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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界協助成功大學發展

( 一 ) 馬學坤捐「貴重儀器設備大樓」

90年代以後，社會逐漸出現產業人士捐

贈學校建築物的風氣。剛開始，校方冀望業界

能夠捐贈大樓，如此，一方面可以提升學校形

象，另一方面學校確實需要更多的空間。當

時，第一棟是翁政義校長時代決定的「貴重儀

器設備大樓」，由馬學坤校友捐贈。那時這類

事情很少見，馬學坤捐贈成大一億，學校再相

對配合一億，最後以二億的經費興建。然而

「貴重儀器設備大樓」修建過程延宕許久，從

原本設計八層樓，後來又追加兩層；其後又受

阻於不斷更動的消防法規，以致於學校需持續

修正以滿足新的要求。這樣一耽擱又過一段

時間，直到我校長任期的最後一年，即民國

九十六年才告落成！

( 二 ) 奇美電捐贈「奇美樓 」

接著學校蓋了「奇美樓」。當時光電系

李清庭教授是電資學院院長，奇美電的老闆是

成大校友，因為校友關係，大家就一起商談。

李院長向他表示要成立光電系，原來的空間不

夠。當然業界要捐大樓也有他們的盤算，我們

也退讓了一些。後來決定奇美樓中間有一層

樓，讓他們展示一些奇美電子公司的產品。在

這個前提下，就促成了「奇美樓」。

( 三 ) 吳修齊捐「修齊大樓」與高清愿捐「統
一健康大樓」

「修齊大樓」在翁政義校長時代就蓋好

了，它比「貴重儀器設備大樓」較晚開始修

建，但是較早完工。因為「修齊大樓」是

「太子建設公司」蓋好以後，再整棟捐贈給

我們，所以速度稍快。基本上，業界要捐

款，可以採分期捐，如此比較好節稅，所以

一般較傾向分期。

站在學校的立場，我們希望業界把樓蓋好

再捐給學校，這樣最單純。像「修齊大樓」，

吳修齊先生以一年多的時間完工後直接捐給成

大，這樣最為理想！如果捐錢讓學校來蓋，我

們還得先向教育部申請蓋樓的許可，歷經一連

串冗長的審查之後，才得以動工。

統一公司的健康大樓也是捐贈的，這是

在我任上的事情，所以我很清楚。它位於勝利

路上，成大醫院對面。這件事情中間的橋樑是

蘇益仁教授，蘇教授是高清愿的遠房親戚，當

時，他在國衛院擔任組長，我剛接校長不久，

就跟國衛院商談合作，希望他們在臺南設立分

院，跟當時的吳成文院長談了很多次。他說需

要空間，蘇益仁就開始尋找。

當時，成大完全仰賴政府的公務預算，經

費運用受限，不像現在有校務基金可以運用。

後來，蘇益仁為了爭取在成大蓋一棟樓，就去

麻煩高清愿，而他也同意了捐贈這棟大樓。

這棟建築稱為「統一健康大樓」，實際上

是成大跟國衛院共同使用。因為我們一直希望

中研院、國家衛生研究院、工研院等這些中央

級的研究單位南下，翁政義校長任職工研院董

事長期間，將工研院的南院搬到臺南，雖然不

在成大，但設在臺南，這些作法都是希望對學

校有所幫助。所以我們希望國衛院南下，在成

大醫院的十二層樓中給他們一層樓，但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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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的空間已經不夠了，後來蘇益仁就去爭取

