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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

本院要聞
第31次院士會議於7月1日開幕

本院第31次院士會議今（103）年7月1日至4日於
本院學術活動中心及人文社會科學館舉行，預計有200
餘位國內、外院士與會。

開幕式後於7月1日至2日（星期二至星期三）陸續
進行院務報告、主題演講、院士選舉分組審查、人文

及社會科學組專題座談，以及本院政策建議書之回顧

與展望。

7月3日至4日（星期四至星期五）將進行3場次的
院士候選人審查，並於7月4日下午正式投票，選出本
院第30屆院士暨名譽院士，隨即由院長召開記者會公
布當選人名單。

參考網址： http://www.sinica.edu.tw/convocation/index.
html

學術活動
學術交流

數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代所長程舜仁，於2014
年7月7日至13日赴中國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期間，所
務由李國偉研究員代理。

生物化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蔡明道，於

2014年7月7日至12日赴香港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期
間，所務由邱繼輝副所長代理。

物理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李定國，於2014年7
月8日至13日赴蒙古出席國際會議。出國期間，所務由
王子敬副所長代理。

《數學傳播》季刊第38卷第2期已出版
數學研究所編印之《數學傳播》已出版。本期人

物專訪「有朋自遠方來」訪問荷蘭數學家Frans Oort

教授，另外收錄8篇數學相關文
章。作者及文章標題如下：

有朋自遠方來一專訪Frans Oort
教授（中）

王偉仲／ 開創科學計算的研究與
職場生涯

嚴加安／ 概率破玄機，統計解
迷離

黃光明／Uri，我和最優分解
陳柏宇‧張福春／Muirhead不等式
邱鴻麟／曲面簡介

陳正宗‧郭柏伸‧高怡絹／ 可 聽 出 鼓 的 形 狀 嗎 ?          
— 對偶邊界元素法分析

葉東進／冪次和表為 n 之多項式的係數律則
賴昱維／畢氏三元數生成公式之研究與發展

數學傳播第1卷第1期到第37卷第4期文章已全文上
網，網址 http://www.math.sinica.edu.tw/media/，可逕自
瀏覽。有興趣者，亦可利用劃撥訂購紙本期刊。

訂閱費用：1年4期（3、6、9、12月出刊），國內
訂戶新台幣300元，國外訂戶美金20元（郵資內含)。

劃撥帳號：0100434-8
帳戶名稱：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

《歐美研究》季刊第44卷第2期已出版
《歐美研究》季刊第44卷第

2期已出版，共收錄3篇文章，作
者及論文名稱如下：

黃琛瑜： 英國與里斯本條約的
批准：自由政府間主

義的分析

王景智： 如果，明天沒有愛：論
《夜曲集》中的液態愛

李佳容：Between Speech and 

編輯委員：徐麗芬、張七鳳、劉鏞、蔡慧玉、羅紀
排　　版：吳宗訓　捷騰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http://newsletter.sinica.edu.tw/index.php, http://newsletter.sinica.edu.tw/en/index.php
E-mail:wknews@gate.sinica.edu.tw
地址：臺北市11529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128號
電話：2789-9488；傳真：2789-8708
《週報》為同仁溝通橋樑，如有意見或文章，歡迎惠賜中、英文稿。本報於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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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ence in Wordsworth’s The Prelude—Transformation of Self in Text
本期文章各篇已全文上網，另有電子書服務，個人電腦及筆記型電腦使用者可使用瀏覽、文字複製、檢索、

個人筆記、書籤、列印等功能，亦可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瀏覽閱讀，請逕行上網利用（http://euramerica.
org）。有興趣者，亦可利用劃撥訂購紙本期刊。

訂閱費用：1年4期（3、6、9、12月出刊），國內訂戶新台幣400元，國外訂戶美金16元（郵資另計）。
劃撥帳號：1016448-2
帳戶名稱：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公布欄
「鳴沙遺珍─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特展

展覽日期： 2014年5月3日（週六）至8月30日（週六）
展　　區： 本院歷史文物陳列館2樓202室「珍藏圖書區」
展覽說明： 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廣州成立之初(1928)曾設「敦煌材料研究班」，本院傅斯年圖

