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國際會議） 

 

 

 

2016 年科技部與俄羅斯基礎研究基

金會雙邊年會及聖彼得堡、莫斯科科

研機構訪問 
 

 

 

 

 

 

服務機關：科技部 

姓名職稱：科教國合司周司長世傑 

          工程技術司廖司長婉君 
科教國合司陶副研究員正統 

派赴國家：俄羅斯 

報告日期：106 年 01 月 12 日 
出國時間：105 年 10 月 16 日 ~  

105 年 10 月 22 日 



 ２

摘   要 

依本部與俄羅斯基礎研究基金會(RFBR)之協議，雙方每年合作徵求並補

助兩國研究團隊進行合作研究，雙方並議定每年共同舉辦一場年會以遴選共同

補助之計畫並規劃下年度合作活動，依輪辦原則，今年第 12 屆臺俄雙邊年會

於莫斯科舉行，我方由科國司周世傑司長、工程司廖婉君司長、駐俄羅斯科技

組傅昭銘組長、鄭旭峰秘書及科國司陶正統副研員代表與會。 

除於年會時同時請俄方計畫主持人進行執行成果報告，RFBR 亦安排代表

團至聖彼得堡及莫斯科兩地區的計畫執行實驗室，實地了解雙邊計畫的合作成

效，此外配合本部近期積極規劃之旗艦型計畫，亦參觀這些科研機構在 5+2
相關領域之研發與產學鏈結之情況，期尋求及開拓雙方未來合作機會，行程順

利並圓滿達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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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及目的 

本部與俄羅斯目前簽有合作協議且有實際合作方案在執行者，包括俄羅斯基

礎研究基金會、人文科學基金會、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科學院遠東分院以及於

104 年 11 月甫簽協議之俄羅斯科學基金會等，共計 5 單位，與各單位間合作形

式均為多年期研究計畫，部份單位每年亦共同規劃主題以舉辦學術研討會方式持

續促成前瞻或國際性議題的合作研究團隊。其中，俄羅斯基礎研究基金會是本部

是類合作中第 1 個協議單位，雙方自 2004 年議定本項合作方案至今已進入 12 年

頭，合作關係良好且穩定，已共同補助超過 230 件計畫，每年均約有 40-50 件執

行中計畫，這些計畫對國內學者個人的研究多有加值效果，特別是俄羅斯的基礎

科學實力豐厚，所以即使補助額度並不算高，仍有很高的合作意願。 

每年本部與俄羅斯基礎研究基金會均會舉辦雙邊年會以遴選共同補助之計

畫並規劃下年度合作活動，同時安排在地之計畫主持人進行合作成果報告，作為

本部與基金會雙方合作成效之評估參考與依據。年會的舉辦以輪辦方式進行，一

年在臺灣，由科技部主辦並安排俄方代表團在台灣的行程與接待，次一年則在俄

羅斯，由俄羅斯基礎研究基金會主辦並安排我方代表團在俄羅斯的行程與接待，

包括住宿及國內交通的安排與招待，像這樣雙方不僅在計畫補助，甚至是訪團接

待都是以對等型式來進行，這在一般雙邊活動中算是很少見的情況。 

俄羅斯基礎研究基金會除了年會中請俄方計畫主持人到會報告，此行亦安排

我方代表團至聖彼得堡及莫斯科兩地區的計畫執行實驗室，實地了解雙邊計畫的

合作成效，此外配合本部近期積極規劃之旗艦型計畫，亦參觀這些科研機構在

5+2 相關領域，特別是智慧機械之研發現況，期尋求及開拓雙方未來合作機會。 

貳、過程 

甲、訪問行程 

10 月 16 日, 週日 
13:25  國內代表團周司長世傑、廖司長婉君及陶副研究員正統一行 3 人

搭乘大韓航空 KE692 離臺，經首爾轉搭 KE929 前往聖彼得堡 
21:30 代表團一行抵達聖彼得堡 
23:00 下蹋旅館 
10 月 17 日, 週一 
10:00 自旅館出發前往俄羅斯科學院電物及機動研究所 (Institute for 

