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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明院士    談科學及科技發展與道德

由於科學與技術的快速發展，需要培養學生具有遠

大的眼光，拿人工智慧的發展來作為例子。人類的

智慧包括學習知識、記憶，然後以邏輯從記憶中找

出與決定有關的知識再作出合理的決定，再加上創

新與靈性。現階段的人工智慧除了創新與靈性外，

在有些方面已經優於人類的智慧。AlphaZero 與
AlphaGo Zero 就是很好的例子。最近ChatGPT
的出現，人工智慧更向前走了一步。在Yuval
Harari 的書《人類大命運：從智人到智神》
（Homo Deus）中，指出人工智慧的發展對人類
文化及社會已經產生無可相比的衝擊。下一步，我

們是否應該將人工智慧向具有創新與靈性的方向發

展？這既不是道德或者法律可以規範的。再者，人

工智慧繼續發展下去，成為複雜系統 (complex
systems) ，可能會自然產生創新與靈性的能力。
人類沒有決定與否的可能性。屆時，人類將如何面

對？

本篇文章截選自2022年8月18日何志明院士訪談
內文，完整內容後續將規劃於書籍出版。

一位有聰明才智及執行能力，而且能努力工作的

人，在事業上都會達到某種程度的成功。而其成功

的最高限度，是由他的道德操守決定的。再者，我

們有機會接受教育，能夠做自己喜歡的工作。研究

經費的每一分錢都是人民繳納的稅金。我們對社會

有反饋的責任。培養學生的道德操守和增強對社會

責任的觀念是教授工作的重中之重。

以前的科學是利用自然界的資源來改進人類的生

活，道德規範以及對社會的責任都是界定的非常清

楚，但是現在科學的進步已經可以改變自然界的基

本法則，突破自然的界限來改進人類的生活。現有

的道德規範應因科學技術的突破，應該有所調整，

例如克隆生物體，或者改變人類精子和卵子的基

因。現在因為技術的還沒有達到完美地步，所以在

道德規範上，都還不能夠用在人類。將來總有一天

技術方面可以達到完美，是不是就真的可以用在人

類？因為「人」除了身體之外還有其他更多的人之

所以成為人的因素。將來在道德規範的演變方面，

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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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工程學院院士

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

香港科技大學榮譽博士

美國科學促進學會會士

美國物理學會會士

美國醫學與生物工程學院會士

國立台灣大學榮譽校友獎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友全球成就獎

（以下略）

現職

班瑞期-洛克希德馬丁榮退教授，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經歷



一年一度的天文嘉年華又來了！今年將會是活動滿滿，並以實體呈現在中央大學校園！

TTSS計畫獲得教育部和桃園市教育局的大力支持，結合中華民國天文學會、國研院儀科中
心、臺北天文教育館、嘉義市天文協會以及中大研發處等單位的力量，將於今年暑假

7/1(六)-7/7(五)辦理「2023桃園天文嘉年華」。
今年我們以「系外行星」及「系外生命」為主題，在嘉年華期間共舉辦10項活動，有些活
動的報名已經搶先開跑了！現場還有行動天文館及系外行星展，歡迎大家在天文嘉年華期

間來中大一同共襄盛舉！

活動詳情：http://ps1tw.astro.ncu.edu.tw/ttss/index.php/2023astrocar/

Special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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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桃園天文嘉年華

http://ps1tw.astro.ncu.edu.tw/ttss/index.php/2023astrocar/


Upcoming Events

NEWSLTR  VOL 10  P.3

108俱樂部

108俱樂部是一個虛擬中心，旨在建立一個可供各位老師分享相關教學經
驗和心得的平台，我們也將邀請大學端的教授介紹他/她們的實驗及研究計
畫，特別是其中中學教師所感興趣的資訊，記得下午1點08分上來聆聽與
討論。

活動詳情及報名：

http://ps1tw.astro.ncu.edu.tw/ttss/index.php/108club/

｜高中天文學之銀河黑洞與星系

｜蔡安理博士後研究員 (國立中央大學 天文研究所)

06/15

http://ps1tw.astro.ncu.edu.tw/ttss/index.php/108club/
http://ps1tw.astro.ncu.edu.tw/ttss/index.php/108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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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婭科普講座系列 24

更多活動相關資訊及報名方式，請參考臺灣科學特殊人才提升計畫網頁。

上年因事改期，終於在今年六月重約成功了！

廖敏妃教授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戴維·格芬醫學院神經外科 W. Eugene
Stern主任及醫療中心神經外科主任，並曾任《神經腫瘤學雜誌》總編輯，在學術
研究及臨床經驗均有豐富的經歷。廖教授的病人來自全球各地，並主理超過2,000
次腦腫瘤手術。在美國註冊之神經外科醫師中，只有6%為女性，而廖敏妃教授是
第二位女性，更是第一位華裔女性，主導神經外科之學術部門，是其領域之開拓