書館藏有51件4至11世紀的敦煌文獻，內容主要是佛經寫卷。
今年5月初，歷史文物陳列館精選具有代表性的文書，推出「鳴沙遺珍─傅斯年圖書

館藏敦煌遺書」特展。展件跨東晉、南北朝、隋、唐、吐蕃統治、歸義軍統治等各時期寫

卷，可一覽書體在歷史長河中的變遷軌跡，不啻敦煌歷史文化縮影；佛教經、律、論俱

足，其中《圓明論》歷代經錄佛藏未收，九卷散見英、法、俄、日，可補他卷不足；《四

分律》可與上海圖書館及天津博物館所藏的《四分律》綴接；《大般涅槃經》、《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

為異本，可校經文的異同；還有儒家《周易正義》「賁卦」殘卷，為稀見珍本。

就近在臺灣就能欣賞珍貴的敦煌手卷，因緣難得，請勿錯過！

歷史文物陳列館參觀資訊：

開放時間：每週三、六 09:30-16:30（遇國定假日及選舉日不開放）
地　　址：11529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30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
電　　話：(02) 2652-3180 或 （開館日） 2782-9555 分機202
參考網址：http://www.asihp.net/~museum/tw/main.php

知識天地
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與鄭氏集團研究

鄭維中助研究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人類相互接觸交流的歷史，本可追索至先史時代。但影響當代全球政治與經濟活動的主要因子，則與十五世

紀以來，歐洲人所稱「地理大發現」（實則是全球擴張）之後一連串的秩序轉換有關。簡單來說，影響當代社會

的兩大變革：「工業革命」與「民主革命」，在十九世紀，已造成了全球連動的「世界體系」。實際上，若無地

理大發現後所創造的全球市場連結，以及面對異文化所造成的，對基督教神學的思想衝擊，這兩大變革，也無由

對於全球人類社會發揮如此深遠的影響。甚至，若將視野放寬至地理大發現所造成的自然環境變革，重新考慮病

菌、糧食作物、牲畜等的交換，對人類社會及環境的衝擊（所謂的「哥倫布大交換」）。不難發現，在人類自我

意識的決策範圍內，我們所認定的思想、理念、價值等，在寬廣的全球史因果脈絡中，仍具一定侷限性，現代人

不能不以新的視角，重新審視歷史的發展。

在「地理大發現」的時代，臺灣一方面被歐洲人所「發現」，另一方面，則被對岸的漢人給「開發」。如同

其他東南亞島嶼上的人民，臺灣原住民被捲入了歐洲人所確立的世界交流網絡中，半強迫的接納了漢人移民，與

之共同創造、分享生活資源。在臺灣島上存在國家組織的短暫390年歷史中，此一東西交織的發展脈絡，至今仍對
我們產生一定的參考價值。這段在全球脈絡下「近代早期(early modern)」臺灣歷史的發展，也如同其他東南亞地
域的歷史研究一般，長期遭到以國族為主體的歷史潮流所忽視。

在二戰結束、聯合國確立殖民地獨立原則之前，殖民地被視為各民族國家天經地義的組成部分。東南亞大部

分地區的歷史，被納入各國殖民史內書寫。換言之，在二戰前，東南亞的歷史，僅以一種歐洲文明的配角形態取

得存在價值。然而，二戰之後，東南亞各國好不容易在政治上取得獨立，卻又落入美、蘇兩大陣營間，民主與共

產對峙的冷戰時期。在戰後經濟復原第一與冷戰意識型態掛帥的時代，歷史研究者想要以較為批判的角度，從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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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脈絡視角來審視各地歷史，無疑地，會遭遇許多現實上的困難。這些困難，一直要到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發展、

乃至於90年代蘇聯瓦解後，才逐步消解。
概略說來，在二十世紀前半期，臺灣是日本帝國的殖民地。從而，戰前日本研究者對臺灣歷史的研究，也

與其他殖民宗主國的研究者相同，著重早期殖民者（日本人）海外活動與殖民地（臺灣）的關連性。如日本豐臣

氏、德川幕府與歐州、東亞各國的往來，給臺灣帶來如何之影響等。戰前的日本學者，如岩生成一、中村孝志

等，透過與印尼（當時稱「荷屬東印度」）殖民地檔案館、荷蘭國家檔案館的交流，取得早期臺灣歷史的檔案資

料。當我們檢視現藏於臺灣大學圖書館，由岩生教授僱請荷蘭抄寫人員（當時無影印機）所抄錄的史料稿本，其

所擇取的內容，也大致符合上述方向。

1980年代後，由於戰後荷蘭所培養的歷史學者，逐漸擺脫殖民地研究的污名，重新啟動「荷蘭海外史」（後
稱為「歐洲擴張史」）的研究。新一代的臺灣研究者在曹永和院士的帶領下，也利用這樣的契機，與荷蘭方面合