Electrophysics and Electric Power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EE RAS) 

10:30 –13:00 訪問 IEE 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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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14:30 工作簡餐 
15:00 –17:00 訪問 The Ioffe Institute 

 (臺俄計畫編號：16-53-52039 - Vasyutinskii O.S./King-Chuen Lin 林金全 ) 

訪問議程-- 
1) Ioffe Institute 簡介- The Ioffe Institute path to novel physics 
2) 博物館參觀 
3) 實驗室或研究中心參觀 

 - Laboratory of Quantum-size heterostructures. 
     ( http://www.ioffe.ru/qslab/index_en.html) 

    - Laboratory of Characterization of Materials and Solid State  
Electronics Structures  

    - Visit to Submicron Heterostructures for Microelectronics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 Center   

     (http://www.ntcm-ras.ru/index_eng.html ) 
4) 合作討論 

17:00 – 
18:00-20:00 

晚餐 
博物館參觀 -- Fabergé Museum 

10 月 18 日, 週二 
10:00 –12:30 訪問聖彼得堡國立航空大學(Saint-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of 

Civil Aviation) 
(臺俄計畫編號：14-08-92002 – Isaev S.А. / Keh-Chin Chang 張克勤) 

13:30 –14:30 工作簡餐 
15:00 –17:30 訪問聖彼得堡大學 (Saint-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臺俄計畫編號：16-57-52009 - Charnaya E. V./Lieh-Jeng Chang 張烈錚; 

16-53-52034 - Noskov B. A. /Shi-Yow Lin 林析右 ) 

17:30 晚餐 
19:00- 22:00 文化活動—芭蕾舞劇 «Spartak»  
10 月 19 日, 週三 
06:15 
07:00  

旅館 Check-out，前往火車站 
搭乘高速火車前往莫斯科 

11:00 抵達莫斯科 
12:00 
13:00 –14:00 

下蹋旅館 
工作簡餐 

15:00 –17:00 訪問莫斯科創新科技園區 Skolkova Innovation Techno-Park  
19:00 –20:30 駐俄羅斯代表處王大使建業晚宴 

  併邀俄羅斯科學基金會及人文基金會工作對象 
10 月 20 日, 週四 
09:00 自旅館出發前往俄羅斯基礎研究基金會 (RF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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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11:30 
11:30-12:30 

※ 2016 臺俄(MOST-RFBR)年度會議 
- 臺俄計畫執行進度及成果報告 
- 臺俄年度計畫遴選會議 

12:30-14:30 - RFBR 午宴代表團 及簽署會議紀錄 
15:00-17:30 訪問鮑曼莫斯科國立技術大學 (Bauman Moscow State Technical 

University) 
1) 學校簡介及合作討論 
2) 實驗室參觀 

18:00 
19:00-21:30 

晚餐  
文化活動—歌劇 «Manon Lescaut»  

10 月 21 日, 週五 
09:00 旅館 Check-out & 前往 
10:00-12:00 
 

參訪莫斯科科技大學 (Moscow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MIREA)  
校長 Alexander Sigov 院士 

12:30-14:00 MIREA 午宴代表團 
15:00-17:00 參觀莫斯科科技大學物理技術研究所(Physics Technology Insitute , 

MIREA) 
17:00 前往莫斯科 SVO 機場 
20:55 代表團一行 3 人搭乘大韓航空 KE5924 經首爾轉 KE5691 返國 
10 月 22 日, 週六 
14:10 返抵臺灣 

 
乙、第 12 屆臺俄(MOST-RFBR)雙邊年會 

代表團一行 10 月 20 日一早即自旅館出發前往俄羅斯基礎研究基金會總部辦

公室參加此行的最重要行程---第 12 屆臺俄雙邊年會，俄方由副主席 Vladimir 
Kvardakov 代表主持，我方則由科國司周司長世傑、工程司廖司長婉君率駐俄科

