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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落實馬英九總統於 2008 年第八屆就職演說中宣示之「正視現

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以及「以臺灣為主、對人民

有利」的兩岸政策，本部秉持一貫之「對等、尊嚴、互惠」原則，與

大陸開展雙邊交流。今(2015)年 8月在西安舉行之第三屆「海峽兩岸

科技論壇」，本部徐爵民部長受邀率團與會，期間並參訪中國科學院

西安分院、西安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及三星半導體工廠等機構，期望

透過論壇對於防災減災、食品安全等民生科技議題的討論，以及雙邊

高層互動等方式，達到增進彼此了解，提升國民生活福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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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海峽兩岸科技論壇」訪問報告 

壹、緣起與目的 

 

基於兩岸學術科技交流需求，本部於 1996 年 9 月「第 5 次全國

科技會議」研提成立兩岸交流學術社團，整合雙方科技交流相關作法

。1999 年 9 月 7 日行政院「科技會報」第 7 次會議，決議委由財團

法人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協助辦理兩岸科技交流事宜，爰自 2000

年起科技部兩岸學術科技交流工作，即以財團法人李國鼎基金會作為

交流協調窗口。 

為落實馬英九總統於 2008 年第八屆就職演說中宣示之「正視現

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以及「以臺灣為主、對人民

有利」兩岸政策，本部秉持「對等、尊嚴、互惠」原則，與大陸開展

交流。2009 年 2 月，大陸科技部派員來臺訪問，雙方達成定期就特

定議題召開兩岸科技論壇共識，之後本部委由財團法人李國鼎基金會

與大陸海峽兩岸科學技術交流中心，分別於 2011 年 1 月及 2013 年

11 月，在北京及臺北共同舉辦第一屆及第二屆「海峽兩岸科技論壇

」，雙方科技首長包括本部(前為國科會)李羅權、朱敬ㄧ主委及大陸

科技部部長萬鋼皆受邀與會致詞。 

今年本部徐爵民部長受邀率團出席，期望透過論壇對於防災減災

、食品安全及創新創業等民生科技議題的討論，以及雙邊高層互動等

方式，達到增進彼此了解，提升國民生活福祉目的。 

 

貳、主要行程 

一、第三屆「海峽兩岸科技論壇」 

(一)會議主題：「深化兩岸科技交流及加強科研成果應用」 

(二)出席人員：我方徐爵民部長、陸方部長萬鋼，以及兩岸學者共

2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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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論壇內容 

1、分論壇項目：防災、減災與環境保護 

(1)召集人： 

我方：陳宏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主任 

陸方：鄧小明，中國大陸科技部社會發展科技司副司長 

(2)議題重點：防災科技應用與落實、災害防治及環境保護，防

災減災新技術、新方法在災害防禦、應對和恢復重建中的應

用。 

2、分論壇項目：食品安全 

(1)召集人： 

我方：康照洲，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毒理學研究所教授 

陸方：田保國，大陸科技部社會發展司副司長 

(2)議題重點：食品分析技術、加工方法、檢測標準及原料追溯

技術，達到加強食品安全危害因素分析與溯源、強化檢測技

術標準及食品加工方法等。 

3、分論壇項目：科技計畫管理及大型設施管理與共享 

(1)召集人： 

我方：陳東陽，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講座教授兼副校長 

陸方：鄧天佐，中國大陸科技部資源與配置司副巡視員 

(2)議題重點：科研新計畫之形成過程、學術倫理、大型科研設

施管理，討論重點為如何建立大型設施共享機制，避免科技

資源重複投入等議題。        

4、分論壇項目：創新創業 

(1)召集人： 

我方：劉佳明，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服務中心主任 

陸方：楊躍承，中國大陸火炬高技術產業開發中心副主任 

(2)議題重點：討論支持年輕人創新創業、邀請年輕成功創業

家分享經驗，探討科學園區創新創業生態系統，討論重點

為如何打造優質環境，吸引具創意之創業者至園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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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年輕創業家分享經驗，討論如何導入創新思維。 

