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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兆漢 

劉兆漢，湖南衡陽縣人，民國廿八年生。先後就讀於師大附中、

國立台灣大學電機系。役畢，於民國五十年赴美國布朗大學進修，

五十四年得博士學位後，在美國伊利諾大學任教，先後擔任助教授

四年、副教授四年、正教授十六年。於七十九年八月辭伊大教職，

返國應聘國立中央大學校長至今。目前並擔任行政院科技顧問及太

空科技推動指導小組委員。 

劉校長在太空科學、電波播傳、通訊遙測等學術領域裡有卓著

的國際聲譽。在極高頻雷達應用上有數項突破性的貢獻，並且首創

利用衛星訊號以斷層掃描的方法研究電離層物理，曾獲美國電機及

電子工程學會傑出成就獎及榮譽會員獎。於七十年起擔任國際科

聯—日地物理科學委員會秘書處秘書長，並於八十三年六月起獲選

為委員會會長，對推動全球各區域日地能量關係、太空科學及全球

變遷等之研究，有卓越的成果與貢獻。同時也參與各地學術團體，

並發表學術性論文一百六十多篇，於八十七年七月獲選為中央研究

院院士。 

早期，劉校長雖長年任教國外，卻恆常以國內人才培育及太空

科學發展與全球變遷研究為懷，於七十年及七十八年曾兩次返國，

分別應聘國立台灣大學及國立中央大學講座教授，積極推動我國參

與世界性之日地物理及太空科學、全球變遷等研究計畫，以提昇我

國研究水準及學術地位。自接掌國立中央大學十餘年以來，務實地

奠定中大的各項發展實力，更以跨領域的合作方式，堅持研究與教

學品質，致力發展中大特色，已有相當多的特色於國內具領先地

位；此外，對於培育中大學生全方位的專業能力也著力甚多，各項

努力已使得中大向國際一流學校邁進。 

 
近五十年來，隨著科技及經濟的高速進

展，人類在健康醫療、教育機會、生活品質

及就業發展上亦有大幅的改善。但伴隨而來

的卻是全球環境的快速變遷、地球資源的大

量使用及人口增加及集中化。於是人類開始

思考這樣的問題：地球環境還能承受多少的

人類活動？人類的優質的生活品質能否持續

發展？我們為未來世代留下的是福祉，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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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害？  

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的主要觀念是在人類社經發

展過程中，謹慎認知並嚴守地球環境的承載

能力，以避免侵害未來世代持續發展的機

會。永續發展建構在經濟發展、環境保護及

社會正義三大基礎上，目前已成為國際上重

要的議題之一。本人這幾年來在國科會的支

持下，亦積極投入永續台灣願景與策略的研

究工作，希望能建構台灣永續發展評量系統

及環境資訊系統，以作為政府推動永續發展

之決策參考。  

這幾年，賀伯、象神、桃芝、納莉等颱

風及集集地震等災害連續重創台灣，造成民

眾生命財產極為嚴重的損失。面對接二連三

的天災，相信不少國人心中開始盤旋著這樣

的問題：『台灣出了什麼問題？』『住在台

灣安全嗎？』。實際上，台灣位處歐亞大陸

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聚合的環太平洋地震

帶，同時也是梅雨前線及西太平洋颱風路徑

的要衝。自有先民以來，居住在這座島嶼的

子民從來就不曾擺脫颱風與地震的挑戰與威

脅。當人們前往土石流高潛能的區位開墾居

住；當鱗次櫛比的高樓建築出現在行水區附

近，這是否意味著，台灣已無法承載太多的

人類開發行為？還是國人已喪失了作為這塊

土地主人應有的風險意識？  

過去台灣的國土開發一向欠缺宏觀的

規劃與決策導引，使得各項問題叢生、災害

頻傳。就災害預防的觀點而言，針對颱風、

地震等天然災害，可透過社經、生態、氣象、

水文、地形、地質、遙測等跨學門的環境資

訊與配合工程技術加以分析評量，劃設不同

的潛感區位，以為政府國土開發與永續發展

整合性決策評估的依據。  

台灣主要的天然災害是由土、石及水等

地質材料所造成，因此，大地工程師是台灣

這塊土地最重要的主治醫生。從過去歷次的

災害中，我們看見許多台灣的大地工程師秉

持『仁心仁術』的信念，不時為這塊受傷的

土地把脈手術、療傷止痛，並做出具體貢獻。

值此集集地震兩週年之際，地工技術發展基

金會出版『集集大震與大地工程災變處理』，

相信這只是許多地工人參與救災與重建工作

的一小部分的紀錄。本人也相信，在大家的

努力下，台灣依然會個可以安居樂業、永續

發展的美麗寶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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