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術研究與社會責任

文/翁啟惠

很榮幸有機會藉這個講座與大家

共同感念紀忠先生並分享一些

看法。我對余老先生畢生追求民主自

由與公義、致力於國家文化傳承、人

才培育以及無私無懼、勇於實踐理想

的精神與毅力，十分佩服。余老先生

不僅見證了大時代的變遷，也每每在

歷史的關鍵時刻，扮演驅動的角色。

他的一生，正是知識份子實踐社會責

任、體現人文關懷的最佳寫照。

科技創新需兼顧社會責任

　學術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真理。

而我們之所以投入學術研究，不外乎

兩個動機，一是因對某種現象好奇而

產生研究的興趣，另一是為解決某重

要問題而投入研究。在研究的過程

中，往往會有重要的發現或發明，因

而幫助科技及經濟的發展和社會文明

的提升。

　當人類走過工業革命及資訊世紀即

將進入生物科技的世紀時，我們經驗

到科技的進步及其帶來的影響。科技

的進步，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讓世界變得更小、更開放、更透明。

但科技的進步也可能帶來不幸，例

如，生技的發展可帶給人類健康，但

也可發展生物戰劑。放射性同位素的

發現，帶來核能發電的新技術，但也

被用於發展毀滅性之武器。石油的開

採，帶來新能源，但也因此造成二氧

化碳排放量的增加，以致破壞環境並

且造成地球之暖化。因此，科學工作

者在追求科技的創新及應用的過程，

絕不能忘記對人文及環境的關懷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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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文化價值的社會責任。

學術研究

引領政策形塑社會議題

  在一個價值分歧多元的時代，社會

大眾總是對知識分子寄予厚望，希望

他們能挺身而出，發揮社會良知，因

為學者是社會成員中擁有最多專業知

識的人，也應該最能從公共利益的角

度思考國家方向。　今天我想跟各位

分享我在投入科學研究的過程中，所

遭遇到的種種困難及有了突破後的喜

悅；並討論如何選擇研究主題，甚至

如何改變自己的研究態度及想法，以

因應新的環境及挑戰的心得。

因興趣進入醣分子科學的探究

　二十幾年前我開始展開獨立的學術

研究生涯時，因為好奇而對醣分子科

學產生興趣。當時只知道醣分子存在

於生物界中，但不知道功能與重要

性，所以很難申請到研究經費。經過

多年的研究，對複雜醣分子的合成有

了突破，對醣蛋白中醣分子如何影響

醣蛋白的構造和功能也有深入的瞭

解。我也發現醣分子和很多疾病有

關，如病毒的感染，癌細胞的擴散及

免疫系統的功能，皆與細胞表面的醣

分子息息相關。最近幾年證實，研究

醣分子科學可以解決很多重要的生物

問題、發展新的生技醫藥產品，增進

人們的身體健康。

尋找最佳策略 解決人類問題 

　例如愛滋病是一亟待解決的重要問

題，研究這問題的最終目標是終止此

一嚴重的傳染疾病，而解決的方法應

是發展疫苗或其他藥物。疫苗的開發

雖是最終目標，但技術上仍有相當大

的困難，到目前為止也尚未成功，所

以必須投入研發。

以專業知識減緩人類的不安

　又如今年新流感病毒H1N1的疫情造

成全球民眾十分恐慌，許多相關領域

的學者紛紛投入研究，找出對策，以

期防止疫情的擴散。 最近，中研院

與台大合作，研發出可抗禽流感與人

流感的新藥「零流感」，其抑制流感

病毒的活性比「克流感」強20倍，亦

可抑制對克流感已有抗藥性的變種流

感病毒，在疫苗發展也有新的進展。

尋找台灣新的成長引擎

 除了在研究上協助解決社會重要問

題外，我個人也時常思考台灣未來產

業發展所將面臨的瓶頸與可能的出

路。在知識經濟的衝擊與鄰近新興經

濟體崛起的雙重挑戰下，台灣地區逐

漸出現經濟成長趨緩的問題，我們有

必要尋找新的成長引擎。毫無疑問，

「創新」是台灣經濟持續成長的關

鍵，特別是價值鏈前端的科技研發創

新與後端的轉譯研究及以資訊技術帶

動新服務業的創新，是台灣未來必須

努力的方向。

學術研究需與社會脈動相結合

　這些走入社會、貼近民眾的作為，

都是出於學者一股「經世致用」的熱

誠。學術研究作為一種志業，不應

該、也無法自閉於象牙塔中。身為研

究者，由社會中汲取資源而成長，我

們絕不能忘記學術研究承載著知識傳

承與創造，及文化提升的社會責任。

　身為科學家的我，常樂觀地想，或

許50年之後，我們會看到從資訊、至

奈米、至材料、至生技有突破性的進

展，以矽元素為主的晶片可能已進入

博物館，機器人及類似人腦的電腦可

能變成很平常，癌症及老化可能不再

是問題，而生命的起源也有了答案，

甚至太空旅遊也不再是夢想。

學習尊重差異 放眼世界的福祉

　但我更願意想見，在學習克服這些

共同難題時，除了追求物質生活外，

也學會了尊重差異以及更有包容的

心。有智慧的政治家，不單只著眼於

一國一己的利益，也會放眼於世界的

福祉。先進的科學家不單只在意科技

的突破，更在意它所帶來的後果。

　我相信若每個人在享受豐碩的物質

成果時，都能想一想社會的公平正

義，透過人類的共同學習，將真正縮

短人與人間的距離，克服歧見以及因

不同膚色、種族及宗教所產生的種種

問題。如果每一個人在從事學術研究

時，皆能秉持更寬廣的人文主義關

懷、為公理正義及弱勢者發聲，堅守

真理並勇於實踐社會責任，這些思維

與行動，將是余紀忠先生一生所堅持

理想的完整體現，也將是對余紀忠先

生無私風範的最佳緬懷。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