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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臺大成為臺灣生技領頭羊
－生命科學院郭明良院長專訪

2012年8月甫接任生命科學院院長，郭明良教授原任教於本校醫學院毒理所，研

究癌症轉移機制卓有突破。雖說基礎醫學與生命科學有相通，惟跨學院“跳

槽”，且擔任院長職，在臺大應是第一人。 

其實早在3年多前，他被借調到國科會主持生物處，廣泛涉獵生命科學、醫學、農學領

域，對我國生命科學走向已有一定掌握。這也是何以他在國科會任期未滿又“勇”於接受挑

戰的原因。

設跨國中心爭取外部資源
雖是新官上任，然不出幾個月，他已擬就長中短期計畫。國科會生物處年度預算70億，

而臺大生科院僅占其中一兩千萬，經費過少，長遠發展必定受限；所以，他上任第一步就是

要向國科會爭取在臺大設立國家生命科學推動中心，積極開拓外部資源，同時讓生科院成為

我國生命科學真正的領頭羊。此一計畫在2013年就要實現。

第二步是爭取跨國合作。他在國科會任內成立跨國頂尖研究中心，力促與世界前50大大

學合作，於爭取外部資源同時又能提升研究能量，具有多層意義：一是可拓展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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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明良院長跨學院跳槽出掌生命科學院。（攝影／彭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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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可提升本身實質研究能量，三是可取得國家資源。有鑑於臺大的醫學、工學、理學各自

成立中心，生命科學院亦不落人後，至遲在明年也要成立中心。他說，「臺大生命科學院在

前兩任院長草創及打底下，已奠定良好基礎，而他的主要任務是讓研究持續前進再前進」。

這是他的自我定位。生命科學院成立9年，他是第三任院長。首任的林曜松院長整併相關

系所，為草創階段；第二任羅竹芳院長建立制度，提升教研品質，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設置

共同核心實驗室TechComm，集中貴重儀器使用，建立資源共享平台，已建立了6個科技共享

空間－基因體學、生物資訊學、蛋白質體學、免疫化學、顯微鏡、Research Competence，對

很多老師特別是年輕老師的研究極有幫助。他要在此一基礎之上，升級舊有，並持續引進新

的技術平台。

重點策略為支持新人研究
在教師研究方面，全力支持年輕學者是院務推動的重點，因為他們是接棒者，關係著生

科院10年後發展至鉅。他邀請年輕老師們於週三一起用午餐，藉此促進瞭解與溝通、活絡研

究的氣氛，期待資深老師陸續加入，互相腦力激盪、促成院內合作的機會。「很多資源或許

在院內就可取得，尤其是資深教授有十幾年研究生涯，經驗豐富，人脈深厚，若能帶領年輕

老師，協同力量很大」。為了協助年輕學者爭取外部資源，他將他們依領域分成5個團隊，

聘請校外傑出學者如中研院士擔任指導老師，一來定期發表成果，建立研究網絡；二則藉此

拓展人際關係，俾於爭取計畫。共成立神經科學、幹細胞、免疫、微生物和分子演化等5支

團隊，每個團隊3-7人，“配給”1-3位指導老師，甫推出，反應極好。

擔任國科會生物處處長，對國家生命科學發展已有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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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院長表示，由於年輕老師知名度

