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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管所的轉起與發展契機

一專訪陳義揚教授

張芳綺

陳義揚教授於民國八十九年自國立空中大學校長一職退休後，目前任教於明新技

術學院，並為交大科技管理研究所的兼任教授。民國六十三至六十七年期間陳教授曾

任教於交大控工系，之後轉任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處長等職，七十三年再度回到交

大任教，並在七十四年至七十六年，以及七十六年至八十年，分別擔任交大訓導長、

教務長等職務。科技管理研究所的成立便是陳教授於教務長任內積極推動的成果。

談起當初創立科管所的動機，陳教控表示，電子業、科技業自庸置提前為創造台

灣經濟奇蹟做了很多貢獻， r但是技術固然重要，如何將按術產品化並推廣出去，這

更是一門學問。我們往往在學術領域做的很好，在實驗室也做的不錯，但卻不知該如

何將按術產品推銷出去，甚至打入國際市場。」在將技術產品量產及行銷推廣的過程

中，管理機制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所以陳教授認為「科技管理」這門學問非常重

要，也因此有了創立科技管理研究所的想法 O

另外，陳教授也提到，成立科技管理研究所也有一部分的原因和個人經驗有關。

「有一些人或者和我有相同的感覺和經驗，在科技領域中拿到學位後回到學校教書，

可是又有很長的時間擔任一些行政主作，所以在技術方面就不免會脫節，但是對於

「管理J 而言，經驗反而是非常重要的。」藉著專業知識和行政管理上的經驗，陳教

授認為這也許可以在科技管理上有所幫助。

巧合的是當時交大的阮大年校長雖然是化工背景，但學成回國後也一直擔任行政

工作，阮校長也深感學理工的人一且離開了專業領域便會與之脫節，可是如果從此就

放棄所學也相當可惜，因此才想到可以將行政管理經驗和本身的科技專業結合，使科

技的應用有更好的績效。基於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國際的趨勢、學校的特色以及個

人的經驗，於是陳教授便和阮校長兩人合力推動了國內第一個科技管理研究所，並且

同時成立了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 C

陳教授認為科技管理是一個兼顧實務和學術的領域，因此業界的參與是不可或缺

的一環，而交大在這方面可說是佔了不少優勢，團為學校緊臨科學工業園區，和企業

界的合作交流相當頻繁。科管所和企業界之間緊密的關係甚至可以從第一任所長的背

景看出端倪，陳教授表示，袁建中教授是科管所第一任所長，雖然他是電機背景，但

是畢業後一直在企業界工作，對企業環境了解，團此陳教授認為他是相當適合的所長

人選，在科管所還沒成立前就邀請袁教授一起參與籌備，科管所成立後，袁教授就擔

任第一任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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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題探討

科管所剛成立時最大的困難就是眾人對科管所定位的不清楚，甚至對它產生誤

解，陳教授表示，這個現象即使到今天都還存在，如果不是這個領域的人，還常常會

搞不清楚何謂科技管理。最普遍的現象就是常有人將「科技管理」與「科學管理」混

淆，陳教授針對此點做了一些澄清:r事實上『科技管理』是以科技為對象的管理，

用英文來說就很清楚， r科技管理』的英文是‘'Y!anagement of Technology" ; r科

學管理』則指的是用科學方法進行管理的學間，其實兩者有很大的不同。」

另一個困難則是科技管理學會資源不足的問題。由於交大的科技管理研究所為台

灣首創，因此經營科技管理學會的重擔就完全落在交大身上。想起過去那段草創的艱

辛，陳教授仍然記憶猶新的回憶道; r當時學會的成員大多是義工，沒有正式職員，

更沒有政府的專款補助，通常是誰擔任理事長便要負責爭取資源，維持學會的運

作。 J 政大在五年前也成立了科技管理研究所，開始有單位分擔舉辦科技管理學術研

討會、年會等活動，這才稍稍舒緩了交大科管所資源捉襟見肘的壓力。

目前國內除了交大外，尚有政大、清大等學校設有科技管理研究所或科技管理學

院，和其他學校的科管所相較，陳教授認為交大科管所的特色在於包含計量學，並且

和科技法律是相互獨立的兩個學門;不同於交大針對科技政策的管理，政大的科管所

則較傾向企業管理。雖然交大科管所目前已獲得大家的肯定，但由於各個學校相繼成

立科管所，甚至清大也成立了「科技管理學院 J '交大科管所亦感到不少挑戰和壓

力，陳教授說道: r畢竟一個學院的資源會比一個系的資源大的多。」

( 面對這些新來的挑戰和壓力，交大科管所要如何凸顯，並且繼續維持競爭優勢

呢?陳教授認為，除了繼續把管理的焦點放在「科技管理」的領域中，並且結合學術

及實務之外，更要整合現有管理學院的資源，讓科技管理研究所和學校的理工學院互

相銜接，例如共同舉辦論文研討，讓理、工及管理學院三個領域可以五相交流。因為

理工的學術、實務，最後還是要靠管理的機制將之商品化而行銷出去，因此這三個領

域的交流並且連成一氣，實在是一股不可擋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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