作，共同運用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荷蘭東印度公司曾有效統治臺灣西南部地區，以臺南為中心，沿海岸南北各

約40公里地帶（基隆、淡水不論）。在38年的統治中，留下約三萬頁的檔案。檔案內容以商務為主，本地行政為
輔。其中，關於原住民的部分，已由荷蘭歷史學者包樂史（Leonard Blussé）與Natalie Everts-Vrij摘出、出版為《邂
逅福爾摩沙》套書。而記載每日行政事宜的《熱蘭遮城日誌》，也已中譯出版。可以說，有關臺灣近代早期歷史

的研究，與戰前的研究相比，已邁向新局，不可同日而語。

在近代早期臺灣歷史中，漢人移民臺灣，乃至於在臺設立國家組織，是後來臺灣發展之所以異於東南亞的分

水嶺。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中，鄭芝龍、鄭成功、鄭經三代與荷蘭人的交往和衝突，鄭氏在東南亞及日本各地所進

行的貿易活動，無疑是臺灣史上，亟需重新梳理、認識的歷史事實。

二戰之前，首先提到歐洲文獻史料中記載的鄭芝龍面貌，與中國史書內的描繪迥異的，是海洋史先驅博克賽

（Charles Boxer）。他最先發現鄭芝龍是一個浸潤東西方文化，在環中國海域廣大世界中活動的特殊人物。然而，
在中國史的書寫中，卻不成比例的，僅著重於他背棄南明皇帝此一政治抉擇。換言之，這樣的視角，讓十六世紀

以來，東南沿海各省人民與東南亞、日本、歐洲各國人的交涉活動，在當時中國士人的選擇性書寫下，漸漸被世

人遺忘。其後，在二十世紀中國學界亟欲建立屬於中國國族歷史的敘述脈絡中，也容不下這樣特殊的存在。反

之，鄭成功標舉「華夷之分」此一價值選擇，呼應了中國國族歷史敘述裡百寫不厭的主題。鄭成功擊退荷蘭人佔

領臺灣，被當成反對殖民主義的「民族英雄」書寫，他一生的具體活動，被由當時的全球歷史脈絡中抽離，只留

下純化的道德人格形象。隨著戰前中國國族史的建制化與戰後冷戰體制的發展，臺灣歷史讀物中對鄭氏集團領導

者的形象建構，遂遠多於對其具體行動的研究。

正如前述，1980年代之後的荷蘭歷史研究者，開始推廣使用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來進行近代早期東亞、東南
亞歷史的研究。十六世紀以來，中國沿海各省人民在環中國海域的活動情形，也在各國學者重新審視之下，逐漸

被「回憶」起來。敝人於2013年出版的專書 ”War, Trade and Piracy in the China Seas 1622-1683”，便是以荷蘭東印度
公司檔案為主要基礎，嘗試重新建構鄭氏集團海外貿易活動的研究。以下，臚列較主要的數點結論：

1. 鄭芝龍在接受明朝招撫之前，早已為荷蘭雇用，執行海上查扣中國船隻的任務。而他面對荷蘭與中國官方
兩者的態度，幾無差異。

2. 鄭芝龍在就撫之後，並未與荷蘭簽署任何和平條約。雙方是透過貿易利益交換，達成長期停火的共識。
3. 鄭成功與荷蘭合作，出口中國黃金至印度；與此同時，亦與荷方競爭由暹羅出口到日本的鹿皮貿易。
4. 鄭成功奪取臺灣，是為聯合暹羅與日本，迫使荷蘭放棄對東南亞的貿易壟斷，且此舉僅為其更廣大計畫藍
圖中的一著。

5. 鄭經的海外貿易與海外出兵，仍是根據鄭成功規劃的藍圖來進行。
由於鄭氏集團的活動遍及環中國海域各地，在使用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研究鄭氏集團時，無法如同研究荷蘭

