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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朱俊彰：

借重玉山學者經驗
帶動國內高教環境發展接軌國際

教育部於2018年開始推動「教育部補助大專校

院延攬國際頂尖實施計畫（玉山學者計畫）」，

以協助各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人才為目標，規

劃藉由提供符合國際競爭之薪資待遇，以吸引國

際人才來臺任教，讓國際人才之學術能量在臺灣

學術環境扎根，並提升我國高等教育之國際影響

力。玉山學者計畫的規劃的深意與推動做法為

何？在推動上會面臨什麼挑戰？本期評鑑雙月刊

邀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朱俊彰司長，分享其對玉

山學者計畫與國內高等教育發展的觀察與想法。

開‧卷‧語

▌文／池俊吉、郭玟杏、俞子翔

▌圖／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提供

問：請問玉山學者計畫的規劃背景與意義？

答：2018年開始施行的玉山學者計畫，係觀察

到臺灣有許多包括老師和學生的優秀人才，可能

會被國外的大學吸引、挖角的背景因素而規劃，

希冀能創造一個優秀高等教育人才流動的循環，

亦即營造一個良好的高教環境與誘因，除了讓

國際的優秀學者能有機會來到臺灣，也要吸引

我們以前出去的學生，在將來學成後可以回國

貢獻。

換言之，人才的流動在高教環境中向來不是一

個大問題，重點是要有一個正向的循環，但要建

立這樣的循環，必須要針對國內外高等教育人才

流動情形與需求進行了解。因此，我們的攬才計

畫分為玉山學者，以及針對青年學人的玉山青年

學者兩部分，並在國際攬才之外，強化對國內人

才留才的作為。

事實上，從計畫四年的經營成果可以發現，真

正能夠來到臺灣長期服務的還是玉山青年學者，

因為資深學者在國外已經有他自己的研究環境與

研究脈絡，在臺灣初期大都是以交流或訪問學者

的方式，較少一開始就能被我們聘任過來。這也

是現實面的問題，因為任何的研究都沒辦法立刻

與環境割離。相對的，這也是我們的期待，希望

玉山學者不要與原服務的環境割離，這樣他才能

夠在來到臺灣之後，帶領臺灣與當地的學術網絡

進行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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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大學攬才誘因 建立正向的人才流

動循環 

問：請問玉山學者計畫具體的執行成果與挑

戰？

答：以目前已推動四年的計畫來說，不管是正

式獲聘來臺、短期交流，或老師退休後來臺服務

等樣態，玉山學者計畫確實對於吸引海外的頂尖

學者有所助益。當然，在這樣的樣態下，外界也

會特別關注幾個議題。

第一個是我們透過計畫所延攬到的國際學者人

數，與原來政策預估的數值有一段落差。當初規

劃時希望一年能夠延攬到100位的國外學者來到

臺灣，雖然這幾年大約都落在預估值四成左右，

但實際上學校提出的申請人數都突破百位，從

這個角度觀之，玉山學者計畫已經使大學願意

主動嘗試去國外延攬人才，達成了政策擴散的

效果。

在玉山學者計畫的審查過程中，教育部也思考

了那些沒有獲得玉山學者計畫補助的學者，學校

該如何進行後續安排的問題。不過在實務上，因

為這些學者足夠優秀，並且符合學校的發展計

畫，所以即使沒有獲得教育部的補助，多數的學

校也會以彈性薪資制度進行聘任，這部分大概占

整體申請玉山學者計畫人數的七成。以實際聘任

數而言，玉山學者計畫這四年已經為臺灣延攬

近300位國際學者，當中包含玉山學者計畫的157

位，及學校以彈性薪資聘任的120位，此外今年

也特別增加22位我們認為有研究發展潛力的優秀

學者，並補助其研究支持的費用，讓他們能夠在

臺灣落地生根。雖然這部分的執行成果跟原本預

期的400位學者有些落差，仍有努力的空間，但

玉山學者計畫確實有帶動臺灣的大學去延攬國外

優秀人才。

第二個大家所關心的議題，則是這些玉山學

者和玉山青年學者在國際上的學術表現如何？

以目前已錄取的157位玉山學者來說，來自《QS

世界大學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10名內大學的學者有15位；來自《泰晤士高等

教育世界大學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10名內大學的有18位。如

果將進一步標準擴大至排名50名以內的大學，這

部分的人數大概占了所有玉山學者的四成。這樣

的數據基本上能夠說明我們所延攬的學者，在研

究量能上確實是有相當程度的表現，這也符合我

（圖／玉山學者計畫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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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計畫審查時所設定的高標準。

