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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弁言

中央研究院八十年院史編纂委員會於2005年5月5日由

李遠哲院長任命十一位委員後，隨即展開工作，其間楊翠

華女士、莊英章先生、柯志明先生、陳弱水先生等委員，

因職務更動而離開，然整個團隊三年來合作無間，並且在

各研究所(處)、中心的全力配合下，於今總算交出成果。

這部院史分為三卷。第一卷以全院為主體，以歷任院

長為經，任內重要事蹟為緯，交織成篇，由陳永發先生撰

寫。第二卷以各研究所(處)、中心為主體，由委員會商議

綱要後，交由各研究所(處)、中心負責，各以其沿革發展

與研究成果加以編纂。第三卷為大事記，以編年體例縷記

八十年來重要大事並附精彩圖片，由謝國興先生撰寫。

這部院史之完成，首先要感謝撰寫委員陳永發先生與

謝國興先生，以及三組複閱委員，人文組王汎森先生、李

有成先生、黃克武先生、黃樹民先生、湯德宗先生，生命

組林耀輝先生、邵廣昭先生，數理組甘魯生先生、李國偉

先生的辛勞。也要感謝各研究所(處)、中心的充分合作，

前後任助理蔡說麗女士、李佳芳女士、黃申如先

生與鄭智鴻先生的協助，以及院方的支持。更要

感謝翁啟惠院長敲定書名：《追求卓越：中央研

究院八十年》，並親筆題字。

藉著這部院史，希望本院同仁得以瞭解過去

並策勵未來；院外人士得以探索中央研究院之所

做所為，予以勉勵指教。

中央研究院八十年院史編纂委員會召集人

劉翠溶   謹識

2008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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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設立沿革

一、簡史

本所成立於1928年。是年初，大學院中央研究院籌備委員傅斯年向大學

院院長蔡元培建議設置歷史語言研究所。3月，本院籌設歷史語言研究所，

聘傅斯年、顧頡剛、楊振聲三人為常務籌備員，籌備處設在廣州中山大學。

7月，正式成立，由傅斯年代行所長職務。10月22日遷入廣州柏園，始有獨

立所址，後經議定，以此日為本所所慶紀念日。

初在廣州，分設史料、漢語、文籍考訂、民間文藝、漢字、考古、人類

學及民物學、敦煌材料研究等八組。1929年遷北平，將原設八組歸併為三個

學術組，一為歷史組，從事史學及文籍考訂，二為語言組，從事語言學及民

間藝文，三為考古組，從事考古學、人類學及民物學，並分別聘請陳寅恪、

趙元任、李濟為一、二、三組主任。九一八事變（1931）後由北平遷上海。

1934年，本院在南京之建築陸續竣工，本所亦由上海遷至南京。同年5月增

設人類學組。

中日戰爭期間，本所先遷湖南長沙，繼遷雲南昆明，最後定居於四川南

溪縣李莊之板栗坳。1946年抗戰勝利後復員還都，繼續推進各項研究工作，

並奉命接收北平東方文化研究所及近代科學圖書館圖書，成立「北平圖書史

料整理處」。1948年冬，時局突變，本所在傅斯年所長主持下，將人員、圖

書、標本、文物等由南京遷臺，設臨時所址於桃園縣楊梅鎮。1954年春，隨

本院定居南港現址。

隨著時局穩定與臺灣經濟成長，本所規模得以日漸擴充。1954年，有

研究大樓及倉庫各一幢；1957年，興建考古館，1968年開始分期增建考古館

後幢；1960年建傅斯年圖書館，1978年擴建第二棟書庫，1989年又增建第三

棟。1986年歷史文物陳列館正式啟用，第一、二層為展覽室，第三層為古物

倉庫及實驗室，第四層作為檔案整理等工作室，第五層行政中心，第六、七

層為個人研究室。1994年研究大樓竣工，一至六樓為個人研究室、專題研究

室以及助理工作室，七樓則為會議廳及討論室。

定居南港後，本所建制亦有所調整。1958年增設甲骨文研究室，1990

年易名為文字學組。1995年起，為推動群體研究，設置專題研究室，以匯聚

所內外研究人力和資源，目前計有法律史、文化思想史、臺灣與東南亞考古

歷史語言研究所 http://www.ihp.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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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文物圖象、生命醫療史、禮俗宗教、古代文明、世界史八個研究室。另外，先後設有

明清檔案、漢籍資料庫、金文、地理資訊系統、安陽五個工作室；以及骨骼、科技考古、

文物維護三個實驗室。1997年，語言學組成立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本所名稱維持不變，

分為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和文字學四組。2003年配合院方廢組政策，改組為學門。

學術行政方面，所長綜理全所事務，副所長襄贊之，其下設事務、秘書、會計、資訊

四室。所務會議是本所最高決策機構。學術諮詢委員會由院聘所外學者組成，參與討論本

所學術發展之政策與方向。此外還有編輯出版部，以及學術發展、圖書館、資訊三個常設

委員會。

二、歷任所長

創所所長傅斯年以其史學思想塑造本所學風，他高瞻遠矚，擘劃研究發展方針，延攬

人才，不遺餘力。本所歷經遷徙，而圖書文物極少蒙受損失，研究工作得以持續不輟，厥

因傅先生領導有方所致。

1950年12月，傅所長病故，董作賓繼任，至1955年應邀赴香港大學任教，改由李濟繼

任所長。李先生卓越的學術聲望使本所在極艱困的環境下，仍能贏得國際漢學界的尊敬。

1973年本院實行所長任期制，李濟卸任，由屈萬里接任，後因病辭職。高去尋於1978年8

月繼任，積極配合本院籌劃實施五年發展計畫。1981年由副所長丁邦新代理所務。

1985年3月，丁邦新真除，四年後退休赴美講學，由管東貴接任。1995年4月，杜正勝

出任所長，重新規劃學術發展方向，設置專題研究室，推動主題研究。2000年5月，杜正

勝轉任故宮博物院，由黃寬重繼任所長，並於2003年10月第一任屆滿卸職，改由王汎森擔

任所長迄今。

三、四大學門

本所現有四學門，是研究人員的行政隸屬。

(一) 歷史學門

設所之初，歷史學組包含原先的史料學組、文籍考訂組及敦煌材料組，但後來的發展

並不以這三部分為限。主要研究重點是近代以前的中國史，以及相關史料之校勘與整理。

在世界從事漢學研究的機構和大學中，是陣容最整齊的單位之一。近年，研究方向偏重

在政治、軍事與社會、學術史與思想史、文化史、社會史和法律史等課題，另也旁及經濟

史、海洋史。2002年起，開展世界史研究，目前先以歐洲近代史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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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考古學門

考古學組最初負責考古學、人類學及民物學研究，後

來人類學研究移出，乃專責考古學研究。1928-1937年，

在河南安陽進行了15次考古發掘，其中殷墟發掘發現宮殿

遺址和王陵，出土大量甲骨及器物，為中國古史研究開啟

新紀元，也樹立中國現代田野考古學的典範。遷臺之後，

以整理先前發掘之資料為主。稍後逐步開展臺灣田野考古

調查，1972年國科會推動「臺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溪流域自

然與文化史科際研究計畫」，在本所成立「臺灣考古研究

室」，臺灣考古乃成為主要的工作項目。此後，田野調查

發掘遍布臺灣與周邊鄰近各地區，並大力協助政府及民間

機構進行文化資產維護工作。此外，佛教美術考古、民族

考古、生態考古和地質考古等亦為重要研究課題。

(三) 人類學門

本所初創即設有人類學及民物學組，第二年併入考古組。1933年，社會科學研究所

併入史語所，一年後轉而與北平社會調查所合作，但民族組仍留在本所，1934年改稱人

類學組。早期以文化人類學與體質人類學研究並重，後因東北淪陷，乃專重西南民族調

查。1955年，文化人類學研究劃入民族學研究所，本組之研究範圍遂偏重體質人類學及

民族史。近年的研究重點，除了利用歷史材料之外，亦大量運用文字、圖像及田野調查

所得資料，從事醫療文化、禮俗宗教、族群歷史與跨文化比較研究，以新穎的角度探討

過去史學界較少注意的課題。

(四) 文字學門

本所早期並無文字學的專門組屬，著名的甲骨學者董作賓係屬考古學組，1958年

始成立甲骨文研究室，專研甲骨學和甲骨文，後因同仁所學不以甲骨為限，1990年乃更

名文字學組。本組先後出版重要的甲骨及金文著作，在文字學領域負有盛譽。近年亦關

注新興的戰國文字，尤其是楚簡的研究。目前除了從事甲骨、金文、簡牘等基本資料的

解讀、考釋之外，更以此基礎拓展新的領域，包括出土文獻與傳統文獻的比較、殷商制

度、先秦禮制與社會生活的探討等，希望帶動以古文字材料研究古代史的風氣。

安陽考古發掘-
侯家莊1001號大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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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物陳列館

四、三館

(一) 傅斯年圖書館

本館建於1960年，命名「傅斯年圖書館」，以紀念傅先生創所之功，是國際重要的

漢學圖書機構。館內最為珍貴且具特色之典藏，首推5萬多冊的善本古籍，多為宋、元、

明、清刊本及名人手稿。另庋藏12萬餘冊古籍線裝書，主要為清代及民初刊本，以史部

與集部居多，地方志古籍2千餘種。普通線裝書約1萬8千冊，民間俗曲約1萬2千冊，地圖

2萬4千幅，以及歷代金石拓片約4萬幅等等，是學界非常重視的研究素材。至2007年為

止，館藏中日韓文圖書15萬餘冊，西文圖書4萬餘冊，國內外期刊4千8百種，以及4萬餘

種微捲、照片等非書資料。館內重要設施則有圖書燻蒸室、裱褙室及數位攝影室等。

(二) 歷史文物陳列館

本所收藏文物計12萬餘件，其中以考古文物居多，另有居延漢簡、商周青銅器、歷

代碑帖、中國少數民族文物，以及內閣大庫檔案等等。它們多半是本所前輩不畏寒風烈

日發掘、蒐集而來，是新史學研究不可或缺的珍貴材料。為展示這些蒐藏品，於1986年

設置歷史文物陳列館。1997年，為改善保存與展覽環境，以及展現研究成果，本館進行

重新規劃、整修。2002年重新開放，新館在空間設計上力求展示出不同文物的歷史或考

古情境，突顯學術研究成果為重點，堪稱為「學術性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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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灣考古館

本所考古組同仁在臺灣地區的田野發掘與調查遍

及北部海岸、大甲溪、大肚溪、濁水溪、曾

文溪、高屏溪流域，以及花東海岸、

綠島、蘭嶼和澎湖群島等；發掘

遺址比較重要的有大馬璘、

圓山、曲冰、左營、十三

行、鵝鑾鼻、南科道爺和

正在搶救的西寮遺址。這

些考古發掘所累積的大量

標本、田野記錄及相關文獻

等，對臺灣古代文化的研究和

重建提供重要的資料。館內設有

標本整理工作室、科技考古實驗室，

以及一般考古標本倉庫、恆溫恆濕標本倉

庫。從標本清理、分類、鑑定、物理與化學分析、

建檔、數位化，以至存入考古標本倉庫，均在館內進行。

貳．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一、員額

(一) 歷年研究人員員額

設所之初，研究人員分為研究員、學侶、研究生，後來數度調整，又有副研究員、

編纂、助理員、襄理員、助理研究員、練習助理員、編輯員等職級。最初約有研究人員

10名，至遷臺之前，則多達50人。期間因時局動盪，屢經遷徙，人員異動頻繁。遷臺之

際，部分同仁滯留大陸，故在臺初期一度減至20餘人。1960-1970年間，復有部分人員赴

國外講學未再返臺。至1980年，實際在職者，至多30餘人。

1981年起，本院連續推動兩個五年發展研究計畫，經費及員額俱增，各組逐年引進

新人，加強陣容，其中以1987-1988年之間增加最多。後續十年間，人數多在60餘人。

1997年語言組獨立成所，移出11人。此後，人數大致維持穩定狀況。

早期的考古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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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有研究人力配置

以研究領域區分，歷史學門25人，考古學門12人，人類學門14人，文字學門6人，數

位典藏計畫1人。因為人類學門基本上以歷史學為主，就學術背景而言，除體質人類學家

1人外，其餘都可算是歷史家，故以專長大類分析之，歷史學有38人，考古學12人，文字

學6人，體質人類學1人，數位典藏1人。

就史學專業分科而言，包含政治制度史、思想與文化史、學術史、社會經濟史、婦

女史、生活史、法律史、藝術史、民族史、宗教史、世界史等。考古學門以中原考古及

臺灣考古為主，且多有跨領域的情況。文字學門均為古文字學者，以研究甲骨文和戰國

文字為主。

現有研究員佔總人數53.45%，副研究員及助研究員佔31.03%，其餘為研究助理。由

於本所學門的特殊性，在上古史、文字學、文獻學方面，頗有國內外大學不易培養者，

年度 研究員 副研究員 助研究員 助理研究員 研究助理 助理員 合計

1981 18 5 5 28
1982 18 6 6 1 31
1983 20 7 8 1 36
1984 20 13 7 1 41
1985 20 18 7 1 46
1986 17 20 12 49
1987 18 21 13 52
1988 20 24 17 61
1989 19 26 16 61
1990 18 25 16 59
1991 21 23 1 15 1 61
1992 22 21 2 13 1 59
1993 26 18 3 11 4 62
1994 29 20 1 9 7 66
1995 29 21 1 7 7 65
1996 31 20 3 6 8 68
1997 31 20 8 5 6 70
1998 28 14 8 4 3 57
1999 29 11 8 4 4 56
2000 31 10 8 3 4 56
2001 29 11 9 2 4 55
2002 28 10 9 2 6 55
2003 28 9 12 2 6 57
2004 26 12 9 2 6 55
2005 25 14 8 2 5 54
2006 29 12 9 2 5 57
2007 31 9 9 2 7 58

史語所歷年研究人員員額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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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研究大樓

因此，培育人才以繼承學術傳統，實為本所當務之急。又因研究員人數居多，其中同年

齡層者不在少數，日後恐面臨人才斷層問題，故增加員額，引用新秀，亦為本所關注的

重點。

二、預算

本所創所之際，適逢國家財政困難，為撙節糜費，除基本人事費外，預算僅得用於

建築房屋，購置圖書、儀器等，其他開支不得增加。蘆溝橋事變之後，因國家全力支援

戰事，財政拮据，預算緊縮，人事費減成支給，所方經費僅足維持人員生活最低限度，

一切研究所需費用如學術調查、出版等等，均難籌措。復員南京後又逢幣值急速貶值，

已無法達到執行預算的功效。遷臺初期，百廢待舉，政府核撥之預算僅敷維持基本運作

而已。1954年起，政府財政漸見改善，教育文化方面的經費稍有增長，本院經常費亦見

增加，但因物價上揚，實際成長極其有限。1963年7月起實行績效預算制度，但限以上

年度分配的預算數額為編製預算的範圍，以致研究工作計畫除經常進行者外，仍難開展

新的規劃。而自創所至此階段，諸多研究設備的購置、田野調查、出版印刷等工作，有

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管理中英庚款委員會、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等院外機構的

資助。

1980年起，本院獲得政府支持，連續實施兩期五年發展計畫，經費逐

步充實，本所各項研究計畫隨之推展，此後並增建傅斯年圖書館

書庫、興建歷史文物陳列館及

研究大樓，呈現今日面

貌。隨著本院預算

逐年增加，本所

預算亦呈穩定成

長。近年本院每

兩年辦理一次「概

算評鑑」，並據以

分配預算，而本所均

以優異的研究成績獲

得肯定，故研究經費仍

有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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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本所成立迄今，已延續了五個學術世代。在這七、八十年間，研究方向有所不變，

亦有所變；不變的是對史料的堅持與新材料、新工具的擴充，變的是新領域的開拓。

創所之初，傅斯年所長即揭示蒐集整理新材料，使用新工具，發掘新問題為研究

工作目標。隨後，三個學術組架構確立，即分兩方面積極展開研究工作。第一、集體研

究：包括（1）從事安陽發掘，（2）整理內閣大庫檔案，（3）調查全國各省方言；第

二、個人研究：成名之研究員各自發揮所長，新進之助理員及練習助理員，則由相關研

究員分別輔導。

抗戰期間，因地制宜，各種調查發掘工作依然不曾間斷。遷臺之初，囿於經費，未

能重建規模，恢廓工作。歷史學及人類學以個人專題研究為主；考古學以整理中原考古

文物為中心；文字學則以甲骨文之考釋及甲骨之綴合為重點。群體研究工作，如整理內

閣大庫檔案、俗曲資料、校勘明實錄（至1968年全部完竣）等，仍繼續進行。

1980年，本院擬訂五年發展計畫，並獲准自1981年開始實施。本所賴以增加員額、

充實經費，陸續羅致專才，擴展研究領域，推動大型研究計畫及所際合作。歷史方面，

註：1. ▉為建築費。
　　2.  2000年因政府將會計年度改為曆年制，實際包含一年半（1999.7-2000.12），故總預算偏高。

史語所歷年預算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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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明清史、中古社會史之研究，開展中國近世社會的構成、法制史、思想史、史學史

領域，同時加強史料整理。考古學加強臺灣地區的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人類學方面，

加強民族史料的彙編與民族史研究計畫。文字學領域則積極進行中國文字分期整理研

究。

1994年，配合本院推動東南亞區域研究，開展東南亞考古調查研究工作。1995年

起，為推動專題集體性研究，並強化與國內外學術社群的交流，累積專題研究資料，陸

續成立專題研究室，各室設召集人，並視執行情形及研究方向增設或裁併。先後有國家

與社會、文化思想史、法律史、生態考古、臺灣考古學、東南亞考古學、文物圖象、生

命醫療史、禮俗宗教、古文字、出土文獻、古代文明、世界史等研究室。

1997年，依院方要求規劃中長程學術發展計畫。彼時語言學組已經獨立成所，本所

成所也已近七十年；再者，五年發展計畫引進的青年學者已成為推展研究的主力，需要

在優秀學術傳統的基礎上，重新規劃研究藍圖：（1）發揮既有人員專長，策略地集中力

量追求重點突破；但仍維護獨立研究的傳統，尊重個別研究。（2）嘗試新課題，並積

極培育新秀，以開展學術領域。（3）發展跨學門之課題，以收學科整合之效。（4）整

理舊藏資料，並蒐集新資料，厚植研究基礎。所規劃之研究重點如：中國傳統社會與文

化；軍政與法制；臺灣與鄰近地區的考古學研究；醫療與文化綜合研究；文字學理論與

文字學史；史料整理，以及電子文獻資料庫的建立，並充實專題研究室。其後更開展世

界史研究。

近年來，本所各學科在研究課題上有些變化。歷史學除了傳統的政治制度史、社

會經濟史等課題之外，也興起文化史研究，包含常民文化、庶民心態等等。而人類學也

結合歷史學，為史學研究開拓了新領域，如疾病醫療文化、生活禮俗史、族群與歷史記

憶、宗教信仰等。考古學方面，臺灣史前文化層序的建構以及南島語族的遷移與擴散問

題，均是關注的重點。文字學研究則專注於新出土之文字材料，強化中國文字學的理論

基礎，並結合研究古代社會與文化變遷。

一、近期發展目標及策略

（一） 資深學者與年輕學者的學術規劃並重。推動由資深學者所率領、規劃之大型研究

計畫，如：唐宋社會變遷研究；明清的城市文化與生活；臺灣的歷史考古；中國

石刻文化新探；宗教信仰的跨文化比較等。由年輕學者所組織、規劃有：近世法

律運作的統一與多元；影像與醫療；先秦禮制、社會生活與文化；近代歐洲的自

然秩序與社會秩序；商周考古文化研究與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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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兼顧學術發展之延續與創新。所規劃的研究計畫都有新主題、新取向，並邀集國

內外新的研究夥伴，期能有所創新並更上層樓。同時也都有資深與年輕學者的配

合，以促成本所研究傳統的傳承與創新。

（三） 透過各專題計畫推動跨地域之比較文化研究，研究地域由臺灣、中國擴及世界其

他地區。本所資深學者早已在西方學術思想與方法、古希臘羅馬史、古埃及學方

面，為本所帶來跨文化比較研究之風。近年來更由於研究世界史年輕同仁的加

入，使得此一主題研究更具優勢。

（四）  發揮本所多學門優勢，進行跨學科與混合學科領域之研究計畫。本所四個學門之

間早有學術往來，在多學科整合研究發展的趨勢下，藉著傳統結構之便，在此方

面也有相當發展。

二、出版套書

本所在過去幾年已發展出許多新領域，並進行過不少專題研究，因此，擬在每個新

領域中系統地解決幾個重大問題。故規劃出版兩套書，以同仁著重之新領域為經，以該

新領域中的重大問題為緯，重新詮釋中國歷史，同時也對全所的新發展作一個階段性總

結，預定2008年出版。一為《中國史新論》：共分10冊，計有古代文明的形成、基層社

會、生活與文化、中國思想史、文物圖像、法制、醫療、宗教、婦女性別、數術史與科

學史。一為《臺灣史前史論》：集合本所考古學門同仁及臺灣考古學界人士，合撰第一

部臺灣史前史，分為2冊，上冊為「互動與變遷」，下冊為「理論、方法與解釋」，是

首次以臺灣史前史為範圍，綜合、詮釋史前臺灣歷史之著作。

三、未來的發展規劃

（一） 就全所的發展而言，由於臺灣社會急遽的變化，中國歷史文化的相關研究，不再

是社會關注的焦點，願意投身這方面的年輕學者日漸減少，且未必有前幾代學者

的強烈使命感，所以傑出學術人才的來源是最大問題，這一點在歷史（上古至宋

元一段）、考古、古文字尤其明顯。而中國大陸的學術研究崛起，臺灣不再是中

國歷史研究的代表人，在這些挑戰下，本所未來的角色與定位，是我們應該思考

的方向。

（二） 未來發展的重點是組織若干數目的「研究班」，針對歷史、考古、古文字研究中

值得攻堅的問題，組織所內外專家及碩、博士生成為研究班，以三至五年之力，

深入閱讀、討論，並將研究成果以專書或學術期刊中的專號來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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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為充分繼承本所前輩以大部頭專書表達其學術研究成果之傳統，今後將以各種機

制督促、鼓勵同仁儘量撰寫有份量的專書。

（四） 鼓勵同仁擴大格局與眼光，以亞洲及世界的視野，來思考我們的研究，並力圖與

各國歷史文化進行比較。

（五） 本所的學術資料數位化發展，在全世界的同行中已居領先地位，未來將逐步擴

充，盡力發展成世界漢學研究的平台。

（六） 考古及古文字學門的發展與國內相關人才培養機制息息相關，未來將與各大學相

關系所尋求合作的可能性，期能共同培養人才。

肆．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一、個人研究成果

本所成立近八十年來，同仁的研究業績頗得到國際學界的矚目。個人研究成績主

要呈現在頂尖的學術刊物和專書，近二十年（1988/8-2006/7）所發表專書約136本、學

術論文1,740篇；考古調查報告77種（1992/8-2006/7）；學術會議論文493篇（1997/8-

2006/7），研究成果可說非常豐碩。

二、集體研究成果

集體工作方面，主要呈現在史料典籍、考古文物的整理與出版，建置漢籍電子文

獻資料庫，以及執行珍藏歷史文物數位典藏計畫等方面，請詳「柒、其他重要工作成

果」。

三、出版狀況

本所出版品向以審查嚴格、學術品質卓越著稱。所出版的研究專書及期刊，累積已

超過一千冊，在全世界學術機構中，實屬罕見。其中，《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以及本

所同仁參與編輯的《新史學》皆屬世界漢學聞名的中文刊物，而1997年接辦之Asia Major

則是英語世界中歷史悠久的著名期刊。

(一) 期刊

1.《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創刊於1928年，向以建立高標準的出版原則為學界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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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6年起，連續八年獲得國科會學術優良期刊獎（甲等獎1次、優等獎3次、傑出獎4

次）。本刊物每年出版一本四分，已發行至第78本。

2. Asia Major

Asia Major是西方漢學界素有聲譽的學術期刊，1924年發刊，其間中斷兩次，最後由

Denis Twitchett教授接辦。Twitchett教授對本所的學術地位極為肯定，1997年時將該期刊

轉給本所接辦，對本所、本院以及臺灣的學術聲譽有極正面的意義。本刊物每年出版兩

期，已發行至第20卷。

3.《古今論衡》

1998年《古今論衡》創刊，主要是在《集刊》之外，提供學界刊載探索性、討論

性，甚至爭議性文章之園地，以收相輔相成之效，期以滋長可能茁壯的新學術。本刊物

為半年刊，已發行16期。

4. 合編《法制史研究》

為推廣國內法律史研究風氣，並爭取國際法律史研究的卓越地位，本所於2004年與

「中國法制史學會」合編《法制史研究》。本刊亦為國內最權威之法律史刊物，自2004

年起改為半年刊，已發行至第11期。

5. 創辦並合編《新史學》

1990年3月由本所同仁創刊的《新史學》雜誌，結合國內中青代史學工作者共同努

力，本所有多位同仁為常務社員或委員，行政及編輯作業均在本所完成。該刊連續獲得

教育部（1993-1995）及國科會（1994-2002）優良期刊獎助。本刊物一年出版四期，目前

已出版至18卷。

(二) 專刊及其他

本所出版之專著概分七大類：（1）專刊（含單刊）136種；（2）資料叢刊5種；

（3）田野工作報告10種；（4）目錄索引叢刊13種；（5）會議論文集18種；（6）珍藏

史料暨典籍系列2種；（7）其他，包含史料16種、文物3種、特刊2種、影印4種、傅斯年

講座5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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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一、早期重要貢獻

本所早期因得天時地利之便，在傅斯年所長的領導之下，十年不到，即在歷史、考

古、語言、民族調查等領域，建立起領導性的地位。舉世矚目的創獲如：（一）安陽殷

墟考古發掘，為中國古史研究開啟新紀元；（二）各省方言及民族調查，為漢語、非漢

語及文化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奠下重要基礎；（三）內閣大庫檔案的整理及刊佈，為明

清史研究提供了直接的史料。《明實錄》的校勘更是學術界一大工程。

遷臺之初，本所人員在極其艱困的條件下，勉力維持研究工作，然個人研究成績

仍相當可觀，考古方面，有李濟《古器物學專刊》、董作賓《殷虛文字乙編》、張秉權

《殷墟文字丙編》、石璋如《小屯墓葬與建築遺存》、高去尋《侯家莊大墓》；文字學

方面，如屈萬里《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漢石經尚書殘字集證》、李孝定《甲骨文

字集釋》；歷史方面，如楊希枚的先秦史研究、李光濤《明清史料》、勞榦《居延漢簡

考釋》、黃彰健《明實錄》校勘、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全漢昇的中國經濟

史研究、陳槃的經籍讖緯研究、王叔岷的斠讎學研究；語言方面，如李方桂《武鳴土

語》、張琨《西藏口語語料》、董同龢《鄒語研究》；民族學方面，如芮逸夫與管東貴

的《川南鴉雀苗的婚喪禮俗》等。1963年開始，本所陸續編輯4大冊的《中國上古史待定

稿》，將早年在大陸各地發掘的考古資料與中國文明的黎明期銜接起來，全面論述中國

上古史的各項問題。

二、近年重要研究成果

限於篇幅，以下敘述側重在近一、二十年的研究成果舉例。本所同仁詳細的著作目

錄另刊於本所網站。

(一) 歷史學門

1. 政治、軍事與社會

本所歷史學門是研究傳統中國史的重鎮，其中從事政治史研究的同仁，各主要斷

代都有，成果相當豐碩。在漢代方面，毛漢光有中國中古政治史系列專論；蕭璠專攻戰

國秦漢史研究；邢義田長年精研漢代簡牘與圖象資料，並解析漢代行政文書的體製和用

語、討論秦漢刑期問題；廖伯源有秦漢史論叢，並利用漢簡文書探討漢代制度。唐史方

面，黃清連研究隋唐官僚制度、藩鎮與變亂；盧建榮研究地方的軍事政權與政治文化。

宋史方面，黃寬重致力於宋代軍政、地方武力及相關問題；柳立言探討北宋政治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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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陳雯怡則從制度與理念互動看宋代教育演變。元史部份，洪金富完成《元代臺憲文

書匯編》及《遼宋夏金元五朝日曆》等著作。明清史方面，于志嘉有一系列研究明清衛

所與軍戶制度的論文；何漢威分析道光朝的政治和社會景況；陳熙遠則研究清代遺詔與

皇權繼承問題。另外，黃寬重帶領的「唐宋社會變遷研究」主題計畫，為國內唐宋史學

者首次的整合研究，已有初步成果展現。

2. 社會史與文化史

自1990年代開始，本所有不少學者投入文化史領域中。以「文化思想史研究室」為

中心所推動的文化史與生活史研究，已成為該領域重要的研究據點。該團隊先後執行的

「明清的社會與生活」、「明清的城市文化與生活」主題計畫，已展現可觀的成果，前

者的會議論文已出版《中國的城市生活》。

個別課題方面，劉淑芬研究中國中古城市與社會，及與佛教有關的生活禮俗。陳弱

水探討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識、唐代婦女與本家的關係。劉錚雲利用明清內閣檔案中的

三法司文獻研究會黨、教門，並挖掘日常生活中深具文化意義的案例。李孝悌研究明

清與近代的通俗宗教、情慾文化以及兩者與士大夫文化的關係。祝平一研究中西曆法、

科技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衝擊，以及清初的天主教。邱仲麟探討明清生活環境及明代宮

膳、鄉飲酒禮。陳熙遠有一系列關於傳統節慶的討論。藝術史方面，有石守謙對文化環

境與繪畫風格變遷關係的研究，以及人類學門莊申慶的中國繪畫史研究。

醫療社會史，如梁其姿完成《中國麻風史》英文書稿，並編纂《近代華人東亞地區

的健康與衛生史》；邱仲麟也有關於明代瘟疫、明代世醫研究。

3. 學術史與思想史

陳弱水探討唐宋之際思想與社會變遷。朱鴻林研究重點在明代思想和制度的交互

影響。黃進興研究明清思想史，兼治宋明理學與道德哲學，並出版《後現代主義與史學

研究》。王汎森的研究成果已輯為《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晚明清初思想十

論》二書。張以仁有訓詁學系列著作，於經學、文學、文獻學頗有創獲。陳鴻森著力於

中國經學史及清代學術史，乾嘉經學研究尤多建樹。

4. 法律史研究

以本所「法律史研究室」為中心的團隊，由明清至民國初年各類中央與地方司法檔

案，分階段探討傳統中國法制史上的重要議題，目前已成為海內外從事法律史研究跨學

科交流的重要基地。2004年及2005年先後舉辦「經義折獄與傳統法律」與「明清司法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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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的權力與文化」學術研討會，無論就啟發性、原創性、開拓性而論，均有頗高的學術

價值。所發表論文，陸續編纂為本所「法律史研究叢書」。

個人部分，張偉仁有專著《中國法制史研究》；柳立言對宋代社會與法律的研究、邱

澎生於明清法律秩序的探討均發表多篇論文。

5. 經濟史

本所經濟史研究以明清為主，成果亦稱豐碩。何漢威對清代財政、貨幣及官商關係

有深刻的論述。劉錚雲有關於清代牙行的論文。陳國棟研究明清經濟史、清代臺灣以及

東亞的海事貿易。范毅軍專攻明清江南市鎮發展與地區開發。邱澎生探究明清中國市場

經濟發展與近代資本主義形態的差異性與共通性。邱仲麟也有專文討論明清的民生物資。

6. 世界史與中外關係史

除了原有研究埃及學（蒲慕州）、羅馬史（邢義田）、西洋史（李尚仁）的同仁之

外，本所自2002年開展世界史研究，引進新人拓展臺灣歷史學研究的領域和格局。目前

以歐洲近現代之思想、文化及科技史研究為主，如陳正國的蘇格蘭啟蒙思想與社會發展

的關係；張谷銘的近代早期歐洲科學和醫學思想及文化史；屬人類學門的戴麗娟則研究

十九世紀法國人類學的發展。中外關係史方面，如科技、文化與貿易交流等，主要研究

者有陳國棟及祝平一。

(二) 考古學門

1. 以中原為中心之亞洲大陸地區研究

（1）舊藏考古文物資料的整理研究

本所是中國現代考古學先驅，在大陸時期進行過許多大規模的調查與發掘。從李濟、

梁思永，到高去尋、石璋如，一直從事這些出土遺物的整理與研究工作，並陸續出版相關

巨著。其中《小屯》（殷墟）和《侯家莊》（殷商墓地）等報告集，使商代文明的光彩呈

現世人面前，也成為中國考古學研究報告的典範。近年，李永迪積極整理出版前輩們的發

掘成果，已完成《大司空村第二次發掘報告》，並研究商代及東周時期手工業生產。新進

加入陣容的內田純子，則從事商周青銅器研究。

（2）中古時期佛教藝術考古研究

本所收藏的佛教金石拓片為數甚多，加上近年從田野調查蒐集累積的佛教造像資料，

是研究中國佛教發展的重要史料。由顏娟英等人進行整理、釋文，先後出版《北魏紀年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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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石刻拓片目錄》、《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人類學門的林聖智則以中國中古時期

的墓葬美術為主。

2. 以臺灣為中心之東南亞地區研究

（1）臺灣地區史前文化體系的建構

本所考古學門同仁在臺灣各地持續而有系統地進行全面性的考古遺址調查與發掘工

作，以具體的考古工作成果，建立具有堅實文化年代學的基礎架構，並據以建構臺灣地

區史前文化發展史。其中最重要的遺址發掘有二：

A. 十三行遺址

位於八里污水處理廠的建築基地，由臧振華及劉益昌先後進行5次遺址搶救發掘。研

究顯示，十三行人生活在距今1800-500年前，屬臺灣史前的鐵器時代，是目前唯一確定

擁有煉鐵技術的史前居民，在研究臺灣史前文化與平埔族關係上極具重要意義。此項發

掘也喚起社會大眾對遺址的重視。

B. 南科遺址

由臧振華及李匡悌主持之南科遺址考古發掘計畫，其歷時之久、耗費人力之多，以

及發掘面積之廣，在臺灣考古學史上，均屬空前，所獲成果相當可觀。目前從遺址中所

辨識出來的考古學文化，包含大坌坑文化、牛稠仔文化、大湖文化、蔦松文化、西拉雅

文化和明清文化，不僅為臺南地區的人類開發史提供了具體的資料，對於整個臺灣的史

前史，甚至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人類史，也提供了關鍵性的證據。

（2）區域性的主題研究

A. 曲冰遺址發掘研究

1981-1987年由陳仲玉負責發掘的曲冰遺址，是新石器時代的聚落遺址，這是臺灣第

一次對高山地區史前聚落進行大型、完整的發掘工作。

B. 澎湖群島古代人類移殖史的考古學研究

臧振華於1983-1985年在澎湖群島進行全面性的調查，共發現91處考古遺址，並發掘

其中6處關鍵性的遺址，這是迄今在澎湖群島所進行最透徹的考古學研究。不但重建了澎

湖群島古代人類的拓殖過程，也提供了有關南島語族從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向臺灣及東南

亞擴散的重要資料和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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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臺灣史前時代玉器的製造、流行與交換

花蓮平林遺址是臺灣地區最重要的史前玉器製造場。劉益昌研究其與臺灣其他使用

玉器的史前文化之間的交通動線，以及了解在玉器資源流通過程中所形成的交換與互動

體系。

D. 恒春半島地區生態考古學研究

李匡悌以臺灣各地遺址出土的貝類遺留，探討史前人類與生態環境之互動所產生的

依存關係，並說明臺灣新石器時代，不同考古文化所呈現的貝類採集活動內容與意義，

提供了臺灣地區環境考古學研究的案例。

（3）歷史考古學

主要研究臺灣歷史時期的文化與變遷。如李匡悌在原為新港社舊址的「社內遺址」

發現與原住民自製的遺物一起出土的外來物質遺留，說明了荷蘭人與原住民的互動關

係。劉益昌在臺灣城殘蹟（原熱蘭遮城）進行兩次發掘所獲遺物，為十七世紀歐洲陶瓷

傳入亞洲的路線提供了新的出土地點與證據，同時也補充文獻歷史之不足。

（4）考古學理論與方法、科技考古學

陳玉美在蘭嶼地區進行民族考古學調查，研究當地物質文化與社會組織、結構以及

人的行為的關係。邱敏勇以綠島、蘭嶼為主，研究人、文化與生態環境的互動，並建立

島嶼在族群遷移與文化傳播上所扮演角色的解釋模式。陳維鈞特別關注「考古遺址的形

成過程」，突出新的研究方向。陳光祖則對各種出土遺物及生態遺物進行科學分析，並

研究臺灣自更新世以來各時代的哺乳動物種類、臺灣古代的鐵器技術。林淑芬主要協助

科技考古實驗，並對宜蘭平原的古地理及古氣候環境的變遷發表研究成果。

（5）臺灣周邊鄰近地區考古研究

臧振華自1996-2000年與菲律賓國家博物館合作，在呂宋島進行考古調查研究，為

呂宋島北部建立了史前年代學的架構，以及史前文化發展的脈絡。陳維鈞數度與越南國

家人文與社會科學中心考古學研究院、國家歷史博物館合作，對了解越南新石器時代文

化的發展過程有很大助益。趙金勇以東帝汶地區古代貿易的考古研究為題，做深入的探

討。郭素秋則透過臺灣與福建、浙南的彩陶比較研究，釐清了三地彩陶的起源問題。這

些工作的發現和成果，呈現出南島語族起源和擴散問題研究的重要性，已受到學界相當

的重視和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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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東北亞美術史比較

顏娟英以臺灣近代美術史之研究為基礎，對1920-1940年代的上海與東京之美術研究

進行比較。此外，已建置「臺灣美術與文化解說」網站、「臺灣美術史資料庫」供學術

界使用。

(三) 人類學門

研究主軸包括生命醫療與文化、生活禮俗史、宗教信仰、族群歷史、古代文明等領

域，研究成果相當顯眼。

1. 生命醫療與文化

此一課題，以「生命醫療史研究室」為中心，參與同仁陸續提出「宗教與醫療」和

「影像與醫療的歷史」主題研究計畫，經過多年耕耘，研究成果備受各方肯定。2001年

「亞洲醫學史學會」將秘書處設於該研究室現址。歷次研討會之論文，已輯結成5冊「史

語所醫療史叢書」，分別為：《從醫療看中國史》；《中古時期的宗教與醫療》；《疾

病的歷史》；《性別、身體與醫療》；《帝國主義與現代醫療》。此外，李貞德研究漢

唐之間的性別與醫療，對於中國婦科醫學之濫觴及其與產育文化之關係論之甚詳。李建

民專研中國古代經脈，前後出版《死生之域—周秦漢脈學之源流》等3本專書。李尚仁則

著力於十九世紀英國在中國的醫療活動以及英國熱帶醫學的早期發展。

2. 生活禮俗史

此領域探討的課題，包括中國古代的日常生活及親屬體系。管東貴對古代中國宗法

社會、血緣組織之特點，有重要的辨析。劉增貴有系列論文探討中國古代出行禮俗與信

仰、門的禮俗與信仰、方位信仰等問題。黃銘崇利用甲骨文和金文，結合考古資料和傳

統文獻，探討殷周的親屬稱謂及體系。

3. 宗教信仰

蒲慕州近年執行「鬼與怪的跨文化比較研究」主題研究，第一階段以中國為主，

相關成果已集結為《鬼魅神魔：中國通俗文化側寫》。康樂研究中國中古時期宗教與政

治、社會關係。宋光宇則以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基層結構、臺灣的教派和寺廟為研究對

象。林富士專攻道教和巫覡的歷史，探討其在古代中國和近代臺灣社會中的角色與位

置，並比較其與亞洲地區相關宗教人士的型態，已出版專書《漢代的巫者》。柯嘉豪研

究中國中古佛教物質文化及日常生活，出版專書Biographies of Eminent Mo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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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心、邊陲與族群歷史

先前有桑秀雲及李榮村研究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及邊疆歷史地理，屬歷史學門的陳慶

隆則專研西北少數民族之歷史文化。近年王明珂關注中國古代民族文化問題，利用人類

學族群理論和社會記憶理論，探討「華夏民族」及其周邊人群，陸續出版專書《羌在漢

藏之間—一個華夏邊緣的歷史人類學研究》、《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根基歷史的文本

與情境》。卓鴻澤於滿蒙藏文文獻研究與胡漢民族文化關係史研究也有成果發表。

5. 古代文明

杜正勝在中國古代政治社會史研究方面，先後出版專書《周代城邦》、《編戶齊

民》和《古代社會與國家》等書。蒲慕州在古代宗教史方面，已出版《墓葬與生死—中

國古代宗教之省思》、《法老的國度—古埃及文化史》等6本專書及論文，分別討論中國

古代、西亞和埃及的宗教世界，及其對異文化的態度。黃銘崇則探討古代神話中所反映

的宇宙觀。

(四) 文字學門

1. 甲骨—含工具書、通論、專論及綴合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以孫海波《甲骨文編》為字形底本，博採眾家考字

諸說，定以己見，分別部居，是甲骨文字考釋之權威性著作。張秉權《甲骨文與甲骨

學》，在甲骨文字考釋的基礎上，對甲骨文字及甲骨學研究做出有系統的論述。

鍾柏生《殷商卜辭地理論叢》，詳析以前諸家研究上存在的問題，依據卜辭及金

文、古書、考古等資料，建立田游地名研究方法，是殷商地理研究的重要專著。蔡哲茂

有諸多甲骨文考釋之作。李宗焜除了利用甲骨材料，深入探究商代的疾病與醫療之外，

即將完成的《殷墟甲骨文字表》一書，是甲骨字形的重要著作。

甲骨綴合方面，張秉權《小屯•第二本•殷虛文字丙編》，為甲骨學界最權威之綴

合成果。蔡哲茂對已發表之斷裂甲骨進行綴合，《甲骨綴合集》、《甲骨綴合續集》，

是其重要著作。

2. 金文

周法高編著之《金文詁林》為金文考釋研究的權威性著作，他於集錄《金文詁林

附錄》諸家異說同時，請李孝定抒以己見。李孝定其後撰《金文詁林讀後記》，論定眾

說。陳昭容有數篇論文從青銅器銘文中的性別、身分與角色研究，探討周代婦女婚姻、

家族及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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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簡牘研究

林素清一系列有關楚簡的研究著作，透過文字考釋、字形規律之分析，提出戰國文

字的規律現象及楚國簡牘之用字特徵等。袁國華則提出文字考釋的新見解，對過去解讀

字形有誤、說解字形結構未詳，或解釋意義未盡妥當等情況，進行新的辯證，從而對楚

簡有更深入的通解。顏世鉉以郭店竹書為主，提出竹書文本的用字特點及規律，探討出

土文獻校讀時應注重的條例；另結合新出土考古和文獻資料，解決《韓非子》書中一些

疑難的釋讀問題。

4. 漢字歷史研究

李孝定《漢字的起源與演變論叢》，為討論漢字起源及演變最全面之重要著作。

林素清首先有系統的確立戰國文字研究方向，找出戰國文字規律，及中國文字朝聲化演

進之方向等議題。陳韻珊則檢討漢字歷史中的省聲及古今字問題，釐清今人所稱之古今

字、同源字、異體字、通假字等概念。陳昭容《秦系文字研究》，以大量信實的材料為

基礎，重新檢討漢字史上幾個關鍵性的問題，論述西周末期到漢代初期漢字發展進程，

呈現秦系文字歷時演變的真實面貌。

5. 建構資料庫

（1） 「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以《殷周金文集成》為基礎，將12,000件金文拓

片、銅器資料建為資料庫，集器形、紋飾、文字於一，所提供之研究及學習環境，

不僅領先全球，而且是世界唯一。

（2） 「漢字構形資料庫」（與本院資訊所合作），解決電腦缺字問題，並提供古文字

字形，計收錄古今漢字112,533個。

陸．在國內外學術界之地位

國外重要的漢學研究學者，大多來自教育機關，而本所為涵括歷史、文字、考古與

人類學諸學門的學術研究機構，是國際漢學研究之重鎮。

國內人文學科較少團隊合作之成績，而本所不少研究人員在其個人研究領域皆居國

內領導地位，他們多在各大學授課，對國內人文學科教育貢獻匪淺。本所團隊合作以透

過專題研究室、研究群的整合與推動，在社會生活史、生命醫療史、思想文化史、法律

史等專史的研究上，無論是新議題的拓展，或是新材料的開發，成果均相當可觀，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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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目。西洋史研究同仁也積極在國外發聲，或出版專書，或發表論文，在國際學術交流

上取得有利位置。

在考古學方面，本所同仁目前在臺灣考古學界的各項學術論文、調查研究、報告

發表的統計，歷年均佔有50%-75%的高比例；在各項專業委員會中，如文化資產評審委

員、環境影響評估委員、古蹟審議委員等，均居最重要地位。

近年來，資料數位化的工作日受重視。本所自1985年起陸續建置「漢籍電子文獻資

料庫」、「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圖籍資料庫」、「內閣大庫全文影像資料庫」、地理資訊

系統（GIS）及各種典藏文物資料庫，成為國內人文學科典藏數位化的龍頭，其經驗與成

果在世界亦居於領先地位。

此外，本所圖書設備在與本所研究相關領域方面為全國之冠，提供國內外學者、研

究生之研究，無形貢獻甚大。

總之，本所是一全方位發展的研究機構。與國內外學術機構相較，就個別項目而

言，或許互有領先的領域。但就整體而言，無論是個人或集眾式研究，或研究型資料庫

之建置，本所均居於前端位置。

柒．其他重要工作成果

一、史料典籍整理

(一) 內閣大庫明清檔案整理計畫

本所現存原屬清朝「內閣大庫檔案」各色文書約31萬件，其中包括詔令、題奏、

移會、賀表、三法司案卷、實錄稿本、各種黃冊、簿冊、試題、試卷等，是研究明清政

治、社會、經濟、軍事、法律等方面的珍貴史料。1981年起，開始比較有規模地整理。

1996年起，改採影像掃描方式，將檔案原件製成影像檔。目前已建置「內閣大庫檔案

資料庫」，供研究者檢索，並配合數位典藏計畫，建置「人名權威檔」與「地名權威

檔」，為明清史研究者提供重大助益。

(二) 史語所檔案與個人檔案

「史語所檔案」為本所自創所以來的各類檔案文書，包含人事、採購、公務信函、

工作計畫、工作報告、會議紀錄等，是了解當代學術研究十分重要的文獻。自1997年開

始整編，並在傅斯年圖書館網頁上建置「史語所檔案目錄」。圖書館尚收藏傅斯年、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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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江、梁思永、毛子水、王崇武、杭立武、陶希聖、楊聯陞、芮逸夫等個人檔案，內容

包含各方往來函（電）、手稿、私人信函、照片、筆記本、文稿著作等，將陸續分類整

理、著錄摘由，建置完整的個人資料庫。

(三) 俗文學

所藏俗文學資料約1萬2千件，凡2萬餘目，深受研究中國民間文藝學者所重視。內容

分為戲劇、說書、雜曲、雜耍、徒歌、雜著六大類。2001年起，與新文豐出版公司合作

出版《俗文學叢刊》，已出版至第五輯，共500冊，是本所自刊印《明實錄》、《明清檔

案》後最大規模之出版工作。

(四) 金石拓片

所藏金石拓片計2萬8千餘目，約4萬幅，多屬名家舊藏。共分「唐代墓誌」、「銅

器全形拓」、「漢畫象」、「南北朝佛教造像」四大類，已陸續整理出版《唐代墓誌銘

彙編附考》、《歷代墓誌銘拓片目錄》、《歷代碑誌銘塔誌銘雜誌銘拓片目錄》、《漢

代石刻畫象拓本目錄》、《漢代石刻畫象拓本精選集》、《北魏紀年佛教石刻拓本目

錄》、《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及《傅斯年圖書館珍藏青銅器全形拓精品集》。

(五) 漢簡

所藏居延漢簡1萬2千餘枚，自出土以來，已有幾種釋文，其中以勞榦貢獻為多。

1988年成立簡牘小組，整理未發表簡及重校已發表簡。除已出版《居延漢簡補編》外，

並建立「簡帛金石電腦全文檢索資料庫」及「簡帛研究文獻目錄」。

(六) 西南少數民族文書

1929-1943年間，本所曾調查中國西南與南方少數民族。所得資料為有關民俗醫療、

驅魔去邪、求子還願、天地與人類起源等文書千餘種，門類以宗教經典為主。近年除整

理麼些文獻及貝葉經外，2002年起又對這些文獻經典進行數位化影像製作、與大陸學者

合作編目譯解等工作。另外並將早期田野調查筆記、日記製成電子資料庫。

二、資料庫建置

(一) 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本所於1984年7月開始推動「史籍自動化」計畫，首先建立正史食貨志，繼則建置

廿五史全文資料庫。完成後深受各界重視和好評，乃擴大為「漢籍全文資料庫計畫」，

內容擴及廿五史之外的各種漢文典籍，包括經、史、子、集，以及佛教和道教文獻。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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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為止，收錄的書目囊括經史子集各類作品，從三代至清末之重要文獻，共有1,370

種、約5億多字；開放使用的書目有627種、近4億字。經過長年的努力，該資料庫已成為

全球內容最精確、使用最便利的漢籍電子文獻，對推廣漢學研究有積極的貢獻。

(二) 珍藏歷史文物數位典藏計畫

本所自推動漢籍文獻自動化以來即全力進行各類典藏的數位化工作，包括善本書

（1988- ）、明清檔案（1996- ）。2001年起，配合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成立工

作小組，將典藏分成五類，包括「考古發掘遺物、照片、記錄與檔案」、「拓片與古文

書」、「善本圖籍」、「民族學調查標本、照片與檔案」、「內閣大庫檔案」。同時，

也與本院計算中心整合發展「近代中國歷史地圖與遙測影像資訊典藏計畫」，為地理資

訊系統注入新的時間軸的歷史觀。迄今共建置13個資料庫、16套系統及22個網站，並於

2005年7月舉行數位資源開放說明會，將數位成果提供臺灣學界利用，對國內外學術研

究、教育文化有莫大助益。

資料庫總數：13個（2002-2007）〔對外開放〕

序號 資 料 庫 名 稱
1 考古資料數位典藏資料庫

2 歷史語言研究所藏青銅器拓片數位典藏資料庫

3 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甲骨文數位典藏資料庫

4 歷史語言研究所佛教石刻造像拓本數位典藏資料庫

5 歷史語言研究所漢代石刻造像拓本數位典藏資料庫

6 歷史語言研究所漢代簡牘資料庫

7 歷史語言研究所遼金元拓片數位典藏資料庫

8 傅圖善本古籍數典系統

9 傅圖館藏印記資料庫系統

10 傅圖空間資訊系統

11 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聯合資料庫

12 內閣大庫檔案資料庫

13 明清檔案人名權威資料

系統總數：16套（2002-2007）〔內部作業管理使用〕

序號 系 統 名 稱
1 考古資料數位典藏系統

2 考古地理資訊系統

3 考古遺址坑位資料建置系統

4 拓片資料庫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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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漢代簡牘數位典藏管理系統

6 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居延漢簡遺址查詢系統

7 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漢代石刻畫象出土地查詢系統

8 秦漢歷史地圖查詢系統（院內開放）

9 傅圖善本古籍數典系統

10 傅圖館藏印記資料庫系統

11 傅圖空間資訊系統

12 傅圖珍藏數位化管理系統（原：傅圖圖籍掃描校驗管理系統）

13 歷史文物數位典藏計畫：民族學調查照片管理系統

14 內閣大庫檔案資料庫建置著錄系統

15 內閣大庫檔案庫房管理系統

16 內閣大庫檔案數位化影像系統

網站總數：22個（2002-2007）

網站名稱 網  址
史語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 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dahcr/
考古發掘遺物、照片記錄與檔案 http://archeodata.sinica.edu.tw/
考古資料數位典藏資料庫 http://ndweb.iis.sinica.edu.tw/archaeo2_public/
考古地理資訊系統 http://webgis.sinica.edu.tw/website/archaeindex/index.asp
臺灣考古遺址查詢系統 http://webgis.sinica.edu.tw/website/twnarchaesites/viewer.htm
世紀考古大發現 http://www.sinica.edu.tw/~dmuseum/
殷虛考古兩岸網路聯展計畫 http://www.sinica.edu.tw/~yinruins/
拓片典藏知識暨網絡應用 http://rub.ihp.sinica.edu.tw/
青銅器拓片數位典藏 http://rub.ihp.sinica.edu.tw/~bronze/
甲骨文數位典藏 http://rub.ihp.sinica.edu.tw/oracle/
漢代簡牘數位典藏 http://rub.ihp.sinica.edu.tw/~woodslip/
漢代石刻畫象拓本數位典藏 http://rub.ihp.sinica.edu.tw/~hanrelief/h/
佛教石刻造像拓本 http://rub.ihp.sinica.edu.tw/~buddhism/
遼金元拓片數位典藏 http://rub.ihp.sinica.edu.tw/lcyrub/
傅圖數位典藏計畫網站 http://lib.ihp.sinica.edu.tw/c/rare/DAP/index.php
傅圖數位典藏系統網站 http://lib.ihp.sinica.edu.tw/c/rare/system/index.htm
傅圖敦煌文獻網站 http://lib.ihp.sinica.edu.tw/c/rare/dunhuang/
中研院史語所數位資源暨藏品圖像申請入口網站 http://www.ihp.sinica.edu.tw/~reg/
村寨網 http://ethno.ihp.sinica.edu.tw/
明清檔案工作室 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mct/index.htm
內閣大庫檔案資料庫（目錄） 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cgi/v2/ttsweb?@0:0:1:mctmetao
內閣大庫檔案資料庫（全文影像） 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cgi/v2/ttsweb?@0:0:1:mctmeta

三、國際學術合作

本所與國際學界之交流，除了學者參訪、講學、進修，以及參與國際會議外，自

1990年開始，陸續與國外學術機構簽訂合作交流協議，並視執行成效續約或中止。簽訂

學術合作交流的機構，日本方面有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科、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

八十年內頁卷二(人文1)修改.indd   25 2008/6/20   4:02:43 PM



26

卷二   追求卓越   所 (處 )中心篇

所、東洋文庫、大東文化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科、東北大學文學研究科；美國方面有哥

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東南亞方面有泰國皇公主詩琳通人類學研

究中心、詩而巴崑大學國際東南亞史前史研究所、菲律賓國家博物院考古組；另有法國

遠東學院、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俄國科學院聖彼得堡東方研究所。

進行圖書文獻交流的機構，有美國匹茲堡大學圖書館、普林斯敦大學東亞圖書館、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史丹佛大學圖書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國遠東學院；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院。另外也與大英圖書館合作進

行敦煌文獻數位化及網路服務合作。

歷年進行的重要國際合作研究計畫，有中國考古文物維護計畫、瑞典遠東博物館所

藏商代青銅器新探、東南亞地區考古調查發掘、青銅器影像資料庫及應用網路計畫、滿

文檔案與清代中央公文書制度、英雄祖先與民族歷史、醫學與身體感的歷史研究、明清

的社會與生活、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數據庫（CBDB）等項。

四、學術榮譽

(一) 本院院士

本所創所七十餘年來，對學術界的貢獻極多，個人的成就亦備受矚目，專任研究

人員在任內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者，即有21人，分別是陳寅恪、傅斯年、李方桂、趙元

任、李濟、梁思永、董作賓、勞榦、陳槃、周法高、高去尋、嚴耕望、屈萬里、張琨、

石璋如、黃彰健、芮逸夫、全漢昇、丁邦新、杜正勝、王汎森。

(二) 其他學術榮譽

歷年研究人員所獲學術榮譽累計如下：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1人、俄羅斯考古學

會東方部榮譽外國會員1人、日本東洋文庫海外名譽研究員1人、教育部學術獎10人、國

科會傑出研究獎32人、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1人、胡適紀念講座8人、中華教育文化

基金會講座26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獎金計畫1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

講座」4人（5次）、哈佛燕京學社獎助金（自1979年起）14人、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

究著作獎10人、美國李氏基金會獎助金1人、新聞局優良學術著作金鼎獎—圖書著作獎2

人、嘉新學術著作獎3人、中山人文科學文化基金獎2人、中國文字學會青年學人著作獎1

人、清華大學中國科學史青年學者傑出論文獎1人、東亞科學技術與醫學史學會「竺可楨

研究論文獎」1人、美國哈佛大學方志彤紀念獎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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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語∕展望

本所是一個跨學科組成的研究所，除了歷史、考古、人類學及文字學四大學門外，

近年來並依據同仁之研究領域，組成專題研究室及研究群。相對於過去半世紀的發展，

這些自然形成群組的研究領域都相當新穎，也有一些是過去處於邊緣，現在轉入主流的

議題，這樣的發展充分體現傅斯年先生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所說的：發

掘新問題及注意題目的「新陳代謝」。

近年來，本所治學的眼光也展現了兩種新特色：一個是時代的下降。以考古學來

說，除繼續夏商周三代考古的工作外，亦開始兼重歷史考古；以歷史學而言，則由上古

秦漢為主而下降到宋代以後，尤其是明清歷史。第二是由了解上層為主變為同時兼重庶

民的研究、對基層社會之注意，對生活、禮俗、宗教、醫療之興趣等等。同時，在研究

態度上也展現三種新貌：第一，是由前一代五四青年的理性主義、科學主義，轉而以同

情的理解，或溝通的態度看待歷史文化中的生活禮俗甚至是所謂「怪力亂神」的層面；

第二，是對過去一筆帶過的，或甚至認為是干擾的層面，正面地加以處理，過去認為某

些現象僅只是偏離、脫軌、待矯正的，現今則正視它們所展現的特質，正視其本身之創

造，從而開啟了一個新的研究世界。第三，是積極推展臺灣研究、世界史研究，並努力

以世界史的視野來看待中國歷史。

人文學科的研究所，因為同仁研究領域差異性大，各有自己長期關注的領域，很難

要求每一位同仁參與全所一致性的研究方向，如果強行違拗個人的研究興趣，以求合於

全所之目標，長期而言，未必有利。故本所秉持的研究方向，一方面強調跨學門的、全

所性的研究重心，以建立其突出的形象；二方面則尊重個人研究領域，鼓勵同仁成為個

別領域卓越的學者。未來仍將延續本所傳統紮實的學風，重視資料的開拓與整理，同時

並積極開發新的領域，引領新的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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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學研究所 http://www.ioe.sinica.edu.tw/

民族所研究大樓今貌。大樓建築原只有左側，由名建築師漢寶德採閩南式建築風格設計，

於1985年落成，右側為其後經擴充興建之部分。

壹．設立沿革

1928年，中央研究院由蔡元培故院長倡議，在社會科學研究所之下成立民

族學組，蔡院長自兼組主任，是為本院民族學研究之濫觴。1934年，民族學組

改隸歷史語言研究所，並改名為人類學組。1948年隨院遷臺後，於1954年12月

召開之院務談話會中，決定就史語所之人類學組另行成立民族學研究所，以研

究臺灣地區當時為數二十萬之南島語系土著族群社會文化，以及中國各民族之

文化史，為主要學術任務。1955年8月1日，民族學研究所籌備處正式成立，聘

請凌純聲博士為籌備處主任。1965年結束籌備工作，4月正式成立研究所，並

聘請凌純聲先生出任首任所長。

1968年起，民族所增設副所長一職，聘請研究員李亦園先生擔任，襄助

凌純聲所長推動所務，李先生遂成為中央研究院內第一位就任的副所長。1970

年，凌純聲先生因年事已高，辭所長職務，由李亦園先生繼任。李先生就任

後，積極領導民族所學術方向的擴增，以結合人類學、社會學

與心理學的「行為科學」為導向。因此自1970年後，民族

所的人員與組織，出現兩個重要的轉變：其一是研究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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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學科背景趨於多元，其二是三個研究組的成立。

在組織方面，為了呼應研究取向的調整，於1973年經中央研究院院務會議通過，於

民族所成立三個研究組：（一）文化研究組 (Section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二）

行為研究組 (Section of Behavioral Anthropology)，以及（三）區域研究組 (Section of Area 

Studies)。這個分組的架構，一直持續到2002年全院政策性撤銷研究組的建置為止。在精

神上，民族所的研究組架構自始即未採取硬性分組原則：研究組並不掌控人事與經費，其

主要任務在於研究課題的開發與研究計畫的推動。個別研究同仁均選擇一組加入為主要成

員，同時仍得以次要成員身份，參與其他研究組推動之各類計畫與學術活動。

自1970年至1976年，聘請李亦園先生擔任民族所所長，任期屆滿後由研究員文崇一

先生繼任。1980年，聘請副研究員謝繼昌先生兼任副所長。1982年文崇一所長兩任任期屆

滿，聘請研究員劉斌雄先生繼任所長；同年謝繼昌副所長任期屆滿，聘請研究員莊英章先

生繼任副所長。1988年2月，劉斌雄先生以健康因素請辭所長一職，由莊英章先生代理所

長，而於同年7月真除。1989年，聘請研究員蕭新煌先生兼任副所長，1992年續聘連任。

莊英章所長至1994年卸任，由徐正光先生繼任，先聘請許木柱先生擔任副所長，至

1998年，聘請黃應貴先生繼任副所長。徐正光所長任期至2000年止，由黃應貴先生繼任，

並聘請潘英海先生擔任副所長。黃應貴所長任內，本所在組織人事上，經歷重要變革。主

要是在2002年，全院政策性撤銷各所分組的行政建置，改以任務編組的研究群形式，推動

團隊性的研究工作。為因應此項變革，承接原本由三個學術組分擔的學術行政支援工作，

乃增設一位副所長，襄助所長推動所務。自2002年起，由黃宣衛先生與蔣斌先生擔任副所

長。2004年蔣斌先生出國進修，由張珣女士接任。2005年，黃應貴所長因故請辭，院方特

聘長期在美任教之黃樹民先生返國接任所長。黃樹民所長於2006年元月就職，聘請朱瑞玲

女士與蔣斌先生擔任副所長。

貳．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民族所初創當年，人力僅4員1工，除所長凌純聲先生外，包括3位助理員：李亦園先

生、任先民先生、李卉女士，以及工友鄭格先生。所有行政事務均由3位助理員分擔。此

後研究團隊逐年茁壯：1956年有鮑克蘭 (Inez de Beauclair) 女士、許世珍女士與林衡立先

生加入；1957年有劉斌雄先生、文崇一先生以及徐誠垺女士加入；1958年有吳燕和先生加

入；1959年有丘其謙先生與陳清清女士加入；1960年有石磊先生加入；1961年有徐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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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及陳宛女士加入；1962年有王崧興先生加入；1963年有阮昌銳先生與宋龍飛先生加

入；1964年有劉枝萬先生加入，1965年有陳春欽先生加入；1966年有王人英先生、陳中

民先生與許嘉明先生加入；1967年有謝繼昌先生加入。這些研究者漸次抵所服務，奠定

了本所初期的學術視野與研究格局。

創所之初，民族所與史語所、近史所共用

一幢二層樓之館舍（原史語所大樓），後又與

近史所共用近史所大樓。1960年獲得國家長期

發展科學委員會補助建築費150萬元，以及美

援會撥款50萬元，於現今院行政大樓位址興建

一幢「仿宮殿式」二層樓館舍為民族所大樓(左

圖)。1963年3月27日落成後隨即遷入辦公，並

為紀念於該年1月逝世之朱家驊院長，將大樓命

名為朱家驊館。

在研究人員的進用方面，1970年有喬健先

生加入，1971年有莊英章先生、陳祥水先生與

瞿海源先生加入，1973年有徐正光先生與黃順

二先生加入，1975年有陳其南先生加入，1976

年有黃應貴先生與許木柱先生加入，1979年有

蕭新煌先生與胡台麗女士加入。這些研究同

仁的學科背景，除民族學（人類學）之外，已經包含了心理學與社會學的專長。除此之

外，為了整齊本所行為科學研究的局面，歷史學者出身的文崇一先生，從1960年代末開

始轉向社會學的研究；自1971年開始，更以合聘的方式，邀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的楊國

樞先生加入本所研究陣容。至此，李亦園、文崇一、楊國樞三位資深研究人員，分別領

導三個學門，推動所內各種大型的團隊研究計畫，同時以民族所為據點，帶領出臺灣與

華人學界社會與行為科學科際整合研究的風潮。

自1981年起，中央研究院在錢思亮與吳大猷兩任院長的領導下，推動兩期的五年發

展計畫，由1981年至1991年的十年間，為本院研究人員的充實、研究經費的自足、國際

地位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本所得兩期五年計畫的助益，研究團隊大幅成長。在

這段期間陸續抵所任職的研究同仁包括：1981年的呂玉瑕女士與余光弘先生；1982年的

章英華先生、蔣斌先生、陳奕麟先生與林美容女士；1983年的雷霆先生與黃宣衛先生；

獲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及美援補助，於1963年落成的民族所
「仿宮殿式」建築大樓，為當時院內最華麗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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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的黃道琳先生、張茂桂先生、傅仰止先生與陳文德先生；1985年的張珣女士；

1987年的張恭啟先生、盧蕙馨女士與余安邦先生；1988年的柯志明先生；1989年的潘英

海先生；1990年的葉春榮先生、陳茂泰先生與謝國雄先生，以及1991年的祖運輝先生與

吳乃德先生。此外，張苙雲女士也於1986年，自本院社科所轉至本所任職。

此二十餘年間，民族所人員設備穩定成長，原有館舍空間逐漸不敷使用，先於1981

年在朱家驊館北側擴建兩層樓館舍，作為圖書館之閱覽室與書庫使用。同時自1982年

起，於史語所甫落成之歷史文物陳列館東側，原眷舍區域，動工興建附有研究辦公空間

之標本陳列館，由名建築師漢寶德設計，採取表現豐富中國傳統建築語彙之閩南樣式。

新館於1985年落成，命名為凌純聲館，全所隨即遷入辦公。第二期五年發展計畫雖於

1991年結束，但是並未完全阻礙本所研究人才的進用。1992年，有王甫昌先生、葉光輝

先生、黃智慧女士以及余舜德先生到所服務。1993年有何翠萍女士加入研究人員的陣

容。

徐正光所長任內，本所人員組織與館舍空間經歷另一重大變遷。先是1992年間，因

本所人員及設備增長，大型計畫相繼推動，空間已不敷使用，乃獲准開始規劃於凌純聲

館南側與西側，另行興建研究大樓。在人員組織方面，1995年間，中央研究院開始推動

人文社會科學各所以學科為基礎的整合，社會學研究所率先獲准設立。原本任職本所的

11位社會學研究同仁因此轉至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任職。導致當年專任研究人員由39位

驟減為28位。為了繼續充實研究團隊的人力，本所相繼在1996聘任了馮涵棣女士與余伯

泉先生，1998年聘任了伊凡諾幹先生，1999年聘任了劉斐玟女士擔任專職的研究人員。

1997年研究大樓新館落成啟用，連同原有之凌純聲館，除民族所本身研究及行政、設備

所需外，並支援社會學研究所，以及陸續成立的亞太專題研究中心、歷史人口學研究計

畫、計算中心附屬的多媒體工作室等單位使用。

這段期間內，在研究人員的進用方面，則有丁仁傑先生與林開世先生於2000年、司

黛蕊 (Teri Silvio) 女士與郭佩宜女士於2002年、楊淑媛女士於2004年加入本所。此外，

2004年院方決定撤除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改設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原本在該

所任職的兩位心理學同仁朱瑞玲女士與周玉慧女士選擇加入本所，至此本所心理學專業

研究陣容，增強為五位。其後，丘延亮先生於2005年、劉璧榛女士與周惠民先生於2006

年陸續到所服務。到2007年，又新聘劉紹華女士任職本所。目前本所共有27位專任研究

員，在本院可說是中型的研究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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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所歷年編制內員額統計圖

註：1. ■為建築經費。
　　2. 2000年會計年度改為曆年制，預算金額由1999年7月統計至2000年12月。

■研究人員　■行政人員

民族所歷年預算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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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民族學研究所自成立以來，在從事民族學（社會文化人類學）研究的宏觀學術使命之

下，不同時期亦各有主題、領域、取向與方法上的不同著重。固然以學術單位而言，研究

重點與取向的轉變，並非朝夕之事，亦非全體研究同仁同時改弦易轍，因此任何歷史時期

的劃分，均有其重疊過渡階段，在認定上不無武斷之處。但是為了敘述方便起見，以下仍

依同仁普遍公認的年代與階段，分為四個時期敘述。

一、創所籌備處時期 (1955-1964)

本所籌備處成立之後，在凌純聲先生的主持下，一方面展開各項既有民族學資料的整

理，另一方面展開對於臺灣土著民族社會文化的調查與研究，同時以中國大陸邊疆及環太

平洋各土著民族的文化，作為比較研究的對象。在這個基礎上，擬定了本所四項長期研究

的方針：（一）中國民族文化史的研究，（二）臺灣土著民族社會文化的研究，（三）臺

灣漢人社會及民俗的研究，（四）東南亞華人社會的研究。

1955年凌純聲先生（圖右三）率民族所同仁在屏東來義鄉進行排灣族田野調查工作。右一為任先民先
生，左一為李亦園先生，左二為李卉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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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所創立之初，受凌純聲先生影響，承襲了歐陸民族學學風，關注少數民族的

研究，感興趣的問題是各民族的傳統風俗及歷史源流，著重描述性民族誌的撰述。在理

論取向上，表現出美國歷史學派以及傳播論的色彩。這個研究取向，清楚地體現在凌先

生自己在這段期間發表的著作中。凌純聲先生在這個時期，進行了一系列亞洲大陸、臺

灣、東南亞與大洋洲（或稱環太平洋地區）物質文化的比較研究。這個研究取向一方面

繼承了「科學史學」的考證傳統，另一方面恢宏地援引民族誌、民族學的文獻，以文化

圈或傳播論的觀點，探討中國上古、邊疆民族、臺灣南島民族、東南亞與環太平洋地區

之間的文化類緣關係。與此同時，鮑克蘭女士在1960年代，也獨力進行了一系列密克羅

尼西亞的研究，共出版論文13篇。

此外，1962年，李亦園先生獲得東亞學會的贊助，首途砂勞越，展開對於該州首府

古晉地區華人社會的調查。1963年，李先生又獲得美國哈佛燕京學社之資助，赴馬來西

亞麻坡從事華人社會的研究，為民族所開展了海外華人社會研究的範例。麻坡的研究，

在1970年以《一個移殖的市鎮：馬來亞華人市鎮生活的調查研究》專書出版。

二、漢人社會研究與科際整合 (1965-1980)

自1960年代以來，國際人類學界開始重視中國社會文化的研究，但因無法親赴中

國大陸進行實地研究，於是在行動上呼應了陳紹馨教授1966年提出的「臺灣作為中國社

會文化的實驗室」的論點，紛紛來臺進行漢人社會的研究。1965年，李亦園、王崧興兩

位先生分別在彰化縣伸港泉州厝及宜蘭縣龜山島，從事農村與漁村社區的田野調查，開

啟本所漢人社會研究之端。1968年，李亦園先生更推動在所內成立「漢人社區研究小

組」，積極推動臺灣漢人社會的田野調查。這個階段的研究，確立了宗族、家族、祖先

崇拜、村廟等漢人社會研究的主要議題，對於民族所往後數十年的漢人社會研究，具有

深遠的影響。

自1969年以來，本所在學術方向上，除了繼續前一時期設立的長程目標之外，有

兩項重要的改變：一是推展行為科學的研究取向，二是兼顧當代社會問題的探討。李亦

園先生擔任所長任內，依據他在哈佛進修期間對於人類學理論趨勢研讀的心得，加上為

民族所建立學術特色的用心，認為民族所是行為科學三個學門中，唯一設於中央研究院

中的專職研究機構，應當扮演積極推動的角色。對於當代社會問題的探討，也和行為科

學的研究取向互相呼應，在這個方向上，本所開始進行包括社會變遷、現代化、社區發

展、文化與精神健康、人口與家庭計畫等議題的研究。在「臺灣漢人社會研究」、「科

際整合研究取向」與「當代社會議題研究」三個方向的主導下，本所自1970年代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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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或參與了幾項重要的集體研究計畫，分述如下：

(一) 臺灣北部地區社會文化變遷與適應的研究

由文崇一先生主持，自1971年起，共進行四年。主要目標是以人類學、社會學與

心理學的科際合作方式，進行長期的社會變遷研究，而以都市近郊（關渡）、市區（萬

華）、農業區（大溪三層台地）與工業區（山頂）等不同類型的社區為研究對象，希望

能瞭解變遷的實質，並探討不同類型社區，對於變遷的反應與差異性，進而建立變遷與

現代化的模式。

(二)  臺灣濁水、大肚兩溪流域自然與文化史科際綜合研究計畫（濁大計畫）

此計畫係由美國耶魯大學人類學系教授暨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張光直先

生籌劃並主持，自1972年開始執行，係一結合地形學、地質學、動物學、植物學、土壤

分析、考古學與民族學等七門學科的龐大科際整合研究計畫，主旨在探討兩溪流域的生

態環境與人類的適應。總計畫在民族所設立執行委員會，由王崧興先生擔任執行秘書。

民族學部份由李亦園先生主持，研究重點在於描述與分析濁水、大肚兩溪流域漢人之拓

展史、土著之遷徙與漢化的過程，以及各族群對於各種自然資源利用方式的差異與變

遷。計畫的目標，著眼於提供瞭解臺灣整體社會文化史的一個範例，並且以一個區域的

實證資料，與一般社會文化變遷理論進行對話。

(三) 臺灣南島語系土著族群的研究

在這個時期中，雖然有上述研究取向的變化，但是對於臺灣南島語系土著族群的

研究並未中斷，而是同樣經歷理論與方法的省思與轉型。除了延續上一階段對於單一族

群與聚落的民族誌研究，繼續有專著出版之外，最具有指標意義的，是在1974年召開的

「臺灣高山族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座談會。會中除了對於前人的業績，做了整體的回顧

之外，也對於這個研究傳統中理論的功過與盲點進行檢視；同時也關照了社會經濟變遷

與政府政策的沿革，並對未來的研究方向進行討論。在這個座談會之後，1975年李亦園

先生即著手規劃一個大型的「高山族青少年問題研究」計畫，自1978年領導許木柱、余

光弘、傅仰止先生開始執行，研究的對象包括兩個部份，第一部份針對仍居部落的青少

年就業、婚姻與族群關係等議題探討，另一部份就移居都市的高山族青少年對於現代文

化調適的問題進行研究。而1977年，石磊先生也協同黃應貴先生進行了一項「臺灣土著

的傳統社會組織與現代社會生活」的研究計畫，比較排灣族與布農族兩個族群，在現代

文化衝擊下，二族間不同的傳統社會文化如何受到影響，產生不同的適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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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期五年發展計畫 (1981-1991)

中央研究院在錢思亮、吳大猷兩位院長任內，推動了兩期五年發展計畫，對於全院各所

在人員擴充、研究經費自足、研究設備的充實、國際交流的增進等方面，發揮了極為重要的

奠基作用。民族所依據既定的中長期發展方向，得到五年計畫的挹注，繼續深化上一個時期

已經開展的研究議題，凝聚出幾個方面的研究成果。

自1979年以來，民族所擬定了兩個主要的發展目標，一是建立我國人類學及行為科學的

理論體系，二是分析實際的社會問題並提出對策。針對第一個目標，在1980年，舉辦了「社

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研討會，針對在廣義「西方社會」中發展出來的社會科學理論

與方法，如何應用於非西方的社會研究中；文化在科學研究工作中究竟是一個考慮的因素，

還是具有更為「後設性」的地位與影響，進行深入的討論。這個論述在臺灣的學術界引起了

廣泛的回響。在這兩個目標的指引下，為配合第一期五年發展計畫，提出了五項具體的研究

計畫：（一）臺灣地區漢人社會的發展與現代化研究，（二）高山族社會文化與調適的研

究，（三）海外華人社會的研究，（四）中國社會文化的結構與變遷的研究，以及（五）利

用「人類關係區域檔」進行親屬結構的泛文化比較研究。在這五個計畫的架構下，這個時期

完成而具有長期影響的研究工作，包括下列幾項：

(一) 臺灣地區漢人社會發展史以及現代化適應的研究

根據臺灣各地的人文及生態環境，將全島分為八區，詳細探討各區域內漢人的拓殖過

程，以瞭解整個臺灣漢人社會的文化結構與變遷的模型。同仁分別在新竹、屏東、彰化、臺

北等地區，廣泛利用地方志、族譜及古文書（民間保存未發表之各類契約、帳單等原始資

料）從事開拓史及社會組織的研究。在竹苗地區，發掘多達2千多件的古文書，以及清末糖

廓經營帳冊及祖公會會份帳冊數十本，為研究臺灣地方拓墾史及漢人宗族極珍貴的史料。

(二) 高山族社會文化與調適的研究

這個時期在臺灣南島族群的研究方面，基本上是在前一時期累積的民族誌基礎上，進行

各族「支配性」制度與社會結構的探討，以及各族不同的社會文化體系，如何表現出不同的

變遷適應模式的研究。在人力分配上，逐漸形成每一族均有同仁專事研究的局面。對於各族

支配性制度的掌握，包括泰雅族的 gaga、布農族的父系氏族組織、阿美族的母系祭嗣及年

齡階級組織、卑南族的祖家和會所、雅美族的家與船團組織、排灣族與魯凱族的貴族階序制

度、鄒族的大社與小社關係、以及賽夏族的姓氏組織等等。

除了社會組織與結構的研究之外，劉斌雄先生更在阿美族與雅美族本籍助理的協助下，

展開了這兩族口語資料的調查蒐集計畫，除了口語傳說之外，包括祭儀過程、建屋、造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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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等，都先以錄音記錄報導人的敘述，然後逐字進行母語記音的謄錄，再進行逐句的

直譯與意譯。這個研究計畫累積了大量的基本資料。而這種蒐集、整理、分析資料的方

法，後來也被黃宣衛先生與胡台麗女士所沿用。

在臺灣南島族群當代實際問題的研究上，這個時期內本所接受臺灣省政府民政廳

的委託，由李亦園先生主持，執行了「山地文化園區」的規劃案，以及「山地行政政策

評估」的研究案。劉斌雄及石磊先生則接受中國人權協會的委託，執行了「臺灣土著的

傳統社會文化與人權現況」調查。李亦園先生主持的「山地行政政策評估」計畫，由石

磊、瞿海源、蕭新煌、余光弘等先生共同參與，完成後提出的「臺灣山地行政政策評估

研究報告」成為當時政府與民間改革山地問題的主要參考書。

(三) 中國社會文化的結構與變遷的研究

在這段期間內，著重於中國親屬結構、宗教信仰、社會經濟發展、價值倫理體系和

一般性基本社會變遷資料的調查。特別提出的計畫有：1. 探討家族制度與企業經營、職

業結構的關係；2. 宗教信仰的調查，著重進香團的研究、竹苗地區寺廟的普查、祖先崇

拜、喪葬儀式的調查以及各種新興宗教的研究，探討在快速經濟發展中所引發的宗教活

動與問題；3. 探討現代化過程中都市聚落形態的改變、新的社會規範、倫理的發展，以

及環境生態的問題；4. 從事大規模的社會基本調查，從社會、心理與文化等面向瞭解臺

灣社會變遷的的基本趨勢。

第二期五年發展計畫自1986年開始。在第一個五年計畫期間，本所同仁對於社會科

學研究及理論中國化的意義，已建立了相當的認識，並累積了大量實徵的資料。第二個

五年計畫在上述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在眾多包括集體與個別的研究計畫中，以下述幾

項最具有代表性：

(一) 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

這個計畫可以說是第一期五年計畫中，臺灣漢人社會發展史以及民間史料調查研究

的延續，但是進入了跨所跨學科的規模，而對於往後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的成立，

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個計畫從1987年開始執行，由張光直先生擔任總召集人。

(二) 婦女地位與生育率：閩客地區之比較研究

這個計畫由李亦園先生、莊英章先生，與美國史丹佛大學的 Arthur Wolf 教授合作

進行。利用日據時代的戶籍資料，分析臺灣三個鄉鎮婦女地位與生育率方面的問題。自

1986年開始，除獲得國科會之經費協助外，並得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 (Rockeffeller F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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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ion) 之資助。1987年起再獲得魯斯基金會 (Luce Foundation) 的資助，繼續分析光復以

來的資料，以便進行貫時性的比較研究。

(三) 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研究計畫

這個計畫由本所文崇一先生主持，1987年開始執行，所內以「行為研究組」的同

仁為主力，結合所外、院外的學者共同進行。分支計畫中值得一提的包括：蔡淑鈴女士

與瞿海源先生主持的「主觀與客觀之職業階層結構」、蕭新煌先生主持的「臺灣新中產

階級的興起及其性格」、徐正光與張曉春兩位先生主持的「工會幹部的階層特質及其流

動」、章英華先生主持的「地方階層結構與上層階層間的社會流動」、以及張茂桂先生

的「地方權力菁英的流動：派系的分析」，這些研究計畫所針對的議題，都成為這些研

究同仁長期學術生涯中，重要的研究主題。

四、主題計畫、研究群與人才培育 (1992- )

自1992年開始，中央研究院為整合院內各學門針對特定具有發展潛力的議題，提出

跨所研究計畫，並藉以促進本院與國內外各大學校院及學術研究機構之合作， 在基礎研

究領域做出貢獻，開始推動「中央研究院主題研究與人才培育計畫」。除了以團隊的力

量進行研究之外，特別著重與大學院校的合作，以本院的資源，投入特定學科或主題的

長期人才培育工作。在這個新的資源整合形態下，本所陸續推動了以下的主題計畫：

(一) 臺閩民族誌基本調查與比較研究 (1992-1996)

由李亦園先生擔任總主持人，參與者包括莊英章、潘英海、許嘉明、余光弘以及臺

灣清華大學、中正大學，和福建廈門大學的學者。

(二) 臺灣與東南亞土著文化與血緣關係 (1992-1996)

由李亦園先生擔任總主持人，參與者包括王崧興、許木柱、余光弘、許嘉明、蔣 

斌、黃智慧，馬偕醫院的林瑪俐教授、菲律賓大學的 R. Rolda 教授等。

(三) 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1994-2001)

由蕭新煌先生擔任總主持人，1995年之後因蕭先生轉至社會學研究所服務，該計畫

亦由本所轉出。此主題計畫於2002年改組為「亞太研究計畫」，2004年改隸中央研究院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四) 結構與東南亞的農業問題：以GATT的衝擊為中心的探討 (1994-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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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徐正光先生擔任主持人。

(五）文化、氣與傳統醫學科際綜合研究 (1994-1996)

由李亦園先生擔任總主持人，而包括以下七個子計畫：

1.  傳統醫學的診療體驗、民俗實踐與經典理念綜合研究（主持人李亦園、李芬蓮）

2. 氣功健身者「氣」之測量及評估 （主持人崔玖）

3. 氣的醫學與心理學研究 （主持人李清澤）

4. 神通（特異功能）現象的研究 （主持人李嗣涔）

5. 禪坐、斷食與中國食物冷熱系統（主持人余舜德）

6. 「身體修練」的文化信仰實踐研究 （主持人張文智）

7.  「靜」、「物我合一」法則在氣功修練上的運用與「一而靜」、「天人合一」思想

關連性之研究 （主持人羅正心）

(六)  東南亞發展過程中階級結構轉型與中產階級的興起：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

印尼與越南的比較研究 (1994-1996)

由蕭新煌先生擔任總主持人。1995年之後因蕭先生轉至社會學研究所服務，該計畫亦

由本所轉出。

(七) 亞洲季風區高地與低地的社會文化 (1997-2001)

由蔣斌先生擔任總主持人，由本所以及臺灣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共同執行，並邀請

雲南民族學院、雲南大學以及廣西民族學院學者共同參與。包含下列五個子計畫：

1.  進口珍品與社會階序：砂勞越 Baram 河流域的內陸與海岸族群 （主持人蔣斌）

2. 雲貴高原的親屬與經濟（主持人魏捷茲、莊英章）

3.  文化合成：臺灣平埔族群、華南畬族群與漢文化互動的比較研究（主持人潘英海）

4. 交換、生命儀禮與人觀：中國西南族群區域研究（主持人何翠萍）

5. 環東臺灣海黑潮流域族群之社會與文化（主持人黃智慧）

(八) 感同「身」受：日常生活與身體感的文化研究 (2005-2007)

由余舜德先生擔任總主持人，包括下列七個分支計畫：

1. 男女雙修：近世中國的性別與身體感（主持人熊秉真）

2. 「虛驚」與「實驚」：驚嚇的身體感研究（主持人張珣） 

3. 恐怖感：以喪葬工作人員日常經驗為例（主持人羅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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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尸」與「如槁木」：傳統文化中的坐像、坐法與身體感（主持人蔡璧名）

5. 舒適感：家、家具與家屋（主持人余舜德、郭奇正）

6. 品茶的身體感：從知覺分辨到價值判斷（主持人顏學誠）

7.  「靈感」的研究：以宗教靈療者與修行者之體知為例（主持人蔡怡佳）

自從2002年全院政策性撤銷各所學術研究組之後，本所陸續成立許多研究群，進行

小團隊特定主題研究工作的推動。這些研究群包括：

（一）「蘭嶼」研究群（召集人余光弘）

（二）「國家形成」研究群（召集人林開世）

（三）「Narration」研究群（召集人馮涵棣、劉斐玟）

（四）「階序與權力」研究群（召集人陳文德）

（五）「醫療與身體經驗」研究群（召集人余舜德）

（六）「歷史人類學」研究群（召集人葉春榮）

（七）「界限的反思」研究群（召集人何翠萍）

（八）「本土心理療癒」研究群（召集人余安邦）

（九）「媒體科技與文化變遷」研究群（召集人司黛蕊）

研究群的建構，是為因應短期研究興趣、需要而組合。隨著計畫的完成就會有新研

究群的出現，2006年由於本所研究方向的調整，又有新的研究群成立。這些研究群除結

合個別同仁的研究取向外，更包括積極推動跨所、跨院校與國際合作的整合型主題研究

計畫，目前仍在運作的研究群如下：

（一）歷史人類學研究群（召集人葉春榮）

（二）民眾宗教研究群（召集人張珣）

（三）當代情境中的巫師與儀式展演研究群（召集人胡台麗、劉璧榛）

（四）全球化下臺灣的家庭與世代關係研究群（召集人朱瑞玲、葉光輝）

（五）醫療與身體經驗研究群（召集人余舜德、張珣）

（六）藏彝走廊的生態環境、族群文化與未來發展研究群（召集人黃樹民）

（七）文化與族群的形成與再創造：臺灣南島民族的例子研究群（召集人黃應貴）

（八）表意動量與文化脈流研究群（召集人馮涵棣、劉斐玟）

（九）文化、歷史與區域：中國西南人群的歷史與記憶研究群（召集人何翠萍）

（十）本土心理療癒研究群（召集人余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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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本所同仁曾發表有關臺灣原住民社會研究之學術論文500餘篇，專書80餘本。兩者均

有逐年增加之勢，可見下圖：

民族所歷年臺灣原住民學術論文篇數統計圖

民族所歷年臺灣原住民專書出版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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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綜合來說，本所同仁在目前這個階段，主要的研究成果，可以分為下列

幾個重點分別敘述：

一、南島民族社會與文化的研究

臺灣南島民族的研究為本所長期的主要研究特色之一。在這段期間內，

有關臺灣南島民族在民族誌與理論方面的具體成果如下：

(一) 社會組織與社會結構的研究

前一個階段，以建立各族群「傳統的」社會組織中支配性制度與社會結

構的瞭解為基礎。在這個階段中，本所研究人員進一步釐清各族群的核心象

徵與表徵體系，包括：布農族的人觀、排灣與魯凱的象徵交換和階序體系、

阿美的異族觀、卑南的年長與起源觀、達悟的兩性議題、賽夏儀式中被壓縮

的歷史、泰雅的交換等等。這個趨勢說明了本所在臺灣南島民族的研究取向

上，已經由社會層面的範疇推展到文化層次，而將重心放在被研究對象之主

觀文化觀念的探討上。

(二) 族群類緣關係的研究

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南島民族的起源與擴散存在著海洋與亞洲大陸起源

論兩個對立的理論，而以後者較被廣泛的接受，但是若干關鍵性的問題仍有

待進一步的探索；其中以古南島民族起源地，以及臺灣與東南亞之間的擴散

路線等兩個問題最具有研究上的意義。本所執行的院主題計畫「臺灣與東南

亞南島民族的文化與血緣關係」，曾透過遺傳基因資料與社會文化特徵的分

析，相當一致的發現族群之間的類緣性和地理相近度，有密切的相關。

(三) 基本文化分類概念的研究

本所同仁提出「基本文化分類概念」的研究，認為要瞭解一個民族或社

會文化體系，必須先掌握研究對象的各種基本的分類概念，譬如有關於人、

空間、時間、物、數字、因果等概念。因為這是人類認識其世界以及建構其

知識和文化的重要基礎。透過這概念的掌握，我們不單可以明白各個文化之

間主要的差別所在，更可以深入理解新的概念與範疇是如何的被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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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漢人社會與文化的研究

在臺灣漢人社會的研究上，本所歷經了國際學界將臺灣視為「中國社會文

化研究的實驗室」的熱潮，而後在同仁個別的努力，以及「濁大計畫」的凝聚，

四十年來，在民俗與宗教、家庭與婚姻、血緣社會與地緣社會、國家與經濟、疾

病與醫療、族群與性別等方面，共計已經出版專書及研究書目40餘本，研究論文

約七百餘篇。除了提出「土著化」的概念，以及凸顯「祭祀圈」概念在連結寺廟

組織與地域組織上的重要性之外，本所在宗族、宗教與地緣組織的研究上，更累

積了重要的成果。在家族、家庭與人口的主題上，本所繼續日據時期戶籍資料的

蒐集分析，目前擴大以「歷史人口學」計畫的形式，繼續進行更長期的國際合作

研究。

三、區域及比較研究

建立在本所創所所長凌純聲院士關於環太平洋地區物質文化的比較研究，李

亦園院士對於東南亞華僑社會的研究，以及鮑克蘭女士的密克羅尼西亞的研究基

礎之上，本所在這個階段的區域及比較研究，包括下列重要的研究重點：

(一)  海外華人社會研究

主要在探討海外華人在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下，是如何形成其社會，以及如

何調適於當地的社會文化，並將之與原鄉社會的發展做比較。除了東南亞之外，

研究的區域擴及大洋洲地區。

(二) 臺灣原住民與東南亞族群間有關於文化與血緣關係的探討

目的在結合人類學的社會文化分析與體質特徵之研究，透過遺傳基因與社會

文化的科際整合研究，來瞭解臺灣與東南亞南島民族之間的關係。主要由「臺灣

與東南亞土著文化與血緣關係」主題計畫執行。

(三) 臺閩民族誌基本調查與比較研究

本所同仁在1990年代開始展開對中國華南地區的調查研究，尤其是透過本院

主題計畫「臺閩民族誌基本調查與比較研究」，企圖瞭解臺灣與祖居地閩南各種

社會制度與組織發展路線的異同，特別是針對家庭、宗族、婚姻、經濟等問題，

嘗試驗證或建立有關漢人移民社會發展的理論，例如童養媳制度、宗族之形成和

發展的理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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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亞洲季風區高地與低地的社會與文化研究

自1998年起，主要由本所同仁結合了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的學者共

同執行之「亞洲季風區高地與低地的社會與文化」主題計畫，主要在探討亞

洲季風區內個別族群在季風影響下，其時間律動與季節更替的文化認知與實

踐；個別族群在季風與地形的環境中形成的社會文化生產與再生產關係；區

域內的跨族群交換、交易與聯姻模式，以及高地與低地族群在社會階序、王

權與國家形成、宗教變遷方面的不同歷史過程及其社會文化意涵。

四、社會文化心理學以及華人心理與行為的研究

這是本所心理學同仁最具特色的研究領域。十幾年來，心理學中國化或

本土化的呼聲日益高漲。這個最初由本所楊國樞院士所領導的研究，便是以

追求社會科學（特別是心理學）本土化為目的。該研究的主要特色，是從被

研究者的歷史、文化及社會脈絡角度出發，來瞭解、並詮釋個人的心理與行

為，使得所建構的理論、概念、工具及研究方法，皆不會脫離該個體的實際

生活脈絡。這種重視被研究對象（或主體）之歷史、文化與社會脈絡的思維

模式，與本所從事人類學研究的基本觀點是一致的。目前心理學同仁研究重

點除延續先前有關華人社會的家人關係、教養行為、本土心理療癒外，並加

入青少年發展、文化與情緒、新移民家庭等議題，兼顧理論基礎研究與社會

問題探討。

五、中國或漢人文化內部的變異與整合研究

對於「一個系統、一致或同質而獨特的漢人或中國文化是否存在？」此

一中心議題，本所經由實際的長期田野調查工作、以及深度民族誌的研究，

加上與中國和臺灣境內少數民族研究的對話，使我們注意、並強調漢文化本

身內部的差異性，以及與其他族群因互動所導致的文化混合現象、地方社群

文化的主動性、和文化之流動性等等的文化特質與形式。

六、情緒、情感與文化整合研究 

這個研究從臺灣的實例出發，重新檢視過去臺灣本土研究中，長期受

到忽視的情感、情緒與文化面向。研究目的在探討臺灣各個不同族群和社群

的情緒與情感特性，以及在不同的社會文化情境之下、或處於某種文化體系

時，個人的情緒與情感如何被形塑、表現與調適。在個人的層次上，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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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探討情緒與宗教（包括佛教與道教）的關連性、情緒的社會化、情緒對行為

的影響等幾方面；並從詮釋學及象徵互動論的觀點，來探討個人失落經驗的感受

與本質，以及此種經驗與社會、文化的關連。在族群的層次上，探討的是不同族

群在情緒與情感上是否具有相同、而且基本的結構，同時也探討每一族群特殊的

情緒與情感表現，以及它們是如何受到文化體系的影響。

陸．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受國內外學術界公認為臺灣人類學研究的重鎮，對

於國內人類學界，在議題開拓、人才培育與機構設置方面，扮演領導與樞紐的角

色；對國際人類學界而言，也被視為臺灣南島民族研究與漢人社會研究的重鎮。

本所同仁的學術聲望、研究專業、資源設備，長年以來成為國際學者訪問研究首

選的接待機構 (host institution)，也是各種合作計畫、學術研討會與知識交流激盪

的基地。

本所自遷臺以來，即與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合作，結合兩個學術團隊與研

究傳統，彼此相互砥礪提攜，奠定了人類學在臺灣發展的基業。嗣後清華大學、

慈濟大學、東華大學、暨南大學、臺東大學、交通大學人類學相關系所的成立，

都獲益於本所同仁的積極參與及心血付出。自1999年起，本所在臺灣大學及清華

大學任教的部份同仁，鑑於大學研究經費的限制，研究生往往因為缺乏經費與設

備，無法順利進行正規人類學訓練所要求的長期田野調查工作，乃提出與兩校合

作的研究生田野調查培訓計畫。這項計畫獲得所內學術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很快

地就得到院方的支持，並自1999年7月開始執行。此後本所更將這項計畫擴大為與

國內各大學人類學相關系所的合作培訓計畫。

柒．其他特色：圖書館、博物館、資訊室與出版品

民族學研究工作的開展與落實，除了研究人員的努力與團隊合作之外，圖

書、資訊與民族誌文物標本的收集與使用，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民族所自初創

時期以來，同仁對於圖書與文物設備的購置收集、管理使用，投注了無數的心

力。今日本所的圖書館與博物館，在國內相關學術領域，均屬首屈一指，且服務

對象不限所內院內同仁，而遍及各界。自1985年起，更成立專職單位負責資訊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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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的購置管理與維修，以及網路軟硬體的規劃建設，使同仁的研究工作與全

球學術界完全接軌。這三個單位，都由研究同仁組成委員會負責政策的擬定

與督導，各單位主任負責日常業務的執行。主任以專人專任為主，間或由研

究人員兼任。

一、圖書館沿革

1955年8月，本所奉准成立籌備處，創辦人凌純聲先生鑑於圖書館乃研

究機構之首要工具，自當年9月起即積極著手圖書室之籌設，並責成李亦園

先生總其事。初期館藏之西文人類學圖書分類規則，即由李先生參考美國哈

佛大學人類學系以及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既有之分類規則，去蕪存菁加

以訂定，雖自成一格，但對於當時的研究需要而言，亦不乏因地制宜的優

點。除此之外，圖書室並建立了紙本目錄卡時代獨一無二的學術期刊論文索

引卡，在線上索引系統尚未誕生的年代，提供研究者由作者或篇名直接查閱

期刊論文的無比便利。這套分類規則一直沿用至1985年間，為因應館際合作

系統標準化的需要，才有所更張。此外，自1971年起，圖書室購置全國唯

一一套「人類關係區域檔」(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並成為基本訂戶。

至1988年，藏書總數已達六萬多冊。因業務及藏書量擴大，於是年將「圖書

室」改制為「圖書館」，設置專職主任。

圖書室成立之初，借用近史所辦公大樓二樓左側為館址。1963年朱家

驊館落成，隨即遷入二樓西側。1981年，因研究人員的增加，圖書資料收集

日益豐富，於朱家驊館北側擴建兩層樓館舍，二樓與原建築相連，為圖書室

入口、行政區、閱覽區及中日文書庫，一樓無日常出口，為西文書庫。1985

年凌純聲館落成，圖書室遷入新館東側二、三樓，佔地約180坪，二樓闢有

閱覽室、微卷室、特藏資料室及辦公室各一間。書庫分佔二、三樓，分別收

藏臺灣研究資料、中、日、韓文與西文之圖書資料。1997年，民族所研究大

樓落成，圖書館再次遷移，新址位於研究大樓一、二樓，佔地約600坪。一

樓設有參考室、現期期刊室、光碟製作室、光碟微縮資料室、臺灣特藏資料

室、書庫及辦公室。二樓書庫區分為統計資料、特大尺寸圖書、東方語文圖

書、西方語文圖書、東方語文裝訂期刊、西方語文裝訂期刊等六區。館內並

設有80個閱覽座位。

八十年內頁卷二(人文1)修改.indd   46 2008/6/20   4:03:03 PM



47

民
族
學
研
究
所

二、博物館沿革

民族學研究所籌備處於1955年8月1日正式成立，同年12月，凌純聲先生即

率領李亦園、任先民、李卉等同仁，組成調查團，共赴屏東縣來義鄉來義村進行

排灣族的田野調查。此為籌備處成立以來所從事的首次民族學田野調查，工作一

直延續到次年元月。此行不但蒐集重要的民族誌資料，同時採集了大量的民族學

文物標本，是為本館文物標本蒐藏之始。次年，在凌先生積極擘劃下，創立標本

室，以陳列本所蒐藏之標本，提供學術研究之用。自此之後，研究同仁逐年於田

野調查中，同時進行標本的採集，臺灣南島民族文物藏品日趨豐富。

1963年朱家驊館落成，標本室遷入該館二樓東側，空間較為寬裕，遂得以進

一步發揮陳列室的功能。1978年，凌純聲先生辭世，為紀念凌先生的學術志業與

傳承，特將標本室改名為「凌純聲先生紀念標本室」。1985年，以文物陳列館為

宗旨興建的凌純聲館落成，標本室遷入一樓東側，同時展開藏品的全面整理，並

重新規劃展示。為充分發揮日益增多之文物蒐藏，並朝向專業博物館的服務功能

邁進，本所乃於1988年6月將「標本室」改制為「博物館」，積極進行發展計畫的

策定及推展，以呼應本所五年發展計畫，擴大研究成果，並收輔成之效。是年全

館藏品文物已達5,700餘件，民族誌影像正負片一萬5,800餘張，影音資料帶950餘

件。

博物館展示空間約170坪，採開放陳列之設計，所展出的標本共有1,300多

件。1997年民族所研究大樓落成，原位於凌純聲館東側二樓的圖書館遷離，本館

得以將原本侷促於一樓的辦公室與儲藏室遷至二樓，而擴增一樓展出空間。自

1986年起，先後完成「臺灣土著民族」、「中國大陸邊疆民族」兩個常設展示；

以及「臺灣漢人民間宗教」、「太平洋地區民族學標本收藏展」兩個專題展示。

此外並於1987年6月至1995年11月推出「臺灣漢人民間宗教」特展、2002年1月規

劃完成「臺灣漢人民間宗教及媽祖信仰」展示、2004年12月規劃完成「砂勞越與

東南亞古代貿易」研究專題展、2005年12月規劃完成「彰化媽祖信仰圈文化」研

究專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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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室沿革

本所於1985年12月成立電腦小組，負責資訊業務之規劃、設備之採購及

維護。此後由於資訊設備快速增加，乃於1987年成立電腦室，並由三個學術

研究組的行政助理輪流協助資訊業務。1989年，以約僱方式另聘用專職助理

負責資訊業務，至1990年正式設立編制內的電腦技術人員職位。同年為合理

有效運用資訊資源，提供研究及行政部份所需之資訊服務，電腦室正式改制

並更名為資訊室，設主任1人，約僱助理1人，負責資訊設備的採購與維修，

協助同仁電腦問題的處理。並成立電腦委員會，負責規劃本所資訊設備的管

理及發展，以及訂定資訊設備的分配辦法。

四、出版品

本所籌備處成立後，自1956年即創辦《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

刊》，年出二期，刊載人類學論文及本所研究報告，成為國內人類學與相關

學科的重要刊物，並經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評定獲1997年度甲等期刊獎，

至2000年發行第90期之後告一段落。《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作者

雖不限本所同仁，但編輯委員會全由所內同仁組成。此後本所率先響應臺灣

學術界將機關刊物轉型為跨機構專業期刊的趨勢，自2002年起，邀請跨所、

院及國際人類學者組成編輯委員會，發行中英文雙語的《臺灣人類學刊》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半年刊，至2008年已出刊至第六卷第一期。

除期刊外，自1962年起，本所開始出版以田野報告或研究專集為主的

「民族學研究所專刊甲種」；自1970年起，出版以專題研究或單行本專書為

主的「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乙種」；自1987年起，出版書目或原始資料匯輯的

「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丙種」。自1988年起整合甲種與乙種，出版專書形式的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此外並自1990年起出版《民族學研究所

資料彙編》，自1996年起出版「翻譯專書」，將臺灣研究領域中重要的非英

語外文文獻中譯出版。另有關影音出版品，由博物館製作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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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語∕展望

回顧民族所五十餘年的歷史，在學術研究主題與取向的變遷上，可

以看出受到幾個因素的影響：一、國際學術界的理論與方法的趨勢，本所

從創所時期開始，主導研究的學說，從人類學中的歷史傳播論、結構功能

論、文化人格理論、文化生態學、象徵理論、結構主義，到更廣泛的現代

化理論、行為科學取向、文化心理學以及後殖民後現代的理論，都在不同

時期，同步對本所的學術走向，產生過顯著的影響。二、學術領導人的努

力，歷任的所長與組主任，雖然個人的學術風格各有不同，但也都在不同

時期，發揮指標的作用，這在初期的民族誌研究、漢人社會研究的發展、

行為科學的引進、社會實用性的兼顧、區域視野的開拓，以及基本理論議

題的關懷上，都可以看得出來。三、整體的學術環境與資源，中央研究院

對於各所學術自主性的尊重程度、對於組織調整的構想與用意，以及對於

經費自主的開拓與支持，乃至臺灣整體社會政治環境的開放與安定，也在

不同的時代，左右了民族所的學術走向與成績。民族所過去的學術成果能

否保持，未來的發展是否能繼續建立特色，並與國際同步，可預見的同樣

受到上述這三個因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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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所 http://www.mh.sinica.edu.tw/

壹．設立沿革

一、簡史

近代史研究所創設於1955年2月，創始人為郭廷以先生。時政府遷臺未

久，為檢討過去、策勵未來，加強近代史的研究乃成為時勢所必需。國際

史學界亦因中共之崛起，謀對中國近代歷史與中共現實情況加以瞭解。尤其

是美國，自經歷太平洋戰爭，復受韓戰等影響，更深感對近代中國有加強研

表一  近史所歷任所長（處主任）、副所長名單

姓名 職稱 任期 副所長
郭廷以 籌備處主任 1955/2 – 1965/3
郭廷以 所長 1965/4 – 1970/9
王樹槐 代所長 1970/9 – 1971/6
梁敬錞 所長 1971/7 – 1973/8
王聿均 所長 1973/8 – 1979/7
呂實強 所長 1979/8 – 1985/8 張玉法
張玉法 所長 1985/8 – 1991/8 陳三井
陳三井 所長 1991/8 – 1997/8 黃福慶
呂芳上 所長 1997/8 – 2002/5 熊秉真、張瑞德
陳永發 代所長 2002/6 – 2002/8 張瑞德

陳永發 所長 2002/8迄今
張瑞德、沈松僑、張力、

謝國興

近史所鳥瞰（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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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之必要。在這種情勢下，本院在臺院士於1954年12月30日舉行的該年度第二次談話會

中，決議成立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以加強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1955年1月30日，聘郭

廷以先生為籌備處主任，隨之於2月1日，正式成立了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最初所址暫

借臺大校園內中英文教會，10月，始遷來南港。

初期工作重點在於檔案資料之蒐集、中西圖書之添購、研究人員之羅致與訓練，以

及研究計畫之釐訂與進行等。1965年4月，正式設所，郭廷以先生為首任所長。其後，

梁敬錞、王聿均、呂實強、張玉法、陳三井、呂芳上、陳永發諸位先後繼任為所長。設

所以來，配合院方先後推動兩個五年計畫、增聘人才、舉辦學術會議、進行口述歷史訪

問，並興建圖書館、檔案館、研究大樓，陸續充實各種軟硬體設施。1998年1月，將胡適

紀念館納入所內編制。五十多年來，本所已然成為近代史研究的國際重鎮。

二、研究設備

(一)  郭廷以圖書館

圖書館是一座以蒐集近代中國史圖書資料為主的專業圖書館，自1955年2月成立迄

今，已有53年歷史。1985年，為紀念近史所創辦人郭廷以先生創所之艱辛與推動近代史

研究方面的貢獻，經所務會議通過，將圖書館正式命名為「郭廷以圖書館」。

圖書館於1982落成啟用，連同地下室總面積約800坪，書庫佔地350坪。1999年

1992年興建落成的研究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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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大地震後，部分結構系統出現裂縫，經

由安全評估，認為經過補強修繕，尚可續用30年，

遂在獲得外界捐款之後施工，2002年1月竣工。

館藏較具特色者包括：1949年以前舊報紙，如

中央日報（1928至1949年）影印本、大公報（1902

年6月至1949年1月）影印本等；1949年以前婦女類

書及期刊影印本；中國共產黨史、共產黨組織史資

料、大陸各省縣市文史資料；大陸新版方志；滿

鐵調查時報；滿鐵調查月報。微縮捲片，包括1、

清代：清朝上諭檔；官員履歷片、起居注；宮中檔財政

類；內務府奏銷檔；清末硃批奏摺；清代宗譜、戶口、鄉試錄、

會試錄；2、民國：民國時期報紙、期刊、政府公報；3、外國：日本外務省檔案、美國

國會文書、英國公檔案局檔案、莫理遜文書、中國調查旅行報告書等多種資料。尤以英

國外交部F.O.檔案，最為完備，該檔原名「中國通訊總卷」(General Correspondence of 

China)，包括鴉片戰爭以前歷任商務監督的報告及附件、中英南京條約以後英國歷任駐華

公使的報告、中國通商口岸英領事動態等項，洵為研究近代中國對外關係及內部演進史

實的重要資料。

目前圖書館藏書超過27萬冊，茲將館藏數量表列如下：

(二) 檔案館

本所自籌備時起，由於首任所長郭廷以先生十分注重蒐集第一手的原始史料，在

1955年即與外交部洽商，接收該部清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務部、民國北洋政府外交

部的珍貴檔案。1966年起，又自經濟部接收清末至民國的各經濟部會檔案資料。為保

存、整編所接收的檔案，遂於1958年設立檔案室，約27坪。其後空間逐漸擴充，1988

表二  圖書、期刊、微縮捲片、微縮單片館藏一覽

語文 圖書（冊） 微縮捲片（捲） 微縮單片（片） 期刊（種）

中文 210,000 7,160 5,166 3,645
日文 20,000 2,198 - 277
西文 40,000 6,421 639 747
總計 270,000 15,779 5805 4,669

郭廷以圖書館

八十年內頁卷二(人文1)修改.indd   52 2008/6/20   4:03:12 PM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胡適紀念館

年完成新型檔案館一座，佔地

1,642坪，二樓至四樓設有回型庫

房、讀者閱覽室及同仁工作室。

1996年3月，原屬郭廷以圖

書館個人資料室的檔案移交本

館；1999年3月，本所院史資料室

併入本館，日後又陸續接收個人

及團體捐贈的資料，逐漸形成本

館另一重要典藏。外交檔案亦續有增加，1997年和1999年分別獲得中華民國駐英使館和駐

韓使館檔案。2007年復由外交部移轉本所約60,000冊案卷，代為保管開放。

歷年編目完成的官方與民間檔案陸續開放使用，1997年開始檔案數位化工作，目前已

開放檔案計20餘種全宗，電子檔43萬餘筆，影像1,100餘萬頁，使檔案與研究結合，培植了

一批近代史研究人才，擴展了國內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風氣。

(三) 胡適紀念館

本館原為胡適先生就任本院院長時的住宅，當胡院長於1962年去世後，本院籌組「胡

適紀念館管理委員會」，紀念館也於同年12月10日正式成立。1964年8月，管理委員會議

決從史帶先生（C. V. Starr）所捐贈的基金提撥新臺幣20萬元，在紀念館右側建造陳列室一

座，於次年胡故院長逝世三週年紀念日正式開放。胡適墓園附近，經本院與臺北市政府協

議合作，闢為「胡適公園」。

53

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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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管理委員會由5至9位委員組成，人選由本院院長聘任，主要任務為：管理

胡適紀念館與墓園，保管紀念館基金，陳列與保管原有及徵集所得之遺著、遺墨、藏

書、相片及其他遺物等。本館自成立初期，既未正式納入本院編制，亦未建立財團法

人，僅賴外人捐贈之少數基金利息與本院資助維持，而本院資助款項又不能列入正式

預算，業務運作日益困難。為使館務能正常進行並長久維持，吳大猷院長任內於1987

年邀集本所所長、史語所所長等，召開數次會議，研商紀念館的轉型與制度化問題，

最後決議：紀念館的人事、修繕、維護等經費，仍由本院總務組負責；學術研究及胡

適先生著述整理工作，則由近史所與史語所擬出工作計畫，增聘研究人員，從事資料

之整理與編輯工作。

1993年8月，近史所研究員陶英惠先生兼任館主任，除整修館中老舊房舍外，並

展開胡適書信的編印，致力紀念館定位改制等工作。後經多方協調，於1998年1月正

式改隸近史所，除繼續維護文化資產、發揮社教功能外，更努力與本所研究組群配

合，共同推動胡適與近代中國的研究，促進國內外胡適研究的學術交流。

貳．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1955年春，本所開始籌備，員額初擬訂40名，僅配置13人，計研究員4人，副

研究員1人，助理研究員2人，助理員6人。嗣後陸續增聘，1965年正式成所時，研究

人員增為21人，計專任研究員3人，副研究員4人，助理研究員10人，助理員4人。另

有兼任及通信研究員8人。1971年，專任研究人員增至26人，研究範圍以十九世紀以

來，中國政治、外交、軍事、經濟史為主。1971-1981年間，研究人員未見增長，第一

期五年計畫（1981-1986）開始執行後，因研究領域拓展及業務需要，1982年起員額奉

准增加，五年間增加14名。所增加之人員除十九世紀中國史之研究外，並側重民國史

及臺灣史的研究。第二期五年計畫（1986-1991），則增加研究人員17名。

本所目前編制設所長1人，副所長1至2名，現有專任研究人員40名（含借調與院

內合聘），另有兼任研究員16名，通訊研究員4名。

除研究人員外，資料部門分為圖書館、檔案館、胡適紀念館三館，各設館主任1

人；另蒐集口述史料，設有口述歷史小組，由召集人主持；業務方面，有編制內之編

審4名分別負責，並約聘臨時助理予以支援協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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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援研究工作方面，一般性之行政業務，有秘書、文書、人事、財務及事務行政

人員領其事，本所現編制內行政人員11名，技工、工友4名。本所另成立資訊室，設主任

1人，並有約聘臨時助理3人協助業務。

此外，為推展學術相關業務，歷年來經所務會議通過成立若干專門委員會或小組，

其成員或由所務會議選舉，或由所長敦聘，各有職責，各有任期。

由於本所初期並無專任之行政人員處理行政事務，加之早年預算的編列與執行資料

不全，以下僅將1981年以後的員額和實際預算資料依序列表、製圖，略做分析。

表三  近史所歷年員額統計表

年度 專任研究人員 兼任/通訊研究人員 行政人員/技工 人數合計

1981 24 5 / 3 4 / 3 39
1982 28 5 / 3 4 / 3 43
1983 31 5 / 2 5 / 3 46
1984 35 5 / 2 6 / 2 50
1985 37 5 / 1 7 / 2 52
1986 37 5 / 1 7 / 2 52
1987 38 5 / 1 8 / 4 56
1988 41 5 / 1 8 / 4 59
1989 45 5 / 1 9 / 3 63
1990 50 5 / 1 10 / 4 70
1991 52 6 / 1 10 / 4 73
1992 53 6 / 1 11 / 4 75
1993 53 6 / 3 11 / 4 77
1994 52 6 / 3 11 / 4 76
1995 50 7 / 3 11 / 4 75
1996 50 7 / 3 11 / 4 75
1997 48 9 / 4 11 / 4 76
1998 50 9 / 4 11 / 5 79
1999 50 9 / 4 10 / 5 78
2000 43 10 / 4 11 / 6 74
2001 43 16 / 4 12 / 5 80
2002 41 18 / 4 12 / 6 81
2003 42 18 / 4 11 / 5 80
2004 40 18 / 4 11 / 5 78
2005 40 18 / 4 10 / 5 77
2006 40 18 / 4 10 / 5 77
2007 39 15 / 4 10 / 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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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一、研究方向

本所的研究範圍，為近現代中國在政治、軍事、外交、社會、經濟、文化、思想等

各方面的變遷，尤其著重探討現代性（modernity）的形成。除了秉持歷來史學研究的良

好傳統與基礎之外，更加強對當代社會、人文與世界的關懷。

二、研究重點

我們不可能對近四、五百年的歷史，作全面普遍性的研究，但依人員專長與興趣選

擇幾個重點和研究領域，組成研究群，集中人力、物力，假以時日，應可做出讓人刮目

相看的成績。為了有效推動以上各項重大議題的研究，近年來，本所同仁先後組織了十

個研究群，盼能在既有的基礎上，結合擁有共同興趣的所內外同仁，針對近代史上若干

重大課題，進行長期而深入的研究，以凸顯本所研究重點和特色，取得國際學術界的競

爭優勢。茲將本所現有的八個研究群簡介如下：

(一) 冷戰時期海峽兩岸比較研究群

二十世紀下半葉一直是歷史學者尚未開拓的領域，實際上從1950年代開始，海峽兩

岸各自形成一套政治、社會、文化的格局，要明瞭二十世紀後半世紀海峽兩岸的對峙與

註：1. ■為建築經費。
　　2. 2000年會計年度改為曆年制，預算金額由1999年7月統計至20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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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非得從1950年代的研究開始不可。為此，本研究群同仁從政權再造、社會控制、

經濟發展及國際衝突和援助入手，已於2001年召開一個中型學術會議，試圖帶動研究，

再進一步展開更深層的討論，同時為1960年代以後的海峽兩岸研究，奠定基礎。

(二) 中國近代知識建構與知識傳播研究群

本研究將結合中西方學者共同開發此一議題，探討中國本身的知識觀念及近代轉

型，並與西方近代科學式知識分類進行比較，以尋索中國本位的知識體系。初步的研究

主題包括：1. 明清時代科技知識的傳播，2. 中國近代科學知識之建構，3. 科學知識與社

會的關係，4. 經學解體、傳統學問的近代轉型，5. 傳統圖書分類法及其近代轉變，6. 私

家藏書與近代公立圖書館，7. 傳教士與西學傳播，8. 中醫與西醫，9. 晚清的學制改革，

10. 閱讀報紙與知識傳播。

(三) 胡適研究群

胡適是近代中國知識界、思想界的重要人物，近年來海外學界有關胡適資料的出版

與研究，正方興未艾。本所以胡適紀念館的「美國檔」和「南港檔」作為基礎，聚合對

胡適思想及晚年胡適有興趣的同仁，組成研究群，共同進行探討，稍假時日，不難形成

胡適學術研究重鎮。未來希望逐漸集中在「晚年胡適」與臺灣政治史、思想史關涉部分

的研究。

(四) 海外華人研究群

此一研究以華人宗教、華人社團、僑務機構及政策為關懷重點，透過個案研究、合

作研究，以及口述訪問，達成跨所、跨校的整合研究。目前除召開小型談話會，邀請學

者專家講談外，並致力於蒐集資料，充實數年前開始建檔之海外華人研究圖書目錄。

(五) 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

婦女史研究是近年來國際學界的顯學之一，中國婦女史的研究相對地未受到必要

的關注。本所同仁組織「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希望藉性別研究理論，以歷史角度切

入，結合社會科學學者，作科技整合的長期研究。研究的重點課題包括婦女與國家、族

群、文藝、法律、宗教、醫療科技、戰爭、教育、生活等關係的討論，也注意近代中國

婦女本身的地區性和各國婦女歷史的比較研究。研究計畫曾獲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

會二期六年的支持，平常則舉辦學術演講會、邀請國外學者來訪、編纂婦女史叢書、出

版《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年刊、召開大型國際會議（2001年8月舉辦第一次，以後每四

年舉辦一次）、申請主題研究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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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戰爭與社會研究群

近代中國戰爭頻繁，影響生民至鉅，有必要對此作全盤多角度的了解。晚近國際

學術界對中國近代軍事史的研究正方興未艾，國內學者也有必要深入耕耘，以爭取與國

際學界對話的空間。此研究的重點課題為：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政策制定與實施、蔣介石

與抗戰、戰爭與知識分子、戰爭與地方權力；其他如戰爭與經濟、婦女、民族主義、記

憶、文化、現代性等新興領域或議題，將列為長期研究的課題。

(七) 城市史研究群

城市是人群聚居的場所，它是各個時代、各個國家、各個地區文明的重要指標之

一。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城市本身的蛻變，及其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層

面所形成的影響和具備的功能，都值得深入觀察、探討。近代中國受到西方的影響，城

市發生很大的變化。舉凡街道、房屋、交通、衛生等各方面，都發展出和傳統不同的面

貌，城市居民的生活型態、文化、娛樂以及經濟活動等，也異於以往。這個變化，從通

商口岸城市開始，漸及於內陸城市，又及於鄉村，從而造成整個中國的蛻變。另一方

面，近代中國的許多政治、社會、經濟、文化運動和活動，也以城市為重要的發生地。

(八) 蔣介石研究群

本研究群成立於2007年3月23日，現還正在進行內部整合作業，擬集合國內外學者

（所內有朱浤源、黃自進、游鑑明、沈松僑、余敏玲、林美莉等人；所外有山田辰雄、

家近亮子、土田哲夫等人），藉群體之力，全面推動蔣介石研究，進而開拓中國近代史

新視野、新議題。現正以「蔣介石的權力網路及其政治運作」為題，另向蔣經國基金會

申請三年計畫。主要學術活動為舉辦演講會、邀請學者來訪，編纂出版刊物等。

肆．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一、個人研究成果

本所成立之初，以編輯整理檔案為主要工作。1959-1960年始以編輯、研究並重，

由籌備主任郭廷以、研究員張貴永、兼任研究員胡秋原、楊紹震等先生提出若干可資研

究的題目。當時的個人研究架構，均以專書為準。1961年，李毓澍先生之《外蒙古撤治

問題》、黃嘉謨先生之《甲午戰前臺灣之媒務》，及李國祁先生之《中國早期之鐵路經

營》問世，而集刊則遲至八年後方出版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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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起，本所接受福特基金會資助，所中同仁凡接受資助者，均需提出專題研究計

畫，並須如期完成。至1973年，得國科會資助，開始集體研究計畫，即為期四年半的中國

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及為期二年的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接著自1981年起，先後推動兩個

五年計畫，引進了大批人才，也將研究目標作了局部調整。下表為近年本所研究人員的個

人研究成果之約略統計。

研究同仁專書之出版，非僅限於本所專刊，亦有坊間出版社出版者，更有國外著名大

學出版社，如美國哈佛大學、加州大學、史丹福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夏威夷大學、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本所同仁英文專書，部份同仁的中文專著，則在中國大陸出版簡體字版。

二、史料蒐整

本所成立迄今，除研究工作外，所投入人力、物力較多的是史料整理編纂、電子文獻

（數位典藏）資料庫的建立，與口述歷史訪問，目前三者均為本所重要業務。

年度 人數 專書（刊） 論文 書評 編纂 合計

1990 50 1 41 - - 42
1991 52 3 62 - - 65
1992 53 5 82 1 - 88
1993 53 11 96 4 - 111
1994 52 11 79 2 1 93
1995 50 6 86 1 - 93
1996 50 5 76 - 1 82
1997 48 13 66 1 2 82
1998 50 16 104 7 1 128
1999 50 4 63 1 - 68
2000 43 8 93 2 - 103
2001 43 8 110 1 - 119
2002 41 6 88 4 - 98
2003 42 1 87 5 1 94
2004 40 5 53 5 5 68
2005 40 6 68 4 3 81
2006 40 5 70 - - 75

總  計 112 1,324 38 14 1,490

表四  近史所研究人員年度研究成果統計（1990-2006）

註1： 關於「年度」之算法，2000年以前為前一年7月至隔年6月；2001年以後則改為每年1月至12月。
註2：2004年度以後，研究論文成果之計算以凡經正式出版者為限。

八十年內頁卷二(人文1)修改.indd   59 2008/6/20   4:03:18 PM



60

卷二   追求卓越   所 (處 )中心篇

(一) 史料編纂

檔案之編纂整理與出版，不僅方便研究，更有助於檔案之保存與流傳。本所創所以

來，對檔案之整編一向列為長程計畫，未曾間斷。最早編纂之檔案係外交檔，至2002年6

月止，共編就並出版《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17種，包括海防檔、中俄關係、礦務檔、

中法越南交涉檔、道光咸豐兩朝籌辦夷務始末補遺、四國新檔、中美關係史料、近代中

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教務教案檔、中日關係史料、膠

澳專檔、保薦人才、西學、練兵、清季華工出國史料、澳門專檔、歐戰華工史料、加拿

大華工訂約史料、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等。

(二) 電子文獻暨檔案數位資料庫

近年來資訊科技的進步日新月異，對歷史學的研究有極大助益，尤其是資料庫的建

置有利於史料的檢索與利用。本所於1997年，即將本所創辦人暨首任所長郭廷以先生生前

費時數十載所精心編著的《近代中國史事日誌》與《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兩部工具書，共

計200餘萬字，相繼完成資料庫建置與上網的工作，以供海內外學者專家查考使用。

明末以來形成的「經世文編」體，乃中國知識份子表達經世思想的重要文獻，其中

包含了大量政治、外交、經濟、社會等多方面史料。本所近年來已先後完成四部清代的

經世文編全文資料庫，分別為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葛士濬《皇朝經世文續編》、

盛康《皇朝經世文續編》，以及邵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前二部書各約200餘萬字，

第三部約340萬字，第四部計430萬字。

中國近代思想史是本所重要的研究領域之一，故相關研究文獻的電子化亦是本所

的重要工作。梁啟超（1873-1929）所撰寫的《新民說》是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篇重要

文獻，對近代中國思想界產生了莫大影響，它的讀者包括了在中國與日本的學生、知識

份子和海外華人，甚至也透過一些像讀報、宣講與演說等管道影響到一部分庶民。該書

全文約12萬字，本所已建置成全文資料庫，俾利學者檢索查尋。名人日記為本所近幾年

製作全文資料庫的重要方向，包括譚延闓、王世杰、王叔銘等人的日記，正在建置中，

朱家驊日記則已完成並開放使用。外交及經濟檔案的數位化更是最近五、六年的工作重

點，既有成果已如前述。

(三) 口述歷史

1. 口述訪問

口述歷史是本所採集史料的工作之一，此一工作，於1959年10月，由本所創辦人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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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以先生規劃展開，由研究同仁訪問軍政、財經、文教等各界重要人物，請其口述生平

經歷、見聞，再分別記錄、整理，同時收集有關之回憶錄、年譜、傳記、日記、函札、

相片等歷史資料。1960年9月開始，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計畫（Columbia Univer-

sity Oral History Project）合作兩年，工作範圍擴大。1962年起，接受美國福特基金會兩

期十年的資助，至1972年7月，因該會不再補助，9月起暫停訪問。1984年元月，成立口

述歷史組，負責推動訪問與出版事宜。1986年以後，配合同仁研究領域，訪問科學界與

醫學界重要人物。此後，專題訪問與個人事功訪問並重，就專題訪問方面，係配合研究

專題，針對相關人物、重要歷史事件，如二二八事件、孫立人案、蘇東啟案、泰源監獄

案、菲律賓華僑、職業婦女、在滿洲國的臺灣人等進行訪問。

此外並接受委託計畫案，1998年2月至1999年1月，完成臺北市政府委託之《戒嚴

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訪問計畫》。1998年7月至1999年6月，執行本院主題計

畫之「院士口述訪問計畫」。1999年8月至2000年7月，完成中華民國都市計畫學會委託

之《都市計畫前輩人物口述訪問紀錄》。2000年3月至2001年3月，完成本院專題計畫

《九二一震災口述訪問紀錄》，2001年7月起，接受外交部委託，執行外交前輩陳雄飛大

使訪問計畫。

2. 口述叢書、叢刊、期刊之出版

本所自1980年，經受訪者之同意，所長呂實強先生籌議出版第一本口述歷史叢書

《淩鴻勛先生訪問紀錄》，以後陸續刊印。迄今已出版有軍事、政治、黨務、僑務、外

交、文教、財經、交通、郵政、農業、工業、企業、科技、醫學、婦女史、家族史、政

治案件等口述歷史叢書91種，《口述歷史》年刊12期（其中第3、4期係二二八事件專

號，第5、6期為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專號，第10期是蘇東啟政治案件專輯，第11

期是泰源監獄專輯，第12期是美麗島事件專輯），史料叢刊49種。目前正出版中的有

《口述歷史》第13期。

3. 倡議召開全國口述歷史工作會議

由於本所口述訪問的工作與成果頗受各界重視，而國內從事口述歷史的單位也日

益增多，為交換訪問心得，協調訪問對象，了解彼此工作狀況，1991年2月，由本所籌

辦第一屆全國口述歷史工作會議，邀請從事口述歷史的本院臺灣史田野工作室（今之臺

灣史研究所）、國史館、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目前改名黨史館）、國防部史政編譯

局、空軍總司令部、空軍軍官學校、臺灣省文獻會（今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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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會、高雄市文獻會等相關單位參與。此後，此一會議每隔一年或二年召開一次，各

地文化中心、地方文史工作室也陸續參與，迄今共已舉辦過11屆。此外，本所於1999年

及2000年先後接受省政府文化處與文建會中部辦公室委託，舉辦數個梯次口述歷史研習

營，受訓學員數百人。在臺灣歷史學界，本所之口述歷史相關工作一向扮演先驅者之角

色。現今中國大陸積極推動口述歷史，本所四位同仁曾於2006年8月應邀至上海參加「海

峽兩岸口述歷史理論與實務研討會」，報告工作經驗。

伍．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一、初期的研究工作

本所於1955年成立籌備處後，在郭廷以先生主持下，就其構想，擬訂研究主旨：以

十九世紀以來之中國歷史為研究重心，尤其注重中西接觸後，中國政治、軍事、經濟、

社會與學術思想各方面所受西方之影響，及中國對西方壓力之反應，亦即以早期的近代

化運動——自強與維新運動作為研究主題。就上述主旨，初期先致力於準備工作，集體

進行，其中包括資料之調查、蒐集；工具書之編纂；檔案徵集、整理與編纂；口述歷史

之訪問；同時研究人員亦各自進行專題研究。

表五  近史所出版品統計（1957-2007/6）

出版類別 種類 冊數

史料

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

史料叢刊

口述歷史叢書

口述歷史期刊

名人日記

史事日誌

目錄彙編

檔案調查報告

20
49
91
1
5
1
7
1

134
60
95

12期12冊

50
4
9
1

專題研究

專刊

集刊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研討會論文集

演講集

91
1
1

31
2

91
56期64冊

14期14冊

39
2

學術報導
研究通訊

特刊

1
5

36期36冊

8
總  計 307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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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專題方面，由於1955年冬，外交部運臺之清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務部，及

1926年前北京外交部舊檔，移送本所保管整理，同仁於集體合作整編檔案外，乃就便利

用檔案從事研究，故受使用資料的影響，研究專題多集中在鴉片戰爭至十九世紀末的一

段歷史，尤偏重外交史與政治史，先後出版有專書9種。

1962年起，本所接受福特基金會（The Ford Foundation）為時兩期十年的資助，包括

出國進修及從事專題研究。專題研究方面，分為四組：即思想制度組、政治軍事組、經

濟社會組、國際關係組；研究範圍涵蓋制度、思想、政治、經濟、社會、國際關係等方

面。1967年，更將民國史、臺灣史、早期中共史納入研究範圍，其中臺灣史研究側重移

民開發及對外關係。十年共完成專刊36種，論文20多篇。

二、集體研究計畫的推展

自1972年來，本所除繼續十九世紀中國史的研究外，亦開始利用科際整合，從事

區域現代化研究。1960年代，美國社會科學界開始流行探討開發中國家的現代化問題，

此一風氣至1970年代達到高潮；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於此時期又受到人類學家施堅雅

（G. William Skinner）的影響，開始強調區域性的研究。在這種潮流衝擊下，本所同仁李

國祁、呂實強、張朋園、王樹槐、王萍、趙中孚、張玉法、陳三井、林明德、蘇雲峰等

十位先生乃於1973年起，集體合作，進行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選定直隸、山東、東

三省、江蘇、湖北、湖南、四川、閩浙臺、廣東、上海等十個沿江沿海地區，以集體討

論、分別撰寫的方式，探討中國近代化的歷程，分析其成敗得失。這項有組織的集體研

究計畫與本所創辦時期對於自強運動的研究相較，有三點不同之處，一為研究範圍的擴

大，就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作全面性的探討；二為採取區域式研究，深入

地方性史料；三為強調以社會科學作為輔助工具。

1976年，十個區域各完成專書稿一部。同年，在國科會人文組的支持下，舉辦成果

發表討論會。至1984年6月，陸續出版的專書有蘇雲峰先生的湖北省、張玉法先生的山東

省、李國祁先生的閩浙臺地區、張朋園先生的湖南省、王樹槐先生的江蘇省，並發表論

文62篇。

1977年2月至1978年1月，仍就上述省區再度進行第二期的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

完成政治現代化部分後，即利用各區域的資料，選擇十個專題，於1978年2月至1980年1

月，接續綜合性的專題研究，此十個專題分別為：近代中國的人口與都市、工業發展、

農業改良、財稅改革、鐵路發展、政治參與、軍事變革、社會領導階層、教育改革、地

方行政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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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及專題研究，是近史所空前的集體計畫，也為學術界開

創了新的研究方向。集體研究的風氣，也從此逐漸開展。

三、五年發展計畫

(一) 第一期五年發展計畫 (1981/7-1986/6)

自1981年起，因本院推動五年發展計畫，本所之研究目標，也作了局部調整：一為

擴大歷史研究之範圍，注意到國家建設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二因民國史

研究漸成顯學，政治敏感性減少，客觀研究的可能性增加，故加強民國史之研究，俾針

對中共及部分外國學者扭曲民國史的趨勢有個對應。據此，除繼續以往的研究範圍外，

並提出四項研究計畫，包括：1. 民初歷史研究計畫，2. 抗戰前十年經濟史研究計畫，3. 

抗戰史研究計畫，4. 臺灣史研究計畫。

為執行以上四項計畫，本所於1981年至1986年間，陸續增聘14位研究人員，其中專

長民國史者10名，清季思想史者3名，臺灣史者1名，五年內共執行139個短程及33個長

程研究計畫。其中包括國科會資助的兩個大型集體計畫：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1860-

1937之內陸省區）、抗戰前大學教育研究計畫，以及兩個個人研究計畫。

民國史研究方面，由於中共修撰「中華民國史」，曾引起各方密切注意，教育部乃

有編纂「中華民國建國史」計畫，其中由本所負責的第二篇「民初時期」，即列為本所

五年計畫項目之一，亦即民初歷史研究計畫，完成辛亥革命至北伐前的政治、軍事、外

交、經濟、社會、教育、文化等44個子題。1982年及1983年舉辦兩次大型學術研討會，

分別為「辛亥革命研討會」、「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

抗戰前十年經濟史研究，目的在研究抗戰前十年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歷程，本所所藏

經濟檔，提供了豐富史料。研究範圍包括財政、工礦業、農業等，1984年8月並舉辦有

「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

抗戰史研究，主要係就抗戰期間的史實作有系統的研究，範圍包括外交、政治、軍

事、財經建設、教育文化、邊疆開發及其他有關問題。1985年8月，並舉辦有「抗戰建國

史研討會」。

臺灣史研究，主要為對臺灣史之文獻資料作初步調查，曾先後就新竹、桃園、苗

栗、雲林、屏東等地區及臺灣省文獻會、臺北市文獻會、高雄市文獻會等處現存有關資

料進行調查，並展開專題研究，惟限於人力，研究範圍以清代臺灣軍事史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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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由國科會資助的兩個集體計畫。一為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1860 -1937），

由張朋園、陳存恭、熊秉真、呂芳上、朱浤源、沈松僑、謝國興、張力等，選定雲貴地

區、山西、江西、廣西、河南、安徽、陝甘等內陸省區，以與第一、二期中國沿江沿海

地區現代化區域研究相比較，俾為近代中國現代化過程提供一全面性的了解。另一為抗

戰前大學教育研究計畫，以清華、北京、中山等大學為探討對象，參與同仁為蘇雲峰、

楊翠華、黃福慶。

以上第一期五年計畫執行的結果，計出版專書18種、論文257篇、出版研討會論文集

5種。召開專題討論會100次，舉辦大型國內學術會議6次、國際學術會議1次，出席國際

會議20人次。獲國科會獎助者，傑出獎1人、甲等獎29人次、乙等獎11人次，共41人次。

(二) 第二期五年發展計畫 (1986/7-1991/6)

第二期五年計畫除繼續前一期的研究，也注意到十七、十八世紀的中國。這時的

中國，一方面在社會、經濟和學術思想上有所衍化更新，另一方面也已開始接受西方影

響。因此，所執行的一般中國近代史研究計畫、近代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計畫、近代中

國政治外交史研究計畫、近代中國文化思想史研究計畫等四大計畫中，在研究時間上限

方面，有追溯至鴉片戰爭以前兩百年者，以尋求中國現代化的根源。

一般近代史研究，在本所既有的基礎上，加強明清以來中國政治、經濟、社會、

文化發展的相互關係研究。以綜合分析方法，對中國近代史的發展作整體觀察。除個

人專題研究外，仍繼續第一期五年計畫的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並陸續舉辦「近代中

國區域史研討會」、「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以及「中國現代化研討會（1860 - 

1949）」。

近代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在經濟史方面係以近代中國的工業、農業、財政、貿

易、交通、水利等為主要研究領域，於1989年舉辦「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史研討會」。在

社會史方面，則以近代中國社會、人口、華僑、宗教、人民生活為主要研究領域。

近代中國政治外交史研究，以近代中國政治史、外交史為主要研究領域，涵蓋近代

中國軍事史及法制史，並於1987年舉辦「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

近代中國文化思想史研究，接續前此對近代中國經世思想的研究成果，對近代中

國思想、學術、教育、科技等歷史進行研究，並延續抗戰前大學教育研究的集體計畫。

1990年，與清華大學合辦「近代中國科技史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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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五年計畫執行成果，計出版專書16種，論文288篇。期間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宣讀論文74篇。

四、中長程學術發展計畫與研究群

本所自1997年9月起，執行中長程學術發展計畫。本所中長程學術發展計畫之擬定，

概略的說是以三至五年為中程，以十年為長程，以現有人力為估量基礎，既充分尊重個

人獨立自主的研究傳統，又積極設法凝聚共識，促成以團隊合作方式的「研究群」的發

展，並以具體可行的項目達成可預期的成果為目標，最後則期望本所能夠發展成為一個

在國際上舉足輕重的近代史研究重鎮。

研究群的發展在本所並非是新生事物。早期前輩學者的成就，最引人注意的，除了

個人的研究成果外，即為集體、長期的研究成績，1960年代出版的有關清末自強運動系

列專刊，以及1980年代出版的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的系列研究成果，均為成功的例子。

經過兩個五年發展計畫，本所引進了大批人才，形成了一支接近50人的近代史研究

隊伍，具備優越的物質條件，為學界所罕見，因此我們認定幾個重點和研究領域進行研

究。以下將近期主要研究成果分類介紹。

(一) 冷戰時期的海峽兩岸發展

1950年代是臺海兩岸各自發展的起點，也是塑造兩岸今日不同國家與社會形貌的重

要歷史根源。此一時期臺灣之中國民國爭取國際地位的努力，及與中共在國際社會中的

對抗，是張啟雄研究日本對華政策與兩岸加入國際組織紛爭的重點；許文堂從「國際合

作、和平共榮」的角度，觀察臺越關係的發展；陳永發、謝國興、林美莉、余敏玲等人

從不同角度切入，探討中共建政最初十年的內政與外交；朱浤源、陳儀深、劉素芬則將

重點放在臺灣政經體制建立與對外關係。

(二) 近代中日關係

2005年是中國對日抗戰勝利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60週年，與此有關的紀念活動甚

多。本所舉辦「戰爭與日常生活 (1937-1945)」國際學術研討會，嘗試從新穎的角度來觀

察第二次中日戰爭。然而本所同仁的研究，另也觸及了近代以來中日關係的各個面向。

如林滿紅、劉素芬、游鑑明、黃自進、張啟雄等，均以臺灣為主體，探討十九世紀末至

二十世紀後半的日臺關係。康豹新出版專書 When Valleys Turned Blood Red: The Ta-pa-ni 
Incident in Colonial Taiwan，綜合殖民史與社會史兩種研究取向，探討日本殖民政策對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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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所造成的影響及一般民眾的反應，是相關研究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張力、羅久蓉則

研究二十世紀前半中日關係。

(三) 國族認同與國家塑造

代表著作如沈松僑之論文“Turning Slaves into Citizens: Discourses of Guomi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Late Qing Period”，對於清末民初建構「國

民」與「國族」的概念作了系統化的論述。林美莉出版專刊《西洋稅制在近代中國的發

展》，以國民政府時期納入「直接稅」體系的五大西洋稅目 （所得稅、利得稅、遺產

稅、印花稅及營業稅） 為主題，追溯滿清末年與北洋時期的稅政學理論述，說明近代中

國以工商業者為課稅目標，配合「裁釐加稅」的理財任務，進行以「直接稅」為名的稅

政改革活動。更在對日抗戰的民族主義熱潮中，努力擴大稅基，具體呈現由傳統體制過

渡到現代租稅國家的進程。

(四) 明清社會與生活

本所《集刊》第50期刊出「明清社會與生活」專號中，有本所王正華〈乾隆朝蘇

州城市圖像：政治權力、文化消費與地景塑造〉、賴惠敏〈寡人好貨：乾隆帝與姑蘇繁

華〉、巫仁恕〈清代士大夫的旅遊活動與論述：以江南為討論中心〉等三篇論文。各篇

論文都是從新的角度出發，探析明清社會與生活史，或是對舊問題提出新的解釋。在史

料運用上，皆嘗試突破舊有社會史研究的範疇，致力從新的史料中或舊有被忽視的史料

中找尋新的脈動。雖然各文表面上處理的並不是結構性的大問題，但是都從不同的角度

觸及社會結構或文化結構的變遷，且都注意到在社會生活中或隱或顯的政治權力。

(五) 城市史研究

城市史研究是近十年來西方歷史學界的顯學，有關近代中國城市發展與特色的研

究，見諸近年來出版的專書和論文。本所7位同仁於2005年成立了城市史研究群，藉由

本身的思考和探索，與國際學界展開對話。目前研究成果主要在於二十世紀上半葉，上

海市專業組織與城市文化的研究。相關論文計有：李達嘉〈上海商會領導層更迭問題

的再思考〉、林美莉〈1930年代上海會計師的兼職問題〉、張寧〈從跑馬廳到人民廣

場：上海跑馬廳收回運動，1946-51〉、連玲玲〈企業文化的形成與轉型：以民國時期的

上海永安公司為例〉、孫慧敏〈性別與職業：國民政府時期上海的女性中國律師(1927-

1949)〉。

八十年內頁卷二(人文1)修改.indd   67 2008/6/20   4:03:25 PM



68

卷二   追求卓越   所 (處 )中心篇

(六) 近代東亞經濟

近代臺灣因與世界接軌，展現顯著的海洋特色，且主要表現在區域經濟貿易方

面。林滿紅的〈日本統治時代臺灣經濟史の研究：視角と視野〉對此研究領域做一考

察，劉素芬的〈日治初期大阪商船會社與臺灣海運發展(1895-1899)〉為個案研究。李

宇平的〈1930年代東亞區域經濟重心的變化－日本擴張輸出與中國經濟蕭條〉、〈兩

種帝國主義與亞洲國際經濟秩序－1930年代英日船運在中國中心國際海域的競爭〉兩

文更加入了世界其他國家在東亞的經濟競爭。

(七) 戰爭與社會

關於戰時社會經濟史研究，共出版胡國台《浴火重生：抗戰時期的高等教育》與

林美莉《西洋稅制在近代中國的發展》專書兩種，分別討論國民政府的高等教育與稅

制，在抗戰時期所作的調整與改革。對於戰時決策過程研究，完成有關軍事委員會委

員長侍從室（及其前身）的論文3篇，分別討論侍從室人員的出身背景、心態及人事

運作，與侍從室在國民政府政策制定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軍隊建設史研究方面亦

有三篇論文，分別討論戰前海軍及陸軍的發展。

(八) 婦女與性別史

婦女史研究是近年來國際學界的顯學之一，本所除有部分同仁參與研究，至今出

版已有13期的《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甚受國際學界重視。同仁承繼過去基礎，提出

新的研究成果。如游鑑明考察《婦女雜誌》與近代家政知識建構，以及女子教育、體

育、醫療、社會地位等議題；孫慧敏從女性中國律師的出現看女性專業地位與兩性平

權的爭取。

(九) 人物研究

近代人物的思想與事功，向為治近代史者所關切。本所同仁的研究約略分為兩

方面，一是朱浤源、潘光哲對孫中山的研究，一是羅久蓉、黃自進對蔣介石的研究。

其中，蔣介石研究隨著國內相關檔案的開放，逐漸成為各國學者重視的主題，本所

「蔣介石與中日關係」研究群亦以此為重點。另一類研究成果，表現在對近代重要思

想家的考察，如張朋園的專書《梁啟超與民國政治》，以及羅久蓉〈章太炎論個人與

自由─與柏林的比較〉，黃克武〈梁啟超與儒家傳統：以清末王學為中心之考察〉、

〈「個人主義」的翻譯問題：從嚴復談起〉、〈墨子刻的儒學觀〉，翟志成〈師不必

賢於弟子：論胡適和馮友蘭的兩本中國哲學史〉與〈中國傳統思想的新詮釋：論馮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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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的《新世訓》〉，李達嘉〈尋找立國方針：梁啟超的聯邦與反聯邦論述〉，葉其

忠〈重探所謂「胡適博士學位問題」四種類型的論證〉，潘光哲〈傅斯年與吳密〉

等論文。

陸．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就研究資歷、領域與視野而言，本所可謂臺灣中國近代史研究人才的集中地。

同仁多在各大學兼課、進行博碩士論文指導，對國內人文學科教育貢獻匪淺。此

外，所內的郭廷以圖書館、檔案館、胡適紀念館、口述歷史組等單位，也以專業典

藏服務各界，協助推動近代史各領域基礎研究，並滿足社會教育的需要。未來除持

續當前的研究方向與重點，更希望加強國際學界的交流合作，提升中國近代史研究

的風氣。本所在近代史研究的各種學術活動推展上，亦扮演重要的角色，以下分項

說明之。

一、舉辦學術會議

為交換研究心得，本所自1956年以來即有定期之學術討論會，大致每兩週舉行

一次，由研究人員或邀請所外學者作專題報告。同時，本所也經常舉辦學術會議，

邀請國內外學者參加。自1978年開始舉辦〈近代中國維新思想研討會〉以來，迄今

共舉行40餘次正式學術研討會，其中約半數邀請國際學者共同參加。本所同仁也經

常參加美、日、歐及中國大陸的近代史相關學術會議，與世界各國學者交往密切。

二、國際學術合作

本所創所迄今，一直積極與國際學術機構建立合作關係。早期的合作，對象以

美國為主，如亞洲協會資助本所購置書刊、出版史料；華盛頓大學遠東學院、哈佛

燕京社的東亞學術委員會資助史料編纂；哥倫比亞大學支援口述歷史計畫；福特基

金會資助專題研究、出國進修及圖書購置等，使本所業務得以加速發展。1972年以

後，上述合作關係，或因對方經費困難，或因人事變動而中止。至1981年起，本院

推行五年計畫以來，本所經費較為寬裕，乃積極與國際學術機構建立資料交換與人

員互訪管道。除陸續恢復與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賈克遜國際研究院、哈佛大學東

亞研究中心、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合作關係外，並分別與史丹佛大學胡佛研

究所、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東亞研究所、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科、法國遠

東學術院、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日本愛知大學、日本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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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大學、英國國家學術院建立學術合作關係。經費由雙方各自負擔，與以往本所接受

對方資助略有不同。

關於人員的互訪，歷年來國際學人來所訪問，及同仁出國訪問進修等，遍及歐美、

日本、韓國、澳洲、香港、中國大陸等地區。

三、研究成果的國際化

學術著作的品質在評量上遠比數量重要，近幾年內，近史所同仁參與國際學術活

動，及研究成果的國際化均有不錯的表現，國際期刊如Critical Asian Studies,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Historiography East and We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中均有
本所同仁擔任編輯；重要國際期刊如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Late Imperial China. Modern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Journal of Ritual Stud-
i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China Quarterly, Positions,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China 
Information等常邀請本所同仁擔任審查人。近幾年本所同仁由國際著名學術出版機構出版
之英文專著、參與國際性合作研究計畫並出版成果、研究成果被收錄為外文專書論文，

或研究成果被譯於外文版本者，如康豹之專書When Valleys Turned Blood Red: The Ta-pa-
ni Incident in Colonial Taiwan，由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onolulu, 2005)出版；沙培德

之專著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895-1949，由 Routledge Press (London, 2005)出版；熊

秉真之英文專書A Tender Voyage: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Late Imperial China，2005年由

美國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林滿紅的專書China upside Down: Currency, Society, and 
Ideologies, 1808-1858，2006年由美國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林滿紅有關雙元經濟

之論文“China’s ‘Dual Econom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elations, 1842-1949”；張寧之論

文“Vertical Integration, Business Diversification, and Firm Architecture: The Case of the China 

Egg Produce Company in Shanghai, 1923-1950”，收在Enterprise and Society , vol. 6, no. 3 

(2005.09)；林滿紅、李宇平之論文收入中村哲主編，《東アジア近代經濟の形成與發

展》（東京：日本評論社，2005年）；謝國興有關臺灣交通發展之論文收入崛和生、中

村哲主編，《日本資本主義と朝鮮•臺灣—帝國主義下の經濟變動》（京都：京都大學

出版社，2004年）；謝國興有關臺南幫研究之專書，獲日本交流協會譯為日文版《臺南

幫—ある臺灣土著企業グル－プの興隆》（東京：財團法人交流協會，2005年），作為

日本研究臺灣企業與經濟發展的重要參考資料；游鑑明有關婦女史的論文收入早川紀代

主編，《戰爭•暴力と女性》，第三卷（東京：吉川弘文館，2005年）；黃自進的〈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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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の日本に対する『理解』『観察』『行動』〉，收在《東のアジア共同體の可能
性—日中關係の再檢討》（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06年7月）；康豹關於浙江傳統民俗

文化研究的論文，刊於Journal of Ritual Studies , vol. 19, no.1 (2005)；張哲嘉與游鑑明關於

婦女雜誌的研究，收入村田雄二郎主編，《婦女雜誌がらみる近代中國女性》（東京：

研文出版，2005年）；以及前文提及之沈松僑關於國族論述的研究“Turning Slaves into 

Citizens: Discourses of Guomi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Late 

Qing Period”。凡此種種，均具體顯示本所同仁努力的成績。

柒．結語∕展望

近史所在郭廷以先生的慘澹經營下，從無到有，至今也過了半個世紀。他當年一手

栽培的學生早已在他奠立的基礎上闖出了所謂南港學派的名號，以重視原始檔案，以及

大量吸收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而譽滿全球。在全體同仁的持續努力下，本所成為一個全

世界研究中國近代史學者都樂意前來切磋交流的研究機構。

郭廷以先生的時代，最大的挑戰是在一切要求政治正確的時代氛圍中，為中國近代

史研究建立客觀研究的學術聲譽，同時禁受得起特務政治和檢舉文化的折騰，堅持一切

以學術為重的信念。現在是民主自由的時代，政治方面百無禁忌，我們不必再煩惱全世

界學界對我們研究客觀性的質疑。目前面對的第一個新挑戰是：研究的空間和時間範圍

已經大幅擴大，但是題目卻越做越小，往往缺乏宏觀視野和角度。第二個新挑戰是：如

何面對近代史研究原有典範的相繼動搖，以及中國大陸史學界重返國際競爭後擁有的史

料優勢，在所謂南港學派的史料基礎上，開拓出為世人矚目的討論議題，並形成有我們

自己特色的近代史論述。當然，同樣重要的挑戰，是社會大眾對學院派歷史著作的冷淡

和疏離感。我們必須拿出豐碩而可以令人親近的研究成果，向一般社會大眾證明近代史

仍是具有活力的重要學問；所發表的研究成果可以滿足他們對人文素養的渴望，幫助他

們了解自己所處的當前世局，並對國家的何去何從，提供重要借鑑和思考線索。這些都

是本所正積極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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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設立沿革

本所創立於1962年10月4日，由時任國立臺灣大學商學系與行政院國家

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國科會前身）講座教授邢慕寰先生擔任籌備處主任，

並組織「設所諮詢委員會」，聘何廉、李卓敏、李榦、劉大中、蔣碩傑、楊

樹人、施建生、邢慕寰、及萬又煊九人為委員，協助籌備事宜。籌備工作七

年後結束，於1970年2月1日正式成立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由籌備處主任

邢慕寰院士擔任首任所長。其後所長依序為于宗先院士、劉克智先生、李庸

三先生、許嘉棟先生、胡勝正院士、管中閔院士、及現任的彭信坤先生。

截至2007年12月底止，全所共有研究人員33名，其中，特聘研究員4

名、研究員16名、副研究員7名、助研究員6名及助理1名。另有通信研究員9

名、合聘研究員1名。本所同仁的研究領域涵蓋面極廣，包括：經濟理論，

計量經濟，總體經濟與貨幣理論，公共經濟，國際貿易與金融，區域與產業

經濟，農業、天然資源與環境經濟，人口與勞動經濟，以及醫療與福利經濟

等。研究內容不僅有理論與方法的新發展，亦有實證分析及政策探討，並且

兼顧了國際化與本土化兩大要求。

本所研究空間由前而後共分成A、B、C三棟。A棟二樓建築由行政院國

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補助，於1963年1月17日破土興建，1964年6月6日落

成使用。後由於人員擴增，原有空間不敷使用，政府復於1980年及1981年撥

款興建地上五層、地下一層之B棟研究大

樓，於1982年7月1日正式完

工啟用。1999年國科會

將資料中心移撥給

本所，成為本所

的C棟大樓。

本所早期

以本土研究為

重點，曾針對

臺灣經濟發展所

遭遇及可能發生之重

大經濟問題，結合國內外

經濟研究所 http://www.econ.sinica.edu.tw/

壹．設立沿革

經濟所A棟大樓

經濟所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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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者，進行一系列的專案研究，先後完成「當前臺灣物價問題」、「臺灣經濟發展

方向及策略」、「臺灣人力資源」、「臺灣經濟計量模型」、「臺灣所得分配」、「臺

灣金融發展」等大型專案研究計畫。近年來，在實證領域之外，亦逐漸加重理論性的研

究，並積極推展國際化，加強與國內外學術界的交流，舉辦國際會議與執行國際學術交

流合作計畫等。

隨著研究領域的擴充，1982年開始，本所將研究人員按領域分成四組，第一組以經

濟理論及計量方法為研究重點；第二組偏重於應用經濟分析，包括產業及區域經濟，農

業、環境與資源經濟，以及醫療與福利經濟等領域之實證與政策分析；第三組之研究重

點是總體面的經濟分析，包括貨幣金融、財政理論及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等領域；第四

組之研究則包含經濟史、經濟發展及人口與勞動經濟等。由於組織精簡，院方於2001年

廢除各所研究組的編制。為了協助所長處理所務，本所的副所長也由一名增為二名，現

任副所長為羅紀琼女士及簡錦漢先生。

本所自創所以來，即非常重視研究人才之培育，一方面鼓勵同仁出國進修或從事短

期研究，並邀請國外學者來訪，進行合作；另一方面也與國內各大學合作，協助博碩士

班之教學及論文指導工作。近幾年，本所更積極參與本院「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

育」、「延聘博士後研究人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等計畫，協助國科會

舉辦「經濟學卓越營」的教學工作。此外，本所亦開放豐富的圖書館藏，供外界閱覽，

並與院內其他人文社會研究所合作購置大型資料庫，強化軟硬體設備，充實研究資源，

努力為經濟學界儲備人才。

經濟所AB棟建築（廖威程攝）

經
濟
研
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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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所歷年重要人事變遷

1962 年 10 月
經濟研究所籌備處成立。

新聘助理員許日和先生、李庸三先生到職。

1970 年 2 月 經濟研究所正式成立，邢慕寰先生擔任首任所長。

1976 年 2 月
邢慕寰先生第二任所長任期屆滿，于宗先先生接任所長。

研究員陳昭南先生商調本院社科所服務。

1982 年 2 月 于宗先先生第二任所長任期屆滿，劉克智先生接任所長。

1988 年 2 月 劉克智先生第二任所長任期屆滿，李庸三先生接任所長。

1990 年 11 月 所長李庸三先生離職，由許嘉棟先生代理所長。

1991 年 4 月 研究員許嘉棟先生正式接任所長。

1996 年

7 月
所長許嘉棟先生借調中央銀行任副總裁，職缺由副所長傅祖壇

先生暫代。

8 月 研究員胡勝正先生正式接任本所所長。

1998 年 8 月 研究員劉翠溶女士借撥為臺史所籌備處主任。

2000 年 8 月 特聘研究員朱敬一先生擔任本院副院長。

2001 年

3 月
所長胡勝正先生借調至行政院任政務委員，由研究員兼本院調

查研究工作室主任傅祖壇先生代理所長職務。

8 月 研究員管中閔先生接任本所所長。

2007 年 8 月 管中閔先生第二任所長任期屆滿，彭信坤先生接任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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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所自創所以來，研究人員數呈穩定成長。1990-1995因中研院五年計畫之推動，
研究人員數於1996年達到高峰。其後，隨著資深研究人員相繼退休、加上近年來，
新進人員之聘僱，必須與東亞各國，尤其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等地激烈競

爭，而臺灣地區由於薪資偏低，爭取人才不易，導致本所研究人員數逐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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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發展方向

在學術研究工作外，本所亦負有協助提升國內經濟學領域學術研究水準

的責任。為達成這個目的，本所出版各種學術期刊與中英專書，亦經常舉辦

各種國際和國內研討會，以及邀請國外著名之學者訪臺演講，並與國內學者

共同研究。

本所目前出版《經濟論文》與《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二份期刊。前者

為季刊，出版各種經濟理論與實證的論文。後者為半年刊，除發表每半年公

布之經濟預測數據外，也以改進估計、預測、模擬及評估方法等上游的基礎

研究論文為重點。為使學術園地公開，「經濟論文」之編輯委員會中超過二

分之一為非本所專任研究人員，且委員中多數為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得主。該

刊是國內第一份被列入美國經濟學會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的期刊；
1998年復經國科會評審為人文社會科學類之「傑出期刊」，這是國科會第一

次將國內經濟學期刊評定為「傑出期刊」。2001至2004年連續四次獲國科會

評定為「傑出期刊」，並列入「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TSSCI）資料庫

中，顯示該刊已成為國內經濟學界重要期刊。

本所未來的發展方向將包括經濟理論與實證的研究，並加強公共政策的

分析研究。在經濟理論與實證的研究部分，本所過去已在個體經濟、賽局、

公共經濟、區域經濟，與經濟計量的理論發展方面取得了可觀的成績；在總

體經濟、財務經濟、家庭與勞動經濟，及農業經濟等領域的實證上亦有了豐

碩的成果。未來將在各領域中推動理論與實證的平衡發展。此外，本所推動

多年的「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目前已累積了可觀的資料，我們也預期此一

資料庫在未來將可發展出更多具有本土特色與意涵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在公

共政策研究部分，未來本所規劃以「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方式，將相關同

仁的專長結合，對政策從事有系統的全面分析，提高政策研究的深度，以便

對各項（已實行或尚未實行）政策提供評估及建言。

二、研究重點

(一) 公共經濟

1. 集體選擇之多數決法則及一致性。

參．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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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定課稅、工作規範和勞動契約。

3. 最適代表的當事人－代理人關係。

4. 事前成本及事後利益：公共貢獻之分析。

(二) 總體和貨幣經濟

1. 公共政策經濟成長：靜態和動態效果。

2. 銀行信用風險的評估。

3. 經濟開放程度與新凱因斯菲力浦曲線－時間序列之實證分析。

4. 臺灣歐肯法則（Okun's Law）之再探討。

5. 通貨緊縮下之信用管道。

(三) 數量方法

1. 多變數極值分析及應用。

2. 指數條件自我相關區間計量模型之建立。

3. 綠色稅制改革之理論基礎研究：有關雙重紅利效果辯論之再檢驗。

4. 結構轉換時間數列模型在總體經濟學及財務經濟學的應用。

5. 以技術和分配效率估計成本和利潤函數。

6. 高頻資料在整合變異之區間估計的角色。

(四) 產業經濟

1. 高科技產業對臺灣生產力提昇之效果。

2. 臺灣農漁業部門產業結構調整與相關政策之分析。

3. 多物品的雙邊交易。

4. 臺灣服務業生產力與競爭力研究 (I)、(II) 。

5. 廠商規模、對外投資與失業。

6. 策略性網絡的形成與穩定分析及產業的網絡架構。

(五) 都市和區域經濟

1. 廠商區位及廠商大小之均衡不定性。

2. 產業聚集及擁擠成本。

3. 隨機污染排放下之廠商區位理論。

4. 經濟整合及產業聚集對技術進步的影響。

5. 廠商區位之不定性及Zipt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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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國際經濟

1. 委外代工進口競爭、品質逆轉、品質提昇及貿易政策。

2.  東北亞研究計畫－臺灣、日本與韓國經濟發展之比較研究及進入WTO

對天然氣業及整體經濟之影響。

3. 社會風尚、私人訊息、與匯率制度崩潰。

4. 小型開放經濟體系下，資本移動與貨幣政策目標之研究。

5. 東亞貿易區塊化之進一步研究。

6. 名目所得指標與內生成長：開放經濟的分析。

7. 小型開放經濟之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就業波動。

(七) 勞動和人口經濟

1. 不同住親屬之分佈與來往。

2. 華人家庭動態研究。

3. 臺灣代間移轉的問題。

4. 護航網路完整性對代間交換之影響。

(八) 健康、教育和福利經濟

1. 學歷是否真的提高生產力或只是生產力的表徵？

2. 文化對醫療的影響－以剖腹生產為例。

3. 總額支付對醫療生態的影響。

4. 臺灣近年來教育擴充對招生品質之影響。

(九) 農業及自然資源經濟

1. 臺灣地區洪災風險評估系統之研發。

2. 策略性管理代理、環保政策以及國際貿易。

3. 綠色稅制改革之理論基礎研究：有關雙重紅利效果辯論之再檢驗。

4. 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的互動。

一、本所與各學術單位發表於SSCI資料庫之論文篇數

本所的研究成果向來豐碩，過去十年更在國際上大放異彩。近年本所

同仁發表一百多篇論文在國際著名經濟學相關學術期刊及專書上，包括：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Econometrica, Econometric Theory, Journal of 

肆．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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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etric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Journal of Interna-
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及Journal of Pubic Economics等。並陸續有多位同仁獲得「總
統科學獎」、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獎座」、行政院「傑出科技榮譽」、教育

部「學術獎」、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及中研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等殊榮。

茲將本所學術論文發表情形與國內外七個學術單位比較結果綜合於下表。國內選擇

國科會社科中心針對1995-2000年國內經濟學術單位研究績效前四名的三個單位；國外則

選擇四個地區具有代表性的頂尖經濟學術單位，包括香港中文大學，國立新加坡大學，

東京大學，與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與光華管理學院）。

註1： 表中所列各單位之論文篇數，係依論文登載之作者服務單位為搜尋條件，檢索SSCI資料庫，並補
齊漏登與誤載之論文後而得（但不包含forthcoming 的論文）。

註2：東京大學經濟系暨研究所包含：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及Faculty of Economics。
註3： 各單位之教授人數為2007年12月17日網站上公布之名單，以專任教師（研究員）為主，剔除訪問

學者、兼任、及統計期間借調至其他單位之人員。

註4：2007年統計數據至12月17日止。

各學術單位發表於SSCI資料庫之論文篇數統計1

教授

人數
3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4 論文

總篇數

平均每人每

年發表篇數

中研院經濟所 33 7 9 23 17 23 21 15 19 18 23 175 0.5303
國內學術單位

臺灣大學經濟系所 38 11 12 5 11 8 7 8 14 12 19 107 0.2816
政治大學經濟系所 20 1 5 3 4 1 6 11 5 4 11 51 0.255
清華大學經濟系所 17 4 2 0 2 0 3 2 2 1 4 20 0.1176
國外學術單位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 30 6 14 17 17 17 15 16 20 19 23 164 0.5467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 16 12 15 10 18 9 17 16 9 7 10 123 0.7688
新加坡國立大學經濟系 42 12 23 16 23 13 28 28 18 33 32 226 0.5381
韓國首爾國立大學經濟系 33 1 0 2 1 5 7 3 6 11 7 43 0.1303
東京大學經濟系暨研究所2 63 10 9 9 5 5 6 10 12 15 13 94 0.1492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28 2 2 1 0 3 1 4 6 3 8 30 0.1071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98 0 1 0 3 0 0 0 0 2 0 6 0.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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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以上數據，我們得到幾點結論：

本所1998-2007年共有175篇論文發表，領先國內外各個學術單位，甚至超過東京大

學與北京大學（共三個單位）發表的總和（130篇）。

從平均數字上來看，本所平均每人每年發表約0.5303篇，遠高於國內其他大學每人

每年平均發表篇數，亦明顯高於韓國、東京及北京經濟相關研究單位之研究表現，僅落

後於香港中文大學的0.5467篇。

本所論文發表數在亞洲已名列前茅。為了確立研究品質與學術影響力，本所現正與

國科會社科中心共同編製經濟學門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核心期刊表。未來將再依據發表於

核心期刊的論文來比較相關學術單位的研究績效。

二、本所與全世界各經濟研究單位之比較

經濟學所有領域 共321所，本所世界排名：119

排名 亞洲共有29所列名，本所名列第6，名次依序如下（括
弧內為總名次）：

1. Tel Aviv Univ. (Israel) (30)
2. Hebrew Univ. (Israel) (50)
3.  Hong Kong Univ. Science & Technology (HKUST) 

(China) (69)
4. Chinese Univ. Hong Kong (China)(85)
5.  Indian Statistical Institute－New Delhi (India) (104)
6. Academia Sinica (本所) (119)
臺灣共有3所列名，名次依序為：
1. Academia Sinica (本所) (119)
2. Natl. Chengchi Univ. (Taiwan) (261)
3. Natl. Taiwan Univ. (Taiwan)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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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子領域：

1 計量經濟學 共167所，本所世界排名：46

排名 亞洲共有19所列名，依序如下：
1.  Hong Kong Univ.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KUST) 

(China) (19)
2. Ewha Univ. (Korea) (28)
3. Academia Sinica (本所) (46)

臺灣共有3所列名，依序如下：
1. Academia Sinica (本所) (46)
2. Natl. Taiwan Univ. (Taiwan) (131)
3. Natl. Chengchi Univ. (Taiwan) (135)

1-1 時間序列及預測計量經濟學 共96所，本所世界排名：21

排名 亞洲共有11所列名，依序如下：
1. Ewha Univ. (Korea) (15)
2. Academia Sinica (本所) (21)

臺灣共有2所列名，依序如下：
1.  Academia Sinica (本所) (21)
2.  Natl. Chengchi Univ. (Taiwan) (94)

2 個體經濟學 共183所，本所世界排名：137

排名 亞洲共有22所列名，依序如下：
1. Tel Aviv Univ. (Israel) (2)
2. Hebrew Univ. (Israel) (20)
3. 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echnion) (Israel) (33)
4. Osaka Univ. (Japan) (48)
5. Ben-Gurion Univ. (Israel) (69)
6.  Hong Kong Univ. Science & Technology (HKUST) (China) (79)
7. Univ. Tsukuba (Japan) (90)
8. Univ. Tokyo (Japan) (95)
9. Natl. Univ. Singapore (Singapore) (100)
10. Bar-Ilan Univ. (Israel) (112)
11. Kobe Univ. (Japan) (128)
12. Kyoto Univ. (Japan) (134)
13. Academia Sinica (本所) (137)
臺灣僅有本所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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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非合作賽局及談判和配對 共130所，本所世界排名：89

排名 亞洲共有13所列名，依序如下：
1. Tel Aviv Univ. (Israel) (4)
2. Hebrew Univ. (Israel) (11)
3.  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echnion) (Israel) (17)
4. Osaka Univ. (Japan) (61)
5. Univ. Tokyo (Japan) (74)
6. Academia Sinica (本所) (89)

臺灣僅有本所列名

3 勞動和消費經濟學 共199所，本所世界排名：109

排名 亞洲共有8所列名，依序如下：
1. Indian Statistical Institute－New Delhi (India) (61)
2. Chinese Univ. Hong Kong (China) (67)
3. Academia Sinica (本所) (109)

臺灣僅有本所列名

4 公共經濟學 共157所，本所世界排名：104

排名 亞洲共有11所列名，依序如下：
1. Indian Statistical Institute－New Delhi (India) (31)
2. Tel Aviv Univ. (Israel) (39)
3. Bar-Ilan Univ. (Israel) (45)
4. Ben-Gurion Univ. (Israel) (65)
5. Hitotsubashia Univ. (Japan) (93)
6. Hebrew Univ. (Israel) (100)
7. Academia Sinica (本所) (104)

臺灣僅有本所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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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①  資料來源：http://www.econphd.net，此網站由Christian Roessl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Australia)所製作。資料範圍涵蓋1993-2003年各經濟研究單位所
發表文章之研究成果刊登在63個期刊所作之排名，資料之最新確認日期為2007年12月17日。

　 　    ②
  根據評鑑，本所在全世界經濟研究單位中，本所列名第119，超過美國休士頓大學（排名
121）、新南威爾斯大學（排名124）、美國喬治亞州立大學（排名129）、加拿大麥基爾大學
（排名131）、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本尼分校（排名150）、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分校（排
名154）、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排名161）、美國印地安那／普渡大學（排名168）、美國奧
勒岡州立大學（排名170）、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排名174）。

            ③ 「計量經濟」領域中，本所列名第46，超過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排名49）、瑞典斯德
    哥爾摩經濟學院（排名55）、美國史丹福大學（排名59）、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排名64）、美

國華盛頓大學（排名65）。

5 總體經濟學 共223所，本所世界排名：184

排名 亞洲共有20所列名，依序如下：
 1. Tel Aviv Univ. (Israel) (33)
 2.  Hong Kong Univ. Science & Technology (HKUST) 

(China) (67)
 3. Hebrew Univ. (Israel) (75)
 4. Kyoto Univ. (Japan) (79)
 5. Univ. Hong Kong (China) (93)
 6. Chinese Univ. Hong Kong (China) (95)
 7. Kobe Univ. (Japan) (102)
 8. Univ. Tokyo (Japan) (112)
 9. Osaka Univ. (Japan) (139)
 10. Bilkent Univ. (Turkey) (140)
 11. Keio Univ. (Japan) (141)
12. City Univ. Hong Kong (China) (142)
13. Korea Univ. (Korea) (144)
14. Sogang Univ. (Korea) (163)
15. Natl. Univ. Singapore (Singapore) (166)
16. Peking Univ. (China) (172)
17. International Univ. Japan (Japan) (177)
18. Academia Sinica (本所) (184)

臺灣僅有本所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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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一、市場不完全競爭下公共支出的產出效果

傳統文獻發現，在商品市場獨占性競爭的經濟社會裡，面對政府增加財政支出（一

般事務性支出），短期（廠商數目固定）所帶動的所得增加將會大於長期（只要有利可

圖，廠商數目就會增加）所帶動的所得增加。本研究考量政府部門的公共基礎建設支出

有助於提升私人部門生產的功能，並發現傳統文獻的觀點可能無法成立，有可能面對政

府增加其公共基礎建設支出，短期所帶動的所得增加小於長期所帶動的所得增加，甚至

可能因為獨占性競爭及政府部門公共基礎建有利於私人部門生產的雙重扭曲，造成短期

不是所得增加，而是所得減少。

二、經濟整合、產業聚集與中間財貿易

以新古典成長模型，考慮中間財貿易，探討經濟整合與產業聚集、產值成長之關

係。研究中考慮每個國家均允許有上、下游產業，上游產業生產多樣而異質之中間財提

供本國或出口至國外給下游產業作為生產投入，而下游產業生產最終財給消費者消費或

累積成為資本投入使用。而每個國家均包含有可自由遷移之技術性勞工及不可自由遷移

之非技術性勞工。其中，上游產業以資本為生產投入，而技術勞工（設計生產線）、非

技術勞工、及多樣性之中間財均為下游產業之生產因素。研究發現（1）技術勞工之聚

集與產值成長不必然成正向關係；（2）中間財之貿易不必然有利於產值之成長；（3）

中間財貿易不必然會惡化技術與非技術勞工間之工資差異。此一理論模型為作者首創，

推理結果迥異於既有理論文獻中祗考慮最終財貿易之情況，也印證了許多在貿易實證研

究中之發現。在中間財貿易日益蓬勃發展之今日，此一理論研究發現具有其學術參考價

值。

三、以原生系統模型估計技術上及配置上之無效率性

生產效率文獻上，一個存在已久、為人重視、但尚無解決辦法的問題，當採用較

為一般化的函數形式作為生產函數時，如何同時估計廠商的「技術無效率」（指生產者

未將生產潛能充分發揮）以及「分配無效率」（指各種生產投入的使用比例未達最佳比

例）。傳統的、較直覺的以成本函數入手的方法，在估計上相當困難，幾乎不可行。我

們從傳統模型的對偶理論出發，將成本模型以生產函數表示，結果發現，此模型不但包

含了原成本模型的所有參數，而且相當容易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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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完全資訊下如何理性協商與訂價

此模型有兩大應用：一是用於分析一對一的協商，如勞資糾紛、資源開採議

價等；另一是分析耐久財獨佔市場中，廠商遲緩降價所造成的社會經濟損失。根

據諾貝爾獎得主寇斯（Ronald Harry Coase）的假說，資訊透明與否，與完成交

易前所付出冗長的時間成本，並無關聯。此研究是第一個把「寇斯假說」成立的

前提，精確地刻劃出來。當應用「寇斯假說」時，若一方的內幕消息只影響利益

分配問題，協議就會立即達成；若資訊是盈虧的關鍵，則需透過技術性地拖延協

商，才符合賽局理論的理性談判行為。

五、報酬遞增與寡占競爭下，均衡都市形成的不確定

若要深入瞭解現代經濟體系的運作，必須瞭解都市的結構。都市形成與存續

更是國家發展政策的重要一環。市場經濟力量能否完全解釋都市形成的落點？發

展政策應如何順應市場力量而存續？本文展示了一個負面結果：經濟地理的架構

會產生高維度連續體的均衡集合（均衡不確定）；這不確定性隨都市數目增加。

當經濟系統有高維度的均衡集合，它的預測力很小，因為集合中任一均衡都可能

是最終結果。市場決定力小同時代表政策選擇的空間很大。政府可選擇連續體中

任一結果，皆為可存續之市場均衡。

六、重罰或不罰

Gneezy和Rustichini 2000年在Journal of Legal Studies發表一篇根據以色列資
料的實驗發現。幼稚園放學後，許多家長遲遲才來接回小孩，如果遲到需繳交罰

款，結果會是如何呢？實驗發現，家長遲到人數大量增加；而且即使把罰款取

消，家長遲到人數並不會降回原先沒有罰款前的水準。本文從社會規範的觀點切

入解釋上述實驗發現。準時是一種社會規範，但從equity theory出發，罰款可能抵

消民眾的羞愧感，破壞社會規範的約束功能，由此帶來犯罪率（家長遲到）的大

量增加。不過，本文也證明，當罰款額度夠大時，仍然可以有效地遏止犯罪的發

生。

七、水汙染排放交易的交易比制度

「水流就下」是河川的一個非常有用特性，我們利用這個特性設計一套簡單

易行的水汙染排放交易比率制度，可用於水汙染總量管制，水汙染排放交易比率

制度設計如下五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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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環保主管機關根據該機關規定的一個河川流域各個區段之水質標準（水

體分類水質標準），計算各區段可以容納的最大水汙染物總量。

(二)  環保主管機關設定各區段之水汙染物容許排放總量，此設定工作必須由

最上游的區段做起，逐一向下游設定，各區段的水汙染物容許排放總量

等於該區段可以容納的最大水汙染物總量減去由上游區段隨水流來的水

汙染物總量，接著，環保主管機關將各區段的水汙染物容許排放總量轉

變為各區段的排放許可證。

(三)  環保主管機關將各分區排放許可證分配給各汙染源，分配方法有多種，

但是無論何種分配方法都不影響以下排放交易的結果。

(四)  環保主管機關規定每一筆交易的交易比等於各區段之間的水汙染擴散係

數，擴散係數是某一個上游區段的一個單位的水汙染物隨水流到下游的

某一個區段剩餘的水汙染物的量，此乃因為水汙染物隨水流到下游的過

程會受到氧化作用而減量。

(五)  環保主管機關容許各汙染源之間自由交易排放許可證，到年底，環保主

管機關將檢查各汙染源是否遵守規定，也就是其水汙染物排放量是否小

於其所擁有的排放許可證，其所擁有的排放許可證來自其原所有的，以

及交易而得的。

本文以數學證明此水汙染排放交易比率制度一定能夠以最低成本達到各

區域的水質標準（水體分類水質標準），也就是可以有效率地達到環境品質

標準，而且本制度對環保主管機關與汙染源而言都是簡單易行，也不會發生

白吃午餐的問題。因此，本新制度優於現有文獻中的各種排放交易制度，因

為現有文獻中的各種排放交易制度都無法保證達到效率性，而且他們的交易

制度較為複雜，交易成本較高。

我們應用本理論高屏溪流域水汙染總量管制制度之設計，首先，建議從

高屏溪流域幾個汙染物中，選取較為關鍵與重要者進行交易，待往後制度成

熟時再納入其他汙染物。其次劃定總量管制計畫區與計算可容納的最大水汙

染物總量和交易比，由於流域之上下游對水質的要求並不相同，因此容納的

最大水汙染物總量也不相同，須依各地之不同性質劃分區域，並且透過交易

比進行交易，以免水質惡化。而後我們界定造成高屏溪流域汙染之汙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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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能進行管理與交易。許可證的分配在總量管制制度中是很重要的一環，以什麼

方式分配給新舊點源，關係到制度運作的效率與公平。而為了讓制度順利進入軌

道，我們也納入了初期的調適機制與自願加入制度。在交易的機制上，建議採行

的是設定總量（許可證）然後進行交易，而非抵減的方式，初期只包含點源之間

的交易，以後可推及點源與非點源間，甚至非點源與非點源間的交易。當然總量

管制制度的成功與否，除了交易體制須設計完善外，尚須有有效的遵行體系使汙

染源守法，方可確保許可證交易體系的誠正與公平，遵行體系通常包含監測、申

報、驗證與稽核、資訊揭露、處罰、損害賠償與執法等部分。最後，我們以高屏

溪流域現有點源之資料，應用數學規劃方法實證總量管制交易制度之成本有效

性。

陸．其他特色

一、中華經濟演講系列

「中華經濟演講系列」是由國內外的許多經濟學者於1970年代中所倡議與規

劃的。這批學者包括蔣碩傑教授、鄒至莊教授、劉遵義教授、梁國樹教授、孫震

教授和于宗先教授等人。他們計畫每年邀請不同的國際傑出經濟學者訪臺發表演

講，藉此拓展國內學者對經濟問題與學術研究的視野，並提昇國內經濟學術研究

的水平。而國際知名學者訪臺，更可促進國際間對我國的經濟發展、社會現況與

學術活動的了解。這個構想首先得到企業家徐有庠先生的響應。隨後透過徐元智

先生紀念基金會以及其他民間機構的支持，「中華經濟演講系列」乃於1980年正

式開始。在過去二十四年中，除了少數幾年因故未能邀請到適當人選，至今已有

三十二位著名經濟學者參與過此一演講系列。

「中華經濟演講系列」的順利進行得力於許多單位的持續支持。近年的邀訪

與行程均由本所負責安排，並與各大學分別合作。本演講系列的演講費仍由徐元

智先生紀念基金會所贊助，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則視需要提供演講者的訪臺旅

費與生活費。由於我國經濟學術研究日益蓬勃，此一演講系列近年所獲得的迴響

也更為熱烈。我們盼望此一系列可以一直持續下去，並繼續扮演學術進步的重要

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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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2月，我們邀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舒爾茲（T. W. Schultz）教

授。舒爾茲教授為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其在學術上及經濟實務上的

貢獻均非常傑出。1981年邀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系包瑪（W. J. Baumol）

教授和芝加哥大學教授兼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傅利德曼（M. Friedman）

教授。包瑪教授為1980年美國經濟學會的會長，他在學術上的貢獻，尤其是

經濟決策形成上的創意，是經濟學界所共認的；傅利德曼教授為1976年諾貝

爾經濟學獎得主、芝加哥學派主將與貨幣學派大師。於1981年5月來臺訪問

時，曾造成「傅利德曼的震撼」。1982年邀請英國倫敦政經學院魯賓斯（L. 

