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務報報

接
任行政副校長一年多，我的工作重點主要在兩方面，一是古蹟與歷史建築的處理，二

是竹北和雲林校區的發展。臺大被指定為古蹟/歷建的數量高達38處，居全臺大學之

冠。這些建築被列為公共財，政府卻未編列預算，而要臺大自行維護，長此以往，將成為校

方沉重負擔，如去年修繕芳蘭大厝正面主樑和屋瓦即耗資約一千萬。芳蘭大厝是臺北市最早

的三合院之一，兩側已崩塌，僅存正面，臺大收歸為校地，而陳家祖宗牌位仍在祀。

青田街日式住宅是另一個更緊迫的案例。本校管有青田街日式住宅36棟，這些老房子一

旦沒人住，毀壞速度更快，走在這靜謐的巷弄裡，觸目所見敗落、傾頹的房子基本上都是臺

大的，要整修，每棟最少要一千至一千五百萬。為此，總務處以OT方式活化使用，「青田

七六」是第一棟，餐廳營業後，生意日漸興隆，但也因人聲雜沓，引起居民異議，包括許多

臺大老師，他們期待學校可以有更周全的作法。

行政副校長張慶瑞

臺大的老房子與新校區

行政副校長張慶瑞綜攬行政與發展校務。（彭玉婷攝影）

位於臺大校內的市定古蹟，芳蘭大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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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青田七六」可能是目前最好的模式可以

永續經營。由於承租者要負責建物修繕維護，且每

月須給付租金加上人事成本，唯一可以打平開銷的

就是經營餐廳。當然，我們也聽見不同的聲音，希

望能有更具社區與文化經營模式。為了尋找更友善

策略，我多次到文化局協商容積移轉事宜，希望放

寬容積移轉至臺大新校舍，就可能轉化為資源，一

舉兩得，但市府表示於法不符。現在柯市長上任，

我會再嘗試溝通。

如前所述，古蹟與歷建的處理有點複雜，涉及

法令規章，以及使用者、社區、學校等多方立場不

同，因此我建議校方特別成立校級單位來統籌。因

為現行負責單位為總務處，其功能定位在開發及營

利，要為校方獲取更多資源，可是古蹟與歷建有其歷史文化的傳承意義，管理上一定要超越

營利，有時局部區域甚至得虧本才能維護歷史傳承，這和總務處的角色根本是互相衝突的。

幾次協商經驗下來，我也確立一個大原則，即古蹟與歷建的營利應回饋挹注維護古蹟資源，

才能永續經營。在此，個人籲請更多校友能積極參與，共同為保存公共文化財貢獻心力。

近日辦理完成社會科學院徐州路院址點收，期間為了舊院區未來如何利用，引發熱烈討

論。在我擔任物理系系主任期間，適逢物理系遷館，當時看見大量文物被拋棄，殊為可惜。

我當時決定搶救這些寶貴的學術資產，於是請了一位歷史學家來整理，由系方主動投入龐

大資源，以兩年時間成立物理文物廳，還同步拍攝紀錄片。現在該廳保存了亞洲最早的加速

器，於今在日本與世界科技史界都非常出名。對於社科院舊院區，已與社會科學院確定成立

文物紀念廳，同時將來對於徐州院區的活化使用也絕不會以營利為主要考量，這方針在校方

是相當明確的。

我的另一個很重要的工作是竹北和雲林校

區的開發。這一年來主要處理的是竹北校

區。我的太太是竹東人，從20幾年前

臺大要在竹北設校開始，每次

回娘家常聽到新竹鄉親對臺

大的抱怨。20幾年前的竹

「青田七六」，臺大第一棟OT活化使用老房子，頗獲好評。

竹北分校地域廣闊，從無到有。

圖為碧禎館，藥學系校友許照惠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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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到處是農田，現在高樓大廈林立，從荒蕪到繁華，唯一不變的是臺大校區。全臺人口成長