在這樣的情況下，接著要討論的就是我們所提

供給這些學者的薪資、研究環境、生活支持，以

及臺灣有哪些能夠借重他們經驗的地方？都是我

們需要去思考與關心的。在薪資方面，雖然教

育部在2009年已開始陸續推動大學的彈性薪資計

畫，讓大學可以視老師的條件、表現，給予不同

薪資加給。但這部分受限於國內的校園文化，彈

性薪資除了很難做出實質的差異化之外，學校也

需要克服許多來自內部的挑戰。因此教育部的玉

山學者計畫將玉山學者的彈性薪資拉高至五百

萬；玉山青年學者拉高至一百五十萬，並外加一

百五十萬的學術研究補助。某種程度即是希望透

過政府的力量來拉高彈性薪資的幅度，以減少讓

學校在執行上可能會面臨的內部紛擾。在玉山學

者計畫推動下，雖然在國際學人的薪資部分不能

算是非常頂尖，但至少已經提升至一般國際上優

秀人才的薪資水準。

此外，大家關心的還有計畫的時限問題。因為

我們目前計畫的效期分別為玉山學者3年、玉山

青年學者5年，可能會有學者考量到只有3年的時

間，但他卻要把整個學術研究帶來臺灣，這對他

來說的確會是一個重大的抉擇。這樣的不確定

性，確實會讓學校在延攬人才時面臨一些挑戰。

所以我們今年在技術面上進行了調整，提早啟動

了評核機制，能夠讓老師有足夠的時間因應，並

規劃後續的學術安排。不過據我們所知，目前來

到臺灣的玉山學者表現都相當出色，學校也有相

當程度的意願續聘。

生活支持方面，我想當玉山學者來到臺灣，也

會產生眷屬、甚至研究團隊生活相關安排的問

題。這部分雖然有教育部補助的一百五十萬學術

補助可以支應，但我們也會特別請學校針對這一

塊提供「適當」的協助，而不單只是「有」而已。

尤其當他們人生地不熟地來到臺灣，學校卻沒有

辦法提供這些老師單一窗口式的協助，事實上對

他們也會產生很大的困擾，這可能也會是未來教

育部需要提供額外協助的地方。另外，我們也在

思考於教育部建置聯繫窗口的可能，當玉山學者

無法從學校取得協助時，至少可以在教育部獲得

幫助，讓教育部成為中轉，或者資訊的最終接收

站，並讓我們能夠回過頭去要求學校建立相關的

服務機制。

借重玉山學者經驗 提升國內高教環境

至於玉山學者能不能將其研究經驗或團隊進行

延續、連結，甚至是複製到臺灣？這一部分教育

部還是尊重學校自身的規劃，畢竟學校在提出聘

任時，大致上就已經提出該如何與老師進行合作

研究的計畫。但近期教育部也開始進行了一些思

考，希望能夠透過實地或是訪談方式，去了解學

校實際的執行狀況。因為這些國際學人來到臺

灣，才算是剛落地生根的階段，學校在與他們的

合作與支持上，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或需要歷

經怎麼樣的磨合？有沒有需要教育部在政策、法

律上提供協助的地方？我想教育部未來可以更積

極地去協助學校，讓玉山學者能夠更快速地融入

國內的校園環境。

此外，我們能不能借重這些國際學者對於國外

高等教育的教研環境、高校政策，甚至產業趨勢

的經驗與看法，讓臺灣的高等教育能夠與國際進

行學術上的交流與競爭，帶領臺灣的大學走向國

際，我認為這也是很重要的一點。過去這一塊比

較屬於學校的範疇，但教育部現在也在思考有沒

有可能透過論壇、年會這類固定式的請益過程，

讓這些學者的經驗除了對學校的學術、教學、研

究有幫助外，也能夠持續地提升我們的高教環

境，進而協助臺灣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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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這些考量，教育部近幾年在玉山學者

計畫也進行了調整，包括今年開始針對沒有獲選

玉山學者或玉山青年學者，但其整體研究能量獲

得肯定、有潛力的學者提供行政與研究上的補

助。這個部分今年增加了22位，這樣的補助在未

來也會持續進行，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激勵，讓

學校更有意願去挖掘海外人才。教育部所擔心的

絕對不是預算，而是學校有沒有辦法真正地去找

到適合他們的人才。

再者，現在的玉山學者計畫包含了玉山學者與

玉山青年學者兩部分。尤其在青年學者這一塊，

主要參考類似於科技部的規定，將取得最高學歷

十年內、45歲以下的青壯年學者納入計畫，以吸

引更多青壯學者回到臺灣。此外，學校在延聘人

才時，通常都是以學期當作起算點，其受聘任的

時間可能會與玉山學者計畫的申請時間衝突，所

以也調整了我們的申請制度，讓尚未來到臺灣，

或進來後一年內因聘任時間關係而錯過的老師都

能夠來申請。這部分大多是技術層面上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這部分進行一些調整，希望不要讓這