Robbins）教授和美國賓州大學講座教授，與198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萊

因（L. R. Klein）博士。魯賓斯教授是英國經濟學界的先導，由於其在學術及

教育上的傑出貢獻，被推為英國上議院終身議員；克萊因博士為現今建立經

濟計量模型的權威與全球經濟預測專家。

1984年邀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及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路

易斯（W. A. Lewis）教授、哈佛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喬根遜（D. W. Jorgenson）

博士與美國史丹福大學愛博萊經濟學講座教授麥肯南（R. I. McKinnon）博

士。路易斯教授為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權威，他同時從經濟觀點和社會文

化因素去探討經濟發展的脈絡；喬根遜教授對生產函數及投資行為之研究有

重要的貢獻。1985年邀請國際經濟理論權威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孟代爾（R. A. 

Mundell）教授和日本傑出經濟學家篠原三代平（Miyohei Shinohara）教授。

孟代爾教授日後榮獲199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1986年邀請1972年諾貝爾經

濟學獎得主希克斯（S. J. R. Hicks）爵士和理性預期理論的先驅者盧卡斯（R. 

E. Lucas Jr.）教授。前者的學術成就與凱因斯齊名，後者當時之聲譽正如日

中天，更於1995年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1987年邀請到的是美國經濟學

會會長，聞名國際的貝克（G. S. Becker）教授。貝克教授是人力資本理論的

領導者，也是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1988年則邀請1983年美國經濟學會克拉克獎章得主赫克曼（J. J. Heck-

man）教授、芝加哥大學講座教授哈勃格（A. C. Harberger）博士及美國國民

經濟研究局主席費茲坦（M. Feldstein）教授。赫克曼教授為美國國家科學院

院士，對實證研究上的樣本選擇和自我選擇作了先驅性的工作，隨後於2000

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哈勃格博士被視為研究開發中國家經濟問題的先

導；而費茲坦教授對總體經濟政策有傑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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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邀請以色列科學院院士帕廷金（D. Patinkin）教授和瑞典皇家科學院

院士林伯克（A. Lindbeck）教授。帕廷金教授對失衡總體經濟理論、公共政策、

政府角色及比較經濟制度有卓越之貢獻。1991年4月邀請法國馬林弗（E. Malin-

vaud）教授。馬林弗教授是當今法國最具國際聲望的經濟學者，以他在經濟計量

學及在經濟理論方面之傑出成就，早為經濟界所肯定。

1992年邀請赫維茲（L. Hurwicz） 教授和史丹福大學史提格里茲（J. E. 

Stiglitz）教授。赫維茲教授則是對早期經濟計量學發展最有貢獻的學者之一，近

年來，他對拓展經濟理論的新境界有其重要的貢獻；史提格里茲教授在年輕時，

即在經濟理論上有傑出表現而被授予克拉克獎章，2001年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

獎。史提格里茲教授是資訊經濟學開創者之一，對市場結構理論、公共經濟學、

金融經濟學均有卓越的貢獻。1993年邀請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艾羅（K. J. 

Arrow）教授。艾羅教授在年輕時，即在經濟理論上有傑出表現而被授予克拉克獎

章。艾羅教授的社會選擇及決策理論為經濟理論開拓出另一方天地。1994年邀請

匈牙利著名學者柯奈（J. Kornai）教授。柯奈教授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經濟制度

之研究，以及對經濟制度轉變設計之探討，在國際上頗負盛名。

1996年邀請美國哈佛大學講座森（A. K. Sen）教授，森教授在福利經濟學、

社會選擇與哲學之傑出成就提供經濟學家一個全新的哲學理論基礎，更以其傑出

成就於1998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殊榮。1997年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經濟系講座丹塞茲（H. Demsetz）教授，丹塞茲教授為繼Coase教授之後，在財產

權理論與廠商理論有卓越貢獻之大師。1999年邀請時間數列分析與計量經濟學的

大師葛蘭吉（C. W. J. Granger）教授。葛蘭吉教授首創葛蘭吉因果關係檢定與共整

合理論，為經濟學家分析經濟變數間因果關係與長期均衡提供重要的分析工具。

2000年8月邀請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講座教授安格（R. F. Engle）教

授，安格教授發展出的時間數列模型，在總體計量經濟與金融計量經濟研究中，

都有深廣的影響。葛蘭吉教授與安格教授兩人隨後於2003年同時獲得諾貝爾經濟

學獎的榮譽。2000年12月則邀請美國哈佛大學John D. MacArthur講座教授紐浩斯

（J. P. Newhouse）教授，紐浩斯教授發展出的健康保險實證研究，已成為健康經

濟學與實證經濟學領域的重要研究典範。另外，紐浩斯教授亦是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的創刊編輯。2001年邀請英國劍橋大學經濟系莫里斯（J. A. Mirrlees）

教授，他主要的研究領域為福利經濟學、不確定性經濟學、公共經濟學和發展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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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學等。莫里斯教授於1996年以其在不對稱訊息和租稅理論等的傑出成就獲

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些世界一流經濟學者抵臺後，除作演講、出席討論會

與拜會相關學術及政府機構外，並參觀臺灣的農村建設及工業發展。

2002年邀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郝斯曼（J. A. Hausman）教授。郝

斯曼教授所提出之Hausman檢定，為計量方法中開風氣之先的經典作品；其

在產業經濟方面的研究更是執世界之牛耳。2004年邀請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

哥分校經濟系懷特（Halbert L. White, Jr.）教授。懷特教授針對變異數不齊一

所提出之White檢定與針對模型誤設所提出之訊息矩陣檢定（information ma-

trix test）為計量方法中之重要里程碑。懷特教授在計量經濟中的極限理論，

類神經網路（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與data snooping的研究，也都具有引領

學術研究潮流的指標作用。2005年邀請史丹佛大學經濟系講座教授保羅密格

朗教授（Paul Milgrom）。密格朗教授在robust comparative statics和auction兩

方面更是成就斐然。其2004年近作 Putting Auction Theory To Work 一書，結
合拍賣理論和實務，更受到高度推崇。

二、歷年舉辦之重要學術研討活動

   日  期 會 議 名 稱

1973年11月 當前臺灣物價問題研討會

1974年7月 當前臺灣經濟問題座談會

1975年12月 臺灣人口與經濟發展會議

1993年6月 1993年世界性經濟計量學會遠東會議

1995年7月 第14屆太平洋區域科學會議

2003年1月 大平洋盆地會議

2007年7月 世界計量經濟學會2007遠東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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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語∕展望

本所將秉持「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二者並重的傳統，一方面追求基礎

學術研究的卓越，一方面對本土實際問題提出建言。另將秉持學術研究自由之精

神，依同仁的興趣，以主題型研究計畫的方式，組成十個研究群，希望透過加強

同仁間之相互合作，提升研究績效，發揮學術與政策兩方面影響力。

「學術研究」部分共包括八大研究群：（1）總體經濟與經濟成長，（2）計

量模型及檢定方法，（3）人力資源的產生與市場機制，（4）經濟理論與數理經

濟，（5）公共經濟與健康經濟，（6）環境、資源與農業經濟，（7）國際經濟與

產業經濟，（8）家庭互動之經濟分析。各研究群由本所學術表現傑出之同仁領

導，研究主題則兼顧理論與實證。本所同仁在這些領域中已累積相當成績，尤其

是在國際重要期刊的發表，已有非常優良的表現，建立了相當的國際聲望。未來

透過研究群內同仁的討論與合作，將可取得更顯著的研究成果，進一步向學術卓

越的目標邁進。

此外，本所許多同仁在政策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但因以往多各自為

政，缺少統合，因此對政策的形成無法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有鑑於此，本所成立

經濟預測與政策以及公共政策研究二個研究群，藉由同仁彼此合作研究，形成對

政策的共識，且使研究成果能透過適當的學術會議及嚴謹之期刊評審程序得以發

表，確保研究的品質及對政策的積極影響。

在研究人才之延攬方面，本所將依據各領域之發展情形，積極向國內外延攬

該領域的傑出及年輕人才，強化表現良好的團隊並予傳承，使本所在該領域的學

術地位進一步提升。

綜合而言，本所中長程學術發展的原則，不只是在研究領域上求「全」，更

要「重點突破」；而在研究成果方面，不再只求「量」的增加，而是追求「質」

的提升。加強及深化相對優勢之研究領域，使本所成為這些領域的學術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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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史

1969年8月，本院院長王世杰博士鑒於美國文化研究的

重要性，倡議於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下籌設

美國研究中心，並於1972年3月12日正式成立，由陳

奇祿博士擔任主任。1973年5月，該委員會建議將

研究中心移轄於本院，俾能與本院其他人文社會

科學各研究單位密切合作。經本院1974年第2次

院務會議與第8屆評議會第3次會議通過，呈報總

統府，於7月將美國研究中心改設為美國文化研究

所，並聘請陳奇祿博士擔任首任所長。後來為因應

歐洲研究之需要，1990年12月22日，本院第14屆評議

會第2次會議決議擴充原美國文化研究所為歐美研究所，於

1991年8月3日正式更名，並組成歐洲研究籌備小組，聘朱炎博士擔任顧問，

負責歐洲研究之推動及人才延聘。現任所長為李有成博士，兩位副所長是單

德興博士與洪德欽博士。歐美所歷任所長與任期如下表：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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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沿革 歷任所長 任   期
美國研究中心

（1972-1974）
陳奇祿主任 1972/3/12-1974/6/30

美國文化研究所

（1974-1991）

陳奇祿所長 1974/7/1-1977/6/30

朱　炎所長 1977/7/1-1983/6/30

孫同勛所長 1983/7/1-1989/6/30

歐美研究所

（1991迄今）

魏良才所長 1989/7/1-1993/6/30

許嘉猷所長 1993/7/1-1998/2/28

林正義所長 1998/3/1-2003/3/31

何文敬代所長 2003/4/1-2003/7/31

李有成所長 2003/8/1- 迄今

 表一  歐美所歷任所長（主任）名單

歐美研究所 http://www.ea.sinica.edu.tw/

壹．設立沿革

美國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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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

歐美所前身為美國研究中心，故房舍之建築以大禮堂與圖書館為主，以符合「中

心」之宗旨。雖然有研究室，但是每間面積狹小，且僅有8間，後另將圖書館書庫騰出，

以三夾板隔成5間，仍不敷應用，妨礙研究工作至鉅。為配合本院五年發展計畫，歐美所

乃於1980年8月開始在圖書館現址對面空地與近史所合建三層研究大樓一幢，即現在的近

美大樓。1981年7月完工驗收，歐美所使用部分約500坪，有研究室33間，大小會議室3間

及地下室。後經結構勘查，鑑定大樓必須加以補強，於是在2001年動工修繕完畢，目前

1、2樓由歐美所使用，3樓為嶺南美術館。

隨著歐美所規模日益擴增，為使研究人員有更充裕與完善的研究環境，並容納新進

人員，乃於1989年6月底簽約興建六層新研究大樓，1991年初完工，1992年4月啟用。新

研究大樓共約1,325坪，研究室59間，大小會議室4間及地下室，並有電腦室、資訊室、電

腦資料室、閱報室、交誼廳、工作室等。

歐美所圖書館大樓包含地上三層與地下一層，於1972年建造完工，面積約728坪。

此建築極具特色，由建築師王秋華與古德曼設計監造，屬於現代主義作品，以簡單的方

式、樸實的建材，讓建物與自然環境結合，常有建築系師生前來參觀。

美國研究中心改建為歐美所圖書館大樓後之今貌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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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設備

歐美所圖書館廣泛蒐羅歐美文學、歷史、哲學、教育、

政治、法律、社會、經濟等領域之資料，類型涵

蓋圖書、期刊、報紙、微縮資料、光碟、資料

庫、錄音帶、錄影帶等。至2007年12月止，

計藏有西文122,619冊、中文4,464冊，期刊

計西文1,241種、中文192種、日文2種，縮

影資料計有微捲5,178捲、微片54,454片、

光碟1,243片、錄影帶221捲、DVD151片、

錄音帶896捲、電子書266種及資料庫13種。

資訊室則配置多種先進之軟硬體設備，並隨時

更新，提供研究人員研究之需要。

近美大樓

歐美所研究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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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所屬多領域與多學門之研究單位，研究人員的專長涵蓋歷史、哲學、文

學、社會學、法學、政治學等。歐美所目前設所長1人，副所長2人，共有專任研

究人員29位，其中研究員15位、副研究員11位、助研究員2位，助理研究員1位，

大部分分屬於五個重點研究計畫。另有兼任研究員1位、通信研究員5位。歐美所

歷年員額成長情形（表二）與歷年預算統計如下：

表二  歐美所歷年員額統計表

年度 研究人員 行政人員 技工(工友) 約聘僱人員 合計

1982 15 4 2 4 25
1983 17 4 2 3 26
1984 25 5 2 2 34
1985 26 6 2 3 37
1986 28 6 2 8 44
1987 26 6 2 5 39
1988 28 6 2 5 41
1989 32 6 2 6 46
1990 31 6 3 11 51
1991 30 7 3 15 55
1992 31 8 3 22 64
1993 33 8 3 20 64
1994 35 8 3 23 69
1995 34 8 3 24 69
1996 37 8 3 26 74
1997 35 8 3 27 73
1998 33 8 3 25 69
1999 33 8 3 26 70
2000 35 7 3 24 69
2001 32 8 3 30 73
2002 31 8 3 26 68
2003 29 7 2 31 69
2004 29 7 2 25 63
2005 29 7 2 25 63
2006 29 7 2 27 65
2007 29 7 2 26 64

貳．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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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學術交流，提昇研究水準，歐美所設有學術諮詢委員會，目前委

員共11位，分屬法律、政治、文學、哲學、歷史、社會等學門。另外，歐美

所設有學術審查委員會、《歐美研究》季刊編輯委員會、圖書館管理小組、

資訊小組和福利委員會，以推展學術、處理出版與協助所務工作。圖書館設

主任1人，負責督導圖書館業務。全所資訊業務則由資訊室負責，由研究人

員兼任資訊室主任。

註：1. ■為建築經費。
　　2. 2000年會計年度改為曆年制，預算金額由1999年7月統計至2000年12月。

歐美所歷年預算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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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所以研究西方文化與文明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為主要任務。與中央研究

院其他單一學門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所相較，歐美所的學術發展規劃具有跨學

門之特性，並先後落實到各個學組與重點研究計畫。歐美所以學術性的基礎研究

為主，若干學門並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經由多年發展經驗，歐美所幾年前開始

規劃並推動五項重點研究計畫，至今已建立了相當的研究規模，且取得重要的研

究成果，在特定研究領域已成為亞洲地區歐美研究的重鎮。

歐美所於1988年6月正式成立人文組、社會經濟組及法律政治組，各研究人

員就其對歐美文學、哲學、社會、經濟、政治、法律、歷史等不同的面向從事基

礎研究，或者針對當前歐美國家、歐洲聯盟、國際關係上若干實質問題，進行集

體與跨學科的研究。人文組包括文學、哲學與歷史學等學科，其研究對象主要為

歐美弱勢族裔文學、文化翻譯、語言哲學與心靈哲學、英美文學、美國史、美國

婦女史、德國現代史及中美關係史等。社會經濟組的研究重點大致在歐美社會與

經濟的特質與變遷、全球化與其影響等，同時也比較臺灣與歐美社會的異同，以

增進對於臺灣社會未來發展之了解。此外，歐美公共政策的發展與其所衍生的文

化問題、歐美教育理論與發展等也是該組研究的議題。法律政治組的研究方向是

以美國政府、歐美公共政策以及中美關係為主，其中公共政策主要涉及勞工、社

會、家庭、婦女就業、政府再造、海洋、漁業與環保等。從法律與政治角度觀察

歐洲聯盟的發展也是該組的研究重點之一，其主要關注包括歐盟的組織與運作、

歐盟整合理論與模式、人權保障、歐洲中央銀行、歐元與歐洲貨幣聯盟、歐盟擴

大，以及歐盟憲法的發展等。 

1997年9月6日與13日，歐美所正、副所長與三組組主任兩度針對中央研究

院「人文組研議報告書」的意見詳加討論，並修改與強化歐美所中長程學術發展

計畫書內容。除檢討各組研究人員現有的研究重點與未來研究領域和主題外，並

就各組之間的互動提出檢討，據此規劃了歐美所五項優先發展的研究計畫，希望

有效推動跨學科的集體研究，對全所的學術發展提供整體的研究方向。這五項重

點研究計畫分別為：（一）文化研究；（二）全球化與歐美社會變遷研究（原

「歐美社會結構與社會變遷之比較研究」）；（三）中美（外）關係（史）專題

研究；（四）歐美公共政策與兩性平權研究（原「歐美公共政策之研究」）；

（五）歐洲聯盟研究。2001年增列「新實用主義」重點研究計畫（原「語言與心

參．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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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哲學：新實用主義」），歐美所規劃與執行的重點研究計畫增加為六項。2003年

起，歐美所配合院方的組織調整，廢除人文、社經及法政三個研究分組的建制，調

整以上述六個重點研究計畫與個別研究計畫為研究工作發展重點。其中「全球化與

歐美社會變遷研究」計畫因成員重組加入其他研究計畫而結束。歐美所集體性與跨

學門之重點研究計畫目前維持五項。

歐美所迄今出版有專書59冊、論文集15冊、專題報告14冊。歐美所的《歐美

研究》(原《美國研究》) 季刊創刊於1971年，到2007年已發行至第37卷。《歐美研

究》曾分別於1998年、2002年、2003年及2004年四次獲頒「國科會獎助國內學術研

究優良期刊」優等期刊獎，並被收錄於 America: History and Life, EBSCO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 Historical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s (IPSA), 

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s, Sociological Abstracts, 

Taiwan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TSSCI), Worldwide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s 等

國內外資料庫，為亞太地區研究歐美社會與文化之重要學術論壇。

歐美所研究人員近年來屢獲重要學術獎項。以最具指標性的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的傑出研究獎而論，歐美所29位研究同仁中就有7位獲獎（計11人次）。換

言之，約有四分之一的研究同仁曾經榮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比例相當高。若以

學門統計，歐美所哲學學門只有3位研究人員，就有2位獲獎；文學學門4位研究人

員，有2位獲獎；法律學門4位研究人員，有2位獲獎；社會學學門6位研究人員，

有1位獲獎，這樣的比例令人刮目相看，在各大學系所或研究單位中並不多見。由

於同仁在學術上的優異表

現，歐美所計有4位研究

同仁曾經先後擔任國科會

學門的召集人。歐美所研究

同仁近年來所獲重要學術殊榮

（表三）與研究人員

年度研究成果統計

（表四）如下：

肆．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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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重要殊榮 備註

方萬全

行政院國科會1988年優等研究獎

行政院國科會1980、1992、1995年傑出研究獎

行政院國科會1998、2004年度特約研究獎

李有成

1988-1989年傅爾布萊特研究獎助

行政院國科會1990、1993、1994年優等研究獎

莊守耕文教基金會科學獎（1996年） 國科會遴選

行政院國科會1996、2000年傑出研究獎

單德興

1989-1990年傅爾布萊特研究獎助

梁實秋文學獎（1991年、1993年）

行政院國科會1990、1993、1994年優等研究獎

1994-1995年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

行政院國科會1997、2002年傑出研究獎

2005-2006年度傅爾布萊特資深學者赴美研究獎助 2005/8-2006/7
譯作《權力、政治與文化：薩依德訪談集》獲選中華民國行
政院新聞局2006年 (第30屆) 金鼎獎「一般圖書類個人獎：最
佳翻譯人獎」

2006/2

譚康榮
行政院國科會1997年傑出研究獎

1998年中央研究院年輕研究人員著作獎

鄧育仁 行政院國科會2000年傑出研究獎

洪德欽
行政院國科會2004年傑出研究獎

2003年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宋燕輝

2005-2006年度傅爾布萊特資深學者赴美研究獎助 2006/1-2006/6

行政院國科會2006年傑出研究獎

日本交流學會臺日研究獎助（2007年）

林正義 行政院國科會1994年度優等研究獎

吳金桃 行政院國科會2002年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何文敬

梁實秋文學獎（1989年、1997年、1998年）

譯作《寵兒》榮獲《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文學類）及
《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十大好書（翻譯類）（2003年）

魏良才 1985年傅爾布萊特研究獎助 1985/8-1986/6

蘇宏達
1997年法國-歐洲共同體舒曼基金會 「歐洲研究舒曼獎」

1998年瑞士洛桑莫內基金會「莫內銅質獎章」

陳　郴 德國學術交流協會 (DAAD) 外國學者研究獎助（2003年）

黃瑞祺
《社會理論與社會世界》(北京：北大，2005) 一書榮獲行政
院大陸委員會中華基金2006年獎助

表三  歐美所研究同仁獲得重要學術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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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4年起至2007年底，歐美所共舉辦493場學術演講與討論會，103場中大型的

學術會議，其中20場為國際學術研討會。為了加強與各國的學術合作，並積極推動國際

化，歐美所一方面邀請國外知名學者來訪，一方面鼓勵同仁出國進行短期研究或參加研

討會。迄今共有來自美國、義大利、奧地利、法國、瑞士、英國、德國、日本、荷蘭、

波蘭、拉脫維亞、中國大陸等國約150位學者到歐美所訪問，歐盟執委會成員也曾多次訪

問歐美所。這些外國學者來訪除有助於相關研究同仁與來訪學者對話外，也增進雙方交

流與合作的關係。自1978年起，歐美所同仁出席國際會議300餘場，並在會議中發表研究

論文，與相關領域的學者交流，成果豐碩。參加國際學術會議還有助於提昇我國和中央

研究院在國際學術界的聲譽和地位。此外，本院目前與英國學術院、德國國家學術協會

和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都簽訂有交流合作協定，歐美所同仁得以利用類似的雙邊協定增

進與國外學界的互動，在相關學術議題的研究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表四  歐美所研究人員年度研究成果統計（不包括國內外學術會議論文）

年度

發表論文（篇數）

備  註國內專書

（中文）

國外專書

（外文）

國內期刊

（中文）

國外期刊

（外文）

國內專書或

論文集論文

（中文）

國外專書或

論文集論文

（外文）

其他（國科

會或政府機

關委託之研

究計畫）

1994 6 0 26 7 22 1 6

1995 3 0 30 4 26 1 15

1996 8 0 23 2 27 1 7

1997 3 1 24 6 34 8 16

1998 4 0 26 5 37 10 12

1999 3 0 26 6 11 5 18 1998/7 -1999/6

2000 8 1 52 22 13 14 34
改曆年制，資

料為1999/7 – 
2000/12

2001 3 1 33 8 8 3 20

2002 6 0 33 8 16 6 27

2003 7 1 25 7 16 2 20

2004 2 0 37 13 13 6 22

2005 9 1 22 10 16 2 17

2006 9 1 37 12 21 3 14

2007 9 1 34 14 14 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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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所為配合本院積極推動各研究單位發展具有特色的研究領域，目前規劃

有五項重點研究計畫：文化研究、新實用主義研究、中美（外）關係（史）專題研

究、歐美公共政策與兩性平權研究、歐洲聯盟研究，皆屬於長期性之計畫，執行至

今已陸續提出研究成果。以下為各重點計畫簡要說明：

一、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濫觴於1950年代的英國。二次大戰之後，英國社

會產生了若干新生事物，諸如青少年流行文化、移民問題、女性及工人階級的文化

生產等，由於傳統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在面對這些新生事物時顯得捉襟見肘，文化研

究因此應運而生。早期的文化研究偏重於女性、青少年、工人階級與弱勢族群的

文化分析，在方法上除根植於英國本土的文化理論之外，另頗受葛蘭西（Antonio 

Gramsci）、阿圖塞（Louis Althusser）及法蘭克弗學派（the Frankfurt School）的影

響。經過四、五十年的發展，文化研究逐漸開拓出自己的領域，尤其進佔美國的學

院建制之後，如今已成為國際顯學，在不同學科與地區發揮重大影響。

歐美所曾經於1994年舉辦「文化研究：歷史與理論」研討會，初步就文化研究

的歷史發展與理論加以探討。有鑒於文化研究的影響日增，歐美所遂於1998年12月

成立文化研究重點研究計畫，並延攬所內不同學科的研究同仁加入，以期從不同的

學科專長出發，針對全球化、後現代主義與後現代性、弱勢族裔文學與文化研究、

後殖民論述與文學、藝術收藏的社會學、廣告與視覺文化、生態與科技文化、美學

距離與生活風格、隱喻的哲學探討等主題進行研究，以期發揮歐美所多學科與科際

整合的特色，拓展學術視野，並達到創新學術與提昇研究的目標。

文化研究重點計畫已舉辦多次國際與國內學術研討會，著重與國際學術接軌與

交流，重要的會議如：「重繪華美圖誌：華裔美國文學國際研討會」（Remapping 

Chinese America: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跨

文化論國際研討會」（Transculturalism: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與過去協

商：亞裔英美文學國際研討會」（Negotiating the Past: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British and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s）、「藝術社會學研討會」（Conference 

on the Sociology of Arts）、「社會結構與社會變遷：全球化的經濟與社會層面探討

學術研討會」、「歐洲社會理論：現代與後現代圓桌討論會」，繼續累積歐美所在

歐美文學與文化研究方面之成果。

伍．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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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實用主義研究

新實用主義重點研究計畫是一個長期性的研究計畫，研究重心以語言與心靈哲學為

主，優先發展課題包括語言與世界的關係、心靈與語意的內容與實踐內涵等。

實用主義哲學為美國本土所發展出來的哲學潮流，但隨著邏輯實證論從歐洲進入

美國並在當地生根茁壯之後，其發展便受到壓抑。不過在1950年代，邏輯經驗論的基本

思想也受到美國哲學家Wilfrid Sellars與W.V. Quine等人的嚴厲批判。自此，邏輯經驗論

在英美哲學界逐漸式微；分析哲學之名也應運而生，成為英美哲學主流的新稱呼。至於

Wilfrid Sellars與W.V. Quine等人所提出的哲學新思維，雖然不同於先前的實用主義哲學，

卻也有若合符節之處。為區分起見，這個新的哲學發展便被稱為新實用主義哲學。1960

與1970年代以降，分析哲學有更進一步的發展，除了提倡新實用主義哲學不遺餘力的

Richard Rorty外，Donald Davidson、Hilary Putnam、John McDowell以及Robert Brandom

等人提出的新說，更充實與深化了新實用主義哲學的內涵。新實用主義哲學最顯著的

特色便是反笛卡兒主義(anti-Cartesianism)的基本立場。此一特色包含了反表徵主義(anti-

representationalism)的想法，以及主張人的思想與語言的內容須著眼於人與人、人與環境

之間的關係，才能真正被了解。

此計畫的主要目的在於讓計畫成員從各自不同的專長出發，對新實用主義哲學的重

要議題、相關的重要哲學家思想，進行長期而有系統的研究。此外，成員間對於相關重

要典籍與文獻的定期研讀與討論，也是計畫的重要工作。目前獲致的成果包括：（一）

檢討後期Wittgenstein的哲學與Quine的語意觀，Searle論背景與實在論，以及McDowell對

感官經驗的論述；（二）Chad Hansen曾提出一個相當特殊的看法，認為中國先秦沒有

真理概念，本計畫成果除了指出對此看法的諸多問題外，並說明何以先秦的確有真理概

念；（三）闡述表象與知覺之間的蘊含關係，檢驗幻覺論證，並提出事實狀態的研究進

路，以取代表象的研究進路；（四）以新實用主義的理由空間和律則領域的架構，重新

思考心靈和世界之關係，尤其是以知識為入手處，來解決或消除理由和自然之間的二元

對立所造成的許多哲學難題；（五）傳統以來的研究，將隱喻當作一種特殊遣詞用句的

現象，1980年代以來，Lakoff和Johnson影響深遠的論述，將隱喻研究拓展到平常話語以

及思想和推理的研究；本計畫循Lakoff和Johnson所建立的論述傳承，進一步再將隱喻研

究拓展到圖像、器物、行動、生活脈絡、行動中物與身體當下契合的隱喻佈局，以及其

中相關哲學問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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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研究成果具體呈現在「2001新實用主義哲學專題研討會」、「2003新

實用主義哲學研討會」、「2004新實用主義哲學研討會」，以及「身體、認知與

意義哲學研討會」（Workshop on Body and Meaning）等學術會議中。

三、中美（外）關係（史）專題研究

中美（外）關係（史）重點研究計畫之研究目的兼具學術性與實用價值，

希望有系統地以嚴謹的學術研究立場探討美國與兩岸之間的政治、經濟與軍事關

係。國內與美國的智庫及學界雖間或亦有針對美國與兩岸關係的研究，卻少見較

有系統性與持續性的研究，因此歐美所的中美關係研究與其具體研究成果一向廣

受國內外重視。

歐美所在美國研究中心與美國文化研究所階段即一直將中美關係列為重點

研究的課題。1979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歐美所持續推動中美關係的研究，

並列為全所跨學科重點研究計畫之一，約每隔兩年就出版《中美關係年度報告》

一冊，內容包括美國、中華民國及中國大陸間的政治、軍事、外交、經濟及文化

交流關係。自1992年起，改以「中美關係專題研究」為題，每二至三年舉辦一次

學術研討會，邀請國內外相關學者與專家就當時美、臺、中關係之重要發展提出

研究論文，進行研討並出版《中美關係專題研究》系列專書。例如2006年出版的

《中美關係專題研究：2001～2003》即為該系列第11本專書。這本書彙集2003年

12月舉辦的學術研討會部分與會學者的論文而成，分別從政治、軍事、法律、經

貿各層面分析自2001年1月至2003年12月美國與臺灣、大陸之間的關係。

自2001年起，計畫研究群加入歷史學的同仁，希望從歷史與國際關係的角

度探討與中華民國有關的歷史或國際關係議題。雖自2004年起主要成員陸續借調

政府部門而影響集體的研究工作，計畫成員仍持續進行美中關係、臺海危機與安

全、美國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海事安全，以及冷戰時期的德臺關係等議題的

研究。目前研究重點為：布胡會與美中臺三邊關係、美國面對中國可能的威脅之

因應、臺灣遠洋漁業問題，以及冷戰時期德國與臺灣的情報合作等課題。

四、歐美公共政策與兩性平權研究

歐美所於1998年6月正式成立歐美公共政策與兩性平權重點研究計畫，嘗試從

理論與實務兩個面向分別探討歐美性別歧視、兩性平權理論及婦女政策的推動方

向與成效。在理論方面，計畫成員自歷史觀點探究歐美女性主義與婦女運動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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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以及男女平權、女權與母親角色的立論與爭議。在實務方面則分析歐美政府對女性

工作與家庭權益的保障，並探討立法內容、政策環境及其政策演進方向的異同，以作為

臺灣推動兩性平權政策與立法的借鏡。

本計畫尚未成立之前，歐美所曾於1995年在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支持下舉辦「歐美兩

性工作平等制度之比較研究學術研討會」，除探討瑞典、德國、美國所實施的工作平等

制度外，並分別就經濟、社會及公共政策的觀點剖析此一制度的利弊得失，獲得相當熱

烈的迴響。1996年出版《歐美兩性工作平等制度之比較研究》一書。

2001年，臺灣剛好進行「兩性工作平等法」的立法，本計畫即鎖定歐美兩性工作平

等之議題進行研究，以配合我國兩性工作平等與禁止就業歧視法制之建構，並於2001年

10月舉辦「歐美兩性平權之研究：倫理、工作與家庭學術研討會」，探討歐美兩性平權

實踐的差異。自2001年開始，本計畫增加了歷史領域的同仁參與，並加強與國內其他研

究單位的合作。

本計畫自2002年起較集中討論歐美女性主義、女性社團組織、社會福利政策與工作

場所對女性權益的影響，並於2003年舉辦「歐美女性權益與地位之研究學術研討會」，

針對各相關議題提出研究成果報告。2004年則以歐美各國育嬰假政策、托育政策與立法

等為研究課題，而於2004年3月至10月與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合作執行勞委會委託之各國

育嬰休假制度之研究，並舉辦一系列歐美育嬰假議題的演講活動，強化研究計畫內容的

深度與廣度，成效良好。

此外，為促進國內女性研究學者的學術交流，本計畫於2004年9月結合國內女性研究

學者與專家，舉辦「二十世紀美國史：婦女與性別學術研討會」，獲得很大迴響，未來

將繼續定期舉辦相關的學術研討會。為加強所內重點研究計畫間橫向合作關係，歐美所

曾於2002年舉辦「911事件後美國政府與政策之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2005年10月則以

歐美各國政府的治理政策為議題召開「歐美政府治理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歐美所

另定期舉辦「美國最高法院重要判決之研究研討會」，並已出版了5冊《美國最高法院重

要判決之研究》系列專書。

五、歐洲聯盟研究

歐洲聯盟重點研究計畫成立於1998年6月，為一跨學門、整合型的重點研究計畫，試

圖從宏觀角度探討歐洲聯盟統合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歐盟如何促進整體利益，以及如

何維繫各會員國之間的和諧關係等課題。此重點計畫的目標有二：第一是基礎研究，以

期在理論與方法方面有所創新與貢獻；第二是應用研究，以法律與政策分析提供建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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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府決策的參考。歐盟研究採取綜合研究法，由歷史、整合理論、政策分析、法

律規範與實踐，以及國際關係理論等不同面向進行比較研究與綜合論證，希望建立

一個較為完整的歐洲聯盟研究基礎。

歐盟重點研究計畫經由多年的發展經驗，逐漸集中於四項主題的研究：（一） 

歐盟人權保障；（二）歐盟憲政發展；（三）歐盟整合模式的理論與應用及其對東

亞經濟關係的啟示；（四）歐盟與臺灣、中國大陸的互動關係。第一與第二主題由

計畫成員共同參與，進行集體研究；第三與第四主題旨在開發歐盟研究的新領域，

從事理論的實證分析與應用研究，提供實務的政策參考，並參與國際對話。

在人權保障方面，本計畫著重歐盟人權政策的外部影響，尤其對於國際規則與

國際關係的衝擊。在歐盟憲法發展方面，本計畫針對當今國際主流課題的歐洲憲法

條約從事集體研究，以闡發憲法條約對歐盟未來的影響，包括歐盟的憲政主義、憲

政體系、組織結構、歐洲公民、人權保障、對外關係等課題，同時也關注憲法條約

對歐盟經濟整合、政治同盟、超國家組織或歐洲邦聯、聯邦、合眾國的建構所帶來

的意義。本集體計畫透過學術研討會，提供國內外學者對話與交流的平台，研究成

果非常可觀；在特定議題也有創新的看法，例如歐盟整合模式對海峽兩岸經貿關係

的啟示與應用等，乃是我國具有競爭優勢的歐盟研究議題。

歐美所自1994年起，已陸續舉辦多次歐盟學術研討會，包括1994年4月的「歐

洲統合與中歐關係國際研討會」、1995年3月的「歐洲社會理論研討會」、1996年

5月的「歐洲聯盟：理論與政策研討會」、1998年3月的「歐洲聯盟經貿政策研討

會」、1999年3月的「歐元與歐洲統合小型學術研討會」、2000年6月的「歐洲整

合模式與兩岸紛爭之解決」圓桌學術論壇、2000年11月的「歐洲聯盟重要法政議

題研討會」、2001年3月的「歐洲聯盟之組織與運作研討會」、2002年12月的「歐

洲聯盟人權保障研討會」、2004年5月的「廢除死刑之理論與策略研討會」、同年

10月的「歐洲人權研討會」；以及2005年10月的「歐洲憲法條約與歐盟未來研討

會」；另外舉行3場國際學術研討會，包括2001年9月的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U External Relations: Competition, Cooperation, Association, and Accession，2003年12

月的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EU，以及2006年12月

的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U Relations with Taiwan and China。這些系列學術研討

會有助於促進國內外學術交流與合作，提昇歐盟研究的學術水準，累積歐盟研究成

果，使歐美所不僅成為亞洲地區歐盟研究的重鎮，在國際學界也頗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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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成果方面，歐盟重點研究計畫成員的中文論文大部分發表於《歐美研究》、

《臺大法學論叢》、《問題與研究》、《政治科學論叢》、《政大法學評論》等國內法

政學門一級TSSCI期刊。歐美所並已出版EC Integration and EC-ROC Relations  (1995)、

《歐洲聯盟：理論與政策》(1998)、《歐洲聯盟經貿政策》(2000)、《歐洲聯盟人權保

障》(2006)，以及《歐盟憲法》(2007)等歐盟研究系列專書。計畫成員並經常有論文刊

登於European Law Journal,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European Integration, World 
Competition等國際主流學術期刊，至今發表的論文約15篇，大大提高了我國歐盟研究在

國際學界的曝光率；其中多篇論文為亞洲學者第一次刊登在這些期刊上，具體顯示我國

歐盟研究水準已達國際水準，並在亞洲取得領先地位。

歐美所一向重視學術在國內的紮根工作，更積極朝學術國際化的目標努力。近

年來，歐美所同仁的研究成果有不少發表在國際重要期刊上，如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New Left Review, Amerasia Journal, Orbis, 
Asian Surve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World Competiti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European Law Journal,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European Integ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iotechnology Law, The China Quarterly
等。此外，歐美所也鼓勵同仁出席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不只希望成為國內與亞太

地區研究西方文化的重鎮，也可以在國際相關研究領域中佔有一席之地。

歐美所不定期舉辦週二學術演講，讓所內外學者發表研究成果，各個重點研究計畫

也採用讀書會的方式，邀請所內外學者針對特定議題進行合作研究。每年更持續舉辦4至

6場學術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學者針對歐美研究相關議題，發表論文，深化研究成果，引

領國內歐美研究的發展。

各重點研究計畫除了結合所內研究人力之外，也強化與所外學者的學術交流。與

文化研究重點計畫相關的國內相關研究機構主要有交通大學的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及幾所

研究型大學的外文系。國外相關研究機構為倫敦大學高思密學院（Goldsmiths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的社會學系，以及耶魯大學社會學系之文化社會學中心（Center for 

Cultural Sociology）。前者與本研究計畫直接相關之研究人員，包括拉許（Scott Lash）教

授與目前已轉任英國布魯納爾大學（Brunel University）校長的簡克思（Chris Jenks）教授

陸．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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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後者包括亞歷山大(Jeffrey Alexander)教授等人。這些學者在文化研究，尤其是

視覺文化研究，以及文化與社會之關聯方面的研究聲譽卓著。歐美所若干參與文

化研究的同仁，在藝術社會學與弱勢族裔文學研究方面甚受國際同行重視。從事

弱勢族裔文學研究的同仁與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族裔研究系（Department of Ethnic 

Studies）的黃秀玲（Sau-ling C. Wong）教授與王靈智（Lingchi Wang）教授等一直

保持學術上的聯繫。

新實用主義重點研究計畫則與國內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和中正大學哲學系保

持密切的合作關係。前者與本研究重點計畫直接相關之研究人員有趙之振教授和

吳瑞媛教授，後者有梁益堉教授和鄭凱元教授。國外相關研究學者為美國匹茲堡

大學哲學系之馬克道爾(John McDowell)教授和布藍登姆(Robert Brandom)教授。兩

位教授的哲學論述在新實用主義論述傳統已產生深遠的影響，其學說亦是本計畫

的研究主題。而在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以分析哲學為專長的教授成員，與歐美

所學術互訪與合作機會頻繁，也有水準頗為一致的研究成果，能夠相輔相成。

國內與中美（外）關係（史）重點研究計畫研究性質頗為接近的研究機構

首推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轄下之第一研究所。該所從事美洲、歐洲及

非洲各國情勢、國際關係、國際經濟以及國際組織之研究。餘則為政治大學外交

系、臺灣大學政治系、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中山大

學美國研究中心等。歐美所在中美（外）關係（史）此一領域的研究成果，無論

是就研究人力與物力資源、出版記錄與實務經驗來衡量，在國內均屬於領導地

位。國外方面，研究美、中、臺關係的專家散布於美國各研究智庫或大學。本計

畫因人力有限，整體研究成果雖難以比得上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哥倫比亞大學

政治系、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或喬治城大學國際學院的美、中、臺關係專家群，

但較之美國上述大學之外的研究單位，歐美所在美、中、臺關係專題研究上，因

兩岸文化背景相近與交流互動日趨密切，相對上擁有較佳的研究主體優勢。

不論國內或國外，兩性平權與公共政策之研究經常是分屬兩大平行的研究

領域，常見的不是針對性別意識進行批判的女性主義研究，就是各項重大政策議

題的研究，鮮見融合兩性平權與公共政策於一的常態性研究計畫，此為歐美所歐

美公共政策與兩性平權重點研究計畫異於其他國內外教學與研究單位之處。近年

來，本計畫以歐美各國育嬰假政策、托育政策與立法為研究對象，而為落實學術

研究的實用價值，2004年與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合作執行勞委會委託的各國育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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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假制度之研究，成效甚佳。本計畫成員也與本院近史所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臺灣大

學婦女研究室與女性學學會等合作，持續累積研究成果，並加強國內女性研究學者間的

學術交流。

國內歐盟研究單位，目前有歐美所與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的美歐所，教研單位則

有淡江大學和南華大學的歐洲研究所、臺灣大學與中興大學的歐洲研究中心。就研究質

量而言，歐美所的歐盟研究重點計畫在國際學術表現和研究深度上均有突出表現，尤其

在歐盟憲法、法律制度及人權經貿法議題之研究方面。

經過多年努力，歐美所已成為國內歐盟研究的重鎮，在諸多議題（如人權、憲法、

統合理論、歐臺中多邊關係）上已居執牛耳地位，甚至在華人地區較諸大陸最重要的北

京社會科學院的歐洲研究所和上海復旦大學的歐洲研究中心，都毫不遜色。可貴的是，

在沒有歐盟官方的支援情況下，歐美所尚能建立起歐盟研究的規模，受到歐盟官方與國

際學界的肯定，歐盟文官訪問團便曾多次至歐美所訪問或舉行座談。而歐美所舉辦的歐

盟研究學術研討會每次皆能吸引眾多歐美知名學者參加並宣讀論文，有效促進了學術交

流合作。就亞洲地區而言，歐美所的歐盟研究確實取得競爭優勢。

歐美所在本院人文與社會科學各所（處）中地位相當獨特，其他各所雖然分屬不

同專業學門，但其關注的對象基本上是中國與臺灣（當然也有少部分同仁研究西方的學

術），歐美所是本院唯一以西方作為研究對象的學術單位。我們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

受近代西方學術影響很大，歐美所既然以研究西方思想與文化為宗旨，理應得風氣之

先，在本院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方面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對未來，歐美所有如下之

期許：

一、尋找新的研究議題 

學術研究有其延續性、累積性、系統性及開創性，因此歐美所未來的工作重點除鼓

勵研究同仁繼續強化自己的研究工作之外，將繼續積極推動前述各項重點研究計畫，希

望在既有的研究成果基礎上，尋求新的議題與方法，擴展並充實這些重點研究計畫。歐

美所也期待有更多的機會在共同的議題上與本院其他研究單位攜手合作。

柒．結語∕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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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 

歐美所因研究內容的特性，鼓勵與國外學術界的互動，或透過合作計畫、邀

訪及參加研討會的方式進行交流與合作，尤其希望增進對鄰近國家與地區——大

陸、日本、韓國、紐西蘭、澳洲及東南亞諸國——同行研究動向的了解，未來在

這方面將再予加強，俾在相關學術議題的研究上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三、提昇《歐美研究》的國際重要性 

歐美所定期出版的《歐美研究》季刊創刊迄今已有37年，水準不斷提高，

在國內學術界已有定評。目前的退稿率約百分之七十，編輯委員也以所外學者居

多，近年來已四次獲得國家科學委員會獎勵優良學術期刊優等獎。希望未來幾年

不僅能繼續提昇《歐美研究》的論文水準，同時在編輯群方面尋求突破，納入部

分國際重要學者，吸引更多國、內外優秀的論文，使《歐美研究》成為亞洲地區

乃至於國際上相關領域或研究社群的重要期刊。

四、充實研究人力 

近年來，歐美所陸續有研究同仁離職或退休，而在人員進用上由於審慎從

事，速度未盡理想，以致若干研究領域在人員配置方面已有資深多於資淺的情

形，這種青黃不接的現象使未來如何賡續推動研究計畫產生了困難。即使如此，

歐美所未來仍將秉持穩定成長、寧缺勿濫的原則進用研究人員。歐美所研究人力

的理想規模在40人左右，未來十年希望能逐步達成這個目標。

歐美所在歷任所長與研究同仁共同努力下，已為我國培養甚多優秀的歐美

研究學術人才，拓展優質的研究環境，推動多項具有創新意義的研究計畫，建立

一定的研究規模，並完成多項重要研究；未來將致力於繼續提高學術研究水準，

積極網羅優秀人才，加強跨學科研究，以及強化與院內、外的交流與國際學術合

作。希望歐美所若干學術領域能不斷累積成果，不僅豐富本國人文與社會科學的

學術資產，同時提昇歐美所為亞洲地區乃至於國際上相關領域的學術重鎮，而研

究同仁也能在各自的學術領域或研究議題中做出更重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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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研究所 http://www.ios.sinica.edu.tw/

一、設所緣起

中央研究院在1928年成立社會科學研究所，下設法制、民族、經濟和社

會四組，1934年北平社會調查所併入該所。到1954年，中央研究院組織法明

文設置23個研究所，其中列有社會研究所。然而，這個組織法所明訂的社會

研究所，久久未能正式成立。

到1981年，中國社會學社社員大會通過促請中央研究院設立社會學研究

所，同年中研院決議成立專案小組研議，但並無進展。1988年，該專案小組

擬訂社會研究中心設置要點，經過當時的三民主義研究所、美國文化研究所

（1991年更名為歐美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三所所長同意，促請院方設置

社會研究中心，但因院方以無空間為由，未能成立。同年，海外華裔社會學

者林南等28人致函吳大猷院長敦請成立社會學研究所，但提至第十三屆中研

院評議會第二次會議仍未能通過。

1994年，新任副院長張光直院士召集院內社會學同仁，徵詢對成立社會

所之意見，同仁一致贊成。院內同仁於同年8月組成設立社會所規劃起草小

組，成員有瞿海源、蕭新煌（民族所），陳寬政、蔡淑鈴（社科所），許嘉

猷、柯瓊芳（歐美所），陳肇男（經濟所），並推舉瞿海源為小組召集人。

該小組於8月31日完成設所草案初稿，於9月16日經院內全體社會學同仁修正

通過。草案亦送請金耀基院士，以及本院相關研究所的諮詢委員孫得雄教

授、吳聰賢教授、葉啟政教授與國內各社會學系徵求意見，並將意見納入草

案中。同年10月經評議會表決通過後，由院方於11月正式函請總統府核准成

立社會學研究所。1995年3月，總統府正式來函核准設立社會學研究所籌備

處。5月1日，李遠哲院長聘請瞿海源為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主任，開始進行

籌備事宜。7月1日，本院各所14位社會學同仁轉入籌備處，6位同仁由籌備

處合聘。籌備處經過五年籌備，經第十七屆評議會第一次會議審查通過，於

2000年1月10日正式成立研究所。

二、重要人事變遷

社會所從2000年正式成立後，由瞿海源擔任第一任所長；第二任所長

為章英華，副所長為張茂桂；第三任所長為柯志明，副所長為張茂桂。現

任（2008年3月）所長為傅仰止，副所長為張晉芬；現有專任研究人員共26

壹．設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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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社會所正式成所典禮

位。原任職本所之專任研究人員尚有：陳寬政研究員，1979年8月到院任職，專長為人口

學、家戶組成、社會福利、社會流動、社會計量等，已於2002年6月退休，目前為本所兼任

研究員，並任教於長庚大學醫療管理學系；范雲助研究員，2000年9月來所任職，專長為社

會運動、公民社會與公民文化、認同政治、性別政治、中國婦女組織研究等，於2005年8月

起轉至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擔任教職；喻維欣助研究員，2001年4月來所任職，專長為性別階

層化、社會不平等、勞動社會學、東亞社會比較研究，於2005年9月起轉至美國德州大學奧

斯汀分校社會學系擔任教職。

三、重要組織

本所為促進學術發展，於所務會議下設立學術發展委員會，由所長與四位研究人員組

成，並推舉一位研究人員為召集人。本所各種組織章程、作業要點、中長程計畫等，均由學

術發展委員會規劃草擬，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另設有事務委員會統籌本所資訊、圖書、

空間等業務之推動，由同仁推選四人擔任委員，副所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為積極達成本所成立設定之目標，除尊重研究人員個人的專長與興趣之外，亦冀望以

集體力量從事學術規劃，俾能呈現更有系統的研究成果。在「研究群運作作業要點」規範原

則下，研究同仁可自發組成研究群，只要有四位研究人員連署即可組成；每位研究人員可以

參與的研究群數不設限。各研究群設有召集人，並以各群議定的方式運作。研究群的功能包

括：規劃並推動研討會、推動集體研究計畫，以及建議邀請訪問學人等。每一研究群每年

度都可以運用一定數額的學術推動經費，亦可經過規劃而提出概算，獲學術發展委員會認可

後，編列特定學術活動經費。目前本所有「組織與網絡」、「族群與階級」、「家庭與生命

史」三個研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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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目前有專任研究人員26名，其中特聘研究員2名、研究員12名、副

研究員7名及助研究員5名，預計每年新聘一至兩位研究人員。

本所自1995年3月成立籌備處以來，經費皆由院內其他單位相關預算支

應；自1997年起始有核定專屬預算支應各項費用。歷年員額數，以及各年度

核定預算數、各計畫數和核定金額等，詳如下列圖、表。

貳．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年
預算員額數

研究人員 行政人員 小計

1995 17 - 17
1996 17 - 17
1997 19 1 20
1998 21 1 22
1999 18 1 19

1999／2000 18 2 20
2001 20 2 22
2002 21 2 23
2003 22 2 24
2004 25 2 27
2005 24 3 27
2006 24 4 28
2007 26 4 30

社會所歷年員額統計表

社會所歷年預算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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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計畫

主題預算

所預算

年份

註：2000年會計年度改為曆年制，預算金額由1999年7月統計至20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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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社會學研究所成立的主要任務，在於累積並增長社會學知識，研究社會組成原則、

運作過程及其歷史變遷。因體認到任何現代社會的組成、運作與發展，固然有其歷史與

本土特殊性，但常是和更廣泛的周邊區域，甚至全球變遷息息相關；是以，社會學研究

所成立之後，除強調建立本土社會學特色之外，同時也重視臺灣周邊社會與華人社會研

究，並推動不同區域、社會的相互關連性及異同比較。此外，由於社會學知識發展日新

月異，研究者與研究組織須不斷推動同仁對話，並加強和其他研究者與組織間的合作關

係，因此，本所也積極推動重要研究領域的系統化，持續發展開創性研究領域，以及增

強與社會學研究社群的合作與互動。

本所現有研究人員專長較為集中的研究領域包括家庭與婦女（6位）、資訊與網絡

（6位）、族群與民族主義（6位）、歷史社會學（5位）、社會資本（4位）、東亞及

東南亞研究（4位）、組織社會學（4位）、工業與勞動關係（3位）、醫療社會學（3

位）、社會階層（3位）及中國社會研究（3位），其他領域，如宗教、人口、環境等則

只有一、兩位。這些既有的研究專長，將配合本所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發揮實質貢

獻。

簡言之，本所研究重點與發展方向可分為以下六項：

1. 推動臺灣本土社會研究，建立臺灣社會學之主體性

2. 推動臺灣周邊社會研究，進行區域關連性與比較研究

3. 加強跨國比較研究

4. 推動重要研究領域之系統化

5. 持續發展開創性研究領域

6. 增強與社會學研究社群的合作與互動

配合成所之主要任務與研究重點，以下分項詳述本所長期持續進行的基礎研究工作

與成果。

一、推動基本研究與資料庫

執行國科會補助之「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簡稱 

TSCS），累積關於臺灣社會變遷之實證資料。本計畫從1984年開始進行第一期調查，

目前進入第24年，已經完成40次調查，成為當代臺灣社會學界參與最多、涵蓋主題最

完整、調查及資料品質最優異、應用分析最廣泛的資料庫，廣為教師與研究生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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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調查在設計過程中廣邀參與、公開徵求題組，抽樣與調查過程周延嚴

謹，資料管理與釋出全面且完整，在國際間均居領先地位，已成為全世界

規模最大的一般性社會調查系列。2002年且獲邀加入世界性社會調查組織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簡稱 ISSP）正式會員，陸續獲選為方

法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成員，並和各國主要社會調查機構合作，共同進行議

題規劃、問卷設計和調查、方法研究等工作。

此外，本所同仁從1999年起規劃執行「臺灣社會意向電話調查」，由

本所支援經費，每年執行兩次電話調查，調查主題涵蓋社會多層面向。並從

2000年起，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進行調查（詳見以下說明）。

自2001年開始，本所同仁在教育部支持下，推動執行「臺灣教育長期追

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簡稱 TEPS）。該資料庫建置之

初，針對全臺灣 546 所國中、高中、高職、五專等將近四萬名學生，以及學

生家長、老師和學校，進行問卷調查及學術能力測驗，並持續追蹤調查，探

究影響學生學習經驗的主要因素，為國內教育相關研究提供經驗資料，以提

升國內基礎教育研究的水準。

以上三項資料庫的建置，均由本所主動協調推動執行，並廣邀院內、院

外、國外其他機構及其他學科的教學研究工作者共同參與。所蒐集建置的調

社會所門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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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資料，也在整理後無條件開放，經由網際網路提供免費即時下載，提供國內外學界同

仁自由使用。

二、推動臺灣周邊社會研究，進行區域關聯性與比較研究

本所有鑑於歷史上及當代臺灣社會的區域依存性，有必要加強臺灣與周邊社會的互

動與認識，進而檢驗社會學知識的有效性，故推動下列周邊社會研究。

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舉行「社會意向與社會指標調查」研討會，並透過「社會意

向」電話調查，每年定期進行臺灣與香港之比較研究，研究內容包括常態性的議題（例

如生活品質）和突發性的特殊議題（例如2003年的SARS調查等）。

與經濟所及本院其他同仁共同規劃執行「華人家庭動態追蹤調查」（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簡稱 PSFD） 研究計畫，以家庭作為探究華人社會的單位，除了在臺灣

進行第六年同一樣本的追蹤訪問外，並在中國大陸抽樣訪問兩波受訪者，以建立臺灣與

中國大陸兩岸對比的調查資料檔。

多方進行中國大陸研究，主要議題包括(1)研究農村改革的路徑依賴與制度後果，例

如改革以來的政經制度演變、鄉鎮企業的私有化、農村土地產權的變革、農村基層政權

的變遷等；(2)研究中國大陸的社會差距與社會不穩定情勢；(3)進行兩岸政治轉型、社會

運動比較研究；(4)研究中國大陸的社會抗議事件，發掘下層群眾無組織、日常生活式的

反抗行為，由此呈顯中國當前社會情勢變化的結構成因、影響機制與可能的政治後果。

規劃「東亞社會調查」之比較研究計畫：由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具名，代表本

所與日本、韓國、中國大陸、香港等學術調查機構學者共同籌備進行「東亞社會調查」

（East Asian Social Survey，簡稱 EASS），每兩年在上述地區同步進行共同主題的調查，

以提供國內外進行東亞社會比較研究的基本資料檔。進行亞洲其他地區的比較研究，例

如：(1)臺灣與南韓民主化後的社會運動與國家；(2)臺商與華商在東南亞的網絡與文化；

(3)與新加坡大學教授合編專書，探討東北亞及東南亞地區各國女性在家庭及工作相關議

題的經驗研究；(4)與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合撰專書論文，從SARS危機當中檢討並比較港臺

兩地的國家與民間社會。

執行本院主題研究計畫，採取社會網絡途徑探討社會資本的建構與效應，已從事二

波調查研究；並藉由大規模的同步抽樣追蹤調查，比較臺灣、美國、中國大陸三地的異

同，例如社會資本差異對求職過程與結果、兩性職業選擇、工作機會與報酬、家庭成員

之互動與關係、個人心理衛生等面向的影響。計畫成員依據第一波調查資料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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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社會資本在華人地區的運作模式的確有異於美國社會，尤其是求職過程中運用密切

聯繫的實例較為明顯。本計畫並預計於2008年根據調查資料舉辦國際研討會。

三、推動重要研究領域的系統化，並發展開創性研究領域

本所各項研究工作的基本目標之一，在於重新概念化社會學的最根本核心，例如何

謂「社會」、不同社會「範疇」的「組成運作」法則等。實質的研究領域包括：(1)進行

民族、族群與階級研究，討論現階段臺灣族群政治的核心議題：民主品質、民族認同、

族群認同與族群關係、原住民社會關係網絡等變動研究。(2)檢視經濟（市場導向）與社

會（文化制度與關係網絡）等相關研究。(3)檢視婦女與女性意識、婦女與經濟、婦女勞

動參與等相關研究。(4)青少年研究議題，利用持續追蹤多年的貫時性固定樣本調查資

料，突破傳統青少年行為發展研究方法上的限制，探討青少年成長、父母教養與發展調

適問題。(5)進行政治過程、社會運動、運動組織與運動認同研究。

此外，本所同仁並開創「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社會資本的建構與效應」等新

研究領域，一方面檢視臺灣社會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如何因應新的社會發展模式，另一方

面據以檢討既有社會學理論在新的社會發展趨勢下應作何調整。

肆．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下表統計本所研究同仁自成立籌備處次年起的學術著作成果(1996-2007)。1如同研

究主題，在學術成果的發表方式方面，本所同仁也展現多樣性。自研究所成立以來，不

論是學術專書、學術期刊論文、專書論文、或是會議論文等形式，都已分別累積許多成

果。雖然多數的論文發表屬於會議論文形式，然而從期刊或專書論文的數量來看，多數

的論文已改寫成正式的論文發表。此外，除了發表形式兼顧專書與論文之外，本所同仁

學術成果的呈現也是外文與中文並重。不論在個人專書、編輯英文專書、期刊或專書論

文部分，都持續有中文、英文、德文、或日文的發表。這些都有助於讓國際學界瞭解臺

灣社會學學術發展狀況及成果。

1 期刊是否為SSCI或TSSCI所收錄，以現在列名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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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一、綜合背景說明

本所同仁自籌備處成立以來，即透過密集討論，努力達成上述研究發展方向及重

點。經過十二年的發展與組織成長，前述六大任務不但包含本所絕大部分學術與研究活

動，並對於中程的研究方向，發揮方向指引的功能。目前本所除尊重研究人員的個別研

社會所學術著作成果統計表(1996-2007)

年度

學術專書 學術期刊論文 專書論文 會議論文

1-1
中文

個人

專書

1-2
外文

個人

專書

1-3
中文

合著

專書

1-4  
中文

編譯

著

1-5
外文

編著

2-1
中文期

刊論文

屬

TSSCI

2-2
中文

期刊

論文

具審

查制

度者

2-3
英文期

刊論文

屬SSCI

2-4
外文

期刊

論文

非屬

SSCI
但有

審查

制度

3-1
中文專

書論文

3-2
英文專

書論文

4-1
中文

4-2
英文

1996 0 0 1 3 0 6 3 0 8 12 7 15 15

1997 5 0 0 3 0 3 7 1 3 20 7 16 15

1998 2 1 0 3 0 4 6 0 4 13 5 20 16

1999 0 0 0 6 1 2 8 0 4 14 15 21 13

2000 2 0 1 3 0 12 7 1 3 12 4 13 18

2001 2 1 2 1 0 15 14 1 1 17 13 19 13

2002 3 0 1 5 0 7 11 5 7 13 4 17 19

2003 3 2 1 5 0 4 5 0 3 9 4 21 21

2004 1 2 0 2 1 9 9 6 5 8 11 21 33

2005 1 0 0 4 2 12 2 5 9 8 7 6 22

2006 1 0 3 4 1 7 2 6 17 10 8 1 10

2007 0 0 0 3 5 5 5 4 4 6 10 9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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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興趣之外，並根據研究人員的專長，規劃共同研究課題，透過研究群的運

作，加以整合。並且不定期召開各類型研討會，以有效累積並展現具體的研

究成果。而近年來因為全球化脈絡的影響以及社會學知識的快速累積，本所

的國際合作項目也日益增多。

自2001年開始，本所成立四個研究群：「組織與網絡」、「族群與階

級」、「家庭與生命史」以及「資訊與社會」（已於2007年11月解散）。成

立研究群的目的在於推動主要領域的系統化，並藉由各研究群的活動與大型

的調查或整合型計畫，增強本所與臺灣社會學研究社群、以及國際社會學的

互動。例如，過去和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赫洛維茲研究所有學術交流計畫；

而近年來則和日本的社會學重鎮東北大學社會學系，建立階層化研究合作與

人員交流；透過東亞社會調查計畫，將合作對象擴及韓國成均館大學、日本

東京大學和大阪商業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此外並透過國際社會學社各個

研究委員會、國際社會調查計畫等，將國外合作的觸角延伸到40多個國家。

臺灣社會學的發展，比起歐美及日本相對年輕。為強化學科的在地基礎

與紮根，由同仁們聯合院內外社會學及相關學科同仁，積極推動「臺灣社會

變遷基本調查」，建置成國內外重要的社會學研究資料庫。近年來並配合本

院「調查研究工作室」（現為調查研究專題中心）的成立，由這項調查計畫

帶動成立其他大型資料庫的基本架構與制度設計。此外，考慮到社會科學學

科的基礎深化工作，必須建立在不斷的自我審視與反思過程，於是在2005年

召開「十年回顧研討會」，由本所同仁根據自己的研究旨趣以及主要發現，

進行後設的反省與知識回顧。研討會主題包括八大類：(1)制度、組織與網

絡，(2)族群與民族主義，(3)社會運動與民間社會，(4)社會學的歷史轉向，

(5)亞太區域與比較，(6)勞動，(7)家庭與青少年，及(8)宗教。全所同仁透過

本次研討會，共同為日後研究發展進行回顧與檢討。此外，並於2006年舉行

「群學爭鳴：臺灣社會學發展史，1949-2000研討會」，由院內外同仁回顧本

土社會學、族群研究、勞動、家庭、移民、性別、階層及公民社會等社會學

分支領域。

本所的長期發展目的之一，是促進臺灣社會學的整體發展，故而重視和

臺灣各社會學機構的密切合作。例如，本所有四位同仁（蕭新煌研究員、瞿

海源研究員、章英華研究員、張苙雲研究員）擔任過臺灣社會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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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理事長亦為本所同仁（張茂桂研究員），另外並有多位同仁曾擔任學會秘書長、常務

監事、或理監事職務。又如，本所和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有長期的交流與合作；和清華大學

社會學研究所也有長期的交流，並協助該校成立我國第一個以社會科學研究為基礎學科的

「中國學程」。

展望未來，十二年前訂下的長期發展目標，仍具一定的指導性，而如何繼續推動社會

學的廣度與深度發展，如何透過個別研究者的獨力發展以及「研究群」的集體努力，又如

何規劃並舉辦各類型研討會，推動跨單位與跨國合作，建立厚實、有在地意義又有跨區域

比較特色與全球脈絡意義的社會學，是本所同仁努力的共同目標。

二、成果舉例說明

以下比照「研究群」接近的分類方式，對本所同仁的研究成果，進行綜合性之介紹。

(一) 組織與網絡研究

「組織社會」是現代社會的特色，而「網絡研究」著重在社會關係，是介於結構與行

動之間的重要議題。本所相關重要成果舉例如下：

林南院士、特聘研究員（同時在美國杜克大學擔任講座教授）：在社會網絡、社會資

本方面的長期研究及可觀的論著成果，均受到國際社會學界高度重視。近年內並和傅仰止

研究員、陳志柔副研究員等共同合作，從婚禮中的人際與「網絡」關係操作，比較研究華

人社會的社會資本與關係型態。

張苙雲研究員：長期推動國際研究合作，推展社會學界的國際交流活動，研究社會組

織對於當代社會的影響，重要成果包括醫療組織與健保、制度與個人代表的「社會信任」

研究，近年並推動大規模的「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

傅仰止研究員：近年來協助規劃執行「臺灣社會意向調查」、「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

查」等大型計畫，並長期進行族群、都市社會心理、社會網絡、社會資本等實證研究，建

立有效度的日常接觸測量指標。透過接觸日誌分析個人層次的「聯繫與接觸」，理解「網

絡結構」與型態可能產生的不同社會作用。

李宗榮助研究員：主要以企業組織為單位，進行網絡的實證研究，焦點是企業網絡

（與社會資本）如何影響「企業統理結構」、統理菁英權力以及企業獲取資源的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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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族群與階級

「社會不平等」問題是推動社會學問題意識發展的重要題目，而「族

群」與「階級」兩個變項，是社會不平等的核心問題之一，所以相對參與的

同仁較多。而在相關的研究課題方面，包括了認同政治、國族／民族主義、

族群與階級的交互作用、族群交往關係等等。以下舉例簡述相關同仁的重要

研究成果。

蕭新煌研究員：創立本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1994-2001)、亞太區域研

究專題中心(2003- )，擔任前後期主持人及執行長，並擔任亞洲歷史學者學

會理事長及我國東南亞學會理事長。開創臺灣中產階級的研究課題，並進行

東亞、東南亞的中產階級與民主發展的比較研究。長期持續依據「發展社會

學」理論探討戰後臺灣發展經驗各面向，進而擴大到東亞（包括中國大陸）

和東南亞社會轉型的比較分析。

蔡淑鈴研究員：推動臺灣與國際社會學界階層化研究學者的交流，長期

關注「臺灣階層化與社會流動」議題，深入探討臺灣的語言、族群、性別與

教育階層化、社會流動、及所得分配之關係，並分析族群背景、父親教育繼

承以及語言優勢對於階層化的影響。

傅仰止研究員：建立具有高度代表性的原住民電話調查訪問。依據大

型調查資料分析原住民優惠政策立場、臺灣東部的原漢位階意識、原漢社經

位階及族群意識，並探討東部國中原漢學生對原住民就學優惠政策的立場差

異。研究成果揭示弱勢族群政策即使在大幅受到重視後，原住民的相對弱勢

困境改善仍然有限。

張茂桂研究員：推動臺灣政治社會學相關課題研究，如多元族群與多元

文化、認同政治、本土化等相關議題。主要研究成果包括，臺灣民族主義的

形成與轉型的探究，探究影響認同政治的相關生命經驗與歷史過程，以及臺

灣外省人的歷史與認同研究。

吳乃德研究員：以實證調查為主，探討臺灣政治發展和社會變遷之間的

關係。研究主題及成果涵蓋勞工運動、階級意識和階級動員，政黨認同的社

會基礎，臺灣的民族主義與社會基礎及政治價值與轉型正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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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甫昌副研究員：以實證調查與文獻資料為主要依據，研究課題包括當代臺

灣族群關係的三個面向：(1)族群通婚的形式、原因及影響；(2)族群政治的形式、

起因與發展；(3)族群作為一種新型態的人群分類想像的內涵與緣起。主要發現在

於族群不平等的結構性因素，如「分配政治」與「認同政治」所關切的尊重與承

認問題，如何受到政治動員、政黨政治的交互關連性問題。

蕭阿勤副研究員：以歷史敘事與認同敘事的交互關係為主軸。主要發現有兩

部份，第一部分在指出臺灣民族主義興起的特色。由於臺灣的文化民族主義與政

治上的民族主義動員同時在1980年代甚至稍晚出現，與過去其他被支配族群團體

的民族主義運動進程不同，並從而反對以「真實的／虛假的」認同二分法來理解

認同。第二部分則以提出「敘事認同」為研究架構，理解1970年代年輕世代成為

要求社會政治改革與推動回歸現實、回歸鄉土文化潮流的主力，以及中國民族主

義為藍本的歷史敘事對其世代認同、改革主張及行動的影響。

汪宏倫副研究員：基於社會理論的關懷，將「民族主義」當成一種現代社會

的宗教來研究，研究成果包括：(1)指出全球化與「後國族」論述的盲點，提出

「國族現實」的概念作為構思「世界社會」的理論基礎，進而發展出「全球觀點

的制度論」作為新的分析架構，區分出「族群－文化」與「公民－領土」兩大制

度場域；(2)檢討「族群－文化」場域當中有關語文與文化資產的建構，受到不同

場域之間的權力所形塑；(3)在「公民－領土」場域中，檢視護照與簽證的社會意

涵，指出公民身分與國家主權在跨國流動中仍具有持續而深遠的影響。

黃庭康助研究員：以歷史比較方法探討新加坡及香港兩個華人社會在二次大

戰後的教育政策和國家結構，以及特殊的族群組成的關連性。由於能將「國家結

構組成特性」與「族群組成」這些歷史變項引入有關霸權形塑的既有理論中，矯

正過往西方新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只偏重討論階級因素的弊端，並促使重視國家

及學校教育的複雜關係與相互重構。

蔡友月助研究員：目前研究重點與成果，主要是從國家、族群與基因研究的

發展角度，探討1990年代後基因論述與原住民健康議題的社會建構之間關係。並

進一步以Taiwan Biobank為例，探討臺灣生物科技與族群政治發展的選擇性親近關

係。

八十年內頁卷二(人文1)修改.indd   121 2008/6/20   4:04:24 PM



122

卷二   追求卓越   所 (處 )中心篇

(三) 家庭與青少年研究

傳統家庭社會學研究多以主幹家庭為研究對象，由靜態之夫或妻的一方，或青少年

單方面進行研究，疏忽夫妻配對、親子互動、學校、社區與家庭、生命歷程等橫向聯結

或縱貫的動態關係。本所成員在家庭與青少年研究方面，發揮互補研究取向，並兼重貫

時性探討。以下舉例說明研究成果。

章英華研究員：規劃執行本院跨所際之「華人家庭動態追蹤調查」計畫，在臺灣、

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區進行大樣本追蹤調查，建立兩岸華人家庭比較研究的重要參考

資料。研究成果包括：(1)對臺灣家庭動態資料的評估；(2)比較兩岸華人對子女的教育期

望，以及這樣的期望對子女教育成就的影響。同時參與、規劃本所「臺灣青少年生命歷

程與生活經驗長期調查計畫」，討論家庭、學校與補習的關聯，以及代間教養價值之傳

承。

伊慶春研究員：積極推動並參與國際社會學界中有關「家庭」的相關研究群組與跨

國合作，長期研究華人家庭婦女地位變遷，探討夫妻權力結構變化。近年研究透過「文

化同質」、「社會體制異質」的脈絡，發現華人社會之父權文化影響大致相似，但資源

交換原則因不同社會而有相異結果；並擔任「臺灣青少年生命歷程與生活經驗」大型長

期追蹤調查計畫主持人，探討家庭、學校、社區三方面背景因素如何形塑青少年的身心

發展及對教育職業的規劃。

呂玉瑕副研究員：結合族群、性別、年齡、兩性關係變遷等因素，探討經濟發展

下，婦女勞動參與增加且參與形式多元，對於家務分工、兩性關係的各種影響。主要研

究成果在解釋經濟環境以及社會規範的變遷，如何影響婦女的就業及個人資源，以及家

務分工的方式。另一發現為家庭在經濟生產與養育的再生產功能兩者互動過程中，塑造

了家庭企業婦女在家庭事業中的角色。而在青少年研究方面，發現社會化因素對子女性

別角色態度影響有性別差異。

吳齊殷副研究員：長期推動並執行「臺灣青少年研究」，推動貫時性資料，針對

國一到大四的生命歷程進行追蹤調查。發現處於青少年階段，由於視野逐漸開闊，首需

面對社會結構與轉化為成年人的規範衝擊。面對此一挑戰所需採取的回應與調適，即構

成青少年日後成年時的行為模式基調，並決定了個人往後社會生活的發展可能。而青少

年時期的社會關係網絡的發展與準備工作，在個人的生命歷程中，無疑具有關鍵性的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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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濟與社會研究

謝國雄研究員：透過外包網絡、勞動體制形成與「整體社會範疇」，解釋臺灣資本

主義的發展特色。一方面解釋勞動力市場交換、國家體制、職災及工會法，如何共同維

持並形塑「只要勞動的成果，其他的都不要」的「純勞動」「原型」。另一方面透過漢

人民族社會誌的研究方式，重新概念化「社會」，以在地範疇來勾繪茶鄉的整體社會圖

像與社會性原則，藉此重新分析血緣、地緣、宗教信仰與實踐、股份等已經被辨識出來

的運作法則，以及「做」與「存有」的關係，重新概念化「社會」。

張晉芬研究員：強調勞動力市場結構轉變與性別的交互作用，所產生的女性就業效

果與家務性別分工效果。例如，研究發現性別職業隔離既造成男女勞動結果的差異，職

業成就也受到個人和結構性因素的影響；而區辨臺灣勞動市場各面向（如薪資、升遷、

工作穩定性等）最主要且持續的因素是性別，而非如勞動市場隔離觀點所宣稱的是基於

產業的特性。另外，透過公營事業私有化的研究，發現原屬於公營事業勞動者的工作

權、團結權和罷工權，以及基層消費者的基本權益也都隨著產權移轉而被市場化。

鄭陸霖副研究員：透過運動鞋產業的研究，說明了國際鞋類供應／採購市場兩個

主要部門的不同網絡結構與彈性協調邏輯。透過自行車產業的研究，則指出臺灣自行車

早期比較符合發展國家及工業地域的模式，而近期自行車產業自創品牌的升級，反而走

向與國外關鍵零件廠的國際分工而達成的。研究成果對於既有的經濟社會學的產業研究

中「在地文化鑲嵌」的過度強調，闡明存在於特定產業跨國組織平面中更為優位的因果

機制，同時批判「社會學的謬誤」與「經濟學的謬誤」。同時，針對全球化下的發展理

論，提出有關「跨界產業場域」的理論。

陳志柔副研究員：透過農村財產權轉型以及城市社會階層化（閩南地區與蘇南地

區的比較），分析當代中國大陸制度轉型的特質、成因及影響。面對同一個中央集權政

府，同一套經濟法規，但不同地區各自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置身於迥然不同的地方

制度環境之中，並從而塑造了它們各自的財產權內涵及轉型過程，由此呈現當代中國發

展道路的多樣性，以及制約各種發展模式的地方社會基礎。

謝斐宇助研究員：比較臺灣與韓國自行車業的轉型與發展，指出後進國家在國際競

爭中不同的發展模式。例如，臺灣是國家主控內需市場而中小企業則自由對外拓展；韓

國則是由國家扶植大企業集團的發展模式。進而歸納出企業組織對創新知識的擴散與創

新概念採用的影響、中小企業對市場需求重大變化的回應、跨企業技術的創新能力等因

素，是造成臺灣和韓國自行車業發展成效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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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臺灣歷史、人口、都市與當代社會變遷

本所部分同仁特別強調臺灣社會形式、社會組織結構，在時間軸上的演變。研究主

題涵蓋清代臺灣、日治臺灣、至近代臺灣的社會變遷。

柯志明特聘研究員：推動臺灣歷史社會學的研究，透過貫時性的制度與路徑依賴分

析，建構臺灣長程社會變遷的歷史解釋架構。例如，在《番頭家》一書中發現清代利用

地權制度與族群政治的交互作用，統治臺灣，促成臺灣人文地理上明顯可見的三層式族

群分布（「高山族」在外、漢人在內、平埔族居間），進而檢討臺灣舊慣調查會日本學

者所採用的社會演化史觀，以及以往學者處理漢番歷史關係的「國家剝削論」及「理性

國家說」。又例如，研究在日治時期「米糖相剋」體制的形成，探討殖民主義下臺灣的

經濟發展與從屬問題，並從殖民時期臺灣社會階級結構的脈絡下，理解不同經濟部門的

關係，反駁了古典的殖民地農業資本主義轉型理論。

楊文山研究員：利用新近發展的數學模型，對於臺灣地區平均餘命的增加，死因

別、死亡率的改變與老人健康情形，進行因果關係研究。對85歲以上的「老老人」與未

來高齡人口壽命的推估，提出了估算的策略，作為瞭解未來臺灣地區壽命的限制與老人

的健康關係。同時，透過對日據時期戶籍資料中有關婚姻、嬰幼兒的健康存活、死亡率

的長期趨勢，完成了初步分析研究工作，可對於日據時代臺灣人口、族群、婚姻家庭

等，與荷蘭的歷史人口學家合作，利用荷蘭人口戶籍資料所完成的分析進行比較研究。

章英華研究員：長期研究臺灣都市發展特性。從社會經濟地位、地區生命循環、省

籍與商業取向等四個變遷的面向，來呈現臺灣都市空間結構的變化，並解釋臺灣與西方

都市差異，如何因為工業化階段不同而有歧異。進一步發現臺灣在全球化與新科技的連

結上，如何製造出新的空間階層化變遷與特質。

湯志傑助研究員：運用Luhmann豐富且層次抽象的理論詮釋架構，一個有多元視角

但又不乏統一性的關照方式，對臺灣社會進行歷史系統分化、演化、溝通等動態的研

究。這是長期工作，目前已經對政治與宗教領域做一初步概觀，並就公共領域特定議

題、1970年代後期的政治轉型與美麗島抗議事件，進行重新詮釋的努力。

(六) 臺灣新興議題（宗教、社會問題、社會運動、網路社會等）

長久以來，社會學被賦予認識當代社會發展的功能，又時有潛在的政策或政策批判

涵義。當代或者新興的社會議題，如宗教、社會運動、社會問題等，亦為本所同仁所關

切。以下三項議題為近年來研究重點。

八十年內頁卷二(人文1)修改.indd   124 2008/6/20   4:04:28 PM



125

社
會
學
研
究
所

新興宗教議題：例如瞿海源研究員長期推動臺灣新興宗教研究，發現新興

宗教的不同類型、社會基礎以及為何興盛的根本原因，並探討術數行為、政教關

係，成果逾數十萬字，集結為《宗教、術數與社會變遷》二鉅冊。

社會問題、社會運動與第三部門：例如瞿海源研究員長期投入臺灣社會問題

的相關討論，主編《臺灣社會問題》第二版、三版。而在社會運動方面，同仁針

對1980年代以來臺灣各項重大的民間社會動力，包括分析各類社會運動，如環保

抗爭、農民運動、勞工運動、都市無住屋者運動、公娼運動，以及各種社會運動

和中產階級、社會民主化的關係（例如蕭新煌研究員、吳乃德研究員、張茂桂研

究員等）。又如蕭新煌研究員對新興「非營利部門」所展現的社會力與文化力加

以觀察，並和香港比較，努力掌握臺灣最近二十多年的演變事實和發展軌跡。

網路與資訊社會：例如吳齊殷副研究員針對「網民」(netizen)這個資訊社會

之核心概念的實質內涵，進行實證研究，釐清網路資訊社會活動的歷史軌跡與實

踐後果。鄭陸霖副研究員針對社會條件的差異與網際網路多元技術特性互動，對

社會運動所產生的後果，並以社會運動網站間的超連結為資料基礎，運用網絡分

析，進行社運網內與網間動態的因果假設檢驗。

2005年社會所成立「十年回顧」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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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社會學研究法以及社會學的社會學

本所之基本任務為進行社會學研究，是以如何做出好的社會學研究，在

研究法上須試圖精進與突破。同時，對於社會學自身的發展進行反身觀看，

向為本所所有同仁共同關注的重要問題。以下以「社會學研究法」以及「社

會學的社會學」二項舉例說明：

1.  社會學研究法：例如(1)調查法與實證研究方法：運用建立資料庫方式，推

動貫時性研究法；推動社會研究法工作坊，其中也包括貫時性研究、統計

分析與質化研究；編輯調查研究方法專書。(2)提倡社會民族誌田野研究，

進行深入的社會觀察。(3)發展不同取徑的歷史研究等。

2.  社會學的社會學：將社會學當作一個社會學反身研究的課題，即為社會學

的社會學。社會學的社會學，不但具有建立社會學「史」的企圖性，同時

亦具備潛在的自我觀看與改造的可能。本所同仁先後曾進行「社會學課程

與臺灣社會」的回顧與前瞻研究、臺灣社會學門的規劃研究、對臺灣社會

學門專業期刊的兩次評鑑，並且合作研究臺灣社會學發展的歷史研究，發

掘臺灣社會學的多元起源。此外，對於社會學發展進行整體性的回顧研討

會，例如「十年回顧研討會」、「群學爭鳴研討會」，均有助於反省、規

劃臺灣社會學之中長程發展。 

陸．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本所之學術地位及角色可歸納為下列幾項重點。

一、推動臺灣社會學之發展

本所是臺灣唯一標舉要增強與社會學群體聯繫、並與其他研究教學單位

共同努力之社會學機構。這類推動計畫的合作對象包括大學教學機構、國家

科學委員會、臺灣社會學會三者。

大學研究教學機構：本所對於研究計畫、圖書設備、人力、訪問學生培

訓、以及其他資源，均訂定支持與開放辦法，甚至積極與國內大學合作推動

教學計畫，例如參與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班培育計畫，建立正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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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關係，另支援清華大學等社會學研究所的教學；同時參與本院與清華大學之

「中國研究學程」合作教學計畫，並促成本院圖書館對其開放使用。

國科會：本所同仁持續擔任國科會社會學門歷年之規劃、召集、審議職務，

並執行「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社會學、社會工作及傳播學期刊評比」、

「社會學研究法工作坊」等重要計畫，長期召集國內外學者研議社會變遷之重要

議題，並邀請國外講員從理論及實證雙方面，向國內社會科學界推廣社會學研究

方法之實際運用，促進國內社會研究方法提升。

臺灣社會學會：本所同仁歷年來均支持「臺灣社會學會」會務，包括擔任

理事長、監事、理事、秘書長等重要職務，並支援學會出版刊物《臺灣社會學

刊》、《臺灣社會學通訊》之行政印刷經費與編輯工作。

二、規劃領導國內社會學集體計畫

本所歷年來透過各項中研院主題計畫、國科會整合型計畫、大型社會調查

研究，邀請國內社會學者及相關學科學者，共同參與規劃多項實質社會學研究議

題。參與學者不但遍及國內社會學各主要教學研究機構，還跨及政治學、法律

學、心理學、經濟學、人類學、教育學、精神醫學、公共衛生、統計學、管理

學、地理學、歷史學等多重領域。本所同仁除擔任這些大型集體計畫的主持人

外，並規劃設立中研院調查研究工作室（現為調查研究專題中心）、擔任該機構

多任主管，協助院內外學者從事大型研究計畫。

三、拓展與國外研究教學機構之合作

本所同仁於規劃領導國內社會學集體計畫之餘，積極拓展與國外研究教學機

構之合作機會、舉辦大型國際研討會，並在若干國際性學術組織擔任重要職務。

歷年來之合作交流對象包括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社會學系、日本東北大學社會階

層與不平等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社會學

系等。

本所參與之國際大型合作計畫包括東亞社會調查（由本所主辦2006年年

會）、國際社會調查（由本所主辦2007年年會）。此外，舉辦國際社會學社個別

研究委員會年會等大型研討會，並規劃主辦國際社會學社之期中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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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同仁分別擔任東亞社會調查計畫秘書長、國際社會調查計畫常務

委員、國際社會學社家庭研究委員會副主席、亞洲歷史學者學會理事長等職

務。此外，並透過個別計畫與國際社會學者合編國際學術期刊、合編／著專

書等。

四、出版指標性之專業刊物

本所期刊《臺灣社會學研究》於2001年與《臺大社會學刊》合併改版為

《臺灣社會學》，打破機關刊物的窠臼，支持自主獨立的期刊編輯委員會，

提供臺灣社會學社群發表與討論的園地，並提升學術出版的客觀性與水準。

創刊之後即被國科會社科中心選入TSSCI資料庫社會學門刊物之正式名單，

隨後也被CSA (Cambridge Scientific Abstracts)/Sociological Abstracts 收入其社

會科學資料庫，2004年並獲得國科會優良學術期刊獎。2007年並與國際資料

庫EBSCO Publishing簽約，加入該資料庫之SocINDEX，讓臺灣以外的學者也

得以很便利地閱讀期刊上的文章。本所未來仍將持續支持這份刊物的出版。

本所另訂要點組成出版品委員會，負責專書、論文集、以及書目或參考

資料彙編等之徵稿、審查、出版、發行等事宜。專書與論文集，經一定的匿

名學術審查程序，由出版品委員會通過後始得出版，亦為臺灣社會學界之重

要參考資料。目前已出版專書六種（共八冊），亦有一本專書正在編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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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其他特色

在社會學研究中，研究方法既是一門學問，也是重要的工具。學術研究

成果是否能夠有效的表達，與研究方法有極大的關係。從本所同仁已發表的

著作來看，不只是質化及量化研究並重，而且在方法上也經常有所突破，對

於推動國內社會學界研究的精進有極大貢獻。例如，在社會網絡研究方面，

同仁利用個人每日接觸經驗及對象所蒐集的資料即相當複雜，未來的研究成

果勢必對於網絡研究方法有所突破。而利用婚宴參與者所建構之社會網絡關

係，也成為該研究領域中的創舉。此外，有同仁利用文學創作或是地契資

料，加入社會學觀點，建構出臺灣歷史發展中的重要面向，也為社會學實證

研究開闢更為深廣的視野。在制度信任研究方面，同仁也成功的集合多年期

的調查資料，突破單年樣本過少的缺陷。這些研究成果對於臺灣社會學界提

供了許多研究方法的啟發。

本所的另一個特色即是有些同仁的研究已跨出社會學領域，並對其他領

域的學術發展有所貢獻。例如關於臺灣文化民族主義或是清代地權制度的研

究，不只受到國內外社會學者的重視，也經常成為文化研究及歷史學者對話

的對象。對於臺灣民族主義的跨領域研究也獲得政治學及文化研究學者的重

視。此外，關於組織的研究，也獲得管理學者的肯定，並且出現多項學術合

作成果。研究資訊社會的同仁，則是與資訊科學的學者持續進行重要計畫。

和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本所同仁跨領域的學術研究及成果相當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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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7月1日文哲所成所典禮

中國文哲研究所 http://www.litphil.sinica.edu.tw/

壹．設立沿革

 本所之籌設，源自1988年第18次院士會議。會中丁邦新等16位院士連署

建議成立中國文哲研究所，經1989年2月24日第13屆評議會第4次會議決議通

過，報呈總統府核准，先行設立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推展設所事宜。

1989年8月，吳大猷院長聘請吳宏一先生為設所諮詢委員會召集人兼

籌備處主任。同年10月，設所諮詢委員會成立，並於隔年3月舉行第一次會

議，商訂發展方向，積極延攬人才。1990年6月，商借蔡元培館作為辦公處

所，8月，研究人員開始報到，正式展開研究工作。1991年7月，因蔡元培館

不敷使用，遂遷入動物所舊館，繼續發展所務。1992年7月，吳宏一先生因

病辭職，吳院長聘請丁邦新先生為設所諮詢委員會召集人，8月，聘戴璉璋

先生為籌備處主任，賡續籌備事宜。1993年3月，成立圖書館，由劉春銀女

士擔任主任。12月，研究大樓興建工程開工。1995年1月，因丁邦新先生請

辭，改聘杜維明先生為設所學術諮詢委員會召集人。7月大樓竣工，於11月

正式遷入。1997年7月，戴璉璋先生屆齡65歲，請辭主任一職，由研究員鍾

彩鈞先生代理。5年後經院務會議及評議會通過，於2002年7月1日正式成立

中國文哲研究所，所長一職由特聘研究員王靖獻先生擔任，至2004年12月卸

任。2005年1月起由王璦玲女士代理所長。2006年2月由鍾彩鈞先生擔任第二

任所長。

八十年內頁卷二(人文2)修改2.indd   130 2008/6/20   3:55:03 PM



131

中
國
文
哲
研
究
所

自籌備時期開始，本所即規劃五

個研究方向，並推動所內集體主題研究

計畫。各研究方向的重點如下：（一）

古典文學：著重於中國古典詩詞、小

說、戲曲、散文及文學理論等之研究。

（二）近現代文學：著重於清代中葉以

降白話文學、民間文學、中外文學之

關係及近現代文學相關問題之研究。

（三）經學文獻：著重於經學文獻、經

學史及經學與文學哲學關係之研究。

（四）中國哲學：著重於中國歷代重要

哲學思想，哲學與文學、政治、社會之

關係，宗教思想與歷史之研究。（五）

比較哲學：著重於中外哲學思想之比較

及近代哲學相關問題之研究。

本所現有28位編制內研究人員，並

設有明清文學、近現代文學、當代儒學、經學等四個研究室與宗教學術研究籌備室。本

所除鼓勵個別學者從事獨當一面的深度研究外，並尋求不同學門與領域之間自發的、有

機的整合，推動集體研究工作。目前已逐漸發展出若干具有特色，且居於領導地位的研

究項目，並積極與海內外學界聯繫，以促進學術交流，提昇國際漢學研究水準。

過去17年來，在全體研究人員的參與下，本所曾先後推動34項集體主題研究計畫，

並就計畫及其他重要議題召開國際研討會。同時，也進行詞學、戲曲、道藏、經學文獻

之蒐集整理與電子資料庫的建置工作。本所出版有《中國文哲研究集刊》和《中國文哲

研究通訊》2份定期刊物，其中《集刊》曾獲國科會優良期刊，並名列中文學門核心期刊

榜首。此外，並出版中國文哲專刊、中國文哲論集、孟子學研究叢刊、當代儒學研究叢

刊、經學研究叢刊、近代文哲學人論著叢刊、明清文學研究叢刊、珍本古籍叢刊、古籍

整理叢刊、圖書文獻專刊等叢書，至今累計已出版專書128種，共186冊。

貳．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本所現有研究人員28人，行政人員5人，技工2人，約聘僱助理人員19人，合計54

人，茲表列如下：

 1995年完工落成的文哲所研究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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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哲所歷年員額統計表

年度 研究人員 行政人員 技工（工友）  約聘僱人員 合  計
1990 4 1 1 6 12
1991 6 2 1 8 17
1992 10 3 2 10 25
1993 14 4 2 12 32
1994 17 5 2 14 38
1995 18 5 2 16 41
1996 20 5 2 17 44
1997 20 5 2 17 44
1998 21 5 2 18 46
1999 22 5 2 18 47
2000 23 5 2 18 48
2001 25 5 2 19 51
2002 26 5 2 19 52
2003 27 5 2 20 54
2004 27 5 2 20 54
2005 27 5 2 19 53
2006 27 5 2 19 53
2007 28 5 2 19 54

註：1. ■為建築費。
　　2. 2000年會計年度改為曆年制，預算金額由1999年7月統計至2000年12月。

年      份

文哲所歷年預算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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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當前學術潮流逐漸趨向學科整合，本所匯聚文學、哲學及經學的人才，有助於集思

廣益，截長補短，彼此相互激盪。由於研究人員接受過國內外完整的學術訓練，在研究

方法及理論上能與現代學術接軌，亦有能力對傳統學術進行現代詮釋。經過多年努力，

本所業已發展出優越的研究條件，逐漸向融匯中外、結合古今的理想邁進。今後本所面

對的挑戰是創造傑出的研究成果，因此，將在現有的基礎上，朝下列目標繼續努力。

茲將歷年來本所重要研究方向與重點，依文學、哲學與經學三大方向分述如下：

一、文學研究方向

文學方面主要的研究重點與發展方向有四：一、明清文學研究；二、近現代與臺灣

文學研究；三、文學與宗教研究；四、文學與美學研究。就個別人員的研究領域而言，

本方向涉及的文類涵蓋詩、詞、戲曲、小說；時代則包括六朝、唐宋、明清以及現當

代。同仁一方面著重文學史議題的再思與開拓，以彌補現有文學史中的闕漏及不足；一

方面為使研究能立足於堅實的基礎上並服務學界，亦積極從事文學文獻之蒐集整理與資

料庫的建立。此外，有鑑於當今跨學科研究方興未艾，文學理論研究蔚為風潮，亦積極

開展文學與文化研究，並進行文學理論之比較與探索。

文學方向的研究人員多數曾接受中西文學理論訓練，對於中國文學研究均抱持紮根

傳統與力圖創新之共識，故在各自的領域上致力於引介並開拓中國文學研究之新資料、

新題材、新議題、新方向與新方法。曾先後執行多項主題研究計畫，舉辦多次學術會

議，出版論文集多種，並成立「明清文學研究室」及「近現代文學研究室」、「宗教學

術研究室」，積極推展明清文學及近現代文學之相關研究工作。

(一) 明清文學研究室

明、清二代文學，上接宋元傳統，與近現代發展關係亦極為密切。文哲所從事古

典文學研究之同仁，以研究明清文學者，人數最多，已隱然成為本所研究方向的特色。

對明清文學作紮根性、系統性及理論性的研究，並進而與國際的明清研究接軌，一直是

本所明清文學研究同仁努力的方向，故有本研究室之成立。明清文學研究室前身為「明

清詞曲研究室」，成立於1997年，成立宗旨一在蒐集、整理明清詞學及戲曲方面之相關

資料，並製作資料庫，以作為深入研究之輔助；一在服務學界，將整理成果提供同道參

考，並促成相關領域之共同研究。人員配屬有約聘研究助理一名，負責詞集資料之整

理、戲曲論著資料的校對與輸入，及相關研討會之籌劃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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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學文獻之蒐集整理與資料庫的建立方面，具體成果有如下數種：

1. 詞學文獻方面

進行下列工作：一、詞學論著目錄之編纂，蒐集1901至1981年出版之論詞資料，編

成《詞學論著總目》四冊，為詞學研究提供莫大方便。二、清代詞籍之蒐集及整理，一

方面訪查臺港、大陸及美加各大圖書館傳世之清代詞籍，核對版本、編纂庋藏書目；一

方面就查得詞籍盡量複印或製作微卷，以累積詞學研究之資料、拓展詞學研究之領域。

三、詞學資料庫之建製，包括詞話及詞序之全文檢索資料庫，暨自行開發、能配合詞體

特色之「韻律檢索」資料庫兩種。

2. 戲曲文獻方面

進行中國古典戲曲論著資料輸入計畫，已輸入二百萬字，初校及編排工作已將近結

束，近期將展開專有名詞標記與檢索系統之設計工作，完成後將可大力推動中國戲曲理

論之整體研究。

本研究室曾經執行的主題計畫包括：「詞學主題研究計畫」、「明清戲曲主題研

究計畫」、「世變中的文學世界主題計畫」、「明清文學經典之建構、傳播與轉化──

明清文學研究計畫（一）」。目前正執行的本所重點計畫為「明清敘事理論與敘事文學

之開展──明清文學研究計畫（二）」。研究成果已編成《第一屆詞學國際研討會論文

集》、《詞學研討會論文集》、《明清戲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世變與維新：晚明

與晚清的文學藝術》、《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識與社會──文學篇》、《湯顯祖

與牡丹亭》、「錢謙益詩文研討會專輯」等專書或專輯出版，正在編輯的則有《王士禛

及其文學群體》與《經典轉化與明清敘事文學》。

(二) 近現代文學研究室

近現代文學研究室成立於2001年12月，旨在結合相關領域學者，以比較文學和比較

文化的方法，研究明末以來的中國文學和臺灣文學。成立目的有三：推動近現代文學研

究群與本院及院外同行之合作交流；推動跨學科研究及比較文學研究；蒐集整理與近現

代文學相關之文獻資料，提供國內外研究者參考使用。目前執行中的計畫有：（1）本

院先導計畫「文本翻譯與文化脈絡：晚明以降的中國、日本與西方」研究計畫；（2）

本所重點計畫「記憶、歷史與敘事：現當代兩岸四地文學及影像文化研究」；（3）編

輯出版《許壽裳書簡集》、《許壽裳文稿彙編》。在臺灣文學在文學文獻之蒐集整理方

面，已完成《楊逵全集》之整理及編輯，除原稿為中文部分仍以中文排版外，原稿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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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者則以中日文對照方式出版。在資料蒐集方面，編成《林海音研究資料彙編》九卷、

《林海音生平資料彙編》、《林海音作品評論彙編》。張我軍研究方面則出版了《漂泊

與鄉土－－   張我軍逝世四十週年紀念論文集》。目前研究室內存放之資料包括楊逵手稿

光碟、楊逵手稿影本、劉吶鷗日記手稿影本、許壽裳書簡手稿、許壽裳文稿手稿、劉吶

鷗主編刊物《無軌列車》及《現代電影》、《漂泊與鄉土：張我軍逝世四十週年紀念

論文集》、《林海音研究資料彙編》、《林海音生平資料彙編》、《林海音作品評論彙

編》、《楊逵全集》等。

(三) 宗教學術研究室

宗教學術研究室成立於2007年5月。本研究室之成立，旨在整合本所相關人力資源，

展開更深入的研究，並進行相關領域之學術交流。本研究室之前身，已進行「道藏數位

化」、「文學與宗教」討論會及「文學與宗教」之國際會議，今後將在此基礎上，以更

具整合的方式深化研究課題。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宗教文獻整理、比較宗教研究、文學

與宗教、宗教哲學等方面。目前執行中的重點計畫有：（1 )「《道藏》全文數位化」、

（2）「中國文人生活中的道與藝：自我技術之探討」（3）「沈淪、懺悔與救度：中國

文化中的懺悔書寫」；並已出版專書《聖傳與詩禪：中國文學與宗教論集》。

二、哲學研究方向

哲學方向之同仁透過「當代儒學研究室」，推動多項研究計畫。研究工作主要涵

蓋以下五個層面：一、中國哲學文獻之蒐集與編輯；二、中國哲學文本之研究與詮釋；

三、中國哲學研究之理論與方法；四、哲學思想與歷史文化之關係；五、比較哲學之問

題與方法論。

當代儒學研究室

當代儒學研究室成立於1997年，其宗旨在於推動當代儒學研究計畫，蒐集有關當代

儒學研究之相關資料，並為國內外學者提供資訊服務。人員配屬有約聘研究助理一名，

負責相關研討會之籌畫與執行、《當代儒學叢刊》之編輯，以及相關研究資料之蒐集。

本研究室蒐藏之資料包括牟宗三、徐復觀、黃振華之手稿、筆記及相關剪報資料、《再

生》雜誌影本(自創刊號至第三卷)、《孔教報》影本、有關當代儒學研究之大陸期刊論文

及其他研究資料。本研究室近年之工作成果如下：1. 推動「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畫」第

二、三期工作，具體研究成果均經編輯出版，收入本所《當代儒學研究叢刊》。2. 執行

「理解、詮釋與儒家傳統」重點計畫，具體成果包括五冊論文集，目前正在編輯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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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重點計畫。4. 編輯相關研究資料，已

出版《徐復觀雜文補編》六冊、《徐復觀家書集》一冊。

三、經學研究方向

本研究方向秉持之理想有四：一、整理及研究經學文獻；二、利用新

的詮釋方法，對經典及歷代經學的演變重新加以詮釋；三、規劃各種研究議

題，結合國內外經學研究人力共同進行研究，期使本所成為全世界研究經學

的重鎮；四、翻譯並介紹海外研究經學的成果，冀能拓展國內學者的研究視

野。

經學研究室

1997年本所成立「清代經學研究室」，統籌經學文獻資料的整理，著重

經學研究目錄的編輯及經學典籍的標點校勘，亦從事經學和經學史研究之進

行、學術會議的召開以及研究計畫的規畫。2006年改名為「經學研究室」。

經學研究室現有約聘研究助理一人。成立的目的有二：一是協助研究經學的

同仁推動各種研究計畫和相關業務；一是收集典藏經學相關論著，提供國內

外經學研究者參考之用。現階段以收集清代經學論著為主。

本研究室蒐藏之資料包括經學常用工具書、經學學位論文、執行乾嘉經

學計畫與揚州學派計畫所得之資料等，計有數百冊。另蒐集國內外學者研究

歷代經學家之論文近千篇。

本研究室成立的九年間，計完成下列數項工作：1. 已召開清代、明代、

元代、宋代、隋唐五代等各代經學史的研討會。清代、明代、元代的研究論

文集已出版。2. 執行經學研究計畫，已完成的有「清乾嘉揚州學派研究計

畫」、「清乾嘉經學研究計畫」、「晚清經學研究計畫」，出版論文集有

《乾嘉學者的治經方法》、《乾嘉學者的義理學》、《清代揚州學術研究》

等。3. 整理點校清代經學家之著作，已出版《點校補正經義考》、《姚際

恆著作集》、《汪中集》、《劉壽曾集》、《汪喜孫著作集》、《禮經釋

例》、《翼教叢編》、《陳奐著作集》、《胡培翬集》等。4. 蒐集彙印經學

家相關論文，供學界參考，如《朱彝尊經義考研究論集》、《陳奐研究論

集》、《姚際恆研究論集》、《清代經學研究論集》、《啖助新春秋學派研

究論集》、《通志堂經解研究論集》等，對倡導經學研究，有相當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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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本所是一純人文的研究所，與自然社會科學等所性質迥異，並不適用以SCI、SSCI

或TSSCI等資料庫或影響指數進行評估。歐美及日本等地亦無與本所性質可類比的研究機

構。因此，以下謹以臺灣大學中文系與北京大學哲學系近三年正式出版之學術成果的統

計，作為本所研究成果評估的參照。另以本所近四年（2003-2006年）獲得國科會專題研

究計畫補助的情況，與臺灣大學中文系進行比較。必須說明的是：由於臺灣大學中文系

與北京大學哲學系之著作資料係從網頁取得，可能無法反映全部的事實。

一、本所

本所現有研究人員28人，茲將其近四年成果表列如下：

文哲所研究人員著作成果統計表（2003-2006）

姓名 專著 已出版論文 編輯點校 譯著 其他

鍾彩鈞 7 1 2
王璦玲 1 17 2
楊晉龍 13
林玫儀 17
李豐楙 13 1
林慶彰 5 9 1 4
李明輝 2 12
彭小妍 1 11 1
華　瑋 1 11 3 1
吳汝鈞 2 21
蔣秋華 5 1
楊貞德 2 1 2
胡曉真 1 14
衣若芬 1 14
林月惠 1 8
劉苑如 5 1 1 4
李奭學 1 10
周大興 1 3 1
陳瑋芬 1 11 2 16 2
楊小濱 3
嚴志雄 10
張季琳 6 1
廖肇亨 11 1
蔡長林 3
何乏筆 12 1 3
林維杰 7
黃冠閔 10 2
陳相因 1
江日新

2007年8月離職
5 1

合　計 16 265 20 23 20
平　均 0.593 9.137 0.741 0.852 0.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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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近四年已發表之研究成果，經上表統計可知，專書有16本，論文265篇，編輯點

校20本，譯著23本，其他類論文20篇，其中專書著作量平均每人0.593本，論文平均數為

9.137篇。

二、臺灣大學中文系

臺灣大學中文系全系師資53人，扣除研究領域與本所無關者，共有教師44人。該系

2003-2006年研究成果統計如下：專書有17本，論文76篇，其他類論文94篇，其中專書著

作量平均每人0.386本，論文平均數為1.727篇。

三、北京大學哲學系

北京大學哲學系有教師63人，分屬九個教研室。和本所研究領域直接相關的有中國

哲學教研室8人、佛教與道教教研室5人，而倫理學教研室、美學教研室也有7位先生的

研究與本所相關，共計20人，其近四年所發表之成果經統計如下：專書有33本，合著有

8本，論文總數239篇，譯著4本，譯文9篇，其他類論文76篇。其中專書著作量平均每人

1.65本，論文平均數為11.95。整體言之高於本所，但有兩項較大的差異，一是該系有少

數極突出的個人，其作品幾佔全系論文發表總數之半，而本所的表現較平均。二是該系

文哲所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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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論文形式較自由，有萬字以上，亦有僅二三千字者，本所的論文則在長度、結構、二

手資料引用、註腳與書目上，有較嚴格的規範。

四、獲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比例之比較

本所個人或集體執行之多項研究計畫，就研究主題而言，在國內外學界皆頗具開創

意義，因此歷年獲得國內外補助之比例頗高。如以國科會補助之件數為基準，與國內最

具指標意義之臺灣大學中文系比較，本所現有研究人員28位，近四年（2003-2006）共計

獲得補助86件，平均每年獲得補助之比例為76.78％。臺大中文系專任教師44位，近四年

共計獲得補助128件，獲得補助之比例為72.73％。

五、結論

由以上之著作統計，與獲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比例之比較，可以看出本所之

整體研究表現以及研究人員推動研究計畫之積極性，均在國內學界居於領先地位。

伍．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一、文學研究方向

文學方向之同仁曾先後執行主題研究計畫多種，其重要研究成果如下：

(一) 「詞學主題研究計畫」

旨在結合海內外相關學者進行清代存世詞集目錄之訪查，編輯庋藏書目；並進行詞

學專題之研究，具體成果計有《花間詞論集》、《清詞名家論集》、《鄭文焯手批夢窗

詞》、《清詞別集知見目錄彙編──見存書目》及《詞學研討會論文集》等書。

(二) 「現代文學主題研究計畫」

舉辦「中國現代文學國際研討會──寫實之外」，發表論文涵蓋晚清、五四和日治

時期臺灣新文學的研究，會議宗旨一在正視現代文學研究上寫實批評的傳統，一在另闢

蹊徑，開創研究的格局。計畫成果彙集為論文集《民族國家論述──從晚清、五四到日

據時代臺灣新文學》。

(三) 「明清戲曲主題研究計畫」

彙集臺灣與海外從事戲曲研究之重要學者，針對曲學與中西戲劇理論、明清戲劇現

象專題、明清劇作家及作品、婦女與明清劇壇、明清戲曲表演藝術等五大中心議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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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當代明清戲曲研究課題、研究方法之現況與未來發展之方向，以開拓二十一世紀戲曲

研究的新視界。計畫成果包括《明清戲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及「明清戲曲崑劇折子戲

專場」之演出錄影帶。

(四) 「臺灣現代文學主題研究計畫」

研究範圍遍及詩、小說、戲劇及文學理論，時空從日治臺灣跨及臺灣當代的兩岸關

係，展現出臺灣文學發展過程的豐富面相。研究成果彙集為《認同、情欲與語言》論文

集。

(五) 「世變中的文學世界主題研究計畫」

由對古典文學的現代關懷出發，集中處理朝代更迭時期的文人心境、文學創作、文

學詮釋、文化生產與文化傳播等問題。自中國歷史上的變局中選擇四個上承盛世、下開

新局的轉折時期，即魏晉南北朝、唐宋之際、晚明及晚清，既探討世變中發生的文化現

象，亦試圖在時代的並列中求異尋同。計畫成果彙集為《世變與創化──漢唐、唐宋轉

換期之文藝現象》與《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二書。

(六) 「空間與慾望──中國文學中的時空建構主題研究計畫」

旨在整合跨學科的空間研究，探討中國文化書寫

如何架構有別於物質性的地理空間，擘畫出理想的政治

藍圖、理念世界、心靈花園和宗教輿圖；如何處理人與

環境的關係，探討空間再現與空間實踐的辯證關係；以

及透過特定區域觀念，比較各自不同論述背後所指涉的

價值體系，以追蹤此一變遷的軌跡，尋求其中的美學

意涵，並試圖挖掘這些研究背後所存在的某種文化結構

或共通的文化心理。成果彙集為「空間、地域與文化專

輯」（《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0卷第3-4期）；及《空

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專書

二冊。

(七) 「文藝理論與通俗文化──四 ∼六 年代主題研究計畫」

四○至六○年代是五四文學轉換到當代文學的過渡時期，故以臺北、延安、重慶、

上海、香港為核心城巿，研究此一過渡時期臺灣文學、工農兵文學、淪陷區文學及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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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文學之獨特色彩，及其與文藝政策之間的互動關係。研究成果彙集為《文藝理論與通俗

文化》二冊。

(八) 「明清文學經典之建構、傳播與轉化重點研究計畫」

旨在探討明清時期「文學經典的建構、傳播與轉化」現象，並予以適當的定位與評

價。明清文學經典之建構與傳播過程中，除了歷經擬作、續寫、翻寫、評點等轉化，由於

明清時代變遷所造成之社會變動因素之加入，使得「經典」之構成，實際上亦在其「建

構」的同時，預伏了「轉化」之契機；亦使得經典與「次經典」、「非經典」文本間，所

存在「經典性」之擴散、衍化與重構，形成了更為迅捷的機制。計畫成果彙集為「錢謙益

的詩文研究」專輯，並編成〈錢謙益文學研究要目〉（《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4卷第2

期），以及《王士禛及其文學群體》、《湯顯祖與牡丹亭》、《經典轉化與明清敘事文

學》等專書。

(九) 「傳記、書寫與宗教——   中國文學與宗教主題研究計畫」

以文學與宗教之關係為探討焦點。在不同宗教傳統的歷史文化脈絡下，傳記文類原本

即會發展出不同的敘述結構，而聖傳作為宗教人物的傳記體，更得表現其異於一般歷史人

物的宗教人格特質。正史列傳所使用的敘述體例，決定了史家務求史傳人物的「典範性」

的敘述性格；而聖傳傳主卻在敘事者的刻意敘述下，展現其異常性、超常性，值得深入探

索。計畫成果彙集為《聖傳與詩禪：中國文學與宗教論集》專書出版。目前以「沈淪、懺

悔與救度：中國文學中的懺悔書寫」為年度主題，就中國文學文化傳統與宗教意識的關涉

進行深入的探討與分析。

(十) 中研院主題研究計畫「正典的生成：臺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

旨在探討臺灣文學自新文學運動以來近百年間與中國文學、日本文學、歐美文學等

之互動，回歸文學現象發生之歷史脈絡，重新思考臺灣文學史之面貌。研究成果將彙集為

《正典的生成──臺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專書出版。

(十一) 「文人自我形象之建立與轉化：六朝唐宋及晚明以降重點研究計畫」

以六朝唐宋及晚明以降兩時段之「文人自我形象」的建立及轉化為探討範圍。「六朝

唐宋」和「晚明到現當代」兩個階段，無論文化、審美、思想層面均呈現大規模轉型，本

計畫探討此二時期文人如何建立自我形象，如何以自我期許、修養工夫和生活方式作為自

我的表述和展演。計畫成果將彙集為《文人自我形象之建立與轉化》主題專書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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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明清敘事理論與敘事文學之開展重點研究計畫」

致力於明清敘事文本的詮釋解析，以及敘事理論的相應特徵與理論模式之探討，

同時亦以「敘事」為書寫概念，試圖探討敘事文類與其他文類之互滲問題；亦即探索明

清文學傳統中「敘事」概念之衍化與挪移現象，同時關注敘事文學之歷史語境與文化意

涵，以探討明清文學敘事傳統中之文化書寫/書寫文化。計畫成果選編為「新知與舊學

──明清敘事理論與敘事文學」專輯（《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7卷3期）與專書出版。

(十三) 「中國文人生活之道與藝（一）：自我技術之探討重點研究計畫」

從「自我技術」這樣兼涵實踐與創造的問題意識為起點，探討文人生活的「道」與

「藝」這一傳統而基礎的文化議題，分別從自然、宗教禮儀、文學和藝術等四個「生活

世界」的面向，探究中國文人如何自我審查、自我管理和自我成長，從而體道、行道。

本計畫成果選編為「游的多重面向：中國文人生活中的道與藝」專輯（《中國文哲研究

通訊》第16卷4期、第17卷1期）與專書出版。

(十四)  中研院先導研究計畫「文本翻譯與文化脈絡：晚明以降的中國、日本與西
方」

以剖析翻譯文本和歐亞知識、物質文化流通的歷史脈絡為主軸，從中凝聚翻譯理

論，與歐美中心的翻譯理論從事對話。本計畫已舉辦了「現代主義與翻譯」學術研討會，

會中討論翻譯與中國、日本現代主義的發展，以及「翻譯：東亞與西方」國際青年學術研

討會；並將再進一步探討十七世紀至廿世紀東亞漢語漢文學的翻譯、傳播與激撞。

(十五) 「記憶、歷史與敘事：現當代兩岸四地文學及影像文化研究重點研究計畫」

旨在探討文化記憶的論述如何介入並篡改過去被視為禁忌或真相難明的歷史事件，

並思索現當代華人社群集體記憶的建構和再現，面對近百年來殖民主義、國際企業、全

球化、後殖民論述、女性主義、通俗文化等的潮流衝擊，如何因應轉化。計畫成果將結

集為《歷史創傷與文化記憶》專書出版。

文學研究方向未來將在上述成果的基礎上，繼續推動中國古典與現代文學之研究，

包括明清文學與文化、文學與宗教、臺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等。我們將致力於文本與

理論的整合，發展新的觀點與論域，並加強國內外學術交流，建立在國際漢學界的地位。

二、哲學研究方向

哲學研究方向之重要研究成果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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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孟子學方面

推動「孟子學主題研究計畫」，本計畫分別由哲學、經學與思想史三方面探討孟

子思想中的各種問題，以期抉發孟子思想的現代意義，並對中國傳統文化之延續與價值

之重建有所貢獻。具體研究成果編輯成「孟子學研究叢刊」，包括《孟子思想的哲學探

討》與《孟子思想的歷史發展》、《康德倫理學與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儒家身體

觀》、《孟學思想史論卷二》。

(二) 魏晉玄學方面

深入分析玄學家的著作，釐清玄學義理的規模，探討玄學智慧在文化歷史活動中的

深刻作用，以及道家與道教、玄學與重玄學的傳承演變關係等課題。此外，並重新檢討

玄學中老子學與莊子學的發展脈絡，以補玄學後期思想認識的不足。具體成果為《玄智

玄理與文化發展》、《自然、名教、因果──東晉玄學論集》。

(三) 宋明理學方面

從原典出發，在文獻文本的理解研究上重新建構理學概念的系統，並以主題式的研

究深化宋明理學的重要論題。擴大研究範圍，將觸角伸入次要思想家，探討宋明學術思

想與文化政治互動的關係，以及宋明理學相關的學術文化、經學思想、宗教內涵、書院

教育活動等研究項目。此外，並以比較哲學的觀點發掘理學的普遍與現代意義，例如在

西洋哲學、日韓哲學的參照下，闡發理學的形上學與實踐論的特色。重要成果包括召開

「國際朱子學會議」、「朱子學與東亞文明國際會議」，及進行「劉蕺山學術思想」、

「明代學術思想研究」、「轉型中的明清學術思想」研究計畫等。

「劉蕺山學術思想」計畫，旨在整合海峽兩岸的學者，對劉蕺山（宗周）思想的各

個面向進行有系統而深入的探討，以期為其思想定性與定位。計畫成果編成論文集《劉

蕺山學術思想論集》。此外，本所與浙江社會科學院合作編輯《劉宗周全集》六冊，並

由本所出版。這是目前最完整的全集本。

「明代學術思想研究」為國科會整合型計畫，鑑於近年來明代學術思想的研究資料

大量增加，臺灣地區明代研究人才日益增加，研究角度與方法日趨多元的時機，因此邀

請國內此一領域專家共同研究。分為明代朱學、王學的分化、王學的修正、三教關係等

主題進行研究。研究成果發表於各重要學報。

「轉型中的明清學術思想」亦為國科會整合型計畫，係前一計畫的延續與發展，

並增加邀請研究清代學術的學者參與。「明清學術轉型」是目前學術思想界的一個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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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針對的是明清之間學術思想的鉅大變化，如從理本論到氣本論、三教合一、儒學世

俗化、明清考據學的興起、漢學復興與回歸原典、以禮代理，等等。這是中國近代早期

思想複雜多樣的表現，並含蘊了晚清民初以後中國近代學術思想的轉變力量之可能。

(四) 儒、釋、道三教關係與民間信仰方面

曾進行之計畫如下：「宗教與二十一世紀的臺灣」計畫，探討台灣的宗教面對

二十一世紀時的議題，如世紀的交替、社群的認同、性別意識、環保生態等。其研究結

果可以論證：既存的宗教，不管是制度性的，抑或擴散性的，都能回應當前的社會，這

不只是功能性的，而是其義理與實踐本身能相互配合，而顯現其調適與因應的價值。不

僅知識精英，一般信仰的民眾也能從中體認在世紀的更替中，宗教信仰具有「變中有其

不變」的意義。研究成果集結為《儀式、廟會與社區》、《性別、神格與臺灣宗教論

述》論文集。

「道教道壇的傳承與聚落的信仰習俗」計畫，主要是針對儀式專家的道壇道士，

選擇中部（海線、山線及福佬客區）特具傳承的道壇進行調查，建立其傳承譜系、行業

圈，論證火居道與地方社會的關係。在信仰習俗實地調查中，以屏東東港東隆宮的慶成

醮與迎王祭典為例，解說道士如何以儀式專家的身分，在地方的信仰習俗中遂行其齋醮

任務。又以臺北縣蘆洲湧蓮寺的慶成醮為例，顯示北部型的地方性醮典。經由北、中、

南三個區域，可以論證道教的正一道士，在實踐其科儀（儀式）時乃是由義理（宇宙

觀、鬼神觀）所支持。這一保存良好的儀式傳統，印證臺灣在華人世界中的意義，其宗

教現象並可進行比較研究。

此外又進行「儒、釋、道三教關係」主題計畫，該計畫以儒、釋、道三教之相互對

話為主題，探討中國歷史上三個主要思想流派間互相抨擊、溝通與自我定義之過程及其

理論內涵，以期拓展中國哲學思想研究之視野，並對現代文明衝突之問題提供借鑒。本

計畫的研究論文分別刊登於國內主要學術期刊。

(五) 比較哲學與中國當代思潮方面

自1993年起推動「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畫」、「理解、詮釋與儒家傳統」及「跨文

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等主題計畫。其中「當代儒學主題計畫」進行了三期，其主

題分別為：「當代儒家對時代問題的回應」、「儒家思想在近代東亞的發展及其現代意

義」及「當代儒學與西方文化之互動與比較」，分別從哲學、歷史、宗教三個層面，以

比較文化的視域來省察儒家傳統在現代的發展。具體研究成果包括《當代儒學之自我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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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論文集與專書十餘種。

至於「理解、詮釋與儒家傳統」計畫，則包含三項重點：首先探討西方現代詮釋學

的發展及其問題；其次就儒學詮釋的個案進行方法論的探討與反省；最後，在以上的兩

項基礎上，對未來的儒學詮釋加以展望與評估。具體成果包括五冊論文集。

「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主題研究計畫，旨在對東西主要宗教傳統進行比

較研究。研究方法將強調跨文化的面向，以哲學（如詮釋學與現象學的進路）與思想史

的探討為主，輔以社會學及人類學的探討。各年的研究重點分別如下：第一年探討「宗

教」（religion）概念的涵義及其演變，以及比較宗教之方法論問題；第二年進行儒、

道、佛教傳統之對話；第三年進行京都哲學與當代新儒學的對話。

(六) 在哲學文獻資料整理方面

具體成果有如下數種：一、《歷代易學雜著資料庫》的研發，廣泛蒐集歷代各種

《易》書序跋及文集、劄記中之易說等，加以標點注釋，目前已在1500種著作中收得易

學雜著約800萬字，除彙編成冊外，並將上網以供查閱。二、《道藏》電子文獻資料庫

的建立，預計先將幾部大型類書、六朝道經及部份仙傳上網提供檢索，如此將有助於國

內外學界道教思想、民間信仰與文化之研究；同時亦朝向標點本《道藏》的出版邁進。

三、理學研究資料之蒐集與編輯，《劉宗周全集》之點校、編輯與出版。此書為目前最

完備之版本，頗有助於劉宗周研究領域的開拓及其思想研究的深入與普及。湛若水《泉

翁大全集》、《甘泉先生續編大全》的點校。此二書係國家圖書館所藏孤本，本所進行

點校與建立電子檔，放置於本院漢籍電子文獻中，有助於明代理學及政治、社會、教

育研究的深入。四、當代儒學研究資料之蒐集與編輯，蒐羅整理當代儒者的著作、遺

稿、佚文等，並蒐集相關的研究資料，成果包括《牟宗三先生全集》、《徐復觀雜文補

編》、《徐復觀家書集》等。

哲學研究方向未來除繼續進行宋明理學及儒釋道三教關係之研究外，有鑑於在多元

主義流行的今日，探討儒家傳統與西方文化之關係，需有新的視野，故本所的當代儒學

研究，將從世界的視域來省察並重建儒家傳統，以期為儒家傳統在二十一世紀的發展提

出前瞻性的展望，並尋求中西哲學的會通。

三、經學研究方向

以「經學研究室」為核心，經學研究方向之重要研究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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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經學研究目錄的編輯方面

已出版《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又與漢學中心合作，出版《經學研究論著

目錄（1912-1987）》、《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88-1992）》、《經學研究論著目錄

（1993-1997）》三書。在域外經學研究介紹方面，編纂《日本研究經學論著目錄（1900-

1981）》及《日本儒學研究書目》二書。另邀請韓國學者將《韓國經學資料彙編》中的

書前提要譯為中文，將編輯成書，供海內外學者參考。

(二) 經學典籍的標點整理方面

已完成《姚際恆著作集》六冊及《點校補正經義考》八冊，並已參與本院漢籍電子

文獻資料庫之製作，完成後即可開放學界使用。另外在執行「清乾嘉經學研究計畫」及

「清乾嘉揚州學派研究計畫」時，點校《汪中集》、《汪喜孫著作集》、《詁經精舍文

集》、《段玉裁集》、《陳奐著作集》、《劉文淇集》、《劉毓崧集》、《劉壽曾集》

等書，目前已出版數種。

(三) 經學家研究資料方面

已出版《楊慎研究資料彙編》、《姚際恆研究論集》、《朱彝尊經義考研究論集》、

《陳奐研究論集》、《啖助新春秋學派研究論集》及《通志堂經解研究論集》等書。

(四) 歷代經學史的研究方面

自1992年起，已召開清代、明代、元代、宋代，隋唐五代經學國際研討會，分別出

版會議論文集。

除了按照時代召開會議，以期深入探討歷代經學史之外，為更有系統地研究乾嘉學

術，又自1998年起，陸續進行幾項主題研究計畫，茲分述如下：

1.「乾嘉學派經學主題研究計畫」

該計畫執行兩年半，包含六個分支計畫：揚州學派的《易》學、揚州學派的《尚

書》學、揚州學派的《詩經》學、揚州學派的《三禮》學、揚州學派的《春秋》學、

揚州學派的訓詁與義理學。計畫成果已集結成《清代揚州學術研究》與《清代揚州學

術》。另外，有關經學家相關著作之點校，已出版者有《汪中集》、《汪喜孫著作

集》、《劉壽曾集》、《劉文淇集》，待出版的有《劉毓崧集》、《詁經精舍文集》

等。又翻譯日本學者有關揚州學派的論文，已完成合輯「揚州研究專輯」，刊於《中國

文哲研究通訊》十卷一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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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乾嘉揚州學派主題研究計畫」

該計畫分三年執行，第一年探討乾嘉學者的經學方法；第二年探討乾嘉學者的義

理學；第三年，探討乾嘉學者的治經貢獻。本計畫成果已出版者有《乾嘉學者的治經方

法》、《乾嘉學者的義理學》，印刷中的是《乾嘉學者的治經貢獻》；排印中的有《陳

奐全集》、《段玉裁集》等，另有國外乾嘉研究論文之翻譯系列，預計出版《日本學者

論乾嘉學術》。

3.「晚清經學重點研究計畫」

該計畫分五年執行，第一年研究江蘇常州地區的經學；第二年研究湖湘地區的經

學；第三年研究廣東地區的經學；第四年研究浙江地區的經學；第五年研究四川地區的

經學。本計畫成包括《晚清經學研究叢書》、及《胡培翬集》、《翼教叢編》、《蘇輿

詩文集》、《劉逢祿集》、《莊綬甲著作集》等；另有國外晚清學術研究之譯作，以特

輯的形式「日本學者論湖湘學術」刊於《國際漢學論叢》第三輯。

4. 中研院先導研究計畫「經典與文化的形成」

中央研究院為振興中國古代史研究，自2003年7月起由歷史語言所執行「古代國家及

其周邊」，文哲所執行「經典與文化形成」的先期規畫計畫。本計畫成果已輯為《經典

的形成、流傳與詮釋》（第一冊）一書。

5. 中研院主題研究計畫「儒家經典的形成」

「儒家經典與文化形成」先期規畫計畫結束後，本計畫正式獲院方核准為院內整合

型主題計畫，有十個分支計畫：（1）經書與聖人集團（2）《周易》經傳與哲理的形成

（3）先秦兩漢《詩經》的傳播與擴散研究（4）儒家經典「以禮為治」思想之形成與流

傳──以二戴《禮記》、《郭店簡》與《上博簡》為討論中心（5）出土文物與儒家經

典研究（6）從出土文獻重探漢代今古文經學（7）先秦的常用詞與經典詮釋（8）博士

家法與章句之學（9）鄭玄的經典詮釋（10）儒家經典與讖緯，預計每年發表研究論文

十至十五篇。此外，擬翻譯西方學者詮釋儒家經典專著十種，以收攻錯之效，已翻譯完

成的有韓德森（John B. Henderson）的Scripture, Canon, and Commentary: A Comparison of 

Confucian and Western Exegesis（《聖典、正典與經解——儒學經注與西方注釋學的比較

研究》），另九種翻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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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哲所歷年所執行之集體主題研究計畫一覽表

執行時間 計畫名稱  主持人

1992/1-1993/12 現代文學主題研究計畫 李豐楙、彭小妍

1993/5-1995/4 孟子學主題研究計畫 李明輝、鍾彩鈞

1993/7-1995/6 詞學主題研究計畫　　 林玫儀　

1993/7-1995/6 臺灣現代文學主題研究計畫　　 李豐楙、彭小妍

1993/8-1996/7 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畫(第一期) 劉述先、戴璉璋

1994/8-1997/7 劉蕺山學術思想主題研究計畫 鍾彩鈞、李明輝

1995/7-1996/7 宗教與二十一世紀的臺灣 李豐楙、朱榮貴

1995/7-1997/6 明清戲曲主題研究計畫 華　瑋、王璦玲

1996/1-1998/8 文藝理論與通俗文化：四０～六０年代 彭小妍、李奭學

1996/8-1999/7 道教道壇的傳承與聚落的信仰習俗 李豐楙

1996/8-1999/7 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畫﹙第二期﹚ 劉述先、李明輝

1998/8-2000/7 世變中的文學世界主題計畫
胡曉真、衣若芬、

劉苑如

1998/7-1999/6 清乾嘉揚州學派研究主題計畫 林慶彰、蔣秋華

1998/7-2001/6 清乾嘉學派經學之研究計畫 林慶彰、蔣秋華

1999/7-2002/6 儒釋道三教關係研究 鍾彩鈞、周大興

1999/8-2002/12 「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畫」第三期 李明輝、劉述先

2002/1-2004/12 正典的生成：臺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 彭小妍、李奭學

2002/1-2005/12 晚清經學之研究 林慶彰、蔣秋華

2002/1-2004/12 空間與慾望──中國文學中的時空建構 李豐楙、劉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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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2004/12
傳記、書寫與宗教——中國文學與宗教研究系列

之一
李豐楙、廖肇亨

2002/8-2005/7 明代學術思想研究 鍾彩鈞

2003/1-2004/12
明清文學經典之建構、傳播與轉化——明清文學

研究計畫（一）

林玫儀、華瑋、

嚴志雄

2003/1-2004/12 中國文學與宗教 李豐楙、廖肇亨

2003/2-2006/1 理解、詮釋與儒家傳統 李明輝、劉述先

2004/1-2005/12
文人自我形象的建立與轉化：六朝唐宋及晚明以

降
彭小妍、王璦玲

2005/1-2005/12 晚清經學之研究（四）──浙江地區的經學研究 林慶彰、蔣秋華

2005/8-2008/7 轉型中的明清學術思想研究 鍾彩鈞

2006/1-2006/12 晚清經學之研究（五）──四川地區的經學研究 林慶彰、蔣秋華

2006/1-2008/12 明清敘事理論與敘事文學之開展 王璦玲、胡曉真

2006/1-2008/12 中國文人生活之道與藝（一）：自我技術之探討 劉苑如、何乏筆

2006/1-2008/12
記憶、歷史與敘事：現當代兩岸四地文學及影像

文化研究
彭小妍、李奭學

2006/2-2009/1 跨文化視野下的東西宗教傳統 李明輝、林維杰

2006/1-2007/12

文本翻譯與文化脈絡：晚明以降的中國、日本

與西方（Textual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Context: 

China, Japan, and the West since the Late Ming）

彭小妍、李奭學

2006/1-2008/12 「儒家經典之形成」研究 林慶彰、蔣秋華

2007/1-2007/12 民國以來經學之研究 林慶彰、蔣秋華

執行時間 計畫名稱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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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及未來展望

一、為舊傳統注入新聲，為新文化深化內涵

中國文哲研究所成立宗旨在於擷取古往今來中國文化的精髓，以作為當前文化創

造的活水源頭。面對當前由歐美文化主導的現代社會，如何闡揚中華文化精深的人文精

神，為現代科技社會注入人文關懷，並為當前的世界文明提供寬廣視野，乃是當務之

急。因此，本所將加深中國文哲傳統精蘊的闡發，開發新的學術話語與多元溝通表述，

為傳統注入新生命，為新文化充實內涵與深度。

二、開展多元研究觀點，進行科際整合對話

本所同仁具有多元的學科背景，各自曾經接受東西不同傳統相關的學術訓練，對

於世界相關研究成果具有開闊的視野與精密的操作能力。我們希望在堅實的文獻解讀

之上，開展多元的研究觀點，與國際學術潮流對話，並對海內的理論原型提供修正的

基準。而在參照新理論、融匯新方法、開發新課題與文獻編校整理方面，本所更始終

是國、內外漢學研究重要的參考座標。例如「明清戲曲」、「世變文學」、「性別研

究」、「詩畫文學」、「空間書寫」、「明清文學經典」、「文學與美學」、「文學與

宗教」、「文本翻譯與文化脈絡」、「臺灣文學與世界文學之關係」、「當代儒學」、

「宋明理學」、「儒釋道三教關係」、「乾嘉學派經學」、「清乾嘉揚州學派經學」、

「晚清經學」等皆是國際漢學注目的焦點。本所一方面致力於開拓新的學術議題，一方

面也不斷充實研究方法的內涵，從事多方面科際整合，對研究方法與範疇持續進行創新

的嘗試與深刻的反思。

三、匯通海內外研究成果，打造國際交流平台

本所自成立以來即積極展開與國際漢學界的溝通對話，同時與國內相關學者及學

術機構建立合作關係，並善用院方提供的資源人力，發掘優秀人才，提供彼此學習的平

台，一方面引入新觀點、新方法，一方面也希望將臺灣學界卓越的研究成果介紹給全世

界。除了有系統、有計畫地譯介海外的研究成果，並召開各種國際會議，提供國內外優

秀學者溝通對話的場域。近年來，海外重要研究機構紛紛與本所簽訂合作協定，例如東

京大學人文學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還有其他單位尚在洽談之中，本所圖書館

以文、哲、經為重點之特色館藏對於海內外學者亦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匯通海內外學界

的優點，培育優秀人才，從而創生新的學術形態與論述方式，成為動力十足的學術交流

平台，已然成為本所在海內外學界極為鮮明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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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其他：一座「文哲研究」的專業圖書館─中國文哲研究所圖書館

本所圖書館自1990年7月開始訪求文哲書刊以及接受各界贈書，迄今將屆滿18年，由

於同仁的齊心努力，無論是館藏資源發展、資料處理、圖書館自動化作業、參考諮詢與

讀者服務、電子資源網路檢索服務、館際合作服務以及國際資料交流等方面，都有長足

的進步，並普獲國內外漢學研究單位佳評。今後將在既有的基礎上，為國內外學界提供

漢學研究的資訊與資源服務。

本所圖書館以成

為國際重要漢學研究資

源典藏機構為長期館藏

發展目標。自1990年

7月起開始蒐購國內外

出版品，並依據同仁之

研究方向，將圖書館的

主要蒐藏範圍區分為中

國古典文學、中國近現

代文學、中國哲學、經

學文獻、比較哲學及圖

書館必備參考工具書

等六大領域。歷年來

訪求文哲書刊，以其

學術及參考價值為優

先考慮，中文書刊採

儘量求全，外文書刊以求精為原則，並依據既定的館藏發展政策，有計畫地逐年增添各

主題的館藏資源。目前以採購、交換及贈送等方式取得各種媒體形式的館藏資源。截至

2007年12月底，館藏圖書資料總計325,105冊（捲、片、種），期刊3,367種（含已停刊及

停訂者），其中圖書289,415冊（含普通線裝書37,335冊、善本書4,355冊）、期刊合訂本

27,901冊、微縮單片5,353片、微縮捲片1,405捲、光碟306種及錄影帶725捲。館藏資料語

文以中文為主，外文資料則以日文、英文、德文、法文居多。

文哲所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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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史研究所 http://www.ith.sinica.edu.tw/

壹．設立沿革

一、籌備與設所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之成立，曾經歷「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

「臺灣史田野研究室」、「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長達18年之醞釀。在1986

年，本院院士張光直先生積極推動國內臺灣史研究，結合歷史語言研究所、

民族學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三民主義研究所的人力資源，共同籌劃「臺

灣史田野研究計畫」。由於成果豐碩，在1988年4月轉型成「臺灣史田野研

究室」，以為推動臺灣史研究的常態性執行單位。翌年7月，院方正式編列

預算，推展史料蒐集與各項研究工作。

1993年元月，臺灣史田野研究室召集人張光直院士返國，鑑於設所時

機已趨成熟，遂在2月向院方提出「建議成立『臺灣史研究所』案」。本院

於3月27日召開第十四屆評議會第六次會議，通過「臺灣史研究所設所規劃

案」。同年6月26日，總統府核准設立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7月10日，吳大

猷院長聘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黃富三

教授出任籌備處主任。吳大猷院長、李遠

哲院長並陸續聘請張光直院士（已故）、

陳奇祿院士、李亦園院士、許倬雲院士、

曹永和院士、楊雲萍教授（已故）、王世

慶教授、李國祁教授、賴澤涵教授、胡佛

院士（自2000年始）、麥朝成院士（自

2000年始）、莊英章教授（自2000年始）

組成學術諮詢委員會，由張光直院士、陳

奇祿院士（自2001年始）先後擔任召集

人。

黃富三先生於1998年7月請辭籌備處

主任，李遠哲院長遂聘請本院院士、經濟

研究所研究員劉翠溶女士自8月起接任。

2003年10月，劉翠溶女士獲聘為本院副院

長，即由當時本院的總辦事處處長、民族

學研究所研究員莊英章先生於11月接任。

臺灣史田野研究室策劃委員、本所設所學術諮詢委員攝於臺灣史研

究所籌備處最初所在地（近史所舊大樓C棟）。前排左起：賴澤涵、
李國祁、黃富三、李亦園、管東貴；後排左起：莊英章、王世慶、

陳三井、彭文賢。

八十年內頁卷二(人文2)修改2.indd   152 2008/6/20   3:55:25 PM



153

臺
灣
史
研
究
所

2004年3月，籌備處在基礎資料的蒐集整理、研究人力的增強、組織架構的設立、總

體研究成果的累積等方面已趨成熟穩定，並獲致學界的肯定，乃提出正式成所規畫書交

付評議會審查。經第十八屆評議會於4月7日第四次會議審查通過，再由院長呈請總統核

准。7月1日，經總統府核准正式成立臺灣史研究所，李遠哲院長聘請莊英章先生擔任所

長。2005年9月，因國立交通大學借調莊英章先生轉任客家文化學院院長，李院長乃聘請

本所研究員許雪姬女士擔任第二任所長迄今。

二、成立宗旨

臺灣史研究所的成立宗旨，在於以宏觀與微觀角度，重建臺灣歷史演變的形貌；並

透過與東亞及世界相關區域的比較，探究臺灣社會發展的特質，進而以整合性的臺灣研

究，致力於歷史學及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創新。

三、使用空間

本所隨籌備階段的不同，使用空間亦屢有更迭。1986年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初設工

作室時，位於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舊大樓一樓（已拆除，目前為歐美所現址）。至臺

灣史田野研究室階段，則於1990年遷入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地下室左側。1993年6月，

「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成立，商借近代史研究所舊大樓C棟掛牌運作，不久即面臨空間

不足的處境；為求長期發展，於1996年2月遷入動物所舊大樓標本館，並保留原近史所C

棟作為圖書館。由於空間仍然侷促，迄2004年7月正式成所期間，仍需仰賴本院動物研究

所、近代史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文哲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以及物理研究所

惠借空間，以濟不時之需。長期的空間問題，導致本所研究人員、行政部門、圖書館設

備等分散多處，對業務的推動、人員的溝通，均造成相當的不便。

2004年臺灣史研究所成所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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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院方至為關切本所的空間問題，因而在籌建「人文社會科學館（人文館）」

時，將本所規劃設置於人文館北棟的五、六、七樓層，並預定於2006年中遷入。後因院

方獲得台塑集團捐贈的承諾，預期將動物所標本館原址改建成臺灣文物歷史大樓；本所

以大局為重，同意將本所於人文館的原有三樓層縮減為七、八兩樓層，讓出一樓層分配

給政治、法律兩所籌備處。未料，捐贈案生變，改建案擱置。本所於2007年1月遷入人文

館時，只好向政治、法律兩籌備處借用空間，方敷使用。如何解決空間問題，已成為本

所長期發展的最大難題。

貳．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一、組織規劃

本所依本院「研究所組織規程」之規定，由院長聘任學術諮詢委員會委員與所長，

在所務會議下，依行政管理、學術推動、研究發展等項目設置各種委員會，辦理新聘、

續聘與升等、稽核、學術發展、學術出版、資訊等事務。各委員會均訂有組織要點，並

依規定報請院方核備。

二、歷年員額與預算

本所在籌備處設立之初，專任研究人員僅有2名，歷年員額增加的情形見表一。至

2007年12月，研究員已增聘至9名（含合聘4名）、副研究員5名（含合聘1名）、助研究

員7名、研究助理1名，共23名（表二）。依據1993年提出的「設所規劃案」，臺灣史研

表一  臺史所歷年員額（編制內）統計表

年份
研究

人員

行政

人員

技工

工友
小計 年份

研究

人員

行政

人員

技工

工友
小計

1993 2 2 2001 12 2 1 15

1994 2 2 2002 12 2 1 15

1995 6 - 1 7 2003 15 2 1 18

1996 8 - 1 9 2004 15 2 1 18

1997 11 - 1 12 2005 20 3 2 25

1998 11 - 1 12 2006 20 3 2 25

1999 11 - 1 12 2007 21 3 1 25

2000 11 -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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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之預算、員額與相關設施，需隨其發展而有相應的成長空間；如以本所設所目標為

準，並參酌增強國際競爭力的最低需求，臺史所至其成熟期，應有編制內研究人員30

名、行政人員5名，惟目前與理想目標尚有一段距離。

至於本所的經費，1993-1994年皆由本院第二預備金支應；1995年至2007年，由約新

臺幣2,000萬元成長至約8,000萬元，如下圖所示（因會計年度的改變，圖中2000年的經費

含1年半）。每年預算執行率均達95％以上。

表二  臺史所現任研究人員（2007年12月）

類別 職稱 研究人員姓名 人數 合計

專任

人員

特聘研究員 劉翠溶、莊英章（借調） 2

18

研究員 許雪姬、黃富三、施添福、陳秋坤 4

副研究員 蔡慧玉、林玉茹、鍾淑敏、詹素娟 4

助研究員 翁佳音、劉士永、張隆志、洪麗完、吳叡人、陳姃

湲、陳培豐

7

研究助理 宋錦秀 1

合聘

人員

研究員 柯志明（社會所）、陳國棟（史語所）、王泰升

（臺大）、朱德蘭（人社中心）
4 4

副研究員 湯熙勇（人社中心） 1 1

合  　計 23

臺史所歷年預算統計圖

註： 2000年會計年度改為曆年制，預算金額由1999年7月統計至20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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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一、發展目標

臺灣史研究所的發展目標，在於使中央研究院成為臺灣史研究的國際重

鎮，並推動本土學術的發展。基於設所宗旨，本所致力於推動社會經濟史、

殖民地史、族群史、文化史、環境史五大重點研究領域，並依據中長程目

標，發展以下三種取向的研究：

(一) 基礎學科研究

以歷史學為基礎，結合相關學科之理論與方法，從事貫時性實證研究；

並廣泛調查蒐集國內外官方及民間資料，建立臺灣史研究的史料學。

(二) 區域比較研究

探究臺灣內部的區域差異，並注意臺灣與中國大陸、東亞及環太平洋地

區等的歷史文化交流，包括人群來往、互動及認同等關係。

(三) 整合性研究

對於臺灣歷史研究的重要課題，推動跨學科、跨區域和長時期的整合性

主題研究；以擴大臺灣歷史的研究範圍和理論視野，進而建構臺灣歷史與社

會發展的系統性知識。

二、研究方向與重點

「臺灣史」成為歷史學門的明確領域，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

處設立時已正式標示，然而「臺灣史」亦是多學科參與研究的平台。目前，

本所研究人員的學科專長即有歷史學、人類學、政治學、地理學、社會學、

法律學等，使本所具有學科對話及科際整合的條件，進而凝聚出社會經濟

史、殖民地史、族群史、文化史及環境史五個研究群，做為學術研究的重點

與發展方向。各研究群除依個別規劃進行獨立研究外，亦採取相互協調的合

作模式，分享相關主題的研究成果。

茲以各研究群的主要研究課題與未來研究重點，及規劃中之整合型主題

計畫等，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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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會經濟史研究群

成員： 黃富三（召集人）、林玉茹、翁佳音、陳國棟（合聘）、朱德蘭（合聘）、

湯熙勇（合聘）

該研究群現有研究人員6名。主要的課題，一是農墾社會研究，藉由土地開發與所有

權等問題的探討，瞭解傳統農業社會的特質，並建立詮釋理論。二是商業傳統研究，闡明

臺灣自十七世紀以來以貿易為導向的經濟特色，以及臺灣社會的商業性格。同時，在此基

礎上探究產業發展與社會變遷，持續霧峰林家家族史的研究。未來研究重點如下：

1. 荷蘭時代的農業開墾制度及相關產業活動。

2. 清代臺灣漁村社會的搶船習慣、法律規範等臺灣漁業社會史研究。

3.  由國民政府在臺灣與中國大陸的「統制經濟」，探討在國家的介入下，計畫經濟

和市場經濟如何在產業部門交錯進行，及民間社會的回應。

4.  建構淡水河流域聚落發展史，先以關渡、忠義、北投、石牌為主，逐漸擴展至士

林等地的聚落發展。

5.  完成清代霧峰林家之研究，論析其特色，並與其他家族做比較，從宏觀角度詮釋

大家族與國家、社會的複雜關係。

(二) 殖民地史研究群

成員：許雪姬（召集人）、蔡慧玉、鍾淑敏、陳姃湲、王泰升（合聘）

該研究群現有研究人員5名，研究方向為探討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的行政、法制與文

官體系，以瞭解臺灣社會在殖民統治時期的相關制度，與其他被殖民地區、國家進行比

較，並延續到戰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殖民政府的銜接歷史；其次是日本殖民時期臺

灣人的海外活動，不僅與日本南進政策有關，臺灣的島外經驗也深刻影響戰後的認同與

族群的發展。未來的研究計畫如下：

1.  家族與國家：利用臺灣人所留異於殖民政府的史料（特別是日記資料），探討日

本統治後期，尤其進入戰爭時期，做為被統治的臺灣人（包括霧峰林家）係如何

因應，特別關注在精神面與生活面上。

2.  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地點包括「滿洲國」、北京、華南等地，探討臺灣

人所扮演的角色。

3.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行政制度的創立、整合與加強，戰爭後期內外地行政「一元

化」等課題的研究，以了解臺灣在日本帝國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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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族群史研究群

成員： 施添福（召集人）、莊英章（借調）、詹素娟、洪麗完、柯志明（合聘）

該研究群現有研究人員5名，研究重點以臺灣各族群（如平埔、原住民、福佬、客

家等）在歷史上的互動關係為主。臺灣為一移民社會，來臺漢人主要為閩南、粵東的住

民；由於臺灣已有南島民族散居，因此在漢人移墾過程中，產生各種人群衝突與調適的

問題。藉此衍生的研究課題，包括地域社會形成與變遷的理論體系、族群在地域社會型

塑過程中扮演的角色、臺灣各區域的族群歷史研究，並進行跨地域、跨族群互動關係研

究，及跨時間階段的比較研究。未來研究方向如下：

1. 殖民理論、殖民與被殖民關係的國家與社會研究。

2. 區域差異、族群互動、貿易體系的族群與地域研究。

3. 歷史記憶、主觀認同、書寫與文化展演等關於族群建構的文化研究。

(四) 文化史研究群

成員：張隆志（召集人）、吳叡人、陳姃湲、陳培豐、宋錦秀

該研究群現有研究人員5名，成員專長涵蓋歷史學、人類學、政治學、文學等不同學

科背景，是本所最具跨領域特色及科際對話能力的研究團隊。未來將以日本殖民時期為

出發點，透過工作坊及整合型研究計畫，推動臺灣近代社會文化史及東亞比較殖民史等

兩大方向的研究。進行中及未來的個別研究計畫與主題有：

1. 臺灣殖民現代性分析、日本殖民論述與殖民地文化政治。

2. 臺灣民族主義意識型態、臺灣政治思想及比較政治。

3. 臺灣語言與文化思想史、日治時期國語及同化政策。

4. 臺灣民間宗教醫療史、文化儀式與性別論述。

5. 東亞婦女史、媒體史及文化交流史。

(五) 環境史研究群

成員：陳秋坤（召集人）、劉翠溶、劉士永

該研究群現有研究人員3名，除依各人專長分別從事環境史、醫療史研究外，在時間

跨度上有清代、日治與戰後。在研究方式上，除專史研究外，也有合作計畫，如與院內

外專家共同探討臺灣與華南地區寄生蟲疾病感染與環境變遷的互動等。未來的工作重點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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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行「臺灣環境史專書撰寫計畫」，內容包括廢棄物處理、水污染問題、工業污

染問題、山坡地開發及環境承載力之探測等。

2.  日本南方醫學發展與亞洲熱帶環境之認識，其內容主要在透過瘧疾防治的案例，

探討殖民政府如何引介西方熱帶醫學知識於衛生行政體系，並訓練臺灣人接納

「衛生」的觀念。此外，亦兼及臺北帝大於1933年設置「熱帶醫學研究所」後扮

演的角色。

3.  屏東平原的環境變遷（1700-1950）：以屏東平原為中心，探討清初到日治有關土

地開墾、水利構築、河川防洪和村莊聚落的發展過程。

4.  二十世紀臺灣與華南沿海地區寄生蟲疾病感染與環境變遷之互動（為本院通過之

主題計畫）。

肆．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一、個人研究成果之統計

本所研究人員在各研究主題上的學術表現，已受學界肯定。綜合本所研究人員近五

年（2002-2007）之學術著作，可說明研究能量的充分發揮（表三）。

表三  臺史所研究人員（不包括合聘人員）歷年研究成果統計（2002-2007）

  年度
種類

2002
（數量）

2003
（數量）

2004
（數量）

2005
（數量）

2006
（數量）

2007
（數量）

合 計

專   書 0 0 3 1 4 5 13

期刊論文 6 14 17 13 16 8 74

專書（論文
集）之一章

11 8 4 12 19 10 64

學術會議論文
（未出版）

13 23 24 33 21 14 128

主編之專書 1 0 2 0 2 0 5

研究報告 1 1 3 1 0 0 6

資料彙編（含
口述歷史）

8 5 9 5 11 6 43

書   評 1 0 0 2 1 1 5

翻   譯 1 1 0 3 1 0 6

方   志 1 0 2 1 0 0 4

他類論文 8 5 7 5 11 5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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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料整理成果

