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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與前瞻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發展四分之一世紀的發展脈絡與挑戰，

現任理事長、也是教育部長吳思華認為，該學會組織更難得兼具完整架構與創

新思維，是一支讓他引以為傲的學會團體，因此期待該會以此優勢條件，整合

全球市場與資源，同時以宏觀角度擁抱國際，為台灣下一世代產業發展找出新

方向。

 　　許多人不知道，吳思華部長與科技界淵源深厚，其來有自。他 41 年前進

入交大電信系就讀，不只上過胡定華 ( 時任交大教授 ) 的課，參加交大辯論社時

的指導教練還是曹興誠本人，畢業後攻讀政大企管所碩士班時，深入鑽研台灣

半導體產業萌芽與發展，曾經數度以台灣半導體產業個案進行專題研究，會與

史欽泰院長等人熟稔，不只是因為從大學時期，就對這群科技先鋒的故事軼聞

如數家珍，從政大博士班畢業進入政大執教，吳思華擔任任技術處顧問後，也

與工研院、資策會和科技界人士時常保持互動。

 　　「83 年，我奉命創辦政大科管所，接受史欽泰院長邀請入會，其後就由政

大科管所接手主辦科管學會第一屆年會，我從此和學會夥伴互動密切。」至於

何以接任理事長職務，吳思華表示，去年接任的時間點，同時也是他個人任職

政大校長最後一年，心中曾經產生其後可能沒有行政工作、無法為科管學會爭

取較多資源的顧慮，但對學會仍存有深刻感情，「這與我 20 多年前，就開始對

創新、科技管理領域的研究認知，進一步產生多元化激盪與互動有關」，獲學

跨域創新，擁抱國際

專訪現任 ( 第十三屆 ) 理事長

吳思華　教育部部長

◎楊麗心



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
Chinese Society for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54

會成員諒解後，也就更加責無旁貸，「而且學會讓我引以為傲。」吳思華說，

學會穩定成立 20多年來，在歷任理事長努力帶領下，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尤其擁有來自各界的小額捐款等財務架構、支持科技管理學刊定期發行、各大

學輪流舉辦年會等傳統會務，他本人有幸與其他會員共同經歷，讓他備覺學會

兼具穩定、健全與完整性。

　　吳思華回憶昔日這段經歷對他日後擔任政大商學院院長，以及目前的教

育部長等行政管理職而言，「單純許多，但卻是助益良多。」他認為，學會

由產學研各界組成，相對於其他組織單位，學會對外部環境的變化，更具敏

銳度；如果從上游的科管演進史，也就是當初由美國 MIT 定義科管名稱為

MOT(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的角度來看，就更加了解，「他們認為，在科

技研發機構裡，需要設置管理層面，才能做好大型計畫。」這也是交大一開始，

決定成立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的原始宗旨。而事隔幾年後，大家更發現，技

術只是基礎，如果缺乏創新思維，恐無法將技術應用與社會產生連結，因此其

後政大科管所與科管學會的活動，相當強調創新導向的思維。

　　吳思華破題指出，創新有兩個相當重要的面向：一是創新需要透過建立功

能強大的服務體系，甚至是人文思維，最終才能滿足終端需求者和消費者；二

是，創新不只是科技創新，服務創新、經營模式創新，其實可能是翻轉企業經

營與產業轉型的重要元素。這些思維都已逐漸注入學會會務發展中，藉此成為

學研界的新方向。

　　例如今年年會揭櫫的主題，就是「跨域創新」，他認為，「這個主題相當

符合現在的台灣社會需求，因為現在的創新，已經不純粹是科技本身，而是如

何結合不同領域，甚至組合成一個好的服務系統，做出整體的創新，這件事在

產官學研各界的激盪過程中，顯得很重要。」

　　至於跨域創新如何運用？吳思華以台灣少子化、目前已造成台灣偏鄉小校

面臨退場關校等實際問題為例做說明，「以科管精神來看，這些學校固然地處

偏遠，但未嘗不具風光明媚、特殊在地文化等特色，如果能以該校做基地，設

計其他功能活動，學校的傳統教學固然減少，但是其他服務項目卻相對增加。」

結果竟然從學會秘書長、現任工研院產業學院執行長羅達賢處獲悉，新竹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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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小學已和清華等大學合作，成立遊學基地，利用周末假日開放校園進行露

營和參訪活動，並設立露營基地和學習課程，讓過去的小學校園風貌出現全然

不同的生命力，「我聽了這件事以後，非常高興！因為台灣社會可以改變自己，

用正面態度思考包括教育制度等問題，其實都可能找到解決問題的積極方式，

並非消極地廢校、安置學生，反而是積極創造出一個完全不同的新風貌，也帶

給社會一個全新的啟示。我想，台灣社會如果都可以此角度解決問題，台灣社

會就會繼續有新機會出現。」

　　吳思華不諱言「當然，這必須要大家建立共識，也就是 -- 創新無法用行政

的強制力要求大家創新，而是基層人士必須主動發現問題、勇於面對問題，而

非便宜行事、做最簡單的切割動作，創新才有機會成功。」

　　至於學界如何透過新創機制獲得實際資源的挹注，吳思華以教育部今年上

半年展開的學界創投模式為例做說明，「我們提供試辦轉型的機會和資源，給

提出點子的學校，如果成效不錯，再提供資源確實執行，數年後即可看到成效。

希望以協助引導方式，帶領大學團隊進行創新轉型。」結果 9 月公布徵件後共

有 180 幾個投案，第一階段篩選後其中 40 幾案勝出，教育部將鼓勵其發展出具

體構想，半年後再經評估若確有可行性，將進一步提供試辦資源。未來每半年

都會公開徵求，藉此鼓勵學界兼顧學術發展，創造就業機會和社會未來的需求。

　　以學會運作觀點觀察，可以運用學會提供的創新與科技管理優勢，續創未

來社會需求發展議題，同時形成互動往來關係。不過針對眼前日益迫切的問題，

也就是該如何培養具創新創業的師資，務實處理學生的創業授課問題，吳思華

表示，學會為此已在去年成立「創業教育委員會」，希望透過一群學有專精和

實務經驗的業界朋友形成社群，經常分享經驗，並深入理解創業教學的全貌。

　　吳思華進一步指出，「科管發展至今，已能針對科技、服務、系統做出有

效整合，如果再往下走，可否具有更宏觀的觀點去擁抱國際和全球？這是我們

的責任。」也就是要讓學生認知，即使在台灣進行創業，依然要整合全球資源，

不論是資源和市場，都必須從國際角度做判斷，才能為台灣產業的未來找到思

考觀點和方向，期許科技管理學會未來能更深入探討這些議題，昂首闊步邁入

下一個 25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