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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洲專欄 

民粹的民報！ 
謝豐舟教授 

(國立臺灣大醫學院榮譽教授) 

        看了民報的社論：頂尖大學計劃成了滅頂大學計畫，我的感覺是：
這樣的社論，降低了民報的報格！ 
       五年五百億，說起來，並不是額外給大學的經費，而是本來該給
而未給的錢！ 
       台大以五年五百億的經費來修建校區的污水下水道，被批評爲濫
用。事實上，因為台北市政府已經修築主要污水下水道幹管，大學若
沒有校區內的污水下水道，限期內不能與幹管接通，是會被連續處罰
。 
        一方面，公立學校不能配合政府重要建設另一方面，一個沒有污
水下水道的首善大學，也是台灣之恥吧！ 
        碳粉匣的故事，被一提再提！ 

實情是，僵化的會計制度造成這種怪現象。這個背景反映在前幾年，
數百位教授被檢調單位偵訊，後來不得不包裹解決。柯P的被迫當選
台北市長也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民報社論以碳粉匣的老故事，來做爲反對五年五百億的理由，而
不探究其背後的真相，把自己降格為人云亦云的媒體！ 

         至於把五百五百億説成會拉大公私立大學的差距，造成M型社會，
更是見樹不見林！台灣160多所大學，如今多到大家皆曰不可！私校當
然不乏優秀學校，但許多從五專倉促轉型的科技大學也要從本來就設
立為，培植少數大學成為領頭羊的五年五百億，見者有份實在是牛頭
不對馬嘴！ 

         不僅私立大學，不少從公立五專草草升級的公立大學，其功能定
位也有待從新評估。在少子化的今天，該併則併。否則備多力分，再
多的經費也不夠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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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社會公平正義，難道所有大學一樣普普通通，就是公平正義
嗎？ 

       對無力者旳照顧，應該透過入學方式以及奬助學金來減緩，才是
正途吧！ 

 

       近年來，台灣的高教投資和鄰國相較，明顯不足！教師薪資只有
鄰近國家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解決之道，除了從增加投資，合理
分配，以及制度改良之外，大學本身也必須嚴格地自我檢討和調整，
不能將耗用大量民脂民膏，視為當然！ 

  

以下是我的觀察和建議 

 

        高教投資很重要，但大學本身必須重新組構reorganization！ 

大學必須把原有僵化的組織重新組合，形成具有可塑性的研究團隊， 

依需求及成果定期調整，打破目前各研究所五員一工，導致眾多規模
小小的研究單位，假系所自主之名 

關起門來，近親繁殖，終究殘廢失能。大學若做不到自己求變求新，
五年一毛錢都不要給！ 

 

        更重要的是，不要只肯把錢放在死板的研究計㓰。台灣的大學依
照規定，絕大部份的經費，都只能是用在儀器，試剤，文具⋯⋯等硬
體，也就是所謂的的hard money。 

大家都不否認，學術研究最重人的交流，科際交流，校際交流，也就
是human networking。例如進修，訪問，研討會，retreat 都非常重
要。不過，為了防弊，這方面的經費，也就是所謂soft money ，幾乎
都無法編列。導致台灣的學術單位益形孤立，人人開關自守。因為要
從自己的腰包，掏錢出來，做這些培養軟實力的工作，太太恐怕要離
家出走。 

 

       其實，一個稍大型旳研究計劃動輙二，三百萬，但成果可能只是
某教授的一篇論文。這些錢假若由一個研究中心做有效的運用，可以
促成非常多，有效的國內外交流互動，以及跨領域合作。產生的研究
成果可能是每年一篇Nature ，Science 或是Cell，外加許多學術演講，
贊助好幾個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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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在國科會經費風波，MG149之後，大家是少做少錯，自保
為妙。 

        在這樣的氣氛下，加上僵化的組織，我想五年五百億這種錢花
了也是白花，不如再發一次消費券，皆大歡喜。 

 

        從前國衛院有一個最受學界好評的服務，就是補助和協辦各學
科的retreat。2000年，在國衛院協助下，我和鍾正明院士，邀請了
七位當時國際發育生物學界的大咖在楊梅渴望山莊舉辦了三天的閉
門發育生物學研討會。邀請國內六十位這方面的研究人員和研究生，
在楊梅閉關。從早上互動到晚上，為台灣的發育生物學和再生醫學
奠下發展的契機。對今日台灣幹細胞和再生醫學研究的蓬勃發展，
有一定的貢獻。 

 

        參與這個retreat的成員，今天許多都已成為學界A咖，不少人
對那次retreat者爬津津樂道。可惜，國衛院目前自身難保，對
retreat的補助，早已取消多年。目前，有能力舉辦像樣retreat的學
術機搆，只剩中研院，其他人都只有望梅止渴的份。 

 

        在台灣，要購買上千萬的儀器，還有可能，但花個幾十萬，辦
個retreat，遠離塵囂，閉門做腦力激盪，人際互動，這種國外學界
視為當然而必要的學術活動，卻不可得，哀哉！ 

 

        如果這種重硬不重軟，而且把學者當賊防的心態不改，五年五
兆的錢也改變不了現狀！ 

 

        看了我對民報這篇社論的論述，大家也許可以瞭解大學和媒體
之間的隔閡有多深。我以前不知道什麼叫民粹，這篇社論讓我終於
知道民粹是什麼碗糕。我曾在台大新聞學研究所擔任合聘教授近十
年，對媒體運作略有所知。大學和媒體之間，應該有更多的溝通，
一方面有所監督，另一方面，也忠實反映大學的處境。畢竟，健全
發展的大學，絕對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推手之一！ 

 

http://www.peoplenews.tw/news/ffb827bf-a983-44c3-8124-

be15da7f0548 

頂尖大學計畫已成了滅頂大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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