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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春假大家休息的期間，我陪同生農學院徐源泰院長、王亞
男前副院長一行，於四月一日赴貴州展開新一波台大與雲貴高原的
合作之旅。有關雲貴高原的一切，似乎早已遺留在國高中的地理課合作之旅 有關雲貴高原的 切 似乎早已遺留在國高中的地理課
本中，對於貴州更是極度陌生，所以行前還趕緊惡補一番，人文上
是王陽明先生講學論著之地，地理上是長江、珠江兩大流域的起源
上 游，人文地理皆有關鍵處，心裡充滿期待!

一落地貴陽市劉副市長已在門口迎接，他跟我簡述，貴州省人
口約四千三百萬，位在雲貴高雲上，海拔約一千一百公尺。此行之
目的地貴陽市，是貴州省會，人口約五百萬與台北相當，經費則大
約是台北市的兩倍。重要的大學有貴州大學、貴陽學院、人文大學
等。主要以農產、化工、機械設備、捲菸等產業為大宗，此行主要
是接續郭台銘董事長牽線貴州省與台灣大學交流合作的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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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起郭董事長選定貴州為重要合作夥伴後，積極鼓吹貴州
政府與台大合作，因此去年間貴州省數度派出龐大考察團來台訪
問，包括貴州省委書記、副書記、省市農委主任（相當於我國農
委會主委）、省廳長與貴陽市劉副市長等。其中我在台大親自接委會主委） 省廳長與貴陽市劉副市長等 其中我在台大親自接
待了李副書記長所率領的團隊，他們特別參觀植物工廠、癌醫規
畫等設施，對台大印象極為深刻。我們也原則敲定從農業科技包
括農業人才培訓及舊國有農場在休閒農業、茶葉、食用菌、中草
藥等層面的合作作為開頭，未來再擴充到其他領域。

四月一日我們一下飛機立即直奔貴陽學院，在貴陽市劉副市
長、貴陽學院蒙書記之見證下，與該校龔校長共同宣布雙方合作
計畫啟動。我在致詞時，特別以「民以食為天」之古訓，說明農
業科技對人類社會的重要性，以彰顯選定農業科技起頭的特殊意業科技對人類社會的重要性，以彰顯選定農業科技起頭的特殊意
義。也期待未來透過開放創新，雙方都能激發出更多新興的技術
回饋社會。啟動儀式在該校數十位師生的鼓掌聲中熱烈完成! 龔校
長陪同我們參觀校園，他並告訴我，該校第一位完成娃娃魚養殖
技術研發的年輕教授，即將於今年赴台大共同進行研究，希望我
們能鼓勵更多師生來大陸交流。傍晚則全團驅車赴市政府拜會貴們能鼓勵更多師 來大陸交流 傍晚則 團驅車赴市政府拜會貴
陽市張副書記，感謝市政府對學術研究的支持。

第二天一早我們實地考察列為合作場域的市有農場，農場坐
落於紅楓湖畔 占地約六百多公頃 茶園和葡萄園整齊鋪陳在蜿落於紅楓湖畔，占地約六百多公頃。茶園和葡萄園整齊鋪陳在蜿
蜒的丘陵線上，配上蔚藍湖水，整個景色非常美觀。貴陽的市產
茶葉以「獨心」的碧螺春為主，泡出的茶汁清香有韻味。台大同
仁在茶業科技頗有獨到專長，應可協助貴州的茶葉研發更為精進。
沿途順道參觀了十里河灘濕地、孔學堂、青嚴古鎮等地，更了解
貴州，在人文上是王陽明先生講學論著之地，地理上是長江、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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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在人文上是王陽明先生講學論著之地，地理上是長江 珠
珠兩大流域的起源上流，當然更是萬里長征時中共的據點之一，
人文地理歷史皆有關鍵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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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的行程較為輕鬆，主要為了解貴州之特殊地質---喀斯特地
質，包括黃果樹瀑布及龍宮峽谷。黃果樹瀑布是亞洲 大瀑布，也是
很多來雲貴的遊客都會去的地方，大瀑布寬約110公尺，落差將近八
十公尺，沿途因自然落差形成壯觀的瀑布群。並因當地喀斯特地質的
關係，流水深入鄰近丘陵形成很特別的龍洞奇觀。在不見天的霞洞中關係 流水深入鄰近丘陵形成很特別的龍洞奇觀 在不見天的霞洞中
有高聳鐘乳石群，應和船下澎湃的水流，難怪連前年剛來拜訪的楊振
寧博士都要讚嘆是”世界奇觀”。晚上參觀”時光貴州”，這是個新
潮的購物商城。郭台銘董事長的貴安新區，就坐落在旁。據說當年，
貴州省為了招商，規劃在貴陽、安順兩市郊，框列一片地，就簡稱貴
安新區，當簡報一打出"貴安"，巧妙與"富士康"嵌成"富貴安康"時，
郭董龍心大悅，也引為好兆頭，立刻拍板定案，現已大力整建中。