不足，又不熟悉臺灣學術生態，在資源

取得上相對居於劣勢，加上近年臺灣的

科技預算（農委會、衛生署和國科會合

計約一千億）因國家財政惡化，成長幅

度有限，但研究人口年年增加，競爭明

顯加劇，年輕學者更不容易獲得資源，

故院有責任主動給予協助。

長年在醫學院服務，對於生命科學院的特色，他以幹細胞為例來說明，「臨床醫學著重

在疾病的解決和應用，生科院的研究則在其形成與分化機轉，屬於基礎端前沿」。而且生科

院的研究從動物、植物、生態演化、分子細胞到漁業科學，廣泛網羅巨觀生態到非人類的生

物模式，如線蟲、果蠅、魚類等，可以簡單可控制的模式，來觀察生命現象，進而發現疾病

發生的原因，提供治療和診斷的可能；這是他之所以力促生命研究推動中心成立的理由之

一。未來發展主軸有三：一是氣候變遷與生態，基於2050年溫度變化劇烈，必然對糧食安全

造成威脅，可研究稻米選種抗旱抗鹽性；二是替代能源，現有藻類研究，已應用到產業端；

三是生醫研究，如動物所的神經科學；神經疾病對人類健康之影響僅次於癌症，可以生物模

式來理解；他認為這些都是生命科學可以做出成績的研究。

以未來性為人才教育目標
生命科學所學為基本概念，畢業後除在本科繼續專攻，有的轉跑道至醫學、有的直接投

與研究團隊分享榮耀。

個人專研癌症機轉成果卓出，獲頒國家學術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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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中小學教育。為加強邏輯和創意，院開設大學部暑期生program，鼓勵大三以上學生進入實

驗室參與初步研究。參加的學生有20-30%，他們報考研究所的意願較高。此外，為培養未來

人才，郭院長要規劃生命科學創意課程，讓學生有更多選擇。

作為研究型大學，他認為臺大的教育目標不在符應目前企業所需，而是能領導未來產業

走向的人才；合於當前產業使用的技術人力是專科和科大要培養的，不是臺大。他以國科

會與史丹福大學合作之STB（Stanford-Taiwan Biomedical Fellowship Program）為例，3年時

間，受訓者不到10人，已有5件成功案例。日前CNN報導的攜帶式可拋式導尿管和心血管儀

器等，都是臺大醫師經過此一計畫而激發的創意發明。史丹福大學位於矽谷，為了讓學生創

意落實為創業，在10年前成立了STVP（史丹福科技創業計畫），網羅創投、法規人員、企業

主、基礎研究者、醫師、工程師等，從全球產業趨勢嗅出創意發想、從而落實為設計到技轉

製造，以全盤program導引出許多成功的創業案例。

「這就是頂尖大學的任務」，他強調，讓學生發揮創意，引領下一波新產業誕生。臺大

一年只要有3個產出就能吸引20億創投資金挹注，從而有相對可觀的技轉金收入；如此既對

社會有貢獻，為學校獲取資源，又能訓練下一代企業和創新的領導，一舉數得。臺灣創投資

金足夠，只欠創意，若能促成生科院和醫學院合開跨領域創意課程，將可激發更多校園發

明。

毒理所師生同遊溪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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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產業是臺灣必須走的路
2013年即將落成的竹北生醫園區，就可望為學