人對臺灣的統治一般，僅以一系列臺灣當局的檔案為考察範圍。必須同時瀏覽東印度公司在日本、越南、暹羅、

柬埔寨、馬來亞、麻六甲、科羅曼德爾（於印度）等地商館的資料，藉由各地商館所收集的鄭氏集團動向，重新

構造其整體活動圖像。又由於鄭成功、鄭經對荷蘭的直接談判對象，是位於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的東印度公司

亞洲最高當局，因此，《東印度評議會決議錄》的相關記載，對於瞭解雙方的往來，至為關鍵。以上數萬頁的檔

案，臺灣現在並未有任何機構收藏，必須親自前往荷蘭調閱。所幸，該系列檔案的目錄已經電子化，使研究者可

迅速查考相關檔案編號。雖然研究的門檻較高，且消耗時間、精力甚鉅，但研究成果至關重要，並具啟發性，為

重新審視臺灣早期歷史必要之投資。

回到本文一開始提到的「全球史的因果脈絡」視角，以上種種結論，都要重新放回當時全球歷史的脈絡，方

能呈現其重要意義。例如，有關鄭氏集團起落的解釋，與其說是依賴中國朝代興衰的氣數，或是領導者的道德人

望高低，還不如說是這群人一度把握住當時早期全球化的歷史機遇、乘勢而起，然其後，在關鍵時刻，卻因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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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出更高度的應變能力，倏忽凋落。而其他的解釋因素，尚且包括突發的颱風、荷蘭人與葡萄牙人於印度的發

展、日本的鎖國等，不一而足的各種層面，仍有待歷史研究者從檔案中進一步挖掘。筆者相信，在全球化現象不

斷衝擊所有人個人生涯的當下，回顧鄭氏集團歷史，能讓在我們在思考臺灣島上居民個人或整體命運時，產生更

寬廣、綿長的視野，以回應時代的挑戰。

讀者來函
公務人員與行政中立法

本院研究人員社團自由學社

日前本院針對黃國昌博士參與社會運動一事發表聲明。文中主張「學者依其學術研究與知識探索所獲得之

確信，提出具體主張，應享有言論自由之保障，此恆為民主社會之常態。」院方並呼籲社會正面看待同仁之公共

意見。此聲明可謂擲地有聲，不僅深獲同仁支持，也廣獲社會輿論肯定。但近日院方又轉來公文，要求本院同仁

（含研究人員）遵守行政中立法及公務人員服務法。本院研究同仁是否屬於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應如何適用，

必須細細思量。

首先，本院聲明中有兩點必須謹慎澄清。聲明中謂：「本院研究人員既具公務員身分，理當遵守相關法

規。」下舉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為例。此段文字造成兩點混淆：一、本院研究人員是公務員嗎？二、本院研究人

員本來不在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草案的適用範圍內（詳後），「理當」遵守並不成立。

本院研究人員領的是政府的薪水，其公務人員（或公務員）的身分，有何疑問呢？ 本院法律所同仁（依其意
願，姑隱其名）舉出兩點反證。一，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九條，「公務人員之任用，必須依法考試及格。」實際

上本院研究人員之進用，完全不需經過國家考試，而以學位及研究成績申請，經院內學術程序聘用。二，公務人

員之工作受法律嚴格保障，非因犯法或考績連續三年丙等（比率微乎其微）等原因，不得解聘。反觀院內研究人

員，八年內若無法升等，就不得續聘，反而沒有公務人員之工作保障。在任用與不續聘的程序來看，本院研究人

員明顯不是公務人員，而和教職人員中的公立大學教師相同。

再者，本院徵聘研究人員，只問研究成績，不限國籍，院內有多位合法聘任的外籍研究同仁。立法院自己修

正的國籍法更規定，公立大學校長與研究機關 (構) 首長可以由外籍人士擔任。公家研究機構與大學性質之相似，
由此可見。

論者以本院研究人員每年領取考績獎金，作為其公務人員身分之證據。實則自2007年開始，本院經總統府及
行政院同意後，已不再使用公務人員考績辦法，代之以本院學術機構特有的學術研究績效評比。本院研究人員可

謂已與公務人員身份正式脫鉤。

綜合以上論證，本院人員非公務人員，其理至明。

就是因為本院研究人員並非公務人員，所以考試院提出的「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草案時，並未包括本院研