三天行程雖短，訪視的觀察樣本也許有限，但見微知著，有不少
觀察仍頗值得參考，特與大家分享。第一是交通建設，大家都知道大
陸這些年來乘著經濟快速起飛，各項建設都在大幅擴展。大家可能不
知道的是這兩三年來 貴州省的各項投資總額是全中國第 省會貴知道的是這兩三年來，貴州省的各項投資總額是全中國第一，省會貴
陽市與全省88縣治的高速公路皆已完成，所以從貴陽市三小時內可達
全省重要都市。至鄰近大城的高鐵已完成兩條，陸續即將完成十幾條
至全國各大城的高鐵，這種一路向上的前進動力，讓我在與市政府官
員對談中，能夠很強烈地感受到，也許這正是台灣的官員現在比較欠
缺的。劉副市長告訴我，貴州省建設重點就是交通、水利、和教育。缺的 劉副市長告訴我 貴州省建設重點就是交通 水利 和教育
水利方面因地形落差，與台灣相同，雨量豐富但川流喘急，需靠大量
興建水庫留住雨水。而在貴陽市區的母親河曾因汙水排入導致惡臭難
聞，如今已整治相當成功，河中四百多年歷史的甲秀樓已重現多年前
文人旅客交織之地。

第二是群策群力的工作態度，我比較熟悉的領域是教育和科技，
在這幾天與貴陽市府及學院的密集討論中，了解到大陸發揮團隊整體
力量的另一做法。以科技為例，貴州對比北京、上海一定較為落後，
因此他們將北京中關村之整體物流網一起請到貴州，協助建置相關產
業。教育亦然，北京市的十六大高校等，分別被要求要認養貴州對應
的一所學校，在資源、經驗的挹注下，進步相當快速。我也才知道他

29

的一所學校，在資源、經驗的挹注下，進步相當快速。我也才知道他
們現在征戰全球的漢學推廣，孔子學院，也是以此方式，例如東京大
學的孔子學院就是由北大認養，透過北大東大的學術合作，經費資源
則全部由政府提供。這種整體經營思維，是台灣政府現在非常非常非
常薄弱的一環!



第三是生態文明 過往第三是生態文明，過往
台灣的各類報導總還是
以我國人民社會素質較
高，舉止文明自居。貴
陽市舊城因人口擁擠，
大家還是有較急躁爭先大家還是有較急躁爭先
的行為，而從2003年開
始建置的新城，完全是
現代化人文規劃，城內
觀山湖休閒公園的生態
環保工程非常先進，蔓
延近十公里之慢跑道環
繞兩大湖區。每天清晨
運動人口極多，可能是
外在整體良善規劃改變
行為，也可能是資源不
虞匱乏 在新城所遇見虞匱乏，在新城所遇見
眾人，已有極大進步。

我的 大感觸是，近年來台灣政治不彰，司法更然，公共工程不
只沒有美感質感，更有不少粗製濫造，大多數人民生活在這樣的
環境水平中，早晚多數人民行為的水平，也一定會被拉下來，到
時候其實是全民受苦!我碰到一位在中國發展的建築師，他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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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其實是全民受苦!我碰到 位在中國發展的建築師 他告訴我
近年來在中國隨便一個規劃案，都是美河市的好幾倍大，對工作
能力、視野都有極大提升。我深深感覺台灣的年輕朋友真的需要
有些人探出頭來看看這個突飛猛進的世界，讓自己成為世界進步
的一份子。



第四個不得不提的感觸是世代交替，我在與市長和院長談話中，
學到「七上八下」這個流行詞。原來他們即將舉行人大會，所有行
政(包括高教)主管被劃了一條紅線，年齡超過五十八歲者，全部需
退下現有職務，五十七歲者則可繼續擔任。而在訪問中，我才了解
這些年來，台灣與當地之交流其實也非常多，許多促進雙方交流的
定期年會都已召開多次，但我一問參與情形，就發現一個根本問題。
所有這些交流，台灣的主帥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檯面人物，年齡層
當然都是七十好幾以上。相反的，大陸因1950年代文化大革命產生
人才斷層，當權者固然是六十歲間的書記們，但當責者大多是四十~
五十歲左右的青壯年，甚至有甚多三十幾歲的年輕人。以現代人之五十歲左右的青壯年，甚至有甚多三十幾歲的年輕人。以現代人之
體能，年齡當然不是問題，但重點是，年輕人少了經驗，而且人生
在起飛中，未來充滿希望和機會，很自然會多了幾分願意嘗試創新
突破的本能。人的智力其實差異不多，只要願意嘗試，即便是嘗試
錯誤，早晚一定能找到更好的方法。台灣的這些主帥們，經驗豐富，
往往號稱甚麼大風大浪沒看過，惟我獨尊之下，往往以經驗自恃，往往號稱甚麼大風大浪沒看過 惟我獨尊之下 往往以經驗自恃
根本無求變之心。更重要的是，因為不求變，招式用老，也不需培
養使用新團隊。對比之下，根本是沒有太多執行力。所以我們有不
少交流，成為老一輩在大陸的"顧問級"第二春，延續自己的影響力，
卻沒有創造太多台灣年輕朋友發展的契機。他們樂於交流，因為可
以在大陸到處受禮遇，但卻無法，或不願意將棒子交給年輕人!

不滿足於現狀，永遠是社會進步的動力，我寫的分享也許嚴厲，
但台灣社會現在確實充斥搶奪、分配資源的作為，大家都在消耗社
會資源，總該有人有高一點的格局，鼓勵大家善用資源後能努力創
造新資源。世界是這麼的遼闊，只要沒有太多私心，願意與世界一
起把餅做大，中國的崛起，就是台灣成長的另一個助力!起把餅做大，中國的崛起，就是台灣成長的另 個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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