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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張建邦創辦人逝世五週年 ESG和校園永續治理研討會】開幕致詞

紀念張建邦創辦人逝世五週年 ESG和校園永續治理研討會特刊

#### 董事長張家宜 

1992年，張建邦創辦人將全面品質管理的理念引進淡江，至2022年正好30週年， 

26日適逢創辦人逝世五週年，25日舉辦「30有成」系列活動之四，雙重紀念格外有意

義。 

<br /> 

回顧創辦人的行誼，發現「未來學」和「永續」的觀念是不謀而合。早在1979年，張

創辦人曾發表〈21世紀的教育〉一文，內容提及，「未來學是科學和藝術的結晶」。

世界經濟論壇(WEF)《2023全球風險報告》指出未來的全球風險收斂為五大關鍵風險主

題，包括社會面、科技面、環境面、經濟面與地緣政治面，在1995年張創辦人設立未

來研究組，系統性為學生開設社會（Society）、科技（Technology）、環境

（Environment）、經濟（Economic）與政治（Politics）（簡稱STEEP）五大領域。

由此可見在淡江很早已置入ESG概念。 

<br /> 

運用未來學前瞻思維一直存在淡江組織文化中，全面品質管理與ESG永續治理議題應

更加緊密結合，這是未來努力的方向。 

<br /> 

希望各位同仁回顧過去，展望未來，為淡江而努力，創造無限的三十有成。（文／李

而義） 

 

<br /> 

#### 校長葛煥昭 

今天舉辦「ESG和校園永續治理研討會」，作為淡江推動全面品質管理30週年的慶祝

系列活動的一部分，不僅是對張創辦人的紀念，也是對他教育理念的傳承。誠如剛剛

張董事長提及的，ESG不僅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延伸，也是永續發展目標的實踐，以

ESG相關研討紀念張創辦人，是非常有意義的。張創辦人是本校領航者，他於1992年

率先將TQM導入淡江，讓TQM在學校各個單位持續落實30年，為本校的永續發展奠定了

紮實的基礎，包括日後的雙軌轉型、數位轉型、永續發展，是我們的校務發展最重要

的組織策略，都是以TQM為基礎。 

<br /> 



近年各大論壇及研討會常出現的名詞，舉凡數位轉型、智慧科技、ESG、永續發展

，乃至創新轉型，這些名詞雖不完全相同，但精髓相通，也就是智慧科技與永續發展

是「相輔相成」的，具有相互加乘的效果，更容易達成創新轉型。所以我們申請「

AI＋SDGs＝∞」商標，已獲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通過，緊跟著要申請「ESG＋AI＝∞」

。祝福研討會成功，大家都有很豐碩的收穫。（文／謝采宜） 

 

<br /> 

####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理事長盧瑞彥 

校長、張董事長、各位貴賓以及在座的老師、教授，各位女士、先生早上好，今天最

讓我心動、感受最深的是：張創辦人的高瞻遠矚。我擔任國家品質獎評審已18年，臺

灣大大小小的公司看過不少，幾乎沒有看到哪一家公司或哪一所學校，至今仍這麼努

力的實行TQM，讓我有很激動的感受，我很樂意參加這樣有意義的活動。 

<br /> 

張建邦先生在1960年代引進了未來學，至今淡江大學仍在談未來學，是一種學習未來

的趨勢，現在還設立了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淡江有三環五育，還有其他許多新做法

，1992年引進TQM，至今30餘年，到今天仍然一直很熱忱地繼續進行。今天來追思張

創辦人，也希望追隨他的精神，我曾參觀張建邦創辦人紀念館，覺得很感動。（文

／楊孟璇） 

 

<br /> 

#### 台北市議會議長戴錫欽 

我是戰略所畢業校友，剛剛看到介紹張建邦創辦人時，他曾說過一句話：「未來不是

預見而是如何實現」，讓我感觸非常深。創辦人這句話，我覺得用在各個領域都非常

的適用。 

<br /> 

現在淡江舉辦全品管30週年活動，坦白講，讓我非常的驚訝。因為很多人聽到ESG相

關的永續經營概念，恐怕都是近幾年的事情，但是淡江大學能夠在30年前在創辦人的

睿智跟遠見之下，就能做這樣的推動，非常前瞻。其實不管是校園治理或者是現在我

在臺北市議會擔任的監督市政府的城市治理的部分，永續經營都是一個非常重要而前

瞻的概念。我們也希望能夠追隨創辦人的腳步，不管是未來在淡江大學的治理上面

，或是行諸未來在議會的工作上面，都能夠秉持這樣的理念， 繼續做好自己份內的

工作。（文／李而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