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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科技的溫柔雙手 

 

潘瑋(中正大學物理系助理教授) 

 

 
 

一、追求自由的學術環境 

 

在大學校園裡，用黑色大理石立了題為『學術自由』的紀念碑，金色隸書刻寫著

『學生與教師以非暴力方式關心公共事務與國家發展，乃公共知識份子的表現，

不容抹黑與漠視。』 

 

離石碑一百公尺外的研究大樓裡，清潔大姊正滿頭大汗地清理廁所，她的裝備簡

單，一雙塑膠手套，一副簡易口罩，一個水桶裡裝著幾支刷子、三四瓶清潔劑，

她忙著趕場，不是做秀表演，因為她每天都要清理四棟大樓裡的八十多間廁所。

領的薪水是一個月一萬九千多，剛好符合勞基法規定的最低薪資。她有三個小孩，

最大的要研究所畢業了，最小的也在大學就讀。喔～小孩子就要出社會可以幫忙

賺錢了！她說，趁自己還能工作，就多做一些，不能靠小孩的，因為他們也很辛

苦。 

 

幾年前有本《黑天鵝效應》盛行一時，很多財經書籍雜誌都喜歡引用書上「出人

意料之外的黑天鵝」。眾雜誌還引經據典預測下一個會讓眾人跌破眼鏡的「黑天

鵝」產業。在歐洲人到達黑天鵝的原產地澳洲之前，他們以為這世界上天鵝都是

白的，甚至童話故事裡的醜小鴨也是白天鵝。《黑天鵝效應》說，未來之所以難

以預測，是因為資料缺乏而不自知。大部分的人，都用過去的資料歸納，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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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的方式預測未來。一來資料根本沒搜集完整：以為天鵝都是白的，看到黑天

鵝的時候，嚇了一跳，其實黑天鵝早就存在那裡，只是大家都不知道。二來是記

錄不完全：心理學家已經證實，人類會修改自己的記憶。因此，回憶錄不可盡信。

所以，根據成功人士的回憶錄所歸納的「成功 N法則」所做的預測，常常會出現

嚇人一跳的「黑天鵝」。參考回憶錄，還不如參考當時的日記，因為後者的正確

性高多了。 

 

做為一個求進步的科學社群，不能單靠得獎者回憶式的經驗談，更不能靠整理經

驗談而得到的「法則」。這些就像是《黑天鵝效應》一書所講的，會遇到出人意

料的黑天鵝。因為沒有正確地記錄真正的經驗，不管是成功或是失敗的經驗都無

法累積，社群無法藉由過去的經驗而進步，甚至可能誤入歧途（做實驗的人也知

道，要如實地寫實驗記錄本）。在科學社群裡，有一群默默耕耘，但是少有掌聲

的助理們，他們最接近學者。由於本身不直接參與研究，因此，能客觀地觀察學

者們，也更能對整個社群提出最適當的建議。這是做為求進步的科學社群，不能

忽略的聲音。 

 

二、科學研究的支援團隊 

 

學術殿堂裡，除了教授、公務員、和學生之外，還有一群沒有公務員身分，工作

內容多樣繁雜的助理們，跟推動台灣經濟奇蹟的工人們一樣，這群助理也是以女

性為主。通稱為助理小姐。她們通常聘期不長，跟著教授們的研究計畫，計畫結

案了，她們也隨之轉換工作環境，或者成為失業人口。她們上下班，偶爾假日也

要加班，少有加班費，也沒有國民旅遊卡。 

 

助理們做什麼事呢？她們負責那些稱之為老闆的教授、計畫主持人們不想做的事。

像是報帳、跑公文、辦活動、接待外賓、、、等等，隨著季節不同而有所改變。

老闆會把事情交辦給助理們，正因為是他們不了解、不想做，又非得做的事情，

老闆們想把時間省下來，多做點研究。正因為不了解，所以常常以為事情很簡單，

不就蓋個章就好嗎？常常工作一派下來，沒多久就來要成果。正因為不想做，所

以中間過程老闆們也不關心，他們只想知道結果：申購案過了沒、出差的錢下來

了沒、那個來賓的住宿安排了沒。其實，這些工作之複雜，不亞於皓首窮經的研

究。如果很簡單，老闆們何必請助理代勞呢？ 

 

像是辦演講，前置作業要邀請演講者；要找經費，如果經費太大，還要整合幾個

計畫來合辦，而且要合法，還要符合行政程序，所以公文程序就多了幾倍；接待

來賓，尤其是外賓，從他們下飛機到下榻之處，都要全程帶路，這還要有外語能

力；印手冊；宣傳、網路報名；到了會議當天，還要擺攤，註冊、報到、採買跟

擺設點心飲料；更關鍵的是，如果當場聽眾太少，還要立刻動員聽眾，不然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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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進場充當聽眾，免得場面尷尬。你以為很簡單嗎？老闆不太會，助理們也不是

