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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遴選的雙院士校長

吳京院士是本校首位經遴選產生，非教

育部派任的校長，既是成大畢業又是傑出校

友，回校貢獻除了自己的意志外，1994年受李

遠哲院士鼓勵返校參加首屆校長遴選，此時

正是他人生的顛峰，在美國連續四年獲得國

家海洋教育獎，當時的薪資是成大校長的四

倍，卻毅然決然地返回成大。於1994年8月1日

上任，除了中研院院士身份外，1995年於任內

也榮獲美國國家工程研究院院士，是國內首

位雙院士的校長。

一流大學的理想與策略

( 一 ) 加速邁入研究型大學

吳京校長認為成大有最大的工學院，留在

這塊土地上耕耘的成大人最多，卻沒有獲得社

會相對的回應；所以，除努力招攬優秀學生，

也致力於把師生帶出校園，積極邀請國際知名

學者到校任教、研究，增設系所，如教育、法

律研究所，87學年預定成立生物科技研究所；

提高研究生比例（原1研究生比3.7大學生，調

整為1比3），希望朝研究生佔四成的比例邁

進，要將14,000多人的學生數，以擴展研究生

為主，增加到17,500人；每系延攬1-2名國外學

者，推動與國外各大學及學術機構建立合作交

流管道，帶領成大朝向研究型大學發展。

( 二） 多元發展，成立研究總中心

吳校長提及為研究而研究的時代已經過

去了，成大自詡為一流大學，就必須帶領學

術走向新境界。一流的大學必須有一流的教

授與設備，大學學術研究應該走出校園，將

學校教授的理論基礎研究再行延伸，從實務

中找研究題材。希望學校教授、學生除研究

論文外，研究成果能往外推展與國際學術合

作及產官界的互動，不再讓成果僅止於學術

發表，以用於社會。

吳校長認為北部已飽和，臺灣的未來在南

部，如成大與國科會共同規劃臺南科學園區，

平衡電子與機械的均衡發展，朝多元化發展，

配合亞蔬中心，籌設生物科技研究所，設立亞

洲最大的「水工試驗研究中心」，帶領成大向

研究型大學的方向發展，走向一流綜合大學。

並設研究總中心於安南校區，下設一般應用科

學領域的研究中心外，還包括「臺灣史研究中

心」，目的是融入社區，視為大學落實社會責

任的示範模式。使具有「文化古都、科技新

城」的臺南，成為我國明日之星。

( 三） 連結國際的手：立足臺灣、放眼世界

吳校長不僅維護學校學術自由，認為國

內大學應「教授治理自己，校長的責任，只在

營造理想的環境。」為強化成大師資，特提出

邀請「100學人5院士」的任教計畫，讓國際聞

名的人物到校授課，讓學生得以「循著他們的

來路」、積極爭取教育資源、延攬大量優越師

資，因應師資多元化，爭取教育學程及設置研

究所；體會「學術合作」的時代來臨，舉辦兩

岸大學校長會議，結合海峽兩岸43所大學，共

同簽訂呼籲。配合回國人才需求，擬改設「附

工」為綜合中學，原預計於85學年度開始招

生，實施中英文雙語教學，配合科技與科學園

區人才需求。綜合中學之規劃雖未得實現，卻

也間接催生了南科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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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打造藝文殿堂，創造特色

