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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報導  
賀分生所姚孟肇所長當選 AAAS Fellow 

美國科學促進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簡稱 AAAS）於 2005 年 10 月

份公布本院分子生物研究所姚孟肇所長當選 AAAS 

Fellow，並於 2006 年 2 月 18 日於聖路易召開之年會中

頒獎。姚所長係以四膜蟲（Tetrahymena）為主要研究

材料，發現該原生動物在其分化過程中的 DNA 重組、

基因擴製，及其他影響真核生物基因組完整性與傳遞過

程，其傑出的成就獲得國際肯定。 

AAAS 創立於 1848 年，是全球最大的科學學會，

致力於科學交流的支持、科學與社會議題的討論，並負

責國際知名期刊 Science 的出版。自 1874 年始，該會每

年以嚴謹的程序，從數十萬會員中，評選出「在促進科

學發展具有卓越成就，或對科學及社會之發展貢獻良

多」者，授予 AAAS Fellow 之殊榮。 

賀物理所胡進錕、細生所黃鵬鵬及生醫

所趙麗洋榮獲教育部第 49 屆學術獎 

教育部學術獎係為獎勵學術研究，提高學術水準所

設。得獎人為國內從事學術研究有重要貢獻或傑出成

就，並獲得學術界肯定者。今年本院物理所胡進錕研究

員榮獲數學及自然科學類學術獎，細生所黃鵬鵬研究員

及生醫所趙麗洋研究員，分別榮獲生物及醫農科學類學

術獎，每人可獲得榮譽證書及 60 萬獎金，頒獎典禮將

於 12 月間舉行。 

衛生署簡報「我國因應流感大流行準備

計畫」 

行政院衛生署日前依世界衛生組織相關資訊，完成

「我國因應流感大流行準備計畫」，為集思廣益，使防

疫工作更臻周詳完善，特於 10月 27日（週四）下午 3時

於本院生物醫學研究所地下室 B1C 演講廳，由該署技

監李志恆先生進行簡報，並由賴明詔副院長主持，歡迎

同仁踴躍參加，以期將流感之衝擊降至最低。(不需報名） 

第二屆有庠科技發明獎開始受理申請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為鼓勵國內學術

界研發成果轉化為產業應用，設置「有庠科技發明獎」。

該獎係針對發明專利給獎，每 2 年頒發 1 次，本屆設有

「奈米科技」、「通訊光電」及「生技醫藥」3 類，每類

別各錄取 1 件。每件得獎發明專利，可獲頒中、英文獎

狀（座）及獎金新台幣 20 萬元。申請人限本國國民。 

如欲申請，請於 11 月 30 日前，備妥專利證明書影

本及申請人相關資料逕寄該會。詳細辦法及申請表可逕

至 http://www.feg.com.tw/yzhsu/index.htm 下載。 

第四屆有庠科技論文獎開始受理申請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之「有庠科技論文

獎」係為紀念故創辦人徐有庠先生而設置，以獎助國內

科技人才投入學術論文創作為宗旨。本屆徵選論文有

「奈米科技」、「通訊光電」及「生技醫學」3 類，各類

將取優勝論文 2 篇，每篇論文可獲頒中、英文獎狀（座）

及獎金新台幣 20 萬元。申請人需為本國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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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申請，請於 11 月 30 日前，備妥論文全文、

刊登證明及申請人相關資料逕寄該會。詳細辦法及

申請表可逕至 http://www.feg.com.tw/ 

yzhsu/index.htm 下載。 

「男女大不同」座談會暨科普展映活動 

本院科學教育推動委員會為配合 10 月 29 日（週

六）舉行之院區開放活動，特舉辦「男女大不同」科

普座談會，以及「2005 年第 8 屆吳健雄科學營創意海

報競賽得獎作品展」、「探索未知世界」科學教育影片

放映會，歡迎院內外同仁與民眾屆時踴躍參加。 

「男女大不同」科普座談會由本院與遠流科學人

雜誌合辦，訂於 10 月 29 日上午 10 時至 12 時假本院

物理所 1 樓演講廳舉行，邀請曾志朗副院長及陽明大

學神經科學研究所洪蘭教授擔任主講人，並由台灣惠

普董事長何薇玲女士及知識通訊評論發行人江才健先

生擔任主持人。 

創意海報展及影片放映會自同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於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2 樓走廊舉行，「探索未知世

