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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與暑期大陸交換學生見面是七月十日大家初抵台時的歡迎會，一

晃眼各位即將交換期滿，返回大陸，以往大陸交換學生在台灣與清華

都有充實愉快的經驗，相信大家都不是例外，未來將成為促進兩岸更

密切良性互動的尖兵。 

上個月 22-26 日我曾到南京參加兩岸四地大學校長會議，是兩岸四地

大學互相了解、促進交流合作的很理想的平台。會後主辦單位安排參

訪南京、揚州、無錫與蘇州行程，唐朝天才文學家王勃在「騰王閣序」

中說，「物華天寶，雄州霧列」，正是江蘇的寫照。很高興看到大陸高

校教育有很長足的進步，得到相當充沛的資源支持，譬如北京清華今

年的總經費達到十八億美金，以學生人均經費來說要比台灣任何一個

大學要高許多。 

大家暑期在清華的工作最主要是隨老師學習與研究。在學術研究方

面，最近我做了一項統計，以理工科較具水準期刊，即科學引用指標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期刊，論文數來說，美國在

2007-2011年五年間，每年均巧合的發表約五十萬篇論文，中國大陸

自2007年十五萬篇增加至2011年二十二點一萬篇，增幅達47.4%，日

本自2007年十一萬篇減少至2011年九點七萬篇，減幅達11.7%，與此

對應的，台灣增幅為16.4%而韓國增幅為17.5%；可見美國大致持平，

中國大陸快速增加，日本則在下跌中，解讀這些數字變化雖是一種反

應學術實力的方式，但也與印象中各國的經濟甚至國力消長趨勢一

致。 

大家在台交換期間，與兩岸有關的最大消息應是釣魚台列嶼事件。四

十年前釣魚台事件對於當時的台灣青年產生一個非常大的轉變。當時

台灣還在威權時代，大學生極少參與政治活動。但事件發生時，留美

學生群起抗議走上街頭。這總陸地面積約 6.3 平方公里，在台灣東北

方約兩百公里，琉球西方約三百公里的蕞爾小島主權爭議不時挑動台

灣、大陸與日本民族主義敏感神經。民族主義是政客們善於操弄的最

廉價的工具，而有極強的副作用；台灣政府目前所採擱置爭議、共同

開發、共享資源立場，可能是未來最善之局。深盼大陸能確實把握大

國崛起之局，在全球華人能共同努力下，以和平理性方式解決與衰退

中但仍強韌的東鄰日本之間的紛爭。這裏我特別推薦美國布魯金斯研

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員卜睿哲（Richard C. Bush）

所著『一山二虎：中日關係的現狀與亞太關係的未來』（The Perils of 

Proximity: 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一書，在其第六章



「短兵相接」中，以較超然的立場，對釣魚台列嶼地理、資源與國際

法觀點與中日海上互動頗有著墨，值得一讀；如卜氏所說：「中日兩

國雖有彼此合作的理由，但中日關係也有黑天鵝效應的可能性」，「必

須建立規範、規則和程序以避免衝突、摩擦」。也希望各位交換同學

對問題的本質有所了解，未來對排難解紛，有所助益。 

最後我要感謝這次協助接待大陸交換學生的接待家庭，你們熱誠的接

待常是同學離別時依依不捨的主因，另一方面，我也要祝各位同學歸

程平安，未來順利，並盼望與新竹清華長期保持連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