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   敬一｜中研院院士｜

〘豐富的職涯旅程〙

從
研究員
到
決策者

受訪者 | 朱敬一教授
採    訪 | 羅心宜、陳宣宇
撰    寫 | 羅心宜、陳宣宇

中研院，對於被研究氛圍圍繞的清大人而言是相當陌生的，每年僅開放一日讓外人窺探的規定使它

既神秘又迷人。這裡是台灣研究經費最充足，各領域權威齊聚的殿堂。比起以「院」稱之，它更像一座

寧靜的大學校園，沒有城市混亂嘈雜的痕跡或低頭趕路的上班族，只是安靜、整齊、沉穩地坐落於大都

市一隅。我們在朱敬一教授的助理協助下抵達教授辦公室，映入眼簾的是坐在辦公桌前，戴著眼鏡認真

工作的教授。他隨即拿下眼鏡，揚起親切的笑容開始與我們的談話。

▎從研究員到政府決策者，職涯隨機緣累積，而步步前行

朱敬一教授從國立臺灣大學商學系到公費留考至美國密西根大學就讀經濟學碩士、博士。回憶當時

的選擇，教授並沒有特別做職涯規劃，他認為人生時常受到機緣的影響，透過日常的付出和反饋也能漸

漸找到自己相對擅長的領域，就順著機運與自己適合的領域一步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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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研究的人才在台灣並不稀奇，但不是人

人都有從純研究到政府服務的經驗。朱教授回

台後先在大學任職，43 歲時成為最年輕的中研

院院士，這不僅對研究者是一份重要的肯定，

也是職涯上一個合適的逗號——在本業有一定

成就時，也許可以思考別的可能性。國科會人

文處長是朱教授的第一個公職，其工作內容主

要負責人文社會領域的資源分配，讓他從過去

資源的接收者變成資源的支配者，增加了對於

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影響力，並懷抱對教育的

熱忱在任職期間創立人文社會科學營，彌補了

台灣理工科普教學成熟，卻缺乏人文社會教育

的困境。

▎生態與挑戰各異的研究 vs. 公職

朱教授擔任過的公職都與學術界有密不可

分的關係，例如：科技政務委員、國科會主委，

工作內容是管理學術研究發展及資源分配。雖

沒有斷開與學術界的連結，但諸多行政瑣事卻

也導致朱教授難以專注於研究。另外擔任國科

會主委時，為了決定未來投資方向，需要花費

時間了解許多不同領域的議題，在短時間內快

速地學習一件新事物並找到方向切入。朱教授

表示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智慧」，有些人

天生對文字有較高的掌握，有些人則對數字較為

敏感。而他則是在踏入新領域時，能比別人快掌

握狀況進而學習到一定程度，成為跨領域時的優

勢之一。朱教授回憶好幾年前 4G 在台灣民間還

沒開始運作時，就曾請清華大學的教授來為包含

他在內的幾位主委上課，要在短時間內學習大數

據及 4G，幫助他們做出好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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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朱教授的工作經歷都與學術界相關，

但研究及行政職的性質、工作目標其實仍相當

不同：擔任教授做研究時，最大的特色是沒有

老闆，沒有人可以干涉教授的研究方向，工作

目標是探索未知、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反觀

擔任行政職時，除了上方有許多管理階層需要

交代之外，工作目標則是成功推行政策，且工

作環境中時常會有因立場、黨派不同而需要多

方協調的狀況。

▎學術研究道路上的挫折及建議

當教授談起在這條研究路上經歷的挫折，

只見教授欲言又止，嘆口氣道：「太多了！」

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量的退稿信，其退稿

數量與接受稿件數量有 10 倍之差，這也時常讓

剛踏入學術界的新人備受挫折。教授認為有些

技巧需要靠經驗累積，例如：一篇文章中不要

放入過多的重點，避免文章失焦。新人對於研

究書寫可能也還較為青澀，上述這些若有機會

請教前輩，就能得到提點。

另外，如果還是學生，教授建議不要過早

確立要走研究道路，而是多方嘗試自己喜歡的事

物。因為即使到碩士甚至博士，許多人還是無法

確定自己是否適合研究，因此無須操之過急。

▲與受訪者朱敬一教授 ( 中 )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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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 WTO 台灣代表團

WTO 是台灣唯一擁有正式會員身分的國

際組織，我們因此詢問了教授擔任台灣代表團

的特別經歷，揭開這份神祕工作的面紗。教授

坦承，台灣雖然是正式會員，仍容易被視為類

似香港的地區性經濟體，受到若干歧視。工作

上，平時需要與各國大使開會，非開會期間不

同大使則有不同做事風格，有的喜歡到處拜訪，

而他則偏愛將時間投入研究議題，例如：現正

如火如荼延燒的中美貿易戰。如何在這動盪的

政治經濟局勢中為面對許多困境的台灣找出有

利的切入點，就是他任職期間最關切的事。

▎給學子的建議

首先需秉持著終身學習的態度。朱教授認

為，因其自身絕大部分的知識都是在博士畢業

後才習得，但是仍有些課程只有在大學中才能

有效率的學習，建議同學好好把握，例如會計、

高等微積分等，需要大量習題練習才能熟悉。

除此之外，國際視野、外語能力在全球化時代

也相當重要，未來的舞台絕對不會只在台灣，

建議找機會長期間居住國外，將自己融入當地

生活中，藉此培養國際視野。

另一方面，我們也詢問對於政策各國會議

頗有經驗的朱教授，良好的溝通能力需要具備

何種條件？朱教授認為首先要專心聆聽對方說

話，多觀察，抓住對方言論的重點，且落實「君

子不多言，言必有中」的精神，講話不在求表

現，而是展現出自己的謙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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