技組傅組長昭銘、鄭秘書旭峰及科國司承辦人陶副研究員正統 5 人代表科技部與

會。會議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由現階段正執行雙方合作研究之俄方計畫主持

人或其代表給予 10 分鐘的計畫進度報告，報告重點不在其研究如何進行，而是

先簡單說出研究主題要解決的問題後，再提出目前執行的進展，是否達到預期，

再者的報告重點在於雙方團隊的互動與交流情況；此階段共有 10 件計畫進行報

告。 

會議的第二階段則是進行年度計畫申請案的遴選以及雙方合作的議題討

論，通常，若自己單位近一年在政策或補助作法上有不同時，雙方代表也會利用

年會時進行報告，在計畫遴選部分，今年計有 30 件合格申請案，經雙方獨立進

行的專業審查並將雙方結果並列排序後，有 5 件申請案以雙方俱優且為新合作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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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者列入優先補助對象，之後再依序並佐以領域平衡考量，本年度總計遴選出

13 件計畫，通過率約為 43%。另外，在議題部分，由於該基金會與俄羅斯人文

基金會（RFH）將於 2017 年 3 月正式合併，本部與兩單位合作的運作機制需要

重新調整，包括時程、主題，同時，此亦涉及兩基金會與本部間的合作協議也須

進行修正並再簽署；此外，本部與 RFBR 於 1998 年 5 月時簽有合作協議，到了

2018 年 5 月時將滿 20 年，是否要舉辦雙方合作 20 周年慶祝活動？最後，大家

也對除了雙邊研究計畫之餘，雙方是否得有其他的合作模式或方案交換意見。經

由雙方熱烈的討論過後，在各項議題的初步討論結果與待追蹤事項簡列如下： 
一、 雙邊合作協定更新： 

1、 配合 RFBR 與 RFH 兩機構合併，雙方同意更新合作協議；方式上將以

1998 年雙方已簽署之協議作為主約，僅以附約將雙方實質合作內容與

作業辦法予以更新。 
2、 更新之附約預訂於 2017 年 10 或 11 月在台灣舉辦之雙邊年會上簽署。 

二、 2017 年計畫徵求將分兩部分： 
1、 一般型（Initiative Projects）： 納入人文社科領域，並不設優先領域。 
2、 目標導向型（Goal-Oriented Projects）：RFBR 將依俄國政府 12 月通過

之法案，提出優先領域清單與科技部洽商。預計共選 3 個主題。 
3、 時程上暫定於 3 月 1 日對外公告徵求，並於 6 月 30 日申請截止。 

三、 於 2018 年辦理 MOST-RFBR 合作廿年慶祝大會併雙邊年會。 
此外，雙方也不排除未來發展新的合作模式，可能的模式包括多邊計畫、

設備儀器共享及其人員培訓等，但需再進一步評估。 

 

 
圖一、2016 年本部與俄羅斯基礎研究基金會年度會議雙方出席代表於會後合影；RFBR 副

主席 V. Kvardakov 為右邊第 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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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聖彼得堡參訪活動 

配合台灣與俄羅斯兩國間有的航段，在時間上最經濟方式的考量下，此行由

台灣出發後先抵達聖彼得堡進行參訪，之後搭乘火車回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參加

雙邊年會後搭機返回台灣。代表團一行於 10 月 16 日晚上抵達聖彼得堡，俄方雖

然很貼心的安排為訪團安排晚餐，但大家經過一整天的飛行，都已經累得完全沒

有食慾，入住旅館後就各自回房休息了。 

一、俄羅斯科學院電物及機動研究所 (Institute for Electrophysics and Electric 
Power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EE RAS) 