界」科學教育影片係由本院與公視合製，內容包括「探

索宇宙奧秘—次毫米波陣列望遠鏡」、「解讀生命密

碼—基因與藥物過敏」、「小老鼠大功臣—突變鼠與人

類疾病」、「植物醫藥魔法—建構草藥科學」、「零與一

畫古今—歷史數位典藏」等 5 集。 

「布農的聲音」音樂會 

時    間：10 月 29 日（週六）上午 11 時 

地    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1 樓大禮堂 

簡    介： 

本次音樂會由「部落劇場」演出，該劇場是台灣

原住民音樂界獨一無二的國際性布農族樂舞團體，最

年幼的演員僅 1 歲半，最年長者為 83 歲，四代同台經

常全國巡迴演出，是所有劇場中難得一見的。 

布農族是高山地區最活躍的原住民族，其特有的

八部合音，渾厚圓融，充滿了力與美，音色繁複又不

失和諧，豐饒的音樂不僅反映原住民文化，也是重要

的世界音樂資產。 

人事動態  

地球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江博明奉核定續兼

任所長，聘期自 94 年 9 月 1 日至 95 年 8 月 31 日。 

分子生物研究所研究員簡正鼎奉核定兼任副所

長，聘期自 94 年 11 月 1 日至 95 年 10 月 31 日。 

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劉錚雲奉核定續兼任副

所長，聘期自 94 年 11 月 1 日至 95 年 10 月 12 日。 

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陳鴻森奉核定兼任傅斯

年圖書館館主任，聘期自 94 年 10 月 15 日至 96 年

10 月 14 日。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陳培菱奉核定為副研究員，

聘期自 94 年 10 月 14 日起。 

徵   才  

台史所徵才 

（一）專任研究人員 

一、本所重點研究領域：社會經濟史、殖民地史、

族群史、文化史及環境史。 

二、資    格：符合本院助研究員（含）以上資格

之台灣史專才。 

三、待    遇：依本院專任研究人員標準。 

四、開始工作時間：待作業完成後依實際狀況決定。 

五、受理方式：意者請於 12 月 31 日前將學歷證書

影本、履歷、著作目錄、近五年內代表作 3 種，

未來研究構想等資料各備 3 份；另需推薦信 3

封（由推薦人直接寄達收件人），郵寄「臺北市

11529 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如有任何問題，請聯絡行政室

助理溫惠妃女士，電話（02）2788-0539＃206，

E-mail：wendy520@gate.sinica.edu.tw。 

（二）兼任研究助理 

一、工作內容：國科會計畫資料蒐集及整理建檔。 

二、資    格：人文及社會科學相關科系畢業或碩

士班肄業，對台灣近代社會文化史及比較殖民

史有興趣者尤佳；具外文閱讀（英日韓語）及

電腦文書處理能力者優先錄取。 

三、待  遇：依國科會標準支薪。 

四、聘    期：94 年 11 月至 95 年 6 月。 

五、工作地點及時數：面議。 

六、受理方式：請於 10 月 31 日前，將履歷自傳(word

或 pdf 格式) E-mail 至 lchang@gate.sinica.edu.tw

（台史所張隆志先生）。合則約談，恕不退件。 

生醫所徵博士後研究及研究助理 

一、工作內容：從事基因調控與致癌作用、肺癌轉

移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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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    格：具生物、醫學相關科系博士、碩士。 

