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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講座教授諮詢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0 分 

貳、地點：圖書與會展館 4 樓國際會議廳第 2 會議室 

參、主席：戴昌賢校長                                紀錄：葉結實 

肆、出列席人員：吳講座教授清基、廖講座教授一久、周講座教授昌弘、

鄒講座教授箎生、陳講座教授景容、蕭講座教授錫延、余講座

教授幸司、施講座教授宗雄、陳學術副校長瑞仁、段行政副校

長兆麟、羅教育副校長希哲、葉主任秘書桂君、馬教務長上閔、

王學務長耀男、張總務長金龍、陳研發長又嘉、李國際長柏旻、

推廣教育處彭處長克仲、職涯發展處蔡處長展維、陳院長福旗、

李院長英杰（謝副院長季吟代理）、石院長儒居、梁院長茲程、

陳院長石柱、趙館長善如、廖中心主任世義、林主任忠孝、     

沈主任艶雪 

伍、主席報告：如簡報。 

陸、意見交流： 

一、 吳清基講座教授： 

（一） 雖然我不是農業科技專家，但是我與屏科大有很深的淵源，25 年前

（民國 83 年）本人在技職教育司司長時，看到屏科大從農專到技術

學院再到科技大學，我一直非常關心，而屏科大的表現，在今天國

際熱帶農業能夠成為頂尖的佼佼者，這是大家共同努力。校長的簡

報非常有前瞻，而且對學校這幾年來快速成長，在此表達最高的敬

意。對學校所提出要專業化、國際化、全人化的辦學理念，我完全

支持，20 年前我就提到，技職教育不只在培養有技術的人員，而是

要具有人文氣息、藝術氣息、通識理念內涵的技術人員，也就是所

謂的具備全人化的技職科技人才，其附加價值才會更高。屏科大辦

學績效卓越，每年畢業典禮，都有很多外國的外交部長或教育部長

蒞校觀禮，這也是國內最多外國貴賓參加畢業典禮的學校，大家要

引以為傲。 

（二） 我非常敬佩學校培養學生創新、數位、跨域等現代能力的作法，如

2011 年之後，所謂工業 4.0 所帶來對國際高教人才培訓的挑戰，雖

然大家預估 AI 機器人會大量取代人類，讓人類失業，但是到目前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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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明顯顯現出來，包括德國也只有 25%在用機器人，然而未來是不

是會往這方向走？尚未知，但企業界用人已趨向需有跨領域、雙學

位及雙證照的人才，也就是說過去除了 T 型人才，只需要一種專長

就可以滿足配備需求，現在π型人才，需有無限大的能力，因此非

常贊成及肯定學校強調培養跨域人才。 

（三） 校長談到對於 5+2 政府產業，我覺得屏科大有相當條件可以去談，

如物聯網、生物醫學、綠能科技、智慧機械及國防產業五種，加上

新農業、循環經濟兩種，在校長的簡報中，新農業與循環經濟、綠

能科技本來就是我們的專業，生物醫學也與高醫合作，智慧機械本

校也有工科機械方面的專業，物聯網也是再再強調的，因此本校有

足夠條件來配合政府 5+2 產業，去培訓跨域人才。 

（四） 產業 4.0，工業 4.0，於 2011 之後成為國際席捲世界的風潮，台灣於

2015後提出生產力 4.0，除了工業 4.0外，還有農業 4.0及服務業 4.0。

今天我們看到很多農業產銷供需失衡，造成農民的苦，農業 4.0 就是

要運用 AI、區塊鏈去控制產銷，避免讓農民損失。以高麗菜為例，

前陣子一顆 200 塊，這兩天一顆 10 塊錢，這就是產銷沒有控管好。

如果屏科大能夠和農委會、農業處合作，協助各區的農會培養以 AI

控制產銷的人員，估算每年台灣的內銷及外銷產量後，再栽培適當

的種苗數量，將產量控制好，就不會有血本無歸的問題。台灣農業

做得最好的應該是本校，屏科大應扮演農業領頭羊的角色。 

（五） 未來規劃台科大、屏科大及雲科大三校整合，我們在政策上應該是

樂見其成，也希望 1+1+1 大於 3。我目前也是台灣大學系統的委員，

台灣大學系統只有台灣大學、台灣科大、台灣師大，三校發揮很多

跨校的整合功能。台科大、屏科大、雲科大分三個地區，不可能併

在一個學校，各校還是維持原來校區，然後各自發展特色，資源彼

此分享，可能會更加有利，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整合，能讓教育部投

入更多的資源給三校，讓三校變得更好。基本上我認為今天學校的

走向，在挑戰農業 4.0 方向是正確的，在跨域人才方面，加強通識教

育，加強創新啟發教育，終身學習教育，這些都是值得鼓勵的。 

 

