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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在民國昨前後，交大的海洋運輸系

一 其系名從最早期的「海洋運輸系」到

「海洋管理學系 J '再到與運輸管理系合併

為「運輸工程與管理學系 J '也就是現在的

「運工管系 J '幾多更遠的系名，隨著「運

輸工程與管理系」的定案，似乎意味著系

的方向可以很「理工 J '也可以很「管

理」。歷經這段系名更逸的學生，而今都正

值中年，並在各個領域大放異果。其中，

有兩位運工管系前後期的學長，仍堅守在

運輸管理本行，除了擔任教授肩負百年樹

人的神聖使命外，更積極投入有關國內交

通運輸管理方面的研究與實務。在他們眼

中，沒有解決不了的交通問題。他們分別

是 70紋的張學孔學長及69紋的許添本學

長，兩位學長目前都是台大土木研究所交

通運輸組教授。

張學孔圖

之一 張學孔學長

大三那年，對運管70級的張學孔學長

而言，可說是他個人生涯一個重要的轉折

點。受交大許多有實務經驗與學養俱豐的

教授影響，為他開敢交通運輸領域的大

門，諸如陳武正教授(現借調擔任台灣省

交通處處長)、陳光華教授、王文麟教授、

陳雄智老師、經建會副主委劉玉山教授

等;而在台大研究所其間又與交大同學合

班上課，又同時有龍天立教授、張家祝教

授(現任交通部次長)貝Ij持續帶領他走往

交通運輸領域的學術殿堂。談著這些老

師，學長的思緒一下回到學生時代:教公

路工程的陳世紀次長，三個小時的課不用

任何講義、書，配合他畫得極佳的公路設

計圈，講課詳盡令人印象深刻;陳武正教

授在他系主任任內，提出包括課程、學生

選課要求等各方面的重大變革，並邀請許

多實務界人士來講課，充實學生的專業認

知;系主任陳光華陳教授，講課認真、實

務經驗及法規認識均很豐富，更是學長畢

業以後，能執著於這個領域的重要導師 O

親身體認老師的重要性，期許自己當一

名好教授

正因為學生時代受惠於許多好老師，

領著學長步向學術殿堂，學長深刻體認好

老師敢蒙的重要，也因此，目前任教職的

他，期許自己當一名好教授。他，確實做

到了，對於自己七年來確實帶給學生一些

實質的幫助也很感欣慰。學長在大學部開

設的課程除了必修的學生，更吸引數十名

外系學生的選修，說明了學生對他課程品

質的信心。每學年堅持擔任大一新生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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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孔

圓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暨研究所教

授

學歷:國立交通大學運輸工程與管理學系學士

(民國66年-70年)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交通工

程碩士(民國70年-72年)

美國馬里蘭州立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

運輸工程博士(民國75年 79年)

經歷: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暨研究所副

教授(民國79年一85年)

馬里蘭州立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助教

(民國78年一79年)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專任研究助

理(民國74年一75年)

專長﹒大眾運輸規劃與管理、運輸經濟、智慧

型運輸系統、運輸政策

83年度行政院團家科學委員會優等研究

獎助

80 、 81 、 82 、蚓、 85年度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甲等研究獎助

1995年亞澳道路協會最佳技術論文獎

84年中華民國運輸學會學術論文獎

85年中華民國運輸學會交通運輸建設攝

影金牌獎

82年道路交通安全促進會優良論文獎

75 、 76年中華民團道路協會學術論文獎

張學孔學長攝於日本

地鐵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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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以自己的經驗為這群剛離開高中校門

未久的懼懂新鮮人指點迷津，顯示出他對

學生的用心。學長笑說，他常帶學生到Pub 姓名:

喝小酒，在Pub裡告訴學生要如何安排時現職.