三、待    遇：依國科會標準支薪。 

四、受理方式：意者請將自傳或履歷表，E-mail 至

htm@gate.sinica.edu.tw（楊泮池博士），聯絡電

話（02）2789-9149。 

生多中心徵約聘研究助理 

一、工作內容：支援陳國勤老師「潮間帶生態及海

洋甲殼類幼體生物學」之研究及相關行政工作。 

二、資    格：學士以上，具海洋生物學、生態學

或養殖學背景者優先考慮。 

三、待    遇：依國科會標準支薪。 

四、受理方式：意者請於 11 月 15 日前，將求職信及

履歷表，郵寄「台北市 11529 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陳國勤

老師」或 E-mail 至 chankk@gate.sinica.edu.tw。

洽詢電話（02）2789-3863＃219，參考網址：

http://biodiv.sinica.edu.tw/~chankk/。 

基因體中心「化學生物專題研究中心」

徵行政助理 

一、工作內容：協助本專題研究中心實驗室管理、

經費管控核銷、中英文研究成果報告彙整、

Powerpoint slide 製作及其他行政事務。 

二、資  格：生命科學或自然科學相關系所學士

以上，具生物、化學、生化或生物醫學等實驗

室工作經驗，英文聽、寫、說及溝通協調能力

佳，細心負責、熱心助人、反應敏捷、能獨立

作業，並具有團隊合作精神者。 

三、待  遇：依本院業務費項下標準支薪。 

四、繳交文件：個人履歷（含照片）、3 位推薦人（含

姓名、職稱、與被推薦人關係及聯絡方式，不

需推薦信）、中英文自述（各約 300～500 字，

敘述應徵此工作之理由及個人興趣）及學經歷

證明影本。 

五、受理方式：意者請於 11 月 10 日前，將相關資

料郵寄，「台北市 11529南港區研究院路 2段 128

號，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主任室」（請註明應

徵「專題中心行政助理」）或 E-mail 至 chwong@ 

gate.sinica.edu.tw，合則約談，恕不退件。洽詢

電話（02）2789-9930＃316 或 317，參考網址：

www.genomics.sinica.edu.tw 

地球所徵研究助理 

一、工作內容：利用地震資料研究地震與颱風，及

其他基本行政工作。 

二、資    格：理工、地科相關科系大專以上，有

積極學習意願且工作認真者。 

三、待    遇：比照國科會標準支薪。 

四、受理方式：意者請將履歷 E-mail 至 bow3@earth. 

sinica.edu.tw，郵件標題請註明應徵者姓名及「應

徵研究助理」，或郵寄「台北市 11529 南港區研

究院路 2 段 128 號，地球科學研究所 R510 戚務

正老師」。 

編輯小啟  

本院員工康樂活動促進會網頁專區 http:// 

www.sinica.edu.tw/~asclub/業已建置完成，《週報》

將配合自 11 月 1 日起取消「社團活動」專欄，如

欲刊登活動訊息請以 asclub@gate.sinica.edu.tw 向

康樂會申請。 

公   告  

「中央研究院深耕計畫」2006 年獲選名單 

  數理科學組：李德春（地球科學研究所）、許聞廉（資訊科學研究所）、郭新（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籌備處） 

  生命科學組：王廷方（生物化學研究所）、袁小琀（分子生物研究所）、陳仲瑄（基因體研究中心） 

趙麗洋（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湯德宗（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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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 94 年優秀技工工友當選名單 

94 年優秀技工、工友，業於 94 年 10 月 5 日上午經評選小組票選 5 名，每人得獲頒獎座乙只及新台幣壹萬元

整之等值提貨禮券。當選人優良事蹟略述如下：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技工鍾朝益，依各實驗室需求製造或加工高真空組件或光學鏡架等元件，對實驗順利

進行助益極大，成效顯著。並於每年夏天主辦學生暑期機械加工課程，提供各實驗室學生、助理機械加工基礎，

俾使部分學生已能自己做簡單的機械加工成品，於人才培育深具成效。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籌備處技工張桂敏，辦理服務單位之各項慶生、迎新送舊及自強活動，均能努力訪價，