二、中國科學院西安分院 

(一)機構簡介：西安分院成立於 1954年 7月，前身為中國科學院

西北分院。主要研究學科領域為光電子學、光學與精密機械、

瞬態光學、空間光學技術、全球環境、第四紀地質、土壤學、

水土保持、旱地農業、農業水土工程、電子學。 

(二)參訪概況：此行主要係由大陸中國科學院院士安芷生進行接

待，由地球環境研究所黨委書記曹軍介紹該所概況，會後並參

訪該分院地表過程與化學風化實驗室、氣融膠與環境研究室、

穩定同位素生物地球化學實驗室、樹輪實驗室、硨磲實驗室、

岩心庫、加速器質譜儀中心等單位。 

(三)會晤人員：大陸中國科學院院士安芷生、地球環境研究所黨

委書記曹軍驥、副所長劉曉東、綜合辦公室主任康貿易、科技

外事處處長于學峰、副處長李力。 

三、西安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一)機構簡介：西安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簡稱西安高新區，於 1991

年 3月成立，是大陸首批設立的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之

一。2014 年營收首次突破萬億元人民幣，位居大陸 114 個國

家高新區第三位，區內企業總數超過 3 萬家，僅次於中關村，

主要產業為半導體、智慧終端機、生物醫藥、電腦軟體。 

 (二)參訪行程： 

1、西安高新區管理委員會：由西安高新區管理委員會副主任陳

輝等人負責接待，介紹該區主要功能為建立和發展高新技術

産業、深化改革和加快體制創新、實施中國大陸科技興貿戰

略和對外開放。主要職能為負責高新區的財政及資產管理、 

   、審批高新區內的企業及項目、園區內科技企業育成等。     

2、西安科技大市場：拜會西安科技大市場總監李一幔等人，了

解該單位主要定位在希望透過政府單位引導達到市場配置

、模式創新、政策支撐、服務集成、資訊共享化、服務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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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交易市場化、科技研發成果產業化等功能。 

3、三星電子：西安高新區之三星半導體工廠，主要生產最新型

的 10奈米級「V-NAND」 快閃記憶體晶片，是中國大陸改

革開放以來引進的單筆投資額最大的外商投資專案，同時也

是韓國對外最大投資項目。 

(三)會晤人員：西安高新區管理委員會副主任陳輝、副主任邢欣

、副巡視員李亞紅、投資促進一局副局長周峰、西安科技大

市場普洛斯總監李一幔等人。 

參、重要會談紀要 

一、論壇前見面談話： 

(一)出席人員： 

我方：科技部徐爵民部長、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鄭崇華董事

長、科技部自然司陳于高司長、工程司馮展華司長、前瞻

司陳宗權司長、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萬其超秘書長、大

陸委員會文教處黃淑蓉副處長、科教國合司彭麗春副司長

、梅中楷科長。 

陸方：中國大陸科技部部長萬鋼、陝西省副省長張道宏、海協

會副會長葉克東、科技部副部長曹健林、中科院副院長詹

文龍、科技部港澳臺辦主任靳曉明、海峽兩岸科學技術交

流中心主任孫洪、科技部港澳臺辦副主任張健。 

 (二)會談紀要 

1、徐爵民部長：感謝主辦單位的邀請，讓兩岸科技首長有機會

見面且共同參加「海峽兩岸科技論壇」，此次會議主要是延

續前兩屆會議，主題設定為「深化兩岸科技交流及加強科

研應用成果」，目的是希望落實論壇成果。科技創新是國家

社會進步的動力，透過科技知識累積，創新再加值運用到

各產業，是科技知識轉化為人類社會發展動力的關鍵。臺

灣近年持續推動產學前瞻技術鏈結，協助企業創新發展，

政策上有許多的產學合作推動方案，包括「法人鏈結產學



7 

 