間、該把握什麼事情，並鼓勵學生聽演

講、多參加社圖活動、多結交朋友、別放

棄英文等。與學生亦師亦友，無怪乎學長

頗受年輕學生喜愛 O

熱愛活動的他，大學活躍於社團，現在

則活躍於學術活動

學生時代的學長便活躍於各項社團活

動，除了是籃球校隊，打過梅竹賽，還參

加合唱團、土風舞社、服務性社團，同時

也在系學會擔任副總幹事，舉辦演講及校

際聯誼活動。學長認為學校社團經驗的累

積對日後就業有很大幫助，亦有助於了解

人與人之間相處、應對進退。因此，學長榮譽:

很鼓勵他的學生在學期間多參與社團活

動，以拓展自己的人際關係 O 學長表示，

畢業後常有學生找他寫推薦信，每次他都

先問學生有沒有社團經驗，若有，成績再

差他也幫他們寫。由此可見學長對學生參

加社團活動之重視。

大學時代的學長，活躍於各種社團活

動;研究所時期的學長則因為發現自己對

學術研究的興趣，而全心投入在課業。他

.置語翻間區單藍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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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加許多不同的研討會獲取新知，發

現問題一定要弄得水落石出，也因此讓許

多老師都對他印象深刻 O 直到現在，學長

依然如此。過去六年，學長平均每年出席

國際會議4~S次，而母校所辦的運管系活

動也必然出席，甚至前一天就會抵達。學

長表示，他不喜歡蜻蜓點水式的參加活

動，他認為會議本身除了需要人捧場之

外，其實也產生很多交流的機會，藉由不

同形式的交流方式來促成學術方面的進

展，甚至對社會實質的幫助。

運輸工程為其學術專長，參與國內交通

運輸工作不遺餘力

學長的學術專長是在運輸工程方面，

特別是大眾運輸的規劃設計與運輸經濟的

領域。研究重點包括大眾運輸費率與補

貼、大眾運輸路網規劃與服務特性的評

估、公車動態資訊系統與電子票證系統

等。除了參與學術會議，學長目前還擔任

多項交通部與台北市政府有關交通運輸之

委員、台北市市長的交通顧問及台北市交

通局與都市發展局顧問等數職，實際參與

國內交通運輸實務工作。例如台北市公車

專用道與路網，學長便是主要推動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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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學長完成所主持的高速鐵

路費率機制之研究以及高鐵運量分析與營

運計畫，是為現階段高鐵BOT投資業者擬

定相關費率政策與機制之重要依據，對於

世界囑目的台灣高鐵建設與未來之營運管

理，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O 由於BOT的概念

是將公共建設的興建與營運轉變為以授予

特權方式交由民間去投資，並由民間經營

一段時間後，再移轉到政府，亦即結合政

府公權力、民間資金、經營效率共同建設

的一種模式 O 在這種模式下，除了工程建

許添本﹒

設本身，勢必牽涉許多管理、法律及財務

方面的問題，因此學長呼籲除了工程之

外，也要重視管理的相關議題。

「台北市交通若不改善，他就不結婚。」

學長自民國79年回國任教職迄今已七

年餘，不論在學術專業的鑽研、國際學術

活動的參與、國內交通運輸實務工作，乃

至為人師表，學長以其廣結善緣，凡事盡

其在我的處事哲學，恰如其分地扮演每一

個角色。對於工作，學長十分投入，雖然

非常忙碌但卻樂在其中。他表示，他每天

約莫上午十點半到學校，直到半夜一點兩

點才走 O 不知是否對於工作過於投入，年

近不惑的學長，迄今仍然單身 O 在交通

界，甚至有這樣的傳說，.台北市交通若

不改善，他就不結婚。」其實學長目前有

一位深交長達十一年的珠寶設計師女友，

問學長，自己不急，女朋友也不急嗎?學

長只是笑答「不急，她是藝術家嘛! J 對

於感情和婚姻，學長自有他的看法，他認

為感情持久的方式是要雙方彼此都能成

長、求變，而不一定得靠婚姻約束，如果

彼此沒有成長，婚姻反而是個枷鎖。

, - 許 J本來學長丈 r、

許添本學長自母校畢業後，即繼續在

台大土木工程研究所交通工程組攻讀碩

士，接著在交通部服務，並前往德國取得

博士學位 O 一直以來，學長都堅守在交通

運輸這個領域。

「活動是短暫的，學問才是永恆」一旬

話，徹底改變學長後半段的大學生活，

甚至未來的生活規劃

儘管專業表現優異，學生時代的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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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許添本

現職:國立台海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暨研究所副

教授

學歷.國立交通大學運輸管理學系學士(民國的

年 69年)

國立臺;當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交通工

程組)碩士(民國69年一71 年)

德國卡司魯(Karlsruhe)大學(運輸工程研

究所)土木工程博士(民國76年 80年)

經歷:交通部運輸計劃委員會規畫師(民國73年

一九年)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工程司(民團74年一75

年)

