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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第 21 屆評議會第 1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0 年 10 月 15 日（週六）上午 9 時 30 分至 11 時 50 分 
 
地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2 樓第 1 會議室  
 
出席：翁啟惠、劉兆漢、王惠鈞、王汎森、李遠哲、 

朱經武、孔祥重、李羅權、彭旭明、陳力俊、 

郭  位、劉太平、吳茂昆、王  寬、周美吟、 

劉紹臣、陳銘憲、陳建仁、吳妍華、陳定信、 

彭汪嘉康、羅  浩、吳成文、廖一久、龔行健、 

何  潛、李遠川、蔡明道、劉扶東、姚孟肇、 

施明哲、陳仲瑄、劉翠溶、曾志朗、麥朝成、 

金耀基、丁邦新、刁錦寰、黃進興、黃樹民、 

黃克武、彭信坤、單德興、蕭新煌、鍾彩鈞、 

謝國興、鄭秋豫 

 

請假：楊祖佑（曾志朗代）、徐遐生、張俊彥、沈元壤（吳茂昆代）、 

王佑曾、趙  丰（劉紹臣代）、李克昭、賀曾樸、賴明詔、

楊泮池、黃煥中（施明哲代）、謝道時、李文雄、余英時、

朱敬一、胡  佛、楊國樞、陳恭平（彭信坤代） 

 
列席：許聞廉、張亞中、葉義雄、蔡淑芳、李定國、蕭高彥、 

羅紀琼、梁啟銘、林淑端、陳紹元、吳家興  
 

請假：蕭傳鐙、吳玉山、孫以瀚、陳水田（黃曉芬代）、王大為

（何惠安代）、林世杰（賴美雪代）  
 
主席：翁院長             記錄：羅紀琼 林鈺涵 

 
秘書組羅紀琼主任報告出席人數：  

本院第 21 屆評議會第 1 次會議，現有聘任評議員 34 人，

當然評議員 31 人，全體評議員共 65 人。本次會議，除請假 10
人外，應到 55 人。依評議會會議規則第二條規定，已逾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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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評議員到會，已足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主席宣布開會  
 

為人文及社會科學組院士顧應昌先生（民國 100 年 6 月 6
日逝世於美國）、數理科學組院士張永山先生（民國 100 年 8
月 2 日逝世於美國）默哀。  
 
 
宣讀 100 年 4 月 23 日第 20 屆評議會第 6 次會議紀錄  
 
 
主席報告院務近況：  

本院目前共有 23 個研究所、1 個研究所籌備處及 7 個研究

中心。其中，法律學研究所經過近 7 年的籌備，已於 100 年 7
月 1 日正式成立。政治學研究所正式成所案已於 9 月間經院務

會議通過，俟明年 4 月 14 日之評議會議決通過，並函報總統

府後，可望正式成立。此外，鑒於永續發展問題日趨重要，本

院積極籌備成立「永續科學研究中心」，結合自然與人文社會

科學的研究能量，分由地球系統科學、綠能、自然災害應對、

傳染性疾病、老年健康、環境史、永續發展經濟模型、永續發

展的決策過程及跨國比較研究等八個研究面向，推動永續科學

之研究，並提出白皮書，供政府決策參考。  
截至 9 月之統計，本院現有人力 7,682 名，包括研究人員

899 名、研究技術人員 94 名、博士後研究人員 835 名、行政人

員 280 名、約聘僱研究助理 3,465 名、研究生 1,999 名。目前

持續延攬傑出的海外學者到院服務，先後延攬王寬特聘研究員

返國領導化學研究所，並延攬神奈木玲兒特聘研究員加入生物醫學

科學研究所，未來仍將積極爭取優秀人才返國服務。  
本院的研究，係以人文關懷為底蘊，兼而結合科技研發能

量。為引領同仁以前瞻的思維進行基礎研究，即時因應社會的

動態變遷，並配合國家科技政策，除延續基礎研究、探索新興

領域與應用研究成果外，亦鼓勵同仁針對能源、環境、生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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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社會網絡有關之研究專題，研提跨領域之整合型計畫。在

