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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高分子學門海外參訪團心得報告 

2005/1/23 ~ 2005/2/3 

 

一、參訪經過 

2005 年高分子學門海外參訪團共計六人，學門召集人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

張豐志教授、淡江大學化學系陳幹男教授、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馬振基教授、台

灣科技大學高分子工程系葉正濤教授及長庚大學機械系劉士榮教授。參訪團一行

人於 1 月 23 日上午搭乘長榮班機由台北中正機場飛往香港，在香港稍做轉機後

即直飛北京首都國際機場，到達時間約當地下午 4 點，隨即進駐北京友誼賓館，

並於晚間與大陸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北京大學及清華大學相關學者等共進晚

餐，彼此交流與交換研究心得。 

第二天（1 月 24 日）上午一早，即趨車前往中國科學院化學所，由韓志超

所長所領導之研究群進行簡報研究交流，我方則由張豐志教授負責說明台灣在高

分子方面之研究，與經過一番討論後，亦參觀中科院之各項研究設備。 

在參觀完中科院化學所後，參訪團即於當天下午，馬不停蹄的趕往清華大學

化學系參訪，並由高分子研究所副所長郭寶華教授與化學系系主任邱勇教授共同

主持歡迎儀式與交流研討會，後並參觀該化學系於近二年所興建之新大樓及其內

之研究設備。在結束參訪化學系後，參訪團並於清華大學校內歷史悠久之工字樓

與清華大學教授共進晚餐與交流之後返回友誼賓館。 

1 月 25 日上午，參訪團一行人轉往北京大學化學與分子工程學院，與該院

學者互相交換研究心得，並由該院副院長李子臣教授負責接待與簡報，該院參與

討論學者包括等，參訪團並同時參觀該院之重要設備，同時亦以步行方式參觀著

名之北京大學校園，北大歷史悠久，所有建築物均為傳統中國宮廷式建築，雖然

當時氣溫為零下 5 度，然而走在此一歷史悠久之著名校園，亦讓人感嘆其宏偉。 

之後參訪團並於當日傍晚搭乘中國南方航空前往長春，抵達長春時，氣溫為

零下 18 度，因時間已晚，參訪團隨即進駐長春市長白山賓館。1 月 26 日一早，

參訪團即出發前往中國科學院長春應化所參訪，並由該所王利祥所長負責主持交

流座談會，長春應化所之研究較著重於高分子之應用性研究，包括在光電之應

用，該所並實際擁有加工設備，可將各種合成的高分子如 PLA，直接加工成產

品(骨釘等)。長春應化所之地基規模極大，且其研究之應用性令人印象深刻。 

1 月 26 日下午，參訪團隨即訪問吉林大學，該校周其鳳校長因臨時有會，



改由化學所主任負責接待與主持座談會，會中除在研究方面的交流外，對於各校

對大生之學生輔導，亦多有經驗交換，該校周校長亦於晚餐後趕到，為的就是要

與本次之參訪團見面，其用心真可見一般。 

隔日一早，參訪團搭上中國南方航空之班機，從長春前往上海浦東，並由

華東理工大學化工學院辛忠所長等教授與張豐志教授共同主持座談會並參訪該

院新建之研究大樓，該大樓之規模令人印象深刻，除了各教授之研究室外，亦設

有研究生之辦公室區，此外各實驗室之規劃與設備，亦令人耳目一新。 

繼參訪華東理工大學外，參訪團一行人於隔日(1 月 28 日)上午赴中國歷史

最久的學校之一 － 復旦大學高分子科學系參訪，而當天下午，參訪團則是馬不

停蹄趨車前往上海交通大學工學院參訪，由該系王新靈主任負責接待與解說，同

時亦與該校印杰副校長及其他多位教授有個極佳的交流機會。 

經過連續數日之緊湊行程，終於在上海有稍休息的機會，由於 1 月 29 日適

逢週六，因此參訪團亦藉機在當地處理部分事務，並參觀上海當地之台商工廠。

1 月 30 日上午並赴上海豫園名勝稍做參觀，接著於該日下午搭乘全日本航空班

機由上海浦東機場直飛日本東京成田機場。到達東京市華盛頓飯店後，由國科會

駐日技術組葉清發組長，熱情晚宴款待，實在不勝感激。 

隔日(1 月 30 日)即前往位於本鄉的東京大學總校區，參訪該校化學與生物

系之相田卓三教授及野崎教授之研究與實驗室，東京大學為日本首屈一指之大

學，其經費之充裕令人印象深刻，而相田教授之研究成果亦曾多次發表於國際著

名期刊 Nature 與 Science，其研究之成果堪稱世界一流。參訪完東京大學後，由

於部分成員仍第一次到日本，因此參訪團一行人由駐日代表處安排，走訪東京市

內之二國相撲競技館及淺草觀音寺等名勝。 

2 月 1 日早上，參訪團一行人自東京品川車站搭乘新幹線前往京都，新幹線

之搭乘極為舒適與快速，約二個半小時候即抵達京都車站。京都大學之澤本教授

亦派助手帶領參訪團前往郊區之京都大學工學院新校區，並舉行座談會，座談會

由澤本教授主持，參加者還包括增田、中條及小林教授等，座談會後亦參觀各實

驗室，京都大學亦為日本頂尖學校之一，曾先後產生五位諾貝爾得主，其研究設

備之規模亦讓人耳目一新；在結束京都大學之參訪與交流後，參訪團亦順道走訪

京都近郊之金閣寺與奈良，以慰此行之辛勞。 

最後，高分子參訪團於 2 月 3 日上午由大阪關西機場搭乘長榮班機，於下

午三點返抵國門，結束此趟成果豐碩之海外參訪。 

 

二、參訪心得 



1. 中國大陸近年來在高分子方面之投入研究資金與設備有長足的進步，而在研

究成果方面亦有卓越的成長，實在值得台灣在高分子研究的警惕與借鏡。 

2. 中國大陸除基礎研究外，亦同時鼓勵學校教師從事產業方面之研究，且亦可

將研究成果商品化，教師亦可因此而受益，提供從事應用性研究之誘因，此

種制度或可提供台灣學界鼓勵產學合作研究的一個參考。 

3. 整體而言，中國大陸的研究資源似不若台灣充裕，然而由於資源只集中於少

數重點如北大、清華、交大、復旦等，因而使得這些學校之研究突飛猛進，

相對之下，台灣往往平均資源，預期不久的將來，大陸的許多學校將超越台

灣最好的學校。 

4. 中國大陸近年來進步神速之主因乃因採取績效薪資制，各系針對各老師之表

現訂定薪資並逐年檢討，極類似美國系統，相對上台灣卻一成不變，中國大

陸之薪資系統或可提供台灣參考。 

5. 日本雖然過去十餘年來的經濟不景氣，然而在研究方面的投入卻不遺餘力，

以東京大學與京都大學為例，其研究經費均為台灣學校的數倍至數十倍，也

因而得到以培養諾貝爾獎級的學者，台灣似乎應在研究設備與經費方面更加

投入，以利研究成果與聲望得以走入全世界。 

 

三、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各校及相關系所資料包括北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科學院化工所、長春應

化所、吉林大學、華東理工大學、復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及日本東京大學及京

都大學等資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