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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交大五校合作

張益華 整理

兩岸五所交大自交大百週年校慶後開始有較大規模的交流，一九九六即分別於西安、

上海和新竹三地，在土木、管理、機械、材料、電機、光電等領域進行交流，而有了此初

步交流，之後更是每年固定舉辦兩岸交大五校研討會：一九九七於上海交大舉辦之機械主

題研討會、一九九八於西安交大舉辦之電子信息技術研討會、一九九九於新竹交大舉辦之

跨世紀科技與教育研討會、二○○○於西南交大舉辦之交通環保研討會、二○○一於北方

交大舉辦之信息與智能系統研討會，以及今日在新竹交大舉辦之兩岸交大人高科技論壇，

迄今，兩岸交大五校之交流不但頻繁而且愈見深入，而此座談會的目的便在於吸納各方建

議，以促進兩岸交大實質層面的合作。

利用資源，進行有系統、實質層面的交流

新竹交大研發長許千樹教授表示，雖然過去舉辦過許多兩岸交大五校的交流研討會，

五校之間已有許多接觸，如認識各校教授等。但基本上而言，這樣的交流僅是對對方學校

有一定程度的認識而已，事實上，目前五校交流仍過於零散，實質層面的交流仍屬不足。

在實質的交流方面，目前僅有西安交大部份機械、化學及化工學系教授透過中華發展基金

會，或是國科會研究計畫前來新竹，進行半年至一年的交流﹔以及上海交大有派遣化工、

化學學系之教授前來進行交流﹔另外，北方交大也有計畫派遣生物、電子學系的教授至新

竹交大交流。然而這些交流過於零星，因此兩岸交大目前必須跨出零星表層的交流，踏進

實質交流的新階段。

而在實質階層的交流部份，新竹交大能夠運用一些官方資源，譬如可以利用中華發展

基金會每年提供的固定名額，以「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台講學及研究」、「學者專家赴大

陸講學」、「大陸研究生來台研究」、「研究生赴大陸研究」等四項規定提出申請，以便

讓兩岸教授或學生得以從事學術上的交流。除此，也可以以國科會的申請，讓教授和研究

生進行短期訪問或長期科技研究，甚至舉辦兩岸科技研討會等，促使兩岸交大能以較有系

統的方式進行交流。

此外，目前兩岸交大礙於法令，在學生方面較無實質

交流和進展，此部份可以藉助思源基金會，協助五校交大

研究生、大學生之暑期互換，而這也是可以立即進行之部

份。此外，可以效法香港方面的做法，提供獎學金給予大

陸的學生前來進修。又或者可以藉助企業的力量幫助兩岸

交大學生交流，如台積電便提供獎學金給予新竹交大，每

年可以派遣五到十位學生出國唸書一年，未來即可以考慮

將新竹交大學生送往大陸四所交大進修。

專題座談之一

研發長許千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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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教學之積極規劃

