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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學術峰會期間將有來自全球各地的各知名高校的教育專家以及各國政

府教育部門代表出席會議，將一同建設學術最基本的角色，即世界級的學院增

加人們對共同認知的推進和為未來全球知識經濟的發展注入動力。本人代表國

立中正大學參加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舉辦 2013年世界學術峰會，藉由本次活

動了解各國大學的運作模式及提昇本校國際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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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世界學術峰會期間將有來自全球各地的各知名高校的教育專家以及各國政

府教育部門代表出席會議，將一同建設學術最基本的角色，即世界級的學院增

加人們對共同認知的推進和為未來全球知識經濟的發展注入動力。各國攜起手

來一同面對當今世界當務之急的問題，培養全世界人民的跨文化認知、分享和

定義最佳的調查研究方式，並推行商業化的理念和確保學術活動在現實生活中

的影響，共同帶來最佳的學術理念，方能培育能夠勝任不確定未來的人才。本

人代表國立中正大學參加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舉辦 2013年世界學術峰會，藉

由本次活動了解各國大學的運作模式及提昇本校國際知名度。 

此外，2013世界學術峰會亦為世界學術界中重要的會議，會上包含一項重

要事件：2013-2014年世界大學排名評選活動。這將帶給我們專有的深化的大師

課程，去了解評測和排名的方法論，和從排名資料的深處發現最關鍵的戰略性

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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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觀訪問過程 

  行程安排 

日期/星期 參訪學校/行程安排 

10/01 

啟程：小港機場香港新加坡 

參訪新加坡科技研究局 (The 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A*STAR)  

10/02 參加 2013年世界學術峰會 

10/03 參加 2013年世界學術峰會 

10/04 參加 2013年世界學術峰會 

10/05 回程：新加坡香港桃園機場 

 

2013年世界學術峰會將於 10月 2—4日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舉行。會議

將進一步探討大學與企業的合作關係。 

此次高峰會由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聯合舉辦，

來自全球 30多個國家的知名高校校長、行業領頭人、各國政府教育部門代表匯

聚一堂，共同探討世界一流大學在推動知識經濟和增進全球共同認知方面起到

的重要作用。諾貝爾基金會前主席、英國帝國理工學院校長、韓國首爾國立大

學校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校長、香港科技大學校長，以及《泰晤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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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SGL集團、英國外交和聯邦事務部、《自然》雜誌等各界代表圍繞相關主

題發表了演講。 

相關議程如下： 

  

武漢大學李曉紅校長作為中國大陸高校代表，以《全球化：武漢大學之夢》

為題發表演講，介紹了近年來武漢大學在國際化的人才培養、合作辦學、科研

合作等方面的舉措與成就，尤其是“崑山-杜克大學”的創辦，開啟新型國際合

作辦學模式；與國際知名大學及科研院所搭建高水平國際科研合作平台，聯合

申請國際科研項目等內容。他指出，成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是武漢大學的

使命。要在管理、國際化和教育等方面把武大建設成世界一流大學；發展 3至 5

個世界領先水平的學科；到 2020年，17個學科的 ESI排名列入世界前 1%；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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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超過 7000名留學生。另外，諾貝爾得主生化學家 Sir Paul Nurse就 ” Science 

Needs Inspiration, Not Top-Down Allocation”發表演說，如果科學領袖們想就特

定的研究方向鼓勵發展，應該要不通過環形圍欄或微觀管理 (ring-fencing or 

micromanagement)，而是以“教育和鼓舞人心”的方式推動，這是更有效的開展

教育和研究人員的靈感的過程，使人們更積極往這方向工作。此兩場演講內容

特別發人省思，令筆者對於未來政策的制定有個大概的方向及概念。會議期間，

筆者得與泰晤士報與路透通訊社世界大學排名 (Times and Reuter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負責高層人士會談，了解現行大學排名系

統與操作機制，此排名對於大學的形象推廣、國際合作對象的行銷及招生上有

著深遠的重要性，希望透過了解其機制後及評選標準，找出適合本校及本中心

在邁向世界頂尖大學及頂尖中心上的立足點。 

此外，筆者還參訪南洋理工大學及新加坡科技研究局，並共同探討未來交

換學生或設立雙聯學位的可能性。南洋理工大學是新加坡政府建立的頂尖大學

之一，前身是 1981年成立的南洋理工學院，最早的歷史可遠溯至 1955年的南

洋大學。南洋大學是當時福建會館主席陳六使捐地興學，於 1955年南洋大學開

設先修班，1956年 3月正式開課，初期僅設立文、理學院和商學院。於 1964年

該校首次獲得政府的財政支持，至 1980年，南洋大學和新加坡大學合併，成立

新加坡國立大學。之後 1981年，新加坡政府在南洋大學校址成立南洋理工學院，

1985年被英聯邦工程理事會評為世界上最傑出的工程學院之一。1987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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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與商業學院，1988年，成立應用科學學院。1991年南洋理工學院進行重組，