合作試行計畫」、「臺灣矽谷科技發展基金」、「前瞻技術產

學合作計畫(產學大聯盟)」、「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產學

小聯盟)」等，期望促使學界技術擴散至產業運用、開拓產

業創新加值。近期在「生產力 4.0」計畫項下陸續推動「前

瞻製造科技與創新應用發展」等策略，以期達到開發智慧

設備，運用物聯網、雲端技術和巨量資料分析技術，為臺

灣產業推升創新動能之目的。 

2、萬鋼部長：大家都知道，臺灣是個好地方，在科學發展與經

濟結合上有很好的成績，身為同濟大學教授的我，過去也

曾訪問過成功大學。當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

革加速推進，主要發達經濟體都不約而同地進行創新部署

，目前每年大陸有 750 萬大學生及 30 至 40 萬的海外回流

人數需要尋找職業，為配合當前社會情勢，引領青年創新

創業的熱潮，成為中國大陸關切議題；臺灣青年的創新創

業能力各界有目共睹，希望透過雙方的積極合作，推動大

陸眾創空間、科技企業孵化器和臺灣育成中心的交流與合

作，加強海峽兩岸青年創業者的交流與合作，讓年輕人的

夢想與實際相結合。未來希望徐部長在任期間，能規劃建

立雙邊常規溝通平台，推動兩岸科技交流及合作協議。 

 二、會中論壇致詞 

(一)與會人員：我方徐爵民部長、陸方部長萬鋼，以及兩岸學者共

200多人。 

(二)主要內容： 

1、徐爵民部長：感謝「海峽兩岸科技交流中心」和「財團法人

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辦理這個有意義的兩岸科技盛會，近

年由於全球氣候變遷所產生的複合式災害，以及人為因素導致

的食品安全問題，大家對天災與人禍的感受特別深切，此次希

望透過兩岸科研界的集思廣益，以科學方法作最佳的風險控管

，將科研成果應用於解決社會如「災害防治」與「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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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民生重大問題，以解人民之憂。當前兩岸間合作交流非常頻

繁，包括產業科技、醫藥、農業、經濟等領域，項目多元且廣

泛，目前兩岸的科技各有擅場，亦已建立相當合作交流基礎，

希望透過「海峽兩岸科技論壇」這樣的平台持續運作，增加議

題的廣度與深度，群策群力，共創雙贏。 

2、萬鋼部長：近年來，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背景下，兩岸

科技交流與合作發展全面加速，兩岸科技界對於進一步加強合

作的願望亦愈加迫切。由兩岸科技主管部門共同主導的「海峽

兩岸科技論壇」已在北京和臺北成功舉辦兩屆，為兩岸在科技

產業領域的對接交流搭建固定平臺，對推動兩岸在各自關心和

優先發展的科技產業領域開展合作起到積極作用和深遠影響

；此次兩岸共同策劃的第三屆論壇將圍繞科技計畫管理和科技

資源分享、科技與創新創業、防災減災及環境保護、食品安全

等議題進行探討，希望兩岸科學家和企業家充分利用這一平臺

，針對性的推動兩岸科技創新與經濟社會協同發展。對於此次

兩岸學者的意見和建議，我們願充分聽取並參考，從共同描繪

發展藍圖、共同面對全球新格局、共同培育新興市場、共同造

福兩岸人民、共同造福兩岸人民等方面謀劃兩岸科技創新合作

，開闢科技創新之路，增進兩岸民眾福祉。 

肆、心得感想  

一、本次論壇的舉行是為了延續兩岸科技領域共創互補雙贏的交流

管道及可能合作模式所建立的，除持續「科技創新政策及兩岸

創新合作」與「兩岸科技資源共享及加強前瞻科技交流」外，

並增加「食品安全」與「災害防治」兩項議題，期望發揮科技

研發之社會效益，促使科技發達與社會永續發展。 

二、經過多年發展，兩岸在科學研究發展互有長短，雙邊科技交流

上，秉持互利雙贏原則，選擇有關民生議題領域之互補互利科

學技術領域，藉由研究人員交流與合作，提升兩岸科技研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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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增進國民生活福祉。此次透過「兩岸海峽科技論壇」這樣

的常規溝通平台運作，由民間擔任主辦單位，找出雙方科技合

作可以互補互惠的議題，讓彼此致力於科技發展，藉由群策群

力，共創兩岸雙贏。本次相關會議結論並不具協商性質且不涉

及政府間之官方共識，會議結論僅由財團法人李國鼎科技發展

基金會提供本部作為兩岸科技進一步交流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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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爵民部長出席第三屆「海峽兩岸科技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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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爵民部長與大陸科技部部長萬剛會面 

       參訪西安高新區之三星半導體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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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西安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參訪西安科技大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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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中國科學院西安分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