遠距教學目前是五校積極籌辦的交流要項，也已通過大陸教育部審核，同意交大於大

自然科學領域及多媒體課程之遠距教學。而五校目前在遠距教學的規劃、設施和成熟度上

以新竹交大與西安交大較為完善，兩校在遠距教學上已經有實際的運作成果。其中新竹交

大因為有和中華電信合作，可以透過其網路與其他五校互相聯繫﹔除此，新竹交大也有許

多課程早已經ｅ化，軟體也已具備，網路教學媒體更是完善﹔另外，長久以來，新竹交大

協助新竹科學園區開設許多培訓課程，十分成功，同時也解決了園區急速成長下帶來的人

才缺乏問題，而目前大陸上海、西南等地都在開發高科技園區，因此新竹在這方面的經驗

也可以延伸至五校遠距教學。

西安交大目前也由於起步較早，已有基礎，在操作技術上也沒有問題，同時目前已與

新加坡、美國、日本等二十多國合作，有完整的遠距教學經驗，因此在遠距教學方面，新

竹和西安交大能夠擔任推手的角色。

而目前遠距教學在施行的層面上，有幾點需要考量，包括五校在遠距教學軟硬體上的

共容性、跨校修課學分認可問題、選修方式等等，不過根據新竹交大研發長許千樹表示，

學分認可是容易解決的事項，因為各校可以列出共同課程，提供五校學生跨校選修，彼此

承認學分。而由於五校都有關於遠距教學這方面的計畫，雖然在執行上，短期內有其困難

性，但若能分階段進行，從軟硬體的建製、到專題演講、專業培訓、課程規劃以及其他實

際施行之細節等等，應漸漸能步上軌道，兩岸交大五校跨校選修應非夢事。

知識產權管理和高科技產業管理之推展與交流

新竹交大科技法律研究所所長劉尚志教授表示，目前兩岸交流僅侷限於管理人才和科

技之交流，卻忽略了法律層面，十分可惜。因此這是未來兩岸交大交流時可以加強的部份。

劉尚志教授表示，由於美國等科技較為領先之國家，常利用專利訴訟等壓迫手段，以

不公平的契約，使得國內企業買賣受到限制，致使台灣企業面臨一些痛苦經驗，而未來大

陸也將面臨一樣的挑戰。由於台灣接觸國際動脈較早，在知識產權的部份有較深入的接觸

與了解，新竹交大正可作為一個帶領的角色，和其他交大聯繫，協助發展知識產權管理。

新竹交大早於一九九三年即有針對科學園區進行專

利工程師的訓練課程，對於科學園區在知識產權管理上

的薰陶，扮演著重要角色。爾後於二○○○年成立科技

法律研究所，專職於知識財權管理，是台灣第一個成立

之科技法律相關系所，目前除為全台科法研究學術領導

外，也擔任實務領導，協助法務部司法院訓練檢察官，

因此在台灣，交大科法所可說是處於領先地位。

科法所所長劉尚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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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劉尚志教授也提到高科技產業管理之重要性。由於高科技產業之管理與傳統產

業之管理有差異，在企業預測和評估上等方面都不一樣，特別在面對國際化競爭，管理或

科技人才往往缺乏法律上的認識，因此未來應替科技人才訓練法律的學位，使之能夠特別

在知識產權和科技管理有所專長。而新竹交大的科技管理研究所和科技法律研究所正能在

科技管理和知識產權上擔負起引領五校的責任。

增加研究性質之交流、深入合作交會點層面、建立系統化之交流

西南交大計算機與通信工程學院院長范志平教授表示，五校除了研討會等學術形式的

交流，也可以有較具研究性質的交流。五校可以考慮共同針對一個project進行研究，或是

其他開發性的研究，甚或可以共同主持國際研討會。

而上海交大副校長許曉鳴教授更提出，五校合作交會點層面可以往下沉深，往下紮根，

聚會的層次可以從行政管理到各級教授等，由上到下，貼近實務層面的交流。除了各學院

院長層面上要有經常的交流機會外，同領域興趣的教授也可相互交流。除此，由於兩岸交

大五校已是聯盟性質，最好要有原則性的綱程或程序性要有規定，如此交流才能規範化、

制度化。

五校合作，成為世界第一流之大學

由於交大五校各有特色、各有強項，因此五校可以彼此互補，諸如西安交大專長於機

械、化學、化工﹔上海交大則是化學、化工﹔北方交大擅長生物、電子﹔西南交大則擅長

計算機、通信等。北方交大副主任李士群即表示，五校在管理與物流、預測與培訓，知識

產權等方面都可以相互合作，合作領域相當寬敞，而在新技術、計算機和產業合作方面，

則可以學習新竹交大的經驗。

另外在合作研究計畫方面，目前西安、上海、北方和西南交大四校有大陸二一一工程，

一流大學課程﹔台灣方面則有卓越計畫，尤其在工科方面，新竹交大於卓越計畫第一階段

拿到資訊網路、光電科技、與電信科技，今年則是數位交通系統和OLED，因此可以加強未

來兩岸科技的合作，包括生物或奈米等方面，特別是西安、上海和新竹三地，可以加強合

作。此外，北方交大虛擬長安計畫已和上海交大、西安交大、新竹交大和北京大學合作，

未來可針對合作事宜進一步詳盡討論之。

參與此次兩岸高科技論壇的兩岸交大五校學者提出許多實際建議與交流方針，對於「五

校合作，成為世界第一流之大學」也有著深深期盼，對於五校之具體合作，未來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