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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農化系系友會於前年 6 月依內政部相關規範

正式成立，於今年 6 月 22 日舉行本屆第三次會員大

會暨系友座談會，此次大會特別選在 中華穀類食品

工業技術研究所(新北市八里區)舉行，參訪該所去年

新落成的大樓與研究設施，同時安排多位系友專題演

講分享相關知識與經驗，出席者相當踴躍，大家均珍 

惜相聚的時光。 

        去年是台大創校 90 週年，母系與系友會於去年 11 月 17 日於農化系館舉行了 

「台大農化系友回娘家活動」，提供系友們了解農化系現況以及相互交流的平台。

學校每年都會有畢業 50、40、30 週年的校友們返校活動，請大家把握難得的相聚

機會。今年依往例，學校將於 11 月 15 日晚上舉辦畢業 40 週年校友餐會，當天下

午畢業 40 週年的系友也會在農化系館 213 室先行相聚，並邀請農化系及生化科技

系的兩位系主任(王尚禮教授及楊建志教授)蒞臨會場介紹母系的現況與發展。 

        目前每季出版會訊，本期是第 9 期，每期由在學同學分組訪問兩位傑出系友，

期待傑出系友與在學同學間的互動，對於系上的發展和同學們的成長都有正面的助

益。本期專訪 陳尊賢教授與 黃雪莉教授，兩位均有豐富且優秀的人生閱歷，謝謝

他們接受在學同學的訪問，這是傳承與智慧的交流，相信大家都很珍惜。 

         系友會成立以來持續受到大家的重視與支持，也成立了 line 群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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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時提供系上資訊，系友們也可以透過這個群組分享相關資訊，歡迎大家邀請系

友加入。系友會提供了一個平台，讓不同屆的系友們可以一起交流、也讓系友們

跟母系現任和退休老師可以相聚，我們期待知識的交流、情感的交流，可以匯聚

成系友會持續發展的力量，讓系友會可以不斷精進成長，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

務。 

        最後要特別感謝 賴喜美教授為系友會的無私付出，賴教授擔任農化系主任期

間，為了要成立一個符合內政部規範的社團法人系友會，花了一年時間進行繁瑣

的籌備工作，依相關規定按部就班的推動，成立後樹立了系主任兼任秘書長的範

例，並運用系辦公室的人力與資源推動系友會業務，成立後兩年多來的活動與業

務有聲有色，賴老師的無私奉獻，令人敬佩! 展望未來， 王尚禮主任接任秘書

長，感謝 王老師可以帶領系辦同仁，持續為系友會及系友們服務，相信大家也期

待系友會持續發展，提供更好的平台，我們更期盼 系友們的持續支持。 

        本期在中秋過後 秋分時節出刊，祝福大家順心如意、事事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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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學年度畢業系友 於 2019 年 6 月 28 日相約在台大三號館農化 R213 會議室。

該屆學長姐們，為紀念同學間深厚情誼，特別編輯「農化六七圖文集」，並回贈母

系一本存放於系辦公室，以資留念。 

        由於本人已於 8 月 1 日卸下農化系系主任之行政職務，基於系友會的後續運

作、推廣與系友服務，已於 9 月 10 日之第 1 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中請辭秘書

長職務，並獲得理監事同意。同時，由理事長提案由農化系新任系主任王尚禮教授

接任祕書長一職，亦獲得理監事同意。在此，懇請各位系友持續協助王秘書長推動

系友會相關事務。 

        本人於擔任祕書長期間，幸有系友們鼎力相助、共襄盛舉，讓每回活動總是在

歡樂中圓滿落幕，系務推展方面也屢獲系友們的溫馨支持與協助，衷心感謝！    

        往後，秘書室仍將秉持本會宗旨：擴大系友聯繫，促進系與系友之情感與知識

的交流，藉由持續推動各項活動，提供良好交流平台。 

         系友會需要您的持續支持，也感謝您的支持！ 

       本秘書室持續推動各項系友會之活動發展，為擴展

系友之間的交流，本會於 108 年 6 月 22 日辦理第一屆

第 3 次會員大會暨系友座談會活動，本次活動特地移師

至新北市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舉行，

特別感謝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施坤河所長，提

供舒適的會議環境及交通接駁服務，並安排美味餐點，

讓本次活動得以圓滿進行。一日下來，參與的系友均有

有豐碩的收穫並留下美好的回憶。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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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尊賢名譽教授 