有了一晚充分的休息，代表團一行於10月17日上午抵達此行的第一站俄羅斯

科學院電物及機動研究所，由副所長Kiselev及科技秘書Kumkova接待，兩人對該

所的研究給予非常詳盡的介紹，該所主要在進行電漿技術、動力工程等6個方向

的基礎與應用研究，其中，由以氫氣生成(與綠能相關)以及水淨化(與醫學相關)2
項主題研究最為積極推動，該所與台灣已有廢棄物的處理方面的合作，就是利用

其電漿技術，這些不同的電漿技術可將不同型態的有機廢棄物轉化成液態燃料，

達到產能、節能或循環利用之效；另外其水淨化技術可直接應用一般自來水，這

樣的簡易操作與製備將可在醫療、環境等方面有廣泛的應用，以醫療應用為例，

如牙齦保健、傷口或囊腫的處理、醫院醫療器材的清洗以降低感染機會等等。 

由於科學院一般以基礎研究為主，但此研究所卻重應用，是以代表團隊除了

該所的研究，也對該所之研究動機、經費來源等方面提出疑問，兩人表示該所的

研究一向以目標為導向、並透過計畫合約進行研究，而他們的理念是：好的、優

秀的基礎研究是能為人類帶來好的結果！ 
 

二、The Ioffe Institute 

10月17日下午代表團一行人前往Ioffe Institute參訪，Ioffe Institute於1918年創

建，是俄羅斯在物理工程領域裡最大的研究機構之一，該研究院現有6個中心，

之前同步輻射中心果尚智主任與此研究院有合作關係，現在則有台灣大學林金全

教授與該院有一項合作計畫進行中；此外，該院與工研院亦簽有合作協議。 

訪團抵達該院，由院長Andrei Zabrodsky接待，並就6個中心的研究重點與其

成就簡單說明，之後由負責國際關係的副祕書長帶領訪團參觀該院博物館以及至

3個實驗室參觀，後訪團回到會議室與副所長就雙方可能進行或推動之合作交換

意見，初步認為，在固態物理領域上，我國研究團隊可與該院研究人員合作研究

同時，我國國研院，如同步輻射中心，可提供研究相關所需的設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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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本部代表團參訪俄羅斯科學院電物及

機動研究所，與副所長 Kiselev(左 3)及
Kumkova 女士(中)合影留念。 

圖三、本部代表團參觀俄羅斯科學院電物及

機動研究所內一實驗室。 

 
 

圖四、俄羅斯科學院電物及機動研究所內走

廊掛有該所歷年之有重大研發成果人員名

錄。 

圖五、本部代表團參訪 Ioffe 研究院，聽取

該院簡報後與院長 A. Zabrodsky(左 4)及院

內研究人員合影留念。 
 

三、聖彼得堡國立航空大學(Saint-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of Civil Aviation) 

10 月 18 日上午時間代表團一行前往聖彼得堡國立航空大學，該大學於 1955
年於蘇維埃政府為訓練高階飛航將領所成立的學校，幾經校舍與校名變遷，近半

世紀，這所學校確實為俄羅斯培育出超過 25000 名的高級飛官或專家，在航太相

關單位多擔任高階或資深職位；目前有成功大學張克勤教授與該校 S. A. Isaev 教

授進行一件台俄計畫。 

訪團抵達該校，首先由校長歡迎代表團並說明為我們安排的參訪行程，話說

眼見為憑，接下來就帶我們實地導覽，包括各種飛機機型飛行模擬實驗室、小型

飛機中控模擬實驗室，實際看到學生授課的內容、方式，由於該校擁有非常完善

的飛行教學與訓練課程，且以獎學金方式提供，5 年課程學程後，既有學位也有

證照，我們不禁好奇是否有提供國際課程、對外”開放”？ 後得知該校現有 6000
位學生，內雖包括所謂 1000 位"國際學生"，但這些都是來自過去蘇維埃時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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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國家，學生都通曉俄語，所以所有學程、師資安排均以俄語規劃與進行，等