契約文書是研究臺灣歷史的一手史料，也是研究者觀察庶民社會經濟生活百

態，進一步了解「契約社會」法律秩序運作的珍貴資料。本所自臺灣史田野研究

室時期，即重視民間土地契約文書與各種非官方資料的採集。研究人員在繁忙的

研究工作中，也兼顧史料解讀、開發新史料，並整理出版各類型史料。茲將過去

十年整理、解讀、出版史料的貢獻，綜述如下：

(一) 中文檔案與文獻

1.  漢籍電子文獻：本所早期設有「史籍自動化室」，以「臺灣文獻叢刊資料

庫」做為「中文全文資料庫」的開發目標，將文獻資料「全文」轉換為電

子形式，並使其具備可瀏覽、查閱、檢索的特性，以提供學界使用之便。

2.  古文書：本所設有古文書室，對民間土地契約文書與各種非官方資料，有

計畫的蒐集、解讀與建檔。目前的館藏主要分為文書、圖像兩大類，文書

資料多為民間契約，圖像資料則包含各種寫真集、家族照片、明信片、地

圖和郵票等。至2007年底，收藏資料約有3萬8,939件（文字資料計528批，

圖像資料115批）。近年來，本所亦積極從事典藏資料的數位化工作，舉辦

相關研討會，以推廣古文書的利用價值。

(二) 日文檔案與文獻

1.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數位化：「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臺灣總督府專

賣局公文類纂」，是日治時期最大宗的官方檔案。本院於1997年與臺灣省

文獻會簽約合作，進行數位典藏計畫，由當時本處劉翠溶主任主持，並於

2002年12月舉行成果發表會；其中，「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已對院內同

仁開放，並自2004年3月起對外開放。至於專賣局檔案，亦已陸續檢核影像

檔及用以搜尋的目錄，對內開放。

2.  田健治郎日記：日治時期第一位文官總督田健治郎（1919/10-1923/9在任）

推行「內地延長主義」，將日本法令制度移植臺灣，對後期殖民統治影響

甚鉅。本所在日本尚友俱樂部（前日本帝國貴族院議員團體之遺緒）援助

下，刊謬、注釋、出版田健治郎在總督任內的漢文日記手稿。除已出版

《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中）（下冊待出版）外，本所日後

將繼續與尚友俱樂部合作，刊行總督樺山資紀、上山滿之進等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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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林獻堂日記：如果僅利

用日本官方史料研究日

治時期臺灣史，勢將落

入「以日本人資料肯定

日本人建樹」之陷阱；

因此，本所也戮力蒐

集、解讀、刊佈臺灣民

間史料。本所有幸獲得

林獻堂家族首肯，提供

全套「林獻堂日記」

（即日後出版的《灌園

先生日記》），自1927

至 1 9 5 5年（缺 1 9 2 8、

1 9 3 6），前後長達 2 7

年。《灌園先生日記》

合計可以整理出版 2 7

冊，目前已出版14冊，

預計每年出版2冊。更長

久的計畫，則是整合本

所現藏霧峰林家資料，

包括楊水心女士（林獻堂妻）日記、林紀堂先生日記、林朝崧先生日記，

以及帳冊百餘冊、文書數千件，建置成資料庫。

4.  黃旺成日記：黃旺成先生，新竹人，在日治時期為《臺灣民報》（後改為

《臺灣新民報》）的〈冷言〉、〈熱語〉主筆，戰後亦是《民報》主筆。

他留存的日記（1912-1973）雖有部分佚失，仍有長達49年的日記。本所已

取得黃家同意出版，預計配合預算陸續刊行。

5.  其他︰藉由調查研究，洽商收存林務局檔案，由本所協助整理並數位化，

期藉由合作整理公家文書舊檔案，開發出可用的新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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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西文檔案與文獻

在本所收藏的眾多文獻、檔案中，有兩種歐文檔案與文獻，為其他大學或研

究機構所欠缺（或不齊全），極為珍貴。

1.  荷蘭東印度公司（VOC）檔案：數量龐大的VOC檔案，本所已收有荷蘭海

牙國立檔案館1624-1668年間的檔案微卷，並繼續搜尋、補全有關臺灣的零

星檔案。此外，本所亦注意新出的檔案與史料，如荷蘭人印尼史家在印尼

雅加達國立檔案館（Arsip Nasional, Jakarta 〔Lands Archief te Batavia〕）找

到的1650年代臺灣教會檔案（Kerkboek van Formosa）。因此，國內有關荷

蘭時期臺灣史檔案，以本所典藏、整理者最為集中與完備。

2.  歐洲已出版的十七、八世紀文獻、古地圖：本所研究人員整理或影印不少

歐文珍本書籍、圖片複本，並進行解題作業。在1995-1996年度，並獲院

方補助進行「十六至十八世紀有關古地圖、圖像資料數位化計畫」，並於

2007年12月完成電腦建檔。

3.  洋行資料：抄錄、整理劍橋大學所藏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

檔案中有關臺灣部分的資料，及小部分哈佛大學所藏洋行檔案。由於有關

外商的中文資料極少，因此這批洋行資料，無比珍貴。

4.  其他：本所正在回溯處理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蒐集的日、西文等文

獻（戰後由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接管），其內容為臺灣、中國、法領印度

支那（越南）、暹羅（泰國）、緬甸、蘭領東印度（印尼）、馬來半島、

菲律賓群島，以及大洋洲等關係書籍，包括英、德、法、荷、西等語文。

本所與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合作，以6年時間進行回溯編目工作，在2006年

初已全部完成線上目錄。本所亦從15萬冊珍貴書籍中，選擇特別重要的資

料予以數位化；至2007年底已數位化約3,000餘冊，並製作資料庫供研究者

線上查詢瀏覽，未來仍將持續進行。茲將本所各類資料整理成果，如表四

所示︰

自2004年起，本所與臺灣省諮議會共同參與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第一期

計畫，在國科會經費支援下執行「中研院臺史所史料典藏數位化計畫」，進行臺

灣史研究資源整編、資料庫建置等數位典藏工作，以確保臺灣重要史料的長久保

存與公開取用。目前已完成建置，並正式或測試性上線的數位典藏資料庫系統，

有古文書資料庫（已開放2,000餘筆）、圖像資料庫（已開放4,773筆）、楊雲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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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臺史所史料、檔案整理編纂與出版情形（2007年12月）

資料別 資料名稱 種類／總數 備註

中文

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311種
596冊、81,319
頁、39,460,000字

已開放

     古

     文

     書

典    藏 文字資料 528批 38,939件 已開放
圖像資料 115批

出    版  

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

塹社
2冊 1993年出版

臺灣社會生活文書專輯 1冊 2001年出版

大崗山地區古契約文書匯編 1冊
2004年12月(初版)
2006年5月(再版)

鹿港郊商許志湖家與大陸的貿

易文書（1895-1897）
1冊 2007年出版

數位化
古文書資料庫 48批 2,176件 院內開放

圖像資料庫 31批 4,773件 院內開放

日文

淡水河流域研究資料   86冊

已開放

（置於聯圖）

鄉土資料   92冊
寺廟臺帳等 106冊
祭祀公業   42冊
戶籍舊簿 300冊

泰益號關係商業書簡資料集   56冊
林務局產業資料 130冊

後藤新平文書、下村宏文書     1批
數位化（臺灣總

督府公文類纂數

位化計畫）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13,144冊 6,300,000頁

292,005張光碟

2004年3月

開放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公文類纂 12,815冊

臺灣研究古籍數

位化

圖書   1,386種
開放期刊文獻 29,892篇

圖像資料 19,712筆

出版

灌園先生（林獻堂）日記 14冊（共27冊）
2 0 0 0年出版第一
冊，陸續出版中

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
共三冊，上、中冊已出版，

下冊（出版中）

2001年出版上冊
2006年出版中冊

西文

荷蘭東印度公司(VOC)檔案 1624-1668年
已從微卷影印整理

成54冊，置於聯圖
日治時期總督府圖書館所蒐集日、西文文獻 1,320冊 已開放

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 Maritime Customs Annual 
Returns and Reports of Taiwan, 1867-1895 )

2冊 199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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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檢索系統、日治時期臺灣研究古籍資料庫（已開放圖書1,386種、期刊文獻

29,892篇、圖像資料19,712筆），以及臺灣省諮議會議政史料資料庫（公文檔案目

錄63,969筆、公報目錄102,213筆、議員問政錄影帶目錄4,868筆）。

伍．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本所研究人員二十年來累積的成果，不論在史料蒐集與整理的基礎工作上，

以及在論著質量與議題原創性上，都有重要貢獻。在理論與方法、新研究課題開

發、區域研究方面，更扮演帶引學術風潮的先行角色。本所近五年的研究，也在

開啟新局及深化現有課題上有優異表現與成果。

一、開創性研究成果

在開創性部分，本所的環境史研究、家族史研究與平埔族群史研究，可說最

具特色。 

(一) 環境史研究

本所的環境史研究群是國內第一支該領域的專業研究團體，由於能在發展方

向上提出總體藍圖，因此對環境史研究的提倡也有一定責任，因此國內現有的環

境史研究活動多半有本所成員參與其中。為求加速統整環境史研究，並了解國內

外相關研究進程，環境史研究群曾分別於2002年、2006年舉辦第一、二次「環境

史研究國際研討會」，逐步與中國大陸、日本方面的學界同好交換心得或發展可

能的合作關係。在東亞諸國（中、日、韓等）中，臺灣的環境史研究相對起步較

早，累積成果及研究人員的訓練較值得信賴。但比之於西方環境史學界，則本所

顯然應更上層樓。因此，如何提高本研究群國際期刊投稿率，以及誘發西方學界

對臺灣學者的環境史研究予以關注，是未來努力的方向。

(二) 家族史研究

家族史的研究，首在觀察政治社會變遷對家族的影響，次則探討做為地方

領導人的家族如何恰如其分扮演地方上的角色，三則觀察其與統治者的關聯，四

則探討家族的興衰。從事家族史研究，往往可以從家族後代手中獲得不少一手資

料，若能再配合公家檔案加以探討，即可寫出精彩的家族史或家族重要人物歷

史。本所同仁曾致力於板橋林家、霧峰林家、龍井林家、神岡潘家、施世榜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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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研究，也發展出貫時性家族史發展的解釋模式，並藉由信仰圈、貿易圈、

防禦圈來探討其與四鄰的關係。目前又搜集到新竹黃旺成家、臺北李春生家、清

水蔡蓮舫家、臺南楊延齡家族相關資料，定能增益本所的家族史研究成果。

(三) 平埔族群史研究

本所平埔族群歷史的研究，無論就質量、影響力等，不但早已是臺灣學界

的研究主力，更可視為臺史所最具特色的研究課題之一。在研究地域上涵蓋大臺

北地區、新苗地區、臺中彰化地區、臺南高雄地區及花蓮地區，幾已達全臺三分

之二；而涉及族群主要為凱達格蘭、噶瑪蘭、道卡斯、巴宰、拍瀑拉及西拉雅，

可以說對大部分族群已有初步掌握。研究時間則從十七至十九世紀的傳統時段，

延續到二十世紀中葉的戰後初期。相關研究不但具有系統性，也多屬該類議題的

先驅研究，開拓了新的課題；而「地域社群」、「熟番集體意識」兩個概念的提

出，則是最具啟發性的研究結果。

二、系統性研究成果

除了創新研究獲致亮麗成果外，對歷史議題進行有系統的詮釋、深化研究內

容方面，也取得一定的成就。分敘如下：

(一) 荷蘭時代臺灣史再詮釋

藉由新史料的開發、歐文史料的解讀，整理十六至十八世紀文獻的「專有名

詞」，並考證歐文文獻所提到的「番社」、「地名」、「人名」等。這些歐文文

獻與檔案的細緻考證、註解編譯與整理，可以讓臺灣史學界掙脫長期以來因語言

限制造成的誤譯、模糊失焦的陷阱，使臺灣近代初期歷史（荷蘭統治前、荷蘭西

班牙統治時期、鄭氏時期，以及清代統治初期）的研究與書寫，得到更深入的成

果。由於史料翻譯、解讀的正確，才能產生重要研究，所以，本所同仁投注甚多

心血於史料的譯注與考訂，如同仁與旅荷學者江樹生合作翻譯的《荷蘭長官書信

集》，其重要性即不下於前已譯成的《巴達維亞城日記》、《熱蘭遮城日記》、

〈蕭 城日記〉、〈梅氏日記〉等。

(二) 十九世紀外商與郊商之深化研究

十九世紀是第二次全球化時代，臺灣亦在1858-60年對外開港，為歐美洋行

打開通商管道。洋行帶來新經營方式，多採取買青方式以取得穩定貨源，或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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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賒賣方式以保障市場；而在運輸工具方面，亦轉向輪船以提高速度，掌握商

機；金融方面，則引進銀行制度以提高資金流通效率，推行保險制度以降低風

險。這些做法，均有助於臺灣商業的近代化，使臺灣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

對日後臺灣產業的特質及發展方向、商業經營模式等，產生深遠的影響。另

外，傳統的郊商經營模式，亦由於1895年割臺前後鹿港郊信等珍貴資料的發現，

而得以釐清其運作方式。當時的兩岸盛行委託貿易制度，泉州、鹿港兩地的商號

互相代兌與代辦商品，再透過傳統帆船運輸，以交換兩地的市場行情；最後，並

透過商行之間的多重對帳、匯兌關係，進行資金交易。本所的相關研究，解讀出

當時郊商如何透過多重繁複的合夥、合作關係，使彼此形成可以互相信賴的共利

結構，組成橫跨泉、鹿兩地的商業貿易集團。此一過去無法深入的議題，終於得

以開發研究。

(三) 地域社會論

臺灣史學界的區域史研究自1980年代成形以來，經二十年的發展已有豐碩

成績；本所以族群關係切入、特定地理空間為單位的地域社會研究，則是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成果。由於臺灣的地理地形及歷史發展深具雜異性，塑造了臺灣的

「多島」性格；「地域社會」的研究，即是藉由「國家」、「環境」兩大框架探

討地域社會的形塑模式，及族群關係（含閩、客、熟、生番）的關鍵作用，以解

析隱藏在空間、歷史差異之內臺灣總體歷史的特性。而「地域社會」做為一研究

概念，及彰化平原、嘉義平原、屏東平原、臺東縱谷、新苗地區等實證案例的完

成，使臺史所的區域史研究得以建立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論，並與日本地域社會

研究、中國華南研究等其他地區的研究有所對話與交流。

(四) 日本帝國在臺的統治階層與官僚行政

此一研究主題包括總督府官僚體制與殖民地官僚的形成、特色，以及退休官

僚與殖民地社會、在臺日本人的研究等，都是統治階層研究主軸的延伸，具有開

創的意義。對官僚行政的分析檢視，主要集中在︰公文例規的解析、日本帝國高

等文官試驗中臺灣關係者的分析、臺灣總督府所辦普通文官試驗解析等。公文例

規解析，有助於瞭解日本殖民帝國的「官僚治理性」。高等文官的人事分析，可

以建構日本帝國的人材流動圖像，瞭解臺灣總督府官僚行政在日本帝國中的定位

和運作。普通文官的解析，則可以探討臺灣總督府的組織運作，與地方政府人材

派任和職官編制。換言之，研究官僚行政與體制，是研究日本殖民臺灣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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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入點之一。

為了使本所與國外的研究有互相比較、借鏡之機會，在2007年召開了「日本

帝國殖民地之比較研究國際研討會」工作坊，為2008年舉辦正式會議做準備。這

一連串的比較研究，乃由最基礎的地方行政著手，此為本所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下

致力發展的方向，也將同時帶動國內相關的比較研究。

(五) 日治時期臺灣的對外關係

在日本帝國史的架構下，討論臺灣總督府的南進政策，尤其以臺灣拓殖株式

會社在海南島的經營為例，探討日本政府如何廣納前此的殖民經濟，運用於華南

地區；而隨著日本勢力的外擴、就業機會的創造，也導致具有雙語能力的臺灣人

外流，此即日治下臺灣人的海外活動。過去學界以「帝國工具論」、「共犯者」

來看臺灣籍民的活動，或僅注意前往重慶的半山，本所則由廈門、海南島、上

海、平津、「滿洲國」等地，逐一研究，發現以臺灣人的角度詮釋其海外活動，

亦為一重要的研究方向。目前在廈門、「滿洲國」已有研究成果出現。本主題的

研究除了使用總督府相關檔案外，必須開拓新史料，因此在臺灣史學界具有資料

與議題上的開創性意義。

(六) 民族主義與比較殖民史

本主題由日本殖民帝國的特性出發，重新探討臺灣認同形成的文化政治過

程。從日本殖民主義特質的歷史洞察出發，指出日本帝國主義與英法等西方殖民

帝國不同；日本的帝國擴張，是其民族國家建構過程的延伸，統治的終極目標是

整合及同化鄰近地區民族，使其成為大日本民族的一部分。同時，在歷史文獻研

究的基礎上，討論日治時期臺灣同化運動、臺語文運動及臺灣人自治運動等重要

個案，深入分析本土菁英的認同變遷，民族想像的發展軌跡。關於殖民地文化政

治和臺灣民族想像的研究，即可彌補臺灣學界對文化民族主義的研究缺陷，更修

正了長期以來「臺灣政治民族主義運動先於文化民族主義」主流學說的誤解。

(七)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評論

本所同仁已先後發表多篇關於平埔族群史研究、（東）臺灣區域史研究及臺

灣殖民現代化研究的學術書評及書評論文，頗受學界重視。現正進行「臺灣近代

歷史知識生產與典範轉移」的專題研究計畫，從東亞近代史學發展的比較觀點，

結合本所同仁近年對日治前期臺灣殖民論述與文化政治的研究成果，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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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後期以來臺灣歷史知識生產傳播與典範轉移的過程，期能理解臺灣本土

史學多重起源及辯證發展的特殊性格。

陸．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就研究資歷、領域與視野而言，本所可謂臺灣史學界研究人才最為集中的

單位。國內雖有政大臺史所、師大臺史所的成立，但因兩所設立時間尚短，難以

比較。而就國內大學院校臺灣史教學與研究人力的現況來看，無論教學或碩、博

士生論文指導，均相當仰賴本所；這種需求，充分說明本所研究人才的多元與集

中。從研究成果來看，不論專書或論文的發表出版，質量都遠超過其他臺灣史相

關單位；而以外文（日、英）發表的論文，也與日俱增，有助於將臺灣史研究推

上國際學術舞臺。就科際整合來看，本所不只任用歷史學者，也有建築學、政治

學、人類學、地理學等其他人文學科研究者的加入；藉由研究群的運作、討論會

的溝通，增廣成員的研究視野，也能使用各種方法探討臺灣的歷史。未來除持續

當前的研究方向與重點，更希望加強國際學界的交流合作，提升臺灣研究的水

平。

本所在臺灣史研究的各種學術推展上均扮演重要角色，以下分項說明之：

一、學術研討會

本所舉辦的學術研討會，有三種類型：一是定期的小型研討會，主要由本所

研究人員發表個人研究成果，亦邀請所外學者或來訪學者主講。二是研究群講論

會，由各研究群邀請相關學門的學者、研究生報告討論。三是不定期的中大型研

討會，以所內研究人員的專長為核心，針對已累積相當成果或深具開發價值的原

創性議題，邀請國內外學者發表論文，以引領相關領域的研究發展。自1993年8月

起，至2007年年底止，本所共舉辦205場定期研討會、不定期及各研究群講論會75

場次、3場座談會，中大型學術會議則有49次，總共332場次的學術活動。咸信這

些研討會的舉行，對臺灣史研究各議題、領域的深化與擴大，足以發揮學術推展

的功效。

二、出版品

本所的代表性期刊為《臺灣史研究》，是臺灣史學界極為重要的學術刊物，

1994年6月創刊；原為半年刊，自2007年起改為季刊，目前出刊14卷4期，共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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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此外，臺灣史田野研究

室時期的《臺灣史田野研究通

訊》，自1986年創刊，迄1993

年止，共出版27期。至於論文

集、口述歷史、史料編纂等各

類專書，本所已出版37種、52

冊。

三、人才培育

(一) 邀請研究者

本所早在臺灣史田野研

究室時期，即積極與國內外學

者進行各種交流活動。籌備處

成立後，基於培育人才、促進

學術交流目的，亦特別編列經

費，提供國內博、碩士班研究

生及國內外學者來所訪問研究

的機會。自1994年起迄今，共

計129名國內外學者及博碩士

研究生至本所訪問。

(二) 文獻解讀

1. 林獻堂、黃旺成日記解讀班

自1999年起，本所同仁組成「林獻堂日記解讀班」，定期於每星期一下午2

時至5時舉行；而自2007年起，定期於每週一晚上6時至9時舉行「黃旺成日記解讀

班」，並邀請院內、院外研究人員、教授及博士班研究生共20餘人，逐句研讀，

擇要註解。目前，林獻堂日記已整理出版14本（1927-1940），黃旺成日記則自

2008年起陸續出版。

2. 日文文語與候文研讀班

由於日治時期的日文與現代日文差異頗大，臺灣總督府檔案及明治時期相關

文獻不易閱讀，若無特別訓練，難以準確使用；本所因此組成「臺灣總督府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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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纂研讀班」，邀請日文教學界泰斗劉元孝先生前來講授。自1997年3月開辦以

來，已舉行9期課程，學員包括院內研究人員、院外教授，以及各大學研究生。為

配合課程，負責的研究人員合力編纂《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研讀班通訊》，整理

上課材料，以利流傳和普及。2005年1月，在曹永和文教基金會的支持下，組織

「臺灣史日文文獻研究會」，並於2006年1月贊助出版了6期《通訊》的合訂本；

同年6月，本所更出版《古典日文解讀法》，以嘉惠莘莘學子。

3. 古文書研讀班

目前臺灣所保留的古文書，主要為清代至日治中期的契約文書；其中，契

約文書是反映民間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資料，也是研究臺灣歷史最重要的一手史

料。2004年8月，為加強古文書室同仁對契約文書的了解，並訓練解讀、整理能

力，特成立「古文書研讀班」，每週上課一次。自2006年起，因有院外研究生加

入，改為隔週上課，分基礎班與進階班。研讀成果，將於日後彙整編輯為「古文

書事典」。

四、地方志纂修

1980年代以來，由於各級地

方政府日漸重視志書的纂修，傳

統資治、存史的修志理念也轉變

為鄉土歷史的發掘保存，使方志

纂修的需求急遽增加。本所研究

人員立足臺灣史研究第一線，在

長期下鄉調查、採集民間第一手

資料之餘，也常應地方請邀，承

擔編修志書的責任。學有專精的

臺灣史研究者，主持或參與地方

志書編纂工作，除了得以整合地

方文史工作者的力量外，編輯體

例的創新突破、撰寫水準的提高

等，亦可以提供學習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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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際交流

本所同仁除致力於臺灣本土研究的提升及民間史料的發掘整理，亦積極建立

臺灣史學界與世界各重要學術機構、學者的交流。對增進國際學界對臺灣史研究

的理解和重視，做出實質而深遠的貢獻。

本所自籌備處起，共舉辦臺灣史相關國際性學術會議19場次。本所同仁出席

國際會議129場次，發表主題演講5篇、研究論文115篇，與相關領域之國外學者進

行交流，地區則涵蓋美歐、日韓、東南亞及中國大陸等地。此外，本所亦提供臺

灣史料資源，協助來訪學者進行研究，與本所同仁交流討論，以促進臺灣史研究

的國際化。自1999年以來，共計有54位來自美歐、日韓和澳洲等地的國外學者及

博士研究生，至本所訪問。

柒．結語∕展望

本所的研究人力，在研究重點分佈上已呈均質規模；不僅如此，多數同仁

的專長與研究興趣亦不限一項，大部分都有跨領域的研究嘗試，也獲致很高的評

價。此一特點，對本所未來發展跨領域、多學科整合型研究團隊的規劃而言，是

極為有力的條件。因此，本所除以研究群為主要團隊，致力推動社會經濟史、殖

民地史、族群史、文化史及環境史等五大重點領域的學術研究外，將依據中長程

研究規劃，強調基礎學科、區域比較、學際整合等三個主要研究取向：一方面鼓

勵個別研究者開拓相關課題，發表優異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則推動整合型主題

研究計畫，促進歷史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關領域的學際對話。最後，期能以宏觀

與微觀角度，重建臺灣歷史演變的真貌；並透過東亞及世界相關區域的比較，探

究臺灣社會發展的特質；進而以臺灣研究的具體成果，對於歷史學及人文社會科

學的理論創新，做出重要貢獻。期待臺灣史研究能成為國際學界注目的顯學，本

院的臺灣史研究所成為海內外研究臺灣史的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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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語言所成所典禮

語言學研究所 http://www.ling.sinica.edu.tw/

壹．設立沿革

一、設立經過及宗旨

語言是人類獨顯的智能。語言的無限生機，彰顯了人類創造力的無限，

也成就了人類文明的繽紛多彩。語言學研究的宗旨便是深入探討人類語言的

生物共性、結構共性與文化共性，並開發新的科學知識，豐富人類的文明。

中央研究院創設之初，便有專業人才從事語言學研究，隸屬於歷史語言

研究所之下，別為一學術組（即第二組或語言組），七十餘年不曾間斷。本

院為推動「基礎學科設所、跨學科研究設中心」的長期發展政策，於1997年

8月13日將原歷史語言研究所語言組全部成員析出，成立語言學研究所籌備

處，希望朝向學科自主發展和學術多元整合的方向重新出發，以傳承前人的

研究成果並開拓未來研究的理論與架構。籌備處成立之初，同仁除自我充實

之外，並通過內部討論及外部諮詢，努力轉型。其間復有研究環境建設之諸

種問題，同仁篳路藍縷，於1997年至2000年最初三年，建立所內典章制度。

此為第一階段之調適期。自2000年至2003年之三年，則為第二階段之發展

期。在粗具規模的研究基礎之上，同仁的研究能量逐漸發揮，研究人力次第

增加，總體研究成果之累積性與成熟度亦不斷提升。這一時期同仁的努力在

預算評鑑與總體評鑑中都得到院方的肯定，學術諮詢委員亦對籌備成果讚許

有加。經過六年餘的籌備階段，終於在2004年2月20日正式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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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術背景

在中國學術傳統之中，夙有小學一科；降至有清一代，對周秦隋唐古音的研究，

達於極盛。西方學術則一方面自十七、八世紀以來，在印歐語言的歷史比較研究上，累

積了非常豐富的成果，另一方面至二十世紀初而有結構語言學、描述語言學的興起。本

院初期的語言學研究，即融會了中西方兩大傳統，以全國性的語言調查及語言歷史的重

建為其學術重點。隨著語言學內部的發展，人類超越語族和地理界限的語言能力的探索

逐漸成為語言學家關心的課題。也在這個課題上，語言學逐漸深入到人類共同本質的核

心，而有了與更多的知識領域相互整合的可能。在今天，作為一門科學，跨越了認知科

學與社會科學，除了以往與歷史學、人類學、哲學、文學等人文學科的淵源之外，也開

拓了許多與心理學、社會學、神經學、資訊科學等整合的新領域。語言學的研究方向與

方法，也因不同的整合面向而顯得活潑與多采。語言學的學術內涵既已日新又新，本所

之成立，實有與時俱進之深刻意義。

三、學術傳承

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時期的語言學研究工作，以1981年為分水嶺，可以分成前後兩

個階段。前一個階段著重在語言史的重建；後一個階段著重在語言現象的理論探討以及

與不同科學間的整合研究。前一時期中，由於國內古音學與國外歷史語言學的討論方興

未艾，語言史的重建以及語言關係的釐清，遂為當時語言研究最注目的焦點。為使這些

工作能得到充分的語言之間互相比較證據的支持，中國境內語言及方言的調查因而次第

展開。其中較著名者，在漢語有湖北等七省的全省性方言調查，在非漢語則有壯侗語、

苗傜語、藏緬語的調查；分別由趙元任、李方桂兩位先生主持。根據這些語料，李方

桂、張琨諸位先生對漢語、苗傜語、壯侗語的古音構擬和歷史發展提出了重要的學說，

成為日後這些語言歷史研究的重要基石。

1981年起，中央研究院連續推動了兩個五年計畫，本院語言學領域開始穩定成長，

不但人員擴充，而且領域增廣為：(1)漢語方言、(2)藏緬語言學、(3)南島語言學、(4)實驗

語音學、(5)計算語言學、(6)語法理論。這些項目雖有部份為前階段之延續，但研究課題

已有新的內容。1997年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二組從歷史語言研究所獨立出來成立語言所籌備

處，並於2004年2月20日正式成立為語言學研究所後，得到院外同道的鼓勵和院內同事的

支持，所內同仁努力工作，學術研究以及科學普及都有新發展，增加了腦神經語言學、言

談語言學、地理資訊、語言類型等新研究重點領域，並致力拓展與資訊科學與生命科學之

整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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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研

究

人

員

特聘研究員 0 0 0 0 0 0 1 2 2 1 1
研究員 5 5 5 7 8 9 9 9 8 7 8
副研究員 5 4 4 2 2 1 2 2 2 3 2
助研究員 1 1 1 2 1 2 4 4 4 3 4
研究助理 1 1 1 1 1 1 1 1 1 1 1
總額 12 11 11 12 12 13 17 18 17 15 16

博士後研究人員 0 1 2 1 2 2 4 1 3 3 2
助          理 26 38 57 56 51 73 77 88 87 113 69
行政及技術人員 0 1 2 2 1 2 2 3 2 3 2

註：1. 本表以每年元月份為統計基準。
　　2. 本表不含兼任研究員、特聘講座、客座教授、博士候選人培育、工讀生、臨時工等。

語言所歷年員額統計表

貳．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本所於1998年籌備處階段曾提有《中長程發展計畫》，對籌備階段之預算與

員額需求皆有願景。但因政府財政困難，未能依照原計畫核予支援；籌備處同仁亦

能共體時艱，多次向下修正縮小規模，並以「小而精」自許。若以前述設所目標為

準，並參酌政府財政及國際競爭力之最低需求，同仁認為語言學研究所於其成熟時

期，應有編制內研究人員（含研究技術人員）30名、行政人員5名。盼望在配合政府

與本院的政策下，能於成所後10年內逐步達成此項目標。

甫自史語所第二組轉型成立語言所籌備處時，所內編制研究人員為12人。1998

年1人離職，研究人員額減為11人；2000年又聘任1人，員額恢復為12人；2001年增

聘任1人，員額開始成長。2003年在籌備處何大安主任積極徵才規劃下，進用三位新

人，並延攬曾志朗院士加入本所，成所前夕專任員額已大幅增加為17人。2004年院

方聘鄭錦全院士為本所特聘研究員兼第一任所長，成為第18位專任研究同仁。2005

年到2007年初有三位資深研究人員屆齡榮退，所內專任研究人員人數降為15位，本

所目前亟須積極徵聘新血。本所歷年（1998-2008）人力員額之成長情況統計如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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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籌備處之初，本所年度預算尚不足二千五百萬元，此後逐步正常成長。自

1999年至2007年本所之預算數如下表（單位為千元；2005年因採買大型腦神經實驗

儀器，增加29,750千元之機械設備費）：

參．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語言學研究所研究發展的總方向為：建立關於人類語言的科學性及系統性知

識；研究取向為理論、區域、整合三者並重，以建設「世界級語言學重鎮」為努力

奮鬥目標。研究人員計畫的執行與評估為推動本所研究發展之基本策略，其他配合

措施包括：(一) 不設學術組，但另組文獻語料庫研究室、語言類型學研究室、語音

實驗室等三研究群組，以作為共通的工具平台促進資源共享；(二) 訂定辦法補助講

習活動及培育人才；(三) 舉辦各種學術活動；(四) 加強國內外學術交流；(五) 與重

要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六) 健全出版管道，提升研究成果之流通品質等。

近年來，語言學研究論點的突顯以及理據的驗證，與傳統的人文學科漸有不

同。論文不是以語言的描寫為最終目的，而是要建構有關人類語言系統和行為的認

知理論。因此，語言學需要容納不同的學科及領域。神經心理語言處理、語音工

程、計算語言學、語言典藏、語言系屬、語言類型、語法詞彙結構、詞語網絡、語

言時空架構、語言社會定位、語料計量等等論題是我們推展到國際上的研究聚焦。

然而，我們的理據大部分取自本土語言，涵蓋南島語、閩南話、客家話、國語的語

料。當然，人文的關懷不侷限於本土，從本島語言到相鄰地區具親緣關係的藏緬、

阿爾泰等語言，乃至全人類的語言，都是本所須要開拓的視野。

註：2000年會計年度改為曆年制，預算金額由1999年7月統計至2000年12月。

語言所歷年員額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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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所從事的重點研究領域如下：1. 瀕危語言搶救調查 2. 語言典藏及語言

調查 3. 語言學理論 4. 語言學類型 5. 語言計算模擬 6. 語言的大腦與認知處理歷程。

依據本所中長程規劃，對上述重點領域持續進行下列三種取向之研究：（一）理論

研究﹕致力語言學各領域（如句法學、構詞學、音韻學、語音學、語意學、語用

學、歷史語言學、方言學等）理論與類型學之探討，以建立人類語言現象之科學性

解釋。（二）區域研究﹕致力於國內本土語言及親緣、地緣關係密切的語言的結構

與歷史研究，以建立上述語言區域及語系之系統認識。重要的工作項目有：臺灣語

言與近緣語言調查，臺灣閩、客語的結構與語言生態；臺灣南島語的結構與瀕危語

言的典藏與搶救，藏緬、南亞、蒙古語結構等研究。（三）整合研究﹕推動語言學

各領域及語言學與其他科學（如生命科學、數理科學、社會科學）之整合，以擴大

語言學研究範圍、並落實語言知識之應用。重要工作項目有：語言的大腦與認知基

礎研究、 語言計算模擬、語意網及知識工程、詞庫建構、語音合成與辨識、口語篇

章韻律的組織架構、臺灣語言分布與變異之地理資訊、社區語言溝通機制等。

肆．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語言學研究所每年執行各類型研究計畫約30餘種，舉辦讀書會、講論會、專題

演講、研討會、研習營、工作坊、國際學術會議等學術活動約40餘場。此外，語言

學研究所與國內外多所大學進行多種研究與教學合作，並訂有辦法獎勵、培育年輕

學人。

同仁研究成果相當豐碩，其中最為國際矚目的重要成果包括：構擬原始漢藏

語、重建臺灣南島民族遷移歷史、調查臺灣地區語言地理分布、搶救弱勢語言、研

究大腦的語言機制、發現藏緬語新語種及語言現象、開創詞彙語義學理論、提出

韻律結構，探討詞形與概念發展的跨語言通則等。此外，並開發古代漢語、現代漢

語、臺灣閩南語、臺灣南島語等語料庫及數位典藏多種，均已公開提供各界使用。

具體數據方面，已完成統計的十年（1998-2007）中，語言學研究所同仁每年發

表之論著至少六、七十種以上（如下表），平均每人每年均達5至8種：

如下表，自2000年起，僅期刊部分每年都維持在20篇以上，加上專書和專書論

文，研究論著大致維持在每年三、四十種以上，正式發表之論著數量不但可觀而且

相當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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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ISI所屬資料庫（含SSCI, A&HCI, SCIE等）自1999年起所收錄之期刊統計，語

言學研究所同仁發表之論文有：1999年2篇、2000年4篇、2001年2篇、2003年2篇、2004

年4篇、2005年9篇、2006年3篇、2007年5篇，總共31篇，平均每年超過3篇。此外，在正

在申請SSCI收錄的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期刊中，從2000年到2007年語言學研究所同

仁發表的論文共有45篇。把這兩項統計加總起來，從1999年到2007年的9年內總共發表76

篇，平均每年超過8篇。語言學領域另外還有一些重要期刊沒有收錄在ISI所屬資料庫中

的，也不乏有同仁發表的論文，如果這些也能合計在內，更能顯示同仁研究發表之勤。

總之，根據以上的發表情況，可以看出語言學研究所同仁不但研究成果豐碩，而且

與國際也是密切接軌的。

伍．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本所目前所累積的研究成果甚多。大體而言，在研究取向的理論研究、區域研究、整

合研究三方面，都有均衡的表現。各重點領域最首要而為國際所共矚目者，有以下幾項：

一、語言典藏

本項研究歷任主持人鄭錦全、何大安，目前主持人為齊莉莎，具體成果為：

(一) 二十世紀漢語語料庫與句法結構資料庫（分項主持人黃居仁、陳克健）

「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完成於1995年，有500萬詞，充分作為語言理論

年度 研究人員數 期刊論文 專書論文 專書 會議論文 合計

1998 11 8 10 0 42 60

1999 11 8 15 0 44 67

2000 12 26 7 8 50 91

2001 12 20 15 1 46 82

2002 14 31 26 3 68 128

2003 14 25 8 1 36 70

2004 16 20 16 3 79 118

2005 17 20 7 1 51 79

2006 17 51 28 3 96 178

2007 16 34 14 1 54 119

語言所年度研究成果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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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計算語言學的基本研究素材。2000年開始規劃新五百萬詞語料，2003至2005年工作重

點在於新500萬詞之斷詞、標記與分析，並重新修訂已上線的500萬詞標記語料。至2005

年已完成新500萬詞斷詞、標記，包含以下六種主題：藝術400篇251,960詞，哲學548篇

505,883詞，文學1,011篇1,046,167詞，社會33,317篇150,735詞，生活2,861篇1,027,880詞，

科學726篇503,931詞。現代漢語句子結構分析24,189句共135,700詞。

(二) 近代及古代漢語語料庫（分項主持人魏培泉）

著重在古漢語的語法分析。近代漢語範圍擴及元曲與明清小說。這項工作可以給

近代漢語到現代漢語的語言遷變建構出一套更具系統性的知識。上古漢語重新校訂以前

標注過的語料，作為「上古漢語語料庫」的基礎。近代漢語的標注完成十二種文獻：

《紅樓夢》、《醒世姻緣》、《金瓶梅》、《平妖傳》、《水滸傳》、《儒林外史》、

《西遊記》、《元刊雜劇三十種》、《關漢卿戲曲集》、《永樂大典戲文三種》、《老

乞大》、《朴通事諺解》。總詞數約達260萬詞。上古漢語的標注已重新校訂完成《論

語》、《孟子》、《大學》、《中庸》、《老子》、《莊子》、《左傳》、《尚書》、

《戰國策》、《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等十一種文獻。

(三) 先秦金文簡牘詞彙資料庫（分項主持人史語所陳昭容）

金文11,963件，詞彙共收12,657筆；簡牘102,290字18,711詞。著重人名、地名、族

名、官名等詞彙標記。

(四) 新世紀語料庫-多媒體的語言呈現與典藏（分項主持人曾淑娟）

語音資料11小時8.8萬字，語音影像語料14.7小時。

(五)  閩南語典藏-歷史語言與分布資料庫（分項主持人鄭錦全；共同主持人楊秀芳、
羅鳳珠、魏培泉；協同研究蕭素英）

嘉靖、萬曆、順治、光緒本《荔鏡記》之數位化與校勘，閩南語客家話歌冊581本數

位化，漢語方言分布地理資訊系統10,700戶語言辨識及地理座標定位，語言使用問卷486

份，閩客語研究書目2,798筆。

(六)  閩客語典藏（分項主持人何大安；共同主持人江敏華、李惠琦、楊允言、鄭詩
宗、鄭錦全、蕭素英、羅鳳珠）

《英廈辭典》、《廈英大辭典》、《客英大辭典》、《基督要理》、《臺灣教會公

報》（1885-1917）完成第一次校對。雲林縣崙背鄉8,532戶以及二崙鄉1,740戶之語言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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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及地理座標定位。

(七)  臺灣南島語典藏（分項主持人齊莉莎）

目前已經建立魯凱語（萬山、茂林、多納及大南等方言）、賽夏語（東河方

言）、泰雅語（賽考利克方言）、鄒語、阿美語、布農語（南部方言）、排灣語

（南排）、卑南語（南王、知本等方言）、巴宰語及卡那卡那富語十種南島語言，

及六種聲音檔740分鐘。

二、語言心理實徵與神經機制

大腦與語言實驗室旨在以漢語文字為研究素材，利用現代認知神經科學的腦

造影研究，包括眼動儀(eye-tracker) 、事件誘發電位腦電波(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s)、腦磁波(Magnetoencephalography, MEG)、功能性磁振造影(funct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穿顱腦磁刺激術(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us, TMS)等方

式，進行漢語字詞辨識與閱讀的整合性研究，以進一步瞭解大腦與語言處理之間的

關係。現有研究人力有曾志朗與李佳穎。早期研究重點包括關心音旁在文字辨識中

所扮演的角色，尤其著重於音旁在提供形聲字讀音的有效性(規則與否或一致性高

低)對於詞彙接觸歷程的影響。該系列目前研究整理出三千多個中文形聲字聲旁的表

音特性，並利用傳統的行為實驗、眼動凝視時間的測量以及功能性磁振造影，分別

探討聲旁表音一致性的心理實徵性與神經機制。發現漢字雖然並不屬於拼音文字，

但認字的歷程不是靠一字一音的對應方式，而是涉及解離部件，並由部件中抽取語

音訊息的處理歷程。此外，左腦額葉下迴、下頂葉、緣上迴以及下顳葉與枕葉的交

界與形音轉換的歷程息息相關。而這項發現與利用拼音文字所做出的來結果相仿，

顯示形音轉換歷程的神經機制並不因文字的特殊性而在神經機制上有太大的差異。

實驗室近期更將研究範疇擴展到不同層次的文字屬性對於字詞辨識歷程之影響以及

嬰幼兒之語言發展上。議題包括文字的部件組合度(radical combinability)與雙字詞之

鄰項效應(neighborhood size effect)在字詞辨識模型中所扮演之角色，嬰幼兒語音知

覺之神經指標與閱讀發展之關連等。

三、臺灣語言地理分布微觀

何大安完成臺灣地區各鄉鎮區通行語之分布論文初稿，列述臺灣375鄉鎮區的

通行語概況。鄭錦全的團隊完成新竹縣新豐鄉一萬戶閩南及客家家庭語言辨認與地

理分布，利用先進衛星影像與航照建立語言地理資訊系統，為未來臺灣語言地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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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了典範，同時也提供方言互動如詞彙借用的

可驗證的理據。這類工作將來可以延伸到南島語

的分布，完成全臺語言地理資訊系統。蕭素英利

用新豐調查資料研究閩客語言的活力與傳承問

題。

四、搶救濱危及消失的南島語言

李壬癸多年來積極研究瀕危及消失的臺灣

南島語。臺灣南島民族至少有20種語言，大約有

一半已消失，有的已瀕臨滅絕，只剩下極少數

老年人還會講，例如巴宰（剩1人），邵（剩10

人），卡那卡那富（剩5人），沙阿魯阿（剩12

人），噶瑪蘭（不到50人），賽夏（不到100人）。李壬癸調查三種平埔族（巴則

海、邵、噶瑪蘭）和三種高山族（卡那卡那富、沙阿魯阿、賽夏）語言的詞彙、音

韻、構詞、句法、篇章、文本。對於已消失的平埔族語言，也收集和整理荷蘭時期

傳教士所留下的文獻和日治時期日本人所做的記錄。已正式出版有關平埔族語言的

詞典兩種《巴宰語詞典》跟English-Favorlang Vocabulary，文本歌謠一種《巴宰語傳
說歌謠集》，以及學術論文數篇。另外還從事《新港文書》西拉雅語的契約文書逐

字翻譯及整篇之意譯。另外，法佛朗語基督教義文本英譯，19篇法佛朗語文本都逐

詞並逐句翻譯成英文。同時也整理了臺灣南島語言一千多個詞項的詞彙比較表，理

出各種規律的語音對應關係，同時也鑑定了數百個同源詞，屬於古南島語的層次。

五、南島語研究

本所多人從事南島語研究。何大安依據臺灣南島語重建的原始南島語詞彙探討

南島民族的生活文化。林英津開展初鹿卑南語長篇語料的蒐集記錄。湯志真比較南

島語、漢語以及其他不同類型的語言，指出前人在語言事實和句法分析上的缺失，

也從名詞組中的修飾標誌以及子句中的附加語結構來詮釋不同語言類型的異同。張

永利提出語法上的核心與邊緣問題。許多語言副詞性修飾語通常出現為副詞或附加

語，出現在句子邊緣位置，可是臺灣南島語言的副詞性修飾語卻通常以動詞方式出

現，並且充當主要動詞，帶領詞彙動詞為補語。臺灣南島語的語法模式可以作為劃

分語言類型的依據。此外，南島語言的主事焦點句在有些語言是及物句，但是在某

利用先進衛星影像與航照進行語言地理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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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語言可能是不及物句，並非如部分學者所說的都是不及物句。齊莉莎研究各個魯凱語

方言的構詞、句法之特色並比較它們之間的差異，進一步了解魯凱語方言之間的關係，

建立古魯凱語之構詞及句法的特徵。個別語言的研究包括賽夏語及鄒語。鄧芳青比較卑

南語各方言的語音、構詞以及句法，繼以建構各方言間的關係，另一重點則是探討臺灣

南島語在動詞上的非焦點標記，並區分他們與焦點標記的功能，以及其語法化的過程。

六、藏緬語結構與譜系關係研究

孫天心以川西北壤塘縣及周邊之特殊藏語作為個案研究對象，普查該縣蒲西鄉尤日

溝村、吾依鄉卡龍村、南木達鄉阿斯滿村、茸木達鄉當木達村、岡木達鄉、吾依鄉以及

相鄰色達縣色爾壩縣等地較特殊之藏語。並建立了卡龍－茸木達－色爾壩詞彙、動詞形

態比較資料庫，識別出熱務溝（松潘縣）、求吉（若兒蓋縣、九寨溝縣）、鐵布、色爾

壩等過去未知（或知之不詳）的新方言，基本釐清其歷史發展脈絡。另一研究重心是本

語組中的嘉戎語及拉塢戎語，特別是動詞形態及等時形態句法與類型學探討之研究。完

成了嘉戎語動詞詞幹變化及草登嘉戎語狀貌詞、泛稱屬人論元、關係句等構造等研究論

文。並發現音高重音與音位性軟顎化元音。此類語音現象，在漢藏語系都屬首次發現。

在羌語方面，過去余文生致力於從豐富的方言差異中探討羌語的歷史性演變，特別是在

音韻與構詞上的變化；而後將重心轉向羌語現代方言的音韻特徵研究；現在則重新檢查

羌語的語音架構，試圖進一步結合統計科學發展新的語音模式，並以該模式預測羌語聲

學的現象。

七、漢語句法演變與分析

魏培泉的研究課題包括能性動補結構、差比句、正反問句等的發展，更深入認識

中古漢語到近代漢語的語法演變。另一類的研究是利用語言知識來判斷古書的真偽及

著作年代的問題。已經納入研究的有《列子》和《關尹子》二書。這種研究是以古籍所

反映的語言之時代性為主要的研究標的，同時可以清楚辨識上古漢語和中古漢語的區別

特徵。江敏華以東勢客家話的調查研究為主，輔以共時的比較研究以及漢語歷時語法的

分析，完成了幾篇東勢客語語法的相關文章。〈東勢客家話「同」與「分」的語法特徵

及二者之間的關係〉一文，一方面探討東勢客家話「同」與「分」的語法特徵，另一方

面，也對「同」與「分」在句法及語義上的異同，作了綜合性的比較。〈東勢客家話

的動補結構初探〉一文分別描述動補結構的幾個次類──結果補語、趨向補語、狀態補

語、可能補語與程度補語──在東勢客家話的表現。除分項描述其語義/語法特色外，

本文並從漢語史與語法化的角度討論東勢客家話動補結構的若干現象，對於漢語方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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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漢法歷史語法的結合能夠提供實證的研究。湯志真探討數詞和量詞以及量詞和複數

詞的共存限制，以古漢語、現代漢語、臺灣南島語以及藏緬語等不同語言類型的語料為

例，指出前人的分析在上述語言事實和句法/語意分析上都有重大的缺失，進而從詞彙、

句法和語意三個角度來詮釋這些語言與名詞組修飾結構的相關異同，以及修正相關的句

法理論。

八、知識本體建構

黃居仁提出結合領域知識分類與詞彙知識庫結合之跨語言領域知識處理研究方法，

構建中文詞義分析理論架構並建立資料庫及管理系統，稱之中文詞網（Chinese Word-
net），並建立中文版共用上層知識本體及雙語介面，即中央研究院中英雙語知識本體詞
網（The Academia Sinica Bilingual Ontological Wordnet, 簡稱Sinica BOW），利於開創以知
識本體架構解釋隱喻映照原則之研究方法。系統藉由多元、友善的介面，將功能切割為

詞網、知識本體以及索引三個主要單元，提供跨語言資訊轉換、詞義的區分與詞義關係

的連結、語言資訊與概念架構（知識本體）的連結以及使用領域等訊息。

九、口語語流韻律的組織架構與模型

鄭秋豫提出了階層式口語敘述語流韻律的完整架構，提出聲學語音的證據與模組，

說明了口語語流韻律表面現象中的旋律、節拍、強弱、停頓的結構是如何由各個韻律層

的分層貢獻疊加而成。強調短語成組後的跨短語韻律關係，及短語不再是孤立韻律單位

的概念，突破傳統語音學無法提供短句句調以上韻律現象的困境。建立數學模型，直接

應用到語音科技開發方面。2006年完成研究課題導向的「中央研究院口語韻律語料庫暨
工作平台Sinica COSPRO & Toolkit」的整合及釋出工作，本語料庫與其他口語語料庫最大
的差別在於：（1）蒐集語料強調大段落口語及語篇，（2）65％的語料已經過多項標註
處理。（3）工作平台Toolkit整合了PRATT與CoolEdit的語音分析合成功能，係一方便操
作的工具軟體。

十、現代漢語自然語音研究

曾淑娟以語料庫語言學方法開發收集與處理臺灣國語語音語料的程式工具。用以研

究語音弱化與合音詞之間的語音與聲韻關係。也用於研究自然語音中韻律分佈，邊界標

示與詞語更正等課題。

十一、漢壯侗苗瑤語系屬研究

龔煌城研究重點在漢語、壯侗語與苗瑤語的關係。漢語與壯侗語及苗瑤語之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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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當數量的音義相似的詞彙，問題的癥結在於這些語詞究竟是同源詞還是借詞。針對

此一問題，將過去學者研究漢語與壯侗語的系屬關係，以及研究漢語與苗瑤語的系屬關

係所提出的「同源詞」，加以收集整理，並從原始漢藏語音韻系統的觀點，參照確實可

靠的漢語與藏緬語之間的同源詞，重新加以檢討，釐清漢語、壯侗語與苗瑤語之譜系關

係。研究結果顯示，漢語與苗瑤語之間音義相似的詞彙應屬借代或偶合，不足以論證漢

語與苗瑤語間之親緣關係。

十二、蒙古語研究

蕭素英從蒙古秘史、蒙語老乞大等歷史文獻與現代口語材料的證據，提出「詞彙競

爭」可能觸發「語法演變」的假設，主張蒙古語動前否定副詞與動名詞後的否定述詞（或

否定詞綴）的競爭的競爭觸發了蒙古語一系列時間語法系統的變化，使蒙古語變得更具分

析性。建置《蒙古秘史》、《蒙古源流》、《蒙語老乞大》、八思巴漢語資料庫。

十三、西夏語文獻研究

林英津延續《夏譯孫子兵法研究》的資料庫，更新西夏語文獻語料庫的內容，加入

專書《西夏語譯《真實名經》釋文研究》全文索引，以便有效的累積過去的研究成果，

使西夏語成為可供學界自由取用的研究語料。近來並改寫西夏語譯《六韜》，呈現對不

同類型文獻更細膩的認知；及經由業已深度解讀的西夏語文獻，重建西夏民族對古代中

國文化及思想體系的習得，以便具體實踐語言學與歷史、文化人類學的會通。

十四、客贛方言音韻比較研究

江敏華自攻讀博士學位以來持續關心此議題，除完成博士論文《客贛方言關係研

究》外，近年來也持續在客語音韻與客贛音韻比較的研究上奉獻心力。相關的研究成果

如〈閩西客語音韻的保守與創新〉一文，利用方言比較來判斷閩西客家話幾個音韻特徵

的存古或創新，並以實例說明語音演變如何對方言的音韻格局發生作用，並進而產生方

言差異。此外，幾篇尚未正式發表的會議論文，如“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Hai咍/Tan覃
/Han寒 and Tai泰/Tan談/Huan桓 rhymes in Gan and Hakka” 、“The underlying and derived 
forms of Tone Qu in Tungshi Hakka”與〈客贛方言的「魚虞有別」－兼論語言層次分析的
相關問題〉等文章，除了對客贛方言的音韻現象有所貢獻外，對於歷史語言學中的原理

原則，亦有通則性的討論。

十五、吳語鼻音尾/鼻化小稱研究

江敏華赴吳語麗水、遂昌、杭州等地進行田調，並根據語法化輪迴的理論架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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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語鼻音尾/鼻化小稱的研究，具體的成果呈現在兩篇已發表的論文中，分別是〈從鼻化
型和鼻尾型小稱看吳語金華方言韻母層次的歷時演變〉，以及〈麗水方言小稱語音形式

的語法化輪迴〉。兩篇論文除了對吳語及鼻化小稱的具體語言事實有所創獲和貢獻外，

對於語言學中理論性與通則性的問題亦有所思考，例如，在〈從鼻化型和鼻尾型小稱看

吳語金華方言韻母的歷時演變〉一文中，對索緒爾的共時觀與歷時觀分野的相關問題有

所討論與澄清；在〈麗水方言小稱語音形式的語法化輪迴〉一文中，對於「語法化輪

迴」的誘發因素，提出語音因素重於語法因素的看法。

十六、吳閩方言比較與閩語古音構擬

吳瑞文的博士論文《吳閩方言音韻比較研究》有系統地建立了吳、閩兩大方言在聲

母、韻母、聲調上的嚴整對應，離析出這兩個方言的音韻層次與層次間的對應，並提出

對閩語形成的看法。在這個基礎上，開始逐步進行閩語祖語的擬測工作，目前已經發表

兩篇探討共同閩語元音與韻尾的論文，並建立從閩語祖語到現代各次方言的音韻演變。

十七、語言演化的計算研究

王士元多年來從事語言演化的計算研究，從電腦模擬人類語言的發生、接觸、傳

播、詞語的消長來看語言的歷時與共時變化。

陸．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二十餘年來，語言學研究在中央研究院已取得重要成果。自本所籌備處成立之初，

同仁即以建設國際級語言學研究重鎮自我鞭策；數年來，同仁努力的成果亦持續受到

國際學術社會的肯定與重視。除去經常性的參加或舉辦國際會議、加強各種交流進修之

外，本所同仁在具有國際性殊榮或國際性高尊重度的事項上，有非常出色與穩定的表

現。目前，中研院語言所在研究陣容與研究實力方面非但公認執國內牛耳，與國外世界

一流語言學機構相較亦毫不遜色。以下介紹一些國內外著名語言學機構之語言學研究情

況，以資對比。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語言學系1965年創辦，是語言學界歷史最長的系所之ㄧ，

多年來培育了許多語言學者。現在有教員20位。其中12位是語言學系內編制人員，其他

是跨學科共同聘用。研究生約70人，本科生約20人。該系著重博士生的培育。其教學及

研究科目與本所比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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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諾大學語言

學系教研科目
中研院語言學研究所2003-2008研究領域對應研究人員

心理語言學 曾志朗　李佳穎

日語語言學 無

比較語言學 江敏華　何大安　余文生　李壬癸　吳瑞文　林英津　孫天心

張永利　湯志真　齊莉莎　鄧芳青　魏培泉　蕭素英　鄭錦全

龔煌城

印地安語言學 無

印歐語言學 無

多語社會 李壬癸　曾淑娟　齊莉莎　蕭素英

宗教語言 無

社會語言學 何大安　林英津　蕭素英

阿拉伯語 無

非洲語言學 無

南亞語言學 無

計算語言學 黃居仁　曾淑娟　鄭錦全　魏培泉 　王士元
計算語義學 黃居仁　鄭錦全

音韻學 江敏華　何大安　余文生　李壬癸　吳瑞文　林英津　孫天心　

鄭秋豫　鄭錦全　龔煌城

風格學 無

神經語言學 李佳穎　曾志朗

梵文 無

符號學 無

構詞學 江敏華　何大安　李壬癸　林英津　孫天心　張永利　湯志真　

齊莉莎　鄧芳青　鄭秋豫　鄭錦全　龔煌城

漢語語言學 江敏華　何大安　李壬癸　李佳穎　吳瑞文　林英津　湯志真

黃居仁　曾志朗　曾淑娟　鄭秋豫　鄭錦全　魏培泉　蕭素英

龔煌城

語用學 無

語言政治意識 江敏華　何大安　李壬癸　張永利　黃居仁　蕭素英　鄭錦全

語言政策 江敏華　何大安　李壬癸　張永利　黃居仁　蕭素英　鄭錦全

語言流失 何大安　余文生　李壬癸　林英津　孫天心　張永利　湯志真

齊莉莎　鄧芳青　鄭錦全　龔煌城

語言流暢 曾淑娟　鄭秋豫

語言接觸 江敏華　何大安　余文生　李壬癸　吳瑞文　林英津　孫天心

張永利　湯志真　齊莉莎　鄧芳青　鄭錦全　蕭素英　龔煌城  
王士元

語言習得 無

語言篇章 鄭秋豫

語言瀕危 何大安　余文生　李壬癸　林英津　孫天心　張永利　湯志真

齊莉莎　鄧芳青　鄭錦全　蕭素英

語言變異 何大安　鄭錦全　王士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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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語言學系，本所在重要的理論語言學領域都有對應的研

究人員，所缺少者為若干個別語言的研究，如日、韓語語言學、印地安語言學、阿拉伯

語、非洲語言學、南亞語言學、梵文等。然而，本所亦有耀眼的臺灣本土語言及漢藏語

言等研究強項。至於印歐語言學，是語言學的鼻祖，本所雖暫無此專業，而我們專注漢

藏語語言學有三千年的歷史深度，有亞洲大地區的分布與變異及聲調的特性，更能在理

論上有所創新。至於香檳伊利諾大學語言學系其它研究領域如宗教語言、風格學、符號

學、語用學、語言習得、語言篇章、語碼轉換、廣告語言、數理語言學等，我們覺得在

臺灣的語言環境中最有潛力的是語用學、語言習得與語言篇章，將來希望語用學結合社

會語言學，為語言的社會定位做深入的研究。同仁也需要考慮語言習得與語言篇章的重

要性，或是自我再學習，或是新進研究人員。

此外，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與臺灣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亦可與本所情

況相互參照。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成立於1950年代，一向以研究漢語的歷史、方

言、詞彙、語法、文字、語音為主，現在也進入認知的探討。一共大約有一百位工作人

員，其中高級研究人員大約50人。該所最為世人所知的是其出版物，有《中國語文》和

《方言》兩期刊，是漢語語言學者所必讀；《現代漢語詞典》更是辭典的典範；漢語方

言詞典系列，是方言詞彙變異大全。近年來，外國語言學理論的引入，激盪了傳統的語

語法 江敏華　余文生　李壬癸　李佳穎　林英津　孫天心　張永利

湯志真　黃居仁　齊莉莎　蕭素英　鄧芳青

語音工程 曾淑娟　鄭秋豫

語音學 曾淑娟　鄭秋豫

語碼轉換 無

語言認知 李佳穎　曾志朗　鄭錦全　鄭秋豫

廣告語言 無

數理語言學 無

歷史語言學 江敏華　何大安　余文生　吳瑞文　李壬癸　林英津　孫天心　

張永利　湯志真　齊莉莎　鄧芳青　魏培泉　鄭錦全　蕭素英　

龔煌城

聲調與語調 余文生　孫天心　曾淑娟　鄭秋豫　鄭錦全　龔煌城

聲學 曾淑娟　鄭秋豫

韓語語言學 無

詞彙語義學 黃居仁　鄭錦全

韻律模型 鄭秋豫

語言所門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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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收集，在語法化、語言認知等方面，論文脫穎而出，深得語言學界重視。國立清華大

學語言學研究所是臺灣教育界規模最大的系所，成立於1986年，共有教師10人，研究領

域包括語音學、音韻學、語法學、語言篇章、漢語歷史音韻、構詞等，南島語的教學借

重本所同仁支援。該所培養了相當數量博士人才。但是，該所的特色是不以量取勝，每

個人的研究都有其專精，如語法理論、篇章、閩語構詞等。

相對於以上二個語言學系所，本所具有下列特殊優勢：（一）除理論、區域研究之

外，特別重視跨學科整合研究，如本所與歷史語言研究所及資訊科學研究所合作的語言

典藏計畫，收集現代漢語一千萬詞、近代漢語、古代漢語、金文簡牘、南島語等數百萬

詞的文本，經過斷詞與語法詞類標記，是世界上最細緻最豐富的語言典藏之一；又如本

所調查新竹縣新豐鄉閩南與客家雜居的家戶語言，利用衛星及航照，建構超過一萬戶的

家庭語言的語言地理資訊系統，作為語言分布與方言互動微觀研究的典範，改變了語言

學界過去以點概括全面的語言地理分布研究方法，糾正了語言空間理解的錯誤。（二）

本所是南島語研究的國際重鎮，所內17位研究人員中就有6、7位投身臺灣南島語研究，

人數相當多，過去的成就舉世矚目。國外南島語的研究重鎮在於美國的夏威夷大學和澳

洲的澳洲國立大學。夏大強項在於歷史語言學，其中以Robert Blust最為能產，在國際學

術界也最知名；澳洲國立大學的強項在於歷史語言學及大洋洲語言的調查研究，其中以

Andrew Pawley和Malcolm Ross為代表人物。如果本所能夠在學科整合及語言理論的建構

方面加強，特別是能夠運用嶄新的研究方法，將有機會在此領域領先全球。

柒．其他特色

由本所同仁主編（第一、二卷主編為龔煌城研究員，其後為何大安

研究員）及發行之《語言暨語言學》(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國際性語言學期刊創刊於2000年元月，專門刊載以東亞及太平洋地區語

言（包括漢藏語、南島語、南亞語、阿爾泰語及其他相關語言）為對象

所作的語言學研究或語言學理論研究論文。本期刊每年出版一卷，迄今

已至第九卷，第一、第二兩卷為半年刊，每卷兩期，第三卷以後內容更

為充實，改為季刊，每卷四期，目前已公認成為全臺灣語言學水準最高

的學術期刊，國際名望亦逐漸提高，為MLA、CSA所收錄，並已申請加

入SSCI及AHCI，目前已在觀察期中。此外，本刊除不定期出版副冊之

外，另有專著、合著論文集、重要論著翻譯、紀念性論文集等六種專刊

系列，已出版十餘種，均為受國內外學者重視之優良語言學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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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語言所專任研究人員名錄

  姓  名 現      職 學      歷 專  長  領  域

孫天心 研究員兼所長
美國柏克萊加州大
博士

功能-類型語言學、歷史
語言學

曾志朗 特聘研究員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
博士

神經語言學、認知神經科
學

何大安 研究員 臺灣大學博士 語言典藏、歷史語言學

鄭秋豫 研究員 美國布朗大學博士
語料庫語音學、口語韻律
分析、計算與模擬

黃居仁 研究員
美國康乃爾大學博
士

詞彙語義學、知識本體、
語料庫與計算語言學

林英津 研究員 臺灣大學博士
結構分析、語言生態、歷
史語言學、社會語言學

魏培泉 研究員 臺灣大學博士 歷史語言學、語言典藏

湯志真 研究員
美國康乃爾大學博
士

漢語語言學、南島語語言
學、語言類型學、句法學

齊莉莎 研究員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
博士

南島語語言學、語言典
藏、功能語言學、類型分
析

張永利 副研究員 清華大學博士
南島語語言學、句法學、
語義學

曾淑娟 副研究員
德國畢勒佛大學博
士

自然語音研究、口語語料
庫研究

江敏華 副研究員 臺灣大學博士
結構分析、類型分析、歷
史語言學

李佳穎 助研究員 中正大學博士
神經語言學、認知神經科
學

余文生 助研究員
美國柏克萊加州大
學博士

羌語語音與音韻學、空間
語義學

吳瑞文 助研究員 政治大學博士 結構分析、歷史語言學

蕭素英 助研究員 清華大學博士
臺灣閩南語語法、蒙古語
語法、語言類型學

鄧芳青 助研究員 澳洲國立大學博士
南島語語言學、結構分
析、類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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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品系列及名稱 作者／編者 出版年

附錄二 

語言所專刊出版品名錄

Symposium Series

1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stronesian Linguistics 
《第八屆國際南島語言學會議論文選集》

Elizabeth Zeitoun(齊莉莎)
Paul Jen-kuei Li(李壬癸)

1999

2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V: 
Interactions in Language 
《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五輯•語言中的互動》

Yuen-mei Yin(殷允美)
I-li Yang(楊懿麗)
Hui-chen Chan(詹惠珍)

1999

3

Dialect Variations in Chinese: 

Papers from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Linguistics Section
《南北是非：漢語方言的差異與變化•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組》

Dah-an Ho(何大安) 2002

4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Papers from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Linguistics Section
《古今通塞：漢語的歷史與發展•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組》

Dah-an Ho(何大安) 2003

Language, Society, and Culture Series

1
Hanzi Pinyin Taolun Ji
《漢字拼音討論集》

Paul Jen-kuei Li(李壬癸) 2001

2
Language Polic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

Chin-chuan Cheng(鄭錦全), 
Dah-an Ho(何大安), Su-ying 
Hs iao(蕭素英 )  ,  Min-hua 
Chiang(江敏華) , and Henry 
Yungli Chang(張永利)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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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品系列及名稱 作者／編者 出版年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1
Pazih Dictionary 
《巴宰語詞典》

Paul Jen-kuei Li(李壬癸)
Shigeru Tsuchida(土田滋)

2001

2
Pazih Texts and Songs
《巴宰族傳說歌謠集》

Paul Jen-kuei Li(李壬癸)
Shigeru Tsuchida(土田滋)

2002

3
The Loloish Tonal Split Revisited
《再論彝語支的聲調衍變：古閉音節詞的聲調分化》

James A. Matisoff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Ying-
chin Lin(林英津)

2002

4
We Should not Forget the Stories of the Mantauran: 
Memories of Our Past 
《不要忘記咱們萬山的故事：過去的回憶》

Elizabeth Zeitoun(齊莉莎) 
Hui-chuan Lin(林惠娟)

2003

5
A Grammar of Mantauran (Rukai)

《萬山魯凱語語法》
Elizabeth Zeitoun(齊莉莎) 2007

6
Thao Dictionary
《邵語詞典》

Robert Blust 2003

7
A Study of Pronouns in the Han and the Six Dynasties
《漢魏六朝稱代詞研究》

Pei-chuan Wei(魏培泉) 2004

8
Cong Yuyanxue Kan Wenxue: Tang Song Jintishi San Lun
《從語言學看文學：唐宋近體詩三論》

Feng-fu Tsao(曹逢甫) 2004

9
Tangut Version of “Chanting The Names of Mañju  r  ”

《西夏語譯《真實名經》釋文研究》
Ying-chin Lin(林英津) 2006

10
Yami Texts with Reference Grammar and Dictionary
《達悟語：語料、參考語法、及詞彙》

D. Victoria Rau(何德華)
Maa-Neu Dong(董瑪女)

2006

11
Mongolian Monuments in Uighur-Mongolian Script 
(XIII-XVI Centuries): Introduction, Transcription and 
Bibliography

D. Tumurtogoo 
G. Cecegdari

200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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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品系列及名稱 作者／編者 出版年

12
Zhenan de Mindong Qu Fangyan
《浙南的閩東區方言》

Akitani Hiroyuki
(秋谷裕幸)

2005

13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the Huáng-Xiào Dialects W. South Coblin 2005

14 Studies on the Menggu Ziyun Zhongwei Shen (沈鍾偉) 2008

15
Kavalan Dictionary
《噶瑪蘭語詞典》

Paul Jen-kuei Li (李壬癸) 
Shigeru Tsuchida (土田滋)

2006

16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Beyond
Chu-Ren Huang(黃居仁)
Winfried Lenders

2004

17
Comparison of Languages in Contact: 
The Distillation Method and the Case of Bai

Wang Feng(汪鋒) 2006

18
Collected Papers on Tangut Philology
《西夏語文研究論文集》

Hwang-cherng Gong
(龔煌城)

2002

19
Collected Papers on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漢藏語研究論文集》

Hwang-cherng Gong
(龔煌城)

2002

20
Selected Papers on Formosan Languages
《臺灣南島語言論文選集》

Paul Jen-kuei Li(李壬癸) 2004

21
In Memory of Professor Li Fang-Kuei: 
Essays on Linguistic Change and the Chinese Dialects
《語言變化與漢語方言：李方桂先生紀念論文集》

Pang-hsin Ting(丁邦新)
Anne O. Yue(余靄芹)

2000

22

Essays in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Festschrift in Memory of Professor Fang-Kuei Li on His 
Centennial Birthday
《漢語史研究：紀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誕論文集》

Pang-hsin Ting(丁邦新)
Anne O. Yue(余靄芹)

2005

23
POLA Forever: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illiam 
S-Y. Wang on His 70th Birthday
《永遠的POLA：王士元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

Dah-an Ho(何大安)
Ovid J. L. Tzeng(曾志朗)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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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Studies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Papers in Honor of Professor Hwang-Cherng Gong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漢藏語研究：龔煌城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

Ying-chin Lin(林英津)
Fang-min Hsu(徐芳敏)
Chun-chih Lee(李存智)
Jackson T.-S. Sun(孫天心)
Hsiu-fang Yang(楊秀芳)
Dah-an Ho(何大安)

2004

25
Streams Converging into an Ocean: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Paul Jen-kuei Li on His 70th Birthday
《百川匯海：李壬癸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

Henry Y.  Chang(張永利) , 
Lillian M. Huang(黃美金), 
Dah-an Ho(何大安)

2006

26

Linguist ic Studies in Chinese and Neighboring 
Languages: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Pang-hsin 
Ting on His 70th Birthday
《山高水長：丁邦新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

D a h - a n  H o  (何大安 ) ,  H . 
Samuel Cheung (張洪年) , 
Wuyun Pan (潘悟雲) ,  and 
Fuxiang Wu (吳福祥)

2006

27
On and Off Work: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Chin-
chuan Cheng on His 70th Birthday
《門內日與月：鄭錦全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

Raung-fu Chung (鍾榮富), 
Hsien-Chin Liou (劉顯親), Jia-
ling Hsu (胥嘉陵), and Dah-an 
Ho (何大安)

2006

Journ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語言暨語言學》)

Volume 1 (1.1-1.2) (half-yearly) 2000 
Volume 2 (2.1-2.2) (half-yearly) 2001
Volume 3 (3.1-3.4) (quarterly) 2002
Volume 4 (4.1-4.4) (quarterly) 2003
Volume 5 (5.1-5.3) (quarterly) 2004
Volume 6 (6.1-6.4) (quarterly) 2005
Volume 7 (7.1-7.4) (quarterly) 2006
Volume 8 (8.1-8.4) (quarterly) 2007

Volume 9 (9.2- ) (quarterly)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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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 http://www.ipsas.sinica.edu.tw/

壹．設立沿革

1994年7月，中央研究院人

文組的院士提議成立政治學研

究所。1999年10月在院內正式

成立了政治學研究所規劃委員

會，由胡佛院士為召集人，並

決定以發展基礎理論研究、配

合國家實際需要，和開拓具有

國際競爭優勢的研究領域為宗旨。在籌設過程中，楊國樞與朱敬一兩位副院

長大力協助推動，並獲得李遠哲院長的支持，進行順利。在2002年3月，政

治所籌備處獲得總統府同意成立，並於8月7日舉行成立典禮。第一任籌備處

主任為吳玉山先生（2002年起迄今），諮詢委員會召集人為胡佛院士（2002

年起迄今），自2007年起諮詢委員為牛銘實先生、朱敬一院士、何大安先

生、吳玉山先生、林正義先生、黃紀先生，與關信基先生。

政治所籌備處在成立之初僅有3位專任研究人員，為籌備處主任吳玉

山、特聘研究員朱雲漢，與研究員林繼文。自

成立迄今，依據設所規劃，每年新增1至2名

專任研究人員，目前已有10人，除創所時之

3人外，增聘了徐火炎研究員（2004年）、吳

重禮長聘副研究員（2005年）、徐斯儉助研究

員（2003年）、吳親恩助研究員（2004年）、

丁志鳴助研究員（2004年）、邱訪義助研究員

（2005年）與張傳賢助研究員（2007年）。在

這10位研究人員當中，吳玉山與朱雲漢原在臺

灣大學政治學系任教，徐火炎與林繼文原任職

於本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吳重禮原任

教於中正大學政治學系，而徐斯儉則原任職於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吳親恩、丁志

鳴、邱訪義與張傳賢四位則是在取得博士學位

後直接新聘。其中丁志鳴先生為新加坡籍，是

目前本處唯一的外籍研究人員。

2007年初政治所籌備處喬遷人文社會科學館感恩茶會。圖中人物
由左至右為：劉翠溶副院長、吳玉山籌備處主任以及胡佛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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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處創立之初，由院方協調，獲歐美研究所與近代史研究所慨然出借空間，在人

文社會科學新館尚未落成前供本處使用，滿足了本處初期四年之發展需求。2007年初，

本處遷入人社新館北棟之五、六樓，可用空間大為增加，對本處之發展具有巨大意義。

惟從長期規劃之角度來看，在遷館三年後使用空間將又達到瓶頸，因此尋覓適當擴展空

間實為本處發展的當務之急。

貳．研究重點與研究群組

依據設所規劃，本處之任務為發展政治學基礎理論研究、配合國家實際需要，和開

拓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研究領域。為了實現這三項目標，本處總的研究方向設定為「以

理論為導向、以區域為基礎的比較政治與國際關係研究」。在這個總體架構之下，本處

設計了五項重點研究領域，它們分別是：

第一，臺灣政治與新興民主國家；

第二，中國大陸與社會主義政經轉型；

第三，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理論；

第四，東亞政治價值變遷與全球民主發展；

第五，政治學研究方法。

這五個領域是本處在連結國際學術主流與本土社會關懷，以及發展比較優勢的總

體構思之下所確定的。社會科學是帶有本土性的，然而惟其能深耕本土，故可伸展於國

2002年政治所籌備處成立典禮。圖中人物由左至右為：胡佛院士、朱敬一副院長、李遠哲院長、吳玉山
籌備處主任以及曾志朗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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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本土提供了國際化的相對優勢，而和國際的學術主流接軌讓我們能從宏觀的角

度觀照本土。總括地來說，我們對自己的期望是，結合本土與國際，在臺灣政治學

界、在中研院、在國際上都扮演一個積極而醒目的角色，為提升中華民國的社會科

學研究做出真實的貢獻。在這樣的考慮之下，前四項研究領域都清楚地點出了對本

土極為重要的研究主題，以及和這些主題密切相關的政治學主流領域。我們從臺灣

政治出發，乃是極為自然且必然的事，然而對臺灣政治的研究不可閉門造車，而應放

置於新興民主國家的比較研究當中，而以民主化、民主鞏固，與治理績效作為研究重

點。在第二項的中國大陸研究，一方面是突出了臺灣對於對岸政治理解的迫切性，一

方面則強調中國大陸研究應該納入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研究主流當中，從比較的觀點

來探求對岸政治經濟快速變遷的動力、過程與影響。第三項的重點研究領域是兩岸關

係，這對於臺灣的重要性自是不言可喻。然而兩岸關係的研究自不可孤立地來看，而

應該放置在國際關係理論的格局下來理解，運用各種國關理論的識見來深入剖析兩岸

關係的進展，並以兩岸關係此一重要案例來進一步檢驗和發展國關理論。其次東亞政

治價值變遷是對我國與東亞鄰近國家民主價值轉變的考察，雖然本身便具有重要性，

但是其學術的意義實遠超過單一地區，而應該納入全球的民主化過程中來觀照，並且

和其他地區的新興民主國家相互比較，才能更彰顯其學術的意義。這一至四項的重點

研究領域都清楚展現了「區域」與「學科」的雙元著重。臺灣政治、中國大陸研究、

兩岸關係，與東亞政治價值變遷是區域的關懷，而新興民主國家研究、社會主義政經

轉型、國際關係理論，與全球民主化則是學科的主題。這樣「區域」與「學科」的雙

元配置，清楚地顯現了本處對於國家與社會的關懷、對於和國際主流政治科學接軌的

努力，與對於臺灣政治學在國際上發揮影響力的比較優勢的認定。最後一項的重點研

究領域是政治學研究方法，其意義是為前四項的經驗研究提供數量方法的基礎。雖然

本身並非實質的研究，但卻和每一項實質研究的品質密切相關。在本處的發展過程當

中，五大研究領域和相對應研究群組的確認可說是關鍵性的一舉，將主導本處完成設

立時的基本目標。

五項重點研究領域是本處在徵聘人才、進行研究計畫與推動長期學術發展時

最重要的考慮要素。在這個考慮之下，本處成立了五個相對應的研究群組。本處研

究工作的展開是以研究群組作為核心單位。研究群組為彈性建置，而非僵硬的行政

單位。研究群組可視需要而隨時增設或裁併，研究人員可以同時參與一個以上的研

究群組。他所或院外的研究人員也可以參加研究群組的計畫，以充分發揮研究群組

彈性建置的優勢和科際整合的利益。研究群組設召集人，負責協調、規劃與推動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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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目前「臺灣政治與新興民主國家」、「中國大陸與社會主義政經轉型」、「兩岸關

係與國際關係理論」、「東亞政治價值變遷與全球民主發展」，與「政治學研究方法」

等五個研究群組均已成立，作為研究整合與協調的基本單位。本處人才的進用，便是以

發展五個重點研究領域與健全五大研究群組為目的。

在徵聘人才的進度方面，是規劃為短程、中程與長程的三個階段。短程階段是從

2002年成立到2007年，其主要任務為確立重點研究領域與相對應的研究群組，並建立各

群組的核心研究團隊，每年進用1至2名研究人員，以建立約10名的研究人力，奠定基本

的規模。中程階段是從2008年到2012年，其發展目標是以各核心團隊為基礎，依據主要

研究議題，持續擴展群組的研究人力，以深化各領域的研究，爭取在在主要發展領域中

獲得亞洲的領先地位。在此階段中也是以每年進用1至2名研究人員為目標，在本階段結

束時達到17人，並正式成所。最後的長程階段是從2013年至2017年，此時政治所已經具

有充沛的研究人力與完善的組織制度，並將逐步發展到最適的均衡規模（約30人），同

時也開始新陳代謝。在此一階段的發展目標是爭取在主要發展領域中的世界地位。

目前本處已經由短期階段進入中程階段，並基本上達成人員徵聘的計畫要求，共有

10名專任研究人員，分布在五個研究群組當中，彼此間又有相當大的重疊性。為促進群

組的健全發展以及相互支援，本處對於研究人員的甄選，除了要求滿足特定群組的專長

要求之外，特別要求其跨組的研究能力。目前的研究人力配置如下。

政治所研究人力之配置

研究群組 研究人力 重點研究計畫

臺灣政治與新興民主國家
吳重禮、徐火炎、朱雲漢、吳玉山、

林繼文、吳親恩、邱訪義
半總統制與新興民主國家

中國大陸與社會主義政經

轉型 
徐斯儉、朱雲漢、吳玉山 中國大陸民主指標

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理論 吳玉山、林繼文、丁志鳴
戰略三角中國際與國內因

素整合之研究

東亞政治價值變遷與全球

民主發展 
朱雲漢、徐火炎、徐斯儉、吳親恩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 

政治學研究方法 
林繼文、吳重禮、丁志鳴、邱訪義、

張傳賢
政治學方法論研習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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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本處自從成立至今，研究人力之成長平均為每年1.3人。從創立時之3名

專任研究人員，至今已成長到10名，共有特聘研究員兼主任1人、特聘研究

員1人、研究員2人、長聘副研究員1人，以及助研究員5人。另有合聘研究員

2人。本處研究人力成長的情況見下表。

就預算而言，本處從成立至今，預算穩定成長，由於是新所，因此預

算的成長率較高。不過由於基數較低，因此在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各所處當

中，總預算目前居於最低。各年預算如下表。

政治所歷年研究人員員額統計表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特聘研究員 1 1 1 1 1 2

研究員 1 1 2 2 2 2

副研究員 1 1 1 1 2 1

助研究員 0 1 3 4 4 5

合計 3 4 7 8 9 10

政治所歷年研究人員員額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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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本處之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完全呼應五個研究領域與研究群

組，亦即臺灣政治與新興民主國家、中國大陸與社會主義政經轉

型、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理論、東亞政治價值變遷與全球民主發

展，與政治學研究方法。以下分別就研究情形加以說明。

一、臺灣政治與新興民主國家

臺灣政治的研究和本土社會的關聯性最大，最容易體現臺灣

學者的比較優勢，也是本國研究人員責無旁貸、必須戮力以赴，

以在國際上爭取詮釋權的領域。本處對於臺灣政治和新興民主國

家的研究是以制度為核心，並兼及族群與認同，以及立法行為。

在所有這些研究當中，都採用了比較政治的理論架構，並且以新

興民主國家作為主要的比較對象。

在制度方面，最主要的研究重點就是臺灣的半總統制，包括制度的抉擇、運作、

影響與演化。在這一方面吳玉山著重於探討在府會不一致的情況下內閣的組成型態與行

政和立法間的互動模式。他又探討了各種互動模式對於政治穩定所造成的影響，現在並

積極建立半總統制的經驗資料庫，蒐集全世界33個半總統制國家的制度運作與變遷的資
料，試圖對於進入與移出半總統制進行理論的詮釋。在半總統制的研究方面，本處已與

國際學術界進行密切的交流合作，將朝建立半總統制的研究中心努力。

同樣在制度方面，林繼文的研究重點在於選舉制度，包括制度的抉擇與影響。就前

者而言，其重點在於政黨規模大小與其選區偏好，以及比較臺灣和日本如何從SNTV制度
過渡到單一選區兩票制。在制度影響方面，他探討現行相對多數的總統選舉制度和政黨

結盟之間的關係，論證Approval Voting是在各種候選人數下最能滿足各項指標的總統選
制，研究國會選制改變所產生的政治後果，並分析不同的創制複決制度對現狀的改變能

力。林繼文並試圖建立憲制與選制的制度配套模式，發展出一般性的制度分析框架。吳

重禮則專研分立政府的產生與影響，並將臺灣的案例置於比較的框架之中。

在族群與認同的研究方面，徐火炎研究臺灣選舉中的符號政治，運用經驗調查資料

分析選舉過程中關於族群與國家認同的政治動員。他探討臺灣選民的政治心理，尤其是

受到本土化影響的臺灣結與中華文化影響的中國結，來分析選民的投票行為。吳親恩則

從制度設計出發，探討不同的選舉制度對於緩解族群衝突所可能產生的影響，並依過去

的投票經驗模擬在不同選制下的藍綠政治版圖。在立法行為方面，邱訪義修正了研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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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會立法行為的理論，大量處理臺灣立法委員投票的經驗資料，探討由賽局理論所導

引出來的投票模型的適用性，是結合形式理論與經驗分析的前沿研究。

二、中國大陸研究與社會主義政經轉型

中國大陸的變動深刻影響著臺灣的生存與發展，對於廿一世紀東亞政治秩序的重

組與國際體系的變遷也具有重大的意義。中國研究是除了臺灣政治之外，對臺灣的政治

學者而言，另一個最具有國際競爭優勢，又具有學術與現實意義的研究領域。本處中國

研究的焦點是大陸的政治與經濟轉型。就前者而言，研究的重心在於民主化；就後者而

言，研究的重心是中國大陸發展經濟的政治條件。

在民主化方面，徐斯儉建立了一套從民主的價值與理論

角度所出發的指標體系，來衡量中國政治體制的變遷。目前已

經蒐集了2004年以來中國在「選舉」、「制衡」、「言論資
訊」、與「集會結社」四個民主面向上有關於制度變遷的資料

以及重大的案例，並初步建立了具有紀錄、累積、以及搜尋功

能的電子資料庫。徐斯儉又研究了中國大陸基層民主從村一級

向上提升到鄉鎮一級的可能性，以及在深化基層民主的過程中

村委主任與黨支書之間的矛盾。

在經濟與政治的互動方面，徐斯儉與吳玉山都探討了中國

大陸的發展策略是否與東亞發展國家模式相關。徐斯儉檢視了

長江三角洲的區域發展與半導體的產業發展來探討發展國家在

中國的適用性。吳玉山則以政權型態與產權模式來比較1990年代中國大陸與俄羅斯和東
歐的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在經濟轉型表現上的巨大差異，並從中抽繹出中國大陸發展國

家的特色。他並且發展出了「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的理論概念，來掌握今日中國

大陸的政經結構，並解釋其迄今能成功抗拒民主化潮流的原因。

三、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理論

兩岸關係對於國家的安全與發展影響最為重大，而兩岸關係因為關切到東亞和全球

的安全與繁榮，是舉世矚目的焦點，因此自然吸引國際學術界的目光，而成為臺灣的學

者與國際學術界對話的最佳平台。就議題而言，最重要的是研究國內與國際因素的關聯

互動，同時也進行國際關係體系的歷史性宏觀分析。

本處對於兩岸關係的研究首先是集中在結合國內與國外的雙層賽局和戰略三角的分

析架構。吳玉山整合了選票極大化和戰略三角兩種模型，而後依據選舉週期搭建出整合

國內與國際因素的分析架構。為了建立理論的經驗基礎，吳玉山已初步建立了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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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臺（灣）三邊相互政策與關係資料庫，記錄從1990年3月迄今三邊互動的經驗資
料與分析文獻。在相關研究方面，吳玉山進行了臺灣選舉週期與兩岸關係的分析、研究

了美國總統大選中國政策成為主要議題的七個案例、探討了臺灣認同變化對兩岸和戰的

影響，並在戰略三角理論當中帶入「非自願性樞紐」的角色分析。

同樣是在國內與國際因素的互動方面，林繼文除了以雙層賽局分析兩岸關係之外，

又探討美中臺三方的內部政體型態（民主、威權、新興民主）如何影響其領導人的政策

偏好與決策模式，並檢視國內政治的變動如何影響三者的策略互動。林繼文又探討非正

式制度如何影響正式制度。

在國際關係體系的世界歷史分析方面，丁志鳴結合形式理論、經濟史、軍事史與國

際關係，試圖用軍事科技的革命作為解釋項，透過形式論證，描繪出國際關係體系的演

進。在他龐大的理論架構當中，採用了經濟學和國際關係的理論模型，透過形式推理，

並檢驗歷史資料，是一種跨學科的宏觀分析。

四、東亞政治價值變遷與全球民主發展

東亞政治從1980年代起開始了快速的變遷，而作為這變遷基礎的，是政治價值的變
遷。東亞地區特殊的歷史背景、多元文化傳承，快速的現代化過程，以及多元化的政體

轉型經驗，為政治價值體系變遷提供了極為豐碩的研究素材。由於國際學界在政治價值

變遷的研究方法上已經發展出相當一致的規範，而各個地理區域的研究團隊也已經相繼

組成，因此提供了臺灣的研究隊伍扮演區域整合角色、並且和其他世界上區域團隊接軌

的可能。

由胡佛院士與朱雲漢主持，徐火炎、徐斯儉和其他研究人員所組成的研究群從臺灣

的政治價值變遷出發，先進行了和同為華人社會的中國大陸與香港的比較，而後擴展到

與鄰近的東亞國家相互比較，推動「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計畫」作為主軸，並以此計畫為

基礎參與「全球民主動態調查」的組建。該計畫的推動，為本處奠定了民主化研究領域

內在亞洲的國際領導地位，同時開創了華人社會政治價值變遷的研究。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計畫與「拉丁美洲民主動態調查」，「非洲民主動態調查」、

以及「新歐洲民主動態調查」等共四個區域大型調查計畫共同成立了「全球民主動態調

查」，成為一個涵蓋60多個新興民主國家與轉型社會的全球性民主化研究策略聯盟。自
2004年起，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計畫陸續獲得美國亞洲基金會、福特基金會、與卡特中心
等國際機構的經費贊助，並獲選為本院2006年度新增主題計畫。到目前為止，亞洲民主
動態調查計畫已經進行兩波的調查研究。下一波的亞洲地區同步調查將以「民主、治理

與發展」作為核心議題，預定涵蓋17個亞洲國家（與地區），包括日本、韓國、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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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中國大陸、香港、菲律賓、泰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尼泊

爾、印尼、越南、高棉，與新加坡等。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計畫已經為「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國際社會科學評議會」評定為全球重要大型調查研究計畫之一。

五、政治學研究方法

方法論為社會科學發展的知識源頭，是厚植學術根基的關鍵領域。為提升國內政治

學的整體研究水準，以及為學術的長期發展奠定更深厚的基礎，本處特別著重政治學方

法論的研究。一方面在各項研究中努力發展以及運用經驗與形式的模型，一方面舉辦方

法論研習營，以訓練年輕的政治學者。

在開發與運用方法論的方面，林繼文建構了政黨規模和應選名額之當選門檻模型、

總統選舉制度的非合作賽局模型，與單一選區制的合作賽局等模型。丁志鳴探討完全貝

氏納許均衡，以及用經濟模型分析地緣政治。邱訪義探討由賽局理論所導引出來的投票

模型的適用性。在辦理研習營方面，林繼文與處內同仁每年暑假均籌辦「政治學計量方

法研習營」，針對相關主題邀請國內外學者講學，促進臺灣政治學方法論的發展。而藉

由彼此交流，也累積了可觀的研究能量。

在建構五大研究群組，推動相對應的重點研究領域的工作上，本處除了徵聘相關研

究人力，舉辦國際與國內的學術研討會、圓桌會議與研習營之外，又密集地舉辦學術演講

會，以及群組的小型討論會。本處進行了訪問學者的計畫，並在中國大陸研究與東亞政治

價值變遷領域主導建立了跨院校的研究隊伍。本處也和知名的國際學術機構與研究團隊建

立了緊密的合作關係。而這一切的學術研究工作都是在極少數的研究人力之下努力完成。

政治所年度研究成果統計表

研究成果種類 形式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總計

期刊論文
中文 3 3 3 2 6 8 25

英文 6 7 5 7 11 8 44

專書論文
中文 2 1 2 2 6 3 16

英文 2 2 4 3 3 5 19

會議論文
中文 1 3 4 8 3 2 21

英文 8 15 23 15 19 18 98

研究計畫
大型與國際 1 1 1 2 3 2 10

國內一般 4 10 10 13 15 16 68

八十年內頁卷二(人文2)修改2.indd   202 2008/6/20   3:56:36 PM



203

政
治
學
研
究
所
籌
備
處

伍．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本處同仁在五大研究領域各有專長，從

2002年到2007年之間，共計完成了中文期刊
論文25篇、英文期刊論文44篇、中文專書論
文16篇、英文專書論文19篇、中文會議論文
21篇、英文會議論文98篇、大型與國際研究
計畫10個，與國內一般研究計畫68個。

本處在舉辦上述學術活動時，除了發展

重點研究領域之外，更積極與院內各所國內

大學和學會等密切合作，共同來推動國內政治

學之研究。合作之對象包括本院社會所、法律

所籌備處、臺灣大學、政治大學、國科會，與

中國政治學會等。除了學術研討會之外，本處

邀請國內外之政治學者，與本處之研究同仁，在本處之學術演說系列當中發表研究成果，

迄2007年12月止已有97次。發表學術演說的領域比學術會議更為廣泛，但是基本上還是以

本處之五大研究領域為核心。

陸．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本處在各重點研究領域各有主要之研究計畫，並展現了相當的研究成果。這些主要

的研究計畫是：一、臺灣政治與新興民主國家研究─「半總統制與新興民主國家」研究

計畫；二、中國大陸與社會主義政經轉型研究─「中國民主化資料庫」之建置；三、兩

岸關係與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美國中共臺灣三邊政策與關係資料庫」之建構，與「戰

略三角中國際與國內因素整合之研究」；四、東亞政治價值變遷與全球民主發展研究─

建制「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工作室」，進行「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五、政治學研究方法

─舉辦年度「政治學計量方法論研習營」，發展與推廣政治學之計量研究方法。

一、半總統制與新興民主國家：進出半總統制

本計畫總體地觀照半總統制的產生、運作、影響與變動，為理解當前國內政治發

展所必需，並提供與國際憲政體制研究社群的對話窗口。半總統制的國家在面對府會不

一致時，在行政與立法之間會產生五種可能的互動模式：國會優越、換軌模式、府會妥

協、府會衝突，與總統宰制。本計畫假設在府會不一致、憲政困局出現之後，各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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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會加強國會或總統的相對權力，結果導致建制民主國家傾向於採用換軌模式或府

會妥協的運作方式，而新興民主國家則傾向於採取府會衝突或總統宰制的模式。就長期

的發展傾向而言，建制民主國家傾向於增強責任內閣的原則，甚至演化成內閣制（例如

芬蘭），而新興民主國家則傾向於走向總統制，甚至帶來民主崩潰（例如威瑪德國）。

居於兩者之間的國家，則出現向兩極分化的趨勢。

本計畫現已完成三個主要目標，第一是確認並調查全球33個半總統制國家，建立資
料庫，並開始進行典型案例之研究；第二是開始建立國際半總統研究之國際學術合作網

絡；第三是持續關注國內修改憲政體制之過程，並與計畫之架構相互對應比較。在研究

計畫完成時，將召開國際會議，以及完成建立國際半總統制之研究中心。本計畫為國科

會三年期之特約研究計畫。

二、中國大陸民主化資料庫建置

本計畫係以「中國大陸民主化指標」之研究計畫為基礎，進一步建立與完善「中

國大陸民主化資料庫」，並開始編碼處理資料，作為跨省跨時經驗研究之基礎。本研究

的目標是希望藉著建立一套從民主的價值與理論角度所出發的指標體系，來衡量中國政

治體制的變遷。並且藉著對於具體案例以及中國政治體制中不同類別制度的變化，來描

述並嘗試解釋中國政治變遷的邏輯，以及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可能前景。本計畫已建立了

一套由民主價值與理論所發展來測量中國政治體制的指標體系；已蒐集了在「選舉」、

「制衡」、「言論資訊」、與「集會結社」四個民主面向上，中國於2004年以來的制度
變遷以及重大案例；已初步建立了具有紀錄、累積、以及搜尋功能的電子資料庫，以便

於逐年累積相關具體案例，並提供長期研究之用。

本研究之最大意義，在於將中國大陸之民主進展予以運作化，以客觀之標準，細膩

並且全面性地搜尋大陸各省的制度變遷，並且透過跨省的比較，來探詢各地制度變遷差

異的原因。在當前中國大陸缺乏決定性的制度突破的情況之下，以對於細微的制度變遷

具敏感性的測量工具來客觀地掌握大陸的民主進展，是現實並有效的研究取向。

三、戰略三角中國際與國內因素整合之研究

本計畫之主軸為建構與完善「華盛頓─北京─臺北三角關係與三邊政策資料庫」，

並依據所蒐集之經驗資料，進一步探討戰略三角中國際與國內因素整合的模式。此一資

料庫以1990年3月迄今為時間範圍，現已大致架構完成，並持續登錄資料，以及改善各項
功能當中。本計畫藉由整合國際層次的戰略三角理論和國內層次的權力（選票）極大化

理論發展出一時序性之整合解釋模型，以國內政治競爭週期區別國際賽局優越期間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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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賽局優越期間，並以此一分析模式檢視臺灣與美國在1990年代迄今的三角關係作為，
得到相當滿意的結論。

本計畫最終之目的，在對於瞬息萬變的兩岸與美中臺關係提供解釋與預測的框架，

一方面瞭解與掌握事件發展的軌跡，一方面以研究成果與國際相關研究進行對話。本研究

對於兩岸關係提供一個理論性、可驗證的命題架構，在學術上與實務政策上均有甚大之意

義。

四、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民主、治理與發展計畫—協同全球民主動態調查進行的
區域計畫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計畫」為本處「東亞政治價值變遷與全球民主發展」研究群之

重點研究計畫。本處同仁以此計畫為基礎參與「全球民主動態調查」計畫的推動，並同

步推進「中華文化地區的政治文化與政治參與：中國大陸、臺灣、香港三地比較研究」

國際合作計畫。

本計畫對亞洲的民主轉型、鞏固與運作的經驗進行系統性研究，對比較政治理論的

四個典範：「現代化／後現代化理論」、「新制度論」、「政治文化理論」，以及「理

性選擇理論」均深具挑戰性。亞洲的民主經驗可對上述研究典範提供重要的理論檢證機

會，也提供了亞洲學者與歐美學者在理論對話上的重要契機。本計畫將從亞洲民主化的

特殊經驗出發，以及從全球民主化研究的理論視野出發，來探索民主發展、治理品質與

發展三者之關係。尤其側重在快速經社變遷下傳統亞洲價值對於民主轉型與鞏固的作

用，以及威權體制的歷史經驗以及亞洲特殊之社會資本結構對於民主治理品質的影響。

五、政治學計量方法論研習營

本計畫係本處每年定期舉辦之政治學數量方法研習營。此一研習營已經舉辦五屆，

並已成為本計畫之年度活動。政治學計量方法是指運用科學方法與數學工具來研究政治

現象。這種研究途徑在政治學已有相當長的發展時間，產生諸如統計方法與形式理論等

次領域，在國際性政治學期刊中發表的有關論文也日漸增加。國內從事政治學計量方法

相關研究的學者人數相當有限，且大多分散在不同的系所，造成交流不便，也使國內相

關的研究教學工作的進展不易。此外，國內經濟學界早有學者從事相關研究，但較少和

政治學者進行合作，而出身臺灣，目前在國外從事相關研究而表現優異的政治學者亦欠

缺和國內學者的互動管道。長此以往，將使臺灣政治學研究的科技整合化和國際化受到

限制。

本營隊的目的，即在於透過專題研討的方式，提供一個交流的機會給對政治學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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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有興趣的研究者，並藉由相關課程的開設，培養學員從事相關學術工作的能力與興

趣，同時提供資源指引，以為政治學研究儲備人才。此外，本營隊亦可促進國內外政治

學者的交流、探索跨學科合作的可能，以拓展國內政治學研究的視野。本計畫每年定期

舉辦，現已進行六次，在人才儲訓及國內外學者交流上，奠定了深厚的基礎、產生了很

大的作用。

柒．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定位

本處在國內政治學術界中佔有一個獨特的地位。由於是完全以研究為取向的學術機

構，因此和各大學負有教學任務者不同，可以更有餘裕追求研究的深度。另一個區別本

處和各大學的政治學系所之處在於大學有廣泛的教學任務，必須使其學生對於整個學科

的重點項目有所瞭解，因此大學的教研人員勢必廣泛地分散在各政治學次領域，而無法

專注於重點項目，因此和本處不同。至於對國內各研究單位而言，本處的特殊之處是在

於結合學科與地區的雙元研究途徑，並強調基礎理論研究。這與一般研究單位以政策作

為主要研究對象，並以政策建議作為重要的成果有很大的不同。

綜上所言，本處在國內的政治學界，是以重點研究和強調廣泛教研的大學相區別，

又以著重理論研究和強調政策導向的一般研究機構相區別。這兩個特點其實是源自中研

院的定位與傳統。在此一定位與傳統之下，本處一方面和其他政治學的教學研究機構相

區別，一方面也積極地與這些機構共同合作，提供並結合各自所長，以共同促進我國政

治科學的發展，並對國家的政治發展提供學術建議。

本處的表現在國內而言，實居於領先的地位。在創立之初本處僅有三名研究人員，

現已增為十人。在這十名研究人員當中，有兩位曾經擔任國科會政治學門的召集人，兩

位曾經擔任國科會政治學門諮議委員，共獲得七次國科會傑出獎，一次教育部學術獎，

一次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著作獎，二次國科會特約研究，其他尚有獲得臺灣大學之講座

等學術榮譽。此外，本處研究同仁曾擔任中國政治學會之理事長、秘書長，與臺灣政治

學會之會長、秘書長，主持國內政治學門唯一之國科會特約研究計畫，並帶領臺灣團隊

參與大型的國際政治學研究計畫。凡此均足以顯示本處在國內政治學界就平均之學術表

現與研究人員之學術地位而言，均相當醒目。

就本處在國際政治學界的定位與相對表現而言，由於成立時間尚短，核心研究團隊

之規模較小，目前僅有十人，在人員進用上又採取謹慎的態度，因此距離發展成為有足

夠總體份量的學術重鎮尚須時日。然而就人均表現和發展特色而言，則已經有相當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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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現。依據2003年、2005年與2007年的三次跨國評比，如以人均SSCI論文篇數、以及
每篇平均影響力指數而言，本處和亞洲可比之主要大學政治系相較，已居於領先位置，

而和國際一流之政治系（例如美國史丹福大學政治系）相較，差距亦有限。此一比較自

然較為粗略，然亦可大致顯現本處之學術表現與潛力。

就國際定位而言，最為重要的是本處所揭櫫的研究領域完全契合臺灣學術界的比較

優勢，又與國際的主流學術關切接軌，因而具有極強的發展能力。就臺灣與新興民主國

家的研究議題而言，本處的研究重點，不論是政治制度、族群認同，或是立法研究，都

是比較政治的重點研究領域，而臺灣的案例以及包含臺灣的比較研究也都具有相當重要

的學術意義，而為學界所認可。就中國研究與政經轉型而言，更已經成為最受學術界重

視的區域研究，具有區域研究學者最多、以及區域研究期刊影響力最大的特色。臺灣在

中國研究上一向具有特色，並為國際學術界所看重，是臺灣學者和國際主流對話的天然

領域。中國的國力崛起，使得此一區域研究受到國際學界重視的程度與日俱增，本處在此

一領域的耕耘，實具有極大的發展潛力。本處研究中國大陸的重點，包括民主化與發展國

家，均為國際學界最為關注的主題。就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理論而言，由於後冷戰時期的

美中關係是最重要的國際關係，而臺灣又是美中關係中最具有深遠影響、並帶有潛在衝突

性的重大議題，因此引起國際關係理論與外交政策學圈的重要關切。此一研究議題先天上

是臺灣學者的發展空間，具有最大的比較優勢，而且已經受到國際間的重視。

就東亞民主化和全球民主發展而言，以本處研究人員為核心的臺灣的研究團隊，已

經成功地和國際接軌，主持了「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計畫」，並參與了「全球民主動態調

查」。在這裡，臺灣長期累積的民調經驗和成果，以及願意投注的資源，都有助於將臺

灣的研究能見度增加，並得以積極地參與大型的國際研究計畫。最後，就政治學研究方

法而言，本處的強調遠遠超越各個可比之教研機構對於此一領域的投入。由於臺灣的政

治學術發展在數量化方面擁有相當程度的先天優勢，因此如何保存、發展，並傳承此一

優勢對於本處以及臺灣的政治學界都具有重大的意義。本處每年舉辦的政治學方法論研

習營雖然並非直接的學術生產，但是其對於各項實質經驗研究的助益極為重大。

總括而言，本處的主力研究取向是充分地運用臺灣學者的比較優勢、針對國際學術

界的脈動，並且著眼於我國本身發展的實際需要而設計。從臺灣與新興民主、中國大陸

制度變遷、兩岸與國際關係、東亞與全球民主化，到政治學計量方法，都是臺灣比較優

勢、國際學術主流，與國內發展需求的輻輳匯集之所。此一研究方向的掌握，以及中研

院優越研究環境的提供，足可為本處的長遠發展提供最有利的條件。當然，實際研究成

果的展現，有賴於本處同仁懍於使命、全力以赴。在本處的發展由初期階段進入中期階

段、並且甫遷入自有的研究空間之際，顧往思來，更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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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 http://www.iias.sinica.edu.tw/

壹．設立沿革

1928年本院組織法第三條明定本院應設立各研究所，其中第十三款即為

「法律研究所」。此後各界雖時有設所呼籲，終未能實現。嗣以1994年本院

第二十一次院士會議人文組院士提案、1997年本院中長程學術發展規劃會議

分組研議報告、及1998年「中央研究院發展藍圖」等，本院決定在十年內逐

步完成法律學、政治學、心理學等基礎學門的設所規劃，加強社會科學的基

礎研究。1999年10月成立「法律研究所設所規劃委員會」，由第五屆司法院

大法官馬漢寶先生擔任召集人，於2000年6月30日提出「設所規劃案」。可惜

評比後未能勝出而緩議。

繼本院為貫徹「基礎學科設所、跨學科設研究中心」之原則，推動組

織再造，並配合「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改組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李院長遠哲乃於2003年12月重新聘請七位委員，組成「法律學研究所

籌設諮詢委員會」，由第六屆司法院大法官王澤鑑擔任召集人，再次進行規

劃。委員會於瞭解國內法學發展現況與可資運用之資源後，根據本院作為國

家最高學術機關之定位，決定四項設所基本構想：

2004年8月5日法律所籌備處成立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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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創新的精神，突破國內法學研究

瓶頸，開創法學研究新局。

二、 規劃重點研究領域，俾集中資

源，運用比較優勢，締造卓越，爭

取國際肯認。

三、 研究組織採彈性編制，以利研究人

力之相互交流與自由組合，期能發

揮整合效用，激勵良性競爭。

四、 整體規劃應有階段性構想，以循序

漸進，保持機動，切合實需。

根據上述基本構想，籌設諮詢小組

經過密集研議，於2004年3月提出「規劃

書」，送經本院評議會及院務會議通過，報總統府核准，於2004年7月1日成立籌備處，

聘請湯德宗教授擔任籌備處主任，全力展開設所籌備。

貳．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籌備處成立之時，本所計有7名研究人員，分別自本院原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社科所）法律組移撥6人，歐美研究所（法政組）移撥1人。嗣經依本院聘審程序，分

別於2005年6月及8月，2006年8月及2007年2月與10月各晉用一名助研究員，使本所專任

研究人員總數達12人（含研究員3位、副研究員4位、助研究員5位）。未來仍將循聘審程

序，每年延攬兩名專任研究人員，並適時增加合聘研究人員，期逐步充實人力，次第推

動各項重點研究。

本所奉准成立籌備處因在2004年7月，未有自編預算，乃由院方特別撥款10,751,006

元支應。2005年編列預算31,971,000元；2006年配合新館搬遷裝潢，並為達機關運作之最

低需求，預算成長為56,567,000元。2007年預算（50,953,000元）較2006年並無成長。

籌備處成立時，本所奉令暫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共棲於原「社科所」舊

址。嗣本院人文社會科學大樓完工，乃於2006年11月28日遷入北棟第九、十兩層樓。新

館占地近千坪，委請留法建築師黃中宇先生本「法學」與「書院」結合之理念，進行室

內設計。中西合璧、溫馨明亮，研究環境大為改善。

2004年8月5日法律所籌備處掛牌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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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法律所籌備處新館落成典禮

圖書館藏方面，本所奉令與入駐人

文社會科學大樓之其他各所（社會所、

語言所、臺史所、政治所），本「分別

所有財產、聯合營運管理」之原則，將

原有館藏集中於新大樓之一、二樓，組

成「人文社會聯合圖書館」。截至2007

年底，計有館藏圖書18,188冊（含曾志朗

院士代表洪福增教授贈書1,113冊），期

刊207種，電子資源及視聽資料32種。

參．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本所「設所規劃書」確立本所重點研究領域有六：

一、憲政體制與人權保障

憲政體制與人權保障乃建構民主國家之根本大法，亦憲法之核心問題。憲法學的研

究具有相當程度的政治性，既反映出各該社會的政治現實，亦為政治活動劃定界限。憲

法學的研究除了包括憲法的規範（理論）及其實踐（實務）外，並涉及與其他諸多法律

領域的控制與調和。臺灣社會急遽變遷，尤其快速民主化的結果，憲法在過去十年間已

經七次修正（「憲政改革」），憲法學堪稱我國近年發展最迅速的法律學科。

本所前在「社科所」法律組時期，自1997年以來，即每兩年舉辦一次「憲法解釋理

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迄未間斷，不僅開國內大型學術研討會風氣之先，各次會議論

文並經嚴格審查，出版為專書，廣為大法官與憲法學界所引用。堪稱以極有限之人力，

累積了可觀的研究成果，取得競爭相對優勢，爰將憲法學列為本所重點研究領域之一。

二、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

現代行政國家對於私人經濟及社會活動，輒設有各種管制。並設有行政爭訟制度

（含訴願及行政訴訟），以解決其間之爭議。換言之，當代行政法主要在規範各種行政管

制的形成、執行及爭議解決。臺灣經濟快速發展、社會急遽變遷的結果，各種「經濟管

制」（例如公平交易法、證券期貨交易法、電信法）與「社會管制」（例如勞動法、環境

法）應運而生。然而，由於管制的客體為迅速變遷中的新興事物，法律人對之普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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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鮮少參與形成管制之內容，致法律常有漏洞，甚或體系矛盾。法官面對各種

經濟或社會管制爭議時，因對於管制事物本身欠缺理解，往往不知如何有效進行合

法性(legality)的控制。如何改進各種行政管制，使法律發揮社會控制機能(law as a 

means of social control)，實為我國行政法學面對社會快速變遷的嚴峻挑戰。

三、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

隨著科技研究與科技產業的快速發展，相應法律之規範日感迫切。似此因應

科技發達而新生之法律，可暫以「科技法」稱之。其內涵有略具規模者，如環境

（保護）法、智慧財產權（保護）法；有尚在萌芽階段者，如資訊法（資訊科技

與法律）、基因法（基因科技與法律）。「科技法」的研究具有前瞻性，符合國

家長期發展需求，並適合開發尖端議題，爭取國際法學社群的肯認，值得國家級

研究機構長期投入。

本院現有法律研究人員中已有研究「環境法」（含國際

環境法）與「智慧財產權法」者，未來更應積極延攬「基因

法」與「資訊法」等人才。初期希能配合本院（或大學）各科

技研究中心主持的研究計畫，適時參與提供法律觀點。中期目

標希能與本院（或大學）各科技研究中心合作進行研究；最終

希能發展成為自主之研究學門，主持有關科技法研究。

四、法律思想與社會變遷

法律思想與社會變遷的研究一般多以「基礎法學」概

括，蓋其所指內容，例如：法哲學（legal philosophy，一稱

「法理學」）、法學研究方法（法學方法論）、法制史、與法

社會學等，皆法學之基礎也。我國現行法律制度乃清末變法，

自泰西各國大舉仿效、採擷而來，其間所宗之「法治」思想，

殆傳統文化所無。復以考試導向之故，基礎法學迄今依然為我

國法學教育與研究之弱項。

鑑於基礎法學乃一國法治植根所必要，本院作為國家級

研究機構，理當重視提倡；復以「法律思想與社會變遷」更需

有相對安定、不尚急功近利的學術環境，本院實具有相對優越

之發展條件。
法律所門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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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陸與港澳法律發展

中國大陸自從1979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立法速度甚為驚人。1998年加入世貿組

織(WTO)後，因國內法律更須與國際接軌，法律發展益形快速。各國對於大陸法律的研

究，日益重視。惟我對大陸法律迄今仍停留在靜態詮釋或與我國相關法律比較研究的階

段。為因應兩岸交流日益頻繁所衍生的法律問題，有必要加強研究。此外，香港、澳門

原承襲殖民地母國（英、葡）的法制，回歸後其法制如何調整，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如

何接軌，自有併與研究的必要。

大陸、港澳法律發展的研究乃典型的區域法律研究(Area Legal Study)。未來法律學研

究所應在前述重點學門領域上，將大陸、港澳相關法律的發展納入研究範圍，期能經由

資訊與經驗的交流，逐漸發展成為國內外權威的區域法研究重鎮。

六、司法制度、司法行為與立法學

法治國家無不有法院，各級法院形成司法制度；法院受理訴訟、作成裁判，訴訟之

進行與裁判之作成，即典型的司法行為。司法制度與司法行為的研究一方面可深入瞭解

「司法」的實際運作，供作司法改革的重要參考；他方面各國文化傳統、社會結構原不

相同，其司法行為遂亦不同，本土實證調查成果可供他國比較研究，為我國法學界與國

際交流的絕佳通道。惟法實證的調查研究在我國幾付闕如，未來本所擬結合本院相關所

處開發此一新興研究領域。

目前國內法學研究偏重於法律的詮釋，猶未及於立法學。考今日諸多法律適用疑

難，實肇因於立法之粗糙。如何有系統地改進立法技術（如精確法律用語、標準化立法

作業流程、改進立法體例，採取所謂「綜合立法」或「包裹立法」等），並強化立法政

策(policy research)研究，實屬迫切。

本所進行前述六項重點研究時，將注重展現整合研究的特色，以開創國內法學研究

的新氣象、提升國內法學研究的品質。整合的特色希具體表現在：

1. 本土問題意識與比較研究方法的整合。

2. 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的整合。

3. 尖端研究與基礎研究的整合。

4. 團隊研究與個別研究的整合。

5. 法律學與其他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科際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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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茲統計本所自籌備處成立以來之研究成果如下：

籌備處成立以來，本所舉辦之重要學術活動包括：

一、「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系列

2005年12月16及17日本所舉辦第五屆「憲法解釋理論與實務」暨「憲改論壇—法政

對話之四」學術研討會，邀請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Richard D. Parker講座教授擔任主題演

說人、法國巴黎第一大學Marie-Anne Cohendet教授擔任特別演說人。會議論文業經嚴格

審查，於2007年3月出版專書。第六屆「憲法解釋理論與實務暨釋憲六十週年」學術研討

會亦已於2008年1月12日至13日舉辦，邀請前司法院院長翁岳生教授與美國哈佛大學Mark 

Tushnet教授分別發表主題演說。

二、「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學術研討會系列

為建立行政法實務界與學術界的對話平台，就當前行政法院疑難棘手的案例展開深

度對話，本所於2005年11月19日與最高行政法院、及臺北、臺中、高雄等三所高等行政

專書（含專書論文） 期刊論文 研討會論文 研究計畫

2004年
7-12月

有審查制度 4
有審查制度（TSSCI、SSCI） 8

15 9有審查制度（其他） 14

無審查制度 9 無審查制度 22

2005年
1-12月

有審查制度 6
有審查制度（TSSCI、SSCI） 3

14 25有審查制度（其他） 13

無審查制度 13 無審查制度 26

2006年
1-12月

有審查制度 4
有審查制度（TSSCI、SSCI） 6

29 14有審查制度（其他） 10

無審查制度 18 無審查制度 16

2007年
1-6月

有審查制度 5
有審查制度（TSSCI、SSCI） 2

6 3有審查制度（其他） 6

無審查制度 4 無審查制度 9

總計 63 135 64 51

法律所年度研究成果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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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聯合舉辦「2005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學術研討會，自2006年起乃擴大舉辦為兩

次（7月29日及12月13日）。會議論文經修改、審查後，分別出版為專書。今（2007）年

兩場研討會分別於5月19日與11月24日舉行。會議論文刻正修改投稿中。

三、「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學術研討會

為展開科學與法學的對話，使法律能有效因應科技研究與科技產業的快速發展，本

所於2006年12月16日舉辦第一屆「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學術研討會，以「公衛風險的

法律建構為主題，分析法律在公衛領域各種風險建構所扮演的角色，並邀請美國康乃爾

大學Michael Lynch教授擔任主題演說人。會議論文業已完成審查，預定2008年3月出版專

書。

四、「2006兩岸四地法律發展」學術研討會

為開拓「大陸與港澳法律發展」重點研究領域，本所先於2005年與北京大學、清華

大學、吉林大學、武漢大學、華東政法大學、中山大學、香港大學及澳門大學等校，組

成「策劃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協議每年由兩岸四地輪流舉辦「兩岸四地法律發

展學術研究會」。首次「2006兩岸四地法律發展學術研討會」於2006年6月由本所主辦，

以兩岸四地「司法制度」— 違憲審查、刑事訴訟、民事訴訟、行政訴訟為主題，進行兩

天研討。會議論文經審查，於2007年10月出版專書兩冊，為兩岸四地、每年一會樹立典

範。2007年會議已於12月假中山大學（廣州）舉行，香港大學刻正籌畫2008年會議。

五、「法律思想與社會變遷」學術研討會

為開拓基礎法學之研究，本所於2007年10月26日至27日舉辦「第一屆法律思想與社

會變遷」學術研討會，邀請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法學院Lorenz Schulz教授擔任主題演說人。

會議論文刻正進行修改投稿中，預定2008年10月出版專書。

此外，為開拓「司法行為實證研究」，本所湯主任等於2005年與司法院合作，進行

「司法改革實證研究（一）：法官工作環境現況調查研究」，首次就法官工作環境現況

（含生活概況、司法行政措施、人力支援措施、訴訟制度改革、其他措施等對法官工作

的影響及軟、硬體資源等）對全國1,800位法官進行全面調查。目前正積極籌畫於2008年6

月舉辦第一屆「司法行為實證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總計本所自成立籌備處以來，業經嚴格審查，出版專書6冊：《憲法解釋之理論與

實務》第四輯（本所法學專書系列之一）；《2005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法學專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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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之二）；《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五輯（法學專書系列之三）；《2006行政管制

與行政爭訟》（法學專書系列之四），法學叢書《2006兩岸四地法律發展（上冊）：違

憲審查與行政訴訟》；《2006兩岸四地法律發展（下冊）：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此

外，經過兩年籌畫，本所期刊《中研院法學期刊》(Academia Sinica Law Journal)「創刊
號」終於2007年3月出版，刊載國內、外當今法學大師鴻文共九篇。第1期已於2007年9月

正式發行，此後每半年將發行一期。

學術合作方面，本所於2005年8月與德國馬普智慧財產權研究所（The Max Planck In-

stitut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mpetition and Tax Law, Germany）簽訂學術合作協議。國

際交流活動方面，自籌備處成立以來，計有日本東京大學小早川光郎教授，國科會基因

體醫學國家型研究計畫諮詢委員 Bertrand Jordan教授，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團，及中

國社科院法學所教授團等來訪演講或座談10餘次。

伍．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茲簡介本所重要個別學術研究成果如下（內容由各文作者提供）：

一、〈論資訊公開與卷宗閱覽〉

湯德宗（本所研究員兼籌備處主任），載《2005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頁123-164

（中研院法律所：2006/12）

本文試由行政法院相關判決，闡明原「行政程序法」(1999/2/3)第四十四條及第

四十五條，今「政府資訊公開法」（以下稱「資公法」）所定「資訊公開」請求權，與

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一項等所定「卷宗閱覽」請求權，兩者間之適用疑義。

按「資訊公開」與「卷宗閱覽」主要之差異有四：

1. 權利主體不同：

　 「任何人」皆可為資訊公開之權利主體，然限「行政程序中之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始得請求「閱覽卷宗」。

2. 權利存續期間不同：

　  請求資訊公開無時間之限制；閱覽卷宗依照法務部之函釋，僅限於行政程序進行中，

或行政程序終結後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前，始得為之。

3. 個案性有無之不同：

八十年內頁卷二(人文2)修改2.indd   215 2008/6/20   3:56:52 PM



216

卷二   追求卓越   所 (處 )中心篇

　 資訊公開之請求不以「個案」存在為必要。亦即，任何人得（單純）為「知悉」之目

的，而請求公開。卷宗閱覽請求權則以實現當事人於特定（行政或司法）程序中之

「聽證權」(right to hearing)或稱「答辯權」(right to defense)為目的。當事人於特定程序

中無「聽證權」者，自不得請求閱覽卷宗。

4. 救濟方法之不同：

　 資訊公開為「獨立之實體權」，「否准」資訊公開即侵害人民之「知的權利」。依

「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法理，應認「否准」（公開）為「行政處分」，相對人得對之

「單獨」提起行政爭訟。閱覽卷宗為「附屬之程序權」，「否准」（閱覽卷宗）之決

定乃「事實行為」；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七十四條之規定，僅得於對實體決定聲明不

服時，一併聲明救濟。

 關於「資訊公開」與「卷宗閱覽」之適用：

1.  各種程序中之「卷宗閱覽」請求權，僅為各該程序中之程序權，理論上應僅適用於各

該程序，彼此間殆無競合之可能。

2.  各種法令所定「資訊公開」請求權競合時，應以「資公法」所定者為準。亦即，「資

公法」應定位為政府資訊公開之「基準法」，僅於其他法令關於資訊公開之規定，較

「資公法」所定更為「公開」時，始得優先於資公法而適用。

3.  當「卷宗閱覽請求權」與「資訊公開請求權」競合時，鑑於資訊公開之限制較卷宗閱

覽請求權之限制為少，為免「卷宗閱覽」成為具文，並為尊重個案（行政或司法）程

序之目的（例如為確保當事人間之武器對等），應依「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之原

則，認「卷宗閱覽請求權」優先於「資訊公開請求權」而適用。

4.  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三項之「適用除外」規定有過度涵括(over-inclusive)之嫌；「資公

法」制定公布之同時，刪除原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四條及第四十五條規定，應予贊同。

二、〈憲法僵局的解決模式—兼評「機關忠誠」的概念〉

陳新民（本所研究員），收於《馬漢寶八秩紀念論文集：法律哲理與制度—公法制

度》，頁345-393（元照出版社：2006/1）

本論文對於「機關忠誠」這個概念進行深入的探討。本文主要是將提倡本概念的仙

克教授（Wolf-Rüdiger Schenke）在1977年所出版的《憲法機關忠誠》一書的內容加以深

入的分析。同時，也將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迄今為止所援引本概念的判決全部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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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結論認為，「機關忠誠」概念在德國似乎沒有受到太多學術界的承認，本概念

的創始人仙克教授似乎日後也未再有類似的著作。易言之，這並非德國的主流及受到重

視的概念。其次，在可適用性方面，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52年的歲月中，僅使用過四

次而已，而每年出現甚多機關間衝突的案例中，憲法法院都沒有採用這概念，可見得本

概念並無適用的成熟度。另外在概念的根源上，本概念也沒有提供充沛的理論根據，例

如與平行權限區分的權力分立理論，便不足以成為理論依據，而且援引不成文憲法，也

不切實際。因此，本論文獲得的結論乃是解決憲政僵局必須透過明白的實證法規定，成

立實證制度，方是可以使國家免於經常落入憲政僵局的政黨惡鬥之中。

三、〈著作權法有關技術保護措施規定之研究—歐盟及德國之借鏡〉

劉孔中（本所研究員），載《月旦法學雜誌》，第83期 (2005/3)

立法院在2004年8月24日通過增定所謂防盜拷措施相關規定。此項新制，不論在立法

政策或法律解釋上均有許多探討空間。本文研究歐盟及德國著作權法關於保護技術措施

之法制，進而檢討我國立法的得失，並對其解釋及未來修法提出具體建議：我國著作權

法在訂定保護技術措施之規定時，欠缺整體戰略思維及公益考量；「防盜拷措施」一詞

不妥；主管機關應該以合理使用原則之核心價值為依歸確實行使第八十條之二第三項第

九款的授權；例外規定之受益人在依據第八十條之二第三項規定不適用第一項禁止規避

防盜拷措施規定時，應可以逕行規避該技術措施而接觸該措施所保護之著作；禁止規避

技術措施的行為及規避技術措施的民事責任要件均失之寬鬆，製造流通規避相關設備或

提供相關規避服務的刑事責任要件，亦然；未來修法應衡平課予著作權人提供例外規定

受益人規避技術措施之必要手段及標示此種技術措施相關重要資訊的義務。

四、 〈命令管制非侵權責任之本質─回應〈過失責任標準經濟分析之再省思〉〉

簡資修（本所副研究員），載《經濟研究》，第41卷第2期(2005)，頁191-206

在侵權賠償責任的經濟分析中，行為人身體上防制損害發生能力的不同，是會影響

其過失責任的認定標準。Shavell、Landes與Posner等人認為，若非基於特別阻嚇或訊息因

素，行為人身體上防制損害發生的能力愈差，其過失標準應愈低，此即其愈不容易因過

失負損害賠償責任。本文則認為，在過失侵權責任的認定上，行為人身體上防制損害發

生的能力愈差，其過失標準應愈高而非愈低，因為這種行為人一旦減少其活動量，即可

減少較多的損害，從而其法律上防制損害發生的能力是較高的，雖然其身體上的損害防

制能力較低。本文認為，侵權法作為私法自治之一環，必然是以行為人是否量能而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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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賠償責任的認定標準，而Shavell、Landes與Posner等人都是命令管制型的，因此與過失

侵權責任的本質是相違的。本文強調法律的經濟分析，其分析客體的制度本質必須被掌

握，否則只是黑板計算，而此是Coase一再警告我們的。

五、 〈行政法上義務繼受問題初探—兼評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二年度訴字第八
○六號判決暨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四年度判字第六二二號判決〉

李建良（本所副研究員），收於湯德宗、劉淑範主編，《2005行政管制與行政爭

訟》，頁75-122（中研院法律所： 2006/12）

本文認為，關於行政法上義務繼受問題，除法律特別規定外，其思考層次如左：

（一）是否發生繼受之情事？（二）系爭義務是否具有可繼受性（可繼受能力、可移轉

性或繼受適格）？（三）系爭義務之繼受有無法律上之依據，亦即致令繼受人承擔行政

法上義務之法律上基礎何在？系爭義務是否具有可繼受性之問題，又可分成兩個子題，

一是抽象之責任（義務）能否作為繼受之標的？二是系爭義務是否具有一身專屬性？前

一問題，本文認為，抽象（行為）責任之存在，僅構成引起危險之人（責任人）得以

被當作義務人之可能性，至於義務之有無及內容，仍須俟行政機關以行政處分予以確

認並具體化，始克存在。後一問題，本文認為，「屬物性之義務」、「具財產價值之

義務」、「可替代性之義務」等，僅是義務具可繼受資格之徵象，尚須考量行政法上之

義務是否與義務人緊密聯結，以致於當義務人轉換時，原本之法律目的即無法達成。若

然，則具高度屬人性。關於系爭義務之繼受有無法律上依據之問題，本文認為，應區分

概括繼受與個別繼受二種情形。於概括繼受之情形，尤其是繼承，應有法律（公法）明

文規定或類推適用公法之規定，始得為之，而不得類推適用民法規定。於個別繼受之情

形，因係基於當事人之自由意志，故得類推適用民法有關債務移轉之規定，經法律行為

而發生行政法上義務移轉之效力，但須得處分機關之同意者。

六、 〈「公法人」基本權利能力之問題初探：試解基本權利「本質」之一道難
題〉

李建良（本所副研究員）、劉淑範（本所副研究員），收於湯德宗主編，《憲法解

釋之理論與實務》第四輯，頁291-410 (中研院法律所：2005/5)

本論文借鏡德國法制，以「公法人」之基本權利能力問題為研究課題，藉以探討

基本權利之本質及保障功能等基礎性議題。在論述上，首先追尋法人基本權利能力問題

之歷史發展脈絡。其次，概陳德國《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三項之規範體系與要件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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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尤以「法人」（包括私法人與公法人）概念之釐清為論述重心，並兼予闡明法人概

念之擴張解釋，亦即尚涵蓋所謂具有部分權利能力之團體組織。再者，從「基本權利之

本質條款」角度，析論「公法人」是否具有基本權利能力，此乃本論文之核心所在。惟

鑑於此一問題非僅停留在單純學理之探討，而係在法院實務上屢滋爭端，爰在內容鋪陳

上，採取「先實務、後理論」之研究取徑，先摘擇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指標性裁判，再

綜覽各家學說見解。於此根基上，繼則分從「概念邏輯上之辯證」與「規範目的之解

釋」二端，進行學說論點之歸納與整理，並作理論分析。最後，總結研究心得，嘗試對

「公法人」是否享有基本權利能力之問題，提出基本思惟觀點，俾利我國基本權利相關

理論之開展。

七、〈聯合國對國家人權委員會之推動與實踐〉

廖福特（本所助研究員），收於國史館主編，《人權理論與歷史論文集》，頁175-

215（國史館：2004/11）

設立獨立運作的國家人權委員會是聯合國長期所推動的主張，而臺灣亦積極籌設國

家人權委員會以實踐聯合國之主張，因此有必要完整論述聯合國對國家人權委員會之推

動及實踐。

國家人權機構的問題首先是1946年在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中討論的，比聯合國大會通

過「世界人權宣言」還早了兩年。人權委員會在1978年通過有關國家人權委員會之初步

準則，聯合國大會1993年所通過之「巴黎原則」則是國家人權委員會之重要規範。而聯

合國與人權有關之機制，不論是聯合國憲章所設立之機關，或是人權條約之監督機制，

都在推動國家人權委員會設立扮演相當之角色。聯合國亦透過區域及國際人權會議推動

國家人權委員會之設立，同時協助國家人權委員會之區域及國際聯繫組織。

本文認為臺灣應該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而行政院所提之國家人權委員會相關法案

符合「巴黎原則」之規範，但是臺灣在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之過程中卻得不到聯合國之

協助，只能靠自己之努力。本文認為未來臺灣應嘗試加入亞太國家人權機構論壇及國家

人權機制國際協調委員會。

八、 〈國際訴訟之合意管轄─以排除效果(derogation)之有效性要件為中心〉

黃國昌（本所助研究員），載《政大法學評論》，第90期，頁301-354 （2006/4）

以國際訴訟合意管轄之排除效果為中心，本文由檢討我國最高法院於近年來陸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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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三個重要裁判為出發點，以國際訴訟合意管轄之本質特性及理論構成之角度切入，兼

由比較法之視野與國際條約之立法趨勢，分別就合意管轄排除效果之「有效性要件」、

「否定其效力之例外」以及「合意管轄條款解釋原則」等三個問題進行細緻之分析。

具體言之，本文雖對最高法院承認合意管轄條款效力之基本立場表示贊同，惟就其

裁判對上開問題所持之見解則認有重新檢討之必要。就一般有效性要件言，本文認最高

法院宜再進一步放寬其要件，以「外國法院有管轄權」取代「外國法院承認合意管轄制

度」，並不應附加「我國法院承認該外國判決」之要件。就否定其效力之例外言，則應

取向於當事人訴訟權之保障加以界定，而不應混淆內國訴訟與國際訴訟之合意管轄在本

質上之不同，創設「以原就被」之例外。就合意條款之解釋言，則應以專屬的合意管轄

為解釋原則，以實踐合意管轄制度之功能，並使我國法之規範與國際潮流接軌。

九、 “The Supreme Court in a Common Law Tradition: The Democratic 
Legitimacy of Judicial Review in Light of American Legal Realism”

Shu-Perng Hwang（黃舒芃，本所助研究員），Common Law World Review , Vol. 35 

Issue 3, pp. 216-245. (2006/9)

美國法律唯實論（American Legal Realism）運用其對於普通法（common law）本質

的洞見，完整闡釋了普通法與民主的關連。有別於一般從多數決乃至於代議制度出發來

理解民主、並在此基礎上分析司法權定位的觀點，法律唯實論基於其結合規範與現實的

立場，在相當程度上可謂將任何形式的民意輸出都視為民主的中介，從而將對社會現實

中民意趨向的體察落實為法規範的具體內容，當然便是實現民主的表徵。對唯實論者而

言，普通法毋寧已被視為落實民主的一種特殊模式。正因為強調透過法官個案裁判之累

積來形成「法」之具體內容的普通法，在本質上即帶有呼應現實、呼應社會中人民需要

的訴求，因此每一次法官著眼於個案正義的個案衡量與個案審判，論其實際都是普通法

中民主意涵的表現。

本文之主旨，即在於從法律唯實論的觀點出發，探討在美國長久以來被爭議的司法

審查正當性基礎的問題。由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法律唯實論的看法不僅有助於澄清司

法審查正當性基礎何在，更能完整說明：為何社會現實的關照，乃至於社會科學之研究

成果，在美國普通法的背景之下，都是司法審判不能忽視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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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本所期盼能在最近將來，於國內法學研究扮演樞紐與領導的角色；並在可見的將

來，於國際法律學界嶄露頭角。為此，希力求兼顧以下四項考量：

一、充分發揮作為國家級學術研究機構的功能，與大學有效分工

本所現有研究人力十分有限，但籌備處成立三年多以來，已展現出旺盛的活動力，

持續產出優質研究成果，尤其在前述六項重點研究領域中之「憲法」與「行政法」，取

得相當程度的領先優勢。設所規劃書以國家級學術研究機關的宏觀角度，已將本所與各

大學的法學研究市場作了初步分工。循此進程，俟本所進至中程發展階段後，為免有將

無兵，遲滯研究工作；並為積極擔負起培養國家後繼研究人才之法定任務，本所應爭取

與大學法律研究所立於更公平、對等之競爭及合作地位。

二、深植國內法學研究根基、提升學術水準

為實現設所規劃之理想，本所首應身體力行，從研究著作之發表、學術研討會之舉

辦、乃至學術著作之審查、學術績效之評鑑等各項學術活動，率先切實深植根基、自我

要求邁向卓越。其次，可望經由研究機構間之觀摩、合作與競爭，逐漸變化國內法學界

之風氣，蔚成風尚。

三、關照國家長期發展趨勢、建構重要法律議題

本所各項學術活動之規劃、舉辦，無不以國家長期發展為念。例如，本所與政治所

前在2005年合辦的「中研院憲改論壇—法政對話」圓桌討論會，即為響應陳總統2004年
就職演說之呼籲，嘗試凝聚學界之憲改共識。此外，前述本所接受司法院委託進行臺灣首

次「司法改革實證研究（一）：法官工作環境現況調查研究」，不僅有系統地呈現法官對

於司法工作，尤其各項司法改革措施之意見；調查所得之資料庫並為我國未來司法行為實

證研究之基礎。又，本所湯主任2006年接受國科會委託進行「學術倫理之研究」，結合各
校學者，參考學術先進國家之規範，針對我國實務之困惑，草擬完成「行政院國科會學術

倫理案件處理辦法」草案計五章46條，亦可供作處理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之參考。

四、參與世界法學社群，形成學術潮流、開發尖端議題

參與國際法律社群對話，讓臺灣在世界舞台發聲，為本所長程發展目標。惟此需按

部就班、循序漸進。現階段努力之重點在於：一、鼓勵研究同仁出國進行短期進修或講

學。二、積極物色適合的合作對象、發展合作計畫。三、申請加入國際學術組織、參與

國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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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http://www.rchss.sinica.edu.tw/

壹．設立沿革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使命是推動跨領域研究，成立於2004年7月1

日，歷史雖淺，但因係自過去的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與蔡元培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重組而成，大部分的研究重點都已經發展有年，撰述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的歷史，必須溯及前身的研究所與研究中心的歷史。

一、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75年7月-2004年6月）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前身是三民主義研究所（三民所），在1974

年4月27日本院第八屆評議會第三次會議中，決議設置籌備處。1975年7月組

成設所諮詢委員會，由韓忠謨先生擔任主任委員，兼代籌備處主任。同年10

月韓先生因出任銓敘部部長，辭主任之職，旋於1976年2月，改聘本院經濟

學研究所研究員陳昭南先生擔任籌備處主任。經6年籌備，由設所諮詢委員

會建議，於1981年6月27日本院第十一屆評議會第一次會議通過，呈總統府

獲准，同年8月1日正式成立研究所，籌備處主任陳昭南先生擔任首任所長。

1987年8月1日，麥朝成先生繼任。1990年4月6日改為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所（社科所），麥朝成先生仍為所長。此後各任所長為彭文賢先生（1993/8-

1996/7）、朱雲鵬先生（1996/8-1999/7）、梁其姿女士（1999/8-2003/12）、

與郭秋永先生（2004/1-2004/6）。

三民所創所之初便設有副所長，由於以跨學科研究為發展目標，如何

適當發揮研究能量，是當務之急。於是麥所長在第一任期中積極規劃成立研

究分組，最初構想是根據所內既有研究人員的學門專長，分成歷史與思想、

社會、政治及經濟4組。但因各界殷切期望中研院成立法律所，在吳大猷院

長與韓忠謨總幹事建議之下，增加法律組，以5個研究分組的架構提請院務

會議與評議會通過，在改名為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之後仍舊延續此一架

構，迄院方2002年底取消研究分組止。

二、蔡元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3年1月-2004年6月）

本院2002年5月修改組織法，同年11月頒布研究中心組織章程之後，成

立「蔡元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蔡元培中心），將在人文社會科學各

所(處)架構下較不易推動的跨學門、跨領域或科際整合取向的研究專題、新

興的研究領域等，以「專題中心」或「研究計畫」的形式納入其下。此一研

究中心成立於2003年1月，其命名乃在紀念第一任院長蔡元培先生，由王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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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先生擔任首任主任。在2004年7月，與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整併為「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

蔡元培中心之下，設有3個專題中心和4個研究計畫。「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由

劉益昌先生擔任執行長，係以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學研究分組之研究為基礎，提供考古

學者與其他學科學者互動以及國際學術合作交流的平台。「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由

蕭新煌先生擔任執行長，其研究工作溯及本院1996年的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與1998年的
東北亞研究計畫。此二計畫於2002年合併為亞太研究計畫，再納入為蔡元培中心之下的
專題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由傅祖壇先生擔任執行長，乃由原來的「調查研究工

作室」轉型而來。調研室以任務編組成立於1993年，目的在協助院內同仁調查訪問工作
之執行，在1994年建置了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調研室有專任研究人員，除督導調查工
作之外，亦進行研究方法之研究。

在4個研究計畫中，大腦認知與行為科學研究計畫延續曾志朗副院長領導的認知與行
為科學研究團隊，積極結合資訊科學、神經學、心理學與語言學者，從事語言與情緒兩

大主題的研究。1996年11月，歷史語言研究所正式創設地理資訊工作室，隔年與計算中
心合作，開始積極建構地理資訊實驗室。2002年4月由院長核定成立一個跨學門的「中央
研究院地理資訊系統研究委員會」，以綜合審理本院與地理資訊科學相關之研發與應用

計畫。在前述基礎下，設置地理資訊科學研究計畫，由劉翠溶副院長擔任召集人。本院

民族所於1996年將所收集之日據時期戶籍資料蒐藏保存於「戶籍資料室」。2000年時，

利用這些資料進行的分析已經成熟，透過工作坊，展現了良好的成果，本此基礎，設置

了歷史人口研究計畫，由莊英章先生擔任召集人。華人家庭研究計畫，由章英華先生擔

任召集人，係由「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之建立計畫」延伸而成，該計畫先在臺灣進行25

歲以上成年人及其子女的固定追蹤調查，進而以同樣的問卷及方法在中國東南沿海推

展。收集來的資料建立電子檔，並公開釋出。

人社中心研究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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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4年7月-  ）

1994年7月，本院第21次院士會議建議「單一學門設所、多學科設中心」的發展方

向，不但具體建議人文研究所的重整，並且提出新設7個研究所與3個研究中心的籌設
案。在這個重整與新設的議案中，人文組全體院士建議院方分做兩個階段，將「中山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社科所）」整併成為4個新的研究所；自此之後，社科所的發展就一
直受到衝擊。1995年本院成立「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社科所內4位研究人員先後轉
任，所內其他同仁深感困擾。2002年8月，本院成立「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社科所內
一位研究人員轉任。2002年12月25、26日，院方密集召見社科所全體研究人員，要求勾
選「轉任本院相關研究所、處、中心的志願表」，全體同仁群情錯愕、頓生土崩瓦解之

感。2003年1月8日，社科所所務會議發表四項公開聲明，呼籲院方「同時且全面性」重
整院內所有人文研究機構。2003年1月15日，李遠哲院長親赴社科所，聽取建言並表明院
方態度。2003年3月，院方成立「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定位與重建評估委員會」，討
論社科所的組織重整問題。2004年4月，本院評議會通過設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與「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同年7月總統府核准設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人
社中心）正式成立後，在原社科所的全體研究人員中，計有6位研究人員轉任「法律學研
究所籌備處」，7位研究人員分別轉任本院經濟所、民族所、社會所、史語所、及政治所
籌備處，兩位研究人員於8月離開本院而轉任政治大學（其中1位兩年後再回人社中心任
職），24位研究人員留任新的研究中心。在24位留任的研究人員中，17位同仁分別隸屬3
個專題中心與1個研究計畫，7位同仁則暫不參與特定的研究團隊。

以原社科所同仁為基礎（包括留下專任與合聘人員）組成了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

心（執行長為蔡英文先生）、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執行長為張彬村先生）、制度與行

為研究專題中心（執行長為施俊吉先生）、衛生史研究計畫（召集人為梁其姿女士）、

科技與人文價值研究計畫（召集人為戴華先生）與東亞經貿發展研究計畫（召集人為瞿

宛文女士）。加上蔡元培中心既有的研究單位（執行長與召集人皆延續蔡元培中心任命

者)，由6個專題中心和7個研究計畫在2004年重組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6年
時，科技與人文價值研究計畫納入制度與行為研究專題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計畫轉

型為專題中心，於是有7個專題中心和5個研究計畫。在轉型之後的人社中心，相較於過
去的社科所，專任研究人員減少，但合聘與兼任人員則增加甚多。

「人社中心」設立之初，尚未覓妥中心主任，由劉翠溶副院長暫代主任，積極進行

重組，建立各種新的辦事要點與行政運作機制，使研究人員能安心於研究。2005年7月4

日院方指派合聘研究員章英華先生擔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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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從三民所、社科所、蔡元培中心到目前的人社中心，各類研究人員人數與預算的變

化，請見下圖。

從三民主義研究所籌備處改制為研究所時（1981年），專任的研究人員已經有18

位，此後即穩定增加，到1990年改名為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時，有專任研究人員40

位，到2001年達到最多的49位，大致都維持43-46位專任人員之間。自2003年開始，因

退休、離職，再加上整併過程中轉往他所的情形，專任研究人員數減少到27、28位。合

聘與兼任研究人員則呈現另一種變化。在三民所成立之初，即以科際整合為原則，因專

任研究人員尚少，積極延攬合聘或兼任人員，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後，則合聘與兼任人

員明顯遞減，到了1990年代中期，因為退休人員聘為兼任，兼任人員又稍微增加。到了

2004年，重組為人社中心之後，性質上就是積極延攬合聘人員參與研究工作，合聘人員

遽增，更超過了專任人員的數目。

在人員聘用上，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兩位兼任研究員，曹永和先生與王世慶先生的聘

任。在海洋史研究設定為發展重點之後，在1984年8月破格聘任曹永和先生為兼任研究

人社中心（三民所-社科所、蔡元培中心）歷年研究人員員額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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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曹先生為著名的明史和海洋史學者，對荷蘭資料之熟悉，素為學界所稱道，但他學

歷只是中學畢業，從未擔任大學教職。以曹先生的學術聲望，終於在當時三民所的努力

之下打破了學歷與資歷的限制，順利獲得院方通過研究員聘用的審查。曹先生在1998年

當選院士，可以說是海洋史計畫間接的「發掘」了國內學術界被埋沒的明珠。以同樣的

精神在1993年9月聘臺灣史研究的前輩王世慶先生為兼任研究員，王先生亦只有師範學校

的學歷。兩位先生受聘之後，對社科所海洋史和臺灣史的研究助益良多，同時也因而能

在大學授課，培養後代學者。這樣的破格聘用，在臺灣應該是相當特別的例子。

從三民所到社科所的28年間，有三個時點預算大幅提升之後，又呈現負成長，第一

次出現在1981-1983年間，1982年成長156%，1983年降15%。這是從籌備處正式成所之間

的變化所致。另外則是1984-1986年間，從增加53%，再降11%，以及1988-1990年間，先

增加107%，隔年減少10%。此一變化應該是社科所後棟研究大樓分二階段興建所致，是

說明：1.  2000年會計年度改為曆年制，預算數由1999年7月統計至2000年12月。
　　　2.  1976-2002年度為社科所預算數，2003及2004年度預算數為社科所與蔡元培中心加總，2005- 

2008年度為人社中心預算數。

人社中心（三民所-社科所、蔡元培中心）歷年預算統計圖

年份

19
75

19
76

19
77

19
78

19
79

19
80

19
81

19
82

19
83

19
84

19
85

19
86

19
87

19
88

19
89

19
90

19
91

19
92

19
93

19
94

19
95

19
96

19
97

19
98

19
99

20
00

20
01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20
06

20
07

20
08

250,000

200,000

150,000

100,000

50,000

0

新
臺
幣
︵
千
元
︶

200

150

100

50

0

-50

-100

與
上
一
年
比
較
增
減
率
︵
％
︶

預算（不含建築費） 建築費 增減率

八十年內頁卷二(人文2)修改2.indd   226 2008/6/20   3:57:04 PM



227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建築經費導致特定一年預算的大幅成長。社科所後棟研究大樓分兩階段興建，先以1982

年預算興建第一層，再以1989年預算完成二至四樓。排除這兩個時點之後，各年預算是

持續增加的情形，但是到1997年之後增加的趨勢減緩。

2003年以後預算的變化，主要反映的是兩個單位重組的結果，2003年與2004年，則

是合併社科所與蔡元培中心的預算，當然較2002年只是社科所的預算多，到人社中心成

立後的2005年的預算則低於兩個單位合計的2004年預算，2006年接近零成長。但2006年

至2008年，又因重組後的空間需求所獲增建工程費用，而有快速增加復又遞減的情形。

參．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一、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從三民所到社科所的主要

發展方向在於以多學科合作的

方式，從事有關制度、政策、

價值之特性及變遷之研究，冀

望透過學科間的對話與互動，

對社會的運作及成員的行為有

較完整與實際的了解，進而針

對各項問題提出學術上的剖析

與診斷。在進用研究人員上，

一直都從相關的人文社會科學

學門中爭取，在成立研究分組

時，因而以學科屬性相近的同

仁集結而成。

這些研究組都有其延續性的研究重點與方向，不論是以個別或集體進行的研究計

畫，都提供了跨學科互動的基礎，也是研究的重點。各組長年來推動的研究計畫，在歷

史與思想方面有(1)中國海洋發展史(2)明清社會經濟史(3)臺灣社會經濟史(4)華僑史(5)政

治哲學的基礎研究，及(6)應用倫理學研究；在社會研究方面有(1)生命歷程(2)家庭結構變

遷(3)家庭與社會資源分配，及(4)家庭關係中個體的心理與行為；在政治方面有(1)政治參

與及民主理論(2)公民共和主義與民主政治(3)人權與民主政治(4)自由、平等與民主政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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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與民主政治(6)軍隊與政治民主化，以及(7)官僚組織與民主政治；在經濟方面有

(1)所得分配(2)國際化與臺灣產業政策(3)區域間貿易與最適廠址(4)貨幣緊縮與開放經濟

(5)管制與民營化(6)選舉制度，以及(7)訴訟制度；在法律方面有(1)憲法學(2)行政法學(3)

法律的經濟分析(4)環境法(5)勞工法(6)公平交易法及智慧財產權法，以及(7)法哲學。

在1990年代社科所與其他各所之間的區隔成為重要的議題，如何形成重要的跨學科

研究重點，不但可以集結所內不同學科的研究人員，也可以邀請所外或院外適當的研究

人員。經所內同仁深入討論，在1990年代中期提出4項全所性的研究重點：第一是「公共

選擇」：主題在於研究選舉制度及選民偏好等集體決策模式之特性，以及應用於臺灣社

會之適切性。第二是「東亞及東南亞經濟成長、所得分配、社會問題及其與政府政策關

係之研究」。第三是「東亞海洋發展與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研究」：擬從歷史、社會、經

濟及思想方面，以制度變遷的觀點，探討此地區海洋發展與所衍生社會經濟演變，以及

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現況。第四是「管制之經濟與法律面研究」：發展的重點為探討管

制解除、公營事業民營化、獨占市場開放等管制革新相關的議題。第五是「憲法與憲政

體制研究」。這些重點成為轉型後各個專題中心的重要基礎。

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目前建制有7個專題中心與5個研究計畫，以下就各個專題中

心與研究計畫之研究重點分別敘述。

(一) 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

研究重點一向集中在西方政治思想，但也將逐步擴展到華人政治思想的研究。2005年

擬定「臺灣的公民意識：理論與實踐」與「憲政價值的選擇：思想規範與制度」兩個中、

長期研究計畫，並延續一個已經推動多年的「公民社會之政治與社會基本觀念」研究計

畫。自2007年至2008年，繼續推展「臺灣公民意識」與「憲政價值的選擇」兩個計畫案。

(二) 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

主要研究領域一向放在「中國海洋發展史」，包括中國大陸與臺灣的海洋歷史，以

及海外華人的移植經驗。將逐漸從周邊的海洋歷史開始，擴大範圍。也就是說，從東亞

海域，東南亞海域，逐步伸展到印度洋海域，最後與太平洋、大西洋等海域銜接，形成

一個海洋的世界歷史。2007-2008二年的研究重點是明清以來到二十世紀前期中國與東

亞、東南亞海域各地區和國家的交流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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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制度與行為研究專題中心

持續進行4項長期研究計畫，包括「家庭制度與規範」、「選舉市場開放與臺灣政

經結構變遷的多層次資料庫建置」、「管制制度與管制革新」，以及「後基因體時代人

類基因資料庫的倫理與法律管制架構」。2007-2008兩年另行規劃兩項新的研究計畫，即

「交易制度與廠商行為」與「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及其影響」。

(四) 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

推動太平洋史前Lapita陶器研究，著手資料的整合及重新解釋Lapita文化陶器內涵及

文化意義。分別與紐西蘭奧克蘭大學及Otagov 大學合作，整理所羅門群島與巴布亞新幾

內亞Arewe 島群出土之Lapita陶器，建構Lapita陶器數位化資料庫。另外則進行臺灣與周

邊區域文化互動之研究，並協調臺灣考古遺址之發掘與整理。

(五)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以學科與區域研究之整合，重點式建立在國際亞太研究的重要地位。公開徵求對亞

太區域的歷史、語言宗教及文化、戰後政治經濟社會轉型、以及華人與當地各族群及社

會的互動關係等基礎研究計畫。並規劃以下之課題：臺灣與東南亞的關係；亞太特定國

家或社會的跨學科分析；特定社會科學議題的亞太區域／跨國比較分析；當前重大新興

課題的亞太區域或特定國家的探討。

(六)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將進行兩項重點研究工作。第一為調查研究方法之創新性研究與開發，第二為資料

分析方法與應用水準之提升。在業務與服務方面，調查組負責調查計畫之執行與諮詢，

包括面對面訪問、電話訪問、郵寄問卷、自填問卷、焦點團體及認知訪談等。未來擬擴

展至網路調查，應用GIS系統及CAPI系統於調查實務工作。資料管理組多年來在蒐集國

內重要調查研究資料上已頗有規模，未來將擴展蒐藏資料的廣度與深度，並利用資訊科

技整合資料儲存、管理與釋出作業。

(七) 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在已經建立的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與臺灣歷史文化地圖之下，著重在運用地理

資訊系統進行實質的研究課題，包括：參與國際中國地方社會比較研究；探討二十世紀

臺灣與華南沿海地區疾病成果與環境變遷互動。同時也持續進行GIS的研發與資料庫建立

的工作，以及協助本院數位典藏計畫中各子計畫開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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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衛生史研究計畫

主要在探討：過去傳統中國醫學與衛

生概念的實踐及近代華人社會公共衛生發展

之關係；近代華人社會的現代性與公共衛生

發展；19-20世紀殖民醫學發展對華人社會

文化的影響（約從1850年代至1960年代，地

域包括整個亞洲地區的華人社會，以及歐、

美、澳華人社會）；以及殖民醫學知識的建

立與殖民經驗。

(九) 東亞經貿發展研究計畫

以東亞長期的經濟貿易發展為主題，

探討問題涵蓋經貿組織、產業政策及發展

史，部分著重政策面的探討，部分關注長期

歷史發展的研究。並將培育及凝聚大陸研究

的學術社群列為主要目標之一。

(十) 大腦、認知與行為科學研究計畫

持續從事的研究課題，包括：（一）

在中文自然語言理解上，致力於自動答詢系

統的建置。（二）持續解決圖像語言的自動

分析與辨識需要克服的問題，包括：使用機

器學習的方法來分類新聞稿件，加強中文文

件的排版分析。（三）運用本計畫研究人員

所發展出來的原型學習與分類方法，進行臉孔吸引力的分析與從事神經訊號的分類。

(十一) 歷史人口研究計畫

本諸過去在建立戶籍人口資料庫及各項相關的研究計畫與成果，持續收集日治時期

戶籍資料，並以專案合作模式開放學術界使用；完成國勢調查歷史人口資料之輸入，並

階段性對外開放資料庫之使用。撰寫日治戶籍資料與資料庫之工作手冊與使用手冊，以

推廣歷史人口資料庫之研究。再則，規劃與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合作，以時間/空

間座標展現歷史人口研究資料與研究成果。

 人社中心圖書館

八十年內頁卷二(人文2)修改2.indd   230 2008/6/20   3:57:10 PM



231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十二) 華人家庭研究計畫

持續推動臺灣主樣本的逐年追蹤訪問以及其子女的隔年訪問，建立良好的資料合併

檔，以減低計畫參與人員及計畫外使用的門檻，並提高分析的興趣。在問卷訪問的執行

上，將調整調查執行程序，以減低並搶回流失的樣本。同時，將積極建立中國大陸的追

蹤樣本資料庫，預計在2007-2008年進行第三與第四次追蹤調查。

人社中心研究工作之推動上，各專題中心將以專任研究人員為核心，再搭配院內外

合聘研究人員、兼任研究人員，並邀請其他研究人員參與；各研究計畫則以院內外合聘

和參與之學者組成研究團隊。各專題中心或研究計畫將運用社會科學相關方法收集並分

析資料，透過小型工作坊、專題研討會、中大型研討會以及邀請國外講座的方式，協調

並提升臺灣相關研究社群的研究能量與品質。

肆．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一、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從三民所到社科所將近30年期間，各任所長均承繼首任所長陳昭南先生之胸襟，爭

取人文與社會科學方面的人才，並給予良好的研究支援。在此期間，陳昭南先生、麥朝

成先生與曹永和先生相繼當選第19屆、20屆與22屆院士。在國內頗具指標性意義的國科

會傑出獎，任職社科所期間獲獎2次以上者，計有陳昭南、麥朝成、賴景昌、曹添旺、梁

其姿；獲獎1次者則有陳寬政、戴華、蕭高彥、陳恭平、林繼文。在國內也具指標性意義

的國科會優等獎，任職社科所期間獲獎2次以上者，計有陳昭南、彭文賢、郭秋永、麥朝

成、賴景昌、曹添旺、梁其姿、瞿宛文、施俊吉、蔡淑玲、陳寬正、張慶輝；獲獎1次者

則有吳劍雄、徐火炎、湯德宗、陳恭平、朱雲鵬、蕭高彥、戴華、林忠正、伊慶春。

同仁們不僅自身努力撰述，亦透過研討會及會後編輯成書為其學術貢獻的重要方式

之一，特別是特定專題的研討會持續舉行，可以說是臺灣人文社會科學界的重要活動。

我們以性質內容整理出以下各系列的研討會：

綜合性的社會指標、社會科學、社會現象或社會意向研討會（共8次）（1980-1993）

中國海洋發展史學術研討會（1至9屆）（1983-2003）

家庭與社會資源學術研討會（1至3次，第4次為國際研討會）（1997-2002）

人口、家庭與社會政策方面專題研討會（1992、1994、1999、2002、2003）

八十年內頁卷二(人文2)修改2.indd   231 2008/6/20   3:57:10 PM



232

卷二   追求卓越   所 (處 )中心篇

社科所年度研究成果統計表（2004-2007年度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成果）

年　度
學術專書 學術期刊論文 收入學術專書的論文

學術會議論文 其他
專書 論文集 國內 國外 國內 國外

1991年
1990/7-1991/6 4 1 26 10 9 5 25 5

1992年
1991/7-1992/6 1 3 26 9 16 5 19 8

1993年
1992/7-1993/6 9 1 19 16 8 1 47 23

1994年
1993/7-1994/6 3 3 36 21 11 13 22 14

1995年
1994/7-1995/6 0 4 31 16 27 3 48 24

1996年
1995/7-1996/6 2 2 40 22 22 6 22 18

1997年
1996/7-1997/6 6 1 38 26 16 5 57 6

1998年
1997/7-1998/6 3 4 36 18 17 6 66 13

1999年
1998/7-1999/6 1 2 26 20 14 5 82 10

2000年
1999/7-2000/12 4 4 67 24 21 4 82 18

2001年
2001/1-2001/12 8 3 39 13 22 8 78 24

2002年
2002/1-2002/12 4 3 57 33 23 4 68 16

2003年
2003/1-2003/12 5 1 57 14 4 3 63 29

2004年
2004/1-2004/12 1 0 20 7 5 4 55 14

2004年★ 0 1 7 9 2 0 31 8
2005年

2005/1-2005/12 1 1 15 6 7 2 50 7

2005年★ 0 0 9 9 0 3 50 5
2006年

2006/1-2006/12 2 0 22 11 7 9 59 10

2006年★ 4 8 14 21 8 8 55 0
2007年

2007/1-2007/12 1 0 19 6 6 4 45 17

2007年★ 1 1 6 7 2 1 31 1

★表示非本中心專任研究人員（合聘與兼任研究人員）參與本中心計畫之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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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方面專題研討會或工作坊（12次）（1993-2003）

經濟方面專題研討會（8次）（1990-2001）

臺灣史專題研討會（4次）（1990、1992、1999、2001）

憲法與憲政相關議題研討會（9次）（1993-2003）

智慧財產權法相關研討會（3次）（1999、2001、2004）

跨經濟與法律研討會（公平交易、管制革新、法與經濟等，共6次）（1992-2004）

各次研討會的論文，經過篩選與評審之後，共出版了40餘冊專書形式的論文集，

應是社科所重要的學術資產。再者，社科所亦發行《人文社會科學集刊》，1988年

創刊，第一至第五卷年出一期，第六至第八卷改為半年刊，在1997年的第九卷之後，

成為季刊，穩定發行迄今。此一集刊編輯委員包含國內各學門的重要學者，由社科所

負責編務，是國內人文社會科學同仁的共同學術園地，在人文社會科學界廣獲好評，

2001年獲國科會獎勵為優良期刊，在臺灣社會科學索引建立時，就收入正式名單中。

社科所同仁，除了在本所集刊與專書發表學術成果之外，亦投稿於國內外的重要期

刊，1991年後歷年的著作數量，請見左表。

另外，以下就5個研究組，較詳細說明他們這些年來最具特色的研究成果。

(一) 國際金融與所得分配之研究

在經濟學方面，首先必須提到陳昭南院士在國際金融研究上的成就。陳院士是

國際金融領域通貨替代理論模型的先驅。他在研究中發現，當通貨替代成為可能後，

浮動匯率便無法化解外生波動的干擾，這項重要的研究帶動了日後通貨替代議題的進

一步發展。陳院士在其研究的論著中探討了複本位理論及早期在中國實施複本位的經

驗，以經濟理論結合中國貨幣史，如此的成果，尚無人能出其右。

其次，則是在所得分配研究的成果。1976年3月，費景漢院士與陳昭南主任共同

擔任主持人，推動「臺灣經濟發展與所得分配之研究」的專題計畫，完成兩篇重要

論文，發表在國際著名學術期刊，即哈佛大學出版的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0）和牛津大學出版的Oxford Economic Papers（1982）。值得一提的是，1982

年的論文提出「廣義的」Gini係數，據以衡量所得有負時的分配不均度，為所得分配

的實證研究提供了一個簡便的比較工具，引起了國際學界的迴響。Oxford Economic 
Papers就於1985年同時刊出Z. M. Berrebi and Jacques Silber兩位教授對該文的評論，以

及作者的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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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後，組成一個科際整合的研究團隊，除了完成《我國經濟發展與所得分

配：邁向均富的社會》專書（國立編譯館，1981）之外，相關研究成果先後發表在社

科所舉辦的學術研討會及國內外知名的專業學術期刊。再透過麥朝成所長與美國阿拉

巴馬大學John P. Formby教授等的人員互訪與學術交流，社科所與美國阿拉巴馬大學合

作進行有關所得分配之研究計畫，並於1994年7月在我國國家科學委員會及美國國家

科學基金會的贊助下，於美國檀香山舉辦了「成長、公平與所得分配」研討會。

社科所對於所得分配問題，累積了極其可觀的研究與論著，將本土問題研究國

際化，為國內外研究臺灣所得分配與經濟發展的人士，提供頗富參考價值的基本資

料。在費景漢院士逝世周年時，社科所與本院經濟所共同舉辦「經濟成長、所得分

配與制度演化研討會」（1997年5月24日）及「紀念費故院士景漢國際學術研討會」

（1997年8月1-2日）。前一會議論文已由曹添旺、賴景昌、楊建成3位教授共同擔任

主編，集結成專書一冊（社科所，1999）；後一會議論文則與耶魯大學經濟成長中心

共同編輯，出版兩冊專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into the 
21st Century  (volume 1)及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s Development into the 21st 
Century (volume2)（由Prof. Gustav Ranis及胡勝正、朱雲鵬兩位所長合編；Edward El-
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9）。

(二) 中國海洋史研究

1983年年底，陳昭南所長與幾位歷史學的同仁商議，決定推動「中國海洋發展

史」研究計畫，在1984年6月舉辦第一屆海洋發展史會議，以「沿海地區」、「臺灣

地區」與「海外地區」3個主要部分組織起來，隨後出版的論文集亦充分反映這些重

點。這些重點一直是這個研究計畫的指導方針。在臺灣史研究仍因政治因素為學界禁

忌的當時，本所將此領域納入海洋史範圍中，為此重要課題找到了出路。

第一屆海洋史成功舉辦後，為了充實此計畫並加強參與此計畫的學者陣容，社

科所於1984年8月破格聘請曹永和先生為兼任研究員，使得此計畫更順利地推進。後

來，本所以同樣的精神在1993年9月聘請臺灣史的前輩學者王世慶先生為兼任研究

員。為了適時呈現研究的成果，每隔兩年召開一次研討會，以上述三個大方向為前

提，匯集國內外的同好發表論文，並且出版會議的論文集。迄今為止已經舉辦過10次

會議，出版了9冊論文集。從第五屆會議起開始邀請海外學者來參加，而在第八屆之

後更有大陸學者參加。就喚起學界重視中國海洋發展的歷史經驗而言，這個研究計畫

顯然已經發揮了它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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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治思想研究

為了落實政治思想的推展工作，社科所政治組同仁與所內一些經濟學者、社會學

者、及哲學學者，於1989年組成研究團隊，分從不同學科角度，探究社會正義的各種

課題，從而在1990年舉辦「正義及其相關問題」學術研討會。會後，順利出版《正義

及其相關問題》一書，在一向缺乏專門著作的政治思想學術界中，立即廣受矚目並博

得高度肯定。

為能持續既有的成果，研究團隊不敢稍有懈怠，分別於1993年、1994年、1996

年，1999年，繼續舉辦大型學術研討會，邀請不同學科的專家學者，進行廣泛而深入

的探討，出版了《民主理論：古典與現代》、《政治社群》、《多元主義》、及《自

由主義》等一系列的政治思想論文集。

每次研討會以後，都激發出更進一步的研究構想。例如，在「民主理論：古典

與現代」研討會後，與會學者不約而同地認為我們應該針對民主政治的歷史與重要議

題，進行更加深入的理論性探討，因此共同提出「民主政治理論專題研究」的整合型

研究計畫，獲得行政院國科會長達3年的經費補助。

(四) 家庭與社會資源分配之研究

社會研究組的同仁在1996年間研議以「家庭與社會資源分配」作為研究重點，並以

之整合同仁研究方向。在1997年6月舉辦第一屆「家庭與社會資源分配」學術研討會，

探討目前臺灣社會家庭變遷與現況。主要議題包括：(1)晚年生活壓力、社會支持與老人

心理健康；(2)社會安全政策之探討；(3)女性貧窮與家庭資源分配；(4)單親家庭與貧窮

相關問題。

第二屆「家庭與社會資源分配」學術研討會於1998年6月召開，以性別與家庭資

源分配為主軸，涵蓋：(1)家庭資源分配與社會安全政策的效果評估；(2)家庭與住宅

政策；(3)家庭內部社會支持與家庭間成員生活品質；(4)家庭內部社會資源的研究策

略以及(5)老人與家庭成員互動及健康評估等議題。

在2000年6月召開了第三屆「家庭與社會資源分配」學術研討會，主題是「家庭

與教育資源」，從教育、經濟、社會、心理及社會政策等不同角度，選定三項議題：

(1)教育機會與差別待遇；(2)教育資源與人力發展、勞動參與；(3)家庭資源配置與教

育，做廣泛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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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多年的累積，在2002年舉辦「家庭與社會資源」國際研討會，邀請海內外學者

