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了五百億之後 

管中閔 

（原載 2005 年 10月 20日中國時報，「名家專論」專欄） 

教育部五年五百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原稱「邁向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

研究中心計畫」) 的審查結果終於在十月九號塵埃落定。在幾家歡樂幾家愁的時

候，有些學者批評此一計畫目標不清，並認為建立國際一流大學是長久之計，不

可能藉由這種短期而且定額的補助而成功。 

這些批評雖然言之成理，但從現實面來看，目前的作法恐怕是不得不爾。大

學多年來經費嚴重不足，已經影響到學術發展，許多政治人物卻毫不瞭解此一問

題的嚴重性。可現在若沒有官冕堂皇的旗號，任誰也無法從阮囊羞澀的政府中挖

出額外的錢給大學；而「發展國際一流大學」正好是政治人物無法拒絕的理由。

所以，誰不知道光靠這些錢並無法建立國際一流大學？(如果可以，一流大學也

太容易達到了。) 但有此甘霖，即使無法讓大家雨露均沾，至少能舒解一部份旱

象，使幾所大學不再捉襟見肘，而它們才有機會一展身手。 

明乎此，我們關切的重點就不是這計畫能否在三五年內產生一流大學，而應

該問，有了五百億之後，大學要作些什麼才能改善或健全體質，使真正的一流大

學在未來成為可能。 

過去提升大學的努力中，最常見的作法是「由上而下」。先從總計畫確定研

究議題與主軸，再層層切割細分為各種子計畫與子子計畫，彷彿是國道工程發

包，路線已定，所餘只剩施工。而為了確保發包的品質，又訂有各種績效指標：

一年內須舉辦國際活動若干，在某類國際期刊發表論文又若干。於是為了符合總

計畫的「高大」目標，各計畫中言必稱領域的「尖端」與「前沿」，而不問自己

是否已在該議題上具備一定基礎或相對優勢。國際活動或許琳瑯滿目，卻不問自



己是否已有能力與國際學界對話。學者們更只好藉著短期內論文數量的擴充來滿

足各種立竿見影的要求。當大家習於「務虛」，研究就無法落實；當研究能量被

切割的七零八落，自然不利於長期積累，也不能產生突破。經驗已證明這套由上

而下的作法熱鬧有餘，卻不足以真正改變大學體質，提升大學研究。 

總結來說，過去失敗的關鍵正是「重計畫而輕人」。主事者總以為訂出計畫，

再依計畫去找人，就可以堆砌出卓越。如今則應以人為本來發展計畫，根據學者

的研究成果認定相對優勢，再參酌國內的研究能量加以選擇性的推動或整合。這

種由下而上，由小而大的過程或許費時甚久，但唯有如此方能培養出豐厚的學術

土壤，也才有機會在國際學術界打開出路，形成優勢。 

未來若能以人為本，對於優秀學者一定要分外珍惜與特別鼓勵。我們曾呼籲

儘速打破學術界的平頭主義，這絕不是為了少部分的明星或大師而已，重要的是

讓所有認真的學者 (不論資深或資淺) 都能得到辛苦付出應有的代價。這種實質

激勵必須形成制度，一方面有助於維繫學者們的努力於不墜，另一方面則形成「市

場訊號」，讓後來者知道努力的方向。如此近悅遠來，學術當然興旺可期，而那

時我們就有機會產生一流的大學了。 

有了五百億之後，可以是一個新的起點，也可以重回舊的循環。以台灣各大

學的人才濟濟，我們當然寄予厚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