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屆清華企業家網絡協會高峰論壇」致詞 

 

今年以喜悅的心情來參加「第二屆清華企業家網絡協會高峰論

壇」。去年協會舉辦第一屆高峰論壇，是一種創新的嘗試；很高興

在大家努力下，不僅有一番盛況，而且備受好評。今年再接再厲，

也熱鬧非常，未來產業高峰論壇有望成為清華的優良傳統之一，因

此我們今天是在共寫清華的歷史。 

有道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前幾天新竹天氣很不穩定，常下傾

盆大雨，威脅到今明兩天許多校慶活動。我聽說前兩天材料系有兩

位在露天籃球場主辦慶祝成立四十年「千人宴」的教授曾去校內土

地公廟參拜，祈求土地公保祐，今早果然風和日麗，真是心誠則

靈。 

昨天北京雕塑學院吳為山院長應邀到校演講「雕塑的靈魂」，他

說：「清華大學是中國教育、思想、文化史的標記、座標與豐

碑」，盛譽之下讓人思考這句話有沒有溢美呢？ 

今年三月底台師大修復梁實秋先生的故居「雅舍」，正式開放參

觀，成為台北市第五個文學家故居。在此之前台北市有四位文學

家，包括胡適（第二屆直接留美生）、林語堂（教授）、錢穆（西

南聯大教授）、殷海光（西南聯大哲學系，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畢

業）諸先生，的故居開放參觀，這五位先生的共通點是他們都是清

華人。 

公元2000 年時，大陸中國物理學會為紀念對中國物理發展最有貢獻

的物理學界前輩，設立了胡剛復（第一屆直接留美生）、饒毓泰

（西南聯大教授）、葉企孫（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教授）、吳有

訓（教授）、王淦昌（清華學校畢業，助教）物理學獎，這五位物

理學家都是廣義的清華人。 

華人中最先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李政道和楊振寧先生，最先獲得諾

貝爾化學獎的李遠哲先生，不僅都是清華人，而且讓清華成為華人

地區唯一擁有三位諾貝爾獎得主的大學。他們就學期間，都在梅校

長任上，誠如名作家岳南先生所言：「這個人才輩出，碩果延綿不

絕的局機，不是偶然」。 

上月荷蘭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公布 2011 年萊頓世界大

學論文引用排行榜（Leiden Ranking，簡稱萊頓排名），由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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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及引用次數的面向觀察，不論是以「發表前 10%傑出論文之比

例」或是「標準化後平均被引用的分數」作為排名統計，本校都居

臺灣 9 所入榜的大學之首，在亞洲 104 所入榜學校中排第 18 名。這

與歷年來各項大學排名評比，清華教師研究平均表現在兩岸四地大

學中一直高居第一是相呼應的。 

國科會「學術攻頂研究計畫」計畫，支持頂尖學者從事學術攻頂研

究，每個計畫在五年間經費可高達一億元；總計過去三年全國僅通

過八件，其中四件在清華，這也與歷年來，本校教授當選中研院院

士，榮獲教育部、國科會等重要獎項比率遠遠超過其他大學之統計

一致。中研院李遠哲前院長在很多場合提及，當年最優秀的師資都

集中在清華，而這個優秀的傳統也一直延續到現在。 

今年本校在頂尖標竿期刊發表論文上，更是喜訊連連，迄今已有刊

登於 Science 期刊論文一篇，Nature 期刊論文兩篇，Cell 期刊論文

一篇，充分顯示本校研究實力，而與 2007-2011 年本校教師於此三

期刊共發表七篇論文相較，進步驚人。 

見果知樹，清華擁有最多傑出而向心力極強的校友，1969級李偉德

校友捐贈協助興建的「綠色低碳能源教學研究大樓」即將動工；

1973級系謝宏亮校友捐贈羅丹巨型銅雕「沉思者」已成清華地標；

清華建校一百年來第一次由校友捐贈全部經費興建的體育館，也就

是「百人會」促成的校友體育館，施工非常順利，三月五日在曾子

章理事長與多位百人會會員見證下舉行上樑典禮，預計約半年時間

即可完工啟用，屆時當敬邀各位會員一同慶祝。在台積館旁即將興

建的清華實驗室，規劃由材料系、化學系、化工系以及物理系四系

進行跨領域的實驗研究使用，部份工程款由使用單位籌募，原目標

兩億元，已募集一億五千萬元，現目標已上看兩億五千萬元。在此

要特別感謝陳繼仁校友經營的碩禾電子捐贈五千萬元，天瑞公司捐

贈三千萬元，上緯企業蔡朝陽校友、承德油脂董事長李義發校友各

捐贈一千萬元，化學系在系友會呂正理會長等人捐助下也順利募得

三千萬的資金。同時百略科技林金源校友捐贈五百萬元為規劃中的

社會創新中心種子基金，曾子章會長捐贈三百萬元為校友會活動經

費等。另一方面沈君山前校長之胞妹與妹婿以沈校長名義捐贈六百

萬元，協助完成其在校園中設立奕園的願望，在在都見校友與社會

人士對清華的殷切愛護。而由企業界校友籌設的大清華基金，已募

得三億元資金，將以部份獲利所得挹注母校。 

凡此種種及其他，我們可很有信心的說：「清華大學是中國教育、

思想、文化史的標記、座標與豐碑」，並非溢美。TEN會員為清華



校友中的菁英，未來學校發展，必多仰賴諸君協助，在清華品質、

品味與品牌基礎上，以積極作為，早日達成華人首學，世界頂尖名

校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