對此一主題做深入探討，並進一步呈現該組同仁與國內學者在此一主題上的研究成果。

(五) 憲法解釋之研究

1992年5月法律組成立，在1995年組務會議中決議，每兩年舉辦一次「憲法解釋之

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選擇「憲法解釋」作為研討會主題，除因憲法學向來是法

律組的研究重點，全組同仁的研究多少皆有涉獵外，主要是鑑於大法官歷年來作成的

憲法解釋質量已甚可觀，確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於1997年3月22、23日舉辦第一屆「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會後

計有15篇集結為專書《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1998年6月），頗受好評。1999年3

月20、21日召開第二屆「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計有12篇收錄為專書

《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二輯）（2000年8月），為關於基本人權理論的有力論

著。2001年3月23、24日第三屆「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於本院舉行，並

以「憲法解釋與憲政改革」為主題，首次舉行「綜合座談」，會後出版《憲法解釋之

理論與實務》（第三輯）。

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使命是推動跨領域研究，成立於2004年7月，各專題中心

或研究計畫分別承繼了過去社科所和蔡元培中心的研究傳統。

(一) 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

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一方面致力於系統性闡釋西方憲政與現代主權國家之形成

的歷史脈絡及其引發的政治、法律與社會各方面的理論見解；另一方面則掌握臺灣近

三十年來民主化過程所引發的主權與憲政的問題，以及理論和實踐的爭議。2004年舉辦

「人民主權與憲政」的研討會，並集結論文在《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2004年）出版

專輯。

2004年推動「西方現代性：啟蒙與反啟蒙之辯證」與「近代中西基本政治社會觀

念研究」兩個整合型計畫。研究成果分別發表在國內重要的學術期刊。「近代中西基

本政治社會觀念研究」之整合型計畫研究成果目前累積了80篇論文，計畫出版一系列

專書。2005年舉辦「現代性之政治反思」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歐洲、北美洲、中國

大陸與臺灣本地學者齊聚一堂，已集結論文出版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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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

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的研究一向著重明清時代以來的海上貿易與移民問題，包

括海外華人的殖民經驗。該專題中心的同仁近幾年來透過國際的合作，在整理清代東

亞水域的船難資料與探討當時處理船難的歷史經驗，以及整理日據臺灣二次大戰時期

被強迫遣送海外的臺灣慰安婦方面的資料與相關問題的探索，皆取得豐富的成果。近

年來研究成果散見國內重要學術期刊，另出版有《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九輯》與

《臺灣總督與慰安婦》日文專書（明石書店，2005）。

(三) 制度與行為研究專題中心

制度與行為研究專題中心的各個計畫除發表論文於學術期刊之外，都有相應的研

討會或工作坊，2004年以來曾主辦：華人心理與行為科際學術研討會、超低生育率：

法國經驗以及亞洲國家之對策國際學術研討會、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2005年國際學

術研討會、臺灣經驗政治研究的現況與展望學術研討會、法律與家庭學術研討會、總

額支付的理論與經驗研討會、以及網路經濟研討會。此外亦建構臺灣政經結構資料

庫、網拍資料庫等。新規劃的交易制度與廠商行為研究計畫，亦已逐步整合國內有關

網路經濟的研究。

(四) 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

近3年進行之工作包括：Lalu遺址發掘、費朗聚落的初步考古學研究、雲林縣麥寮

雷厝遺址試掘、臺中縣考古遺址普查、臺中基地清代窯爐遺址發掘遺物以及臺灣出土瓷

器之研究等。另外則開展東南亞方面之考古工作。其一為東南亞之Lapita考古資料整合

及重新解讀，2005年舉行Lapita圓桌會議，除有專文於臺灣人類學刊發表，專書亦已編

輯出版。其二則是討論臺灣與臨近東南亞國家考古的關聯，包括越南及菲律賓等地，融

入十世紀之後東亞海運貿易及海洋史研究，再加上物質方面的科學分析研究（玻璃珠/

陶瓷器/金屬）。

(五)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近年來之研究成果包括，就泰北的雲南移民及他們在泰緬

邊境自1950年代以來的商業活動，以微觀之雲南移民的社會轉型與商業活動的改變，

呈現中國大陸與大陸東南亞長期以來的多族群跨國境的生活與貿易型態。再以亞洲新

民主為主，舉行國際研討會，邀請臺、菲、韓三國政治學者和社會學者與會，進行跨

國之比較，另外亦開始日本研究，皆已出版會議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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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專題中心每年都支助本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人員執行個別型分支計畫與整合型

計畫，並與美國康乃爾大學東南亞所等19個研究機構簽訂合作交流協議，推動多次國

際合作的研討會。2004年與本院相關各所合辦「第十八屆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研討

會」；舉辦有關亞太之社會運動、中產階級、國家首都與民間社會等研討會，論文經

審查及修改，以期刊專題或專書形式出版。該中心有專書系列，是國內亞太研究重要

的參考。

(六)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協助推動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家庭動態調查、國民營養調查、臺灣教育長期

追蹤調查等具全國代表性之問卷訪問，進行多項研發工作。更在2005年導入面訪調查

管控與電話訪問調查執行二項之ISO9000：2000品質管理系統，於2006年通過驗證。

進行調查方法的相關研究，除發表於國內研討會與重要學術期刊外，亦見諸國際期

刊。

自2003年始推行「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會員制，已有一般與臨時會員近2,000

位。資料庫除納入國科會委託或該專題中心協辦之各種調查訪問資料檔外，建置「政

府抽樣調查資料庫」，取得主計處、內政部多項重要調查之授權，近3年內更發展線

上分析功能。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之廣度與深度在亞洲無出其右者。

(七) 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於2006年3月由研究計畫改為專題中心）

一開始就採「基礎環境建置」以及「整合應用研究」兩大方向邁進的策略。在

「基礎環境建置」部份，包括：空間影像與地圖資料庫；時空架構平台；廣義的含時

空要素的虛擬圖書館。這些建置，具體整合在《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以及《臺

灣歷史與文化地圖》兩大系統。前者採有條件的開放，已有國內及歐美多個重要大學

透過合作協定，得以使用；後者則全面開放供國內外任何對臺灣研究或教學有興趣者

使用。本此基礎，推動具有時空特色的整合應用研究，已運用在南島語研究、西來庵

事件研究、明清江南市鎮的研究，以及具有時空檢索與分析功能的數位典藏資料庫。

(八) 衛生史研究計畫

參與者包括中研院、臺灣大學、清華大學、美國Vanderbilt大學共8位學者。在

2003年舉行國際工作坊，2004年舉辦國際研討會。目前已與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社簽

約，出版計畫成員與其他7位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議題包括：傳統觀念與近代公

共衛生之間的複雜關係；殖民醫學與衛生制度對不同華人社會的長遠影響及其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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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同華人社會在西方衛生觀念進入之後所呈現不同的「現代性」。

(九) 東亞經貿發展研究計畫

東亞經貿發展研究計畫以臺灣與東亞社會之經濟發展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出版 

Beyond Late Development: Taiwan’s Upgrading Policies，MIT Press，2003；中文版為

《超越後進發展─臺灣的產業升級策略》，朱道凱譯，聯經出版社，2003。該書挑戰

正統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強調臺灣成長依賴政府政策所主導的策略性開放，而不

是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無條件開放市場。美國經濟學最重要的書評刊物Journal of Eco-

nomic Literature，已在2005年6月號中刊出了一篇相當正面的書評。此外，該計畫成員

有關土地與住宅政策、貿易政策與技術提升等方面的論文，亦發表於國內外期刊與專

書中。有關中國經濟發展之研究，亦以研討會呈現既有的成果。

(十) 大腦、認知與行為科學研究計畫

其研究重點與成果表現在三方面：首先是就語言文字運作與大腦運作的連結，探

討人類認知功能如何在腦神經活動系統運作。建立認知與神經科學實驗室，使臺灣的

認知科學研究能量大增。其次是以資訊科技進行知識處理，包括：中文問題系統，生

物名詞辨識，以及智慧型數學助教代理人等。第三是解決圖像語言（出現在文件上的

語言）的自動分析與辨識所需要克服的種種問題，在文件影響傾斜角度估計、文字排

版與手寫文字辨識三方面都已有具體成果。

(十一) 歷史人口研究計畫

將臺灣日據時期之人口資料建立電子檔，進行臺灣長期人口現象之分析與探討，

並與美國與荷蘭之學者合作進行國際之比較研究。為推廣此類資料之運用，該計畫撰

寫工作手冊與使用手冊，並舉辦工作坊培養未來的使用者。另外則著手日據時期國勢

調查之數位化。該計畫最具體之成效，在運用這些資料上與美國及荷蘭學者長期合

作，舉辦多次研討會，並出版專書。討論的議題包括：日據時期婚姻、生育、嬰幼兒

之健康存活、死亡率之長期趨勢等。

(十二) 華人家庭研究計畫

以華人家庭進行固定樣本追蹤調查，在臺灣就出生年次為1953-1964、1935-1954、

1964-1976年三群主樣本，於1999、2000、2003年進行第一次問卷訪問，得4,105個樣本，

隨後逐年追蹤訪問。另自2000年開始，針對主樣時年16-22歲之子女進行面訪，亦進行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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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調查。2004年於上海、福建、浙江三地，以2003年年滿25-68歲的人口抽樣，完成

4,684個樣本，將進行追蹤。各年的調查訪問資料，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

專題中心「學術調查資料庫」公開釋出，已有相當成果發表於國內外期刊與研討會。

伍．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本研究中心是一個綜合性的研究中心，在科際合作的前提下，集結了性質不盡相

同的研究計畫，以進行有別於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而且具備長期發展價值的研究

計畫為宗旨。因計畫的人員、規模與性質，分有專題中心與獨立研究計畫，在專題中

心之下置執行長，研究計畫下設召集人，負責各項計畫之推動。專題中心可以同時進

行數項專題計畫，而研究計畫通常只進行一、二項專題計畫。本中心因本院人文社會

科學發展之需要，將原有的「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與「蔡元培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中心」重組而成。

政治思想研究與海洋史研究為原「社科所」的重點研究方向，延續成立的兩個專

題中心，有相當的研究人力與多年累積的成果。目前各有6名專任研究人員，就這兩

個研究方向而言，在國內、外都有其獨特性，學術地位亦受到肯定。多年來編輯的專

書，皆獲得相關學者的重視。制度與行為研究專題中心則著重於臺灣社會為因應全球

化、資訊化與科技發展，在政治、社會與產業各方面需要重新調整與管制而衍生的研

究議題，包括通訊、智慧財產、生物科技倫理、交易制度、全民健保等。其中有些研

究議題已在原社科所推展，轉型後，在更具體研究計畫的推動之下，努力的方向更清

楚與確定。除學術著作之外，將來也能為國家政策提供重要的參考資料。

另外的4個專題中心，都係發展多年而納入「蔡元培中心」運作者。考古學研究

專題中心，係以本院史語所考古專業為基礎，一方面要成為提升並協調臺灣考古工作

的基地，一方面則開展東南亞考古的工作，冀望使臺灣的考古能夠與國際考古學界密

切聯結。在臺灣考古方面，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與臺大人類學系同為國內最重要的兩

個據點，而東南亞考古只此一專題中心才有能力推展。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是臺灣

東南亞研究最重要的推動者，延攬東南亞研究的專職研究人員，另外則整合國內研究

人才推展東北亞研究。此一中心透過多年來各項分支計畫、研討會、出版專書、期刊

與工作報告等，為臺灣的亞太研究建立重要的基礎，成為領導並整合國內相關學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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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基地，也拓展了與國際相關學界的交流。未來在培養與延攬東南亞區域研究人才

以及整合國內東北亞研究人力上，將呈現更具體成果。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成立的目的有二，一為協助本院研究人員推動問卷訪問計畫，

二為建立社會科學問卷調查資料庫，提供學界研究的素材。目前推動幾個大規模的具

全台代表性的面訪調查，就數量、種類與規模而言，在國內甚至在亞洲，均無其他同

類機構可以比擬。資料庫之建制不僅包括學術界所產出者，還收納了主計處與內政部

的重要資料檔，內容之豐富，在亞洲可能無出其右者。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則是另一兼具服務與研究功能的單位，他們所建置的中國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已經

受到歐美學界的重視，紛紛要求使用，臺灣歷史與文化地圖已經完成，亦將成為臺灣

研究重要的素材之一。

至於5個獨立的研究計畫，可以視為具長期發展潛力的主題計畫，在特聘研究員

或資深研究員的率領或參與之下，集結全院或院外相關學者，共同努力。不論在資料

庫的建立、在研究議題的學術累積與發表、以及在整合臺灣相關研究人力上，都發揮

積極的功能。本研究中心將在設定目標之下，成為跨學科研究的發展平台，更積極建

立在國內與國際之學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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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256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274 生物化學研究所

298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326 分子生物研究所

342 基因體研究中心

358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378 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生命科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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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http://ipmb.sinica.edu.tw/

壹．設立沿革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2005年5月25日經核定由植物研究所改為現在名稱。為

清楚地交代史實，凡是涉及遷臺以後到改為現在名稱期間之資料盡量以「植物所」為主

詞；改名後簡稱「植微所」)為中央研究院最資深的研究所之一；其前身為1929年成立於

中國大陸南京之中研院自然歷史博物館。在早期它包括植物及動物兩部分。1934年，它

改名為動植物研究所，所長為王家楫先生。植物學部分含高等植物分類學、藻類學及植

物生理學等三部份，由鄧叔羣博士領導在1936年冬天建立了藻類學研究室。在1937年中

日戰爭期間，動植物研究所首先從南京遷到衡陽，再到陽朔，最後到四川北碚。1944年

3月在重慶召開之本院第二屆評議會第二次會議中，通過決議把動植物研究所拆成兩個

所，即植物研究所及動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隨即在同年5月1日正式成立，由羅宗洛博

士任所長。當時研究領域，包括種子植物與森林學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植物所

遷到上海。在1947年底，植物所已建立八個研究實驗室：(1) 高等植物之分類，由裴鑑

博士領導，(2) 真菌學，由

鄧叔羣博士領導，(3) 海藻

學，由饒欽止博士領導，

(4) 植物生理學，由羅宗洛

博士領導，(5) 森林學，由

鄧叔羣博士領導，(6) 植物

形態學，由王伏雄博士領

導，(7) 植物病理學，由魏

景超博士領導，及(8) 細胞

遺傳學，由李先聞博士領

導。

中央研究院遷臺之

後，於1954年7月10日的院

務談話會中決定恢復植物

研究所，並聘請李先聞院

士為籌備處主任。此在當

圖一   植物所和動物所共用的辦公大樓(生物館)。以地球生態學之立場而言所有生物均息息相關，植物和動物更是如此。所
以本院在南港復院時基於諸多原因植物所和動物所同仁是在同一建築物內工作的，這就是生物館(俗稱黃樓)。此樓於
1959年開工，1961年完工。其單位造價在當時是屬於高檔次的。值得一提的是，一進入大門就可看到大廳地板上有
眼蟲之圖案；而眼蟲乃兼具植物和動物之特徵的藻類：有眼點可感光、行光合作用，但又有吞嗜食物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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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為非常艱難的工作。既

無棲身之所，又無合格之研

究人員及設備。李博士只好

暫時安置新聘僱之研究及行

政人員在臺灣糖業研究所和

國立臺灣大學等單位。在這

些單位的合作下，籌備處之

研究人員充分利用上述合作

單位之儀器、設備從事研究

工作。那時最突出的工作之

一乃李博士領導之水稻細胞

遺傳。

在國家科學發展委員

會 (後來重組為「國家科

學委員會」，簡稱「國科

會」)資助下，於1959年起

造一棟為植物所及動物所而

建之生物館，完工於1961

年。所有分散在外工作的人員於1962年全部回歸臺北南港，植物所乃正式在臺北復所，

而由李先聞院士擔任所長。那時主要研究工作包括：水稻細胞遺傳，放射線照射誘導之

變異育種、微生物學，及竹筍之醣代謝。這期間之研究經費、實驗儀器及圖書設備，乃

由國際原子能總署、設立於菲律賓之國際稻米研究所，及美國農業部資助。之後，植物

所得以逐步成長。李所長也把強化研究人才作為長程目標之一。他邀請許多國際知名的

學者專家為顧問以協助植物所。1964和1965年夏舉辦了科學研討會。與會者無論是本所

同仁或者是其他大學或研究機構的成員均獲益匪淺。李所長同時挑選若干所內年輕同

仁，資助他們赴海外深造或獲得博士學位。這段期間，超過40%的研究人員是以這種方

式訓練的。(參見圖一、二)

李博士於1972年退休。繼任者為郭宗德博士，直到1977年。基於人員之增加以及研

究範圍的擴大，迫切需要更多研究空間及添購儀器，於是，在國科會資助下，於1974年

夏起造植物所大樓(即今北翼大樓)；而於1975年竣工。1977年11月，鄔宏潘博士接任所

長。接著，1983年11月，陳慶三博士繼鄔博士之後擔任所長。

圖二   珍貴之舊建築照片。植物所同仁攝於1983年1月。照片正後方平頂建築物乃植
物所之舊辦公大樓 (今已不存)；右上角之建築物則為民族所之舊大樓 (朱家驊
館；現址已改建為本院總辦事處行政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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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7月，中研院

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

畫。為了配合該計畫中擬

執行之分子生物學及基因

工程工作，同時改善早已

過度擁擠之實驗室狀況，

1 9 8 2年開始規劃擴樓計

畫。新樓(今之東翼及南翼大樓)於1985年完工(參見圖三)，且於秋天正式啟用。周昌弘博士於

1989年11月接任所長。一棟新溫室於1991年完工。由於業務繁忙，周所長任內開始有副所長協

助所務，由謝昱暲博士擔任。

1996年3月周所長任滿，由楊祥發博士接任。五個月後楊博士榮升本院副院長，1997年11

月由當時任副所長的蕭介夫博士扶正為所長。蕭所長任內的副所長先後為陳淑真博士，林耀

輝博士。2003年6月，賀端華博士繼任為所長。賀所長任內的副所長起先為林耀輝博士和陳淑

真博士；現為陳榮芳博士及林納生博士。受李遠哲院長委託，2003年底賀所長開始領導籌建

新的農業生物大樓，部份樓層將供植微所同仁使用。

貳、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圖四  植微所歷年員額（編制內）統計圖

* 2005年1月經院方核准，植物所一共有五位研究人員劃編到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植微所歷年員額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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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1985年完工之植物所主辦公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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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植微所歷年預算統計圖(1997-2007)

植微所歷年預算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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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植微所計畫主持人（不含助理）之年齡分布(2003及2005兩年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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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一、高等植物獨特性基因之開發及功能性研究

隨著人體基因體及一些模式植物基因體序列之解碼，後基因體時代透過基因組體

學、蛋白質體學與生物資訊學之研究，將可獲取眾多功能性基因，提供人們豐碩的遺傳

資產。本所植物生長分化及老化研究群利用先進生物學研究工具，從事高等植物生長過

程中一些重要獨特性基因之研究，包括與葉片老化、乙烯合成、光調控、賀爾蒙及逆境

調控等相關之基因、因授粉誘導產生之特異性基因、阿拉伯芥肥胖基因家族之可能功能

分析、木本植物年輕化機制及若干系統演化機制之探討等；而有關植物葉綠體、粒線體

之生合成、粒線體特定蛋白與細胞程式性凋亡亦在研究之列；此外，新近頗受重視之

RNA轉運機制、根部與胚乳細胞轉運機制亦在開發中。

二、高等植物重要蛋白質機能、調控機制及生技操縱之研究

蛋白質在生命體中擔任極重要之角色，舉凡生物體之構造及生理機能均不可或缺。

本所植物生化研究群基於過去研究成果，選擇若干高等植物獨特且具重要機能之蛋白質

進行研究，其中包括蛋白質解體系統主要組成分子之功能與機制、高等植物與藍綠菌之

光合作用系統II反應中心之構造與機制、與細胞分裂能力有關位於真核生物染色體末端之

端粒構造蛋白質功能與構造分析、甘藷胰蛋白酶抑制因子及其他表現蛋白對活性氮化物

傷害之影響等。

上述機能之探討除可提供一些學術創見與佐證外，有些成果並有可應用於生技產

業之潛力。此外，在生技操縱之研究上，利用試管內繁衍技術從事蘭科植物之試管內開

花、芒果體胚形成及難度高之作物基因轉殖技術之研發亦為配合產業需求的基礎研究。

三、植物與微生物之互動及菌類資源之開發

植物在生長過程中會遭受許多逆境，影響其生長和發育，而病菌危害是造成農業生

產損失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農藥之使用卻又造成環境與食物的污染。藉由植物與微生物

之間交互作用的研究，可以對植物發育及其抗病能力的認識提供更多的知識；並藉此發

展出新的策略與工具，提升農業活動中植物保護的方法，減少農業生產的損失及對化學

農藥的依賴，進而大幅增加食物安全。

本所植物與微生物相互作用研究重點將逐漸集中於：(1) 病菌致病因子之探討，(2) 

植物抗病機制之研究，和 (3) 自然資源菌類之收集和特性分析。第一主題將以膿桿菌和病

毒為主，探討其致病及複製過程中所需之寄主因子。第二主題將探討植物體中固有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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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發之防禦系統，以期用於抗病目的。第三主題則從自然界廣泛收集真菌和細菌，並進

行特性分析，使其產物應用於醫藥和工業用途。

肆．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本所近年累積之研究成果，參見圖七。另外到2007年2月13日為止，本所同仁共獲得

國內外專利17件，其中13件已授權廠商從事實際生產。

伍．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以2005年度重要研究成果為例：

一、水稻基因圖譜定序與功能性探討

本所研究團隊加入國際水稻基因組定序計畫小組，參與第五條染色體的定序分析

工作。扣除殖系間的重複區域後，我們共定序、解讀了288個殖系，建構出準確度高達

99.99%、全長29,916,617鹼基對的水稻第五條染色體，其中包括完整的中節區域及大部分

的末端。有282個殖系已經完全定序並且註解基因，在第五條染色體共預測出3,687個基

因。未定序的區域有四個間隙、僅佔全染色體約0.08%，我們以螢光原位雜交技術標示其

植微所SCI期刊論文統計圖

圖七  植微所歷年 SCI 論文發表篇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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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及估算距離，序列間隙的距離各約為20~30 kb。此外，為了提供水稻功能基因體的研

究資源，我們以台農67號水稻為材料，產生了近五萬株活化型／剔除型的插入性突變株

群，並獲得兩萬個插入性序列。我們計算出其在水稻染色體的插入位置，建立資料庫及

網站，使用者可使用DNA序列、關鍵字、性狀及品系編號，於網站上進行搜尋。目前已

有許多各地的實驗室使用此資源，研究高矮株、大小粒、抗病、耐寒等的控制基因，並

且探討進一步利用的方式。

二、植物老化基因之探索與應用

植物老化促使組織器官功能退化、抗病蟲能力減弱，乃至其內有用營養成份改變，

降低人類對其之利用率；植物老化基因之研究有助於吾人在植物資源之利用上更有效之

掌控。本所近幾年來投入此方面之研究工作，例如：利用模式植物阿拉伯芥探討暗誘導

啟動之相關老化基因；以水稻及甘藷為材料，探討葉老化之分子調控機制，已成功分離

多種葉老化相關基因，發現許多未知功能之新穎基因；在蔬果作物如青花菜、木瓜上亦

成功地選殖得一些抗老化相關之基因，如細胞分裂素合成基因、乙烯生合成基因、反義

股葉綠素分解酶、乙烯受體突變基因及抗真菌蛋白基因等，新近亦選殖對葡萄糖不敏感

的突變株(glucose- insensitive，簡稱gin1)的基因，亦與延遲老化有關。這些研究結果將可

應用於調節農作物之老化，以改良作物之品質及產量，其中細胞分裂素合成基因已成功

轉殖於青花菜，達到延遲青花菜採收後黃化之目的，並經數年隔離田間選拔，現已進入

田間安全及食品安全評估階段。

三、似硫鐵蛋白在植物抗病性之應用

植微所研究團隊在研究茄科植物與病原細菌的交互作用時發現：病原細菌會釋放出

壓抑植物光合作用的信號，藉此減弱植物的抗病力。基於此項發現，透過轉基因科技，

提升植物光合作用中電子傳遞蛋白(稱為硫鐵蛋白ferredoxin)的存量，可以造成轉基因植

物對細菌性病原菌更具抗性。這項發現提供農作物在選育抗病品種時一項有效策略之應

用。根據此項發現我們已獲得抗白葉枯病的水稻、抗軟腐病的青花菜以及抗青枯病的蕃

茄等。

陸．在國內外學術界之地位

學術地位之評比有諸多方式，今以Citations of 2000-2004 SCI Papers per PI為例以供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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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其他特色

一、中央研究院南部生物技術計畫中心

本院在農業生物科技相關的基礎研究及應用技術研發方面成果甚為豐碩，期盼能

將這些成果與臺灣素有良好基礎的農業生產技術相結合，協助解決農作物培育技術上的

問題，並進一步開創農業轉型的契機及建立農業產業化的平台，以提升臺灣農企業的競

爭力，因此於2004年1月5日由李遠哲院長與臺南縣蘇煥智縣長在臺南縣政府簽約，由縣

政府提供經費，前三年在南科標準廠房租用二單位設立實驗室，成立了「中研院南部生

物技術計畫中心」（簡稱中研院南部生技中心），暫由植微所賀所長組成領導團隊並於

2004年8月開始進駐，同時由縣府編列經費興建占地約2,500m2 的室內空間，包括一監控

中心暨工作室、四間密閉式溫室、六間半密閉式溫室、八間一般溫室、七間防蟲網室和

近十間走入式植物生長箱等設備，可精密地控制植物生長的環境以利實驗之進行，並預

定3,000坪之研究大樓。院方則提供研究人員、儀器設備及研究計畫經費等。該溫室於

University
or Academy

Institute
or Department

Faculty 
number

Paper 
number Citation # of papers 

per faculty
# of citations
per faculty

UC Berkeley Plant & Microbial 
Biology 39 575 11597 14.7 297.4

University of Il-
linois

　Plant Biology 35 250 2399 7.1 68.5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Wisconsin

　Botany 27 205 2223 7.6 82.3

Ohio State Uni-
versity

　Plant Biology 23 126 1520 5.5 66.1

Academia Sinica 　Botany 27 288 1296 10.7 48.0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Tennessee

　Botany 16 91 655 5.7 40.9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Botany

　Life Science
14 89 260 6.4 18.6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Botany

　Life Science
12 54 176 4.5 14.7

八十年內頁卷二(生命1)修改2.indd   251 2008/6/20   3:48:13 PM



252

卷二   追求卓越   所 (處 )中心篇

2004年9月完成規劃設計並於該年12月發包施工，於2006年3月竣工。研究大樓則積極籌

建中。目前，中心有五大研發方向，分為: (一) 植物及農產品加值利用之研究、(二) 植物

耐惡劣環境之研究、(三) 植物分子農場之研究、(四) 植物保鮮之研究、(五) 生質能源及再

生資源之研究。期盼此中心之成立可帶動南部生技產業之發展並提升臺灣農業於國際間

的競爭力。

二、微矩陣核心實驗室

本所於2002年設立「微矩陣核心實驗室」，提供所內外研究人員一高效能的研究

技術平台，著重藉由晶片的雜合反應以了解基因表現差異，並協助其他院外學術單位從

事關於生物晶片實驗流程的建立或是實驗諮商等工作。目前已經成功製備包含有阿拉伯

芥、水稻、竹子、百合、蝴蝶蘭、木瓜、青花菜、文心蘭、牛樟芝、土肉桂、臺灣杉、

斑馬魚及微生物-Clostridium thermocellum等生物晶片，提供研究人員進行功能性基因體

研究，以期應用於花卉、蔬果保鮮，提升農作物之抗蟲抗病能力，增加產量或是了解有

用二級代謝產物等重要的分子機制。另於2004年由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分子生物研

究所和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共同設立「Affymetrix 基因表現服務實驗室」，為中研院生

命科學組各所同仁提供基因表現服務，以加速基因體相關研究。

捌．結語∕展望

植微所為本院生命科學組成員之一，也是歷史最為悠久的所之一。因此，植微所之

發展除了和大環境(本院之發展)息息相關之外，實際上也影響其他姐妹所之發展。例如：

植微所遷臺後，在南港現址草創期間，曾經為了研究需要代管許多的水稻田。這些水稻

田除了少數繼續供做研究、一部分做為生態示範區外，其他很多已成為相關姐妹所之建

築用地，蓋成研究大樓，再也看不到了，如今只能從歷年來拍攝之舊照片緬懷當年的部

分情況。

所有科學之發展人材、經費是不可缺少的。從事生命科學的現代研究，經費(特指人

事經費外之儀器費及耗材費)是主要的制約因子。植微所就是在大環境(本院之發展)的改

善之下(特指幾個五年計畫之持續執行)開始有了質和量之突破。如今面臨的主要課題就是

如何轉型為此方面研究的世界領導者之一。這是植微所同仁未來重任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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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Plant and Microbial Biology)出版品

本所主要的出版品有以季刊出版的《植物學彙刊》和報導本所每年人員及學術活

動的《英文年報》。此外，尚有不定期發行的《植物所專刊》，及介紹本所的中、英文

《植物所簡介》。

一、中央研究院植物學彙刊 (ISSN 0006-8063)
　　Botanical Bulletin of Academia Sinica, New Series
　　創刊於1960年 (Vol. 1, No. 1)，至2005 年已出版至Vol. 46, No.4
　　Abbr. key title: Bot. Bull. Acad. Sin.
　　自2006年1月起將改名為 Botanical Studies (ISSN 1817-406X)

二、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年報 (ISSN 0258-5162)
　　Annual Report of the Institute of Botany, Academia Sinica
　　Abbr. key title: Annu. Rep. Bot. Acad. Sin.
　　 此年報配合曆年制，報告本所人員及學術方面在一年內之各項活動情形。第一期發行於

1973年6月。年報以英文發行。

三、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專刊 (ISSN 0258-5170)
　　Institute of Botan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 Series
　　Key title: Zhongyang yanjiuyuan zhiwu zhuankan
　　 為不定期發行，最早發行於1972年。針對特殊之專題而發行，目前已發行到專刊第16

號。各號專刊之專題名稱如下：

　1. 專刊第1號  臺灣植物寄生線蟲        黃炤雄  主筆 1972
　　No. 1   Plant Parasitic Nematodes in Taiwan by C.S. Huang
　2. 專刊第2號  光合作用與植物生產      張唯勤、謝昱暲  合編 1978
　　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No. 2   Photosynthesis and Plant Productivity
　　Edited by W.C. Chang & Y.J. Shieh  1978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for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Academia Sinica
　3. 專刊第3號 中日水稻生產力研討會論文集  鄔宏潘、謝克昌  合編 1979
　　No. 3   Proceedings of the ROC-Japan Symposium on Rice Productivity
　　Edited by H.P. Wu & K.C. Hsieh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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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專刊第4號   植物組織和細胞培養        張唯勤  編 1981
　　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七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No. 4   Plant Tissue and Cell Culture
　　Edited Edited by W.C. Chang 1981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for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5. 專刊第5號   生物相剋化學物質與費洛蒙研討會論文集
　　周昌弘、George R. Waller  合編 1983             
　　No. 5   Allelochemicals and Pheromones
　　Edited by C.H. Chou & George Waller  1983
　　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on Allelochemicals and Pheromones 
　6. 專刊第6號   熱帶植物        周昌弘  編  1984
　　熱帶植物研討會論文集

　　No. 6   Tropical Plants
　　Edited by C.H. Chou  1984
　　Proceedings of Symposium on Tropical Plants
　7. 專刊第7號   玉米之生理遺傳與育種
　　謝昱暲、劉大江、朱德民、黃懿秦  合編  1989
　　玉米之生理遺傳與育種論文集

　　No. 7   Physiology, Genetics and Breeding of Maize
　　Edited by Y.J. Shieh, D.J. Liu, T.M. Chu & Y.C. Huang 1989
　　Proceedings of a Symposium on Physiology, Genetics and Breeding of Maize
　8. 專刊第8號 植物分子生物學        陳慶三、杜鎮  合編  198
　　慶祝中央研究院六十周年院慶研討會論文集

　　No. 8   Plant Molecular Biology Edited by C. S. Chen & J. Tu  1989
　　Proceedings of a Symposium in Celebration of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Academia Sinica
　9. 專刊第9號   國際植物化學生態研討會論文集
　　周昌弘、George R. Waller合編  1989
　　慶祝中央研究院六十周年院慶研討會論文集

　　 No. 9   Phytochemical Ecology: Allelochemicals, Mycotoxins and Insect Pheromones and Allo-
mones

　　Edited by C. H. Chou & George R. Waller  1989
　　Proceedings of a Symposium in Celebration of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Academia Sinica
  10. 專刊第10號  臺灣環境教育研究        周昌弘  編  1991
　　中華民國第一屆環境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No. 10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Taiwan
　　Edited by C.H. Chou  1991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ROC Symposium on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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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專刊第11號  臺灣生物資源研究現況        彭鏡毅  編  1992
　　臺灣生物資源調查及資訊管理研習會論文集

　　No. 11   The Biological Resources of Taiwan: A Status Report
　　Edited by C. I. Peng  1992
　　 Proceedings of the Workshop on the Biological 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 Tai-

wan
  12. 專刊第12號  臺灣植物地理與資料庫        彭鏡毅  編  1992
　　中美「臺灣植物地理與資料庫」研討會論文集

　　No. 12   Phytogeography and Botanical Inventory of Taiwan
　　Edited by C.I. Peng  1992
　　 Proceedings of the ROC-USA Symposium on Phytogeography and Botanical Inventory of Tai-

wan
  13. 專刊第13號  最近植物學之進展          邢禹依、周昌弘  合編  1993
　　No. 13   Recent Advances in Botany
　　Edited by Y. I. Hsing and C.H. Chou    1993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stora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Botany, Aca-

demia Sinica, Taipei
  14. 專刊第14號  生物多樣化及陸生生態系    彭鏡毅、周昌弘  合編  1994
　　No. 14   Biodiversity and Terrestrial Ecosystems
　　Edited by C.I. Peng and C.H. Chou    1994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odiversity and Terrestrial Ecosystems
  15. 專刊第15號  臺灣之Phytophthora屬
　　何漢興、P. J. Ann、張和喜合編  1995
　　No. 15  The Genus Phytophthora in Taiwan
　　Edited by H.H. Ho, P. J. Ann and H.S. Chang  1995
  16. 專刊第16號  亞洲及太平洋沿岸之稀有、受威脅、和濱臨絕種的植物
　　彭鏡毅、P.P.Lowry二世  合編  1996
　　No. 16 Rare, Threatened, and Endangered Floras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Rim
　　Edited by C.I. Peng and P.P. Lowry II  1996

四、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簡介

　　Introdu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Botany, Academia Sinica
　　  1990年開始發行本刊物，分中、英文簡介二種。報導本所二年來之各項學術活動和成
果，將每二年更新此簡介。

本所與世界各地400個研究機構交換上述之前三項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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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http://www.icob.sinica.edu.tw/

壹．設立沿革 

從歷史的觀點，本所有三個階段的發展。1957年2月奉准成立籌備處，首先是

林可勝院士建議成立中研院動物所。籌備主任梁序穆與以後的蘇仲卿等教授經過

11年的努力，在1970年2月1日正式成立動物所。第一任所長為蘇仲卿教授。最初

研究人員有林飛棧、李文蓉、黃仲嘉、詹崑源、萬家茂、周延鑫，以及鄭森雄七

人。以後，歷經張崑雄、周延鑫所長的努力，大力擴展各種研究領域。周延鑫所

長極力向院方爭取經費，在經費拮据及同仁同心協力下，1989年新建「動物所研

究大樓」落成啟用。對於動物所發展上有重要之貢獻。這是本所第二階段的歷史。 

    1990年吳金洌擔任所長，整合所內研究重點，將本所研

究方向分為三組：(1)分子細胞學組；(2)個體生理學組；(3)

族群生態學組。1 9 9 6年邵廣昭接任所長，延續三組研究方

向，推展諸多研究項目，其中以水產動物為模式材料之基

因調控機制研究、個體層級之生理及環境適應，以及生物

多樣性的研究為本所研究的主要特色。2002年8月游正博受

命返國接任動物所所長。2 0 0 3年宜蘭縣礁溪鄉臨海研究站

落成並正式啟用。其後，本所依照原來的三大方向努力及

繼續發展，尤其特別在斑馬魚等等方面全所整盤規劃。同

時，本所同仁經過多次會議討論，更新並整合各項研究，希

望以新的面貌繼續前端的學術研究，最後一致的共識認為「細胞與個體生物

學研究所」最符合本所的新面貌及未來的發展，其最重要理由歸納如下： 

1.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完整的包含了動物所原有分子細胞學組及個體生理

學組同仁以動物為對象的研究領域及專長特色。

2.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可以彰顯本所45年來的成長及進步，也充分表達了

本所新面貌及未來的發展。個體層次的生命現象之研究，是本所傳統動物學研究

的專長及特色，隨著本所快速地發展導入細胞層及分子層次的研究。

所以，新面貌的本所，將繼續加強以細胞及個體層次研究交互應用來探討生命

現象，以細胞為基礎探討動物個體之生物科學，以期待將來生物技術之發展。2005

年本所終於改名為「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Cellular and Organismic 

Biology)，繼續進行前瞻學術研究之探求。更名案經2005年 1月27日本院院務會

議、4月9日評議會議、總統府5月20日函以及5月25日中研院函奉核准通過。

細生所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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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本所現有特聘研究員3人、研究員6人、副研究員3人、助研究員8人、助理研究員1

人、研究技師2人、研究助技師2人、博士後研究16人、碩、博士班學生24人、研究助理

80人、行政及技術人員16人，共計161人，因研究需要，研究員額逐年成長。

細生所歷年人力員額統計表（2004-2006）

        年
等 級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備  註

總計 191 139 139 2005年1月經院方核

准本所11位研究人

員劃編至生物多樣

性研究中心

研究人員 33 21 22
特聘講座 1 1 1
博士生 10 8 13
碩士生 30 24 22
助理 85 61 64
博士後研究 21 14 7
其他 11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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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動物所早期的發展宗旨，是以本土動物的基礎研究為主，重點領域涵蓋生化生理、

形態遺傳及海洋生物三群。因此，早期研究著重在海洋生物、昆蟲之顯微形態、生理生

化、分類及生態學等方面，對於我國動物學學術上及農漁業發展上有重要之貢獻。本所

配合全院有關分子生物學和基因體學快速的成長，於1991年3月通過所務會議將本所研究

方向分為三組：(1)分子細胞學組；(2)個體生理學組；(3)族群生態學組，並於1991年6月

經本所第一次學術諮詢委員會同意為本所未來的研究發展重點。之後，本所接著延續三

組研究方向，推展諸多研究項目，其中以水產動物為材料之基因調控機制研究、個體以

上層級之生理及環境適應，以及生物分類、生態及演化為本所研究的主要特色。

2002年底游正博返國接任所長，其後，除了依照原來的三大方向努力，在斑馬魚

器官分化及基因調控、魚類病毒致病分子機制、動物環境適應調控機制、無機砷遺傳毒

理、族群生態及分子演化等方面，持續性深入之探討及創新性的成果。民國2003年在宜

蘭縣礁溪鄉興建的臨海研究站落成並正式啟用。 

細生所歷年預算統計圖 

註：2000年會計年度改為曆年制，預算金額由1999年7月統計至20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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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名族群生態學組與6名植物所同仁合成立「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同

時，分子細胞學組及個體生理學組共22研究同仁，將本所改名為「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

究所」。努力整合研究重點、積極網羅優秀人才、全力重整實驗室空間、設立核心儀器

室、擴充細胞研究設施及實驗室，以外，更新並整合實驗動物(含魚類)及各項公共研究資

源，期以新面貌的研究所，繼續於前瞻學術研究之探求。本所同仁一致認為，一個符合

此新面貌的所名稱，對於今後研究的發展，特別是在研究重點方向、人才羅致、經費爭

取、學術地位之提昇等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為維持研究上的前瞻地位，本所繼續創造利基、規劃新計畫、建立合作及整合研究

計畫。本所的目標是透過院內、外各學科間的合作，促進研究活動之蓬勃發展，集中於

(1 )水生生物與海洋生物科技；(2)動物模式；(3)細胞生物的研究，重點方向的探討，做為

本所發展之研究特色。 

肆．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細生所研究人員 SCI 論文發表篇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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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一、細胞反應的分子機轉

本所細胞學研究始於1980年，偵測病人白血球中姊妹染色分體交換率。次年比較烏

腳病患與健康人體的白血球在這方面的差異。發現前者有較高的姊妹染色分體交換率，

且無機砷對增加姊妹染色分體交換率的作用非常顯著，只是在兩種人群之間沒有差異。

這個發表在 Human Genetics期刊的研究工作開啟本所將近30年的「砷遺傳毒理學」研究。

國內許多這方面的研究人才，至今扮演許多研究單位的重要角色，其成果在全世界

的砷研究領域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其研究成果主要可分為：

(一) 確認無機砷在致癌作用上的機制

利用對多種致變物的共同研究中得到理論的證實，提出無機砷所造成的遺傳毒理，

是對其他致變物的遺傳毒性，包括細胞毒性、染色體斷裂作用以及基因突變有提昇的加

成效果，說明無機砷在哺乳動物細胞癌化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可能是協助突變的作用。

進一步發現這種「協助突變」的作用機制，是與無機砷抑制DNA修補的作用有關。這些被

抑制的修補機制主要包括：斷裂DNA的再接合作用、pyrimidine dimer的移除與透過與鄰近

雙硫基的結合對修補酵素pyruvate dehydrigenase等的抑制效果。無機砷的協力遺傳毒性作

用受到cyclohexamide的抑制，因此得到證實：這個作用有新蛋白質合成牽涉在內。

(二) 揭示自由基在無機砷在致癌作用上所扮演的角色

研究DNA修補的過程中，發現氧化與氮化自由基的參與其中，自然衍生出另一個研

究重點。在apoptosis的研究尚未盛行前，研究發現無機砷造成微粒體構造的傷害。日後發

現無機砷在微粒體中產生過氧化氫，然後透過以銅元素主導的Fenton反應產生極具氧化自

由基性能的氧化氫離子，對細胞造成傷害。除了氧化自由基外，也證實無機砷也影響細胞

內氮化自由基的生成。無機砷對氧化及氮化自由基生成的影響，以及後來又證實無機砷在

血管平滑肌細胞藉由活化NADH oxidase 促昇超氧離子的生成，提供無機砷造成粥狀血管

病變的理論基礎，為流行病學調查中烏腳病流行地區的高血管病變率作最好的佐證。

(三) 對無機砷影響其他細胞生理的探討

無機砷一般所引起的遺傳毒性多發生在較高劑量時，但低劑量時對正常細胞生理的

影響，研究團隊亦曾多著墨。利用3-aminobenzamide、EMS與caffein的遺傳毒性發現無機

砷的協力遺傳毒性是與受作用標的的細胞週期有顯著相關。當無機砷作用在G2時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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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必須在 DNA複製以後才產生染色體斷裂的遺傳毒物，都受到無機砷的協力遺傳毒性作

用。當細胞處在分裂旺盛期時，無機砷對EMS具有協力遺傳毒性作用，但在細胞不分裂

時卻沒有。這種差異性現象分別在倉鼠卵巢細胞、人類成纖細胞與人體白血球都獲得了

證實。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在於：比起正常細胞，癌細胞的分裂較旺盛許多，因此無機砷

協力遺傳毒性的這種作用的特定性，隱含著無機砷應用在癌症臨床治療應用上的潛能。 

(四)  培育出抗性的倉鼠卵巢細胞株，對其他金屬包括：五價無機砷、鋅、二價鐵、
鈷與汞產生交互抗性

抗性的機制被發現與細胞內的GSH與GST 相關。無機砷對人體成纖細胞的毒性十倍

於對倉鼠卵巢細胞，後者在G1時期對倉鼠卵巢細胞的抗性也低於未經同步化的倉鼠卵巢

細胞，這些對無機砷不同的忍受力都被發現與細胞內GSH活性大小有關。在人類子宮頸

癌細胞HeLa，無機砷透過對微粒體的傷害降低細胞ATP的含量。由於無機砷用在多種癌

症的臨床治療上，有關其抗性機制的研究成果，在未來改善或增強無機砷的臨床療效將

有實質的意義。

(五) 利用細胞內特殊酵素的作用，降低檢驗無機砷作用的敏銳度

近幾年發展出這個靈敏度很

高的功能檢驗法，能將無機砷的

實驗濃度降得很低，仍能衡量出

無機砷的毒效，使研究成果更能

反映人體中的實際狀況。除探討

有關無機砷方面外，過去在細胞

生物學研究方面亦包括其他環境

致變物如：鎳、鎘、鈦或農藥的

遺傳毒理研究。

「細胞生物學」為本所重點

研究之一。無機砷的研究承襲過去

繼續加以發揚光大，並延聘多位新

進人員，均以細胞模式為基礎分別從事：癌細胞免疫學在臨床治療上應用之研究、愛茲海

默症機制及其治療的細胞生物學探討、遺傳毒物對細胞週期影響的機制。

     1. 用自行研發之標的微脂體，攜帶抗癌藥物至肺癌組織，證明對肺癌

的治療效果最佳。

     2. 此研究成果已向臺灣、日本、美國及歐盟申請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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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魚類適應機制

動物適應是本所傳統最具特色的研究主題。長期目標是解明動物多樣化的生理功能

的分子、細胞乃至於系統的機制。参與這個研究主題的成員以分子到個體層次來探討動

物與環境及動物之間的交互作用，集中於動物如何維持體內恒定及能量代謝、如何處理

環境非生物及其它動物生物性因子之影響。

(一) 魚類水分離子運輸之生理機制

如何維持體內水分離子恆定是脊椎動物生理的最重要的研究主題之一。維持恆定過

程中，表皮運輸是最重要的生理機制。魚鰓(及表皮)是最有利於活體研究之模式，因其裸

露體外，可以直接進行離子運輸細胞形態觀察及功能分析，再者水環境離子組成急劇變

化有利於運輸生理調控之研究，棲息不同水環境的魚種則有利於動物適應機制之比較研

究。主要研究方向及成果歸納如下：

1. 發育期水分離子平衡

魚類胚胎、仔魚期鰓、腎未發育完全，如何維持水分離子恆定一直是初期生活史中

的重要課題之一。發現仔魚必須從環境吸收大量水及離子以供正常發育，卻沒有成魚一

樣可供調節緩衝的水及離子的pool，因此必須以較有快速之調適機制以維生存。

2. 鈣離子吸收機制

魚類必須經由鰓或表皮從淡水中主動運輸吸收Ca2+，過去對於環境因子對魚Ca2+吸

收之影響及其調節機制已有深入探討。進一步領先國外，發現吳郭魚及斑馬魚Ca2+吸收

相關之運輸蛋白基因的基因表現及調控，這些結果是首次對於現行魚類Ca2+吸收機制提

供具體之分子細胞學證據，正在進行stanniocalcin、Vitamin D 等調控Ca2+吸收及相關運

輸蛋白基因表現之機制，來建立鰓細胞吸收Ca2+之分子細胞機制。

3. 離子運輸細胞之分化及功能

哺乳類的腎上皮已知有不同型的離子運輸細胞分別負責不同離子的吸收，這些不同

型細胞的分化及其相互的關係，至今仍缺乏活體的證據。在斑馬魚胚胎表皮發現不同型

的離子運輸細胞，並以電生理、morpholino knockdown、mutant screening及microarray的方

法證明其分別負責不同離子的吸收，進一步解明這些離子運輸細胞分化的機制。結果不

但剖析魚類表皮/鰓ionocytes功能的分子細胞機制，也提供脊椎動物上皮細胞分化機制研

究上新的活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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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功能性基因體方法研究魚類壓迫生理

已建立斑馬魚(與美國NIH的 ZG program合作)及吳郭表皮／鰓／腦共約13000筆

EST，並分別建立microarray晶片。利用microarray分析，發現在低溫的壓迫下，斑馬魚耐

低溫品系的鰓表現許多功能性基因，而野生型多為壓迫反應相關基因，藉此進一步找出

與低溫適應有關的關鍵基因，以解明魚類適應低溫環境的機制。

(二) 動物適應環境溫度的分子生理機制

經由對鯉魚在不同溫度下生理反應的研究發現，鯉魚血液及細胞酸鹼值在低溫下會

提高，而細胞中的各種分子生化反應也必需因應這種改變，尤其是能量供需所相關的各種

代謝途徑。從此論點切入，細胞內維持能量平衡所需的肌酸激酶活性應該有所差異。經由

分子生物學的研究發現鯉魚具有三種肌肉型的肌酸激酶。再進一步經過酵素動力學的研究

得知，不同種的肌酸激酶在不同溫度下，其活性及酵素動力學特性會因應酸鹼值的改變而

產生差異。再對照生存於恆溫及低溫物種的相同生化反應的結果，可以了解生物在環境溫

度變化的條件下，如何利用細胞分子機制的控制，來達到延續其生命的目的。

(三) 動物內分泌調控之機制

內分泌學研究在過去20多年間，著重於脊椎動物腦垂體促性腺激素及促甲狀腺激素

等內分泌學研究，略可分成三個階段：

1. 類固醇激素的變化與調節研究

1980年代製備雄性素、雌性素、助孕酮等性腺類固醇激素之抗體血清，可廣泛應用

於多種生物種別，用以研究乳牛、母豬等於生殖週期類固醇激素之變化與調控，探討高

經濟水產養殖魚類(黑鯛、黃錫鯛等)及野生動物生殖研究。

2. 腦下垂體及下視丘激素之研究

腦下垂體為內分泌器官的控制中樞，為探討生殖內分泌，需對腦下垂體所分泌激

素及來自下視丘的釋放因子作進一步研究。腦下垂體所分泌激素為蛋白質或醣蛋白激素

具有動物種別特異性，不同種別並不能交互應用，故純化多種脊椎動物腦下垂體之促性

腺激素與促甲狀腺激素、生長激素，探討其生物活性、激素與受體結合作用之演化特異

性，並分別製備多種抗體以測定其激素變化與調控，並探討下視丘GnRH之釋放與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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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殖生理相關基因選殖與表現之研究

隨著分子生物學的進展，選殖多種脊椎動物之腦下垂體激素與其受體基因、及其他

生殖相關基因，以生物資訊學方法，探討其核酸序列、胺基酸序列及蛋白質立體結構模

型之演化歧異度與意義。利用分子生物學方法探討該等基因之表現與調控，及激素與受

體之分子結構及交互作用。

三、斑馬魚生長/發育，疾病模型及藥物篩選的研究

本所於1996年開始第一個以斑馬魚為模式系統來探討生長及發育相關的群體計畫。

1999年以斑馬魚進行基因轉殖魚類的研究。隨著研究結果的進展及斑馬魚研究領域的變

遷，研究主題亦進展到斑馬魚發育中組織特異性基因表現的調節機制的探討，利用斑馬

魚來研究神經及消化系統的發育機制及斑馬魚器官形成之新穎基因的功能性研究等。近

年來的研究更進一步利用斑馬魚之動物模式研究人類疾病(如肝癌、腸道腫瘤及心血管疾

病)有關之基因體功能，並以斑馬魚來進行藥物篩選，製備化學突變魚及新穎基因的篩選

等。並嘗試在臺灣建立斑馬魚作為更多的人類疾病模型，及利用斑馬魚作為藥物篩選和

檢測新基因生物功能的研究平台。

為了解特異化基因個別的

功能與調節作用，研發出轉基

因斑馬魚研究系統。而為了解

斑馬魚發育階段的詳細過程，

則利用綠螢光蛋白與紅螢光蛋

白之表現來產生基因轉殖斑馬

魚，並利用此轉基因斑馬魚即

時直接觀察其在胚胎發育過程

中肝臟與消化道的形成。這種

先創性的肝與腸雙螢光基因表

現之活體斑馬魚模式將是一個

非常有用的系統，可進一步發

展為肝臟與消化道疾病動物模

式的研究。對於消化系統之致病機制探討、病毒感染之影響與藥物之快速活體篩選等生

物科技之發展具有重要之創新性。此外並利用專一性表現的斑馬魚，成功建立肝癌動物

模式的研究平台，利用表現C型肝炎的核心蛋白再加上肝毒性的TAA處理，可以大幅縮短

斑馬魚肝臟過量表現AKT2導致脂肪肝形成之分子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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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實驗動物誘發肝癌的時間，從老鼠的68週縮短到6週，這樣的成果，對於加速日後肝

癌的機制研究上有極正面的意義。

在進行beta 轉型生長因子BMP4之基因表現調控機制的相關研究後，得到一7.5 kb 

DNA 片段，其能指使GFP專一表現在心臟，也因此製備能在胚胎心室及心房表現綠色螢

光的轉殖斑馬魚。利用此基因轉殖斑馬魚進行ENU化學突變並已篩選到一在心臟發育變

異的突變魚，將有助於對心臟發育基因的調控機制的了解，並進一步進行chemical sup-

pressor之篩選。亦利用此心臟特異的BMP4啟動子來指使會因缺氧而誘發表現的 proapop-

totic enzyme (Nip3a)在胚胎心臟表現。目的是要建立一基因轉殖魚來研究在心臟產生細胞

自戕的相關機制。

利用化學藥物在斑馬魚體內誘發突變，這種藥物與其他實驗動物廣泛被使用，可

以產生人類疾病模型的斑馬魚株。本所擁有幾株不同品系的野生種、轉基因及突變斑馬

魚。主要的一株是轉基因魚fli1:EGFP 是由Weinstein Lab, NIH, USA 所製造出來，可以表

達螢光在血管中內皮細胞，因此，可以很容易的觀察到血管發育的整個過程。利用它來

研發三株非常珍貴的血管突變魚。

為證明斑馬魚的確可以拿來做藥物篩選，首先用兩種已知的抑制血管增生藥物來測

試，發現在斑馬魚胚胎的確也能抑制血管增生，同時也發現同一劑量的SU5416在斑馬

魚似乎有較強的抑制效果，但也有副作用，例如：生長遲緩。而SU4312卻沒有這種現

象。這樣的實驗僅需1微克(μg)的藥物，且在3天內做完。顯示斑馬魚不但能用來篩選抑

制血管增生的藥物，測出是否有副作用，並可同時比較出藥的強度。當用reg6;fli1:EGFP

突變魚去做藥物篩選，驚訝地找到一種藥可以抑制及醫治reg6的病症，這是個與組織胺

代謝有關的藥。在這段藥物篩選的測試過程中，意外地發現馬兜鈴酸，是曾用於減肥藥

中的一個中藥成分，已知很可能會造成腎小管組織間纖維化，或腎表皮細胞癌化，進

而造成腎毒。嘗試用斑馬魚來測試時，發現它會影響心臟的早期發育及後來的功能，                                  

被馬兜鈴酸處理過的斑馬魚，其心臟內腔會逐漸縮小，血液無法循環，最後導致組織壞

死。

四、動物病毒與微生物研究

研究有關水生雙股RNA病毒會造成細胞凋亡的現象。接著於凋亡型態變化之研究，

提出新的假說即IPNV感染後先進行apoptosis，然後再進入所謂的Secondary necrosis，此

假設可解釋IPNV於活體時的致病原因。也發現非典型的凋亡型態變化，首先提出病毒會

造成宿主的重要存活因子下降之報告，並發表在Virus Research上，廣受矚目。IPNV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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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也會造宿主本身凋亡基因

Bad的表現，同時Bad基因表現

與Tyrosine kinase 的活化有直接

正相關。

發現病毒基因體中的VP5

基因，於IPNV感染早期時具

有抗凋亡之能力，初步結果發

現IPNV感染之後期VP3可能與

造成宿主凋亡有關，因此提出

IPNV可能透過具有正向及負

向調節者(positive and negative 

regulator)來調節宿主凋亡利於

病毒複製的機轉。對於發展抗

病方法，提出全新之對策，這

一系列創新性研究水生雙股RNA病毒之致病性凋亡之分子機制，居國際領先地位，磷脂

醯絲胺酸受體參與了細胞凋亡殘骸的吞噬，但其在發育上所扮演的角色的瞭解還十分貧

乏。當以PSR之Morpholino寡核苷酸對會集結在凋亡細胞殘骸的PSR進行競爭抑制，發現

正常體節、腦、心臟及脊椎的發育逐步被干擾，此不健全的胚胎，在注射PSR之mRMA

後恢復正常發育。此結果支持斑馬魚胚胎擁有會吞噬凋亡細胞殘骸PSR依賴系統之假說，

且其在斑馬魚器官形成扮演重要角色。

神經壞死病毒已成為臺灣重大水產疾病，對於石斑繁養殖造成重大的損失，因此在

其致病機制上展開深入的研究，初步已發展出斑馬魚感染研究模式，對於in vivo感染後所

造成如訊息傳遞、細胞凋亡、免疫及疾病控制反應上的研究提供一個快速、穩定的研究

平台，在NNV疾病控制方面，也利用創新性RNA疫苗的方式，建立了良好的抗病毒解決

方法。

近年來由於虹彩病毒和神經壞死病毒感染，造成水產養殖上重大損失。因此著手此

兩病毒基因體及蛋白質體分析，以及其與寄主交互作用之研究，了解病毒的感染致病機

制和寄主的免疫反應。並持續發展高效率之疫苗，以終結病毒之危害。完成了石斑魚虹

彩病毒全長核苷酸序列定序工作，共得139,793個鹼基對，且證實為環狀結構。分析這些

序列，得89個有意義的開放讀架。其中一基因為具有可穿梭雙脂層十次，分子量為40 KD

的膜蛋白，此可能為外套膜蛋白，有潛力作為具中和病毒活性的抗原決定區，也有可能

病毒基因體中的VP5基因，於 IPNV
感染早期時具有抗凋亡之能力，初步

結果發現 IPNV感染之後期VP3可能
造成宿主凋亡有關，因此我們提出

IPNV可能透過具有positive及negative 
regulator來調節宿主凋亡利於病毒複
製的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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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病毒進出細胞之機制。另一個感興趣的基因為核苷酸代謝相關的酵素-Purine Nucleo-

side Phosphorylase，此為類似基因第一個在病毒基因體中發現，可能在病毒生活史中扮演

重要角色，已完成其基因表現及酵素活性分析，認為此基因具有作為自殺基因應用於癌

症治療之潛力。在神經壞死病毒的研究，針對其外套蛋白發展出一具有中和效用的被動

免疫DNA疫苗防治法，在進行活體試驗中。

五、幹細胞研究與人類疾病實驗動物的模型

幹細胞實驗團隊經過不斷的實驗及驗證，發現一種新型態的原始肺部幹細胞，雖然

極為少量，卻是肺部正常機制運作的根本；在SARS疫情相關的研究中，發現SARS病毒

對這種幹細胞獨有青睞，對它產生近似「斬首行動」式的攻擊；這也說明為什麼患者最

後均有肺功能衰竭的現象。        

早在SARS疫情爆發之際，對SARS病患從病毒感染最嚴重到後來肺部機制受損的

現象提出一個觀察的現象：「兩者間隔的時間恰好是由幹細胞再產生新細胞所需的時

間」。在身體內，百分之九十的肺部細胞負責氣體交換的工作，被分類為第一型肺泡細

胞，科學家已知，這些肺泡細胞是由另一種肺泡細胞，被稱之為第二型肺泡細胞所產

生。然而科學界早已懷疑，其實，另有一種更原始的肺部幹細胞存在，它才是所有肺臟

細胞生息不斷的源頭。

幹細胞實驗室成功地培養出動物的肺部細胞，透過與國防大學的合作，在P4級的安

全實驗室內，將這些肺部細胞作SARS病毒的感染，經過連續的實驗與觀察，發現培養出

的肺部細胞只有一群特殊的細胞才會被SARS病毒所感染。經由各種反覆的驗證，利用胚

胎幹細胞的標幟蛋白OCT-4 以及 SSEA-1，分離出這個新型的原始肺部幹細胞，更進一步

證明，該原始肺部細胞的數目很少(0.004%)，僅出現於微支氣管與肺泡囊交界點。而且分

離出來的肺部幹細胞可以被誘導分化形成第二型肺泡細胞，隨後變成第一型肺泡細胞。

因此，很有可能在動物體成型時，就在體內各關鍵器官藏匿這些具胚胎幹細胞部分特性

的器官原始幹細胞。

這新型的肺部幹細胞是完全由臺灣特有的題材與本土研究團隊所發現的。此研究不

但第一次將器官原始幹細胞與胚胎幹細胞在發育特性上銜接，且更具體解釋出SARS病毒

與其受侵者相互的關係，也將幹細胞研究首次用來解釋感染性疾病引起肺部衰竭病變的

原因。另外，肺部幹細胞的研究也替常見的肺部衰竭的疾病治療引領出一條更清晰可行

的細胞治療的策略。其研究成果將刊登於美國國家科學院期刊上，也申請專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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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細胞團隊除研發肺部幹細胞外，其他研究重點有：(1)胚

胎幹細胞的細胞分化和基因變化以及他們調控的機制(2)各式幹

細胞的再造轉化成各種組織細胞、(3)研發新技術平台，以建立

靈長類/人類胚胎幹細胞株，並促進相關研究(4)對於目前尚無有

效治療方法，無細胞或動物模式之疾病，以體細胞核替換之技

術(治療性複製)，建立新穎之疾病模式，以促進致病機制之研

究。幹細胞研究團隊經費由本院基因體研究中心支援，部份成

員屬於本所研究人員。除此，也進行以幹細胞的技術開發人體

原位乳癌與白血病的SCID老鼠模型，繼續建立其他各種人類原

位癌症的模型，並在SCID老鼠與裸鼠上發展幾個重要的in-situ人

類腫瘤模式，運用螢光蛋白質與螢光素基因來做即時的腫瘤成

長偵測。這對研究「癌症幹細胞」、腫瘤生物學、癌症生物標

誌，及臨床前期新藥劑/新療法的測試將有莫大的助益，可篩選

出最值得優先發展臨床試驗的新藥物/新療法。這些疾病動物模

型將可轉化為藥物篩選平台，運用於新藥的開發、並引領新的

治療方向。       

陸．與國外相同領域之比較

細生所與Univ. of Alberta、Univ. of Maryland、Tokyo Univ. 於2005-2007年論文發表

Impact Factor之比較：篇數 (篇數 / 研究人員)

Impact Factor 細生所
Dept. of Biological 
Sci., Univ. of Alberta

Dept. of Biol., Univ. 
of Maryland

Dept. of Biological 
Sci., Tokyo Univ.

IF>5 13 (0.65) 18 (0.86) 16 (0.8) 13 (1.63)

3<IF<5 29 (1.45) 23 (1.1) 14 (0.7) 11 (1.38)

IF<3 68 (3.4) 47 (2.24) 17 (0.85) 19 (2.38)

研究人員總數 20 21 20 8

論文總數 110 87 48 43

總平均篇數 5.5 4.19 2.35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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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生所與Univ. of Alberta、Univ. of Maryland、Tokyo Univ. 於2005-2007年論文發表排

名之比較：篇數(篇數 / 研究人員)：

柒．其他特色

一、海洋生物科技研發—臨海研究站

源自本院李遠哲院長、本所吳金洌前

所長及宜蘭縣游錫方方前縣長的鼎力協助，

由金車公司捐贈1.1公頃基地，2003年9月

17日啟用。成立宗旨在配合當前海洋生物

科技發展，以理論分子生物學為基礎，輔

助應用科學之發展。主要任務：(1)提供最

完善安全之田間試驗設施及海洋生物技術

研究所需要之儀器設備，協助支援院內外

研究人員推動執行生物科技相關研究計畫

之田間試驗 (2)利用臨海環境之地理優勢

及資源，推動海洋生物技術之研發(3)擔負

國家基因轉殖水產生物田間隔離試驗及管

理中心之任務(4)支援生物多樣性研究團

隊，提供為蘭陽地區生物資源生態調查研

究之基地。

研究站除扮演支援角色外，亦積極推動內部之基礎研究，達到技術創新及研究與應

用並重的期望。研發計畫以水生生物科技之基礎及應用研究並重，研究重點包括：(1)吳

Impact Factor
排名

細生所
Dept. of Biological 

Sci., Univ. of Alberta
Dept. of Biol., Univ. 

of Maryland
Dept. of Biological 
Sci., Tokyo Univ.

前25% 50 (2.5) 40 (1.9) 33 (1.65) 16 (2)

25-50% 38 (1.9) 30 (1.43) 13 (0.65) 19 (2.38)

50-75% 22 (1.1) 12 (0.57) 1 (0.05) 7 (0.88)

75-100% 0 (0) 5 (0.24) 1 (0.05) 1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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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魚、石斑魚以及蝦類與生殖，成長調控和先天性

免疫力相關基因之功能性基因體基礎研究(2)生物

技術基礎研究及基因轉殖平臺技術之研發及其應用

於遺傳育種與品種改良(3)建立基改水生生物安全

性平臺技術，並開發魚類不孕化技術(4)魚蝦類生

理生態基礎研究(5)水生生物免疫生理基礎研究及

增進免疫力與抗病力技術之研發(6)魚類感覺神經

生理研究及應用。         

二、公共儀器室

成立於2003年9月，目的在整合所內公用空間

及提升儀器設備的使用效能、貴重儀器購置之長期

規劃與維護保養、提供技術服務及方法諮詢。為協

助不同領域的研究，符合樣品多樣性的分析需求，

除儀器的操作與維護外，更肩負研究方法之開發及

建立樣品測試系統的任務，提供進展快速的研究服

務。貴重儀器設備皆有專人提供技術服務並以門禁

系統進行管理，部份開放式儀器則全天候開放使

用。主要核心設施及服務項目如下：

進水處理系統與電力供應中心，每天可供應經過

濾殺菌後之養殖用750噸海水，300 噸淡水。

供應養殖用水的大動脈。

進水系統使用之大型沙濾器(可自動逆洗)。 40 噸的基因轉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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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軛焦顯微鏡 (Leica TCS SP5 AOBS) 斑馬魚全魚(左)及血管與鹽
類細胞(右)

倒立螢光顯微鏡/活細胞觀察系統 人類細胞 (左 )及螢光
轉殖斑馬魚魚鰭(右)

環境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以奈米金標示之老鼠淋巴結

細胞IgG表面抗原(左)及未經
處理之螞蟻外部型態(右)

(一) 各式影像系統

1. 共軛焦顯微鏡
備有二部Leica共軛焦顯微鏡；一

部搭配倒立顯微鏡，除傳統掃瞄器之

外，另具有共振式掃描器，可進行即

時影像擷取；一部搭配正立顯微鏡，

便於使用長工作距離水鏡。

2. 螢光顯微鏡及數位攝影系統
備有Zeiss系列倒立、正立及實體

光學顯微鏡各一部，每一部顯微鏡皆

搭配有冷卻式數位攝影系統；提供明

視野、phase contrast、DIC及螢光之觀

察；倒立顯微鏡部份可供活細胞影像

觀察。

3. 電子顯微鏡
備有環境掃描式及穿透式電子

顯微鏡各一部，提供樣品製備、超

薄切片與影像擷取服務。穿透式電子

顯微鏡之加速電壓125kV，最高倍率

600k，解析度2.04Å。提供細胞超顯

微構造之研究。環境掃描式電子顯微

鏡之放大倍率6-100萬倍，具有三種不

同真空模，可觀察未經鍍金或乾燥處

理的樣品。     

(二) 自動化核酸分析系統

1. 原位胚胎雜合系統
可一次同時進行96籃之小型樣

品或60個組織切片之原位胚胎雜合實

驗。適用於動植物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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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動分注系統
可藉由電腦程式撰寫，進行大量樣品數目之質體DNA抽取、實驗藥劑添加及re-rack-

ing。適用96或384孔微量盤。可廣泛應用於一般 ELISA 或藥物篩檢實驗。

3.  晶片工作系統
為非接觸式之點陣系統。提供生物晶片製作及分析的服務。並備有晶片雜交處理系

統及晶片雷射掃描儀供同仁使用。

三、動物實驗設施

2006年5月15日啟用，位在本所6樓西

側，佔地約100坪。整建完成後具有完全符

合國際先進標準的動物飼養環境條件，恆

溫恆溼，並具備有自動定時空間消毒除臭

系統，終年確保設施內的空氣品質，防止

病原入侵。提供同仁安心、安全且高品質

的動物實驗環境。 

設施區分為：(1)行政區；(2)清洗準備

區；(3)檢疫區室；(4)一般動物實驗區，包

含1間小鼠房，1間大鼠房及實驗室；(5)具晶片工作系統 

空調雙主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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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消毒系統

中央監控系

動物代養房

屏障系統的無特定病原動物實驗。 

工作及任務：(1) 維持高品質的實驗動物設施及設備管理。(2)實驗動物代養管理及健

康監測。(3)提供動物實驗的技術指導及實驗中死亡動物之屍體剖檢，死因診斷。(4)實驗

動物及動物實驗之資料提供及諮詢服務。(5)實驗動物設施各區室之規劃管理。(6)落實符

合法令及人道要求之動物實驗及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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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學研究所 http://www.sinica.edu.tw/~ibc/

壹．設立沿革

一、成所經過

1958年4月，本院院士、加州大學荷爾蒙研究所所長李卓皓教授受聘為中華文化教育

基金會特別講座，回國在臺灣大學講學八週，介紹蛋白質研究為主之最新生物科學發展

概況。本講座對當時臺灣學術界是一大震撼，且帶給國內對生物科學新方向之啟示。更

主要的轉機是李教授認為國內應加速發展生物化學研究，建議政府應開始國內人才之培

育，隨即著手籌畫設立一所符合國際水準，以蛋白質研究為主之生化科學單位，未來還

可發展到毒素、核酸、脂肪等等的研究。當時直接參與規劃的，除了李卓皓教授外，還

有錢思亮先生（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先生（科導會主任委員）、徐賢修先生（國

科會主任委員）、蔣彥士先生（教育部長）、閻振興先生（臺大校長）及羅銅壁先生

（臺大教授）等人。

1970年2月1日，生物化學研究所籌備處成立，隔年（1971）3月成立諮詢委員會，並推

舉李卓皓院士為主任委員。同年12月1日，李教授由美返國主持首次會議，出席會議的計有

李鎮源教授、張為憲教授、董大成教授、魏喦壽教授、蘇仲卿教授、陳尚球教授、楊昭華

教授、羅銅壁教授、楊振忠教授及錢思亮院長。會後對於設所事宜獲得兩項具體結論：

生化所新館暨生命科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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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範圍：以具有生理活性的蛋白質為主要研究對象，並決定初期研究對象集中

於已有良好基礎之蛇毒蛋白質。

2.  設所地點：為與臺灣大學即將設立之生化科學研究所密切合作，決定將本院生化

所設於臺大校總區內。

1972年8月臺灣大學成立生化科學研究所，兩所於1973年2月簽訂合作研究生化科學

合約，由本院院長及臺大校長代表簽訂實施。這兩個研究所的密切合作，孕育培植了為

數眾多的生命科學人才。

二、研究大樓

根據設所諮詢委員會議決，1973年3月19日生化研究大樓於臺大校總區內開工興建，

第一期工程包括四層大樓全部結構、外部裝修及地下室，第一、第二樓之內部隔間、裝

修、固定設備，於1975年2月完工，全部工作人員及儀器設備於7月以前陸續遷入新大

樓。第二期工程包括第三、第四樓內部實驗室裝修，於1977年4月底完工啟用。1977年7

月1日正式成所。

由於研究人員人數急速增加，研究設備不斷充實，原有四層研究大樓不敷使用，

乃擬定擴建計畫，於1991年在南港中研院院區動工興建生化所新館，以抒解過度擁擠之

現象。新館佔地500坪，共8層，其中2至4樓為生命科學總圖書館。新館於1995年完工啟

用，致力加強與院區其他相關研究所之合作。為維繫與臺大生化科學研究所之合作關係

及支援該所研究教學，仍保留臺大館，並有部分人員保留原有實驗室。

1993年臺大生化所有鑒於師生人數增加，原有空間又不敷使用，向臺大爭取原址擴

建之計畫，於舊館西側擴建約100坪，共5層，並打通新舊建築，合計增加約500坪可使用

空間，於1995年完工啟用。

目前生化所擁有臺大館及南港館兩棟研究大樓，研究人員分別於兩館從事研究，可

同時與中研院及臺大相關單位維持密切之合作。

三、設所諮詢委員名單（1971年3月）

李卓皓院士（主任委員） 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校區

李鎮源院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陳尚球教授 國防醫學院

羅銅壁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

張為憲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農化系

董大成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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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仲卿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農化系

楊昭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

楊振忠教授 高雄醫學院

馬　臨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生化系

魏喦壽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四、歷屆學術諮詢委員名單

本院自1981年起，推行第一期五年發展計畫，同時建議各所成立學術諮詢委員會，

借重國內外專家學者之學識與經驗，以提升各所之研究水準。生化所學術諮詢委員會於

1982年10月成立，延聘李卓皓、李鎮源、吳瑞、王倬等四位院士、及廖述宗博士為第一

屆學術諮詢委員，並推舉李卓皓院士為主任委員。每年召開一次會議。歷屆學術諮詢委

員名單如下：

1982年10月至1986年4月
李卓皓院士（主任委員） 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校區

李鎮源院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吳瑞院士 美國康乃爾大學

王倬院士 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

廖述宗教授 美國芝加哥大學

1986年5月16日至1989年5月15日
李卓皓院士（主任委員） 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校區

李鎮源院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吳瑞院士 美國康乃爾大學

王瑞駪院士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校區

黃秉乾院士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1988/7/18-1991/7/17)

1989年5月16日至1991年8月10日
王瑞駪院士（主任委員）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校區

黃秉乾院士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王倬院士 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

李鎮源院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羅銅壁院士 國立臺灣大學

楊振忠院士 國立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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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長謙院士 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化學系

張槐耀院士 美國田納西大學生化學系

羅浩院士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藥學系主任

1991年8月11日至1994年3月31日
王倬院士（召集人） 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

李鎮源院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楊振忠院士 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研究所

王瑞駪院士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校區

陳長謙院士 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化學系

張槐耀院士 美國田納西大學生化學系

羅浩院士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藥學系主任

黃秉乾院士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生化系

黃周汝吉院士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生物系

羅銅壁院士 國立臺灣大學

1994年4月1日至1997年8月31日
楊振忠院士（召集人） 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研究所

王倬院士 美國哈佛大學

李遠川院士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楊祥發院士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

翁啟惠院士 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陳良博院士 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

廖述宗教授 美國芝加哥大學

羅浩院士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Prof. Richard N. Perham 英國劍橋大學（1996/9/10-1997/8/31）

Prof. Tomoya Ogawa 日本東京大學（1996/9/10-1997/8/31）

Prof. Robert L. Hill 美國杜克大學醫學院（1996/9/10-1997/8/31）

1997年9月1日至2001年10月31日
Prof. Robert L. Hill（召集人） 美國杜克大學醫學院（1998/4/27-2000/8/31）

楊振忠院士 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研究所

王倬院士 美國哈佛大學

李遠川院士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翁啟惠院士 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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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良博院士 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

廖述宗院士 美國芝加哥大學

羅浩院士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Prof. Richard N. Perham 英國劍橋大學

Prof. Tomoya Ogawa 日本東京大學

2001年11月1日至2004年8月31日
楊振忠院士（召集人） 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研究所

王倬院士 美國哈佛大學

李遠川院士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翁啟惠院士 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龔行健院士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

何英剛院士 美國密西西比大學醫學中心

李文華院士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校區

劉鴻文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丁校區

黃英星教授 美國卡羅萊納大學

汪必成教授 University of Georgia Athens

王寬教授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羅浩院士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2004年9月1日至2007年8月31日
羅浩院士（召集人）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于寬仁教授 美國喬治亞醫學院

王倬院士 美國哈佛大學

王寬教授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何英剛院士 美國密西西比大學醫學中心

李遠川院士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洪明奇院士 美國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

孫同天院士 美國紐約大學

陳慶士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劉鴻文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丁校區

何潛院士 美國卡內基大學

2007年9月1日至2010年8月31日
羅浩院士（召集人）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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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寬仁教授 美國喬治亞醫學院

王寬教授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何英剛院士 美國密西西比大學醫學中心

李遠川院士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洪明奇院士 美國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

陳慶士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劉鴻文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丁校區

何潛院士 美國卡內基大學

龔行健院士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

李文華院士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校區

五、歷任所長、任職期間

蘇仲卿 1970年2月1日-1972年2月28日 籌備處主任

羅銅壁 1972年3月1日-1977年6月30日 籌備處主任

羅銅壁 1977年7月1日-1980年6月30日 所長

王光燦 1980年7月1日-1986年6月30日 所長

張文章 1986年7月1日-1990年8月9日 代所長

張文章 1990年8月10日-1993年7月31日 所長

蘇仲卿 1993年8月1日-1995年8月31日 代所長

劉德勇 1995年9月1日-1999年5月31日 所長

陳義雄 1999年6月1日-2000年6月30日 代所長

王惠鈞 2000年7月1日-2006年10月19日 所長

蔡明道 2006年10月20日-迄今 代所長

六、歷任副所長、任職期間

張文章 1982年8月1日-1986年6月30日 （所長為王光燦）

蔡蔭和 1993年8月1日-1995年8月31日 （所長為蘇仲卿）

曾木金 1995年9月1日-1997年5月31日 （所長為劉德勇）

陳義雄 1995年11月1日-1999年5月31日 （所長為劉德勇）

吳世雄 1997年10月13日-1999年10月12日 （所長為劉德勇）

邱式鴻 2001年2月1日-2002年7月31日 （所長為王惠鈞）

梁博煌 2006年12月16日-迄今 （所長為蔡明道）

吳世雄 2007年7月1日-迄今 （所長為蔡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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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生化所現任主要研究人員學歷專長

職     稱 姓名 最  高  學 歷 主  要  專  長
特聘研究員 王惠鈞 美國伊利諾大學博士 結構生物學、蛋白結構、藥物設計

合聘特聘研究員 翁啟惠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 生物有機及合成有機化學

合聘研究員 陳義雄 美國加州大學博士 細胞生化學、生物物理化學

合聘研究員 張文章 臺灣大學化學所博士 蛋白質化學、核酸化學

合聘研究員 呂勝春 美國加州大學博士 免疫學、分子生物

合聘研究員 邱式鴻 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博士 蛋白質化學、維生素研究、癌症藥物發展

研究員 蔡蔭和 美國西北大學博士 蛋白質化學、蛇毒蛋白

研究員 吳世雄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博士 醣類化學、蛋白質化學、酵素工技

研究員 陳水田 臺灣大學生化所博士 酵素工程學、生物有機化學、蛋白質工程學

研究員 梁啟銘 美國阿肯色大學博士 免疫學、生化學、藥理學

研究員 黃銓珍 臺灣大學生化所博士 胚胎發育學、基因體功能

研究員 陳瑞華 美國密西根大學博士 訊息傳遞

研究員 梁博煌 美國馬里蘭大學博士 酵素動力學、蛋白質化學

研究員 林俊宏 Scripps Res. Inst.博士 酵素學、醣生物學、醣化學、藥物化學

研究員 邱繼輝 英國倫敦大學博士 醣質生化、質譜學、寄生蟲學

研究員 陳宏文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博士 分子生物學

副研究員 李明亭 美國奧本大學博士 酵素、癌症分子生物學

副研究員 朱善德 臺灣大學生化所博士 生物化學、分子生殖

副研究員 李玉梅 臺灣大學生化所博士 分子生物學、遺傳學

副研究員 張 爭清 仁 臺灣大學生化所博士 分子生物

副研究員 王廷方 美國哈佛大學博士 生物化學

助研究員 陳佩燁 英國劍橋大學博士 蛋白質的摺疊、蛋白質的錯誤摺疊

助研究員 孟子青 美國Univ. of Nebraska博士 細胞分子生物學

合聘助研究員 余榮熾 臺灣大學生化所博士 人類紅血球抗原的分子遺傳學

助研究員 陳光超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
Rho GTPases訊息傳遞在果蠅形態發育所扮演的角

色與功能

助研究員 史有伶 英國劍橋大學博士 大腸桿菌選擇從長軸中點進行細胞分裂的機制研究

助研究員 楊維元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 生物光學

通信研究員 羅銅壁 日本東北大學博士 蛋白質化學、分子內分泌學

通信研究員 李遠川 美國愛荷華大學博士 生化學、醣生物學

通信研究員 蘇仲卿 美國加州大學博士 植物生理、生化學及分子生物學

通信研究員 王光燦 日本東北大學博士 生物有機化學、蛋白質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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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生化所歷年員額統計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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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

研

究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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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
研
究
員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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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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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研

究

員

副

研

究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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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
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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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員

兼
任
副
研
究
員

助

研

究

員

合
聘
助
研
究
員

通

信

研

究

員

研
究
助
理(
助
理
研
究
員)

助
理
︵
助
理
員
︶

研

究

助

技

師

技

術

人

員

行

政

人

員

合

計

1971 1 1 2
1972 4 1 3 1 9
1973 1 3 1 4 2 1 1 13
1974 1 3 1 2 1 5 2 1 1 17
1975 1 3 1 1 2 4 2 1 2 17
1976 1 3 1 1 2 5 1 1 2 17
1977 1 4 1 3 2 1 2 7 3 4 3 31
1978 1 4 1 3 2 7 3 4 3 28
1979 1 4 3 2 1 2 10 5 2 30
1980 2 5 4 1 1 2 6 2 5 3 31
1981 2 3 1 3 1 2 3 5 2 5 3 30
1982 2 4 1 4 2 3 7 2 5 3 33
1983 4 6 1 2 1 1 3 9 4 3 34
1984 4 6 1 2 1 1 3 9 4 3 34
1985 4 6 1 1 1 1 3 9 3 3 32
1986 4 6 2 1 1 3 12 3 3 35
1987 4 6 3 1 1 3 13 3 3 37
1988 4 6 3 1 1 2 12 1 4 3 37
1989 4 6 4 1 1 1 11 1 5 3 37
1990 5 6 3 1 1 1 13 1 7 4 42
1991 5 6 4 1 1 1 12 2 7 4 43
1992 6 6 2 1 1 2 13 2 7 4 44
1993 7 6 1 1 1 2 14 2 7 4 45
1994 7 6 2 1 1 2 17 2 6 4 48
1995 7 6 5 1 1 1 2 17 1 6 4 51
1996 2 6 6 5 1 1 3 2 15 1 6 4 52
1997 2 6 6 5 1 1 4 4 15 1 6 4 55
1998 2 6 6 2 5 1 1 4 4 12 1 5 5 54
1999 2 7 4 2 5 1 1 5 5 15 1 5 5 58
2000 1 7 4 2 5 1 1 5 6 16 1 5 5 59
2001 1 7 3 3 5 1 1 6 6 17 1 5 5 61
2002 1 5 4 1 7 1 1 4 4 17 1 4 5 55
2003 2 4 4 1 8 1 1 5 4 15 1 4 5 55
2004 1 1 4 4 1 9 1 1 4 1 4 13 1 2 5 52
2005 1 1 5 4 8 1 3 1 4 10 1 2 2 5 48
2006 1 1 6 4 8 5 1 4 9 1 2 1 5 48
2007 1 1 7 0 0 7 0 0 5 1 4 9 1 2 1 5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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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生化所在設立之時，即已擬對蛇毒蛋白進行群體研究，以具有生理活性的蛋白質

為主要研究對象，並決定初期研究對象集中於已有良好基礎之蛇毒蛋白質，廣泛而深入

地探討蛇毒蛋白之生化性質、生物活性及作用機制。另一方面也尋求有機化學的合成途

徑，以人工方式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質。

籌備時期，以研究人員原有的研究基礎，集中為生物分析化學、生物物理化學、生

物有機化學、生物機能五個研究專題進行研究，成所後則擴大蛋白質類型，著手進行荷

爾蒙及酵素方面研究。

1981年，研究範圍已擴大到酵素學及核酸生化學，工作重點除蛇毒蛋白質以外，尚

有荷爾蒙蛋白質、魚類腦下垂體蛋白質，腦啡蛋白質、虎頭蜂毒素及臨床可供利用之酵

素研究。除此之外，與基因工程有關之範疇，如去氧核醣核酸之合成與真核細胞遺傳物

質之研究，亦已列入計畫中。

生化所歷年預算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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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為建築費。
　　2. 2000年會計年度改為曆年制，預算金額由1999年7月統計至20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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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中期，擴展到動物激素的研究及基因選殖等新的領域，分為蛇毒及其他動

物毒素之生化及藥理研究、生物有機合成研究、腦下腺激素之研究、酵素之生化研究及

蛋白化學、病毒之研究五個研究群。

鑒於過去十年來，內分泌學及基因工程技術的迅速發展，1990年代初期，研究領域

逐漸擴展到腦下腺激素、眼球水晶蛋白，以及各種酵素脂蛋白及基因層次之研究。原有

的動物毒素研究亦擴大到虎頭蜂毒素、鍵前神經毒素之受體研究、心臟毒素對細胞膜之

作用及蛇毒神經毒素基因工程學等方面。研究人員也致力於植物蔗糖合成酵素系統之基

因研究；利用蛋白酉每進行生物有機化學之合成；以及動物肝臟中基因表現所受到的調控

機制等等，亦都有具體的研究成果發表，全所約可分為基因選殖表現與調控、動物毒素

與其結合蛋白質、生物有機化學、蛋白化學與免疫學、植物生理學等五個研究領域。

多年來，持續蛋白質生物化學及生物物理學方面的工作，經常評估新領域及研究方

向，尋求可行之方法，以期對本院推動本土生物技術之努力有所貢獻。積極從事的領域

包括動物激素、植物酵素、酵素在有機合成之應用、動物毒素及其受體蛋白質、生殖蛋

白質、轉錄因子、眼球蛋白質及酵素等。在此等研究中，不僅著重生化層面之工作，也

強調分子及細胞方面之課題。

隨著生命科學的進展，生化所的研究也涉及醣質生化、蛋白質工程和細胞生化學諸

領域。1995年生化所於南港院區建立新館，部分人員遷回南港院區，在國內首先成立了

細胞醣類生物學的研究群，探討醣蛋白、醣脂質之結構、功能及生合成。此外，在臺灣

血漿製劑的生物科技工業上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近年來，擴展至構造生物學、疫苗生

物學及受器生化學的研究，積極參與本院所推動的醫用生物科技研究，將先進、尖端的

科學領域和具生產價值的生物科技工業引進國內。研究主題包括性腺激素、性腺分泌蛋

白、蛇毒液蛋白、虎頭蜂毒蛋白、前神經節毒蛋白之受器、蛋白激素釋放因子之受器、

蛋白酉每抑制蛋白在精蟲上的受體、轉錄因子、藥用碳水化合物之合成、脂質水解酉每、細

胞的訊息傳遞等。

生化所繼續以往在蛋白質化學，生物物理，和分子及細胞生物學的優厚基礎，探討

基因和蛋白質之間的交互作用、各種酵素、毒蛇蛇毒、動物生殖的相關蛋白質和賀爾蒙

等特殊主題。同時，由於生化所持續地評估新的研究方向和領域，期使能對中央研究院

在功能基因體學及臺灣生物技術研究計畫的整體努力有所貢獻。生化所研究人員目前的

研究領域包含生殖相關的荷爾蒙研究、細菌及動植物組織之酵素、有機合成相關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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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蛇毒素及其細胞膜蛋白受體、生殖系統相關蛋白質、眼球水晶體蛋白及轉錄因子

等。上述研究領域皆使用分子生物及細胞學方法以探討其生物物理及生物化學上的

相關特性。

面對後基因體時代新的研究挑戰，自2000年起，開拓嶄新的研究課題，展開

結構生物學(Structural Biology)與功能性基因體學(Functional Genomics)的探討，對

21世紀的生命科學領域的發展，將有重大的突破及影響。將上述分歧的研究領域整

合成以下五個主要的核心研究方向： (1)生殖及受體生化學， (2)蛋白質及生物有機

化學， (3) 醣質生物學， (4) 基因調控， (5) 結構生物學及分子生物物理學。在

前任所長王惠鈞院士之結構生物學專長下，統合前四項的研究領域，利用X—光晶

體及核磁共振解析，並利用同步輻射中心提供的光源束來做本所研究人員歷年來所

得各類蛋白質分子的結構—功能探討，冀望利用這些最具前瞻性的結構探討工具，

進行本院目前正在推動的「功能性基因體學」研究，成為西元2000年人類基因體解

碼完成後，後基因體時代 (Post-Genomic Era) 的生命科學探討主流。在未來的數年

內，本所擬將研究領域擴展至分子免疫學、疫苗生物學和受器—受器結合物之交互

作用，再將五個研究領域歸納成以下五個主要的核心研究方向：(1)分子及細胞生

物學，(2)蛋白質體及基因體學，(3) 醣質科學，(4) 化學生物學，(5) 結構生物學及

分子生物物理學。在這些研究領域中，生化所的目標在於追求研究的高品質與優越

性，並強調所內研究主持人員的計畫合作及提昇。這些中長程研究的首要目標即在

於將先進、尖端的科學領域引進本所。在這些研究領域中，生化所的目標在於追求

研究的高品質與優越性，並強調所內研究主持人員的計畫合作及提昇。

肆．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一、論文

生化所研究人員完成之論文，陸續在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EMBO Journal, Nucleic Acids Research, Biochemistry Journal,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Trends 
in Biochemical Sciences,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等國內外著名科學期刊雜誌上
發表，自1975年至2007年共計發表論文千餘篇，各年所發表論文數如下：

八十年內頁卷二(生命1)修改2.indd   284 2008/6/20   3:48:50 PM



285

生
物
化
學
研
究
所

年度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國外 4 4 6 12 3 2 10 13 19

國內 7 14 8 15 7 6 2 9 4

合計 11 18 14 27 10 8 12 22 23

研討會摘要

年度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國外 19 9 13 21 27 27 23 36 37

國內 2 7 2 3 6 11 8 5 7

合計 21 16 15 24 33 38 31 41 44

研討會摘要 4 5 22 10 13 15 22

年度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國外 33 34 34 40 36 35 49 49 55

國內 4 1 1

合計 37 35 34 40 36 36 49 49 55

研討會摘要 27 7 12 15 22 22 8 12 18

其他 4 5 10 9

年度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國外 56 56 79 77 84 90

國內 4 1 1 0 0

合計 60 57 79 77 84 90

研討會摘要 28 15 27 13

其他 2 2

生化所歷年論文發表篇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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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利

重要研究成果含各結構的鑑定、其分子機制與功能的探討，及相關研究技術的開

發，成果發表於學術期刊外，也取得專利並有移轉產業界，近年來取得專利如下：

專利名稱 發明人 國家 專利證號 獲證日

以微波加熱技術高速水解蛋白質和胜月太之方

法及其轉用於分析胺基酸之方法

王光燦

邱式鴻
中華民國 TW130414 1990

藉由使用酪胺酸轉胺酶進行平衡移動酵素性

反應之L-同苯丙胺酸之簡便合成法
陳水田

美國

中華民國

6146859

I202251
2000/11/14

新穎對抗肝病藥物R-YEEE及合成分枝半乳糖

末端之醣蛋白
陳水田

美國

中華民國

6383812 B1

I 240002

2002/5/7

2005/9/21

Somatostain類似物應用於抗癌藥物輸送系統 陳水田 美國 6552007 B2 2003/4/22

臺灣龜殼花毒液所含抗血栓及降血壓之蛋白

分解酵素
邱式鴻 美國 6630139 2003/10/7

藉由使用酪胺酸轉胺酶進行平衡移動酵素性

反應之L-同苯丙胺酸之簡便合成法
陳水田 中華民國 I 252251 2006/4/1

製備帶有環外雙鍵之醣分子以及其合成上的

應用
林俊宏 美國 7078520B2 2006/7/18

三、已授權之技術

創作人

代表
授 權 案 簽約日

合約

終止

陳水田
藉由使用酪胺酸轉換酵素進行平衡移動酵素行反應

之L-同苯丙胺酸之簡便合成法 2000/9 NA

陳水田
抑體素之類似物在專一傳遞抗癌藥物進入癌腫瘤細

胞之應用
2000/9 NA

陳水田 System biology 2003/1 2005/10
陳水田 小麥草蛋白因子 2003/6 NA
陳水田 新穎對抗肝病藥物 R-YEEE 2004/8 NA
王惠鈞 單多株抗體製造 2004/2 2006/6

王惠鈞
人類角質細胞對表皮生長因子之活性檢測平台與相

關產品
2005/6 2006/6

王惠鈞 教學出版品(蛋白質結晶學) 2006/3 NA
梁博煌 細菌結合蛋白之重組基因及功能分析 2007/8
梁博煌 酵母菌表現載體平台 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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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發成果

本院覽號 發明人 技術名稱

11A-940826 王惠鈞、黃開發 人類麩酸胺環化酵素之高解析度晶體結構

10A-940825 王惠鈞、黃開發 人類麩酸胺環化酵素在大腸桿菌表達

11T-940223 梁博煌、郭暾珣 鱟血漿蛋白用來偵測及移除內毒素

11T-911201 王惠鈞 單多株抗體製造技術

11A-941227 陳水田、謝榮峰 小麥草萃取物的生物活性

11A-941209 羅禮強、吳世雄、呂君

萍、任建台、 賴懿�
神經胺糖水解酵素活性標示物之開發及其在流行

性感冒病毒的應用

11A-940127 王惠鈞、王廷方、胡書銘 快速基因選殖與蛋白質表達技術

11A-880510C 陳水田、吳盈達、黃俊銘
抑體素之類似物在專一傳遞抗癌藥物進入癌腫瘤

細胞之應用

11A-870805 劉德勇、陳逸雯、邱顯泰 臺灣鱟魚血清中脂多醣結合蛋白之結構與功能

11A- 920721 黃銓珍、吳和生、林鼎

翔、謝岳峻、周志銘

利用多種重組基因蛋白以早期偵測SARS病毒之感
染

11A - 920618 黃銓珍、謝岳峻、呂宜

瑾、張瑞沛、周志銘

利用組織特異性啟動子在斑馬魚表現細胞凋亡相

關基因以建立疾病相關之基因轉殖斑馬魚

11A - 910704 陳義雄、林翰佳 可被酵素催化產生交聯作用之胜肽與其應用

陳水田 系統生物學

11A-961003 梁博煌
一組可同時在多元系統表達可切除標示蛋白的重

組載體

11A-960201 林俊宏
快速偵測及篩選有醣類結合能力及交互作用之生

物分子

伍．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一、 一個可能的阿茲海默症之藥物標的蛋白及遺傳性骨質疏鬆症的元兇：人類麩
酸氨環化酉每及其抑制劑複合體之高解析度X-光晶體結構─王惠鈞

蛋白質氮端焦麩氨酸 (pyroglutamate) 的形成，是體內眾多賀爾蒙及蛋白質之生合成

過程必要的步驟；同時，也可能與一些病理過程有關，諸如骨質疏鬆症、阿茲海默症及

風濕性關節炎。這種蛋白質氮端的環化反應，已知是由麩酸胺環化酉每(glutaminyl cycl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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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催化。生化所特聘研究員、前所長、現任副院長王惠鈞院士的團隊發表了世上第一個

人類麩酸胺環化酉每的晶體結構，並構築了一個未來篩選藥物的三度空間結構平台。

人體內有許多重要的多胜月太(polypeptides)，如由下視丘釋放至腦下腺的一些賀爾

蒙及周邊血液內由白血球合成的化學趨化蛋白(chemotactic proteins)，常會在其胜月太鏈

的氮端形成焦麩氨酸(pyroglutamate)（圖一），如此，方能使這些胜月太正常行使其生理

功能，並防止被體內的胜月太水解酉每(aminopeptidases)所分解。有趣地，導致如阿茲海默

症(Alzheimer's disease)等的樣澱粉病變 (amyloidotic diseases) 之樣澱粉胜月太 (amyloid-� 

peptides)（圖二）也常在其氮端加上焦麩氨酸，如此，一般認為會加劇樣澱粉胜月太的聚

集，進而加速樣澱粉斑(amyloid plaque)（圖二）的形成，而使疾病惡化。 這種在胜月太鏈

的氮端加上焦麩氨酸的反應已知是由一種叫麩酸胺環化酉每(glutaminyl cyclase)所催化；

而且，目前為止，這種酵素已經在包括人類在內的許多哺乳動物之腦部及白血球發現。

除此之外，根據最新的研究報告，婦女麩酸胺環化酉每之基因差異與是否罹患骨質疏鬆症

(osteoporosis)有顯著的關聯性。再者，此酵素在周邊血液白血球內的濃度，也與成人是否

罹患風溼性關節炎 (rheumatoid arthritis) 息息相關。因此，一些科學家乃至於一些藥廠，

認為此酵素可能是減緩樣澱粉病變的藥物標的(drug target)蛋白質，以及風溼性關節炎和

成年婦女骨質疏鬆症的生物標識(bio-marker)蛋白質。

圖一  由麩酸胺環化酉每所催化之蛋白質氮端焦麩氨酸的形成。

圖二   上圖表示一個含有氮端焦麩氨酸的樣澱粉胜月太─ pGlu3-Aβ(3-42)；pE意為焦麩氨酸殘基。
下圖則為一個阿茲海默症患者的腦部切片，可以看到明顯的樣澱粉斑。

樣澱粉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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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前所長王惠鈞院士的研究團隊（主要負責

這項研究工作的研究人員為黃開發博士），配合其所

領導的X-光蛋白質晶體繞射及高效率蛋白質生產核心

設施的協助，成功自人類骨髓組織之互補去氧核醣核

酸庫(cDNA library)中找出編碼麩酸胺環化酉每的互補

去氧核醣核酸，並將其在大腸桿菌(Escherichia coil)

內首次表達出具生物活性的酵素。接著利用其建立的

高速蛋白質晶體篩選平台，順利得到此酵素高品質的

蛋白質晶體。經過其研究團隊的努力，利用這種蛋白

質晶體成功地解出世上第一個人類麩酸胺環化酉每的高

解析度(1.66 Å) X-光晶體結構；同時，也解出此酵素

與受質(substrate)及一些抑制劑之複合體的晶體結構

（圖三）。這些人類麩酸胺環化酉每之抑制劑（由德國

Probiodrug藥廠首先挖掘，並申請專利），被認為是改

良成為對抗樣澱粉病變的起始化合物。

人類麩酸胺環化酉每是一個球狀的蛋白質（圖

四），與雙鋅離子的外切多胜月太水解酉每(double-zinc 

exopeptidases)分享一個演化上高度保留的架構（圖

五）。然而，比起這些水解酉每，人類麩酸胺環化酉每的

結構含有許多插入及刪除的氨基酸序列，特別是在負

責催化的部位。此酵素活性部位之結構相對上較為封

閉，而且有兩種互相交替的構形，以致於讓我們觀察

圖五   人類麩酸胺環化酉每（左圖）與一些雙鋅離子的氨基（中二圖）及羧基（右圖）胜月太水解酉每分享一個

演化上高度保留的架構（以紫色及咖啡色標出）。

圖三   人類麩酸胺環化 酉每及其與

受質 (紅色 )  及三種抑制劑
（紫、藍及綠色）複合體之

高解析度X-光晶體結構。

圖四   人類麩酸胺環化酉每之三度空間立

體結構。參與活性部位鋅離子配

位的氨基酸殘基(D159、E202及
H330)及一個常易突變導致成年
婦女罹患骨質疏鬆症的氨基酸殘

基(R54)被特別標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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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兩種受質結合的模式（圖六）。此酵素含有一

個鋅離子，位在活性部位，與三個高度保留的氨

基酸殘基及一個水分子形成配位鍵。非常有趣

地，當抑制劑結合上活性部位時，這個與鋅離子

配位的水分子會被抑制劑上的一個氮原子所取代

（圖七）。同時，研究團隊也進行一系列有系統

地人類麩酸胺環化酉每定點突變的實驗，其結果足

以提出一個合理的麩酸胺環化酉每之催化機制（圖

八）。

除此之外，研究人員也首次以高壓液相層析 

(HPLC) 法證實人類麩酸胺環化酉每可以催化樣澱粉

胜月太氮端焦麩氨酸的形成（ 圖九）；也建立了快

速篩選人類麩酸胺環化酉每抑制劑的標準步驟。這

些研究成果，將有助於瞭解因麩酸胺環化酉每之基

因差異所導致之骨質疏鬆症的結構基礎；同時，

也提供了第一個三度空間的結構平台，用於日後

合理的設計 (rational design) 及篩選有效抑制人類

麩酸胺環化酉每的抑制劑，以便作為治療或減緩與

此酵素有關的人類疾病，諸如阿茲海默症及風溼

性關節炎。

圖六   人類麩酸胺環化酉每的活性部位有兩種互相交替的構

形，以致於讓我們觀察到兩種受質 (白色) 結合的模
式。圖七   人類麩酸胺環化酉每(A) 以及其與抑制劑

結合 (B、C及D) 的活性部位結構。當
抑制劑結合上人類麩酸胺環化酉每之活性

部位，會以一個氮原子將結合在鋅離子

上的水分子取代。

圖八   人類麩酸胺環化酉每可能的催化機制。

酵素部分以黑色表示，受質部分則以

藍色表示。

圖九   以高壓液相層析法證實人類麩酸胺環化
酉每可以催化樣澱粉胜月太氮端焦麩氨酸的

形成。(-) 表示沒加酵素；(+) 表示有加
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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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ARS蛋白酉每的成熟及抑制劑的開發─梁博煌

身為科學家除傳播知識、長期作深入研究外，有時也要接受徵召投入任務取向且有

時間壓力的研發。 SARS於2002年底在中國大陸廣東省發生，2003年傳播到全球30個國

家，造成8千多個病例，約8百人死亡。當時臺灣也因有人受感染而造成人心惶惶，政府

也啟動緊急應變措施，由國科會撥專款研究SARS，而屬於藥物研發組的本實驗室也開始

表達純化病毒蛋白酉每(對病毒複製絕對重要可當作抗SARS標的)，並建立靈敏的螢光方法

測定其活性及篩選其抑制劑。此蛋白酉每酵素在SARS病毒複製過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

色，其功能為在病毒侵入人體後，在生成的多胜

月太上切割11個定點而使一些重要酵素變成有活性

的成熟酵素，這些酵素包括蛋白酉每本身稱為自體

活化(auto-activation)。王惠鈞院士實驗室解開的

SARS蛋白酉每的結晶結構及本實驗室作的活化研

究，提供了可能的蛋白酉每活化機制(圖十)：未成

熟的長蛋白首先要接近然後互切，先切N端讓半

成熟蛋白位移10 Å，卡入正確位置，再切C端產

生成熟的蛋白，最後形成有活性的雙體(dimer)結

構。

在尋找更有效的抑制物過程中，我們同時運

用酵素結構作藥物設計（rational design）和高通

量藥物篩選（high throughput screening）。有了

C端鑲嵌到活性區域的三度空間結構，我們接著

依此結構設計藥物，並以先前Agouron藥廠發展

出的鼻病毒3C蛋白酉每抑制劑AG7088為出發點，

臺大方俊民教授實驗室便合成了其類似物，由

我們來測試其對SARS蛋白酉每的抑制能力，發現

在P1位置用Phe來取代環化的Gln則會產生有抑

制活性的分子。確定了P1要有Phe，我們又發現

2-chloro-4-nitro aniline在P1’可使抑制能力大為

提升，此名為anilide化合物，也在細胞實驗發現

其具有抵抗病毒的能力。我們建立的螢光方法測

定蛋白酉每活性有助於快速篩選其抑制劑，在三年

     圖十  SARS蛋白酉每的成熟機制

     圖十一  SARS蛋白酉每的抑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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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中我們發現了幾個代表性的抑制劑(圖十一)：包括一類對稱雙醇為翁啟惠院士發展

可抗愛滋病毒的病毒蛋白酉每抑制物亦可抑制SARS蛋白酉每並抑制其病毒生長；一些苯三侳

酯類化合物（Benzotriazole esters）會與該水解酉每發生化學反應，結合成一個共價鍵的狀

態，稱為自殺型抑制劑；一些含汞、鋅金屬離子化合物可藉金屬離子結合到重要氨基酸

來抑制蛋白酉每等。

在對抗威脅自身生命財產的疾病上做研究是科學家的責任，雖說SARS已經不見，所

以藥物開發並未到上市階段，但已經獲得一些候選藥物作為防備，我們也正在利用這些

化合物測試對其他有相似蛋白酉每的病毒的抑制能力，以期開發出有效的新藥。

三、 c A M P/P K A訊息經由C B P調解G C M a的乙烯化而促進G C M a的活性
Stimulation of GCMa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 by Cyclic AMP/Protein 
Kinase A Signaling Is Attributed to CBP-Mediated Acetylation of 
GCMa─陳宏文

人類胎盤組織中的滋養葉融合層，負責母親與胎兒之間的養分、氣體及廢棄物交

換，並且製造維持女任娠的重要荷爾蒙及生長因子。滋養葉融合層為一多核的細胞層是經

由胎盤滋養葉細胞之間的融合所形成。在之前的研究中，我們證明胎盤轉錄因子GCMa促

進胎盤專一的融合蛋白syncytin的表現，進而調控滋養葉細胞的融合。

圖十二   (A) CBP促進GCMa的乙烯化， (B) 乙烯化促進GCMa蛋白的穩定性， (C) GCMa的乙烯化避免
GCMa ubiqui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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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已知cAMP刺激物會促進滋養葉細胞的融合。在本研究中進一步證明

cAMP/PKA訊息可藉由CBP調解GCMa的乙烯化而促進GCMa的活性。cAMP/PKA訊息可增

進CBP與GCMa的結合，並且CBP可進一步對GCMa蛋白的轉錄活化區內的離氨基酸367, 406, 

409等三個氨基酸殘基進行乙烯化。而此乙烯化修飾過程可以避免GCMa蛋白在細胞中的分

解，並且增加GCMa蛋白的穩定性及進一步提高其轉錄活性。這些結果證明GCMa乙烯化

是經由cAMP/PKA訊息傳遞途徑來調控、也揭示cAMP促進滋養葉細胞融合的分子機制。

四、類泛素轉錄後修飾控制減數分裂同源染色體間的DNA重組與聯會─王廷方

減數分裂是真核生物進行有性生殖時特化的細胞週期，從而產生染色體數目減半的

生殖細胞（如精子與卵）。減數分裂時，來自父母雙方的同源染色體會進行配對(pairing)

與聯會(synapsis)，並確保成對的同源染色體間會發生DNA互換，產生遺傳變異，這是

圖十三   減數分裂時DNA與染色體上發生一連串的事件。首先，來自親代的染色體先各自複製成一對
姐妹染色體，然後由sister chromatin cohesin蛋白質(如Pds5, Top2, Smc1, Smc3, Red1等)將
姐妹染色體結合在一起。隨後DNA產生自發性的雙股斷裂，然後由負責催化DNA重組的酵素
(Rad51, Dmc1)與他們的輔助蛋白質（Rad51, Hop2-Mnd1等），將來自親代的同源染色體拉
近在一起，隨後在Zip2, Zip3與Zip4等蛋白質的協助下，聯會絲複合體(synaptonemal complex 
or SC)的主要結構蛋白質Zip1在同源染色體間形成拉鍊狀的結構，進而確保DNA重組一定會
發生在同源染色體間。在第一次染色體分離前，SC的結構會消失，並完成DNA重組，產生
crossover產物。第二次染色體分離前，sister chromatin cohesin蛋白質也會被分解，使得四條
染色體各自分離至單套的生殖細胞（如精子或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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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性生殖的首要目的。許多真核生物

（如酵母菌、圓蟲、高等植物與哺乳

類）發生減數分裂時，同源染色體間的

聯會，是由一特化的次細胞級結構所

負責，此結構被稱為「聯會絲複合體

(synaptonemal complex)」，簡稱作SC。

SC 最早是Montrose Moses與Don Fawcett

兩位電子顯微鏡專家，於1956年分別在

鳥類與蝦的生殖細胞發現，隨後許多科

學家證實SC的功能是促進同源染色體間

的DNA重組互換，可是50年來，大家對

其形成的分子機制全然不瞭解。我們最

近的研究發現，酵母菌減數分裂專一性

蛋白質Zip3是類泛素(SUMO)的E3接和

酵素，Zip3於酵減數分裂前期中段時，

負責啟動SC的形成。我們也發現，酵

母菌SC的主要結構蛋白質Zip1，本身具

有與被類泛素轉錄後修飾蛋白質結合的

功能，而後者的類泛素轉錄後修飾是由

Zip3所催化，因此我們的研究成果，是

瞭解SC形成分子機制的重大突破。由於 

Zip3本身的活化又決定於DNA重組是否

啟動，SC的功能又反過來確保DNA重組

一定發生在父母雙方的同源染色體間，

而非在父方或母方的姐妹染色體間，所

以Zip3本身或其所催化的類泛素轉錄後

修飾作用是負責耦合DNA重組與染色體

型態變化兩個不同現象的關鍵，這也是

分子生物學上的一個重要新發現。

圖十四   減數分裂時SC形成的分子機制。首先，
減數分裂前期，Cdc28/clb5, clb6蛋白質
磷酸化激酉每，會啟動DNA複製與Spo11
所催化的雙股斷裂，然後在DNA重組
的酵素(Rad51, Dmc1)的協助下，誘發
DNA damage checkpoint，使Zip3蛋
白質正確的定位於DNA雙股斷裂點，
然後附近的染色體結構蛋白質(如Pds5, 
Top2, Red1等)會被Zip3的SUMO E3
結合酶所催化，進行類泛素(SUMO)轉
錄後修飾，然後SC的主要結構蛋白質
Zip1，因具有與被類泛素轉錄後修飾蛋
白質結合的功能，會與這些被類泛素轉

錄後修飾的染色體結構蛋白質結合。由

於Zip1本身是以雙蛋白質聚合體方式存
在，在Zip2, Zip4與Spo16等蛋白質協助
下，逐步再聚合成拉鍊狀的SC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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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生化所研究人員積極參與國內外的各種學術活動，王惠鈞院士曾任中華

民國生物物理學會、臺灣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學學會、臺灣蛋白質體學會理

事長，蔡明道特聘研究員現任臺灣核磁共振學會理事長，陳水田研究員現任

臺灣蛋白質體學會理事長，及多位研究員擔任學會理監事。本所也多次主辦

國際大型研討會，如2002年亞太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討會、2003年東亞

生物物理研討會，2004年國際蛋白質體學會議等。也參與各種國際學術刊物

的編輯及審稿，例如王惠鈞院士擔任European Journal of Biochemistry期刊編
輯、陳水田研究員擔任Current Drug Delivery編輯委員、梁博煌研究員擔任
Bioorganic Chemistry及J. Chinese Chemical Society編輯委員、副研究員邱繼輝擔
任Glycobiology編輯委員等。研究人員除了國內大學的教學工作，也應邀於國
內外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不勝枚舉。並參與多項國內重要研究，如王惠鈞、

王廷方、邱繼輝、及梁博煌負責基因醫藥國家型計畫的三項核心設施：蛋白體

分析技術之應用與研發及高產能蛋白質生產與X-ray結晶學研究核心設施，亦

有呂勝春、陳瑞華、王廷方獲國科會尖端計畫及本院深耕研究計畫補助。另外

國際合作，如吳世雄研究員與加拿大合作開發細菌醣脂質化合物為免疫調節劑

及臺灣本土嗜熱菌醣脂肪及磷酸醣脂肪的生理功能及其生化應用的研究，陳水

田研究員與美國合作研究以皮膚傳遞藥物分子；用具有抑制黑色素生成為模

式，孟子青助研究員與法國從事酪氨酸去磷酸酉每PTP1B調控果蠅發育及胰島素

信息傳遞的探討。

由於優良的學術表現，本所人員榮獲諸多獎項，包括王惠鈞院士獲臺美

基金會獎、陳義雄獲教育部學術獎、呂勝春獲教育部國家講座、吳世雄、陳瑞

華、王廷方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王廷方獲吳大猷紀念獎、梁博煌、王廷方、

陳宏文、余榮熾獲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王廷方獲李天德醫藥基金

會傑出青年科學家獎、林俊宏獲李氏傳統基金會獎、中國化學會傑出青年化學

獎章及臺灣十大潛力人物等。並參加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計畫、國家衛生研究

院研究計畫、政府科技計畫、臨床試驗關鍵環境計畫、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

畫等之評鑑委員、大學諮詢委員會之諮詢委員、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指

導委員、總統科學獎、各財團法人獎助金的審查委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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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與臺大生化所之合作

臺大生化科學研究所於1972年8月奉准成立，隸屬理學院，1973年與本所簽訂合作研

究生化科學合約，1973年開始招收碩士班學生，1984年成立博士班，2003年改隸屬生命

科學院。兩所陸續建立良好默契，如生化大樓共同使用、各種儀器設備之共用、研究經

費之共同支用、人員之合聘等等，充分發揮相輔相成功能，促進兩所迅速的發展。臺大

生化所因與本所人員之合聘，克服沒有大學部之研究所員額限的困境，中研院生化所亦

突破沒有研究生的困擾。歷年來與本所研究人員共指導碩士班及博士班畢業學生截至96

學年度上學期止已超過400名。

學年度 碩士班 博士班 合計 學年度 碩士班 博士班 合計

64 1 　 1 81 15 2 17

65 2 　 2 82 10 3 13

66 7 　 7 83 22 2 24

67 9 　 9 84 15 　 15

68 6 　 6 85 8 3 11

69 7 　 7 86 10 3 13

70 7 　 7 87 10 3 13

71 9 　 9 88 12 4 16

72 6 　 6 89 15 3 18

73 4 　 4 90 16 2 18

74 9 　 9 91 19 4 23

75 10 　 10 92 28 3 31

76 6 　 6 93 27 3 30

77 6 1 7 94 28 2 30

78 11 2 13 95 19 8 27

79 12 2 14 96 2 3 5

80 15 1 16 合計 383 54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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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語∕展望

生物化學研究所成立於1977年，所址初設於國立臺灣大學，與臺大生化科學研究所

共享師資、學生與研究資源，相得益彰，使兩所很快在國內建立良好基礎。早期研究即

以蛋白質生化為主，在蛇毒蛋白的功能研究聞名全球，成就了蛇毒傳奇，並同時發展生

物有機化學，進而擴展至基因與細胞分子生物學等領域。於1995年正式成立新館於中研

院，在當時所長劉德勇先生主導，引進醣質生化學。2000年所長王惠鈞院士就任後推動

時代潮流的蛋白質體與功能性基因體研究，並發展結構生物學，在本所爭取建立三個國

家核心設施包括高效能蛋白製備、X-ray結構解析及蛋白質體分析。近年致力整合各方

研究更對新藥研發注入心力。本所特色一直是著重於跨生物與化學領域之研究，重點包

括：蛋白質、生物有機化學、生物醣體以及利用各式生物物理方法，有系統的針對蛋白

質的特性、摺疊和後修飾作用、酵素催化機制與動力學、分子交互作用等主題，致力研

究結構與功能的相關聯，從而開發新藥物。 另外，所內分子細胞生物學與基因調控諸領

域，在生殖系統、斑馬魚發育生理功能、遺傳疾病分子機轉、訊息傳遞與磷酸化調控等

主題上，皆能整合蛋白質體與基因體學技術，作前瞻性的研究，如膜蛋白或蛋白質複合

體的功能與調節機制。近年，配合本院基因體中心的成立，生化所尤其著力於結構蛋白

質體學的技術開發與應用，結合高效能質譜分析、蛋白質生產、X-光晶體及其他所內設

施與專長，以化學結構的角度有效解決功能性基因體的問題。

創所迄今，蛋白質與生物有機化學一直是生化所的研究領域專長，結合醣類結構分

析、合成與活性探討等，以各式生物物理方法研究蛋白結構與功能，在分子細胞生物學

與基因調控領域，皆有發揮。本所將延續以上研究主題，並將研究成果申請專利（包括

抗癌藥物、疫苗開發、系統生物學、生物有機合成、新生物材料、轉殖動物、疾病動物

模式、醣分析技術等），及簽約技術轉移給國內廠商。

本所研究人員已有數位當選本院院士：羅銅壁先生（1986年）、王光燦先生及翁

啟惠先生（1994年）、王惠鈞先生（2000年）、洪明奇先生（2002年）。羅銅壁院士於

1993年7月至1996年7月擔任本院第一任副院長，2006年10月19日，翁啟惠院士受命擔任

本院第九任院長，王惠鈞院士同日擔任副院長迄今。本所碩士班第一屆畢業生盧瀗鍹博

士擔任美國Amgen生技公司研發部主任，研究助理唐南珊博士曾為美國市值近十億美元

的Tanox公司總裁(現已高價賣給Genentech)。近年來更有多位研究人員獲多項殊榮(詳見第

六項)，未來更要延攬重要新穎領域的新血加入本所以持續加強競爭力。

學年度 碩士班 博士班 合計 學年度 碩士班 博士班 合計

64 1 　 1 81 15 2 17

65 2 　 2 82 10 3 13

66 7 　 7 83 22 2 24

67 9 　 9 84 15 　 15

68 6 　 6 85 8 3 11

69 7 　 7 86 10 3 13

70 7 　 7 87 10 3 13

71 9 　 9 88 12 4 16

72 6 　 6 89 15 3 18

73 4 　 4 90 16 2 18

74 9 　 9 91 19 4 23

75 10 　 10 92 28 3 31

76 6 　 6 93 27 3 30

77 6 1 7 94 28 2 30

78 11 2 13 95 19 8 27

79 12 2 14 96 2 3 5

80 15 1 16 合計 383 54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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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http://www.ibms.sinica.edu.tw/

 

1980年7月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期間，有鑑於生物醫學科技的快速發展，余南庚院

士建議在院內成立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簡稱生醫所)，經蔣經國總統明令批准於1981年2

月成立生醫所籌備處，並組成設所諮詢委員會。國內委員有李鎮源、郭宗德、彭明聰、

葉曙、蔡作雍、魏火曜等6位院士，國外的諮詢委員除余院士外有艾世勛、何曼德、曹

安邦、錢煦等4位院士，由余院士擔任主任委員兼籌備處主任，在國內外同時進行籌備

工作。擬定研究領域重點為心臟血管疾病、癌症、感染病及流行病學，以基礎與臨床研

究並重。在1982年起與臺北的三所國立教學醫院 (臺大、榮總及三總) 合作，成立三臨床

醫學研究中心，從事心臟血管、癌症與感染病的臨床研究，為國內醫學界之創舉。1983

年，蔡作雍院士由國防醫學院轉來中研院，在物理所、動物所、資訊所等單位借用研究

室開始神經科學研究，成為生醫所第一個研究單位。

1983年生醫所人才延攬小組成立，由錢煦院士擔任召集人，在美國進行人才延攬。

1984年11月，在美東巴提摩市 (Baltimore) 邀請華裔學者集會說明生醫所的研究方向、前

途遠景，吸引了一批有意返國服務的分子生物研究學者。在細胞生物研究方面，則由錢

煦院士在美邀請十多位華裔專家學者組成一個有系統的研究團隊，以接力銜接方式，每

位回國工作3個月，貢獻其學識經驗，與國內學者合作切磋，以期引進尖端技術，訓練教

育年輕研究人員，奠定國內生物細胞學研究根基。

壹．設立沿革

生醫所研究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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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所第一座大樓，由蔡作雍院士負責規

劃監督，於1984年正式破土興建，於1986年完

成。錢煦院士繼余院士後出任第二任生醫所籌

備處主任，於1986年11月接任，主持所務。短

期或長期的研究人員陸續分批回國。在錢煦院

士主持所務的一年半時間，所內已有十多位研

究人員承諾長期留下工作。

1988年7月，吳成文院士接任生醫所籌備

處第三任主任之職，人才延攬極為順利，研究

人員激增至30餘人。生醫所第二研究大樓也開

始興建、完工，生醫所籌備處組成了七個研究

組：癌症、心臟血管、神經科學、感染疾病、

流行病學與公共衛生、結構生物學組以及臨床醫學研究組。生醫所除了與三個臨床中心

密切合作外，開辦了腫瘤以及感染疾病臨床專科醫師的訓練，同時建立臺灣癌症臨床合

作研究組群。在吳成文院士的努力下，籌備11年後的生醫所，終於在1993年12月1日經總

統府核准正式成所。吳院士成為生醫所第一任所長。

吳成文所長於1996年離開生醫所就任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之職，當時研究人員已達

40人之多，所務交由李德章博士代理，直至1997年第二任所長伍焜玉院士到任為止。在伍

所長主政3年期間，生醫所在人力上大致不變。伍所長於1999年底離開生醫所，所務再由

李德章博士代理，同時開始新所長的延攬工作。李德章博士因代理所長一年後被陽明大學

借調，所務交由李旭東博士暫代，直至第三任所長陳垣崇院士於2001年7月到任為止。

本所第三任所長陳垣崇院士為一國際知名遺傳學與基因體學家，上任後，即凝聚全

所上下，以基因體醫學群體計畫，參加本院的基因體/蛋白體研究；本所受國家之委託，

先後建立四個國家型公用核心設施(包括「國家基因型鑑定中心」、「國家基因醫藥臨床

中心」、「高磁場核磁共振核心」、「功能性微米磁振造影核心實驗室」)，為全國基

因體研究學者服務。本所人數在基因體研究實施後，增加了400餘人。在這6年間 (2001- 

2007 ) 研究人員及研究技師人員增加了16位，使本所研究人員到達55人之多。

由籌備處到設所，時至今日共26年，生醫所歷經三位籌備處主任，三位所長，表一

列出本所歷任籌備處主任及所長、副所長名單及任期。表二則為長期以來，由生醫所籌

設開始以至成所至今，為生醫所盡心盡力的設所諮詢委員及學術諮詢委員名單。歷年來

他們為生醫所成長貢獻心力，也成為生醫所與外界聯繫的橋樑。

1985年9月吳大猷院長(右三)在余南庚院士(右四)、蔡作雍院士
(右二)、黃周汝吉院士(後排著藍色套裝者)陪同下聽取趙沛明
建築師(右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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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稱 任期 副所長 / 行政主管
余南庚院士 籌備處主任 1981/4 - 1986/1
錢　煦院士 籌備處主任 1987/1 - 1988/8
吳成文院士 籌備處主任 1988/8 - 1993/12 行政主管：李小媛、于重元、李德章

吳成文院士 所長 1993/12 - 1995/12 副所長：李德章

李德章博士 代所長 1996/1 - 1997/1
伍焜玉院士 所長 1997/1 - 1999/12 副所長：李德章(1997/1止)、唐堂、蘇燦隆
李德章博士 代所長 2000/1 - 2001/1 副所長：李旭東、王寧

李旭東博士 代所長 2001/2 - 2001/7 副所長：王寧

陳垣崇院士 所長 2001/7 - 副所長：李旭東、王寧 (2004/3止)。陳儀
莊、嚴仲陽 (2006/3止)。蕭百忍、陶秘華 
(2006/4 始)

表一    生醫所歷任所長（處主任）、副所長名單

表二   (A) 歷任生醫所設所諮詢委員

余南庚、葉曙、魏火曜、李鎮源、郭宗德、彭明聰、蔡作雍、艾世勛、錢煦、曹安邦、

何曼德、方懷時、張傳炯、田蔚城、吳成文、張學賢、彭汪嘉康、劉鈐、宋瑞樓、羅浩

____：曾任設所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

生醫所籌備期間余南庚院士(中)主持生醫所設所諮詢委員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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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生醫所的人員與經費成長，大致上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籌備處時代，第二

階段為成所初期，第三階段為基因體時代。

自從1983年人才延攬小組成立後，藉由座談會、國際會議之召開等，生醫所在錢煦

院士任籌備處主任的一年半時間(1987年1月- 1988年7月) 已有15位研究人員承諾留下長

期工作，同時也有7、8人承諾於1988年底陸續返國。生醫所自從1987年移入新建大樓開

始，按照當時由總統府所核定的生醫所人員為：編制內人員共119人，其中研究人員加研

究助理人員佔80%，行政技術支援人員佔20%。吳成文院士擔任籌備處主任之時 (1988年7

表二   (B) 歷任生醫所學術諮詢委員

錢煦、張傳烱、周聯彬、方懷時、何潛、何曼德、簡悅威、李鎮源、羅光瑞、羅浩、艾

世勛、宋瑞樓、曹安邦、吳成文、葉曙、陳定信、鄭永齊、李文華、林榮耀、伍焜玉、

李德章、黃達夫、賴明詔、廖述宗、劉昉、蒲慕明、徐立之、陳垣崇、梁賡義、Peter 

Liu、葉篤行、莊德茂、蔡立慧、Pui-Yan Kwok

____：曾任學術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

生醫所第一屆學術諮詢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合照(由左至右依序為：何潛、羅浩、李鎮源、吳成文、方懷
時、錢煦、艾世勛、張傳火冏、羅光瑞、宋瑞樓、周聯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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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994年底)，生醫所研究人員增加極為快速，到1994年成所之時，新進延

攬人員陸續到所正式研究人員人數已達40人之多。

生醫所籌備處的研究經費，除院內經費外，在早期是以整合型計畫方式

向國科會申請。從1991年以後，生醫所院外研究經費除可向國科會申請外，

亦可以個別或群體型計畫向衛生署、環保署以及以後成立的國家衛生研究院

申請。由於經費增加，非編制內的研究助理也增加。為了培養國家下一代的

研究人才，生醫所研究人員除與大學院校合作而獲得碩博士研究生外，同時

在吳所長任內，聯合中研院生物組四個研究所與國防大學醫學院簽定合作協

議，合組生命科學研究所招收博士班學生，增加學生來源。在人力方面，研

究生的培養，成為生醫所另一研究人力來源。

繼國科會及中研院實施博士後研究人員進用條例後，國內外博士後研

究人員成為本所的第三主要研究人力來源。所以本所的人員組織除研究人

員外，包括研究助理人員 (編制內及非編制內)，行政支援人員、研究生以及

博士後研究人員。在1994年成所之初，本所人員包括研究人員在內已達420

人。生醫所成立後，歷經吳成文及伍焜玉兩任所長，本所員額呈穩定狀態，

研究人員維持40人，總人數達到476人。至於經費方面，經過籌備處時代的

逐年成長，本所已擴充為中研院第一大所，員額增加，經費需求亦大。由於

研究人員之努力，由院外申請到的研究經費，尚算穩定。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演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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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基因時代來臨，不但院方對於生物科學研究特為重視，而成立基因體研究

中心，國科會也意識到基因體研究對未來整個國家的生物科技發展的重要性，所以在基

因體研究上，國科會提撥特別研究及核心設備經費供全國學者申請。

陳垣崇所長上任後，由於經費申請管道的增加，配合本所各研究人員對疾病基因研

究的深厚基礎，一方面把全所 80% 的研究人員組織起來，以基因體醫學研究群體計畫，

參加本院基因體計畫；另一方面與全國十六個醫學中心合作，收集國人病歷及檢體，以

本土性的疾病作為人類疾病基因體研究的材料。同時更與國外知名的藥廠格蘭素大藥廠

(Glaxo-Smith-Kline plc.)，生物科技公司 Affymetrix 進行技術合作；國外知名醫學院如杜

克大學醫學院簽定人力培訓計畫，增強人力與技術兩方面的國際支援。為了能充實研究

人力，本所更與陽明大學生命科學院合作設立分子醫學學程，增加研究生的來源。

為了基因體研究之需，生醫所自2002年起至今延攬了11位研究人員及7位研究技師使

本所研究人員達到55人之譜。計畫項下以及公共核心儀器設施項下，由於經費的增加，

助理、研究生及博士後研究人員也相繼增加。基因體研究的建立，使本所經歷籌備處以

後的另一波人力及經費的大幅成長。而全所人數達空前880人之多，比成所初期人力增加

80% 強。在基因體群體計畫及國家核心儀器設施經費的支援下，本所的所外支援經費，

由2002年起第一次超過院方支援的所內經費。這是一個值得可喜的現象。在國外，衡量

一個研究機構的研究實力，是以所爭取到的外援經費的多寡為標準。

圖一  生醫所歷年人員成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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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為本所三階段 (籌備處時代、成所初期、基因體時代) 研究人員、助理人員、研

究生、博士後研究人員以及行政支援人員成長分析圖。 圖二為本所歷年來經費成長的分

析圖。表三分列本所目前編制內的研究人員、技術師、研究助理及行政支援人員名單及

職務。圖三為本所自2000至2007年所內及所外支援經費的比較。

圖二  生醫所歷年經費成長圖(院內經費)

圖三  生醫所自2000年所內所外經費支援成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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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生醫所的研究方向是以人類疾病為主。利用分子生物、生物化學、遺傳學、流行病

學及結構生物學等方法，做深入的致病基因研究，然後配合臨床研究，以期能在人類疾

病的預防、診斷及治療上取得成果。全所目前分為八個組別，參加人員以及其研究方向

與重點如下：

表三 2008年度生醫所人員名單及職務表

職稱 姓名 總人數

特聘研究員 陳垣崇、李小媛、鄭泰安、施嘉和、李德章、黃太煌 6
研究員 潘文涵、唐　堂、李旭東、蘇燦隆、趙麗洋、王　寧、林小喬、

戴榮湘、張　程、陳儀莊、嚴仲陽、蕭百忍、陶秘華、羅傅倫、

廖有地、陳士隆、白果能、黃明經、何美鄉、范盛娟、施修明、

譚婉玉、沈志陽

23

副研究員 常蘭陽、張久瑗*、徐百川*、林天南、林文昌*、謝如姬*、
林宜玲*、楊瑞彬*、陳金榜、周玉山、徐松錕、廖　楓*、
謝小燕、蘇俊魁

14
(含*7位長聘)

助研究員 顏裕庭、陳志成、陳建璋、黃怡萱、杜邦憲 5
研究技師 鄔哲源 1
副研究技師 姚文萱 1
助研究技師 陳建勳、潘慧如、吳文晉、李玲慧、陳燕輝、林瑞燕、李明達 7
研究助理 張潔如、趙玉珍、唐泛美、何宜靜、張念慈、江淑琪、陳炳梅、

賴幸琳、葉文婷、吳品逸、劉行瑋、賴銘志、馬允立、高曉容、

孫德萍、施宣誠、李憶玲、高小薇、楊順貞、張倩青、張雪愷、

吳佩怡、張慧梅、譚家碧、李彰芳、陳正義

26

助理 陳靜煌 1
行政/支援 陳佩玲、胡彩雪、張淑娟、杜淑卿、曾敏慧、朱孝萱、孫珮芬、

歐陽厚邦、王祖瓊(行政)、陳麗玲(圖書)、賈樂珺(圖書)、高志誠
(動物)、吳后秦(動物)、劉周斌(儀器)、陳國昌(工務)、薛紹華(空
調)、陳錦桐(行政)、王亮月(基因體)、林瑞和(總務)、黃深淵(總
務)、周冠裕(公儀)、馬秀榮(公儀)、黃安利(電顯)、李婷婷(安全)

24

通信研究員 蔡作雍、彭汪嘉康 2
合聘研究員 楊泮池、吳成文 2
合聘副研究員 陳錦澤(合聘)、藍先元(兼任) 2
合聘助研究員 鄭敬楓、林榮信、洪舜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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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流行病學與遺傳學研究組 (潘文涵，陳垣崇，鄭泰安，范盛娟，沈志陽，蕭百
忍；兼任：藍先元)

流行病學與遺傳學研究組的研究課題涵蓋癌症、心臟血管疾病、感染症、代謝疾病、精

神疾病、以及性連遺傳病及遺傳統計等大方向。針對乳癌、病態肥胖症、SARS、酗酒、胺基

酸及脂肪酸遺傳代謝缺陷、及睪丸組織/精子形成異常，以流行病學、遺傳統計學、及 ENU老

鼠模型等方式，進行基因體/代謝體、及功能性研究，目的在發掘這些疾病之致病基因、瞭解

基因與環境之交互作用及致病機轉，進而貢獻於疾病個人化的預防及治療。

二、 感染疾病及免疫學研究組 (陶秘華，何美鄉，陳士隆，李旭東，廖楓，林宜玲，
戴榮湘，施嘉和)

本組以臺灣地區重要的感染病源，愛滋病毒、

腸病毒、黃質病毒 (日本腦炎病毒、登革病毒)、肝

炎病毒 (B型肝炎病毒、C型肝炎病毒)、和寄生蟲疾

病 (陰道滴蟲、利士曼原蟲) 為研究對象，重要的研

究主題包括探討病毒與宿主的交互作用關係、研究

病毒免疫與治療、疫苗研發、抗病毒藥物篩選以及

感染原的抗藥性產生機制。針對以上研究主題，做

更深入的探討主要題目有：(1) 黃質病毒、腸病毒的

複製機轉之研究及疫苗發展。(2) 探討愛滋病毒感

染的分子機制。(3) 研究陰道滴蟲受鐵調控基因表

現之機制。(4) 發展以腺小病毒為載體的干擾 RNA 

及合併藥物使用以治療慢性B型肝炎病毒感染。(5) 

用小鼠模型來研究趨化素受體 (CXCR3) 及其應體 

(ligand, CXCL10) 對登革病毒的影響。(6) 利士曼蟲

抗砷機制的探討及宿主的感染機制。

三、 結構生物學 (黃太煌，張程，林小喬，陳
金榜)

本組包括三大主題，生物巨分子核磁共振研

究、磁振造影研究及電腦計算生物學研究。此組研

究人員發展及使用高精密度貴重儀器及電腦探討生

物體在分子、組織及器官層次之結構功能關係。此

外，此組也負責管理國家型高磁場核磁共振中心及

生醫所成所大會。

1999年生醫所新大樓啟用典禮(圖左至右：吳成文院士、李遠哲
院長、陳長謙副院長、錢煦院士、伍焜玉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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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微米磁振造影中心，兩個核心設施提供全國在此方面之儀器使用及技術協助。重點課

題包括：(1) 疾病相關病毒及細菌蛋白結構 – 功能之研究：包括克雷伯氏菌致病蛋白及 SARS 

病毒核蓋蛋白研究等。(2) 利用分子磁振造影技術，探討腦神經功能及病變，抗血管增生癌症

治療法。(3) 利用電腦模擬法，從事藥物設計。(4) 發展高準確性金屬力場及溶劑模式以利分子

電腦模擬。(5) 探討突變鼠基因突變和組織與器官變化之關連性。

四、 細胞生物與訊息傳遞研究組 (李德章，施修明，唐堂，廖有地，譚婉玉，顏裕
庭，嚴仲陽)

本組探討複雜且精巧的細胞生長、分化、發育、訊息傳遞等之調控網絡，為可進一

步瞭解細胞生物學及細胞病變的基礎。這些探討，皆與致病基因功能息息相關。重點研究

為：(1) 重金屬致癌及抑癌之分子機制。(2) 探討雙股 DNA 斷裂修補與細胞週期間的互相調

控。(3) 基因轉錄輔助因子 Daxx 結合 SUMO 修飾因子的分子機轉之探討。(4) 細胞膜骨架

蛋白質 Protein 4.1 及其結合蛋白功能之研究。(5) 基因單核苷酸多型性與選擇性基因轉錄因

子剪接之關係。(6) 胚胎組織器官發育機制之探討。(7) 細胞激素受體結合蛋白 CBAP 誘發

細胞凋亡之分子機轉之研究。(8) RNA 水解酵素的抗菌機制。

五、 神經科學研究組 (林天南，陳志成，陳儀莊，李小媛，蘇俊魁，徐百川，黃怡
萱，杜邦憲)

本組針對特定神經系統致病的機轉作系統性瞭解。研究重點大致分為下列幾個方向：

(1) 神經系統疾病的致病機轉及保護機制的探討，主要集中在漢丁頓舞蹈症 (Huntington’s 

Disease)、阿滋海默症 (Alzheimer’s Disease) 及中風 (Stroke) 的研究。(2) 神經可塑性的探

討，包括訊息傳遞途徑及基因調控的研究以及學習與記憶的機制探討。(3) 痛覺的分子生物

機制及電生理機制探討，包括探討酸痛基因在慢性疼痛及組織磷酸化的角色。

六、生物資訊組 (黃明經，常蘭陽，林文昌；合聘：林榮信)

本組的研究在於發展基因體生物醫學研究所需之生物資訊分析工具及資料庫，並將重

點著眼於延續性研究計畫，如比較基因體學分析，大規模基因表現分析，結構生物資訊學

及生物網路系統生物學等。這些生物資訊分析工具及資料庫將有助於此組及生醫所同仁，

從現今大量迅速累積的生物實驗數據中，以基因體及系統生物學的角度，探討生物醫學及

人類疾病的重要問題。

七、 癌症研究組 (白果能，張久瑗，周玉山，羅傅倫，謝小燕，蘇燦隆。合聘：吳
成文，楊泮池)

本組歷年來從事癌症相關之診斷、治療、及致癌的分子機制研究。研發重點為探討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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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發生的分子機制、搜尋癌轉移相關基因及其與癌細胞轉移的關聯、以及研發癌症治療

的新方向。主要重點分述如下：(1) 探討腸胃道腫瘤病變之分子機制。(2) 研究肝癌形成

之途徑及分子機轉。(3) 蛋白 p53 下游基因 BTG3 調控細胞週期與轉錄因子活性的分子機

轉。(4)癌轉移相關基因轉錄異型的鑑定與確認。(5) 蛋白 Trophinin 在癌侵襲及轉移之分

子機轉。(6) 作用於基因 (DNA) 之抗癌藥物的設計、合成及抗癌活性測試。(7) 選擇性去

除腫瘤部位的調節性 T 細胞。

八、 心臟血管研究組 (趙麗洋，謝如姬，王寧，徐松錕，陳建璋，楊瑞彬；合
聘：陳錦澤，鄭敬楓)

本組的主題研究包括與心血管方面相關的動脈硬化、高血壓、心肌肥大、心律不

整、缺氧和血流再灌流所產生的損傷的病理機制。研究人員利用先進的基因體和蛋白體

的知識和技術，配合有類似人類心血管疾病的老鼠模型，來研究基本的分子機制。目前

對心血管損傷的保護機制正積極研究其分子及細胞層面之機轉，著重對一氧化氮 (NO)、

一氧化碳 (CO) 及前列腺環素 (PGI2) 在心血管中之角色，配合基因轉殖及剔除鼠來加以印

證。對小白鼠心血管疾病模式的建立，利用非侵入性超音波掃瞄技術及生理功能指標，

正在積極進行中。

此外，生醫所在基因體醫學研究上以如下之五個群體計畫，參加本院基因體/蛋白體

研究：(一) 流行病學探討人類新穎致病基因。(二) 癌症基因體群體計畫。(三) 以 ENU 突

變鼠探討人類疾病的動物模式。(四) 以蛋白體學探討致病基因以及 (五) 基因治療途徑的

探討。這些計畫尤其著重於以下六點： 

(一) 致病新穎基因的篩選

本所選擇從國人常見的幾種疾病著手，希望找出這些疾病之致病基因，目前我們用

以下四種方法篩選致病的基因：

1. 以遺傳流行病學探討人類致病基因

本所提出「人類遺傳疾病新穎基因的研究探討」，目的在將臺灣地區一些重要疾病

之主要基因以下列幾種方法進行定位：

（1） 作人類疾病表現型的鑑定。收集數個與本國特有疾病有關的表現型進行分析。

如布農族酗酒的流行病研究，肝炎病毒的易感性研究等。

（2） 從事人類疾病基因型的鑑定。在乳癌、年輕型高血壓及乾癬症等致病基因上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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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展不同的統計方法，以幫助其他研究計畫解決統計分析的困擾。

2. 利用 ENU 突變鼠篩選人類疾病相關的新穎疾病基因

我們以 ENU (一種化學突變劑) 進行全面性的、大規模的基因體突變小鼠的建立，然

後以表現型之分析手段，尋找人類疾病之動物模式。以此模式本所已建立與人類疾病有

關的動物模式，如心臟血管疾病、腎臟病及腦病變，及代謝疾病等。

3. 生物資訊方法探討新穎致病基因

生物資訊研究可以將目前生物個體的基因功能訊息聯貫起來，發掘新穎致病基因。

本所以目前在生物資訊的 DNA 及蛋白質序列為基礎，作系統性的基因功能及結構的分

析，以瞭解各種致病基因在生命過程中相互運作的情形。

4. 蛋白/基因體方法找尋致病基因

我們用蛋白/基因體學探討細胞中維持基因體穩定性的重要機制，如維護正常紡錘體

運作，精確的細胞週期檢查點的控制，無誤的染色體遺傳物質的複製及雙股 DNA 斷裂之

修補的各種機制。對各種疾病進行系統性的分析，藉著全面比對基因體內之基因表現模

式，以確認在疾病過程中細胞內所發生的突變或異常現象。

(二) 致病基因功能之探討與分析

利用上述不同方法，已經列舉出本所擬在致病基因篩選上的進行途徑。隨著高流

速(high-throughput) 的建立，近年來成果已逐漸浮現。而對於新的致病基因，其功能之

探討，要在短時間內分析出來，是目前世界上基因體研究所面臨的一個挑戰。以目前來

說，基因功能的驗證，大部份是依賴細胞測試及基因剔除/轉殖動物模式進行，如小鼠、

斑馬魚、果蠅，甚至寄生蟲等都是利用的對象，進度甚慢。另一方面，則利用生物資訊

方法，找出基因的相關性及基因相互作用的流程，在繁瑣的遺傳網路上，把生物個體的

基因功能連貫起來。我們認為在未來幾年中，這個瓶頸必須要突破，方能有效的探討基

因功能，而這個瓶頸也正是生物科技發展的一大契機，也是未來基因體研究上兵家必爭

之地。

(三) 探討基因作為治療疾病之工具

1. 基因治療

自1990年來，人類基因治療臨床試驗雖熱烈進行，然成效不彰。主要原因是缺乏有

效及安全的基因轉送技術及對疾病生理和病理機制的基礎瞭解。本所將在目前的基因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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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模式上加強有效載體的研究，在單基因遺傳疾病、癌症、週邊血管疾病、中風、以及

免疫疾病上，在小鼠模式中進行基因治療的研究，以配合本院未來基因體研究之發展。

2. 以基因為基礎的藥物研發

一旦基因功能的探討得到結果，疾病相關性得到結論，除了利用基因或其產物作基

因治療外，接下來就是針對基因產物作結構的分析，篩選可供藥物治療的標靶，從事治

療藥物設計。

本所的結構生物學研究組除磁振造影可供致病基因篩選外，生化巨分子核磁共振研

究群及生物資訊研究群，在未來基因體藥物研發中將會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分析致病基

因的結構，找出可供藥物設計的標靶，以達到以基因為目標進行藥物治療的目的。

(四) 發展基因體藥物易感性的研究

藥物的服用在某些病人中時常引起反常的反應，反應可由輕度的痕、癢、咳、水

泡、皮膚剝落等，嚴重到出現死亡現象。這些現象的出現，常引起法律紛爭，以至整個

藥物行銷的失敗。基因體藥物易感性的研究是要找出對藥物之耐受性或削弱藥物效果的

標誌基因。

(五) 新興感染疾病的研究

近年來，新病毒的發現或舊病毒的突變，如 Ebola，SARS，EV71 以及禽流感等病

毒，在在證明新興感染疾病的可怕。本所不但積極建立了第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以

備緊急之需，而且在為害本國人民安全最深的黃質病毒 (登革熱及日本腦炎)、腸病毒 

(EV71)、SARS 及流感病毒上積極從事：(1) 分子病毒學的研究。(2) 感染動物模式之建

立。(3) 疫苗的研發及。 (4) 病毒之臨床、流行病學、及基因流行病學之研究。

為因應疾病診斷、治療的研究及基因體研究之所需，本所亦有部份研究人員，致力

於生物醫學技術的研究。

(六) 生物科技發展

本所一直相信，「基礎生物研究為生物科技發展之本」。在以疾病研究為主的本所

來說，新的生物技術發展是極為需要的。尤其在後基因時代，面對大量的基因產物與功

能鑑定，新穎而且快速的技術發展為不可或缺的一環。

以上本所各研究組人員的研究重點，因基因體時代的來臨而把興趣與目標凝集成群

體研究，不只本所人員積極參加，同時也邀約其他所外、院外學者一同參與。這股研究

八十年內頁卷二(生命1)修改2.indd   310 2008/6/20   3:49:36 PM



311

生
物
醫
學
科
學
研
究
所

力量的形成，充分的發揮了「團隊合作精神」，這也許是基因體研究所衍生出的意想不

到的另一成就。

圖四說明了本所在基因體醫學研究的群體計畫下，如何利用不同的方法，尋找新

穎致病基因，利用細胞動物模式、生物資訊、探討基因功能，經由功能與分子結構的分

析，設計藥物或利用基因本身的調控達到治療的目標。

肆．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生醫所的組織架構並非以一個特定的醫學領域為研究對象，而是包括癌症，人類

遺傳及流行病學，心臟血管，神經科學，感染疾病及免疫學，細胞生物與訊息傳遞，生

物資訊以及結構生物學等，不但涉及細胞、器官以至個體生物學的研究，如果再細分下

去，更是項目繁多。整體看來，有點像一個小型醫學院的組織，不但涉及基礎研究，而

且也兼顧實用技術的發展與應用。

1987年，錢煦院士帶領第一批研究人員正式進駐生醫所研究大樓，論文發表數即逐

年增加。吳成文院士及伍焜玉院士主持所務的12年間，隨著研究人員增長以及所內、所

圖四  生醫所的研究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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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研究經費的增加，在論文出版上，皆與人員及經費的成長成正比。不但在量方面，而

在質方面，生醫所的研究成績皆居國內的領導地位。至2000年底，本所論文出版已累積

為817篇，90%以上的論文皆發表在國際性的生物醫學期刊上，除期刊論文外，本所亦

累積77篇論文發表於研討會議的專書上。表四列出自1986年以來，本所每年出版的期刊

論文、專書論文 (Conference papers)、課本專章 (book chapters)、期刊評述論文 (Review 

acticles) 以及期刊論文影響指數的每年平均值的分析。目前本所論文出版量，自1986年開

始，已累積為 1,603 篇之多。

再進一步分析，基因體時代來臨的這六、七年來，所內的學術論文發表，在質上，

有顯著的改變。雖然各個組別的論文發表數量只增加了少許，但是論文影響指數 (impact 

表四  生醫所論文發表篇數統計  (1986年1月至2007年12月)

年份 期刊論文 會議專書論文、課本專章或期刊評述論文
影響指數

(Impact Factor)
1986 3 1
1987 11 8
1988 26 5
1989 23 5
1990 37 17
1991 42 21
1992 69 3
1993 69 3 3.663
1994 73 6 3.215
1995 102 1 3.489
1996 99 1 3.72
1997 81 2 3.457
1998 86 4 3.537
1999 96 1 4.247
2000 71 1 4.431
2001 103 3 4.383
2002 72 2 5.497
2003 86 3 4.429
2004 107 3 4.675
2005 106 3 4.39
2006 129 4 4.547
2007 112 5.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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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 卻有顯著進步。在2000年至2001年，生醫所70% 的論文皆發表在各個學科領域中

頂尖的20% 的期刊上，到2004年，這個數字持續成長到88%。高影響指數論文的數量 (指

數大於6) 從2001年的20篇增至2007年的31篇。在2000年以前，高影響指數文章(>10)是罕

見且微量的，現在卻是常見的現象。表五列出本所自2000年至2007年的期刊論文篇數，

所有期刊論文影響指數的平均值，期刊上排名前20% 的論文篇數，前20% 期刊論文影響

指數平均值，影響指數大於6 的論文篇數以及影響指數大於10的論文篇數。

基因體時代的到來，因基因體研究而牽動了生物科技及產業發展，商機無限。就

以三、四萬個基因來說，想要分析每個基因的功能、結構，藥物設計或藥效測試等，已

超出人力可達之極限，一切必須以高流速的方法來達到任務。我們一向相信，「基礎生

物研究為生物科技發展之本」，本所研究人員因研究發現，已在生物科技發展上取得很

多成果，由成所初期至基因體研究，我們陸續取得或正在申請的專利已達33項之多，至

2007年底，本所已是全院獲得專利權利金最高之所。

從基礎生物醫學研究到生物科技發展，本所步步為營，目前因為特殊基因的發現與

某些疾病息息相關，不但可用做該疾病的指標基因，而且在某些基因上，因與疾病的起

源、發展有關，未來可用來作為疾病治療或預防的一環。利用這些基因或基因產物發展

成為有價值的診斷、治療或預防疾病之生物技術產業是可預期的。表六列出歷年來本所

研發成果的專利權申請項目。

表五  生醫所近八年論文影響指數 (impact factor) 的分析

年份 篇數
所有期刊論文影

響指數的平均值

期刊上排名前

20%的論文
排名前20%論文的
影響指數平均值

影響指數 
> 6

影響指數 
> 10

2000 71 4.431 47篇/70% 5.461 20 0

2001 103 4.383 68篇/70% 6.05 22 5

2002 72 5.547 50篇/78% 6.724 25 6

2003 86 4.429 66篇/83% 6.063 21 2

2004 107 4.675 90篇/88% 6.715 28 6

2005 106 4.39 65篇/64% 6.288 17 4

2006 129 4.547 88篇/ 69% 6.133 24 3

2007 112 5.343 67篇/ 61% 7.912 3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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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生醫所研發成果

本院覽號 發明人 技術名稱

12A-960410 黃太煌、賴義克、張七鳳 以結構為基礎之設計及發展抗塵蟎過敏相關疾病之新型藥物及治1. 
療新方法

12A-951019 蘇燦隆、周廷潮 強抗癌藥物:苯胺或酚芥子連結於具DNA親合之分子2. 
12T-950406 陳彥任、李浩誠、謝亞嵐、張儷瀞、萬惠

棻、姚文萱、鄔哲源、陳垣崇
iQuestion：自動化之問卷設計與管理系統3. 

12A-950313 羅傅倫、鄭添祿、蘇昱誠 以葡萄糖酸前4. 苷膜酵素當報告基因非侵犯性造影基因於活體之表
現

12A-950206 陳垣崇、鐘文宏、洪舜郁 應用granulysin於史帝文強生症候群/毒性表皮壞死鬆解症及移殖對5. 
抗宿主疾病之診斷、病程預測和治療

12A-950101 陳志成、黃士哲、林以文 胰島素阻抗之治療6. 
12T-941125 羅傅倫、陳炳梅、鄭添祿、林志鴻（中央研

究院、高雄醫學大學）
抗聚乙二醇之單株抗體 (E11)7. 

12A-941017 陳儀莊、林雲蓮、黃乃瑰 兩種來自中草藥純化，可治療治療漢丁頓舞蹈症的新藥物8. 
12A-931129 陳垣崇、陳錦澤、阮相宇 利用遺傳變異去預測對抗凝血劑-warfarin之敏感性9. 
12A-930506 潘文涵、周玉山、陳肇文、范盛娟 高血壓、三酸甘油脂偏高及代謝症候群之風險預測10. 
12A-921112 廖有地 以N端胺基酸水解11. 酶去除蛋白質N端之甲硫胺酸
12A-921104 陳儀莊 神經退化疾病之治療（5'AMP）12. 
12A-920822 陳垣崇、鄔哲源、胡務亮、范盛娟、楊奇凡 用作牛皮癬生物標記及醫療標的之CD713. 
12A-920716 陳垣崇、洪舜郁、鐘文宏、鄔哲源 藥物不良反應之遺傳標記14. 
12A-920429、12A-
920429B

唐堂、洪良宜、張瀞文 用於抑制微管絲之方法及組合物15. 

12A-911101 陳儀莊、李宜釗 神經退化疾病之治療（CGS21680）16. 
12A-910924 李旭東 預防感染黃質病毒的免疫方法17. 
12A-910910 蘇燦隆、張俊彥、周廷潮 新抗癌藥物, 5-(9-Acridinylamino) toluidine衍生物18. 
12A-910601 常蘭陽、劉正忠 一個運用於個體發育標記的人類NDR基因19. 
12A-910531 常蘭陽、莊樹諄 複雜度精簡序列分析演算法20. 
12A-910208 李小媛、蔡坤哲 失憶與失智症之改善21. 
12A-901111 陳健尉、楊泮池、白果能、洪澤民、施金

元、楊順貞、吳成文
腦衰蛋白反應媒介蛋白-１：當作腫瘤轉移診斷指標及治療之用途22. 

12A-900501 何美鄉、林雅菁、吳正男 一種適用於製備71型腸病毒疫苗之病毒株23. 
12T-900423 白果能、周正中 利用基因序列資料庫設計與製造具專一性的基因及組織探針24. 
12A-900319 陶秘華, 李尚熾, 吳彰哲 以體內電極法轉殖細胞激素基因或免疫細胞激素基因作癌症的基25. 

因治療

12A-900223 白果能、鄭郅言 高效能多管道寡核26. 苷酸合成儀

12A-890225 林文昌、黃銓珍、吳秋文、戚謹文、張久
瑗、常蘭陽

新人類胃癌標記基因：GISP27. 

12A-880610 羅傅倫、廖光文 嵌合蛋白及利用該蛋白控制腫瘤生長之方法28. 
12A-880511、12A-
880511B、12A-
880511C

羅傅倫、鄭添祿、吳品逸 抗聚乙二醇AGP3抗體29. 

12T-880125 陶秘華、吳彰哲 構築適合DNA疫苗臨床使用之載體及電擊法之應用30. 
12A-870326 羅傅倫、陳基旺、呂玉玲 前活性的抗腫瘤化合物31. 
12A-860718 白果能、朱伊文、吳成文、吳忍、陳建尉、

張復、楊泮池
基因表現剖析及差異表現基因偵測法32. 