撙節公帑，以最少的開支取得最佳服務。擔任主任之秘書期間，主動積極、早到晚退、犧牲午休，從未申請加班

費，其品德操守亦深獲同仁讚賞。 

總辦事處秘書組技工周梅櫻於秘書組工作逾 10 年，熟悉各項工作流程，適時提供改善建議，協助同仁辦理

公文歸檔，支援協助公關及議事等其他業務事項，對該組業務推展頗有助益。另於 93 年度期間，利用公務之餘，

擔任消費合作社之出納，對於財務出納之管理，秉持專業且處理得宜。 

總辦事處總務組工友余淑萍，擔任總務組公文單位收發工作，每日工作件數約 100 件，工作量龐大，任勞任

怨；除具有工作的嫻熟技巧與熱忱外，並秉持親切之助人態度，深獲同仁佳評。 

總辦事處總務組技工郭清輝，主動重新調查本院各所廢水收集管線有無洩漏或未納入之情形，並加以改善解

決，減少實驗室廢水直接排入地面水體之污染；用心操作廢水處理、污泥脫水，處理效率平均達 95﹪以上。 

人社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都市住宅之空屋移轉、住宅下濾及家戶遷徙現象

研究計畫」資料開放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計畫執行單位 
資料簡介* 

都市住宅之空屋

移轉、住宅下濾及

家戶遷徙現象 

陳彥仲／國立

成功大學都市

計畫學系 

本研究以實證資料探討住宅空屋之形成、消失及其移轉現象，並引用馬可

夫矩陣運算(Markov process)推論住宅空屋鏈長度。由空屋之移轉，可以用

予觀察家戶選擇住宅型態之轉變、下濾現象，以及在都市空間區位上之遷

移。研究結果顯示，首次購屋之家戶其空屋移轉速度大於已購屋之家戶的

換屋移轉速度。而經實證推論，家戶經由換屋，確可以提升其住宅消費之

福利水準。此外，從家戶之區位遷移，顯示實證地區之家戶有遷往郊區，

形成都市郊區化現象。 

*資料簡介節選自研究報告書中之摘要。 

開放項目包括：問卷、資料檔、過錄編碼簿、次數分配表、研究報告書，若欲瞭解釋出資料之相關訊息或申請辦

法，請洽邱亦秀小姐，電話（02）2788-4188＃209，E-mail：srda@gate.sinica.edu.tw，網址：http://srda.sinica.edu.tw/。 

本院 94 年院區開放參觀活動 

時    間：10 月 29 日（週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活動內容：請參閱網址 http://db1.sinica.edu.tw/~textdb/test/gatenews/showpost.php?rid=292 

備    註：基因體中心舉辦之兩場科普演講內容更動 

           1. 9:50-10:20   講題更改為：「認識幹細胞」，主講人更改為：「沈家寧」。 

           2. 14:40-15:10  主講人更改為：「莊樹諄」。 

 

mailto:srda@gate.sinica.edu.tw
http://srda.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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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著佐權、創用 CC、公共領域與中央研究院－ 

