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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知識的饗宴
知識經濟時代台灣的教改與資源分配

.美霍普金斯大學教授李遠川。

J金、年七月，中央研究院
一7 召開院士會議，海外

院士絡繹回國，趁這難得的

大師群集機會 ， 基金會特於

七月七日以「知識經濟時代

台灣的教改與資源分配」為

主題，邀集多位院士舉辦一

場座談會 ，成功大學公共事

務研究中心特來共襄盛舉 。

這次座談是由余範英執行

長與國科會人文處處長王汎

森、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朱

雲鵬一同召集，會議主持人

~吳京院士與副執行長林聖

芬，與談的院士有中研院民

族所前所長李亦園 、 美國霍

普金斯大學生物系教授李遠

川 、 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金

耀基、工研院光電所所長林

耕華、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

麥朝成 。

知識經濟時代 I 知識 」

是發展經濟與創造財富的能

源，創發知識的大學教育如

何調適轉型便成關鍵樞紐 。

李亦園 、吳京 、 金耀基不約

而同指出，新世紀的大學必

呵 ，回

.工研院光電所所長林耕華 。

須逐步走向分工和重視終身

教育 ，才能培養出新經濟時

代所需的科技人才 。 不過，

李亦園強調在以經濟為目的

追求知識實用化的同時，大

學不能失去「追求真理」的

目標， 他同時指出，目前小

小台灣卻有一百多所大學，

量不少了，品質如何維持才

更該費思量 。 金耀基認為未

來經濟發展既與知識緊密結

合，需要創新知識，大學就

需作類別區分，而相關人才

既需由大學提供，高等教育

政策就應依此趨勢來訂定 。

.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金耀墓 。

.中研院院士李亦圈 。

吳京的看法則是，大學應與

社區多結合，才能傳遞正確

的價值觀，發揮對社會的影

響力 。

追求知識經濟需以人文素養

為基礎

將來知識既為經濟發展效

勞，李遠川憂心一味追求知

識經濟，極易讓人陷入拜金

迷思， 他表示，追求知識經

濟得有智慧，而智慧需以人

.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麥朝成。

文素養其基礎 。 他呼籲，教

育教學生「學以致用 」 之

外，更要教學生 「 學以應

變」。

王汎森則指出，台灣的教

改問題是缺乏創意，而癥結

在老師習慣 「教授知識 J ' 

而不是教學生 「如何獲得知

識」。他表示，知識的創造

與人文素養分不開 ，唯有處

於豐富的人文環境中，人的

創意才會湧現 。 因此 ，台灣

的教改應著重能否激發下一

代的「創意 J '這是麥朝

成 、 林耕華 、 吳京與王汎森

一致的觀點 。

麥朝成表示，新經濟時代

我們對人力培養需有新思

維，如工作應與學習合而為

一，科技需與產業結合等

等，而教育也應朝 「為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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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價值，以社會成長作為行

為準則的制度設計，它雖然

無形，卻是群體的智慧和資

本 。 目前台灣在公民資本的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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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方面顯然亟待加強， 一

來是人文基本素養不足， 二

來設計制度的知識也累積得

不夠，三來有些制度 、 政策

明明不好，決策者卻擇惡固

執 。 金耀基認為，公民資本

說到底還是個制度性的問

題 。 林耕華和王汎森也認

同，社會即使有了創意 ， 但

若沒有健全的制度為基礎 ，

經濟成長終究難更上層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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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經濟時代將其知識與

財富創造無限可能，王汎森

卻憂心，由於財富分配的快

速翻轉，將造成富者越富 、

貧者越貧、強者越強、弱者

越弱的局面，弱肉強食的結

果，甚至會產生不公平的社

會階層 。 李亦圈也認為社會

公義關係著公民社會的發

展，在追求知識經濟的同

時，必須兼顧社會公與義的

原則，而知識份子與民間圍

有健全的「社會資本 J '沒 | 體的角色也將更為吃重 。 吳.中研院院士吳京與時報文教基金會副執行長林聖芬共同主持研討會 。

有建立良好的制度 ， 縱能因 | 京同時指出，台灣經濟目前

量身訂作」的方向思考 。 他 | 識經濟圖塊中占最大份量， I 創新而產生高能力，也會受 | 正處於重大轉型的階段，要

認為將來老師的角色應是協 | 但教育除了培養高素養的公 | 人的因素而抵銷，這是台灣 | 升級，知識分子的專業意見

助者，協助學生如何取得知 | 民外，更要培養具創造力的 | 經濟將來的最大挑戰 。 朱雲 | 若能凝聚，將能發揮重大的

識 ， 如何創新 。 I 精英，這應是當下教改需掌 | 鵬指出，國家經濟成長的能 | 功能 。

林耕華也指出，知識經濟 | 握的方向 。 I 源，已經由著重累積資本 、 | 座談歷時兩個多小時，是

著重的不只是追求量產 ， 更 | 公民資本是群體的智慧和資 | 累積知識人力，進而到第三 | 一場十分精采的知識饗宴，

重視創意，若無科技創新的 | 本 | 類資本←一公民資本( civil 也為 「邁向公與義的社會 」

思維，則不會有發展 。 I 追求創新固然重要，金耀 I capital ) 的累積 。 公民 | 永續發展系列活動寫下一個
王汎森更認為，教育在知 | 基和朱雲鵬一致認為如果沒 | 資本代表的是一個社會的基 | 重要的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