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年會致詞 

 

很歡迎大家來參加第 19 屆「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年會」（Annual 

Meeting of Association for East Asia Research Universities 

(AEARU)），很感謝會員大學踴躍參加本次大會，不僅讓清華大學 「蓬

蓽生輝」，也表示本會成立十七年來，發揮了相當功能，為會員大學

共同肯定。等一下本人將代表協會致贈，而請各校代表轉贈在本年度

中卸任的韓國高等理工學院 Nam Pyo Suh 校長、台灣大學李嗣涔校

長、北京大學周其鳳校長、筑波大學 Nobuhiro Yamada 校長以及東京

工業大學 Kenicki Iga 校長，感謝他們長期協助會務推動的貢獻，同

時也歡迎各該校新任校長。 

昨天本會與歐洲研究型大學協會（League of Europe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LERU)）舉辦了第一次聯合會議，歐亞兩大洲著名的

研究型大學代表雲集，除了分享各大學在高等教育的創新與合作的經

驗外，也希望透過第一次正式的接觸，能更了解彼此間的發展重點，

進而促成跨國、跨洲的合作；與會代表們都認為昨天聯合會議是一個

好的開始，尤其會中提出的世界頂尖大學如何共同面對全球性的「重

大挑戰」（Grand Challenges）的問題以及積極推動雙聯學位制度措

施等，如何在此基礎上，謀求協會發揮更大功能，是理事會與大會可

共同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如我在 AEARU-LERU 聯合會議上所報告，最近新竹清華大學作了一項

統計，在國際合作研究產出方面，可能具有相當代表性：即自 2010

年迄今年 10 月 31 日，清華國際合作產出論文篇數，前十名分別為美

國、中國大陸、日本、韓國、德國、加拿大、英國、澳洲、法國與奧

地利，篇數與百分比分為 690（41.7%）、349（21.1%）、156（9.4%）、

105（6.3%）、75（4.5%）、71（4.3%）、67（4.1%）、62（3.8%）、57

（3.4%）與 52（3.1%），美國很明顯的居第一，中國大陸雖居第二，

且達 21.1%，但僅約為美國的一半，日本、韓國也有相當實質合作，

前四名共達約 78%，歐洲部份 15%，有很大加強空間。 

新竹清華與台灣幾所頂尖大學相似，絕大多數教師都是留學美國完成

博士教育的學者，很自然合作對象以美國學者為主，在中國大陸、日

本、韓國合作方面，本校充分利用 AEARU 平台，而有具體成果，加總

起來占 36%。但在世界學術愈趨多元時代，與有深厚學術基礎的歐洲



地區加強合作有其必要。 

在上次代表大會通過的章程修正案，使本會有可能將會員大學數目逐

年，以每年至多增加一個，而自十七擴充為二十個會員大學，但迄今

秘書處尚未接到提名或申請的訊息；在稍早理事會曾就此議題作初步

討論，有理事認為增收新會員牽涉甚廣，以接受申請而加審核為宜，

希望在本次大會中，聽取並交換各方意見，協助建立嚴謹穩妥接納新

會員機制。 

在今早理事會中，大家商議決定明年春天第 34 屆理事會將於日本茨

城筑波大學舉行，明年第 20 屆大會與第 35 屆理事會於中國大陸南京

大學舉行，至於後年兩項會議，原則上由香港科大與北京大學主辦，

由於考慮到香港科大高等研究中心（Advanced Research Institute）

大樓落成時程，將由兩校做最後磋商，再於明年大會中討論決定。 

最後我要宣佈，由於本人擔任會長任期即將於月底屆滿，依本協會章

程，2014-2015 兩年會長職務將由南京大學陳駿校長接任，另外剛才

理事會也推舉首爾大學吳然天校長為下屆副會長，相信陳駿校長與吳

然天校長在會員同心協力之下，一定會很順利的推動協會會務；同時

我也要乘此機會感謝各位過去四年，在本人擔任副會長及會長期間，

全力支持，除建立深厚友誼之外，本人受益良多，讓我們同祝 AEARU

會運昌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