12A-850802 白果能、翁淑麗、楊泮池 抗菌劑感受性試驗快速偵檢法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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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本所自創所以來，致病基因的鑑定、基因功能的探討以及基因作為治療工具，一直

是本所研究人員的研究重點，在基因體時代來臨之前，本所研究工作以組為單位，聯合

數位興趣相同的同仁，以疾病為主題，進行研究合作。這些研究，在當時都是國際入流

的研究主題，且以主題式的分組探討。後基因體時代的到來，因研究所需，本所研究組

經過重整，增加為八組，組別人員也有異動 (請參看參、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大致上

組的系統性、連貫性與研究目標並無太大變化，但是基因體醫學群體計畫的興起，吸引

不同組別的研究人員參加了四個不同的研究群(Proteomics蛋白質體研究、Cancer腫瘤研

究、Epidemiology & Genetics流行病學與遺傳學研究、Bioinformatics生物資訊)及新興病毒

研究及科技發展，研究目標更為深入與專注。近6年多來(2001-2007) 依1. 新穎致病基因的

篩選，2. 基因功能之鑑定，3.  基因治療，4. 基因體藥物易感性，5. 新興感染病毒研究以

及6. 生物科技發展等幾個項目來看，每個項目皆有新穎的發現與進步：

一、新穎致病基因篩選的成果

在過去四、五年內，由於國家型臨床中心的成立，人類檢體的收集及疾病表徵型的

鑑定得以快速完成，加上國家基因型鑑定中心的高流速設備，很多疾病的指標型基因得

以鑑定篩選完成。

(一) 乳癌致病基因(沈志陽)

(二) 肺癌轉移基因(楊泮池，白果能)

(三) 年輕型高血壓基因標誌(潘文涵)

(四) 家族性牛皮癬基因圖譜(陳垣崇)

(五) 遺傳性骨頭壞死症基因(陳垣崇)

(六)  焦慮症的危險因子的發現。在特定年齡層上 ADH2#1同位基因為酒癮前因，這是第一

次發現酒癮中的基因與環境的相互作用(鄭泰安)

(七) 胃癌基因標誌的建立(張久瑗)

二、基因功能探討的成果

這是基因體研究上最大的瓶頸，本所研究人員大部份都從細胞與動物模式等進行

此項研究，這是疾病研究上必經之道。基因功能研究是一費力費時的工作，不過近幾年

來，數位研究人員的重大發現，值得鼓舞，希望有一天這個瓶頸能夠突破，這是我們必

須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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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趙麗洋博士以動物模式在第一型血紅素氧化劑的研究中發現了此酵素對心臟血管與

發炎性疾病具保護功能與療效。

(二)  李小媛博士利用小鼠模式證明了糖皮質素誘導基因可促進記憶的形成，而且更進一

步的釐清了糖皮質在學習與記憶中扮演的角色。

(三)   譚婉玉博士以細胞模式，強調了磷酸化/去磷酸化如何調控mRNA合成因子之運輸和

功能的重要性。這項發現已被許多綜合評論文章所引用。

(四)   謝小燕博士的研究中，發現了p53 C-端磷酸化位點是細胞週期檢查點酵素的標靶，間

接證實了p53磷酸化和乙烯化中的關聯。

(五)   施修明博士進行了一連串的實驗研究，證明了Daxx 調節sumoylation-dependent蛋白質

間的交互作用，Daxx的參與抑制一些重要的轉錄因子。他的實驗在SUMO-dependent 

轉錄調控上，提供了相當關鍵性的資訊。

(六)  林小喬博士非常前瞻性、系統性的研究分析許多控制金屬結合及篩選性的因子，以

及辨別蛋白質與金屬之間的調控，更進一步設計含有新特性的metalloproteins。

(七)   陳儀莊博士以小鼠模式在神經退化疾病(跳舞症)中從事分子生化機制的調控及治療研

究。

(八)  林天南博士在大鼠中建立腦中風的動物模式及治療機制的研究。

(九)  唐堂博士發現細胞分裂時調控紡垂體聚、散有關的蛋白質。

三、基因治療研究成果

對致病基因的研究，最後的目標是如何利用基因本身作為治療疾病的工具，在此基

因醫學研究的初期，本所在這方面已開始萌芽

(一)   陳垣崇院士已成功地將基礎醫學研究轉譯為醫療應用，他以研發的酵素替代療法，

延長罹患醣類貯存症病童的生存。這項治療方法的臨床測試工作已完成，歐盟及美

國醫藥管理局已於2006 年四月核准此一療法，得到國際的重視。

(二)   陶秘華博士應用體內電擊技術傳送介白素12 (interleukin 12) 基因，證明在小型動物 

(小鼠) 和大型動物 (狗) 的腫瘤模式中，都可以有效治療腫瘤，並引發抗腫瘤免疫反

應。

(三)  楊文光博士使用從病人分離的自體樹突細胞 (dendritic cells) 癌症細胞，進行人類多型性

神經膠母細胞瘤 (glioblastoma) 臨床試驗，發現可以很有效的增進患者的存活率。

四、基因體藥物(Pharmaco-genetics)易感性研究的成果

這項研究之成就是基因體醫學研究建立以來，本所最值得鼓舞的發現。本所已經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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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出具致命的對藥物反應不良的基因標誌，這將可以用於臨床上鑑定對藥物毒性的預期

反應與效果，促使用藥方面進入「個人化」時代。

(一)  史蒂文生-強生症候群的藥物不良反應的標誌基因 (陳垣崇)

(二)  Warfarin敏感性的功能SNP系列鑑定 (陳垣崇)

(三)  鑑定出HLA-B與抗癲癇藥物(carbamazepine)引發的致命性疾病的相關性 (陳垣崇)

(四)   另一個HLA-B對偶基因，與痛風與高尿酸症的降尿酸藥(allopurinol) 引發的嚴重皮膚

性不良反應的相關性 (陳垣崇)

五、病毒物研究的成果

生醫所在病毒方面有愛滋病毒、腸病毒、黃質病毒 (日本腦炎及登革熱) 等的研究，

尤其腸病毒及黃病毒都已造成本土的流行，我們利用腸病毒及黃病毒的基因或基因片

段，成功的製作DNA疫苗及蛋白質疫苗 (陶秘華，林宜玲，何美鄉，李旭東)，其中一些

已經申請專利，在SARS及禽流感病毒方面，目前正在努力。

六、生物技術研究成果

為加速基因體研究的腳步，本所白果能博士貯存了七萬餘不重合的人類基因片段，

成功的發展出國際知名的DNA微陣列技術、PCR DNA 引子的快速生產技術、快速的DNA

雜交沖洗系統以及單一癌細胞核酸檢驗方法。黃明經博士及常蘭陽博士開發出精密且新

穎的生物資訊工具。這些技術的發明與開發，不只大大幫助加快基因體的研究工作，同

時可發展成為有價值的生物科技產業。

這些成果，有些已獲得專利，有些則正在申請中 (請參看表六)。

陸．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1981年，生醫所設所諮詢委員會擬定四個設所目標，希望生醫所未來扮演國內的領

導角色，把國內的生物醫學研究推向國際一流水平。本所一直把這四個設所目標，作為

座右銘，努力不懈。觀本所之成就，時人應可體會前輩們的遠見與宏觀。

一、引導、聯繫、協助及獎勵國內基礎生物醫學科學及臨床醫學科學之研究

在這方面，由籌備處設立之初，本所即與本國三大醫學中心 (臺大、榮總、三總) 簽

定合約進行臨床研究，實屬本國創舉；除鼓勵臨床中心研究人員與本所研究人員合作，

共同提出計畫申請經費，同時也撥出經費培養臨床醫師攻讀生物醫學博士學位的研究

費，臨床研究中心成為本所基礎醫學研究與臨床醫學研究相互聯繫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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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立優良環境，並藉以訓練培育基礎與臨床生物醫學科學研究及教學卓越人員

生醫所建立之初，即經由各大學研究所管道，吸引了很多碩、博士研究生進行教

育訓練。同時期，生醫所舉辦了暑期生訓練，著眼於未來研究生的培養，是屬國內創

舉。研究生乃為研究機構之骨幹，但中央研究院並無獨立培養研究生的法源，必須與各

大學合作方能獲取研究生名額。本所研究人員除各自與大學系所合作招收研究生外，民

國八十四年，吳成文所長聯合本院生物組四所與國防大學醫學院合作組成生命科學研究

所，招收博士班研究生。陳垣崇所長於2003年促成本所與陽明大學合作，合辦分子醫學

學程；2004年，通過本院國際研究生院，本所再與陽明大學合辦另一個分子醫學學程；

2006年，本所與陽明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合辦轉譯醫學人才培育學程。這些努力，非常

成功，已經成為本所博士班研究生的主要來源。博士後研究人員的培養也始於生醫所，

之後也為國科會融入國家培訓博士後人員的專案，正式撥款推廣實施。目前由本所培養

出來的研究生及博士後人員，散佈全國以至歐、亞、美各國。據統計，由1989年開始，

本所培養出來可連繫到的152 位博士研究生以及博士後研究人員，其中72% 任職於國內

外大專院校及研究單位，17% 繼續博士後研究，7% 加入生物科技產業，其它行業佔 4% 

(圖五)。生醫所雖非我國教育體系之一員，在生物醫學方面，實為國內培養高級教育人材

開風氣之先。

在臨床醫學方面，為了基礎與臨

床結合，本所於籌備處時代即著手興

辦癌症及感染症專科醫師之訓練，奠

定國內專科醫師培訓之先例，這些教

育計畫以及學程的實施不只奠定了生

醫所之領導地位，也促進了基礎與臨

床結合的目標。為了基因體研究需

要，本所與國外知名的格蘭素大藥廠，生物科技公司 Affymetrix 及美國頂尖的杜克大學

醫學院合作，進行技術及人員的培訓，使技術及人員合作國際化。

三、促進國內外學術交流，介紹最新生物醫學科學知識與技術

生醫所每年撥出經費邀請10至12位國外著名的相關科系學者專家包括諾貝爾獎得主

到所作公開演講及指導，此外，本所自1980年至民國2007年與國科會、衛生署等相關單

位合作，一共舉辦了66場國際研討會，題目涵蓋本所各組研究主題。研討會皆邀請到國

內外一流的學者專家參與主講，為國內帶來最新的生物醫學知識與技術，同時亦搭起國

內外學者專家的溝通橋樑，表七列舉歷年來本所舉辦的國際研討會題目與舉辦時間。

大專院校任職

博士後研究

生物科技公司

其他

圖五   生醫所培養出來的博士畢業生及博士後
研究人員的就業情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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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舉辦日期
Whole-Genome Genetic Study workshop December 18, 2007
Symposium of Protein Modification by SUMO, Ubiquitin and Nedd8 (SUN) November 15, 2007
Symposium on Recent Advances in Immune Regulation and Modulation October 26, 2007
Symposium of Research Progress of FMIC NRPGM October 23, 2007
16th Triennial Conference for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Magnetic Resonance (Main-Sponsor, Conference Chair: 
Dr. Tai-huang Huang)，at Howard Beach Hotel, Kenting

October 14-17, 2007

The 2nd Asian Pacific NMR Conference (Co-sponsor)，at Tsing-Hua University, Hsinchu October 12-14, 2007
Biobank in the 21st Century: cooperation and perspectives to launch to Taiwan Biobank August 12-15, 2007
Symposium on Recent Advances in Biomedical Sciences
生物醫學新知研討會

March 28, 2007

Symposium on Recent Advances in the Study of Ion Channel October 25, 2006
Joint 6th Human Genome Organization (HUGO) Pacific Meeting & 7th Asia-Pacific Human Genetics Conference 
(HUGO-AP2006)

March 6-10, 2006

Symposium on Recent Advances in Biomedical Sciences
生物醫學新知研討會

November 2, 2005

Mini-Symposium on Cytokine Research October 25-26, 2005
Mini Symposium: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Influenza Pandemics October 3, 2005
Gene therapy: current progress and prospects
基因治療現況與展望研討會

May 7, 2005

Symposium on Recent Advances in Biomedical Sciences
生物醫學新知研討會

November 30, 2004

Recent Advances in Human and Mouse Genetics November 11-12, 2004
Nobel Lecture, H. Robert Horvitz, Ph.D., The Nobel Prize Laureat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2002
2002 年諾貝爾生理及醫學獎得主 H. Robert Horvitz, Ph.D.特別演講

October 6, 2004

Recent Advances in Biomedical & Biological Sciences Symposium for The Academicians of Life Sciences Divi-
sion of Academia Sinica Elected in the 25th Convocation

July 3, 2004

2nd Taiwan-America Biotech Conference & Exhibition (TABC 2003) November 13-15,2003
Stem Cell Symposium: From Basic Biology to Clinical Application
幹細胞研討會

October 25, 2002

Workshop on Transgenic Mouse and Animal Model
基因轉殖小鼠研討會

December 14-15, 2005

血管增生及拮抗作用研討會 October 25, 2001
The 9th SCB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rontiers of Biotechnology & Biomedical Science in the New Millennium

August 5-10, 2001

第二屆神經可塑性研討會 May 4-5, 2001
Conference on Genetic Epidemiology in Taiwan
臺灣遺傳流行病學研討會

December 14-16, 2000

Special Lectures on Genomics Medicine
基因體醫學特別演講

October 26, 2000

Workshop on Free Radical Chemistry and its Biomedical Implications
自由基之化學與生物醫學上的角色研習會

October 26, 2000

VIII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第八屆國際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討會

March 6-9, 1999

The Fourth Symposium on Recent Advances in Biophysics
第四屆生物物理新知研討會

May 13-16, 1998

表七  生醫所歷年舉辦之重要學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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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inth Annual Confer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Epidemiology
第九屆國際環境流行病學學會年會

August 17-20, 1997

國際環境毒理學暨第一屆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技術研討會 May 29-31, 1995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ophysics and Structural Biology (and Inauguration Ceremony for Biophysical Soci-
ety of R.O.C.)
國際生物物理及結構生物學研討會 (中華民國生物物理學會成立大會)

May 11-13, 1995

The Second Conference of Sino-France on Cancer and Viruses
第二屆中法癌症與病毒研討會

March 22-23, 1995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uman Genome: from Genome to Disease Genes
人類基因序列新知研討會

November 15, 1994

Modern Developments in Cancer Therapeutics (Joint Con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Sciences and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
癌症治療發展新知研討會

November 7-11, 1994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ecent Advances in Cellular and Molecular Biology 
國際細胞與分子生物新知研討會

February 19-21, 1993

Symposium on Signal Transduction
細胞訊號傳遞研討會

June 12-13, 1992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nd Workshop on Structural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國際結構生物學研討及研習會

January 9-10, 1992

心臟血管研討會 July 17, 1991
Symposium on Health Risk Assessment and Surveillance in the Industrial Setting 
工業環境之健康危害評估與監測研討會

May 28-29, 1991

Scientific Symposium on Clinical Research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臨床醫學研究中心聯合學術研討會

April 13, 1991

The First Asian Conference on Transcription (ACT-I)
第一屆亞洲基因轉錄研討會

December 6-8, 1990

American Physiological Society-Chinese Physiological Society Joint Meeting
中美生理學聯合研討會

November 2-5, 1990

International Structural Biology Symposium
結構生物學國際研討會

June 28-30, 1990

Fourth International Antiviral Symposium: Clinical, Pharmacological and Basic Aspects
國際抗病毒研討會

June 18-20, 1990

Symposium on Molecular Biology of Human Genetic Disease
人類遺傳疾病之分子生物學研討會

November 18-20, 1989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eurotransmission and Signal Transduction
國際神經信號傳遞研討會

October 16-18, 1989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ymposium on Fibrinogen, Thrombosis, Coagulation and Fibrinolysis
纖維蛋白原、凝血、溶血、血栓病國際學術研討會

August 30-September 1, 
1989

Symposium on Biochemical and Structural Dynamics of the Cell Nucleus 
細胞核生物化學及結構動力學研討會

June 26-28, 1989

International Cancer Symposium
國際癌症研討會

June 19-21, 1989

Symposium on Mechanisms of Drug Resistance in Cancer Cells
癌細胞抗藥機轉研討會

June 17, 1989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Nucleic Acids and Proteins
核酸及蛋白質之構造與功能研討會

May 11-13, 1989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olecular Parasitology
分子寄生蟲學新知研討會

April 24-26, 1989

會議名稱 舉辦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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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舉辦日期
Symposium on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n Environmental, Occupational and Life Style Hazards
生活環境危害評估研討會

December 20-22, 1988

Symposium on Human Retrovirus and AIDS
人類反轉錄病毒與愛滋病研討會

November 11-13, 1988

Fifth Symposium on Recent Advances in Biological and Medical Sciences (Celebration of 60th Anniversary of Aca-
demia Sinica)
第五屆生物與醫學科學新知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六十周年院慶慶祝研討會)

July 1-3, 1988

Taipei Conference on Prostaglandin and Leukotriene Research
臺北前列腺素及白三烯素研討會

April 22-24, 1988

Fourth Symposium on Recent Advances in Biological and Medical Sciences
第四屆生物與醫學科學新知研討會

December 17-19, 1987

Symposium on Vascular Endothelium in Health and Disease (Satellite Symposium to the Fourth World Congress of 
Microcirculation)
血管內皮細胞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六十周年院慶學術研討會)

August 5-6, 1987

Third Symposium on Recent Advances in Biological and Medical Sciences
第三屆生物與醫學科學新知研討會

July 25-26, 1986

Symposium on Epidemiology and Clinical Trial
流行病學及臨床試驗研討會

June 10-12, 1985

Symposium on Clinical Research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臨床醫學研究中心聯合學術研討會

December 16, 1984

Symposium on NMR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核磁共振研討會  在生物與醫學上之應用 December 12-16, 1984

Symposium on the Molecular Biology of Neoplasia
癌症分子生物學研討會

June 11-15, 1984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of Hepatitis
肝炎疾病防治研討會

April, 1984

Second Symposium on Recent Advances in Biological and Medical Sciences
第二屆生物與醫學科學新知研討會

July 16-17, 1982

Recent Advances in Biological and Medical Sciences
第一屆生物與醫學科學新知研討會

July, 1980

四、加強及充實各種疾病診斷、治療及預防之方法與技術

生醫所創所以來的研究目標就是以人類健康與疾病為主，所有本所研究人員的研

究重點如本文所述，就是集中於如何加強、充實各種疾病診斷、治療及預防的方法與技

術。成所初期如此，後基因體時代也是如此。我們不只為本所之進步而努力，我們同時

也肩負國家交付的重擔，為全國學術界的進步而貢獻。自從基因體時代來臨後，生醫所

因為先進設備及人才之充實，受國科會委託，建立了四個對生物科學發展及疾病研究極

為重要的公用核心設施：1. 臨床醫學研究室 (陳垣崇、范盛娟、鄔哲源主持) 2. 國家基因

型鑑定中心 (陳垣崇、鄔哲源主持) 3. 磁振造影核心實驗室 (張程主持) 及4. 核磁共振研究

核心實驗室 (黃太煌主持)。這些都是高流速的研究設施，是基因體時代對疾病研究不可

或缺的必備的高科技設備。這些設備不但增強本所之研究能力，同時也為全國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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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務，加速本國基因體醫學的研究腳步。我們同時在國科會與衛生署計畫項下由陳

垣崇所長負責組成生物資訊資料庫 (BioBank)，收集臺灣地區人民的遺傳與醫療病史資

料，以後可以根據這些資料瞭解疾病的發生，作為預防與治療的依據。

研究成果的估計有些是無形的，有些是有形的，以一個研究機構來說，無形的成果

是我們的社會觀感與影響力，有形的成果則為我們的論文出版及技術的創新。生醫所的

組織架構似一小型的醫學院，涵蓋多種的方向與目標。我們考慮到要與其他研究機構或

大學比較之時，專門選擇某一系所作為對象，似乎不切實際。應該以某一個醫學院的相

關系所 的總成績相較，比較適合。所以本所選擇了兩所美國大學作為比較的對象。

我們第一個選擇了美國最出色的五大醫學院之一的杜克大學醫學中心的基礎科學

研究系所，如生化系、細胞生物系、人類與解剖學系、免疫學系、分子遺傳與微生物學

系，神經生物學系、病理學系，以及藥物與癌症生物學系作為比較對象。

第二對象是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醫學院的研究系所，包括分子與細胞生物化學系、

分子病毒學系、免疫與醫學遺傳學系、生理與細胞生物學系、藥物學系，以及神經科

學系等，俄亥俄州立大學的醫學院在美國應該可列為美國十大醫學院以外的著名醫學學

府。這些系所的研究項目與本所從事的研究極為相似。

過去5年來，杜克大學IF指數平均值保持在6.0上下，俄州大學則在5.0左右，而生醫

所IF指數平均值則保持在4.5左右。若以排名前20%的期刊論文影響指數來看，本所的影

響指數平均值則與杜克大學不相上下。我們已經敘述過自從2000年以來，本所70%的出

版論文，其期刊的排名皆在20%以上。

當然影響指數只是一個顯像，在同時，我們得加強對國際的吸引力，使國際研究界

更能認識及接受我們目前的研究成果。生醫所以自我評比，來凸顯我們在國內外學術界

的地位與所扮演的角色，雖然重要，如果由國內外學術研究界怎樣看待我們的角度來討

論，也許更具實質意義。

生醫所自籌備處開始，為檢驗研究人員、各研究組及整所的研究進度，於1990年

即建立了學術研究評鑑制度，為本國建立學術評鑑制度的先驅者。這個制度一直維持至

今。因為應邀來所的評審委員們，皆為針對各組專長的一時之選，所以對學術上的進度不

但能給予嚴格的評鑑，同時亦能提出很多改進的建言，本所獲益良多。每年的評鑑，在學

術研究的進步上，皆獲甚高評價。這也是促使我們一直提昇學術研究水平的一大原因。

另一項衡量我們在國內外學術界的地位與角色的標準，可以由幾項指標性獎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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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得知。幾乎本所研究人員在自己的領域內都有被邀為國外期刊論文擔任審查員的經

驗，這項榮譽是由於我們研究有成爭取而來的。同時本所很多研究人員都曾獲得國科會

的特別研究獎、中央研究院年輕著作獎、十大女青年、十大傑出青年、國內外學會的獎

助以及其他國內重要科學研究獎等等，更有多位曾獲擔任國內外學會理事長的殊榮。表

八列出歷年來本所研究人員所獲獎勵與殊榮的一覽表。

柒．其他特色

作為國家最高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之一員，生醫所雖屬一年輕的所，但在短短的

幾年中，已發展成為本院最大的研究所，同時由於研究發展的快速進步，最近幾年在研

究經費爭取上，已成為本院的第一所，所外研究支援經費第一次超出所內支援經費，在

國外這是衡量一個研究機構研究能力的指標。由於基礎研究之紮實，本所生物技術研究

很多項皆能申請國外的專利權而獲准，本所權利金的收入雖然只在起步之初，但已是全

院收入最高的所。相信基因體研究進入更深入研究之後，本所在生物醫學技術及轉譯醫

學(Translational Medicine)方面的發展，將會越來越多。就以陳垣崇所長的酵素替代治療法

來說，已核准在歐美各地上市，中橡美國子公司Synpac也為在臺灣的中國合成橡膠股份有

限公司(母公司)爭取到數億美元的權利金分攤契約；另外藥物不良反應基因型的鑑定，也

已技術移轉給國內生技公司，今後陸續的新發現，將會衝擊我國生技產業的發展。

生醫所除在學術研究、教育、知識傳播、國際聯繫上肩負我們應盡的責任外，身為

國家生物醫學研究的一員，我們也善盡我們的社會責任。臺灣地處東亞要衝，僱用大批

東南亞外勞，而且也面對海峽兩岸猖獗的走私行為，任何感染疾病的發生皆會很快地蔓

延至本島。這些不預期的疾病傳播，不但影響本島人民的生命安全，對社會、經濟也造

成極大損失，如時而流行的登革熱疾病、致命性的愛滋病、對兒童生命威脅的腸病毒，

在國內已成常態性的感染疾病；但如不預期的SARS病毒以及預期即將到來的禽流感病

毒的威脅，使得人心惶惶，造成社會不安。這些感染疾病的到來，本所研究人員從不缺

席，儘快與所內、院內以及院外研究人員組織研究團隊進行研究，提供最新資訊。本所

流行病學研究人員如何美鄉醫師等，常以其專業，挺身而出，與國內、國際衛生相關組

織聯絡，蒐集資訊，提供本國臨床醫學界最新訊息，使人民百姓瞭解病情的發展，作預

防工作的準備。同時近年來，本國自殺率有逐年增高的現象，本所鄭泰安博士，以其心

理學之專長，不但協助本國衛生機構建立自殺防治的機制，同時伸入社會各角落，巡迴

演講，以解除人們心理的障礙。這些社會責任，以生醫所的專長，都積極參與、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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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其他重要獎項與重要殊榮

李德章(1988, 1990, 1992, 1994，四次) 廖　楓(2007) 譚婉玉： 李天德醫藥科技獎"青年科學家學術研究
獎助金" (2007)

楊泮池(1993, 1995, 1997，三次) 謝小燕(2006) 施修明： 李天德醫藥科技獎"青年科學家學術研究
獎助金" (2007)

李小媛(1991, 1993, 1995，三次) 施修明(2005) 施修明：中研院深耕計畫獎助(2008-2012)
陳儀莊(1998, 2000, 2002，三次) 黃明經(2004) 林小喬：中研院深耕計畫獎助(2007-2011)
唐　堂(1992, 1995, 1998，三次) 謝如姬(2002) 陳士隆：NHRI Merit award(2007)

鄭泰安(1995, 1997, 2000，三次) 沈志陽(2001) 陳垣崇： 永信李天德醫藥基金會卓越醫藥科技獎
(2006)

林陽生(1998, 2000，二次) 陳士隆(2001) 林宜玲： 永信李天德醫藥基金會青年科學家學術
研究獎助(2006)

沈志陽(2000, 2002，二次) 譚婉玉(2001) 趙麗洋：中研院深耕計畫獎助(2006-2010)
王　寧(1999, 2002，二次) 林宜玲(2000) 譚婉玉：中研院深耕計畫獎助(2005-2009)

趙麗洋(1999, 2002，二次) 陶秘華(1999) 王　寧： 中華民國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學術成就
獎(2005)

陶秘華(2000, 2003，二次) 陳儀莊(1998) 趙麗洋：教育部學術獎(2005)
林小喬(1999，一次) 金克寧(1997) 黃太煌：臺灣磁共振學會理事長(2005-2006)
林宜玲(2002，一次) 林陽生(1997) 李小媛：教育部學術獎(2004)

譚婉玉(2003，一次) 嚴仲陽(1996) 李德章： 教育部第48屆生物及醫農科學類科學術
獎(2004)

嚴仲陽(2003，一次) 林小喬： 中國化學會會誌論文獎，中國化學會
(2004)

施修明(2006) 陳垣崇： 衛生署“罕見疾病藥物供應製造及研究
發展獎勵活動”之特殊貢獻獎(2004)

楊泮池：國立臺灣大學研究貢獻獎(2004)
趙麗洋： 中華民國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學術成就

獎(2004)
趙麗洋：侯金堆學術獎(2004)
陳垣崇：美國最佳醫生(2003)
楊泮池：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有庠傑

出教授獎(2003)
楊泮池：東元科技獎(生物/醫工科技類) (2003)
潘文涵： 中華民國營養學會學術研究傑出獎 

(2003)
鄭泰安： Doctor of Science (Medicine) in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University of London (DSc) 
(2003)

林小喬： 傑出人才講座，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
(2003-2008)

表八  生醫所研究人員獲得研究獎項與其他重要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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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其他重要獎項與重要殊榮

鄭泰安： President,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sy-
chiatric Epidemiology (2002-2007)

白果能： Outstanding Young Investigator (Biophysi-
cal Society of Taiwan) (2002)

陳垣崇： Foreign Scientific Advisor, Japan Society 
For Lysosomal storage disease (2002)

陳垣崇：東元科技獎(生物科技類) (2002)
楊泮池： 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

講座(2001-2006)
陶秘華： ISI Citation Classic Award for “ Most-

Cited Papers” from 1981-1999 in Taiwan 
(2001)

白果能：東元科技獎(生物科技類) (2000)
陳士隆：NSC Scientist Award (1997-2001)
鄭泰安： Fellowship, Royal College of Psychiatrists, 

U.K. (FRCPsych) (1996)
施修明：FASEB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 (1994)

捌．結語∕展望

生醫所自創所以來，奉行創所目標，確實建立了一個優良研究環境，為國家的培養

高級人才教育善盡職責，為國內外學者專家建立溝通管道與橋樑，引進了先進的生物醫

學知識及技術，這些無形的影響力使我們在國內生物醫學界扮演領導的角色，也使本國

在國際學術界的能見度大幅增強。

在實質學術研究上，近幾年來本所在人類遺傳學、藥物易感性基因體研究、生物

資訊、免疫發炎及mRNA轉錄研究方面，獲得國際肯定，尤其在人類遺傳及藥理基因體

學的突破性研究，已走在國際前端。國際競爭力與影響力的創造一直以來是生醫所努力

的目標，我們的研究仍有努力的空間，相信在不久將來，在其他研究方面會有更大的突

破，加快我們躋身國際一流生物醫學研究機構的腳步。

任何研究的最終目標是提供有實用價值的訊息，生醫所的研究目標極為明確，為人

類疾病的起源、發展、診斷、預防及治療提供有用的訊息。基因體時代的來臨，使我們

的目標更為確定，是如何將基礎的基因體醫學研究的成果轉譯為實用於疾病的診斷、預

防與治療的工具，這就是所謂的「轉譯研究」 (Translational research)。綜觀我們研究人員

的所作所為，在在顯示都是向這個目標進行，這也許就是生醫所在生物醫學研究上最大

的特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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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研究所 http://www.imb.sinica.edu.tw/

分生所研究大樓與溫室

壹．設立沿革

分子生物學及

其衍生之「遺傳工

程」技術為近年來

新興崛起的科技。

在生命科學的領域

中，不但樹立了若

干新觀念，發展了

若干新技術，使分

子生物學演變成為

生命科學的基礎科

學。同時在應用科

學方面，更具有無

限的實用潛力，無論在醫學、農業、工業、能源、及環境保護等領域中，分

子生物學及遺傳工程將成為解決國計民生上若干難題的主要工具。我政府

有鑒於此，行政院經由1982年8月院會通過，將其列為重點科技發展項目之

一。同年中央研究院30位院士在院士會議中連署建議早日成立一綜合性研究

單位，以從事此項新科技之引進、開發與研究。經過院士會議、院務會議及

分生所綜合研究室研究大樓破土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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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會議討論通過後，報經總統府核准，並於同年12月設立「分子生物綜合研究室籌備

處」，禮聘曹安邦先生主其事並負責籌劃事宜。

曹安邦先生接掌該籌備處主任及諮詢委員主任委員後，旋即聘請王倬、吳瑞、何

潛、黃周汝吉、余南庚、郭宗德、彭明聰、蔡作雍、黃秉乾、吳成文、韓韶華、田蔚城

等12位先生為諮詢委員，並邀請旅美華人分子生物學傑出科學家20餘位為顧問。

籌備工作進行順利，研究大樓於1983年12月12日舉行工程破土典禮並於1986年7月

1日正式啟用。由王倬院士返臺擔任第一任籌備處主任，正式展開實驗工作。1987年9月

由黃周汝吉院士繼任主任至1988年12月。第三任主任由吳瑞院士繼任，自1989年1月至12

月。1990年1月起由何潛院士繼任一年，並於同年3月起正式易名為「分子生物研究所籌

備處」。王正中院士於1991年9月15日就任籌備處主任至1994年2月，並於1993年3月1日

正式成所。沈哲鯤院士於1995年2月擔任所長之職至2004年2月。姚孟肇院士於2004年2月

接任所長迄今。

貳．歷年人員與預算之成長

本所現有特聘研究員6人，研究員18人，副研究員7人，助研究員3人，研究副技師2

人，研究助技師4人，博士後研究54人，博士班學生143人，碩士班學生50人，研究助理

210人，行政人員35人，共計531人。本所員額及預算隨研究需要逐年調整（見表一、圖

一及圖二）。

表一  分生所歷年人力員額統計表

分生所綜合研究室研究大樓破土典禮

年份

項目 

1994
∣

1995

1995
∣

1996

1996
∣

1997

1997
∣

1998

1998
∣

1999

1999
∣

2000

2000
∣

2001

2001
∣

2002

2002
∣

2003

2003
∣

2004

2004
∣

2005

2005
∣

2006

2006
∣

2007
研究
人員

24 24 26 28 28 29 29 29 28 30 31 32 33
研究技
術人員

1 2 3 5 5 6

博士生 40 45 48 52 57 61 63 84 88 91 98 98 143
碩士生 37 35 35 38 41 42 45 80 86 82 55 46 50
助理 89 95 109 115 118 120 122 190 232 230 246 217 210
博士後 30 30 30 34 38 41 49 43 41 45 50 51 54
其他 18 18 18 20 20 22 23 25 30 30 32 36 35
總計 238 247 266 287 302 315 331 452 507 511 517 485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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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生所研究大樓（廖威程攝）

圖一  分生所歷年人力員額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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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生所研究大樓（廖威程攝）

參．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本所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以細胞分子

生物學、發育生物學及結構生物學為重

點。希望藉由生物科技的新技術來探討

細胞分化及生物個體發育之分子機制；

並期望在決定蛋白質結構後，由分子結

構的分析了解分子的結構與功能之間的

關係。目前研究主題包括：

一、細胞互動與訊息傳遞

本所多位研究員致力於研究細胞分化與發育時細胞訊息傳遞分子的結構與功能，

例如調控細胞週期與細胞死亡的蛋白質及其分子機制、細胞分裂時紡錘體監控的分子機

制、病毒與寄主的互動關係、植物細胞及動物細胞的蛋白傳輸等各方面的研究。

二、細胞核結構與功能

對於細胞核結構與功能的了解，我們多位研究員採用各種不同的生物系統，包括人

類、老鼠、果蠅及水稻，從事基因調控分子機制之研究。我們也致力於了解核醣核酸剪

圖二  分生所歷年預算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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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000年會計年度改為曆年制，預算金額由1999年7月統計至2000年12月。

流式細胞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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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反應的分子機制、核醣核酸的降解反應、核酸的修飾

與各蛋白因子間的交互作用以及染色體的結構、功能之

關係。

三、遺傳與生物發育

在遺傳與生物發育方面，我們的研究重點包括植物

碳水化合物代謝調控的分子機制、果蠅眼睛的發育、斑

馬魚類固醇合成基因的調控及其對發育的影響，以及神

經細胞的發育與分化。

四、結構生物學

我們利用X光繞射蛋白結晶及質譜儀分析，來探討蛋白之結構與功能關係，以期暸

解生物體內反應諸如基因調控、表現與複製之關連。

五、生技研發

我們對已知與疾病相關連的蛋白分子，致力於其致病分子機制的研究，建立小鼠動

物模式及早期診斷之分子特徵，並尋找可能之治療藥物。另外我們也從事如 SARS 及阻

斷 HDL 膽固醇疫苗的開發。

肆．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本所目前有33個實驗室，主要是以分子生物學及分子生物技術為共同平台，探討現

代生物學各研究領域上關鍵性問題。研究層面涵蓋蛋白質的結構、複合物的形成與交互

作用、基因表現的調控機制、細胞核結構與調控功能、細胞內訊息的傳遞、細胞內蛋白

質的運送與功能調節。在細胞層面上如細胞間的溝通互動、細胞的分裂、增生及死亡、

細胞與病毒的互動、細胞內的代謝及細胞形態的變化等。研究的系統包括模型生物，

如：酵母菌、果蠅、阿拉伯芥、斑馬魚、小鼠。另外如免疫系統、神經系統、胚胎發

育、人類疾病及生醫及農業科技應用，也是本所研究的方向。

本所研究表現相當亮眼，論文發表不僅優異並逐年進步（見表二、表三、表四及表

五；圖三、圖四），例如SCI impact factor大於10的論文由2001-2003年的16篇，增加為

2003-2005年的25篇。在研究論文的發表上深受國際肯定。以2003-2005年的論文研究成

果而言：(1)研究期刊發表上：三年來共發表214篇，包括Science (1篇)，Nature  (1篇)，

生物晶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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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晶片室

年份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篇數

8

21

19

34

30

34

39

表二  分生所歷年在國際期刊之論文發表篇數

年份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篇數

38

37

38

42

55

75

65

年份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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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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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2006

2007

 篇數

50

45

59

74

55

6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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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分生所歷年論文發表篇數統計圖

Nature Cell Biology  (1篇)，Genes Dev.  (2篇)，Neuron  (1篇)，EMBO J.  (4篇)，Plant Cell (1

篇)，PNAS (3篇)，Circulation  (2篇)；(2) Review的發表代表研究人員在特定領域受到肯

定，本所在三年內發表約13篇的Review論文與4篇書籍專章等。在生物科技及應用方面本

所亦繼續有重大貢獻。本所已獲多項的專利並進行技術移轉（見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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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分生所近三年在國際期刊之論文發表篇數（2005-2007）

Journal Impact Factor  Numbers

Nature 26.681  1
Nature Genetics 24.176  1
Annual Review in Genetics 19.098  1 
Nature Cell Biology 18.485  1
Genes & Development 15.05  1
Development Cell 13.523  1
J. Clin. Invest. 15.754  1
J. Exp. Med. 14.484  1 
Trends in Cell Biol. 12.429  1
Current Biology 10.988  2
Plant Cell 9.868  3
EMBO 10.086  3
PNAS 9.643  4
Hepatology 10.446  1
J. of Cell Biol. 10.152  2
Current Opinion in Struc. Biol. 11.215  1
Human Med. Gent.  8.099  1
J. Neuroscience 7.453  3
Molecular Cellular Biology 6.773  17
Cancer Research  7.656  1
Molecular Biological Cell 6.562  3
Nucleic Acids Research 6.317  4
American J. Pathology 5.917  1
J. Immunology 6.293  3
Plant Journal 6.565  1
J. Biological Chemistry 5.808  14
Oncogene 6.582  1
RNA 5.111       1
Plant Physiology 6.125  1
Am. J. Pathology 5.796  1
Proteomics 5.735  1
Molecular Therapy 5.841  1
Neurology 5.69  1
J. Virology 5.341  20
Endorinology 5.23  1
Curr. Med. Chem.. 5.207  2
Stroke 5.391  1
Structure 5.73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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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分生所與UC-Davis、UNC之Impact factor>5 於2003-2005年發表之論文數及
研究人員數量比較

Impact Factor等級 分生所 UC-Davis UNC
IF > 10 27 27 27
10 > IF > 8 8 1 1
8 > IF > 5 62 45 18
研究人員總數 31 38 28

圖四  分生所與UC-Davis、UNC發表論文Impact factor>8之指數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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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分生所與UC-Davis、UNC之SCI論文總數及在四等級內的數量

Impact Factor 等級 分生所 UC-Davis UNC
前25% 116 115 61
25-50% 17 18 16
50-75% 9 8 10
75-100% 4 2 1
論文總數 146 143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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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分生所除在理論上多有突破，在生物科技產業亦將有相當之成果，由我們過
去已成功的將許多生技成果轉移到產業界（如下表）。預計未來將會有更多

成果，如蛋白生產系統，植物基因改造，肥胖，疾病基因診斷，以及SARS診
斷，預防及治療等可以轉移給業界，促進國家之生物科技發展。

創作人 案名-簡稱 / 覽號 簽約日（授權期間）

李鴻
培養幹細胞之特殊培養基

(13A-931210-1N)
2004/12/31
(2004/12/31-2005/12/19)

余淑美
用α-澱粉水解酵素基因啟動子在植物中產生植酸酵素及磷酸酵素

(13A-881201-1E)
1999/12/10
（2000/1/1-2006/1/1）

沈哲鯤
基因轉殖小鼠生產流程-PART2
(13T-890324-2N)

2000/10/24
(2000/10/15-2006/10/14）

余淑美 α澱粉水解酵素基因之啟動子區域的基因表現系統(13A-841024-6E)
2000/7/14
(2000/6/1-2007/5/31）

李  鴻 人類脊髓肌肉萎縮症之小鼠動物模式(13A-880510-1N)
2000/7/15 
(2000/7/1-2007/6/30）

趙裕展 桿狀病毒非細胞溶裂性蛋白質製造系統之發展與使用(13A-880303-2N)
2000/11/16 
(2000/11/15-2007/11/14）

郭宗德
新型超級分泌麵包酵母突變株及其應用於異源蛋白質之大量生產與分

泌 (13A-881130-1N)
2001/1/3
(2000/12/15-2007/12/14）

李英惠

(1)  瘠瘦轉殖基因動物（Lean transgenic animals：美國第6,255,556號專

利）

(2) 胖老鼠（Know-how）

(3) 檢測減肥功效之方法（Know-how）

(4) 治療脂肪代謝失常之方法(專利申請中)
(5) 脂肪代謝相關蛋白質之誘導子資訊（Know-how）(13A-881224-5N)

2003/8/11
(2003/8/15-2010/8/14）

余淑美

轉殖馬鈴薯與轉殖植物生產系統之加強子SRS---利用α-澱粉水解酵素

基因啟動子之糖反應促進子增加基因工程蛋白質之製造效率

(13A-880629-1N)
(2003/9/1-2010/8/31）

沈哲鯤 新奇之紅血球及造血細胞基因表現系統(13A-870916-1N)
1999/12/6
(1999/12/1-2018/11/31）

余淑美
轉殖馬鈴薯與轉殖植物生產系統之啟動子A1--Plant seedling and em-
bryo promoter（包含水稻OsGRP-A1 啟動子）(13A-890419-1N)

2003/9/10
(2003/9/1-2019/5/22）

黃昭蓮
Peptide repeat immunogens
(13A-880115-1N)

2000/11/30
(2000/11/30-202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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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依各實驗室的專長與領域，歸納分類如下：

一、病毒與細胞互動與致病機制

(一)    RNA病毒的分子生物學與致病分子機制的研究。成果如下：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 HCV）：發現HCV具有使細胞基因發生突變的能力，此現象可能為HCV造成

肝癌的主因；闡釋HCV複製複合體的組成單元、複製位置。丁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D Virus; HDV）：闡釋HDV大型delta抗原抑制HDV複製是透過RNA編輯產生突變而

造成；發現delta抗原的甲基化會調節delta抗原在細胞的次細胞分佈與HDV RNA的

複製。冠狀病毒：發現細胞因子hnRNPsA/B、SYNCRIP與冠狀病毒的複製有關；發

現Ubiquitin-Proteasome系統可促使冠狀病毒進入細胞後從Endosome轉移到細胞質；

發現lipid rafts為冠狀病毒進入細胞與誘使細胞-細胞融合有關，與病毒從細胞釋出無

關。(賴明詔博士)

(二)  以桿狀病毒建立了一個模擬SARS系統，並以此系統鑑定出SARS的棘蛋白會激發細

胞的激素IL8。此IL8和病患染病後引發之激素風暴有關。同時以桿狀病毒成功的生

產了無危險性SARS之類病毒顆粒，可為SARS製造最好的疫苗。另外我們也成功的

以桿狀病毒為工具挑出了未知之人類的自體抗原。此對自體免疫之研究及治療將有

貢獻。(趙裕展博士)

(三)  完成牛痘病毒顆粒中蛋白質分子種類之鑑定，並發現牛痘病毒中之鞘膜蛋白質A26負

責附著於細胞上。(張雯博士)

(四)  登革熱病毒結構子及非結構蛋白調控病毒基因體核醣核酸結構的分子機制。發現許

多病毒蛋白所利用解旋酶活性及核酸監護子活性在生理條件下協助病毒核醣核酸調

整結構。(吳惠南博士)

二、免疫細胞的生成、活化與凋亡機制

(一)  在T細胞活化之調控及活化與凋亡訊息交互作用方面有很好進展，包括展示了T細胞

耐容性可因MEKK1之分解而造成，分析了p38 MAPK參與轉錄共活化及T細胞活化，

發現凋亡分子caspase-8所傳遞的新訊息途徑，以及解決PI 3-K如何使抗凋亡分子c-

FLIP傳導活化訊息。(賴明宗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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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淋巴細胞發育過程中，特定的TCR CDR3對於IL-4基因活化以及IgE抗體扮演重要

的角色。記憶型毒殺淋巴細胞具有肝臟歸巢能力。建立國家型計畫「基因突變鼠動

物模式核心實驗室」，並已提供服務，而且由突變鼠之篩選，找到了超過三十個不

同且各具特徵的動物模式。(孔祥智博士)

(三)  用小鼠遺傳學方法研究介白素15系統調控T細胞發育及功能之分子機制。發現缺乏介

白素15系統之母鼠發生類狼瘡病症，而CD4+T細胞在此自體免疫反應扮演關鍵性的角

色。(廖南詩博士)

三、RNA的剪接、降解與功能

(一)  發現在剪接體(spliceosome)活化的過程，須PRP19複合體來幫助U6小核核醣體結構

重組，並改變U5和U6與5’剪接位序列重新配對，精細展示了剪接過程複雜的分子

機制。發現了兩個新的剪接因子，Ntr1和Ntr2，幫助核酸旋解酶Prp43進行剪接體解

體。(鄭淑珍博士)

(二)  發現並證明RNA可以引導DNA做「自殺」性的割除。這個生物上的新發現更讓我們

了解基因體在演化上的動性及「自衛」性。(姚孟肇博士)

(三)  針對大腸桿菌內的RNA降解機制發現：1.RNA降解複合體(稱為RNA degradosome)與

細胞內膜有相互作用，乃藉由RNA內切酶RNaseE與內膜接合。2.發現細菌具3’端到

5’端外切RNA降解酶之複合體(即RNA exosome)。(林淑端博士)

四、基因表達的調控與訊息傳遞

(一)  主要探討研究能調節細胞存活因子Mcl-1功能之其他蛋白因子，部份之結果已發表於

MCB (2005)，並被該期期刊選為封面照片，此外，利用差異表達選殖法，已篩選出

幾個可能和胚胎存活於母體中有關的基因，目前正研究此一些基因之功能。(楊性芳

博士)

(二)  針對果蠅細胞中的兩個去乙醯酶HDAC1及HDAC3進行分析，發現HDAC1雖然在發

育過程中一直參與同源異形基因的調控，HDAC3卻只在晚期發育時扮演重要角色，

同時它們對組織蛋白乙醯化的影響也各有不同。(黃德華博士)

(三)  研究植物糖訊息傳遞及基因調控的分子機制，重點與成果包括：1.證明SNF1蛋白質

磷酸化酵素執行糖訊息傳遞途徑中OsMYBS上游的功能。2.發現糖及GA訊息傳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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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分子機制。3.在水稻功能性基因體研究方面，製造一個含55,000個能分離啟動

子及使基因活化或缺失的水稻基因突變庫。分析出約12,000個被T-DNA插入的水稻

DNA序列，並公布在網站上給臺灣學界使用。4.建立植物分子農場，數個基因轉殖

植物系統已被研發出來生產具工業或醫藥用途之基因工程蛋白質。(余淑美博士)

(四)  著重在真核細胞中基因調控的分子機轉及染色體構造、DNA 修飾及各蛋白因子之間

交互作用的網絡，如何參與基因表現的調控。證明： 1.轉錄因子(p45 NF-EL)的su-

moylation在調控紅血球細胞中transcription activation及染色體基因定位上的重要性；

2.果蠅中一個DNA甲基化基因(dDnmt2)在延續生命長短期上的功能；3.哺乳類DNA甲

基化酶DNMT1的缺陷會導致microsatellites的不穩定性。 (沈哲鯤博士)

(五)  證實神經細胞突觸後蛋白質分子CASK和轉錄分子Tbr-1及組蛋白組合分子CINAP之

結合，並揭祕此蛋白質複合體可反應突觸之刺激，並進而調控細胞核內NR2b基因之

表現。NR2b是神經細胞重要離子通道NMDAR的次單元，和許多神經細之功能與疾

病有關。本實驗室之研究顯示CASK-Tbr1-CINAP複合體在神經細胞內的重要功能。

(薛一蘋博士)

五、蛋白質的結構與功能關係

(一)  1.葉綠體外膜及內膜轉運機組蛋白的結構與功能。解出Toc34的晶體結構，並發現

Arg133在水解GTP時的重要角色；2.心臟毒素與脂類複合體的結構與功能。目前已解

出多個晶體結構。由我們的結果可以進一步了解心臟毒素如何與細胞膜上的脂類結

合侵入細胞。(蕭傳鐙博士)

(二)  說明了一系列的核酸水解酶，被其抑制蛋白質所調控，並以不具序列選擇性的方式

與核酸結合，及如何水解核酸的機制。並解釋了這些核酸水解酶如何保護自己的細

菌細胞，防止外來的核醣核酸分子的入侵。又如何外移至別的細菌細胞中分解核

酸，導致與其競爭的細菌的死亡。(袁小琀博士)

(三)  研究精氨酸甲基轉移酶(arginine methyltransferase, RMT1 and RMT2)之結構，及受質

在精氨酸甲基化後的功能改變。 確認與甲基化Stm1p互相作用之蛋白, 確認RMT2複

合體之組成，判定RMT2複合體與其受質特異性。遺傳研究顯示Stm1p參與了甘油代

謝及細胞壁維持。此兩種Stm1p 之新細胞功能並不需要精氨酸甲基化。(譚鳴輝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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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解出硫酯酶，蛙蛋核酸水解酶以及草菇毒素的立體結構。(廖彥銓博士)

(五) 發現不同的 [PSI] strains，運用不同的胺基酸片段來形成其結構。(Dr.金之彥)

六、蛋白質的調控與功能

(一) 葉綠體為高等植物ATP與GTP (purine) 新合成與調控的所在。(李秀敏博士)

(二)  硝酸鹽轉運蛋白被磷酸化之後，成高親和性的轉運蛋白，去磷酸化之後成為低親和

性，這是一種新的離子輸送的調控機制。(蔡宜芳博士)

(三)  Nedd8修飾可促進Cullin-Roc接合酶的活性，也導致被Nedd8修飾cullin的降解。因此

移去Nedd8可回收及保持Cullin在未修飾且穩定的狀態。(簡正鼎博士)

(四)  研究控制有絲分裂中期過渡到晚期的紡錘體監控機制。MAP kinase會磷酸化Cdc20、

Bub1、Mps1，這些磷酸化作用對紡錘體監控機制非常重要。紡錘體監控機制會促進

Cdc20蛋白質的分解，而對有絲分裂後期有雙重抑制作用。(陳蕾惠博士)

(五)  了解Hsp70和Ydj1p分子監護子在酵母菌中之功能。1.若Hsp70監護子摺疊蛋白之功能

減弱時，酵母菌之生長大受影響；2.Hsp70之碳端可和某些含TPR區間之蛋白作用(如

Yor007cp)，可影響某些監護子複合體之形成，進而影響酵母菌之生長；3.Ydj1p監護

子和酵母菌之減數分裂相關訊息。(王群博士)

七、器官形成與個體發育

(一)  研究果蠅複眼發育的分子調控機制。在如何控制複眼發育中的細胞增殖，發現Notch

信號透過eyg基因，誘發upd基因的轉錄，而Upd蛋白可以分泌到細胞外，遠距離的透

過活化Jak/STAT信號傳遞鍊去促進細胞分裂，從而控制複眼的大小。(孫以瀚博士)

(二)  研究類固醇合成基因的調控，用動物模式探討類固醇的功能，並研究類固醇缺失時

造成的疾病。發現類固醇可以穩定斑馬魚胚胎的細胞小管(microtubule)，幫助發育時

期的細胞移動。(鍾邦柱博士)

(三)  葉片中暫存性澱粉降解的機制與儲存性澱粉降解不相同。當Mex1，Dpe1，Dpe2基因

突變時，造成澱粉、寡多醣大量的累積，顯示若沒有正常的送出葉綠體或分解時，

將造成代謝異常，此結果架構一個新的暫存性澱粉的代謝途徑。(陳枝乾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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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疾病機制與模型

(一)  研究脊髓肌肉萎縮症致病之分子機制及找尋可能之治療藥物。建立先性腎臟病之小

鼠動物模式及早期診斷之分子特徵。將成體幹細胞用來治療中風及探討可能之分子

機制。(李鴻博士)

(二)  抗糖尿病研究，發現Gs α可以是抗糖尿因子，Gs α可以在脂肪細胞中增加粒腺體的

合成，進而減低並預防脂肪的堆積。(李英惠博士)

(三)   1.開發anti-gastrin 疫苗，在動物實驗證明此疫苗足以誘導anti-gastrin抗體。2.開發anti-

CETP (cholesterol ester transfer protein) 疫苗目的是阻斷HDL膽固醇，動物實驗已證明

anti-CETP 疫苗可用來預防與治療動脈硬化。(黃昭蓮博士)

九、生物科技研發成果

本所在基礎研究上多項傑出的成就已經進一步應用在生物科技、疾病防治、農業生

產上，獲得多項美日等國外專利，並已成功將多項技術轉移廠商。重要的應用包括：

(一)  採用「以油治油」減重策略及利用因治療技術提升Gs蛋白在脂肪細胞表現量以促進

脂肪組織本身代謝活力，使其自行代謝掉所堆積之過多油脂以避免肥胖發生。

(二)  建立了脊髓肌肉萎縮症及自體顯性遺傳多囊性腎臟病的疾病動物模式。這些小鼠模

式對於開發此類病患的治療方法將非常有幫助。

(三) 利用線性排列重複抗原技術，開發出抗性腺釋放激素的疫苗。

(四) 成功地改造了可以使桿狀病毒製造更大量更好的蛋白質的起動子。

(五)  發現植物接受糖訊息後，將訊息經由hexokinase及SNF1蛋白質結合體傳遞至MYB轉

錄因子，然後MYB結合在啟動子上受糖調控的核酸序列，達到控制基因表現的目

的。

(六)  發現糖訊息與賀爾蒙訊息交互作用控制植物種子的發芽與幼苗的生長，是一個重要

的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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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一、對國內學術領導的貢獻

分生所以分子生物為基礎，研究現代生物學的原理，對分子結構、細胞生物、動植

物以及生醫科技皆有相當多貢獻。我們的研究見諸於國際重要雜誌，如「自然」、「科

學」等。除了盡一份對科學研究的責任外，並引導一些科學領域的發展，這可由本所許

多研究人員受邀於國際會議演講得知。分生所在此積極扮演，使臺灣為國際科學研究重

要的一份子。

二、引領國內研究

分生所成立已屆二十二年，當時是國內殷切需要的研究領域，如今分子生物已在國

內蓬勃發展。在這期間，分生所一直持續建立及開拓新的領域，引領國內研究發展。分

生所早期建立蛋白質結構研究小組，成績斐然。後來也建立植物分子生物學小組，除了

模式植物外，近來也擴展到水稻突變種庫的建立。而近來動物模式小組，更利用小鼠與

果蠅以研究發育、細胞生物、人類疾病。分生所將持續開拓新的生醫科技領域，帶領國

內研究前進。

三、培養研究人才

分生所在培育國內研究人才方面亦不遺餘力。我們訓練各種階層的研究人力，如碩

士及博士級研究助理、學生。許多分生所訓練出來的人才，已投入國內各研究機構及生

技公司服務，在國內各大學擔任研究及教職。將來分生所將加強與大學間的合作，積極

訓練優秀的博士生及博士後人才，深植國內的基礎研究能力。

四、醫學生技應用

分生所雖然強調基礎研究，但也重視生物科技的應用與發展。例如利用小鼠建立人

類疾病模型來研究疾病成因與醫藥尋找。我們也建立水稻突變種庫，可有利於品種改良

與植物分生的研究。分生所將持續擴展研究成果的應用性，以增進國家社會之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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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語∕展望

本所經籌備至正式成所迄今歷二十二年，本諸學術與應用並重的原則，積極展開研

究工作，在研究人員陣容、實驗室房舍、儀器設備，以及研究成果等方面經逐年增強擴

充後，均已達相當規模與水準。 展望將來，為求能在研究方面更上層樓，除加強已有之

主題外，本所亦開始進行後基因體時代研究，並與現有之基因轉殖及基因剔除研究互相

配合，大幅推動建立人類疾病之動物模式。此外本所亦已開始推動：

一、神經分子遺傳研究的整合

二、細胞與細胞核構造對基因調控的影響

三、利用突變鼠來發現與身體發育及疾病有關的新基因

將來希望能延攬更多具潛力的研究人員加入，以擴大研究成果；同時繼續與國內

外相關學術機構進行學術交流活動，期望獲得日新月異的科學新知，並大幅提昇研究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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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體研究中心 http://www.genomics.sinica.edu.tw/

壹．設立沿革

人類基因體序列草圖在2000年完成後，生命科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紀

元，以生物科技為主的產業也隨之蓬勃發展。科學界所面臨的挑戰是更深入

瞭解基因的功能及機制，解析蛋白質結構與功能，並藉此發展新的技術及醫

療產品，以改進人類生活及生命品質。早在1995年行政院即推出「加強生物

技術產業推動方案」，希望打造臺灣成為亞太地區生技創投及研發中心。為

落實產學合作，激發研發能量，促進生技醫藥關鍵技術與產品之研發，國內

亟需成立一研究機構，以整合資源與組成高科技研究團隊，進行基因體研究

與技術開發，加速創新科學計畫的進行。

1997年6月第5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時首次提出成立「國家基因體中心」

的構想；2000年7月第24次院士會議也對相關議題討論並取得共識。2001年

元月李遠哲院長參加經濟部生技製藥小組的研討會時，正式提出成立「中央

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的規劃，隨後在第6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通過「建

立國家基因體研究系統」以及「設置因應新世紀之跨領域研究中心-生命科學

研究中心」等結論。同年2月14日陳水扁總統蒞臨本院聽取簡報後，應允政

府將全力配合與支持成立基因體研究中心，並期許早日落實。

圖一  基因體研究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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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旋即於2001年2月21日成立推動委員會，由本院生命科學組各所、中心之所長、

主任，及學術諮詢總會組成，由本院陳長謙副院長擔任召集人，經過多次討論，釐訂基

因體研究中心的任務為「進行基因體與蛋白質體之科學研究，以致力於發現和確認人類

疾病之標的物，發展新穎的治療方式來消弭與克服疾病」，此外對本中心之發展方向、

組織架構、及硬體設施皆取得共識並有詳細構想。2002年完成規劃書後，同年10月送總

統府核定，2003年元月1日本中心正式成立。2003年翁啟惠院士應聘返國擔任中心主任，

積極投入研究方向的規劃，延攬相關研究人才，建立高科技研究的精英團隊。2006年10

月翁主任接任院長，中心主任一職由陳仲瑄博士代理，2007年7月正式任命為中心主任。

本院成立基因體研究中心旨在奠定國家基因體研究之基礎建設，以從事基因體與蛋

白體之研究，匯集知識與技術，進行學術交流，教育及培訓優秀人才。2002年12月20日

動土興建基因體研究大樓，2004年11月11日正式啟用，為本院第一棟取得綠建築標章的

建築物（圖一）。

貳．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自2003年起，本院開始編列基因體研究中心的預算，因處於新創階段，研究經費逐

年成長。此外為配合政府政策，促進臺灣生技製藥產業發展，由李遠哲院長與翁啟惠院

士策劃與領導，於2006年新編列為期5年的基因體登峰計畫，整合本院相關研究人員共同

參與，由本中心負責管理與支援。整體而言，本中心自2003年至2007年的研究經費由1.4

億增至8.9億。

本中心自2003年成立以來，陸續延攬基因科學相關優秀研究人才，由2003年最初的

5位研究人員及4位研究技術人員，至2007年底已增至23位研究人員及15位研究技術人員

（表一）。

表一  基因體中心歷年研究人力成長情形

年度
  職稱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合計

  研究人員 5 6 4 5 3 23

  研究技術人員 4 2 2 3 4 15

  小計 9 8 6 8 7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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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基因體研究中心現階段的研究重點在瞭解與基因相關之重要生物分子之功能，及其

與癌症、傳染病和其他重要疾病的關係，藉此發展新的藥物、方法、儀器與治療策略。

本中心特別重視跨學科之研究及跨機構的合作，現正積極進行多項跨學科及跨機構的研

究計畫。目前本中心5個主要研究領域為功能基因體學 (Functional Genomics, FG)、化學生

物學 (Chemical Biology, CB)、細胞與分子醫學 (Cellular and Molecular Medicine, CMM)、

生物資訊學 (Bioinformatics, BI)、關鍵技術發展 (Ke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KT)。以下

簡述目前的主要研究。

一、功能基因體學

由蔡明道博士領導，研究重點在於瞭解如癌症與傳染疾病之主要標的物的功能及致

病原因，以及發展新的方法與策略去研究這些標的物在分子層次的作用機制。利用新穎

的質譜儀、核磁共振和X-光射線結晶學以及其他基因體與蛋白質體的工具，來研究標的

蛋白的結構與功能，近期著重在細胞膜蛋白、醣蛋白及細胞內蛋白的訊號傳送。蛋白質

體及結構生物學的主要研究已在王惠鈞院士的帶領下建立。希望透過合作，對相關重要

課題進行深入研究，以期發展出創新的治療策略。

二、化學生物學

由翁啟惠院士領導，研究重點在發展化學與生物學的方法來解決生命系統的問題。

目前的研究興趣包括以功能與結構為基礎的藥物研發、高速篩選系統的發展、天然物、

醣蛋白及標的物的構造和合成、設計與合成新的分子以發展新的分子影像技術、微米陣

列的合成及對疾病的分析。此外為配合藥物研發工作，已建立高速篩選實驗室與第三級

生物安全實驗室，分別由鄭義循博士與詹家琮博士負責。目前在抗流感藥物及疫苗研發

等皆有突破性的發展。

三、細胞與分子醫學

由陳鈴津博士領導，研究重點包括免疫生物學、癌症生物學及分子流行病學、幹

細胞研究及轉譯醫學研究，最終的目標是以小分子、生物藥劑及細胞為基礎的途徑發展

出新的治療方法。目前的研究題目包括癌症認證分子的鑑定、人類疾病的動物模式之建

立、免疫細胞訊息之傳遞，與化學生物學專題的研究人員共同合作進行人類與禽流感及

癌症疫苗的研發等。幹細胞研究室由游正博博士帶領，進行胚胎與肺部幹細胞分化與塑

性的機制研究和癌症幹細胞的分離與細胞標的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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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物資訊學

由李文雄院士領導，研究目標在於利用生物資訊、計算機科學、統計學、分子生物學、

生物化學、遺傳學及化學工具與資源的結合，追求功能與演化基因體及結構資訊學的發展。

研究重點在基因預測及序列對排方法的發展、基因調控途徑的辨識、蛋白互動網路的研究、

以結構為基礎的分子模型與設計和藥理學的預測。長期目標在於發展計算模型，以瞭解細胞

功能與其他生物醫藥的應用。

五、關鍵技術發展

由陳仲瑄博士領導，主要目標在發展新的工具，用以研究複雜的生物系統動態。目前的

研究興趣包括生物分子質譜儀的發展、微陣列與奈米技術的開發及其在基因體與蛋白質體之

研究、生物光子學在單細胞之研究、生物與生機材料的設計與結構製造及超分子的發展。

除了積極從事前述五大領域之研究，基因體研究中心另設有育成中心，負責將本院基

因體相關研究成果與發明，透過輔導新創公司與研發成果之技術移轉，進行新藥及儀器的開

發，成立新科技公司，同時也希望與外國先進生技製藥公司及國內外其他研究機構合作，以

協助並帶動國內生技製藥之發展。

肆．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自2003年正式成立迄今，5個專題研究中心已有重大的研究發現和成果，並於各類知名
SCI期刊發表170餘篇研究論文 (圖二)，成績斐然。部分成果也申請專利，落實研究成果轉移
至生醫產業，已申請的國內外專利數目達到31件。

圖二  基因體中心歷年在SCI期刊發表論文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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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依專題中心排序)

一、克雷伯氏菌引發肝膿瘍的分子病理研究 (FG, 投稿中)

克雷伯氏菌( Klebsiella pneumoniae )是引發糖尿病患者肝臟膿瘍或轉移成致命的腦膜

炎主要且唯一的成因菌。蔡明道博士、吳世雄博士及臺大醫學院王錦堂教授所共同領導

的研究團隊已確認該細菌莢膜多醣體為主要致病因子，除解析該表面多醣體分子的成份

與結構，並選殖出15個相關基因及純化其所表現出的蛋白質，更發現膜蛋白MagA為莢膜

多醣體的主要形成因子及確定出其胜肽序列中甘氨酸308為一重要蛋白功能性殘基。目前

正深入探討細菌引發肝膿瘍的分子病理模型，做為臨床治療及新藥開發的基礎。

二、肺結核桿菌抗藥性機制之研究 (FG, Biochemistry, 2007)

蔡明道博士利用NMR技術解析非

洲豬瘟病毒易錯誤DNA聚合酶與DNA、

MgdNTP結合後的立體結構（圖三）。

此類易錯誤DNA聚合酶為肺結核桿菌產

生抗藥性機制的重要酵素，可針對其結

構特性研發新藥。

三、新一代抗生素的研發 (FG, J Am Chem Soc, 2007)

蔡明道博士與李宗璘博士利用生物技術方法開發更具生物活性的醣胜肽類抗生素，

目前證明脫乙醯基酶Dbv21、Orf2*與胸腺嘧啶核醣核苷酸轉移酶Orf15三種同源蛋白的生

合成角色。不僅揭開這兩類序列相似度極高，功能卻截然不同的同源酵素之謎，也提供

了深入的結構功能的關聯性，將有助於更具生理活性的醣胜肽類藥物的誕生，為國內生

技產業界注入嶄新的元素。

四、蛋白質立體摺疊結構形成機制的研究 (FG, Structure, 2006)

楊安綏博士設計之高通量實驗，檢驗蛋白質結構特殊區域性的結構理論及其形成的

基本要素。藉噬菌體表達技術衍生一系列胜肽序列，運用序列解碼和生物資訊技術，與

結構理論的統計結論作比較，證明蛋白質立體摺疊結構的形成機制，是由不同的小區段

先產生小區塊，再形成最終的立體結構。本研究成果發表於Structure期刊，提出一個基本
原則：「蛋白質結構的設計，必需由區域性的小結構設計開始」。這個實驗技術也開創

了人工演化蛋白質著重區域小結構的新方向，並提供驗證蛋白質結構理論的工具。

圖三  非洲豬瘟病毒易錯誤DNA聚合酶的立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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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類巨細胞病毒調控細胞凋亡及誘發病變之研究 (FG, J Immunol, 2006)

阮麗蓉博士長期研究人類巨細胞病毒各迅早期蛋白如何調控宿主細胞之基因轉錄，

與榮總邱士華醫師合作，發現迅早期蛋白IE2活化愛滋病人視網膜細胞中一種促進細胞凋

亡基因Fas Ligand的轉錄表達，使受感染細胞大量分泌Fas Ligand，引發鄰近帶有Fas受體

的未受感染細胞，或前來攻擊的免疫保衛細胞走向自殺途徑；同時，IE2又可使受感染的

視網膜細胞大量生成抗細胞凋亡蛋白FLIP，延緩受感染細胞死亡。人類巨細胞病毒一方

面摧毀人體保衛細胞，一方面延長宿主細胞壽命，以利病毒複製，可能是導致HCMV視

網膜炎，或使愛滋患者死亡的關鍵病因。

六、 新型醣晶片的開發及其用於癌症及流感病毒的檢驗 (CB, Angew Chem Int 
Ed, 2006)

翁啟惠院士發展「一鍋化多醣合成技術」(Programmable One-pot Oligosaccharide Syn-

thesis)，經其團隊成員吳宗益博士等人研發，利用新質譜技術，克服目前製作「醣晶片」

所面臨的瓶頸：多醣分子的合成及定量。配合電腦運算，用簡短的步驟合成複雜的癌症

抗原及病毒所認識的多醣分子。將這些多醣分子藉由對特殊波長之光敏感鏈，連接到矽

晶片。如此製成的醣晶片可用質譜儀直接分析晶片上之醣分子。醣晶片可快速檢測癌細

胞或病毒，可成為偵測疾病最有效的工具。此突破性成果發表於世界頂尖的德國化學期

刊，現已授權予臺灣產業界，進行醣晶片的開發及生醫之應用。

七、發展新型生化探針研究癌細胞的生長與轉移機制 (CB, PNAS, 2006; 2007)

翁啟惠院士的研究團隊設計合成類醣化合物 - 

類岩藻醣物 (Fucose Analog)，經細胞攝取後會被岩

藻醣轉移酶轉移至醣蛋白上，再加入可滲入細胞

的探針化合物，與類岩藻醣物結合產生螢光，即

可偵測到醣蛋白，進而觀察該醣蛋白的行跡（圖

四）。利用此新型生化探針法，設計高螢光、低

背景干擾特性的分子，大幅提升精準度，達到最

佳探測效果。岩藻醣轉移酶的活化和癌細胞的擴

散有關，此新型探針觀測法將有助於研究癌細胞

生長、擴散與岩藻醣轉移酶活性或細胞內分子醣

化的相關機制，加速開發有效的新抗癌藥物。
圖四   細胞內被類岩藻醣物標記的醣蛋白

可經由螢光顯示觀察其行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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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新藥開發及相關技術之研究 (CB, Angew Chem Int Ed, 2003; Chem Biol, 2004)

吳宗益博士、任建台博士及鄭義循博士等人建立快速合成及篩選酵素抑制劑的系

統，可快速找出極具抑制效果的抑制劑，並藉此篩選出多種水解酶如愛滋病病毒的蛋白

質水解酶、C型肝炎病毒的NS3蛋白質水解酶、SARS病毒之蛋白質水解酶及岩藻醣水解

酶 (Fucosidase) 的抑制劑。該研究團隊也建立高通量藥物開發系統，及以細胞為測試基準

的抗微生物病原或抗癌症藥劑開發系統。他們發現多醣水解酶抑制劑對登革熱具顯著的

效果，同時在極低的濃度下，對引發關節炎之多醣水解酶有完全抑制作用。

九、建立抗流感藥物篩選及藥效評估之平台 (CB, J Am Chem Soc, 2008)

臺灣大學方俊民教授及鄭義循博士針對禽流感病毒的血凝集素 (Hemagglutinin) 及

神經醯胺酶 (Neuraminidase)，建立篩選及活性評估技術，用生化測試、細胞活體、及病

毒感染等諸多方法，研發篩選抑制劑平台，並研發出比克流感活力更強或類似的候選新

藥。同時成功地發展出假性流感病毒，並可依研究需要製作類似各種禽流感性質之假性

流感病毒，它們可模擬青海株禽流感病毒來研究其血凝集素與受體之作用及對抑制劑之

評估，也可模擬越南株禽流感病毒研究神經醯胺酶之抑制劑或是其抗藥性的研發。

十、抗SARS病毒的藥物研發及病理研究的多項研究成果如下：

(一)   由翁啟惠院士研究團隊、國防醫學

院、臺灣大學及清華大學共同合作，

製備多樣化的藥庫，並且藉螢光性質

測試其對SARS冠狀病毒3CL蛋白酶

的抑制效果。其中最有效的抑制劑在

0.03μM即具抑制能力。另也發展新

一代的自殺性抑制劑，苯並三唑酯類

化合物 (Benzotriazole Esters)，在nm濃

度下即可完全抑制蛋白酶活性，在進

入SARS蛋白質水解酶的活性部位時，

會與該水解酶發生化學反應，結合成共價鍵狀態，在此不可逆轉狀態下，SARS-3-

CLpro的複製機制完全喪失，SARS-CoV的生存因此無法繼續（圖五）。利用此抑制

劑可瞭解SARS蛋白酶之機制，再以結構分析法修正化合物的設計，找出適合人體的

最佳藥物標的物(CB, PNAS, 2004; Chem Biol , 2006)。

圖五   苯並三唑酯類化合物 (Benzotriazole Esters) 
對3CLpro有出乎意料的抑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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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翁啟惠院士研究團隊、國防醫學院及三軍總醫院共同合作，以SARS患者血漿為研

究材料，利用蛋白體學技術，藉二維電泳的方式，分離患者血漿中的蛋白質，分析

患者與正常人的血漿蛋白圖譜差異，並利用質譜儀技術鑑定SARS患者血漿中表現

變異的蛋白質，以找出SARS相關之致病機轉。這些蛋白質大多與急性發炎反應有

關，表示SARS的致病機制，可能是由引發嚴重的急性發炎反應，造成肺部傷害，使

SARS患者有嚴重的急性病情，此對SARS的診斷及治療計畫，提供了重要方向(CB, 

PNAS, 2004)。

(三)   證實新型原始肺部幹細胞為SARS病毒感染的對象

幹細胞實驗室在主持人游正博博士的領導下，利用胚胎幹細胞的標幟蛋白OCT-4 以

及SSEA-1，分離新型的原始肺部幹細胞（圖六），此細胞數目極為稀少，僅出現於微支

氣管與肺泡囊交界點，可分化形成第二型肺泡細胞，再分化成第一型肺泡細胞，是肺部

正常運作的根本。在SARS疫情研究，亦發現SARS病毒專門攻擊此類幹細胞，導致患者

肺功能衰竭。此研究係首次揭露器官原始幹細胞的發育特性，具體解釋SARS病毒與其受

侵者的相互關係，同時亦是首次以幹細胞研究解釋感染性疾病致肺部衰竭病變，為常見

的肺部衰竭疾病引領更清晰可行的細胞治療策略(CMM, PNAS, 2006)。

十一、 探討靈芝多醣體於免疫B淋巴細胞的功能 (CB and CMM, Bioorg Med 
Chem, 2004; J Immunol, 2004; J Biol Chem, 2006)

由翁啟惠院士研究團隊與陽明大學合作研發萃取靈芝方法，從靈芝多醣體分離有效

成分，有效促進B型淋巴細胞與樹突細胞的成熟。林國儀博士利用純化的老鼠及人類B淋

巴細胞為題材，證實靈芝多醣體具有促進抗體分泌、及免疫調控等功能。更進一步發現

其訊息傳遞及轉錄因子，主要透過TLR4/2受器及重要調控因子Blimp-1，此成果將解開靈

芝如何發揮強化免疫功能之謎，對以靈芝作為新藥開發之基礎研究有極大幫助。

圖六  原始肺部幹細胞的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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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新型醣脂免疫刺激反應及抗癌功能之研究 (CMM and CB, PNAS, 2007)

從天然海棉提煉的醣脂α-GalCer可刺激小鼠的自然殺手T細胞並具有抗癌功能。基

因體研究中心的團隊，先由翁啟惠院士實驗室根據其化學結構，運用電腦模擬設計並合

成多種新型醣脂，提升與免疫細胞受體CD1d的結合力，再由陳鈴津博士實驗室進行生物
體實驗，挑選具較強免疫反應的化合物。其中數種含芳香族環新型醣脂，可引發人類自

然殺手T細胞導向更強的Th1反應，且在患癌小鼠體內亦可有效刺激免疫反應，較原型具
較好的抗癌療效。由於這種針對自然殺手T細胞所設計的新穎抗癌療法，引發患者自身的
免疫抵抗力，可降低抗藥性及副作用，尤其原型醣脂已通過臨床前測試及人體第一期毒

性測試，可相對降低未來新型醣脂的開發成本，及提高成功率。

十三、原代腫瘤移殖小鼠研究模式之建立 (CMM, Blood, 2004)

由游正博博士及陳鈴津博士共同合作，建立了由病患取得的血癌細胞，未經培養、

直接接種在小鼠的動物研究模式，以研究白血病幹細胞和臨床預後與療效的探討。相似

的動物模式已被延伸至固體型腫瘤，包括神經母細胞瘤、橫紋肌肉瘤與乳癌。目前並將

以此動物模式進行幾個新型藥劑的臨床前藥效試驗。此外，利用GFP或RFP標誌的腫瘤細
胞，也建立一個同源與異源腫瘤的即時偵測模式。

十四、胰臟發育調控研究 (CMM, Differentiation, 2007)

沈家寧博士發現維甲酸 (Retinoic Acid) 訊息傳遞參與調控早期的胰臟發育，在胚胎
發育的過程中，以維甲酸刺激胚胎胰臟，加速胰島素分泌細胞及胰管細胞的成熟，但相

反地腺泡細胞的分化卻受到抑制，主要是透過內皮細胞增加層粘連蛋白的表現而影響胰

臟發育。另外也發現纖維母細胞生長因子 (FGF10) 可拮抗維甲酸訊息傳遞，進而促進腺
泡細胞的分化，此拮抗作用主要是透過第二亞型受體 (FGFRIIb) 的下游分子調控相關訊
息傳遞。

十五、體細胞的轉分化研究 (CMM, J Cell Physiol, 2006; Biol Cell, 2007)

沈家寧博士證實胰肝臟細胞轉分化可直接產生，透過轉錄分子C/EBP的調控，可轉
分化產生具有功能性的肝細胞，在動物模式研究中也發現，誘導大鼠腺泡細胞轉分化為

肝細胞的同時，也誘發胰島細胞及胰管細胞的增生，相關成果已發表在Journal of Cellular 
Physiology 及 Biology of the Cell。在轉分化初期，部份細胞表現肝臟前驅細胞的特性，此
前驅細胞具多潛能分化特性，經適當誘導後，可分別分化為肝細胞或胰島素分泌細胞。

此研究有助發現細胞可塑性的調節機轉，也提供更寬廣的方向，如果體細胞可轉變為具

分化可塑性的前驅細胞或幹細胞，可為許多疾病開發自體移植的治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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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胚幹細胞的研究 (CMM, PNAS, in revision)

沈家寧博士建立使胚幹細胞分化成外胚層及內胚層的前驅細胞的平臺，經適當培養

及誘導後，胚幹細胞可分化為神經或皮膚上皮前驅細胞，進而成熟分化形成類似表皮的

結構，並表現角質素 (Cytokeratin) 及包殼蛋白 (Involucrin)，可應用胚幹細胞進行皮膚創

傷與不正常落髮治療，此成果已於國際幹細胞年會提出。他與郭紘志博士也驗證從單一

胚芽細胞 (Blastomere) 分化形成的類胚幹細胞，具分化為內胚層的前驅細胞及肝臟細胞的

潛能，相關研究成果亦在國際幹細胞年會提出。

十七、順位調控環路的動態模型 (BI, BMC Bioinformatics, 2005)

李文雄院士研究基因的順位調控子 (cis Element) 調控環路系統，開發一套動態模

型，研究此調控環路的功能架構和動態。使用微陣列實驗數據研判順位調控環路的調控

作用，並提出新式的跨基因識別技術以提供推斷在酵母菌細胞，數個轉錄調控因子之間

如何互相協調以調控細胞週期中基因的轉錄，和揭露順位調控環路尚未被發現的調控作

用。此法不僅可定量轉錄調控因子的調控強度和協同效應，且可預測具有同群順位調控

子的基因之表現趨勢。

十八、基因調控預測 (BI, PNAS, 2005; Bioinformatics, 2006)

李文雄院士的研究團隊利用染色質免疫沈澱晶片技術，對每個轉錄因子找出兩組基

因群，分別為可能調控基因及最不可能被其調控的基因，並偵測此兩組基因群在細胞週

圖七  參與細胞週期的轉錄因子及其協調作用之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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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某一（些）階段的基因表現是否顯著不同，以推測該轉錄因子是否為細胞週期調控因

子並在此階段進行活化或抑制的功能。再利用ANOVA多變數分析找出共同調控基因表現

的調控模組，成功地預測50個轉錄因子之間相互作用形成的網絡，以及其細胞週期範圍

與功能（圖七）。此研究最大突破為可偵測單一或具協調作用轉錄因子作用的時間，並

同時分析其功能，可大幅度減少所需的基因表現晶片數量，甚至單一晶片即可。此方法

除了細胞週期的分析外，亦可應用到其他生化反應，例如半乳糖反應、出芽、新陳代謝

以及因應外在環境改變的基因調控等等。

十九、跨物種基因比對網路介面ESTviewer的建立 (BI, Bioinformatics, 2005)

莊樹諄博士建立網路介面 (ESTviewer)，可顯現人類基因在小鼠、大鼠、牛、豬和雞

各物種間保存度高的表現序列標記片段，以及由PSEP鑑識的人類多樣性切割序列 -- EST-

viewer可互動地顯示人類基因結構，尤其著重於哺乳動物和鳥類中高保留度的表現序列標

記片段，以及可變剪接的異型體序列。ESTviewer 提供一個比較非人類高保留度的表現序

列標記片段和人類多樣性切割序列的便利工具。

二十、 黑猩猩與人類之間的差異性研究 (BI, Genome Res, 2007; Encyclopedia 
Life Sci, 2008)

莊樹諄博士利用人、黑猩猩、小鼠、大鼠、狗等哺乳類動物的多重序列比對，在人

和黑猩猩間找出相對精確度較高的人類特有的插入與缺失變異。目前已發現超過84萬個

人類特有的小片段插入與缺失變異，並觀察到將近三分之一人類的基因 (>7000個) 受到影

響。同時，也發現在假基因的變異比率遠高於有功能的基因，顯示大部分在基因區中的

變異，已經在演化過程中自然地喪失對生命體功能的影響力。此外在基因區的人類特有

變異，很多與病毒感染、RNA及蛋白質上的變異有關。該人類特有插入與缺失變異，對

研究人類和其他動物間的差異，特別是疾病，提供很重要的線索。

二十一、多樣性切割事件的演化分析 (BI, Nucleic Acids Res, 2007)

莊樹諄博士檢視超過5,000對人和小鼠Orthologous的表現子，計算它們的Synonymous 

(KS) 和 Non-synonymous (KA) 替換比率值，發現Alternatively Spliced Exons (ASEs) 在胺基

酸層次演化比Constitutively Spliced Exons (CSEs) 快，也發現ASEs的KS值比CSEs低，而KS

值在CSEs則是被加速的。整體上，ASEs比CSEs具較高的KA值與較低的KS值的趨勢，也

同樣出現在人和大鼠、以及大鼠和小鼠之間的比較，表示在具不同分子生物時鐘距離的

哺乳類，也同樣具有普遍性。此外他也進一步探討影響ASEs演化速率的因素，發現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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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長度短以及沒有和蛋白質Domain區域重疊者演化速率最快，且兩種因素有加乘效

果。

二十二、 尋找基因與多樣性切割事件的演算法 (BI, BMC Bioinformatics, 2006; 
Plant Physiol, 2007)

莊樹諄博士發表嶄新預測基因多樣性切割事件的演算法。在動物方面的演算法 — 

ENACE，提供兩親緣關係接近物種間相互預測基因或多樣性切割事件的方法。從演化

分析顯示，這些表現子的演化速率比一般表現子快，且也較不與蛋白質Domain重疊。從

基因功能分析顯示，這些表現子跟哺乳類中的蛋白質載體及受體蛋白質有關。在植物方

面的演算法 — PGAA，則可尋找植物可能的新基因與多樣性切割事件，所採用的ESTs來

源物種包括多種模型植物或高經濟價值的作物，並可適用所有植物。在稻米基因體中已

發現852個新基因，及超過44,000個新的多樣性切割事件。由於稻米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糧

食作物，因此這些新基因或事件可提供後續研究非常重要的線索。也開發視覺化研究網

站—RiceViewer (http://riceviewer.genomics.sinica.edu.tw/)，進一步服務全世界對稻米的相

關研究。

二十三、由陳仲瑄博士領導的研究團隊發展兩種嶄新的質譜儀

(1)  可同時測量質荷比和電荷的質譜儀：此儀器可快速偵測血癌細胞，並將細胞質量測

量速度增加千倍以上。該儀器利用雷射光照射矽晶片造成的音波，震出細胞或微小

粒子，再以電場抓住小粒

子測量重量（圖八），此

儀器是全球第一台可快速

測量完整生物細胞質量的

裝置，未來可運用在疾病

的檢測。此新發明的質譜

儀有三大特點，第一是可

測得質量達一千兆原子單

位以上的粒子或細胞；第

二是利用聲波將細胞或粒

子從金屬或矽材表面推出

時，所使用的推動力量很

溫和，不會破壞細胞或粒 圖八  可同時測量質荷比和電荷的新型質譜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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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因此可準確測量其質量；第三則是此質譜儀不需游離過程，即可測得細胞或粒子

質量，到目前為止所有其他的質譜儀幾乎都需要先有游離的程序才能測量。他們發現

大部分的細胞和粒子從導體或半導體表面拋出時，即帶有多量電荷，因此適合質譜儀

的量測。此成果發表在國際化學權威雜誌 (KT, Angew Chem Int Ed,  2006; 2007)。

(2)  雙極性質譜儀：由王亦生博士主導，研發出可同時測量正負離子的質譜儀，提供雙倍

時效的檢測分析，並且觀測生物分子的游離現象。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夠對於固態

分子同時進行雙電性離子檢測的質譜儀。這項檢測技術大幅增加可信度，將提升目前

正蓬勃發展的分子影像質譜技術。其應用範圍包含目前極受重視的疾病標的檢測、蛋

白質修飾的鑑定等。此研究成果已申請專利，並發表於期刊，且屬特別受重視而需要

快速發表的論文 (KT, Anal Chem, 2006)。

二十四、奈米微陣列技術的研發 (KT)

陳仲瑄博士的研究團隊發展奈米微陣列技術，將原先需16小時雜交反應時間縮短至

15分鐘以內。此技術具有較高的選擇性，可應用於偵測單一核苷酸多型性 (SNP)。

二十五、新型癌症標的物的開發 (KT and CMM, Clin Cancer Res, 2007)

由陳仲瑄博士、蕭宏昇博士與高雄榮民總醫院合作，自胃液中發現胃癌標的物，為

首例利用質譜儀檢測呼吸樣本，尋找肺癌標的物，提供方便、快速的肺癌偵測法，此法

也對乳癌及攝護腺癌的診斷上獲致初步的成果。此成果已申請專利，並發表於期刊。

二十六、新型生物晶片平臺技術的研發 (KT)

張瑛芝博士的研究團隊運用工程技術學開發新型生物晶片平臺，研究細胞與細胞之

間的交互作用。他們在固相基質上構築蛋白質共軛雙層脂膜，模擬細胞外環境，此系統

將可有效分析膜蛋白的群聚效應，並已應用在幹細胞研究。

二十七、大面積整流性胜肽薄膜生產技術的建立 (KT)

張瑛芝博士的研究團隊運用微電子薄膜生產技術，開發生物性胜肽薄膜，其表面的

胜肽以α螺旋構型平整排列，具極佳的整流效果，可與市售的有機二極管相媲美。

二十八、蛋白體學定量技術平台的開發 (FG, KT, and CB, J Biol Chem, 2007)

由蔡明道博士、廖崇麟博士及余惠敏博士共同合作，以賴氨酸 (Lysine) 上的專一穩

定同位素標記結合多維液相層析與質譜技術，發展同位素標記蛋白質體學的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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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高通量生物標記搜尋平台。此外亦發展定量磷酸化蛋白體學技術平台，利用TiO2親

和性色層分析法濃縮磷酸化胜肽，藉以分析蛋白質的磷酸化位置、研究蛋白質與磷酸化

蛋白質間的交互關係；配合同位素標記技術，並可針對蛋白質的磷酸化加以定量。

陸．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基因體研究中心的任務為進行基因體與蛋白質體的科學研究，發現及確認人類疾病

之標的物，開發新的技術與藥物。自成立以來，便積極延攬人才與建立實驗設施。在人

才網羅方面，除了自海內外延聘多位頂尖專家，也招攬在各領域學有專精、具有發展潛

力的年輕學者。在硬體設施方面，具有新穎的質譜儀、核磁共振、X-射線結晶儀、高速

篩選實驗室、第3級生物安全實驗室、與人工氣候室等。在新藥研發方面，在翁啟惠院士

的帶領下已蒐集或合成超過120萬種化合物或天然藥物，目標為200萬種，同時開發多種

高速篩檢流程，2006年建立了亞洲唯一的超高速藥物篩選系統，可於短時間內同時進行

數十萬種新藥的篩選，使得中心儼然已為我國新藥開發的希望，更使臺灣成為亞洲的重

鎮。

功能基因體學研究領域已由蔡明道博士及王惠鈞院士建立蛋白質體及結構生物學

的主要研究，著重在細胞膜蛋白及醣蛋白等標的蛋白的結構與功能。本院成立國家型基

因體核心設施，如突變鼠疾病模型、基因定序與合成、微陣列、質譜儀、生物結晶與結

構分析、核磁共振與質子激發顯影設備、生物資訊及干擾性核醣核酸等，以加速本中心

對基因體醫學的研究。本中心正積極進行本院結構生物研究之整合，建立結構生物學網

絡，加速相關研究的發展。

化學生物研究領域利用翁啟惠院士所開發的一鍋化多醣合成技術，有效突破材料取

得的瓶頸，配合醣晶片的製備，可快速了解醣分子的生理角色，並可開發用於檢測癌症

及病毒的利器，為醣分子探針技術提供了一套重要的指標性技術，更將醣體學的研究推

進到分子層次，本中心在醣體學界已佔有領先的地位。

細胞與分子醫學研究領域積極發展免疫學、幹細胞學、流行病基因體研究、細胞與

活體免疫反應機制實驗，研發新穎的免疫療法及疫苗製劑。同時由具有美國臨床試驗經

驗的陳鈴津博士主持，在國內推動轉譯醫學研究，在臺灣建立生物醫學研究與臨床試驗

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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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中心也整合翁啟惠院士於新藥開發的經驗與成果，及免疫學與新藥開發專

家張子文博士、在全球愛滋病的治療研發居領導地位的何大一院士、國際知名的抑癌基

因和細胞抗癌機制研究專家李文華院士、以及臺灣流行病學界執牛角的陳建仁院士等多

位專家，倚重他們在基礎及轉譯臨床研究領域之學識，及兼具學術成就與專業管理之經

驗，開發流行病基因體研究、細胞與活體免疫反應機制實驗。目前針對多醣癌症疫苗的

開發，期望能配合自行開發的醣酯質佐劑找到對抗癌症的有效策略。

有關抗流感、禽流感疫苗之新藥研發，結合翁啟惠院士所建立的新藥研發研究成

果，加上何大一院士對疫苗研發的經驗，以及陳鈴津博士對臨床前及臨床試驗之設計及

執行經驗，對於流行性感冒及禽流感的研究及相關藥物開發擁有絕佳優勢。翁啟惠院士

研究團隊與臺灣大學方俊民教授合作，運用超高速藥物篩選的高效能系統，於2007年成

功研發較克流感更為有效的零流感，以更低劑量即可達到藥效，且無克流感的副作用，

繼開發出多個抗SARS藥物後，又成功研發抗流感的「零流感」口服劑，建立臺灣在流感

藥物研發之領先地位。

生物資訊學研究領域由李文雄院士在基因與族群分子演化的研究提出分子時鐘及演

化機制理論，加速揭開人類基因的秘密，其前瞻性統計方法在分子演化統計學界廣受運

用。2007年起投入在跨物種分析比較人類和大猿間的基因體和蛋白質體的研究，發現人

類特有的基因改變，將提供瞭解人和大猿之間在型態與行為上的差異，以及重要的病毒

流行疾病或癌症的治療線索。此外也建立多套網路介面系統，可互動式顯示人類基因結

構，加速基因演化的研究，促進國內外學者交流。

關鍵技術開發研究領域研發質譜儀應用於高靈敏度偵測與微米、奈米粒子的偵測具

有世界領導的地位。由陳仲瑄博士領導，首先研發雷射引導聲波振動的質譜儀來測量細

胞，可量測的質量電荷比數範圍達一千兆原子單位，是全球首次成功量測病毒，並成功

區別癌細胞與正常細胞。另外研發第一個雙向時間飛行式質譜儀，可以同時測量正負生

物離子，同時發展雙極離子偵測系統，提高對生物離子偵測效率。這些質譜技術的研發

在全球均屬突破性的發展。此外在李遠哲院士的領導下，對生物分子游離化的過程正在

進行全方位的探討和研究，對未來生物分子的測量將提供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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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體研究中心的研究群結合各領域專才，致力於發展高速生物體學分析與單一細

胞生物體學研究技術，利用蛋白質體學研究在多種疾病樣本中尋找生物標的，以及研發

新技術增進生物標的物的分析速度與偵測標的物的敏感度。在醣化學及其在醫藥方面的

運用、結構生物學、高速基因體研究、幹細胞研究、免疫學、質譜分析技術、疫苗研發

等，皆具有極優的競爭力，未來極可能在國際間佔有一席之地。

柒．結語∕展望

基因體研究中心專注於基因體與蛋白質體的高科技研究，為我國生物科技的研發

開拓了嶄新的方向，不僅建立國家級的基因體技術核心，發展高效率關鍵技術，也整合

生命科學、自然科學、和資訊科學等領域之研究人員，執行跨學科的創新研究計畫，共

同探討與基因體有關的重大課題。運用現代化的儀器及工具探討生命現象，瞭解生物分

子的構造與功能，進行新藥及儀器的開發，解決重要生物與醫學的問題。除了致力於研

究，也透過合作學程或與大學合聘師資從事教學，以培育高級研究與技術專才，促進生

命科學教育及生技產業的發展。

目前在新藥研發已有諸多重大成果，未來將結合動物藥理及毒理試驗、GMP規格設

備、臨床醫學研究、產品商化等，建立我國新藥研發的大環境，發展新產品，持續開創

及扶植新創公司，並與國家整體生技產業基礎建設接軌，促成新興產業的持續成長，向

國際市場邁進，打造臺灣成為亞太地區生技創投及研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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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http://biodiv.sinica.edu.tw

壹．設立沿革

為配合國際「生物多樣性公約」積極拯救地球上物種之快速滅絕、基因

消失、資源衰退及生態系劣化，並使臺灣的資源和社經發展得以永續，2000

年5月在李遠哲院長及美國國家科學院Peter Raven院士的共同召集下，在中

研院召開了「臺灣生物多樣性願景國際研討會」。會中建議政府應儘速成立

生物多樣性委員會，制定方案付諸行動。中央研究院則應成立「生物多樣性

及生態研究所」，並與國內產、官、學各界充分合作，推動生物多樣性之研

究、保育與教育工作。

早在1998年5月楊祥發副院長即開始推動中研院生命各所之重整，特別

是動、植物所從事生態研究的同仁應可先分出獨立成所。但因當時無法獲得

同仁們的共識，故遲遲未能進行。直到2001年，立法院通過本院組織法修正

案，中研院可設置跨領域之研究中心，且不影響到原來各所的架構前提下，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for Biodiversity, 2008年5月改為Biodi-

versity Research Center)之成立才獲得一致之認同。同年，李院長乃指示規劃

多樣中心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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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中心的設立。嗣後在李院長、陳長謙及賴明詔副院長等的支持及督導下，經過當時

兼動物所所長之邵廣昭研究員及動、植物兩所十餘位同仁兩年之籌劃，於2003年9月正式

將規劃書呈送院方，並於10月14日通過院務會議；11月1日通過評議會；11月10日送立法

院審查及呈送總統府核准。中心隨後順利於2004年1月1日正式成立，由邵廣昭研究員擔

任代理主任。2008年1月起由李文雄院士出任中心之主任，由吳俊宗及鄭明修研究員擔任

副主任，系統分類及生物多樣性資訊專題中心由邵廣昭研究員擔任執行長。

2003年底，動、植物兩所原有17位從事生物多樣性研究之同仁，同意於2005年1月起

正式轉任至中心，所有同仁仍暫使用各自在動、植物所原有之空間。2005及2006年新聘3

位助研究員。2005年1月起含人事、會計與總務等行政工作均全面獨立運作。原分屬於動

物及植物所之動物標本館及植物標本館，亦於2005年歸併中心。後於2007年1月經院務會

議同意正式合併為「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博物館」，由彭鏡毅研究員兼館主任，

所典藏之標本代號ASIZ及HAST均暫不改變。另在鴛鴦湖設有工作站，未來爭取在綠島

等地設置海洋研究站。原動物所出版之Zoological Studies期刊亦在2006年1月起改由中心

獨立發行，而Botanical Studies期刊則與植微所共同發行，未來可能會整合為Biodiversity 
Studies期刊。

多樣中心於2004年3月召開第一次顧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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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確保中心未來之發展方向正確無誤，中心之顧問委員會亦於2003年底組成，

由李文雄院士及Peter Raven教授共同召集，其成員共包括9位國外及2位國內在生物多

樣性研究領域及學術領導方面的頂尖學者。他們分別是Peter H. Raven、David C. Cole-

man、James Edwards、Nancy Knowlton、Harold A. Mooney、Stephen J. O'Brien、Marcel 

Rejmanek、Barbara A. Schaal、李文雄、周昌弘與林曜松教授。第一次委員會係於2004年

3月底召開，完成中心組織架構及未來發展方向之審議，會後並做出28點對中心之建議與

期許。2005年顧問委員會經院方重新改聘更名為學術諮詢委員，並增聘吳仲義院士為委

員，於2006年3月召開第一次學術諮詢委員會，會後做出14點建議。後於2008年1月起改

組成立第二屆學術諮詢委員會，共有10名委員，他們分別是第一屆的Peter H. Raven、Da-

vid C. Coleman、James Edwards、Nancy Knowlton、吳仲義，外加新聘的Stephen J. Hawk-

ins、Michael G. Hadfield、Christoph Leuschner、Sandie Baldauf、李家維等。

 

貳．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研究人員自2005年起員額正式轉入中心，院方也正式核給中心約聘助理的員額，

2005至2008年人員統計詳見表一。

為使中心能早日發揮功能，院方於2003年起即提供先期規劃之經費進行先導與整合

之研究計畫，包括在動物所之礁溪臨海研究站展示蘭陽地區之生物多樣性。2004年起編

列經費4,300餘萬元，正式推動若干跨院校任務導向之整合性研究計畫，但研究人員之

多樣中心行政室及部份同仁研究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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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多樣中心歷年人員統計表(統計至2008/01/18)

人員類別
2005年
(人數)

2006年
(人數)

2007年
(人數)

2008年
(人數) 備註

研究人員 18 19 18 19

1. 楊堯文副研究員
    2005/4離職
2. 陳國勤助研究員
    2005/9到任
3. 王達益助研究員
    2005/9到任
4. 湯森林助研究員
    2006/8到任
5. 馬堪津研究員
    2007/2 退休
6. 李文雄特聘研究員
    2008/1 到任

正編行政人員 2 3 3 3 包含人事費項下額外人員1名

中心業務費助理 60 61 56 50
2005年員額為60員    2006年員額為67員
2007年員額為65員    2008年員額為62員

院方其他業務費助理 10 11 11 11 包含主題研究計畫與數位典藏計畫
(2008年改為資訊科技創新研究計畫)

博士後研究學者(院內) 10 10 9 9 　

委辦計畫助理 25 32 32 32 包含國科會、農委會、內政部營建署、

臺電、翡翠水庫與其他縣市政府等

院方獎補助費                            
(研究生兼任助理) 19 20 20 20 　

其他委辦計畫補助費                         
(研究生兼任助理)   18 17 17 17 　

合計 162 173 166 161

大部份研究經費仍分別編列於動、植物所，並於該二所報支核銷。2005年起中心正式獨

立運作，編列經費1億1,700餘萬元；2006年編列1億2,100餘萬元、2007年1億2,800餘萬、

2008年1億3,500餘萬。研究人員也承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農業委員會與各縣市政府

之委託研究計畫，協助推動生物多樣性之基礎研究及保育與復育之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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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2004年至2008年)

一、研究重點方向，依中程施政計畫共有七項：

(一) 遺傳多樣性及演化基因體研究

我們仍將以臺灣與南中國海的兩種珊瑚、大果蠅和黃果蠅種群、東亞的泥鰍、臺

灣特有的瀕危柏科與臺東蘇鐵植物及亞洲秋海棠屬植物為材料，利用粒線體序列、核介

入子、葉綠體、細胞核基因序列與微衛星基因座分子等遺傳標誌，探討他們生態型間的

遺傳變異、族群遺傳與種化，以強化未來對這些物種的遺傳及親緣關係的暸解和保育。

此外，將從基因體的角度，針對生殖、求偶行為、物種辨識與性別專一性的相關基因，

篩選造成兩種果蠅種化的驅動因子；選殖柏科 類生合成基因家族，以探討其功能多樣

性、應用潛能與演化；研究種子植物粒線體基因組的多樣性與演化；建立臺灣土壤微生

物物種基因庫 (gene library)，藉以判定土壤樣品中微生物族群的物種組成結構。除了有助

於開發有潛力的微生物資源之外，更可應用基因庫易於比對的特性，評估長期環境變遷

對於土壤微生物相的影響。

(二) 臺灣生物相之系統分類

中心除配合現有研究人員之專長繼續推動植物、昆蟲、魚類、貝類、甲殼類、多毛

類、鳥類等之分類研究工作外，亦將協助國內振興動、植物及微生物之分類工作，譬如

推動臺灣「生命條碼」(Barcode of Life)資料庫之建立及其應用、臺灣野生動物冷凍遺傳

物質之保存、臺灣生物資源之普查、瀕危或已滅絕物種名錄(紅皮書)之清查與建立、物種

名錄、生物誌之編撰、標本時空分布等相關資訊之整合，可做為各項應用研究之基石。

此外，亦將與鄰近國家合作，一方面協助該國提升其分類學基礎研究能力，二方面亦可

藉由合作探勘之機會，採集及發表當地之世界新種，並對東亞區域內生物多樣性分布模

式與形成機制有所了解。未來希望能再增加真菌、微生物、昆蟲、低等無脊椎動物之分

類人才，並希同時從事該類群生物之生態、演化及保育之研究。

(三) 臺灣陸域及淡水生態系研究

涵蓋森林、湖泊、溪流、河口、溼地等自然生態系之研究。重點在於釐清生態系中

植物－動物－土壤微生物物種的組成和角色之相互關係，並進而建立生態系能量及物質

之循環模式。

研究鴛鴦湖生態系中陸域優勢植物對營養鹽的利用情形和生理，並分析土壤內和水

域藻類之磷組成和含量，探討硫的地化組成與動態。研究檜木之適應與生長生理、雲霧

八十年內頁卷二(生命2).indd   362 2008/6/20   3:46:05 PM



363

生
物
多
樣
性
研
究
中
心

提供營養鹽之角色、鴛鴦湖之酸化與陸域生態系關係。特別著重營養鹽的循環關係及附

生植物在其間的角色定位。此外並監測環境污染和颱風等干擾因子對生態系之影響。目

前藉GLEON之 Eco-Grid國際計畫與美國合作，建立遙測及監測資料之自動傳輸系統，研

究環境干擾及生態系的恢復，獲得一些極寶貴的資料。

(四) 海洋生態系研究

研究的範圍包括珊瑚礁、河口及岩礁等等不同生態系。所得成果將廣泛應用於生態

資源保育與資源永續利用上(包括棲地復育、海洋保護區的劃設以及生態旅遊的推展)。目

前墾丁海域已加入國際CREON之合作計畫，與美國等其他珊瑚礁測站建立水質及即時數

位監測系統(Sensor Net)及連網，分享資料庫並作對照，此將有利於釐清長短期海域變遷

之機制、監測指標及預警、保護區管理與人工魚礁之效果之釐清等。此外，東沙、綠島

及蘭嶼之珊瑚亦受全球變遷、過漁及遊憩壓力之影響而有減損的現象，亦需建立長期監

測測站並研究可能之復育方法。

(五) 西太平洋海洋生物地理親緣研究

以分子遺傳的方法探討魚類、造礁珊瑚、多毛類、三棘鱟與椰子蟹，並將目標鎖定

探討南中國海生物族群與臺灣島之間的遺傳連通性。進一步瞭解臺灣島海洋生物物種多

樣性的起源和證明中繼跳島的假說，同時對各項多樣性保育的策略（如海洋保護區的設

置）可以提出學術上有力的佐證。目前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發表，但仍有待作更多族群及

更深入之研究。

(六) 臺灣物種資料庫之建立及整合

物種之保育與永續利用必須先要建立完善的物種資料庫，包括其分類、生態、標

本、分布、文獻及其生物學之圖文資料。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GBIF)目前亦正整合

全球專家或研究計畫，如全球物種名錄(Species 2000)及全球生命大百科(EOL)等。臺灣是

全球生物多樣性機構(GBIF)的成員，且物種多樣性甚為豐富，特有種比例甚高，故建立

臺灣本土之物種資料庫是中心無可旁貸之責任。有鑑於此，中心將挑負起整合資料庫的

責任，並建立維護國家窗口網站，成為國內生物多樣性資訊交換之中心，也期望未來能

成為亞太及國外地區生物多樣性資訊交換中心。

(七) 生物多樣性之保育及永續利用

生物多樣性之保育涵蓋現存生物體變異性的保存，及受威脅生物體變異性的復育。

生物體變異性有基因、個體、族群、群聚、生態系及地景等層次。保育生物多樣性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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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於確保人類世世代代永續利用的可能性。與生物多樣性保育相關的學門包括生物

相關的領域，如生態、演化，以及與人類活動相關的學門如經濟、社會、教育、文化、

倫理與美學等。

二、中心未來的發展

(一)  計畫於未來五年內增聘8-12位研究人員及若干研究技術人員，組成國內最堅強之生物
多樣性研究團隊，充份發揮協調、推動、鼓勵與整合國內研究的角色。

(二)  中心之主要研究空間將設置於院方所規劃興建之生命科學整合研究大樓內，未來除
提供30-40位研究人員所需之研究空間、公共設施、儀器、乾濕式試驗、養殖溫室及
戶外園區外，亦將另外設置生物多樣性研究博物館、生物多樣性資訊中心、冷凍遺

傳物質保存中心等，以便妥善推展未來之研究與業務。

(三)  加強與國際組織合作，積極參與和生物多樣性有關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如參加由
美國 Smithonian Institution 主導的生命條碼計畫(Barcode of Life)。

(四)  加強與各大學生物多樣性相關之系所密切合作簽約，增設學程、招收博士班學生
等。

中心目前仍面臨空間不足的問題，在中心大樓開始規劃、興建到落成啟用可能需要

四、五年。目前分散在細生所、植微所及生醫所大樓內之同仁除了在交流與管理上十分

不便外，亦常需面對各所因要調整及擴展空間而迫使中心同仁配合搬遷，影響中心同仁

研究工作之穩定性。

肆．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圖一為18位同仁於2001-2007年所發表之SCI報告之統計圖。2001-2003年同仁在原來
之動物、植物所時共有82篇之SCI報告，2004年中心正式成立後，即2004-2007年共有169
篇SCI研究報告。報告篇數明顯增加，且所發表之期刊之品質也明顯提昇。其中亦有Na-
ture及PNAS等高Impact Factor之期刊。此外，如分類、生態及保育、應用等領域的報告，
也有不少是以非SCI期刊及技術性報告或專書之形式發表，如2001-2007年即有101篇，此

亦應計入研究同仁之研究成果。如再以院方所投資之人力與經費來標準化作比較，則更

能突顯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同仁之成果。

中心不少同仁亦致力於甚多學術服務工作，包括出版通俗生物多樣性保育教育之

書刊、光碟、網站製作、協助政府各機構政策規劃及推動，承擔行政院「生物多樣性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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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方案」下與資料庫整合、生物誌編撰、長期生態研究、生態工法、生態旅遊、永續漁

業、國土規劃、入侵種防治、社區營造、海洋事務推動與保護區規劃等等之工作。中心

同仁之熱心服務與付出，亦使中心繼續成為中研院見諸媒體報導最多的單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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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多樣中心歷年發表之SCI 與非SCI期刊論文統計圖 (200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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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中心成立以來，18位研究人員在生物多樣性的基礎研究，包括分類、生態、演化及

保育等方面，都有相當重要的學術研究成果，不但發表在國際著名期刊，還作為協助政

府的生物多樣性政策研擬及教育宣導的實際依據。茲列舉2004-2007年之學術研究成果如

下：

一、族群遺傳和分子演化學之研究

(一) 植物的分子演化

根據12種陸生植物葉綠體共通的61個蛋白基因，提出單子葉植物應是在1.4-1.5億年

前與雙子葉植物分歧，至少比過去所推算的時間更早了5,000萬年。而核心真雙子葉的起

源時間約為1-1.15億年前。利用三種方法分析20種維管束植物的完整葉綠體DNA序列，重

建出新的親緣樹。又證明過去矛盾的親緣關係可能與所有譯轉蛋白質基因的transitional位

有關。

(二) 珊瑚的分子演化

與美國學者合作，利用粒線體基因分析造礁珊瑚科間的親緣關係，發現大西洋與太

平洋有獨立起源的關係。化石資料的推演顯示，太平洋與大西洋造礁珊瑚分歧的時間遠

在3億5,000萬年之前。

(三) 十字花科的植物遺傳歧異度研究

利用簡單重複序列分子標誌研究臺灣花椰菜品種的遺傳變異，顯示早生種和晚生種

可由這些分子標誌區分出來。

(四) 鱟的地理親緣研究

完成大陸廣東、廣西沿海三棘鱟樣本採集工作，由族群遺傳方法研究其演化路徑以

及東亞擴散歷史。

(五) 果蠅種化的遺傳分析

分佈在非洲辛巴威附近的黃果蠅(Z品種)雌蟲，偏好與Z品種的雄蟲交配，而不會選

擇來自其他地區的雄果蠅(M品種)。我們的研究證實雄性費洛蒙在種化初期的兩種黃果蠅

行為品種的分化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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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基因調控區的分子演化

與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學者合作，根據果蠅基因5’上游區域核苷酸序列的變異分佈，

推測正向選汰和負向選汰兩種演化力量都會影響5’區域的演化。

(七) 副腺基因的分子演化

以實驗室內族群，測試模里西斯果蠅副腺基因Acp26Aa在自然族群中的多型性，是

由於頻度依變選汰或是其他選汰力量所造成。

(八) 蝙蝠的視覺演化

我們發現蝙蝠事實上具有看見紫外光的能力，這可以推論在演化上，蝙蝠轉變夜行

性行為的時間可能比預期的晚。同時，由於我們證實了蝙蝠具有色覺，對過去人類對蝙

蝠的認知及相關的研究均造成極大的衝擊。

(九) 蛋白質長度的演化

利用生物資訊，我們發現由酵母菌到線蟲、果蠅甚至人類，同源的蛋白質長度在統

計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這與過去認為越複雜的生物擁有較長的蛋白質有很大的差異。

這個訊息暗示蛋白質的結構可能比胺基酸序列更為重要。

二、系統分類學之研究

(一) 植物

在臺灣及東亞地區所產的秋海棠屬植物系統分類研究上，已報導甚多新種。此外，

並針對臺灣瀕臨滅絕之特有植物大安水蓑衣之地理親緣與遺傳保育、環太平洋山薰香屬

植物之地理親緣、北美東南部特有之水丁香屬植物的系統分類與演化進行研究。

(二) 鳥類

召集團隊開始撰寫臺灣光復以後第一本鳥類誌，已完成留鳥及一百餘種候鳥的部

分。完成臺灣全省溼地鳥類資料庫的建製工作。

(三) 貝類

發表臺灣貝類新種12種。重新整理並出版新的「臺灣貝類目錄」一套六冊，記錄了

臺灣3,222種貝類的學名、同種異名、產地分佈、貝類文獻等重要的基本資訊。針對臺灣

特有的迷你貝類，出版「臺灣貝類研究圖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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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昆蟲

發表龜山島飛蝨總科昆蟲相，以及關渡自然公園及紅樹林之昆蟲變遷研究。

(五) 魚類

積極投入魚類和海洋無脊椎動物等之條碼及資料庫之建立，並優先應用在本地之海

域生態影響評估、魚卵與仔稚魚鑑定、入侵種防治、水產品輸出入管理、魚類生活史、

資源動態評估及永續利用方面。

完成「臺灣脊椎動物誌－魚類」數位版，並整理出350種以上之臺灣新記錄種，含10

種以上世界新種。臺灣魚類資料庫(http://fishdb.sinica.edu.tw)因內容充實完整，每月查詢

及瀏覽人數已近30萬人。並完成「全球魚庫」(FishBase)之中譯工作。

(六) 甲殼類

完成硫磺怪方蟹(Xenograpsus testudinatus )之孵育及早期生活史之研究，並應可據以

重建新科。

三、生態及行為學之研究

(一) 硫磺怪方蟹

發現族群數量十分龐大的硫磺怪方蟹生活在臺灣龜山島淺海熱泉噴口附近。不斷噴

出的有毒氣體與高溫硫磺煙柱，殺死海水中的浮游動物，硫磺怪方蟹則以宛如海洋飄雪

般的浮游動物屍體維生，其覓食方式及獨特之生態系為全球首見。已發表在2004年12月

號之Nature雜誌，轟動學界。

(二) 鳥類生態及行為學的研究

完成白頭翁、烏頭翁與畫眉鳴唱聲的研究，蘭嶼日行性森林鳥類、蜂鷹育幼、松雀

鷹、及猛禽的食性研究與分析，以及蘭嶼角鴞的族群遺傳研究。完成蘭嶼非森林鳥類暨

外來種鳥類資料庫，並且與蘭嶼昆蟲、蜘蛛、哺乳類、植物等外來種研究初步整合。

(三) 珊瑚生態研究

針對臺灣不同海域的共生藻多樣性進行比較研究，結果顯示典型的墾丁熱帶珊瑚礁

區和亞熱帶非礁型的澎湖珊瑚群聚之間，與石珊瑚共生的共生藻多樣性並無統計上的差

異。利用分子生態學的研究方法逐步進行臺灣珊瑚白化與共生藻多樣性的研究。研究結

果顯示，雖有不同親緣型的共生藻存在，高溫水並不會驅使珊瑚更換共生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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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藻類生態的研究

利用藻類長期監測翡翠水庫之水質變遷，發現集水區施工導致鈣、硝酸氮等濃度增

高，是造成水庫中藻類相變動的主因。研究淡水河口藻類動態發現，河口水中之矽含量

和溶氧量影響藻類之生長和藻類之初級生產力，是此水域生產力的限制因子。淡水水域

易形成藻花的葡萄藻具有毒性，當大量滋長時會造成魚類死亡。

(五) 森林生態系

證明扁柏之倒木在森林生態系之營養鹽循環佔相當重要的角色，不宜輕易予以移

除。此外，發現葉綠素崩解酵素chlorophyllase 有 a 及 b 二種，其活性都受土壤中的腐質

物所促進，可能影響葉綠素在森林生態中循環。首次運用microejection技術把高等植物葉

綠體送進動物卵細胞，模擬十數億年前葉綠體祖先進入真核細胞之過程。

(六) 土壤生態的研究

證明紅樹林土壤具有極高的脫氮作用速率，雖然紅樹林具有將氧氣由地上部輸送到

根部的機制，但是對於根圈硝化作用的貢獻並不明顯。發現銅會誘發水稻根部產生脯胺

酸，而脯胺酸對於銅離子則具備屏障效果。超量的銅造成根部脯胺酸不足，進而喪失保

護功能。

(七) 衛星遙測技術在農業及生態之理論與應用之研究

建立SPOT衛星監測臺灣主要作物產量及其病蟲害之模式。運用縱跨12年多期SPOT

衛星影像資料，確定關渡平原在北投垃圾焚化廠興建前後之水稻生長勢無差異與稻穀產

量未減少。

(八) 藤壺生態的研究

發現一新種藤壺。近年更進一步研究藤壺幼體的供給對潮間帶群落動態的影響。

(九) 墾丁海百合與甲殼類共生的行為

發表墾丁海百合與甲殼類共生的行為生態論文，為國際期刊Symbiosis（共生）的封
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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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育與復育之研究

(一) 海岸生物及棲地多樣性的保育及復育

協助金門縣政府劃設鱟的保護區、提出臺灣沿岸濕地保育軸設置及經營管理策略。

建立椰子蟹幼生養殖技術，完成綠島地區幼蟹分布與棲地特徵調查等。此外，在海岸人

工化對生物多樣性影響的研究結果中顯示，天然海岸之生物歧異度與棲地複雜度均高於

人工海岸，此研究結果可作為海岸棲地改善與復育工程之依據。

(二) 珊瑚礁生態系

成功在南部核三廠入水口受保護的珊瑚礁生態系，裝設水下遙控監視系統，以無線

網路全天監錄不同棲地海洋生物的群聚組成變化、族群消長、生物間交互作用及其生活作

息與生態行為等實況，所獲的現場畫面透過網際網路公開呈現，並與研考會之E政府骨幹

網路完成接軌，供民眾直接觀賞入水口之珊瑚與魚類生態美景，宣導生態環境的理念。

(三) 推動設立海洋保護區

已有初步成效，如東沙島海域、綠島石朗與柴口，宜蘭縣南方澳豆腐岬、墾丁、澎

湖等地。參與東沙環礁海洋生態資源基礎調查，並協助內政部營建署規劃成立東沙海洋

國家公園，維護海洋生物多樣性資源的永續發展。

五、入侵種之研究

進行入侵紅火蟻的生態研究，以作為

撲滅入侵紅火蟻的依據。評估蟻巢容積可

依據蟻丘底部面積行之。不同地區蟻群依

電泳分析其類脂解酵素譜做群聚分析後，

顯示出不同的屬性，可能反映出不同蟻群

對殺蟻劑有相異的反應。

六、資料庫之建立

已完成建置者包括：「臺灣生物多樣性

資訊網」(TaiBNET) (http://taibnet.sinica.edu.

tw)及「國家入口網站」(TaiBIF) (http://taibif.org.tw)。整合全國生物多樣性資訊，含物種

名錄、專家名錄、物種分佈、典藏標本、物種資訊、相關文獻等等，並與全球生物多樣

性機構(GBIF)接軌與合作，與全球各國分享生物多樣性資訊。

2004年9月於中研院舉辦之「臺灣外來入侵生物
防治優先工作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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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執行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中，亦建立有以下五個資料庫：

(1) 「臺灣魚類資料庫」(http://fishdb.sinica.edu.tw)；

(2) 「臺灣本土植物資料庫」(http://taiwanflora.sinica.edu.tw)；

(3) 「臺灣貝類資料庫網站」(http://shell.sinica.edu.tw)；

(4) 「貝類人文資料庫網站」(http://shellmuseum.sinica.edu.tw)；

(5) 「臺灣貝類資源e地圖網站」(http://shellemap.sinica.edu.tw)。

七、舉辦學術研討會

中心於2004年召開之學術會議

包括:「國際生物多樣性整合型研

究研討會」(3/29-31)、「國際土壤

生物多樣性對於生態系土壤生物地

質化學作用影響研討會／研習會」

(4/19-24)、「臺灣外來入侵生物防

治優先工作座談會」（9/1）、「臺

灣人工魚礁之規劃與管理研討會」

（9/11）、「2004 植物多樣性國際

研討會」（9/26-27）、「海峽兩

岸動物學名詞對照學術研討會」

（10/11-18）等。

2005年召開之學術會議包括：

「2005海峽兩岸珊瑚礁生物學術

研討會」(2/21-25)、「2005生物多樣性資訊整合國際研討會」(3/25)、「第一屆海峽兩岸

魚類學術研討會」(5/14-15)、40幾國600人參加之「第七屆印度太平洋魚類會議」(5/16-

21)、「2005珊瑚礁生物學與海洋保護區研討會」 (05/16-21)、「2005自然物標本與生物

多樣性資料庫整合國際研討會暨Species 2000亞太地區論壇」(9/30-10/2)、「造礁珊瑚分

子親緣演化與東南中國海珊瑚礁連通性研討會」(10/25-30)、「海峽兩岸鯨類生態與保育

研討會暨研習營」(11/5-8)、「珊瑚礁生物學術研討會」 (12/17-18)等。

2006年所召開之學術會議包括：「中法海洋生物多樣性、永續漁業及淺海養殖研討

會」(6/7-8)、「臺灣人工魚礁之現況及未來展望國際研討會」(9/20-21)及「中美珊瑚礁長

期生態研究計畫及全球珊瑚礁環境監測網研討會」(9/28-10/2)。

2005年5月於臺北舉辦之「第七屆印度太平洋魚類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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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則有：「色覺受體蛋白基因、視覺生理及行為的多樣性研討會」(5/26)、「計

量生態學研討會及分析方法研習會」 (7/27-8/14) 、「國際土壤生物多樣性研討會」(9/10-

14)、40幾國400人參加之「第二屆國際生命條碼學術會議暨東亞區域性合作會議」(9/18-

21)、「宗教、動物與環境：臺灣放生現象研究國際研討會」(9/29-30)、「大家來圓東

沙環礁的夢研討會」(10/4)、「第十二屆鯨豚生態與保育研討會－鯨豚的威脅與策略」

(10/10-12)。

八、政策研擬及教育宣導

中心多位同仁分別受邀擔任

政府各部會重要的諮議委員或顧

問，或是學門或工作小組召集人，

包括永續會、國科會、農委會、內

政部、教育部、環保署、海巡署等

等，參與生物多樣性有關政策之研

擬或審議。此外，亦頻受邀從事生

物多樣性保育與資源永續利用相關

之演講及座談。出版通俗性之生物

多樣性教育宣導之書刊、圖鑑、光

碟、摺頁等不下十餘種，如：《蟹 2007年本院院慶多樣中心配合開放參觀活動

2005年8月於臺大舉辦之「生物多樣性之當前課題暑修研習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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逅紅樹林》、《兩億年之鱟》、《魚類入門》、《魚類圖鑑》、《魚庫2000－概念、設

計與資料來源》、《CITES珍稀貝類研究參考圖冊》、《金門的貝類》等。中心若干同仁

亦分別擔任過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珊瑚礁學會、魚類學會及鯨豚協會之理事長，以

NGO之身分領導推動相關學術及宣導工作。

2006年並協助國科會規劃籌備「2006科學季－多樣性臺灣」之特展活動，以及建議

政府積極推動綠島海洋保護區的劃設。

九、中心之動、植物標本典藏

動物標本 (ASIZ)新增甚多典藏之標本，目前為國內最大的魚類典藏單位，標本資料

庫亦已完成全國七個標本館數位化之整合，可在網上統一查詢。而植物標本 (HAST)截至

2007年12月為止，已鑑定且編號的蒐藏標本逾11萬5,000份。平均每年增加約4,000號的標

本，並與世界約30所學術機構交換複份標本。

陸．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一、中心的使命

本中心成立之使命在：(1)國際的潮流與趨勢－了解地球上的物種快速滅絕之主要原

因，進而能謀求改善之道；(2)本土的需要與急迫性－臺灣島嶼雖小，陸地面積約佔全球

萬分之三，但位於全球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地區，在臺灣這蕞爾小島上已記錄超過5萬種

的物種，可能還有10到15萬種生物尚未被發現和命名，其中更有相當大的比例是臺灣特

有種。

但不幸的是，過去五十年來臺灣因為重經濟輕環保，過度利用開發自然棲地及生物

資源，加上外來入侵生物的危害以及環境之汙染，使得許多物種急速消失，天然資源大

幅減少，甚至危及生態系的穩定，亟待從研究、教育和立法三方面來積極挽救及復育。

中央研究院是臺灣最高學術研究機構，其任務在指導、聯絡與獎勵國內之學術研

究，故在「生物多樣性保育」的課題上，中研院亦應接受挑戰，發揮領導力。因此中心

的使命即定位在：「推動、協調、鼓勵國內生物多樣性之基礎科學研究；促進及整合國

內外之學術合作與交流；結合生物、生技、生態及社經領域，共同致力於追求學術之卓

越與創新；提供新知識，作為生物多樣性保育、教育及永續利用的科學基礎」。

2007年本院院慶多樣中心配合開放參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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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心的任務

(一)  結合國內外生物多樣性 (含跨領域) 研究之學者專家，以本土生物為主，東亞或西太

平洋地區為輔，從事系統分類、生態、演化、保育等基礎科學之研究，使中央研究

院成為亞太地區生物多樣性研究之重鎮。

(二)    配合政府「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對中央研究院要求協助之基礎研究及若干應用科

學研究，如資訊之整合、分類之倡議、族群遺傳及演化、物種之普查、生態監測系

統之建立、海域、濕地之長期生態監測、種源保存及利用、資源之永續利用、入侵

種防治、生態工法、生態旅遊及積極參與國際學術活動等。

三、中心在國內外之學術研究評比

學術地位之評比有諸多方式，只用SCI高影響因子IF (Impact Factor)來作評比並不適

用於生物多樣性研究領域，譬如分類之期刊顯少IF超過1.0者，且權威性著作多半在專書

表二  多樣中心與國內、外相當的研究大學院所或研究機構SCI報告篇數之比較

單位 成立時間 PI人數 2004 2005 2006 2007 平均值

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2004 16 37 32 37 63 2.44 

國內 　 　 　 　 　

臺大生態學及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2003 15 11 12 20(18) NA 0.88 
成大生物多樣性研究所 2003 13* 30 17 29(11) 4 1.65 
東華海洋生物多樣性及演化所 2005 9 3 9(7) 5(7) 0.78 
東海熱帶生態學與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2001 7 12 NA NA NA 1.71 
海大海洋生物研究所 1991 8 18 9 21(11) 19(11) 1.75 

國外 2004-2005
129
16
108
75
53

香港大學生態學及生物多樣性學系 1994 32 37(9) 12(9) 2.37 
美國紐約自然史博物館生物多樣性與保育研究中心 1993 31 NA NA 0.26
美國康乃爾大學生態與演化系 28 64 19 2.06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生態與演化系 26 9(19) 5(19) 0.91 
美國UCLA生態與演化生物學系 　 27 37(26) 18(26) 1.02 

*：成大教師中僅有4位是多樣性領域，其餘均為分生及生醫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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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單行本。但如就網路上只能查到SCI報告篇數來與國內、外與生物多樣性相關之研究所

或系作比較(表二)，可知中心之表現已相當出色，相信中心在有自己的獨立空間及設備、

海洋研究站，以及更多新研究人員加入後，成績將更突飛猛進。

柒．結語∕展望

目前中心的十餘位同仁多為國內生物多樣性研究的菁英，加上中研院較完善的研究

設備與資源，已使中心自然地被認為是國內推動生物多樣性研究之重鎮。因此同仁們更

需加倍努力，自我期許，除了自我提昇外亦將同時加強拓展與國內、外各大學或研究機

構之交流與合作，同心協力共同為重建臺灣美好的生態環境和永續的資源利用共同奮鬥

（圖二、三）。

中研院生命科學領域目前已有細生、植微、生化、分生與生醫等五個研究所，及

農生、基因體與本研究中心。但這五個所和三個研究中心共約兩百多位正編的研究人員

中，絕大多數均是在以分子或基因的工具來進行生命科學的研究，而從事分類，生態，

演化和保育為主的研究同仁則只有集中在本中心不到20位的研究人員，過去所使用之儀

器與研究經費常是處於相對的劣勢。這主要是因為生物科技在近三十年來已成為生物科

學之顯學，被認為才是具有學術價值(intellectual content)，屬於前瞻性的尖端研究(cutting 

edge)，而生物多樣性則被誤認為屬於傳統、落伍、調查性的研究工作。此一現象多少影

響到整個生命科學研究社會的價值觀和各學科領域之平衡與正常發展。所幸近年來生物

多樣性研究保育的重要性已獲得全球的重視，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的成立與未來的發展

乃得以在追求學術研究卓越之餘，亦將兼顧國家社會應用面的實際需求。也因此在中心

使命及任務中亦明載這方面之工作。相信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未來將承襲過去的優良傳

統更加發揚光大，為中研院戳力，並對國家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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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多樣中心的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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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多樣中心之研究成果及如何應用之整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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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http://abrc.sinica.edu.tw/

壹．設立沿革

過去50年來，臺灣創造了經濟奇蹟，農業是重要的幕後功臣之一，在

有限的土地上充分發揮傳統生產技術，不但國內豐衣足食，並且對國際提供

了技術支援。展望21世紀，臺灣農業將面臨不少嚴峻問題，譬如農地面積有

限、人工費用高昂、能源不足、動植物病蟲害普遍、土壤污染、水資源短缺

等。近年來因加入WTO促使農產品市場開放，已逐漸促動農業朝新的佈局發

展。另一方面，由於生物科技日新月異及環保意識漸受重視，對農業環境永

續維護的期待，也已納入國家相關政策與科技研發的內涵中。因此，臺灣的

農業如欲在競爭的國際社會中生存，及確保糧食安全與環境永續發展，積極

轉型為目前迫切的需要。農業轉型必須利用新興生物技術學來推動策略性整

合的研究計畫，以突破現今農業發展之困境。許多先進國家，經過長期有計

畫的努力，將生物技術應用於農業及相關產業，已獲致相當好的成果，臺灣

因人、畜、農作物密集及耕地面積小，更應重視此種經驗。

1994年李院長遠哲就任後，本著「學術走入社會」的理想，將生物技術

之發展列為本院主題研究之重點項目之一，目的便是希望利用新興生物科技

來服務產業及回饋社會。基於上述原因，本院在1997年2月3日至5日的「生

物技術發展專案農學組策略規劃會議」中，正式提出設立「生物農業科學研

究中心籌備處」之建議。1997年4月9日本院院務會議正式通過成立「生物農

業科學研究中心」，但基於當時本院組織法並無「研究中心」之條款，1997

年4月26日的院評議會中，通過先成立「生物農業科學研究所（生農所）籌

備處」。於1997年1月聘用楊寧蓀為生物農業科學研究所籌備處主任。而後

陸續聘任13位研究人員（principal investigator），分散在三個借用的不同研

究大樓中進行研究工作。

2002年9月11日中央研究院組織法修訂可設立「研究中心」，以提升跨

領域的合作。生農所當初成立的目的符合「研究中心」之定位，且多年來即

朝任務導向型的整合性研究計畫努力，因此，李院長指示於2005年3月6日

成立「生物農業科學研究所籌備處轉型生物農業科技研究中心規劃小組委

員會」討論成為研究中心的可能性。此委員會在2005年12月14日的報告書中

建議生農所應轉型為「研究中心」。爾後，院方於2006年1月25日成立「生

物農業科學研究所籌備處轉型為研究中心工作小組」，負責撰寫生農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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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處轉型為研究中心的規劃書，並建議正式之中心名稱為：中央研究院農業生物科技研

究中心（簡稱為農業生技中心），英文名稱為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ABRC）, Academia Sinica。此項轉型為中心的規劃案分別於2006年3月16日與2006年4月

15日獲院務會議與評議會之投票通過，並於5月上呈總統府簽可核准於8月9日正式成立。

生農所於1997年成立初始規劃之系統性整合計畫（Platform Technology Programs）包括：

（一） 植物(包括花卉)收穫後及抗病之生物技術（Post-Harvest and Disease Resistance Bio-

technology）

（二）基因轉殖植物(例如水稻)作為生物反應器（Transgenic Plants as Bioreactors）

（三）動物疫苗及基因轉殖技術（Animal Vaccines and Transgenics）

（四） 水產生物技術：基因轉殖與疾病控制（Aquaculture Biotechnology: Transgenics and 

Disease Control）

（五）環保與工業酵素之生物技術（Environmental and Industrial Enzyme Biotechnology）

在生農所籌備處於1998年正式成立之後，每一至兩年由生農所學術諮詢委員會（Sci-

entific Advisory Committee, SAC）就生農所之研發方向、主題來進行諮詢，並對全所與個

別研究員的主要研究成果與方向進行評鑑與推薦的工作。生農所學術諮詢委員會的總召集

人為吳瑞院士，目前共歷任3屆的學術諮詢委員會。在院方政策與生農所學術諮詢委員會

的建議下，生農所籌備處逐漸集中於3項整合性計畫系統性的發展：

（一）作物改良與植物反應器（Crop Plant Improvement and Plant Bioreactors）

（二）草藥系統研發（Herbal Medicine Research）

（三）疫苗科技研發（Vaccine Technology） 

由於生農所籌備處轉型為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經「生物農業科學研究所籌備處轉

型為研究中心工作小組」的建議與院方的認可之下，初步將農業生技中心的研究主題方向

訂定如下：

（一）作物及花卉之生技研發

（二）草藥／功能性食品之系統性研發

（三）分子農場系統之研發

而原由植物與微生物學研究所所管理的南部生物技術計畫中心（南部生技中心）擬於

農業生技中心正式成立之後的3年之內納入農業生技中心體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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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表一  農生中心歷年人力員額統計表

年份

學歷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研究

人員
8 10 11 14 14 13 12 12 12 11

研究技

術人員
1

碩、博

士學生
11 14 16 19 20 18 17 17 14 19

約聘研

究助理
53 65 66 78 84 98 84 80 86 77

博士後

研究
15 21 23 23 28 28 19 22 23 21

行政

人員
7 8 8 8 8 9 9 10 10 10

總 計 94 118 124 142 154 166 141 141 145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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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員

人
數

圖一  農生中心歷年人力員額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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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一、作物改良研究

植物逆境研究團隊以植物生物技術學系統性研究植物相關之整合逆境，以達到農

業生產和環境保護的目的。利用現代細胞學和分子生物學技術發展知識與技術平台，以

培育出能在貧瘠的土地和惡劣氣候下生長作物。進行作物改良也可達到永續農業經營和

環境保護的目的。現階段我們的研究重點是著重於研究有關逆境訊息傳導路徑（stress-

signaling pathways）的相關遺傳和生化特性，並藉由團隊討論來了解植物中這些路徑之多

種機制。我們相信這個方法能夠引領出一個生物技術平台，提升我們的農業品質。

植物逆境研究團隊以功能性基因體和基因工程方法，於蕃茄和阿拉伯芥中篩選具有

抗逆境功能的基因，最終將使植物能夠耐多種非生物性逆境和生物性逆境。目前我們採

用基因轉殖方法，已成功改良了一些蕃茄植物，使其對一些逆境具有耐性或抗性。我們

也已經建立研究系統分析相關之逆境反應，包括乾旱、高溫、缺磷、重金屬、病原菌感

染等。然而，如何將這些逆境因子應用於田間，開發出具有實用價值的策略，則需要更

多的相關知識、經驗和研究工具。因此為了持續現階段的研究，我們下階段的研究目標

圖二  農生中心歷年預算統計圖

      註：1. █ 為建築費。
 　　2. 2000年會計年度改為曆年制，預算金額由1999年7月統計至20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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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提供有關基因型（genotype）和表現型（phenotype）的鑑定或田間逆境條件的基本資

訊，並豐富基因工程所需的分子工具，以培育出能耐逆境的作物。對新穎的基因或啟動

子進行智慧財產使用保護。在長期計畫上，我們擬建立一套模擬的程序，以便能清楚地

描繪基因型與表現型之間的關係。對於大自然中的重要作物如蕃茄，我們希望可以設計

一個更好的遺傳組成和農業操作，使其能在自然環境中更耐某種逆境。同時，我們要加

強與國內外相關研究機構合作，開發具安全且可增加產量的抗逆境或耐逆境作物。

二、藥用植物研究

藥用植物之使用、應用上之改良及現代化為科學、社會、經濟及現在農業範疇上相

當重要的課題之ㄧ。農生中心藥用植物研究團隊希望利用先進分子細胞學、生化學、有

機化學、分子生物學等策略，系統性評估與鑑定目標藥用植物（圖三）或傳統複方之防

癌、抗發炎及調節免疫功能等生物活性。例如，建立體內及體外抗氧化活性、發炎調節

及誘發癌細胞凋亡及調控指標基因啟動子等實驗系統，應用於評估目標植物或其化合物

在預防癌症或抗腫瘤生成之活性。同時建立檢測免疫細胞 (如骨髓細胞、脾細胞、樹突抗

原表達細胞和T細胞)之分裂、活化、分化能力之實驗系統，用以分析單方或複方草藥萃

出物影響免疫細胞之活性。建立固定化接受體動態擷取技術(AFTIR)，用來分析可能調節

免疫細胞活性之草藥成分。本中心草藥研究組的中長期研究計畫及目標，除了利用人類

或老鼠系統鑑定目標藥用植物的功效與相關藥理活性之重要藥草二級代謝物外，亦將利

用cDNA基因微矩陣、蛋白質體組與生物資訊技術系統，進而來鑑定癌細胞內或免疫細胞

內，反應藥草萃出物或化合物作用之基因組，希望能研究出藥草造成防癌或免疫調節的

重要標的因子(如蛋白質或其標識基因)，做為未來在健康食品或製藥生物工業上使用之重

要指標。農生中心將積極進行藥用植物的功能性基因體研究，找出參與二級代謝物之生

紫錐菊 黃花蟛蜞菊 大花咸豐草 紫草

圖三  草藥研究組所評估與鑑定的藥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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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之相關酵素基因及其代謝途徑，以作為未來有效改良或生產優質藥用植物之長期研

究計畫目標。

三、疫苗科技研究

現今醫學界的焦點漸漸著重在疾病之預防而非治療，疫苗技術成為許多人類傳染

病和動物疫苗的新重點研發領域。本組以發展動物與人類疫苗研究及畜產民生用酵素研

究，進行重點規劃及技術重整工作。疫苗科技組有兩項主要發展方向，一是研發動物疫

苗，以抵抗病毒所引起的疾病，如口蹄疫(FMD)、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以及

禽流感等，這些疾病之相關技術性及研發應用均屬於這項目標領域；另一項目標則是發

展工業用飼料酵素，使其具有改良之特殊酵素活性可應用於農業生物技術和環境保護方

面。我們將研究改進疫苗研發的系統和技術，如VLP、新式佐劑和新的傳遞系統。我們

將整合1,3-1,4-β-D-glucanases的理論設計和研發方向，以及評估變異型或融合型gluca-

nases在工業上應用的可能性。本組的短程目標包含開發生物科技平台和商品化，研發先

進分子疫苗策略/產品（如類病毒微粒作為疫苗，草藥作為疫苗輔劑等），整合草藥研究

小組的研究發現以共同發展可提高免疫力的中草藥，應用於爆發重大傳染病前或用於接

種疫苗前。長程目標是將實驗室研究成果再深入發展並轉變成有價值的產品研發，以及

在臺灣和亞洲紮實動物疫苗產業的基礎科學發展。

肆．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表二  農生中心歷年在國際期刊之論文發表篇數

年份 SCI Non SCI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5

20

15

16

22

15

17

35

4

5

0

3

0

2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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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農生中心近三年論文總數及在四等級內的數量（2004-2007）

Impact Factor 等級 論文數

前25% 46
25-50% 29
50-75% 14
75-100% 0
論文總數 89

圖四  農生中心歷年在國際期刊論文發表篇數統計圖

0

5

10

15

20

25

30

35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SCI

Non SCI

篇

數

年 份

八十年內頁卷二(生命2).indd   384 2008/6/20   3:46:28 PM



385

農
業
生
物
科
技
研
究
中
心

表四  農生中心近三年在國際期刊之論文發表（2004-2007）

Journal Impact Factor Numbers
Current Biology 10.988 1
Plant Cell 9.868 1
Cancer Research 7.656 1
Glycoconjugate Journal 7.446 1
Journal of Immunology 6.293 3
Plant Physiology 6.125 4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5.808 3
Proteomics 5.735 2
Carcinogenesis 5.366 2
Journal of Virology 5.341 1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5.115 2
Journal of Molecular Biology 4.890 1
Gene Therapy 4.782 1
European Journal of Immunology 4.772 1
Toxicology and Applied Pharmacology 4.722 1
Molecular Pharmacology 4.469 1
Plant, Cell & Environment 4.135 1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4.040 1
Molecular Plant-microbe Interact 3.936 1
Journal of Gene Medicine 3.916 2
British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3.825 1
Experimental Cell Research 3.777 1
Biochemistry 3.633 1
Genomics 3.558 1
Virology 3.525 1
Veterinary Research 3.152 1
Journal of General Virology 3.110 1
Journal of Endocrinology 3.072 1
Planta 2.963 2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2.848 1
Virus Research 2.783 1
BMC Biotechnology 2.742 1
Fish and Shellfish Immunology 2.725 1
Tetrahedron Letters 2.509 1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2.322 2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180 1
Molecular Breeding 2.135 2
Journal of Virological Methods 2.097 1
Journal of Biochemistry 1.963 1
Transgenic Research 1.915 4
Journal of Biomedical Materials Research Part B 1.778 1
Planta Medica 1.746 3
Journal of Biomedical Science 1.668 5
Plant Science 1.631 4
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1.625 4
Helvetica Chimica Acta 1.550 2
Phytomedicine 1.403 1
Chemical & Pharmaceutical Bulletin 1.262 1
Holzforschung 1.014 1
Plant Cell Tissue and Organ Culture 0.951 1
Journal of Veterinary Medical Science 0.827 1
New Forests 0.681 1
Hortscience 0.613 1
Journal of the Chinese Chemical Society 0.577 1
Genetics and Molecular Biology 0.574 3
Journal of Wood Science 0.574 1
Journal of Food and Drug Analysis 0.3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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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農生中心歷年授權案件一覽表

創作人 案名-簡稱 / 覽號 簽約日(授權期間)

楊淑美
基因重組人類干擾素在大腸桿菌的表達，已發酵槽技術
生產純化及分析干擾素之相關製程。
(14T-931021-1E)

2004/12/15
(2004/12/15-2016/12/15)

鄭國展 用PICHIA酵母菌之高濃度發酵，生產Phytase突變基因蛋
白質 
(14T-900523A-1N)

2001/9/1
(2001/9/1-2011/9/1)

鄭國展 Xylanase
(14T-890503-1E)

2001/9/13
(2001/9/13-2008/9/13)

鄭國展
木聚醣分解酵素xynM1
(14T-921202)

2003/12/12
(2003/12/12-2012/12/12)

鄭國展 β-Gluconase-T酵素
(14T-921201)

2003/12/12
(2003/12/12-2012/12/12)

楊淑美 VP1,VPP,PVP
14T-880727-1N

1999/9/18
(1999/9/18-永久)

詹明才 CBF1基因於蕃茄耐冷、耐過氧化逆境、抗旱及抗鹽之應
用
14A-910508-1N

2004/3/1
(2004/3/1-2011/3/1)

陳惠民
抗菌/抗癌 peptide（CHM-1）
14A-910502-2N

2002/6/6
(2002/6/6-2012/6/6)

陳惠民
抗菌/抗癌 peptide（Cecropin B-1）
14A-910502-2M

2002/6/6
(2002/6/6-2012/6/6)

陳惠民
抗菌/抗癌 peptide（CHM-1）
14A-910502-3N

2002/11/10
(2002/11/10-2012/11/10)

陳惠民
抗菌/抗癌 peptide（Cecropin B-1）
14A-910502-3M

2002/11/13
(2002/11/13-2012/11/13)

鄭國展
酵素穩定劑
14A-900803-1N

2001/9/13
(2001/9/13-2008/9/13)

鄭國展
酵素穩定劑
14A-900803-2N

2002/1/9
(2002/1/9-2012/1/9)

楊寧蓀 利用山藥萃取物來刺激或保護免疫細胞活性，並作善佐
劑以協助增加細胞分裂素之免疫功效
14A-900313-1N

2003/5/1
(2003/5/1-2013/5/1)

楊惠郎 NNV魚病毒外套蛋白序列及應用，結合生物包埋技術重
組蛋白技術之水產動物口服性疫苗
14A-900105-1E

2002/8/19
(2002/8/19-2007/8/19)

徐麗芬
提高酵素比活性及熱耐受性之1,3-1,4-β-D-葡聚醣酵素
14A-890529-3N

2001/1/4
(2001/1/4-2011/1/4)

徐麗芬
提高酵素比活性及熱耐受性之1,3-1,4-β-D-葡聚醣酵素
14A-890529-2N

2001/12/1
(2001/12/1-2008/12/1)

徐麗芬
利用金線蓮植物萃取物為癌症預防(治療)之藥物或功能性
食品。
14A-890307-2N

2002/3/31
(2002/3/31-2012/3/31)

鄭國展
內切纖維酵素
14A-871201-2N

2004/9/1
(2004/9/1-2014/9/1)

楊文欽
咸豐草萃取物治療糖尿病
14A-921212-2E

2007/5/29
(2007/5/4-2013/5/3)

楊惠郎
多檢體快速結核病核酸探針檢驗法
14A-890811-1Eb

2007/10/22
(2007/8/11-2011/8/10)

鄭國展
內切纖維酵素
14A-871201-1N

2004/6/1
2004/6/1-2013/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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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農生中心歷年合作案件一覽表

創作人 案名-簡稱 / 覽號 簽約日(授權期間)

陳惠民
奈米材料之生命科學應用

14T-910502-1C

2002/4/1

(2002/4/1-2002/10/1)

陳惠民
抗菌/抗癌 peptide之酸模轉殖與表達

14A-910502-3C

2002/12/1

(2002/12/1-2003/12/1)

陳惠民
抗菌/抗癌 peptide之酸模轉殖與表達

14A-910502-2C

2002/7/1

(2002/7/1-2004/7/1)

陳惠民
奈米材料之生命科學應用

14A-910502-1C(2)

2003/2/20

(2003/2/20-2003/6/20)

楊淑美
免疫調控蛋白質的選殖與表達

14T-931021-1CB

2005/12/1

(2005/12/1-2006/4/1)

楊淑美
免疫調控蛋白質的生產、純化及分析

14T-931021-1C

2004/8/1

(2004/8/1-2005/8/1)

楊寧蓀
中草藥在皮膚創傷包覆

14T-890523-1Cb

2001/7/1

(2001/7/1-2002/7/1)

楊寧蓀
中草藥在皮膚創傷包覆

14T-890523-1C

2000/7/1

(2000/7/1-2001/7/1)

楊寧蓀
中草藥在皮膚創傷包覆

14T-890523-1S

2001/7/1

(2001/7/1-2002/7/1)

楊寧蓀
中草藥檢測技術平台

14A-890307-1C

2001/5/1

(2001/5/1-2002/5/1)

詹明才
轉殖蘭花

14T-890701

2000/7/1

(2000/7/1-2003/7/1)

詹明才
利用基因轉殖技術增進蕃茄植物耐寒性

14A-910508-1C

2003/9/1

(2003/9/1-2006/9/1)

鄭國展
利用酵母菌進行飼料添加酵素量產應用與動物試驗

14T-920801-1C

2003/8/1

(2003/8/1-2004/8/1)

鄭國展
果菜廢棄物經發酵產生抗氧化劑做為飼料添加劑

14T-910501-1C

2002/4/1

(2002/4/1-2003/4/1)

鄭國展
苧麻半 維質之處理與再利用

14A-890503-2C

2002/11/1

(2002/11/1-2004/4/1)

蕭培文
利用SARS類病毒微粒生產抗體及其功能性分析

14T-940823-1C

2005/9/15

(2005/9/15-2006/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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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農生中心歷年專利案件一覽表

發明人 專利名稱(本院覽號) 專利申請日 專利証號 發證日

劉錦豪
Plant embryo and aleurone-specific promoter

(14A-871111)
1999/10/13 US6306656 2001/10/23

劉錦豪
植物胚胎及糊粉特定之啟動子

(14A-871111)
2000/9/29 194617 2004/1/21

鄭國展
Cellulase enzymes

(14A-871201)
1999/10/27 US6428996 2002/8/26

鄭國展
纖維素酵素

(14A-871201)
2000/9/29 166104 2003/3/17

劉錦豪

Polynucleotide encoding cellulase enzyme from 

Piomyces rhizinflata

(14A-871218)

1999/10/15 US6222028B1 2001/4/24

鄭國展

Polynucleotide encoding cellulase enzyme from 

Piomyces rhizinflata

(14A-871218)

2000/10/7 I225891 2005/1/1

楊惠郎

The fish nervous necrosis virus coat protein se-

quence

(14A-871228)

2001/5/30 US6777247B2 2004/8/17

徐麗芬

USE OF ANOECTOCHILUS FORMOSANUS 

PLANT EXTRACTS AND THEIR DERIVED 

FRACTIONS AS HERBAL MEDICINES OR 

NUTRACEUTICAL SUPPLEMINTS FOR 

CHEMOPREVENTION OR TREATMENT OF 

HUMAN MALIGNANCIES

(14A-890307)

2002/7/12 US7033617 B2 2006/4/25

徐麗芬

利用金線連植物萃取 物為癌症預防（治療）之

藥物或功能性食品

(14A-890307)

2003/7/12 120937 200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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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人 專利名稱(本院覽號) 專利申請日 專利証號 發證日

徐麗芬

提高酵素比活性及熱耐受性之1,3-1,4-b-D-葡聚

醣酵素

(14A-890529)

2000/12/30 201683 2004/9/8

徐麗芬

TRUNCATED FORM OF FIBROBACTER SUC-

CINOGENES 1,3-1,4-β-D-GLUCANASE WITH 

IMPROVED ENZYMATIC ACTIVITY AND 

THERMO-TOLERANCE

(14A-890529)

2000/9/5 US7037696 B1 2006/5/2

楊惠郎

結合生物包埋技術以及重組蛋白技術之魚用口

服疫苗

(14A-900105)

2002/9/5 I227114 2005/2/1

楊惠郎
Fish Oral Vaccine

(14A-900105)
2001/9/5 US6872386B2 2005/3/29

楊淑美

口蹄疫苗病毒外套蛋白質重組VP1的表現、折

疊和純化

(14A-890330)

2003/5/29 US7217784 2002/5/13

楊淑美

口蹄疫苗病毒外套蛋白質重組VP1的表現、折

疊和純化

(14A-890330)

2004/5/26 I285111 2004/5/25

楊淑美
口蹄疫病毒表面VP1之應用

(14A-921201)
2005/3/17 US7323546 2008/1/29

陶建英
藥用植物紫錐菊之基因轉殖方法

(14A-920415)
2004/10/20 I 287576 2007/10/1

陳惠民

ANTI-CELLULAR PROLIFERATIVE DISOR-

DER POLYPEPTIDE

(14A-910502)

2004/6/16 I 291469 2007/12/21

陳惠民

ANTI-CELLULAR PROLIFERATIVE DISOR-

DER POLYPEPTIDE

(14A-910502)

2003/6/17 US7122621B2 2006/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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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一、作物改良研究

農生中心植物逆境研究團隊已在最近5年內，完成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茲將這些研究成

果之特性與應用簡述如下：

(一) 在非生物性逆境（Abiotic stresses）上的研究成果

1. 選育出基因轉殖蕃茄能耐多種環境逆境（圖五）

　 利用植物基因工程技術

培育出具有農業和商業

價值的耐乾旱、鹽類、

寒冷及氧化的蕃茄栽培

種，同時也已將研究成

果發表於Plant Physiolo-
gy（2002）和Plant Cell 
Environments（2003）

等具有創新和公信力的

國際期刊。未來經田間

試驗及技術轉移後，預

期能成為具有商業價值的蕃茄品系。

2. 發現FLC基因在不同春化作用路徑上的調控

　 FLC基因是一個在春化作用路徑中的轉譯因子（transcription factor），發現此基因在甘藍

（植物春化型）和阿拉伯芥（種子春化型）上具有不同的調控表現。這是首次提出FLC基因

在這兩種反應型中具有不同春化作用調控表現機制的報導，這項發現發表於Plant Physiology
（2005）。

3.  發現阿拉伯芥的磷酸鹽濃度平衡（phosphate homeostasis）受微型RNA（microRNA）所調控

　 我們發現一個機制，是有關ubiquitin-conjugating E2 酵素會被一個專一性的微型RNA所抑

制，稱為miR399，其在阿拉伯芥的磷酸鹽濃度平衡（Phosphate homeostasis）中，具有3種層

次的調控：（1）調控根對磷酸鹽的吸收，（2）調控磷酸鹽在根部與莖部上的分配，（3）

調控磷酸鹽在葉部間分配，這項發現發表於Plant Cell（2006）的期刊中（圖六）。

     圖五  轉殖蕃茄的後代可以抵抗低溫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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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發現一個新的熱休克蛋白（heat  shock proteins）-Hsa32

　 從蕃茄中分離出一個新的熱休克蛋白（heat shock proteins）反應基因，稱為Hsa32，此

基因可合成一個與熱休克相關的蛋白（32 kDa）。此外，Hsa32也能被其它逆境所誘

導，包括鹽類、滲透和氧化等。研究顯示Hsa32為植物專有的基因，能在自然環境中

應付一些高溫逆境。關於Hsa32相關的功能研究成果，發表於Plant Sciences（2006）和

Plant Physiology（2006）等期刊中。

(二) 在生物性逆境（Biotic stresses）上的研究成果

1. 選育出能抗多種細菌性病害之轉殖蕃茄

 　 利用基因工程技術使作物具有廣泛的抗病性，已選育出基因轉殖蕃茄品系，能表現阿

拉伯芥防禦相關的基因（如NPR1和thionin Thi2.1），且證實能抗至少兩種重要的土壤

傳播性萎凋病。使用fruit-inactive 啟動子表現Thi2.1基因，發現在果實中沒有thionin的

毒性活力，再進一步研究顯示細菌性萎凋病在轉殖品系上的病害發展受延遲，能系統

性的抑制細菌增殖。這項結果發表於Planta（2005）期刊中。

圖六： 微型核醣核酸399 (miR399)及接合酵素(E2)對植物體內磷酸平衡調控之假說模式

A圖代表野生植株，B圖代表微型核醣核酸399大量表現之轉殖植株。圖中藍色實心圓的部份代表根

部磷酸的吸收系統，藍色線條代表磷酸在地上部及地下部間的運移，紅色線條代表磷酸由老葉運送

至其它部位的情形。B圖中虛線代表著在轉殖植物磷酸運移出現損害。在根部吸收系統，愈大的磷

酸吸收能力以愈大的圓圈代表，而愈強的運輸能力則以愈粗的線條代表。植物缺乏磷酸時會累積花

青素，因此紫色葉片代表最初出現磷酸缺乏的地方;磷酸過多時則會造成葉片的黃化，因此B圖中葉
緣黃色區域代表出現磷酸毒害。

A  圖wt B  圖miR399-overexpressed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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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育出能抗病毒和細菌性病害之轉殖蘭花

　蕙蘭嵌紋病毒(Cymbidium mosaic virus，CymMV)和蘭花細菌性軟腐病

　 （Erwinia carotovora）於蘭花植物上造成重大的危害。將過敏反應誘導基因（hypersen-

sitive response-inducing gene）導入蘭花植物中，可選育出抗細菌性軟腐病的培育種，

這項結果發表於Transgenic Research（2003）的期刊中。將CymMV 鞘蛋白cDNA（coat 

protein cDNA）導入蘭花植物中，亦選育出抗CymMV的培育種，顯示對CymMV 的抗

病機制為RNA引發後轉錄基因靜默（RNA-mediated post-transcriptional gene silencing，

PTGS）。這項結果發表於Molecular Breeding（2004）的期刊中。此外為提高蘭花對病

毒和細菌性病害抗性，以雙重轉殖（double transformation）的方式，將基因堆疊現象

（gene stacking phenomena）應用於蝴蝶蘭上。這項結果也發表於Transgenic Research 
（2005）期刊中。這是第一篇報導有關基因轉殖蝴蝶蘭具有雙重抗病性的報告。

(三) 建立了創新的技術平台

1. 建立了基因轉殖技術平台以利用於蘭花和草本植物的研究

　 我們發展了一套新穎的selection marker系統，以應用於植物的基因轉殖。這個系統是利

用植物內生的防禦基因（R基因）當作selection marker。利用此技術平台可以在不使用

抗生素篩選劑的情況下，篩選出具有抗軟腐病（Erwinia）基因轉殖植物。這個結果也

提供了一個新策略，以應用在植物基因工程和培育抗軟腐病植物的研究上。本項結果

發表於Planta（2003）期刊中。

2. 利用植物生物反應器系統（plant bioreactor system）生產製藥用蛋白

　 我們利用基因轉殖技術以水稻為生物反應器系統，生產出重要的藥用干擾素蛋白

（gamma-interferon ，IFN-γ）。目前可以從培養基和懸浮細胞中獲得高品質和高活性

的IFN-γ，並可從所有水稻品種中獲得。這項結果發表於Transgenic Research（2004）

期刊中。

二、藥用植物研究

農生中心藥用植物研究團隊已建立多個相關分析檢測系統並正在申請專利中。茲將

這些專利或技術之特性與應用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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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立植物代謝產物體學（metabolomics）之研究平台

已成功建立了植物次級代謝產物體學（metabolomics）之重要研究技術系統之串聯，

例如利用氣相色層分析質譜儀（GC/MS）或液相色層分析質譜儀（LC/MS/MS）技術系統

並結合生物統計分析等工具，來有效建立特定藥用植物具代表性化學指紋圖譜，並用來做

為判定植物品種之有效分析平台與品質管制活性植物萃取物之重要參考依據。我們已成

功利用GC/MS與代謝物歸類分析系統有效區別與鑑定紫錐菊之3種藥用品種。並利用RP-

HPLC、LC/MS與數種光譜分析法，建立活性紫錐菊萃取物之化學指紋圖譜與指標成分。

(二)  應用細胞體外培養 (如樹突細胞(DC) 、T細胞等)或其類似體內培養及相關動物
模式系統以評估中草藥之免疫調節功能（圖七）

1.  應用一套動物活體實驗並融合基因槍技術，來篩檢藥用植物萃取物或其單一化合物對

抗或促發炎有關之淋巴細胞激素作用。目前證實由數種草藥所得之三、四種純化物可

專一性調節腫瘤壞死因子(TNF-α)、IL-10、IL-6、NF-κB等基因之表達，此活性是作

圖七  利用樹突狀細胞為研究平台以評估中草藥萃取物及植化物之免疫調節活性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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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該基因上游特定的啟動子區域。部份結果或可開發為各型內外服用的抗發炎之中

草藥。

2.  鑑定出咸豐草多糖苷炔可以藉由控制T細胞分化及殺死T細胞，來避免第一型糖尿病之

發生。此外，這糖苷也可促進胰島細胞的胰島素分泌。

3.  利用自製的DNA微陣列晶片或Affymatrix microarray實驗系統，我們已發現一些植物萃

取物(莖、葉)具有影響人體血液中及老鼠骨髓的單核球分化成未成熟樹突狀細胞的能

力。我們正利用蛋白質體技術及生物資訊學來分析或詮釋這些植物有效成分如何影響

樹突免疫細胞之基因表達及訊息傳導。

4.  積極開發利用固定細胞膜蛋白質受體的技術，來創新中草藥的篩選技術，並從已申請

專利AFTIR的技術，篩選到紫錐菊裡的Cynarin，驗證可能具有特定免疫抑制作用，而

相關的結構及分子式正在研究中。

(三)  利用癌細胞系統(如前列腺癌細胞、乳癌細胞等)、巨噬細胞或老鼠皮膚系統來評
估中草藥之防癌或抗發炎生物活性

1.  評估與開發臺灣常見菊科植物之抗發炎活性與藥理機制。已由大花咸豐草分離一

咖啡酸衍生物，具極顯著的調控環氧酵素-2（COX-2）與其它重要發炎因子如：

PGE2與NF-κB的活性，相關作用機制已進行深入的探討。

2.  2004-2005年，在疾病模式開發上，我們將人類前列腺癌（CWR22）細胞轉殖予前

列腺特異抗原（PSA）啟動子所調控之生物冷光報導基因，作為細胞級（體外）

之藥效測試、快速篩選系統。透過冷光基因表現強度可觀察癌細胞對藥物處理之

反應，甚至將該前列腺癌冷光報導細胞同位移殖於裸鼠體內、得以生物冷光對腫

瘤生長及癌轉移作活體影像觀察，並作為活體動物模型實驗，以驗證我們在體外

實驗之研究結果。目前已利用該細胞級藥效測試系統鑑定出數個來自蕃茄與菊科

植物可能抑癌萃取物及植物化合物。

三、疫苗科技研究

本中心疫苗科技研究團隊已建立多個技術平台及免疫病毒方面的基礎研究，這些成

果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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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立疫苗研發平台

1.  比較口蹄疫病毒之整個外鞘前驅多月太P1以及外鞘蛋白VP1在DNA 疫苗接種後，對

抗口蹄疫病毒的策略研究。結果顯示利用完整的外鞘前驅多肽，無須使用病毒獨

特之蛋白酵素或其他基因即可產生良好之接種效果，安全性較佳，提供一方便的

血清測試系統，未來可應用在口蹄疫相關疫苗研究或病毒性疾病之研究。 

2.  利用重組竹嵌紋病毒表現系統來表現VP1抗原片段(37個胺基酸)作為疫苗，結果

顯示重組竹嵌紋病毒能引發中和抗體及細胞性免疫反應，可有效提供豬隻保護效

果，因此重組竹嵌紋病毒具有潛力可發展成為新式口蹄疫疫苗，及應用到其他疫

苗上。

3.  類病毒微粒（virus like particle, VLP）

　 利用基因轉殖細胞株與細胞培養系統，大量生產類SARS病毒之類病毒微粒（圖

八）。VLP可作為免疫抗原注射小鼠與馬，所產生之抗體會交叉辨認真正的SARS

病毒。另外亦可作為免疫抗原注射小鼠產生細胞媒介之免疫反應。

(二) 探討CpG序列活化先天性免疫反應的機制

 利用基因微矩陣和蛋白質體

技術，找到一些被細菌含

有CpG motif 免疫刺激劑誘

發的基因/蛋白質，如 CpG-

ODN可誘導表現耐熱蛋白與

支配細胞激素的產生，並與

細胞存活反應有關， ARF蛋

白會調控CpG-ODN進入細

胞，及TLR9引發的訊息傳

遞及功能（圖九），並證實

CpG-ODN誘發的蛋白質有

保護腦神經的作用。
圖八  利用基因轉殖細胞培養技術生產SARS類病毒微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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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影響T細胞功能之重要基因

 用利用基因體學當工具，我們找到許多可能參與控制T細胞分化之基因。其中，LZ

基因為一種轉錄因子，能抑制細胞中干擾素(IFN-γ)，但增加四號介白素(IL-4)表

現。透過T-bet與IFN-γ來抑制第一型控輔助T細胞並促進第二型控輔助T細胞之分

化。在LZ基因轉殖鼠中，LZ會降低小鼠的抗李斯特菌之能力。

(四) 病毒及宿主間的交互作用

 發現口蹄疫外鞘蛋白可經由宿主細胞受體integrin傳導訊息，再經由抑制Akt磷酸化

訊息途徑使細胞凋亡，可能發展為抗癌藥物，論文發表在2005年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期刊及申請專利中。

利用基因重組domain fusion技術方法進行不同雜交glucanase酵素的組合，以期獲得較

高活性，較佳耐熱性或具雙重催化能力之重組酵素，進而提高glucanase於工業應用之優

勢。經由大腸桿菌系統大量表達重組酵素，並進行雜交酵素活性與其它理化性質的研究

與探討。針對重組蛋白質進行之酵素動力學分析結果顯示：我們獲得其中的一種重組蛋

白質具有水解lichenan與laminarin兩種基質的能力，kcat均較原野生型酵素提高。

圖九  TLR訊息傳遞途徑。(Nature Immunology 7: 15-16,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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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合作的模式成功解析出截短型Fibrobacter succinogenes 1,3-1,4-β-D-葡聚醣酵素與

其酵素產物三醣的三級蛋白質結構，並針對為何1,3-1,4-β-D-葡聚醣酵素只針對1,3-1,4-

β-D-鍵結的基質有極高的特異性進行深入的探討。我們已發表此結構文章（J. Mol. Biol., 
2005），這是世界上第一個發表的葡聚醣酵素與其天然產物複合物的結構文章。

已建立酵母菌表達量產系統，將抗菌抗癌胜肽進行量產，以降低生產成本，提昇競

爭力，其中抗菌抗癌胜肽並已進入動物實驗階段，進行其抗血癌及肺癌的研究。一些設

計型的抗癌胜肽(CB1a 及CB1b)已在專利申請中。

陸．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柒．其他特色

一、作物改良研究

(一) 已建立自我的cDNA微陣列（cDNA microarray）系統

 已成功建立了高密度的cDNA微陣列系統，並有效的應用在植物逆境研究上。另外

也與院內其他兩研究單位（植微所和分生所）合作成立Affymetrix 晶片操作服務實

驗室（Affymetrix Gene Expression Service Lab.），且已順利運作中。目前已點製完

成約12000點8000個基因的蕃茄微陣列晶片（IBS Tom array），其中約有一半的蕃

茄基因是由農生中心植物逆境研究團隊所努力收集而來，其餘部分則來至蕃茄根系

表八  農生中心與國內外相關研究學系論文成果比較（2002-2006）

University
or Academy

Institute
or Department

Faculty 
number

Paper 
number Citation # of papers 

per faculty
# of citations
per faculty

Academia Sinica Agricultural Bio-
technology 12 86 443 7.2 36.9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lant Pathology 14 31 51 2.2 3.6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Biotechnology 12 70 223 5.8 18.6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Biotechnology 19 43 138 2.3 7.3

Purdue University Biological Science 59 490 5469 8.3 92.7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Botany 22 212 1986 9.6 90.2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lant Pathology 13 113 1211 8.7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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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 clones。另外也點製完成與人類免疫相關的寡核甘酸微陣列晶片（oligo microar-

ray），且已經提供給本中心藥用植物研究團使用。

(二) 發現數個可使用於基礎和應用科學的基因和啟動子

 我們利用Affymetrix 晶片（ATH1）分析受逆境調控基因之啟動子序列，發現一8-bp

大小的順式元件（cis-acting element）。此外，在microarray分析中顯示有約250個基
因於缺磷處理下，會被誘導。另外在CIPK/PKS蛋白激酶（protein kinase）的研究中
提出可能包含了一個能調控活性的磷酸鹽轉運蛋白（phosphate transporter），稱為
LePT1。使用阿拉伯芥cDNA微陣列，我們找到一個具有表現活性的重金屬轉運蛋
白（heavy metal transporters），這些重金屬鍵結蛋白和基因參與了抗氧化酵素路徑
（ascorbate-glutathione pathway），其中Arabidopsis halleri具有高的重金超累積特性
（hyperaccumulator），而野生型（wild-type）的A. thaliana則不具有重金累超積特性
（nonhyperaccumulator）。將AtIRT3::GFP fusion protein放入蕃茄植物中進行功能性
表現研究，顯示IRT3 transporter能在Zn有限的條件下，幫助植物對Zn的吸收，這項
資訊對於重金屬的植物整治（phytoremediation）是非常有用的。此外，我們選殖到
一個類似植物螯合素蛋白（phytochelatin）的基因，是一個跟酵素合成有關的似胜
肽分子，其在植物體內具有螯合與耐重金屬功能。這個發現使我們可以利用基因工

程技術去創造出一個新穎的具有螯合重金屬功能的胜 月太，並使其具有合適的基因表
現。

 利用DNA微陣列和突變篩選方法，也已從蕃茄和阿拉伯芥中篩選出一些抗蕃茄青枯
病的防禦相關基因。這些基因和其啟動子的功能也已經開始研究，以探索這些基因

在生物農業上應用的潛力。

(三) 與國際知名的植物病理研究單位建立合作關係

 已經與國內外相關研究機構建立合作關係，以研究植物與病原菌之間的關係。目前
合作的研究單位包括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細菌學、病毒學、真菌學、蕃茄培育

和生物生理學方面）、法國國立農學研究院(INRA)和法國國立科學研究中心(CNRS) 
(Drs. Christian Boucher 和Philipe Prior)。

目前，植物逆境研究團隊共有6位計畫主持人以及約40位研究人員，包含博士後研究
員、專任研究助理與研究生。每一位計畫主持人的實驗室均積極投入大型的整合型研發

計畫。目前執行中的整合型研發計畫主要係以蕃茄為模式作物及以阿拉伯芥作為主要研

究工具，探討植物對逆境(如缺水、缺磷、高溫、重金屬及病害等)之分子反應及篩選具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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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功能的新基因。此外，目前亦正與本中心中草藥研究組的同仁合作，以功能性基因

體研究策略分析蕃茄所含抑制攝護腺癌化合物，並建立有效的系統來提高其產量。

二、藥用植物研究

藥用植物研究團隊的特色為整合多研究領域，如：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細胞

學、腫瘤生物學、免疫學、天然物有機化學、藥學等專長，以研究討論方式，獲致共同

的研究興趣及目標，進行整合型研究計畫。目前以藥理活性篩選藥草、純化、分析藥效

成分、鑑定化學結構，對腫瘤、免疫系統的病理分析已經在加強當中。此應用導向的研

究主題具直接的商業價值，草藥研究組研究團隊目前已建立五個實驗室(實驗室主持人：
楊寧蓀、徐麗芬、陳惠民、楊文欽、蕭培文)，就2001年至2005年間，除了發表重要科
技成果論文，並已申請多項國際專利，及與生技公司或廠商簽訂產學合作計畫或技術轉

移。在學術著作方面，目前累計已有50篇研究論文，其中已發表的研究論文計有34篇， 
12篇投稿中，4篇正在撰寫中；在專利申請方面，目前有1項已經獲得美國專利，其他13
項專利有的已在美國專利局進行審核，有的正在申請或準備相關文件中；與生技公司合

作方面則有6項技術轉移(Technology Transfer)與7個產學合作計畫(Industrial CRADA)。

本組以發展具前瞻性與創新性的生物技術科研系統對中草藥作系統性的開發，以整合

型研究的方式通力合作，建立多個藥理篩選模式，茲將這些技術之特性與應用簡述如下：

（一） 利用活體轉殖含有TNF-α基因啟動子序列及一冷光報導基因序列的載體到老鼠皮
膚內的系統，從傳統中草藥紫草(Lithospermum erythrorhizon)的植化物中，篩選具
有強力抗發炎特性的一種植化物－shikonin。

（二）利用特定細胞株作為篩選平台以尋找可能具有抑制NF-κB活性的抑制物。
（三） 用抗氧化活性之檢測及體內與體外抗發炎分析系統（例如調節NF-κB、COX-2、

iNOS、PGE2 等重要生物標的之活性為指標），做為化學預防等生物活性之評估。
（四） 利用誘發癌細胞之凋亡及相關之動物癌症模式型做為探討藥草成分之抗（防）癌

能力與作用機理。

（五） 利用固定化接受體動態擷取技術(AFTIR)來篩選一些草藥如咸豐草及紫錐菊之可能
的免疫調節成分(化合物或胜肽)。

（六） 以T細胞為主的高效率篩選系統 ，並用這些平台找出有用的植物化合物。目前已
經從一菊科植物之初萃取物中找出數個有活性之單一化合物(一個黃酮類及三個聚
多烯類，其中一個是新發現之天然物)。

（七）建立前列腺癌細胞、雄性素活性等藥物篩選系統。

（八）建立前列腺癌之異種移殖及活體冷光動物模式(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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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疫苗科技研究

疫苗科技組研究團隊目前包含了5個實驗室(實驗室主持人：楊淑美、楊寧蓀、徐麗

芬、蕭培文和楊文欽)，致力於發展與建立新的疫苗技術，研究細胞分子生物學與免疫反
應的相關應用，以及改善飼料酵素的特異活性和壓力容忍度。本疫苗科技組近年來獲得了

極佳的成果，論文發表如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Biochemistry、Vaccine、Journal 
of Gene Medicine、Journal of Immunology 等期刊，並申請國際專利中。目前疫苗科技組發
表了34篇論文、6篇論文投稿中、9篇論文撰寫中。專利申請方面，目前有6項美國專利和
2項中華民國專利，6項專利審核中。還有8項技術轉讓、5項產業合作計畫和一些院外計
畫經費繼續推動更多本組相關研究。

捌．結語∕展望

一、作物改良研究

在既有的植物逆境研究基礎上，本組希望藉由提供更寬廣的研究視野及密切合作和

互動機會，發展出國際一流水平的研究成果及具應用價值之科技系統。利用已建立的功

能性基因體研究平台以及基因工程的方法，繼續研究植物逆境的整合型研究工作（包含

寒冷、乾旱、高溫、營養缺乏、重金屬、病害及老化等），在基礎研究上，我們將對植

物逆境反應的調控機制有一個通盤的瞭解。預計每年將可以有五篇以上高水準的學術研

圖十  以活體冷光標定於小鼠追蹤之人類前列腺癌生長及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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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報告出現。每一位計畫主持人亦就個人專長領域規劃個別型研發計畫，例如，評估以