究人員。然而立法院審理本案時，國民黨籍立委堅持將本院研究人員納入法案的準用範圍，並於2009年5月三讀通
過。國民黨立委還通過連帶決議，要求教育部儘快修改教師法，將中立法中的相關規定納入，規範大學教授。當

時輿論一片譁然，包括中國時報、聯合報及其他大報等報的社論、專欄全面聲討，國立大學教師群情激憤，發起

一連串抗議。教育部與立法院知難而退，教師法才免於修正。但本院研究人員準用中立法已然入法。馬英九總統

無視輿論強烈反對，於2009年6月10日將行政中立惡法公布施行。
本院同仁並非「公務人員」、「不當」遵守行政中立法，已如上述。行政中立法之惡，本院同仁已數度申論

（本院週報1228期，2009年；本院週報1264期，2010年)。此處不需贅述。社會大眾不熟法規可以理解，立委諸公
不熟法規，可笑又可悲。但本院身為事主，對自我定位不得不慎，以免陷於自製之陷阱，而不能自拔。

近來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利用委員會職權與審查考試委員提名人的機會，屢屢指控本院研究人員違反行政中

立法。政府高層更發文本院，要求研究人員遵守中立法。實則本院同仁反對政府黑箱作業簽訂兩岸服貿協定，進

而聲援或參與學生佔領立法院活動，牽涉的都是政府政策與公共事務，完全無關行政中立法第5條至14條之禁止行
為：如「兼任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職務」、「介入黨政派系紛爭」、「兼任公職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之職務」、

「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為政黨⋯要求⋯利益」、「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從事相關政治活動

或行為」。如媒體報導，本院學者（或大學有行政職的教師）擔任國民黨的黨代表，才是兼任政黨職務。而本院

研究同仁、參與學運的學生與公民團體，既未兼任一政黨的黨職，更非政黨派系，其活動根本不可能是「黨政派

系紛爭」。馬英九總統和立法院王金平院長之間的權鬥，才是標準的此類紛爭。

實則理想的辦法，第一是修改行政中立法。第二是更進一步在法律上給予本院及本院研究人員明確的地位，

而不是將政府高層函文照轉。政府支薪的正式人員中，除了政務官及民選首長和民意代表外，通常可分成軍、

公、教三大類。嚴格說來，本院研究人員有妾身未明之尷尬。一方面本院研究人員等同大學教師，已如上述。但



週報　第1474期

4 5

軍、公、教職人員都有休假補助費（公教人員稱國民旅遊卡），唯獨本院研究人員沒有，則似乎意味三種身份都

不是。有鑒於此，本院法律所前所長，現任大法官曾在討論中建議，在本院組織法中加入合適文字，規範本院研

究人員的定位、考敘與退撫相關規定。

本院自由學社同仁曾向院長提醒教研與公務分離的重要性。很高興院方在2011年發佈《研教與公務分軌體制
改革建議書》，明確指出「『公務』與『研究』本屬不同性質之工作」。本院應該結合社會上支持學術自由的力

量，召集本院法律專家、及考試、行政院相關部門，甚至邀請屢屢口出威脅的立法委員，商討適當的修法辦法。

譬如在本院組織法加入：「本院為研究機構，非一般公務機關。本院研究人員，享研究與學術自由。其考銓與退

撫，除本法及相關法規所規範之外，比照公立大學教師。」同樣精神的文字，也可加入位階更高的人事法令或科

技基本法。從法制解決本院及本院研究人員的身分困境，才是根本之道。

學術演講
日　期 時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數　　　理　　　科　　　學　　　組

07/03(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蔡明利博士
(Stanford Univ., USA)

Electronic Structure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Function/Reactivity 
- Toward Rational Design of 
Functional Molecules

陶雨臺
特聘研究員

07/05(六) 14:0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B106演講廳
李澤元院士
(Virginia Tech, USA) Is GaN a Game Changing Device?

07/07(一) 11:0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B106演講廳

Dr. Peter Török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U.K.) 

