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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頭華髮，看似精瘦斯文，講話卻像連

珠砲般快人快語、一針見血的高強，在成

大校長任內所展現的行動力，就如同他數

十年如一日的四公里慢跑，充滿持久性且

張力十足。

打響名號  讓世界看得見

問他有什麼獨到的治校方法，高強謙

虛以對，但每年飛往海外不下十餘次的

他，一再強調「走出去」的重要性。「世

界重要的大學排行榜，都是以熟悉度為主

要的調查項目之一，成大越國際化、知名

度越高，就越有利於在國際舞台上嶄露頭

角。」高強直接了當的這麼說。

他還舉了一個例子：泰國「曼谷大學」

和「朱拉隆宮大學」，哪個比較好？相信

大多數的人都會回答「曼谷大學」。但實

際上泰國根本沒有「曼谷大學」，「朱拉

隆宮大學」才是泰國數一數二的名校，大

家會勾選曼谷大學，只是因為對「曼谷」

兩個字的熟悉度，遠勝過陌生的「朱拉隆

宮」。

這個發現，促使高強不斷尋求與中國

大陸、東南亞、西方國家大學的接觸，

更主動為教育部籌辦「東南亞大學校長論

壇」，成為領導三十多所東南亞大學邁向

卓越最關鍵的指標大學。

立足亞洲  進軍世界百大

現在，成大在大陸與東南亞的響亮名

氣，已經為學校帶來許多的學術利基，大

陸許多重點大學更爭先恐後邀請高強前往

演講、與成大交換學生，我國教育部也指

定成大校長為永遠的東南亞大學校長論壇

主席，論壇並常設成大，讓擔任首屆主席

的他倍感與有榮焉。

成大的能見度還不僅於此。去年該校贏

得五年五百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成為臺

網 鏡 頭漏漏網 鏡 頭

成大校長功夫高強
帶領學校邁向頂尖                 

五年前，當大家聽到「高強」兩個字，

還以為是哪位來自武林的高手，

有本事接任南臺灣最重要學府成功大學的校長；

五年後，教育界大概沒有人再懷疑「高強」的真功夫，

因為他將成大推向臺灣前兩大頂尖大學之林，

證明了這所榮登企業界「十連霸」最愛的大學，果然有不凡的一面。

文‧圖／陳曼玲



40第  期4 95.11 40第  期4 95.11

灣發展國際一流大學的前兩大重點學校之

一，高強特地超越多數學校只找知名學者

諮詢的作法，高規格聘請日本東京工業大

學、日本東北大學、荷蘭萊登大學、韓國

首爾大學、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美國普

渡大學等六位世界百大校長，擔任諮詢委

員，給成大最有用的建議，突顯出十年內

努力進軍世界百大的雄心。

分層管理  充分授權  凝聚向心力

在校外積極開疆闢土，締造知名度，回

到成大校園，面對樸實的師生，高強又有

一套與眾不同的治校哲學。學管理的他是

「分層負責」的最佳實踐者，只要下面的

人可以決行，他絕對不將事情強攬在自己

身上，因此，除非是十分重要的場合，否

則校內師生鮮少看到他參加活動的身影。

「我不是擺架子、不親民，而是國內

的學務長、教務長都很大，實權相當於美

國的副校長，有他們親力親為、分工處理

就行了，校長應該做其他的事。」高強強

調，美國的大學校長就是這樣的作風，而

成大貫徹分層負責的好處，就是與他共事

者都能得到充分完整的授權，樂意替學校

無私打拼，團隊凝聚力也得以向上提升。

而既然落實分層管理，高強不太能接受

校園內出現「越級報告」的狀況，希望高

層可以尊重相關主管的處理方式，避免引

發爭議；但在校務會議上，他則展現學校

行政應由校長負責的直率作風，以辯才無

畏的說理與智慧，弭平各種大小爭議。

「除非你能說服我，否則我就要說服

你！」在面對兩方僵持不下、難以處理的

衝突性議題時，高強總喜歡逆向思考，突

破重圍，理直氣壯的爭取認同。

最經典的例子，就是日前成大舉行下

屆校長遴選，校務會議在討論校長遴選辦

法有關同意權的行使門檻時，有代表要求

候選人必須獲得應投票總數過半數以上同

意，才算通過為校長候選人。但高強認為

此一門檻高得不合理，最後極可能沒有一

位候選人得以通過，導致新任校長難產。

他便反向思考，以同樣邏輯提出「獲

得應投票總數過半數以上『不同意』才為

不通過」的方案來對抗。這計高招果然奏

效，最後投票表決結果，高強的「行使否

決權」案打敗了「行使同意權」案，票數

門檻則在兩相折衷之下減為三分之一，也

就是必須獲得應投票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不

同意，校長候選人才不被通過。高強的睿

智可見一斑，他也不諱言表示，要求對校

長候選人負面投票的否決權模式，國內應

該是頭一遭，成大算是開了先例。

　

集眾人智慧 「成功」往前衝

「我很知福，周遭碰到的都是好人！」

對於帶領成功大學「成功」登上國內前二

大重點發展大學，即將於明年一月「功成

身退」卸任的高強，不改謙虛的將一切榮

耀歸功於他的團隊。因為打從當校長第一

天起，高強就對全校教師說得明白：「所

謂管理，就是經由他人達成目標；作為一

個領導者，就是要透過他人協助，不必事

必躬親。」

看來，「集眾人智慧」來經營大學之

道，是管理背景出身的高強，能引領理工

掛帥的成大師生一路往前衝的重要法門。

奮力扭轉逆勢 校長遴選採否決權

投票  成大開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