數理科學方面，研發新穎尖端材料、整合資訊統計、參與國際

大型宇宙觀測計畫及高能粒子碰撞計畫、深入研究台灣地區地

震的機制及氣候變遷的衝擊等。在生命科學方面，致力於發育

生物學、生技醫藥基礎研究、神經科學、奈米醫學、多醣合成

及高純度均相合成疫苗、生物生長與發育、植物逆境、生物化

學及二次代謝之研究、C3/C4 光合作用機制的演化及調控、環

境變遷對農作物成長與生物多樣性、海洋生物科技、神經生物

學、活體細胞顯影技術及應用、人類疾病的動物模式、基因體

醫學研究、新藥之發現、免疫生物學及分子疫苗以及癌症生物

學等研究。在人文及社會科學方面，著重於台灣研究、當代中

國研究、華人社會歷史、當代歐美與亞太區域研究，以及發展

各種大型學術資料庫的功能暨學術服務等。  
為全力推動「國際化」，本院分由強化參與重要國際組織、

積極開展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設置世界級「特別講座」、積

極延攬外籍傑出人士、主辦重要國際會議等途徑，廣為延伸觸

角至全球學術社群。本院目前已與 40 個國家共 305 所的大學

與學術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另由丁肇中院士主導之「反物質太

空磁譜儀二號 (AMS-2)」計畫，由李世昌院士擔任臺灣計畫之

主持人，是本院與中山科學院、國家太空中心、中央大學及美、

義、德、法等 16 個國家之跨國合作。此外，本院與重要國際

科學組織及各國科學院之交流互動，亦甚具成效，其中我國與

中國大陸雙方以平行、對等的方式成為會員的國際科學理事會

（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ICSU），已於今年 9 月由李

遠哲前院長正式接任會長，本院代表團成員也偕同參加三年一

度的會員大會，促進各國及學會會員之間的國際科學合作，帶

領 ICSU 動員國際力量，解決全球永續問題。未來，我們仍將

以超越國界的學術關懷，宏觀規劃研究策略，繼續爭取以平

行、對等的方式參與國際組織。  
本院秉持高等教育國際化之理念，與國內各研究型大學合

作，針對尖端、創新研究領域，共同規劃跨領域博士學程，目

前學生來自 33 個國家，多數畢業生為國際知名研究機構延攬，繼

續從事研究工作，或分別受聘於臺灣的美商公司及科技公司等。此

外，亦與國內各大學合作開辦博士班學位學程，以具有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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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競爭力的跨領域研究為主題，由本院與合作大學共組執委