基因轉殖的方法增進植株及果實採後抗寒及耐熱性；選育多重抗病性植株；篩選具組織

專一性的啟動子；探討及調節花色、春化開花與凋謝機制等之研究；探討重金屬在植物

中之平衡機制及設計以植物對重金屬污染土地進行復育。在應用研究上，我們將會把抗

逆境的基因及啟動子應用在作物改良生產方面，我們將針對了解及嘗試改善作物抗逆境

的能力而努力，希望可以得到數個抗逆境的作物品種，能讓農業生產更加環保，農產品

的產量、品質及附加價值得以提高，使得未來的作物更能滿足人類的健康及經濟需求。

二、藥用植物研究

藥草藥用的目標，需要提出證據說明「某種藥草含足量某一生物活性的某些植物

代謝物（化合物），因而可用作預防或治療某一疾病或症狀」。從設定要針對的疾病、

篩選藥草、成分分析、驗證功效、藥理與毒理分析、到最後栽培與改良藥草，必須整合

藥物活性研究、疾病動物模式之研發、植物代謝體分析、植物抗逆境之代謝生理研究等

領域，才能有效率的進行研發。若能建立這一連貫的技術平台，則有開發天然藥物的能

力，達成以藥草農業支援製藥工業之農業生技目標。在農生中心的佈局中，本組選定以

藥草抗發炎活性成分針對防癌、抑制腫瘤生成及發展、調節免疫之藥效進行研究，配合

植物抗逆境代謝生理之研究，展望未來5至10年，將完成抗糖尿病藥草萃出物及其主要活
性成分化合物—cytopiloyne之前臨床研究、申請美國FDA臨床用新藥許可證明、與推動臨
床試驗，完成防癌、抑制腫瘤草藥之前臨床研究並申請美國FDA臨床用新藥許可證明，
領導臺灣天然藥物研究、發展藥草農業。

三、疫苗科技研究

疫苗技術現為國內重點研發領域，農生中心的疫苗科技研究著重於發展以基因及序

列重組為基礎的疫苗技術，並將此技術應用在許多人類傳染病和動物疫苗上。我們將利

用分子疫苗的研究策略與基因疫苗的技術平台，集中研究目標來發展季節性人流感和禽

流感的疫苗，例如研發類病毒微粒成為疫苗，改良型牛痘病毒載體和竹嵌紋病毒載體等

技術，以及發展中草藥成分作為疫苗佐劑。同時也持續探討與疫苗技術相關的基礎免疫

科學及病毒科學，例如系統性的研究TLR-4和TLR-9的免疫功能以作為增強疫苗功效的
策略，並且整合中草藥研究所發展之提高免疫力中草藥，可以在爆發重大傳染病危機之

前，用來預防傳染病或配合接種疫苗。展望未來5至10年，我們將以目前的科學研究為基
礎和生技公司合作，研發2至3種與疫苗產業上，重要的關鍵技術並轉變成為有價值的產
品，協助臺灣和亞洲動物疫苗產業的發展。另一項目標則是發展工業用酵素，有效改良

特殊酵素之活性以應用於農業生物技術、環境保護和生質能源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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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研究所 http://www.math.sinica.edu.tw/

壹、設立沿革

1941年3月，中央研究院第二屆評議會第一次年會在重慶舉行，通過設

數學研究所。聘西南聯大數學系教授姜立夫先生為籌備處主任，籌備處附屬

於昆明西南聯大內。1941-1943年間聘陳建功、江澤涵、蘇步青、華羅庚、
陳省身五位先生為兼任研究員。及至1944-1945年又增聘許寶騄、李華宗二
位先生。抗戰勝利後，1946年籌備處遷上海，設於岳陽路前上海自然科學研
究所，並接收其圖書，計數學書籍1,700餘冊，定期刊物85種及期刊合訂本
1,300餘卷，1946年姜先生赴美進修，由陳省身先生代理主任，1947年數學
所正式成立，仍由姜立夫先生任所長，陳先生代理。當時陳先生以培養新人

為要務，廣函各著名大學，請求推薦三年內的優秀畢業生，前後得助理員十

數人，這些人爾後皆卓然有成，各自在研究工作及數學人才的培育上成績斐

然。

1948年秋中央研究院決定遷臺，是年底，及次年1月，數學所圖書運
抵，是研究院得以順利搬遷的兩所之一(另一所為史語所)。其時來臺者除所
長姜立夫外，尚有研究員胡世楨，副研究員王憲鍾，助理員廖山濤、陳杰、

楊忠道和工友徐之勇。遷臺初期，借用臺大二號館二樓教室一間做為辦公兼

圖書室。1949年夏，姜立夫先生訪問嶺南大學未返臺，所長職遂由當時研究
院總幹事周鴻經先生兼代。這段期間因環境關係，除繼續購置圖書及與國外

學人保持聯繫外，所內研究工作幾近停頓。及至1957年研究院遷至南港始克
重新展開工作，掖用青年後進，加強訓練及研究。是年夏，周先生病逝，其

後林致平先生代理所務。1960年，林先生繼任所長，增聘國內數學家為兼任
研究員及旅外數學家數人為通信研究員，並增加應用數學的研究。1963年林
先生請辭，由劉世超先生代理所長直至1970年，劉世超先生出國期間，則由
許振榮先生代理。早期數學所和物理所合用一座「數理館」。

1970年周元燊先生出任所長，在經費不充裕情況下，積極推動所務，
開始機率和統計的研究計畫，其後統計所之成立實肇始於此。期間所務常由

劉豐哲先生代理，組織非線性泛函分析研討會，持續多年，為臺灣早期主

要的數學聚會。兩位先生主持期間，創辦數學期刊- 《數學集刊》(Bulletin , 
1973，2006年改為Bulletin, New Series) 發表研究論文和《數學傳播》(Math 
Media , 1976)，推廣闡揚數學文化。並積極籌建數學大樓，於1971年由數理館

遷入數學館 (後經本院第二期五年計畫，加蓋新樓，並於1989年完工。) 

姜立夫先生

陳省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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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樊 先生繼任所長，專意基礎研究。周先生和樊先生主持所務期間，大

力延攬在國外學成的年輕學人。其後在歷任所長劉豐哲先生(1984/7-1986/12，1996/8-

2000/7)、李國偉先生(1987/8-1993/7)、黃啟瑞先生(1993/8-1996/7)及現任所長劉太平先生

(2000/8-2004/12，2006/4- )主持所務期間，數學所在數學核心領域形成堅實研究陣容，加
強擴充博士後研究的養成，建立國際一流圖書館，充實研究的支授人力。

1981年中央研究院開始推動第一期五年發展計畫，經費始漸充裕，數學所首開數
學家來臺交流的風氣。經由1982-1983年數學所密集偏微分方程研討會，及後續的研究
活動，而有1985年中美偏微分方程會議的舉辦。此乃國內首次召開的國際數學會議。並
於1987年及1991年召開第一屆與第三屆中法組合學研討會。數學所鑑於數學在科學研究
的核心地位，自1989年起舉辦一系列非線性分析國際研討會，(最近一次，Prospects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於2005年12月召開)。 並由此而有中日、中法的系列會議。自1993年
起和澳洲、義大利合辦三邊分析及其應用系列研討會。為連絡太平洋兩岸數學活動，於

1997年協創Pacific Rim Conference，(第二屆會議於2001年元月在數學所召開。)此外，又
主辦機率、幾何、數論等國際研討會。

數學所戮力推動國內數學研究交流，在協助大學培養博士生，博士後進修等有具體

成效。並適機推動某些核心研究方向，如1970年代推動機率統計，和自2000年推動空氣
動力學，量子現象等微觀現象的數學分析。這些努力將因數學所預定於2009年搬遷至臺
灣大學校區，與中研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籌備處、臺大數學系，及臺大天文物理研

究所共聚一樓，而更為加強，數學所已著手和臺大數學系建立研究合作，除經常性書報

討論外，並由數學所主導，與臺大合辦卓越演講系列(Distinguished Lectures Series)和數學
前瞻講座。此次搬遷對數學所推動國內數學研究，延聘一流研究人員，促進國際交流皆

大有助益。

1957年數學所遷回南港院區時，與物理所共用的數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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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數學所歷年員額統計表 (1987–1996)

1989年完工的數學所研究大樓。（廖威程攝）

年度

研 究 人 員
博士後

研究人員
助理

行政及

技術人員
特聘

研究員
研究員 副研究員 助研究員

助理

研究員

研究

助技師
總額

1987 0 14 12 0 2 0 28 1 6 6
1988 0 15 13 0 1 0 29 1 11 7
1989 0 15 13 0 1 0 29 2 8 9
1990 0 15 11 0 1 0 27 1 7 8
1991 0 15 10 4 1 0 30 0 8 9
1992 0 14 10 4 1 0 29 2 16 7
1993 0 14 10 5 1 0 30 1 11 7
1994 0 14 11 4 1 0 30 2 10 6
1995 0 14 11 7 1 0 33 3 6 6
1996 0 15 10 6 1 0 32 4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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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所歷年員額統計表 (1997–2006)

註：一、博士後研究人員含本所業務費、本院學諮會及國科會項下經費補助之人員。

　　二、 博士後研究人員及助理之聘期大多為學年制，2001會計年度計算日期變更為曆年制（1至12
月），人員之計算有部分重疊至下一年。

　　三、 臺灣大學合聘劉豐哲研究員（自1974年8月起）、劉太平特聘研究員（自2000年8月起）、程
舜仁研究員（自2006年8月起）。

　　四、師範大學合聘姜祖恕研究員（自2002年8月起）。
　　五、合聘清華大學于靖教授（自2002年8月起2006年7月止）。

年度
研 究 人 員

博士後

研究人員
助理

行政及

技術人員
特聘

研究員
研究員 副研究員 助研究員

助理

研究員

研究

助技師
總額

1997 0 15 10 6 1 0 32 5 11 7
1998 0 15 11 7 1 0 34 15 14 7
1999 0 13 11 7 1 0 32 15 15 7
2000 1 14 11 4 1 0 30 21 12 7
2001 1 15 10 4 1 0 31 20 15 8
2002 1 18 8 2 1 0 30 16 18 8
2003 1 18 8 0 1 0 28 15 26 7
2004 1 18 8 0 1 1 29 19 24 7
2005 1 18 8 0 1 1 29 18 24 7
2006 1 18 7 1 1 1 29 20 23 7
2007 1 20 5 1 1 1 29 8 21 7

註：2000年會計年度改為曆年制，預算金額由1999年7月統計至20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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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數學所致力核心數學和一般數學科學的研究，推動國內數學發展，並加強國際交

流，以下就近期發展方向述其大要。

一、重點研究計畫大要

(一) 動力學研究

著重於 Boltzmann 方程對邊界作用，如熱分佈、曲率、凝結等現象，以數學分析來

描述和理解。非線性偏微分方程專注於 Mixed types 的探討，研究並應用於震波反射、

Prandft conjecture 和 von Neumann paradox。

(二) 機率研究

強調發展基本機率方法以應用於不可逆、擴散過程。並在財務數學和其他應用機率

等研究上和院外研究者，如管理學院等，切磋交流。

(三) 組合數學研究

重點在圖的著色、匹配等問題，將運用拓樸與機率方法，以及從統計物理的角度考

慮問題。從乘法表的方向來研究有限體上的正規基的性質。

(四) 代數表現研究

利用Kazhdan-Lusztig理論詳細的分析，研究有限維及無限維的李代數及李超代數之

間的表現理論關係。另一方面研究跟數學物理和代數離散有關係的代數結構，如W-代數

或Vertex代數等。

(五) 代數與數論

研究對非阿雙曲空間的分類，探討數體上的 value sharing 及 range sets 的唯一性，一

般幾何型質量方程， Hecke orbit 猜測等。

(六) 幾何分析

研究廣泛海森堡群，結合解析和幾何的手法，對觸流形做分類，並試圖結合近年 

Perelman 處理 Poincaré Conjecture 的想法，探討三維觸拓樸的幾何化問題。

(七) 數值模擬研究

旨在對生物，流體等的方程的非線性現象，做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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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及鄰近區域研究之推動

數學所的任務包含推動、獎勵及協調數學研究工作。近年來持續推動國際學術交流

及擴大研究領域，頗見成效，再加上數學所將遷往位於臺灣大學校區之天文數學大樓，

與臺灣大學數學系之交流及互動將會更為增強，交流之對象也將擴及臺灣大學其他單位

及鄰近大學，有助於改善臺灣數學界領域及人數不夠多的不足之處。

國科會數學研究推動中心是列在數學所之國科會計畫，數學所也更能利用此平台，

動用相當資源支助臺灣及鄰近區域之學術活動。

數學所可以持續推動之工作含下列幾項：

(一) 強化訪問學者計畫

擬邀請各領域具領導性的學者來訪講學，並主持系列演講及相關課題研討會，也廣

邀國內外學者來所短期訪問。來訪計畫可經由下列管道產生：

1. 由數學所規劃具長程目標之訪問計畫。

2. 來訪者之個人計畫。

3. 多位來訪者之共同計畫。

4.  因應數學所研究人員個別研究上之需求而邀請來訪。本計畫之實施除了對數學所同仁

的研究有助益外，主要目的在提供國內數學界積極相互切磋之機會，及改變國內數學

界單獨研究的習慣，期能彙集共同興趣，形成主流研究課題。

數學所現在每年約有國內外訪問學人50人次，預計加強至每年100人次。並擴充訪問

學人的延攬專長，只要國內數學界認為有需要者皆在邀請訪問之列。

(二) 建立和國內外研究中心的合作關係

目前數學所和香港科技大學、南韓KAIST、Seoul國立大學數學系及澳洲國立大學有

不定期、彈性的交流關係；其他有合作關係之單位有：義大利比薩高等師範數學研究中

心（Centro di Ricerca Matematica (Ennio De Giogi), Scula Normale Superiore, Pisa）；俄國

Moscow M.V. Lomonosov國立大學之力學及數學院，印度Indian Statistical Institute，另外

和香港城市大學Center for Mathematical Science及加拿大Pacific Institute for the Mathemati-

cal Sciences定期舉辦太平洋邊緣地區數學會議，促進太平洋邊緣地區的數學交流。我們

將更積極推動這方面的工作，希望和主要的國際數學研究中心（包括國家理論科學中

心）建立較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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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舉辦研討會、國際性數學會議

國際上的研究交流活動一直是我們所重視的，這對研究視野的增廣及學術品味的形

成有深遠的影響。

以特定主題舉辦國際性會議，除了能讓國內學者了解該主題目前的研究狀況和趨勢

外，並提供國內外學者相互討論的場合，尋求合作的機會，另外亦可提高數學所的能見

度和知名度，為邁向數學研究中心必要的活動。

目前數學所與臺大數學系已有聯合學術研討會，成效頗佳，應擴大與其他各校數學

等相關科系舉辦長期性聯合研討會，以期有效使用現有資源，達致提昇整體研究水準的

目標。

三、培育臺灣及鄰近區域之人才

人才培育是數學所重要的職責之一。為此，我們推動博士後研究計畫，大學生暑期

研究學程，同時積極規劃大學博士生核心課程的設置。

(一) 建立博士後研究計畫

數學所擬積極進行培育人才工作，吸引博士後研究人員參與數學所研究工作，除充

實原有研究群外，也可擴大研究領域。

博士後研究人員皆是剛拿博士學位不久者，為未來國內數學研究的骨幹，應大力培

植。此外本土培育的博士，必須在國外學術中心有Academic Home，數學所積極鼓勵所

內博士後出國一至二年。介紹他們到國外頂尖數學研究中心深造。我們期冀不久的將來

國內博士能養成和國際優秀學者自在交流，深入討論的風氣。數學所現有博士後員額15

人，希望2009年後達到博士後員額20人的目標。

(二) 核心課程

臺灣雖然有多校數學系設置博士班，然各校學生人數皆不夠多，學生缺乏同窗切磋

之樂，課程也難以切實開出，數學所有鑑於此，在邀集各大學數學系系主任的「數學發

展討論會」中，決定依國際重要數學研究所標準，由中研院數學所開設「核心課程」，

自2002年秋正式開始，由各大學授與學分，數學所負責課程內容、師資及助教等的嚴格

要求與延攬，並提供教學討論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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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暑期研習生計畫

本計畫已進行多年，過去主要內容為密集課程及專題演講，近年來有些課程以個別

研究形態為主。

讓學生提早體會研究的樂趣，是一般科學研究者的共同認知，這對臺灣學生長年專

心聽講、讀書的學習習慣來說，尤其迫切。數學所於2001年暑期，開始由所內外同仁及

國際學者，組成三至五個數學單元，部份時間講授，其他時間相互討論某一研究題材，

培養學生獨力創新能力，學生反應極好。

(四) 研習員計畫

本計畫已進行多年，研習之助理在此有機會接觸各類數學，提高品味，研習結束後

通常再到國內外大學深造。

(五) CIMPA研討會

數學所曾於2004年12月與CIMPA（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Pure and Applied Mathemat-

ics）合辦動力學：理論及應用研討會。CIMPA是位於法國Nice的非營利國際組織，主要

舉辦數學及其應用研討會，供開發中國家青年學者及研究生參與。數學所將不定期舉辦

這類與國外學術單位合作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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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SCI-expanded ( & MathScinet ) 期刊發表統計

(由Web of Science及MathScinet上資料蒐集)

SCI-expanded MathScinet
搜尋結果 校對後數字 搜尋結果 校對後數字

1982 (14) 17 (8) 7
1983 (9) 10 (12) 11
1984 (5) 4 (25) 21
1985 (24) 20 (41) 32
1986 (12) 16 (31) 24
1987 (20) 20 (41) 35
1988 (8) 9 (24) 19
1989 (11) 12 (28) 25
1990 (10) 11 (22) 19
1991 (8) 7 (24) 20
1992 (9) 11 (24) 23
1993 (12) 11 (23) 21
1994 (22) 24 (40) 39
1995 (24) 24 (40) 39
1996 (14) 16 (31) 30
1997 (17) 18 (35) 32
1998 (26) 26 (38) 34
1999 (14) 16 (24) 23
2000 (37) 42 (43) 42
2001 (22) 22 (40) 36
2002 (37) 37 (48) 47
2003 (27) 34 (37) 34
2004 (22) 21 (33) 27
2005 (34) 41 (28) 25
2006 (38) 37 (36) 32
2007 (39) 39 (28)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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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SCI-expanded期刊，使用下列Search Fields：

   AD=(acad sinica) SAME 

   (taiwan OR taipei) SAME

   (inst math OR math inst)

   DocType=All document types

   Language=All languages

   Database=SCI-EXPANDED

   (有些作者之address不含math inst或inst math，需用人工校對。)

2.  暫不統計SCI發表情形，此需配合作者親自校對，曾任人員中失聯及已故人員之資料無

法如此校對。

3. MathScinet使用之Search Field為：

　IN (Institute Code) = RC-AST (Academia Sinica, Republic of China)

　 搜尋結果，大部分為數學所之研究論文，少部分物理所、資訊所及統計所之論文，已

用人工核對。

4. 數學期刊主要有下列，但也有發表在其他領域。

伍．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一、 對 Boltzmann 方程研究，對 Green 函數做逐點分析、闡述，波與粒子之雙重性質，並

應用於一般解及邊界層之描述。此有別於法國學派以泛函為主的理論。在多維可壓

縮流的震波交互作用上解決 Prandft 關於弱反射波的物理性，並對 Mixed types 偏微

分方程有新的了解。

Subject Category SCI SCI-Expanded

Mathematics 97 187

Applied Mathematics 79 150

Statistics & Probability 38 83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s Mathematics 24 65

Mathematical Physics 25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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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變分析方面，對 Sobolev 空間和體積的逼近有根本的理解。

三、 在各類微分方程皆有進展，導出具量子位能之非線性 Schrödinger 方程與反應擴散方

程有關，前者與 Cold Plasma 方程相關。

四、 機率研究方面，對 simulated annealing process 發展出一套基本方法。並在機率其他方

面有廣泛理解，形成國內最重要機率研究群。

五、 組合數學研究，在圖論著色問題方面，推動有關均勻著色的研究，而在平面圖的列

表著色上也有顯著進展。

六、 代數表現研究，發現仿超代數與超保角代數的密切相互關係，得到超保角代數表現

之統一理論，為弦理論對稱的主要題材。

七、 幾何分析方面，研究最小曲面的唯一性和平滑性，對海森堡群中的最小曲面的奇點

集分類， Bernstein 型定理，有新的發展。

八、 代數數論發展 transcendence 理論和函數體的 Diophantine 逼近等基本算術性質。對多

項式的唯一性， Drinfield modules, abelian varieties, Blumental module spaces 等有新的

發展。

陸．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數學所自定位為國家數學科學中心，期能在數學研究、人才培育、數學文化之滋養

提昇等方面，成為國際重要數學中心。

國內數學界對數學所有高期盼，國際數學界也視數學所為一重要交流中心。數學所

同仁對此深切體認，在聘任國際卓越研究人員上，盡其所能，積極把數學所建成高等研

究所。

數學所目前有國內最主要的數學博士後進修中心，主要的作用，不在幫助本所研究

人員之研究，而是透過書報討論，直接交談，出訪的機會以及和國內外來訪學者的接觸

等，替博士後營造高水準的研究養成環境。

數學所多年來和國外重要學術中心建立長久關係，有多位居學術領先地位的學者經

常來訪，國內來訪學者亦大幅增加，實已成為國內外學者聚會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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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所又以期刊、大學生暑期研究，研究所核心課程等為國內數學之提昇做努力。

此皆為國內其他大學所無者。

數學所在某些核心領域，如非線性分析，已超出國際一般水準而達領先之地位。在

不久的將來可望成為國際重要數學中心之一。

柒．其他特色

參見以下相關附件：

一、數學所大樓興建史 (註：「天文數學館」開工典禮相關內容)。

二、數學所研究員出席 IMU 國際數學聯盟大會情形。

三、數學所研究人員指導博士學位論文名單。

四、數學所數學推廣工作情形。

五、數學所圖書室概況。

六、數學所資訊設備及計算科學概況。

七、數學所研究人員、研究技術人員及學術諮詢委員名單。

八、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數學所2007、2008年稿。

參考資料：

一、數學研究所中長程學術發展規劃書（1997年6月）。

二、數學研究所2003-2006年中程施政計畫（2002年）。

三、Resume of the Activities Institute of Mathematics, Academia Sinica, 2005。

四、楊忠道：數學研究所的成立和搬遷臺灣初期的艱困（1997年）。

五、周元燊：我所知道的中央研究院數學所（自1948至1980年），數學傳播23卷2期。

六、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2006年、2007年、2008年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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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數學所大樓興建史

1948年，中央研究院隨政府遷臺。以困於運輸工具及經費，僅有歷史語言及數學二

研究所能將人員、圖書及古物資料搶運來臺。中央研究院之史語所及數學所遷臺，自無

樓館。史語所之圖書及古物皆存於楊梅鎮之鐵路倉庫；數學所圖書則借存於臺灣大學。

（依周元燊、楊忠道院士之回憶，數學所亦曾將圖書暫放楊梅鎮之鐵路倉庫）。

數學研究所原與物理研究所合用一座「數理館」房屋，為適應兩所之研究工作發

展，中央研究院特商承有關方面補助，另建一座四層樓房，供數學所使用；原來合用之

「數理館」，則完全歸物理所使用。

因原有大樓不敷使用，經本院第二期五年發展計畫編列預算，數學所加蓋大樓已於

1989年6月完工。

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籌備處、數學所及臺灣大學天文物理研究所、數

學系將在臺灣大學校區合建天文數學大樓（現已發包興建中，說明如附件），供四個單

位共用。此空間規劃為中央研究院及臺灣大學天文物理與數學學術合作協議之一部份。

這是促成不同學科及不同學術單位間在研究上之合作及相互間的激盪，以達到學術上的

卓越並兼及研究資源共享之前瞻性意圖。中央研究院—臺灣大學雙方曾於2000年6月16日

簽訂合作協議書（初版），雙方「合建天文物理與數學館協議書」，已於2004年11月10

日簽訂。本工程於2005年10月14日發包。「天文數學館」已於2005年11月24日，假臺大

醉月湖畔本案基地內，舉行開工典禮，總工期為830日，預計2009年第一季完工，這一段

嶄新的旅程，可望帶來國內天文、數學學術合作與創新之新氣象。

附註：

本工程鋼結構於2007年11月28日舉行上樑典禮，2007年度已完成工程大項：臺電外管線ES2（The 
2nd Essential Station )變電站遷移；基地內原有管線遷移；排樁與基樁基礎工程施工；連續壁工程；
排水箱涵新舊整建工程；地下結構體及整體地面層鋼結構工程。目前正進行工項及進度（截至2008年2
月27日）：地上結構工程（97%，除R1F外各樓層樓版混凝土均已澆置完成）；PC預鑄版帷幕牆工程
（46%）；防水、隔熱工程（10%）；地下室連續壁前複壁工程（70%）；泥作工程（40%）；機電工
程（20%）；空調工程（25%）。外牆PC預鑄版吊掛至5F；地下層水泥粉刷完成90%，機電設備高低
壓配電盤、冰水主機、緊急發電機等均已進場安裝，相關配線作業進行中，3F室內輕隔間工程亦將於近
日內開始施作。依現有施工進度推估，2008年3月25日預定實際施工進度約58%，預計本年度1,2季，
室內裝修工程作業將同步作業。依現有合約工期，本案完工日為2008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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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數學所研究員出席IMU國際數學聯盟大會情形

國際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簡稱ICSU）之下有國家會員

（National Participation），科學聯盟會員（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Union Members）及

Scientific Associates。國家會員我國由中央研究院代表加入。國際數學聯盟（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Union，簡稱IMU）為ICSU下之一科學聯盟會員，我國之數學委員會（Com-

mittee of Mathematics，簡稱CM）由中華民國數學會代表。擁有兩席代表及投票權。照慣

例中央研究院數學所及中華民國數學會共同推派正代表及副代表。數學所曾出席之研究

人員有劉豐哲先生、李國偉先生、黃啟瑞先生。2006數學聯盟大會在西班牙Santiago de 

Compostela舉行，數學所出席人員有鄭日新先生（正代表）、李國偉先生（副代表）。另

外的正、副代表分別為葉芳栢理事長（東海大學數學系教授）、張鎮華教授（國立臺灣

大學數學系教授、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數學組臺北辦公室主任）。

最近幾次之國際數學聯盟大會（IMU General Assembly）有1986美國、1990日本，

1994瑞士，1998德國，2002中國大陸。2006年在西班牙Santiago de Compostela舉行。

IMU成立由來已久，中華民國一直以來都是會員國，直到多年前中國代表權的爭

論，經過各方協調，於1986年之IMU大會定案，主要以ICSU中「China」代表之模式，在

以「China」為名義的Group V（五張投票權）下，並列大陸及臺灣兩個數學會，分別享

有三張及兩張投票權。我國歷年以來均派代表兩名及副代表兩名參加，以示慎重。

附註：

Olli Lehto 所寫IMU-Past and Present值得參考。
有關我國如何解決在國際科學理事會（ICSU，舊稱「國際科學聯合總會」）會籍之經過，中央研究院
吳大猷前院長曾有專文說明，事實上在不少科學組織「China」早年由國民政府代表，當中國大陸也要
加入時，經各方非常細膩(delicate)之協商，而科學組織更強調普世性(universality)，所以雙方可共存於
國際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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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數學所研究人員指導博士學位論文名單

指導教授 畢業博士生 學校 年份 共同指導教授

劉豐哲

謝南瑞 臺灣大學 1980

張秀瑜 臺灣大學 1986

陳俊全 臺灣大學 1990

李錦鎣 臺灣大學 1992

陳火炎 臺灣師範大學 1993 陳昭地

陳庭雄 臺灣師範大學 1995 陳昭地

張茂盛 中央大學 1998

于靖 許志農 清華大學 1993 紀文鎮

鄭日新 邱鴻麟 清華大學 1998 張樹城

葉永南 游森棚 臺灣師範大學 2002 施茂祥

李國偉 賴欣豪 臺灣大學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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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數學所數學推廣工作情形

一、計畫名稱：數學推廣工作（依1977年9月數學所工作報告）

(一) 數學教育（試教計畫）

鑒於目前中學及大學數學教育因難重重，數學所自1972年由項武義、周元燊二位先
生提倡課程標準改訂以來，曾於六十三學年由黃武雄先生全時間到彰化高中實地試教一

年，六十四學年起則由劉豐哲、華洋、謝聰智、陳明博四位先生赴彰中及景美女中繼續

試教，並積極籌辦「數學傳播」季刊，討論數學教育多種問題，該刊經於1976年發行。
數學所多年來在數學傳播工作的努力，很受教育界及社會人士之鼓勵與支持。

(二) 數學在實務工作之應用

活用數學，解決實際問題。數學所曾與電信局、電信研究所、鐵路局、石油公司、

財政部、輔導會塑膠廠進行合作研究計畫，完成下列數項實用問題：

1. 話務研究計畫，建立臺北市與高雄市電話須求量之預測模型。
2. 完成中國石油公司委託之「修正費用預算標準之研究」。
3.  完成財政部財稅資料處理及考核中心委託之「加強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作業研究」。
4. 完成鐵路局電子資料室委託之「火車運轉曲線模擬研究」。
5.  與輔導會塑膠廠合作「犁庭計畫」，完成○○型空飄氣球之設計原理及製造作業手

冊。

(三) 應用統計程式之建立

1976年在刁錦寰院士主持建立數套統計應用程式，包括時間序列計算機程序
（UTSP）簡易應用統計程式（MINITAB）及逐步迴歸分析程式（STEP Regression），分
別安置於行政院主計處、臺灣大學、電信研究所，並支援石油公司、鐵路局之資中心，

這些統計程式目前已被國內統計實務工作者及統計理論研究者普遍採用效果甚宏。

(四) 舉辦統計方法短期訓練班

1.  數學所與中央大學數學系聯合舉辦「統計方法講習會」，於1977年2月28日至3月9日
在中壢中央大學舉行，講習會主旨在於將較實用的統計方法介紹給工商界、公私營機

關，俾能在作決策時廣泛利用統計方法。各機關團體報各參加的非常踴躍，共有350人

參加，盛況空前，可見統計知識的推廣為目前經建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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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學所與經濟所、民放所及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電子處理資料中心自1977年6月28起聯

合舉辦「統計預測方法講習會」，會期五天，由刁錦寰院士講授時間序列分析與實例

研究。數學所副研究員黃登源、王敏男講授廻歸分析與實例研究。各機關報名參加人

員有250人，但限於場地及計算機之使用有限，僅能收容100人，分兩次上課。

二、計畫名稱：數學傳播出版計畫

主持人：劉太平所長

具體成果：

《數學傳播季刊》創刊於1976年5月，之後每年固定出版四期，至2007年已刊至

三十一卷，共124期；另外，還出版了《數學傳播季刊選輯》十一冊。本刊以「傳播數學

知識，促進數學教育」為宗旨，是國內目前少數的數學通俗雜誌，長期以來一直和數學

界人士（包括海外華人數學家）有密切的互動關係。

《數學傳播季刊》主要內容包括數學理論介絡、數學發展史、數學發展趨勢與重要

結果、數學應用、數學教育問題和數學家訪談等。讀者對象以高中師生、大學、研究所

的師生及社會人士。

本刊為大多數學校圖書館所訂閱，深受數學界人士所喜愛。本刊不僅提供多樣的數

學知識，也提出有效學習數學的方法。

三、計畫名稱：研習員、研習生培育計畫

主持人：甄選委員會

具體成果：

多年來為鼓勵有志研究數學及其應用之國內青年繼續深造，提供一年期之研習員進

修機會；並於暑假期間舉辦「研習生暑期研習」，特別邀請中研院院士、研究人員及國

內外學者專家對數學相關領域做深入簡介。曾參與本計畫之研習員生，有不少已學成服

務於國內學術界。

四、計畫名稱：協辦奧林匹亞數學競賽

主持人：數學所奧林匹亞委員會委員

使用經費：由教育部編列

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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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奧林匹亞數學競賽的規劃、選拔、訓練工作及提供場地、隨比賽隊伍出國、擔

任領隊（1997）、觀察員（1994、1995）、計畫協同主持人（2002-2003）。

五、數學所人員不定期參與不少數學教育推廣活動

例如：

1. 參與國立編譯館編輯審議國中數學課本工作。

2. 擔任國內中小學數學資優教育及科展之訓練、輔導與評審工作。

3. 參與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工作。

4. 最近參與教育部國中小數學領域綱要推動計畫。

六、中學生生參訪活動

1. 2000/2/11屏東女中師生。

2. 2000/3/17高級中學數學科教師。

3. 2000/5/16建國中學數理資優班。

4. 2000/11/28 臺北市國民教育數學科輔導團。

5. 2002/1/29 臺北市九十學年度高級中學資賦優異學生數學營。

6. 2002/5/10 中山女中數理資優實驗班。

7. 2002/12/23 江翠國中數理資優資源班。

8. 2002/1/23 彰化高中、彰化女中數理研習社。

9. 2003/6/20 中山女中數理資優班。

七、數學所研究人員科普著作目錄

    日期 作者 出處

2002/9 劉太平院士演講—什麼是好數學 劉太平   數播(26:3)綜合性論述
2001/12 劉太平院士演講—數學難、數學美 數播(25:4)綜合性論述
2000/9 偏微分 劉太平   數播(24:3)其他(分析)
1983/3 數學一二 劉太平   數播(7:1)綜合性論述
2006/4 數學--本無邊界，何來極限？ 李國偉  科學人  
2005/12 「影響指標」綁架影響力 李國偉  遠見雜誌  
2005/9 科學與宗教相違背？從行星吸取的教訓 李國偉  遠見雜誌  
2005/6 大學校務 請私立評鑑公立 李國偉  遠見雜誌  
2005/6 金門振威將軍李光顯之研究 李國偉  臺灣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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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作者 出處

2005/4 科學人書評:站在巨人肩上的近視眼 李國偉  科學人  
2005/3 自然無情，自然有理 李國偉  遠見雜誌  
2004/5 科學人書評:六個人的小世界 李國偉  科學人  
2004/2 科學迎戰文化敵手 李國偉  書與人  
2003/12 天涯若比鄰 李國偉  書與人  
2002/9 科學旗幟下的另類活動 李國偉  科學月刊  
2002/6 劉廣定著《中國科學史論集》引介 李國偉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2002/2 「新讀書主義」系列演講精華--思想轉彎的閱讀經驗 李國偉  書與人  
2000/1 分享、責任與欣賞--科普寫作與閱讀的動機 李國偉  科學月刊  

1999/11 謎樣的計算機科學之父[艾倫．麥昔森．涂林(Alan 
Mathison Turing)] 李國偉  科學月刊  

1999/7 一條畫不清的界線:從信念的角度看科學 李國偉  臺灣社會學研究  
1998/8 自閉症的天空不再完全封閉 李國偉  新新聞  
1998/7 記者創造癌症救星科學新聞也變八卦 李國偉  新新聞  
1998/3 霍金沒告訴柯林頓的話 李國偉  新新聞  
1998/1 我們不要這種科學終結者! 李國偉  新新聞  
1997/11 連「白鯨記」裡都可以找出暗殺密碼? 李國偉  新新聞  
1997/9 美國掀起數學戰爭 李國偉  新新聞  
1997/7 卡爾．沙岡, 想跟外星人說話的科學家 李國偉  新新聞  
1997/6 大學教授搞特異功能, 是科學頑童, 還是科學乩童? 李國偉  新新聞  
1997/6 科學文化的新閱讀時代來臨! 李國偉  新新聞  
1996/6 淺談[囚徒困局]現象的應用 李國偉 數播(20:2)組合問題
1986/3 組合學:趨勢與例證 李國偉譯 數播(10:1)組合問題
1979/5 1978年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試題 李國偉譯 數播(3:4)競試
1978/11 本屆國際數學聯合會與數學家大會概況 李國偉 數播(3:2)其他(總類)

1978/5 馮諾曼的傳奇

李國偉

林錦耀

楊家誥合譯

數播(2:4)傳記

1978/5 組合學是什麼？ 李國偉譯 數播(2:4)組合問題
1978/2 啟發式教學 李國偉 數播(2:3)教學
1978/2 數學的本質 李國偉 數播(2:3)綜合性論述
1977/10 數學本質與數學教育 李國偉 數播(2:2)綜合性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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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7 1976年美國高中數學競試題 李國偉 數播(2:1)競試
1977/7 只要想得巧 李國偉 數播(2:1)組合問題
1998/12 出席一九九八數學家大會報告 蕭勝彥 姜祖恕   數播(22:4)其他(總類)
2005/12 「動力系統」的理論及數值模擬 杜寶生 周謀鴻 數播(29:4)其他(分析)
2001/12 淺談場量子化與低維拓樸 鄭日新   (數播25:4)綜合性論述
2000/12 Rick Schoen, Yamabe 問題與正質量定理 鄭日新   數播(24:4)解析幾何
1991/3 淺談Jones-Witten理論及Floer同調群 鄭日新   數播(15:1)普通代數

2002/3 2000年環球城市數學競賽春季賽國中試題解析 
葉洹君 
葉永南 
孫文先

科學教育  

1997/5 漫談最大數獨立集及其相關問題 葉永南  自然科學簡訊  

2002/3 環球城市數學競賽(續)
葉均承 
葉永南 
孫文先

數播(26:1)競試

2001/12 環球城市數學競賽

葉均承 
葉永南 
孫文先

數播(25:4)競試

2001/8 代數幾何及量子物理 阮希石 自然科學簡訊

1991/12 傅利葉分析淺介 李志豪 數播(15:4)其他(分析)
1991/6 日漸獲得青睞的基波理論 李志豪節譯 數播(15:2)其他(分析)
1991/3 1990年國際數學家大會雜感 李志豪 數播(15:1)其他(總類)
1985/12 蘇菲亞‧柯瓦列夫斯基與數學界 李志豪譯 數播(9:4)其他(分析)
1985/12 常微分方程式---線性及非線性 李志豪譯 數播(9:4)其他(分析)
2000/9 偏微分方程的相似解 許健明 數播(24:3)其他(分析)
1979/2 再談棋盤截線 黃一樵 數播(3:3)數學遊戲
2000/3 Zeta函數與超越不變量 于靖 數播(24:1)數論
1994/12 費馬最後定理的解決 于靖 數播(18:4)數論
1994/6 數論三講 于靖 數播(18:2)數論
1992/3 二元二次型 于靖 數播(16:1)數論
1985/6 Diophantine方程 于靖 數播(9:2)數論
1985/6 Gauss的算術幾何平均 于靖改寫 數播(9:2)數論
2001/6 DBAR-Neumann 問題簡介 程守慶張清煇 數播(25:2)其他(分析)
2006/9 “結”論—非結論 謝春忠 數播(30:3)圖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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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作者 出處

2002/6 結 (5) L. H. Kauffman 著  
謝春忠譯   數播(26:2)圖形學

2002/3 結 (4) L. H. Kauffman 著  
謝春忠譯   數播(26:1)圖形學

2001/12 結 (3) L. H. Kauffman 著  
謝春忠譯   數播(25:4)圖形學

2001/9 結 (2) L. H. Kauffman 著  
謝春忠譯   數播(25:3)圖形學

2001/6 結 (1) L. H. Kauffman 著  
謝春忠譯   數播(25:2)圖形學

2005/12 天羅地網CANTOR集 陳怡全 數播(29:4)其他(分析)
1991/9 碎形語言 呂素齡譯   數播(15:3)其他(分析)
1991/6 古老難題的解決:捷徑多短 呂素齡譯   數播(15:2)圖形學
1989/3 以複數為座標的解析幾何淺論(VI) 許振榮、呂素齡 數播(13:1)解析幾何

1988/12 以複數為座標的解析幾何淺論(V) 許振榮、呂素齡
數播(12:4)平面與投影
幾何

1988/6 以複數為座標的解析幾何淺論(IV)---第四章一些應
用

許振榮、呂素齡   數播(12:2)解析幾何

1988/3 以複數為座標的解析幾何淺論(III) 許振榮、呂素齡 數播(12:1)解析幾何
1987/12 以複數為座標的解析幾何淺論(II) 許振榮、呂素齡 數播(11:4)解析幾何
1987/6 以複數為座標的解析幾何淺論(I) 許振榮、呂素齡 數播(11:2)解析幾何
1987/6 謝爾訪問記 呂素齡譯   數播(11:2)傳記

1986/6 有向直線(下) 許振榮、呂素齡
數播(10:2)平面與投影
幾何

1986/3 有向直線(上) 許振榮、呂素齡
數播(10:1)平面與投影
幾何

2005/9 劉豐哲教授訪談 許毓雯 數播(29:3)
1987/6 弱大數法則，Berustein多項式及Weierstrass逼近定理 劉豐哲 數播(11:2)其他(分析)
1978/2 機率與訊息 劉豐哲 數播(2:3)機率

1976/5 淺談一次函數 劉豐哲
數播(1:1)線性與數學
規劃

1989/3 以複數為座標的解析幾何淺論(VI) 許振榮、呂素齡 數播(13:1)解析幾何

1988/12 以複數為座標的解析幾何淺論(V) 許振榮、呂素齡
數播(12:4)平面與投影
幾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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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6 以複數為座標的解析幾何淺論(IV)---第四章一些應
用

許振榮、呂素齡 數播(12:2)解析幾何

1988/6 許振榮先生訪問記 呂素齡、劉豐哲 數播(12:2)傳記
1988/3 以複數為座標的解析幾何淺論(III) 許振榮、呂素齡 數播(12:1)解析幾何
1987/12 以複數為座標的解析幾何淺論(II) 許振榮、呂素齡 數播(11:4)解析幾何
1987/6 以複數為座標的解析幾何淺論(I) 許振榮、呂素齡 數播(11:2)解析幾何

1986/6 有向直線(下) 許振榮、呂素齡
數播(10:2)平面與投影
幾何

1986/3 有向直線(上) 許振榮、呂素齡
數播(10:1)平面與投影
幾何

1984/9 以反射計算為工具討論平面幾何(III) 許振榮   數播(8:3)平面與投影
幾何

1984/6 以反射計算為工具討論平面幾何(II) 許振榮   數播(8:2)平面與投影
幾何

1984/3 以反射計算為工具討論平面幾何 許振榮   數播(8:1)平面與投影
幾何

1983/9 關於Ptolemy 的定理 許振榮   數播(7:3)平面與投影
幾何

1983/6 點之線性相關、線性無關及其應用 許振榮   數播(7:2)線性代數
1982/12 與西瓦定理類似的定理之擴張 許振榮   數播(6:4)解析幾何
1982/9 孟氏定理及其一推廣 許振榮   數播(6:3)解析幾何
1982/6 關於西巴(Ceva)定理及關聯的定理 許振榮   數播(6:2)解析幾何
1991/6 阿里卡當與陳省身 劉世超 數播(15:2)傳記
1992/12 亂流:對理論與實驗的桃戰 施思明節譯 數播(15:4)其他(分析)

有朋自遠方來系列

日期 出處

2007/12 專訪James Glimm教授 策劃：劉太平

訪問：劉太平、陳宜良、尤釋賢
數播(31:4)傳記

2007/9 專訪Bogdan Bojarski教授 策劃：劉太平

訪問：劉太平、劉豐哲
數播(31:3)傳記

2007/3 專訪池東杓教授
策劃：劉太平

訪問：劉太平、河承烈
數播(31:1)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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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出處

2006/12 專訪薩摩順吉教授
策劃：劉太平

訪問：劉太平、劉豐哲
數播(30:4)傳記

2006/9 專訪Karen Uhlenbeck教授 策劃：劉太平

訪問：李瑩英、劉太平、黃藍萱
數播(30:3)傳記

2006/6 專訪李文雄院士
策劃：劉太平

訪問：劉太平
數播(30:2)傳記

2006/3 專訪Gyula O. H. Katona教授 策劃：劉太平

訪問：鄭日新、葉永南、周文賢
數播(30:1)傳記

2005/12 專訪 James A. Yorke 教授 
策劃：劉太平

訪問： 李天岩、杜寶生、陳建隆、陳
怡全

數播(29:4)傳記

2005/6 專訪 Stephen Smale 教授 策劃：劉太平

訪問：劉太平、尤釋賢
數播(29:2)傳記

2005/3 專訪三村昌泰(Masayasu Mimura)教授
策劃：劉太平

訪問： 劉太平、劉豐哲、郭忠勝、張
乃珩

數播(29:1)傳記

2004/12 專訪 Greiner教授 策劃：劉太平

訪問：李宣北、黃啟瑞
數播(28:4)傳記

2004/9 專訪 Bardos 教授 策劃：劉太平

訪問：劉太平
數播(28:3)傳記

2004/6 專訪曾根良夫(Yoshio Sone)教授 策劃：劉太平

訪問：劉太平、陳怡全、尤釋賢
數播(28:2)傳記

2004/3 專訪 László Lempert 教授 策劃：劉太平

訪問：李華倫
數播(28:1)傳記

2003/12 專訪Gerd Faltings教授
策劃：于靖、劉太平

訪問：陳燕美、王姿月
數播(27:4)傳記

2003/9 專訪姚鴻澤教授
策劃：劉太平

訪問：李瑩英、尤釋賢、陳俊全
數播(27:3)傳記

2003/6 專訪 Robert Finn 教授
策劃：劉太平

訪問： 陳金次、劉太平、黃怡碧、仇
竟珊

數播(27:2)傳記

2003/3 專訪 Mariano Giaquinta教授 策劃：劉太平

訪問：劉豐哲、陳怡全
數播(27:1)傳記

2002/12 專訪 Peter Lax 教授 策劃：劉太平

訪問：劉太平
數播(26:4)傳記

八十年內頁卷二(數理1).indd   426 2008/6/20   3:41:48 PM



427

數
學
研
究
所

日期 出處

2002/9 專訪 Rodney J. Baxter 教授 策劃：劉太平、高涌泉

訪問：詹傳宗
數播(26:3)傳記

2002/6 專訪 John Coates 教授 策劃：劉太平、于靖

訪問：陳燕美、王姿月
數播(26:2)傳記

2002/3 專訪Yavuz Nutku教授 策劃：劉太平

訪問：吳德琪、李志豪、謝春忠
數播(26:1)傳記

2001/12 專訪Robert Miura教授 策劃：劉太平

訪問：劉太平
數播(25:4)傳記

2001/9 專訪姜伯駒教授
策劃：劉太平

訪問：劉太平、劉豐哲
數播(25:3)傳記

2001/6 專訪 J. J. Kohn 策劃：劉太平

訪問：程守慶、李宣北、謝春忠
數播(25:2)傳記

2001/3 專訪蕭蔭堂教授
策劃：劉太平

訪問：謝春忠、吳德琪
數播(25:1)傳記

2000/12 Rick Schoen 訪談紀要 策劃：劉太平

訪問：李瑩英、鄭日新、蔡宜洵
數播(24:4)傳記

專訪系列

2000/9 專訪劉太平院士
策劃：劉太平

訪問：劉豐哲、陳宜良
數播(24:3)傳記

1992/3 專訪丘成桐教授 訪問：陳金次 數播(16:1)傳記

1991/12 專訪：楊振寧和當代數學 作者：張奠宙 數播(15:4)傳記

八、向社會推薦優良科普書籍

目前市面上的數學科普書籍種類非常繁多，使得讀者不易選擇購買。基於為愛好數

學的社會大眾服務的心情，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的數學研究推動中心，在中華民國數

學學會與中研院數學所協助下，決定執行「向社會推薦優良數學科普書籍」的計畫（召

集人為李國偉先生）。

書籍目錄列在數學研究推動中心網站，網站分頁列出所有推薦書籍，並由專家學者

撰寫書介，再配置上檢索功能，以方便社會大眾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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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數學所圖書室服務概況

一、簡史、特色

圖書室收藏範圍為數學及與數學相關學科之研究參考用書刊。館藏數量計有：圖書

4,8000多冊；期刊1,000多種；錄影帶135捲；576種電子期刊；MathSci Net線上索摘資料
庫。其中有27種期刊的收藏年代完整且溯及十九世紀，Journal fur die reine und angewandte 
Mathematik出版於1826年，至今已刊行約600多卷。

二、電子期刊專案計畫

自2000年起，圖書室接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自然處委託，為數學中心暨地區圖
書館選購電子資源，藉以節省館藏空間及經費支出。而電子資源取得的方便性，可進一

步提升研究與教學的環境。值得一提的是：協助其他非數學中心地區圖書館（大多是私

立學校）、而有訂購MSN意願的學校納入Consortium，為之以最優惠價格採購。

三、工作人員

專業人員1名、助理2名。

四、經費來源

註：1. 依年度決算數統計。
　　2.  2000(A)：數學所執行期限為1999/7/1-2000/12/31；國科會圖書計畫執行期限為1999/8/1-

2000/7/31。
　　3. 2000(B)：國科會圖書計畫執行期限為2000/8/1-200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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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務項目

圖書館內閱覽及圖書外借服務

新書及新到期刊網頁

參考諮詢

館際合作

新書展示

六、服務對象

本所研究人員、訪問學人及全國各大專院校、相關研究機構等。

七、圖書館設備

網路印表機、影印機、終端機、傳真機

八、流通情形

年度 進館人次
館際合作

影印服務 借書服務

2001 152 8,741張 956件 242件

2002 208 12,688張 1,460件 229件

2003 730 13,111張 1,268件 255件

2004 526 11,720張 1,061件 157件

2005 511 9,003張 784件 222件

2006 2,290 10,613張 728件 187件

2007 1,545 8,824張 606件 183件

九、未來展望

中央研究院天文與天文物理研究所、數學所及臺灣大學天文物理研究所（籌備

中）、數學系將在臺灣大學校區合建天文數學大樓（現已發包興建中，說明如附件A），

供四個單位共用。本工程於2005年10月14日發包，總工期為830日，預計2008年第二季完

工。

未來中研院數學所及臺灣大學數學系共同經營聯合數學圖書館，細節正由雙方協

商。可望未來服務數學界之質與量有加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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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數學所資訊設備及計算科學概況

數學所採購臺灣學術界第一部工作站 Sun 100 進行科學計算，之後升級到 Sun 200 

Workstation，其中周謀鴻先生使用 ETA10 伺服器執行計算，於電腦設備科技尚未發達之

際，必須自己撰寫Pascal 語言於 Vax8530 主機控制繪圖版製圖，於1992年完成 “An ef-

ficient scheme for unsteady flow past an object with boundary conformal to a circle,”SIAM J. 
Sci. and Stat. Compt.  13(1992), 860-873 等文章，之後幾年數學所以 Sun Sparc 為主要計算

工作站，計算數學與機率論研究皆在 Sun Sparc 主機上進行。

另外數論代數研究人員習慣在 Macintosh 主機上使用 Mathematica 及 Maple 等套裝軟

體上，進行運算，曾經購置 Mac II、PowerMac 到目前的 G5 主機等。

1996年購置壹部 SGL Power Challenge L R10000 伺服器，主要研究成果(Mo-Hong 

Chou  with W. Huang) On four elements of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IMC'96 Taiwan in-

vited talk 1997.。

2004年購置 64位元叢集系統進行平行計算，增加計算效能，預計有如下研究成果 

（Mo-Hong Chou、Hsiu-Chuan Wei、Yu-Tuan Lin）Oregonator-based simulation of Belous-

ov-Zhabotinskii reaction。 近幾年以 PC 建構 linux 運算系統，以 Sun Blade、Sun Fire 系列

伺服器提供網路服務。

附件七

數學所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名單

姓  名 職  稱 專    長
劉太平 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非線性偏微分方程、震波理論、動力學方程 
李國偉 研究員 組合數學、邏輯、數學史

黃啟瑞 研究員 機率論

姜祖恕 研究員 機率論

周雲雄 研究員 機率論

許順吉 研究員 機率論

杜寶生 研究員 離散動力系統 
鄭日新 研究員 幾何分析、低維拓樸

葉永南 研究員 組合數學、數學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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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職  稱 專    長
阮希石 研究員 代數幾何、複數幾何 、數學物理

李志豪 研究員 偏微分方程、逆散射變換、Wavelet 分析 
周文賢 研究員 離散數學、數論

許健明 研究員 偏微分方程

黃振芳 研究員 偏微分方程

周謀鴻 研究員 科學計算、流體力學 
黃一樵 研究員 交換代數、代數幾何

王姿月 研究員 數論

康素珍 研究員 複幾何

程舜仁 研究員 李代數、表現理論

李宣北 研究員兼副所長 多元複變函數論 
張清煇 研究員 偏微分方程 
謝仲 副研究員 動力系統、隨機影像處理

梁惠禎 副研究員 偏微分方程

謝春忠 副研究員 幾何、微分方程

吳德琪 副研究員 偏微分方程

余家富 副研究員 算術代數幾何、表現理論

陳怡全 助研究員 混沌動力系統

呂素齡 助理研究員 數學編輯

林玉端 研究助技師 科學計算、電腦系統

數學所學術諮詢委員名單

姓  名 專  長 服務機構

Srinivasa Varadhan 機率數學、物理 New York University
Mariano Giaquinta 分析、偏微分方程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di Pisa
Shigefumi Mori 代數幾何、代數 Kyoto University
Jarik Nesetril 組合數學、計算機科學 Charles University
Horng-Tzer Yau(姚鴻澤) 數學物理 Harvard University
Peter C. Greiner 偏微分方程 University of Toronto
Bjorn Enquist 計算數學、應用數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Eckart Viehweg 代數幾何 Universität Duisburg-Essen
Helene Esnault 代數幾何 Universität Duisburg-Essen

註： 曾任數學所學術諮詢委員有楊忠道(Chung-Tao Yang)、周元燊(Yuan-Shih Chow)、丘成桐、張聖
容(Sun-Yung Alice Chang)、李白飛(Pjek-Hwee Lee)、林文雄(Wen-Hsiung Lin)、李育嘉(Yuh-Jia 
Lee)、鄭國順(Kuo-Shung Cheng)、劉太平(Tai-Ping Liu)、劉豐哲(Fon-Che Liu)、蕭蔭堂 (Yum-
tong Siu)、Ronald Graham、Gyula O. H. Katon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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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一、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數學所2007年稿

陳俊全1, 陳逸昆2,3, 劉太平2* , Yoshio Sone4

熱蒸散作用及動力學理論

Thermal Transpiration for the Linearized Boltzmann Equation, Communications on Pure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 Vol. LX, 0147-0163 (2007)
1臺灣大學數學系; 2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 3馬利蘭大學; 4日本京都大學

背景說明

自2000年劉太平長期回臺灣後，便致力於從偏微分方程的研究跨足到微觀現象的領

域，逐漸建立一個探討動力學中波茲曼方程各種物理現象的研究群。在當時，對波茲曼

方程的研究，已有國際著名的法國學派，探討解的存在性理論。然而他們的研究方法，

不足之處在於無法進一步了解和方程式相關的許多重要物理現象。一般而言，解存在性

的理論太弱了，不能提供足夠的定量描述。

在這方面之研究，劉太平的研究群並未追隨法國學派的腳步，而是和京都大學的

物理學者接觸。自2000年以來，京都方面的領導人物 Yoshio Sone 已訪問過中央研究院7

次。京都方面對物理的了解和此研究群的數學分析技巧開始有了交流。在這幾年當中，

劉太平辦了好幾個密集的波茲曼方程研討會，參與的人員有資深研究員、博士後研究

員、以及博士班的學生。在雙方無數的交流中，了解到氣體中許多重要的物理現象，主

要是緣起於氣體和固體邊界間的交互作用。這其中一個特別著名的現象是熱蒸散作用 ( 

Thermal Transpiration Phenomenon )，它可經由邊界上溫度的差異而引起氣體內部的流

動。這種現象無法用傳統的流體方程，如 Navier - Stokes 方程來解釋。對它的研究，也

促成19世紀動力學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偉大的物理學家 Maxwell 花了他生命中最後3年時

間，用物理的觀點解釋此種熱蒸散現象。然而從那時到今日，超過100年的時間，人們對

它仍然沒有數學上嚴謹的了解。

成果說明

這篇文章相當程度從數學上解決了上述百年的問題。我們證明了在兩平板間的氣

體，可以因為邊界上的溫度差異，而引起內部氣體的流動。當氣體愈來愈稀薄時，此流

動的強度可以趨近無窮大。相對地，在管狀中的氣體雖然也可因邊界溫差而引起流動，

不過其大小總是有限的。在論文的證明中，我們使用新發展的技巧，十分不同於法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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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方法。我們沒有使用他們熟悉的泛函分析手法，而是依賴對解的「逐點估計」。達

到此種估計需要有更深的物理洞見，相對的從此估計我們也更容易獲得物理上的訊息。

這篇論文的作者包括： Yoshio Sone 教授，他引介了這個重要的研究方向及適當的數

學命題。他和同事們正利用蒸散作用的原理，設計真空抽風機。最近，他們獲得包括臺

灣好幾個國家的專利。陳俊全教授，任職於臺灣大學，是臺灣傑出的分析學家，在論文

中獲得一些關鍵估計。陳逸昆於研究生時期曾參與中央研究院波茲曼方程的研討活動，

目前是馬利蘭大學的博士生。陳逸昆有很強的物理背景，及卓越的數學分析能力。這篇

論文是由不同背景人員的共同努力而完成，在未來，我們將繼續這項跨領域的研究。

二、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數學所2008年稿

劉太平1*, 尤釋賢2

1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2香港城市大學

波茲曼方程１維波解的初期值－邊界值問題

Comm. Pure Appl. Math. 60.3 (2007): 295-356. 

劉太平和其合作者尤釋賢教授研究波茲曼方程的初邊問題。由於在空氣動力學裏能

包含微觀速度，波茲曼方程比Navier-Stokes 等流體方程，更能描述邊界層作用。這是我

們採對此問題之主因。在圖上我們描繪流體波在邊界的反射情主因在圖上我們描繪流體

波在邊界的反射情況。

※ 邊界上流體波的反射

※ 在Euler波速中只有一個是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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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研究所 http://www.phys.sinica.edu.tw/

壹．前言

2002年3月以來，本所同仁共同討論並擬訂計畫徹底改造物理所。隨後數

年，本所在軟硬體上推動不少新理念與作法，這些革新配合所內研究與行政同仁

的努力，已為物理所開創一個全新的現在與未來。

貳．物理所的過去※

一、大陸時期(1928-1949)

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前身為1927年11月大學院所設「理化實業研究所」之物理

組。1928年3月改組，隸屬中央研究院，後於同年6月9日正式成立為物理研究所，

所址設於上海霞飛路899號，為中央研究院擁有最悠久歷史的其中一個研究所。

1933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捐資為本院物理、化學、工學三研究所建造之理

工實驗館(位於上海白利南路)落成，本所遂即遷入新址。

成立初期，由丁燮林出任所長，設有物性、X射線、光譜、無線電、標準檢

驗、磁學等實驗室及金木工場，另在南京紫金山建有一地磁台。主要研究工作為

原子核物理、金屬學、電磁學及地球物理研究等。此時期歷任所長計有丁燮林

(1928/10-1946/7)，薩本棟(1946/7-1948/11)，及吳有訓(1948/11-1949/4)。

1937年對日抗戰爆發後，本所由上海歷經昆明、桂林，遷至四川北碚，途

中圖書儀器流失不少。抗戰勝利後，本所於1946年遷返上海，與數學，化學、動

物、植物、心理、醫學等所共同遷入「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內。其後，本院在

南京九華山購地二百餘畝，成立「數理化研究中心」，1948年新建房舍落成，本

所遂即遷入工作。當年所長為吳有訓，有專任研究員施汝為、錢臨照、吳健雄、

及兼任研究員丁燮林、趙忠堯、薩本棟等人。研究範圍包括原子核物理、光譜

學、無線電、電子學及冶金學等。未久京滬時局緊張，繼之大陸變色，本所淪陷

上海，未及遷臺。1948年秋中央研究院隨政府遷臺時，僅歷史語言研究所和數學

研究所隨同搬遷來臺，物理研究所研究人員和設備，皆留在大陸。

※�此部分摘錄自本所前所長林爾康先生在2003年為本所七十五週年慶所撰寫的物理所回顧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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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臺時期(1962迄今)

1962年12月中央研究院在臺恢復物理研究所後，歷經四十餘年，大體上可分三個發

展階段：復所初期（1962-1980），五年發展計畫推動時期（1981-1995），及邁向21世紀

現代化時期（1996迄今）。以下係就該所在臺初期（1962-1980）的發展簡史和成就分別

敘述之。

(一) 復所初期(1962-1980)

1948年秋中央研究院隨政府遷臺，1957年胡適院長邀吳大猷為本院籌設物理所，

1962年5月王世杰接任本院院長，建議恢復物理研究所，請吳大猷規劃，當年底正式復

所，吳大猷被聘為首任所長。因舊有物理所的一切設備皆留在大陸，復所後一切須從頭

做起。吳大猷羅致人力，組成「基本隊伍」。又為配合國家長期發展科學政策，他先以

支援國內有關大學為重點，推展與清華大學和臺灣大學合作研究及培育人才，以求逐步

建立本所研究之規模與奠定基礎。1963年吳大猷親函我國留美學者60餘人，邀請回臺服

務，得王唯農，林爾康兩人，詳見吳大猷著《回憶》一書(聯經出版社)。 

復所時，本所與數學研究所在南港共用一棟兩層樓房，後因研究工作展開後空間不

敷應用，原址改建一棟物理研究大樓，計地上四層，地下一層，共約1,500坪，分兩期工

程進行。第一期工程完成後，拆除舊樓，本所人員遷入第一期完成之新大樓，再興建第

二期工程。整棟大樓於1984年3月完工使用。

物理所研究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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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本所每年預算僅新臺幣240萬元，員額15人。1965年本所與清華大學合聘王唯

農，林爾康和楊毓東共同進行原子核物理及固態物理之實驗研究，在清大設立原子核物

理實驗室及固態物理實驗室，一方面展開研究，一方面支援清大教學工作。

1964-1970年，中央研究院、清華大學、臺灣大學合辦暑期科學研究討論會，為國

內創舉。此討論會分數學、物理、化學、工程及經濟等五組，各組邀請國外資深學者4-5

人，返臺擔任講員，傳授新知，參加研討者為國內大專學校，研究生以上人員，為期八

週。本所曾負責1967年及1968年兩次暑期科學研討會物理組。

自1966年起，國科會成立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工程科學五個科學研究中心，

本所與清華大學及臺灣大學物理研究所合辦「物理研究中心」，協力促進國內物理界迅

速發展。1969年與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研究所合作，聘請研究人員從事流體力學及大氣科

學研究。又於1972-1974年，增加生物物理方面的研究。

1972年國科會設立「地震專案小組」由國內外學者專家協力推動臺灣的地震研究工

作，設立全國測震系統，支持國內學者從事臺灣地震研究。1973年4月該小組改隸本院物

理研究所，稱為「地震組」，由蔡義本擔任組主任，在本所協力推動下，建立臺灣地區

地震完整基本觀測資料，進行預防地震災害之觀測、調查及研究，歷時九年餘。1982年8

月該組正式成所，為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1968年中央研究院增設研究所副所長，同年5月王唯農被聘為本所副所長。1976年

吳大猷辭本所所長，其後繼任所長者有王唯農(1976-1977)、林爾康(1977-1989)。至1980

年，本所已有專任研究人員(副研究員以上)14人，研究工作集中於：原子核物理、固態物

理及生物物理、流體力學及大氣物理研究等。

自1971年至今，本所每年定期編印《中央研究院物理所集刊》(Annual Report of the 
Institute of Physics, Academia Sinica )，該集刊刊載本所研究人員於年度內一部份研究成

果，此項出版品分送國內外物理研究機構互換研究刊物。

(二) 五年發展計畫推動時期(1981-1995)

自1981年起，本院推動三期五年發展計畫，本所五年發展計畫之研訂，獲得吳大猷

院士之支持，在政府經費及員額的支持下，本所研究儀器和圖書設備大為充實。期間興

建一棟物理研究大樓，使研究環境獲得改善，又積極延攬優秀人才，開展新研究領域、

設立理論物理研究組、建立多項研究實驗室及電子計算機室，並加強與國內物理界合作

研究，協助國內大學物理教學，及舉辦全國性物理研討會和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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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4月本所在南港新建「物理研究大樓」第一期工程落成。不久本所在新竹清華

大學之原子核物理實驗室遷回南港，同時加強固態物理研究之實驗設備，開展表面物理

研究。1984年4月本所新建「風洞實驗室」竣工，裝有研究大氣邊界層流物理之風洞，此

型風洞為臺灣第一個用於大氣層流研究之風洞。1986年建立表面物理實驗室，先後增購

表面分析能量解析儀、低能量電子散射光譜儀、In-Site表面分析儀、超高真空掃瞄電子與

穿隧顯微鏡等。1988年建立串級離子加速器實驗室，購置3MV 95DH-2 Pelletron 加速器一

部，可產生MeV能量之輕、重離子，以從事低能核物理、原子物理、核技術及離子束之

應用研究。

1990年秋聘表面物理實驗學者鄭天佐來所，並接任所長，主導表面物理研究，副所

長李世昌主導理論物理研究。1992年本所成立高能物理研究組，由李世昌規劃，1993年3

月正式加入美國費米實驗室之對撞機探測器實驗組，本所研究人員至美國芝加哥該實驗

室參與尋找頂克之國際合作大型研究計畫，從事新矽微條探測器之研發。1994年3月該實

驗室成功地尋找到頂克之證據，本所參與該項研究工作，做出重大貢獻。

1995年秋，三期五年發展計畫執行結束，奠定了本所日後發展的基礎。截至1995年8

月本所已有專任研究人員(助理研究員以上)37人，建立有20個實驗室，包括：表面物理實

驗室、薄膜實驗室、磁性實驗室、比熱實驗室、低溫實驗室、雷射光源實驗室、加速器

實驗室、水流槽實驗室、光水力學實驗室等。

(三) 後續發展時期(1996迄今)

本所在奠定紮實根基後，繼任

所長鄭天佐、姚永德、吳茂昆致力

於開創前瞻物理研究，參加國際合

作大型研究計畫，建立學術水準，

聘請優秀人才，充實研究設備，改

善學術研究環境，使本所在軟硬體

設備方面更臻完備。為滿足本所學

術研究活動之快速擴增的需求，本

所於1998年8月增建第二棟十層之

物理研究大樓，新樓於1999年夏完

成啟用，取名為「大猷館」，以紀

念本所前所長吳大猷先生。近年來

物理所歷任所長名單

姓名  職稱 任期

丁燮林 所長 1928/10 - 1946/7
薩本棟 所長 1946/7 - 1948/11
吳有訓 所長 1948/11 - 1949/4
吳大猷 所長 1962/12 - 1976/1
王唯農 所長 1976/1 - 1977/5

林爾康

代所長 1977/5 - 1981/9
所長 1981/9 - 1987/10
代所長 1987/10 - 1989/7

何侗民 代所長 1989/7 - 1990/9
鄭天佐 所長 1990/9 - 1999/8
姚永德 代所長 1999/8 - 2002/3
吳茂昆 所長 2002/3 - 2004/5
李世炳 代所長 2004/5 - 2006/4
吳茂昆 所長 2006/5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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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之大型研究計畫有：微中子物理及探測器、重夸克及強作用物理、宇宙反物質及暗

物質之探討、高溫超導之機制、超微小結構、奈米材料和大分子結構等，增設有奈米科

學實驗室、奈米材料及低溫物理實驗室、量子電子元件實驗室等。至2002年秋本所專任

研究人員(助理研究員以上)達42人。

參．物理所現況

經鄭天佐前所長的苦心經營，物理所的研究氣氛得以建立，不僅經費方面穩定成

長，人才培育及研究工作方面也都上了軌道。吳茂昆院士接任所長後，更以改革為首要

目標，使物理所在其任內起了質的變化。

行政方面，物理所建立在2002年的獎勵制度，由全所研究員對本所行政人員(包括

正編及約聘僱) 於每年的6月及12月進行評鑑，其結果列入約聘僱人員續聘及獎勵標準

之一，至今已有四年，成效斐然。另外，本所於2002年成立秘書組，以利秘書工作專業

化。此外，本所行政業務亦朝線上作業的方向努力，以減少紙本作業及簡化行政流程。

以上所提相關政策已使本所行政效率大幅提升，本所從2002年初的支薪雇員數量不到兩

百名提高至現在的超過450名，而行政人員卻沒有增加。再者，物理所大樓空間及經費分

配的集中管理模式，也確保本所空間及經費能更有效運用。

研究工作方面，吳所長到所之初，將本所研究群重新整合為三大組，分別為：奈

米科學(nanoscience)，複雜系統(complexity)及中高能物理(intermediate and high energy 

physics)。經費原則上依各組人數分配。在鄭前所長所建立的基礎上，本所過去幾年的研

究成果大幅提升。本所於2003-2005年度的研究成果不僅在數量上非常豐碩，質量上也

十分優異，發表於SCI論文的總數為611篇，其中發表於Physical Review Letters，Applied 
Physics Letters 及Physical Review的文章超過234篇。2002年國科會物理組傑出獎三名得獎

人中有兩位為本所研究員這件事證明了物理所優異的研究成果，而本所過去幾年每年皆

有研究人員獲得各項學術殊榮，更可反映本所在學術方面的全面提升。

本所過去四年獲得重要殊榮包括：

(一) 國科會2002年傑出研究獎 ─ 2人

(二) 國科會2003年傑出研究獎 ─ 1人

(三) 國科會2004年傑出研究獎 ─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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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03年度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 2人

(五) 2005年度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 1人

(六)  2003(魏金明研究員)及2005(李定國特聘研究員)年度侯金堆傑出榮譽獎得主

(七) 吳茂昆院士榮獲2004年度美國國家科學院海外院士

(八) 李定國特聘研究員榮獲2004年度美國物理學會會士

(九) 胡進錕研究員榮獲2005年教育部學術獎

(十) 胡宇光研究員榮獲2005年行政院科學獎

本所在過去幾年於個別的研究項目有非常突出的表現，以下僅取幾個代表性的成果

簡要說明：

奈米科學研究方面，本所胡宇光博士研發了同步輻射光源的相對比X光顯微術。使

用較佳的X光光源以及較精密的成像設備，胡博士發展了一套獨特的相對比X光顯微術

(phase contrast microradiology)，成功的融合了顯微鏡的高解析度和X光的穿透力，可用來

觀察一般光線或是電子源所無法探測埋藏於物質深層的細微結構。利用同步輻射之高強

度光源，胡博士進行了首次可達到高解析度(~1μm)高對比之即時X光照相，並應用於材

料、生物及醫學不同領域之研究 [參考書目1、圖一]。

陳啟東博士在奈米電子元件的製作

與特性研究已達世界水準。陳博士主要

的研究課題在於奈米電子元件的開發製

作及其物理特性的研究，以先進的電子

束曝光、顯影及蝕刻技術，陳博士的實

驗室可製作出線寬約30奈米的細線，這

些線約是人頭髮的千分之一細。以這種

技術，陳博士的實驗室可以在基板任何

指定的位置上製作幾乎任意形狀的金屬

線或半導體線。目前陳博士的實驗室已

開發新的製程以製作微小單電子電晶體

及光子晶體。在這種新製程中，陳博士

的實驗室併用了前述的電子束微影技術

與化學合成及電鍍等技術。單電子電晶

圖一  左圖之影像係以高解析度的X光顯微術進行即時觀察，
可以獲得電鍍各個階段的珍貴資訊。在電鍍鋅的過程中，陰極

反應包含了鋅離子的還原及氫氣氣泡的產生(來自於水的電解
)；在二者同時發生的情況下，可在氫氣氣泡表面形成具有導
電性的物質，而導致金屬建構在氫氣泡表面的奇特現象; 右圖
係針狀鋅金屬建構於氫氣泡表面的細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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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可作為極靈敏的記憶體元件，而光

子晶體是超小型的光波導管 [參考書目

2、圖二]。

在單原子針的新技術研發方面，

黃英碩博士之團隊最近提出一種結合

電化學及真空處理技術製備單原子針

的新技術，此種單層貴金屬覆蓋鎢針

為熱力學上穩定結構，只需在真空中

稍微加熱，便可得到結構完美且能重

複生成的單原子針，一旦針尖結構受

損，僅需再加熱就可自我修復，不但

製程簡便可靠，且所製成的針能在大

氣中存放與運輸。由單原子針末端射

出的電子束是一理想的電子源、具有

同調性佳、張角小且亮度高等特點，

除了可以大幅提升電子顯微鏡的解析

度外，亦可廣泛地應用在其他尖端儀

器設備上﹔單原子針也可成為極佳的

金屬離子源及氣體場離子源，因其具

有比傳統離子束更小的張角及更小的

能量散佈，可減少在聚焦過程中所產

生的球狀像差與色像差，進一步改善

現有離子顯微儀的解析度。

在非線性物理方面的研究，本

所梁鈞泰博士利用簡單的動力學原理研究自然界中的龜裂現象，並且利用尺度普適的論

點，解釋螺旋龜裂現象。梁博士將濕潤的黏土放在實驗室內的小盤子中，待黏土乾涸後

量度螺旋龜裂的大小，以驗證他所建立的模型。此實驗僅花費新臺幣數十元便獲得傑出

的成果，可見創意在科學研究中最為重要 [參考書目3、圖三]。

李定國特聘研究員於過去幾年最主要的研究工作是以變分法來探討強關聯電子系

統，尤其是研究高溫超導體的超導機制。 最重要的成果是提出了一組新的變分波函數，

圖三  在光學顯微鏡下所觀察到的螺旋龜裂圖形

圖二  左圖的金屬線係以電子束微影製程製作出來40奈米寬的懸
浮金鈀（AuPd）金屬線，細線的長度可達十微米以上。這是用
來研究懸浮細金屬線的電子傳輸特性，尺標長度為1微米。右圖
係以矽細線所形成的奈米線場效應晶體，兩側的三角形結構為

側邊閘極。這種細線是製作在一種由矽-二氧化矽薄膜在矽晶元
上（稱Silicon-On-Insulator, SOI晶元）的基板上。這是用來當
作電荷靈敏度極高的場效應電晶體，尺標長度為100奈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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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但與小尺寸系統的精確解相當符合[參考書目4-6]，所預測的反鐵磁相的基態與低能

量激發態[2]，可解釋電子摻雜與電洞摻雜的高溫超導體的不同相圖，以及一些實驗觀察

到的奇特現象。它並確立了次近鄰電子與電洞的跳躍t’是一個重要的參數，必須加入t-J

模型，才能解釋高溫超導體的許多特性。此外t’的大小也決定了不同高溫超導體的超導

溫度的變化[3]。

胡進錕研究員在統計及生物物理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則包括：

1. 正方型晶格雙子模型之邊界效應與普適性類別

科學家在80年代發現二度空間的臨界現象系統可以用保角場論（conformal field 

theory）的中心電荷（central charge）分類，而中心電荷又與該臨界系統自由能之有限修

正項（即一邊無限一邊有限與兩邊皆無限兩種系統每晶格點自由能之差）有關。研究人

員發現正方形晶格雙子模型（dimer model）之有限修正項與晶格之邊界條件（週期邊界

條件或自由邊界條件）及有限邊晶格點數（奇數或偶數）有關，因此這類系統是否屬於

不同普適性類別造成科學家不少困擾。本院研究員胡進錕與訪問學人N.Sh. Izmailian （訪

問本院及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V.B. Priezzhev 和 Philippe Ruelle等人發現：考量邊界

條件及晶格點數對有效中心電荷的影響後，不同邊界條件及晶格點數的正方形晶格雙子

模型都有相同的中心電荷 c=-2，即屬於同一個普適性類別。此研究成果刊於2005年12月

底的物理評論通訊（Physical Review Letters）。

2. 免疫球蛋白氨基酸系列之重新折疊和起始條件有關

由胡進錕研究員，波蘭到本院訪問的學人李梅樹（Mai Suan Li），美國George 

Mason 大學教授 Dmitri K. Klimov，和馬利蘭大學教授D. Thirumalai等人以數值模擬研究

免疫球蛋白氨基酸系列I27用力拉開，再將拉力降至fq的重新折疊過程，他們也發現重

新折疊的過程與起始條件有關且折疊所需的時間與fq的指數成正比。此研究成果發表於

2005年12月底美國科學院論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i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簡稱PNAS）。

另外，在中高能物理方面，物理所完成了第一個完全在臺灣本土進行的微中子實

驗。由中央研究院領導的「臺灣微中子實驗」，為首項於臺灣本土執行的大型粒子物

理實驗，主軸為在臺灣電力公司國聖核能二廠內建立實驗室，以研究微中子物理。在

微中子磁矩及輻射衰變的研究成果，已達世界水平，並於2003年4月在物理評論通訊

（Physical Review Letters）發表，馬上為美國物理學會引用為當週重要的物理發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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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同時中外媒體以專文廣

為報導，包括舉足輕重的

《科學》雜誌、《科學人》

雜誌、中國時報「科學與人

文」系列、「臺灣期刊」

與德文的Suddeustch Zeitung 

等。具指標性的「微中子

2004」國際會議，更於會期

前一年，邀請團隊作講座演

講 [參考書目7、圖四]。

中能核子實驗方面：中

研院物理所於1997年起，參

加日本LEPS/SPring-8實驗。

在 2 0 0 3年 7月份的國際頂

尖的物理學術期刊Physical 
Review Letters發表觀察到由
五夸克所構成的粒子，被認

為是過去三十年中首次觀察

到重子、介子之外，新一類

多夸克所構成粒子的最明確

證據。這個由五夸克所構成粒子的發現，確立了複雜夸克系統存在的可能性，進而改變

我們對於宇宙大爆炸後初期生成物質可能形式的普遍認識。我們的研究結果，引起了物

理學界的熱烈討論和世界各大媒體的競相報導，被譽為是相關領域的重要里程碑 [參考書

目8、圖五]。

肆．對未來的期許──「追求卓越，不斷創新」

2006年5月，吳所長在卸任國科會主委一職後回任本所所長，並為物理所的再改造規

劃了一份藍圖。在此之前，改革目標主要在除去本所的各種陋習，並建立一套高效率的

行政制度，以提升本所研究水準。回顧過去這四年，物理所已漸漸達到原訂目標，這可

由過去幾年內兩次不同的所外評鑑證明。

圖五  以高能量光子撞擊原子核後所產生的五夸克粒子

圖四  國際上對本所微中子實驗結果所作的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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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的改革路上，創新是我們要追求的首要目標，並藉由創新以達到卓越的研究

成果。行政系統方面，物理所需要建立一套更完善的升遷制度，使有能力的行政及技術

(包括正編及約聘僱)人員，能晉升到更高的職級，讓他們更有發揮專才的機會與負擔更多

的責任，以提供研究人員更好的服務。過去四年物理所所建立的獎勵制度，正好為建立

一套完善的升遷制度提供了最佳的平台，這個本所的升遷制度的建立在去年已經大致完

成並且落實。另外，物理所希望能透過有效的資源利用，對社會大眾做一些基本的科普

教育。鑑於社會大眾對物理所過去的努力及研究成果並不是很瞭解，物理所已整合出版

小組及多媒體小組，並擴大成為文宣部。希望藉由文宣部的努力促進一般民眾對物理所

的瞭解及對激起民眾物理的興趣。

學術研究方面，物理所由過去幾年所作的兩次評鑑結果所得到的結論是：本所在質

方面已提升至一流的水準，在許多研究領域中，已取得不少「點」的突破。我們期待未

來能結合這些點而達到「面」的突破，讓物理所在重要的研究課題上建立一塊自己的版

圖。為此，物理所需要更積極延攬人才，尤其是具發展潛力的年輕研究人員。吳所長在

2002年到任之初即規劃了本所中長程的研究發展方向。除了現有的研究課題外，未來本

所三大研究群的研究重點包括：

在奈米研究方面，奈米科學以及奈米科技已成為最具吸引力及最重要的研究課題之

一﹔許多當今世界上傑出的科學家均預測：奈米科學為二十一世紀最有發展前景的科學

領域，其影響將及於物理、化學、生物、材料、機械、電子、和醫學等各重要科學及工

程領域。奈米技術也具有極大的潛力，將為未來的產業開發新的方向。歐、美、日等先

進國家，無不大量投資奈米科技的研發工作，行政院科技委員會也把奈米科技列為今後

我國科技主要發展方向。鑒於中央研究院在國家科學和科技進步所必須扮演的角色，我

們積極推動奈米科學和技術之研究乃是刻不容緩的事。「中央研究院奈米研究計畫」經

一年多的籌備於焉產生，去年也開始運作。奈米科技大致可區分為製作、操控與量測、

和應用等三大領域。每個領域又可做更細微的區分，且涉及許多不同學門的專才，如物

理、化學、材料、電子、機械、與生物等。本所奈米組同仁已在此課題建立良好的研究

基礎與專業能力﹔該組在未來將會在以下課題進一步加強本所在奈米科學的研究實力：

一、發展奈米科學研究所需之最新研究工具

二、奈米結構與奈米材料之物性研究

三、單原子與單分子的操作與控制

四、奈米系統之理論模型與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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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研究課題都是目前奈米科技中最尖端、最重要且有待突破的領域，其所包括

的範圍甚廣，足以涵蓋中研院各領域之人才專長，彼此間也具連貫及互動性，能促進良

好的跨領域合作。為因應奈米科技的發展，本所正積極進行奈米科技人才的延攬工作。

在複雜系統及非線性物理研究方面，研究群過去集中在統計物理及計算物理的研究

工作。兩年前於討論中長期發展計畫時，本所轉訂生物物理為未來重要發展方向之一。

經兩年時間，小組同仁也已把重點逐步轉移到生物物理領域的研究。本組現有四位研究

員在進行理論生物物理及生物資訊的研究工作，包括Brownian motor，蛋白質摺疊，基因

網絡重建等課題。本所過去一年所延攬的年輕學者，主要都是集中在生物物理領域的研

究工作，可以預期在往後的研究工作方面，這一群新的年輕研究工作者將會扮演非常重

要的角色。為進一步落實在生物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本所在兩年前已跟中央大學簽訂

合作計畫書，將在未來幾年，共同探討生物物理中的各相關課題，並且往下紮根，積極

培育該領域的研究人才。

本所在過去十多年已建立了一個表現非常優異的中高能物理研究群，包括了理論

及實驗方面的研究。理論方面的工作主要是配合實驗，從實驗數據中建立理論模型。高

能實驗現時的研究重點，是以現有的探測器繼續增強微中子磁矩測量的靈敏度，並研究

其他微中子與物質交互作用的課題，包括微中子與電子交互作用的測量、微中子與原子

核的反應、不尋常的微中子交互作用⋯等。更具前瞻性與突破性的方向，就是首次觀察

微中子與原子核的同調散射。這實驗必須在比現在再低一百倍的能量區域作測量，在國

際同儕間已被認為是屬於團隊「研究版圖」內的課題。而中能核子實驗則會對五夸克粒

子性質作進一步探討、尋找其他新種類粒子。在加強國內研究人材培育方面，研究群將

加強與其他大專院校的交流，吸引博士班學生的參與，進而培養博士後研究人員成為長

期而穩定的研究人力，建立完整且全面的研究團隊。該研究群也致力於拓展國際合作交

流，尋求更多與日本、東亞核子物理界實驗合作的管道。

除了本所三大研究群組的研究領域外，本所也承接了兩個國家型重點計畫，其中一

個是「奈米國家型計畫」，而另一個則是「全球網格與E-Science計畫」。

奈米科技，將是廿一世紀科技與產業發展最大的驅動力。在奈米尺度下，由於電

子、光子、聲子自身與彼此之交互作用，材料、元件及系統會展現出顯著改善或全然不

同的物理、化學及生物特性和現象。如何將奈米科技的特性，轉成實際應用進而產生具

體經濟成效，是今日所有科技發展先進國家重視奈米科技最主要因素。這幾年來，在我

國政府相關政策制定會議中，陸續揭櫫重要之奈米科技政策。故在2002年由國科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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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科技顧問組、中研院、教育部、工研院、經濟部、原子能委員會及環保署等單位

二十五位代表，組成「奈米國家型科技計畫工作小組」，並於2002年9月成立「奈米國家

型科技計畫」辦公室，冀盼藉由計畫辦公室整合產學研力量，建立我國發展學術卓越和

相關應用產業所需要之奈米平台技術，同時加速培育奈米科技所需人才，奠定我國奈米

科技厚實之基礎；並且利用奈米科技帶來之創新和我國在高科技製造業累積之優勢，以

及在學/研機構長期建立之研發能量，著重創新前瞻之研究，開創我國以技術創新、智權

創造為核心之高附加價值知識型產業。並因為奈米科技之注入，帶來新的機會，使我們

得以在奈米科技產業全面發展之時，將奈米科技的特性，轉成實際應用進而產生具體經

濟成效，是今日所有科技發展先進國家重視奈米科技最主要因素，也是我們推動國家型

研究計畫的緣由。現階段的「奈米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總主持人為本所所長吳茂昆

院士，該計畫已邁入第四年，過去三年該國家型計畫下運作的各項計畫已經陸續有多項

重要成果，相信未來幾年該計畫會有更多更重要的成果產生。

而「全球網格與E-Science計畫」主要是藉由參與全球網格，並從去年12月正式成為

全球網格亞太區唯一Tier-1中心以及聯合的 Tier-2 中心，將與其他五個 Tier-1 中心(CC-

IN2P3, CERN, CNAF, RDIG, RAL )共同擔任 WLCG 全球維運中心與諮詢服務中心，支援

亞太區其他Tier-2 及Tier-3中心。目前全球網格與 E-Science 基礎架構正快速成形中，藉

由 WLCG 實際應用之國際合作，在國內建立新一代的研究基礎架構，並引進更有效的研

究模式與各領域之應用。同時，臺灣成為全球 E-Science 架構中重要之一員，並與國際同

步，共同推動全球基礎架構之整合與合作。區域合作部份可協助亞太區域的 E-Science 發

展，並帶領亞太地區 LHC 參與單位建立網格應用環境與長期維運之機制。配合歐盟所贊

助之EGEE (Enabling Grid for E-science)計畫中全球性網格中介軟體之整合測試，加強更廣

泛之科學研究(E-Science)與擴大工商產業應用領域。對內則負責整合國內其他學術單位之

Tier-2 及Tier-3中心，提升對國內相關研究之支援能力，達到資源共享及共同開發應用軟

體之目標及維持與國際間一流團隊之長期緊密合作。兼且提供優良之資訊技術人員培訓

課程，利用參與全球網格計畫，全面提升我國資訊工程人員之素質。這個計畫的主要目

的是希望透過參加這個全球性的研究計畫，能全面(1)提升我國國際形象，加強與世界其

他先進國家在資訊方面之合作。(2)提升我國資訊技術人員之素質。(3)帶動我國半導體資

訊產業技術提升。(4)提供科學研究相關應用，並在可預見將來推廣至工商產業，如工程

設計研發、礦藏探勘、財務工程、環境監測乃至休閒娛樂等領域。這個計畫在2005年12

月由中央研究院與歐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CERN)正式簽署備忘錄，並且獲得國科會的支

持，現階段交由物理所接管。

八十年內頁卷二(數理1).indd   445 2008/6/20   3:42:07 PM



446

卷二   追求卓越   所 (處 )中心篇

因應未來中長期的發展，本所已從原來的兩個部門(研究部門及行政部門)，擴增出

第三部門——支援部門。這個部門包含了精工室(machine shop)，電子工作室(electronics 

shop)，無塵室(clean room)及核心設備(core facilities)，加速器(accelerator)以及電腦室

(computer room)等單位。為滿足本所的研究需要，支援部門整合各相關單位以提供更完善

且創新的技術服務。物理研究著重創新，在研究工作上，光靠購買回來的實驗儀器及軟

體並無法滿足研究需要，因此支援部門不僅應具備服務性質，也需擔負技術研發(R & D)

的任務。譬如本所精工室在過去幾年支援研究工作的同時，也研發出新技術，並已授權

本地公司使用，而本所無塵室所研發的奈米元件也達到世界水準。可以預見的是該支援

部門將會繼續穩定成長，並在研究方面擔負著更重要的任務。

此外，在培育下一代研究人才方面，本所於2004年開始執行發掘具數理天份的高中

資優生計畫。不同於一般的資優生計畫，其目的是要尋找有數理天份的高中生，提供他

們一個擴充視野及注重身心發展的訓練課程，讓我們的下一代在學習過程中，培養出他

們個人的研究風格，最終鼓勵更多具天份的年輕人投入數理研究。這個計畫今年邁入第

二年，而在去年第一年接近尾聲時，正值本院院區開放，當天應屆高中同學們的參展，

吸引大量人潮參觀，並且在報章上也有報導[圖六]。

圖六  聯合報2006年10月30日專文介紹

八十年內頁卷二(數理1).indd   446 2008/6/20   3:42:09 PM



447

物
理
研
究
所

五．結語

物理所在過去幾年經主管單位的用心下所營造出的融洽氣氛，讓研究員們都樂於協

助推動本所各項計畫。同時，物理所也提供機會並鼓勵博士後及助理們參與各項計畫的

規劃，實際分擔所內部分工作，另一方面也藉此機會讓建立經驗，對他們日後到各學校

任教或從事研究工作有極大幫助。本所在過往幾年致力發展的各項基本研究建設，以及

努力創造一個自由及理想的研究環境的目標也開始獲得成效，過去兩年，本所延攬了六

位深具潛力的年輕研究人員，並且成功延攬了一位在美國已經是奈米生技方面的資深卻

仍年輕的學者。本所的支援部門在基礎的技術研發方面也獲得相當大的成就，這對本所

往後與世界一流研究機構在研究方面的競爭將會有極大的幫助。可以預期物理所的永續

發展會有更寬廣且更大的進步空間，也希望本所能繼續推動之前所勾畫藍圖的各項革新

計畫。目前，我們正依著這藍圖向前邁步，相信在目前的過度期間及往後日子，物理所

在前所長們建立的良好基礎上以及每一位同仁的努力下，將會逐步實現我們所共同追求

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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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設立沿革

1928年3月成立的上海理化實業研究所之化學組，於同年7月，根據國民

政府公布修正國立中央研究院組織條例，改為化學研究所，是中央研究院初

創時的三個研究所之一（另兩個為歷史語言與物理研究所）。1933年10月，

位於上海白利南路之理工實驗館落成，化學所遷入展開工作。1937年對日抗

戰爆發，化學所隨中央研究院遷到昆明，1941年冬，中央研究院由昆明遷至

重慶。對日抗戰勝利後，化學所於1946年冬遷返上海，至1949年國民政府遷

臺，持續二十多年、歷經艱辛的化學所至此暫告終結。

1957年4月化學所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內開始籌備復所，由前臺灣大學化

工系主任魏喦壽教授負責籌劃重建工作，並擔任化學所籌備處主任。1958年

12月化學所兩層實驗大樓落成，作為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劃分蒸餾、放射

性元素鑑定、酵素微生物保存培養等實驗室及光電儀器標本室，其餘為圖書

室、暗房、儲藏室及辦公室等。館藏圖書計有英文書一千餘冊、德文書近千

冊、中文書兩百餘冊及中外期刊數十種，向美、日購置有機、無機藥品七百

多種，大致恢復到1929、1930年或戰後1948年復員時的狀況。

1957至1959年間，化學所的研究工作著重於純粹理論與實際應用相互啟

發的原則。魏喦壽主任憑其在發酵技術製造酒精的專業素養（魏主任在對日

抗戰期間任職於國家資源局，負責在雲南昆明建造酒精工廠生產酒精，為戰

時的交通運輸提供重要能源）與臺灣省菸酒公賣局訂約合作，至1970年10月

化學研究所 http://www.chem.sinica.edu.tw/

位於上海白利南路的理工實驗館，化

學所於1933年10月遷入開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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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酒公賣局正式成立酒類試驗所為止，在此長達十二年合作期間從事發酵方法的研究，

這對化學所復所初期的發展有相當大的助益。

1959至1964年，不同研究領域的研究人員加入化學所的研究陣容，化學所的研究方

向也擴展到有機、無機與海洋化學的領域。有機化學之研究主題包括苯亞甲基苯胺衍生

物與乙酐及氮、溴琥珀酸二醯亞胺之反應、四氯苯二甲醯亞胺與胺類之反應、硝基苯二

甲酸在二甲亞 中之脫二氧化碳反應、溴樟腦與氰化物之反應、二溴化苯璜醯胺與羰基

化合物之反應、胺基二苯駢呲啡與溴丁二醯亞胺之反應及芳香族羧酸於二甲亞 中之反

應等；無機化學則包括岩石之分析、合成鋁矽酸凝膠體之示差熱之分析、吸著態銨之熱

分解、數種臺灣產粘土之研究、明礬石製造沸石等主題研究；海洋化學與海洋分析化學

部份之研究主題包括中國南海海水胺基酸之研究、臺灣黑潮流域化學營養素與光合作用

色素之研究、臺灣南、北部核能電廠附近海域水質與生態之調查研究，並應邀參與國際

環境科學委員會總會之「貝類偵測之沿海化學物質變遷研究」、國際海洋研究會總會之 

「粒狀性物質之生物地球化學反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國際貝類偵測：亞洲/太平

洋地區調查研究」、聯合國大學 (UNU)「環境管理與分析技術：東亞水污染監測計畫」

等。此外，在魏教授指導下放射性元素釷的微量分析方法、從海水中提取鈾和製備感光

乳劑等之研究也頗有成果。

1965年4月，化學所籌備處經歷八年的復員籌備，正式改制成化學研究所，中斷了近

二十年的化學所浴火重生，原籌備主任魏喦壽先生繼續擔任化學所所長一職。研究陣容

除魏喦壽專任研究員兼所長外，另有陳朝棟、洪崑煌，洪楚璋、王之士、張曙明、宋淑

貞、趙樂生、歐麗澤、楊啟春、顏守真、謝瑞月、阮慧英、李來蘇、朱浩、張玉華等近

20位人員在化學所進行研究工作。當時進行中的研究計畫有：一、苯亞甲基苯胺與氮、

1958年剛落成的舊化學所實驗大樓正面照，位置是現在行政大樓對
面草皮空地，該兩層實驗大樓於1998年3月拆除。（石阮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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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琥珀酸二醯亞胺之反應；二、岩石的分析；三、蛋

白質由酵素（Proteinase）分解之研究；四、血色蛋

白之限外離心法研究；五、乙醇之放射線化學研究；

六、鍺之微量分析；七、卵磷脂由酵素分解之研究；

八、稻草中半纖維素之分析研究；九、以限外離心法

研究蛋白質Edestin；十、鈾及釷之分析研究；十一、

溶劑抽取法定量金屬離子；十二、蛋白質水解物之電

泳動。

1972年底，魏喦壽所長任期屆滿功成身退，由陳朝棟研究員接任所長。當時化學所

研究人員及助理只有12位，後經陳朝棟所長努力延攬優秀研究人才，1976年9月，康乃爾

大學食品化學博士呂政義到所擔任專任研究人員；1978年，臺灣師範大學碩士左西華進

入本所任助理研究員，後在職進修並於1986年取得臺灣大學化學系博士，同年改任副研

究員，從此開啟了往後延攬留美學人或臺灣本土訓練的博士人才到化學所擔任研究人員

之大門。

1979年林渭川先生接任化學所所長（1979-1985年），選定觸媒化學領域為化學所

的核心研究。林渭川所長不但善用所內已有人力資源及圖書設備，更與所外研究教學單

位共同進行合作研究，並大力延攬人才加入化學所陣容，計有：劉陵崗、周大紓、簡淑

華、周大新、蕭明仁、陶雨台、林建村、王添福八位博士。在接下來的二任所長：彭旭

明代理所長（1985-1987年）及周大紓代理所長（1987-1990年）任內，陸續延攬羅芬臺、

董騰元、洪永 、李光華、李錫隆、葉名倉、徐新光、胡紀如、呂光烈、邱紫文十位博

士。至此，化學所研究範疇擴展到包括有機化學、無機化學、物理化學、食品化學以及

海洋化學，化學所自復所以後二十年，終於茁壯成長為完整而朝氣蓬勃的研究單位。

在林渭川所長帶領之下，化學所的劉陵崗、周大紓、簡淑華和周大新四位參與了

鐵系觸媒化學研究，是化學所轉型時期的一項嘗試。1983年至1986年間，在國科會整合

協調之下，除了上述化學所的五位研究人員之外，鐵系觸媒化學研究計畫成員還包括淡

江大學的魏和祥、陳幹男、師範大學的蘇展政、清華大學的葉君棣、趙桂蓉、鄭建鴻、

成功大學的陳援陵等多位教授。國科會保留個人研究計畫方式，但計畫上面冠以鐵系觸

媒化學研究分支的序號。鐵系觸媒化學的研究工作，是在研究經費非常短缺的情況下進

行，當時在自然處化學研究中心之下，也設置了一個觸媒化學小組，定期舉辦小型研討

會，每年並有年度會議（即目前的臺灣區觸媒及反應工程研討會）。

魏喦壽（左）所長與張曙明（右）研究同仁操作儀

器設備，攝於1960年代舊化學所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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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所在兩個五年發展計畫結束時（1991年），除專任高級研究人力達到空前的

28、29人高點外，圖書與儀器設備也相當豐富齊全，圖書館藏書超過一萬三千餘冊，

包括全套的化學摘要（CA）及各式化學學術期刊達110多種。當時化學所擁有的貴重儀

器設備有：電子自轉共振儀、核磁共振儀（80 MHz、200 MHz、500 MHz）、X光繞射

儀、紅外光譜儀、氣相層析/質譜儀、紫外/可見光/近紅外光譜儀、螢光光譜儀、梅思堡

光譜儀、法拉第磁天平、元素分析儀、高效能液相層析儀、氣相層析儀、薄層分析火焰

偵測、蒸發式薄層鍍金裝置、加壓式掃描熱分析儀、電腦熱重量分析儀、全自動放射線

偵測系統、總有機碳分析儀、快速自動流速注射分析儀、紫外光脈衝式高能雷射及掃描

式電子顯微鏡等，使得化學所研究活動加溫，漸漸能與國際同步。當時前後獲獎的有：

1980年洪楚璋獲得中央研究院最高榮譽獎、1985年獲得中國農業化學會學術獎、1989、

1991年獲得原子能委員會研究優等獎、1992年獲得國家科學委員會優等獎；1982年呂政

義獲得中國食品科技學會之傑出食品科學家獎、1986年獲得中國農業化學會頒贈農業化

學學術獎；1987年周大新獲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學術著作獎、1988-1989年獲國科會傑出

研究獎；1986-1994年周大紓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連續四次獲獎)、1986獲年中山學術

論文獎、1993年獲中興大學榮譽講座、1994年獲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傑出科技學者獎、

1996年獲國科會特約研究人員獎；董騰元1991年及1994年獲得國科會優等研究獎、1992

年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1991年李光華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1981年初，化學所既有的空間不敷使用，因此拆除舊的平房實驗室，改建五層研究

實驗大樓，新大樓於1983年7月落成，該大樓落成時，適逢錢故院長思亮辭世，為了感

1985年化學所在彭旭明所長任內召開了第一次的化學所諮詢委員會議，出席該次會議的人員（從左至
右）為彭旭明所長、邱應楠院士、吳大猷院長、李遠哲院士、劉兆玄教授、張啟光教授（被遮擋）、前

所長林渭川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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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這位化學界先輩的學者風範和對本院及本所的貢獻，化學所特呈院核示，將研究大樓

命名為錢思亮館，館內設有錢思亮先生紀念室，陳列先生生前文物，至今仍完好保存。

1994年，化學所專任研究人員數目已高達32位，行政技術人員維持在十來位，加上各個

實驗室的約聘博士後研究、助理、學生等，全所已有100人左右，空間再度面臨嚴重不

足，因此，在五層樓化學所的正後方，建造第二棟大樓。1995年本所第二棟八層研究大

樓完工，原有之研究空間由4,569平方公尺擴充至12,569平方公尺，大大地改善了研究空

間的品質，也讓每一研究群的人數上限受到較少的限制。

1987年至1996年，周大紓先生擔任本所所長，這段期間本所的研究範疇更加廣泛：

包括有機化學、無機化學、有機金屬化學、物理化學、理論化學、食品化學及海洋化

學，研究經費除由院方資助外，並循專案的方式由國科會、農委會及中油公司提供。化

學所的相關學術活動漸趨活躍。在國際及國內學術交流方面，化學所也開始扮演積極參

與的角色，如1988年舉辦之「國際有機反應研討會」與1991年舉辦之「國際合成化學研

討會」。1988年底兩岸開放學術交流後，周大紓所長曾率同仁至大陸訪問，化學所並於

1994年11月10日舉辦「第三屆國際華人有機化學研討會」，在大陸學者申請來臺手續繁

雜的狀況下，仍有十多位大陸學者參與此次會議，此會是當年華人化學界的盛事。除了

與大陸的學術交流，在周大紓所長任內於1996年與法國路易巴斯特大學簽訂互訪交流同

意書，奠定日後化學所與該大學合作互訪的契機。

1992年起，中研院開臺灣風氣之先，將研究人員之等級三級化，增加等同於國外助

理教授之「助研究員」級。第一位任此職級之林宏洲博士於1992年到任，其專長為材料

化學，研究具液晶與二次非線性光學性質之有機分子。林博士之聘任象徵本所將材料化

學作為研究重心之一的決心。在往後的十幾年間，還陸續聘任與材料化學有關研究領域

的研究人員，計有：趙奕姼、陳錦地、林質修、孫世勝四位博士。化學所許多原先致力

於合成化學的研究人員，集中力量爭取院內外研究資源朝材料化學發展，1993年，化學

所以陶雨台研究員為計畫總主持人，集合林建村、李光華、林宏洲等研究同仁，外加中

正大學化學系李錫隆教授向國科會申請整合型研究計畫，推動新的高性能非線性光學材

料為主題的研究。1995年，中央研究院開始鼓勵以集體或整合性的方式執行研究工作，

設立「主題研究計畫」供各研究所申請研究經費。化學所以陶雨台研究員為首，集合林

建村、李光華、林宏洲、陳錦地等研究同仁，向院方申請三年期的主題研究計畫，繼續

推動高性能非線性光學材料的研究。1997年，在化學所所長周大紓帶領下，陶雨台、周

大新、林建村、羅芬臺、林宏洲、陳錦地等多位化學所研究同仁共同參與，向中油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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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持續四年但經費只有三年的「電光材料化學研究計畫」，研究課題是有機發光二極

體材料。2000年，又在周大新所長帶領下，集合陶雨台、林建村、林宏洲、陳錦地等

研究同仁，外加中正大學物理系許佳振教授，接續前一次的主題研究計畫，向院方申請

到三年期的「光電材料化學」研究計畫，研究項目擴大包括有機發光二極體材料、非線

性光學材料、小分子塑化高分子電解質材料、液晶材料等。這樣的主題研究計畫接下來

還有2003年陶雨台（總主持人）、周大新、林建村、陳錦地、與王俊凱（臺灣大學凝態

中心）的「高效能發光材料與元件設計研究」，課題完全放在有機發光二極體材料的研

究上。2003年向國科會所提的國家型奈米計畫，陶雨台（總主持人）、林建村、呂光烈

的「利用自組裝單分子層製備奈米結構」；2005年陸天堯（總主持人）、林建村、呂光

烈、何國川（臺大化工）、陳益佳（清大化學）的光收成及太陽能轉換：基礎科學及應

用之研究」；2005年周大新（總主持人）、許昭萍、林質修、周必泰（臺大化學）、周

德璋（中正大學化學）、梁文傑（臺大化學）、楊吉水（臺大化學）、新名主輝男（日

本九洲大學）的「功能性有機化合物的分子建構」；2006年陳錦地（總主持人）、陶雨

台、林建村、羅芬臺、趙奕姼、林質修、孫世勝、王俊凱（臺大凝態中心）的「有機場

化學所前後棟實驗大樓現今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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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電晶體與材料」。這裡值得一提的，從1997年開始直到今日（2006年），近十年的時

間持續地以群體的力量，投入光電材料的研究，讓中研院化學所的光電材料化學研究，

特別是有關有機發光二極體材料方面，不但在國內首屈一指，並且享譽國際。研究人員

常被邀請至國際學術研討會演講作相關研究報導外，關於有機發光二極體材料方面研

究成果有近百篇，包括：Adv. Mater., J. Am. Chem. Soc., Adv. Funct. Mater., Chem. Mater., 

Chem. Commun., Appl. Phys. Lett., Org. Lett., Macromolecules, Inorg. Chem., J. Org. Chem., 

J. Mater. Chem. 等高水準的期刊學術論文發表。材料方面的研究，陸天堯、林建村、陶

雨台、陳錦地、呂光烈、林寬鋸（1993至1999年博士後研究員）等人申請到十多件中華

民國、美國的專利。在專利技術轉移方面有陶雨台：茀化合物及包含其之電激發光元

件﹔陳錦地：Red Light Emitting Materials﹔陸天堯：Furan-Containing Hole Transporting 

materials等。

1997年，李遠哲院長延攬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化學系教授陳長謙，接任懸宕一年多

的化學所所長一職（1996至1997年間所長一職由陶雨台研究員代理），這是化學所有

史以來第一次由具有中研院院士頭銜的人擔任所長。陳所長是華裔知名化學家，在加

州理工學院是George Grant Hoag生物物理化學榮譽講座教授，並擔任美國化學學會期刊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之副主編。化學所目前的三大研究方向：材

料、化學生物、催化，即在其任內確立。陳所長到任之前，張定國、甘魯生、邱紫文

（1991到1992年間到職）三位研究人員的專長皆為生化相關分子如核酸、蛋白質、碳水

化合物等之結構分析；1996至1998年，鄭建中、洪上程與林俊成三位博士到職，拓展了

合成生物化學之發展。之後，生物化學的研究範疇愈趨多元化，陸續加入者有鄒德里、

陳玉如、李文山、許昭萍、俞聖法、章為皓、洪政雄、江明錫及王朝諺，強化了生物有

機、生物無機、結構生物學、系統生物學及有機金屬觸媒的研究團隊。其中許昭萍與章

為皓分別為2002年與2004年之美國李氏基金會獎助金之得獎人。

1998年起，化學所同仁結合研究專長，開始參與院內生化相關主題計畫：胡紀如

研究員提出「化學角度探討生物活性分子間之相互作用」、其他成員包括王光燦、陳水

田、呂光烈、甘魯生、羅芬臺、鄭建中、張定國；1999年，陳長謙所長率領所內的鄒德

里、洪上程、生化所的林俊宏、吳世雄、分生所的張雯等所內外同仁，申請到「醣類巨

分子化學與生物化學之研究」計畫﹔2001年，陳長謙所長再集合原分所的林聖賢、范文

祥、分生所的林小喬、生醫所的黃明經、清華大學的余靖等，提出「蛋白質折疊與展

開」計畫﹔2002年翁啟惠特聘研究員提出「碳水化合物與分子認知之探討」，參與人員

包括所內的林俊成、陳玉如、洪上程與生化所的王惠鈞、陳水田、邱繼輝、中興大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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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和、臺灣大學的林英智。同年胡紀如研究員提出「以新藥開發為導向之醫藥化學研

究」，參與人員有所內王添福、甘魯生、劉行讓、陳水田、廖俊臣、李淑娟、胡笙、左

西華等；2003年陸天堯所長提出「抗病毒研究中小分子與巨分子的作用關係」，參與

人員有鄒德里、張定國、洪上程、林俊成、陳玉如、李文山、生醫所陳士隆、分生所

的張雯等；2006年羅芬臺研究員提出「醣脂質作為抗癌和抗菌藥物的研究：探討合成、

結構及免疫課題」，參與人員有所內洪上程、鄒德里、王添福、林俊成、俞聖法、李文

山、陳玉如、章為皓及分生所的孔祥智等。這些結合各領域的主題計畫催生了質量均

佳的研究成果，多發表於國際知名期刊，包括Annu. Rev. Biophys. Biomolec. Struct., Proc. 

Natl. Acad. Sci. USA., Angew. Chem. Int. Ed., Nucleic Acid Res., Clin. Chem., J. Am. Chem. 

Soc., Proteomics, J. Biol. Chem., Anal. Chem., Chem. Eur. J., Biophys. J., Chem. Commun., 

ChemBioChem. Biochemistry, J. Bateriol.。此外，在專利方面也有所斬獲，胡紀如、呂光

烈、胡笙、鄭建中、洪上程、翁啟惠都曾獲國內外專利，鄭建中之Nucleic acid bulge-

detecting agent專利與翁啟惠之Immuno-modulating antitumor activities of Ganoderma lucidum 

(Reishi) polysaccharides及Immuno-modulating antitumor activities of Ganoderma lucidum專利

並已授權。

除了前述化學生物相關之主題計畫，2002年陳所長集合所內外十名教授參與院內主

題計畫「重要小分子活化觸媒之研究與發展」(總主持人：陳長謙，計畫成員：呂光烈、

李光華、鄒德里、簡淑華、劉陵崗、羅芬臺、徐新光、柯學初（東華大學物理）、林寬

鋸（中興化學）)。在陳所長的努力下，本所人員、儀器、經費皆有所成長。尤其在化學

生物方面網羅洪上程、林俊成、鄒德里、陳玉如等研究員，為本所在這個研究領域打下

深厚的根基。

陳所長的學識、人脈與領導風格對本所及臺灣的化學界極具貢獻，如演講、講學、

舉辦研討會等等。1999年底舉辦之「2000年生物有機化學前瞻會議」，18位講員多為世

界一流之學者（Peter B. Dervan (Caltech), Jacqueline K. Barton (Caltech), 胡紀如（中研院

與清華大學), Thomas L. James (UCSF), Anthony W. Czarnik (Illumina, San Diego), Chaitan 

S. Khosla (Stanford University), Richard A. Lerner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Ian Wilson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Peter G. Schultz (UC Berkeley), John D. Roberts (Caltech), Samuel 

J. Danishefsky (Sloan Kettering Cancer Institute and Columbia University),翁啟惠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Raymond A. Dwek (University of Oxford), Kim D. Janda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劉鴻文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Kevan M. Shokat (UCSF), Gerald Joyc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Steve A. Benner (University of Florida)），可說是臺灣化學界所舉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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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中，議題與講者最為先進之一次，大大提昇了國內學者與學子之視野。後續生物

無機化學年會及2004年開始之年度陳長謙講座，亦延續此高水準，不但讓國內學術圈接

觸一流的學者，也讓國外學者對本地學者的研究內容有所認識。

1999年2月，本所前所長周大紓先生因癌症去世，周前所長不但學養豐厚，服務本

所與臺灣化學界多所建樹（1987至1996年間任本所所長、1993至1994年任化學會理事

長），深受化學界同仁敬愛，在歷時多年的抗癌過程中更是積極配合醫生建議，從容面

對病魔挑戰。在陳所長的倡議下，將前棟地下室演講廳設為周大紓講堂，同時每年舉

辦紀念研討會，邀請海內外學者參加，演講人包括國內之學者及當年之受獎人。歷年

之大會受獎人皆為有機化學界之翹楚，2000年為Stephen F. Marti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2001年林國強（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所），2002年Teruaki Mukaiyama 

(Science University of Tokyo)，2003年Shun-Ichi Murahashi (Okayama University of 

Science)，2004年Larry E. Overm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2005年Dieter Seebach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2006年David W. C. MacMillan (Caltech)，2007年

Francois N. Diederich (ETH)，此會目前為國內有機化學界之重要會議。

1999年李遠哲院長聘請陳院士為副院長，1999年至2001年間由周大新研究員代理所

長。2001年起至2004年，由臺灣大學化學系陸天堯教授借調中研院為特聘研究員，並承

接化學所所長的重要工作。陳院士與陸所長為國內少數相當活躍於國際舞台的學者，在

任內促成許多交流訪問之活動，例如與法國、丹麥、日本、比利時、中國大陸等地之互

訪。在陳院士與陸所長的努力推動下，本所之儀器、圖書、資料

庫等資源更加豐富，對研究極有助益。重要儀器有原子

吸收光譜儀、原子力顯微鏡、全自動生物感測器、圓

二色旋光儀、動態光散射光譜儀、元素分析儀、

電子順磁共振光譜儀、光電子能譜及歐傑電子能

譜儀、質譜儀(高解析磁場式、氣相層析、液相

層析、基質輔助雷射游離、及離子捕捉)、核

磁共振儀(200~600 MHZ)、非線性光學光譜

儀、胜 合成儀、掃描式電子顯微鏡、熱

分析儀(DSC、DMA、DTA、及TGA)、

X光繞射儀(粉末及單晶)，化學所購買

之線上資料庫有Science of Synthesis、

SciFinder化學摘要等。

核磁共振儀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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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在陸所長任內，中央研究院展開對各所的學術評鑑。評鑑的前一年，化學

所先行舉辦自我評鑑工作，作為次年院方學術評鑑的試金石。由當時化學所學術諮詢

委員會委員擔任評鑑團的角色，學術委員會成員包括傅崇暐（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任廣禹（Univsrity of Washington）、廖俊臣（清華大學）、劉鴻

文（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牟中原（臺灣大學）、中村榮一（University of 

Tokyo）、蔡明道（Ohio State University）、楊士成（Iowa State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俞陸平（University of Chicago）。2003年9月份，以Howard Alper 

(University of Ottawa)為主席，一行9人的歐、美、日化學專家學者所構成的審查團，成員

包括Jesse L. Beauchamp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Joseph J. Falk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der)、George Hadziioannou (ECPM-Universite Louis Pateur Strasbourg)、Ole 

Hindsgaul (Carlsberg Laboratory, Denmark)、Andrew B. Holm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Kendall N. Hou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Jiro Tsuji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等，蒞臨化學所展開為期兩天的審查工作。審查團分成四大組：合成與

觸媒（Alper & Tsuji）、生物化學（Falke & Hindsgaul）、材料化學（Hadziioannou & 

Holmes）、分析與理論化學（Beauchamp & Houk），每一位化學所的專任研究人員在四

組中選擇兩組做為報告的對象，審查團最後做成一份審查意見，向化學所與中研院做出

極具價值的建議，次年中研院根據此辦法將數理組各研究所做出評比，化學所與其他幾

所並列A（甲）等。

2004年陸所長歸建臺灣大學化學系，是年8月至次年7月，所長一職由當時已卸任

副院長陳長謙院士暫代，2005年8月所長職缺由陶雨台研究員接任。2006年10月所諮詢

委員會議再度召開，對本所過去四年的發展做一檢視，會後報告中指出本所較四年前

表現更佳。參與此次會議之諮詢委員包括Benjamin Chu（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Duy H. Hua（Kansas State University）、廖俊臣（清華大學）、劉鴻文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中村榮一（University of Tokyo）、Larry Que（University 

of Minnesota）、Mark Thompson（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蔡明道（Ohio State 

University）、任詠華（香港大學）、楊士成（Iowa State University）；由任詠華擔任主

席。化學所自陶所長就任後，除延續前任所長努力推動的研究方針外，對於化學所一直

以來在碩士班及博士班研究生不足的問題上積極奔走，除了前任所長任內與中央大學、

中正大學與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達成的共識，有部分碩士班及博士班學生來化學所作研

究外，目前臺科大的學生已可加入本所研究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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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年    份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研
究
人
員

特聘研究員 　 　 　 　 　 　 　 　 　 　

合聘特聘研究員

研究員 8 8 　 10 13 15 15 16 15 15

合聘研究員 3 3 　 3 4 4 4 4 3 3

兼任研究員 3 3 　 　 　 　 　 　 　 　

兼任副研究員 　 　 　 　 　 　 　 　 　 　

通信研究員 　 　 　 　 　 　 　 　 　 　

副研究員 12 13 　 13 10 9 9 8 6 5

合聘副研究員 　 　 　 　 　 　 1 　 　 　

助研究員 　 　 　 　 　 　 1 2 3 4

研究助理 　 　 　 　 　 　 1 1 1 2

助理研究員 3 3 　 1 1 1 　 　 　 　

助理員 　 　 　 　 　 　 　 　 　 　

助理 　 　 　 　 1 1 2 2 2 1

研究助技師 　 　 　 　 　 　 　 　 　 　

總額 29 30 27 29 30 33 33 30 30

行政及技術人員 11 10 11 10 10 11 11 10 11

化學所總員額 40 40 　 38 39 40 44 44 40 41

化學所歷年員額統計表 (1987-1996)

八十年內頁卷二(數理3-5)二校.indd   458 2008/6/20   3:38:49 PM



459

化
學
研
究
所

化學所歷年員額統計表(1997-2006)

化學所歷年預算統計圖 (1998-2007)

年    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研
究
人
員

特聘研究員 1 1 1 1 2 2 2 2 2 1
合聘特聘研究員 1 1 1
研究員 18 19 13 13 12 12 12 14 13 13
合聘研究員 3 2 2 4 6 7 7 6 6 6
兼任研究員 　 　 　 　 1 1 1 1 1 1
兼任副研究員 　 　 　 　 　 　 　 　 　 　

通信研究員 　 　 　 　 1 1 1 1 1 1
副研究員 2 2 4 5 5 4 5 4 2 4
合聘副研究員 　 　 　 　 1 1 1 1 1 　

助研究員 4 6 6 4 5 6 5 8 8 7
研究助理 2 2 2 2 2 2 2 2 2 2
助理研究員 　 　 　 　 　 　 　 　 　 　

助理員 　 　 　 　 　 　 　 　 　 　

助理 1 1 1 1 1 1 1 1 1 1
研究助技師 　 　 　 　 　 　 　 1 1 1
總額 31 33 29 30 36 37 37 41 39 38

行政及技術人員 13 13 12 12 13 12 13 13 13 13
化學所總員額 44 46 41 42 49 49 50 54 52 51

註： 2000至2001年度財政會計年度劃分更改，2000年度有18個月，所列2000年度數據是還原為12個
月後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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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為配合國家科技發展，達成學術創新、尖端水準的基礎研究目標，本所的中程施政

目標將以任務編組方式，結合研究人員專長，選擇重要研究領域，群策群力，執行整合

型計畫。並積極推動國際間的交流與合作，加強和國內大學的學術合作，以有效運用研

究資源。化學所近期的中程計畫，將以三個主要整合議題為研究重點。此三個議題為：

（一）材料化學，（二）催化反應，及（三）化學生物學。本所目前由學術諮詢總會支

持的主題計畫，均以這三個整合議題為核心，是本所的優先目標和執行重點。未來本所

之重點研究有以下各方向：

一、材料化學研究

有關材料化學方面的研究，是本所中長程規劃重點之一，也與臺灣目前與未來之光

電科技息息相關。在這方面，本所的發展方向包括了：

(一) 有機場效電晶體與材料

結合所內以及所外的研究團隊，從事有機場效電晶體材料的設計與合成、分子結晶

結構與薄膜形貌的控制，分子在基質表面相對方向的控制，期望提升以有機半導體分子

為主體的薄膜材料導電性與場效遷移率。

(二) 光收成及太陽能轉換

將致力開發具有光收成與電子轉移能力的有機、無機與有機/無機混成材料。 除了專

注於能量轉換與電子轉移機制的探究，也將致力應用於太陽能電池的製備。

(三) 功能性有機化合物的分子建構

將藉由此一跨國合作之主題計畫，發展多種類型的分子隔板設計與合成，製作分子

元件並探討其中電子或能量傳遞機制。

(四) 自組裝奈米結構

此研究重點係透過分子形狀、官能基的設計，利用分子自組裝的現象與能力，製

備特殊形狀、具特定大小孔洞，或特定尺寸之奈米尺度結構，並經由控制表面官能基種

類、密度、反應性等參數，提供生醫或光電應用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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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催化反應研究　　

觸媒的開發與應用持續是本所重要研究方向，也是與應用化學工業密不可分，不可

或缺的一環。本所近期內預計發展的方向有：

(一) 燃料電池研究

針對臺灣能源有限的特性及未來可能的能源短缺，本所的研究團隊計畫設計一個模

擬生化系統的燃料電池，由二氧化碳還原成為甲烷、再由模擬生物酵素轉換為甲醇，最

後經氧化過程釋放電能。

(二) 奈米觸媒系統的開發與應用

奈米級觸媒系統常可提供其他尺度材料截然不同之催化活性，帶來嶄新的應用。本

所從事之相關工作包括開發奈米尺度的矽倍半氧多聚體複合材料，並探索硝化、聚合等

催化反應效率。以多孔性材料為載體之金屬觸媒以及奈米級二氧化鈦觸媒是另外的重點

研究。新穎離子液體的開發，則是未來環保潮流下的「綠色化學」所需的反應溶劑。 均

相觸媒的研究，將側重於利用過渡金屬催化劑進行新型催化的開發。此外，篩選以烷烴

化合物為營養源的菌株，並以現代分子生物的技術，發展出具高效能且具廣泛應用性的

酵素，以為有機合成的應用，也將密集研發。

三、化學生物學研究

近幾年來，本所在化學生物方面的研究蓬勃發展，成果優異。

(一) 蛋白質以及DNA結構的相關研究

將持續了解蛋白質摺疊的機制與相關的動力學。配合光譜分析研究微粒體型甲烷單

氧化酵素在膜蛋白內的位向和結構型態更多的訊息，以瞭解微粒體型甲烷單氧化酵素在

膜內的三級摺疊結構。並將以低溫電子結晶學研究蛋白質巨分子原子解析度結構，以及

蛋白質巨分子單分子動態，以了解如基因轉錄的物理化學機制。另外，藉由DNA三螺旋

來控制基因的表達或功能，以發展其在醫學、藥學及其他生物科技上之應用。

(二) 醣脂質作為抗癌和抗菌藥物的研究

將著重於發展新的醣脂質衍生物，使其有機會成為抗癌與抗菌的藥物。分別將從合

成化學、結構生物學、生物分析化學、蛋白體學與免疫學等研究領域對發展新的醣脂質

衍生物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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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探討病毒相關機制、檢測試劑與抗病毒、抗癌疫苗之研發

諸如利用披覆醣體之奈米粒子為大腸菌檢測試劑、愛滋病毒與SARS病毒之禁制劑以

及抗體的研發、以定量次蛋白質體學研究靈芝所引發之免疫反應、研發可調節式功能之

酵素、小分子和病毒蛋白質相互作用關係之研究、病毒促成之胞膜融合的機制與結構物

性之探索等皆為重點方向。

肆、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由Web of Science 線上資料庫蒐集1982-2006年本所研究人員論文結果如下表：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 5 7 17 17 16 32 38 42 47 75 69 71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總計

59 64 67 68 57 58 88 99 118 116 117 124 1,472

1. 檢索條件：acad sinica same inst chem not inst biochem and taiwan

2. 經逐筆核對1,472篇論文，均為化學所研究人員著作。

3.        1,472篇論文中Impact Factor 在2.0以上，篇數共有895篇；若以最近五年計算，總篇數為

573篇，Impact Factor 在2.0以上，共有400篇。

4.  化學所研究人員所發表的論文，主要刊登在下列期刊中（Impact Factor 在2.0以上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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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稱
2005 

Impact Factor 篇數
Ranking in 

the Field (%)
 CHEMICAL REVIEWS 20.869 1 1
ANNUAL REVIEW OF BIOPHYSICS AND 
BIOMOLECULAR STRUCTURE 16.175 1 1

 ACCOUNTS OF CHEMICAL RESEARCH 13.141 1 2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231 3 6

 COORDINATION CHEMISTRY REVIEWS 9.779 1 2
 ANGEWANDTE CHEMIE-INTERNATIONAL EDITION IN 
 ENGLISH 9.596 16 3

 ADVANCED MATERIALS 9.107 10 4
 ATHEROSCLEROSIS SUPPLEMENTS 8.963 1 10
 CELL DEATH AND DIFFERENTIATION 7.785 1 11
 CLINICAL CHEMISTRY 7.717 1 8
 NUCLEIC ACIDS RESEARCH 7.552 1 14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7.419 32 6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NEPHROLOGY 7.240 1 2

 FASEB JOURNAL 7.064 4 10
 JOURNAL OF PROTEOME RESEARCH 6.901 2 13
 ONCOGENE 6.872 1 12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6.770 9 4
 JOURNAL OF CELL SCIENCE 6.543 1 20
 JOURNAL OF IMMUNOLOGY 6.387 1 9
 PROTEOMICS 6.088 1 19
 BIOINFORMATICS 6.019 1 6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5.854 6 15
 ANALYTICAL CHEMISTRY 5.635 1 1
 JOURNAL OF MOLECULAR BIOLOGY 5.229 1 20
 JOURNAL OF VIROLOGY 5.178 1 13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4.926 4 11
 CHEMISTRY-A EUROPEAN JOURNAL 4.907 8 8
 CHEMISTRY OF MATERIALS 4.818 32 7
 JOURNAL OF CATALYSIS 4.780 1 7
 BIOMATERIALS 4.698 1 4
PROTEINS-STRUCTURE FUNCTION AND 
BIOINFORMATICS 4.684 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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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稱
2005 

Impact Factor 篇數
Ranking in 

the Field (%)
 JOURNAL OF BACTERIOLOGY 4.617 1 18
 BIOPHYSICAL JOURNAL 4.507 15 12
 CHEMICAL COMMUNICATIONS 4.426 59 10
 ORGANIC LETTERS 4.368 20 9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BIOMEMBRANES 4.224 2 29

 BIOCHEMICAL JOURNAL 4.224 1 25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4.127 10 7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B 4.033 7 16
 MACROMOLECULES 4.024 7 4
 BIOCONJUGATE CHEMISTRY 3.943 1 21
 CHEMBIOCHEM 3.940 3 24
 INORGANIC CHEMISTRY 3.851 67 11
 BIOCHEMISTRY 3.848 5 30
 MOLECULAR MEMBRANE BIOLOGY 3.821 1 38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3.818 1 21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CHEMISTRY 3.786 1 9
 LANGMUIR 3.705 8 18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3.688 13 10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3.675 61 13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MASS  
 SPECTROMETRY 3.625 1 16

 PROTEIN SCIENCE 3.618 5 34
 BIOMACROMOLECULES 3.618 1 23
 CHEMPHYSCHEM 3.607 3 18
 JOURNAL OF CELLULAR BIOCHEMISTRY 3.591 1 35
 CRYSTAL GROWTH & DESIGN 3.551 2 8
 JOURNAL OF STRUCTURAL BIOLOGY 3.490 1 32
 ORGANOMETALLICS 3.473 72 15
 CARBON 3.419 1 12
 ANTIVIRAL RESEARCH 3.406 1 30
 MICROPOROUS AND MESOPOROUS MATERIALS 3.355 1 15
 THEORETICA CHIMICA ACTA 3.286 1 32
 JOURNAL OF BIOLOGICAL INORGANIC CHEMISTRY 3.224 1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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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Factor 篇數
Ranking in 

the Field (%)
 PHYSICAL REVIEW B 3.185 5 17
 EUROPEAN JOURNAL OF BIOCHEMISTRY 3.164 2 31
 ARCHIVES OF BIOCHEMISTRY AND BIOPHYSICS 3.152 3 38
 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 3.138 3 10
 CURRENT ORGANIC CHEMISTRY 3.102 1 20
 RAPID COMMUNICATIONS IN MASS S
PECTROMETRY 3.087 1 19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PROTEIN   
STRUCTURE AND MOLECULAR ENZYMOLOGY 3.079 2 33

 JOURNAL OF POLYMER SCIENCE PART A-POLYMER 
 CHEMISTRY 3.027 3 8

 DALTON TRANSACTIONS 3.003 37 20
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3.000 5 40

 PHYSICAL REVIEW A 2.997 1 8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A 2.898 6 30
 POLYMER 2.849 4 12
 PHYTOCHEMISTRY 2.780 1 16
 ANALYTICA CHIMICA ACTA 2.760 3 15
 APPLIED CATALYSIS A-GENERAL 2.728 2 18
 SYNLETT 2.693 10 29
JOURNAL OF BIOTECHNOLOGY 2.687 1 28
 ANALYTICAL BIOCHEMISTRY 2.670 1 35
 SENSORS AND ACTUATORS B-CHEMICAL 2.646 1 23
 TETRAHEDRON 2.610 42 30
 EUROPEAN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2.584 1 32
 NEW JOURNAL OF CHEMISTRY 2.574 1 23
 ORGANIC & BIOMOLECULAR CHEMISTRY 2.547 1 27
 BIOPOLYMERS 2.545 2 45
 PHYSICAL CHEMISTRY CHEMICAL PHYSICS 2.519 1 25
 EUROPEAN JOURNAL OF INORGANIC CHEMISTRY 2.514 5 27
 LIFE SCIENCES 2.512 2 39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2.498 5 17
 BIOORGANIC & MEDICINAL CHEMISTRY LETTERS 2.478 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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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稱
2005 

Impact Facto 篇數
Ranking in 

the Field (%)
 TETRAHEDRON LETTERS 2.477 73 39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451 5 9
 CHEMICAL PHYSICS LETTERS 2.438 21 30
 TETRAHEDRON-ASYMMETRY 2.429 3 34
 ORGANIC ELECTRONICS 2.429 2 10
 JOURNAL OF INORGANIC BIOCHEMISTRY 2.423 15 44
 PHYSICAL REVIEW E 2.418 2 9
 SYNTHESIS-STUTTGART 2.401 6 43
 CATALYSIS TODAY 2.365 1 22
 CHEMISTRY AND PHYSICS OF LIPIDS 2.351 1 52
 JOURNAL OF MOLECULAR CATALYSIS A-CHEMICAL 2.348 1 30
 ANTI-CANCER DRUG DESIGN 2.339 1 81
 JOURNAL OF MOLECULAR GRAPHICS & MODELLING 2.333 2 41
 CHEMOSPHERE 2.297 1 19
 BRAIN RESEARCH 2.296 1 54
 BIOORGANIC & MEDICINAL CHEMISTRY 2.286 6 44
JOURNAL OF PHOTOCHEMISTRY AND  
PHOTOBIOLOGY A-CHEMISTRY 2.286 1 41

 JOURNAL OF NATURAL PRODUCTS 2.267 1 28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224 3 19
 ELECTROANALYSIS 2.189 1 27
 PERKIN TRANSACTIONS 1 2.181 11 27
 JOURNAL OF BIOMOLECULAR NMR 2.180 2 66
 PHOTOCHEMISTRY AND PHOTOBIOLOGY 2.147 1 58
 CATALYSIS LETTERS 2.088 7 51
 PROTEIN ENGINEERING 2.065 1 34
 JOURNAL OF CHEMICAL ECOLOGY 2.031 1 59
 JOURNAL OF ORGANOMETALLIC CHEMISTRY 2.025 70 40
總計篇數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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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人 專利名稱 專利權生效日 專利證號

翁啟惠、林俊成、

林俊宏、陳水田、

邱繼輝、王元媛、

陳鴻森、蔡幼輔

Immuno-modulating antitumor 
activities of Ganoderma lucidum 審查中但已授權

張家靖、甘魯生、

李尚凡、孫建文
Molecular Magnetic Protein 2007/1/16 US 7,164,010B1

翁啟惠、林俊成、 
林俊宏、陳水田、 
邱繼輝、王元媛、 
陳鴻森、蔡佑輔

Immuno-modulating antitumor 
activities of Ganoderma lucidum 
(Reishi) polysaccharides 

2006/11/14 US 7,135,183

陸天堯、張靈志、 
李進發、陳介偉、 
吳忠幟

Furan-Containing Hole Trans-
porting Materials 2006/10/31 US 7,128,983 B2

羅芬臺
Polystyrene-Supported Pallada-
cycle Catalysts 2006/10/3 US 7,115,762B2

陳錦地、葉修志、 
詹立行、李榮和

Oxadiazole Tetramers 2006/5/30 US 7,052,783B2

陳錦地、葉修志 Tetraazaporphyrin Compounds 2006/2/28 US 7,005,519B1

呂光烈、 
Manimaran,Bala.、 
Rajendran, T.、 
盧義龍、 
李錦祥、彭旭明

Rectangular Supramolecules 2005/11/15 US 6,965,028B2

陳錦地、葉修志、 
吳韋菁、詹立行

Red Light Emitting Materials 2005/4/26 US 6,884,525B2

呂光烈、

Manimaran,Bala.、
Rajendran, T.、
李錦祥、彭旭明、

廖榮堂、

Thanasekaran, P.

Prismatic Supramolecules 2005/2/8 US 6,852,249B2

化學所研發成果所獲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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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人 專利名稱 專利權生效日 專利證號

陶雨台、柯崇文、 
薛常浩、彭靜文

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s 2005/1/4 US 6,838,193B2

G. Hossein Ha-
kimelahi (胡笙) Antiviral Compounds 2004/11/30 US 6,825,348B2

鄭建中、王文竹
Nucleic Acid Bulge Detecting 
Agent 2004/8/3 US 6,770,760B2

林建村、 
K. R. Justin 
Thomas(柯畢嘉)、 
陶雨台、柯崇文

3,6,9-Trisubstituted Carbazoles 
for Light Emitting Diodes 2003/11/18 US 6,649,772B2

林建村、吳淵源、 
陶雨台、E. Balasu-
bramaniam

Heteroarylbenzene Compounds 2003/7/29 US 6,599,648B2

陶雨台、柯崇文 Fluorene Compounds 2003/7/1 US 6,586,120B2

林建村、吳淵源、

陶雨台、E. Balasu-
bramaniam

Heteroarylbenzene Compounds 2003/1/28 US 6,512,122B2

胡紀如、呂光烈、

蔡淑貞、俞聖法、

洪瑞德、黃建智

Organometallic Complex 2002/10/1 US 6,458,833B1

胡紀如、呂光烈、

蔡淑貞、俞聖法

、洪瑞德、黃建智

Organometallic Complex 2002/10/1 US 6,812,247B2

李錦祥、彭旭明、 
王忠茂、呂光烈、

Manimaran,Bala.、 
李芳源、

Rajendran, T.

Molecular Rectangles 2002/9/24 US 6,455,693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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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人 專利名稱 專利權生效日 專利證號

林寬鋸 Organometallic Zeolite 2002/3/12 US 6,355,793B1

鄭建中、王文竹
Method of cleaving a nucleic 
acid bulge 2002/2/19 US 6,348,588B1                                                                                                                             

洪上程
Method of Preparing Optically 
Pure Sugars 2001/9/25 US 6,294,666B1

林建村、吳淵源、 
K. R. Justin Thomas Organometallic Compounds 2000/10/31 US 6,140,503

呂光烈、胡紀如、 
蔡淑貞、俞聖法、 
洪瑞德、黃建智

金屬複合物以及使用該金屬複

合物來結合或切割核酸之方法
2006/12/1 TW I 267377

陸天堯、張靈志、 
李進發、陳介偉、 
吳忠幟

呋喃類電洞材料 2006/5/1 TW I 254071

陳錦地、葉修志、 
吳韋菁、詹立行

紅光發光材料 2005/3/2 TW 205792

鄭建中、王文竹 核酸突起結構的偵測劑 2004/10/21 TW I 222452

陶雨台、柯崇文
茀化合物及包含其之電激發光

元件
2003/9/21 TW 554029

洪上程 製備光學性純糖類之方法 2003/8/11 TW 546303

林寬鋸 有機金屬沸石 2003/5/11 TW 531530

2000年(10月)-2007年(1月)共獲專利30項（其中美國專利23項、中華專利7項）。另有一項申請中專利
已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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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一、最近三年重要發現與突破

(一) 蛋白質摺疊的動力學過程解析

蛋白質必須正確地摺疊至它們的自然狀態時才會展現其生物功能。陳長謙院士的

實驗室不斷發展新方法以了解蛋白質摺疊早期的動力學。目前已經發展一套能在蛋白質

摺疊漏斗位能井的頂端附近量測自由能變化的方法。它是利用一個光不穩定化合物來環

化胜肽或蛋白質，使之成為非自然狀態。利用紫外光脈衝雷射迅速打斷此一對光不穩定

連結物，並使用光聲波熱卡計或是光雷射折射儀以即時的模式來觀察追蹤此光不穩定化

合物的斷裂過程。實驗結果發現蛋白質摺疊過程中，首先形成的是螺旋型胜 ，其次為

形成轉彎結構的髮夾型及褶板型胜 ，接著是經疏水性成核現象作用而折疊形成的髮夾

型及褶板型胜 。初期區域結構的形成傾向決定於空間障礙的大小，因此在摺疊過程中

蛋白質會選擇結構空間較小的型態。接著是疏水性的殘基進行疏水性摺疊以形成熔融小

球並使整體能量趨近最小值。此項研究對重要的蛋白質折疊過程提供了清楚而詳細的描

述。

Kuo, N.-W.; Huang, J. J.-T.; Miksovska, J.; P.-Y. Chen, R. P-Y.; Larsen, R. W.; Chan, S. I. 

Effects of Turn Stability on the Kinetics of Refolding of a Hairpin in a β-sheet. J. Am. Chem. 

Soc. 2005, 127, 16945.

Chen, R.-P.; Huang, J.-J.; Chen, H.-L.; Jan, H.; Velusamy, M.; Lee, C.-T.; Fann, W.; Larsen, 

R.-W.; Chan, S. I. Measuring the Refolding of Beta-Sheets with Different Turn Sequences on a 

Nanosecond Time Scale.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04, 19, 7305.

(二) 奈米質譜檢測技術

人類基因解碼的完成加速了瞭解基因與疾病間的關聯性。很多疾病可由基因產物

（蛋白質）的變化測試到，尤其透過血液蛋白質的分析，對疾病的診斷可提供豐富的資

訊。由於大部分和疾病有關的標記蛋白質在血液的含量往往很低。因此，建立快速且靈敏

的檢驗技術應用於疾病的早期診斷及治療，乃當務之急。化學所陳玉如、林俊成的研究團

隊成功地開發「奈米質譜檢測技術」，將可大幅度改進蛋白質分析的靈敏度與速度。

該方法是在合成的四氧化三鐵的磁性奈米粒子表面修飾具有高專一性的抗體來檢

測人體血液中的特定標記蛋白質。只要從人體的血液中取出0.1微升（一滴血的400分之

一），經過修飾過的磁性奈米粒子萃取後，利用磁鐵便可將這些標記蛋白質從血液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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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出來，最後結合現代生物質譜分析，便可快速檢測這些標記蛋白質。利用該技術，

目前可檢測到人體血液中的微量C反應蛋白質 (C-reactive protein) 及血清澱粉P (Serum 

amyloid P)、血清澱粉A (Serum amyloid A) 等與疾病相關的標記蛋白質。「奈米質譜檢測

技術」兼具精確性及高靈敏度，利用微量的血液樣品即可同時偵測多種疾病的標記蛋白

質，從抽血到檢測結果的出爐，可於一小時內完成。該技術操作簡單，具有自動化、快

速及大量檢驗的潛力，且成本低廉，隨著新興的蛋白質體研究和疾病相關新標記蛋白質

的陸續發現，相信該技術有機會成為臨床檢驗的利器。

Chou, P.-H.; Chen, S.-H.; Liao, H.-K.; Lin, P.-C.; Her, G. R.; Lai, A. C.-Y.; Lin, C.-C.; Chen, Y.-J. 

Nanoprobe-Based Affinity Mass Spectrometry for Selected Protein Profiling in Human Plasma. 
Anal. Chem. 2005, 77, 5990.

Lin, P.-C.; Chou, P.-H.; Chen, S.-H.; Liao, H. K.; Wang, K.-Y.; Chen, Y.-J.; Lin, C.-C. Ethylene 

Glycol-Protected Magnetic Nanoparticles for Multiplexed Immunoassay in Human Plasma. 
Small 2006, 2, 485

(三) 高效能電激發光材料與雙光子吸收材料之設計合成

1. 藍色磷光有機發光二極體

有機發光二極體是下一世代的平面顯示以及照明技術。其中開發藍色磷光摻入物是

公認的一大關鍵與挑戰。化學所陳錦地研究團隊新近發展出FIrtaz與FIrN4兩種藍色磷光

材料。尤其FIrtaz的發光元件，其1931色度座標x與y值更創下首度同時小於0.20的紀錄。

FIrtaz也是當今唯一一個亮度與效率皆符合接近實用的發磷光的有機發光二極體材料。

Yeh, S.-J.; Wu, M.-F.; Chen, C.-T.; Song, Y.-H.; Chi, Y.; Ho, M.-H.; Hsu, S.-F.; Chen, C. H. New 

Dopant and Host Materials for Blue-Light-Emitting Phosphorescent Organic Electroluminescent 

Devices. Adv. Mater. 2005, 17, 285.

2.  利用具有導子傳輸與發光功能的新穎有機化合物，林建村研究團隊製出文獻中效能最

佳的單層式電激發光元件。這在未來有機發光二極體的應用上，可以簡化製程，降低

成本。另外開發出新穎優良的電子傳輸材料。目前用於有機發光二極體的電子傳輸材

料相當少，故開發更多的此類材料仍有其重要性。以上兩成果分別發表於材料相關的

頂級期刊上: Adv. Mater.; Adv. Funct. Mater. 本所研究團隊也發現樹枝狀的化合物除了有

助於避免發光中心之自我驟熄外，引入可傳輸電子等之片段並可提高電激發光元件之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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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T.-H.; Lin, J.-T.; Chen, L.-Y.; Lin, Y.-T.; Wu, C.-C. Dipolar Dibenzothiophene S,S-

Dioxide Derivatives Containing Diarylamine: Materials for Single-Layer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evices. Adv. Mater. 2006, 18, 602.

3.  林建村研究團隊開發出新穎的有機光敏染料，可應用於高效能光敏型太陽能電池，其

光轉換效率可達標準光敏太陽能電池（N719）之90%。目前更可將效率提升至N719電

池之96%。

Thomas, K. R. Justin; Lin, J.-T.; Hsu, Y.-C.; Ho, K.-C. Organic Dyes Containing 

Thienylfluorene Conjugation for Solar Cells. Chem. Commun. 2005, 4098.

(四) 建構稀有的金屬–有機配位聚合物結構（[Cu3Cl2 (4-ptz)4 (H2O)2]×3DMF×5H2O}n）

雖然體心立方結構 (bcu) 常見於教科書中，但在金屬–有機配位聚合物結構的研

究上，這種拓樸型態是十分罕見的。本所呂光烈研究團隊藉由氯化銅和5-(4-pyridyl)

tetrazolate (4-ptz) 配子於常溫下經一步驟自組裝反應，可合成第一個由連接數為八的三

銅金屬簇建構單元所形成的體心立方型結構。此化合物具有五項特點：（1）三維、電

中性、具體心立方型態的結構、（2）具有連接模式為八的三銅金屬簇作為建構單元、

（3）有很大的八面體形孔洞、（4）銅離子可產生活性中心、（5）具三維互通孔道系

統，孔洞約佔總體積的57%。

Luo, T. T.; Tsai, H. L.; Yang, S. L.; Liu, Y. H.; Yadav, R. D.; Su, C. C.; Ueng, C. H.; Lin, L. G.; 

Lu, K. L. Crystal Engineering towards Intersecting Channels from a Neutral Network with a 

bcu-Type Topology. Angew. Chem. Int. Ed. 2005, 44, 6063.

(五) 磁性蛋白質的製備及用途

本所甘魯生研究團隊製造出含有錳及鎘離子之新型態生物巨分子，其分子大小約為

3奈米，在溶液態中它不但保持蛋白質原有的活性，並在非結晶狀態下具有弱鐵磁性。其

此一分子之鐵磁性行為在室溫下十分穩定．這是前所未有的發現。這成果於2005年四月

在美國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會年會上發表，同年九月底申請美國專利，於2007年一月

十五日由美國專利局公佈核准(US 7164010)。此後我們進一步發現，此一新型態生物巨分

子可於矽基版上自組裝形成特殊的奈米結構與二維蛋白質柱陣列，其鐵磁特性亦因此而

增強。此一系列成果亦已於2006年應用物理快報與2007年生物材料期刊上所刊載。此一

新型態生物巨分子在醫療檢測上、在新型感磁奈米元件及二維光子晶體等的應用均在開

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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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 C.-C.; Sun, K. W.; Lee, S.-F.; Kan, L.-S. Self-assembled Molecular Magnets on Patterned 

Silicon Substrates: Bridging Bio-molecules with Nanoelectronics. Biomaterials 2007, 28, 1941.

Patent: Molecular Magnetic Protein, US 7,164,010 (Posted January 16, 2007)

(六) 胃癌標記蛋白質的鑑定

根據衛生署近20年來的統計，胃癌成為東亞國家包括我國與日本最常見的癌症，每

年都造成數以千計的國人失去寶貴的性命。胃癌的五年存活率低於20%，若能早期診斷

其治癒率及存活率則可大大提高，因此發展更高感度的技術平台來進行檢測，為急不容

緩之任務。本所陳玉如研究團隊以蛋白質體技術平台來找尋癌症標記 (cancer marker)已

經發展多年，目前結合同位素親和性標定試劑 (Isotope-coded affinity tag)以及二維液相

層析質譜方法平台，針對轉移及非轉移胃癌細胞株 (TMC-1和SCM-1)進行高感度 (High 

sensitivity)以及高通量 (High throughput)的比較性分析，建立了現今最完整的胃癌細胞資

料庫，並找尋到可能的胃癌癌症標記，這些不正常大量表達的蛋白質影響包括細胞附著

(cell-cell adhesion)以及細胞與細胞外基質作用 (cell-extracellular matrix interaction)的細胞

機制，造成正常細胞癌化及轉移。我們更以基因晶片技術以及酵素聚合鏈鎖反應進行驗

證，發現這些蛋白質在基因體的變化與蛋白質體的變化是相同的，這些結果將可提供臨

床診斷上新的標記蛋白質。

Chen, Y.-R.; Juan, H.-F.; Huang, H.-C.; Huang, H.-H.; Lee, Y.-J.; Liao, M.-Y.; Tseng, C.-W.; Lin, 

L.-L.; Chen, J.-Y.; Wang, M.-J.; Chen, J.-H.; Chen, Y.-J. Quantitative Proteomic and Genomic 

Profiling Reveals Metastasis-Related Protein Expression Patterns in Gastric Cancer Cells. J. 

Proteome Res. 2006, 5, 2727.

二、創所以來重要發現

化學所自上海創立以來已八十年，在臺復所至今也達五十年。發表論文無數。其中

對學術研究發揮重要影響者也相當多，茲舉若干例子如下：

(一) 甾體化合物之合成與鑑定

創所初期的莊長恭先生從事與甾體有關的化合物有機合成，包括甾體化合物（類固

醇男女性雌激素）全合成關鍵，合成帶有角甲基的多環α-酮及其有關化合物研究，由麥

角甾烷的氧化產物中，分離酸化得到關鍵性的失碳異膽酸，這對當時的技術水平來說，

是相當先進的，並對麥角甾醇結構的推斷具有決定意義。其研究有力地推動了國內早期

有機合成化學界的發展，也是中研院化學所做出的具體重要貢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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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 Dtsch. Chem. Ges 1935, 68, 871. Ber. Dtsch. Chem. Ges 1935, 68, 876. Ber. Dtsch. Chem. 

Ges 1935, 68, 882.Ber. Dtsch. Chem. Ges 1935, 68, 1946.

(二) 丁二烯 的合成用途

丁二烯是有機合成化學裡面，極其重要的一個起始物，透過Diels-Alder反應，可快

速建構六圓環系統，進一步合成各種天然物。因此製備各式各樣丁二烯衍生物是一項重

要工作。周大紓博士發現利用丁二烯 可以很方便製備多樣的丁二烯衍生物，成為一個

非常有用的合成方法，應用於多種天然物合成上。

Use of substituted 3-sulfolenes as precursors for 1,3-butadienes. Org. Prep. and Proc. Int’l 1989 

21, 257-296.

(三) 孔洞材料合成

利用有機配位基分子與金屬離子的自動組裝形成二維或三維的規則孔洞結構，開

啟人工製備新穎觸媒、磁性材料或其他與分子辨識有關的主客化學。李光華、林寬鋸兩

位的工作巧妙運用一類具形狀堅固的有機分子團與氧化鈦反應，得到數種規則孔洞聚合

物。開啟後來極多相關研究。

Binuclear vanadium(III) squarates with layered and framework structures: Hydrothermal synthe-

sis and structures of [{V(OH) (C4O4) (H2O)}2] and [{V(OH) (C4O4)}2] 4H2O. Angew. Chem. Intl. 

Ed. 1997, 36, 2076-2077 

(四) 自組裝單分子薄膜結構研究

自組裝單分子膜為熱力學控制下在固體表面自動吸附的一層結構規則明確的有機分

子層。如今廣泛用於表面修飾改質，奈米科技如分子電子元件、感測器等。陶雨台博士

研究發現脂肪酸吸附在不同金屬銀、銅、鋁表面，結構有細微差異，並發現烷基鏈方向

造成潤濕性的奇偶效應。此論文對單分子層結構的深入瞭解，對其後的廣泛應用有高度

參考價值，至今該論文被引述近兩百次。

Structural comparison of self-assembled monolayers of n-alkanoic acids on the surfaces of sil-

ver, copper and aluminum. J. Am. Chem. Soc. 1993, 115, 4350-4358.

(五) 甲烷單氧化酵素研究

微粒體型甲烷單氧化酵素（pMMO）為一多同離子膜蛋白，具有在常溫及常壓下，

將甲烷氧化成為甲醇的能力。陳長謙院士實驗室進行膜蛋白酵素的單離、純化、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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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釐清該酵素的催化機制，並顯示此一酵素中蘊藏的獨特反應機構，極具發展的潛力

成為商業價值的工業用生物觸媒。

Quantitative proteomic analysis of metabolic regulation by copper ions in Methylococcus capsu-

latus (Bath). J. Biol. Chem. 2004, 49, 51554-51560.

Toward delineating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particulate methane monooxygenase from 

methanotrophic bacteria. Biochemistry. 2004, 43, 4421-4430.