於只為培訓俄羅斯航太人員的國立專校，但，該校的友善與開放態度，可以想見

若沒有”語言”上的障礙，絕對能與該校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 

此外，由於與空中巴士及波音有合作關係，該校備有 A320 及波音 737 實機

模擬飛行艙，也因該校亦肩負協助遙測監控索契機場的任務，該校安排訪團一行

分成 2 梯次進入實機艙模擬起降於索契機場，這真的是難能可貴的經驗！在空中

巴士 A320 實際模擬飛行後，代表團一行回到會議室，由訓練暨國際關係第一副

校長 Mikhalchevsky Yuri Yurievich 及負責科學暨經濟副校長 Alexander Gubenkou
有系統的介紹該校提供的學程，周司長代表訪團向 2 位副校長對其行程安排表達

誠摯的感謝，也表示台灣現在也正在推動小型(少於 100 人)無人機計畫，在這方

面或許可以與之借鏡與合作。 

 

三、聖彼得堡大學(Saint-Petersburg University) 

10 月 18 日近中午時間代表團前往聖彼得堡大學進行訪問，該校總部環境清

幽，會議室的牆上的世界地圖是用木頭製作的，感覺很溫暖，會覺得是個注重”
人與人”合作的學校。我們抵達後由該校研發副校長 Serget Aplonov 教授接待，

並口頭介紹該校，聖彼得堡大學於 1724 年創立，是俄羅斯最古老的機構之一，

是個以研究為重的大學，曾包括有 9 位諾貝爾獎得主曾在該校進行研究，現任俄

羅斯總統普丁及總理 Dmitry Medvedev 都是本校校友。聖彼得堡大學目前有 24
個系所及 2 個研究實驗室，學生 13000 人、6000 位教職員，過去是採德國教育

系統，現在則在學制的轉型過渡期，比較特別的是，該校有個自屬的科學園區，

但與學校分開獨立運作，園區對外(全世界)開放、以接計畫簽合約方式經營。副

校長特別強調該校與台灣有良好的合作關係，也基於此，該校已規劃與台灣的大

學包括台灣大學及清華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希望先以教育學程方式讓兩校間在

材料及機械領域進行合作，另外，該校也規劃在醫學、能源及人社部分與交通大

學、成功大學能有跨領域的合作。雙方對合作交換意見後前往用餐。 

由於該校參與許多台俄(MOST-RFBR)計畫，餐後，該校安排我們聽取由這

些執行計畫中的俄方主持人給予合作簡報。其中，如 Charnaya 教授與成功大學

張烈錚教授的合作，雙方的合作自 1995 年開始，曾在 Ga、氮、納鉀合金等多項

主題均有過合作，已共同發表過超過 50 篇論文；又如 Noskov 教授與台灣科技大

學林析右教授兩人的合作，也是自 2005 年開始，合作超過 11 年，兩人合作不限

彼此實驗室，也涉及歐洲及俄羅斯其他機構；再如 Tunik 教授與台灣大學周必泰

教授兩人的跨領域合作，雖於 2011 年才開始，相對不是那久，但也已有 20 篇共

同發表的論文，他們的合作主題在於癌細胞與病人的血液病理研究；由以上可知

該校與台灣的合作確實悠久且主題很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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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本部代表團參訪聖彼得堡國立航空大

學，聽取該校與雙方合作簡報後與第一副校

長 M. Yurievich(中)、副校長 A. Gubenkou(左
4)及計畫主持人 S. Isaev (右 1)合影留念。 

圖七、本部代表團參訪聖彼得堡大學，與研

發副校長 S. Aplonov(右 3)合影。 

 
 

圖八、聖彼得堡國立航空大學的空中巴士

A320 駕駛座艙實機模擬器。 
圖九、周世傑司長及傅昭銘組長於 A320 模

擬駕駛艙內合影留念。 

 