德國卡斯魯(Karlsruhe)大學博士班研究

員(民國76年 80年)

德國卡斯昌、(Karlsruhe)大學專任研究員

(民國80年)

專長，交通工程、車流分析模擬、運輸規畫、

運輸系統管理、交通安全與設計

會員資格﹒中華民國運輸學會、中國土木水利工

程學會、中華民國道路協會、中華民國

計量工程學會、中華地理資訊學會、德

國運輸工程師學會、德國道路交通研究

產主話語

一芒于一 E三3

特觀路，學說，

學
年
一
以
少

留
每
憶
，
多

歡
回
設
有

福
喜
洲
建
還

家
，
歐
家
們
處

全
他
回
國
我
之

本
的
家
的
記
力

添
國
全
好
忘
努

許
德
帶
下
兔
待

L
I
J
#
持
這

並不是一個只知死讀書的人。學長表示，

打從他一進交大，就決定除了讀書，還要

積極從事社會改革工作。期許自己做個頡

導人才的他，大一即開始競選班代，二年

級開始參與社團活動。然而，到了大三，

卻因老師「活動是短暫的，學問才是永恆」

一句話，徹底改變學長後半段的大學生

活。

由於一二年級參加太多活動，在學業

上難免無法兼顱，活動佔據學長生活的大

部份，表面看來似乎很風光，事實上，學

畏的心裡已開始有空虛之感，加以老師如

暮鼓晨鐘的醒語，更讓學長萌起專心念書

之意。連本來想參選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

的念頭都因此打消。大一大二期間，一學

期十八週，每個周末學長人大多往台北辦

活動 O 一且決定好好唸書後，大三大四每

學期的十八週，學長都是窩在圖書館裡。

極端不同的校園生活方式，在在說明學長

的決心 O

一旦決定往學術的「永恆 路上走，

思素未來的方向便很重要 O 原本學長打算

研究所住管理科學方向發展，大三暑假賣

書的打工經驗卻讓他覺得自己似乎不是做

生意的料。大四那年，擔任運輸管理學系

系主任陳武正教授(現任省交通處處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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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堂上介紹一些國內正在規晝的捷連、