些技術面的瑣碎細節影響學校延攬人才的機會。

而就玉山學者計畫來說，每年申請的人數大約在

100位左右，這部分確實是因為臺灣並非英語系

國家而形成的延攬人才瓶頸。但國內事實上也並

非全部153所大學都能夠真的與國際頂尖大學並

駕齊驅，因此這幾年也會發現在競逐人才上的瓶

頸。教育部對玉山學者計畫的期待，即是希望透

過這些玉山學者與國際的連結，去突破長久以來

受限於國情而產生的各種限制，並提升大學的研

究能量。但要讓玉山學者帶領著臺灣去突破學術

環境限制，這部分當然還是需要一些時間的醞

釀，很難一蹴可幾。畢竟要透過一個計畫讓大學

在一年內發生改變，在民主國家並不容易，而且

臺灣的治理體系確實沒辦法像新加坡或中國由上

而下指揮；從辦教育的理念而言，臺灣還是將教

育視為志業，事實上也很難複製美國完全市場化

的教育體系。

此外，大家對於透過玉山學者計畫延攬國際學

者，當然也有各種不同的建議。因此教育部在玉

山學者計畫中，除了向外攬才外，我們也有將資

源留給國內的優秀學者。正如同前面提到的正向

循環，我們除了要吸引國際優秀人才外，更要將

好的人才留在臺灣，因此在玉山學者計畫中，即

透過彈性薪資、加碼補助拉大級距等策略，希望

▲�玉山學者Wilhelm�Gruissem教授在國立中興大學進

行高營養水稻品系生產與應用與Cassava�Source-Sink�

（CASS）木薯之田間性狀試驗。（圖／國立中興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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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將國內的優秀學者留在臺灣。

規劃彈性薪資制度 塑造國內留才環境

問：請問薪資結構對我國延攬人才的影響？

答：過去臺灣老師的薪資結構，大學和高中小

的制度大概相差不多，這部分在目前的大學攬才

上，確實相當不利。所以其實包含許多大學校長

在內的學者專家都在疾呼，希望能夠提高大學教

師的待遇，這部分當然是教育部需要持續努力的

目標，不過很多政策其實很難一次到位，但至少

教育部目前已經創造學校彈性的空間，提供給學

校對不同表現的老師不同待遇的法源依據，這也

是2009年開始推動彈性薪資的原因。不過這部分

確實是會對校園環境造成一些衝擊，但我認為我

們在走過以往雨露均霑式彈性薪資後，真的可以

開始試著將薪資做出差異化。不過在差異化下，

當然還是需要有一個能夠放諸四海、大家可以接

受的標準，而不是讓彈性薪資變成資源分配的工

具，就像教育部過去以教學、產學、實務等方面

推動多元升等一樣，希望能在校園裡逐漸建立彈

性薪資的制度。不過由於彈性薪資制度是在我們

既有的框架下嘗試去進行突破，並且國內高教也

不是一個完全市場化的環境，所以在操作上大家

也會擔心老師的本業到底是不是在學校？到底留

了多少時間給學生？這部分目前教育部還在評估

階段。不過如果有一個比較公平的彈性薪資機

制，或許在未來當彈性薪資制度建立起來變成高

教體制的一部分後，說不定在薪資結構的調整上

也未必遙不可及。

為了讓臺灣留住人才，在過去這段時間裡，教

育部、勞動部、外交部、僑委會與國發會已定期

召開首長會議，並針對如何延攬和留住人才進行

討論。在這個會議底下包含許多工作小組，例如

勞動部即負責去塑造能夠留住人才的環境，並思

考如何在勞動政策進行調整；而關於玉山學者研

究團隊的權利問題，教育部也會透過會議與勞動

部進行磋商。

結合校務研究 確立學校定位與優勢

問：請問教育部對於大學校院發展的期許與協

助作法為何？

答：在國際攬才這部分，學校應該要先確定好

自己的定位，並了解自身條件的優劣勢，其實教

育部並沒有設限只有哪些學校能夠提出計畫，但

學校首先需要思考的是，當一位國際學者進到學

校，他能夠為學校帶來什麼影響或改變？因為如

果你只是邀請他過來，但學校的教學、研究根本

沒有辦法滿足這樣的學者，坦白說人家也不會想

要待在你這裡。就如同前面所說，一位學者的成

功並不只歸因於他自身的研究能量，周遭環境的

支持更是重要因素。所以當學校今天聘請了一位

國際學者過來，但卻沒有相對應的環境支持，更

沒有提供願景，老實說這對學校沒有幫助。所以

教育部沒有規定每所學校都要有一位玉山學者，

因為假如教育部分配給每所學校一位玉山學者，

但學校卻沒有辦法透過玉山學者來帶動校內的教

研環境，那麼不如將名額提供給可以做到的學

校，但這並不是獎優汰劣，而是我們要讓資源獲

得更妥善的運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也是如此，

審查計畫時看見很多學校在教學上的設計都很相

像，但這樣的教學教法真的適合學校的老師教學

與學生學習嗎？我認為這需要由學校內部再進行

評估，而不是當某間學校在執行後獲得外界讚

賞，就嘗試去複製。換言之，其實不管是玉山學

者計畫或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教育部都還是希望

學校能夠透過校務研究，來找出自身的亮點與優

勢，再由教育部提供相對應的支持來協助學校自

我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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