丁、莫斯科參訪活動 

訪團一行於 10 月 19 日一早搭乘 4 小時快速火車自聖彼得堡回到莫斯科，下

午先至莫斯科創新園區 Skolkova，晚上由王大使建業招待晚宴，併邀俄羅斯方兩

基金會共同工作的對象；20 日則是進行雙邊年會，會後及周五進行 3 項參訪後

於周五晚上搭機回台。 

一、莫斯科創新科技園區 Skolkova Innovation Techno-Park 

10 月 19 日下午代表團旅館入住及寄掛行李，簡單用餐後即前往 Skolkova 
Innovation Techno-Park。我們在辦公區正中央的透明會議中裡開會，由該園區國

際合作處處長 Dmitry Politov 接待，與會者尚有承辦人 Yukia Tolkishrvskaya 女士

及該區負責機器人開發業務的 Olga Avtyasova。P 處長先簡單介紹了該園區的開

發基金運作，周司長也對科技部的角色及科學園區給了簡報後，對方就該區創投



 １２ 

企業，特別是機器人部分提供詳細的介紹，該園區並不進行製造，至多做到原型

(proto-typing)，在機器人的產業發展重點有：無人公車、人機介面、人工智慧、

義肢輔具等，最後一項已實際在美國實驗室使用，南韓亦將投資生產。 

 

  
圖十、本部代表團拜會 Skolkova 創新園區，

於會後與該園區 D. Politov (右 4)、Y. 
Tolkishrvskaya (左 3)等人合影。 

圖十一、我駐俄羅斯代表處王大使建業

(立者)招待晚宴，併邀俄羅斯方兩基金會

共同工作的對象。 

 

二、鮑曼莫斯科國立技術大學 (Bauman Moscow State Technical University) 

10 月 20 日下午，從 RFBR 離開後，科技部代表團一行人前往鮑曼莫斯科國

立技術大學，我們抵達的時候，正是下課的時段，走廊上都是學生，十分熱鬧，

走廊兩側是各式各樣的活動海報，海報是以 LED 螢幕呈現，內容展現方式相當

現代或創新，會給人雀躍的感覺，很有吸引力，也讓人直接感受到學校的校風是

屬年輕有活力的，而有種這個學校的研究應該在資訊、設計方面相當前瞻或有很

好的發展的推論。 

我們抵達會議室，由俄方學校第一副校長及周司長介紹雙方團員，我方聽取

學校簡報及該校研發重點，該校自 1830 年創辦，是俄羅斯最古老的工程領域的

學校之一！過去以航空、火箭及原子能工程領域最為卓著，現有 8 個學院、19
個系所，提供學士、碩士及博士課程學位，學校亦有 2 間附屬中學，擁有 20000
名學生，近年(自 2011 年起)已建有 14 個世界級研究中心，主導著一些特殊性的

研究計畫，多以機器人為主軸，也有太空載具及一級方程式賽車的設計計畫。廖

司長表示台灣近年推動工業 4.0，機器人也是我們的重點推動項目，雙方討論後

認為該校與我國在人工智慧等有相當的合作機會！會後，學校安排代表團前往學

校的工程研究中心：Photonics and IR Technology 以及資訊系：Mail.Ru 實驗室兩

單位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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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莫斯科科技大學(Moscow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MIREA)  