現職 

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擔任副院長 

榮譽 

『亞洲與太平洋地區土壤與地下水污
染整治工作小組』主席(2011-2016) 

環保署學術一等專業獎章(2016) 

ESAFS 獎(2009) 

國際同濟會臺灣總會 2007『全國十大傑出農業專家獎』 

臺灣大學 2004 學年度『教學傑出』傑出教師獎 

學歷 

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研究所 農學博士 

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研究所 農學碩士 

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農學士 

經歷 

臺灣大學農化系 特聘教授 

臺灣大學生農學院 副院長 

臺灣大學農化系 教授兼系主任、所長 

亞太糧食肥料發展中心(FFTC) 土壤肥料兼職顧問 

東亞及東南亞 12 國家土壤科學會 聯盟會長 

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土壤污染整治監督小組召集人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環境檢驗機構技術評鑑委員會」委員 

學士 63 畢業 (學級 60) 
碩士 66 畢業 (學級 64) 
博士 72 畢業 (學級 68) 

訪問：劉品蘭、孔妤瑄  

撰文：劉品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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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化系當時(1990 至 1998 年代)有 47 位教授老師，加上技正、技士等技術人員

13 位，工友 11 位，加起來一共 70 多位教職員工，再加上大學部學生近 400 位、

研究生碩士班 100 多位、博士班有 50 多位，你看在當時就有近 600 位學生，所以

那時候別的學系只要聽到農化系都會說：『我們不要跟你們比，農化系太強

了』。農化系在過去確實是很大、超級有名的系所，但現在卻風光不再了。」 

        陳尊賢教授求學時期正是農化系最輝煌的時代，不僅招收的學生人數是現在

的兩三倍，老師和職員也都遠遠多於現今的編制。對陳尊賢教授來說，在臺大農

化系求學的大學與研究所階段是人生難得的黃金時期，當時與同儕之間的互動讓

他至今難忘，而同學間深厚的情誼。畢業後仍經常保持聯絡與相互交流，累積近

40 次聚會，同時促成 2015 年 50 多位同學及眷屬參加美國西部同學會與 2018 年

20 多位同學及眷屬參加在加拿大國家公園同學會之聯誼活動。回想那時候的農化

系，除了修習的課程很多之外，加上有機化學這堂課的當人率就高達 90%，所以

暑修情況十分普遍，讀起來非常累人，不過也因此大家幾乎每天都綁在一起，早

上一起上課、下午做實驗、晚上一起讀書，同學們間的感情很好。 

■ 回憶當年農化系的學習模樣 

陳尊賢教授： 

成就自己喜歡的一生事業後，也不能忘記幫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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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別的系哪有像農化系當人當的這麼厲害？有機化學不只藥學系要修，農