Polarised Light Microscopy of 
Nanostructures

蔡定平
特聘研究員

07/08(二) 14:30 天文數學館1203室
(臺大院區)

Dr. Luc Simard
(Herzberg Inst. of 
Astrophysics, Canada)  

ANUENUE: A 4D Superconducting 
MKID Camera for CFHT

淺田圭一
助研究員

劉名章
助研究員     

07/08(二) 15:0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B106演講廳

梁培德教授
(Portland State Univ., 
USA)

Molecular Plasmonics with Neutral 
and Charged Metallic Nanoparticles

蔡定平
特聘研究員

07/08(二)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游景晴博士
( Univ. of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Chemistry at the Interface of 
Carbohydrate-Active Enzymes 
and Nanomaterials: Protein 
Immobilization Biocatalysis and 
Enzyme Screening

陶雨臺
特聘研究員

07/09(三) 14:30 天文數學館1203室
(臺大院區)

Dr. Luc Simard
(Herzberg Inst. of 
Astrophysics, Canada)  

The Thirty-Meter Telescope: 
Science and Instrumentation for a 
Next Generation Observatory

淺田圭一
助研究員

劉名章
助研究員   

07/10(四) 14:30 天文數學館1203室
(臺大院區)

Dr. Garrett Karto Keating
(Univ.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The Undiscovered CO: Charting the 
Molecular Gas of the Universe at 
High Redshift 

淺田圭一
助研究員

劉名章
助研究員      

07/11(五) 14:30 天文數學館1203室
(臺大院區)

Mr. Yi-Kuan Chiang 
(Univ. of Texas at Austin, 
USA)

Ancient Light from Young Cosmic 
Cities: Proto-clusters of Galaxies

淺田圭一
助研究員

劉名章
助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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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時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07/16(三) 14:30 天文數學館1203室
(臺大院區)

Mr. Garrett Karto Keating 
(Univ.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The Undiscovered CO: Charting the 
Molecular Gas of the Universe at 
High Redshift

淺田圭一
助研究員

劉名章
助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07/03(四) 15:00 植微所A134會議室
高德輝教授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 USA) 

How Petunia and Other Plant 
Species Use Self-Incompatibility 
to prevent Inbreeding and Promote 
Outcrossing to Increase Fitness of 
Progeny

陳榮芳
研究員

07/04(五) 10:00 基因體中心1樓演講廳
Dr. John T. Chang
(Univ.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SA)

Specifying T Lymphocyte Fates for 
Immunity

謝世良
特聘研究員

07/04(五) 11:0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B106演講廳

Dr. Peter Scheiffele 
(Univ. of Basel, 
Switzerland)

Mechanisms of Synapse Formation 
in Development and Disease

管永恕
助研究員

07/04(五) 15:0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 
1 樓演講廳

林育德博士
(多樣中心)

Changes in the Soil Bacterial 
Communities in a Cedar Plantation 
Invaded by Moso Bamboo

邱志郁
研究員

07/07(一) 10:30 農生中心A134演講廳 Dr. Yves Van de Peer 
(Ghent Univ., Belgium)

The 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of 
Ancient Genome Duplications

常怡雍
副研究員

07/07(一) 15:30 植微所A134會議室
黃秉乾院士 
(Johns Hopkins Univ., 
USA)

Challenges of Shifting Paradigm in 
Life Science

陳榮芳
研究員

07/10(四) 10:0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 
1樓演講廳

彭優慧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

Biodegradation of Halogenated 
Compounds and Polymeric 
Materials: Collaboration Achieves 
More

湯森林
副研究員

07/11(五) 15:0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1樓演講廳
蔡怡陞博士
(多樣中心)

Diversity of Eukaryotic 
Microorganisms in Light of their 
Genetics and Pathogenicity

趙淑妙
特聘研究員

07/17(四) 10:3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B106演講廳
林宜玲研究員
(生醫所)

Welcome to the World of Virus – 
from Research Tool to Antiviral 
Development

鄭郅言
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07/07(一) 14:00 法律所第2會議室
Dr. Ilya  Somin
(George Mason Univ. 
School of Law, USA)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Ignorance: 
Why Smaller Government is 
Smarter

07/10(四) 14:30 近史所檔案館1樓中型
會議室

平山光將博士後研究
(近史所)

邊政?僑務?：中華民國政府對中
東及南亞地區的海外中國西北各
地穆斯林難民的政策

李宇平
副研究員

07/15(二) 10:00 法律所第2會議室 Dr. Jean-Marc Coicaud
(Rutgers Univ., USA)

Contemporary Questions of Legal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National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最新演講訊息請逕於本院網頁：http://www.sinica.edu.tw/「近期重要演講」項下瀏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