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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旅程主要有三項目的： 

(1) 參加日本發育生物學會在筑波市所舉辦之年會。 

(2) 參訪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海洋研究開發機構（Japan Agency for 

Marine-Ear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AMSTEC ）。 

(3) 與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物質.材料研究機構（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terials 

Science, NIMS）在駐日代表處簽訂合作協議。 

 

六月三日從東京搭乘筑波快捷（Tsukuba Express）在 50 分鐘行程中迅速遠

離東京都會繁雜的環境到了一個充滿現代建設，由政府強力主導規劃的城市筑波

市。從車站到國際會議中心約 10 分鐘路程，見到在行人到上的精心導航設施，

可採 短行走距離毫無障礙地到達目的地國際會議中心。 

在發育生物學會會場，除一系列演講外，即是參觀研究成果的海報展，由於

本年度我所指導的博士生廖孟琳僅報名海報展示其 新研究成果。因此，不免俗

地找到學生與海報照一張合照，以留作紀念。當然對學生而言，也算是一項鼓勵

與肯定。 

 



此次行程 重要的任務即是率團訪問日本 重要的海洋科學研究機構

JAMSTEC。由於目前 JAMSTEC 的理事長平朝彥（Dr. Asahiko Taira）是國科會

前副主委陳正宏教授在美國留學時的同窗，有這番情誼加上國研院精心安排，使

得順利進行參訪。在駐日代表處洪組長協助支援下，從東京出發到達橫須賀港

JAMSTEC 總部。台灣此行除國研院羅清華院長，陳正宏前副主委、國研院海科

中心林慧玲主任及吳騏組長外，加上中研院郭本垣研究員與 JAMSTEC 洽談合作

計畫。由於日方 JAMSTEC 提到所屬地球號海研船將於今年下半年從印度洋返航，

途中可以經過台灣西南海域，協助探勘可能蘊藏在海底的甲烷冰。詳細可能的合

作計畫內容，將由科技部自然科學司的海洋學門與國家能源計畫相關計畫主持人

共同進一步與日方 JAMSTEC 洽商。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JAMSTEC研究團隊中有一位台裔日籍專家許正憲博士，

許博士負責地球深層探查中心工作，其中利用地球號之國際僅有獨特的深海探勘

技術，正式許博士之強項，連 JAMSTEC 平理事長也是萬分肯定許博士之貢獻，

並擺明不希望台灣方便有任何挖角之”非分之想”。不過藉由此次友善之參訪，未

來各項可能的合作均可以談，不論人才培訓、任務導向合作、海研船管理經營之

交流等，日方均主動提出協助。 

本次參訪同時有機會登上 Yokosuka 研究船，並瞭解深海探勘船 Shinka 6500

之運作。對於我方海科中心操控 Remotely Operated Vehicle (ROV)之所需技術人

才培訓 JAMSTEC 亦樂於協助幫忙。 



 

 

因此在 JAMSTEC 晚宴結束前，本人謹代表台灣一行人除感謝日方熱忱接待

外，特別期望未來台日雙方之海洋研究可長可久，友誼永存。 

在第三天行程主要是拜訪駐日代表處沈斯淳大使，及與國立研究開發法人物

質.材料研究機構（NIMS）簽訂學術合作協議。 

駐日代表處位於東京都內外交使館雲集之處-白金台。沈大使在會談中特別

強調駐外單位多項工作，其中台日之間敏感的海洋問題釣魚台外，在雙邊簽訂漁

業協議後，相對問題已單純許多。此外，即是災害防救措施，沈大使很有危機意

識，深知日本關東地區可能面臨未來的大地震或火山爆發，因此，已未雨綢繆嘗

試規劃研究駐外使館的替代地點。 

與沈大使會談一小時後，日方NIMS訪客已到達，在簡單隆重的簽約儀式後，

雙方有共識，除人員交流互訪外， 重要的事是共同研究計畫。因此，NIMS 與

臺灣大學及國研院儀科中心已經研擬雙方互利之研究計畫構想，將於簽約後，由

科技部協助審議，共同支持相關研究。 



 

此行學術參訪得以順利完成，須再次感謝陳前副主委、國研院羅院長及科技

部科教國合司同仁共同協助。當然，在東京方面駐日代表處之交通安排及熱情款

待，亦須再次感謝沈大使及我們科技組洪組長及同仁之幫忙。期許台日雙方不論

海洋科技或是材料科學研究得以互利永續。 

 

具體建議： 

1、科技部與日本多項學術研究機構建立良好互動關係，惟涉及實質合作內容，

仍需借重穩固之人脈聯繫，才能具體落實。建議鼓勵邀請相關與雙方友好的

關鍵學者、專家協助科技合作之推動。 

2、日本海洋研究能量佔世界重要之地位，不論在專業技術、人才培訓、法規建

立等方面均值得我們參考學習並積極促成合作。 

3、日本正式外交之突破不易，藉由科技領域之客觀，無政治立場特性。台灣應

可藉由科技之交流互動，達到實質外交之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