二、 周昌弘講座教授 

（一）我 2006 年離開學校，雖然已經 13 年，但還是天天懷念屏科大，剛

才吳前部長及校長的一席話，我完全認同。我多次向戴校長提及我

對屏科大的期許，在這過程當中也感覺到學校一直在進步，深感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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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每次見到屏科大的消息，都會睜大眼睛、洗耳恭聽。在台中時

有幸看到新唐人電視台，常常讚譽屏科大的農業，尤其是有機農業，

很多的有機農業發展，本校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20 年前我就開

始推動有機農業的耕種，非常高興現在農學院已經有很大的成長。 

（二）我也看到野生動物保育中心的台灣黑熊節目，在全世界都有播出。

黑熊媽媽黃美秀副教授，是在我任內時遴聘進來的，依照教師應徵

程序應該要由校長親自面談，當時她尚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做研究

不能離開，需等一、二個月才能回國，當時我直接以電話採線上

Interview，詢問她很多問題，她都答得非常好，所以破例錄用，她對

台灣黑熊保育上的研究做得相當的成功。我一直惦念著學校發展，

就是要成為世界一流的保育大學，保育就是永續發展最重要的工作，

在我任內時，有機農業、動物保育、土壤保育、植物保育、水土保

持、幼兒保育等六大保育相關系所，如果這六個保育能發揮出特色

的話，我想世界一流大學沒有一所比我們更有潛力，所以在人才延

攬、人才培育以及與國際交流，國際化、專業化、全人化這都非常

重要。校長前面所提要達到六項重要發展，是非常好的重點方向。 

（三）因為我們人才不足，要跟台大或是台科大比，有很多方面沒辦法追

上，但我們以發展保育為宗旨，以永續為理念，以 300 公頃的校園

為基礎，在農業方面，大力推動發展有機農業，提供安全可靠的有

機食品，造福全台灣人民；在工業方面，校長是車輛工程系的教授，

本身就發展電動及綠能的研究，我們也已研發出電動車，這與保育

亦有關係；在獸醫方面，現已成立獸醫學院，但我們只有 30 位教師，

實在還太少，其他國外大學的獸醫學院將近百位教師，因此我們人

數仍然不足。我當時希望能提高獸醫的能見度跟研究能力，規劃成

立靈長類動物研究中心，可惜沒成功。動物及保育研究，是我們的

強項，動物研究中心的成立，不但可提升我們的研究能量，尤其流

行病及 SARS 等都可以將我們的生物醫學科技往往世界一流邁進，

因此我們絕對不要放棄，繼續積極爭取，因為沒有醫學院，很難成

為世界一流大學。台灣大學目前尚未進入世界百大，所以成為世界

一流大學，是很重要的，我們雖然是科技大學不是普通大學，但科

技大學仍有機會進入一流大學，如香港科技大學、MIT、CIT及 GIT

都是一流的大學，我非常非常期望屏科大能夠發展成為一流科技大

學。 

（四）剛才也提到三校整併，我覺得要整合，但不要整併。我們已發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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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最好的一流科技大學，在世界能見度高，整併變成台灣科技大

