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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賢修向小蔣力爭竹科 延攬張忠謀  

謝錦芳／台北報導 

     清華大學於一九五六年在台灣新竹復校，最初以核能起家，徐賢修在一九七○至七五年

間擔任清大校長，先後成立理、工、原子科學三個學院，讓清大邁向完整大學。不過，徐賢

修對台灣最大貢獻則是，在國科會主委任內，向蔣經國建議推動「新竹科學園區」，讓台灣

工業脫胎換骨，成功發展出新一波高科技產業。  

     一九七三年五月，蔣經國任行政院長，徐賢修以清大校長兼任國科會主委。擔任理學院

院長的沈君山、工學院院長的毛高文經常聽到徐賢修提起科學園區的概念，如北卡羅萊那州

以杜克等大學為中心的金三角，加州以史丹福為中心的工業園區(即今日的矽谷)。一九七五

年，徐賢修率領一個代表團出國考察，回國之後立即向蔣經國建議創設台灣自己的科學園

區，讓「台灣工業脫胎換骨」。  

     「這個構想從提出到落實，不知要克服多少困難。」沈君山在一篇紀念徐賢修的文章中

指出，當時反對科學園區的人很多，徐賢修一開始所以選定新竹，因為有清大與交大可以提

供一流人才，但軍方建議設在桃園，鄰近以國防科技為宗旨的中山科學院。徐後來聯合孫運

璿、蔣彥士等人多次據理力爭，蔣經國終於同意設在新竹，並且由國科會主管。  

     一九八一年，徐賢修辭去國科會主委，轉任工研院董事長，並回美國定居。  

     沈君山在文中指出，在一件對台灣高科技發展有相當影響的人事案中，徐賢修扮演關鍵

角色。當時，工研院院長出缺，一位友人向徐賢修推薦張忠謀，經過一個多月的努力，最後

終於說服張忠謀回國，徐賢修最後是在印地安納機場咖啡廳與張忠謀碰面並完成延聘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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