10 月 21 日上午，科技部代表團一行人抵達莫斯科科技大學，該校距離較遠，

是由 4 所大學合併而成，是以校區之間有的距離相當遠，因為是技職體系的學

校，所以學校設立有非常好的培訓系統，讓學生從大學一年級開始，就能以參與

計畫的方式不斷進行實務性的學習與訓練！也能進階到碩士或博士的課程；我們

到的校總區，學校的建築為灰色、設計比較方正，有種工科人要求的踏實、精準

的感覺。 

代表團抵達該校，由校長、同時也是俄羅斯科學院院士 Alexander Sigov 親

自接待，還有該校負責國際合作的副校長 Irina Solunova 與國際事務辦公室承辦

人陪同，俄方進行該校簡介以及與台灣間的合作，周司長亦給予科技部簡報，之

後我們至 4、5 個實驗室實際參訪，包括台俄合作的一項計畫實驗室，我方的主

持人是台灣科技大學的廖德章教授，雙方在多孔新材料的研發有合作，在對該校

的重要研究成果有了更具體的了解後，代表團回到校長室旁會議室繼續討論及用

餐，雙方相談甚歡。 

餐後，科技部代表團一行人下午抵達莫斯科科技大學物理技術研究所，接待

我們的是教授 Vladimir Kondratekno，他同時也是富士康科技集團，即鴻海精密

模具公司在深土川的顧問。K 教授向我們親自介紹該所的主要技術並進行儀器展

示，在過程中得知，事實上，該所具有的雷射切割技術經濟轉給鴻海，是讓鴻海

取得蘋果手機訂單的重要原因！金剛鑽則是該所的研究重心。K 教授與台灣的淵

源很深，與來自台灣的呂鴻圖兩人已有 14 年的交情，呂先生曾在 K 教授實驗室

學習，目前在台灣已自行開業並已是上櫃公司，該公司也自行進行研發，且有意

將技術回過頭來技轉到俄羅斯！K 教授明確表示不喜歡中國，若做生意只跟台灣

做，認為台灣可以是朋友及商業夥伴。不同於一般的研究辦公室，K 教授的辦公

室牆上掛滿了一幅幅的油畫，達 40 幅吧？多是風景畫，後來才知道，那些全是

K 教授自己的作品！ 

 
 

圖十二、鮑曼莫斯科國立技術大學第一副校

長(左 2)接待本部代表團並介紹該校。 
圖十三、莫斯科科技大學校長 A. Sigov (左)
與周世傑司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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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本部代表團參觀莫斯科科技大學的

一個實驗室。 
圖十五、莫斯科科技大學物理技術研究所所

長 V. Kondratekno 為我們簡說與臺灣之間的

合作，渠現為鴻海集團技術顧問。 

 

參、心得 

業務的推動經驗值非常重要，而有新業務的推動，大家通常都找"有經驗”的

人來帶領，希望減少錯誤、早日進入軌道及享受成果；敬老尊賢是中國優良的傳

統價值，前人的智慧一定是要參考借鏡的，另一方面，從這兩年參訪的過程中，

年輕人的參與在企業創新的不可缺！在俄羅斯創新園區無論在經營管理、或業務

推動都是由相當年輕的人在領導，他們觀念新穎、應變的能力也快，自信卻不冒

失，同樣的，上回 9 月參觀法國里爾市的創新園區，整個區的規劃理念、到業務

推動、到經營也是由 30、40 多歲的中生代，是以，在參考他國這些成功經營的

地區情況，讓人不禁覺得”新人”或”年輕團隊”的參與對創新計畫的重要！因為可

以導入創新的思考方向與建立創新的運作模式，當然，不是不再請教長者，”經

驗”絕對是需要存在的，但要讓"經驗"成為助力，而非阻力，讓”經驗”可以避免

失敗，而非”墨守成規”。我想再次強調的是，高階人力的培育，絕不僅僅是給他

們出國觀摩、參加會議而已，在體制之下也不要只是要求所謂的公平，那種”齊

頭式的平等”，對於有能力的人，應該賦予他們機會與使命，讓年輕人能發揮潛

力、展現所長，這樣國家才能真有前途與希望。 

 

肆、建議事項 

一、與俄羅斯基礎研究基金會於 2017 年洽簽附約更新事宜。 

二、將與俄羅斯 5 協議單位之年度計畫合作徵求訊息能同時對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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