「資訊時代之公共領域與資訊取得」先導計畫 

劉孔中（法律所籌備處研究員）、莊庭瑞（資訊所副研究員） 

資訊時代有二大難題，第一大難題也是最弔詭的是，資訊的取得並未因爲資訊社會的來臨而變得容易，甚至

比以往更難，例如消費者對購買商品或服務的資訊取得、病患對醫療資訊的取得、科學家對研究所需求的相關資

料，以及人民對政府掌握的公共領域資訊，絕非垂手可得。例如本院同仁所進行的研究工作，需要政府部門或所

屬法人機構提供原始資料的情形，非常普遍：爲從事勞動人口及社會變遷之研究，需要主計處與內政部的全國戶

宅普查及戶籍資料；爲從事公共衛生及全民健保財務之研究，而需要中央健保局的被保險人就診資料；又爲進行

環境變遷研究及地理資訊系統研發工作，而需要中央與地方政府所建置之數位地形圖，甚或地表即時衛星影像

等。這些資料均屬於政府應人民申請，而應公開的政府資訊，但目前經常遭遇不一定能取得資料、資料不完整等

問題，而需經多次與資料所屬機關商議，始能決定是否能提供以及提供的方式。這對研究工作的推展與時效性，

均有不利的影響。 

資訊社會的第二大難題，是公共領域正受到威脅。人類社會對於技術、商業，及文化上各種創新的獎勵機制，

自文藝復興以來，就可大分為二種，一種是由國家運作的補償機制，也就是國家對創新者提供補償，然後再將該

項創新提供給社會大眾使用；另一種是智慧財產權制，也就是由國家賦予創新者有限期間的排他權利，使其獨享

或專有、專用其創新，任何人未經其同意不得使用，但是經過該保護期間後，該創新就歸屬公共領域，可供眾人

自由使用。一般認為，近二百年西方工業文明，主要是建立在智慧財產權提供的誘因機制上。 

但二百年的「成功」經驗，相對於人類有記載的歷史，畢竟是十分短暫，是否可作為人類未來發展必然的鐵

律，仍有許多有待深入論證的空間。智慧財產權是起因於一項創新，而對此項創新所授予的法定獨占權，並不是

針對具體的創新物，所以稱為「無體財產權」。無體財產權因為不受限於「形體」，尤其在數位科技普遍的資訊時

代，可供無數的人以無數種可能的方法利用，既不互斥，使用的品質亦不會遞減，因此效力強大。再加上權利人

形成有力的遊說團體，不斷將公共領域的部分要素「私有化」，使其保護標的越來越多，保護效力越來越大（個

人合理使用受到的限制越來越多），保護期間越來越長，保護的目標越來越偏離創新（而是投資）。這不禁令人懷

疑，智慧財產權制度的前提要件－公益與私有的良性循環—及試紙—人人可自公共領域取用學習的健康態度－，

是否因為過強的私有排他權而為之動搖？ 

學術界最早感受該問題，因為學術研究的本質，就是自由地在既有成果上不斷改進、創新、分享，以加速知

識的形成、累積與散布。然而，智慧財產權卻刻意用法律手段減緩此項流程：必須先取得授權（並且只能在授權

之範圍），或至少等個 50 年（等該著作之著作權消滅）才能使用、加工；著作權法甚至不惜「投鞭（違反著作權

法須負刑事責任）斷流」。 

同樣出於對資訊給予過強排他權，而造成公共領域圈地效果的憂慮，各國紛紛推動各種的社會運動，力挽公

共領域於不墜。例如特立獨行的 Richard Stallman 在 1984 年辭去 MIT 的工作，開始一段唐吉柯德式的「自由軟

體運動」（Free Software Movement），鼓吹使用軟體、修改軟體、散布軟體（免費或收費）及散布修改後軟體的四

大自由，並開發 GNU 操作系統及相關軟體工具提供眾人前述四大自由，並要求其使用者給予後續使用者相同的

自由。Stallman 為他的作法取了一個創意十足，又俏皮的名稱 copyleft「著佐權」[1]，他使用著作權，但是卻將

著作權倒過來，達到與其一般目的相「左」的結果，即保持 GNU 軟體可為眾人所用，而不變成為私有。使用 G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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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的人相互扶「佐」，創造了可觀的公共領域，近幾年軟體龍頭 IBM、HP、Novell，及網路服務巨星 Google、