交通資料，激發了學長對運輸工程的熱

愛。從此立定志向往這方面發展。大學畢

業投考研究所，學長同時考上中興、交大

和台大三個研究所，學長選擇了台大。

研究所時期的他，深感台灣交通問題

之紊亂， {且強烈的理想信念，讓他堅信沒

有解決不了的交通問題，於是瘋狂投入研

究台灣的交通問題，甚至首開台大士木所

交通組研究生整天窩在研究室之風氣。

「台灣沒有交通問題只有政治問題，政

治問題解決才能解決交通問題。」他，

於是進了政府部門

研究所畢業之後，學長原本是在顧問

公司工作，當時大家普遍的想法是政府部

門對於研究成果、規畫1成果都不重視，成

疊成疊的研究報告大多束之高閣。但學長

認為「台灣沒有交通問題只有政治問題，

政治問題解決才能解決交通問題。」於是

本來在顧問公司工作的學長，認為他應該

到政府部門工作，以了解其運作情形。積

極的應徵爭取下，學長進了交通部運輸計

劃委員會。當時任職行政院經建會主委的

趙耀東先生正推出我國第一個長期經建計

畫，學長當時承辦交通部門的工作。對於

這樣的前瞻規畫，學長滿懷熱忱並信心滿

滿。然而由於這樣的長期發展計劃在當時

國內乃是首見，過去不曾有任何機構做過

如此之長期規劃。沒有歷史資料可依循的

情況，使得相關單位配合不易，遇到的阻

力相當大 O 這樣的工作經歷對剛畢業的學

長衝擊甚鉅，也讓他體認研究交通預算制

度與長期規劃的關係相當重要，應加以檢

討改造。無奈當時風氣較封閉， 于立長官

告訴他「預算制度問題太敏感了 J '一心一

意想解決台灣交通問題的學長遂萌生出國

許添本﹒

再深造的念頭。

考取公費留學，遠趾德國

偶然的機會下，學長報考了公費留學

考試，儘管應考者眾而錄取名額少，學長

還是考了榜首。雖然事先沒有學過德文的

他，在選擇公費留學的國家時，毅然選擇

德國。主要一方面由於當時政府鼓勵留歐

政策，另一方面學長認為除了美國，也應

該去看看其他國家的交通建設情形 3

交通部運輸計畫委員會後來改組搞運

輸研究所，在去德國前，學長也在運研所

待了一年，在那裡學長一直希望推動屬於

台灣本土化的運輸公路容量手冊。學長表

示，運輸公路容量手冊是交通建設一個重

要的研究基礎，可以估計道路的容量、評

估如何規劃設計、是否符合這個容量等。

以美國為例，長期以來都有這個研究工

作。學長認為唯有發展國內本土化的研

究，才能做出符合國內需求的交通環境。

到了德國，由於學長已有顧問公司和

政府部門的工作經驗，因此學長在德國關

注的是別人如何解決問題，不管是行政或

技術的專業知識，學長像海綿般地吸取他

人經驗，同時也以自己過去實務經驗蒐集

適用於解決台灣交通問題的相關資料 O 在

德國前前後後約五年，基於「出國就是為

了要回國」的初衷，一旦學成後，學長便

「心想著回國。

當初出國，學長帶了許多在顧問公

司、政府部門發現的問題，想要在德國尋

得答案。帶著所學，學長回來了，並很積

極地做一些改革工作，回國六年餘，腦子

裡想的一直是如何解決問題。有感於台

學交通運輸方面的學生實作與設計之能力

較弱，學長花了幾年的功夫把台大的交通

工程實驗室建立起來 O 他希望藉由各種流



國許添本

重力式的實驗設備讓學生能有實作的經驗，

訓練出真正能解決交通問題的學生。課堂

上，學長以他個人在顧問公司、政府部

門、德國、美國和歐洲各國的經驗親自編

寫講義，讓學生從這些理論與經驗檢視本

土實際的交通問題。

另一方面，在德國期間，學長更加意

識到國內民間團體力量的缺乏。在德國，

透過學會運作發揮團體的力量，替政府部

門推動整個交通發展 O 反觀圍內每年一次

的年會，卻聯誼!主質重於實用性質 O 因此

學長回國後，積極參與學會運作，希望讓

學術能真正發揮作用。例如，學長認為應

該讓博士班學生能在畢業前就讓全國教授

認識，因此推動了一個大專博士論文研討

會，讓教授有機會能不日全國的研究生做聯

吉且 O

此外，學長還發現國內在交通運輸方

面缺乏一個可以作為產、宮、學、研經驗

交流的媒介，於是接下都市交通雜誌的編

輯工作，規劃一系列主題，讓雜誌藉由文

字資訊的流通，能多一股改變交通環境的

力量。為了讓學術和政府單位有更多的互

動，而不是讓學術研究成果束之高閣，學

長積極參與許多政府部門的委員會，提供

意見讓政府部門有機會聽聽專業的看法。

回國這幾年，學長除了思考大環境的

改革工作，並一直專注於國內的機車研

J且這單說

究。他認為國內約有一千萬輛機車，但這

個領域卻長期被忽視，四五年研究成果的

累積，學長在機車研究方面的理論己逐漸

成熟。對於圍內長期忽略的交通安全問

題，學長表示囡囡內道路環境設計不良才

造成交通意外的高死亡率，必須做制度化

的改革才能解決問題，而不是光靠強制執

法而已。

隨著國內的政治環境的開放，交通專

業已開始發揮作用 O 在民主政治的選舉過

程中，交通往往成了候選人的政治競爭對

象，遇到有心解決國內交通問題的候選

人，學長也都竭力提供專業意見 O 對於交

通問題成為政治上「鸝蚱相爭」的對象，

學長樂見其成，他希望能因此讓台灣民眾

「漁翁得利」。台北即是一個例子。

從大三決定走進交通運輸這個領域，

學長便對解決台灣交通問題這個使命充滿

熱情，訪談過程中，學長「三句不離本行」

侃侃而談他對國內交通環境的理想 O 學長

的最終理想是「有朝一日外國人會稱讚台

灣的交通」。也許，這個理想距離現實情況

還有差距，但有道是「精誠所至，金右為

開 J '我們也衷心期盼，台灣能有這一日。

許添本學長帶領

學生考察歐洲的

交通學校，合影

於該國高速鐵路

火車之前。許老

師認為增廣見聞

對在臺灣學交通

的人來說是很重

要的， (中間者

為許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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