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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南韓在世界科學研究領域中尚名不見經傳，而今日南韓的一流

研究機構郤以驚人的速度發表科學論文並製造生產各種專利，以致於

已引起全球學術團體的普遍關注。 
南韓矢志於 20年內成為全球高科技棟樑，南韓的高級學府則是完成這
項雄心壯志背後的驅動力，該政府從 1993年起即投資超過 200億的經
費於研究之中，並資助數以千計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員至美國從事短期

研究計劃，不僅藉此重組高等教育的結構，同時鼓勵業界與學術界共

同合作。截至目前的成果，相當令人刮目相看。 
南韓最負聲望的科技大學--韓國高等科技理工學院(簡稱 Kaist)，位於南
韓中部的研究大城大田市，該校於 1993年取得 171項專利，發展至去
年則已增加到 1490項專利。Kaist的教授群在世界頂尖期刊中所發表的
科學論文數量，在這十年間也有超過兩倍的成長。而過去十年來，每

年投資於研究發展的經費，則從 2600萬增加到 9600萬，幾乎成長了
四倍。 
去年 Kaist的衛星科技研究中心，利用俄羅斯火箭發展並發射了南韓規
模最大的科學衛星，以探究宇宙中有關銀河的熱門話題。此外，該校

亦於今年5月委任美國諾貝爾獎得主羅勃特‧萊福林(Robert B. Laughlin)
擔任下屆校長，這也是韓國公立大學中的首位外國校長，預期將為該

校帶來更多改革，並進一步提升其全球競爭力。此外，今年漢城國立

大學也傳出捷報，該學府的兩位科學家，因利用幹細胞成功複製人類

胚胎而驚動全球。 
南韓政府官員表示，希望其研究發展經費到了 2007年時，可以多達 250
億，那將相當於國家總預算的 7%。五年前由韓國教育部斥資 120億所
進行的〝韓國 21世紀人才〞計劃(Brain Korea 21)，送出 2400多位研究
生到美國進修，並引進近 2500位外國學者訪問南韓，使南韓大學搖身
一變成為名符其實的國際論壇。目前南韓大學 80%的科學、工程教授
擁有美國學位。 
此外，業界與高等教育的聯繫在韓國尤其密切，有些大企業甚至擁有

自己的大學。南韓持續上漲的生產成本，加上來自中國及其他國家低

人工成本的競爭，迫使南韓業界調整步伐，轉而生產需要投入大量研

發經費的高科技產品。無論是以幹細胞研究為基礎所研發出之糖尿病

新藥物，或是先進的手機科技，南韓大學及企業們共同期許其一貫的



緊密合作關係，能夠為南韓帶來科技上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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