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岸四地大學校長會議答謝江蘇省政府晚宴致詞 

 

石書記、各位貴賓、各位兩岸四地大學校長與夫人： 

今天很榮幸以石書記舊識的身分代表兩岸四地大學校長致謝詞。石書

記約兩個月前率領江蘇代表團訪問新竹清華大學，並贈送兩份大禮，

一方面慷慨贈予清大圖書館一千多冊江蘇出版社印行的珍貴圖書，又

盛意邀請一百名學生到江蘇參訪；本月初清大學生團已應邀參加「百

名清華學子江蘇行」夏令營，承蒙江蘇省政府熱誠接待，並蒙石書記

親自接見，同時表示明年將補足這次未能足額的邀訪學生名額，隆情

厚誼，至為感人，所以我今天是以雙重身分致謝。 

江蘇素有魚米之鄉美譽，「青山襯綠水，名園依古城」，「衣冠文物，

盛於江南，文采風流，甲於天下」，兩岸四地校長在南京後，將有機

會參訪江蘇名城揚州、無錫與蘇州，王勃在「騰王閣序」中說，「物

華天寶，雄州霧列」，正是江蘇的寫照。 

兩岸四地大學校長會議在原南京大學蔣樹聲校長倡導下，從2005年迄

今，已在兩岸四地舉辦八屆，七年來，對兩岸四地大學相互了解與促

進交流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以新竹清華大學而言，在2001年起進

行與大陸高校暑期交換學生活動由五校34人，增加到今年的十一校74

人，另一方面，自2006年起，增辦學期交換學生活動，十三學期下來，

也由三校13人，增加到二十二校73人，其中包括香港三校5人。同時

配合政府於2010年訂定「大陸地區學生來台就學辦法」，第一批陸生

17人已於2011年入學，今年預計會有23位碩士、2位博士新生。各項

指標都顯示交流在擴大深化中，是可喜的發展，兩岸四地大學校長會

議無疑的有推波助瀾之功。 

兩岸關係對雙方都意義非凡，合作交流以肇雙贏互利之機於當今更為

重要。以 iPhone為例，大陸作家曾帆在「一隻 iPhone的全球之旅」

一書中問「一顆蘋果誰咬得最大口」？答案是「大陸人工成本 1.8%，

台灣利潤 0.5%，蘋果利潤 58.8%」，而相較於大陸一般每月工資約

2,000人民幣，iphone售價達 5,000人民幣。另外，全球最大行動電

話廠商「中國移動」與「蘋果電腦」在三年前未能達成合作協議，而

「中國聯通」接受「蘋果電腦」苛刻條件，合作雖提高市占率，但營

收未見起色；最近 Google與 Microsoft分別推出平板電腦，如以蘋

果電腦 iPad同樣模式經營，大陸與台灣廠商將只能分得蠅頭小利，

是很值得警惕的。以台灣在資通訊產業技術與管理上的經驗，配合大



陸優勢的人力與市場，未來才有可能在此高度競爭的產業繼續佔有一

席之地。 

另一方面，現今世界的問題，也就是中國的問題，反之中國的問題，

也是世界的問題。有學者估計，從永續發展觀點，目前全球七十億人

對資源的消耗要 1.5個地球才能支撐。另一方面，也有人以美國三億

人口約消耗全世界百分之二十的資源推算，地球上如人人都要過美國

人一樣的舒適生活，僅適當十五億人居住，再再均顯示地球面臨資源

枯竭的局面。而近年來，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國家快速的經濟發展，更

突顯出人類社會面對未來的危機，尤其科技進步速率未能趕上需求的

增加。人類在交通運輸、能源、農業、醫療科技的進步在近四十年來

有明顯遲滯的現象，處處顯示科技進步速率不足以應付如排山倒海來

的礦物資源枯竭、能源短缺、地球暖化、氣候變遷、人口暴增、糧食

匱乏、環境劣化等問題，所以使開發國家經濟實質成長接近於零；另

一方面，新興國家快速的經濟發展，對有限資源的需求急劇增加，更

使世界局勢如雪上加霜；山雨欲來風滿樓，中國處於暴風圈中，兩岸

四地大學面對關係人類生存發展的嚴峻局面，竭盡心力，相互合作，

協助尋求解決之道實為當務之急。 

最後我要再次代表兩岸四地大學校長感謝江蘇省政府盛情款待，江浙

菜清淡美味，名不虛傳，同時也要向南京大學精心安排議程與參訪行

程以及「無微不至」的接待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