會，根據雙方之學術優勢，規劃學程發展方向，促成增強性合

作。目前共設立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海洋生物科技、轉譯醫

學、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微生物基因體學及網路與資訊系統

之六項學位學程。此外，正籌辦轉譯醫學、醫學資通訊工程、

前瞻生物科技等學位學程，並將合作領域拓展至數理科學及人

文社會科學。            
鑒於臺灣日益嚴重的人才供需失衡現象，本院日前結合國

內學研、產業與藝文界領導人物，針對人才延攬及流失等問

題，提出「人才宣言」暨「人才問題與因應對策建議」，由制

度、環境、教育及產業政策面，提出具體解決方案。經由本院

呼籲，已廣獲社會各界及政府高度重視，馬總統並指示行政院

規劃政策，研議兼能留住本國人才與吸引外國人才之因應方

案。目前行政院已提出六百億的「人才培育方案」，本院建議

宜對症下藥來解決「人才赤字」的問題，俾使此方案之經費預

算能夠有效運用，使我國在國際人才競逐上能更具吸引力。此

外，本院亦不定期針對學術發展相關及社會關切的重要議題進

行研議，已提出「因應地球暖化之能源政策」、「中央研究院學

術競爭力分析暨台灣學術里程與科技前瞻計畫」、「醫療保健政

策」、「人口政策」、「因應新興感染性疾病」及「教研與公務分

軌體制改革」等 6 份建議書，主動提供政府施政參考。目前所

研議之「環境變遷下之國土規劃」，即將付梓。  
基於學術機關的自律，本院對於利益界定、利益揭露和利

益衝突，已明確訂定處理原則與相關規範。全院從院長以至研

究人員之兼職，皆依政府相關法令辦理，復經本院利益衝突規

範專案小組與倫理委員會審議，所有由本院研究成果專利所取

得的智慧財產權也都歸屬本院。研究人員兼任教授之職，亦皆

秉持為國育才的理念。另為使學術研究成果轉化為具社會價值

的產出，本院已與國內外產業界簽訂約567件授權案，授權合

約總值逾新台幣20億元。其中本院研究人員最近1年內即獲得

34項專利，累計過去13年來，本院共獲得375件專利（其中191
件為美國專利），在生技新藥領域表現尤其突出，約占所有發

明的70%。  
為營造優質的研究環境，南港「國家生技研究園區」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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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刻正積極推動中，可望擴大我國生技研發能量，將學術研

究成果轉化為產業結構轉型與國家發展的原動力。另亦持續推

動既有院區的均衡發展及環境改善，包括：天文數學館之落成

使用、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遷移至原數學研究大樓、興建跨

領域研究大樓以容納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與應用科學研究中

心等。此外，為增進本院與社區的互動，營造生態與人文共榮

的舒適環境，規劃辦理「院區入口意象改造工程」，並展開「院

區大門周邊區域改造工程」先期作業，延續辦理「環境變遷研

究大樓新建工程」。同時，配合臺北市政府辦理完竣院區污水

下水道工程，將院區雨、污水分流排放，以改善環境衛生及淨

化河川。  
民國 88 年通過之《科學技術基本法》，旨在延攬傑出科研

人才，推動科學技術之發展及產學合作。然該法自施行以來，

未能完善規範科學技術人員之工作條件，使科研採購、研究人

員兼職及產學合作與交流等備受掣肘，是以本院組成小組積極

研議修訂《科學技術基本法》，並將相關修訂建議送請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及行政院參處。嗣經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召

開研修會議，完成相關修法芻議，並經行政院通過「科學技術

基本法」第 6 條、第 17 條修正草案，目前已核轉立法院審議

中。  
未來，本院以提升學術競爭力與創新研究為目標，期消弭

齊頭式待遇、下放智慧財產權及鬆綁採購法，以增加延攬優秀

國際人才之競爭力，將人才培養與國家發展方向相結合，使學

術發展不再與產業發展脫鉤。此外，亦將持續關切高等教育、

農業生態與政府組織改造及科技政策等議題，期關懷世界、回

饋社會並追求學術卓越。  
 
 

報告事項：  
一、本院訂明（101）年 7 月 2 至 5 日（週一至週四）召開第

30 次院士會議，選舉第 29 屆院士及 2012 年名譽院士。  
二、為深入瞭解院士被提名人之學術成就，俾供分組投同意票

與評議會投票參酌，本院訂明（101）年 2 月 10 至 11 日

（週五至週六）舉辦「第 30 次院士會議會前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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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院第 29 屆院士選舉提名至 100 年 9 月 30 日截止，共有

77 位被提名人，其中數理組 33 位，生命組 31 位，人文組

13 位。2012 年名譽院士選舉提名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截

止，目前尚未接獲被提名人選。  
四、本院第 29 次院士會議提案處理情形期中報告，列於附件 1

（第 10 頁），請   參閱。  
五、自 100 年 4 月迄今，本院發布之人事任命計 59 案，列於

附件 2（第 33 頁），請   參閱。  

六、自 100 年 4 月迄今，本院人員之榮譽事蹟，列於附件 3（  
第 37 頁），請   參閱。  

七、本院 101 年度各項重要會議時間列於附件 4（第 44 頁），  
請   參閱。  

 
 
報告事項後，全體評議員合影留念。  
 
 
討論事項：  
 
提案一：請選舉第 21 屆評議會執行長案。  

【提案單位：秘書組】  
說 明：「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會議規則」第九條規定：「每屆評

議會首次集會時選舉執行長，由評議員互選產生，報

請院長聘任之。」  
擬處意見：擬由在座評議員提名候選人並進行舉手表決。  
 
決 議：推舉王汎森評議員為第 21 屆評議會執行長，並經與

會人員舉手表決，過半數通過。  
 
 
提案二：第 21 屆聘任評議員補選案，請   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組】  
說 明：  

