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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國內院士季會第 26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97 年 6 月 16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2 樓第一會議室 

出席：翁啟惠 林聖賢 劉太平 施 敏 劉兆漢   

李羅權 劉國平 陳力俊 張傳炯 方懷時 

彭明聰 蔡作雍 宋瑞樓 吳成文 羅銅壁 

陳定信 廖一久 林榮耀 李文雄 林秋榮   

吳妍華 陳垣崇 張文昌 姚孟肇 陳培哲     

陳奇祿 于宗先 曾志朗 劉翠溶 鄭錦全      

王汎森 李壬癸  

評議員：李克昭 王玉麟 施明哲 黃樹民                 

    彭信坤  

請假：李遠哲 彭旭明 林長壽 李太楓 林明璋  

朱國瑞 李德財 陳長謙 伍焜玉 王光燦  

沈哲鯤 賀端華 宋文薰 陶晉生 杜正勝 

張玉法 王業鍵 麥朝成 朱敬一 楊國樞  

蕭啟慶 胡勝正 管中閔   黃一農  

列席：葉義雄 李定國 羅紀琼 呂光烈 楊淑美     

劉佳富（蘇秀里代） 楊彩霞 吳家興 徐讚昇 

主席：翁啟惠院長 陳力俊院士    紀錄：王珠美 

 

壹、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江宜樺主任委員報告「行政院組織體

系改造」（請參考附件書面資料） 

 

貳、意見交流（陳力俊院士主持） 

意見一、請說明「行政院組織改造」納入「科技委員會」的經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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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主委說明：前政府原擬規劃為「國家發展及科技委員會」，

後整併為「國家發展委員會」，嗣經若干院士連

署建議，爰決定更改為「科技委員會」。 

 

意見二、當年聽聞研考會「行政院組織改造」計畫將國科會納

入「國家發展委員會」，惟恐研發經費受到排擠，故

曾有幾十位院士連署建議政府應有專責機構負責科

學研究。至於是否改為「科技委員會」，或維持「科

學委員會」名稱（後者便於納入「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甚至改為「科技部」，則尚未有最後的定論。一

般認為科學園區係由國科會負責管理，較能掌握科研

與產業發展的方向，才會有今日這樣蓬勃發展的風

貌，不宜改由經濟部管理。 

江主委說明：將再了解「科學」改為「科技」的因素，如無特

殊理由，似乎還是用「科學」的名稱為宜；至於

是否進一步成立「科學發展部」，以強化其職權，

仍須再做考量。 

 

意見三、高等教育的研發工作很重要，建議將高教納入「科技

委員會」。 

江主委說明：高教不只從事科研，亦有基本的教育功能，將為

數眾多的高教機構納入「科技委員會」，教育部

恐難以同意。如何加強高教機關的科研能量宜考

量其他方式。 

 

意見四、建議考慮將若干政府科技研究機構設於大學校園，以

促進學、研交流、提升資源使用效率，並有助於延攬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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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五、在「行政院組織改造」工程中，人力調整與空間調度

也是關鍵問題。組織整併後，如同一部會之辦公空間

散置各地將產生溝通上的困擾。 

江主委說明：在人力部分將以優惠離退措施鼓勵一些資深人員

退休或離職，再就其餘人力進行調整；而空間的

調整則茲事體大，仍以同一部會集中辦公為原

則。 

 

意見六、本院的研究員也具備教授身分，卻受公務員服務法之

規範，在外活動、兼職受到很大的限制；而在實驗室

工作的約聘研究員則受勞基法規範，未能得到應有的

專業尊重，這是本院目前碰到的最大困境。希望政府

對公、教、研都能有適當的法規規範，以協助其發展。 

江主委說明：有關研究人員的法系規範將再請教人事行政局局

長。 

 

意見七、就研究型大學而言，員額不足是一大困擾，並使博士

學歷人才面臨失業危機。 

江主委說明：有關博士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宜由經建會就高級

人力的培養與運用作通盤考量，如果只一昧由大

學增加員額來吸納，恐怕不是好辦法。 

 

意見八、科技與各部會有關，故建議在行政院設置兩名副院

長，其中一名兼任國科會主委，以利跨部會協調。 

江主委說明：行政院設置兩名副院長將涉及修憲問題。目前多

由政務委員協助跨部會協調事宜，而政務委員中

有多名學術、科技背景專家，只要開會時部會首

長參與度高（而非僅由科長代理出席），就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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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溝通問題。 

 

意見九、統計工作非常重要，務必維持客觀與獨立，如與民眾

的感受悖離，將損及政府公信力。 

江主委說明：政府統計在「行政院組織改造」後將分置資訊長

與主計長，前者主要負責政府資訊通訊安全維

護，後者將再加強數據收集整理能力，希望能符

合大家的期待。 

 

叁、院務報告 

 

劉翠溶副院長報告中央研究院院史出版情形： 

院史分為三卷。第一卷以全院為主體，以歷任院長為經，

任內重要事蹟為緯，交織成篇，由陳永發先生撰寫。第二卷以

各研究所(處)、中心為主體，各以其沿革發展與研究成果加以

編纂。第三卷為大事記，以編年體例縷記八十年來重要大事並

附精彩圖片，由謝國興先生撰寫。最後，由翁院長敲定書名：

《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並親筆題字。 

藉著這部院史，希望本院同仁得以瞭解過去並策勵未來；

院外人士得以探索中央研究院之所作所為，予以勉勵指教。 

 

劉兆漢副院長報告： 

一、「科學院院長論壇」辦理情形 

    今年適逢本院成立 80周年，將於 12月 6日至 8日舉辦「世

界科學院院長論壇」，廣邀世界各國科學院院長就「世界科學

院如何攜手共創更美好的未來」主題發表看法，議題涵蓋三大

主題:（一）如何重構現代化科學院，推動以知識為本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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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類型的科學院，如何扮演好各自的角色？（三）全

球科學界，如何協力克服環境難題？ 

    目前共有 11個國家參與，其中，美國科學院院長將發表

主題演講，而翁院長則將介紹本院。請各位院士屆時撥冗出席。 

二、落實本院院士「籌議國家學術研究方針」職責的構想 

    為落實院士「籌議國家學術研究方針」之職責，並將其

制度化，本院針對學術發展相關及社會關切之重要議題，結

合院士及國內外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組成研究小組，經常

討論研議，並出版報告提出建議。由李前院長等組成之能源

研究小組已於今年 3月提出「因應地球暖化之台灣能源政策」

報告。本次會議，也將有陳定信院士等提出「醫療保健制度

的改善」報告，以及王佑曾院士提出「台灣學術里程與科技

前瞻計畫」報告。希望透過院士們的腦力激盪與集思廣益，

能形成更周延的政策建議，供政府施政參考。 

 

中午 12時 20分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