；

換言之，國科會不僅只是發展科技，帶動技轉，

還支持了國內科技人才培育。  

12 年前「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條例」立法通

過，學費列為自籌項目，教育部補助也因此降

低，如人事費只補助 63％，其餘的 37％則由學

校自籌。今年加薪 3％，大學不能漲學費，自籌

款不足。2005 年以前，大學學費可以漲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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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因政治問題，學費不能漲，而讓學校經營產

生困難，無法改善教學。學校應有長期穩定的

財務結構來支持，學費該漲就該合理的漲，因

政治因素不能漲是不合理的。  

吳院長說明：今年讓大學陷入這樣的為難是我們當初考

量不周。請曾志朗政務委員帶回研議，看

是否有解決之道。如確有需要公平、合理、

溫和調漲學費，那就再跟教育部溝通，不

能把痛苦留給校長。  

意見三：2009 年全國能源會議中，與會者表示，當時自

有能源和 15 年前相比，進步為零。以現今發展

趨勢和策略來看，預測到下次開會時，仍無進

展。以太陽能科技為例，皆由台電主導、審查，

但此與其營運利益相違背，故審核成功的比例

非常低，對科技發展造成相當大的阻礙，政府

對綠能科技應有更積極的作為。  

吳院長說明：2 年前的科技顧問會議中，一位美國顧問提

到，太陽能科技是尚未穏定成熟的技術，

因而，我們對太陽能發電採比較審慎的態

度。研究德國和歐洲的狀況，發現其皆陷

入太陽能購電的痛苦與財務危機中；他們

的平均電費和購買太陽能發電的價格差異

並沒有像臺灣這麼大。臺灣電費 2 塊多，

99 年卻得每度花 12 塊多購電，如不審慎評

估，政府會花費太多預算在購電成本上。  

政府現階段努力的目標是推廣架設在屋頂

上自用的太陽能發電板，而非在農地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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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太陽能發電。風力發電部分，經濟部

未來計劃設置千座海上風力發電機。政府

將按完工時的價格收購電，而非依計畫核

准時的價格。綠色能源經過 2 年的推展，

相信未來 2 年後將更有所成，請大家拭目

以待，也歡迎提供能讓能源政策更健全的

寶貴意見。  

 

參、改選「101 年度國內院士季會召集委員」  

（陳仲瑄院士主持）：  

決議：101 年國內院士季會召集委員名單如下：  

數理組：李世昌、王 瑜  

生命組：王陸海、王 寬  

人文組：黃樹民、邢義田  

 

肆、討論院士會議議題（翁院長主持）：  

一、國家科技預算編列及行政院科技會報功能 

意見一： 

建議政府科技預算之編列，參考先進國家之作法，如日本之國家科技

預算每年皆有固定比例的成長，而不會因景氣起落而大幅變動。 

意見二： 

1. 問題不在於政府承諾了什麼，而在於政府是否將承諾付諸實踐。

如總統於出席「全球科技高峰論壇」時公開承諾科技預算每年將

以 8％的增幅成長，嗣後主計處卻要求統刪 7％，前後落差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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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因此，重點應係要求政府落實承諾。 

