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聯合國大學 UPDATE(Issue36：March-April 2005)15 主題心得報告 
 

提報單位：管理學院                                            提報日期：94.08.31 

 

 

主題名稱：1、Sustainable Development(永續發展) 

Title：Countries urged to challenge “good” development policies 

(國家應勇於挑戰”好”的發展政策). 

 

一、 本文在於論述出身於牛津經濟學派之學者 Ha-Jooh Chang 所主張有關發展中國家應採取
何種所謂「好」的發展政策時的一種非傳統觀點，即許多今日已開發或富裕國家如美國、
歐盟成員國及東亞經濟體所推動之「好政策」或「好制度」其實並不一定能造福經濟發

展中的國家，甚至會限制其經濟成長。 
二、 由於時代在變，潮流在變，所以過去大家認可所謂好的發展政策，就現在而言，可能不

見得可行，過去世界上公認的一些適合的經濟發展準則，在著名經濟學家 Dr.Chang 的
觀點，乃是鼓勵發展中的國家去挑戰傳統的所謂好的政策。Dr. Chang 認為許多今天已
開發國家所主張之經濟政策與制度，從歷史研究中並非是當時他們發展經濟時所主張
的，例如 19 世紀之英國的經濟貣飛就缺乏許多今日我們認為一定要具備之制度如進口

關稅制度、勞動規範、中央銀行等等。 
三、 Dr. Chang 認為過去 20 年間隨著經濟發展之困境，許多已開發國家開始轉向而對發展中

國家施壓，企圖迫使他們採取所謂「政策與制度上之全球化標準」。他認為應該給予發
展中國家更適合他們的政策與制度，為此 Dr. Chang 甚至認為應重寫 WTO 之規範，包
括在專利權與智財權上之議題等。 

四、 Dr. Chang 所主張的幾點看法中有一些是相當值的一抒的，包括「對已發展國家歷史經驗
的研討與論述發表」、「接受權變觀，相信也許並無所謂最佳經濟政策與制度」、「WTO

重新制訂全球有關智財權、專利權經濟規範」及「促進結構之進步並無一對所有國家皆
適用之制度」。相信這些觀點或可以成為經濟與管理研究上的新方向或新議題。 

五、 國家之發展對策就是要權變，即所謂通權達變，例如我們應曾發現許多在國外可行的政
策在國內而言不見得就完全可行，而且可能都需要做一些修正與矯正。在過去西方世
界、發展中國家一些被認為是成功的發展政策，其成因有些是基於過去的時空背景所
致，然而現在時空背景與過去並不相同，譬如目前的 人、地、物、時、空、資訊種種
都與以前不同，尤其目前科技進步、網路普及的現象是過去所沒有的。 

六、 本文相信是一種「新」卻「另類」之眼光，在一片全球化當道之呼聲中顯得特別顯眼。
從歷史資料的研究中去證明「今日之非」恐怕恰是「昨日之是」，因此在經濟的發展中

到底全球共通的制度、政策是一劑救命藥呢？還是抑制劑呢？確實頗值得我們重新思
維。 

七、 總之，可能我們必須有此認知：唯一不變就是變，如何通權達變而不劃地自限，反而是
目前開發中國家在發展中所必需考量的要件。在過去被視為好的發展政策，就現在而言
對發展中國家而言不見得一定是好，這應該是可理解的事。然而更重要的一項課題，乃
是如何權變才會更好，如何修正才會更好，才會對發展中國家更為有利，乃是人類需要
運用更多用智慧，但是也因此可使時代的巨輪不斷地繼續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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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名稱：1、Sustainable Development(永續發展) 

Title：Experts discuss rule of law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專家討論法律規則及轉變公正性) 

 

一、本文報導 2005 年 1 月 27 於德國召開之「前進之道」，由 UNU 下之三個單位“Peace and 

Governance Programme ”,“Office at UN”and“Office of Legal Affairs”組成專家討論
會來進一步研究聯合國秘書長於 2004 年 8 月報告有關「衝突與衝突後社會之法律規則與
轉變公正性」議題下之可能解決方案。會議中除了聯合國官員之參與外，並有許多學術
界人士與各國官方人參與。 

二、對冷戰後與 21 世紀以來之世界而言，一連串社會衝突之後所帶來之轉變，其公正性已是
各國共同關心之共同議題，原因在於全球化、科技化之趨勢，地球村與全球市場導致無
國界之經濟型態，使得供需都必須在全球架構下運作與完成，因此如何使全球各國在政
治、經濟及文化上更具「幅輳效應」(convergent effect)，例如本文中所提之「轉變公正性

與法律規則」等，厥為未來聯合國一個極重要任務與使命。 

三、對台灣而言，在此議題之研究與推動實不可落後，雖囿於政治現實而未加入聯合國，但
相信所有台灣一切與國際接軌之相關事務勢必遵照聯合國之精神與規範，因此如何加強
此方面之研究與法律制訂並迎頭趕上，無疑是我國今後最重要之努力方向。 

 