eBay、Amazon 及 Yahoo 等，都不能自外於這番自由軟體的風潮，紛紛採用自由軟體於其產品或藉以提供資訊服

務。 

在自由軟體運動著佐權滋潤下成長的美國史丹佛大學法學院教授 Lawrence Lessig，認為面對不可能改革、非

常不民主、違反大多數人利益的著作權法，以及令人失望的大法官，只有推動社會運動，整個社會才可能有健全

的公共領域，人人才能自由地去分享、自由地創作。大約在 2001 年左右，他開始起而行推動 Creative Commons

（譯為「創用 CC」）運動，解決現行空有無數創作却不能為公眾使用的困境，訴諸協力合作與社群意識，鼓勵著

作人只要「保留部分權利」（Some Rights Reserved），而不是「保留所有權利」（All Rights Reserved），使用富有彈

性的著作權授權模式，以加速其著作的散布與使用，建立豐富、便利的公共資源庫，便於更多的創作與學習。  

事實上，資訊所對上述議題很早就有認知，先後進行「自由軟體鑄造場」（OSSF Supports Software Freedom），

及「創用 CC 台灣」（Creative Commons Taiwan）等計畫，而該項先導計畫是將此議題做學理上的整合與提升，試

圖清楚界定資訊時代的二大難題，並喚起學界共同重視此項兼具學理與實務重要性的重大公共議題。 

中央研究院為全國學術的指導單位，似乎可積極面對此一重大議題。在公共領域的維護上，我們是不是可以

考慮鼓勵全院同仁採取創用 CC 的方式將研究成果提供出來，因為對身處於由公共預算支給薪俸的全院同仁而

言，有效地將其研究成果提供給社會大眾，既是原本工作職責所在，也是個人成就最大的滿足，因此研究工作不

是以其研究成果在期刊發表一次，或發表後藏諸名山為終點，而應延伸及於將研究成果持續擴散。然而，要求全

院同仁將研究成果的相關權利拋棄或轉讓給院方，並不是一個有效的方法，因為二者都不免「共有的悲劇」（The 

Tragedy of Commons）：無人照顧、維護、更新及無效率使用。我們建議院方鼓勵同仁選擇以下列的授權條款將其

著作經由網際網路提供任何人使用：人人均可非商業性重製、散布、展示、公開傳輸、公開播送，而凡是利用本

著作而衍生出改作著作者，均有義務以前述授權條款繼續授權其他人使用其改作著作[2]。 

在資訊取得上，全院同仁利用公共經費取得的各種資料，固然應該對該資料有優先使用的地位，或作為發表

論文，或作為申請專利之用，但是此項保留應該有期間的限制，期限到了就必須釋出，避免公共財被私有化。由

於目前本院乃至提供資金協助資料取得的各政府部門，對此仍沒有認知，以致公共領域未能因為此等資料早日公

開而受益。因此本院可考慮對公共經費支出下取得資料之利用及公開，儘速制訂相關準則。 

[1]此處 Copyleft 中譯為「著佐權」，係採資訊所廖漢騰先生之建議。 

[2]身為該理念的倡導者，第一位作者已經將之付諸實踐，以分享創新授權條款並將其諸多著作經由網際網路提供

予公共領域，參見：http://proj1.sinica.edu.tw/~liukc/。 

學術研討會  
「記憶載體與近代中國的認同建構」學術研討會 

時    間： 11 月 4 日（週五）至 5 日（週六） 

地    點：本院近史所中型會議室 

   時  間       主 持 人                   議     程／講     題                        報  告  人   

11 月 4 日 

09:15-09:30 

  

開幕致詞 

 

陳永發所長 

09:30-10:30  主題演講 黃應貴 

10:50-12:00 呂妙芬 Figuring the Unruly Memory: Gong Xian（龔賢，1599-1689）and 

Pictorial Sublimation 

Eugene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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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間       主 持 人                   議     程／講     題                        報  告  人   

國家的名片—1949 到 1979年：中國與台灣郵票中的國家認同問題 黃猷欽 

13:30-14:50 潘光哲 Creating Identities out of the Past: Origin Myths and the Imperial State 

in Late Qing History Textbooks  

Peter Zarrow 

連續性與斷裂：清末民初歷史教科書裏的黃帝叙述 孫  江 

史可法與近代中國記憶與認同的變遷 黃克武 

15:20-16:30 羅久蓉 看見小腳：視覺科技與清末纏足污名的文化建構  苗延威 

混種之記憶載體：臺灣當代視覺藝術之歷史意識形構  戴麗卿 

11 月 5 日  

09:30-10:30 

 

游鑑明 

 

女性共產黨員的忠誠與貞節：以《黃慕蘭自傳》為中心分析  

 

孫慧敏 

外省客家人的集體記憶與認同：以廣東省陸豐縣莊氏宗族為例  彭芊琪 

10:50-12:10 張壽安 Recalling Terror: Taiwan’s ‘White Terror’ and the Luku Incident Stephen 

Feuchtwang 

從口述史、回憶錄和傳記來分析香港上海人的生活回憶和身分認同  李培德 

從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歷史」文字之更動見歷史研究的若干

問題─以高雄地區二二八事件為例 

吳銘能 

13:30-14:30 沈松僑 黑格爾式的拼音偏見，以及漢字改革的演化意圖 張君玫 

地名與集體記憶：以南海的鄭和群礁為例  林偉仁 

14:30-15:30 余敏玲 真實的歷史與記憶的歷史：中共史學對「平型關大捷」的建構  翟志成 

Memory and Resublimation in Post-Mao China  慈繼偉 

15:50-17:00 黃克武 綜合討論  

主辦單位：本院近代史研究所 

「超低生育率：法國經驗以及亞洲國家之對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時    間：10 月 27 日（星期四）至 28 日（星期五） 

地    點：本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第一會議室 

  時  間         主   持   人           議   程／講   題                       發  表  人／與  談  人       

10 月 27 日 

09:00 

∣    

09:45 

 

主持人 Chair： 

本院人社中心 

章英華主任 

Dr. Chang, Ying-hwa, 

Director, RCHS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開幕式 

 

致詞者 Addressers： 

本院劉翠溶副院長 

Dr. Liu, Ts'ui-jung, Vice-President,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行政院經建會胡勝正主任委員 

Dr. Hu, Sheng-cheng, Director,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Executive Yuan, Taiwan, 

R.O.C. 