陸、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一、對國內學術領導貢獻

化學所同仁主要任務為執行基礎學術研究，過去因執行研究成果獲得各種肯定，

近十幾年來獲得獎項包括1996年甘魯生獲頒「傑出人才講座」、1997年呂政義獲頒「國

科會傑出研究獎」、1998年李光華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趙奕姼獲頒「國科會績

優新進研究人員」、1999年鄭建中獲頒「國科會績優新進研究人員」與「中國化學學會

傑出青年化學獎章」、2002年陶雨台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與「侯金堆傑出榮譽

獎」、呂政義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陳錦地獲頒「清華化學科技文教基金會傑出

青年學者」、洪上程獲頒「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著作獎」與「中國化學學會傑出青年

化學獎章」、2003年陳錦地獲頒「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著作獎」、洪上程獲頒「清華

化學科技文教基金會傑出青年學者」與「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與「世界化學聯盟

（IUPAC）年輕化學家差旅獎」、「國科會傑出研究獎」、2004年林建村獲頒「國科會

傑出研究獎」、2005年周大新獲頒「亞洲化學聯盟FACS Citations獎」、林俊成分別獲

頒「中國化學學會傑出青年化學獎章」及「清華化學科技文教基金會傑出青年學者」、

2006年周大新獲頒「中國化學學會服務獎章」、陳玉如獲頒「中國化學學會傑出青年化

學獎章」。

化學所同仁也積極參與國內、國際化學活動，主辦國際性或全國性化學會議；例如

2001年之第十一屆有機金屬應用於有機合成國際會議（OMCOS─11），2002年之臺北國

際化學會議（ICCT）及中國化學會七十週年年會，2005年臺灣有機電激發光材料學會之

第四屆產學聯盟國際研討會等。還有自2000年起每年舉辦之周大紓紀念研討會、2004年

起之陳長謙生物化學講座，皆是匯集國際、國內專家進行交流的盛會。化學所也產生多

名國內學術領導人才，擔任學會理事長、秘書長，如周大紓博士曾任中國化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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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1994年），對推動兩岸化學學術交流以及中日、中法、中比、中美等雙邊合作交

流，貢獻甚大。周大新、劉陵崗先後擔任中國化學會秘書長。呂政義博士擔任中華民國

食品科技學會理事長（1994-1995）。陸天堯（2001-2004年擔任所長）、陶雨台曾分別

主持國家型奈米計畫。周大新博士曾借調中正大學，協助創立該校化學系，並任亞洲化

學聯盟執行委員及計畫總主持人。同仁甘魯生、劉陵崗等也擔任國內大學評鑑委員。化

學所多位研究員先後擔任國科會自然處化學學門審議或諮議委員，如周大紓、周大新、

陶雨台、林建村、呂光烈、陳錦地等。另外同仁由於研究成果傑出，常成為各學校單位

爭取延攬的對象。葉名倉博士轉任師大教職，後任系主任、再接理學院院長。董騰元博

士轉任中山大學，歷任系主任、理學院院長。洪永 博士轉赴中正大學任職，歷任系主

任、理學院代理院長。李光華博士轉赴中央大學任教，歷任系主任、理學院院長現任教

務長。其他被挖角至各大學擔任教職的尚有李錫隆（中正）、邱紫文（東華）、林宏洲

（交大）、鄭建中（淡江）、洪上程（清華）、林俊成（清華）等。

化學所近年培育之博士後及博士生在國內、外學術單位擔任教職頗多。例如印

度籍湯馬士博士在林建村實驗室完成博士後訓練，回印度後於知名的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任助理教授、印度籍潘迪安博士在陶雨台實驗室完成博士後訓練，現於

University of Madras任教職、印度籍馬尼曼博士在呂光烈實驗室完成博士後訓練，現於

Pondicherry University任教職。在化學所進行研究的本國博士後林本元現任臺北醫學大學

副教授、孫嘉星現任東吳大學教授、劉鎮維現任東華大學教授、賴榮豊現任暨南大學教

授、盧信仲現任長庚大學教授、林寬鋸擔任中興大學教授及奈米中心主任、李大偉現任

交通大學助理教授、張淑美現任臺北科技大學副教授、林弘萍擔任成功大學副教授、錢

偉鈞現任國立陽明大學助理教授、郭文章現任國立高雄大學助理教授、李冠明現任高雄

師範大學助理教授、陳惠亭現任高雄醫學大學助理教授、呂卦南現任康寧醫護暨管理專

科學校助理教授、蘇啟榮現任中山醫學大學助理教授、劉彥祥擔任輔仁大學助理教授、

林秀美現任海洋大學助理教授、俞聖法現任本所助研究員、陳信允現任高雄醫學大學助

理教授、張清堯現任亞洲大學助理教授。曾擔任研究助理的程家維現任清華大學教授、

屠貞現任文化大學教授、鄭建中現任嘉義大學教授、譚婉康現任北臺灣科學技術學院助

理教授、孫世勝現任本所助研究員、吳淑褓與邱顯泰現任交通大學助理教授、游吉陽現

任大同大學助理教授。碩士生劉惠銘現任宏光科技大學副教授、吳東昆現任交通大學教

授、郭宗枋現任成功大學助理教授、曾憲榮現任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助教授、侯明

宏現任中興大學助理教授、葉安祺現任正修科技大學助理教授。博士生韓伯檉現任臺北

醫學大學教授、張瑞琦現任職富邦金控、張永和、賴鳴鳳現任靜宜大學教授、丁美芳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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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靜宜大學副教授、詹立行現任義守大學系助理教授。前助理王鍾渝曾任中鋼董事長，

前助理林志嘉曾任立法委員、前助理陳昭義任經濟部工業局局長。其他進入業界擔任研

發管理者更在多數。在化學所完成碩士學位的學生為數不少進入國內高科技產業界如台

積電、聯電、友達、華映、群創、光華科技、艾迪森光電、南亞塑膠、日月光、杜邦、

大同、太景生技等公司，從事研發與管理等工作。

二、與國內外相同領域之比較

化學所經過多年努力，已然建立成一個現代化的研究中心，在國際上有一定的知名

度。與臺大化學系，清大化學系同為國際化學界學者來訪必定要參訪的單位。

根據Web of Science資料庫、各單位網際網路資料搜尋結果，化學所與美國MIT，南

加州大學（USC），國內臺灣大學化學系等四單位教授人數、在2005年發表論文篇數如

下：

  專任教授人數       論文篇數

 MIT            34             251

 USC            31             112

 臺大           31             200

 本所           25             117

就專任教授人數而言，本所人數較少，有25人，而且其中有兩人於2005年加入，研

究成果未計入。平均而言，本所表現與美國南加州大學相當，尚不及MIT或國內的臺灣

大學。MIT為國際公認一流大學。臺大也為歷史悠久，國內首屈一指之大學。唯此項比

較也有失之粗略之處。第一，各單位發展重點、涵蓋領域不同。大學負教育任務，涵蓋

領域較廣。本所領域主要為有機化學、有機金屬、無機化學、化學生物學等領域，物理

化學、分析化學部分則比較少。第二、比較對象以大學為主，立足點並不相當。身為研

究單位，與教學研究為主的大學，發展資源上有些差異。人力資源與素質相較臺大明顯

有缺。唯有發展部分可以有效發揮資源或凸顯特色的領域。追求質量卓越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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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其他特色

本所資源以總經費、研究設備等而言堪稱優良，部分超越各大學。但研究人力以博

士後人員、專任研究助理為主，人力成本偏高，數量受限，有效貢獻研究期間較短。雖

近年來與數所大學合作，突破若干人力困境，但大抵而言，協助研究的人力來源素質，

以碩士班為主，仍有改善空間與必要。另一方面，由於人才的延攬較不受教學領域之限

制，且教學負擔少於大學單位，在研究課題之追求與研究團隊的整合上，有更大的靈活

度。目前在有機光電材料、生物無機化學與生物物理化學等方向，均為臺灣化學界重

鎮。

化學所自1994年起與國科會及臺大化學系等單位為提進學術交流與拓展視野，所舉

辦的研討會如下表：

化學所1994年11月至今主辦與協辦之重要學術會議

會　議　名　稱 日 期 主辦單位 主辦或合辦人
參加

人數

第三屆國際華人有機會學研討

會(ISCOC 94)
1994/11/10-
1994/11/13

化學所 周大紓 350

1995中法有機化學研討會
(1995 Sino-French Symposium on 
Organic Chemistry)
(第一屆中法有機化學研討會)

1995/5/17-
1995/5/19

國科會及本院化學所 周大紓 250

國際雜環化學研討會
1995/7/30-
1995/8/6

國際雜環化學協會

中國化學會

沙晉康（清華化

學系）
600

液晶材料之開發與

應用研討會
1996/11/9

國科會化學推動中心

化學所
林宏洲 80

1996中法有機及有機金屬化學
研討會

(第二屆中法有機化學研討會)

1996/12/18-
20

法國CNRS及路易巴斯
特大學

周大紓 100

生物有機化學發展及

應用研討會
1997/3/24

生物有機推廣小組

化學所
甘魯生 80

無機錯鹽研討會 1997/4/12
國科會化學推動中心

化學所
呂光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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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名　稱 日 期 主辦單位 主辦或合辦人
參加

人數

材料化學研討會

(分子自動組合－結構與應用)
1997/6/21

國科會化學推動中心

化學所
陶雨台 100

材料化學會議 1997/8/20 化學所 陶雨台 90

無機錯鹽研討會 1997/11/8
國科會化學推動中心

化學所
呂光烈 110

1997年臺北國際化學會議
(ICCT)會前會

1997/12/11 化學所 羅芬台 100

1997年臺北國際化學會議
( ICCT ‘97 )

1997/12/11-
14

國科會化學推動中心

化學所

陸天堯（臺大化

學系）
600

非線性光學材料小型研討會 1998/3/12
國科會化學研究推動

中心    化學所
陳錦地 80

生物物理化學研討會 1998/5/13
國科會化學推動中心

化學所
甘魯生 300

中法有機合成小型研討會

(第三屆中法有機化學研討會)
1998/5/22 化學所 周大紓 120

Workshop Interface between 
Chemistry and Biology
劉鵬(Dept. of Chem., Univ. Louis 
Pasteur, France)

1998/7/17 化學所 甘魯生 80

有機金屬化學研討會：觸媒反

應
1999/4/15

國科會

化學所
劉陵崗 120

由化學角度探討生物活性分子

間之相互作用研討會
1999/5/10

國科會化學推動中心

化學所
甘魯生 80

中日核磁共振研討會
1999/11/18-
21

化學所 張定國 150

Frontiers in Bioorganic Chemistry 
– 2000
2000年生物有機化學前瞻會議

1999/11/29-
1999/12/2

化學所 陳長謙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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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名　稱 日 期 主辦單位 主辦或合辦人
參加

人數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故所長

周大紓先生逝世週年紀念會
2000/2/25 化學所 劉陵崗 120

Recent Advances in Materials 
Research
材料化學的新進展研討會

2000/7/1 化學所 周大新 100

The 3rd World-wide Symposium 
on Inorganic Chemistry for Chi-
nese Scientist (WSICS-3)
第三屆世界華人無機化學研討會

2000/8/1-
2000/8/4

臺灣大學

化學所（協辦）
周大新 200

國科會無機錯鹽小組研討會－

第一屆生物無機研討會：金屬

蛋白質中的化學

2000/11/17
國科會化學中心及化

學所
鄭建中 110

中央研究院、彰化師大雙邊化

學研討會
2000/11/24

化學所、彰化師範大

學化學研究所

呂光烈
40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故

所長周大紓先生紀念研討

會-Symposium on Advances in 
Asymmetric Organic Synthesis

2001/2/23
化學所

中國化學會、臺灣大

學化學系協辦

劉陵崗 120

醫藥化學暨藥物設計研討會

Symposium on Medicinal Chem-
istry And Drug Design

2001/3/12

化學所

協辦：國衛院，國科

會自然處化學研究推

動中心

甘魯生 120

「臺灣-丹麥生物無機研討會」-
孏Taiwan-Denmark Bioinorganic 
Chemistry Symposium

2001/5/21-22 化學所

中研院陳長謙副

院長及彰師大廖

文峰教授

140

「生物物理新知研討會」- Fron-
tier Biophysics Symposium

2001/5/23-26 化學所協辦 甘魯生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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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名　稱 日 期 主辦單位 主辦或合辦人
參加

人數

11th IUPAC International Sympo-
sium on OrganoMetallic Chem-
istry directed towards Organic 
Synthesis (OMCOS-11)
第十一屆有機金屬應用

於有機合成國際會議

2001/7/22-
26

國際純粹及應用化學

聯盟(IUPAC)主辦
中國化學會及化學所

協辦

羅芬台提供
800

Post Symposium of OMCOS-11 2001/7/27 化學所 周大新 150

2002臺北國際化學會議(ICCT)
2002/2/23-
26

臺灣大學、中國化學

會、國科會化學中心

及化學所

牟中原

（臺大化學系）

陳錦地

400

2002臺北國際化學會議會後會
──「有機合成與材料化學」

研討會

2002/2/27 化學所 陶雨台 140

尖端有機合成研討會

（周大紓紀念研討會）

(Frontiers in Organic Synthesis)
2002/3/9

化學所主辦、中國化

學會及臺大化學系協

辦

劉陵崗 150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專題演

講（工研院化工所－中研院化

學所）

2002/8/6 化學所 陳錦地 150

中國化學會七十週年年會
2002/10/25-
27

主辦：中國化學會

協辦：中研院化學

所、中研院原分所

陸天堯 1,800

Post-Symposium of Chinese Or-
ganic Chemists-2002
Post-Symposium of Chinese Inor-
ganic Chemists-2002

2002/11/12 化學所 陸天堯 150

第一屆有機化學三邊研討會- 
2003 (中研院化學所-臺大化學
系-日本京都大學化學卓越聯盟)

2003/1/17-
19

化學所

臺灣大學化學系

日本京都大學化學系

陸天堯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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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名　稱 日 期 主辦單位 主辦或合辦人
參加

人數

周大紓先生紀念研討會 2003/2/22 化學所 劉陵崗 200

Taiwan Bioinorganic Chemistry 
Symposium 2003 (TBICS 2003) 2003/10/2-4

化學所、國科會

化學研究推動中心、

中國化學會、

臺灣大學、清華大學

臺灣師範大學、

淡江大學、

太景生物科技公司

陸天堯 300

第二屆臺灣-比利時雙邊研討會 2003/11/7-9 化學所 陸天堯 200

中國科學院化學所與中研院化

學所「有機光電功能材料」雙

邊研討會

2003/11/14-
15

化學所
陸天堯 200

周大紓先生紀念研討會 2004/2/14 化學所 劉陵崗 200

中法藥物合成及藥物／蛋白質

交互作用研討會
2004/5/3

化學所

化學研究推動中心
陸天堯 150

2004臺灣生物無機化學研討會 2004/10/2
國科會化學推動中心

中國化學會、化學所

國立中興大學化學系

陳長謙 150

2004 陳長謙院士講座 2004/10/4 化學所 陸天堯 120

功能性有機化合物的分子建構

小型研討會  
2005/1/29 化學所 周大新 120

周大紓先生紀念研討會 2005/2/26 化學所 劉陵崗 120

第一屆臺灣-瑞士雙邊有機合成
前瞻研討會

Joint Swiss-Taiwanese Meeting 
“Frontiers in Organic Synthesis”

2005/3/4-5 化學所 陳長謙 120

具光電活性材料之物理探討

Symposium “Physical Studies 
on Photo- or Electron-responsive 
Materials

2005/3/9 化學所
呂光烈

林建村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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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名　稱 日 期 主辦單位 主辦或合辦人
參加

人數

臺灣國際化學研討會(ICCT)會
後會

Post-International Chemical Con-
ference, Taipei

2005/10/31 化學所
陶雨台

130

有機電激發光材料第四屆產學

聯盟國際研討會

The 4th Taiwanese PLED and 
PLED Association (TOPLEDA) 
Conference

2005/11/25-
26

化學所
陶雨台

陳錦地

林建村

160

周大紓先生紀念研討會 2006/3/11 化學所 劉陵崗 120

2006年臺灣生物無機化學研討會 2006/10/6-7 化學所 陳長謙 240

捌、結語∕展望

中央研究院為中華民國最高學術研究單位，其任務有三：一為人文及科學研究；

二為指導、聯絡及獎勵學術研究；三為培養高級學術研究人才。化學所自1928年成立以

來，雖幾經戰亂輾轉搬遷，始終秉持這些原則，戰時大力支持政府的作戰計畫，承平時

期則以科學研究、教學指導及培養研究人才為基本目標。早年因為中研院本身不是學

校，研究人力不足一直是化學所最大的考驗，從國外吸收回來的人才，幾番因沒有足夠

的學生及助理支持研究計畫而流失。近年來經過幾任所長的努力，在經費及人才方面已

有長足進步，未來本所將本著科學基礎研究「求是」「創新」與「為人類謀福祉」之基

本精神，拓展現代化學之領域，並為人類二十一世紀在環境上面臨的永續發展問題盡一

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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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學研究所 http://www.earth.sinica.edu.tw/

壹、設立沿革

在1970年代初期鄧大量先生、吳大銘先生和蔡義本先生等旅美學者，有感於臺

灣地震研究比較欠缺，以臺灣地質環境，地震研究是具有發展前景的研究項目，所

以聯名向當時國科會前身的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長科會)主委吳大猷先生提出

「臺灣地震研究」計畫。1971年得到吳大猷先生鼎力的協助，先在長科會改制後的

國科會下成立「地震專案小組」，游世高博士擔任組長。辦公室初期設在臺北市寧

波西街，後來向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借用研究室，1972年開始設置全臺灣地震網及

強震網。1973年才在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旁邊興建完成一棟二層樓建築物，也就在

這時候地球所由國科會改隸為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地震組，當時的物理所所長就

是吳大猷先生，蔡義本先生就是在這個時候應吳大猷先生之聘請返臺主持地震組的

研究工作。蔡先生在1973年返國擔任地震組組主任，他帶領著地震組不到20人的研

究團隊，完成臺灣地區第一個環島遙記式地震觀測網，還配合國家經濟建設需要，

在全省新建水庫、發電廠等重要工址協助工程規劃單位作地震安全度評估工作。

1976年7月1日奉總統府核准以地震組原有編制，成立「地球科學研究所籌備處」。

1980年開始增加同位素地球化學及地體構造物理學兩研究群。在這期間不但加強地

震研究的質與量，還將研究範圍擴充其他地球物理學門包括重力地磁研究、大地測

量學研究、古地磁研究，這在當時國內地球科學界都是首創的研究課題，另外也發

展同位素地球化學研究。

1982年7月正式成所，蔡先生擔任首任所長，他為使地球所保持不斷成長，成

所後即建請院長聘請國內外地球科學界先進學者組成「學術諮詢委員會」，每年開

會1次評核地球所1年來研究成果，這學術諮詢委員會現在全院各所處都有相同組

織，但在當時地球所是中央研究院中第一個設立的。1985年葉永田副所長代理所

務。1987年為所長。1989年增設高壓實驗室。1994年葉義

雄研究員出任所長，2000年李太楓研究員出任所

長，2004年江博明特聘研究員出任所長。

地球所研究大樓

（廖威程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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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地球所歷年員額統計表

年度

特聘

研究

員

研究

員

副研

究員

兼任

研究

員

兼任

副研

究員

助研

究員

助理

研究

員

研究

助理

博士

後研

究

助理

行政

技術

人員

研究

技師

研究

助技

師

合計

1978 3 1 1 9 7 21
1979 3 3 1 8 7 22
1980 3 4 1 7 7 22
1981 3 5 3 9 7 27
1982 2 6 3 9 7 28
1983 5 6 3 13 8 35
1984 5 6 1 2 13 8 35
1985 7 5 1 3 15 8 39
1986 6 8 2 2 14 10 42
1987 6 7 1 3 13 10 40
1988 6 9 3 15 13 46
1989 7 9 2 16 13 47
1990 7 13 2 12 14 48
1991 10 9 1 1 10 2 1 15 49
1992 11 10 1 2 7 6 2 14 53
1993 11 10 1 2 1 6 6 4 14 55
1994 1 12 10 3 2 6 2 4 4 14 58
1995 1 12 9 1 6 1 3 3 4 14 54
1996 1 15 6 2 6 1 3 8 3 14 59
1997 1 17 5 2 5 1 3 7 3 14 58
1998 1 17 5 2 5 1 3 10 3 14 61
1999 1 14 6 2 5 1 3 7 3 14 56
2000 2 13 6 2 6 1 3 9 3 14 59
2001 2 15 8 5 2 8 1 4 16 3 14 78
2002 2 15 9 7 2 7 1 4 14 3 14 78
2003 2 16 8 7 2 5 2 16 3 14 3 78
2004 2 16 8 7 2 5 2 12 3 14 5 76
2005 2 15 8 5 2 2 2 10 3 13 1 6 69
2006 3 14 8 5 2 2 2 12 3 13 1 6 71
2007 2 14 7 6 2 6 2 14 3 13 1 6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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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為建築費。

       2. 2000年會計年度改為曆年制，預算金額由1999年7月統計至2000年12月。

地球所歷年預算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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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地球所進行各種基礎研究並發揮地球科學兼具基礎與應用的特性，一方面利用臺灣

活躍的地質環境來發掘與測試有關板塊邊緣之地殼變形及隱沒活動之新假說與想法，一

方面戮力環境變遷的研究以降低臺灣的天然災害。我們將秉持一貫的作法，持續進行對

基礎與理論的研究。對民生福利有關的應用性研究我們將加重比例執行。

一、基礎與理論之研究

(一) 地球的架構、動力與組成

1.  地球內部之三維成像 (seismic imaging)：充分運用先進的三維地震波計算與逆推理念，

提出新的三維模型。結合地震學與熱力學上的解釋，由區域推展到全球模式。利用分

佈全球包括BATS的區域網資料增加分辨率。

2.  地球內部之物理及化學性質：探討高溫布里安散射法研究礦物之彈性，高溫布里安散

射法研究礦物之彈性。

3.  地震成因理論：借由了解孕震帶的構造和地質條件，以及探討地震源的物理特性，並

經由預估地面強地動，以達成地震防災、減災的近程目標及地震預測的遠程目標。

(二) 宇宙化學

1.  類地行星的原料及演化：與美國Argonne國家實驗室及田納西大學，合作建造一台雷射

游離飛行時間質譜儀(綽號Dust Buster)，它的靈敏度比目前的儀器提升100-1000倍，將

用來分析隕石內保存的星塵，以及由NASA星塵號太空船由彗星採回的微塵標本。透過

這些過去無法分析的標本，預期可以得知元素是如何在恆星內部形成，又如何在太空

凝固成星塵，又是如何漂流到太陽系來的。

2. 探測太陽系的起源:了解太陽系的組成，來源以及分化的模式與過程。

(三) 大陸地殼與岩石圈地函之演化

1.  亞洲大陸的增生與演化：亞洲大陸的遼闊意味著此大陸的形成必然很複雜。本計畫希

望針對重要的地質問題作更深一層的研究。特別是關於亞洲大陸在顯生宙以來的增

長、變形與伴隨的構造活動演化，以及後續對新生代以來此區域大規模張裂活動和現

今氣候變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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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構造抬升與環境變遷的關聯：探討現今最受關注的課題－古氣候變遷和大地構造作用

之關係，包括地殼抬升造成大氣環流的變化、海水成份與季風形態的改變以及中亞和

中國西北部沙漠化環境的形成等及亞洲古環境之變遷。

3.  亞洲大陸岩石圈地函之演化：本計畫將研究地函捕擄岩的地球化學性質，配合地震觀

測資料所顯示岩石圈地函的地球物理性質，深入探討岩石圈地函的地球化學性質演

化。藉由新近分析與雷射技術的突破與精進所發展出高精度的雷射技術應用於錸鋨同

位素系統，得以原位分析地函樣本以測定岩石圈地函形成或受交代變質作用的年代，

作為研究其演化在時間上重要的制約。配合其地球化學性質，得以顯示岩石圈地函地

球化學性質隨時間與構造作用的變化並探討岩漿房之演化。

4.  大陸地殼深俯衝和折返及超高壓變質作：本計畫將著重中國大陸科學深鑽(CCSD)岩心

分析、西大別(紅安地區)及桐柏山南部進行詳細的同位素地化分析及重新檢驗華北華南

板塊碰撞前的俯衝方向等。

5.  臺灣島地殼之演化：利用定年方法釐定臺灣自250萬年來之各種熱事件及地殼活動紀

錄，同時也利用沉積岩內之碎屑鋯石做鈾鉛定年，以探討臺灣島上之物質來源及前寒

武紀之地殼演化史。

(四) 隱沒帶之整合研究

岩石圈隱沒帶、地幔及島弧火山和弧後盆地組成一個獨特的動力與化學系統。過去

研究對板塊地震之發生機制及島弧火山地化性質著墨甚多，但對隱沒系統之整合研究並

未發展成熟。將此一系統之物理與化學特性，視作一跨領域的研究目標是目前地球所正

在蘊釀的方向。我們將投入人力和資源由地震學、流體力學與地球化學著手，探討隱沒

帶系統。

(五) 板塊邊界觀測站與新構造運動（Plate Boundary Observatory - Taiwan）

本計畫的基本觀念為結合對地殼應變率敏感度不同的各種工具，觀測板塊邊界上

不同時間與空間尺度的地殼變形，以充分掌握四維（空間三維及時間）的板塊邊界變形

現象與成因。這些工具包括地震學方法、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合成孔徑雷達干涉法

(InSAR)、井下應變儀(strainmeter)和地震地質學方法。主要研究課題包括建立精準地描繪出

臺灣地殼的變形模式、了解地震活動與斷層分布、時間尺度的地震與斷層活動關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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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海底地震儀觀測研究

2003年啟動OBS計畫，自2005年起，地球所派

員赴美國木洞海洋研究院 (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WHOI) 與他們的工程師一起製造，並參

加WHOI主導的夏威夷PLUME計畫之部署與回收，以

學習海上操作。地球所的OBS小組因此能全盤了解設

計與製造之細節與精髓。2006-2007年，我們已在臺灣

海域實施小型陣列的部署─回收─再部署，本計畫提

議在臺灣的東北、東方、以及南方外海同時部署寬頻

和短週期海底地震儀，全盤監測地震活動與研究地體

構造。這些經驗讓我們更能掌握目前OBS性能上的優缺點與未來改進之道。為了跨出自

主研發的第一步，在繼續與WHOI在 BBOBS上合作之外，決定以發展短週期儀器 (short-

period；SPOBS) 為未來三年的主要方向之一，一方面協助國內研究社群加速開拓海域研

究，以SPOBS (~10s)來彌補高頻 (4.5Hz) 之不足。另一方面，以較小型，個別成本較低的

儀器來開發技術，為更先進儀器鋪路，藉此建立中研院之OBS實驗室和國內大學與研究

單位之分工體系 (partnership)，開創一個值得長久發展的計畫。

二、地球物理及地球化學之應用性研究

(一) 地震研究之應用

1.  臺北都會區之地震學研究：本計畫重點為了解臺北都會區地下岩圈構造及臺北都會區

強地動特性，並建立高解析律之臺北都會區井下地震儀陣列。

2.  臺灣地區深部構造與俯衝帶孕震機制之研究: 藉由處理臺灣海峽及鄰近地區地震資料與

大規模的高密度地震儀陣列資料研究臺灣深部及其鄰近地區的構造以期對臺灣在板塊

碰撞、隱沒作用及臺灣海峽在板塊構造上所扮演之過度帶角色有更深入之了解並提供

研究成果能與社會應用相結合並提供為防震減災之參考。

3.  火山地區微震活動與地殼變形：本計畫將在大屯山地區設立長期性地震與地殼變形觀

測網系統，以精密的儀器，測量微小地震的時空分佈及地殼變形之關係。以期推求大

屯山地區地下構造特性，並辨認火山岩漿庫存在與否。

地球所寬頻海底地震儀OBS

八十年內頁卷二(數理3-5)二校.indd   489 2008/6/20   3:39:16 PM



卷二   追求卓越   所 (處 )中心篇

490

(二) 高精度空載雷射掃描 (LIDAR) 地形測制與活動斷層分析

本計畫擬對特定的區域製作高解析度數位高程資料，來分析活動斷層與地質構造的

問題並製作與檢核活動斷層地區之高解析度與高精度雷射掃描數值地形模型。評估可能

引起之地震與地質災害以及災害之成因、影響程度與範圍。

(三) 地球化學之應用

1.  水文環境研究：充分利用已有的各種水文數據，與「環境變遷研究計畫」和院外相關

單位共同推動數據整合，發展模式分析的研究工作，以深入探討臺灣水文環境的問題根

源，並研擬解決之方案，以供政府決策之參考。主要研究項目包括臺灣降雨量的時空變

遷及在全球氣候變遷下的可能變化趨勢、屏東平原地下水的補注及海水入侵、集集地震

對濁水溪沖積扇地下水文變化的影響及臺灣河川流域之生地化系統整合研究等。

2.  地表土壤侵蝕:臺灣處於歐亞大陸板塊及太平洋海洋板塊的交界，因板塊擠壓，造山

運動活躍，形成了陡峻的地形；加上頻繁的地震、颱風、豪雨及不當的人為開發，使

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年平均流失超過二億噸的土壤，侵蝕速率高居世界第

一，水土保持的問題極為嚴峻。利用天然及人工放射性落塵核種為示蹤劑，探討陸地

侵蝕、海域沉積及其他相關議題。

3.  古氣候的變化：利用有孔蟲中之鈣同位素變化重建古海水中碳酸根離子濃度變化，同

時搭配硼同位素變化，以了解古海水中pH值之變化。再借由此兩變數之相關性以求得

全球氣候變遷之數學解。借由確知以往氣候的變化，以預期了解往後的氣候變遷。

4.  火山氣體研究: 火山氣體的研究可以提供位於活動火山帶下方岩漿與氣體如何置換與

溢散，借由火山氣體的地球化學分析配合與氣候變化相關的揮發性元素與毒性微量元

素的分析，將可探討火山氣體的溢散對於全球與區域性環境和人體健康的影響與關聯

的程度。另借由火山灰成份分析了解其噴發年齡，同時配合火山沉積學與考古學的結

果，探討人類演化與火山超級噴發的關聯。

5.  微量金屬元素在海水中的演化：本計畫將對微量金屬元素在海水中的演化，特別是從

河流帶入海洋的部份，進行一系統的研究。了解它們在河川中傳輸的狀況，它們在河

川與海水的交界處會產生的物理與化學狀態之變化，以及它們在海水中的傳輸,沈澱,與

被生物吸收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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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全省性強震觀測網的測站分佈

肆、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一、地震觀測網設立與研究

地球所1972年建立臺灣遙記式地震監測網，此一自動化、

全天候的地震活動即時監測系統使臺灣地震觀測進入新紀元。

1987年地球所更新地震網為數位式，使導臺灣地區之地震觀測

進入全面電腦化的時代。這些資料已被廣泛地應用於活動斷層

描繪、震源特性與地震活動時空分佈的研究，以了解臺灣大地

構造活動的特性與意義。1990年後地球所集中人力於科學研究

乃將此地震監測網移轉予中央氣象局繼續擔負臺灣地區地震監

測與資料蒐集的工作。

本所於1975年起著手規劃建立臺灣全省性強震觀測網(簡稱

SMA1)。1975年至1990年間SMA1共在全省約170多個地點設置

強震站。SMA1記錄的地震資料提供帶動臺灣經濟起飛的許多重大工程建設所須地震基本

資料，近年隨著地震儀器的革新該觀測網已逐年撤除。

1980年本所透過國際合作建立世界第一個數位式強震儀陣列(簡稱SMART1)。地點位

於宜蘭縣羅東鎮，此陣列由三個同心環所構成。本陣列在約10年的運轉期間所蒐錄的資

料相當豐富，提供國內外學者在震源機制、震波傳播與地盤對震動之影響等研究，成果

十分豐碩。該陣列在結束運轉後，其資料仍廣為使用。鑒於臺灣地區在地震研究上的重

要性與SMART1之成就，1985年臺灣電力公司基於核能電廠設計與運轉的需要，和美國

電力研究所共同出資，並與地球所合作，在羅東SMART1內進行大比例尺模型的羅東大

比例尺模型震測試驗(簡稱LSST )。當地震發生時，藉助不同位置的儀器所收錄之振動歷

時紀錄，提供探討地震力自土層經結構體而至內部系統之連續變化，研究土壤與結構物

之互制作用。

1991年本所繼SMART1之後又於花蓮地區採用新一代強震儀設立花蓮強震儀陣列 (簡

稱SMART2)。該陣列運轉迄今約18年，收錄有700餘個地震，這些地震紀錄已用於探討強

震資料處理、場址放大、地震動特性、改進外海地震定位及近地表鬆軟地層對震波的放

大效應，並提供地震與地震工程相關之研究。1993年更於SMART2場址內設立花蓮大比

例尺模型震測試驗(簡稱 HLSST )， 此一計畫除原合作之美國電力研究所外也邀集韓國、

日本、法國等研究機構共同參與。該陣列的圍阻體模型已於2002年5月拆除。原址的自由

場與井下強震儀已重新規劃，作為地震學研究之實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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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於1990-1992年間，將原有之 TTSN 連同例行性的即

時地震監測業務移交給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之後，決定開啟國

內寬頻地震監測研究的領域，於1994年陸續建立臺灣地區的

寬頻地震觀測站（簡稱BATS）。根據BATS的高品質波形資

料，地球所開始計算較大 ( ML≥4 ) 地震的地震矩震源參數，

並據以描繪出臺灣地區的孕震構造及應力狀態，且於2001年

成立資料管理中心負責例行性的地震矩震源解推算，即時將

結果發佈出去供各界參考。BATS 觀測網也扮演國際學術交流

的基礎平台，除了目前與美國地震學研究聯合機構及日本防

災科學技術研究所有即時的資料交換。BATS 測站將結合其他

地球物理的觀測儀器，朝整合性觀測的方向發展。

有鑑於深井強震儀在研究場址效應與土壤特性的優點與

可行性，本所受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委託於1990年初建立

臺北盆地井下強震儀陣列於地表至基盤間不同的深度裝設地

震儀，以進行盆地對震波效應之研究。本所於計畫結束後仍

持續維護並於2002年起重新整理並購入新的儀器，有效的提

升大臺北地區監測地震活動的能力。利用豐富的地震資料，本所同仁於2005年起曾進行

名為臺北都會區地震及強地動研究（簡稱SAFE-Taipei）的院內主題計畫。本計畫結合本

所、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及中正大學地震研究所，分析臺北都

會區之地震及強地動特色。探討臺北都會區近地表地下構造對地震波之影響。

本所建立之寬頻地震網及井下地震站對於全球的顯著地震皆具有良好的解析能力，

近期（2008年5月）發生於四川成都的地震，規模達8.0的災害地震及主要強餘震都有完整

的紀錄，未來將可為地震震源及地震防災研究提供重要資訊。

二、重磁研究

1972年地震專案小組（現地球所前身）開始於曾文水庫附近從事觀測，開啟地磁場

變化與地震活動關聯性研究之先業。持續進行的重、磁力重複觀測結果，位於車籠埔斷

層北端的鯉魚潭磁力站，於921集集大地震前後記錄到一些可能與該地震相關的地磁異常

訊號。在重力觀測方面，在花蓮曾觀測到與1986年花蓮地震有關的重力變化。1980年起

推動全省重力普測，利用重力儀從事重力測量野外工作，於1992年出版臺灣地區自由空

間及布蓋異常圖（1：500,000）。

LSST的地表與井下地震儀的分佈位置

SMART1 的空間位置與測站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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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地磁研究

古地磁實驗室於1982年建立。實驗室成立初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用古地磁方向來

探討臺灣地區地體構造運動特徵，以及用古地磁場之極性來分析地層年代，配合野外微

構造之分析，探討臺灣各地區局部及區域性古應力演化之特性。隨著我國加入國際海洋

古全球變遷研究計畫，本實驗室研究重點也加入環境磁學研究，利用古地磁學方法探討

東亞地區古環境、古海洋及古氣候變遷之特性，多項磁學參數已成為古氣候研究之代用

指標。目前研究對象則由海洋沉積物推廣至湖泊沉積物，地區自南半球澳洲北部外海直

到北半球鄂霍次克海，時間以最近兩萬年內為主。

四、測地學研究發展

1980年在中美地震預測合作研究計畫下，首先在花蓮縣玉里國小佈設一個小型三邊

測量網，監測1951年玉里地震斷層之潛移現象。隨後增設觀測網定期實施精密三角三邊

與水準測量，觀測地殼之水平與垂直變形。橫跨花東縱谷的三邊與水準網定期觀測資料

使我們獲知板塊縫合帶的地殼變形與縱谷斷層的快速無震滑移現象。

1989年本所建立涵蓋臺灣全島及附近各主要離島的「臺灣GPS測網」。觀測成果記

錄臺灣現今地殼運動速度場及變形全貌，提供活動構造、地體動力學研究及地震危害度

評估之重要基本資料。1999年集集大地震發生後，配合其他機構之觀測資料，獲得同震

與震後變形資料，對於震源與斷層力學之研究有極大貢獻。集集地震後，本所與中央氣

象局地震測報中心合作建立一個密集的「臺灣GPS連續觀測網」，即時掌握臺灣地區地

殼應變累積的時空變化期望對臺灣造山帶與板塊邊界的變形特性與機制有更多的了解。

2003年開始陸續於臺灣東部海岸山脈及中央山脈地區安裝井下應變儀，以連續監測板塊

邊界附近的地殼形變並成立資料管理中心，提供為不同研究所需。

五、礦岩高壓實驗室

1989年增設高壓實驗室。礦物和岩石物理的主要內容是研究不同礦物和岩石在高溫

高壓下的性質；從而對地球內部的組成和結構得到進一步的了解。在這方面，已經取得

了許多進展，比如地球內部的主要礦物應該是高密度的Perovskite結構的鎂－鐵矽酸鹽、

地球的外核是由熔融的鐵和一些輕元素的合金所構成。這些都是礦物和岩石學近年來取

得的重要成果。此外，礦物和岩石物理的研究還在工業應用和技術發展方面起重要的作

用。 主要高壓器件是用於不同種類測量的各種鑽石砧。為了要將高壓下的樣品加熱，有

電阻加熱爐（至700℃）和雷射加熱裝置（至高於3000℃），而溫度測量方面，採用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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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熱電偶法。一台顯微Raman光譜儀，用來研究在高壓下，或經過高溫高壓處理後之樣

品的性質，還有立體和偏光顯微鏡用於樣品檢驗或高壓實驗準備。一台布里安散射儀，

量測phase D、霰石（aragonite）、白雲石（dolomite）和菱鎂礦（magnesite）的彈性係

數。

地球是宇宙間唯一已知存有海洋的星球。而我們在太陽系中前後兩個鄰居（金星和

火星）的大氣幾乎全是二氧化碳的事實，不得不讓我們懷疑地球當初的大氣是否也全是

二氧化碳？那當初的二氧化碳又是如何消失？地球當初的二氧化碳大氣是隨著海洋形成

的過程而與地球表面最多的礦物（鈉、鈣長石）結合形成碳酸鈣（即方解石類）和其他

黏土礦物，而鈉則留在海水中。

六、穩定同位素水文實驗室

本所自1980年購置VG MM602質譜儀，開啟臺灣穩定同位素水文的研究。1986年添

購VG SIRA10質譜儀，擴大研究的範圍，以環境同位素(氫、氧、碳)組成為工具，探討百

年來臺灣地區的水文循環與水文環境變化，研究的區域涵蓋臺灣本島及澎湖群島。研究

內容為：(1)認識水文循環與氣候變遷間的關係，(2)了解臺灣地區水文環境的變遷歷程與

現況，(3)對攸關民生及生態環境的水資源保育課題提供基礎性的同位素水文科學數據。

七、穩定同位素實驗室

本實驗室利用各類標本前處裡系統與比值式質譜儀，分析水、礦物及岩石之碳、

氫、氧、硫等同位素組成，以追蹤各種地質作用的條件及自然環境的變遷。過去的工作

包括探討臺灣地區變質岩與火成岩的生成條件，東亞地區玉礦與藍/紅寶石礦之生成環

境，以及歐亞地區超高壓變質岩之變質作用特徵等。此外，在1990年代，本所同仁陸續

報導了中國蘇魯超高壓岩帶中之榴輝岩具有非常異常的氧同位組成，暗示了地塊碰撞

時，陸殼源岩石隱沒至地涵深度與其後的抬升至地殼深度，其發生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且在超高壓變質作用的過程中幾乎沒有水的存在。本所同仁後來亦陸續發表了完整的地

化資料，證明中國大別山與蘇魯地塊中所有的超高壓榴輝岩均屬大陸來源，與海洋地殼

及蛇綠岩系無關。於2000年代，與電子顯微鏡專家合作，在超高壓變質岩中發現了一些

奈米級的新礦物，充份突顯了自然界中尚待開發研究且充滿未知的奈米世界。研究團隊

在超高壓變質岩之微鑽石包裹體中也觀察到奈米級的液包體與玻璃質包體，不但證實了

變質微鑽石可經由溶液，亦可經由熔液形成；且因介質的不同，微鑽石的外形亦有所不

同。後者，對地涵鑽石成因研究亦有相當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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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加碼能譜儀系統

1996年開始研究放射性落塵核種在地球科學及環境科學的應用上，規劃設立加碼計

測實驗室，購置能譜儀及各式偵檢器。利用加碼能譜儀分析系統，可以用非破壞性的方

法量測各種地質及環境樣本中釋放加碼射線的放射核種。近年來研究範圍涉及氣圈、水

圈、地圈諸多議題，如火山爆發之前兆(precursor)放射性氣體監測、氣溶膠(aerosol)之大

氣傳輸、土壤之侵蝕、探討臺灣周遭海域沉積物的來龍去脈等。此外，為因應國家社會

發展所需，也執行一些環境汙染及核能設施環境輻射監測的工作。

九、放射性同位素地球化學實驗室

本所於1981年在建立同位素地球化學的研究，主要乃利用氫、碳及氧三種穩定同

位素來研究臺灣地區水的循環及對土壤之溶蝕作用，早期研究目標放在臺灣的雨水、河

川水、板岩中的有機碳及鋁礬土等素材上。1984年年建立無塵化學實驗室及質譜儀實驗

室，開始變質岩、火成岩、超基性岩及沈積岩之同位素地球化學系統的研究。在這期

間，完成臺灣片麻岩的同位素研究、臺灣北部陸上及海上火山帶的成因及活動歷史的新

模式、完成菲律賓至臺灣呂宋島弧火山岩漿隨時空的演化與弧陸碰撞關連的研究、臺灣

沈積岩之同位素及菲律賓呂宋島弧火山岩中超基性捕獲岩、鑭同位素和太陽系形成關係

的模式、利用質譜儀首先看到核爆生成的135Cs同位素，並以此作為現生環境沈積速率及

侵蝕速率的指標。1996年發表X-wind模式，以解釋太陽系初期形成之機制。並以此機制

成功解釋隕石形成之原因。

1993年建立第二代無塵化學實驗室及第一代岩石礦物標本前處理實驗室。研究遍及

環太平洋島弧帶，從阿拉斯加、堪察加半島、日本、菲律賓、印尼、紐西蘭以研究火山

岩漿隨時空演化的機制。同時與日本東京大學的研究團隊，共同研究日本櫻島火山及雲

仙火山之噴發，並成功利用Nd同位素變化，預測火山噴發量的研究。

1993年設立電子微探儀實驗室，從事礦物化學之定點精密分析。1996年將本所現有

Finnigan MAT 262質譜儀改裝成具有負離子源功能之儀器，以便研究錸、鋨及硼同位素在

地球科學上的應用。並實際將此研究用在臺灣北部金瓜石礦區之地球科學研究。

2002年設立液態感應偶合電漿質譜儀（Nu plasma MC-ICP-MS）實驗室，以補固態

熱游離質譜儀（TIMS）在地球科學研究上的不足。2003年設置超純酸蒸餾實驗室、設

立飛行式質譜儀實驗室，以分析彗星微塵的標本。此計畫希望研究美國太空總署於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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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從彗星Wild-2攜回的微塵標本，每個標本約只有10-12克，借著該飛行式質譜儀，希

望能測得從元素碳到元素鐵之間的所有元素的同位素比值，用以推測形成太陽系的原始

物質，與各恆星的關係。2004年，增建第三代海洋化學無塵實驗室一間，與本院生物多

樣性中心合作，共同研究硫同位素在生物化學上的應用。在該中心支助下購進Thermo 

Finnigan MAT 253硫同位素質譜儀一台，2006年增建第三代無塵化學實驗室一間，購進

Thermo Finnigan Triton熱游離質譜儀一台，及Thermo Finnigan ElementⅡ ICP-MS質譜儀一

台，以再增加本組高精度分析能力。

現階段著重於利用數種短半衰期同位素來探討太陽系的起源與演化的歷史、對海洋

中矽藻之演化與放射性同位素在河川沈積物的演化、研究地函捕擄岩的地球化學性質，

配合地震觀測資料所顯示岩石圈地函的地球物理性質，深入探討岩石圈地函的地球化學

性質演化。藉由新近所發展出高精度的雷射技術應用於錸鋨同位素系統，得以原位分析

地函捕擄岩樣本以測定岩石圈地函形成或受交代變質作用的鋨同位素模式年代，作為研

究其演化在時間上重要的制約；配合其地球化學性質，得以顯示岩石圈地函地球化學性

質隨時間與構造作用的變化、探討隱沒帶地函中岩漿的形成與遷移的速率及過程，並深

入了解岩漿庫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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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地球所 SCI 論文發表篇數統計表（2001-2005）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IES 76 50 71 62 54

Geosci-NTU 29 29 37 50 45

Geol & Geophys- Chinese Acad Sci. 190 170 257 280 221

EPS-Univ Tokyo 86 115 111 166 114

Div Earth and Planet Sci-Kyoto Univ 53 66 71 59 51

PS-UCB 66 69 98 104 98

Geophys; Geol & Miner. -Stanford 106 108 171 169 107

Earth Sci-Univ. Cambridge 131 168 165 165 165

Earth Sci-Univ Oxford 72 62 45 70 60

2005年：

中央研究院地球所，研究員17人，副研究員8人，助研究員2人，研究學者1人，客座

副研究員2人，研究助技師7人，博士後研究10人，共47人。

臺灣大學地質系現有專任教師23人，其中教授14人，副教授3人，助理教授6人，訪

問學者1, 博士後7人，共31人。

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院士12人，研究員65人(院士與研究員重覆1

人)，副研究員55人，共131人。

Department of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Univ. of Tokyo，教授19人，副教授16人，講

師3人，研究助理13人，共51人。

Div. of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s, Kyoto Univ. 合計47人(包括Dept. of Geophysics and 

Dept. of Geology and Mineralogy)。

Dept. of Geophysics，教授6人，助教授7人，研究助理2人，助手4人，PhD 3人，COE 

Res. Fellow 1人，共23人；Dept. of Geology and Mineralogy，教授5人，副教授7人，助教

授3人，其他7人，共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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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Earth Sciences, Stanford Univ.，合計67人, (Dept. of Geophysics，教授15人，

副教授5人，共20人，Dept. of Geo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教授18人，副教授3人及

助教授4人，共25人，博士後22人，共47人)。

Dept. of Earth and Planetary Sci., Univ. of Calif.，Berkeley，教授23人，副教授6人，助

教授3人，共32人。

Dept. of Earth Sciences, Univ. of Cambridge，教授14人及其他博士後以上研究人員33

人，共47人。

Dept of Earth Sciences, Univ. of Oxford，教授7人，訪問教授2人，講師10人，其他3

人，共22人。

自2000年起，地球所陸續推出多項大型研究計畫。這些大型計畫均經過想法─研討

會─初步實驗等醞釀與整合的步驟，再進入全程發展的階段，應有很大的機會達成初期

設想的目標。板塊邊界觀測站 (PBO-T) 預期將平行甚或超越美國的PBO，進入由各種不

同分辨率組成完整觀測光譜的階段。海底地震儀 (OBS) 計畫將於2006年佈置，屆時將

首次把臺灣地震觀測網推向外海，展開臺灣地震研究新的一頁。臺北盆地觀測與類比計

畫 (SAFE-Taipei)，將整合地震、地物及地質工具，在基礎科學上發掘新的課題，也為

工程、防災與政策建立提供明確的資料。Dust Buster計畫在此報告撰寫的同時，美國的

STAR DUST太空船已接近採樣之目標彗星，而我們與美國Argonne國家實驗室合作發展的

分析工具正緊密發展中。因為在推展這些計畫的步驟中，國際專家的參與十分頻繁，因

此每項計畫都在國際上引起很大的回響。在2003年底，Caltech的地球及行星科學系成立

地體構造中心，決定由2004年起，以地球所為臺灣的主要合作夥伴，專攻臺灣的地震與

構造問題。以上這些經由大計畫引發的效益將是非常長遠的。

近年來，本所對大陸地殼演化及相關的題目，如大陸深俯衝、超高壓變質作用、

岩漿作用⋯等等都重新起飛。「亞洲大陸的增生與演化︰增積造山帶 (Accretionary 

orogens；以中亞與東亞為代表) 與碰撞造山帶 (collisional orogens; 以喜馬拉雅山和青康藏

高原為代表) 的佐證」研究子題，更經教育部核可為第二期追求學術卓越計畫之一。此項

研究將對亞洲大陸不同陸塊拼合的機制作一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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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更將擴及到岩石圈地函(lithospheric mantle)的形成與演化對於地殼形成與穩

定的影響，及岩漿房作用的定年問題。嶄新的地質定年技術可以應用在多種不同地質環

境中來提供新的火山以及岩漿的活動與演化等動力學上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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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學研究所 http://www.iis.sinica.edu.tw/

壹、設立沿革

一、籌備階段

本所之成立，緣起於1973年8月，當時，竇祖烈等12位院士向本院提

出設置「資訊科學研究所」之建議。1977年7月，奉總統核准成立籌備處，

同時組織「設所諮詢委員會」，由竇祖烈院士擔任主任委員及籌備處主

任，積極展開籌備工作。1978年聘研究員鄭國揚先生與張系國先生、並合

聘研究員郭德盛先生。由於籌備處主任竇祖烈院士在國外講學，遂由張系

國先生代理籌備處主任(1978/06/01-1978/11/27)、並由郭德盛先生暫代處務

(1978/11/28-1980/12/31)。同年12月，首次以籌備處名義舉辦1978年國際資

訊科學會議。1979年，聘副研究員黃台陽先生，同年7月，竇祖烈院士回

國期間公開演講「智慧工程」，並展示電子計算機醫學顧問及疾病診斷系

統。1980年6月，設所諮詢委員會建議正式成所，10月，資訊科學研究所舊

館竣工，建地710坪，全部行政人員與計算機服務中心遷入開始作業。

1981年開始，由於籌備處主任竇祖烈院士長期在國外講學，而原代

理處務之郭德盛先生又因臺大方面職務繁忙，請辭行政工作，遂改由鄭

國揚先生代理籌備處主任(1981/1/1 -1982/8/31)。同年2月，新購H.P. 6400/

s Configurable System、Gould K100-D logic Analyzer、CDC CYBER 18-5m 

Remote Batch Terminal、JUKI 1303 Card Punch等機器設備。10月，

監察委員蒞臨巡察，對研究成果至表嘉許。1982

年，本處提出年度研究計畫項目：

1980年舊館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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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國際高等自動化會議

包括「機器手之路徑計畫與系統分析研究」、「資料庫存取控制策略之研究」、

「資料庫語意完全模式之研究」、「中文字辨認系統之研究」、「電腦中文圖表自

動產製」、「關係模式資料庫管理系統」、「圖形設計系統之研製」、「分散式資

料庫系統的設計和建立」、「延伸細胞狀邏輯裝置在資料庫管理上之功能」等。

1982年9月，奉總統核准，資訊科學研究所正式成立，由竇祖烈院士擔任所

長、鄭國揚先生擔任副所長，同時組織學術諮詢委員會，由傅京孫院士為主任委

員。當時本所主要成員包括博士級研究人員6位、臺灣大學合聘研究人員2位、兼

任研究人員1位、通信研究員4位、碩士級助理研究員8位、約聘助理研究員2位、學

士級助理員12位。同年12月，發表國內第一部以電腦製作之試驗卡通影片及國內

第一套能自動表現中國字體藝術美之電腦系統。

二、1982年至1991年

成所之初，員額及預算皆還不足，但全所

人員皆兢兢業業，戮力於各自工作崗位上。除了

繼續延聘研究人員加入及陸續採購各項最新設備

之外，各種學術活動也漸漸蓬勃發展。1983年6

月，學術諮詢委員會決議兩項研究與發展方針，

其一為於五年內發展第五代電腦系統、其二則為

籌辦高層次之資訊刊物。同年12月，於圓山飯店

舉辦第二屆國際高等自動化會議。1984年4月，

本院葛守仁院士榮獲美國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百年榮譽勳章，11月，本所研究人員謝清

俊先生亦接受 IEEE 會長Mr. Gowen親自頒發的

「百週年紀念獎章」。一年之內，本所接連聞此振奮人心之消息，對全所人員產

生了莫大的鼓舞作用。

同時，由於院內各所對於電子計算機方面服務的需求日漸增加，因此自1984

年7月起，計算中心自本所獨立，但與本所仍維持密切合作關係。

1985年7月，竇祖烈院士任期屆滿離職，由當時的吳大猷院長兼代本所所長，

並聘李家同先生為顧問，全權處理本所學術性事務。8月起，延聘李家同先生為合

聘研究員，並由其代理所務(1985/8/1-1988/7/31)。1986年11月，本所許文星先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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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值影像平行處理器之設計」榮獲中山學術文化技術發明獎；12月，張進福先生亦獲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助，顯示本所研究成果已漸漸受到肯定。同時，各項學術活動亦不間

斷的展開，每年皆有一、二個大型的研討會由本所主辦或協辦，例如：1987年4月，本所

協辦計算數學研討會；8月，與資訊工業策進會教育訓練處合辦1987年電腦視覺、圖學及

影像處理研討會；1988年3月，與臺灣大學及中興大學合辦電腦圖形與視覺分析研討會，

並與清大工學院及國科會工程處合辦大型積體電路電腦輔助設計研討會；9月，舉辦計算

複雜度研討會；1989年4月，與數學研究所合辦計算理論與離散數學研討會；9月，與歷

史語言研究所合辦計算語言學專題講演和第二屆計算語言學研討會；1991年12月，與清

大資訊所合辦第二屆國際計算理論研討會。許多研討會在當時皆是國內首創，使本所在

國內外資訊學術界的能見度逐漸提升，對於提升本所的學術地位助益不少。

1988年8月起，由研究員郭譽申先生代理所務(1988/8/1-1991/5/19)，直至1991年李

琳山先生接任本所所長(1991/8/1-1997/7/31)，並由陳克健先生任本所副所長(1991/9/18 

-1994/7/31)，至此本所終於有了專任的所長。是年9月，研究員黃俊雄先生獲選為國際統

計學會 (International Statistics Institute，ISI) 會員， 此為統計學者在國際上所能獲得的少

數榮譽之一。

在硬體建設方面，隨著預算逐年增加，本所也

在各方面提升研究設備與環境，1990年10月，採購 

Proteon P4200 router 以9600bps傳輸速率與教育部對

接，正式連上網際網路，比起全院直至1994年才正式連

上網際網路，本所提前四年讓所內人員得以享用網路發

展的便利服務，無形中提升了本所的研究效率。

二、1992年至今

經過成所之初的艱苦奮鬥，本所研究及所務皆

已漸漸上了軌道。自從1991年李琳山先生接任本所

所長開始，逐漸進入穩定發展的階段。1997年6月，

李琳山先生卸任，由許聞廉先生任代所長(1997/8/1-

1998/6/30)，直至1998年延聘美國西北大學李德財教授

任本所所長(1998/7/1迄今)。李德財先生曾於1992年與

1997年分別榮獲IEEE 榮譽會員(Fellow)與美國電腦學會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ACM）榮譽會

資訊所同仁精神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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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為國際資訊學術界夙負名望的學者。李

德財所長到任後，積極提升本所學術地位，

同時以團隊合作與研究品質與全所同仁共

勉，其勉勵同仁的話語「件件工作，反映自

我，凡經我手，必為佳作」，已成為同仁一

致的工作理念。

這期間，本所在軟硬體建設上，也與

時俱進。1993年4月，本所開始使用裝置

Microsoft/Windows 的個人電腦。1994年10

月，開始啟動「研究與行政業務自動化」，至今已陸續發展完成公告、行事曆、預約、

維修、考勤、審核、計畫管理、費用管控、機器管控等約40餘套系統。1995年，資訊室

完成「學術會議線上投稿與報名系統」、 新館電話電腦網路配線工程、全數位式電子交

換機工程、及UPS配線工程；11月，新館竣工，解決空間嚴重不足之問題。1999年4月，

建立會議實況之錄製及轉播環境，本所開始有演講或會議的實況紀錄；11月，開始陸續

將所有的所內事務管理系統移轉給院內他所。2002年7月，更與計算中心合作開發院士選

舉選票辨識與計票系統；同時，資訊室亦設置「以無線麥克風當發射主機，以收音機收

聽口譯」之會議環境。

在這期間，各項學術活動更加蓬勃發展。1992年3月，首次舉辦資訊所1991年研究成

果發表會；1994年4月，再次舉辦研究成果發表會－系統、軟體及其應用，將本所同仁的

研究成果公開發表與國內資訊社群共享。1996年本所出版之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榮獲國科會獎助國內學術研究優良期刊應用科學類之甲等期刊獎；該

年11月，本所與本院計算中心、中華電信公司合作轉播在英國倫敦舉行的IEEE Global 

Internet '96研討會，此為我國第一次舉辦經由網際網路傳送的視訊會議；11月，並舉辦

中小學的網路資訊教育座談會，討論主題為：資訊教育的目標、如何建立中小學資訊網

路、政府有哪些相關的規劃、執行上有沒有困難、教育資訊網路上需要哪些內容、如何

建立等。

1997年，本所副研究員洪一平先生榮獲中央研究院年輕研究人員著作獎。本所出版

之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進一步榮獲國科會獎助國內學術研究優

良期刊應用科學類之傑出期刊獎。1997年1月，舉辦程式語言暨系統一日研討會；2月，

舉辦有線電視網際網路研討會；7月，舉辦第三屆即時與媒體系統研討會；8月，舉辦第

1995年新館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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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屆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暨計算機輔助設計技術研討會及第十屆計算語言學研討會；10

月，舉辦第四屆國際即時計算系統與應用研討會；12月，舉辦1997 年 Multi-Technology 

Information Processing國際會議、第七屆文字識別與文件分析研討會、與第二屆程式語言

暨系統研討會。1998年，廖弘源先生榮獲中央研究院年輕研究人員著作獎。宋定懿女士

榮獲十大傑出女青年。本所出版之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再次

榮獲國科會獎助國內學術研究優良期刊應用科學類之傑出期刊獎。5月，舉辦智慧型演算

方法短期課程及一九九八電腦視覺研討會。7月，舉辦平行與分散式系統暑期研究班。8

月，舉辦Four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mputing and Combinatorics (COCOON98) 研討會。

9月，資訊科學研究所開放參觀及成果展覽，並舉辦第四屆即時與媒體系統研討會。11

月，舉辦國民卡相關技術與社會影響研討會。11月，舉辦第九屆太平洋科學聯合年會。

12月，舉辦 CTS Combinatorics and Algorithms 研討會。

1998年7月，適逢政府積極宣揚「國民身分證、健保IC卡合一」的政策，除了社會

的輿論外，也激起了一些關心的同仁從資訊學者專業的角色，發出了對此一政策不表贊

同的聲音。立法院也針對此事對李遠哲院長提出質詢，當時由本所副所長廖弘源先生代

表上台備詢，說明了「本所」的看法，院長也於會後指示本所負責召開一次公開的座談

會，邀請「正、反」兩方代表出席討論。為了準備此一座談會，李所長費了相當心思去

瞭解此事件的背景，閱覽政府公開招標之作業程序，並蒐集相關資料，經過本所同仁的

努力，政府最後決定將此一BOT案擱置，延緩實施。經歷此事，中研院的社會責任更受

到重視，更多有使命感的同仁，秉持專業立場與良知，去關心政府政策之制訂，並以審

慎、客觀的態度不時地對政府提出建言。2000年10月中旬，李所長率本所部分同仁為了

健保IC卡政策，向衛生署李明亮前署長簡報IC卡化之後的可能問題，並提出替代方案，

期盼健保局應更著重於行政作業及流程上之改革，尊重個人隱私，將有限資源投入於維

護網路資料庫之安全、保護個人資料隱私等政策之制訂與落實，同時強調是純粹以資訊

專業，向政府提供建言的立場做事，也會隨時監督政府政策之執行。簡報結束之後，衛

生署人員私下對於本所人員的「現身」表示不解，為何中研院資訊所會與健保IC卡有關

連，這和他們一向所「瞭解」的中研院─所謂的「學術象牙塔」，有很大的出入。本所

同仁當天的簡報資料顯然給他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999年許聞廉先生榮獲國科會特約研究獎、李國鼎穿石獎。本所出版之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第三度榮獲國科會獎助國內學術研究優良期刊應用

科學類之傑出期刊獎。3月，舉辦第三屆程式語言暨系統研討會與第一屆即時與嵌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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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研討會。5月，舉辦 1999 Open Source 研討會。6月，舉辦1999電腦視覺研討會，與 

Digital Library/Museum 研討會。7月，舉辦1999暑期研究班─行動計算(網路即時轉播) 。

9月，舉辦 Internet 研討會 (網路即時轉播)。11月，舉辦第四屆 Information Retrieval with 

Asian Languages (IRAL '99) 國際研討會。

1999年的「921」集集大地震，其影響既深且遠。李院長亦為了「921」的災變倍加

忙碌，曾帶領各所所長們到災變現場瞭解，關心災民狀況；很多同仁也主動地參與各項

「志工」活動，加入救災行列。此外，中研院站出來召集了全國相關單位，籌劃並著手

建置全國地震知識庫，搜集資料、圖片、媒體報導等，並結合本院所開發的數位典藏系

統、地理資訊系統技術，希望能詳實記錄、保存921災變之經過及重建復原的史實，讓國

人以及後代子孫能夠有「目睹」歷史的機會。本所部分同仁也參與了此一工作。

2000年本所出版之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第四度榮獲國科會

獎助國內學術研究優良期刊應用科學類之傑出期刊獎。5月，舉辦Agent Technology 2002

研討會。7月，舉辦 Open Source 2000 研討會。8月，舉辦2000年暑期研究班－多媒體網

際網路技術，及第二屆即時與嵌入式系統研討會。9月，舉辦2000年智慧型運輸系統研討

會，並舉辦即時與嵌入式系統短期教育訓練系列(一)。12月，舉辦2000 年 Digital Museum

研討會，跨世紀網路英語學習研討會，與第十一屆 Algorithms and Computation 國際會議

（ISAAC）。

2001年9月17日納莉颱風肆虐全臺，造成臺北縣市氾濫成災，中研院也是受害地區

之一。本所舊館地下室全部進水，新館地下室的電力系統受損，損失數千萬元，歷經近

兩星期沒電的「黑暗」時期。這次水患，全所總動員，大家捲起褲管，徹底清掃所內、

外的爛泥巴；資訊室與行政室同仁向社科所、近史所、史語所借電、借場地，迅速地架

設網路，讓研究同仁得以於最短時間內恢復工作，本所同仁同舟共濟的團隊精神，在此

一非常時期再度展現，表露無遺。另一方面，本所學術活動並未停頓，同年，李德財所

長榮獲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研究傑出獎，黃文良先生榮獲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

究著作獎，本所出版之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榮獲國科會獎助國

內學術研究優良期刊應用科學類之優等期刊獎，是年1月，舉辦中文搜尋引擎技術研討

會；5月，舉辦 2001年 Multimedia Signal Processing and Protection 研討會、IEEE Real-time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會議；7月，舉辦生物資訊暑期研究班（與臺大、交大、中

興、中山等四所大學同時現場轉播會議實況）與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Digital Divide 研

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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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呂學一先生因致力於演算法及其應用之研究成果卓著，而獲得國科會吳大

猷先生紀念獎；本所出版之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復榮獲國科

會獎助國內學術研究優良期刊應用科學類之優等期刊獎；4月，舉辦 2002語音訊號處理

研討會。7月，舉辦第一屆數位典藏技術研討會。8月，合辦開放源碼國際研討會，並舉

辦第十九屆計算語言國際會議 (COLING2002)。9月，舉辦國科會 Semantic Web 研討會。

2003年，王秋鳳女士因致力於行政與研究業務自動化，而榮獲中央研究院模範公

務人員；徐讚昇先生因致力於圖學基礎理論及演算法之研究，榮獲中央研究院年輕研究

人員著作獎；廖弘源先生因致力於影像處理研究成果卓著，獲得2003年國科會傑出研究

獎。同年2月，舉辦 Script Language Conference。3月，舉辦第九屆高性能計算編譯技術

研討會。4月，舉辦數位典藏技術規範會議。7月，舉辦第二屆數位典藏技術研討會與

第三屆開放源碼國際研討會(ICOS2003)。12月，舉辦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dvanced 

Developments in Software and Systems Security，此一會議原本預計為當年暑假summer 

institute的主題，因為上半年SARS疾病侵襲臺灣，造成許多大型活動延期舉辦，因此改在

12月舉行。同年，本所進行了成所以來的首次評鑑，由國外知名資訊學者組成的評鑑委

員會，於2003年12月8日及9日兩天，來所進行評鑑，並於會後，向院方提出本所未來發

展的建議。

2004年，呂學一先生因致力於演算法及其應用之研究成果卓著，獲得中央研究院年

輕研究人員著作獎的獎勵；呂俊賢先生與廖弘源先生以影像上之雞尾酒浮水印，共同獲

得2004年「國家發明獎」銀牌獎；同年7月，李德財所長當選中央研究院第廿五屆院士。

這一年，所內共舉辦了2004年同儕計算研討會（p2p workshop，2月），USENIX 亞洲區

BSD大會，APEC Workshop on Resource Sharing in Digital Librari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gital Archive Technologies (3月)，

兩岸三院資訊技術交流與數位資源共享研討會（6月），

2004年同儕計算暑期研討會暨學分班（7月），第三屆數

位典藏技術研討會（8月），第十六屆自然語言與語音處

理研討會（9月），第二屆亞洲程式語言與系統學術會

議，Ensemble Workshop，Symposium on Next Generation 

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11月），開放源碼國際研

討會，數位典藏技術規範會議─「後設資料在數位典藏之研

究發展：回顧與前瞻」，2004 年開放式地理資訊系統研討會，

2004年李德財所長當選中研院院士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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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語音訊號處理研討會，與文件探勘技術研討會（12月）等多個國內外研討會。

2005年，呂及人先生因致力於計算複雜度及密碼學之研究成果卓著，榮獲中央研究

院年輕研究人員著作獎。許聞廉先生因自然語言系統與生物資訊之傑出研究成果，獲選

為IEEE Fellow，並於同年獲得獎勵院內傑出研究人員並給予充分長期研究經費之中研

院深耕獎。同時，2005年本所亦主辦或協辦了「數位典藏技術規範會議—數位內容保護

技術研討會」，「以視覺為基礎之行為分析於看護服務之應用」研討會（3月），200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gital Archive Technologies（6月），Libre Software Meeting

（7月），企業中介自由軟體研討會，Symposium on Next Generation 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第十屆奧林匹亞電腦遊戲程式競賽暨第十一屆電腦賽局發展學術研討會 

(ICGA 2005)，第四屆數位典藏技術研討會（9月），開放源碼研討會，第一屆數位鑑識

系統理論與實務國際研討會（11月），網路資訊檢索技術與趨勢研討會，2005 Winter 

Workshop on Next Generation 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與開放式地理資訊系統暨網

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應用研討會(12月)等多個學術會議。

2006年，劉庭祿先生因致力於電腦視覺與學習理論研究成果卓著，榮獲中央研

究院年輕研究人員著作獎。同時，各項學術活動，如Machine Learning Summer School

（7月），The Twelf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mputing and Combinatorics Conference 

(COCOON'06，8月)， 第五屆數位典藏技術研討會（9月），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gital Archive Technologies (ICDAT2006，10月)等，亦相繼舉辦。

2007年，李德財院士以其在資訊科學尤其是演算法領域之終身成就獲得德國亞

歷山大˙馮˙宏博基金會 (Alexander von Humboldt) 宏博學術研究獎；呂俊賢先生榮獲

國科會2007年吳大猷先生紀念獎；許鈞南先生實驗室，在西班牙馬德里舉行的第二屆

BioCreative分子生物文獻探勘評比挑戰中獲得最佳成績；許聞廉先生主持的「智慧型

代理人系統實驗室」參加NTCIR跨語言問答系統比賽，獲得第一名；本所並榮獲2007

年中央研究院最佳網站第一組研究單位類優等獎。這一年本所的學術活動亦如往常活

躍，相繼有資安科技跨國研究計畫國際會議 、 開放與自由：公眾創用國際研討會、 

2007 TWISC 成果展：無所不在的資通安全、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Grid Computing 

2007、 The International Wikimedia Conference、與法國在臺協會合辦 ICT-Asia Seminar: 

Taipei 2007、Web 2.0技術與應用研討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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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一、員額成長

本所成立之初，僅有專任人員28人，及兼任人員7人。其中包括博士級研究人員6

位、臺灣大學合聘研究人員2位、兼任研究人員1位、通信研究員4位、碩士級助理研究員

8位、約聘助理研究員2位、學士級助理員12位。經過二十多年來的成長，目前已經達到

近400人的規模，其中最明顯的是，研究助理的人力成長。主要的原因，在於本所研究

特性，需要大量程式設計師，系統分析師，及研究工程師等人力。而許多大型計畫的啟

動，更需要堅強的研究團隊作為後盾。這批年輕研究助理的加入，不啻為本所增添了重

要的生力軍，同時，本所也藉此發揮了培育高等研究才的功能。表一所示為1998-2007年

間各級人力員額變化之情形。

表一  資訊所歷年員額統計表（1998-2002）

年度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研

究

人

員

特聘研究員 1 1 1 1 1 1 1 1 1 1

研究員 9 9 10 10 9 10 10 12 12 14

副研究員 14 14 15 14 13 14 17 15 13 13

助研究員 9 11 9 8 8 8 4 3 7 7

助理研究員 1 1 1 1 1 1 0 0 0 0

研究副技師 0 0 0 0 0 0 1 2 1 1

研究助技師 0 0 0 0 0 0 1 1 1 2

總額 34 36 36 34 32 34 34 34 35 38

博士後研究人員 19 19 20 12 11 19 22 23 20 29

研究助理 106 106 119 148 165 222 224 235 237 271

二、預算成長

資訊所成立初期，因人力規模不大，相對的，預算也較為拮据。但經過二十餘年來

的成長，目前已經達到將近每年兩億臺幣的規模，圖一為本所自1998年迄今，所內經費

經費成長情形。其成長率如圖二所示。此外，同仁們也承接許多院外專題研究計畫，研

究計畫經費在1998-2007年間成長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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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00年會計年度改為曆年制，預算金額由1999年7月統計至2000年12月。

圖一  資訊所歷年預算統計圖

圖 二  資訊所計畫預算成長率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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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一、重點主題規劃之策略性考慮基礎

本所研究發展之方向與重點，依據中長程規劃，所有研究重點主題均具備策略性之

考慮基礎，主要考量因素包括下列三項：

(一) 資訊科學各不同領域課題未來發展之趨勢、潛力及重要性。 

(二)  本所研究發展目標任務、角色定位、發展方向、基本原則、研究結構。尤其有重要

性、有深厚潛力、有重大影響者，應優先考慮。

(三)  本所在資訊科學各不同領域課題已有之研究基礎、條件、實力及已獲致之成果，及

本所目前及未來可能的人力物力、組織結構所構成之競爭力。有機會在國內外建立

領先地位者應優先考慮，反之則應儘量避免。

根據以上策略原則，目前本所共有以下五大研究重點領域：

(一)  計算科學理論與平行處理。 

(二)  語言與知識處理。

(三)  多媒體處理與應用研究。

(四)  生物資訊。

(五)  網際網路與軟體技術。

除此以外，基於資訊科學的特性及同仁的社會使命感，本所亦參與許多對國家、社

會、經濟、民生、文化等方面有重大貢獻之任務導向型計畫，其中最重要的有自由軟體

鑄造場，健康銀髮族使用的感測資訊系統及服務 (SISARL: Sensor Information Systems of 

Active Retirees and Assisted Living)，與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等重大研究計畫。以下將分別

略述各領域與重大計畫的研究重點與方向。

二、五大研究方向與重點

(一) 計算科學理論與平行處理

計算理論為所有資訊科學相關領域發展之根本基礎，在資訊科學有其無可取代之

重要地位。多年來幾乎所有資訊科學研究機構，莫不以計算理論之研究為其核心基礎部

份。此一領域之研究空間遼闊，可以進行的研究方向很多。本所現階段及未來主要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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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包括圖學演算法、複雜度與密碼學、計算幾何、與智慧型代理人之邏輯等。本所歷年

來一直有不少研究人員從事計算理論之研究，形成一般型群體研究也有十六年以上歷

史。在上述各研究方向中均有相當成果，發展之論文散見於國際知名期刊與會議。 未來

目標在發揮每個研究人員的個人專長以尋求重點突破、爭取國際上之學術聲譽、並接觸

國內各種資訊應用及其待解決之問題，協助設法建立理論模型並尋找解決方案，作出貢

獻。平行處理方面的研究目標，則是利用平行處理的技術以加速數值及非數值計算。目

前主要研究課題包括平行演算法、高速叢集式計算、平行化編譯器，以及科學計算。未

來之長程目標，仍將從事上述各個領域的研究與發展，並積極與國內外其他研究單位合

作，以建立在平行及分散處理研究領域之學術名聲。

(二) 語言與知識處理

知識為本的訊息處理是本研究的核心焦點，由於WWW產生大量資訊但缺乏有效的

自動化分析方法及技術足以快速處理。為了達到智慧型的資訊處理，本研究有三個主要

的重點方向：知識擷取，知識表達及知識應用。其長期目標是整合訊息網、詞網、知網

及事件框架網中的知識，構建一個通用的知識架構，以進行精緻的語意推理及理解。建

構知識為本的語言分析及標記工具以進行自動化的知識抽取與學習。同時也將發展從使

用者觀點出發的語意理解及訊息表達架構。

(三) 多媒體處理與應用研究

多媒體處理與應用研究不論是在發展多媒體技術或開發其相關應用，都已有不錯的

研究成果。此外，本研究強調團隊合作的重要性，其研究成果與實力，備受國內學界及

業界的肯定。現階段主要的研究主題包括：

1.  多媒體影像及視訊處理：視訊資料之擷取，三維圖形之表示與擷取，視訊壓縮，數位

浮水印，視覺式赫序或數位指紋，紋理問題。

2.  多媒體網路、編碼及傳輸：視訊壓縮，容錯加密，可用頻寬估測與無線TCP，分散式

視訊壓縮。

3.  電腦視覺與模型辨識：即時視訊之事件偵測與分析，光線因素與電腦視覺，物體追蹤。

本研究未來的長程目標不但要發展出多媒體的各種核心技術，更希望這些技術能廣

泛地應用在民生、醫療、工業、農業、交通、國防、環保、教育訓練、⋯等各層面，對

於整個國家社會產生鉅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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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物資訊

本研究之方向大致分為基因體、蛋白體、結構生物資訊、生物文獻探勘以及系統生

物學。本所從2003年開始進行國際研究生院TIGP生物資訊學程博士班招生，目前已有

20多位學生。由於學程知名度漸漸打開，申請人數逐年增加。各個方向的研究重點如下

述：

1.  基因體：EST序列註解系統，以脊椎動物為目標之同源對映註解系統，大尺度巨量序列

分析及其在分子演化資訊學之應用，流感病毒分析與疫苗病毒株預測，以智慧型代理

人系統為基礎的生物資訊整合，Gene Ontology 操作軟體研發。

2. 蛋白體：使用質譜儀資料的蛋白質定量分析。

3.  結構生物資訊：蛋白質結構預測，以片段重組法預測蛋白質三維結構，從核磁共振

（NMR）資料預測主鏈。

4. 生物文獻探勘：生物專有名詞以及詞間關係抽取，基因體文件檢索。

5.  系統生物學：以系統生物學為策略來解析人類成癌過程與病原致病機轉之蛋白質交互

網路。

(五) 網際網路與軟體技術

本研究的主要重點方向，包括以下幾方面：

1. 網際網路上之知識抽取與管理

網頁通常是以 HTML 語言標記的半結構化文件。如何重複使用某個網站上眾多網

頁所內嵌的訊息，是個有趣的研究課題。我們從兩個方向上著手探討抽取網站知識的問

題。一是利用既有的分類架構；另一個方向則企圖從雜亂的重複訊息當中，辨識網站的

知識結構。此外我們也由文件中，整理出整體之知識，並研究事件的偵測、虛擬團體與

主題發掘、個人化系統。

2.無線擷取網路之研究

本研究主要探討如何將 IEEE 802.11 與 802.16 的無線網路提升成一個能提供服務品

質、多媒體傳輸之整合型異質擷取網路。

3. 網路量測研究

隨著網路科技日新月異，各式新興網路連線技術，已被廣泛使用於各種網路設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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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服務當中。為了能夠更有系統，並且也更有效率的進行網路管理、規劃、計價、與

服務品質提昇，如何進行點對點 (end-to-end) 間快速、準確、且低成本的網路量測，已成

為十分重要的課題。本研究針對傳統網路量測方法在無線網路、高速網路、非對稱性網

路等新興網路連線技術上所遭遇的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並謀求解決之道。

4. 形式驗證研究

本研究之目的在改進電腦系統的品質。在過去數十年來，形式方法已被用於確保電

腦系統之正確性。我們發展和應用形式驗證技術以幫助系統工程師建立高品質的電腦系

統。其重點項目為：晶片系統驗證，OMocha 模型檢查工具，與軟體驗證。 

5. 資訊網際合作實驗室之研究與開發

此一命名為「協同」的研究計畫，其目標在建立網際協力解題環境，以方便各項

科學研究領域的學者專家在網際網路上發揮所長及彼此合作。登入這個解題環境的使用

者，可以透過網路服務機制分享資訊與構想、展示研究成果、並進行協力解題工作。這

項計畫的系統核心為一個高效能的知識管理機制，經由整合 Zope 自由軟體及 Plone 內容

管理系統，建立一套新型的知識入口網站，可支援各種基本的協同合作功能，諸如資料

流通、軟體控管、執行程式的共享、及工作流程的規畫等。利用這項內容管理機制，使

用者也可自由參考不同領域的知識理論及架構，開發適合各別學科的內容型態。

三、自由軟體鑄造場

本計畫主要在於凝聚國內與國際間自由/開放源碼軟體社群的經驗與知識，本所

自 2002 年起開始執行「自由軟體鑄造場計畫」（Open Source Software Foundry，簡稱

OSSF）。OSSF 是我國自由軟體推動政策當中的一項子計畫，由經濟部工業局資助，

2006 年開始由國科會資助，中央研究院也自2005年開始編列預算資助本計畫。

OSSF 的願景在於運用資訊與網路技術，經營一個讓樂於工作與分享的自由軟體社群

共同創作的公共園地，以培育臺灣資訊發展人員具備成熟的資訊人文精神（包括開放分

享、協同合作、樂於修補及付出）；協助政府與企業廣泛創新應用自由軟體產品及發展方

式，形成世界自由軟體產業重鎮；鞏固開放的資訊社會，進而邁入世界資訊社會主流。

OSSF 的目標可分三大類：

(一) 設置國家級自由/開放源碼軟體倉儲與開發管理平台；

(二) 建立自由/開放源碼軟體發展合作關係網絡；

(三) 協調自由/開放源碼軟體法律授權問題，彙整相關法律與政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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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此三類目標，本計畫持續與相關國際間相關組織合作，並且綜合分析國內產業

需求，成立相關特用鑄造場。增進臺灣在全球自由/開放源碼軟體界的貢獻、協助業界及

政府，利用自由/開放源碼軟體，創造商機、強化現有優勢、培養及深化自由/開放源碼軟

體的相關人才及專業能力。

四、健康銀髮族用的感測資訊系統及服務

本研究為三年（2006-2008）的中研院主題計畫，其主要目標是發展先驅科技，以供

設計、製造、和保證品質，並以低成本來提供各種不同之SISARL電器及服務。SISARL

為「健康銀髮族用的感測資訊系統及服務（Sensor Information Systems (Sevices) for Active 

Retirees and Assisted Living）」之簡稱。它泛指為幫助年長使用者能獨立並妥善地生活所

設計之智慧型電氣用品和服務。SISARL電器包括能用來找尋居家物品之尋物幫手；管理

雜貨並通知供給者補充貨品之智慧型收納櫃；能幫助使用者遵照用藥指示之智慧型給藥

器；能擷取、記錄、處理、及整合生理訊號之監視器；和輔助弱者及行動不便者敏捷性

和接近性之機器人。

在開發中及已開發國家中退休人口在總人口所佔之比例正逐年增加中、且很快將會

超過15歲以下青少年人口所佔之比例。容易使用且可靠的 SISARL 產品越來越受重視，

需求也越來越多。這些產品不僅將改善銀髮族的生活品質，而且也將為臺灣的資訊與通

訊(ICT)產業提供一個新的發展契機。臺灣可以借重其硬體與設計自動化的經驗，以消費

性電子商品的方式進入此新興的老年消費性電子及照護產業，並強化拓展其嵌入式軟體

的基礎，在此產業起飛之際，成為此產業界中的世界領導者。

本計畫在兩方面補足其他與老年照護相關的計畫中的不足。首先，其它的研究計

畫大部分都著重於監控及照顧重症、殘疾及瀕死的病人，但隨著醫療保健技術的大幅度

改善，大部分的銀髮族都能夠獨立自主地活動，並希望盡可能維持獨立生活的能力；本

計畫的研究重點為適合這些銀髮族的設備及服務，因此會依據其它計畫多忽略的使用情

境，設計目標及限制為主軸。另外，大部份其它相關計畫專注於提供特定的醫療功能，

此領域的技術變革一向十分緩慢，其中一個原因是許多在設計及發展SISARL產品及服務

中的關鍵問題仍未解決。本計畫會探討這些關鍵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如何整合各種不同

的SISARL設備和服務，如何測試系統架構及設備，如何使這些設備容易依使用者的需

求、喜好和環境所支援基礎設施做個人化設定，以及如何使它們可經由設定而達到地域

化和結合未來特性及改進的目的。在尋找解決方案時，本計畫將採取以使用者為中心的

策略，讓實際使用情境及使用者需求來驅動及引導我們研究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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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近年來，資訊科技的進步，改變了人類溝通的方式，改變了知識的管理和傳承，改

變了資訊的散播和儲存，對人類社會產生革命性的影響。面對此衝擊，世界各國都在不

斷轉型，提昇自己的競爭力。

國家典藏的數位化，可以有效提升知識的累積、傳承與運用，是知識經濟的重要基

礎環節。我國已是資訊製造與服務的大國，網路的基礎建設逐漸成熟，在華文市場及漢

學研究上，皆佔有一席地位，政府更宣示發展知識經濟和綠色矽島的願景。國際間，各

國正積極推動典藏數位化工作，例如聯合國的世界記憶計畫、美國的美國記憶計畫等。

為加速文化資訊產業升級，確保學術發展優勢，我們更需加速腳步，推動數位典藏計

畫。

基於政府和民間咸感數位典藏的重要，行政院在2000年7月通過成立「國家典藏數位

化計畫」。之後在國科會前主任委員翁正義的裁示下，將「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整編

為國家型計畫，並於2001年元月1日起正式展開。這個計畫乃是承襲國科會「數位博物館

計畫」、「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國際數位圖書館合作計畫」三個計畫的經驗，依

據國家整體發展，重新規劃而成。

本計畫是一個人文與科技並重的計畫，也是目前唯一著重人文內涵的國家型計畫。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主要目標是： 

(一) 將國家重要的文物典藏數位化，建立國家數位典藏。

(二) 以國家數位典藏促進我國人文與社會、產業與經濟的發展。 

在人文與社會方面：創造臺灣文化新優勢，開啟人文與科技融合的新局面，以資訊

科技輔佐文化的進程；精緻文化普及化，以此陶冶社會之體質，提昇人員的素質；發展

多元的社會文化與社區文化，以期新文化的肇造，承先啟後、繼往開來；普及社會大眾

應用資訊服務、掌握資訊與知識之能力，提昇生活的品質。 

在產業與經濟方面：除了建立公共資訊制度的雛型，並促進有價資訊市場的健全發

展以外，積極鼓勵產業加值、利用各項數位典藏、促進各項相關生產與管理技術（例如

知識管理技術、多媒體網路技術、本地常用語文以及語言相關技術等）之研發，進而推

動在商業、產業（特別是文化產業、加值產業、內容產業、軟體產業）、教育、學術研

究，以及民生、育樂方面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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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近年來，隨著預算與員額之成長，與各項重大研究計畫之推展，本所產生了豐碩的

研究成果。表二為本所近年來發表論文量之統計，區分SCI期刊論文、非SCI期刊論文、

代表性會議論文、及其他會議論文。其中代表性會議指的是相關領域最主要會議且論文

接受率低於20%，該資料為參考新加坡國立大學的資料作小規模調整。根據統計再計算

出每位研究人員平均出版量的資料。除了傳統學術著作之發表以外，許多資訊科學的研

發成果，都能轉化為實際的應用。這些成果，有部分已經透過專利及授權，為外界所採

用。表三為至2007年10月為止，本所智慧財產權的統計。

表二  研究人員著作統計（2003-2006）

Number Of  
Faculty

SCI Journal Papers Non-SCI Journal Papers Conference Papers Others
Total Average Total Average Total Average Total Average

36 243 6.75 27 0.75 214 5.94 64 1.77

表三  資訊所智慧財產權（至2007年10月）

研究人員 案件名稱
種類

(著作權、專利權)
授權與否
(是-打v)

呂俊賢
可容忍幾何處理的數位影像赫序方法與系統，
中華民國，（2007/10） 專利權

何建明
供多人共同操作單一電腦螢幕之主動式操作控
制權轉移裝置及方法，中華民國，（2006/12） 專利權

許聞廉 個人網頁系統，美國，（2006/8） 專利權

何建明
資料庫檢索方法與系統，中華民國，
（2006/4） 專利權

廖弘源 雞尾酒浮水印，加拿大，（2005/3） 專利權

何建明 即時螢幕擷取系統，美國，（2005/3） 專利權

黃文良
視訊資料之編碼與解碼，中華民國，
（2004/12） 專利權

何建明 行動網路代理器，中華民國，（2004/12） 專利權

廖弘源 雞尾酒浮水印，美國，（2004/9） 專利權 　

呂俊賢 Digital Watermarking, ROC, (2004/8) 專利權 　

郭譽申 ＸＭＬ文件編輯器器，中華民國（2004/8） 專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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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 案件名稱
種類

(著作權、專利權)
授權與否
(是-打v)

許聞廉
用於自然語言事件辨識的方法和電腦程式產
品，中華民國，（2003/12） 專利權

廖弘源 Cocktail Watermarking on Images, USA(2003/11) 專利權 　

李德財
An Intelligent System for Regulating the Speed of 
an Electric Vehicle, ROC, (2002/06) 專利權

洪一平
快速全域最佳樣板比對演算法，美國，
（2002/03） 專利權

許鈞南
自半結構化主文中摘取資料之系統及方法，中
華民國，（2001/12） 專利權

李德財
An Intelligent System for Regulating the Speed of 
an Electric Motorcycle, USA, (2001/11) 專利權

洪一平
快速全域最佳樣板比對方法及程式，中華民
國，（2001/02） 專利權

廖弘源 雞尾酒浮水印，中華民國，（2000/08） 專利權

李德財
Computer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Springer, Boston- Dordrecht-London. 著作權

李德財
System and Methods for Securing Web 
Appliction v

李德財 網路安全技術 v

郭譽申 網際網路XML v

郭譽申 XML 及內容管理 v

陳克健 平衡語料庫 v

陳克健 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詞及集詞類統計 v

陳克健 中文知識庫 v

陳克健 中文句結構數資料庫2.1版 v

陳克健 中文句結構樹資料庫 1.0 版 v

陳克健 中文斷詞系統 v

陳克健 中文分詞及詞類標記系統 v

陳克健 中文分詞及詞類標記系統之可執行檔 v

陳克健 中文詞資料庫 v

陳克健 研發之平衡語料庫 v

陳克健 Sinica Corpus V4.0 v

許聞廉 自然輸入法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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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 案件名稱
種類

(著作權、專利權)
授權與否
(是-打v)

許聞廉 語意分析系統 v

許聞廉 IASL NewsSpider、IASL抽辭元件API v

許聞廉 IASL KTES API v

許聞廉 中文自然語意新版核心 v

何建明 Screen Everywhere v

何建明 Real time Screen Recording v

何建明
吳俊興

行動網路代理器 v

何建明 隨選視訊伺服器 v

何建明 網際網路 v

何建明 網站目錄管理與網頁全文檢索 v

何建明 互動式光碟系統 v

何建明 行動網路代理器 v

何建明 多媒體數位典藏系統 v

何建明 串流影音WMV截取程式 v

何建明 數位影音典藏系統 v

何建明 影音典藏檢索系統 v

廖弘源 Cocktail watermarking on images. v

徐讚昇 資料隱私保護軟體 v

張復 電腦螢幕文字辨識 v

張復 影像文件分析與辨識技術 v

張復 辨識暨檢索系統 v

莊庭瑞 開放式地理資訊系統　 　 v

莊庭瑞 Creative Commons, Creative Commons Taiwan v

許鈞南 半結構化電子文件之快速資料擷取 v

許鈞南 混種式卜氏面向模型法與其機器學習演算法 v

王新民 音訊切割暨分群技術 v

蔡懷寬 點對點即時語音通訊技術 v

王秋鳳 會議註冊管理系統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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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一、多媒體技術

(一) 雞尾酒浮水印的發明

雞尾酒浮水印發明於1999年，主要的目的是用來保護數位影像智慧財產權。它可以

用來防止盜用者大量拷貝並販售。在這之前，IBM，NEC 及 Philips 等大公司都投資許

多錢及人力來研發具有強健性的浮水印，但是結果都不甚突出。本所廖弘源先生及呂俊

賢先生於1999年共同研發雞尾酒浮水印，主要是利用嵌入兩個或兩個以上功能互補的浮

水印，達到抵擋各式各樣攻擊的目的。經過各方嚴格的測試，這個技術已透過中研院公

共事務組技術轉移給美國DigiBits公司，並已銷售到許多國家（美國、加拿大、澳洲、中

國等）。在臺灣方面，曾經使用過此技術的有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國立美術館，及國立歷史博物館等。這個技術的理論部分則刊登於 IEEE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 Vol.2, No.4, pp.209-224, December 2000。同時，在專利方面已獲得美國、加拿

大，及臺灣的專利。另外，美國國家地理頻道 ( 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 ) 在報導各國

科學發展專輯中臺灣專輯「Hot Science from Taiwan」時，亦將雞尾酒浮水印列入十個報

導子題之一。此外，此技術亦獲得臺灣的2004年「國家發明獎」銀牌獎。

(二) 人臉資料庫的研究

在2000年之前，幾乎所有從事生物辨識 (Biometrics) 中統計式人臉辨識的研究工作者

大都使用大頭照當作樣本來訓練辨識器。這種涵蓋了頭髮、背景、肩膀、脖子及五官的 

「人臉」樣本其實誤導了辨識器決定Hyperplane的過程。在1998年左右本所廖弘源先生

偶然間發現了這個大家都忽略的問題，因此做了一些只換五官而不換其他部分的實驗，

證明用大頭照當樣本時，原本應該扮演最重要角色的人臉五官部分反而沒有扮演主導辨

識結果的角色。廖先生把這個發現告訴資訊所學術諮詢委員孔祥重院士，孔院士建議要

用「統計」證明這件事。歷經一段時間努力，終於用統計的方法證明原來的看法是正確

的。這個結果改變日後所有統計式人臉辨識系統的人臉資料庫型式。廖先生等人將結果

投到 Pattern Recognition，刊登在 Vol.34, No.7, pp.1393-1403, July 2001。這篇論文被一個

人臉辨識的專業組織網站 http://www.face-rec.org 選為人臉辨識領域入門必讀的16篇論文

之一。其他入選的論文來自包括 MIT、NIST、UC Santa Barbara、U of Maryland，及CMU

等名校或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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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Null space LDA

在許多的圖形識別問題上，降維度一直是一個很重要的前處理問題。線性鑑別度

分析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簡稱LDA) 一直以來都是知名的監督式降維度方法。

它最主要的目的是藉著尋找群間距離 (between-class distance) 及群內距離 (within-class 

distance) 的最大比值來達到資料的最佳分群效果。但是，傳統的 LDA 需要 scatter 矩陣為

nonsingular，否則就無法求解。不幸的是，許多圖形識別的問題，例如人臉辨識問題，大

都無法順利取得足夠的樣本數來執行分群，因為樣品本身的維度往往遠遠超過樣本數，

這就是知名的小量樣本問題 (small sample size problem)。我們在2000年前後針對這個問題

提出 null space based LDA，這個方法試圖在群內 scatter 矩陣的 null space 中最大化群間

scatter矩陣，如此就可避開所謂的singular矩陣問題。這個解法成為此領域的一個里程碑

(milestone paper)，論文刊登在 Pattern Recognition, Vol.33, issue 10, pp.1713-1726, 2000。此

論文發表至今已被引用一百多次。

二、計算理論及其應用

(一) 亂數計算

亂數在計算上，已成為一個有用的資源。利用亂數來幫助解決計算問題，已經成為

一種廣泛被採用的方式。對於許多計算問題，隨機演算法（randomized algorithms）提供

了最自然、最簡單、或最有效率的解決方法。然而一般隨機式演算法的設計，均假設有

完美的亂數供其使用。然而電腦如何能產生完美的亂數？就連自然界是否存在完美的亂

數源，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解決此困境的第一種方法，乃是研究如何將隨機式演

算法轉化成決定式演算法（deterministic algorithms），而不至於大幅降低其效率。第二種

方法，乃是設計所謂的亂度淬取程序（extractors），來由稍具亂度的弱亂數源中，淬取

近乎完美的亂數，以供隨機演算法使用。

第一種方法研究如何將隨機式演算法轉化成確定式演算法？這乃是計算機科

學界當前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本所呂及人先生在非確定式計算（nondeterministic 

computation）的模型上探討這個問題，而發現此問題與另外兩個看似無關的重要計算問

題，有非常密切的關聯。我們一般相信，尋找問題的解答比驗證給予的解答，相對而言

簡單得多。同樣的，尋找數學定理的證明比檢查證明的正確性，一般而言似乎簡單得

多。但是真的是如此嗎？這是資訊科學中，最重要的待解問題之一。呂先生的研究發

現，若真是如此，那麼在非確定式計算的模型上，隨機式演算法都可以被有效率地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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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確定式演算法。另一個問題，是計算中時間相對於空間的問題。在計算中，資訊在時

間中的流動具有單一的方向性，但是在空間中則無此限制。故一般相信，計算中空間相

對於時間，有較強的功能。但是真的是如此嗎？這至今也仍是一個重要的待解問題。呂

先生的研究發現，若真是如此，那麼同樣在非確定式計算的模型上，隨機式演算法都可

以被有效率地轉化成確定式演算法。此成果發表於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10, pp. 247-

259, 2001.

而在第二種方法方面。亂度淬取程序利用一個非常短的亂數子（random seed）當

催化劑，來由稍具亂度的弱亂數源中，淬取近乎完美的亂數。除了供隨機演算法使用之

外，亂度淬取程序亦在其他如複雜度理論、資料結構、分散式計算、編碼理論、組合數

學等領域，有不少的應用。它們在虛擬亂度（pseudo-randomness）的理論中，扮演了基

本與統一性的角色。它們與計算機科學中的一些重要的基本概念，如雜湊(hash )函數、

擴展圖（expanding graphs）、抽樣程序（samplers）、虛擬亂數產生器（pseudo-random 

generators）、錯誤更正碼（error correcting codes）等，也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由於其重

要性，這方面的研究已有不短的歷史，並受到廣泛重視。呂及人先生建構出目前已知

最佳的亂度淬取程序，從而解決了一個理論計算機科學中眾所矚目，歷經十多年緊密

研究而仍然未解決的問題。此成果發表於2003年之第35屆 ACM Symposium on Theory of 

Computing (STOC) (pp.602-611).

呂先生亦發現，亂度淬取程序在密碼學中，有出乎意料之外的應用。現今使用中的

密碼系統，其安全性通常都有時效性，且隨著電腦科技的快速進展，其被破解的時間可

能加快。最近Aumann、Ding、及Rabin提出一套通訊加密模式，在竊聽者擁有有限記憶

容量的假設下，能保證具有永久的安全性（everlasting security）。此安全性質只根源於當

今記憶容量的限制，而就算日後電腦軟硬體或密碼分析技術再發達，竊聽者亦仍然永遠

無法得以破解。由於如此吸引人的安全性質，他們的成果立即受到廣泛的重視，並促使

大家想要瞭解此安全性質看似神秘的本質。我們將此問題置於亂度淬取程序的研究架構

中，證明任何亂度淬取程序皆可用來實現具有如此永久安全性的加密模式。這指明了該

問題背後的原理，而給予此問題一個穩固的理論基礎。多年來發展於亂度淬取程序的理

論及技巧，如今都可以運用在此問題上。由此得以設計出新的加密程序，不僅具有永久

安全性，其效率更遠高於已有的任何建構。此成果發表於 Journal of Cryptology, 17(1), 27-

42,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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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算幾何演算法在超大型積體電路製程之應用

超大型積體電路生產製程中可能遭到雜質或因其他生產過程之缺陷 (defect) 而影響到

晶片之良率。純粹從幾何與機率觀點，所設計的線路版與模組是否妥適，與未來能夠容

忍生產製程的瑕疵而不致影響設計的連結度，有直接的關係。因此針對超大型積體電路

之設計如何預估所謂的臨界面積 (critical area) 就成為一項挑戰。以前都是用 Monte Carlo

方法的估計，或者用 Grid 的方式去近似，本所李德財院士與其研究團隊，則提出了一

個利用以 L∞-Norm為距離定義的彿若諾伊圖形 (Voronoi Diagram)，導出設計之臨界面

積的計算公式，而這個公式與設計佈局的彿若諾伊圖形直接相關。同時也對此一特殊的

彿若諾伊圖形之特性予以分析，提出一個以 plane sweep 為基礎的演算法，並針對該演

算法之計算複雜度 (degree complexity) 加以分析，證明該演算法O (n log n) 之時間複雜度 

(time complexity) 是最佳的，並證明其計算複雜度 7在現有計算模型下已經不能再降低。

研究成果發表於 IEEE Trans. Computer-Aided Design, (18,4):463-474, April 1999 以及 Int’l J. 

Comput. Geometry & Applications, (11,5) Oct. 2001, 503-528；該幾何模式及演算法也獲得了

美國專利 (U.S. Patent No. 6178539)。

(三) 「極大平面圖」的最佳演算法

平面圖的辨識在超大型積體電路版的設計上有相當多的應用，在資訊科學領域是一

個非常重要的問題。1974年 Hopcroft & Tarjan 在這個問題上發表了第一個高效率的線性

演算法。這篇論文的結果在後來Tarjan獲得資訊界最高榮譽 Turing 獎的時候，特別被大會

提出，為世人所稱道。然而Tarjan的方法在利用到求取一個任意圖的「極大平面圖」時，

並無法得到最佳的線性演算法。「極大平面圖」的辨識較諸平面圖，其應用更為廣泛。

本所許聞廉先生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在最近利用改良的資料結構「PC-樹」這個概念，將

這個懸疑已久的問題做到最佳線性解。

三、語言與知識處理

(一) 中文缺字問題研究

缺字是由於漢字字碼中的字形不足引起的。解決缺字問題的根本，在於解決現行漢

字交換碼的根本缺失。1995年，本所研究員謝清俊先生提出利用漢字的構形原理來解決

缺字問題，並指導文獻處理實驗室同仁著手建立「漢字構形資料庫」。漢字構形資料庫

目前收錄楷書字形61,722個、小篆11,100個、金文3,781個、楚系簡帛文字2,627個，甲骨

文1,012個，楷書異體字12,806組。漢字構形資料庫具有以下四個特色：一、銜接古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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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以反映字形源流演變。二、收錄不同歷史時期的異體字表，以表達不同漢字在各個歷

史層面的使用關係。三、記錄不同歷史時期的漢字結構，以呈現漢字因義構形的特點。

四、使用構字式及風格碼來解決古今漢字的編碼問題。

(二) 詞庫研究

陳克健先生領導的詞庫小組過去二十年所發展的中文研究基礎環境，包括詞庫、中

文語法、語料庫、分詞、剖析技術等，成為全球中文研究不可或缺的資源及平台。例如

「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在過去三年中有超過八萬人次點選使用搜尋，為中文教學經常

引用的資料。在中文計算語言學研究上，「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已是公認的標準資料

庫。至於「中文句結構資料庫」的檢索介面，則是第一個可用句法結構檢索資料的中文

語料庫，在學術與典藏工具上都是最創新的。在學術與資訊科技上的影響力可以預期。

至於分詞及詞類自動標記系統為第一個具有新詞辨識、詞類及詞義猜測功能的自動化系

統，除技轉業界外，其網路服務造就了無數博碩士論文的研究。

(三) 自然輸入法

二十多年前，IBM PC 甫出市面，即受到全世界的鍾愛。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人民

都輕而易舉地能夠在個人電腦上暢所欲言，以方塊字為主的亞洲國家在這方面則是欲振

乏力。當時，由於注音同音字太多的問題，電腦上的中文輸入還是以『拆字』輸入法為

主，僅有少數的專業人士使用。本所許聞廉先生從1989年開始在資訊所發展解決中文同

音字的「智慧型輸入」法。運用巧妙、快速的演算法，精簡的規則庫，在1992年推出注

音輸入自動轉國字的軟體「自然輸入法」，正確率接近95%，曾獲得1993年傑出中文資

訊產品獎。自然輸入法的推出，改變了國人認為注音輸入窒礙難學的觀念，普遍受到大

眾的愛用。2000年3月10日推出網路免費下載，在一週之內有兩萬多人在 PC Home 網站

下載，高居所有下載軟體的第二名，目前總下載次數已接近一百萬。現在國人網路上聊

天，辦公室文書處理，幾乎都使用這類智慧型注音輸入，使得生產力大為增加，絲毫不

遜於西方國家。

(四) 中文自然語言問答系統

網際網路普及所造成的資訊爆炸，帶動了文件檢索與自然語言處理等相關研究的

發展，中文自然語言問答是其中一項嶄新而充滿挑戰性的研究議題。目前的網路搜尋引

擎都是由使用者指定好查詢關鍵字後，系統搜尋相關網頁，最後依照排名依序呈現網

頁資訊。然而「自然語言問答系統」只需要使用者用口語化的方式直接提問，如「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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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誰是美國總統？」即可。系統在瞭解使用者問句後，會非常清楚地回答「布希是美

國總統」。面對這種系統，使用者再也不需要費心去一一檢視搜尋引擎回傳的網頁，

對於資訊檢索的效率與資訊的普及都有很大幫助。其中的技術包含了中文斷詞、專有名

詞辨識、問題理解、文句擷取、候選答案排序等等重要技術。本所智慧型代理人實驗室

（IASL）累積多年中文處理之經驗，利用法則剖析，機器學習，樣本自動蒐集等技術在

這方面締造了非凡的成果，並獲得國際間的認可。在2006年 ACL SIGHAN 國際中文語言

處理競賽之香港城市大學繁體中文語料庫封閉式「斷詞」競賽 (WS CityU Closed Track) 

即獲得97.2%正確率，在參賽的13隊中獲得第一名(微軟亞洲研究院MSRA第二名)。此

外，IASL在中央研究院繁體中文語料庫封閉式「斷詞」競賽 (WS CKIP Closed Track) 中

獲得95.7%正確率，在參賽的10隊中獲得第二名(微軟亞洲研究院 MSRA 第一名)。最後，

IASL在香港城市大學繁體中文語料庫封閉式「專有名詞辨識」 (NER CityU Closed Track)

中，獲得88.61%正確率，並在此分項參賽的8隊中獲得第二名(日本情報通信研究機構

NICT第一名)。此外，IASL在2005年參加日本NTCIR舉辦的第一屆國際中文問答系統競

賽，獲得44.5％的正確率，在與賽的9隊中榮獲第一。中文分析的困難在於句子中沒有詞

界的標示，我們期盼在不久的將來，在這方面有所突破，能與其他語言並駕齊驅。

四、智慧型電動機車或載具之控制研究

目前市面上的電動機車或電動載具所採用的控制系統多以開迴路 (open loop) 控制器

為基礎，雖然能近乎即時地滿足使用者對於行駛速度快慢的要求，但卻無法達到維持某

一固定行車速度的要求，更無法達到控制電池能量損耗的目的。至於傳統的PID閉迴路控

制器雖能準確地控制車行速度，卻有反應時間太長，無法滿足使用者對於行車順暢要求

的缺點。本所李德財院士及其帶領之研究團隊，從事發展智慧型電動機車控制系統之研

究，其主要目的在於開發同時可以滿足行車操控性與準確控制行車速度，以及電能監測

管理系統。控制系統的核心理論基礎在於利用似肌肉控制器之演算法。此演算法是由觀

測動物肌肉行為模式，所發展出來的主動阻尼式順從控制，由於具有非線性阻尼效應所

產生的順應性運作特性，所需的反應時間比傳統的線性閉迴路控制縮短很多，足以滿足

使用者對於電動機車操控性的要求。而電能監測管理則是以模糊類神經網路 (FNN)，小

腦模式計算器 (CMAC) 與安培小時累積法 (Coulometric Algorithm) 組合而成，可以提供使

用者較為精確的殘餘電量指示，以及可行駛里程的資訊。相關學術論文亦將發表於 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 (56,2):544-566, March 2007。此一研發成果已經取得

美國與中華民國專利權，並接受國家地理頻道專訪，報導臺灣熱門科學 (Hot Science from 

八十年內頁卷二(數理3-5)二校.indd   524 2008/6/20   3:39:49 PM



525

資
訊
科
學
研
究
所

Taiwan)。於2002年10月21日在該頻道全球播出。http://www.iis.sinica.edu.tw/~dtlee/EM_

national_geographic_2002.mpeg.

五、Web 應用軟體安全之研究

當Web的應用擴展至 B2B (business-to-business)，B2C (business-to-consumer)，P2P 

(peer-to-peer) 乃至社會福利，醫療以及政府服務，Web應用軟體之安全性已逐漸成為一個

很重要的議題。尤其在伺服器或主機端的防護技術（如防毒軟體）與在網路層的防護技

術（如防火牆，入侵偵測系統）皆已成熟並有可靠之商業產品之下，近年來駭客已由傳

統之主機及網路層的攻擊轉至對Web應用軟體的攻擊。不同於一般的軟體，Web應用軟體

永遠是對外開放服務的，無法受到防火牆的保護。由於Web網站設計者在沒有足夠資訊

安全與程式安全之訓練而又必須承擔Web網站快速發展與頻繁改變之需求下，使得目前

Web網站與Web應用軟體之設計漏洞百出，弱點暴露無遺，讓網路駭客有可乘之機。多數

Web網站所在之網路都與其他重要實體網路相通，因此某一Web網站一旦受到入侵，極有

可能成為對重要網路發動攻擊之跳板，任何一台個人電腦之淪陷也都可能成為攻擊者之

武器。Web應用軟體之弱點與安全漏洞，已成為目前網際網路上最嚴重之安全問題。本

所李德財院士及其研究團隊，從事保護並偵測 Web 應用軟體之安全研究。利用軟體測試

技術，可由網路遠端測試所屬網站是否隱含會遭受 SQL Injection或Cross-site Scripting 攻

擊的弱點。一旦偵測到弱點，立即予以修復，防患於未然。我們發展了一套系統「Web

應用程式弱點與錯誤掃描器」(Web Application Vulnerability and Error Scanner, WAVES)，

結合了多項Web技術與既有之軟體測試技術，可快速而準確地從遠端掃瞄出目標網站

所隱含之弱點與錯誤。初步成果已於2003年發表於Web技術頂尖的國際會議—WWW 

Conference，該論文入圍當年最佳論文獎候選名單。後續論文也發表於國際期刊 Journal 

of Computer Networks, 48(5): 739 - 761, June 2005。此外我們也利用軟體驗證技術，驗證

Web應用軟體之安全，發展了「Web應用程式之靜態與動態安全驗證」(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via Static Analysis and Runtime Inspection, WebSSARI) 系統，先將Web應用軟體之

弱點正規化 (formalize) 為安全資料流之問題。再利用既有之靜態與動態驗證技術來驗證

Web應用軟體之安全。除了驗證軟體之安全性，還能自動修補程式，插入動態監控機制

(dynamic instrumentation)，提供一套比較完整之Web應用軟體安全性之解決方法。此一成

果也發表於2004年 WWW Conference 中，並再次入圍最佳論文獎候選名單。之後我們又

研究如何利用模型檢驗 (model checking) 技術改進WebSSARI之正確率，成果發表於2004

年 IEEE Dependable Systems and Networks (DSN) 國際會議。相關成果也收錄於Springer 出

版的專書 Computer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Springer Inc., New York, NY, 2005, pp.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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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自由軟體鑄造場

如第三節所述，自由軟體鑄造場計畫主要在於凝聚國內與國際間自由/開放源碼軟體

社群的經驗與知識。本所自 2002 年起開始執行「自由軟體鑄造場計畫」（Open Source 

Software Foundry，簡稱OSSF），已獲致重大成就。我們為自由/開放源碼的使用者提供

多項資源：包括： 

(一)  OpenFoundry（自由軟體鑄造場專案開發平台）是一套自由/開放源碼的倉儲及管理系

統。透過OpenFoundry, 使用者可以取得臺灣的自由/開放源碼專案，亦可建立及進駐

自由/開放源碼專案；

(二) 臺灣自由/開放源碼專業人才的人才資料庫；

(三)  智慧財產權的相關文件及議題討論，以及自由軟體授權指引服務（LicenseWiz-

ard），可幫使用者挑選合用的自由/開放源碼授權條款；

(四) 專業領域的資源目錄；

(五) 自由/開放源碼軟體相關的會議及活動訊息；

(六) 同時，使用者亦可透過本計畫之網站，訂閱及閱讀OSSF電子報。

OSSF的自由/開放源碼專案開發平台（OpenFoundry），收錄各界自由/開放源碼軟

體計畫，普及自由/開放源碼軟體文化，作為產業與開發者社群的基礎建設，協助產業提

昇競爭力。OSSF 所提供的專案與軟體管理工具包括「源碼版本控制管理」、「源碼發

行」、「郵遞論壇」、「代辦事項追蹤管理」及「線上網頁製作」等。註冊者得使用系

統上提供的各項工具，經營管理其自由/開放源碼軟體專案。為促進各計畫之經營和媒介

產業應用，本平台亦提供責信度統計機制，以統計社群與個人的活躍程度，以及專案產

出的效益等。OSSF 平台整合了多項自由/開放源碼軟體技術，也將以自由軟體方式釋出

本系統軟體。除了和既有的自由/開放源碼軟體社群合作之外，OSSF 也將積極促成產官

學研等各界釋出軟體源碼，收錄並妥善管理其成果，促進產學合作，協助國內資訊產業

技術水準之提昇，強化臺灣於國際舞台之競合。

OSSF 亦從事自由/開放源碼軟體授權方式與各國自由/開放源碼軟體政策的比較分

析，協助社群及業界分析個別專案需求，選用適當的授權方式。OSSF 並進行社群調查工

作，分析社群營運及技術使用需求；著手研究自由/開放源碼軟體的成功案例，探討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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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的誘因；撰寫與出版自由軟體鑄造場電子報、自由/開放源碼軟體常見問答集、社群

調查報告。另外，也撰寫系統使用手冊，規劃訓練課程教材，並舉辦訓練營等。

OSSF 也舉辦並代表政府參與多項國際交流活動，彙集社群成果與國際自由/開放

源碼軟體社群建立互動關係網絡，引入國際自由軟體社群技術發展、政策制定、標準架

構與營運規劃等最新資訊，例如「亞洲開放源碼論壇」與「資訊社會世界高峰會」等。

OSSF 的各項努力，獲得週邊國家肯定，曾於 2004 年3月應邀在越南講授自由/開放源碼

軟體相關法律議題與授權方式的比較，並應聯合國 UNDP 邀請，撰寫自由/開放源碼軟體

授權文件。

七、生物資訊

基因結構圖(Physical Mapping)建構的容錯演算法

DNA序列的建構是人類基因體計畫中極為重要的一個環節，在1993年資訊界的泰斗

Richard Karp 稱這個問題為資訊界最大的挑戰。由於基因序列過長，生物學家需要將之切

成小的 clone，之後才方便在實驗室中定序。基因結構圖建構的最重要的步驟就是將小段

的clone利用他們之間的重疊關係重新組合成長串的序列，並且決定每個clone在這個序列

中的相對位置。在實驗室中經常將clone的兩端子序列作為探針 (probe)，來附著於其他的

clone之上，藉以求得 clone 之間的重疊關係。如果實驗室的數據沒有任何錯誤參雜其中的

話，這個問題可看成是區間圖的辨認，並不困難。但是，在實際的情況中，雜訊在所難

免，這時傳統的辨認方法就毫無用武之地。以往學者提出的方法大多假設只有一、兩種

雜訊。本所許聞廉先生的研究群提出第一個能夠同時處理四種常見雜訊的容錯演算法，

來決定 clone 的大致相關位置。能夠自動地將較為正確的長串序列合成給生物學家。這篇

論文並發表在生物資訊演算法中，最富盛譽的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Biology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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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在國內學術界之角色定位

在我國資訊科技發展之整體環境中，本所的角色定位於上游學術研究，其發展之

主要方向，在追求科技上的卓越，和以資訊科技積極貢獻社會。以資訊科學對今日國

內經濟發展、產業升級、社會進步及生活品質提升等諸多重大影響而言，國內迫切需

要建立一個「資訊科技國家研究機構(National Laboratories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mputer Science)」，其角色不同於國內以培養研究人才為主之各大學的資訊工程研究系

所，定位亦不同於國內以中游技術與下游產品開發為重之研發機構，如工研院或資策會

等。此一「資訊科技國家研究機構」，應該在與產業升級、社會資訊化等對我國社會經

濟環境有重大影響或在資訊科學之學術上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上，能策略性地選擇研究

領域與題材，以群體協同合作之方式，做長期而持續的投入，以期重點突破，獲致高品

質、高貢獻度並具特色之具體研究成果。事實上，今日國內並不存在一個這樣的研究機

構。本所近年來一直努力朝該方向發展，並已建立了相當基礎；未來如能適度成長並繼

續努力，與本院新設立之「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緊密合作，應有機會打造成為「資

訊科技國家研究機構」，不但可以成為本院的另一特色，亦可對國家社會做出重大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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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語∕展望

資訊所自1982年正式成立，至今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在中研院八十年歷史

中，算是相對年輕的所，然而在歷任所長帶領及全所人員孜孜矻矻的努力下，已經對我

國資訊科學學術的發展，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同時，相對於其他基礎科學的研究所，

本所的研究更多了一份社會使命感。展望未來，本所同仁仍當一本求真，求善，求美的

精神，戮力於資訊科學之學術研究，對人類知識的累積與國家社會的發展作出貢獻。

備註：

本文第一節取材自《資訊所二十週年所慶特刊》，第三節取材自《資訊所2006年版所簡介》，第3.5節
取材自「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網站 (http://www.ndap.org.tw/)，第五節由本所研究人員提供，特
此註明及致謝。

資訊所同仁精神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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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設立沿革

1978年政府依據憲法規定增加國家教科文預算，本院經費得以大幅成

長，當時統計學之發展需求日益迫切，本院院士於是提出成立統計所之構

想。1980年7月，於本院第14次院士會議中，周元燊、刁錦寰、李景均等

21位院士聯名建議設立「統計學研究所」案，經會議決議通過，復提報第

10屆評議會同意，並奉總統1981年2月19日批准。嗣經聘請周元燊院士等

13位先生組成設所諮詢委員會，周院士為主任委員，趙民德博士為籌備處

主任，於1982年7月成立籌備處積極展開籌備工作。至1987年8月，籌備處

已具規模，奉准成所，同時將名稱改為現行之「統計科學研究所」，由趙

民德博士任第1、2任所長(1987/8/3-1993/8/2) 。自1993年起，魏慶榮博士擔

任第3、4任所長(1993/8/3-1999/8/2)，陳珍信博士於1999年起擔任第5任所

長(1999/8/3-2002/12/31)，鄭清水博士於2003年起擔任第6任所長(2003/1/1- 

2005/12/31)，之後，林國棟博士擔任代所長(2006/1/1-2006/7/2)，李克昭博

士於2006年7月起擔任第7任所長(2006/7/3- )。 

歷任副所長計有林國棟、周金鳳、張源俊、陳素雲、趙晨慶、黃顯貴、

姚怡慶、黃景祥等8位博士。現任副所長則為黃景祥博士和黃顯貴博士。

現任學術諮詢委員會成員為刁錦寰院士、黎子良院士、吳建福院士、

梁賡義院士、蔡瑞胸院士、王永雄教授、魏立人教授

及陳宏教授等人，蔡院士為主任委員。

統計科學研究所 http://www.stat.sinica.edu.tw/

統計所研究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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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處時期學術諮詢委員有周元燊院士(主任委員)、

李景均院士、鄒至莊院士、刁錦寰院士、吳賢銘院士、魏

火曜院士、李新民校長、黃子貞局長(主計處)、陳超塵教

授、祈富生教授、沈君山教授、鄔宏潘教授及趙民德主任

(當然委員)等13位。其他歷任學術諮詢委員尚有李家同、

魏慶榮、鄭清水、趙蓮菊、黃文璋、李克昭等教授。

貳、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籌備處第一年(1982年)研究人員有博士2人(含研究員及副研究員各1人)和碩士3人(助

理研究員)，行政人員2人。今年(2006年)研究人員有博士38人(含特聘研究員2人、研究員

15人、副研究員15人、助研究員4人、研究副技師1人及研究助技師1人)和碩士1人(研究助

理)，行政技術人員7人，博士後研究7人及約聘助理約65人，共約120人。以下是本所歷

年來主要研究人員(助研究員以上)人數成長圖。

              統計所歷年研究人員員額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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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處第1年(1982年)預算約1千2百萬元，之後歷經兩期五年發展計畫，經費及人員

得以大幅成長，2006年預算約1億4千萬元。以下是本所歷年來預算成長圖。

                        統計所歷年預算統計圖

註：1. ■圖示為建築經費。

       2. 2000年會計年度改為曆年制，預算金額由1999年7月統計至20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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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所研究人員（含研究技術人員）一覽表

職  稱 姓  名 　 研 究 專 長　
特聘研究員 李克昭 多變量分析、數理統計、生物資訊

研究員 林國棟 分佈理論、應用機率

研究員 程爾觀 不完整資料統計推論

研究員 劉長萱 心理計量、測驗理論

研究員 陳珍信 統計學、生物統計學

研究員 蔡明田 統計推論

研究員 林妙香 教育測量、心理計量

研究員 姚怡慶 序貫分析、轉折點問題

研究員 何淮中 機率論、時間序列

研究員 趙晨慶 機率學、組合學

研究員 鄭紀倫 誤差模型迴歸、穩健統計

研究員 李隆安 居住地取樣、古全球變遷

研究員 傅承德 數理統計、機率論、控制理論

研究員 黃景祥 貝氏統計推論、環境統計

研究員 黃顯貴 應用機率、演算法分析

研究員 陳素雲 經驗貝氏方法、無母數平滑方法

副研究員 孟繁經 可靠度理論、數理統計

副研究員 張源俊 數理統計、序貫分析

副研究員 蔡風順 實驗設計、線性模型

副研究員 謝叔蓉 生物資訊

副研究員 陳君厚 統計計算與繪圖、多變量分析

副研究員 王秀瑛 決策理論、信賴區間估計

副研究員 高振宏 統計遺傳

副研究員 黃信誠 空間統計、小波應用

副研究員 程毅豪 不完全資料分析、生物統計

副研究員 銀慶剛 模型選取、大樣本理論、 時間序列
副研究員 杜憶萍 遺傳統計、貫序分析、生物資訊

副研究員 丘政民 半母數迴歸分析、長期追蹤資料分析

副研究員 蔡宗希 隨機過程、演算法分析

副研究員 蔡恆修 時間序列

助研究員 John Aston 統計計算、腦神經影像研究、時間序列分析與季節性調整

助研究員 楊欣洲 遺傳統計、生態統計

助研究員 陳定立 影像分析、圖像辨識、機率與統計計算

助研究員 袁新盛 生物資訊、網路計算

助研究員 劉維中 理論生物學、流行病學、生物網路

研究助技師 蔡志鑫 腦電波訊息源定位、腦神經影像研究、貝氏方法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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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統計科學的工作是有效地收集資料，經過理論嚴謹的資料分析來擷取有用的資訊，

輔助決策。因此，它在許多領域扮演極重要的角色。近年來資訊與生物科技的快速發展

對統計科學產生很大的衝擊，跨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日益重要；統計的方法與思維深刻地

影響了很多科學的領域，反過來這些領域裡的諸多問題也給統計學家帶來新的挑戰，需

要思考並發展嶄新的統計方法以解決問題。本所過去較強調數理統計，在這方面已有很

好的基礎與成果，也有一定的國際聲譽。為因應上述情勢的變遷，近年來本所研究人員

在多個新的跨領域研究中也逐漸投注心血，取得一些成果。將來除了數理統計及機率論

等基礎研究外，將努力繼續推動各項跨領域的研究計畫，並促進與院內、外其他學術單

位的交流及合作。

一、目前主要的研究領域

(一) 數理統計及統計方法論

除延續統計科學之基礎研究外，積極開發由跨領域帶入的統計新觀念：非線性模

型、無母數多變量分析、測度誤差模型、高維資料的統計推論、機器學習及相關統計理

論、超飽和實驗設計、時空模型、模型選取、群集分析、廣義相關圖示法(GAP)、矩陣視

覺化、降維法、函數型資料分析、高維離散資料，高維度低樣本數所引申的諸多問題，

相關性之變化研究如：Liquid Association (LA)。

(二) 機率、應用機率與時間序列

側重在數學性質及其在實際問題上的應用：分佈理論、特徵化理論、動差問題、卜

松與二項分布逼近、隨機函數的快轉性質、選擇權價格估計、循序博弈的最佳策略、長

期資產價格風險值的估計與應用、長記憶時間序列模型探討。時間序列上的斷點研究、

隨機演算法分析、離散結構上的相變現象、隨機樹的數學性質、複雜網路的研究。

(三) 生物統計、生物資訊與統計遺傳學

發展有效的統計分析工具深入瞭解複雜的生物系統：建立Liquid Association計算平

台、GAP、基因定位、生物晶片資料分析、掃描統計量的p值計算、多點關聯性檢定、疾

病基因標誌選取、基因網路之建構、訊息及生物新陳代謝反應路徑調控系統、家族式遺

傳研究、疾病非易感受性、複雜性狀遺傳基因、基因與環境交互作用、藥物反應與基因

關係之分析與臨床效果預測、計算生物學，及以數理為動力的系統生物學的諸多新興課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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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認知、教育、社會、環境與其他統計

在應用領域上，開發更多系統性的統計方法，解決實際問題：功能性腦影像研究、

物件認知、影像處理、空氣污染健康效應的統計分析與方法。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

趨勢調查的資料採礦研究、基測複合分數的計分方式研究。社會網路的形成與演變及社

群的歧異性。財務統計中之選擇權定價研究。

二、重點研究簡要說明

(一) 生物資訊, Computational Biology, 及 Mathematics in Biology

人類基因定序譜草圖公諸於世之後，本院積極推動「基因體暨蛋白體創新型研究

計畫」。在此風氣的鼓勵下，本所與應用機率、實驗設計、無母數統計、統計計算及生

物統計等領域相關的部分同仁，即投入基因體有關的統計研究，並進行合作研究或跨所

之合作計畫。研究課題包括基因表現數據之分析與基因網路和路徑之重建、類別性生物

醫學特徵之群集分析與資訊視覺化、以及基因與環境交互作用於發病年齡之統計模式。

最近一年本所又有數位新進人員積極研發多項生物資料，Computational Biology及以數

理為整合基礎的系統生物學上新興課題。已開發的獨到統計技術包括有GAP與Liquid 

Association等。

基因體與蛋白質體研究常呈現類別屬性的資料，醫學診斷中亦常以正常人、病人及

疾病之亞型作為研究之分類。我們已將原只適用於連續變數的「廣義相關圖」(GAP)，加

以發展成綜合的「全矩陣式資訊視覺化」技術。針對基因表現全樣、單鹼基因多樣性與

單倍型全樣及演化基因全樣的類別程度，已完成「類別性廣義相關圖」統計分析系統；

可應用於生物資訊及其他領域之群集分析。對於基因型與表現型的遺傳與環境交互作用

之群集分析與資訊視覺化工作環境，「廣義相關圖」的研究仍持續發展中。

相關係數是用來描述基因與基因之間在表現上是否有某種生物上的關連性的一項極

為常用的工具，然而它的缺點是無法顯現出當有第三個基因在調控兩個基因的互動關係

時，會產生的正與負相關互相抵消的現象，Liquid Association(LA)的引進，正是用來彌

補這樣的缺點。LA的應用範圍很廣，包括基因與藥物反應的關係研究、基因網路調控與

transcription factor互動關係研究、eQTL的研究、disease或complex trait的gene mapping上

都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它更用來探討microRNA, mRNA以及array CGH data之間的複雜

相互牽制性，並可增加對疾病的molecular biomarker與不同族群病患的存活會產生多元化

關係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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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遺傳流行病資料時，不應只著眼於是否罹病，最近愈重視發病年齡的研究；

例如，「易感受性基因」才會致病。考慮到包含「非易感受性」、「交叉風險函數」及

設限或截切資料，我們推廣混合迴歸模型，可藉由同時調整基因和環境這兩類共變項，

來建構一個兼顧終生罹患率及易感受者發病年齡之模型。對於家族研究，也將在模型中

調整親屬間發病年齡的相關性；並運用多基因標記的統計模型及分析方法，期能應用於

家族資料的多基因相關分析，提供遺傳學研究者更完整的分析工具。

(二) 空間及環境統計研究

各種環境科技所量測的大量時間與空間研究資料提供統計學者與環境相關專家合作

研究探討環境污染、變遷與健康效應等的機會。近年來有三個以環境研究為主的統計新

期刊發行，環境統計已成為統計科學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環境研究的幾個主題包括環

境監測的設計與採樣策略、環境在時間與空間趨勢的描述與高污染事件的預測、污染直

接排放或經合成與擴散效果後所導致的時空濃度分布、暴露評估與健康風險評估等。

我們將繼續研究臺灣空氣監測網的時空統計模式，也將運用小波理論，提出從週遭

的監測資料對無監測地點的空間估計方法。

近年來透過衛星觀測地球環境產生了巨量的大氣資料。藉由空間不規則分佈的巨量

衛星資料中，我們針對全球的環境變數提出一個在不同尺度區域的快速最佳統計估計方

法。

另外，我們也將研究空間統計方法的選取。近來隨著各類空間資料的蒐集，也發展

出越來越多的統計分析方法，然而不同統計方法可能得到不同的推論，如何從中選擇一

個較適當的方法是一個重要且尚待研究的問題。透過一種資料擾動的概念，我們想發展

一種可以正確評估各類空間資料型態及各類空間統計模式風險的方法，以提供實際資料

分析者一個選擇的依據。我們也將在理論、模擬實驗及實際資料分析中驗證所提出的方

法。

(三) 演算法隨機分析研究

演算法隨機分析近來在文獻上廣受重視，這個研究方向引出很多有趣的隨機結構與

極具挑戰性的數學問題。現今計算生物與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製造出前所未有的大量

資料，這個趨勢使得漸進分析的角色愈形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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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電腦在各學科的廣泛應用、更便宜且更快速的硬體製造、更方便且更穩

定的軟體發展，在在皆使較獨立的分析(與軟體、硬體與應用無關)更為迫切。我們將集中

在下面三個大方向：

1.  相變：當結構參數改變時，某些結構性質隨之改變即所謂相變。而由於演算法本身動

態的特性，相變現象在演算法分析上極為常見。這些現象在過去由於分析工具未臻成

熟且電腦計算速度不夠快，並未被重視。然近幾年相關的研究（特別是電腦模擬）如

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

2.  樹狀模型：樹狀模型在各領域皆以最自然的方式出現，我們將側重研究不同樹狀模型

上的隨機性質。

3.   定序演算法：這個方向近來由於計算生物的刺激，在文獻上有廣泛的探討，然大多皆

集中在演算法改良，鮮有較數學分析的工作。

(四) 複雜隨機系統研究

我們有興趣的複雜隨機系統包括隱藏式馬可夫模型、時間序列模型及其他新興的模

型等。更明確的說，我們將從統計及機率的觀點考慮這些課題，即模型建構、參數估計

和有效執行法及預測等方向著手。

隱藏式馬可夫模型可應用在許多不同的領域，如計量財務、生物資訊、語音辨識及

其他相關領域。在這些領域中，模型配適及參數估計是一樣重要的。在本課題中，我們

探討理論的性質以提供有幫助的觀點及有效率的計算方法以配合必需的工作。在這類模

型中，一般而言，濾波及平滑法之執行是針對非線性模型；而非線性模型實際上是不可

行的。因此，發展最佳濾波及平滑法之效率逼近法是有其必要性的。新興的複雜隨機系

統，如(隨機)神經網路、SVM模型、計算機網路、混沌模型、圖論模型、馬可夫蒙地卡

羅術等，也是值得探討的研究工作。

(五) 疾病相關基因體研究之統計核心設施 

本所同仁參與國科會的「基因體醫學國家型科技計畫」之生物資訊服務核心設施，

針對有關複雜疾病的基因體研究之設計、資料管理、品質評估及分析，提供統計專業諮

詢與合作研究。

對於微陣列基因表現研究之設計與分析，已開發客製化軟體平台Gene Expression 

Study Design and Analysis Suite (GESDAS)；並應用於國內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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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頸癌、卵巢癌、肝癌、肺癌及乳癌等研究。我們將繼續擴充此平台為功能更完備的

「基因與環境的分析統合系統」(Gene-Environment Analysis Refining System，GEARS)。

藉由聯結並整合統計分析方法與資訊視覺化工具，應用於病例對照研究或家族研究中的

各種生物標記，以探討複雜疾病表現型之基因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另外，我們也將建置

一套連結動物模型與高產能基因體研究的資訊整合系統，以助驗證人類致病基因之發現

或活體系統生物學之研究。對於基因體醫學國家型科技計畫和其他國內生物醫學的研究

計畫，本核心經由提供統計諮詢服務，也促進有關生物統計新課題的研究。

(六) 功能性腦影像研究

正子影像檢查（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簡稱 PET）是紀錄藥劑在人體內新

陳代謝的情形，因此可顯示出體內代謝等功能是否有異常之處，是一種功能性的影像

（Functional Imaging）。由於疾病的發生往往早於組織結構發生變化之前，因此 PET 可

以協助醫師更早期、靈敏地診斷；且在分期、療效評估、療後追蹤及預後評估方面扮演

關鍵性的角色。本所團隊研發篩檢腦細胞活化反應的正子影像（PET）統計檢定工具，研

究著重在正確估計不同細胞組織藥物追蹤劑代謝歷程的吸收變化值，以有效達到定性上

的診斷判定和定量上反應評估。未來將結合臨床醫學研究，提供臨床應用於判定癲癇、

舞蹈症、腫瘤分級與自動化健康檢查等。本研究同時整合磁振系統及腦電（EEG）兩種

技術所測得的資料，研究大腦活動時訊息的產生源及其傳輸歷程。團隊提出一種可以同

時估計認知相關事件，及其白質表層活化區的大腦訊息源定位理論，並將統計估計的訊

息源成份描繪在大腦白質表層影像上。本研究應用此理論分析在前額中線之「成效監

測」心智活動。並發現當受試者在進行計算、注意、或短期記憶等高階認知功能時，前

額中線區會有θ波 (3-7 赫茲)產生。未來團隊將以此新發展出來的理論—「腦電磁時空獨

立成份分析法」分離成分，結合更多實驗資料，找出在工作記憶負擔加重時，各成分的

強度變化並定位其確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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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之統計

   歷年來本所同仁獲得「國科會研究傑出獎」者計有趙民德先生、魏慶榮先生、林

國棟先生、劉長萱女士(2次)、姚怡慶先生(2次)、黃顯貴先生(3次)、何淮中先生(2次)、傅

承德先生及黃信誠先生等9人。獲得「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者有程毅豪先生及鄭少

為先生2人。歷年來國科會統計學門上述兩種獎項超過一半以上由本所同仁獲得。另外，

獲得「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者有何淮中先生及鄭少為先生2人。獲得「中央

研究院深耕計畫」者有黃顯貴先生1人。其他榮譽事蹟如下：

一、 趙民德先生、魏慶榮先生、姚怡慶先生、鄭清水先生及李克昭先生榮膺IMS (Institute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Fellow，鄭清水先生榮膺ASA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

tion) Fellow

二、 趙民德先生、林國棟先生、程爾觀先生、陳珍信先生、林妙香女士、何淮中先生、

傅承德先生及 Mr. John Aston 榮膺ISI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Institute) Elected Member

三、何淮中先生榮膺 RSS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Fellow

四、鄭清水先生擔任 Biometrika及Technometrics 之Associate Editor

五、姚怡慶先生擔任 Annals of Statistics 之Associate Editor

六、林妙香女士獲得教育學術團體聯合會木鐸獎

七、劉長萱女士、黃景祥先生獲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傑出校友

八、 劉長萱博士所領導的功能性腦影像研究團隊獲得 2003 New Perspectives in fMRI Re-

search Award

九、 黃顯貴先生獲得德國Alexander von Humboldt基金會所頒予的 Friedrich Wilhelm Bes-

sel Research Award

十、 陳君厚先生獲邀於國際統計計算學會在捷克布拉格舉行的Compstat 2004 擔任開幕的

主講者

十一、 Mr. John Aston 獲得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所頒「積極爭取國外優秀年輕學

者獎助」

十二、 榮膺財團法人張文豹文教基金會「張文豹講座」者計有趙民德先生、魏慶榮先

生、鄭清水先生及陳珍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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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一、重要論文之個別簡介

最近5年，本所平均每年在國際統計期刊發表論文約50篇。以下列舉本所近3年所發

表的10篇重要論文。

(一)  狀態空間模型之有效估計 (Efficient likelihood estimation in state space 
models, Annals of Statistics, August issue, 2006.) 傅承德

狀態空間模型是一雙層的隨機過程，有一隱含的隨機過程是無法被直接觀察的，

但我們可以藉由另一組產生一系列的觀察值來觀察其變化。此模型有豐富且嚴謹的數學

結構，因而能在應用上提供多方面的理論基礎。此模型在許多不同實際領域上皆運作良

好，如語音辨識、訊號處理、分子生物學、生物資訊、經濟學與財務工程。

本文驗證，狀態空間模型的最大概似估計值之漸近最優性。首先證明了在某種

規律情形下，一致性概似方程根的序列的漸近分配為常態分配且以Fisher資訊(Fisher 

information)的倒數為其變異數。在額外的假設之下，對於每一個樣本數n，概似方程有唯

一根且對於未知參數有一致性的估計序列。此外，如果對數概似函數的上界是可積的，

則最大概似估計存在且有強一致性。本文同時建立了概似方程近似解的Edgeworth展開。

最後將之應用在馬可夫轉換模型、ARMA 模型、(G)ARCH 模型和隨機波動模型的最大概

似估計值之漸近最優性。

(二)  單一事件腦電波訊息源定位估計及腦皮層造影 (Mapping single-trial EEG 
records on the cortical surface through a spatiotemporal modality, 
NeuroImage (2006). ) 蔡志鑫, 劉長萱, Tzyy-Ping Jung, Julie A. Onton, 程爾
觀, 黃建智, Jeng-Ren Duann, and Scott Makeig

腦電及功能性磁振造影是目前研究大腦神經功能及訊息傳導的主要工具。腦電的時

變解析力可達毫秒，在研究大腦訊息傳導上有深厚的潛力。但腦電空間解析力不及磁振

影像。為了結合腦電及磁振影像的優點，本研究建立貝氏估計模型，同步完成大腦訊息

源估計，及其在大腦磁振影像上的空間分佈估計。 此貝氏架構在訊息源定位文獻中屬原

創。此統計架構除了解決訊息源定位/造影估計問題外，尚預留研究空間，使得統計估計

能結合較新的神經認知系統活動，以提昇訊息源定位及空間造影的精確性，及其在神經

認知科學上的實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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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尋找時間數列的最佳預測模型 (Order selection for same-realization 
predictions in autoregressive processes, Annals of Statistics, 33(2005), 
2423-2474.) 銀慶剛及魏慶榮

舉凡股票指數、大眾運輸工具的客運量、石油價格、失業率、降雨量及太陽黑子個

數等，這些隨著時間呈現高低起伏變化的資料，不管在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研究裡都

處處可見；這樣的資料被統計學者稱為時間數列。

當吾人想預測未來的時間數列資料時，常用的方法是建立一個數學模型，預測值則

是透過將已有的資料投入模型中而產生。然而，如有許多模型可供選擇時，如何找出一

個最佳的預測模型呢？由於選模過程引入的複雜數學結構，常使得預測誤差難以計算。

是故，最佳選模理論始終未能在時間數列上建立起來。

本文解決了這個廿餘年的懸題，並指出時間數列的最佳預測模型，可透過赤池訊息

準則（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覓得。這項研究不僅為時間數列的預測提供了一個

重要的理論依據，同時也具有相當的應用價值。

(四)  可處理大量資料之快速最佳空間預測方法 (A Fast, Optimal Spatial-Prediction 
Method for Massive Datase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00(2005), 1343-1357.) 曾聖澧、黃信誠及Noel Cressie

這篇文章藉由一組多尺度樹狀空間模型，提出一個新的空間曲面估計方法。所估計

的曲面為多個多尺度模型所估計曲面的平均，因而縱使每個多尺度模型所估計的曲面不

平滑，最後估計的曲面依舊是平滑的。我們稱所提的方法為「MURS」，並發展出一種

快速的演算方法，可以處理大量或不完整的資料。我們證明MURS方法具有最小均方估

計差的性質，並以模擬實驗顯示MURS方法的優越性。此外我們亦將MURS方法成功地應

用於分析衛星監測的臭氧資料。

(五)  五基因印記與非小細胞肺癌病人臨床預後(A Five-Gene Signature and Clinical 
Outcome in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6 (1) (2007), 11-20.) 陳璿宇、陳君厚

本研究利用微陣列技術與即時反轉錄聚合 連鎖反應測量基因表現，探討基因表現

與非小細胞肺癌病人臨床結果的關係。利用風險分數法與決策樹分析模式建立五基因印

記，此五基因印記預測高風險的病人的風險對比值為2.82倍。在另外60個檢體的驗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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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預測為高風險病人其風險對比值為3.36倍，在國外發表的資料中五基因印記也得到

顯著的結果(風險對比值4.36倍)。以此五個基因表現建構的預測模式，能準確地預測非小

細胞肺癌病人的存活。

(六)  隨機多分支樹與快速排序法上的相變現象 (Second phase changes in random 
m-ary search trees, and generalized quicksort: convergence rates. Annals 
of Probability, 31, (2003),609-629.) 黃顯貴 

相變現象（簡單如：水→冰或水→蒸氣）在物理上一直是很多科學家研究的重心。

相變之所以有趣及迷人，除了現象本身外，更重要的在進一步發掘為何有相變（如何解

釋）？相變如何發生（如何以數學函數來描述）？在何處發生？這些現象的研究，必須結

合理論與實用、數學與實驗（或模擬），才能發展出更深更廣的理論架構與應用體系。

本文提出新的解析方法來描述隨機多分支樹上的相變問題。此問題大意是說如果一

棵隨機多分支樹的最大可能分支數是m，則儲存此樹所需的空間為一隨機變數。有趣的現

象是這個隨機變數之極限分布；當3≤m≤26時是常態曲線；當m>26時，極限分布不存在。

　　

過去文獻上提出若干方法，但僅能處理m≤26的情形，m>26時未有任何結果。本文主

要貢獻在提出一套均勻完整的方法同時對所有的m適用。同時這套方法也可用在其它問題

上，作者將之應用於一類快速排序法（目前為電腦上使用最廣的排序法）並刻劃出所有

新的相變現象。同時更進一層的相異現象亦被發現，同時給予數學上嚴謹的證明。

(七)  函數群集分析：群集中心投影法 (Functional clustering and identifying 
substructures of longitudinal data,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B (Statistical Methodology), 69 Part4 (2007), 679–699.) 丘政民

本所之研究團隊研發出 k-centers 函數群集分析法 (k-centers functional clustering)，用

以對曲線或函數資料作群集分析。K-centers 函數群集分析法將群 (cluster)間之平均與變

異函數差異性同時考慮，這是不同於其他群集分析方法的。 K-centers 函數群集分析法以

平均函數與變異特徵函數為群落之中心，將觀察到的曲線或函數投影 (project)到各個群

落中心所構成的空間上，並將其分類於最適當的群落。根據模擬實驗與實際資料分析都

顯示 k-centers函數群集分析法可以大大改進傳統的群集分析法，得到較高的分群品質。

而且，經由 k-centers函數群集分析法分群所得到的群落平均與變異函數，同時也提供群

集分析對於各個群落結構特性的瞭解，一舉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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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模型選取的統一定理 (Accumulated prediction errors, information criteria 
and optimal forecasting for autoregressive time series, Annals of Statistics, 
35 (3) (2007) , 1238-1277.) 銀慶剛

在過去30年間，時間序列選模的主要難題之一是赤池訊息準則 (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與貝氏訊息準則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BIC)在預測能力上的優劣

之辯。當資料來自無窮階自迴過程時，AIC具有預測的漸近有效性而BIC則無；另外一方

面，當資料來自有限階的自迴過程時，BIC具有漸近有效性而AIC則無。然而，由於自迴過

程之階數是否為有限，實際上無法得知，該用AIC或BIC來選模，多年來一直爭論不休。

本所之研究人員利用AIC及BIC截長補短，發展出一種新的二階段 (Two Stage)選模

法。這個二階段方法不論在有限階或無限階的自迴過程下都具有漸近有效性，故一舉突

破了多年難題。

這項成果於2007年6月發表在最頂尖的數理統計期刊《統計年鑑》( Annals  of 

Statistics )，預期將為統計模型選取的研究引入新的典範。

(九)  基因定位的統計方法研究 (Multiple-Interval Mapping for Quantitative Trait 
Loci Controlling Endosperm Traits, Genetics, 167(2004), 1987-2002.) 高振宏

本研究主要是利用統計方法估計控制某重要性狀的基因個數、基因在染色體上的位

置、作用大小以及他們之間的交互作用等相關的遺傳參數。在基因定位的研究領域中，

本所提出多重區間定位法(multiple interval mapping, MIM)來估計控制這些重要性狀的基

因的訊息。MIM優點包括：發現基因的能力較強、估計基因位置和作用較精準以及基因

間之交互作用可馬上分析。另外，對於緊密連鎖的基因，MIM具有較強的辨識能力。由

於這些優點，一些重要的遺傳介量，如性狀的遺傳率、性狀被基因控制的百分比和不同

性狀間的遺傳相關程度皆可有較準確的估計。MIM的這些優點已驗證在松樹、水稻、玉

米、老鼠、果蠅等性狀的基因定位上，且廣受好評。也因此，MIM能對生物性狀的改良

和產量的提昇，以及生物科技的發展有相當大的幫助。

(十)   最小差離的一般理論與應用 (A general theory of minimum aberr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s, Annals of Statistics, 33, (2005), 944-958.) 鄭清水 and B. Tang 

如何找出最佳的部份因子設計一直是實驗設計者所關心的重要問題，在比較與評估

部份因子設計時，最小差離是一逐漸廣受採用的重要標準。它的性質與諸多延伸在過去

十年左右大量地被研究，本文利用一嚴謹的統計法則發展一套最小差離上的理論。此研

究亦將兩個似乎無關的研究主題連結起來：最小差離設計與需求集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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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領域之個別簡介

(一) 數理統計

1. 高維迴歸模型的選模

高維迴歸模型的基本難題是，解釋變數的個數遠大於觀察值的個數，因此古典的估

計及選模方法皆窒礙難行。這個計畫主要的目的即是在高維迴歸模型下，建立一致性的

選模法且不需要求顯著及非顯著變數間的相關性強弱為何。我們已有一些想法預期應可

達到這個目的，研究結果也將預期對生物資訊、資產配置、及影像處理等研究帶來幫助。

2. 函數型資料群集分析

群集分析在資料分析的應用相當廣泛，舉凡心理、社會、市場研究、管理、工程、

教育、生物、醫學等，都是其應用的範疇。本計畫研究重點是函數型資料的群集分析方

法，本研究提出子空間投影法來做函數型資料的群集分析，也就是說，以平均函數及共

變異特徵函數構成的子空間為群集中心，將函數資料投影到各個群集中心，以決定最好

的群落。本研究提案在函數型資料與群集分析領域，為創新的研究方法，我們將研究此

方法的有效性及其統計性質，並發展有效的執行程式，輔以大量的統計模擬計算以驗證

其實際效果。預期此研究在統計方法與實際的應用都有價值，並能廣泛被應用，使得統

計方法研究再向前邁進一步。

3. 測量誤差模型診斷研究

線性與非線性迴歸模型分析可能是應用統計中用途最廣的模型。測量誤差模型是

迴歸模型中很重要的另一種選擇，因為在此模型中假設應變數和自變數均有測量誤差，

但一般的迴歸模型只假設在應變數中有測量誤差。在許多情況中，測度誤差模型比一般

迴歸模型更接近事實。但對測量誤差模型的瞭解，僅限於點估計與區間估計。本計畫是

在研究測量誤差模型中的診斷研究，主要焦點放在測量誤差模型下Cook's 距離的探討與

local Influence diagnostics。

4. 統計學習的理論與應用

此研究計畫我們將運用核方法 (kernel method) 並結合古典多變量分析，來建立非

線性無母數統計方法。核方法的引入對於統計分析及相關計算影響甚鉅。在這裡所採用

的核函數 (kernel function) 是一個再生核 (reproducing kernel) 函數，這樣結合傳統程序所

建構出來的核函數將會落在一個再生核希氏函數的空間 (reproducing kernel Hilbert space)

上。除了方法論及理論發展外，我們亦將建立計算的算則及軟體，並與其他領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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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統計及機器學習

在本計畫中包含：變數選取 (feature selection)及整體學習 (ensemble learning)兩部

分，我們主要的內容為（1）在分類及迴歸分析的問題中尋找自動化選取適當變數的演算

法，（2）依照選取之變數及其重要性創造有效率的整體學習演算法且能充分利用到選取

變數之特性。在此子計畫的第一個部分，我們將尋找較強韌、可將人為參與量降到最低

的變數選取方法，且此方法仍能保留完整的解釋力。我們同時也將提出一個用來做預測

的整體學習演算法通則及提升分類正確率的變數選取方法。在本研究中我們嘗試提出一

個支撐向量法的隨機化及聚集觀點及可測量資料中每一個變數不偏相對重要性之方法。

適用於基因研究以熵為基礎的統計推論。

6. 植基於熵的統計推論及其在基因上的應用

Gini-Simpson 指標和Shannon 熵函數，兩者皆為機率的函數，是兩個最有名衡量生

物差異性之方法。這個計畫將先證明 Shannon 熵比 Gini-Simpson 更具情報性。基於此動

機，吾人將推廣 Shannon 熵使其能進而用來處理位置多之基因序列。由於基本條件之限

制，吾人將發展一種 Hamming 距離類型之 Shannon 熵，進而用以分析 SARSCoV 的資

料。在基因學的研究中，吾人常面臨非常高維度純量質性的類別資料模型，常用的離散

多變量分析方法面臨很多困難。主要的困難是維度太大而且樣本太少。本計畫的第二部

分將根據2007年度計畫所發展的結果，更進一步探討所提方法的一些理論結果，尤其特

別針對所提統計量之變異數估計量之問題詳加探討。

7. 無母數多變量分析

在此計畫中我們首先將一維空間之全次序 (total order) 擴展至多維空間之數個部分次

序(partial orders)，兩變數之關聯係數Kendall's tau 也被擴展至成多變數之部分次序比例

(partial-order proportions, 簡稱POP)。

在未來兩年中，我們將繼續利用POP探討幾個多變數問題。 第一、轉軸問題，即利

用轉軸將變數變成順序獨立 (ordinally independent) 。第二、探討POP和copula之間的性

質，因為在各別單調變換下，POP是不變的，故對應之copula的POP仍是一樣。第三、探

討軸數據 (axial data) 統計在描述多變數相關性上之應用，此一想法源自前二想法。

8. 廣義E(S2) —最適多水準超飽和設計

在許多實驗設計裡，當實驗因子過多且實驗成本過高時，我們常常會限制此次實驗

的次數。但是當我們的實驗次數不足時，卻常常得不到我們想要的實驗資訊和結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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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和實驗設計 (supersaturated design) 就是針對處裡上述實驗窘況的一種常見實驗設計。因

為超飽和設計有絕佳的成本控制性質，近年來它在電腦、醫學、工業工程和生物工程等

領域的應用是越來越普及。

在這個延續性計畫，我們的目標乃是建構一些高效率的多水準超飽和設計。在這裡

我們定義廣義Eg(S2) -最適準則來做為選取多水準超飽和設計的標準。在文獻中，已有多

位學者提出多種最適準則，並建構出其最佳多水準超飽和設計。在此研究計畫裡，我們

將 (i) 比較E(S2) -最適準則和文獻中已存在的各種最適準則間的差異；(ii) 計算出Eg(S2)值

的下界；(iii) 發展一套演繹法來建構達到廣義Eg(S2)值最小的多水準超飽和設計； (iv) 在

不同設計參數下，提供一系列Eg(S2) -最適多水準超飽和設計。

(二) 機率論

1. 卜松與二項估計及其應用

卜松估計：從1837年Simeon Dennis Poisson開始研究負二項分佈的Poisson估計以來，

文獻上各式各樣的結果、變形與推廣，以及各種不同的方法，不勝枚舉。但卻無較完整

的整理與綜覽。從我們到目前為止所進行較偏技術性研究中發現，有必要針對這部份的

歷史發展、沿革與演變，作一較完整的整理與檢視。同時也把諸多不同方法之間的比較

作一釐清。這過程中我們也發現一套相當一般的新方法，其適用廣度、及在其他問題上

的應用，刻正研究中。我們嘗試對這個超過170年以上的古老問題，提出一些新思維、新

方法，並針對理論結果、方法、與應用做較完整的整理。

二項估計：此問題源自對隨機整數中所謂數字和函數的隨機性質研究，二項分佈估

計在此過程中自然浮現。有趣的是，我們發現此問題的相關極限結果，散落在數論、機

率、組合、及計算機文獻中。許多結果皆是獨立於其他已知文獻，且使用不同方法（約

有近一打之不同作法）。我們的首要工作便是針對這些文獻作整理同時提出我們全新方

向的結果與作法。另外此問題在文獻上諸多推廣與相關性質也在研究之列。

2、隨機最小值與最大值之研究

取一獨立同分布的隨機變數序列的前N項，其中N為另一獨立的隨機變數。這N項的

最大與最小分別稱之為隨機最大與隨機最小值，這兩個量在可靠度理論與運輸理論中扮

演重要角色。本研究將探討此二量之一些機率上的性質如重力差、無窮可分性與特徵化

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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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ubins-Savage 問題之推廣

假設一位賭徒有 f 元，而他的目標是擁有 g 元 ( g > f )。他每盤可任意下注（但不

得超過他的全部賭資），贏則獲利為下注的 r 倍（機率為 w），輸則失去所下之注（機
率為1—w）。在不同的參數變化時，最佳策略為何？文獻上已討論在若干狀況下，大膽
策略為佳。本計畫將作進一步的延伸與推廣。

4. 隨機函數的快轉性質

快轉性質是指可以快速計算出函數任意次重覆帶入得出的值，這性質常應用於實驗

模擬與密碼學。對於函數的平均快轉效率，文獻上大多只有實驗結果，缺乏嚴謹的理論

分析。我們著手的方向是將函數的圖形轉換成樹狀圖形，這使得函數的平均快轉效率等

同於比較容易分析的樹狀圖形的平均高度。這樣的理論分析對於快轉性質的進階應用是

重要的。

(三) 時間與空間統計

1. 多尺度時空模型

遙測資料 (例如衛星監測平流層臭氧的分佈資料) 在環境監測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

色。遙測資料通常具備空間及時間統計相關性，而且其資料量通常極為龐大，使得現存

的空間統計估計方法如克力金推估 (kriging) 有著計算上的困難。在這計畫中我們將結合

空間及時間統計關係，進一步推展多尺度空間模型方法，擬發展具動態結構的多尺度時

空模型。我們也準備將此方法應用於分析臭氧的環境監測資料。預期此方法將可以對臭

氧 (尤其對當前有較多缺失資料的區域) 提供更精確的估計值。

2. 多變量長記憶時間序列模型的探討

長記憶時間序列模型可以用來分析許多財務時間序列資料，而多變量時間序列模

型可以用來描述個別時間序列資料之間的相關性。但在現有的文獻中，針對多變量長

記憶時間序列模型的研究則寥寥無幾。因此我們打算提出幾種不同的方法來分析多變

量長記憶時間序列資料。這些方法包括矩陣降秩 (reduced-rank) 以及時間聚集 (temporal 

aggregation) 等等。我們同時也將提出參數估計的方式，最後並將我們發展出來的時間序

列模型應用到財務時間序列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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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式選擇權價格之估計

在Black-Scholes模型下，美式選擇權定價問題可視為布朗運動最佳終止時間問題 

(Brownian optimal stopping problem)，通常無解析解，有兩類常用的方法估計最佳值及最

佳終止邊界，一類是用數值方法解相對應的自由邊界偏微分方程，另一類是以隨機漫步

逼近布朗運動，並用逆歸納法 (backward induction) 求解，本計畫考慮以隨機漫步逼近布

朗運動，探討不同的 x 分配如何影響最佳值及最佳終止邊界的估計精確度。

5. 非線性模型長期資產價格風險值的估計及其應用

在財務計量領域中，無論是學術研究或實務應用，風險管理的量化一直是重要的課

題，其中與風險值 (Value at Risk 或 VaR) 相關的探討，尤其受到重視。在眾多文獻中，研

究的對象均是針對短期(如日，週或月)報酬率的分佈函數，甚少觸及長期(如十年或二十

年)資產價格的風險值。此一問題，除了最基本的對數常態模型，有立即可求的結果，其

他符合實際現象較為複雜的非線性模型，則鮮有研究。就此，我們提出一個解決方法，

對財務計量一常用的隨機波動過程，求出其長期資產價格風險值的估計。模擬結果顯

示，此一估計具有相當好的精準度。本計畫接下來的工作，是建構嚴謹的理論基礎，推

導出前述估計的信賴區間。另一項工作，是將方法推廣，使其可用於其他與長期資產價

格連動的參數，如選擇權價格的估計。

(四) 生物統計與生物資訊

1. 家族遺傳研究中發病年齡與非易感受性之統計分析

自人類基因體圖譜公布後，對於複雜疾病之基因與環境交互作用的研究即成為生

物統計及生物資訊的重要工作課題。我們過去已發展「異質性變換型含治癒率的迴歸模

型」（Heteroscedastic Transformation Cure Regression Models）。此模型能處理疾病的不

完整資料，包括尚未罹病者的右方設限(Right Censorship)與發病過早而未能納入研究的左

方截缺(Left Truncation)；可適用於世代研究(Cohort Studies)或臨床試驗(Clinical Trials)。

我們將推廣此模型至家族遺傳研究，多予調整同一家族的成員之發病年齡與非易感受性

所具有的相關性。並將此模型的統計推論方法，應用於酒癮及本土重要遺傳疾病之基因

與環境交互作用。此推廣模型對於家族遺傳疾病的研究將提供有用的分析與闡釋。

2. 結合基因定位與生物晶片的統計策略研究

此研究領域為遺傳統計學上有關基因定位的研究。探討基因定位的研究如何與生物

晶片的研究結合，結果將對數量性狀的遺傳、表現機制的了解有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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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因網路之重建與應用 

這個計畫主要想發展統計與計算方法，用基因體數據以重建基因網路。此計畫植基

於和本院分生所李鴻博士關於老鼠腎臟多囊性疾病 (ADPKD)之研究，及細生所郭紘志和

高承福博士於人類胚胎細胞分化為神經細胞之研究。

此計畫研究的結果將可闡明ADPKD致病的分子機制及幹細胞分化為神經細胞中關鍵

基因及它們如何影響該分化過程。我們亦將預測藥物治療ADPKD的標的，而李博士的團

隊將做實驗驗證。

4. 掃描統計量之P值計算

掃描統計 (Scan Statistics) 在多重時空點觀測值或基因序列資料已被大為廣泛運用。

能夠正確及有效運算臨界值 (threshold) 是能夠成功地運用掃描統計的關鍵，現在最普遍

推算臨界值的方法是假設各個觀測值是獨立的 (Bonferroni correction)。在實際情況下，鄰

近觀測值往往有重疊現象。模擬數值分析發現，在獨立假設下，臨界值的估計過於保守 

(值太高) 這使得掃描統計失去應有的效力。本研究所發展的臨界值估算法能夠整合鄰近

觀測值的相關性，在正確性及運算度上都能超越目前普遍使用的方法。

5. 高維資料之統計推論及其應用

近來的科技進展及基因定型的成本降低，使得此項工具得以系統化與基因體化的方

式進行。然而，其所衍生的高維度資料對統計推論的進行形成了重大挑戰：傳統理論之

「大樣本-低維度」假設不復成立。發展適當的統計方法以正確有效地分析此類型研究之

資料勢在必行。鑑於目前對於可適用於高維度資料之統計方法的急切需求，在未來兩年

中我們計畫針對高維度資料發展適當有效之統計推論方法，包括相互比較之統計檢定與

預測，並可適用於基因體相關性研究。

6. Liquid Association與疾病研究

Liquid association（LA）是一個新的統計學概念（Li 2002, PNAS; Li et al 2004, 

PNAS）。傳統的correlation是針對兩個變數（X,Y）間相關性的描述，但LA則是用來研

究X,Y的相關性如何受到第三個變數Z的影響而改變，透過數理統計的推導，目前已有一

個簡單公式用來計算liquid association LA（X,Y｜Z）的大小。透過線上運算，可處理來

自全球公開的和國內共同研究者自己蒐集的許多基因表現（gene expression）數據。LA

可用來量測三個基因表現的統計相關性，它可定量當第三個基因表現量改變時，其所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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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的兩個基因間之相互關係有多大的改變。相較於由Pearson correlation所得的一般關聯

性，LA的優點在於其有能力定量基因表現之動態模式。例如在酵母菌（yeast）的尿素循

環（urea cycle）基因表現中，用它能看出來基因間的相互關係是取決於細胞維持精胺酸

（arginine）需求的動態層面。植基於傳統相似性之基因表現研究卻不能偵測到此微妙的

基因調控模式。

未來的幾年，透過多元快速的LA平台，將與更多不同的臺灣研究團隊合作。首先，

在肺癌（lung cancer）研究上，將會與臺灣大學醫學院院長楊泮池教授所領導的生物醫

學團隊持續合作。在醫學院的支持下，此合作可視為一個初步整合型癌症生物研究的開

始。我們的目標是下至分子上至臨床層次所有散雜的生物醫學資料和實驗結果都將配

合數學模型和電腦計算力的結合來驅動整體研究。除了蛋白質編碼基因表現（protein-

coding gene expression）資料外，在整合微型核糖核酸（microRNA）表現、基因體雜交微

矩陣（array CGH）以及單一核 酸多態性（SNP）等資料後，將會使得LA系統更能描繪

出基因調控的高度動態網路，進而聯結病人存活之臨床資料。除了肺癌研究外，白血病

（leukemia）計畫也正開始執行。

利用由臺灣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病人的全基因數據，臺灣大學醫學院精神

科主任胡海國教授也已經開始與李教授共同研究，將LA應用至精神分裂症研究。LA系

統可對全球公開的主要基因表現數據中進行資料探勘，挖掘出新的候選基因以作為複雜

性狀之遺傳與功能性的研究。在複雜疾病基因的研究上通常有兩條路線。傳統候選基因

（candidate gene approach）的路線缺點是缺乏完整的生物相關基因的清單；另一方面，藉

由全基因掃描（genome-wide scans）的 'hypothesis free '方法所找到的疾病locus又常過寬。

我們利用liquid association 可用來結合兩條路線的長處，進而幫助尋找可能致病的基因。

(五) 統計方法與應用

1. 感官訊息與物件辨識之整合

大腦對外界刺激的知覺可分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估計刺激的客觀特質；例如顏色、大

小、位置及移動速度。此階段資訊的傳遞係透過大腦的具體系統。第二階段估計刺激的

主觀特質；例如刺激對受試者的重要性、新奇度或情感性。此階段資訊的傳遞係透過大

腦的非具體系統。團隊在分析功能性磁振影像時發現，人腦負責知覺外界刺激的部位，

不論具體或非具體系統都同時呈現正向及負向的反應。負責後序認知、或決策的部位則

只呈現正向的反應。至於具體及非具體系統的訊息如何在大腦中整合，及知覺的訊息如

何傳遞作後序的認知是團隊未來研究的方向。腦電波及磁波時間解析度可達毫秒，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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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觀察訊息傳遞的歷程。團隊未來將結合腦電波及磁波，探討具體及非具體系統的訊息

如何整合(可能在皮質下組織)，及知覺訊息如何傳遞做後序認知及決策。

2. Scaling procedures for composite scores of Taiwan’s BCT test battery

複合分數（composite score）提供了一個跨考科的單一學習評量指標。常見的複合分

數的計算分為兩大類：一是考慮不同考科量尺分數權重比例的線性轉換模式，如等比例

權重的總分與平均，或是依據各個考科量尺分數不同統計特性（如量尺分數標準差或信

度係數等）調整的非等比例權重的轉換模式。另外一個就是非線性的轉換模式，如IRT模

式。然而複合分數的計算方式可能會扭曲了原本單一考科量尺分數的統計意義。本研究的

主要目的就是以基本學力測驗的資料來建立一個評估複合分數轉換模式的模型，研究現行

不同複合分數間的特性，並嘗試找出一個適合當作單一分發依據的複合分數計算方式。

3. 探討整合不同來源資料的統計方法論

在後基因體的時代，有許多生物科技技術可以快速產生大量資訊，存放在網路上。

這些資訊有一項特徵，變數是非常的多，而同樣的資訊卻少有重複，與傳統統計經常處

理的重複多而變數少的資料，迴然不相同。我們期望探討一些統計方法，運用統計處理

不確定性的特性來處理這個問題。我們希望研究的成果能夠提供一些類似 guideline 性質

的準則，幫助我們對於現在目前生物科技技術快速產生大量資訊，在下結論時適當將不

確定性表達出來。

4. 空氣污染的健康效應研究

過去五年來參與美國紐約大學懸浮微粒研究中心有關空氣污染效應的研究已經發表

多篇論文。主要成果有新統計分析方法的提出及其應用所獲得的新發現，例如，確認實

驗老鼠經濃縮大氣污染微粒的暴露後，心臟功能明顯受到影響。我們也發現大氣微粒中

鎳的成分是比較有毒性的，甚至找到排放鎳的煉製工廠。在這延續性的研究中，我們將

繼續探討大氣微粒的粗細與各種組成成分如何影響實驗老鼠暴露後的心臟功能。研究成

果將可提供研究一般人長期暴露在大氣中混合著各種成分組合的懸浮微粒可能的健康效

應的有利基礎。有毒成分的確認也將可提供環保單位較正確與有效的排放管制依據。

5. 廣義相關圖之推廣：具因變項（數）資料之矩陣視覺化

本延續性重點研究計畫將選擇具因變項（數）之矩陣視覺化課題，持續重點開發並

推廣廣義相關圖 (GAP)相關系統與程式，並發表方法論與應用文章：至目前為止，所有

廣義相關圖 (GAP)模組，不論是連續型、二元、或類別型資料之矩陣視覺化，皆針對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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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學習之資料分析而開發，其目的為由矩陣視覺化之過程，探索潛藏於所有自變數間

之關係與可能之叢聚現象。 然而有許多的資料分析之目的為搜尋一個或多個因變數與一

群自變數間之關係；例如各種之差異性分析法，亦即是所謂之監督學習之資料分析。其

目的在於在眾多之自變數中，去蕪存菁，找出直接影響因變數之自變數群，並建立該自

變數群與因變數間之關係模型，用以預測未來只觀察到相關自變數群之樣本點其最可能

因變數值。李克昭教授之反切迴歸法 (SIR)，不論因變項為連續型或類別資料，都可視為

具因變項（數）之矩陣視覺化 (Supervised GAP)之基本型。而分類迴歸樹以與因變數關係

最強之自變數遞迴切割樣本空間，並建立相關之分類與迴歸模型。則為具因變項（數）

矩陣視覺化另一基本型。本延續性重點研究計畫中，將以SIR和CART為研究發展具因

變項（數）之矩陣視覺化兩個重要的出發點，深入探討具因變項（數）資料之矩陣視覺

化，發展出適用之廣義相關圖 (GAP)模組。

6. 影像修復：去雜訊，去顆粒 

在現今追求高畫質的時代，顯示器的解析度越來越高。但有高品質的觀賞機器，卻

也要有高畫質的影片來配合。像是用高解析度的電視觀看目前臺灣有線電視低解析度的

訊號，仍無法觀賞到高畫質的影像。在影片拍攝過程中，會產生一些雜訊。在低解析度

的觀賞下，問題並不嚴重。但若臺灣的電視公司打算提供高畫質的影像，不能只是將原

有的影像放大。因為一旦將影像的解析度放大，很多小顆粒就變得明顯，反而降低了收

看的品質。因此如何將因影像放大後變得明顯的顆粒從原影像中去除掉，是一個很重要

的問題。我們將以統計的方法去模型化影像，經分析後再設法將這些顆粒去除。現有的

方法，通常假設雜訊為獨立的隨機變化，但事實上，這些顆粒是有些規則性。藉著將這

些顆粒的規則性模型化，預期可以得到更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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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本所在國內統計界已居於領導地位，例行性的學術研討會有每年與中國統計學

社合辦的「統計學術研討會」，2年1次與中華機率統計學會合辦的「海峽兩岸統計與

機率學術研討會」及每4年或5年與行政院主計處合辦的「Taipei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Symposium」，後者在2002年同時與Bernoulli Society EAPRC (East-Asian and Pacific 

Regional Committee) 合辦，2007年與泛華統計協會 (ICSA) 合辦。此外，尚有不定期的

專題研討會、客座系列專題演講，及與大學（如政大、交大等）合作，透過視訊會議系

統聯合為博士生及助理開課等。這些學術活動主要的目的是引進統計新知，及促進國內

外的學術交流合作，進而提升國內的研究水準。本所也訂定了「國內統計學者來訪辦

法」，歡迎國內學者利用寒暑假及休假時來所研究。最近每年又增加了「暑假統計科學

營」，以期吸引其他科系的大學生將來投入統計科學的研究行列，因為統計科學是一門

綜合性的方法論科學，應用的範圍橫跨數理、生物及人文諸領域。

 近年來國內社會對中央研究院的期望已日益提高，藉著傑出研究成果的發表，本所

可在國際學術界提升臺灣的可見度，並在國內推廣新統計方法。臺灣在亞洲的地理位置

適中，且本所擁有多項優勢（如一流的期刊Statistica Sinica，優秀的人力及彈性的預算制

度等），目前已經和印度ISI及日本ISM簽訂合作辦法，未來可繼續加強與亞洲地區國家

的合作，逐漸發展為亞洲統計科學中心。

柒、其他特色

一、《中華統計學誌》(Statistica Sinica )

本所自籌備處時期就有創辦期刊之構想，

1986年趙民德所長曾與傅權教授交換意見，創

辦一份屬於華人之統計期刊實屬必要，因為華

人學者在國際統計界的表現相當傑出，這可由

許多華人獲得COPSS獎(統計界最高獎項)獲得

證明。最後在刁錦寰院士的促成下，本所決定

與泛華統計協會合辦一份國際統計期刊，取名

為《中華統計學誌》( Statistica Sinica )，並由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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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寰院士擔任第1任主編，於1991年1月出版創刊號。這是泛華統計協會正式成立的主要

目的，也可以說是《學誌》催生了協會(協會的前身為「統計留美華人聯誼社」)。

《學誌》自1991年發行以來，深獲國際統計學者肯定，提高了國內統計學術研究的

可見度，目前已成為統計界的主流期刊。《學誌》於1996年由半年刊增為季刊發行，自

1997至2004年連續榮獲國科會「國內傑出期刊獎」（季刊是申請的必要條件之一），2005

年國科會則明令禁止中研院的期刊再提出申請。

《學誌》於1998年成為亞洲第一本被SCI收錄之統計期刊，其 Impact Factor的排名

超越加拿大、紐澳、歐洲大陸（英國除外）、日本、印度等國的統計期刊。例如，最近

2年，其 Impact Factor在 SCI機率與統計領域70多份期刊中，均排在第10名。本所將繼續

辦好《學誌》，奠定本所在國際學術上之地位，成為亞洲最重要的統計科學研究重鎮。

《學誌》目前的共同主編是孟曉犁教授和劉長萱教授。歷任主編則有刁錦寰院士

(1991-1993)、吳建福院士 (1993-1996)、鄭清水教授 (1996-1999)、李克昭教授和姚怡慶教

授(1999-2002)、王建玲教授和何淮中教授 (2002-2005)等。

二、學科特性與人員組成

若從工具學科的角度切入，統計科學本質上與許多科學領域之諸多應用問題密切

關聯，其應用層面可用無遠弗屆來形容。而若從理論學科的本質觀之，統計科學（含機

率）有其優良傳統與獨特的發展方向。目前所內成員在數理統計與統計方法機率與應用

機率、生物資訊與生物統計，及其他應用於教育、環境、醫學影像等領域均有重要的研

究。這在目前與未來更多跨學科合作上奠定良好基石。

三、大樓

本所大樓係4層建築物，由李祖原建築師設計監造（李建築師後來設計Taipei 101金

融大樓），建坪1,600餘坪，研究室及討論室共50間，建築經費4,800萬元。1983年動工，

1986年3月完工搬入，內有極大的圖書館、挑高的大廳、舒適的交誼廳及陶冶心性的中

庭、水池、後院。這些設施主要是為了培養研究人員有較高的視野及寬廣的格局，以便

能完成歷久不衰的作品。

大樓原先的設計是提供60人之工作場所，但因統計科學之發展相當迅速，目前已容

納了120人，使用空間明顯不足。所幸，院方最近同意蔡元培館撥付本所使用，將可暫時

解決空間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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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小組

本所於1991年經所務會議通過工作小組設置辦法，幫助所長及所務會議處理同仁之

各項申請案，如出席國際會議、客座來訪及助理之申請等。工作小組成員共7人，所長為

當然委員，其餘6人每年由所務會議改選，各級研究人員均有代表參加，召集人由委員互

選之。工作小組自成立以來運作良好，一方面分攤了所長繁雜的行政工作，另一方面可

訓練同仁之行政能力。也可以說，工作小組是統計所穩定的力量。

捌、結語／展望

未來統計科學研究所將繼續推動各項跨領域的研究計畫，並促進與院內、外其他

學術單位及國際的交流與合作，提升國際聲譽。除了數理統計及機率論等核心基礎研究

外，將逐步建立與整合跨領域研究群，發展嶄新的統計方法以協助解決科學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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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http://www.iams.sinica.edu.tw/

壹、設立沿革

1982年7月，中研院舉行第十五次院士會議，經浦大邦教授的努力與數

理組李遠哲等十五位院士連署建議成立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經全體院

士一致同意，並經中研院提報第十一屆評議會第

六次會議決議通過後，乃報請總統府秘書長轉呈

核准。1982年9月23日奉准先行設立籌備處，同

年中研院聘請國內外有關專家學者吳大猷、李遠

哲、浦大邦、張昭鼎、張圖南、湯光天、閰愛德

等七位先生組成設所諮詢委員會，由李遠哲先生

擔任主任委員；同年12月間經設所諮詢委員會第

一次會議決議，由張昭鼎先生擔任籌備處主任，

展開籌備工作。

策劃籌建研究大樓之初，基於原分所設所的

目的以探討原子、分子的結構及碰撞反應過程中

1984年12月20日，李遠哲院士(右一)及故張昭鼎籌備處主任
(右二)在原分所大樓工地前，向李政道院士(右三)及黃周汝
吉院士(左一)說明及解釋原分所籌設於臺灣大學校園的特殊
意義。

原分所於1995年4月28日正式成所，本圖為當時原分所
之諮詢委員。由右至左依序為張圖南教授、湯光天教

授、沈元壤院士、林聖賢院士、李遠哲院士、邱應楠

院士、林明璋院士、張秋男教授、儲三陽教授、嚴愛

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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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動力參數的變化，此等基礎科學的研究範疇可與大學的物理系、化學系、電機系等

相關科系合作，加強學術交流，建立群體研究的機會，遂決定將所址設於國立臺灣大學

校總區內，1986年大樓正式啟用，相關研究室、計算機室、電子、機械及玻璃工場乃先

後建立。圖書資料室則與臺大化學系及國科會化學中心圖書館合併為聯合圖書館，充分

利用資源，期能建立更完善的資訊來源。另外，為落實籌備處研究工作的推動以及因應

未來雷射光電技術的發展，復於1991年提出雷射中心的發展計畫，於研究大樓側緣擴建

成立雷射中心，計地下壹層及地上五層的建築。新大樓工程並於1994年7月峻工，提供了

更大的實驗室空間。

1993年4月張昭鼎先生不幸病逝，同年7月由林聖賢先生接任籌備處主任。在經過

全所同仁幾年來的共同努力，籌備處研究人力、設備等軟硬體設施已略具規模。1993年

7月，諮詢委員會鑑於籌備處的規模，已具中研院原設所之構想，委員決議成立六個研

究群：理論研究與計算、氣態動力、光化學與光譜學、表面科學、凝態動力及雷射光電

技術發展等六個群組，並呈報推薦林聖賢先生為主任，領導研究工作及推動正式成所計

畫。1995年4月原分所正式成立，由林聖賢先生擔任第一和第二任所長。2001年10月劉國

平先生擔任第三任所長。2004年10月由王玉麟先生接任第四任及第五任所長之職迄今。

2006年10月，李遠哲院士卸任院長職務後，回到原分所擔任特聘研究員。

原分所設立之目的包括（一）提倡尖端科學研究：使原分所成為一基礎性及多元

性之尖端科學研究中心，並達到國際水平。（二）構成學術橋樑：由於原子分子科學之

多元性，可在現有之物理、化學、生化、資訊科學等研究所之間，提供一連續之橋樑。

（三）促進群體合作：國內現今在物理、化學等基礎科學上，尚侷限於小規模之單獨研

原分所於1995年4月28日正式成所，本圖為當時所內同仁及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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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儀器設備亦不夠完整；原分所可為群體

合作研究上提供楷模。（四）加強學術交

流：提供優良研究環境，吸引國外學人返

國，加強國內外學術交流。（五）進行研教

合作：進一步加強本院與大學院校之研究合

作，幫助各校訓練研究生，成為我國科學界

新血。（六）協助發展應用科學：由於原子

分子科學之多元性，與各門應用科學（如雷

射科學及能源科學）皆具密切關係，因此原

分所之設立可對應用科學提供基本知識並加

強研究發展。而為配合中長程計畫之發展及

加強研究領域相關同仁之互動與合作，原分

所於是在2003年10月底依研究的方向與課題

重新分組為：（一）化學動態學與光譜組，

（二）尖端材料與表面科學組，（三）生物

物理與分析技術組，（四）原子物理與光學

組等四組。

2004年10月，劉翠溶副院長(中)主持原分所
第三、四任所長交接典禮，右為卸任的劉國

平院士，左為接任的王玉麟所長。

2006年10月，李遠哲院士卸任院長職務後，回到原分所擔任特聘研究員之歡迎茶會。由右至左依序為
林聖賢院士、李遠哲院士夫人、李遠哲院士、王玉麟所長。

1995年4月，李遠哲院長將原分所印信交給
原分所第一任所長林聖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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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一、歷年員額統計

自1992年起，原分所編制內的實際在職人員（研究人員和行政技術人員，不含合聘

研究人員）自25人逐步增加為目前（2007年底）的40人，其中研究人員由14人增加為26

人，幅度最大；行政技術人員由11人增加為14人（圖一及圖二）。

                    圖一  原分所歷年員額統計圖（199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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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年預算成長統計