 3 

主題名稱：14、Science and Technology(科學與科技) 

Title：INTECH probes drug price implications of TRIPS 

(聯合國新科技發展組織探索藥品價格對智慧財產下相關交易之意涵) 

 

一、本文論述由 UNU-INTECH 委由 Sampath 博士所協調完成之 100 間印度製藥公司在製

藥專利權保護實施後的轉變，以推論未來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其藥品價格之可

能發展。 

二、隨著製藥專利權概念與實際保護作法之普遍，WTO、WHO 等勢必越來越緊縮無專利

權之違法生產空間。此於印度進行之研究對台灣製藥產業有一定之啟發意義與價

值，因為長久來台灣製藥都傾向生產製造已過專利保護期限之大廠知名藥劑，或是

擔任 OEM 之代工角色。隨著 2005 年 WTO 協定中所謂 TRIPS(智慧財產權交易相關

事項)之規範，製藥之智慧財產權保護勢必更佳積極，因此如何加速台灣製藥之創新

研發基礎與專利權保護機制，相信是本文對我國未來製藥產業極重要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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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名稱：14、Science and Technology(科學與科技) 

Title：Global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planned 

(計劃中的全球科技與發展研究中心) 

 

一、聯合國大學在經過一年的籌備之後，將進行荷蘭馬斯垂克為基地的聯合國大學之新科

技學院(UNU Institute for New Technologies，UNU-INTECH)與馬斯垂克創新與科技經

濟研究學院 (Maastrict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o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MERIT) 之合併，成立創新與科技馬斯垂克經濟研究中心，由路克〄所奈(Luc Soete)

博士所領導，探討創新與發展為主的全球化研究中心，目的在研究已開發及開發中國

家科技發展與創新相關議題。例如：微觀基礎的實證研究，科技、成長、與發展的總

體經濟，工業動態，國際企業策略，以及科學、科技、與創新治理等五個主題。這個

組織從事於研究區域科技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聯性，屬於科技整合性的研究單位，惟

目前是以中歐及東歐的國家為研究的對象。 

二、本文揭櫫一個未來趨勢即是「研究之整合」，藉著合作乃至合併，使得研究能量得以

產生綜效(synergy)。在本文中新成立之研究中心有超過 100 名來自已開發與開發中國

家之研究人員，並且有 30 位主要來自發展中國家之 PhD 班學生加入各項研究計畫中。 

三、新擔任雙方共同領導人之 Luc Soete 對未來這一個在 UNU 架構下之新研究中心有甚

多期許。其中比較重要者如「微基礎證據研究」、「科技、成長及發展的總體經濟觀」、

「產業動態」、「國際企業策略」、「科學、科技、創新之治理」等等。本文另一個重點

是強調中歐、東歐未來之重要地位，以致合併之研究中心將運用過去雙方在「地理性」

研究上之基礎來達到更好之綜效。本文也揭示一個極具企圖心之研究計畫，內容包

含：科技、創新、發展及知識轉移等議題。對國家政策制訂者之影響，希望帶出國家、

區域領導人更具全球與國際觀。Luc Soete 強調合併並非只是具有財務或經濟上之意

義，更重要的動力基礎是「智慧」，他希望能藉此研究中心的成立帶出更具顯著意義

的研究成果來。 

四、誠如 Soete 教授說：「科技改變正與日俱增地跨區域的衝擊著並挑戰傳統國家研究的

焦點」，他對整合聯合國大學研究機構提出了的三個策略目標：1.不僅在經濟學學科

內達到世界級的卓越研究，而且也要在包含知識轉移者在內的與創新與發展有關的跨

社會科學領域的重要研究上面達到世界級的卓越研究等級。2.並不只是將焦點放在先

進國家及開發中國家中的國家及區域政策的製造者，而是將焦點放在與 UN 與其他國

際組織有關機構的政策方面及關連性的研究。3.在學術及政策層次提供訓練和能量建

置學程。  

五、由此可知，在整個區域整合及政治勢力的整合趨勢中，跨領域與跨區域的研究整合在

未來將更形重要，由創造有潛力成為世界級的卓越研究中心的機會驅動，結合區域人

力與資源，定將對世界的經濟結構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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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名稱：14、Science and Technology(科學與科技) 

Title：Death of Charles Cooper, First director of INTECH 

(查理斯〃庫伯之死—聯合國新科技發展組織的首任主席) 

 

一、本篇文件介紹該組織第一位已故的領導人查理斯〄庫伯(Charles Cooper)，他的生平事

蹟，以及對聯合國新科技發展組織的貢獻， 

二、UNU-INTECH 主任查理斯〄庫伯教授於 1 月 16 日逝世， 他在 1985 年受荷蘭政府之

邀，研思設立新科技之社會與經濟觀點的學院，並於 1987 年向聯合國簡報，於是就成

立了這個學院，在當時他是位於海牙的社會研究學院(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的教

授，在科技與發展上建立國際性聲譽. 另外，UNU-INTECH 新任主任 Luc Soete 教授，

曾是他的博士班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