到這一棟樓。他們的空間裡，國衛院占了一部

分，成大的醫生教授也在裡面，這是「統一健

康大樓」的情況。

( 四 ) 鄭崇華捐贈「綠建築」

「台達電」的董事長鄭崇華捐贈「綠建

築」是較晚期的事情，它源起於我去臺北參加

鄭崇華董事長舉辦的一個論壇。當時殷允芃、

郝龍斌也在場，還有一位飛利浦的總裁羅益

強，是成大物理系畢業。這四人當中，除了郝

龍斌，有三位是成大校友。那次論壇的主題是

「綠建築」，殷允芃在會前跟我講：「高強，

等一下我會講些話，你擔待一下！」 我想沒有

問題，她也不會講多嚴重的話。討論中她講到

有關綠建築的發展，臺大有什麼什麼的，很遺

憾成大都沒有！我站起來回應說：雖然我是成

大校長，但我能夠掌控的，就只有校長官邸，

其他地方我也沒有什麼權限，我最起碼會盡量

把校長官邸的綠色建築概念加進來。

活動結束後，我致電鄭董事長，跟他談

到這次論壇的情況，並且提出一個想法請他

協助：是不是由台達電贊助成大，我們再出

一些配合款，共同建造「綠建築」？一方面

可以在裡面進行綠能研究；另一方面，若蓋

得很有概念，讓全國人來參觀，使大家知道

綠建築的應用，在研究跟推廣上都會很有幫

助。他說很好，沒有問題！我做個人的事，

不會用公司的錢，要捐款就用我自己口袋的

錢。他在電話裡告訴我說：「我的能力是

一億」。我聽了真的非常感謝，回應說以成

大的能力，我能夠掌握到四千萬，我們就用

一億四千萬來蓋那棟樓。總共不到兩億，這

個造價是相對便宜的。「綠建築」的背景就

是希望蓋一座可以在裡面從事綠能研究，並

且提供社會大眾參觀綠建築的想法。

成大首例 BOT 案
BOT 的優勢在於學校無需專責管理，換句

話說，就是不用管大樓維護、人員雇用，也就

是整個外包，這樣比較單純。這也符合我的想

法，所以在很多場合我不斷強調，學校需要學

生宿舍，但學校沒錢蓋、也沒錢請管理員；學

校吃飯地方少，每次都去外面吃；外賓來了要

去學校外面住宿，校園裡面只有一個迎賓苑。

如果「校友會館」蓋起來，這三個功能都滿

足，還要求什麼呢！這樣做至少讓我們該解決

的問題都解決了。

旅館部分就是「校友會館」，當時規

劃是每晚一千五，公務員可以報支的標準是

一千六。北部外賓南下臺南，一晚一千五的價

格非常合理。總此，學生住宿的價格合理，老

師住的也合理。當時還規劃一些空間作會議

室，讓我們可以開會。它又具備生活機能，學

生、老師也不用跑太遠吃飯，怎麼看都覺得很

理想！老師們的意見主要在於太子公司回饋不

夠多，但是對方也有經營風險，我們提出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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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他們也能逐項解決，收費和現在差不多，

我覺得很合理。

當然有些老師站在為學校爭取最好權益

的立場，質疑太子百分之五的回饋金偏低。我

跟他們說：「第一，你們誰覺得這個不好，就

自己組一家公司來投標，我給你做，但你不能

倒。第二，學校不是只有這個BOT 案，將來宿

舍還會再蓋，由你來主導，你得要談得成。」

最後這BOT案總算是敲定了，還算不錯，有些

事情實際上不是那麼單純，這些都是為了學校

好，能夠推動學校的發展最重要！我覺得最欣

慰的事，就是成功推動這個BOT 案！

五年五百億計畫加速成大轉型

五年五百億的實施對成大的影響，從消極

面來講，  學校經費原來真的不夠，有這五年

五百億以後，不見得能快速朝向世界一流，但

起碼不足的地方，可以比較充裕一點。我覺得

補助的這十七億，頂多一半是補不足的，剩下

一半可以用來發展。以學校的發展來說，就見

人見智了。我比較傾向不要由校長來決定重點

發展方向，而是以老師們過去的努力所反應出

來的基礎，我們再輔導它繼續成長。

五年五百億計畫在文學院看不到太明顯的

成效，這也是很無奈的事情！在大學教育裡，

我認為文學院的功能就是讓學生陶冶性情、提

升素養。在研究部份，文學院不像其它理工科

系那麼快速的生產論文，能在世界上比的就是

文學獎，而那又是極難達到的。所以，文學院

扮演的角色主要就是陶冶大學生，讓人看起來

就像一個「大學生」，這是文學院的主要功

能。因此，很難要求文學院，那就不是它的角

色，所以文學院也不要太氣餒，或者覺得這個

政策不對。

五年五百億計畫下，我們新增了特聘教

授一級，人數大約占百分之十。當時全校有

一千一百多位老師，有一百位左右的特聘教授

名額。全校教師的百分之一，大概十一位是講

座教授，當初是這樣規劃的。這一百位特聘老

師依據各學院老師的比例為基準來分配，避開

不同學院相比，否則工學院可能會拿走很多名

額。按照配額方式去做，只要在你的領域裡表

現得不錯即可獲得特聘。

整體來看，五年五百億對成大來說是正

面的，但這個計畫對臺大助益更多。以前成大

的優勢在於當臺大聘人的員額用完後，成大接

著聘人，如此可以聘得優秀師資。等到五年

五百億以後，臺大資金充裕，也開始有約聘雇

的老師、專案教師等這類作法，臺大的員額就

增加許多。成大好幾位物理系、數學系還有管

理學院等優秀老師，被網羅離開，清華也面臨

相同窘境，因此我們備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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