校帶入新資源。他認為，臺灣缺乏資源，發展生技

遂成了不得不走的路，只要靠頭腦，從無到有。不

過生技業學習期往往需時10年以上，不能立竿見

影，但不必看淡，從竹北園區廠商進駐踴躍可以窺

知一二。他說，臺灣可將市場界定在亞洲，尤其是

中國，因體質、生活、價值、疾病模式相似，成功

的機會高。而要有具體成績，就得比照STB建立模

式，和政府合進出擊。

國科會辦理國際創投講座，訓練種子教師，意即在此。郭院長表示，創投必須要由專業

人士操盤，單一大學任務編組的育成中心不足以應付。以尋找標的藥物為例，大藥廠量產的

都是經濟效益高，而非最好的藥物，若能取得後者並在臺灣作改良，價格不貴，利潤可觀；

而這需要經驗老到的國際創投進行談判和協商。 

成為臺灣生命科學的國家級研究中心、也是創意創業搖籃；這是郭明良院長所勾勒的臺

大生命科學院發展藍圖。「國際合作不只有姐妹校、交換生，若能具體形成研究核心點，取

得國外資源會更實際些」。對於目前「五年五百億」二期，他重申除原有核心實驗室維護和

引入新平台以外，將重點放在年輕團隊的培育和外部資源爭取上，由院先挹注資源，讓其有

成果後可據以爭取校外或國科會經費。三是重點培育新人，2013年預估新進6位，以一人100

萬補助其建立實驗室。四是系所平衡發展，特別鼓勵生態演化研究，因屬於巨觀研究，難顯

現高impact，所以對其田野所需配備和分析儀等給予補助。

個人專攻癌症機轉研究有成
郭明良院長所學領域為基礎醫學，專研癌症發生及其轉移機轉。初期研究人類罹癌原

因，探討環境致癌到個體基因變化，發現人類一出生就啟動了致癌過程，只是有快有慢；潛

伏期快者在生命尚未結束就得癌，慢者因其他疾病發生而死亡，在定義上沒得癌，但每個人

其實在生命的開始就展開罹癌的漫長過程。由於環境污染嚴重如二手菸，會導致人的基因產

生突變，如果作息又不正常，潛伏期就會縮短。若能早期發現或許可降低致死率，所以10年

後他轉投入研究腫瘤的轉移。癌症致死係因細胞會轉移破壞正常器官功能，郭院長的實驗室

進行癌細胞何以轉移至特定器官－如乳癌到肝肺腦－的機轉。2006年發現細胞生長激素或受

體有特別配對，會造成淋巴管新增，癌細胞趁機進入並由此侵犯其他器官；因此只要阻斷新

淋巴生成，就可以不讓腫瘤轉移。於是實驗室篩檢了近一萬種藥物，終於找到2-3個可能藥

物，已技轉給經濟部生技中心。

於毒理所任教時即與電資、工學有跨領域之研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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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截斷淋巴管，只是暫時，癌細胞會自行分裂、潛伏、尋找外展機會，所以他持續追查

元兇，找出腫瘤幹細胞，這在百萬顆癌細胞當中只有少數的幾百顆。以大腸癌為例，大腸癌

會轉移至肝臟，臺灣人罹患比例增加很快，尤其是女性，將是肺癌以外，嚴重威脅女性生命

的癌症。實驗室追蹤到組織當中的腫瘤幹細胞，並分離進行培養觀察其基因表現，尋找特別

標的蛋白質酵素，若能找到藥物抑制，將可大為降低其致死率。

在臺大老字號醫學院發揮志趣
大學就讀輔大食品科學系，之所以沒選臺大，不是成績不到（他強調當時可以念森林

系、藥學系），而是被老師“蠱惑”以為食品加工能賺大錢。進入大學後發覺志不在此，大

四轉而選修生化、生物課程，讀出興趣來，這次受到臺大學長的“鼓勵”，報考臺大生化研

究所，在這裡接觸到癌症研究。念了一年，適逢教育部推動直升博士，在指導教授林仁混的

建議下申請，成了教育部第一個直升博士生。3年半後畢業，前往美國最大的癌症研究中心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博士後研究一年。他說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匯集所有醫學研究，流

程完善，可以很快地將基礎應用到臨床面，充分發揮整合研究的功能，值得

效法。一年後他回到臺大，進入毒理所服務迄今，其間曾擔任毒理所

所長、醫學院副院長，後借調至國科會出掌生物處。 

進到臺大醫學院，這個百年歷史的老字號，他感受到學術氣

氛濃厚，有很多大老堪為典範學習；他在這裡奠定紮實的訓練。

臺大學風自由，很容易讓不同領域知識有激盪的機會，在醫學

院毒理所任教時，即與工學院、電機學院教授有合作，因著這

樣的合作，讓他的研究源源不絕而有創新。來到生科院，一

個基礎研究學風更為濃厚的環境，風氣更自由、步調稍稍

慢，他覺得「很慶幸，我可以到不同環境吸收各領域的

菁華」。他期待自己扮演好院長的角色，帶領生命科

學院大步躍升，成為國際學術舞台永恆的亮點。 

對生命科學院未來發展已勾勒出遠景藍圖。（攝影／彭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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