天生就會。又因為工作短期，常常沒有人交接，每個人都是新手，資料和經驗都

不會累積。 

 

又例如報帳，中華民國的報帳系統，還是要黏發票，跨頁蓋章後存留。拜中華民

國財政部推行電子發票之賜，熱感應紙印出來的發票，隨這時間流逝，墨水也跟

著蒸發，還要先影印下來，先附註副本與『消失的正本』相同。沒貼黏整齊，還

會被收單的會計單位碎碎唸一番。這工作很簡單嗎？很簡單的話，老闆就自己做

了。 

 

她們在科學研究的背後，努力工作，不要說沒有掌聲，很少人注意到她們，更不

要說感謝了。有哪個得獎的科技人，第一句就會感謝行政支援團隊？ 

 

購買儀器、出國開會，事前要申請，事後要結案。這之間要填多少表格，寫多少

公文，蓋多少章呢？拜中華民國「公文電子化」之賜，本來手寫公文，現在要用

微軟 Word 打字編輯，然後列印出來，一路「跑」公文、一路蓋好多個章。結案

後，還要把公文掃描成電子檔，存在硬碟裡。助理們常常想，我們是不懂什麼電

腦、網路、電子化等等，但是這個「公文電子化」流程，跟手寫公文，差別只在

開始的文書列印，還有最後的掃描存檔。難道傾全國科技專家之金頭腦，沒辦法

想出更有效率的流程嗎？其實要多有效率，她們也說不上來。但是老闆們常常會

催促，因為他們總以為要更快。 

 

問起在公司待過的助理們，這些教授們跟外面公司的工程師經理們有什麼不一樣？

在做人的方面，其實大家都是人，有和和氣氣，也有容易生氣愛發飆的，這方面

倒是沒有太大差異。最大的差異在於：在公司裡，每個職位都有專門的任務，一

年到頭做的是同一類的事情，任務單純，所以能專精而有效率。她們不太懂的是，

為什麼教授們的事情這麼多樣，這麼雜？要教學、研究、採買、跟業界開會、還

要管招生、輔導學生心理、、、、、然後做不完了，只好找助理來做。助理有多

忙，教授們就有多忙。那些沒助理的教授們，只能犧牲研究教學的時間、甚至是

休息的時間來做這些事情。 

 

三、歷史教訓 

 

東亞戰爭史上，清朝的自強運動，花了大把白銀黃金，建制當時世界排名第七的

北洋艦隊，還曾航行到麻六甲海峽。可惜，在甲午海戰，敗給船隻既小且少的日

本海軍。傳聞說，日本海軍大將，看到了壯盛的北洋艦隊，起初還有點恐懼，但

是看到北洋艦隊的砲管上晾著衣服，就對認定清國艦隊不堪一擊。根據學者考證

「砲管晾衣服」是謠言，正因為是謠言還能廣泛流傳，恰好就代表那是大家認為



《台灣女科技人電子報》090 期─科技人論壇 

4 

足以拖垮的壯盛艦隊的關鍵點——空有壯盛軍容，卻沒有跟得上裝備的支援。套

句現代的話，就是空有硬體，沒有軟體支援，也沒有適合的人員來維持運轉。 

 

那位清潔大姊的忙碌奔波，卻只能領最低薪資。除了顯示最低價外包的阮囊羞澀

與捉襟見肘之外，這樣的忙碌的清潔速度，頂多是及格的清潔品質，根本無法期

待滿分的表現。可憐的是，這正是台灣工作人員的普遍處境。可以花大錢買設備、

蓋大樓，卻對工作人員到處要求 cost down，這裡縮減人事，那裡用工讀時薪，

在這樣的工作環境品質，能期待什麼工作成果的品質呢？ 

 

我們要求學術卓越，要求教授接下各種工作，經費多的學校才有餘裕聘請助理幫

忙。助理們之所以很忙，是因為教授們忙不過來。助理們要應付各種工作內容，

也是因為教授們被指派要做各種工作。助理們跟沒有助理的教授們，就像前面的

清潔大姊一樣，忙忙碌碌，能一天之內清過八十間廁所就很厲害了，還能要求什

麼研究品質呢？ 

 

當然，偶爾會出現傑出的研究成果，登上頂級的學術期刊，獲得獎勵跟掌聲的是

那些老闆們。他們固然很優秀、很成功，但是別忘了這些幫忙雜事的助理們。研

究之所以可以順利，也正有這些助理們幫忙處理了那些麻煩的事。正由於有她們

的犧牲奉獻，儀器才能如期到位，研究成果才能如期產出。公共知識份子關心公

共事務與國家發展，也要關心那些在成功路上，默默地幫助研究發展的女性們。

就跟促成台灣經濟奇蹟的女性們一樣，助理小姐們，也為促進台灣學術奇蹟奉獻

了青春跟家庭。做為求進步的科學社群，不僅僅不能遺忘她們，還要將她們的奉

獻寫在台灣科學發展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