Mr. Jean-Claude POIMBOEUF, 

Director, French Inst. in Taipei (IFT) 

Dr. Frank MUYARD, Director, Taipei 

Office, (CEFC) 

第一場

10:10 

∣   

12:00 

台灣婦幼協會 

孫得雄理事長 

Dr. Sun, Te-hsiung, 

Director, Planned 

Taiwan’s Transition from High 

Fertility to Lowest Low Levels 

台中亞洲大學健康管理研究所張明正 

Prof. Chang, Ming-Che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Asia Univ., Tai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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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間         主   持   人           議   程／講   題                       發  表  人／與  談  人       

 Parenthood Association of 

Taiwan 

French Fertility in the European 

Context 

法國國家人口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Dr. France PRIOUX, Head of the 

research unit “Fertility, Family, 

Sexuality” at INED 

The Lowest Fertility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 Causes & 

Issues 

韓國嶺南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Prof. HanGon KIM, Institute of 

Sociology, Yeungnam Univ., Korea 

第二場

13:30 

∣   

14:40 

 

立法院黃淑英委員 

Ms. Huang, Sue-ying, 

Member, Legislative 

Yuan, Taiwan 

 

Fertility Transition and Gender 

Equity in Chinese Societies : 

Taiwan and Hong Kong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涂肇慶教授 

Prof. Edward Jow-Ching Tu,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Hong Kong Univ.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s low fertility and sex 

structure imbalance: issues and 

prospects 

法國國家人口研究所人口與社會學家 

Isabelle ATTANÉ, Research Fellow, 

INED 

第三場

15:00 

∣   

16:40 

 

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人

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 

陳東升處長 

Dr. Chen, Dung-Sheng ,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Taiwan 

The French family policy: How 

Does It Work and to What Extent Is 

It Efficient? 

法國國家人口研究所主任 

François HÉRAN, Director of INED  

Iron Rice Bowl’s Job Security and 

Family-Friendly Policy: A Case 

Study of Taiwan 

本院經濟所董安琪副研究員 

Tung, An-Chi,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本院社會所楊文山研究員 

Dr. Yang, Wen-shan, Research Fellow, 

RCHSS / Inst.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Public Policies and Fertility: the 

Case of France and European 

Countries 

Dr. Pierre STROBEL, Director of the 

Research dept. of Direction de la 

recherche, des études, de l’évaluation et 

des statistiques (DREES), French 

Ministries of Social Affairs and Health 

10 月 28 日 

第一場

09:00 

∣   

10:40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

局吳秀英副局長 

Ms. Wu, Shiow-ing, 

Deputy-Chief, Bureau of 

Health Promotion, 

Department of Health, 

Taiwan 

 

A Compositional Analysis of 

Nuptiality Effects on Fertility 

 

長庚大學醫務管理學系陳寬政教授 

Prof. Chen, Kuan-Jeng, Dept. of Health 

Care Management, Chang Gung Univ., 

Taiwan 

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楊靜利副教授 

Prof. Yang, Ching-li, Inst. of Sociology 

and Dept. of Applied Sociology, 

Nanhua Univ., Taiwan 

Young Adults’ Attitudes toward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in 

Taiwan: Findings from Recent 

Telephone Surveys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人口與健康

調查研究中心 Bureau of Health 

Promotion, Dept. of Health, Taiwan 

莊義利 Mr. Chuang, Yi-Li、林宇旋 Mr. 

Lin Yu-Hsuan、洪百薰 Hurng 

Baai-Shyun 

台灣衛生婦幼協會許勝懋 

Mr. Hsu, Sheng-Mao, Planned 

Parenthood Association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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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間         主   持   人           議   程／講   題                       發  表  人／與  談  人       

Is Taiwan’s Lowest-Low Fertility 

Reversible? 

本院經濟所陳肇男研究員 

Dr. Chen, Eddie Chaonan, Research 

Fellow, Inst.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本院經濟所劉克智研究員 

Dr. Liu, Paul Ke-Chih Research Fellow, 

Inst.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第二場

11:00 

∣   

12:20 

 

法國在台協會 

Mr. M. Olivier VAYSSET, 

Cultural Affairs 

Counsellor, French 

Institute in Taipei (IFT) 

Comparison of Period and Cohort 

Fertility Schedules in Taiwan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系林佳瑩副教授 

Prof. Lin, Chia-In, Dept.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 Taipei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陳信木副教授 

Prof. Chen, Hsin-mu, Dept.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 

Taipei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郭貞蘭 

Janet Kuo, Graduate Student, Dept.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 

Taipei 

Low-Fertility and 

Low-Participation in Taiwan --- A 

Study on Taiwan Women Data 

國立台北大學經濟系徐美教授 

Prof. Hsu, Mei, Dept. of Economics, 

National Taipei Univ.  