原分所年度預算自1992年度的152,021千元，逐步增加至2007年度的265,377千元（圖

三及圖四）。

                        圖三  原分所歷年預算統計圖（1992-2007）

註：2000年會計年度改為曆年制，預算金額由1999年7月統計至2000年12月。

              圖二  原分所歷年編制內員額統計圖（199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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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00年會計年度改為曆年制，預算金額由1999年7月統計至2000年12月。

                         圖四  原分所歷年預算成長比率圖（199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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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原分所目前的學術發展分成四個主要研究方向，即（1）化學反應動態學與光譜，

（2）尖端材料與表面科學，（3）生物物理與分析技術，及（4）原子物理與光學。各組

的研究範圍及重點略述如下：

一、化學反應動態學與光譜組

本組的主要研究課題在於了解化學反應進行時的微觀動態過程，如原子間的交互作

用力，排列方式的改變，與能量的分配等重要訊息。對於人們想了解、設計、甚至控制

化學反應，提供了必要的知識。經過20多年的努力，原分所在化學動態學這個領域已經

奠定了雄厚的基礎。本組目前有6位同仁加上2位合聘同仁，擁有4台最先進且各有特色

的交叉分子束設備。其研究成果也居於世界領導的地位。1999-2007年間，本組同仁共發

表了8篇論文於 Science，1篇於 Nature（國內整個物理化學界在這段期間發表於此二國際

上最具影響力期刊之論文絕大多數是本組同仁的貢獻），並獲邀撰寫領域回顧性論文於

美國物理學會（APS）的Annual Review of Physical Chemistry 及英國皇家學會（RSC）的
International Reviews in Physical Chemistry各兩人次。 

研究團隊成員林志民博士與李遠哲博士，設計建造了數部獨步全球的交叉分子束

儀，以最先進的實驗技術，獲得令眾人矚目的結果。這些通用型交叉分子束儀，由於偵

測器內部的真空度高，大幅減少腔體中殘留氣體所造成的干擾，創造了全世界最低偵測

背景雜訊的紀錄。近年來，此分子束儀用於激發態氧原子與一系列碳氫化合物的反應動

態研究，發現了許多新的產物，闡明十分重要的反應機理。

劉國平博士以雙旋轉束源的交叉分子束儀來研究化學反應與碰撞能之間的關係，分

析氟原子與氫分子反應的高解析度數據後，確立了「量子動態共振」的存在。目前的研

究重點在以三維離子速度成像技術，配合雷射多光子共振增強游離方法，將精確動態學

的研究推廣到多原子反應體系。倪其焜博士與李遠哲博士建立了一套多質量光碎片離子

影像儀，可同時偵測多種光解產物的質量，能量在移動動能上的釋放，分解速率及異構

化的速率。結合可調頻紫外光雷射，此離子影像儀揭發了許多新的有機芳香族及雜環分

子的光分解異構化轉換途徑。

光譜學組許艷珠博士的主要研究動機，是藉由精密量測分子的能階位置，來提供

未知物的光譜、結構、能階及其物理性質，並進一步探討分子內部的各種作用機制，如

分子內各式作用力、電子態的轉變、電子能量與振動能量的互換等。目前的研究以短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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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分子及其金屬或鈍氣錯合物為主。劉輝堂博士利用Λ-type激發方式（三共振光譜技

術），研究氣態小分子如二硫化碳在高振動態下的光譜及分子動力學。

合聘研究人員的研究主題包括：自由基的光譜學、反應機構、反應速率及動力學

（李遠鵬博士）；氣態小分子作用之動力學與動態學（林金全博士）。

未來我們將進一步結合理論與實驗方法探討多原子分子的結構與光譜學以及它們發

生化學反應時的動態學。甚至要進一步把系統的複雜度延伸到分子與晶體表面碰撞反應

時的結構變化與動態學。希望這些整合的重點突破能將原分所在此領域的研究水平提昇

到更高的境界，繼續領先世界。相關的研究重點將包括：雙旋轉束源交叉分子束及三維

離子速度成像在反應動態的研究；自由基重要基元反應的交叉分子束動態學研究；中大

型多原子分子的光分解反應研究；高振動能分子的能量轉移及化學反應動態學研究；自

由基瞬態物種的光譜研究及精確初始量子力學計算在多原子分子上的應用等。

二、尖端材料與表面科學組

本組的研究重點在創製、量測及利用各種新穎材料，並闡明造成這些特殊結構或物

性的微觀機制。原分所自2003年開始跨入表面與材料科學以來已建立了一組頗具競爭力

的團隊，本組目前有7位同仁加上4位合聘同仁。其中有7位是「奈米國家型計畫」的主持

人，在我國奈米科學發展的歷程裡，本組同仁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本組成員王玉麟博士製造特殊的奈米結構，並探究其特殊的物理化學性質以及應

用的潛能。使用的方法是結合粒子自然組合與聚焦離子束微雕兩種技術，來製造奈米結

構，包括各種不同幾何排列的奈米管的陣列，並利用各種顯微分析技術來觀測其特性。

宋克嘉博士研究薄膜及基材之結構相變，薄膜之磊晶成長，雷射光促生晶核，包括表面

縐化，縐平相變，二維相域形態，薄膜之三維團簇形成等。近年開始研究金屬表面上一

維奈米氧化物結構形成之機制，及其上所衍生三維團簇之物理化學特性。林景泉博士研

究氫原子在鑽石各表面上的鍵結，了解鑽石的表面化學，並探討第四族半導體表面上氫

鍵振動相位離散的動態過程。最新的研究以表面光化學為重心，成功的以掃描穿隧顯微

鏡直接觀測到經紫外光激發後，成對順反式分子異構化的機制。魏金明博士發展一套理

論方法，能由電子自表面非彈性散射之能量及角度分佈直接推算出表面原子的位置。目

前的研究興趣是運用第一原理的方法，以計算來闡明各種低維度結構，如金屬薄膜、奈

米線、金屬團簇等之中的量子尺度效應。李哲倫博士則將第一原理總能量計算和激發

態分子動力學模擬方法研究氧化石墨（graphite oxide）及以碳為基礎的材料、蛋白質中

tryptophan residues的光激發作用，以及金屬和半導體奈米碳管的介電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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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貴賢博士的研究工作著重於含碳與含氮半導體晶體材料（如鑽石、氮化鎵、和奈

米鑽石薄膜等）之成長及特性量測。研究領域亦涵蓋了奈米碳管、氮化鎵、氮化銦、和

氧化鋅等一維奈米材料之製備與特性分析，並研究該等材料在新能源的應用。劉尚斌博

士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核磁共振光譜實驗技術之開發，及其在孔洞性材料、固體酸觸媒及

生化分子偵測等應用。近年致力於各種新穎孔洞性材料，如微孔沸石、中孔分子篩、孔

洞碳材等之製備、修飾及其在催化及主客化學與能源相關議題，如氫氣儲存及在燃料電

池之應用。

合聘研究人員的研究主題包括：龐磁阻相關物理與電子繞射及穿透式電子顯微鏡學

（陳正弦博士）；發展光譜技術來研究奈米尺度下光與物質間的作用（王俊凱博士）；

奈米晶體在生物標誌、檢測、分析，及光電元件上之應用（陳家俊博士）；奈米磁性系

統及其應用（林敏聰博士）。                       

近來本組同仁透過奈米計畫與本院應用科學中心、物理所及化學所等相關同仁保持

密切合作的關係。經由多次廣泛討論後，本組同仁已鎖定了以節約能源相關的奈米材料

為未來幾年的研究主題。期望在彼此切磋與互相激盪下，能加速增進奈米科學之基礎知

識，進而發展先進奈米技術並透過技術轉移來解決一些與能源生產、儲存及再生相關的

重要課題。同時我們也希望可以把能源和環境安全與保護相關課題做一全面性的探討。

未來的研究重點將包括：新穎奈米材料設計與合成；結構和界面分析；光譜與動態分

析；理論計算與模擬；新穎奈米光譜檢測技術的發展與應用及系統整合與測試等。

三、生物物理與分析技術組

本組的研究目標為：（一）以物理及化學為基礎，結合理論與實驗來探討生命現象

的本質；（二）運用光學、顯微術、與奈米科學的技術，開發新一代的工具來探討生物

系統在分子、胞器、及細胞團層級的行為。具有超高的質量解析度及準確度的傅氏轉換

離子迴旋共振質譜儀，即是本組仰賴的關鍵技術之一。

本組目前有6位同仁加上3位合聘同仁。其研究重點是將物理化學的方法應用於探測

生物體的機能。例如，用單分子儀來捕捉易致癌因子與DNA尾端；在近場光學於單分子

的尺度研究生物分子間的交互作用；利用質譜儀來檢定蛋白質的種類並研究生物分子的

基本物理性質。理論的同仁在電子轉換與光譜動力學方面已有良好的成果並且已將這些

理論推廣於太陽能電池的領域。也有同仁自行開發分子模擬的技術，並應用於探討離子

通道、蛋白質交互作用及巨大分子的大尺度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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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計算與分子動態模擬由楊大衍博士主導，研究的內容包括生物原型分子的特性

與結構，多 鍵上的電子與質子轉移，溶液中雙分子化學反應等，希望經由這些基礎研

究來瞭解酵素與基質作用時之複雜反應機理與動態行為。目前研究課題擴及蛋白質分子

本身的摺疊行為，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DNA的交互作用，蛋白質-配位基間的分子辨

識作用等。

曾文碧博士以雙色共振二光子游離光譜術來分析氣態生化分子的結構及其異構物，

進而推得分子、複合物和團簇在電子激發態及離子態時的穩定度、結構、及分子間的作

用力等特性。新的生化分子與離子產生源也在開發當中。張大釗博士建立單分子螢光光

譜與顯像等技術平台，研究DNA多變型結構之變化機制，監測藥物輸送的路徑過程及

其在細胞中與標的物的作用。同時也研發新的抗腫瘤藥劑及螢光生物標記，確定「四股

結構在人類染色體端粒」之存在，進而探討抗端粒酵素作用的分子結構與生物活性之關

係。范文祥博士從事近場光學研究，突破繞射定律之限制，發展達到空間解析度為十分

之一微米以下的顯微鏡。偵測的項目包括DNA分子在空間中的侷限效應，布朗運動，及

單一個蛋白質分子與DNA的交互作用等，將生物巨量分子的平均行為微觀化。

張煥正博士建造完成生物完整細胞質譜儀，可以測得到單一完整病毒顆粒、細菌顆

粒及真核細胞的重量。同時將生物質譜與奈米技術結合，開發奈米鑽石成為生物分子萃

取、濃縮與檢測的基質，並應用於活體細胞中生理機制的研究。韓肇中博士運用與張煥

正共同發明的創新蛋白質濃縮工具，開發辨識疾病生物指標的技術。這項發明特別有利

於從像尿液這種不需經由侵入方式就可取得的極度稀釋體液中，快速又經濟地提取多

及蛋白質等分子，以供大規模檢體統計分析之研究。

合聘研究人員的研究主題包括：以核磁共振法探討生物分子在溶液中的動力學（黃

良平博士）；生物質譜儀的發展、微陣與奈米技術的基因體與蛋白體研究（陳仲瑄博

士）；分子光譜，奈米材料的合成與鑑定，及奈米元件與偵測器做為化學及生化分子之

檢測（陳逸聰博士）。

本組同仁未來的兩大方向仍為基礎科學的探討及應用物理化學的方法來分析生物功

能。我們希望能透過本院基因體中心積極與本院生命科學組各所及各大學相關系所尋求

合作，使原分所同仁的物化專才在生命科學的研究領域中作出實質上的貢獻。研究重點

將包括：質譜、光譜技術與生物分子檢測；質譜技術與生化分子之分析；單分子光譜技

術與生物分子檢測；單分子方法研究生化分子之物理特性；大型生物分子之理論計算；

大型生物分子的物理與化學過程之模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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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子物理與光學組

本組的研究領域有：（一）原子結構、躍遷率、光游離與碰撞、量子點、正電子和

正負電子偶對與原子的反應以及強電磁場中的原子理論；（二）創新雷射與光電元件，

包含可調寬頻譜的脈衝雷射及其在光譜學的應用；（三）發展雷射電漿波加速器、Ｘ光

雷射、電漿非線性光學與兆瓦飛秒雷射驅動的電漿光電元件；（四）雷射分子冷卻、低

溫分子碰撞與反應以及使用載波包絡鎖相光梳雷射從事粒子波函數的量子控制。近年

來，原分所快速成長的非線性光學、超高功率雷射、強場物理等研究領域均已在國際上

嶄露頭角；在尖端雷射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上，已具國際競爭的實力；原分所發展的極窄

頻可調波長雷射和光學參量振盪器已經證明是研究分子光譜的利器；2004年建造完成的

十兆瓦雷射，其功能和規格仍繼續提升，已經用於推動前沿的研究領域，例如雷射電漿

波電子加速器、超快Ｘ光雷射、相對論性電漿非線性光學等，獲得了可觀的成果。

本組目前有7位同仁。原子物理理論團隊是由黃克寧博士與何耀錦博士領導，研究領

域涵蓋廣泛的原子物理問題。此團隊已發展了多組態相對論性混相法與複座標轉動法用

於精確的計算。前者可大幅提升計算效率，目前正有系統的用於原子結構、躍遷率、光

游離與碰撞過程等研究中；後者則已被證明是一個研究共振現象非常有效的方法，目前

正用於研究電漿屏蔽下原子的光游離與共振、外加強場下的原子、含氫量子點、正電子

和正負電子偶對與原子的交互作用。

由孔慶昌博士主持的固態雷射研究實驗室致力於新式雷射與光電元件的開發與應

用。目前的研究包含了發展緊緻可調頻雷射與研究粒子中的同調過程，並致力發展可攜

式可調頻雷射與診斷設備，用於與其他機構合作的研究計畫，其中包括與同步輻射中心

的合作。

由汪治平博士和陳賜原博士領導的強場物理與超快技術實驗室最近建造了一套高品

質的十兆瓦雷射系統，並致力於強場物理領域開創性的研究。這套雷射系統生成電漿的

溫度足以產生核融合反應，也可驅動電子運動顯現出相對論非線性行為。藉由時空波形

的編製，這套雷射系統已經用於製作暫態電漿元件以應用於強場物理的研究，而電漿元

件在強場下的非線性反應也開啟了電漿非線性光學的新領域。同時，這套雷射可產生同

步超短軟Ｘ光脈衝，其瞬間光譜亮度可比同步輻射高出好幾個數量級。

陳應誠博士計畫發展捕獲和冷卻分子的一般方法，包括共振腔致冷、雷射冷卻原子

輔助致冷和蒸發致冷等。低溫分子將被用來研究極冷碰撞和極冷化學反應，透過外在電

磁場的控制，可以針對偶極分子，偶極-偶極交互作用提供豐富的量子現象。鄭王曜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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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用光學外差法和量子干涉方法發展以光梳雷射為基礎的高解析度光譜學。研究的主

題是銫雙光子躍遷的特徵光譜，包括以光梳雷射來研究超冷原子或分子的量子控制，並

研究具有共振腔之邊界條件時，對此銫原子躍遷的影響。

原分所幾乎每一位實驗研究人員均有廣泛使用雷射的需要，實驗的創新與超越往往

需要尖端雷射技術的支持。因此尖端雷射技術的發展和應用與提升原分所整體的研究水

準息息相關。未來我們將繼續加強這方面的投資，並推動跨組的交流與合作，以獲致最

高的總體競爭力，研究重點將包括：可調全固態雷射的研發與應用；以瞬態電漿結構來

建造新世代的電子加速器和同調Ｘ光源；外加電場對原子之影響及研究電漿中之原子碰撞

過程；帶電粒子與原子之碰撞過程；量子控制銫原子；分子的冷卻、捕捉與碰撞研究等。

肆、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原分所從籌備處到成所迄今歷經26年的努力，在研究成果上已有相當良好的成績。

以發表在SCI論文為指標，原分所的論文發表篇數，由1985年的5篇，到2007年論文發表

篇數已增加至163篇，累計總篇數為2,047篇，成果斐然（圖五）。另外，原分所的多項發

明技術亦在本國、美國、日本及歐盟等國家獲得專利權，自1996年至2007年間，總計有

20項發明技術獲得共31種專利權（表一及圖六）。

                   圖五  原分所歷年 SCI 期刊發表篇數（198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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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原分所歷年獲得專利一覽表（1996-2007）

技術名稱 發明人 獲專利國家證號及核發日期

差動共焦顯微術

Differential Confocal Microscopy
汪治平

中華民國（TW 289800，1996/11/1）
美國（US 5,804,813，1998/9/8）

高效率臭氧產生裝置

Apparatus For Efficient Ozone 
Generation

劉輝堂

日本（JP 2936069，1999/6/4） 
美國（US 6,007,785，1999/12/28） 
中華民國（TW 123447，2001/11/21） 
歐盟（EU 965560，2006/5/3）

Crystalline SixCyNz with a Direct   
Optical Bandgap of 3.8 eV 

陳貴賢 美國（US 5,935,705，1999/8/10）

固態雷射頻率轉換器

Efficient Frequency Conversion A
pparatus for Use with Multimode 
Solid-state Lasers 

孔慶昌
中華民國（TW 106891，1999/8/21） 
美國（US 6,005,878，1999/12/21）

點狀離子/電子源
Dual Ion/Electron Point Source 

王玉麟
中華民國（TW 138072，2001/11/29） 
美國（US 5,977,549，1999/11/2）

可進行大面積探針掃瞄之剪力回饋架

構、利用此架構形成之近場光學顯微

鏡及其掃瞄方法

Large Area Scanning Tip System for 
Near Field Microscope

范文祥
中華民國（TW117513，2000/7/1） 
美國（US 6,271,513 B1，2001/8/7）

Crystalline SixCyNz and Method for 
Synthesis of the Same

陳貴賢 美國（US 6,090,358，2000/7/18）

含矽氮化碳晶體及合成方法 陳貴賢 中華民國（TW 132449，2001/5/28）

雷射光倍頻產生的方法和設備 孔慶昌 中華民國（TW 137220，2001/7/11）

音頻離子阱單粒子質譜儀

Ion Trap Mass Spectrometer 
張煥正

中華民國（TW I250278，2006/3/1） 
美國（US 6777673，2004/8/17）

新的寬能距材料 陳貴賢 中華民國（TW 139463，2001/8/21）

形成奈米尖端陣列的方法

Method of Forming a Nanotip Array in a 
Substrate by Forming Masks on Portions 
of the Substrate and Etching the Un-
masked Portions 

陳貴賢
中華民國（TW I233161，2005/5/21） 
美國（US 6,960,528 B2，2005/11/1）

Quadruplex Stabilizer 張大釗 美國（US 6,979,738 B2，2005/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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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六  原分所歷年獲准專利件數統計圖（1996-2007）

技術名稱 發明人 獲專利國家證號及核發日期

於鑽石表面雕刻無法複製之圖案的方

法、表面有圖案之鑽石以及鑑示物品

的方法

王玉麟 中華民國（TW I253406，2006/4/21）

探測奈米粒子之方法及其裝置

Nanoparticle Ion Detection
張煥正

中華民國（TW I257705，2006/7/1）
美國（US 7,119,331 B2，2006/10/10）

紫外線光學臭氧偵測器

Ultraviolet Photoacoustic Ozone 
Detection

孔慶昌
美國（US 7,069,769 B2，2006/7/4）
中華民國（TW I265288，2006/11/1）

化合物及使用端粒之G-四股結構體穩
定之方法

張大釗 中華民國（TW I260320，2006/8/21）

鑽石微晶粒在生物科技上之應用 張煥正 中華民國（TW I262310，2006/9/21）

完整生物細胞質譜儀

Biological Whole Cell Mass 
Spectrometer

張煥正 美國（US 7,161,147 B1，2007/1/9）

可變同調光源及物體微影像擷取裝置

High Repetition Rate Visible Optical 
Parametric Oscillator

孔慶昌 美國（US 7,298,545 B2，2007/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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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一、化學反應的動態共振現象 

早在1970年代理論化學家即預測某些化學反應中可能存在量子力學引發的動態共振

現象，然而很難從實驗中偵測到此現象。1985年李遠哲院士才首次提供了一些實驗上的

佐證，引發了學界極大的迴響及更大一波理論的探討。到了1996年，原分所研究員在F 

+ HD → HF + H反應中果真找到了動態共振現象的明確證據。透過與美、英理論學家的

合作，我們亦闡明了此現象在反應機制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在反應截面，生成物的角分

佈，及量子態分佈中所透露出的訊息。此一成果對日後探索其他化學反應之共振態時提

供了一極有系統及啟發性的指引。（Phys. Rev. Lett. 85, 120, 2000）

二、奇妙的化學反應動態過程（實驗與理論的美好組合）

研究化學反應如何的進行是化學學門裡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課題，人們必須對分

子在反應過渡態的動態行為有非常深入的研究，才可能了解化學反應的詳細過程。長期

以來，科學家們雖對反應動態學已有相當著墨，但是化學反應過渡態區域的量子態結構

對化學動態過程的影響卻仍有許多基本的問題尚未解決。原分所研究人員首次從理論和

實驗上驗證了過渡態區域的一般勢壘量子態對化學動態過程的奇妙影響，釐清了化學反

應中一個重要的基本概念。此項研究成果極受到國際學界的重視與推崇。（Nature 419, 

281, 2002）

三、「成雙成對」的化學反應生成物

長久以來有關化學動態學的研究多著重於由三或四個原子所組成的簡單化學反應。

為了深入探討更廣泛的多原子化學反應體系，原分所的化學動態學實驗室研發出三維離

子速度成像技術，並將其與交叉分子束實驗技術結合，用來偵測兩個反應產物彼此的關

聯性。藉此得知化學反應發生的瞬間，其原子的排列、運動、能量的流動與分配等重要

資訊。相關研究人員以氟原子（F）與甲烷分子（CD4）的反應為例，測量二個反應產物

（DF 與CD3）所處的狀態之間的匹配對應性，發現處於不同振動狀態的每一對產物在不

同的碰撞方向上有相當不一樣的分佈並推測其發生的原因。這項重要的成果不但引起學

界的注目，也開啟了多原子化學動態學研究的新紀元。（Science 300, 966, 2003）

四、細緻的化學反應 

氫原子（H）和氘分子（D2）的碰撞是最基本的化學反應之一，詳細的了解這個反

應可使人們對其他化學反應有更深一層的認識。這個反應雖然很重要，科學家多年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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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在理論上做了最詳細的研究，然而卻欠缺細緻的實驗研究來檢驗理論是否正確。原分

所的研究人員利用最新的實驗方法研究氫原子和氘分子碰撞後的產物氘原子（D）與氫化

氘（DH）。他們不但精密地測量了產物的動能，還詳細地紀錄下氘原子在各個方向上的

分佈情形。此外，他們同時測量到第二種產物（氫化氘）的狀態分佈隨著反應物氫原子

和氘分子碰撞的能量改變而有振盪的現象。這些精密的實驗觀測都和最新的理論計算結

果相符合，再次加深了人類對基本化學反應過程的瞭解。（Science 300, 1730, 2003）

五、「表面奇異原子團」及其晶體

奈米科技是舉世公認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科技之一。為了實現奈米科技產業，世界

各國的科學家與工程師都全力投入奈米科技的研究。目前奈米科技研發所面臨的最大挑

戰之一就是如何大量製造大小與結構都相同的奈米結構，並將這些結構規規矩矩地排成

一個井然有序的陣列。原則上，如果用這樣的陣列來當記憶體，在一片指甲大小的範圍

裡，可以放置一兆個以上的記憶單元。原分所的研究人員最近在矽晶圓的表面上成功地

製造出由鎵原子所組成的超高密度奈米結構陣列（每平方公分約30兆顆）。此陣列中的

每一個奈米結構都是一顆具有特殊穩定性的「表面奇異原子團」。這項研究成果可算是

奈米科技研發的一項重要里程碑。（Phys. Rev. Lett. 81, 164, 1998; Phys. Rev. B 64, 241404, 

2004; Phys. Rev. Lett. 92, 066103, 2004）

六、奈米針尖陣列

尖端半導體、光電材料的開發是近代科技上重要的一環。原分所積極合成新的矽碳

氮基（如鑽石、GaN、InN、SiCN等）奈米材料，並深入探究這些尖端材料的新結構、

新形狀、特殊功能。改變物質的形貌成為奈米大小的點、線、或針尖結構可以創造新的

物質特性與應用，原分所過去在奈米碳管、奈米線的研發已領先國際，最近更開發出奈

米針尖陣列。這種尖端細達1-2奈米的特殊結構可透過物理與化學蝕刻的方法在矽、氮化

鎵、石英、藍寶石、銅、玻璃等不同材料上形成，這些奈米材料在電子場發射、表面光

譜偵測、抗反射光學表面上有顯著優勢，可以做為新一代平面顯示器、感應器、與特殊

光學元件的材料。（Appl. Phys. Lett. 83, 1420, 2003; Nano Letters 4, 471, 2004）

七、十兆瓦超高功能雷射

經過許多努力後，原分所研究員建造完成了一部能產生超強電磁脈衝的雷射系統，

其規格可與世界上最先進的系統匹敵。這部雷射的瞬間功率高達十兆瓦特，相當於一千

個核能電廠的總和功率。聚焦之後瞬間照度高達每平方公分1019 瓦特，相當於整個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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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的陽光集中照射在頭髮的截面上。這種照度所產生的光壓高達十億大氣壓，足以將

原子壓垮，促成核融合反應。目前這套雷射的主要用途之一是發展強力電子加速器，我

們的研究成果是世界上首次以雷射光控制注入電子的成功展現，對於強力電子加速器的

實現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步驟。（Phys. Rev. Lett. 92, 075003, 2004）

八、外太空中奈米鑽石的光譜

早在1969年，即有科學家提出「碳原子以鑽石的形式存在於外太空中」的論點。直

到1987年，地質學家首次在原始隕石中提煉出直徑約3 - 5 奈米的鑽石顆粒，這項發現支

持前述了的理論，但缺乏確切的光譜證據。自從天文學家在人造衛星上裝置了紅外線望

遠鏡後，天體發展有了全新的面貌。1999年，三位法國天文學家發現在金牛座附近黑暗

星雲內其中有兩顆星球會放射出神秘的紅外線光譜，然而這光譜居然和原分所光譜實驗

室於1995年所測得的奈米鑽石光譜線非常吻合。這正是第一次以光譜術來證明奈米鑽石

存在於外太空中。根據這些實驗數據，我們估計在這兩顆星球附近的奈米鑽石的數量約

為 1020 公斤，顆粒的直徑可能大於 35 奈米。（Astrophys. J. 639, L63, 2006）

九、不同的苯環衍生物異構化現象

利用自行研發的多質量光碎片離子影像儀，探討苯胺及甲基 啶這兩個同分異構物

在193 nm的光致異構化及其光分解反應。我們測量了分解碎片的移動動能分佈及分解速

率。結果顯示至少有23%的苯胺及10%的甲基 啶在吸收193nm光子之後，經由內轉換，

變成具高振功能的分子，再異構化至七環的同分異構物，最後再變回六環異構物（苯胺

或甲基 啶），然後才分解。這樣的異構化包括了甲基上碳原子、氫原子或胺基上氮原

子、氫原子及六環上碳、氫原子的互相交換，這是不同於一般苯環衍生物的光致異構化

行為。（J. Am. Chem. Soc. 126, 8760-8768, 2004）

十、氧化鋁孔洞薄膜的奈米陣列

近來奈米孔洞材料受各界的多方注意，其中又以陽極氧化鋁孔洞最具廣泛的運用價

值，不僅具有高的深寬比及長程的有序排列，其穩定的孔洞性質結構更適合用來做為奈

米模板，成長各式奈米材料。我們利用聚焦離子束成功地關閉氧化鋁孔洞，並有效的利

用聚焦離子數的特性在氧化鋁孔洞薄膜上製造出各式幾何形狀的奈米陣列，這不僅是一

個有趣的發現，也創造出氧化鋁奈米孔洞更多的應用。例如用這種底板來成長緊密堆積

的奈米銀離子陣列，並用其作表面增加式拉曼光譜測量底板。（Adv. Mater. 17, 222-225, 

2005; Adv. Mater. 18, 19407,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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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光同分異構化的「單鍵翻轉」機制

利用「電子穿隧顯微術」（STM）觀測到Ag/Ge (111)√3 -表面上二苯乙烯分子的光

同分異構化現象，此結果是科學上首次直接證明光同分異構化的「單鍵翻轉」機制。另

外，值得一提的是，此光化學反應乃是很奇特地以成對方式進行，因此，我們也提出了

「雙激發子」模型理論來合理解釋此光化學行為。此奇特光化學反應不僅具有內在的科

學研究興趣，也有助於了解具有光活性單分子奈米元件的科學原理。（J. Am. Chem. Soc. 

127, 10788-10789, 2005）

十二、外加電場的製膜方式

發光共軛高分子薄膜在以旋轉塗佈或是滴定鍍膜製造過程中，在原有無序之主要結

構外，也會產生部分奈米尺度之有序區塊。此區塊的大小、方向與密度則決定於樣品備

置的條件。我們發現如果在溶劑蒸發過程中加入一外加電場，可防止高分子分子鏈的堆

疊效應，進一步消除這些奈米尺度之有序區塊，導致電荷的遷移率增加一個數量級，這

樣的結果顯示高分子薄膜內無序與有序部分的比例決定了的電荷的遷移率；對於不適合

單晶成長高分子材料，這個新方法可用於提高電荷傳導效率之提升。（Adv. Materials. 17, 

1835-1838, 2005）

十三、四股結構去氧核醣核酸存在於人體端粒的偵測

單股的端粒去氧核醣核酸傾向於生成四個G-鹼基對的平面結構稱為四股結構。在體

外實驗中，若有單價陽離子存在時，則非常有利於這種結構的形成。然而，四股結構是

否真的存在於人體染色體的尾端，仍然是個謎。我們藉由BMVC的特有性質，經由對不

同構型去氧核醣核酸的不同作用力，驗證了這個重要的問題。雖然BMVC在不同的去氧

核醣核酸的環境下，其螢光皆會有大大的增強；但是BMVC對於四股結構去氧核醣核酸

d(T2AG3)4比雙股結構具有更高的靈敏度與選擇性。此外，BMVC與四股結構去氧核醣核

酸作用有特定的螢光波長約在575nm；而與大多數的雙股螺旋去氧核醣核酸作用則出現在

545 nm。用2 nM的BMVC與從人體細胞中淬取出來的染色體去氧核醣核酸混合作用後，

發現螢光放光波段是在575 nm；這暗示著四股結構確實出現在人體的細胞核中。進一

步分析BMVC在中期染色體尾端與其他部位的螢光波長，我們偵測到在尾端區域出現了

BMVC與四股結構去氧核醣核酸作用的放光波長。綜合這些結果，我們提出了第一個四

股結構去氧核醣核酸存在於人體端粒的證據。（Anal. Chem. 76, 4490-4494,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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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巨型離子質譜的觀察

在質譜學中，巨型離子的偵測是一個非常有挑戰性的題目，這是因為傳統以游離方

式為基礎的偵測器，是藉由產生及放大二次電子來達到偵測的目的，然而這也使得帶電

粒子的偵測侷限於質荷比小於一百萬以下。另外二種型態的偵測器：即能量敏感型和電

荷敏感型，近來也被採用來克服此限制，然而它們並未廣泛的被使用。我們提出以光子

敏感型偵測器作為另一種可能的替代方案，這包括二種的偵測方式：（1）散射光偵測式

和（2）雷射誘發螢光偵測式。我們回顧有關以光子方式偵測帶電巨粒子的新發展，包括

微米和奈米尺度的合成聚合物和高質量的生物分子。以此新型態的質譜儀設計，我們成

功的觀察到巨離子質譜，這些帶電巨粒子的直徑介於十到一千奈米或質量介於一百萬到

一億億萬道爾頓之間。（Mass Spectrom. Rev. 23, 443-465, 2004）

十五、雷射電漿波電子加速器

雷射電漿波電子加速器被視為極具希望的下一代電子加速器，我們成功地以在雷射

傳播方向的一個急遽變化的電漿密度分佈來達成注入電子到雷射電漿波，為這個領域的

關鍵問題提供了一個解決方案。其關鍵在於我們發展了以光場游離及流體膨脹的原理在

氣體中挖洞，以製造出所需的密度梯度。這樣的概念也已經被我們推展應用到其他雷射

電漿物理的應用上。（Phys. Rev. Lett. 94, 115003, 2005）

十六、史塔克效應的嶄新發現

我們在外加電場影響下對受困於球型量子點中氫原子之半束縛態能階和共振寬度作

精密計算，研究在不同大小之量子點所計算出的共振能階和寬度，相較於自由原子的史

塔克效應，此研究結果為嶄新的現象。（Phys. Rev. B 69, 165323, 2004） 

十七、分子的超級碰撞與其能量的轉移

處於高能量狀態的分子，其能量的轉移，可以直接影響化學反應。其中，能量轉

移的分佈，及超級碰撞是否存在，多年來一直是物理化學家未能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

我們利用交叉分子束儀器和時間切片散射離子影像儀，來研究高能量狀態分子的能量轉

移行為。我們發展的方法，可以直接測量能量轉移的分佈，並且觀察超級碰撞的存在及

其產生的條件。這是高能量狀態分子的能量轉移，首次被詳細地研究。（J. Chem. Phys. 

123, 131102, 2005;  J. Chem. Phys. 124, 05430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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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極精確的游離能和離子光譜測量 

同素異構分子的游離能和離子光譜是無法以傳統的儀器測量的，我們利用自行設

計並組裝的共振多光子質量解析臨界游離光譜儀來測量同素異構分子的精確游離能並紀

錄它們的離子光譜，所取得的新數據可作為鑑別離子態分子，並且用以探討分子的許多

物理化學特性，許多這些新數據被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中心網站收錄，根據這些新

數據寫成的論文皆被收集在德國慕尼黑科技大學及英國約克大學維護的網站。此研究課

題將持續進行，持續為學術界做出貢獻。（J. Chem. Phys. 115, 743, 2001;  J. Chem. Phys. 

122, 044311, 2005）

十九、鑲崁金奈米顆粒的奈米線之光電特性

我們成功製備鑲崁金奈米顆粒的奈米線，並結合金顆粒之表面電漿共振吸收與奈米

線之電傳導特性證明特殊波長光導作用。這種奈米複合材料可進一步應用在光波導奈米

元件、奈米感測器及奈米光電元件上。（Nature Materials 5, 102, 2006）

二十、杜新斯基效應的角色 

杜新斯基效應在分子的π-π*電子躍遷過程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我們考慮溫度效

應推導出多原子分子的光吸收及非輻射躍遷的精確理論模式，這個理論成功地用來解釋

乙烯和丙二烯的光譜，證明了這兩個分子在第一電子激發態時有很強的杜新斯基效應。

（J. Phys. Chem. A 103, 10674, 1999）

二十一、振動激發的CHD3是真的會更有效加快其與氯原子的反應速率嗎?

當氯原子與甲烷反應時，一般皆認為甲烷的伸張振動將會更有效地加速其反應速

率。最近的一些實驗似乎也與此認知吻合。藉由精準地控制反應碰撞動能，我們很意

外地發現，甲烷的伸張振動並不比同等量的平動能提供更多的反應活性。雖然此二種

不同型式的能量對反應生成物的內能分佈及角佈有決定性的影響。（Science 316, 1723,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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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在國內外學術界之地位

在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的網址中，可查出一個單位在某年論

文發表的數目及其至今被引用的次數。前者為論文之「數量」而後者多少反映文章之影

響力或「品質」。但因不同的單位大小不同，也會影響到「數量」及被引用之次數。兩

個較為客觀的指標則為（一）平均每一 faculty每年發表的論文數，和（二）平均每篇論

文被引用的次數或相對引文索引（Relative Citation Index，RCI）。雖然此二指標確有不

足，但亦具相當程度的參考價值。

以下我們將用此二指標分別與亞洲名校及歐美一流學府作自我評比。因原分所35位

同仁（含9位合聘）中有24位屬物理化學，11位屬物理。故評比的對象大部份為化學系

/所，但亦含少數物理系所以作參考。此外為方便比較，我們亦列了一美國中西部大學

之系所。為使引用次數在統計上較具意義，我們將溯自1997年至2007年共11年之論文紀

錄。

根據SCI網址所提供的資訊，原分所每位研究員每年發表的論文平均有4-5篇SCI的文

章，這數目也與亞洲及歐美的部份一流學府差不多（圖七）。但若以RCI來看，則有明顯

地落差。這結果多少反映出我們論文或研究成果尚不為學界同儕所熟悉。倘若與幾個有

代表性的亞洲著名學府相較（圖八），原分所的表現則位於中間。客觀想一想，原分所

能在短短的二十幾年裡有這樣的成果，實屬難能可貴。然而這些統計數字所傳達的訊息

是很明確的：我們的研究成果若要達到歐美一流學府的水準，尚須格外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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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其他特色

一、自行設計特殊創新的儀器

原分所研究員的教育與研究背景涵蓋化學、物理和電機等學門，所從事的研究常是

跨領域的。許多研究人員所從事的實驗主題比較特殊且具創新性，而市面上現有的儀器

無法滿足實驗的需求，因此研究人員必須自行設計並組裝特殊用途的儀器。例如李遠哲

院士及劉國平院士所從事的化學反應與分子動態學研究中所需的分子束飛行時間質譜儀

就是在國內自行設計組裝。此一全球首屈一指的儀器具有高靈敏度、低雜訊等特點，可

用以量測重要的化學反應相關物理量，所獲致之實驗成果為其他研究團隊所難以項背。

該團隊亦設計並組裝一套世界上相當獨特的多質量離子影像偵測儀，用以探討光解離反

應的詳細過程。此外，劉國平院士率先研發一套高解析度離子成像儀，配合共振多光子

偵測技術，可用以研究化學反應的詳細動態過程。原分所近年來在化學反應與分子動態

學的研究成果之傑出有目共睹，在同領域中為數不少的國際著名學者認為原分所的研究

水準堪稱世界第一。

二、專業的技術支援

為了支援各類科學儀器的研發與製造，原分所設有精密機械加工場、電子儀器修護

室、玻璃加工暨光學元研磨工場和電子計算機室，以提供專業技術的服務。機械工場目

前共有4位工作人員，主要服務項目為製作精密機件，並提供技術性的建議，如一般金屬

及陶瓷石英類非金屬之機械加工、特殊小型超高真空腔體製作加工、暑期機械加工訓練

課程。設備包括了：銑床、鋸機、焊接、磨床、車床、衝床等。電子儀器修護室目前有

1位工作人員，主要負責電子電路設計、電子儀器維修、電路板製作、電子零件之代購

或諮詢，及製作特殊電子器材。設備有頻率合成器、雕刻機、數位萬用電表、信號產生

器、示波器、高壓電源供應器、電源供應器、萬用頻率計及萬用頻率計等。玻璃加工暨

光學元研磨工場目前有1位工作人員，設備有鏡片研硝機、研磨拋光機、玻璃車床、高溫

爐及玻璃切割機等，能製作各式精密玻璃儀器，亦可針對各實驗室大型玻璃儀器的保養

或修改，隨時依需要至現場裝配，是中研院內唯一的玻璃加工暨光學元研磨工場。以上

各工場所提供的設備及技術服務，是國內大學系所少有的。另外，原分所亦設有電子計

算機室，目前有3位工作人員，除了負責全所內外的整體網路系統規劃管理外，還包括電

腦軟硬體專業知識的諮詢服務、資料庫的建立，及協助理論計算與數據的分析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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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培育與國內大學間的交流

為了促進與國內大學之間學術研究及教學方面的交流，原分所共有16名研究人員

合聘於臺灣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陽明大學、臺灣師範大學、中央大學、東華大

學等校之物理、化學、光電、生醫光電共11個系所。原分所研究同仁藉教學的機會，在

相關學科的理論得以複習，也將研究所得的新知識傳授給學生，是教學相長的典例。此

外，學生也有機會到原分所從事碩士或博士論文的相關研究工作，拓展他們的研究視

野，也因此造就不少優秀人才。原分所亦合聘了9位來自臺灣大學、交通大學、臺灣師範

大學等校之教授，這些合聘教授的研究領域和原分所的研究方向都有關聯，因而在儀器

的共用、研究課題的討論等方面都和原分所研究同仁有很好的互動。合聘教授也善用原

分所在玻璃加工暨光學元件、電子儀器修護、精密機械加工、電子計算機等技術支援，

使他們的研究品質得以進一步提升。

由於原分所設立於臺灣大學校園內，基於互利的原則下，提供三間標準型的實驗室

供臺灣大學化學系的合聘教授使用，演講廳、會議室和各個討論室也都以登記方式提供

臺灣大學各單位免費使用。因地利之便，原分所和臺大化學系的物化及分析組聯合舉辦

每學期的定期邀請演講，研究同仁和臺大的師生們都受益良多。與臺大化學系的聯合圖

書室設於原分所大樓內，使得原分所同仁和臺大師生們都能共享研究期刊與相關的圖書

資源，現藏書約19,000冊，期刊200餘種，化學領域的圖書資源可說居全國之冠，其中原

分所添購之圖書有1,171冊，裝訂期刊2,459冊，期刊種類16種。

四、學術活動的積極參與

原分所研究同仁積極參與國內外學術界的各項學術活動，包括（1）擔任學術單位

進度、研究成果與預算的審核人，（2）擔任國際學術期刊的主編、編輯成員與論文評審

員，（3）擔任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辦人、協辦人與演講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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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語／展望

原分所自1982年底開始籌劃以來，克服種種困難，直到1994年時考量人員、經費、

設備、研究成果及未來的發展等因素後，正式奉准成立。當時有23位專任研究人員和6位

合聘人員，當年總共發表了78篇SCI學術論文（每人2.7篇）。2004年我們歡度10週年慶

時，有25位研究人員和8位合聘人員，當年發表了150篇SCI學術論文（每人4.7篇）。這

些數據告訴我們，原分所不但在研究人員總數有穩定的成長，研究人員的個人績效更有

大幅的提昇，特別是化學動態學與光譜組同仁的傑出表現更讓我們在國內外的學術界獲

得一致的肯定。仔細檢討過去的成果，進而分析未來如何更上一層樓的策略，我們體認

到：過去的成就比較偏向「點」的突破，即僅在某個特定領域的卓越。因此我們預定未

來數年的中長期計畫架構下整合現有的研究人力與物力，選擇性針對幾個前瞻性的跨領

域加入新血，進而在幾個特定的領域中提昇原分所學術的品質與份量，得以在國際舞臺

上展現我們的特色。

我們期望未來數年中，研究經費能夠按照所提出的幅度成長，讓我們能成功地聘請

新人，整合研究團隊。我們有信心能在下列八個方面獲得豐碩的成果與效益。一、開發

新的瞬態物種偵測技術，瞭解自由基活性與動態學及其與巨觀現象之關聯。二、瞭解分

子與表面反應和分子在介面上之特性與運動之機制，開發尖端材料在節約能源與環境保

護方面之應用。三、結合原分所同仁質譜、光譜與量子化學計算三方面的專長及最先進

的儀器設備，積極與中研院生物學家們密切合作，預期在生命科學上將會有具體而卓著

的貢獻。四、發展新型尖端雷射，瞭解物質與超強雷射光之相互作用。五、廣泛利用光

梳雷射之特性在原子與分子的各類量子調控反應。六、原子與分子的玻色-愛因斯坦凝聚

態與分子反應動態學之結合。七、儲訓研究生、研究助理、博士後研究員等高級研發人

才。八、促進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提升我國國際學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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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籌備處 http://www.asiaa.sinica.edu.tw/

壹、設立沿革

本院於1928年初創時即於南京成立天文研究所，由高魯先生擔任第一

任所長，其後並在紫金山建有天文台。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後，國

民政府遷都重慶，天文研究所輾轉遷到昆明，並在鳳凰山建造天文台。天

文所草創初期，雖戰亂頻仍，仍堅守學術崗位，進行觀測與研究。1949年

中央研究院遷臺，天文所未能及時撤遷。1990年林家翹院士建議在臺灣重

新設置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1991年吳大猷院長倡議組織天文所規畫委

員會。該委員會並於同年11月提出我國「發展天文學門十年規劃書」（草

案）。1992年評議會通過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設所計畫，次年成立籌備

處並組織設所諮詢委員會，由徐遐生院士出任主任委員，李太楓先生為首

任籌備處主任。其後袁旂先生（1994年至1996年）、魯國鏞先生（1997年

至2002年）、郭新先生（2003年至2005年）、賀曾樸先生（2002年至2003

年、2005年9月迄今）先後接掌本處。

本處於2001年遷入國立臺灣大學校區，此外，在夏威夷亦有辦公室。

目前本處工作人員約有150人，包括研究人員、博士後研究、工程技術人員

以及行政人員。本處為一國際合作的團隊，儘管大多數同仁為本國籍，但

也有許多研究人員及博士後研究學者係來自不同的國家，包括澳洲、加拿

大、法國、印度、日本、韓國、瑞士、美國、越南、西班牙、馬來西亞、

克羅埃西亞、以色列、新加坡等國。

本處的研究項目涵蓋太陽系至宇宙學等各天文重要領域，一面使用

世界級地面及太空天文設施進行觀測，一面以分析與數值方法從事理論研

究。本處並經常舉辦國際學術會議，目標是成為世界一流的學術研究機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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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天文所歷年員額統計表 (1993-1999年)

年  度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編

制

內

人

員

特聘研究員 0 0 0 0 1 1 1

研究員 1 1 1 1 1 1 1

副研究員 0 0 0 0 0 0 2

助研究員 0 0 1 2 4 4 4

研究助理 1 1 2 2 3 3 5

助理 0 0 0 0 1 1 0

技工 0 0 1 2 2 2 2

總額 2 2 5 7 12 12 15

博士後研究人員 0 2 5 8 7 9 13

約聘(僱)助理 1 3 5 6 10 18 17

天文所歷年員額統計表 (2000-2007年)

年  度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編

制

內

人

員

特聘研究員 1 1 2 2 2 3 2 2

研究員 1 1 1 1 1 1 1 2

副研究員 3 4 3 3 3 4 5 4

助研究員 4 4 4 5 4 5 9 13

研究技師 0 0 0 0 2 2 2 2

研究副技師 0 0 0 0 2 2 2 3

研究助技師 0 0 0 1 1 2 2 2

研究助理 5 3 4 4 4 3 2 2

技工 2 2 2 2 2 2 2 2

總額 16 15 16 18 21 24 27 32

博士後研究人員 16 15 15 18 18 20 18 23

約聘(僱)助理 24 24 24 31 41 48 60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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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文所歷年預算統計圖

註：1. ■圖示為建築經費。

       2. 2000年會計年度改為曆年制，預算金額由1999年7月統計至20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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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一、次毫米波陣列計畫 (SAO/ASIAA Submillimeter Array, SMA)

1996年本院與史密松研究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簽約，由本處建造兩座次毫米

波望遠鏡，與史密松天文台（Smithsonian Astrophysical Observatory, SAO）建造的六座同

型望遠鏡在夏威夷毛納基峰（Mauna Kea）上組成全世界第一組次毫米波陣列。本處建立

了技術團隊，負責建造此高精密度望遠鏡及其高科技接收機，並成立研究團隊使這獨特的

設備能充份發揮功用。此陣列於2003年落成啟用，啟用後即持續在次毫米波段進行觀測。

二、中美掩星計畫 (Taiwan-America Occultation Survey, TAOS)

中美掩星計畫由本處與中央大學、美國史密松天文台（該團隊原隸屬勞倫斯利物摩

國家實驗室及賓州大學）及韓國延世大學合作，在玉山國家公園附近的山頂上架設4臺

全自動光學望遠鏡作巡天觀測，每晚自動偵測1,000顆恆星，利用掩星技術偵測古柏帶中

目前尚無法偵測到的小型或極遠天體。本計畫有助於瞭解短週期彗星源始、行星形成過

程、以及太陽系早期歷史。

三、 宇宙背景輻射陣列計畫 (Array for Microwave Background Anisotropy, AMiBA)

宇宙背景輻射陣列為研究宇宙學的尖端儀器，能測量宇宙微波背景的偏極化並利用

孫亞葉夫-仄爾都維契效應偵測高紅移星系團。其設計、興建與運轉均由本處主導，主要

合作單位為臺灣大學物理系與電機系以及澳洲國家天文台。第一期宇宙背景輻射陣列由7

座天線組成，已於2006年10月正式啟用，並以本院李前院長遠哲命名。目前正進行擴建

至13座天線的工作。

四、 可見光與紅外線天文儀器計畫 (Optical and Infrared Instrumentation Program, OIR)

為支援高紅移星系團的後續觀測並訓練新一代的可見光與紅外線天文學家，本處參

與研發加-法-夏望遠鏡的廣角紅外線相機並取得3.6米加-法-夏望遠鏡68夜的觀測時間。此

相機已於2005年裝置到加-法-夏望遠鏡內啟用。以中美掩星計畫的經驗為基礎，此計畫進

一步建立本處發展世界級可見光與紅外線儀器的能力。

五、理論天文物理研究 (Theoretical Astrophysics)

本處研發解決天文物理問題的嶄新計算流力與磁流力程序，命名為大火程序。此程

序已成功地應用於研究位於星系與恆星形成區域的天文物理盤。本處並與清華大學合作

成立高等理論天文物理研究中心(TIARA)，提供理論天文物理研究與教育的整合計畫，並

針對宇宙中有關形成與結構等天文物理問題進行尖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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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阿塔卡瑪大型毫米波及次毫米波陣列計畫(Atacama Large Millimeter/
submillimeter Array, ALMA)

阿塔卡瑪大型毫米波及次毫米波陣列（簡稱ALMA）計畫是有史以來全球最大的地

面觀測設施興建計畫，三個主要合作夥伴為北美、歐洲及日本。本院於2005年與日本自

然科學研究機構簽約加入ALMA-日本計畫，由本處與日本國立天文台合作參與此陣列的

研發及興建。此外，臺灣並於2007年底加入ALMA-北美計畫。藉此臺灣天文學家將可取

得分配給日本及北美的觀測時間。臺灣對ALMA計畫的參與特稱為ALMA-臺灣計畫。

肆、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天文所SCI-expanded期刊發表統計

年份 搜尋結果 校對後數字
註：

1.  天文所於SCI-expanded期刊發表統計，
使用下列檢索策略：

Search Fields:
AD= ((Acad Sinica SAME Astro*) OR 
ASIAA OR TIARA) SAME (Taiwan or 
Taipei);   
DocType=All document types;
Language=All languages;
Database=SCI-EXPANDED;
然而有些作者之address不含本處地址，
需用人工校對。

2.  次毫米波陣列SCI論文統計資料來源如
下：

http://smadata.cfa.harvard.edu/wwwSci/pub/ 
http://www.asiaa.sinica.edu.tw/~SMART/sci-
ence3.html

1994 (1) 1

1995 (4) 13

1996 (13) 17

1997 (13) 22

1998 (19) 23

1999 (23) 23

2000 (25) 30

2001 (38) 41

2002 (28) 34

2003 (32) 43

2004 (54) 54

2005 (37) 56

2006 (47) 54

2007 (79) 82

(由Web of Science上資料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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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文所歷年 SCI 論文統計圖

          次毫米波陣列 SCI 論文統計圖

八十年內頁卷二(數理6-11).indd   587 2008/6/20   3:33:18 PM



588

卷二   追求卓越   所 (處 )中心篇

伍、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本處同仁使用許多先進的地面及太空天文觀測設施從事研究，主題涵蓋太陽系至宇

宙學。本處進行中的重要計畫包括次毫米波陣列計畫、中美掩星計畫、宇宙背景輻射陣

列計畫、阿塔卡瑪大型毫米波及次毫米波陣列計畫、可見光與紅外線天文儀器計畫、以

及高等理論天文物理研究中心。

一、次毫米波陣列計畫（The SAO/ASIAA Submillimeter Array, SMA)

座落於夏威夷毛納基峰上的次毫米波陣列由8座6米望遠鏡組成，由本處與史密松天

文台共同興建及運轉。自2003年11月本院李遠

哲院長與史密松研究院院長Larry Small先生共同

宣佈陣列正式啟用以來，截至2007年底，以次

毫米波陣列觀測結果為主而發表的論文已有90

篇（含出版中的論文），本處同仁為其中62篇

的共同作者(co-author)。次毫米波陣列能夠研究

的天文問題涵蓋範圍很廣，包括偵測冥王星的

衛星夏隆、解析拱星噴流、測繪恆星形成區域

的磁場分佈、研究鄰近的星系核、乃至於偵測

僅見於次毫米波段的極高紅移星系。

本處正持續進行該陣列望遠鏡與接收機系

統的升級工作。我們有數名同仁長駐夏威夷，

另有同仁定期赴夏威夷工作，或在臺北執行遠

端觀測。

二、中美掩星計畫 (Taiwan-America Occultation Survey, TAOS)

中美掩星計畫由本處與中央大學、美國史密松天文台（該團隊原隸屬勞倫斯利物摩

國家實驗室及賓州大學）及韓國延世大學合作，在嘉義鹿林山上架設了4台0.5米望遠鏡，

其中3台於2005年開始運轉，第4台則在2006年底加入運轉。這些裝配2048×2048 CCD相

機的望遠鏡每晚偵測約1,000顆恆星，蒐尋古柏帶天體對遠處背景恆星造成的掩星現象。

使用4台望遠鏡使我們能分辨出地面事件造成的假訊。由於太陽系外圍的天體是藉反射光

而發亮，如果太小或太遠就無法偵測到。背景恆星的掩星現象對古柏帶天體大小沒有這

麼敏感，因此可以擴大偵測至太陽系盤面上更遠距離的天體。運轉兩年以來，本計畫已

次毫米波陣列的8座望遠鏡中有2座由本處建造。我們也製造了三個
頻段分別為230GHz、345GHz、690GHz的接收機系統。次毫米波
陣列是史密松天文台與本處的合作計畫，臺灣許多大學及工業界亦

對此計畫貢獻良多。（Julia Baumann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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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上億筆光度測定資料，此一獨特的觀測儀器並已偵測到

一個可能的古柏帶天體。這個結果本身很重要，也對我們的太陽

系中直徑大於數公里的天體數量設下了嚴謹的上限。這與行星如何藉這

些物體碰撞而形成有很重要的關聯。

中美掩星計畫的經費由本院與合作機構共同提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本計畫代表

本處與國立中央大學之間的長期合作。

三、 宇宙背景輻射陣列計畫（The Array for Microwave Background 
Anisotropy, AMiBA)

宇宙背景輻射陣列計畫是本處與國立臺灣大學的合作計畫，屬於教育部、國科會與

本院共同資助之追求卓越計畫─「宇宙學與粒子天文物理學」（Cosmology and Particle 

Astrophysics, CosPA）計畫的一部份。此一嶄新的望遠鏡將能發展實驗宇宙學，這對臺灣

而言是全新的研究領域。藉研究大霹靂殘餘的輻射，科學家將可研究早期宇宙的結構。

本陣列是第一座由臺灣（包括本院、臺大及臺灣工業界）主導、設計、興建的世界級天

文設施，座落於夏威夷毛納洛峰，建造工程內容包括新型的六腳追蹤架、6米碳纖平台、

碳纖反射鏡、單晶微波積體電路接收機、寬頻相關器、各式電子組件、以及可開合的外

罩。2000年開始興建，2006年10月啟用，並正式命名為李遠哲宇宙背景輻射陣列。7座

天線組成的第一期陣列已開始運轉，目前正進行各項後續工作，並擴建至13座天線。本

陣列的目標是利用孫亞葉夫-仄爾都維契效應（Sunyaev Z'eldovich effect, 簡稱SZ效應）

研究宇宙最早期星系團的形成，該時期絕對溫度3度的背景輻射受逆康普吞散射（inverse 

架設在鹿林山上的中美掩星計畫望遠鏡。左圖是遮罩內的一座0.5
米望遠鏡，右圖中可以看見四座望遠鏡。（金升光、林宏欽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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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ton scattering）影響，導致3毫米波長的輻射減弱。此陣列也將用來測量背景輻射的

空間功率譜，而且尺度可達到目前望遠鏡所能達到之最佳精密水準。本計畫係由本處與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系及電機系合作，臺灣多所大學及工業界均有許多貢獻。

四、 可見光與紅外線天文儀器計畫 (Optical and Infrared Instrumentation 
Program, OIR) 

本處參與研發的廣角紅外線相機（WIRCam）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紅外線相機之

一，於2005年裝置於加-法-夏望遠鏡（Canada-France-Hawaii Telescope，簡稱CFHT），

並已成為加-法-夏望遠鏡上的主要儀器之一。它是藉由4個鄰接的2048×2048偵測器陣列

達到20’的大廣角視野，這個大廣角特性使得大尺度的新紅外線成像普查得以進行，能

在恆星形成、星系結構與演化、宇宙大尺度結構等科學領域造成突破性的大變革。廣角

紅外線相機是本處與加-法-夏望遠鏡團隊的合作計畫，臺灣參與相機設計的各個階段，著

重於偵測器的讀出電子裝置、偵測器的測試、控制軟體、以及分析用的資料處理系統。

參與本計畫為臺灣天文學家提供使用加-法-夏望遠鏡的機會，此為研究可見光天文學所

需，這也是臺灣首次獲得大型光學望遠鏡的使用權。繼廣角紅外線相機完工後，臺灣繼

續與加-法-夏望遠鏡機構合作先進的調制光學計畫。此計畫是特別為了補償大氣的模糊效

應，並為使望遠鏡能提供更銳利的影像。臺灣的團隊負責為此計畫研發新的CCD波前感

應器。

位於夏威夷毛納洛峰（Mauna Loa）的李遠哲宇宙背景輻射陣列。照片中
7座60公分天線在6米碳纖平台上構成最緊密的組態。天線外並套上防日曬
的GoreTex罩。平台上還有光學望遠鏡、相關器、及相關的機械與電子元
件。照片中亦能看見附於平台下的六腳螺桿系統。（高培邁拍攝）

2006年10月的啟用典禮上臺大李嗣涔（右一）校
長正式宣佈本陣列命名為「李遠哲宇宙背景輻射

陣列」，並將陣列的名牌頒給李遠哲（中）前院

長。（Fabi Roman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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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角紅外線相機的研發

屬於教育部及國科會共同資助

之追求卓越計畫─「宇宙學與

粒子天文物理學」計畫的一部

份，本院亦提供部份經費。

五、 高等理論天文物理研究中心（Theoretic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search in Astrophysics, TIARA)

為提供理論天文物理研究與教育之整合計畫，高等理論天文物理研究中心於2004年

成立。此中心的宗旨在於利用臺灣及各地天文界關於宇宙中恆星、行星、緻密天體、星

系的起源與演化等日益增多的觀測資料。本研究中心與國立清華大學合作，針對有關宇

宙形成與結構的天文物理問題進行尖端理論研究，目標為促進全臺灣與全亞洲的理論天

文物理研究，以及對下一代理論天文物理學家的訓練，並整合相關研究成果，使其融入

臺灣各大學及學術機構的教育課程之中。

自成立以來，本中心每年均舉辦一期冬季學校、2-4次學術研討會或各種規模的主題

式課程。透過經常邀請訪問學者並積極舉辦學術研討會與冬季學校，理論天文學家造訪

臺灣，並將最新的研究成果帶給本處及臺灣各大學相關系所中的觀測或理論研究小組。

自成立以來，本中心已成為亞洲最積極的理論天文物理研究機構。

與本處研發的尖端觀測設施發揮加乘作用，高等理論天文物理研究中心激起各大學

與各研究機構中的研究生對天文學的興趣，從而建立並維持未來理論與觀測天文學研究

所需要的人力資源。

本中心的經費由本院及國科會的追求卓越計畫共同資助。 

左圖：廣角紅外線相機於2005年完工並安裝到加-法-夏望遠鏡內。右圖：廣
角紅外線相機拍攝的獵戶座影像。(左圖由王祥宇拍攝，右圖的圖片版權屬於 
Canada-France-Hawaii Telescope/2006)

左右兩張照片分別攝於2007年舉辦的學術研討會（TIARA Early Solar System Mixing Workshop）及冬
季學校（TIARA Winter School - Astrophysical Black H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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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阿塔卡瑪大型毫米波及次毫米波陣列計畫（T h e A t a c a m a L a r g e 
Millimeter/submillimeter Array, ALMA)

阿塔卡瑪大型毫米波及次毫米波陣列（簡稱ALMA）計畫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地面

望遠鏡興建計畫，目前正於智利北部的阿塔卡瑪沙漠興建中。它的主陣列至多包含64座

12米望遠鏡，小型緻密陣列由4座12米望遠鏡及12座7米望遠鏡組成。此儀器將是研究早

期宇宙遺留輻射、恆星形成與演化、行星系統、星系、甚至生命起源的利器。本計畫

的三個主要合作夥伴為北美、歐洲及日本。臺灣已受邀參與ALMA-日本計畫（ALMA-

Japan，簡稱ALMA-J）與ALMA-北美計畫（ALMA-North America，簡稱ALMA-NA）。

本處正興建一個前段整合中心，負責組裝及測試所有ALMA-J興建之天線中的接收機系

統，亦將與ALMA-NA合作生產電子儀器，處理ALMA計畫的數據資料。藉參與本計畫，

臺灣將可透過日本及北美取得ALMA的使用權。

臺灣參與ALMA計畫的部份特稱為ALMA-臺灣計畫（ALMA-Taiwan ,  簡稱

ALMA-T）。參與ALMA-J的經費係由本院提供，參與ALMA-NA的經費係由國科會提

供。藉此，臺灣與這些國家建立了長期的合作關係。ALMA-T也將與臺灣的工業界（如

中科院航空所）合作。

圖片左方是ALMA的主陣列，由至多64座12米望遠鏡組成。右方是ALMA的小型緻密陣列，由4座12米
望遠鏡及12座7米望遠鏡組成。主陣列由北美及歐洲合作負責興建，緻密陣列由日本負責興建。由於有
次毫米波陣列計畫的經驗，臺灣在工程及科學方面都已預備好參與ALMA這個有史以來最大的地面望遠
鏡興建計畫。（圖片版權屬於美國國家電波天文台、歐洲南天天文台、以及日本國立天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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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過去十多年來臺灣的天文研究迅速成長，本處是其中一環。中央大學、清華大學及

臺灣大學分別於1992年、2000年、2002年成立天文研究所。此外，臺灣師範大學、成功

大學、淡江大學及輔仁大學已分別在物理系、地球科學系及數學系增聘天文領域的教授。

本處與各大學的合作具體帶動並支持各校天文研究的成長。尤其是2000年本處與臺

灣大學、中央大學、及清華大學共同向教育部提出的追求卓越計畫─「宇宙學與粒子物

理學」(CosPA) 計畫獲得通過。由於此計畫，我們得以在夏威夷毛納洛峰上興建宇宙背景

輻射陣列望遠鏡（2006年開始運轉）、與加-法-夏望遠鏡機構合作建造廣角紅外線相機

（於2006年正式啟用）、臺灣天文界亦取得加-法-夏望遠鏡的觀測時間（2003年起）、中

央大學得以改善臺灣鹿林山上的可見光天文台基礎建設（2004年起）、清華大學得以發

展宇宙學的理論研究及微中子天文物理實驗。「宇宙學與粒子天文物理學」計畫也推動

本處遷入臺灣大學校區，以及進行中的天文數學館（本處、本院數學所、臺大數學系及

臺大天文物理所合用）興建工程（2006年起）。本處亦長期與中央大學天文所合作參與

中美掩星計畫，4座光學望遠鏡已架設在鹿林山上（2005年）並全面運轉（2006年）。理

論方面，計算流力與磁流力（CFD/MHD）計畫係由本處與臺大數學系、本院數學所及輔

仁大學合作進行。此外，與清華大學合作設立的高等理論天文物理研究中心大幅提高了

臺灣理論天文物理的活動水準，尤其冬季學校吸引許多本地的學生參加。該中心目前正

在拓展與其他大學（例如成功大學）的合作。在技術研發方面，本處與清華大學物理系

合作研發超導-絕緣-超導結（SIS junction），本處的相關設備放置於清華大學內。本處亦

與臺灣大學電機系密切合作，研發支援次毫米波陣列與宇宙背景輻射陣列之單晶微波積

體電路（MMIC）儀器、放大器與紅外線電子儀器。

次毫米波陣列一直是本處的主要研究計畫之一。兩座由臺灣建造的次毫米波陣列天

線及相關接收機及電子儀器成功運送至夏威夷參與運轉，亦是本處主要成就之一。臺灣

也因此受邀參與在智利興建中的阿塔卡瑪大型毫米波及次毫米波陣列（簡稱ALMA）計

畫。本處已與日本國立天文台（NAOJ）合作加入ALMA-日本計畫，同時亦向國科會提

議加入ALMA-北美計畫。在與ALMA-北美計畫的合作計畫書中，臺灣的參與者包括本

處、臺灣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成功大學及淡江大學。如順利加入ALMA-北美計

畫，將確保臺灣天文學家能獲得美國各大主要電波天文觀測設施的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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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活動方面，有來自各大學的學生參與本處研究，由本處研究人員協助培訓

及指導論文。歷年來有臺灣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及臺灣師範大學的博士生在本處

同仁指導下進行博士論文。本處每年亦舉辦暑期學生專題研究計畫及特定主題之暑期學

校，同時也訓練研究助理，使其未來能投入天文研究行列。本處研究人員亦於各大學授

課，擔任各系所之合聘教師。過去數年來，已有數名經本處訓練的研究人員獲聘成為各

大學的教師，包括中央大學、清華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成功大學、淡江大學及輔仁大

學。這些努力都是為了訓練下一代的天文學家及天文物理學家。

隨著新世紀的來臨，臺灣已預備好在此黃金年代探索宇宙的奧祕。進入廿一世紀的

天文學家，面對著大量令人興奮的科學謎團，同時也掌握著許多解決這些謎團的資源。

這些問題包括我們太陽系外的古柏帶天體乃至太陽系外恆星間之行星的特性、分佈、及

組成；控制恆星、黑洞、星系形成、甚至宇宙創始時期之物理機制的本質；各種背景輻

射、暗物質、暗能量的本質；宇宙過去的歷史、現況和未來發展。透過有智慧地投入經

費與人力資源，臺灣將能在天文領域中扮演重要角色。

天文領域很能夠吸引民眾 ─ 特別是年輕人 ─ 的好奇心。臺灣藉投入尖端天文研

究，可望經由天文領域吸引下一代青年人投入科學研究。吸引最優秀的年輕人投入基礎

科學研究，不僅有助於知識的擴展，亦有助於工業社會中的基礎建設。本處期望在臺灣

的前述各項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此外，本處亦參與許多推廣活動，目的是教育臺灣一般民眾，並分享最新的天文研

究成果、對宇宙持續的新認識。這些推廣活動包括參與本院每年的開放日活動、在網站

上公佈本處主要研究成果、以中文介紹世界各地的天文新知、安排高中生與大學生的參

訪活動、舉辦天文科普演講等等。2006年起我們也開始與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合辦

一系科普演講，2007年並舉辦了一場「2007來去夏威夷」參訪活動。此外，由於本處與

史密松天文台合用的設施暨辦公空間設在夏威夷，我們也參與了史密松天文台為訪客及

當地民眾舉辦的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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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其他特色

參見附件：

一、天文所歷年來發布之新聞稿

二、天文所推廣工作情形

捌、結語／展望

本處致力於尖端天文研究。透過集中資源發展特定領域，本處已在儀器研發、實

驗天文物理、以及理論等領域建立核心團隊。本處成立以來，頭十年的重點是放在電波

天文學，以與柏克萊-伊利諾-馬里蘭大學協會（BIMA）合作毫米波干涉儀訓練計畫為

起點，本處很快地自1996年起與史密松天文台（SAO）合作，參與次毫米波陣列的興建

與運轉。2000年起，本處與國立臺灣大學合作，主導宇宙背景輻射陣列望遠鏡的興建。

2005年起本處加入國際合作的阿塔卡瑪大型毫米波及次毫米波陣列計畫。這一連串的努

力已使我們建立起世界水準的接收機實驗室，專精於製造最先進的超導-絕緣-超導結、單

晶微波積體電路放大器、混頻器、相關器及相關電子組件。在可見光與紅外線天文學領

域方面，本處自1998年起即與國立中央大學及美國勞倫斯利物摩國家實驗室（LLNL）合

作進行中美掩星計畫的籌畫、興建與運轉工作。本處又於2001年參與加-法-夏望遠鏡機構

的廣角紅外線相機計畫。這兩項努力使我們建立了精通探測器、電子學與光學的團隊。

在理論天文物理學方面，我們的計算流力與磁流力研究團隊已發展出數值計算能力，接

著我們又成立了高等理論天文物理研究中心，促進本處與臺灣各大學在理論天文物理方

面的合作。

截至2006年底，本處興建的三組重要望遠鏡 ─ 次毫米波陣列、宇宙背景輻射陣列、

中美掩星計畫望遠鏡 ─ 均已進入運轉階段。我們與中山科學院航空研究所合作興建次毫

米波陣列天線的例子，已成為學術界與工業界合作的典範。2004年，《天文物理期刊通

訊》（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s）以專刊發表次毫米波陣列運轉初期獲得的研究成果。

次毫米波陣列目前進入正常的科學運轉模式，每週由臺北進行遠距操作為其特色。2002

年底，兩座天線組成的宇宙背景輻射陣列原型機架設於夏威夷毛納洛峰，接著六腳架、

碳纖平臺、7座天線碟與其接收機亦陸續裝設於毛納洛峰上。2006年10月舉行宇宙背景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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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陣列的啟用典禮，目前一面進行測試、運轉及微波背景觀測，一面進行擴充至13座天

線的工程。中美掩星計畫的兩座望遠鏡於2002年架設至臺灣中部的鹿林山，2005年原初

計畫中的3座0.5米望遠鏡開始正常運轉，而第4座由韓國延世大學提供的望遠鏡於2006年

亦加入運轉。目前4座望遠鏡每晚約偵測1,000顆恆星，尋找恆星受古柏帶天體遮掩的現

象。2005年底本處與加-法-夏望遠鏡機構的合作團隊一同將廣角紅外線相機安裝至加-法-

夏望遠鏡內並啟用。

本處致力於與臺灣各大學合作發展天文研究。多年來我們與國立中央大學合作進行

中美掩星計畫，也與國立臺灣大學合作宇宙背景輻射陣列計畫。2004年高等理論天文物

理研究中心於國立清華大學校園內成立。2006年由本處、本院數學所、臺大天文物理所

及臺大數學所四個單位合用的天文數學館於臺大校區內破土興建，預計2008年完工。

本處持續與許多國際機構合作，包括與史密松天文台（SAO）合作次毫米波陣列

計畫及中美掩星計畫；與澳洲國家天文台（ATNF）及卡內基美崙大學（CMU）合作宇

宙背景輻射陣列計畫；與美國國家電波天文台（NRAO）合作宇宙背景輻射陣列計畫及

阿塔卡瑪大型毫米波及次毫米波陣列計畫；與加州理工學院（Caltech）合作宇宙背景輻

射陣列計畫；與加-法-夏望遠鏡機構（CFHT）合作廣角紅外線相機；與美國賓州大學

（UPenn）及勞倫斯利物摩國家實驗室（LLNL）合作中美掩星計畫；與野邊山天文台

（NRO）及紫金山天文台（PMO)合作研發超導-絕緣-超導結；以及與日本國立天文台

（NAOJ）合作阿塔卡瑪大型毫米波及次毫米波陣列計畫及超導-絕緣-超導結。

本處主辦的國際及國內會議包括東亞天文會議（EAMA）、恆星形成研討會、

臺北天文物理研討會（TAW）等等。此外，本處與日本國立天文台、中國國家天文

台（NAOC）、韓國天文及太空科學機構（KASSI）同為籌組東亞核心天文台協會

（EACOA）的發起成員。此協會旨在推動東亞地區未來的合作，尤其是合作興建天文設

施。

本處將持續參與供臺灣天文界使用之先進天文儀器的發展。我們正參與位於智利、

預定於2012年完工之阿塔卡瑪大型毫米波及次毫米波陣列的興建。這是目前最大的地面

望遠鏡興建計畫，未來將成為探索宇宙 ─ 從太陽系到最遙遠的早期星系 ─ 極有力的工

具。本處亦將參與加-法-夏望遠鏡調制光學儀器的研發，同時尋求機會參與其他大型紅外

線相機計畫。本處同仁使用全世界最好的天文儀器，也致力於將這些儀器的使用權帶給

臺灣的天文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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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天文所歷年來發布之新聞稿

新聞稿 發布日期

臺灣的天文學躋身國際舞台
2001/1/9

本處網址：http://www.asiaa.sinica.edu.tw/news/showrelease.php?i=1
中央研究院天文所籌備處主任獲聘為美國國家電波天文台台長

2001/6/21
本處網址：http://www.asiaa.sinica.edu.tw/news/showrelease.php?i=15
臺灣的天文學研究躋身國際舞台/由臺灣負責研發製造的兩座次毫米波陣列望遠鏡
（Sub-Millimeter ARray of Taiwan, SMART）正式進入天文觀測運轉 2003/11/17
本處網址：http://www.asiaa.sinica.edu.tw/news/showrelease.php?i=2
中央研究院天文暨天文物理研究所籌備處成立十週年慶祝活動特別報導

2003/12/8
本處網址：http://www.asiaa.sinica.edu.tw/news/showrelease.php?i=3
太陽系外的有機分子對地球生命起源的影響

2004/8/26
本處網址：http://www.asiaa.sinica.edu.tw/news/showrelease.php?i=4
年老恆星發出的煙圈

2005/6/13
院新聞稿網址： http://db1.sinica.edu.tw/~textdb/test/gatenews/showpost.

php?rid=52&_section=3

本處網址：http://www.asiaa.sinica.edu.tw/news/showrelease.php?i=5
發現銀河系中心藏匿著超大質量黑洞最強有力證據

2005/11/3
院新聞稿網址： ht tp://db1.sin ica.edu.tw/~textdb/test /gatenews/showpost.

php?rid=71&_section=3

本處網址：http://www.asiaa.sinica.edu.tw/news/showrelease.php?i=6
臺灣與日本合作參與世界最大的地面電波望遠鏡計畫

2006/6/2
院新聞稿網址： ht tp://db1.sin ica.edu.tw/~textdb/test /gatenews/showpost.

php?rid=96&_section=3

本處網址：http://www.asiaa.sinica.edu.tw/news/showrelease.php?i=7

本院天文所籌備處參與研發之紅外線廣角相機(WIRCam)將加法夏望遠鏡的廣角
觀測能力延伸到紅外線波段

2006/6/30院新聞稿網址： ht tp://db1.sin ica.edu.tw/~textdb/test /gatenews/showpost.
php?rid=100&_section=3

本處網址：http://www.asiaa.sinica.edu.tw/news/showrelease.php?i=8
首次發現行星形成證據 ─ 次毫米波陣列望遠鏡發現環繞年輕恆星之螺旋結構

2006/7/10
院新聞稿網址： ht tp://db1.sin ica.edu.tw/~textdb/test /gatenews/showpost.

php?rid=104&_section=3

本處網址：http://www.asiaa.sinica.edu.tw/news/showrelease.php?i=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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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發布日期

次毫米波陣列望遠鏡首度發現恆星形成區域中的「沙漏狀磁場」

2006/8/14
院新聞稿網址： ht tp://db1.sin ica.edu.tw/~textdb/test /gatenews/showpost.

php?rid=106&_section=3

本處網址：http://www.asiaa.sinica.edu.tw/news/showrelease.php?i=10

中央研究院暨國立臺灣大學聯合新聞稿：首座由我國所主導研製的活動平台式毫

米波望遠鏡:宇宙微波背景輻射陣列(AMiBA)啓用典禮，將於十月三日在夏威夷大
島毛納洛峰(Mauna Loa)舉行

2006/9/29
院新聞稿網址： ht tp://db1.sin ica.edu.tw/~textdb/test /gatenews/showpost.

php?rid=115&_section=3

本處網址：http://www.asiaa.sinica.edu.tw/news/showrelease.php?i=11
AMiBA正式命名李遠哲陣列

2006/10/27
院新聞稿網址： ht tp://db1.sin ica.edu.tw/~textdb/test /gatenews/showpost.

php?rid=118&_section=3

本處網址：http://www.asiaa.sinica.edu.tw/news/showrelease.php?i=12
天文所處科學家發現多星系統形成的明確證據

2006/12/19
院新聞稿網址： ht tp://db1.sin ica.edu.tw/~textdb/test /gatenews/showpost.

php?rid=124&_section=3

本處網址：http://www.asiaa.sinica.edu.tw/news/showrelease.php?i=13
彗星微塵分析結果證實中研院學者對太陽系形成的推測

2006/12/20
院新聞稿網址： ht tp://db1.sin ica.edu.tw/~textdb/test /gatenews/showpost.

php?rid=125&_section=3

本處網址：http://www.asiaa.sinica.edu.tw/news/showrelease.php?i=14
［2007來去夏威夷］天文觀測遠距教學活動身歷其境探測外太空

2007/7/7院新聞稿網址： ht tp://db1.sinica.edu.tw/~textdb/test /gatenews/showpost.
php?rid=774

本院天文所主導的國際研究團隊發現關鍵資訊提出形成類日恆星的最新解釋
2007/12/24

院新聞稿網址：http://db1n.sinica.edu.tw/textdb/gatenews/showpost.php?rid=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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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天文所天文推廣工作情形

為增進大眾對天文學及本處研究成果的瞭解，本處舉辦許多推廣活動，包括本院每年

的院區開放參觀活動、邀請高中生至本處參訪、以及天文科普演講。我們也架設一個專屬網

站，以中文介紹本處的重要成果及全世界的天文新知。

中研院院區開放參觀活動

本院每年舉辦開放參觀活動，旨在向一般民眾解釋本院的研究工作。近年來本處每年都

有大約20-30位同仁參與開放日活動，包括研究員、研究助理及行政人員。為推廣天文教育並
激發一般民眾對天文的興趣，我們每年都安排一到兩場科普演講，也在現場展示介紹本處各

研究領域的海報及展覽品，並播放介紹本處研究工作的影片。此外，這些年我們也展示遠距

操作的能力，對位於夏威夷的電波望遠鏡─次毫米波陣列與宇宙背景輻射陣列，以及位於鹿

林山的光學望遠鏡─中美掩星計畫望遠鏡進行即時連線介紹。民眾藉這些活動獲得天文研究

的第一手資料。

中研院天文網ASWEB web server (http://asweb.asiaa.sinica.edu.tw)

自2003年10月起我們建立了專門介紹天文新知的中文網站，2006年底更新網站，希望提
供一個園地，讓民眾能找到最新、最有趣的天文發展。更新後的網站截至2008年3月有300名
註冊會員，有2萬人次瀏覽，公佈了100 多則天文新聞，內容涵蓋現代天文學許多有趣的領
域，另收集和提供天文相關演講的影音服務，約兩百多場，可立即線上瀏覽。

高中生參訪活動

2005年有一群高雄中學的學生來本處參訪，他們都是對天文感興趣的物理資優生；2006

年臺北市地球科學輔導團亦帶領一群對天文有興趣的高中生參訪。我們特別向他們對本處研

究計畫作一系列的介紹。

與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合作

由於開放日活動的成功，我們從2005年5月開始進一步與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合作，
為一般民眾（尤其歡迎高中老師及學生）舉辦一系列「專家談天」科普演講。第一梯次是在

一年中辦了8場，邀請到8位本處研究人員介紹他們的研究，第二梯次共舉辦了11場，除6位本
處研究同仁外，另邀請臺師大、淡江、中央、清華等校共5位天文專家演講，主題涵蓋很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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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電波天文學到黑洞。演講後民眾可以面對面與講員進行討論。為了吸引更多天文愛好者，

我們也請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協助宣傳，在每場演講一週前播放對講員的專訪。我們也將所有

演講訊息與資料（包括文稿、照片及現場錄影）都放在網站上（http://www.asiaa.sinica.edu.tw/
act/serial_talk）。除了演講之外，我們也在天文館一樓展示一系列內容淺白、畫面精彩的海
報，將本處的重要研究計畫內容介紹給大眾。

與公視合製影片

自2005年起本處與公視合製適合一般民眾觀賞的天文影片。第一部關於本處重要研究計
畫之一─次毫米波陣列─的影片已於2005年在電視頻道播映。另外兩部分別介紹螺旋星系及
太陽系彗星的影片，也已於2006年9月在電視頻道播映。這些電視節目不僅向民眾介紹本處的
研究成果，也提高了我們的知名度。更重要的是，我們能透過這些管道幫助民眾瞭解天文學

是一門迷人又有趣的科學領域。

2007來去夏威夷參訪活動

2007年7月我們邀請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地科教師（李文禮先生）及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物理教師（李美英女士）參訪本處位於夏威夷的望遠鏡，並透過即時連線對臺北的高中學生

演講。民視為此活動製作了15分鐘的專輯影片。

本處同仁撰寫的科普文章（選錄）

1. 刊載於本院《週報》「知識天地」

姓  名 題  目 期  數 日  期

李景輝
探索類日恆星形成之謎 1157期 2008/1/31

http://newsletter.sinica.edu.tw/file/file/15/1522.pdf     (電子報152期)

林仁良
雙星與多星之原恆星系統的形成 1127期 2007/7/5

http://newsletter.sinica.edu.tw/file/file/12/1213.pdf     (電子報122期)

陳明堂
宇宙背景輻射陣列（AMiBA Project） 1097期 2006/11/23

http://newsletter.sinica.edu.tw/file/file/9/943.pdf        (電子報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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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橋永芳
行星形成知多少？ 1067期 2006/4/27

http://newsletter.sinica.edu.tw/file/file/6/613.pdf        (電子報62期)

王祥宇
廣角紅外線相機 1033期 2005/8/18

http://newsletter.sinica.edu.tw/file/file/2/259.pdf        (電子報28期)

2. 刊載於《中央研究院學術諮詢總會通訊》

姓  名 篇  名 卷  期 頁  數 日  期

林仁良
雙星與多星之原恆星系統的形成 15卷2期 81-85 2007/3

http://www.sinica.edu.tw/as/advisory/journal/15-2/81-85.pdf

平野尚美
次毫米波陣列的觀測成果：HH211原恆星束狀噴流的研究 15卷1期 49-52 2006/9

http://www.sinica.edu.tw/as/advisory/journal/15-1/49-52.pdf 

郭  新
「臺灣次毫米波陣列計畫」的現況與未來 13卷1期 104-106 2004/8

http://www.sinica.edu.tw/as/advisory/journal/13-1/104-106.pdf 

賀曾樸
宇宙背景輻射陣列望遠鏡(AMiBA) : 初期觀測與科學收成 12卷1期 33-36 2003/8

http://www.sinica.edu.tw/as/advisory/journal/12-1/33-36.pdf 

李太楓
極靈敏微塵分析儀的研發 10卷1期 47-48 2001/4

http://www.sinica.edu.tw/as/advisory/journal/10-1/40-63.pdf

袁  旂
中美彗星掩星普查 7卷2期 42-47 1998/10

http://www.sinica.edu.tw/as/advisory/journal/7-2/40-5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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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刊載於《物理雙月刊》

姓  名 篇  名 卷  期 頁  數 日  期

曾耀寰
天圓地方和天方地圓 27卷6期 786-791 2005/12

http://psroc.phys.ntu.edu.tw/bimonth/download.php?d=1&cpid=147&did=6

王明杰
中研院天文所超導元件實驗室簡介 26卷5期 702-706 2004/10

http://psroc.phys.ntu.edu.tw/bimonth/download.php?d=1&cpid=140&did=9

王祥宇
從Spitzer談臺灣紅外線天文學與儀器的發展 26卷5期 663-668 2004/10

http://psroc.phys.ntu.edu.tw/bimonth/download.php?d=1&cpid=140&did=4

呂聖元
次毫米波電波天文學與SMA 26卷5期 648-653 2004/10

http://psroc.phys.ntu.edu.tw/bimonth/download.php?d=1&cpid=140&did=2

金升光
中美掩星觀測計畫(TAOS)與古柏帶相關研究近況 26卷5期 654-662 2004/10

http://psroc.phys.ntu.edu.tw/bimonth/download.php?d=1&cpid=140&did=3

曾耀寰
臺灣十年的天文發展 26卷5期 647 2004/10

http://psroc.phys.ntu.edu.tw/bimonth/download.php?d=1&cpid=140&did=1

曾耀寰

李盈瑩

中研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籌備處主任專訪 26卷5期 723-728 2004/10

http://psroc.phys.ntu.edu.tw/bimonth/download.php?d=1&cpid=140&did=12

管一政

陳若馨

李盈瑩

人物專訪─清華大學徐遐生校長訪談 25卷6期 878-892 2003/12

http://psroc.phys.ntu.edu.tw/bimonth/download.php?d=1&cpid=135&did=21

王明杰
人物專訪─中研院物理所吳茂昆院士 25卷3期 461-466 2003/6

http://psroc.phys.ntu.edu.tw/bimonth/download.php?d=1&cpid=131&did=14

管一政

李大興

彭妙齡

顏吉鴻

黃慧春

人物專訪─魯國鏞院士訪談 22卷1期 11-22 2000/2

http://psroc.phys.ntu.edu.tw/bimonth/download.php?d=1&cpid=39&did=3

陳明堂
次毫米波陣列 ─ 二十一世紀電波天文的觀測利器 21卷6期 617-626 1999/12

http://psroc.phys.ntu.edu.tw/bimonth/download.php?d=1&cpid=38&did=1

闕志鴻
宇宙學的回顧及前瞻 21卷6期 627-630 1999/12

http://psroc.phys.ntu.edu.tw/bimonth/download.php?d=1&cpid=38&d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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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篇  名 卷  期 頁  數 日  期

陳林文

宇宙迷霧30年 ─ X射線星系團研究之回顧與前瞻
次毫米波陣列

21卷6期 635-647 1999/12

http://psroc.phys.ntu.edu.tw/bimonth/download.php?d=1&cpid=38&did=4

袁 旂
共振激發所造成的天文現象 21卷6期 648-653 1999/12

http://psroc.phys.ntu.edu.tw/bimonth/download.php?d=1&cpid=38&did=5

溫志懿
中美掩星觀測計畫 20卷4期 469-472 1998/8

http://psroc.phys.ntu.edu.tw/bimonth/download.php?d=1&cpid=29&did=7

黃慧春

何明芳

管一政

伽瑪射線爆發源 20卷4期 449-460 1998/8

http://psroc.phys.ntu.edu.tw/bimonth/download.php?d=1&cpid=29&did=4

闕志鴻
宇宙學的近展 20卷4期 461-464 1998/8

http://psroc.phys.ntu.edu.tw/bimonth/download.php?d=1&cpid=29&did=5

4. 刊載於《科學人》雜誌 

姓  名 篇  名 日期／期號 頁  數

林仁良撰文

邱淑慧翻譯
冷卻氣流失蹤記 2007年4月號 108-110

賀曾樸撰文

宋宜真翻譯
黑洞現形記 2006年1月號 32-34

徐遐生

蔡  駿
時空一體 2004年5月號 62-75

郭  新 從石招來 2004年4月號 40-41

蔡  駿 科幻小說很科學！ 2002年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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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刊載於《科學月刊》

姓  名 篇  名 日期／期號

曾耀寰

隱身在雜訊裡的秘密 2006年5月

中國近代天文與紫金山天文台 2007年3月

6. 刊載於《小達文西》

姓  名 篇  名 期  數 日  期

曾耀寰

可以看得更清楚的電波望遠鏡陣列 18 2007/7/6

尋找鄰近的黑精靈 - 彗星掩星計畫 13 2007/1

六隻腳望向太空 10 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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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刊載於其他報章

姓  名 文章名 報  紙 版數 專  欄 日  期

辜品高 火烤行星

人間福報 13 談天說文

2007/10/5

曾耀寰

琥珀望遠鏡 2008/2/25

黃金羅盤的塵 2008/1/25

量地進而量天 2008/1/11

月食 2008/1/4

發了福的宇宙 2007/12/28

星星島國 2007/12/21

哈柏與星系距離的測量 2007/12/14

星星的地址 2007/11/30

看不見，可是它依舊存在 2007/10/26

星夜的探戈 2007/9/28

次毫米波陣列望穿天際 中國時報 B8 時報科學與人文 2003/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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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設立沿革

一、簡史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簡稱應科中心）之籌設係基於「中央研究院應

走入社會」的觀念和多位數理組院士與院外產、官、學、研等單位之科技

研發負責人士，歷經二十多次會議所達成之共識。中心之定位，乃是介於

基礎研究工作與應用技術研發之間，以基礎研究為出發點，發展有潛力的

前瞻性應用科技，並協助促進國內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中心的研究計畫著

重在跨領域的整合性研究，與系統整合的工作。在籌設過程中比較重要之

里程碑列舉如下：1994年7月4日院士會議向院方建議設立應用科學及工程

研究中心。1998年院方聘請香港科技大學張立綱院士為科工所籌設規劃案

小組召集人，張院士於同年2月至8月返臺積極準備籌設之相關事宜並且完

成規劃案。同年4月9日院務會議通過設立「應用科學及工程研究中心籌備

處」；4月17日至18日評議會通過先設立應用科學及工程研究所（簡稱科工

所），待中研院新組織法通過後再改為「應用科學及工程研究中心」。同

年1998年10月22日規劃案呈送總統府申請設立「科工所籌備處」。1999年

1月院方聘請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電機系蔡振水教授為物理所特聘研究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http://www.rcas.sinica.edu.tw/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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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返國積極協助「科工所籌備處」之

設立，並主導近、中程研究之推動及興

建中心大樓等事務。同年2月12日總統府

同意本院設置「科工所籌備處」，並於

4月1日正式設立，聘任蔡振水教授為籌

備處主任，籌備處暫設於物理所舊館四

樓，並在物理所新館地下二樓借用四間

實驗室開始運作。2000年1月，第一位專任助研究員報到。同年9月，「科工所籌

備處」遷入物理所新館二樓。2004年1月，「科工所籌備處」奉核定改制為「應用

科學研究中心」（簡稱為應科中心）。2006年9月，應科中心行政辦公室與部份研

究室遷入院內新落成之人文社會科學館南棟11樓。

應科中心並依照本院組織法設立學術諮詢委員會，聘請國內外學者專家擔任

諮詢委員。2007年起聘的委員包括：錢煦院士（召集人）、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

分校奈米科學與工程中心張翔教授（共同召集人）、王寬院士、朱經武院士、何

志明院士、吳茂昆院士、吳耀祖院士、沈元壤院士、卓以和院士、馮元禎院士、

崔章琪院士、張立綱院士、梅強中院士、楊祖佑院士、臺灣大學化學系牟中原教

授、臺灣大學凝態中心陳正弦主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機械系陳剛教授、美國加

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機械與航太工程系陳湧教授等18位。

二、歷屆主任

1999年4月1日，本院聘任蔡振水院士為科工所籌備處主任。蔡主任於任內積

極招募了4位專任研究人員，並建立中心內的行政系統。蔡主任於2000年11月30日

屆齡退休，之後由本院陳長謙副院長暫代籌備處主任之職。

2001年2月1日，聘任本院資訊所研究員廖弘源博士為籌備處代主任。廖代主

任在本中心內主要進行原先規劃的網路相關科技的研究，並將原有4位研究人員的

工作方向規劃為奈米生醫科技的相關研究。

2004年2月1日，聘任本院物理所所長吳茂昆院士代理主任。但吳院士隨即於

同年5月20日奉命接任國科會主委，於是又敦請本院曾志朗副院長暫代中心主任之

職，同時積極尋找正式的主任人選。

2005年6月15日，院方正式聘請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物理系張亞中教授

為應科中心特聘研究員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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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科工所籌備處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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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應科中心歷年員額統計表

年度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正編人員 2 5 8 8 7 9 17

約聘人員 6 10 30 26 27 25 47

                      應科中心歷年預算統計圖

2005與2006年度因將中央研究院奈米科技研究計畫經費編入中心內部預算，因而出現大幅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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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早期所規劃的研究方向，包括了微機電系統、儲存與顯示科技、

蝕刻微影製程、奈米材料以及網際網路技術等領域。而隨著產業界的市場變化與相關科

技的發展，這些研究領域也應隨時調整。特別是在草創時期，各領域的研究人員如果無

法在短期內累積到足夠的人數，很容易流於個人模式的小型研究而不易在重要的主題上

有突破性進展。有鑒於此，在2003年年底，科工所籌備處即將改制為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之前，院方特地請吳茂昆院士、彭旭明院士、本院原分所王玉麟所長、本院化學所陸天

堯所長、以及臺大凝態中心陳正弦主任等5位學者成立「科工所轉型委員會」，決定將

應科中心正式成立後的初期研究重點方向規劃為「奈米科技」。在轉型規劃書中特別提

到，「奈米科技和其他產業技術的不同是，科技與科學已經沒有清楚地界線」，而這個

特性正與應科中心原先的規劃目標契合；「（應科）中心因此扮演著觸媒的角色，希望

藉著提供資源給具前瞻性的計畫，建立核心設備使用平台，來促成不同領域間實質的合

作，以期產生新的發展與影響。」

2005年6月，應科中心張亞中主任到職後，即積極規劃中心內奈米科技相關領域的研

究方向，決定依照中心組織法的規定，在短期內將應科中心發展成一個包含4個專題中心

的多元化研究中心。目前已經成立了2個專題中心與2個研究小組（每個研究小組在未來

也都將演進為專題中心），分別介紹如下：

一、奈米科學及奈米生醫科技研究小組

這個研究小組現有6位研究人員。目前的研究重點主要是集中在奈米製程（雷射微影

與近場微影）、活細胞高解析率光學顯微操作與觀測、高效能DNA序列晶片及細胞晶片

等領域。在未來的3至5年中，應科中心計畫將再延攬4至6位這個領域中的研究人員。這

個研究小組將會和臺北附近各大學之奈米研究計畫有密切的合作。在短期的未來，這個

研究小組也可能會和物理所的奈米計畫合併，形成一個新的專題中心。未來可能增加的

主題包括：奈米碳管、金屬及半導體 (CdSe, Si/Ge) 奈米粒子、金屬氧化奈米粒子、磁性

奈米粒子、奈米探針表面增強之拉曼散射 (SERS)、生物感應器及標籤、可控性之藥物傳

遞、次細胞影像技術⋯等。

二、力學及工程科學專題中心

2005年7月21日，本院院務會議通過於應科中心內成立力學及工程科學專題中心，並

聘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張建成教授為該專題中心執行長。在未來的3至5年中，計畫

在這個領域中延攬7至9位的研究人員。目前這個專題中心規劃了3個主要的研究方向：(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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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尺度力學、(b)奈米及微奈米力學、(c)生醫力學。短期內這個專題中心將會和臺灣大學

的應用力學研究所與醫學院附設醫院有密切的合作關係。

三、光電科技專題中心

2006年7月20日，本院院務會議通過應科中心與國立交通大學共同成立光電科技專題

中心。在未來3至5年中，計畫在這個領域中延攬8至10位研究人員及1位研究技術人員。

目前此中心位於交通大學電資大樓五樓，其地理位置很方便和中央大學、交通大學、清

華大學、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 (NDL)等機構的光電計畫及臺灣的半導體產業界建立合作

關係。這個研究小組將專注在先進固態光電元件的研究上，包括單電子電晶體(SETs)、

單光子產生器 (SPGs)、分子電晶體、光子晶體元件、量子點 (QD) /量子線 (QWR)雷射及

偵測器、自旋電子、超高密度儲存裝置、以及快速高解析度顯示器（包括場發射電子元

件）等。 

四、高等計算及電腦模擬研究小組

在未來的3至5年中，計畫在這個領域中再延攬6至8位的研究人員及一位研究技術人

員。這個小組將提供本中心所有實驗計畫之理論導引及分析，並發展出數個最先進的模

擬軟體，來為先進介尺度元件及奈米結構建立模型。這個小組將會是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的主要環節。未來的3年內，它將完整地建立一個應用科學模擬中心的網站；在初期，將

提供中研院以及其它臺灣研究機構中之合作者，一個人性化的、以網頁為介面的軟體套

件，然後將它公開到全世界。我們將建置一個高速電腦系統來達成這個目標。初期，網

站上將放置以下所列在過去已由我們所發展出來的軟體套件：

●  高效率總電子第一原理電子結構計算程序（可用對稱化之基函數來計算奈米結構之電

子能階、波函數、激發光譜）。若應用於高對稱之奈米結構，此計算程序之效率可比

一般程序高十倍至百倍。

● 從第一原理出發之電子傳輸模擬程序。

● 奈米元件（包括雷射、偵測器、量子訊息元件等）之模擬程序。

● 計算奈米結構振動頻率之高效率程序。

● 半經驗之多尺度奈米結構模擬程序。

● 近場及遠場光學之模擬程序。

此小組也將繼續尋覓其它的臺灣研究人員來共同加入軟體開發的行列。這項努力不

但將促進臺灣科學界中理論學家以及實驗學家之間的合作，並且也將為臺灣的奈米元件

設計工業，提供一個極具競爭力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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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場地的發展也是目前應科中心的主要工作之一。在規劃初期，原本希望能在新

竹市交通大學與清華大學交界處建設應用科學大樓，以方便未來和工研院與科學園區的

互動。不過受限於地形因素，在原先設定的地點並無法找到適合蓋大樓的基地。目前應

科中心與清華大學洽談合蓋研究大樓案，已經簽訂合作備忘錄。此外，未來院方計畫將

部分生命科學的相關研究納入一棟新的「生命科學研究大樓」內，以便更有效地整合。

應科中心的奈米生醫科技研究小組也將搬到此新大樓中。

肆、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自2000年以來，本中心研究人員在國際期刊上所發表的文章與專利件數如下表：

年度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SCI 1 6 6 10 23 18 26

Non-SCI 5 41 30 21 3 11 28

Patent 2 6 1 0 0 0 3

伍、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一、奈米生醫應用研究計畫

本研究計畫由中心內部研究人員主導，參與者包括周家復、李超煌、魏培坤、陳培

菱、鄭郅言、薛景中和林耿慧。主要目標是以微奈米尺度的製造和量測技術進行生醫領

域的前導性應用研究。這部分的主要成果有：

(一)  改進傳統光學顯微鏡成為非掃描式光學表面測繪術，以奈米級縱向解析率配合影像

還原運算，將橫向解析率改進到光源波長的1/7。此技術在2004年奈米國家型科技

計畫成果發表會的壁報展中榮獲應用研發類第一名，並被顯微科技領域的重要期刊

Microscopy Research and Technique收錄於2004年底的專刊 “A Nanoworld under the Mi-

croscope”中。目前此技術已經應用於研究癌細胞的運動特性上。

(二)  應用非掃描式光學表面測繪術於細胞膜的動態觀測，並以此技術結合螢光顯微術，

觀測到細胞內肌動蛋白骨架的動作與細胞膜的表面動態的相關性。此成果獲得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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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臺灣光電科技研討會生醫光電組論文獎。這個技術的改進版本可用來精確測量奈

米透明薄膜的厚度與折射係數，並具有次微米橫向解析度，再度獲得2006年臺灣光

電科技研討會光學工程/薄膜組論文獎。

(三)  發展一種蝕刻技術，可將一般光纖蝕刻成表面光滑具有數十奈米口徑的探針；結合

此光纖探針與原子力顯微技術，發展出專利的近場距離控制技術。

(四)   研究光在奈米金屬結構中的現象，發現不同偏振光出現截然不同的光場分布與光穿

透率。利用時域有限差分法電腦模擬，顯示此差異來自表面電漿子波。2003年2月號

的Photonics Spectra雜誌曾特別對此成果做簡介。最近又發現表面電漿子波也可在奈

米週期性金屬表面傳遞，進而產生共振效應，此共振現象可以發展成一靈敏的生醫

或化學感測元件。

(五)  發展近場光學微影術，利用介尺度介電結構上一種新的次波長的光束聚焦效應，在

光罩顯影術上大量製作次波長結構。此技術不僅可以大量製造光子晶體結構，連重

要的缺陷(defect)結構也可以被製造出來。目前此技術的解析度約為波長的1/5，以400 

nm紫光而言可約達80 nm的橫向解析度，非常適用於光子晶體之大量製造。

(六)   利用微流體晶片製作技術發展快速DNA檢測晶片，將DNA微陣列反應所需樣品和試

劑量由原本數十微升減少到1微升，且反應時間由原本的15小時縮短到10分鐘。目前

此項DNA雜和技術是全球最快速的。

(七)  運用新創的輻射對稱式變溫晶片，搭配微流體晶片進行循環變溫的生化反應，有效

提高微量DNA晶片的反應產率。此項創新成果獲得國際知名期刊Lab on a Chip重點

報導(September 2005)。

(八)  利用簡便的雷射加工技術，應用於微流體晶片的製作與快速原型發展。可以在塑膠

和玻璃表面製作出表面品質優良的微流道。塑膠晶片的最小線寬可達100微米，可製

作晶片尺寸為30 × 60公分。玻璃晶片的最小線寬可達6微米，晶片尺寸可達30 × 30

公分，遠大於現有半導體製程技術之極限。這種方法不需使用光罩即可進行微細加

工，發展的時程可以大幅縮短。此晶片製作技術也獲得國際知名期刊Lab on a Chip重

點報導(October 2005)。

(九)  與國家衛生研究院合作，改進二十年來未有重要突破的細胞轉移研究裝置。利用微

流體技術，降低試劑與樣品消耗量，使該項細胞轉移測試應用於癌細胞轉移研究的

實驗效率可以大幅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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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製造出具不同光學及磁學特性的奈米顆粒陣列，此種陣列可以用來發展新一代生醫

偵測器。此項研究成果受邀在美國澳蘭多舉辦的Particles 2004國際會議上發表專題演

講。

(十一)  利用膠體微影術製出超疏水表面，使其具有抗污及抗氧化的功能，並成功解釋奈

米結構與蓮花效應間的關係，此結果已獲得美國材料學會會誌MRS Bulletin於2004

年4月報導，並於2005年被Thomson出版社選為highly cited article。

(十二)  利用電毛細現象成功地在微流通道內操控奈米粒子，使其自組裝成光子晶體，此

項成果也獲國際知名期刊Lab on a Chip的報導。

(十三)   在二維微流通道陣列中形成光子晶體，並可利用程式操控，這是世界首創之技

術。由於不同大小奈米顆粒組成的光子晶體會有不同的顏色，此二維微流通道可

以當成光子晶體顯示器。此項成果在2004年秋季MRS會議上發表，並在一千多篇

參展論文中脫穎而出獲得最佳論文獎。

二、力學與工程科學專題中心

本專題中心成立於2005年7月，現有主要研究成果有：

(一)  提出界面算子的理論計算方法，求得金屬週期結構表面電漿子的頻帶分布，並指出

界面算子充分掌握且區別了E極化(TM模態)與H極化(TE模態)所有的特徵。我們根據

物理特性，合理的定義了所謂電漿子能隙(plasmonic bandgap)，另在分析曲面縐褶度

問題(corrugated surface)上發現某特殊週期性結構之表面電漿子模態分布有寬譜(band 

broadening)的性質，這在太陽能吸收利用上有相當的引導作用。

(二)  根據物理原則設計了一系列的雙參數光子能隙晶體，並以理論計算方法驗證了：這

些週期晶體結構具有E極化以及H極化同步的(simultaneous)而且為最大的能隙。由

於這些結構在光電設計上預期有相當好的價值，臺灣大學物理學系的陳永芳教授已

製造出其中的一個結構，並在紅外譜的分析上證實了這樣的一個結構的確是較已知

文獻所有其他晶體結構具有較大的能隙，同時相較於三角形的晶格，能隙中間波長

的反射係數足足大了5倍，頻寬與中間能隙比值甚至大了2倍之多，較理論預測值更

高。

八十年內頁卷二(數理6-11).indd   613 2008/6/20   3:33:43 PM



614

卷二   追求卓越   所 (處 )中心篇

三、跨所處執行之奈米研究計畫

中研院奈米計畫由2003年中開始執行，總共的計畫執行分為三大類；介面組、生醫

組及能源組。探討奈米科技，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便是要了解及控制介面（interface）。

此計畫的重點便是發展一個平台以便能非常仔細的測量各種介面，進而了解及控制。生

醫組將利用各種奈米技術配合生物科技來探討基因體、蛋白質與細胞，並希望能發展出

精細的醫學檢測工具。化學所利用它們研究分子製成的經驗，試圖發展光敏式太陽能電

池。此外，找尋好的奈米材料或結構應用在燃料電池也是另外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

以下將分列三組的研究重點與成果。

(一) 介面組

物理所： 張嘉升（召集人）、黃英碩、蘇維彬、陳啟東、陳洋元、吳茂昆、魏金明、葉

崇傑、李定國、鄭天佐

化學所：陶雨台、林質修

原分所：宋克嘉

1.  完成穿透式電子顯微鏡與掃描穿隧顯微儀（TEM─STM）之整合，利於現場觀察與檢

測奈米尺寸樣品之特性。

2.  完成適用於穿透式電子顯微鏡之承載奈米顆粒與奈米線材的量測平台，利於瞭解奈米

結構與特性之關連。

3. 完成導電式原子力顯微儀之架設，利於量測有機薄膜與奈米尺寸介面之電性。

4.  完成建構雷射濺鍍奈米樣品製備系統，並發展出以陽極氧化與化學沈積製造各種奈米

顆粒與奈米線巨陣。

5. 完成低溫掃描穿隧顯微儀之建構，利於觀測奈米磁性樣品之特性。

(二) 生醫組

應科中心：魏培坤（召集人）、李超煌、陳培菱、鄭郅言

化學所：林俊成、陳玉如

物理所：姚永德

原分所：范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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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奈米科技研究有關生醫上的問題，這跨領域的研究結合本中心、原子與分子研

究所、化學所與物理所共10位研究人員互相合作。研究重點分別為奈米技術在DNA，蛋

白質體與細胞上之尖端性應用。

在成果方面，除了上述奈米生醫應用研究計畫中所列出的成果之外，我們也成功利

用自製的奈米通道將捲曲的DNA分子在流體中拉直，成功將發光奈米顆粒結合在DNA分

子上，目前正進一步與DNA調制有關之蛋白質體結合，研究蛋白質體在DNA分子上的

binding site與遺傳疾病相關課題。

在蛋白質體研究上，在磁性奈米顆粒表面修飾特定抗體，利用抗體－抗原作用，將

血液中的微量的疾病蛋白質體分離出來，並運用質譜儀分析成分，以利用少量血液，高

靈敏的檢測疾病。此技術的成功應用已受到國科會與報章的報導。

在細胞研究上，我們發展一檢測平台，利用微通道與表面改質，可將細胞排成陣

列，將奈米顆粒置入，利用量測細胞過敏反應分子，研究奈米顆粒對細胞的毒性，目前

已確認奈米金與TiO2的量對細胞的毒化情形。

(三) 能源組

1. 太陽能電池組

化學所：林建村（召集人）、周大新、劉陵崗、許昭萍、孫世勝

近兩年的研究著重在光敏式太陽能電池之材料的開發，包括光敏染料、離子液態電

解質、苯胺類電洞傳輸體等。元件的製作與測試也是重點，所開發有機光敏染料的元件

效率可接近目前效能近乎最佳（以N3化合物為光敏染料）的元件。另外，此小組已成功

合成出具有高消光係數之共軛釕－紫質黑色發光團。鑑於光能量或電子轉移行為在太陽

能電池之材料的重要性，此小組也進行相關實驗與理論的探討。合成樹枝狀化合物，並

發現外圍的基團在受光激發後可以很有效的將能量轉移至核心發光體（天線效應）。開

發出利用ab initio激發態理論計算方法，計算光誘導之電子轉移，也可估算出化合物中，

能量與體與受體間的相對位置與能量轉移效率的影響，其中關於三重態間的能量轉移計

算為首度發展。

2. 燃料電池組

原分所：陳貴賢（召集人）、王玉麟、陳家俊、劉尚斌、宋克嘉、魏金明

化學所：徐新光

臺大凝態中心：林麗瓊、陳正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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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貴賢擔任國家型奈米計畫的「一維奈米材料」計畫總主持人，該計畫過去3年來發表

國際論文70餘篇，尤其是 J. Am. Chem. Soc. 123, 2791 (2001)與 Appl. Phys. Lett. 85, 1027 

(2004)兩篇被引述次數都超過100次以上！最近的一篇論文結合了奈米金顆粒與一維奈米

材料成為新穎的光敏材料，也發表於Nature Materials 5, 102 (2006)。該計畫的研究成果也

被推廣至能源相關應用，例如燃料電池與太陽電池方面，是當今科技面臨最關鍵的問題

之一。

陸、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應科中心對中央研究院來說，是一個全新的嘗試。中心除了內部的專任研究人員以

外，也以合聘的方式和中研院各研究所以及國內各大學中與應用研究相關的教授們展開

密切的合作。如此可以快速達到相當的研究規模，而且來自不同單位的研究人員能夠帶

來不同的意見，也有助於凝聚最佳的研究主題。未來合聘研究人員的比例必定將逐年增

加，期望能讓應科中心成為兼具基礎與應用研究的跨領域研究中心。

而除了實驗方面的研究工作以外，本中心更著力於建立理論計算的研究團隊。在當

今的奈米科技、生醫技術、能源科技等方面的研究上，許多問題往往不是設計單純的實

驗可以釐清的；有時甚至連實驗結果的判讀與解釋都不容易。理論計算的配合解釋甚至

引導，絕對是實驗工作者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也因此，應科中心目前全力發展理論計

算研究的團隊，在未來將成為本中心最大的優勢。我們相信，當應科中心的研究團隊與

空間備齊之日，它必定會在國內外學術界占有獨特而且十分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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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語／展望

應科中心擁有陣容最堅強的諮詢委員會，在首任召集人何志明院士及所有委員的支

持下，一直對中心的運作有最佳的建議。成立初期為了確認主要的研究方向有許多的討

論。除了徵詢諮詢委員會的意見外，也走訪了物理所的鄭天佐院士、吳茂昆院士，以及

原分所的王玉麟教授及陳貴賢教授。他們花了許多心力，針對當時籌備處既有研究人員

的專長，及場地的條件，幫忙找出奈米相關研究議題作為研究同仁提長期計畫時共同的

目標。記得當時（2002年間）李超煌、魏培坤、陳培菱，及鄭郅言四位助研究員花了許

多的時間，在奈米相關研究議題的架構之下，與原分所的王玉麟教授及陳貴賢教授多次

討論，終於確認直到今日仍沿用的方向。奈米尺度的相關研究，不管在物理、化學、材

料、機械或電機領域，都有嶄新的發展空間。中研院在關鍵時刻能即時投入，期望對人

類科技的進步盡一份心力，著實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今日的應科中心在歷任主任的帶領下，不僅在研究人力及經費上快速的成長，在研

究領域方面也納入了力學研究。雖然應科中心從成立至今不過短短的數年，但各方面的

進步有目共睹。希國人殷切的期許之外，還有深深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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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http://www.rcec.sinica.edu.tw/

壹、設立沿革

自1960年代以後，由於臺灣工業高速發展，污染物排放在短短四十

年增加了數十倍，並且由於工業、車輛及人口密集，目前每單位面積空氣

污染物排放量在世界重要國家中排名第一 (表一)，導致臺灣環境品質嚴重

惡化，空氣污染方面懸浮微粒及臭氧經常超出影響國人健康之標準，酸雨

也造成嚴重環境問題，每年隨酸雨及乾沈降進到地表的硫酸鹽、硝酸鹽及

氨鹽高達每公頃200公斤，也是全世界最嚴重的地方之一，不只對農作物

會有不利的影響，對臺灣的整體生態都會有衝擊。懸浮微粒對太陽輻射有

散射及吸收的作用，對雲及降雨也有影響，因此可能引起臺灣區域性氣候

變遷，甚至干擾溫度及大氣環流，也可能衝擊臺灣的水資源。在水污染方

面，臺灣西部平原大部份的重要河川皆有中度以上的污染，河川、湖泊及

水庫的優氧化也非常嚴重，水質的惡化情況更遠及近海水質與生態。

以上的問題需要充份的了解才能找出有效解決之道，因此臺灣迫切需

要一所設備完善、高水準的環境變遷研究機構。與亞洲重要國家相比，臺

灣在環境研究方面明顯落後於日本、中國甚至南韓，以上三國都有國家級

的環境研究所，相比之下臺灣則沒有較具規模的環境研究所。有鑑於此，

在李遠哲院長強力倡導下，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於1999年11月成立

「環境變遷研究計畫」(Environmental Change Research Project; ECRP)，聘

請喬治亞理工學院劉紹臣教授為特聘研究員，主持環境變遷研究計畫的籌

備工作，期望孕育一所具國際水準的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經過四年的籌備工作，「環境變遷研究計畫」穩定成長，至2003年底

成員約達40位，包括計畫主持人，4位助研究員，12位博士後研究人員，2

位行政助理及22位研究助理。遂於2004年1月正式成立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當時環變中心的主要空間位於地球所二館二樓，另有部份空間在地球所一

館地下室，全部空間僅約350坪。

環變中心目前有大約20位博士級以上研究人員，其中13位是助研究員

以上，儀器設備方面有五個大氣化學、空氣污染物實驗室，是目前國內在

這方面設備最完備、最先進的研究單位。本中心另有三個海洋、河流生地

化實驗室，也具有世界水準。本中心空間最近也增加至550坪，主要辦公室

移到新建的人文館1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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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998年各國環境負荷比較（超過一千萬人口國家）

各    國
環境負荷

人口密度

(人/ km2)
工廠密度

(工廠數/ km2)
車輛密度

(車輛數/ km2)
能源消耗

(噸油當量/ km2)
臺灣 607 2.74 442 2,047

日本 334 1.14 219 1,340

德國 230 0.12 126 953

英國 238 0.06 102 230

美國 27 0.04 21 219

臺灣/各國 1.8-22倍 2.4-68.5倍 2-21倍 1.5-9.3倍

臺灣地區世界排名 2 1 1 1

貳、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一、歷年研究人力概況

本中心自2004年1月1日成立，現有成員約74位，分屬於微量氣體實驗室、大

氣氣膠實驗室、大氣輻射實驗室、生物地球化學實驗室、環境系統生態實驗室及

氣候、空氣品質模式等研究群。中心歷年員額概況如表二：

表二  環變中心歷年員額統計表

年度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研

究

人

員

特聘研究員 1 1 2 2

研究員 1 1 1 1

副研究員 0 3 3 3

助研究員 5 1 6 6

小計 7 6 12 12

博士後研究員 10 10 10 7

研究助理 33 35 41 54

行政技術人員 0 1 1 1

總計 50 52 6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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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年預算成長概況

人事費：按年度員額預估編制內人員薪資、年終獎金、考績獎金、退休及公、勞、

健保費等；另預估超支鐘點費、加班費等估列年度所需人事費。新增之研究員額及經費

由院方統籌編列。

業務費：中心為院內新成立、成長中之研究單位，計畫以每年至少增聘2名研究人員

之成長目標擴充，故業務費部分預計每年成長20%。

設備費：中心研究範圍包括空氣品質、氣候變遷、水品質、水資源、國土保育、及

生態變遷等大型實驗研究計畫，多項實驗、資訊設備亟待建置擴充。

                         環變中心歷年預算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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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之終極研究目標是保育臺灣生活環境及全球永續發展，研究重點

包括空氣品質、氣候變遷、水品質、水資源、國土保育、及生態變遷。環境變遷研究不

僅是跨領域的研究，其涵蓋面亦極廣，包括大部份地球科學、生態、健康，並涉及人文

與社會科學，不易全面發展，因此本中心之具體研究重點將針對影響臺灣環境較大的下

列領域著手。

一、重點研究計畫大要

本中心主要研究方向有：

(一) 空氣污染及大氣輻射 (中研院九十年度主題研究計畫, 2001-2003) 

此計畫研究的空氣污染物包括臭氧、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更重要則是針對大氣的懸

浮微粒。懸浮微粒對環境有許多負面影響，諸如對人體健康、酸沈降及區域性氣候的衝

擊等。臺灣地區單位面積的懸浮微粒及其前驅物的排放量遠超過世界上其他主要國家，

因此極需深入瞭解懸浮微粒的物理、化學特性及其對臺灣的環境與人體健康的影響。此

計畫研究重點為（1）探討空氣中主要污染物的生成機制；（2）了解氣態污染物與懸浮

微粒之光化及物理反應；（3）量測懸浮微粒的粒徑分佈及化學組成；（4）瞭解微粒及

其前驅物質的主要來源及長程傳輸(包括沙塵暴)；（5）量測微粒對大氣輻射的影響；

（6）評估空氣污染物對區域性氣候之影響。本計畫研究方法包括現有資料的分析，實地

觀測及模式模擬。

(二)  臺灣西部平原之熱島效應及其對區域性氣候影響 (中研院九十二年度主題研究計
畫, 2004-2006)

過去四十年以來，臺灣經濟快速發展，由於高度工業化，人口密集，使得臺灣西

部平原也逐步都市化，大部分的土地已被櫛比鱗次的建築、工廠、村莊及柏油馬路所取

代，其結果導致熱島效應越來越明顯，範圍也越來越大，此現象已可由衛星遙測資料加

以了解。目前熱島效應已足以影響到整個區域氣候的改變。在本主題研究計畫期間，我

們將探討熱島效應對區域氣候的影響及對環境的衝擊程度，藉由主題研究計畫釐清以下

問題：第一，西部平原熱島效應的強度及範圍多大？第二，西部平原熱島效應如何影響

區域氣候？第三，此影響是否可用區域氣候模式估算？第四，吾人是否能偵測到此影

響？第五，是否能預測到未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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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方法包括現有資料分析，監測實驗，及模式估算。預計主要研究成果為(1)

了解並量化臺灣西部平原熱島效應的強度及範圍，(2)估算能量、水氣等之通量在各種植

被及表面對熱島效應的影響，(3)了解並估算西部平原熱島效應對區域氣候的影響，(4)培

養訓練熱島效應及區域氣候方面之研究生及博士後研究人員，(5)大量提高臺灣在區域氣

候方面之研究能力，及(6)在國際熱島效應及區域氣候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貢獻。

(三) 臺灣地區臭氧與懸浮微粒之生成及傳輸 (環保署研究計畫, 2002-2004)

此研究計畫主要目的在於暸解控制臺灣地區臭氧及懸浮微粒生成與分佈的機制，最

終目的為對此兩種污染物規劃出有效的減量策略。研究重點為進行一項完整、深入的觀

測實驗，而此實驗同時亦有模式模擬的配合解釋，進一步發展出臺灣地區針對臭氧及懸

浮微粒模擬可信度高的預報模式。此計畫先對臭氧及懸浮微粒長程傳輸效應作詳盡地分

析，此分析數據包括現有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資料及衛星觀測氣膠及臭氧柱密度影像

等，分析出的結果能提供寶貴的資訊及認知，將有助於設計觀測實驗。此研究主要由本

環境變遷研究計畫來執行，此外還有國內六所大學的傑出學者的合作參與。此計畫將與

環保署現行的光化學評估監測站研究計畫及沙塵暴研究計畫有極佳的互補互成之關係。

此研究計畫主要預期成果為：（1）高精密度的量測以提供可靠的資料，能對控制臺

灣地區臭氧及懸浮微粒生成與分佈的機制（包括當地之產生源及長程傳輸）有基礎及深臺灣地區大氣氣

膠背景特徵觀測

實驗於富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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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瞭解，（2）根據量測資料發展出一可信度高的模式

來做為臺灣臭氧及懸浮微粒預報與評估之工具，此模式也

有助於規劃及評估臺灣地區臭氧、懸浮微粒及其他空氣污

染物之管制策略，（3）使臺灣於臭氧及懸浮微粒領域之

研究能力臻於國際水準，（4）估算氣膠及其他空氣污染

物對臺灣及東亞之區域性氣候的影響，(5) 提供臺灣主要

都會地區臭氧之高生成潛勢物種資訊，並以大氣實測之數

據配合交通源排放特徵指標，所獲得的主要前驅物來自於

交通與非交通污染源(如工業排放)所佔比例，可與前趨物

排放清單互補不足，提供環保署研擬正確的臭氧前趨物減

量方向。

(四) 臺灣河流生地化系統與水土資源利用整合研究 

臺灣島內的人為活動所產生及排放之大量廢氣與廢

污水，直接或間接影響氣域(Airshed)與水域(Watershed)的

生地化循環。另外，鄰近的中國大陸快速發展所衍生的污

染物，伴隨大氣傳輸進入臺灣的自然生態系統，這些過

程都衝擊整個臺灣陸域水土資源的利用，其可能造成之影

響與未來之趨勢亟需評估研究。本計畫是從生物地球化

學(Biogeochemistry)的巨觀角度考慮，結合觀測、模式與

生地化實驗三種不同的研究方式互相連結，搭配地理資

訊系統之建構，套疊地文、水文、地質與生態自然因子

(溫度、降水、霧、坡度、土壤特性、植被等等)、人口密

度、土地利用型態與規模，來探討臺灣各主要流域的物質

循環(包括水、懸浮物與營養鹽等)在自然狀態下的變化與

人為擾動下的改變，並瞭解人為污染物(有機與無機)之傳

輸與宿命。

預期在計畫中可達成之近程目標為(1)建立高品質之

水體觀測及分析技術，發展生地化觀測網。(2)由生地化

觀點探討流域內水質之空間變異與控制水土資源利用的

影響因子。(3)建立以地理資訊系統為基礎的資料庫，以

整合觀測數據。(4)了解人為活動與翡翠、石門水庫之淤

環變中心在翡翠水庫架設工作平台。

為瞭解全球環境變遷對集水區生態及生地化循環

的影響，本中心環境系統生態實驗室於2004年，
在翡翠水庫進行長期研究，並於2006年8月，在大
壩站放置一套全自動深度剖面監測系統（如圖），

即時測量溫度、pH值、濁度、溶氧、水下光照、
葉綠素濃度等物化參數，提供高頻度、高品質之數

據，並建立一個長期生態資料庫，有助於生態模式

系統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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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以及優養化之關連。及(5)估算陸域輸出物質之通量，提供近岸海域系統之邊界輸入條

件。中程目標為(1)了解自然與擾動流域系統之水文及生地化作用(包括物理、化學、風化

速率)及人為有機與重金屬污染對水質之影響。(2)利用觀測資料與實驗成果發展各種尺度

之水文與水質模式，模擬二流域內之水文與水質之時空變化。(3)培訓有整合系統概念之

研究者，以謀求數據資料之整合及全方位之思考分析。遠程目標為(1)藉由觀測、實驗與

模式，了解島型流域系統中之快速增強之人為活動(包括土地利用、水庫、農業活動、廢

污排放)對水土資源利用之影響，以預測臺灣流域未來受人為及氣候變化影響可能產生之變

化。及(2)利用觀測數據之資料庫與模式結果作為決策之依據，建立環境管理的規範，提供

給政府作為環境管理之參考，以提升區域環境品質進而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

(五) 臺灣近岸與河口水體環境研究 

臺灣由於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擁有極豐富的海洋資源，特別是近岸海域，兼具極

高的生物多樣性及系統多樣性。依廣義角度而言，這些系統包括有河口(沙泥系統)、珊瑚

礁系統、陸棚系統(水深淺於200米)及大洋系統(如黑潮緊貼臺灣東岸)。這些系統提供了

極為豐富的海洋物質與遊憩資源，因此，保護我們的近岸海域環境，就是保護我們的海

洋基因庫，更可以維護我們廣大的海洋生活空間。

臺灣的河流短小湍急，且可利用土地有限，中下游人口密集，上游之陸域水體透過

地表與地下逕流傳輸，流經人為活動區域，夾帶著大量的懸浮物與有機、無機污染物進

入臺灣沿岸的海域，長久以來已改變了近岸生態系的結構與功能，破壞了近岸之環境品

質，壓縮了我們國民的生活空間，也影響了海洋資源的利用。其嚴重性已經顯而易見，

而未來趨勢勢必因為持續開發而更加惡化。雖說國內相關單位早已長期執行各項水域環

境監測，可惜的是這些監測欠缺「通量或反應速率 (flux and rate)」及「系統功能指標數 

(system functional index, 如P/R ratio)」的測量，故而只能提供零星的訊息，無法了解控制

環境因子變化機制進而評估整體環境系統變化。

針對上述之需求及目前之缺失，本計畫將建立一全新的運作方式，主要特點在於運

用最新的野外觀測技術進行水理、水質觀測，以配合數值模式之需求，站在生態角度，

發展「物理模式導向的時序及過程研究 (a physical model oriented time-series and processes 

study)」。所謂的過程研究，將有助於各項物理、化學、生態 (生物)與系統功能因子控制

機制的了解，而時序研究有助於環境變化的追蹤，透過模式的運算釐清自然與人為的訊

號並達到預測之目標。並建立整合之資料庫，以探討臺灣重要河口、濱海工業區與重大

污染源(如核電廠之熱污染)近岸十公里以內的污染擴散現象，其目的是要了解臺灣近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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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環境污染之機制，評估其生態系統之衝擊與改變，建立預測能力以協助政府維護近岸

海域之環境品質，提供海岸環境永續經營與利用的科學基礎。

預期在計畫過程中運用之手段與可達成之主要目標包括：(1)發展與強化物理模式主

導之近岸及河口環境水理、水質與生態參數觀測。(2)建立高解析度之三維數值模式，發

展模式之同化功能，以耦合物理與生地化作用，探討近岸及河口環境中之各種污染源及

其擴散作用與生態系統之參數之應變。(3)整理近岸環境之水理、水文、水質、生態、衛

星遙測（如：SPOT、SAR）以及地形資料，以地理資訊系統建構資料庫，未來提供資料

給各政府部門使用。(4)整合觀測、模式及資料，以建立對近岸水體中環境污染擴散之預

測能力。(5)培養訓練具有整合系統能力的研究人員。(6)將發展出來的作業方式運用在臺

灣各種沿海區域，以了解不同類型之近岸水域之污染擴散過程。及 (7)建立各特定水域的

環境模式，以提供模式結果給該區域所屬地方政府參考，以提升各水域環境品質，以達

到全臺灣近岸水域的永續經營。

(六) 環境變遷與生態系統 (籌備中)

近半世紀以來，由於全球平均溫度快速劇增，懸浮微粒組成改變，已影響到世界各

地的生態系統，如北半球的生長季節延長及珊瑚白化發生率增加等，特別是近年來嚴重

的異常氣候，如水患、熱浪等已嚴重威脅到人們健康。在臺灣由於長期重經濟輕環保的

結果，導致島上生態系及生物多樣性受到顯著的衝擊，因此亟需進行生態調查，建立模

式以研究其變遷機制與因應策略。未來除將與國內的福山、關刀溪等五個長期生態研究

站等共同研發生態模式，並與本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進行相關的課題合作，以模擬全

球與區域性環境變遷對臺灣可能的衝擊。目前與未來將進行的研究方向與課題為：(1)進

行生態系統調查、動態系統分析與模式模擬－提供監測與預測生態系的變遷，未來將針

對臺灣地區森林與河川等進行營養源變遷監測、集水區系統營養源研究，及減緩都市熱

島效應等模式從事建構，並利用PRIMER及ECOPATH/ECOSIM進行群聚及生態系模式研

究。將進行的主題包括：都市生態系統中減緩熱島效應之控制策略模擬；臺灣地區森林

與河川營養源分布、變遷研究與模式建立；以及臺灣地區環境變遷下的生物多樣化經營

策略。(2)發展全球及區域氣候改變對生態系統影響的整合模式 (integrated model)－這些

影響生態系的機制可藉由社會-生態圈-氣候的整合模式，評估未來人口成長與經濟發展研

究如何影響溫室氣體排放，以作為民眾與政府決策者等判斷之參考依據。及 (3)以中長期

生態調查建立結合地理資訊系統（GIS）之生態資料庫－將與農委會林試所及國外生態研

究團隊合作，成為本土走向國際及國際間合作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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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及鄰近區域研究之推動

本中心成立以後，進一步拓展院內、外之合作，合作之方式，包括合聘、兼任及共

同執行各種研究計畫。目前已與多所大學合作進行研究計畫，包括國立臺灣大學、國立

中央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與院內

相關各所之合作亦有相當成果，推動委員會包括多名院內、外研究員及教授，例如推動

委員會成員國立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系李崇德教授是本中心兼任研究員，而劉紹臣特聘研

究員則是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及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物理系之合聘教授。

地球科學研究所是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的孕育搖籃，自然將為本中心的主要合作伙

伴，在十位中心推動委員中有四位（李太楓、汪中和、扈治安、劉紹臣）是目前地球所

之成員，合作之領域包括地球化學、古氣候、地下水、海洋化學及水資源。

在大氣化學、水化學方面之合作對象除地球科學研究所外，主要有本院原子與分

子研究所及臺大、中大之化學所及大氣所，空氣污染及水污染之合作則包括環保署、本

院統計所及上述六所大學之環工所、臺大大氣科學研究所及海洋所、中大化學所及大氣

所，另外中大太空及遙測中心也是重要合作對象。氣候研究計畫將與中央氣象局密切合

作，與臺大及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之合作亦極重要。

生態研究的院內外合作對象包括臺大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農委會林業試驗所及

本院細胞與個體生物所、植物暨微生物所及生物多樣性中心。環境與社會研究計畫則有

賴本院經濟研究所及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之支持與合作。

環變中心在國際合作方面也積極推展，於2007年與UC Berkeley 的Institute of the 

Environment 簽訂了研究人員互訪合作及研究生培育備忘錄，與廈門大學、海洋研究所簽

訂研究合作備忘錄，並與菲律賓大學、海洋研究中心簽訂研究合作備忘錄。

環變中心目前參與「國際全球大氣化學計畫」(The International Global Atmospheric 

Chemistry, IGAC) 所資助的超大城市研究計畫Mega-cities: Asia，臺灣參與的城市包括臺北

及高屏地區，其他參與的城市有東京、首爾、北京、廣州/香港（珠江三角州），此項研

究有助於對我國高污染城市的環境改善，並了解超大城市對整個東亞之影響。

三、培育臺灣及鄰近區域之人才

協助各大學培養下一代環境變遷研究人才是環境變遷研究中心重要的職責之一。為

此，本中心與國內多所研究型大學積極進行合聘、兼職，在大學開課、共同指導學生，有

具規模的博士後培訓計畫，參與本院的國際研究生學程，同時推行大學生暑期研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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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變中心積極吸引博士後研究人員參與中心研究工作，除充實原有研究群外，也可

擴大研究領域。博士後研究人員皆是剛拿博士學位不久者，為未來國內環境變遷研究的

骨幹，應大力培植。目前本中心現有博士後員額9人，希望2009年後達到博士後員額15人

的目標。

肆、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環變中心於2001年至2003年期間（本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環境變遷研究計畫」發展

時期）已有48篇論文發表於SCI期刊。自2004年1月1日正式成立中心至今（2007年12月）

亦發表SCI論文總計122篇。其中2004年度內登列的有19篇，2005年度內登列的有28篇，

2006年度登列的有36篇，2007年度登列的有39篇。

年度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SCI篇數 15 11 22 19 28 36 39

伍、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一、臺灣地區日照時數之減少：原因與影響

此研究分析臺灣氣象觀測站約100年的氣溫、日照、雨量等重要氣候參數，以釐清

近四十年來臺灣氣候變遷的趨勢，結果發現：(1) 1970年代以後日照時數大約減少15% 

(圖一)。 (2)同時期每日高低溫差（DTR）大約減少 13%。(3)同時期降水強度增加大約

20%。(4)以上變化最可能的肇因來自於人為源懸浮微粒的增加，使得臺灣地區雲量增加

所造成。

圖一所顯示的日照時數趨勢是由八個長期氣象站所得結果，雖然減少最多的是在

三個大城市站（臺北、臺中及臺南）約減少16%（1961-1970平均與1990-1999平均的差

值），但進一步分析顯示，實際上減少趨勢在臺灣地區各地相當一致，同時也包括鄰近

臺灣之島嶼站（如彭佳嶼與澎湖），城市站與偏遠地區甚至山區站的日照時數減少相差

小於4%，這樣微小的差距遠小於這些區域所觀測到的氣膠光學厚度差異，所以可推論氣

膠的直接散射不是造成此區域性日照時數減少的主要原因。另外，起霧頻率增加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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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可以排除，因為分析顯示1960年代後臺灣區起霧的日數顯著減少，所以最有可能的

因素是來自於區域性雲量或雲反照率的增加，而此增加有可能是與人為源氣膠排放增加

有關連。此區域性雲量的增加推論亦可由臺灣地區自1970年起每日高低溫差的顯著減少

中得到佐證。

二、長程輸送之亞洲沙塵及空氣污染物對臺灣空氣品質之影響

在每年的東北季風期間，源自於亞洲大陸的大陸冷氣團，不僅使得氣溫降低，並且

在適當的天氣條件下，可帶來沙塵及長程傳輸的空氣污染物，並影響臺灣的空氣品質。

本研究利用環保署兩年東北季風期間 (1999/11-2000/5, 2000/11-2001/5)的資料，探討長程

傳輸對臺灣空氣品質的影響。平均而言，長程傳輸而來的懸浮微粒之PM10 濃度，在臺灣

北部及東部約為30μgm-3，而空氣污染物的貢獻，一氧化碳 (CO)約為230 PPb，二氧化

硫 (SO2)約為0.5 PPb 左右。就PM10 而言，在沙塵暴期間長程傳輸而來的懸浮微粒對空氣

品質的衝擊，以迎風面的臺灣北部沿岸及東部的影響最顯著，可近乎100%，在北部的市

區如臺北市及新竹，影響程度降為60%-80%，主要是因本地污染排放增加之故。由於受

地形的影響，長程傳輸的沙塵及空氣污染物對臺灣西南部的衝擊相對較小，約在50%以

下。（圖二）

圖一  臺灣地區八個氣象測站長期日照時數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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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長程傳輸之懸浮微粒及空氣污染物對臺灣空氣品質之衝擊

三、大氣氣膠之光學特徵研究

在大氣氣膠光學特徵的研究

方面，透過量測都市氣膠中黑碳的

含量及對可見光的吸收效率，獲致

黑碳氣膠的基礎光學參數，可應用

於深入解析黑碳氣膠對大氣層中太

陽短波輻射收支的影響程度。針對

臺灣地區大氣氣膠濃度及化學組成

進行長期觀測，深入探討氣膠的生

成與傳輸機制，以及氣膠之物理化

學特徵隨季節與空間的變化。（圖

三）

圖三   氣膠光達(Lidar)進行夜間大氣氣膠垂直分佈及光學特徵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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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灣都會區臭氧生成與前驅物之關聯,不同前驅物之臭氧生成潛勢評估及其
主要來源比例推估研究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以空氣品質測站及大氣化學觀測資料為基礎，評估我國臭氧污

染問題長期變化趨勢，推估臭氧與其前驅污染物之關聯，並初步提出具可行性之臭氧防

制策略建議。本計畫除使用環保署1995-2004年空品站資料及國際相關文獻探討東北季風

期間長程傳輸對臺灣空氣品質的影響，另外並在2002-2005年於臺北和臺中及高屏地區進

行大氣化學觀測實驗，分析的項目包括揮發性有機污染物 (VOCs)、氮氧化物 (NO, NO2, 

NOx、PAN)、細徑氣膠 (PM2.5)中硫酸銨、硝酸銨及有機碳等二次氣膠成分以及太陽短波

輻射量等。主要的研究成果包括：(1)評估造成臺灣地區臭氧過去十年增加之主要可能因

素應為NO滴定效應 (NO titration effect)減少及臭氧長程傳輸增加 (亞洲大陸長程傳輸)。

(2)以二維關聯方式 (2D fitting)同時分析總氧化物 (O3＋NO2)與兩大類前驅物NMHC及

NOx之關聯性，顯示高屏地區總氧化物濃度高低與初始排放NMHC濃度有較密切之關係，

與另一前驅物NOx則較無明顯關聯性。(3) 2005年臺北地區土城測站及臺中地區崇倫測站

在量測時期內明顯看出總氧化物濃度有隨 ethylbenzene/m,p-xylene比值（光化程度指標）

大小而變動的趨勢。(4) 臺北、臺中都會區以 xylene、toluene、1,2,4-TMB及 isoprene、

CO、ethene及 propene具有最大之臭氧生成潛勢，主要臭氧前驅物中的 xylene、1,2,4-

TMB、CO、ethene及propene幾乎來自於交通源的排放，而 toluene除了交通源的排放

外，仍有明顯的非交通源排放。(5) 高雄都會區則以 xylene、ethene、toluene、propene、

CO與1,2,4-TMB等物種具有較大之臭氧生成潛勢，其中 ethene、toluene、propene各約有

48-67%、34-68%、45-57%來自於非交通源排放（工業排放洩漏、溶劑使用），而 xylene

主要排放源為機動車輛。

五、空氣污染物及食品之暴露因子探討

針對臺灣居民日常生活會接觸到之重要空氣污染物質及食品中所含之化學物質之

暴露濃度及其影響因子作一系列的探討。我們發現傳統拜香之民俗活動產生懸浮微粒及

多環芳香烴，是一重要之暴露來源，距離香爐之遠近、燒香時是否開窗、去廟中拜拜的

日期、廟中待的時間長短、騎機車或開車去進香等等皆是重要影響因子，我們並以統計

迴歸估計這些影響因子對民眾懸浮微粒及多環芳香烴暴露濃度之貢獻量。在食品暴露方

面，茶水中之氟及魚中之多氯聯苯是研究重點，結果顯示市售罐裝及鋁箔包之茶飲料中

氟濃度可能因為受製造過程影響，而超出飲用水建議值甚多；而進口之大型海魚因生存

期長及位於食物鏈頂端而累積較多之多氯聯苯。（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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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室內燒香產生之微粒子濃度隨時間與距離之變化 (a)通風 (b)密閉狀態

六、全球暖化於區域降雨的影響

針對全暖化對於區域降雨的影響，我們提出兩個主要影響熱帶降雨的動力機

制：「落井下石機制」（upped-ante mechanism）和「錦上添花機制」（rich-get-richer  

mechanism）。錦上添花機制會增加對流旺盛地區的降雨，落井下石機制則造成在對流旺

盛區域邊緣的降雨減少。針對這些機制之研究能幫助我們了解在氣候變遷情勢下，臺灣

地區降水型態可能受到之衝擊，有助對本地氣候之研判以及水資源之管理。（圖五）

圖五  造成熱帶地區域降雨的主要原因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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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黑潮演化歷史：3-D海洋模式與埋藏在沖繩海槽巨型岩芯中的生物地球化學
證據

黑潮是位於西太平洋的主要西方邊界流，傳遞大量的水汽與熱量從赤道到中高緯

度，影響東北亞與北美的氣候。現今的黑潮流進入沖繩海槽，沿著東海大陸棚邊緣北流

分支進入黃渤海與日本海，主流則離開海槽返回西北太平洋。然而，在上次最大冰期

(Last Glacial Maximum; 距今19500年前)，黑潮的流軸與路徑被懷疑沒有進入沖繩海槽。

因為黑潮流關係到東北亞的氣候變遷，其路徑與演化歷史特別受到關切。 

我們運用3-D海洋模式(POM)，推演海水面升降所造成的大陸邊界地形改變對黑潮流

量與路徑的影響。結合模式，我們運用沖繩海槽的兩根巨型沈積物岩芯(分別穿透2萬年

與9萬年)進行生物地球化學參數分析，檢視數萬年來水體與沈積物之化學環境、海水面

變化與黑潮之間的動態關係。生物地球化學證據與模式結果吻合，顯示冰期海水面降低

會導致黑潮流量降低，削弱水體之垂直交換，引起底層水與沈積環境之缺氧。而生地化

證據顯示3-6萬年前琉球島弧發生的張裂事件，可能打開黑潮流進入沖繩海槽通道，引起

全新世黑潮入侵東海與日本海，影響東北亞氣候。（圖六、圖七）

圖六   淺灰、深灰曲線箭頭，表示現代黑潮與上次冰期被
前人報導之黑潮可能流路。紅點為岩芯取樣位置。

陸棚之-40, -80, -120米深度以不同密度黑點遮蔽，
過去90千年的相對海水面變化請參考下圖。

(a)過去9萬年以來的相對海水面變化。0米為現
代海水面。(b)黃鐵況化程度(DOP, %)之變化。
(c)ODP-1202岩芯的粉砂層厚度比(SLR, %，右
側Y軸)與板岩碎屑數量(左側Y軸，對數)隨時間
的變化(數據來自Huang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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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為活動對流域-水庫之水質化學的影響

推動跨校跨領域（臺大、中大、中華大學）之翡翠水庫優養化與水質變化機制研

究，進行不同季節與天氣條件下之現地觀測（水質、生態）、遠距觀測（衛星）與三維

物理生地化模式建構，期望提出以科學為基礎的水庫流域經營管理策略，避免重蹈石門

水庫水質惡化不可挽回的覆轍。現階段成果顯示翡翠水庫屬於磷限制水庫，優養化潛勢

由磷素供應主導。而水庫之入流水量、入流水溫與上游土地利用引起之季節水體交換主

控磷素在水庫內的再生循環，同時影響藻類群聚組成與優養化潛能。而底泥記錄指出未

來北宜高速公路的全面通車所倍增水庫上游集水區之來往車流量，將加速輸入有機污染

物對水庫之輸入。

圖七  普林斯頓海洋模式輸出之不同海水面條件下黑潮之流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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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長江河水夏季流注對沿岸海域細菌生長的影響

本研究主要目標在於評估長江注入量的變動對東海生地化的影響情形。為了探索夏

季長江河水注入的年間變化對異營性細菌的生長效率（bacterial growth rate [BGR]）的影

響。長江是世界第三大河川，其流入東海後，會在陸棚內部形成一股營養鹽富集長江沖

淡水。東海是全世界最大的陸棚生態系統之一，而長江河水的注入是影響東海物理、生

地化過程主要的外部因素。在本研究之前，卻沒有任何研究，曾經針對東海或是其他陸

棚生態系統做過完整的年間分析。

研究發現所有航次無機營養鹽（如硝酸鹽INO3，< 0.15 - 28  M）、葉綠素濃度（Chl, 

<0.20 - 16 mg m-3）和異營性細菌生長效率（BGR, < 0.03 - 1.05d-1）分佈之空間變化，皆

與鹽度（22.4 - 34.9 psu）成負相關，清楚的顯示河水注入對東海陸棚區的化學與生物性

參數具有顯著的衝擊。混合區（鹽度<33 psu）和外洋區（鹽度>33 psu）BGR的變動皆與

Chl成正相關。然而，混合區BGR對Chl回歸分析的截距與斜率顯著的高於外洋區。這樣

的結果應是由於部分源自河水的DOC也許是屬於易被生物分解的種類，並且供應混合區

細菌生長的額外養分（較高的截距和斜率）。因此毫無例外的，在所有航次中，較高的

BGR/Chl比值皆出現在混合區。

同樣值得注意的，在月間或年間的尺度下，這兩個區域的BGR/Chl耦合的變異情形

與沖淡水的量呈正相關，而且在外洋區的耦合變異似乎對沖淡水的改變更為敏感。這暗

示細菌在寡營養鹽區的生長較在混合區更受到基質濃度的限制。當沖淡水量改變時，我

們發現BGR及Chl間具有高度的共變現象。此現象反映出東海陸棚生態系的敏感性，亦即

長江沖淡水改變時對東海陸棚生態系統有立即性影響，且此生態系對此等外力的作用，

卻只有低度的緩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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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目前在大氣化學、空氣污染的研究方面在國內佔領先的地位，在

亞洲也是一流的研究重鎮，在水域系統的生化研究方面也達國際水準。

在環境研究方面起領導作用的重要指標是國科會及環保署的委託研究畫，2005年起

環變中心與國立中央大學合作共同主持國科會卓越計畫「整合性中尺度環境評估系統」

(Integrated Mesoscale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System)，此計畫是本國最大全面性的環

境、氣候、生態變遷研究計畫，模式部份由中大負責，觀測部份則由環變中心主導。

臺灣目前最嚴重的空氣污染物是臭氧及氣溶膠，這兩項研究領域環變中心都是起了

領導作用，在氣溶膠(包括沙塵暴) 研究方面環變中心主導與國立臺灣大學、國立中央大

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及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合作自2002年

於全臺及外島建成包括七個觀測台的觀測網，此觀測網已有四年連續的資料，對臺灣地

區氣溶膠、沙塵暴的成份、成因及傳輸達成前所未有的貢獻，一系列共14篇相關論文已

彙集在2004年初「地球科學期刊」(國內出版之少數SCI期刊之一)所出版的沙塵暴專刊

中，環變中心劉主任也是這本專刊之特約客座主編。

在臭氧研究方面環變中心環保署空保處的委託研究計畫中也起了領導作用，對臺

灣空氣污染最困擾的臭氧問題提出一套依據環變中心的觀測所取得的減量控制策略。溫

室氣體減量方面環變中心也提出極有創意的研究發展計畫，此計畫是與中大遙測中心合

作，研究各種植被對都市熱島效應的減溫作用，從而估計節能效果。

透過合聘、兼任及共同執行各種研究計畫之方式，環變中心拓展多項院內、外之合

作，合作之方式包括合聘、兼任及共同執行各種研究計畫。地球科學研究所是環境變遷研

究中心的孕育搖籃，自然是本中心的主要合作伙伴，例如李太楓、汪中和、扈治安在地球

化學、古氣候、地下水、海洋化學等領域有多項合作。在大氣化學、水化學方面之合作對

象除地球科學研究所外，主要有本院原子分子研究所及臺大、中大之化學所及大氣所，

空氣污染及水污染之合作則包括統計所及上述六所大學之環工所、臺大大氣科學研究所

及海洋所、中大化學所及大氣所，另外中大太空及遙測中心也是重要合作對象。氣候研

究計畫則與中央氣象局密切合作，與臺大及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之合作亦極重要。

生態研究的院內外合作對象包括臺大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農委會林業試驗所及

本院生物多樣性中心。環境與社會研究計畫則有賴本院經濟研究所及臺灣史研究所籌備

處之支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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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合作方面，劉紹臣特聘研究員於2003-2006年被選為「國際全球大氣化學

計畫」(The International Global Atmospheric Chemistry, IGAC)新任的科學委員會主席，

「國際全球大氣化學計畫」是由「國際地圈—生物圈計畫」(The International Geosphere-

Biosphere Programme, IGBP)及「大氣化學暨全球污染委員會」(Commission of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Global Pollution, CACGP)所共同資助，主要宗旨是探討大氣層之化學組成

成份與時空變化，以及這些化學物質的傳輸途徑及生成消散機制，並探討這些成份與

輻射平衡、雲的形成、氣候變遷的關係。透過「國際全球大氣化學計畫」，本中心將

參與Mega-cities: Asia, Atmospheric Brown Clouds (ABC) 及 Intercontinental Transport and 

Chemical Transformation (ITCT) 三項國際環境變遷研究計畫。在氣候變遷方面劉紹臣特聘

研究員於2006年至今被選為MAIRS (Monsoon Asia Integrated Regional Study)的科學委員會

委員。

 

柒、其他得以凸顯特色之相關資料

一、環變中心研究人員指導學位論文名單（如附件一）

二、環變中心研究人員、研究技術人員及學術諮詢委員名單（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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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語／展望

1970年代以後，由於工業高速發展，臺灣環境品質急驟惡化，加上全球暖化及臺灣

區域性氣候變遷，不僅影響人民的健康，也嚴重衝擊臺灣陸地與海洋的生態，因此迫切

需要一所設備完善、高水準的環境變遷研究機構，在李遠哲院長強力倡導下，中央研究

院地球科學研究所於1999年11月成立環境變遷研究計畫，並於2004年1月正式成立環境變

遷研究中心。

環變中心之終極研究目標是保育臺灣生活環境及全球永續發展，研究重點包括空氣

品質、氣候變遷、水品質、水資源、國土保育、及生態變遷。

本中心目前研究範圍包括空氣品質、氣候變遷、河川及海洋生地化學。目前有大約

20位博士級以上研究人員，儀器設備方面有五個大氣化學、空氣污染物實驗室，是目前

國內在這方面設備最完備、最先進的研究單位，在亞洲也是一流的研究重鎮。本中心另

有三個海洋、河流生地化實驗室，也具有世界水準。

在成立至今的短短八年裏，本中心在臺灣環境變遷研究領域起了領導作用，主要研

究結果包括：（1）空氣中主要污染物的生成機制；（2）臺灣地區日照時數之減少：原

因與影響；（3）長程輸送之亞洲沙塵及空氣污染物對臺灣空氣品質之影響；（4）微粒

對大氣輻射的影響；（5）臺灣都會區臭氧生成與前驅物之關聯，不同前驅物之臭氧生成

潛勢評估；（6）全球暖化於區域降雨的影響；(7)空氣污染物及食品之暴露因子探討；

(8) 人為活動對流域-水庫之水質化學的影響；(9)黑潮演化歷史；(10)長江河水夏季流注對

沿岸海域細菌生長的影響。

環變中心中、長期發展的主要方向包括氣候變遷及生地化循環，進一步提昇現有

研究小組的人力及設備也是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主要的瓶頸則是數理研究人員匱乏及

臺灣在召聘高等研究人員每況愈下的競爭力，這與臺灣的高等教育及國家的科技政策息

息相關，須要教育與科技同仁集思廣益合力突破目前瓶頸，使我國科技達到國際一流水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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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環變中心研究人員指導學位論文名單

指導教授 畢業碩士生 學  校 科  系 年  份

夏復國

蔡旭仁 臺灣大學 海研所化學組 2004

許丁元 臺灣大學 海研所化學組 2004

蔡其芳 臺灣大學 海研所化學組 2004

賴昭成 臺灣大學 海研所化學組 2004

林靜英 臺灣大學 海研所化學組 2005

盧季謙 臺灣大學 海研所化學組 2005

許庭彰 臺灣大學 海研所化學組 2005

陳宜龍 臺灣大學 海研所化學組 2006

高樹基

嚴融怡 中興大學 土壤環境所 2005

鄧亦程 中央大學 水文科學所 2006

胡漢杰 中央大學 水文科學所 2006

周佳
黃立凡 臺灣師範大學 地球科學所 2005

陳昭安 中國文化大學 大氣科學所 2006

附件二

環變中心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名單

姓  名 職  稱 專長及研究興趣

劉紹臣
特聘研究員

兼主任 
大氣化學、空氣品質、微量氣體及氣膠收支情形、生地化循環、氣候

變遷

黃天福 
特聘研究員

兼副主任

水域系統微量元素物種的控制機制:生物與化學間之互動、光化學反
應、大氣對海洋生物地球化學之驅動、海洋碳循環、天然水之分析化學

李遠哲 特聘研究員(合聘) 化學、大氣化學、生地化循環、氣候變遷

劉兆漢 特聘研究員(合聘) 太空科學

夏復國    研究員 生物海洋學、河口生態學、微生物生態學

汪中和 研究員(合聘) 同位素地球化學、同位素水文學

扈治安 研究員(合聘) 鈾系不平衡、放射化學

周　佳          副研究員 氣候變遷、聖嬰現象、氣候動力、海氣交互作用

高樹基 副研究員 水文化學、生地化循環、河口及沿岸研究

龍世俊 副研究員
大氣懸浮微粒特性、曝露量評估、健康風險評估、多氯聯苯個別異構

物分析、環境衛生管理

周崇光 副研究員 環境工程、氣膠學、空氣污染、工業衛生 

張志忠 助研究員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 自動化分析、氣相層析質譜分析方法建立與
應用、VOCs排放源特徵指標及比例解析、臭氧前趨物之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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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世傑 助研究員 微量金屬分析、濕沉降、水域微量金屬生地化循環、長程輸送

林傳堯 助研究員 降雨機制、大氣動力模式、空氣污染、熱島效應

梁茂昌 助研究員 溫室氣體之生地化循環、行星大氣化學及動力過程 

何東垣 助研究員 海洋生地化循環、海洋有機化學、環境分析化學

環變中心學術諮詢委員名單

姓  名 專  長 職  務 單  位

廖國男
Liou, Kuo- Nan
(召集人)

氣候學
大氣輻射
大尺度動力

教授/主任
中研院院士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Department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7163 Math Sciences, Los Angeles, CA 90095-
1565, USA

趙慎餘
Chao, Shenn-Yu 

物理海洋學
沿岸循環

教授
Horn Point Laboratory,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
Cambridge, Maryland 21613-0775, USA

陳泰然
Chen, Tai-Jen George

氣象學
季風

教授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馮又嫦
Fung, Inez Y. 

氣候變遷
生物地球化學循環

教授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Department of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399 McCone Hall, Berkeley CA 94720-4767, 
USA

江博明
Jahn, bor-ming

同位素地球化學
微量元素地球化學

特聘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所

顧德隆
Ku , Teh-Lung 海洋化學 教授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s  
University Park, Los Angeles, CA 90089-0740, USA

李太楓
Lee, Typhoon  

地球化學 
天文學

中研院院士/
特聘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所

李遠輝
Li, Yuan-Hui 海洋化學 教授

Department of Oceanography, Univ. of Hawaii
1000 Pope Road, MSB307 
Honolulu, Hawaii 96822, USA

劉康克
Liu, Kon-Kee 地球化學 教授 中央大學水文科學研究所

王斌
Wang, Bin

氣候力學
地球物理流體力學
熱帶氣象學

教授

Department of Meteorology & International 
Pacific Research Center (IPRC)
University of Hawaii
Honolulu, Hawaii 96822, USA

王寶貫
Wang, Pao-Kuan

雲物理
氣象學

教授
Department of Atmospheric and Oceanic Scienc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225 W. Dayton St., Madison WI 53706-1695, USA 

王維強
Wang, Wei-chyung 

氣候學
大氣輻射

教授
Atmospheric Sciences Research Center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251 Fuller Road, Albany, NY 12203, USA

*依英文姓名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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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http://www.citi.sinica.edu.tw/

壹、設立沿革

本院資訊科學研究所於2003年初起，對該所內所進行的資訊技術研發與服務

工作（許多來自院外機關如國科會的委託計畫），進行審視與評估，在學術諮詢

委員們的指導與建議下，於2003年4月21日，將在資訊科學研究所內成立「資通研

究中心」的構想，向當時的李遠哲院長、朱敬一副院長、陳長謙副院長、曾志朗

副院長、本院計算中心與相關所處簡報。此構想獲同意並於2004年1月起以計畫的

方式於資訊科學研究所執行兩年。目前於此項計畫下執行的研究工作計有：數位

典藏技術、自由軟體鑄造場、開放式的地理空間資訊技術、為健康銀髮族用的感

測資訊系統及服務計畫、以及九年一貫課程教育資源網等計畫等。

「資通研究中心」計畫經過兩年多的運作，於2006年4月院務會議正式提出成

立研究中心之構想，於同年10月評議會討論並獲通過成立「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

心（英文名稱 Research Center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並報請總

統府，於2007年2月經總統府核准設立。翁啟惠院長於2007年3月7日聘任李德財院

士代理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主任。本中心之任務在於促進資訊科技的服務創新

及使用，著重於關鍵性的資訊通訊基礎建設的建置，以及跨領域的科技整合與服

務，以求對現今知識經濟及服務經濟體系裡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有進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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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的作用，同時也培育跨領域的創新發展人才，為服務經濟的知識服務人力資源

儲備能量，維繫並提升我國總體的國際競爭力。本中心所提供資訊技術的專業服

務與人力資源，將有助於本院以及其他機構的研究者，將研究結果進一步轉化為

知識應用的創新系統雛形，並進行系統雛形的推廣、使用與評估以及進一步的技

術移轉至新應用。面對全球化和知識經濟時代來臨的挑戰，在發展創新科技服務

業的遠景上，以上的工作是絕對需要的；而很多資訊技術上的新想法或突破，也

來自發展與使用跨領域系統的經驗。這些工作成果，未必是本院或各大學傳統的

學術成就。這些工作本身除了有跨領域之研究人員參與之外，還必須有資訊技術

人員、管理專業人員的參與。經由這些工作的執行，本中心與本院各所（處）、

研究中心，以及國內各大學或知識服務產業，將有更深層的互動，發揮互補的功

用。參與本中心研究人員的學術評量標準也勢必要有所調整。

本中心的另一項任務，是對政府在資訊技術與數位化服務的政策與管理，提

供技術上的支援與諮詢。中央研究院是政府的一部份，而本院近年來在國家資訊

通訊政策上，的確也逐漸負起了諮詢與支援的責任。例如在國家自由軟體政策上

與提升軟體產業自主競爭力的措施，遠距醫療政策、國家資通安全政策白皮書、

政府資訊公開政策等，本院都扮演了技術諮詢與支援的角色。透過本中心的運

作，將有助於本院在這方面，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提升本國在學術、科技以及產

業的競爭力以及國際地位。

本中心的第三項任務是協助訓練跨領域的高級人力，如生物資訊與數位內容

領域的專才。在「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資訊技術領域的專才得以和應用科

技與管理領域的專才一同工作，而這樣的工作環境，也為雙方領域的人員，提供

了相互學習的環境與機會，有助於彼此學習獲取對方領域的知識與技能。

貳、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一、員額

本中心的研究人力，除了數位專任研究人員以及研究技術人員待聘外，主要

以與本院各研究所（處）、研究中心合聘的研究人員為主，加上規劃中的幾名研

究技術人員、行政人員由本院計算中心、物理所、資訊所等單位轉任，研究助理

與工程人員則分別隸屬於各專題中心以及專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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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算

自2008年起將在資訊所與物理所執行之跨領域計畫，以及本院數位典藏計畫轉至本

中心執行，2008年之預算大約為255,000千元。

參、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一、網格與科學計算專題中心

為促進國內產官學界合作的新模式而設立，進而將臺

灣視野拓展至全球。希望於國內締造新一代研究基礎架構

的先導環境，以高能物理及生物資訊的成功應用經驗，將

網格架構順利建設於各科技領域之中，並藉由網格服務等

應用領域技術以發展國內研究應用為導向的網格環境，藉

此促進國內、亞太區域，甚至全球性的國際合作。

二、數位典藏內容與技術專題中心

研發並運用資訊科技，將分散於本院人文社會各所

及生物多樣性中心的內容數位化，建立國家數位典藏所需

的基礎資訊環境。完成數位化成品的聯合目錄架構，開發

資料儲存管理系統，管理大量影像收藏品所需的影像處理

工具與系統，處理古籍文獻的的文字辨識系統，後設資料

分析、相關標準的採用或制訂等等。內容包括臺灣地區魚

類、貝類、植物、原住民文物，近代中國歷史地圖遙測影

像、外交經濟檔案，珍藏中國歷史文物（中原與臺灣考古

遺存、金石拓片、簡牘文書、善本圖籍、西南民族學、明

清檔案），漢語與臺灣南島語典藏等。

三、資通安全專題中心

欲強化我國資通安全之研究與發展，提升全民資通安

全認知，並建立政府、學術機構、民間企業的合作管道。

陸續於臺灣科技大學、交通大學以及成功大學分別成立

臺灣網格建構圖（TWGrid Architecture）

高山毛蓮菜（Picris hieracioides L. subsp. 
ohwiana (Kitam.) Kitam.）〔數位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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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中、南三個資通安全研究與教學中心，以整合及培育分散於各大專院校與研究機構

之人才資源。研究領域涵蓋包括密碼學、網路安全、多媒體安全、軟體安全及資訊安全

管理等。

四、其他跨領域研究計畫

(一) 生物計算研究計畫 

(二) 自由軟體研究計畫 

(三) SISARL：為健康銀髮族用的感測資訊系統及服務研究計畫 

(四) 開放內容與開放資料研究計畫 

(五) 資訊探勘研究計畫 

(六) 服務科技與創新研究計畫

(七)「Foresight Taiwan」臺灣學術里程與科技前瞻計畫

臺灣鳥瞰圖（Taiwan-Bird’s-eye-Map）〔數位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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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專題中心之目標與任務

一、網格與科學計算專題中心

(一) 與國內其他研究機構以及大學合作，建立並運作國家級網格計算平台。

(二)  尋求國際合作機會，設置全球性、全時性、穩定的網格服務系統，進一步提升研究

能量和國際地位。

(三) 進行先進網格核心技術與中介軟體(Middleware)相關領域之研究。

(四) 結合應用領域學術研究社群，研發網格與科學計算之應用軟體。

(五) 提供教育與訓練，強化網格與科學計算人力資源能量並推廣網格系統資源的運用。

二、數位典藏內容與技術專題中心

本專題中心的目標，除將延續目前的技術開發與

支援架構，繼續深化與培養一流團隊外，也將配合公

眾服務的需要，協助臺灣數位典藏與院內典藏之聯合

目錄的建置，以及公共展示系統的開發。此外，未來

電子影音與視訊多媒體資料將逐漸成為數位典藏內容

的主流。我們也會配合此趨勢，研究與發展先進的電

子影音與多媒體處理技術，包含多媒體處理、搜尋、

與保護等。並透過與網際網路的結合，讓數位典藏的

成果不論在內容面或技術面皆能有更佳的公眾推廣成

效與影響力。本中心將有雙重任務，一為扮演綜合本

院數位典藏內容資料庫整合，營運管理、技術研發的

角色，二為扮演國家層級「永續經營」數位典藏與數

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成果─「臺灣數位典藏」的拓

展、推廣應用以及國際學術、數位文化交流之任務。

三、資通安全專題中心

(一) 進行先進資安科技相關領域之研究與發展

(二) 協助我國資安產業，強化資通安全管理與應用軟體發展之技術自主性

(三) 尋求國際合作交流機會，建立普及資安社群

(四) 提供教育與訓練，強化資安人力資源能量並協助推廣民眾資安認知

屏東縣霧台鄉好茶村魯凱族盾牌

（Shield of Rukai, Kochapogan）
〔數位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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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隨著資訊與通訊科技的快速進展，在政策規劃、產業發展、社會服務及學術研究等

方面的許多工作，經常需要資訊與相關領域的技術專家與各領域的專家合作，經由成功

的科技整合與長期的共同參與，才能順利推展與完成。

例如生物技術的發展，需要資訊科學與生命科學兩領域的專家長時間投入生物資

訊的研究；數位典藏系統的規劃與建構，也需要資訊技術專家與人文社會領域專家的長

期配合；國家的資訊通訊安全策略以及人才培育，尤其有賴非營利、獨立且可信賴單位

長期提供規劃及諮詢服務；而自由軟體相關的技術、智慧財產權、法律、產業與教育議

題，也需要獨立公正並有專業能力的單位，評估研究其對資訊產業與社會發展的影響；

網格與科學計算領域，也需要自然學科、資訊以及網路相關技術專家的合作，與國際組

織結盟，從事學術交流，在國際舞台扮演要角，提升我國的國際學術地位。

陸、結語／展望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於2007年2月正式成立，其任務在於促使資訊科技的服務創新

及使用，著重於關鍵性的資訊通訊基礎建設的建置，以及跨領域的科技整合與服務，以

求對現今知識經濟及服務經濟體系裡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有進一步提升的作用，同

時也培育跨領域的創新發展人才，為服務經濟知識與人力資源儲備能量，維繫並提升我

國總體的國際競爭力。本中心所提供資訊技術的專業服務與人力資源，將有助於本院以

及其他機構的研究者，將研究結果進一步轉化為知識應用的創新系統雛形，並進行系統

雛形的推廣、使用與評估，以及進一步地將技術移轉至應用。經由這些工作的執行，本

中心與本院各所（處）、研究中心，以及各大學或知識服務產業，將有更深層的互動，

發揮資源互惠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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