者。

腦癌的個性化免疫療法

廖敏妃 教授
施如齡 教授
06/17(六) 上午9時 (GMT+8)
http://ps1tw.astro.ncu.edu.tw/ttss/index.php/2021gaiastemls/

主     題：
講     者：
主 持 人：
日     期：
報名網址：

http://ps1tw.astro.ncu.edu.tw/ttss/index.php/2021gaiastemls/
http://ps1tw.astro.ncu.edu.tw/ttss/index.php/2021gaiastem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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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活動內容，歡迎參考FB資訊

TTSS與李國鼎先生故居辦公室合作，舉辦三個月一次的科普演講。2023年的四
場講座首由劉兆漢院士以「永續發展：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開講，首場的李國

鼎故居講座已在3/4於李國鼎故居完滿舉行。

劉兆漢院士除了是美國國家工程學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國際電機電子工程

學會會士之外，也曾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臺灣聯合大學系統校長、國際科聯日

地球科學委員會科學秘書長與主席。而最為人所熟知的是，他是臺灣太空計畫

「福爾摩沙三號衛星（FORMOSAT-3/COSMIC）」的開發者。

劉院士關心地球及人類將要面對的未來，對全球變遷及永續發展充滿關注，他在

任中央大學校長時就整合當時中大六個學院，進行整體大環境的研究，使中大在

很早期已進入此領域的研究。當天現場劉院士與民眾進行了熱烈的互動，盼望民

眾透過這次活動對全球變遷及永續發展有更多的了解，更是作為地球的其中一份

子，把永續發展這個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帶回去分享及實踐。

李國鼎故居講座系列

活動現場照片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TopScienceStudent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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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人本AI論壇

眾所期盼的人本AI論壇強勢回歸，早上的場次會由十位於哲學及AI領域深入研究
的學者進行圓桌討論，下午則由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富勒敦分校哲學系劉紀璐教授

主講。

當天活動座無虛席，先由清華大學甘偵蓉博士後研究學者以「淺談儒學對於開發

人工道德行為者的助益與挑戰」開場，並由政治大學王華副教授以「關係主體與

機器人倫理學」接續，隨後由現場的講者、嘉賓及老師展開圓桌討論，氣氛熱烈

以至延後休息時間，大家仍意猶未盡。

下午則由劉紀璐教授為我們主講「未來的社會性機器人需要什麼品德？儒家品德

倫理學的應用」，延續上午的精彩討論，揭示科技發展在道德倫理上的一些考

慮，以及儒家思想如何應用在這些情況，並且能更合乎東方文化背景及脈落。

精彩的活動內容，歡迎參考FB資訊

活動現場照片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TopScienceStudent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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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郁婷博士在就讀國立臺灣大學藥學系時早已獲得化學、藥理學、分子生

物學的知識。她利用了三年的暑假在一間癌症研究中心工作，並在她修讀

完生物化學研究所後繼續。透過利用細胞及基因材料的實驗，她學習到實

驗設計的邏輯。她在杜克大學進修時，接觸到風險評估的概念，並把它應

用到毒物測驗及污染物循環模型，把環境及人類曝露在環境災害的風險量

化。

精彩的講座內容，歡迎大家上Youtube回顧講座影片。
【影片連結】

蓋婭科普講座系列 21

淺談人與自然的互動: 以廢棄物管理、循環經濟在生物
地球化學循環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例 

主     題：

講     者： 唐郁婷 博士
施如齡 教授
3/18(六) 上午9時 (G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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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主 持 人：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GVOhKlIs0bM4PZQ-ZOBmKJ6f17M6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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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博士是麻薩諸塞大學洛厄爾分校工程學院塑膠工程助理教授，她亦主導

塑膠及環境研究實驗室。她於國立臺灣大學修讀化學工程學士、於伊利諾

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獲得農業及生物工程碩士及博士，並在普渡大學化

學工程系進行博後研究。

她的研究團隊在永續領域有豐富的經驗，目前此團隊的研究焦點在以下的

四個主題：化學回收使塑膠廢料變成燃料、聚合物及化學品、生物燃料及

生物塑膠材料開發、微塑膠污染物減少、環保溶劑方程式。

精彩的講座內容，歡迎大家上Youtube回顧講座影片。
【影片連結】

蓋婭科普講座系列 22

為循環經濟創造性再利用塑膠廢棄物主     題：
講     者： 陳琬婷 教授

施如齡 教授
4/15(六) 上午9時 (G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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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主 持 人：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GVOhKlIs0bM4PZQ-ZOBmKJ6f17M64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