學，屏科大就沒名氣了。我非常贊同三校整合或合作，但是不要失

去我們自己的特色，而我們的特色是在永續，所以校園也要永續。 

（五）我們進入百大最重要目的就是，讓我們招收更好的學生，聘請到更

好的老師，在我任內時，極力推動開拓科大路，很高興已完工。交

通便捷很重要，如果科大路再精進，一下交流道就可以馬上進到科

大路，讓交通更快速、便捷，南部或中部優秀學生就讀方便，學校

自然就會成長。世界有名的大學，如 UC、San Diego 我的母校 Santa 

Barbara 大學等，都是在加州十個校區中非常具有特色的學校。我在

California 念書的時候，從加州 101 公路，直接進入 Goleta，延著高

速公路直達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交通非常方變，

在楊院士祖佑校長帶領下，10 年之間將學校提升為世界排名 28 名的

大學，真的不簡單。 

（六）我非常肯定及感謝戴校長的努力，這些努力有目共睹，且非常欣慰

在座很多主管都是我當年提拔的教師。有一流的校長、一流的老師

及人才，當然就會有一流的學校，雖然屏科大沒能招收到一流的學

生，但學生聰明才智差不多，除了愛因斯坦這些人以外，聰明沒有

特別的高低，大多都靠努力勤勞才能成為一流，只要我們一流老師

好好的用心指導，學生也會變一流的。非常感謝我們母校老師們的

認真努力，還有服務團隊、行政人員一起的努力，要達成一流的科

技大學指日可待。 

 

三、 廖一久講座教授 

（一）很高興每一次來都看到屏科大有很大的進步，因此可以讓戴校長很

豪邁、有信心的說「世界屏科」，非常不簡單。另外也很高興，戴校

長聘請醫療方面的專家余幸司講座教授以及生物科技方面的泰斗施

宗雄講座教授。周昌弘校長提到要成為一流的大學，要有一流的老

師，我想也應該要有一流的講座教授。 

（二）我在很多場合，只要能夠幫忙屏科大，本人一定盡力。教育部有一

項與丹麥合作計畫，以提升台灣的養豬科學，並協助台灣的養豬產

業，審查委員會每位委員均支持屏科大，相信屏科大已獲得此計畫

補助。在農業方面屏科大是最好的，我們都引以為傲。 

（三）每一次開會我都要看看是否有過去認識的人，我認識的人不多，鄭

達智老師是貴校畢業後，到水產試驗所鹿港分所服務，當時在水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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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工作認真，我非常喜歡屏科大的畢業生，非常努力踏實，之後鄭

老師出國進修，現在已成為屏科大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系主任，

非常高興有此成就。屏科大今天要慶祝創校 95 週年，歷史悠久，非

常不簡單，祝校運昌隆，預祝在 100 週年的時候更進一步。 

 

四、 鄒箎生講座教授 

（一）假使我們認為，20 世紀後是產業的第二次革命，而台灣是在革命過

程中的佼佼者，且不可否認，台灣在那次革命的過程，屏科大扮演

非常重要的角色。很多產業界的人認為，那一次產業真正能成功，

台北工專、高雄工專、屏東農專三個學校，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現在我們所面臨的是另外一次大革命，我相信聽完今天校長的簡報，

屏科大在下一波台灣的產業改革絕不會缺席。在下一波產業改革，

我們追求的，一是創新，由所謂效率導向的社會，變成創新導向，

而創新的基礎就是跨域整合，把兩個舊的東西放在一起產生一個新

的東西，剛剛校長的報告，把跨域整合視為非常重要的目標，甚至

視為屏科大重要的文化，我絕對支持。二是跨領域，從所謂的製造

業的技術推動，轉變成需求導向。技術推動是老師們在學校能夠教

授的，但是到需求導向時，產學合作變成關鍵，只有產業才真正知

道他們需求是什麼？而老師是幫忙產業解決問題。我一直在想這樣

的轉變，它的機制是什麼？我很同意屏科大的做法，實際上我們的

產業創造，就是電子概念，他把不同的領域結合起來，針對一個產

業的需求去解決它，在這方面我見過好幾個領域需求，個人覺得屏

科大是做的最扎實的一個學校。 

（二）不可否認，21 世紀是資訊社會的開始，資訊技術的保母，在農業方

面，就是智慧農業，學農的都知道，根據遺傳學我們發展菌種，依

據根原我們發展在地菌種，20 世紀的後段時期，可說因為生物技術

的應用，對於育種的方式做了非常大的改變；但是現在進入到智慧

農業，是栽培技術大幅度改變的時代，大數據的應用，會變成我們

的日常。校長報告中非常強調數位教學，追求的是價值觀的改變。

最近科技部頒布幾個法，就是為因應此需求。社會追求的價值是什

麼？一是安全，如剛剛提到的有機，食品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除了安全以外，還有健康以及方便，方便就是生活上所需求的價值，

