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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瑩玨 採訪整理

由中央、交通、清華、陽明

四所大學共同組成的「台灣聯合大

學系統」，三月二十四日在陽明大

學會議中心表演廳舉行簽約典禮。

典禮過程中，四校校長以及

教育部次長呂木琳、前教育部部

長曾志朗皆分別致詞，表達對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的期許及祝

賀之意；簽約典禮完成，釋寬謙

法師並代表楊英風藝術教育基金會

致贈四校「協力」雕塑一座。

中央大學校長劉兆漢表示，在

國際化及全球化的趨勢下，高等教

育界也非常積極而迫切地為高等教

育找出新的走向。因此教育部規劃

了推動研究型大學整合的計劃，並

在行政院高等教育委員會通過，四

校便循著該方向以及路線從事整

合。他說，四校雖各有特色但規模

都太小，如果四校在資源、教學上

整合，就能讓人力物力做最有效的

利用，有機會達到國際一流的規

模。而「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共同

提昇高等教育」正是四校共同的

目標。

交通大學校長張俊彥在致詞時

強調，自從教育部宣佈大學整合計

劃之後，四校校長就齊聚一堂，以

宏觀、無本位的理想胸襟，共同推

動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張俊彥表

示，四校在推動的過程中，都是以

心胸開放的態度共同推動四校的理

想，不只是四校校長理念一致，也

在很快的時間之內獲得校務會議的

認同，因此四校有信心在短時間內

就能展現出成績。

清華大學校長徐遐生說，教

育部提供了很好的機會，而四校

也因規模相當、各有特色，因此

可以在自然的情況下整合，更具

優勢的是彼此距離近，各校有獨

特性，彼此可互補，學術質量的

規模都迅速加大好幾倍，系統的

建立還可以解決經費以及人才的

問題。

陽明大學校長吳研華表示，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開啟了台灣

高等教育新的里程碑。她以陽明

為例，表示陽明雖然成立了二十

六年，但是一個以生物醫學為主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簽約典禮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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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校，在高等教育的培育上，

要走向跨領域、全人的教育常是

倍感困難。整合最大的目的是要

達到教育品質的提昇以及學術追

求的教育目標，四校在去年年底

就已開始整合，根據各學科的水

準、規模的相當性，以及地區的

相似性，這四所大學所呈現出的

互補性可說是全台灣最好的例

子。她提到，四校簽約只是開

端，未來四校的合作還有賴大家

同心協力。

教育部次長呂木琳致詞時說，

這些年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在數

量上非常快速，但是量的發展使質

的提昇受到影響，因此研究出一個

「研究型大學整合計畫」。他提到

四校校長上個月到加州大學系統參

觀，沿途請教每一個學校、以及總

校區的運作，四校校長也把握每一

個機會在旅館、路上都在談整合之

事，這正是計劃快速成型的原因。

呂次長同時表示，這個系統是我國

第一個產生的系統，正在改寫國家

高等教育的歷史。

前教育部部長，現任中研院副

院長曾志朗致詞時，幽默地表示：

「四校的整合，包含了兩個卓越、

三個困境、四位校長、五位院

士，包括我在內。」 他說，卓越

是「教學」和「研究」上的卓越；

而四校校長都是院士，也是該系

統一大特色，曾志朗說，劉校長

代表的是永續發展，看到張校長

就想到台灣半導體的奇蹟，徐校

長的眼光是面對宇宙的，吳校長

代表生命意義的詮釋。他說：

「看到這四個學校，值得研究的是

人文該如何融入？還好，我代表

人文。」語畢，引起台下笑聲不

斷。至於說三個困境，是因為三

代表多數，意指很多困難，因為

這個挑戰是難上加難的挑戰，面

臨的是人和知識份子的問題。提

到四校距離，他說，以後高鐵二十

五分鐘就到了，在未來根本不成問

題。

簽約典禮完成後，釋寬謙法師

代表楊英風藝術教育基金會致贈四

校「協力」雕塑，象徵四校大學系

統齊心協力、協調無間的精神，共

創台灣高等教育的新願景。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發展現狀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各項合

作已陸續展開，初期發展目標包括

七項：教師方面，相互承認教師資

格、合聘及交換教師、承認教師

跨校授課鐘點；課程方面，相互

承認學分、課程互開、互選、跨

校開課；學籍方面，聯合招生、

校際轉系、交換學生、跨校修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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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系、雙學位或直升博士、合辦

跨校研究所；資源共享方面，合

聘駐校藝術家、諮商中心教師、

學程教師、圖書及貴儀共享；學

生活動方面，聯合辦理論文競

賽、藝文活動；行政方面，共同

開發公文管理、統合校務行政系

統；研究發展方面，成立教育與

學術研究、技術轉移、育成中

心。

四校表示，該系統初步將成立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委員會」，下

轄教育發展部、研究發展部、以及

行政管理部，其中並包含了四校共

同研究中心。初期定案的是教育發

展中心、腦科學研究中心、奈米科

技研究中心、科技與社會研究中

心，善用各校既有特長，便於跨領

域組合，自然可提升國際競爭力。

中大校長劉兆漢表示，現在正

在規畫聯合招生的機制，希望明年

可以推動一部分；在研究所聯合招

生方面，台灣聯大系統提出的初步

構想，是由四校性質相近的研究所

採取聯招填志願方式。

交大校長張俊彥表示，台灣

聯大系統目前計畫聯合舉辦推甄

及申請入學的甄試，希望減少考

生奔波及報名費用，不用每一校

都報名，也不會有撞期被迫棄權

某校的情況發生；至於七月各校

統一舉行的聯合考試分發，他指

出，除非教育部鬆綁，否則台灣

聯大會遵照既有制度，和其他大

學校系一起分發，不會獨自招

生。四校的目標是讓學生花費最

少的經費、精力、時間，卻能選

擇最適合、最喜歡、最好的系所

來就讀，四校聯合的效益在加強

合作、整合資源，去除彼此的藩

籬，例如未來教授在四校開課，不

需要再進行各項繁複的審查作業，

學生也可選擇自己方便的地點修

課，學分承認完全不受影響。

教育部在今年初公布「規劃因

應高等教育發展專案報告」，規劃

以「整合」做為國內高等教育發展

主軸，專案計畫經費約廿七億元，

教育部計畫接受各大學申請整合計

畫的截止期間為今年八月。  上述

鼓勵大學整合計畫公布後，國內主

要的國立大學相繼宣布組成大學系

統，除了「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目前國內還有另兩大大學系統成

形，為台灣師大、中興、中正及台

北四所大學組成的「台灣綜合大學

系統」，以及由台灣大學、政治大

學、成功大學、中山大學組成的

「台灣大學系統」。近一個月內，

台灣主要的國立大學多已參加系

統，互相結盟爭取更多的教育資

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