將國立教育學院納入旗下，更名為南洋理工大學。 

五十多年內，南洋理工大學從工程為主的理工大學迅發展成多學科的科研

密集型大學，不儘在科學與工程領域享譽國際，且與全球重點學府建立合作聯

繫，以現代化的教育設施和高品質的教學研究水準吸引著各國學子。內部組織

中，商、工、文、理四大學院下設 12所學院，並擁有國立教育學院, 拉惹勒南

國際研究院及新加坡地球觀測與研究所三個自主機構，現有大學生 21,700名及

9,400名研究生，來自來自世界各地 50多個國家 2700名教職及科研人員。另與

全球重點學府與機構建立合作聯繫，積極推動學術、研究及文化交流項目，足

跡遍佈美國、中國、印度、日本和歐洲等地 (如麻省理工大學、史丹佛大學、早

稻田大學、東京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印度理工學院、康乃爾大學等)。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 (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A*STAR ) 

為新加坡貿工部下屬的自治研究機構。前身為新加坡科學技術局，成立於 1991

年。成立目標是促進新加坡科研和人才的整合，以協助新加坡向知識型經濟體

轉型和邁進。研究局下屬生物醫藥研究、科學工程研究兩大理事會，各自統合

若干下屬研究所，開展相關方面的科學研究。局還直轄交叉學科整合理事會、

研究生學院、科技拓展私人有限公司，以及企業公共事務服務部門，以達到各

個研究所的資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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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2013年世界學術峰會於10月2—4日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舉行，會中邀請

多位知名國際講者進行專題演講且來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大學代表針對大學排名

進行及企業合作方案等進行討論。會中多位學者提到產學合作是大學與企業建

立的一種合作模式。在這種模式下，雙方注重資源和資訊共用，一方面，企業

為大學注入科研資金，將産品研發、科技創新與大學的科研相結合，以增強企

業的市場競爭力；另一方面，大學利用企業的資金可以緩解科研資金不足等問

題，提升辦學品質。因此，這種模式日益受到企業和大學的青睞。 

除了世界學術峰會，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前天上午也舉行第30屆的世界文

化理事會頒獎禮 (World Cultural Council Awards)。這也是該頒獎禮首次在新加

坡舉行。世界文化理事會每年都會頒發兩個獎項，分別表揚在科學及藝術領域

有傑出貢獻的人。今年獲頒愛因斯坦世界科學獎的是英國生物化學家納斯爵士 

(Sir Paul Nurse)，他也曾在2001年獲頒諾貝爾醫學獎。獲頒達芬奇世界藝術獎的

是芬蘭裝置藝術家格朗蘭德 (Tommi Gronlund) 和尼蘇寧 (Petteri Nisunen)。世

界文化理事會頒獎人是新加坡律政部兼教育部高級政務部長英蘭妮，她在致詞

時，強調人才培育的重要。除了頒發世界級的獎項，世界文化理事會今年也特

別肯定五名新加坡研究人員的貢獻，  

許多世界頂尖的公司如谷歌、勞斯萊斯及寶馬集團等，都在新加坡設立研

究所進行研發。由此可見，新加坡是借助科技研究發展，在短時間內轉型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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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知名研究國家的最佳例子。新加坡政府對研究與創新發展的支持依舊不減，

從2011年至2015年撥出161億元推動本地的研究、創新和企業經營專案，比之前

的投資額增加近20％，使得新加坡成為目前全球最致力於研究與企業發展的國

家之一。新加坡大學在世界排名上不斷攀升，也是世界學術峰會選擇在新加坡

舉辦的原因。 

藉由此活動，讓各學府和領域人才進行學術交流，因為在未來的世界，競

爭與合作同樣重要。目前，新加坡努力成為世界高等教育的發展中心，集合了

多元文化與高素質的人才。三天的峰會吸引來自32個國家的200多名政府、企業、

高等教育與研究領域的領袖齊聚一堂，探討的課題包括企業對研究工作的支援，

以及培養能適應多變未來的科研領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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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經費絕大部分來自政府。更由於新加坡、地理位處港

灣，貨運昌盛、商業繁榮，經濟富裕，再加上大學數目少，新加坡僅3所大學，

政府補助學校的經費充裕，學校資源相當豐富，能聘請大師級教師從事教學與

研究，是大學經營成功原因之一。反觀國內廣設大學，在資源分散下，學校沒

有足夠資源提昇軟硬體設施，影響大學生受教的品質。國立大學想增加國際競

爭力，必須具備很大的彈性以及自主性，目前國立大學之人事、會計制度採用

政府組織之章程，缺乏彈性及成本觀念，競爭力有限。相關建議如下： 

(1) 必須要擺脫教育部的束縛，在人事、財務等方面自行根據學校發展需要而自

主運作，方能有效提昇大學國際競爭力。 

(2) 學校教學以英語教學，提昇國際學生就學誘因，在學生交流方面真正走向國

際化的經營。最近世界知名大學以及頂尖的研究所連繫，學術及文化交流上面，

也包括國際上的頂尖大學，比如說麻省理工學院．史丹佛大學等，有跨國的修

業課程。海外學生給校園注入豐富的多元文化和國際氣息，更可提升國際競爭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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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大會議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