吳京校長對大學之文化藝術之教育也極為

其重視，期望領先國家做文化建設，要成立第

一個「臺灣史研究中心」，在以工學院為主的

校園風氣中，引入人文藝術、重視臺灣本土之

研究。同時，也認為國家迫切要做的是文化建

設，勉勵第一屆藝術研究所師生為文化藝術傳

承扎根、努力；並規劃校史室、創造藝文空間

與周邊社區互動。本校蘇雪林教授在文學、藝

術、教育上的成就，是為國寶級的大師，住處

內藏的心血寶藏要規劃陳列保存方式，將蘇雪

林教授畫作付梓，其畫作由成大協助保管，期

許研究成立「蘇雪林教授紀念館」，並拋磚引

玉慨捐10萬元作為蘇雪林基金會籌款之基金。

( 五） 提升校譽、籌募校務基金

大學自籌財源籌募校務基金，主要來自

外界的捐款，要吸引外界，首先需要把學校辦

好，校友是學校最重要的資產，一定要善用校

友的力量，借重他們在各階層的成就與貢獻，

協助帶動學校發展；成大除廣設校友會來結合

校友的力量外，更以實際行動爭取與學術界結

合，進而得到學術合作的資源。校方並著手進

行規劃籌募事務，包括指定特定項目、用途、

獎學金。並發行以校友為對象之「認同卡」，

希望未來能自籌財源興建規劃中的校友會館、

服務中心。

( 六） 爭取優質學生親切互動

1. 主動出擊宣揚學校，造成旋風他不僅

到各地明星高中演講，爭取優秀高中

生，提升成大學生素質，帶動大學間

良性競爭。也體悟傳統「大學博覽

會」只擺攤位，看不到校園實際環

境，乃開辦「成大有請」院系博覽會

宣導，包括社團活動、由各學系科提

供實驗遊戲之動態活動與展示、全校

系館開放的方式，讓學生實際體會，

首創成大校友創業成果博覽會，以招

收優秀學生，造成旋風，使成大在

1995年大學年考的排名平均提升了2-3

個排名，科系排名幾乎全面上揚，體

會宣傳的效果。吳校長認為此舉能帶

動大學間的良性競爭。

2. 培養完整人格，訓練明日領袖為目標

吳校長關愛學生，對於綜合大學的理

念，強調五育並重發展，認為校園內

風氣失序，是倫理不張與式微，沒有

傳統的長幼有序，也缺乏西方尊重專

家學者的「尊賢」，應加強輔育導

正；強調應珍惜與家人相聚時光，培

養完整人格。提出社會變化難料，建

議學生選系以興趣為考量，不管逆境

或困境都要創造自己的空間。

( 七）校園建設：擴大校地為研究場域、校園
公園化成為藝文殿堂

吳京視校園規劃為「百年大計」，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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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盲目擴建校舍，而應該提高使用率，盼任

內將各校舍原使用率由百分之四十提升一倍。

他認為成大把成功操場劃為圖書館很可惜，希

望暫凍結建物拆建，先做好校園規劃，對校園

規劃的理念朝向國際化研究型大學規劃：

1. 先做好規劃 暫凍結建物拆建。

2. 維護校地的完整性：成大校本部擁有七個被

分割的校區，造成相當大的不便，曾提出以

地換地方式維持校區完整之構想，後因施行

困難而作罷，也曾研提興建現代化天橋，完

成校區間整合。

3. 校園公園化：視美化為重要工作，提出「校園

公園化」、「還我綠地」的構想，希望參考國

外大學校園「人車分離」；減少汽機車進入校

園，規劃校園定點行駛交通車，減少汽機車進

入校園，選擇部分校園角落建立立體停車場；

全力推動「老舊單車修理運動」鼓勵學生多在

校內騎單車。校區公園化、孕育通才、成為藝

文的殿堂，以維護學術自由。

4. 擴大校區規模：為配合研究發展將75公頃安南

校區規劃為具國際水準的大型水問題研究中

心，搭配歸仁21公頃設航太實驗場，將使成

大總校地面積達180公頃左右之發展空間。

5. 為強化與社區互動，方便校外人士使用，而

曾規劃在長榮路及大學路交叉口興建藝文活

動場地，為府城民眾提供另一處好的藝文活

動場地。原希望圖書館建於勝利路與大學路

口的勝利校區處，以便鄰近市區道路、並得

以和社區密切接觸，唯馬校長時期已定於成

功校區，而改將校友會館建于該區。

6. 認為學校歷史悠久應有「校史館」，而擬將

位於成功校區建築歷史最悠久的舊數學館即

現「博物館」及格致堂規劃為校史館。朝向

成為一流大學的願景鋪路，成為藝文殿堂、

孕育通才。

7. 成大的郵局業務量相當大，吳京校長曾向郵政

局長提出「合作」建議，擬以成大提供土地，

郵局蓋房子的方式解決成大郵局遷址問題，唯

劉兆玄部長認為未必可行，不如與商家合作，

建議成大規劃校內商業區而未實施。

吳校長長期旅居美國，對於大學校園規劃

有相當的理想，然迫於現實與任期不長等等因

素，也僅部分作法得以實現，相當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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