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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人物

【記者舒宜萍專訪】坐在臺北市科技大樓十九樓的辦公室中，居高臨下，特別感覺心

胸開闊，新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茂昆校友說，現在的他，工作愉快

。他的職責是協助主任委員翁政義，擬定發展國家尖端研究計劃，結合國內學術研究

專才，推動各項研究工作。 

 

國科會由原中山大學校長翁政義出任主任委員後一週，吳茂昆接到他的電話，邀請他

擔任副主委一職，他考慮三天並徵詢週遭朋友的意見，決定接下這項重擔。 

 

吳茂昆獲本校物理系學士與碩士，赴美休士頓大學修得博士，隨同他的老師朱經武研

究高溫超導，他們領導的研究小組在一九八七年發現一種新的高溫超導材料，突破七

十年來的研究瓶頸，也使「超導體」成為近年來的熱門研究之一，這項研究成果獲提

名角逐當年諾貝爾獎，使朱經武、吳茂昆等揚名國際，後來吳茂昆獲清華大學延聘

，選擇返國發展，於兩年前又當選中研院院士。 

 

這位新政府團隊中的新面孔，目前負責國科會自然、人文、工程、科教等處及國際合

作組的業務，每週固定開會審核各處研究計劃案的申請與執行。他說，國內這些年來

在應用科學領域已有相當基礎，他將與另兩位副主委薛香川、謝清志共同協助主任委

員，找出對國內整體發展最有幫助的領域，使未來科技發展有更好的導向。 

 

至於他自己，「現在我每週仍有半天回清華，給研究生上課，我們有一個group繼續

研究超導，成員有淡江的錢凡之、林大欽及其他成大、暨南的教授。」 

 

之所以會在國際超導的領域佔有一席之地，吳茂昆歸功於在淡江大二上學期，他上陳

惟堯教授的「相對論」，從此開拓他對物理的興趣，以及應該如何做學問的方法。吳

茂昆說，大學教育很重要，讀台大或淡江其實是一樣的，大學是通識教育，學生應廣

泛學習，學習如何思考，如何解決問題。像他的大兒子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就讀，現

在升大三才開始選系，雖然他選擇唸物理，吳茂昆還是告訴他，可以多旁聽其他課。 

 

在清華至今十一年，吳茂昆說，如果可能的話，大學教師應可自由選擇教書與作研究



的比重，喜歡做研究的教師可向外爭取經費，提升學術聲譽，喜歡教書的心無旁鶩把

學生教好，師生都能受惠，更能培養優秀的大學生，我們應該重視，能給學生的是什

麼。 

 

熱情開朗的吳茂昆從小到高中在花蓮鄉下長大，又在淡江六年接受大自然的洗禮，到

現在他還記得，最喜歡在夏日午後，到後山竹林、相思林散步，與同學天南地北、隨

性聊天，是多麼自在愜意的事。「當年我們有一群花蓮來的孩子，感情特別好，吃、

睡、讀書都在一起。」吳茂昆說，他從建築系那兒了解藝術是什麼，也有中文系的同

學讓他知道要「飽讀詩書」，他說，「我也很會寫哦！」因為他從研究所開始寫情書

，追到了他太太。 

 

感念的吳茂昆對母校當年教育的恩情從不敢稍忘，他主動參加母校花蓮校友會成立大

會，常向本校名譽董事長林添福請安，因為林董提名他為第一屆「淡江菁英」金鷹獎

唯一得主，他也向母校推薦優秀校友。而物理系找他參加學術會議、研究生論文口試

也從不推辭。今年六月三十日，他回母系參與論文口試，還特別繞到金山去祭拜前中

研院院長吳大猷。 

 

目前，吳茂昆感到欣慰的是，國內研究的領域涵蓋相當廣泛，世界上主流的研究我們

也有參與，並不會與國際上整體研究脫節，但相對的缺點是，比較不能集中資源或能

力去推動較高水準的成果，國內有些研究領域的發展相當不錯，可惜參與研究的人員

太少，他希望能鼓勵更多人才參與，效果應會更理想，這是他擔任副主任委員兩個月

以來亟思改進的課題，他將盡力去做，不負國家栽培之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