第三場

13:30 

∣   

14:50 

 

本院社會所 

伊慶春研究員 

Prof. Yi, Chin-chun, 

Research Fellow, Inst.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wan’s Rapidly Declining 

Fertility Rate and Viable Strategies 

for Addressing It 

經建會陳世璋處長 

Dr. Chen, Jeremy S.C., Manpower 

Planning Dept.,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Executive 

Yuan, Taiwan 

Why Fertility Is Not So Low in 

France 

法國國家人口研究所研究員 

Dr. Laurent TOULEMON, Research 

Fellow, INED 

 

第四場

15:00 

∣   

17:00 

內政部簡太郎次長 

Mr. Chien, Tai-lang, 

Vice-Minister, Ministry of 

Interior, Taiwan 

論壇 孫得雄秘書長  Dr. Sun, Te-hsiung 

陳寬政教授  Prof. Chen, Kuan-Jeng 

楊文山研究員  Dr. Yang, Wen-shan, 

17:00 

∣   

17:20 

本院人社中心 

施俊吉執行長 

Jun-ji Shih , Executive  

Director, Center for Inst. 

and Behavior Studies, 

RCHS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閉幕式 

Closing Ceremony 

法國國家人口研究所主任 

François HÉRAN, Director of INED 

（French National Inst. for 

Demographic Research） 

主辦單位：本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制度與行為研究專題中心、台灣人口學會 

          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CEFC, French Centre for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a） 

          法國國家人口研究所（INED, Institut National d’Etudes Demograph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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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演講  

單位 時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數學 11/10(四)

15:00 

本所 

演講廳 

虞言林教授 

（蘇州大學數學系） 

On the Atiyah-Singer Index Theorem 

細生 10/31(一)

14:30 

本所 

2 樓會議室 

陳怡榮助研究員 

（國衛院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

組） 

Distinctive Signaling Patterns of 

Clinically Identified EGFR Mutants 

分生 11/1(二) 

11:00 

本所 

1 樓演講廳 

Prof. Hugo Bellen 

（美國貝勒醫學院） 

The GPS (Gfi1, Pag-3, Senseless) 

Transcription Factors: Roles in Nervous 

System Development, Cancer, and 

Ataxia 

分生 11/3(四) 

11:00 

本所 

1 樓演講廳 

張雯副研究員 

（本所） 

Invasion Strategy of Vaccinia Virus 

生化 11/2(三) 

11:00 

本所 

114 室 

Dr. Scott C. Schuyler 

（Dept. of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Harvard 

Univ.） 

Mitotic Spindle Checkpoint Regulation 

of the Anaphase Promoting Complex 

民族 10/31(一)

14:30 

本所新大樓 3 樓

演講廳（R2319） 

Dr. Anne-Christine Tremon 

（本所博士後研究） 

The Interplay of Identities：

Double-Sided Games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and Tahitians 

經濟 11/1(二) 

15:00 

本所 

慕寰廳 

Prof. Paul Milgrom 

（Dept. of Economics, Stanford 

Univ., USA） 

Package Auctions and Exchanges 

文哲 10/31(一)

14:00 

本所 

3 樓討論室 

陳俊啟副教授 

（東海大學中文系） 

吳宓與新文化運動 

文哲 11/3(四) 

10:00 

本所 

2 樓會議室 

林玫儀研究員 

（本所） 

《全明詞》及《全清詞‧ 順康卷》陸

鈺父子詞作考辨 

人社 

(調研) 

11/4(五) 

10:30 

蔡元培館 

1 樓會議室 

Dr. Hiroshi Kojima 

（National Inst.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Tokyo）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ertility-Related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in Japan, Korea and Taiwan 

人社 

(制度與

行為) 

11/2(三) 

14:30 

人社中心第 3 會

議室（B202） 

施俊吉研究員 

（本中心） 

網路互連與網絡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