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研究院」第32屆新任院士名單5
日晚間揭曉，共有21人當選院士，比上屆
僅多一位，其中數理科學組、工程科學組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各選出5名院士，生命
科學組的新科院士則有6名，全非足額錄取
。 「中研院院長」廖俊智則表示，院士的
數量 「不代表人才多寡」。

提名候選人比上屆多1/4
「中研院」每兩年選出一次院士，每

組最高可選出10人，四組最高可選出40名
院士。本屆四大組院士鉚力提名，進入院
士會議的提名候選人近60名，比上屆多了
四分之一，當選人數卻跟上屆差不多。顯
見上屆浮現的人才斷層問題，並非只是一
時的短暫現象。

「中研院」現有274名院士，加上21名
新科院士，總計院士共有295人，院士僅為
榮譽頭銜，無職務及酬勞。新科院士最年
輕的是工程科學組張世富，55歲，最年長
的是人文及社會科學組于君方，80歲，平
均年齡為65.57歲。本屆女性院士5人，較
上屆增加2人。男性佔76%、女性24%。此
外，新科院士有12人目前任職海外、任職
台灣的有9人。

人社組候選人全部當選
值得注意的是，本屆人社組入選綜合

審查的五位院士候選人全部當選，是史上
最多，且領域最廣。分別是思想領域的杜
維明、宗教領域的于君方、婦女史的高彥
頤、語言學的孫天心，以及古典文學領域
的鄭毓瑜。

杜維明是新科院士中唯一的大陸教授
，目前任職北京大學講習教授。 「中研院

」院士王德威指出，杜維明是海外儒學第
三代領軍者，成就甚高。 「中研院副院長
」黃進興指出，杜維明早在30年前就當選
美國人文語科學藝術院的院士，當選是 「
遲來的正義」。

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高彥頤是香
港人，專長婦女文化史，對纏足特有研究
。黃進興說，傳統上認為纏足是迫害女性
，但高彥頤以時尚、美學觀念解讀，認為
纏足對部分女性也是追求美的可能。

另外，盧志遠現任旺宏電子公司總經
理、欣銓科技公司董事長，為新科院士中
唯一的企業界人士。

人才斷層已蔓延到頂端
學術環境惡化，人才出走，台灣學術

能量正在蒸發中。據聯合報報道， 「中研
院」院士是台灣學術人才的金字塔頂端，
但選出的院士人數，近年屢創低點，顯示
台灣人才斷層問題已從底端蔓延到頂
端。

多位院士在本屆院士會議中提出，台
灣學術機構給博士生的薪資低、博士後名
額也不斷減少；加上少子化大學教職銳減
，博士找不到工作，造成台灣學生念博士
意願低落，出國留學人數也大減。

在過去的留學熱年代，造就一批歐美
名校畢業、享有國際地位的台灣學者，這
批學者目前還是 「中研院」院士的中堅分
子。隨着留學熱消失，未來院士的主要來
源，可能必須落在台灣本土博士身上。但
台灣各大學在低薪環境下，缺乏條件留下
本土優秀人才，或是吸引國際人才，師資
環境愈來愈糟。這樣的教育環境，能夠補
足不斷流失的院士潛力人才？

【大公報訊】據中國時報、聯合報報道：台 「中研院」 第32
屆新任院士名單5日晚間揭曉，共有21人當選院士，當選人數只比
一半名額多一位，比上屆也僅多一位。上屆當選 「中研院院長」 的
廖俊智表示，偏低人數顯示各領域都有人才斷層問題，這是他任上
最大的挑戰。然而，兩年來，此一挑戰他仍未解決。學術環境惡化
，人才出走，台灣學術能量正在蒸發中。

人才斷層 中研院新院士再低走
學術環境惡化難留才 40名額僅選出21人

復交月餘 胡春華下周訪布基納法索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環球時報報道：外

交部發言人陸慷6日宣布，應法國政府和布基納
法索政府邀請，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將於7月8日
至13日對上述兩國進行訪問。