一、本屆人文及社會科學組聘任評議員許倬雲院士與李

亦園院士懇辭，經院長懇切慰留未果。依本院組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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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及聘任評議員選舉辦法第五條之規定，評議員

在任期內出缺時，應由評議會補選之。  
二、經本屆聘任評議員提名委員會之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召集人黃進興院士，分別與該組兩位提名委員麥朝成

院士及黃樹民院士商議後，同意將未當選之原提名名

單列為本次補選之候選人。  
三、本次聘任評議員補選之候選人計 12 名，每人得圈選

兩名。  
 

擬處意見：  
一、進行投票表決（投票前，請先推定 2 名監票人）。  
二、本案經投票通過後，依法呈請 總統聘任，其任期以

補足原任任期為限。  
決 議：  

一、推舉黃進興評議員、蕭新煌評議員為監票人。  
二、補選結果：分由王德威院士及杜正勝院士當選為人文

及社會科學組聘任評議員。  
 
 

提案三：擬修正本院研究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 1 案，請  討論。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  

一、本修正草案經提 100 年 8 月 23 日本院總辦事處第 878 次主

管會報、100 年 9 月 8 日法制委員會及 100 年 9 月 22 日院務

會議討論修正通過。 

二、茲將修正內容說明如下： 

（一）為建立本院新聘助研究員與副研究員長聘制度，以延攬優秀研

究人才，及應本院學術研究發展需要，使研究人員得以潛心研

究，提升研究水準，爰設立長聘制度終止條款，以適度控管研

究人員聘審制度的品質，並讓無研究發展潛能人員，趁年輕另

尋發展，爰擬修正本院研究所組織規程第 13 條條文，分述如下： 

1、第 13 條第 1 項第 2 款增列，中華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起新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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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研究員，其聘審依原規定辦理，但通過升等者，同時取得長

聘，聘期至年滿六十五歲為止。 

2、第 13 條第 1 項第 3 款增列，中華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起新聘之

副研究員，其聘審依原規定辦理，但應於第 1 次聘期 5 年內通

過升等或長聘。審查通過者，聘期至年滿 65 歲為止，未通過者，

不予續聘。 

3、第 13 條第 2 項增列，中華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起新聘之副研究

員，未於第 1 次聘期 5 年內通過升等或長聘者，亦得報請延長

聘期 1 年或辦理資遣。另本院研究所組織規程第 13 條第 2 項原

規定「資遣比照公務人員任用法辦理」，茲因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9 條資遣相關規定業已刪除，改修訂於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7
條）中，並自本（10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爰配合修正為「資

遣比照公務人員退休法辦理」。 

（二）為應大學法將教師分為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等四級，

爰配合將第 7 條、第 8 條「助教授」之文字修正為「助理教授」。 

（三）修正本院研究所組織規程第 7 條第 3 款：助研究員須具備資格

條件，「在公立大學或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任講師

至少四年」，修正為「在公立大學或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

立學院任助理教授至少二年，或任講師至少四年。」 

（四）修正本院研究所組織規程第 18 條第 3 項：「研究所（處）為研

究發展之需要而於本院院區外成立之技術中心與研究站，得置

主任一人，由所長（處主任）就適任人員推薦，報請院長核聘

兼任之」。為配合研究需要，本院院區內亦有設立技術中心與研

究站必要，為增列法源依據，爰刪除於本院院區外之文字，條

文修正為：「研究所（處）為研究發展之需要而成立之技術中心

與研究站，得置主任一人，由所長（處主任）就適任人員推薦，

報請院長核聘兼任之。」 

三、 檢附本院研究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附件 5，

第 45 頁）及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各 1 份（附件 6，第 46頁）。 

擬處意見：本案經討論通過後，擬送立法院備查。 
決  議：修正後通過（舉手表決，過半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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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吳茂昆評議員提議「本院第 30 次院士會議會前討論會」

暨明年「院士、評議員、學術暨行政主管春酒」可於花蓮舉辦

乙案，將評估研議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