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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交大交流的展望與未來

傳播所84級黃學碩

九月中，時序雖已進入秋天，但秋老虎肆虐，太陽有如盛暑一樣，熱得讓

人受不了。在此高溫下，大陸西安與上海交大一群教授，遠渡重洋，來到新竹

交大進行學術交流。鄧校長在致辭時除了誠心歡迎這群遠方來的朋友外，也希

望這次的學術交流，能引發將來兩岸交大更多的合作 O

最早與大陸交大交流的想法，是由前校長郭南宏所提出的。民國七十七

年，郭校長在紐約與大陸交大的校長接觸，開始有兩岸交大學術交流的想法。

到了鄧校長接棒後，他認為交大要走向國際，不卑不亢跟其他大學交流，當時

至少己和國外近三十個大學有合作的關係。至於交大與大陸的交流，一方面兩

岸語言沒有隔閔;另一方面與「同出一源」的學校合作，就像同姓氏的兄弟一

樣，多了一層關係，特別有感情，因此鄧校長接任後致力於實現兩岸交大的交

流與合作。

「交流是一面鏡子。」鄧校長強調，我們必須學習別人的長處，來改進我

們的缺點。例如大陸的大學教授與產業界的關係很密切，一有新的研究成果，

很快就會應用到產業界。甚至教授自己開公司的也很多，例如上海交大的校長

翁史烈本身就兼了十五個公司的董事長。這樣的體制沒有一定的對錯，好處是

研究經費來源不成問題 O 例如上海交大自行研發出一種營養品，很有商機，每

年可以有四到五億台幣的收入。產業界與學術界研究成果的合作，締造出「雙

贏」局面，研究成果應用在產業上，能夠獲得經濟上的利益，把學術上的研究

成果具體實現 (realize )在產業上，也可獲得滿足感。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

學校會牽就產業界的需要;此外教授在產界，學界兩棲的情形也可能會影響其

研究教學品質。鄧校長認為體制沒有一定的對錯，透過交流，我們可以截長補

短。

談到未來更進一步的做法，鄧校長表示，教授間的交流已有很多了，將來

希望有學生間的交流;慢慢由兩岸交大校長、校內負責人、教授間研究成果的

女流，擴大到研究生、大學生之問的交流 o 不光是訪問，也可以一起生活、修

課或是共同參與研究。例如上海或西安交大的學生到新竹交大修一年的課，與

在地學生生活在一起。鄧校長覺得讓兩岸十八、十九歲的學生一起生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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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意義不同，友誼比較堅固 o 兩岸這樣的交流， I或許可以解決飛彈問題

吧! J 鄧校長開玩笑地說 O

至於大陸四所交大的交流情形，究竟如何呢?西安交大的俞炳豐教授(能

源與動力工程學院教授，同時身兼港澳臺辦公室主任)說 I這得談上一點歷

史。」一九五六年，大陸內部紊亂，上海閔行校區決定往內陸搬遷，這一搬就

搬到了西安。基本上兩個學校學科接近，校地差不多大，也都是第一批進入團

教委二一一工程建設的學校。(註:二一一工程建設是大隍預計在二十一世紀

發展一百所重點大學及重點學科的計畫。每個大學投資七億人民幣。第一批名

單中，共有七十五所學校;北方和西南交大則是由鐵道部進入名單的學校 o )

西安和上海交大兩個學校間，既有競爭也有合作。西安交大的教授有的兼任上

海交大的教授;有的上海交大的教授也兼任西安交大的教瘦。不過，俞炳豐教

授也表示，地理上的距離對兩校的交流有負面影響，一千五百一十二公里的鐵

道距離，搭火車要二十六小時，搭飛機也要兩個小時，多多少少限制了兩校的

父流 O

兩岸三地交大簽

訂學術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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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八十年代開始，大陸逐漸改革開放，上海由於地理條件優越，成為大陸

的金融與經濟中心。俞教授認為，在這種環境下，上海交大培養出來的學生眼

界開闊，吸收新東西的能力強。這點值得位在內地，發展較慢的西安交大學

習 O 另一方面，西安交大學風好、教授安心做研究，被公認是很好的求學環

境。兩個學校優勢互補，互相幫助與支持，一定能培養素質極優的學生。



E車車路說:

目前上海和西安交大兩個學校，直屬於國家教委會掌管(註:國家教委會

共掌管大陸三十五所重點大學) ;而北方交大和西南交大則歸鐵道部管。四所

交大成立校友聯會，由四校校長擔任會長及總幹事。去年為了籌備一百週年校

慶，四校間加強聯繫。

至於未來五所交大的交流，俞教授認為，可以每年輪流到一個學校舉行專

題研討會。他也相當贊成鄧校長提出兩岸學生互相修課的想法，不過限於目前

政策規定，他覺得較可行的做法是:新竹交大的學生利用暑假期間到西安觀

光、交流，兩岸學生一起生活、遊覽。他舉出今年應藝所張恬君教授到西安古

都參觀，直說這裡太好了，到處都是歷史古蹟，臺灣的學生應該去看看。

當記者提及，新竹交大與鄰近的清大每年有梅竹賽，切磋體育等活動時，

俞教授表示他己耳聞盛況，也希望能親眼目睹。那大陸有沒有類似的活動交流

呢?俞教授表示，大陸實在太大了，四所交大都相隔甚遠，不似新竹交清兩校

耽鄰，因此要有像梅竹賽這樣的活動很難。不過他也希望兩岸交大也有類似的

體育交流出現。

兩岸交大在歡渡百年校慶後，各自跨出學術交流的第一步。在兩岸交大校

長都有意做更進一步交流的默契下，未來究竟如何?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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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三地學術研討會成員於機場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