6日外交部發言人陸慷主持例行記者會。有
記者問，中布兩國復交剛剛一個多月，這次胡春
華副總理訪問布基納法索有什麼特殊的意義？陸
慷回應稱，中布復交後，兩國關係發展順利，各
部門全面恢復交往聯繫，各領域合作有序展開。
布基納法索總統卡博雷將應邀出席於今年9月召
開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

陸慷說，胡春華副總理即將對布基納法索的
訪問是中布復交以來首個中國政府代表團往訪，
距離復交僅僅1個多月時間，體現了中布兩國政
府對雙邊關係的高度重視。

陸慷還表示，事實證明，中布復交完全符合
兩國人民的根本和長遠利益，將為布基納法索國
家發展開闢更廣闊前景，為布人民帶來實實在在
的福祉。

執政兩年連丟包括布基納法索在內4個 「邦
交國」，蔡當局 「外交」幾入絕境。據環球時報
報道，大陸9月將在北京主辦 「中非合作論壇」

。為了留住非洲唯一 「邦交國」斯威士蘭，台當
局5日甚至表態雙方關係 「至死不渝」。不過，
這樣的 「誓言」在島內輿論看來要打個大大的問
號。

台 「國家政策基金會外交國防組」召集人林
郁方稱，斯威士蘭早前還跟台灣索取一架價格不
菲的飛機，觀察之前多米尼加 「斷交」也是得到
台灣軍事援助後就走人，斯威士蘭與台灣 「斷交
」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林郁方稱，台 「邦交國
」目前都獅子大開口，台灣若尋求 「國際空間」
，還是得回到兩岸關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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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院士名單
數理科學組

錢嘉陵、王寶貫、
鄭建鴻、李定國、
蔡安邦

唯一企業界人士

盧志遠
•旺宏電子公司總經理
•欣銓科技公司董事長

香港女性歷史學家

高彥頤
•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
•專長婦女文化史

「中研院」院士過去在
台灣社會享有崇高地位，但
從李遠哲涉入政治角力、退
休前自肥，翁啟惠捲入浩鼎
案，再到吳茂昆遭彈劾，已

造成院士光環消退，他們能否為台灣指引
明路已是大問號？

過去院士在台灣講話具有分量，而且
常能為發展提出建議，是台當局及民間非
常尊重的賢達。不過近年來，諸多院士涉
及醜聞，他們的形象 「嚴重落漆」，甚至
跌到谷底，台灣民眾看到他們平凡、不堪
的那一面，對他們的信任度已大打折扣。

以翁啟惠來說，擔任 「中研院院長」

時涉入浩鼎案，不僅搞到自己下台，還遭
司法調查；吳茂昆跑去當 「教育部長」，
但因為拔除另外一位院士管中閔的台大校
長當選資格，引發軒然大波，加上自己涉
及侵害東華大學專利權，慘遭 「監察院」
彈劾。

院士提出的看法和建議，更遭到質疑
。7月2日有院士提到，當選院士應具備在
歐美名校留學、教書的資歷。此番言論隨
即遭政大教授徐世榮批評 「好驕傲的院士
」，原來一定要留學歐美名校才有資格。
他同時質疑， 「為何要供奉一群養尊處優
的院士反過來羞辱我們」？

7月3日，人社組院士提案督促 「教育

部」聘任管中閔為台大校長，出席的138位
院士，只有80票贊同，被指院士缺乏與當
權者對抗的勇氣，遮遮掩掩，只敢用隱晦
的方式來表達。 （中國時報）

醜聞頻傳 院士光環消退

工程科學組

梁錦榮、何德仲、
張世富、盧志遠、
王中林

生命科學組

郭沛恩、汪育理、
傅瑩惠、葉錫東、
陳列平、鍾邦柱

人社組

杜維明、高彥頤、
孫天心、于君方、
鄭毓瑜

唯一大陸教授

杜維明
•海外儒學第三代領軍者
•任職北京大學講習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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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7月6日
，大熊貓 「圓仔」（左圖）準備享用 「生
日蛋糕」。當日，台北動物園為大陸贈台
大熊貓 「團團」 「圓圓」的孩子 「圓仔」
慶祝5周歲生日，吸引眾多遊客前來觀看
這位 「人氣王」。