再來是資源的永續利用，這都是社會追求的價值，針對這些社會需

求的價值，再設計我們學校訓練學生的方式，我個人非常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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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與屏科大的關係是來自於熱帶農業，當時熱帶農業在風潮時，市

場敎兩件事，一是人一定要出去，一是台灣學生英文很重要，溝通

的能力是現在 21 世紀學生一定要具備的技能。當時在熱帶農業暨國

際合作研究所時，是希望在校園有一批外國學生，今天看到了，外

國留學生留在台灣學校裡最多就是屏科大。我們要增加師資陣容，

比較有效的方法就是邀請有名的學者來幫忙，好幾個學校，靠著很

多經費，可以在短期內邀請很多著名的學者來，和學校幾位教師結

合，再把他們帶到世界的舞台及帶到整個社會上去。我非常認同屏

科大所建立的方向，非常契合 21 世紀我們所追求的價值及 21 世紀

我們農業的發展。 

（四）屏科大雖然有工學院、管理學院及人文社會科學院等，然整合的條

件不只是把幾個不同領域的人放在一起，假使他們沒有共同目的、

沒有共同運作的機制，這就是不整合，只是捆住。今天看了校長的

簡報，已經將這些問題考慮進去，就如同前面所言，相信 21 世紀當

台灣的農業轉型到另一層次時，屏科大不會缺席。 

 

五、 蕭錫延講座教授 

（一）聽了校長簡報，覺得非常敬佩，廖院士所言本人也有同感，每次來

看到屏科大欣欣向榮向前進，覺得非常好。校長提到希望屏科大能

夠盡量跟國際接軌，這點我非常認同。校長提到，跟國際接軌，就

是能夠提供平台，這平台有兩個方面，第一是硬體方面，屏科大的

條件實在太優越，這點在台灣很少學校能及；軟體方面，現在學校

也朝著聘請研究員的方向在努力，這方向很對。校長提到，學校要

朝進入世界大學排名努力，雖然排名不一定是絕對的事情，可是要

進入排名，在國際間才有能見度，這也是非常好的做法，本人很認

同。 

（二）與國際接軌方面，在此與各位分享一件事，在中東有個小國家叫巴

林，擁有石油資源，過去他們靠著石油資源，維持一定的富裕，當

資源開始枯竭，石油產量大量萎縮，幾年前又遇上阿拉伯之春運動，

在經濟上受傷嚴重，因此巴林現在希望除了石油資源外，還要另闢

其他資源，因此農業部門成立了水產養殖青年培訓計畫。這計畫分

兩部分，一是國內資訊部分，一是海外培訓部分，海外培訓選擇了

台灣，之所以選擇台灣是因為我們一直在該國有農技計畫，我有一

位學生孫國祥先生，長期在那裡經營，再加上台灣養殖在廖院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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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努力，國際名聲也很響亮，因此巴林的海外培訓練選擇與台灣合

作。目前在推動這培訓計畫的正是我的學生林鈺鴻教授，林教授也

因此將屏科大的名氣傳播至國際。校長所言，要與國際接軌，屏科

大條件完整及很好的硬體設備，雖然巴國派來培訓的人數不多，但

如果可以逐步推廣出去，這就是我們的驕傲。前幾天我和廖院士也

在該培訓班上課，我想這就是與國際接軌，我們有長程規劃及近程

的推動，這就是很好的基礎。 

 