最快的應該也是竹北，最近連續新設3所小學，由此可見一般。也因為這樣，臺大的壓力更

大了。

新校區開發難度高，因為資源要完全自籌，包括人與錢。我們理解地方期待臺大帶動竹

北發展的心情，但畢竟這是大學發展，臺大有自己的步調，我們會盡力去做的。現已規畫在

竹北與雲林兩校區復刻校門與校前廣場，具體呈現臺大意象。軟體工程方面，也會將部分藝

文活動、科普演講移師竹北，活絡與地方的互動。另外，考量當地產業實際需求，除了已招

生多年的工業工程碩士班外，今年加開管理碩士班，採一年3學期制，明年還會增加產業法

務班，合計可招收50-70名學生。

凡事起頭難，竹北校區從無到有，雖然走得慢，但培育好土，在地深耕，是我們秉持的

信念。臺大這兩年在竹北的一小步，必然會是新竹縣高等教育的一大步，未來會加強與地方

政府和議會的溝通，讓大家看見也和臺大一起推動竹北校區的發展，興學興利，繁榮地方。

除了歷建與古蹟和新校區外，推動中的新興事務如三校聯盟、與國北教合併、華人區5校

合作（北京、清華、新加坡、香港）等，也都是行政副校長室所推動的事務。

與臺師大、臺科大的三校聯盟在去年1月簽約成立，同年6月開始，三校各推派一位副校

於竹北校區舉辦科普演講，活絡與地方之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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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組成工作小組，每個月開會，以提供三校師生更

多資源共享為前提，陸續推出線上共同選課、教職

員與博士生圖書館一卡通（大學生各100人）、交

通車、餐廳與福利社消費折扣共享等。今年杜鵑花

節正準備讓三校校長共同環繞三校校門一圈，明確

表達三校不但性質互補，而且土地確實連接，明年

更將合辦新生書院，讓三校學生有更多接觸的機

會。很有意思的是，從選課的統計數據也看出確實

有三贏作用，如臺師大藝術學門，臺科大的設計課

程，都是臺大同學選修較多的課。

過去行政副校長都是人文領域出身，而我學的

是物理，也許因為擔任過物理系主任、理學院院長和國科會國合處處長，對於國內外協調與

談判累積了一些經驗，因此受楊校長委任。早年臺大有「一流學生、二流設備、三流行政、

四流師資」的傳說，行政工作需要熱情，將別人的問題當成自己地問題來處理，行政效率自

然改善。根據個人學習經驗，臺大對學生在學科上的訓練還蠻紮實的，師資問題也沒太大狀

況。但我如果沒回臺大任教，我個人對臺大並沒那麼多感激，因為過去學習大都是由同儕學

習而來。對於教育，我認為最好的學生會回到學校任教，最後取代我們，這些優秀學生只要

提供良好環境與設備，自己就有足夠能力學習。但成績最差的學生其實需要學校更花心思與

資源栽培，因為他們仍然是臺灣最優秀的一群分子，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們不會停留在專業

領域，反而是最有機會在未來做跨領域發展，對臺灣做出整體貢獻的人。臺大應該比一般大

學更有願景，因為臺大培養的人才應該超越就業，而要具備跨領域能力和通識素養，成為社

會各階層意見領袖，發揮更大影響力。就業能力客觀而言，以臺大學生素質進入社會後自動

就會取得。臺大應該提供學生更宏觀的願景與更有能力的組織與合作訓練。我過去一年積極

與台師大與台科大合力推動臺大論壇，也是為了提升臺大在社會與跨學科的參與和影響。其

實推動華人地區5校合作也是希望臺大學生能積極進入國際舞台，把人生視野向外看，而不

要侷限在島內的區域競爭。這些國內外學校網絡的工作都和維護古蹟有異曲同工之妙，要投

入更多資源，但不會立竿見影。

總而言之，即將走向百年的臺大，應有更高願景與標竿，讓臺大學生能在未來縱橫在全

世界的舞臺上。臺灣近幾年在各種國際競爭指標都有趨緩的傾向，臺大對社會的責任也比以

前更為艱鉅，如何為臺灣培養出世界級的領導人才，協助現在學生能更有效的取得傲視世界

的氣度與能力，是我們現在服務學校的師長無可迴避的職責。

臺大與北京大學、北京清華大學、新加坡大學及香港大學，成立華

人頂尖大學「松聯盟」，圖為2014年5校聯盟運動友誼賽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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