2008年，大陸向台灣同胞贈送一對象
徵和平友愛的大熊貓 「團團」和 「圓圓」
來到寶島。2013年7月， 「圓圓」產下首
隻幼崽 「圓仔」， 「一家三口」在台灣民
眾中的 「人氣」更旺了。台北市動物園特
展館館長王怡敏說，每年 「繁殖季」，動
物園都會邀請大陸專家前來，目前 「圓圓
」沒有受孕成功，正在恢復期。

五歲大熊貓圓仔台北慶生

【大公報訊】據聯合報報道：北京台
資企業協會官方微信6日披露，包括特斯
拉等外企、大唐移動通信等央企以及大陸
知名民企，為台灣青年量身打造500多個實
習就業機會，台青只要到北京外企人力資
源網站上網登錄，即日上班。

北京台協官微發布，北京外企集團人
力資源公司負責人在兩岸青年交流合作北
京峰會上，正式對外公開提供500個實習和
工作崗位，向有意到北京就職的台灣青年

招手。
值得注意的是，提供實習和工作機會

的，難得出現大陸國企和央企，包括中國
銀行、交通銀行、北京銀行，中鐵建工集
團、大唐移動通信等；還有特斯拉、松下
、西門子等外企；以及知名台企和大陸民
企等。

有意登陸赴京工作或實習的台青，直
接上網登錄，公開遴選，統一註冊北京外
企人力資源網站。

央企招手 京500崗位等台青
【大公報訊】據中央社報道：台 「監

察院」5日審查通過 「高等法院」台中分
院法官朱樑、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前法
官曾謀貴彈劾案。 「監察院」表示，朱樑
言行不檢，三年內共16次與女子進行性交
易；曾謀貴無正當理由與案件當事人私下
會晤，並接受饋贈及飲宴，違失情節重大
，審查通過 「監委」楊芳玲、包宗和提案

彈劾，全案移送島內 「司法院」職務法庭
審理。

據東森新聞報道，朱樑經常不假外出
，多次與女子進行性交易；曾謀貴，多年
前與檢察官出入女侍陪酒的酒店，接受招
待喝花酒，雖然在去年辦理退休，但因交
往複雜，及辦案找案件當事人到辦公室討
論，台 「司法院」日前將朱樑立刻停職，

並將二人送 「監察院」處分。
「監察院」表示，經調查，發現朱樑三

年內共16次分別於台中商務套房或汽車旅
館與女子進行性交易，且其中半數於上班
期間所為，無請假、公差紀錄。朱樑除涉
曠職、與女子作性交易以及違反 「社會秩
序維護法」外，也構成了刑法通姦罪，惟
僅因其配偶未提告，有關部門未有論罪。

蹺班召妓三年16次 高院法官遭彈劾

【大公報訊】據中國時報報道：繼香
蕉、鳳梨價格崩盤後，蔡英文4日在民進黨
中常會上怒問 「下個水果是什麼？」台當
局 「行政院」秘書長卓榮泰說是火龍果，
其他在場幾個人也異口同聲說是 「火龍果
」。沒想到5日火龍果的價格一天內就跌了
兩成。台資深媒體人黃創夏直言，蔡英文
有 「死亡筆記本」？點名火龍果，火龍果
就跌！

據報道，5日島內火龍果價格在一日內
下跌了兩成，紅肉每公斤20.1元（新台幣
，下同），較前一天的25.4元，下滑達兩

成。有果農苦笑說： 「賣也是虧，不必費
心採了，就讓猴子吃吧！」

中國時報撰文稱，島內今年香蕉、鳳
梨價格相繼暴跌，如今火龍果也跌價，農
民苦不堪言。台當局沒能幫他們擺脫困境
，還道盡風涼話。

作為 「農委會主委」，林聰賢神隱已
久，好不容易露面，先是指責農民應該 「
聰明種」，又嘲諷 「不理解農民抗議什麼
，是抗議太高價了嗎？」種種作為讓外界
傻眼。有 「主委」如此，注定民進黨要敗
在蔬果之亂。

蔡英文剛問完 火龍果就價跌

▲5月26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北京與布基納法索外交部長巴里簽署
聯合公報，兩國恢復外交關係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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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遠哲被指台灣 「學術崩壞」 的始作
俑者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