六、 余幸司講座教授 

（一）記得三年前在屏科大的講座教授諮詢會議，校長提到工業 4.0，這次

除了 4.0 以外，又加上生命科學及與高醫合作的策略等等，其中有一

項很重要，就是健康機能食品執照，而在工業 4.0 再加上生命科學，

就是我們所講精準健康，它是用創意、想像力、跨領域的整合，來

對於健康疾病的預防，還有健康問題的解決，提供非常好的服務或

解決的方法策略。台灣的醫療是很發達，但過去是在下游端，國家

總預算是 2 兆 100 億，健保今年是 7100 億左右，所以用在下游的服

務醫療非常大，但這是沒有生產性。如果能將疾病推到健康，健康

就不用健保給付，我希望能在十年內健保可以減半，這對於高齡社

會，國家的發展性是非常重要的領域。 

（二）校長也提到高齡健康、中高齡健康的問題，用醫學的觀點來看，所

謂高齡者定義在 65 歲以上者，但不一定是如此。高齡者疾病與健康

之間，還有退化（包括發炎）過程的亞健康階段，在台灣的高齡者

最大的疾病是心血管，其次是肌少症和肌肉、骨骼、關節的問題，

大部分的肌少症是可以恢復，而我們常常聽到肌少症是纖維有問題，

容易跌倒等等。除了纖維問題外，肌少症對高齡者很重要的一環就

是咬嚼問題。現在的食物以年輕人為主，越來越硬，高齡者有多少

力量？要如何吞嚥這食物以及營養狀態如何？這部份以現在科技是

可以來研究，發展適合高齡者的食物。另外，因吞嚥的問題，會引

起吸入性肺炎，這非常嚴重，從食品營養、食品的製造及如何使高

齡者更健康，亦可研究。校長也提到智慧型，以智慧化 APP，完成

個人化營養、食品到健康，將它串聯起來，這是智慧型食品產業很

重要的一個改變。 

（三）有關中年健康問題，中年的健康不是從中年才開始，是從小孩子到

中年再到高齡，整個是串聯的。在台灣吃飯，小孩到高齡都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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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我從小就吃三高餐，到中年開始有糖尿病和血脂濃，再來就

會面臨心血管及洗腎問題。特別是最近小孩回國，有肥胖及睡不著

的問題，因為用 3C 產品再加上食物問題，這兩項加起來造成大家都

肥胖起來，肥胖和脂肪肝問題會是未來嚴重的趨勢。肝非酒精性病

變的問題，大概一是睡眠問題、二是食品問題，西方飲食大概比較

容易發生發炎，加上睡不好飲食西化及壓力大，就容易使人身體發

炎，肝臟也差不多是如此。我最近進行一項睡眠障礙研究，肝臟的

免疫細胞會發生睡眠障礙基因的變化，如果屏科大相關學系能和高

醫的肝膽科、代謝科及配合小兒內科，大家一起合作研究營養預防，

這會是另一個食品科學的發展，另外在肝臟肥胖方面，也是新的科

技、新的產業。 

（四）醫學界特別是醫療部門都很忙碌，要與醫學界談合作很困難，因此

屏科大或許可請獸醫系加入，先討論出自己的強項，整合出要解決

的問題及很具體的方案，再和高醫談，高醫可提供很多資源。高醫

目前大概有兩千多組大數據，從小孩、小港夜市空汙的地方、大同

夜市高齡地區等資料，屏科大要有具體的實品或一些成果，才比較

容易推動合作，也可再加入周邊一些研究機構，大家共同合作。另

外智慧化、跨領域，食品及科學及獸醫相關領域是屏科大的強項，

結合起來剛好補足高醫所欠缺的，高醫只有人的資料，獸醫系用動

物實驗得知一個方向，再以人的資料和人的疾病結合起來，未來也

可以做人體營養的人體實驗，將肥胖以及從兒童、中年到高齡的營

養都能串聯起來，這對台灣社會會有很大的幫助。 

 

七、 陳景容講座教授 

（一）我今年有半年的時間在巴黎，歐洲在公園美化方面，樹跟花種得非

常有規律，花圃種的花有紅的、黃的及各種顏色，看起來就很像映

像派的畫。屏科大老師有機會到外國去，也可以參考外國的樹跟花

種植方式。 

（二）感謝屏科大在藝文中心為我設立了美術館。今年在歐洲的羅馬尼亞

有舉行全歐洲的音樂節，在網路邀請畫家，並經過 20 位專家評定，

選上我去參加，在開幕典禮的時候，台灣國旗和他們的國旗並列在

一起，台灣代表感到不可思議，也很感動。這次展示的作品是我做

的馬賽克「瑪利亞與耶穌的祝福」，他們的宗教是信仰天主教，我在

致詞時說請聖母瑪利亞保佑羅馬尼亞、台灣及世界的和平，並將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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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很大的馬賽克圖以我們外交部和文化部的名義送給羅馬尼亞，大

