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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良基教授
台灣大學學術副校長

雖然在台大現在每學期已有將近四~五十個團隊努力以創業方式
實現人生夢想，但整體而言，在台大校園 要鼓吹創業至今仍是件不
容易的事 我想校園內外相關業師的缺乏應該也是 大原因 我這容易的事，我想校園內外相關業師的缺乏應該也是一大原因。我這
次路過舊金山，在機場與創創二班的王易如碰個面，她正與台大的
同班同 學在矽谷創業中，兩位年輕的校友非常熱切地述說初創業的
點滴，他們都堅定的表示，短短創業的數個月中，所學所知及進展，
讓他們覺得生活非常有樂趣也很有意 義，並對創業能產生的社會奉
獻充滿期待。他們能快速行動與在矽谷有眾多優秀傑出業師的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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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充滿期待。他們能快速行動與在矽谷有眾多優秀傑出業師的互相
討論、切磋、指導有很大關係。



正巧前兩天，我又與本校經濟及 財金的系友—魏巧杰(Angel)有特
殊機緣會面。她因為知道我很努力地想改變台大校園的創新文化，特
別在這次回國時，來找我聊聊。她對台大以及國內創新 創業環境有極
大感觸，她的話很令我感動，所以我想直接引用一段。她說: 我感受尤大感觸，她的話很令我感動，所以我想直接引用 段。她說: 我感受尤
其深，台大的學長姐真的可以多多回來幫忙學弟妹，協助台大的學弟
妹走向國際，人才有被重視和重用的磨練機會，台灣就有可能再進步。

這番話語聽起來感動又振奮，Angel 主動且積極，她因為看到台這番話語聽起來感動又振奮 g 動 積極 她因為看到台
灣同學的困境，激起更多鬥志。承如她所說” 台大的學長姐一定要回
來幫忙學弟妹”，她與台大另一位校友鄭端儀(Rosa,b89電機,r93電機
所)及矽谷幾位熱心夥伴成立饅頭灣(http://mentowan.com/), mentors in
the Bay area and Taiwan,希望能幫忙台灣發產創新創業和矽谷做連接，
饅頭灣之名乃取 “Mentor 台灣”之諧音，還蠻有意思的。饅頭灣也
將扮演SVT和年輕人 輩的對口 以及之後政府在花博場地成立創新將扮演SVT和年輕人一輩的對口，以及之後政府在花博場地成立創新
創業矽谷的對口。SVT 全名為 Silicon Valley angels for Taiwan是由十
八位矽谷非常有經驗、又對台灣未來創業極為熱血的早期留學生所成
立 ， 我 前 曾 跑 了 幾 趟 矽 谷 邀 請 他 們 對 台 大 提 供 更 多 協 助 。

目前看來饅頭灣也是一個台灣與矽谷或國際業師連結的好橋樑，
我希望台大的同學及同仁能善加利用這些友好組織，特別是背後的業
師群，在規劃未來各類創業事宜時，能透過這些經驗豐富學長的協助，
讓互相照顧、互相支援也可以變成台大人創新創業的新傳統!

http://mentow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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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京都大學結盟
轉載於陳良基副校長 2014.06.05 臉書

昨天(6/4)飛到日本京都大學商量兩校進一步合作事宜，接待人員
先帶我們參觀一下京大博物館，才 赫然發現京都大學與台大幾乎同時
成立，京都大學成立於1897年，台大則在西元1897年成立醫學講習所，
是為台大醫學院之前身。兩校從去年開始進行緊密 對談，以促成十數
位學生的交流，京大並於去年由校長帶領將近百位同仁來台大舉辦
NTU-Kyoto Symposium 2013. 交流非常熱絡，因此今年九月，兩校將
在京都大學舉版第二次的兩校交流會，預計會有一百多位台大同仁前
往京都。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密集的對談，促成更多教師、研究人員的互訪、
共同授課、修課、共同開創新的研究題材。

在與京都大學副校長的短暫會談中，我發現日本的大學這幾年深
感於故步自封的民族性造成競爭力的下滑，推動了許多非常有創新的
國際合作計畫。其中 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三項特別的方案:

1. 2x by 2020: 這個所謂 Twenty-Twenty 的計畫有很積極的目標，他們
要在 2020 年到來時，將國際研究員、教授人數加倍，將與國際學者共
著作論文數加倍，將海外留學及國際留學生數目都加倍。所以除了與
台大每年的雙校交流會，也積極與世 界其他名校做大規模交流會。

2. John Mung Program: 這是選定幾所名校，策略性選派四十歲以下年
輕教師出國進修研究數個月至 年 相信對年輕教師之視野 研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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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教師出國進修研究數個月至一年。相信對年輕教師之視野、研究能
力、方法、國際連結等等，都有很大幫助，長期下來一定會有功效。



3. Hukubi Project: 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作法，京都大學從2009年起，
提供20 位博士後研究名額，開放給全世界年輕研究者申請。以助教
授或副教授身分及薪水聘任五年，但不需依定在京都大學做研究，
題目也不拘，純粹就是鼓勵做研究。這 個計畫相當有名，每年有來
自全球將近六百多位博士申請。而京都大學也從這些年輕研究人員
身上學到更多不同文化、思考、題材的衝擊而得到進化的動力!

我的訪問過程中，一路與張淑英國際長及國際處同仁交換意見，
也鼓勵國際處應積極創新，引進更多開放性思維，將更多跨界的思
想，透過國際交流來刺激台大，相信與京都大學的密切交流也是其想，透過國際交流來刺激台大，相信與京都大學的密切交流也是其
中一樣極大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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