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期待國際人才為清華加值 

 

本校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 12月 6日舉行，諮詢委員建議清華加快國際化腳步，

包括增聘外籍教授、增收國際學生、增加英語授課；委員們也肯定本校鼓勵學

生跨領域、雙專長的成果，建議除引導學生修習不同學院的課程，各學院及研

究中心也應多從跨域融合的角度來推動。 

  

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選出的下任校長高為元也應邀在線上列席，聆聽各單位簡

報及委員提出的寶貴建議。 

  

這是賀陳弘校長任內最後一次校務諮詢委員會，多位委員都高度讚揚他 8年來

對清華的貢獻。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召集人、本校前校長劉兆玄教授表示，賀

陳弘校長大刀闊斧、執行力強，播下的許多種子已開花結果，尤其是第二個任

期內的傑出表現，令他十分欽佩。 

  

閻雲、童子賢及吳玉山委員也肯定賀陳弘校長兩任共 8年任期為清華做出許多

重要改變，新添了藝術、教育及政經學院，朝人文社會領域發展，並持續強化

清華固有的理工強項，發展醫學院設立半導體學院，「在新與舊之間取得平衡，

做得非常好！」 

  

提升國際化並成為辦學優勢 

  

多位諮詢委員期許清華加快國際化腳步。政大前校長周行一委員表示，清華外

籍教師人數需要再提升，假如來自外部的思維不夠，就會愈來愈依賴本校的畢

業生或是赴海外求學的校友，但這兩者都在減少當中。他建議應要求各學院招

聘人才時一定要向海外招募，同時募款來提升薪資條件。 

  

中研院副院長周美吟委員指出，少子化之後要去哪裡找學生，是全台灣學校都

要面對的問題，清華成立國際學士班是很好的開始，之後要持續擴展，並且鼓

勵本國生與國際生多互動，創造新鮮的校園氛圍，成為招生優勢。「國際化不只

是校園內有外國人或用英語授課，還要引進國際級大學的觀念！」她說。 

  

師資招募、培育需長遠規劃 

  

本校 104年成立「清華學院」，整合跨領域通識課程；105年合併新竹教大後加

入了竹師教育學院、藝術學院。接著 109年成立台北政經學院，大幅拓展了人

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教學與研究。「清華全科大學的規模已然成形，但要注意不



同學院師生比差異大的問題。」中研院院士吳玉山委員指出。吳玉山委員進一

步點出，有些系所的教授人數占 75%，助理教授只占 4%，也顯示新陳代謝不

足，不利長遠發展，「人才的培育與招募需要有更長遠、明確的規劃。」他說。 

  

陳祖翰委員是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校長，也曾任美國康乃爾大學電氣與計算機工

程學院院長。他說，這兩所大學的系主任及院長最大的心力都花在招聘人才，

建議清華也應在這方面下更大功夫，「禮聘優秀人才需要 personal touch，不

是登廣告就能找來的。」 

  

融合 AI、醫學 跨領域發展強項 

  

談到清華未來的發展，劉兆玄委員表示，在人員不足、資源有限的條件下，要

有規畫性地找出重點。如當年國內的第一輛電動車就是在清華跑起來，本校也

有不錯的電池研究團隊，如果當時就持續以此為重點發展，如今必有所成。 

  

被稱為「矽谷創業之神」的橡子園顧問公司陳五福董事長，曾在 15年內創立

13家高科技公司，也應邀擔任本校校務諮詢委員。他建議清華應以研發能量創

造價值來支撐學校，先找到強項，再研究如何做出不同的東西，「先做強，再做

大！」 

  

陳祖翰委員表示，面對下一世代挑戰，需要不同領域的人才跨域共同解決。他

建議，醫學、教育、藝術等各院系的師生都要認知 AI人工智慧即將產生的衝

擊，也要學會利用 AI來加強不同領域的發展，「如果不能抓 AI浪潮，就會被淹

沒。」 

  

台北醫學大學前校長閻雲委員建議清華應運用生命科學院轉型為生醫學院的契

機，以醫學系及醫院為軸心，進一步融合帶動新的成長契機。十年後清華培育

出的醫生將不只是普通的醫生，而是具備核子醫學、影像醫學、資訊工程強

項、不一樣的醫生。 

  

多位委員肯定本校 2016年與新竹教育大學合校策略正確。周行一委員認為，本

校目前規模仍太小，如果有機會，應再尋求擴大機會。 

  

學習適度留白 重視團隊合作 

  

在人才的培育方面，周行一與和碩科技董事長童子賢委員不約而同地提到「不

要讓學生修太多課」。周委員說，學生修太多的課，難以全面顧及，反而沒有一

堂課修得好。童委員則表示，不要讓學生的生活塞滿專業課程，要有發呆、留



白、咀嚼、消化的空間。他舉例，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就曾說，他的學習歷程

中，最懷念的是在哈佛大學接受人文陶冶的一年，那是一場可以帶走的盛宴。 

  

陳五福委員則建議要加強訓練學生的表達及溝通能力，「在國外，你簡報做不

好，人家就不相信你能做得出來。」他並點出要讓學生意識到團隊合作的重要

性，「台灣過去的教育注重個人的成就，但一個人無法成就大事，團隊合作是必

要學習的技能。」 

  

重視師生 人才加值 跨域合作 

  

最後，賀陳弘校長感謝各位望重士林的委員們對清華的愛護及寶貴建言。賀陳

弘校長說，他有三項核心理念，一是人能弘道，人決定了一切，老師及同學就

是清華最重要的基礎。在薪資及年金條件難以提升的情況下，清華將盡力結合

外界的資源來引進人才。 

  

他的第二項理念是畢業生人才加值，要提升學生除了在科學園區領高薪之外更

多的機會。水陸交會處往往產生稀有物種，跨領域學習讓學生價值倍增；清華

將創造更多跨域的交錯連結，培育更多元的人才。 

  

第三項理念則是跨領域合作。賀陳弘校長說，清華學風開放自由，更難能可貴

的是學院之間經常跨領域合作，產出創新的研究成果，跨領域已經成為清華的

DNA，科技+X蓬勃發展。教育、藝術、政經、醫學等發展，也都得到了外部資

源的支持，例如獲捐助 20億的醫學教育基金等。清華將更認真辦學，不負委員

的期許。



 

本校舉辦 110年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 

  

校務發展諮詢委員聽取校務行政報

告。 

因疫情的關係，陳祖翰教授與梁庚義

院長以視訊的方式加入會議。 

  

劉兆玄委員表示，在人員不足、資源

有限的條件下，要有規畫性地找出發

展重點。 

周行一委員表示，清華國際教師人數

需要再提升。 



  

周美吟委員表示，少子化是全台灣學

校的問題，清華成立國際學士班是很

好的開始。 

吳玉山委員指出，師生比例懸殊，是

需要處理的問題。 

  

陳祖翰委員說，禮聘優秀人才需要

personal touch，不是登廣告就能找

來的。 

閻雲委員表示，期待未來有更多理

工、人文素養的醫師來自清華。 

  

童子賢委員表示，不要讓學生的生活

塞滿專業課程，要有留白、咀嚼的空

間。 

陳五福委員說，團隊合作是學生必要

學習的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