家都感到非常高興。我也把我的作品送給梵蒂岡教宗，教宗在梵蒂

岡的廣場，下面約有五萬多人觀禮，親手為我祝福，並介紹我是從

台灣來的畫家陳景容，我們雖是一個小小的國家，大家能夠做一點

努力，就可讓世界看見。 

（三）屏科大校園廣大，如果能夠多建幾個美術館，很多畫家身邊有很多

圖畫，將來不曉得怎麼辦，就可捐給學校收藏，就像我的畫展在這

棟大樓裡一樣，太太也建議，如果還有空間，可以再送幾張畫來展

示。 

（四）我的專長與農業沒有關係，學校聘我當講座教授其實不敢當，聽校

長及各位講座教授報告在農業及健康有關係事務上努力，盡量把學

校的研究成果提升到國際上，個人覺得非常開心。我是位畫家，大

家如果有機會到台北國家音樂廳，一進大門可看到有一幅與牆壁一

樣大的壁畫，那是我的畫作。當年中正紀念堂在蓋時，蔣夫人當時

請教育部部長找到我協助畫壁畫。我現年 85 歲，也盡力在這領域努

力。 

 

八、 施宗雄講座教授 

（一）今天第一次參加這麼隆重且有意義的會議，感到非常高興，幾次來

學校，在校長領導及各位的努力下，這次校慶讓我非常震撼，曾參

加過很多學校包括我的母校中興大學 100 周年的校慶，都沒有這麼

的活躍及盛大，這也表示我們學校非常有朝氣。 

（二）以我的認知，有一些粗淺的建議供參考。每次看我們的農產品，大

量生產的時後就會造成崩盤，如高麗菜賣不出去時只能丟掉，實在

非常可惜，但在日本有一種非常有名的胃藥 CABAGIN，就是用高麗

菜製做的，也許在生物科技以及食品加工這方面如何跨領域，進一

步和高醫合作，相信可以解決這些問題，這也就是一種社區的服務。 

（三）要進入國際化，我覺得有兩個東西可以和學校結合，一是檸檬，檸

檬在台灣只有在嘉義以南才可以生長得很好，得天獨厚，但過去所

有的飲料都是用合成的檸檬酸所添加的，歐盟包括日本現在開始，

已規定飲料內不能加入合成的原料，必須使用天然原料，檸檬就是

一個非常好的材料來源，這方面可以馬上進入，讓產業能夠有感，

解決產業的問題，幫助產業進入國際市場。 

（四）另外，很多外國人都喜歡 Chocolate 巧克力，但是由於氣候變遷，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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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家巧克力產量在減少，而我們已慢慢開始在種植生產，這也可

以很快與產業結合，協助成為在地產業，然後每年參加 International 

Chocolate Awards 的比賽，只要去參加就可以馬上讓國際上看見我們

學校在這方面的努力，這也是能為在地產業做的社會服務與貢獻。 

（五）現在開始我們已經進入高齡化社會，走向大健康產業是一種趨勢，

就是預防勝於治療，屏科大已有疫苗試量產中心，雖然是用在動物

方面，但也是政府在生物科技領域的發展重點，可以多爭取。我跟

高醫有很深的淵源，高雄醫學院創辦人杜聰明先生是我姑伯，今天

很高興聽聞屏科大要與高醫合作。學校實驗室所研發的成果，要進

入到真正的量產，中間需有一個先導工程，我們可以向財團法人農

業科技研究院爭取於南部設置先導工程 Pilot project。因為我一直在

研究益生菌，農業科技研究院請我一起參與規劃在農業科學園區建

立一個所謂益生菌的先導工程。益生菌不僅用在人身上，如日本的

表飛鳴、WAKAMOTO 若元錠等等，都是屬於這一類，而且益生菌

也已用到動物的飼料添加物上，來取代過去的抗生素，加上現在農

業要減少使用農藥，就要靠微生物來發酵。農業科技研究因在竹南，

先導工程就設在那裡，學校已經有動物疫苗研究室及試量產中心，

是否能夠比照，在適當地方設先導工廠，將疫苗或其他加工銜接起

來，就可將很多研究技術推廣出去。 

柒、散會：同日下午 3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