2. 以最高學術研究機關的定位，本院預算應維持在約占國家科技預

算 12％至 15％的比例為宜。 

3. 據悉行政院科技會報將取代國科會現有的協調功能，惟此一決策

過程極不透明。國家能源政策亦復如是。國內相關權威之專家絲

毫未受政府諮詢，導致發展替代能源的決策有欠周詳。政府決策

實應建立制度並予以透明化。 

意見三： 

以上所言皆基礎問題，應有長遠的規劃。例如，國科會將改制為科技

部，但科技會報僅是一項 mechanism，則國科會原有功能如何持續運

作？就此問題，本院應協助政府妥為規劃。 

意見四： 

相較於國外，我國的教育及科技發展，皆缺乏長期規劃；目前各機關

皆固守本位，爭取預算。正確之道應基於國家長期發展方向與需求，

作預算分配。 

主席： 

1. 本院將蒐集其他國家對科技預算編列的作法，進行研議，向政府

提出建言。 

2. 科技預算係屬政府對科、教、研之基礎投資，對於我高等研究人

才的培育及產業經濟的持續成長，影響至深，更攸關我國在全球

的競爭力。其編列方式應以目標導向，而非齊頭式平均分配。 

3. 國科會原有之協調和預算分配功能，改由科技會報負責，係考量

國科會轉型為「科技部」後，較難進行跨部會的協調；而各部皆

編列有科技預算，改由院長主持之科技會報主導科技預算分配及

跨部會協調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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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技會報議題如政治化，誠屬不幸。國家科技政策應永續經營且

超然，故科技部的設置是對的政策方向，惟政治因素介入令人擔

憂。 

二、教育問題 

意見一： 

臺灣教育問題複雜而迫切，舉凡當前 12 年國教的爭議、高等教育人

才培育與產業需求、學生英語程度、學士後醫學發展等議題，應作整

體考量，進行策略性分析，並跳脫政治的考量。建議本院組工作小組

加以研議。 

意見二： 

如大學入學方式不予變革，則教育是不可能改變的，因為高等教育對

基礎教育是有影響的。 

意見三： 

只談高等教育是不夠的。大學本身瞭解要培養出什麼樣的大學生，但

所承接到的高中教育成品，可塑性不夠，致使大學教育產生缺憾。 

意見四： 

大學欲改變高中教育，需由改變大學入學方式著手：以甄試或免試入

學，不強制考試入學。惟此一構想與現行大學法規定不符，對此本院

應提出看法。 

意見五： 

本院並無中小學教育的 expertise，惟可針對高等人才的需求與培育

作完整的規劃。 

意見六： 

高等教育問題的根源在於學校過多，教育部擔心某些學校素質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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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設下重重限制。根本解決之道，應係大學教育與技職教育分流，

俾適才適所。 

意見七： 

1. 今日所提諸多問題，皆無 solutions，不可能事事要求政府解決。

例如高教制度與預算，教育界應先自行凝聚共識，再向政府爭取

落實執行。 

2. 本院角色係以研究為主，應與研究型大學聯盟，共同培育研究人

才，推動國家型計畫，而非如今日雙方出現緊張關係。 

意見八： 

教育問題的癥結，係因政客干預，致教改建言未被教育部採納，並據

以執行。因此，本院應登高一呼，喚醒社會。院士應有社會責任，使

大眾瞭解真相。 

主席： 

就業狀況依研究領域及就業市場需求而有所不同，除了目前產業的需

求以外，亦需考慮未來趨勢，引導教育多元發展。我國產業應由以效

率為導向，轉型為以創新為導向。臺灣除電子產業外，應有其他創新

產業，以吸收教育體系培養的人才。產業無法與學術研究相銜接，是

相當嚴重的問題。 

三、農業問題 

意見一： 

農業與生態問題，極其重要。本院應呼籲政府重振農業，勿為經濟發

展而忽略生態保護，不斷地廢農地、蓋工廠。 

四、環境衛生議題 

意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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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暨衛生議題相當重要，諸如塑化劑、美國牛肉、毒品等，不應演

變為政治或外交議題。 

意見二： 

衛生署及國家衛生研究院原擬成立「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惟遭

行政院擱置，迄今未有定論。政府決策不應搖擺不定、躊躇未決。 

意見三： 

此議題如經本院院士會議提出，或許與由衛生署及國衛院提出的效果

將有不同。 

 

主席裁示： 

1. 本院將先就科技、教育、農業、環境衛生等四項議題蒐集資料，

思考是否有能力進行研議。 

2. 對於「科技會報與科技部之功能」，雖已於科技顧問會議上討論

過，惟學術界仍有頗多疑慮，本院可於討論後適時向政府表達關

切。 

 

中午 12 時 07 分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