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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科學研究」是過去八年布希執政下學術界吹響的號角，現

在隨著新政府上台，鋒芒將轉向「發展」和「創新」。過去數個月內，

越來越多的教育基金會、創業家、教育團體及政壇人士口徑一致地要求

學術界能交出實際業界能運用的研究專案及成果並走出學術象牙塔。如

果這方向不變，過去那種撒下大把銀子，在各實驗室設下實驗組和控制

組去尋求新的、可行的科學知識，以啟發學生求知的純學術研究就要讓

位給把現有科學知識重整運用的「發展」和「創新」。史丹佛大學教授

琳達大林漢蒙博士去年十ㄧ月在一場研究人員會議中所提出「把 D重新

放回到 R&D」是這一波導向最貼切的說明。歐巴瑪總統競選時就承諾在

四年任期內將現有三億二千一百萬聯邦投注在學術研究與發展的教育

經費加倍，新科教育部部長亞寧鄧肯在他國會任命聽政會亦宣誓加強創

新發展。在民間，知名的卡耐基教學發展基金會對此策略動向有所動

作，總部設於西雅圖的比爾及美琳達蓋茲基金會更在該基金會高中教育

更新計畫裡提出「新世代」教育模式實際回應此一加強學術創新發展走

勢。 



 

任何理念總是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對的，在一片創新發展聲浪中，不

乏擔憂過度重視學術研究實用性會降低現有純學術研究的高品質。剛卸

任的聯邦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懷禾思特指出，過去政府也投注不少資源

在加強創新發展，如果有更多更廣的資源可以投入，固然是件好事。不

過如果冒然從事，將資源浪費在無法衡量效果的活動，這將鑄成大錯。

當局一定要有一套機制瞭解這些所謂創新發展是否有效、對誰有益及在

何種情況下可發展下去。 

這樣拉鋸戰已經不新鮮，長久以來尋求新知和將現有知識創新運用

熟輕熟重的爭辯始終未有結果，至今又一次浮上檯面，無非是教育經費

面臨「僧多粥少」的窘境。據卡耐基教學發展基金會會長安東尼百克指

出年預算五千億教育經費裡大約只有少於百分之 0.25 的資源被用於科

學技術研究與發展，而‧依他估計，醫藥和工程技術比例則高於百分之

5 至百分之 15。經過八年布希執政下對高階研究獨厚的影響，「把 D重

新放回到 R&D」讓學術研究與實際運用產生交集的轉勢是不可避免。 

然而檢視此一轉勢，雖風起雲湧勢在必行，但究竟學校能否就此改

革重新訂定方向，而傳統依研究論功行賞的升遷制度也要重新思考替代

方案。也許工程的系統理論可以提供一些方向：「學者不是只拋出一個

念頭，試試看有何反應，下次又找另一個主意。」史丹佛大學物理教授



 

海倫奎恩指出，「我們應該依系統思考模式進行，由設計、測試、應用、

審查、更新、測試、再審查，週而復始直到成果出現。」 

卡耐基教學發展基金會專家白瑞克強調研究學者必須和學校緊密

合作，將學術研究與每天的學校教學行政結合。這概念已透過國家科學

院所屬國家研究會的教育研究策略合作小組在舊金山、波士頓等城市推

廣的「實用」研究計畫下落實中。 

在華府「新美國」基金會擔任幼兒教育主任的智庫學者密特女士指

出，政府許多研究成果運用到商業發展，例如國防部研發出的技術運用

到衛星定位導向系統(GPS)，但在現行教育體系中沒有一個可以管理這

樣轉移的機制。借這一波對實用科技發展的關注，學者專家希望延伸出

一個對學界傳統具突破性的創新，就像異軍突起的「谷歌」(google) 對

網際網路行銷及西南航空對航空業的顛覆。不過同樣的討論似乎並不新

鮮，從 60 年代就開始在大學任教的亞利桑那州州立大學教授亞歷山大

莫樂納回憶起當初也有許多類似如「技術擴散」的言論，這是否應了「十

年河東、十年河西」風水輪流之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