化系也要修，兩個都是最高分的科系，系上當時有 140 位參加期中考就有 130 位被

當。修課上，除了自己必修課程要上之外，還必須選修其他系的課，像是理學院

的植物系，還有動物系、化學系的課也要選修，還好只有物理化學實驗沒有，以

前想起上課的課表來真的天昏地暗，那個日子喔，反正咬緊牙根就要唸，不然怎

麼辦？」 

        陳尊賢教授大一唸農藝系，轉系來到農化系，所以課程全部都要重修。與同

學一起讀書的記憶中，他認為最深刻的是當時大家一起唸有機化學時會以身體表

演，把自己想像成化合物，四肢是不同的官能基，思考著兩個化合物互相反應會

有什麼樣的結果、這些基團位置怎麼碰又會有什麼樣的變化。當把自身投入在這

些反應機構中，就會透徹的瞭解其中的道理，不僅讓他覺得很有趣，也成為終身

難忘的回憶。有了這種有機化學課的演繹方式訓練下，甚至在讀到需要合成一個

化合物時，可以直接寫出一個反應就把很純的產物做出來，沒有其他雜質。讀物

理化學時也是一樣。而熱力學的知識就根本無法理解，還好是班上很厲害的同學

幫大家整理，說明如何導出那些熱力學公式及其真正的意義。這些一起讀書的回

憶，雖然過程艱辛，但也讓同學們產生認真求學的態度與革命情感，更讓陳尊賢

教授深刻體會到學習態度的重要。正因為農化系基礎課程完備，對於成績及格有 

■ 農化系的嚴格訓練成為印象深刻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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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要求，要順利畢業十分困難，讓當時學生的學習態度都非常認真，也造就出今

日許多在各行各業發展的傑出人才。 

「我們以前那個年代，中研院 200 多位院士裡面，農化系畢業系友就佔了 10 位，從

這個數字上，可以知道農化系在授課品質與研究生訓練要求的紮實與嚴謹程度。」 

        陳尊賢教授說，畢業 44 年，在各個領域中遇到覺得表現不錯的人，一問起對方

畢業的學校，常常得到的回覆都是臺大農化系，讓他很感動。根據傑出校友轉述，

有一次科技部召開委員會，想要找 17 位全臺灣頂尖的專家當委員，討論一整天下

來，定案後卻發現這 17 個人都是臺大農化系畢業的！另外，當年就有多位在國際上

極具知名的教授任職於農化系，他們的影響力足以號召並邀請國際上有名的教授來

對臺大校長提供建言。由此可見，農化系的影響力有多大、表現有多好，許多系友

在跨領域的產業經營上均有傑出的創新發展。以前農化系對成立研究室的標準要求

很高，希望要發展成為一個「台灣最好、亞洲有名、世界知道」的研究室來培養學

生，而這樣的態度也深深影響陳尊賢教授，讓他以此為目標前進。 

■ 選擇踏上與一般人不同的道路 

「我做土壤調查分類方面的研究，全台灣沒人喜歡，但當第一個不是很好嗎？」 

    大四的時候，陳尊賢教授也像現在的大學生一樣思考著自己未來的方向，因為

大學的課程都是基礎階段，各個領域上的十八般武藝都要學習，上了研究所和博士

班後他才漸漸比較知道自己喜歡什麼。當時那個年代，大家都想往生化領域發展，

但陳尊賢教授秉持著自己對於土壤的熱情，也對於生化相對較沒興趣，因此選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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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人不會走的土壤領域。他也很驕傲的說自己是農化系到現在唯一大學部、碩士

班、博士班都在不同實驗室待過的學生，各個階段均有不同的指導教授！很多學生

會覺得換實驗室是件很不好意思的事，但他認為自己的興趣更加重要，不喜歡就應

該要大膽的改變，而且沒有跟教授們互動過也不會知道實際上要如何與指導老師學

習、相處。透過這樣的歷程，陳尊賢教授也從不同論文指導教授與課程授課教師身

上學到很多。 

■ 興趣驅動出無窮的動力，成就自己一生的事業 

「興趣會產生無限的動力，因為你做喜歡的事不會想到是為了錢或是其他東西，那

不是你的職業，而是成就你自己一生的事業。」 

陳尊賢教授榮膺 2016 年環保署學術類一等專業獎章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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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生的大學階段，大家往往對於未來感到迷惘，不知道未來該做什麼，而

陳尊賢教授也常跟學生說要盡早去找出自己喜歡什麼，因為喜歡的話就會有無窮

的動力與熱忱，不喜歡就完全不會想去做。另外還要去思考自己想要過什麼樣的

生活，在臺大外面的夜市擺一攤可能會比臺大教授賺的薪水還要高，但就看自己

要不要過那樣的生活。過去的三十年間，陳尊賢教授參加了許多國際會議，認識

了國際上知名的傑出研究者，他發現很多國外教授退休以後，時間多了，可以全

心投入自己有興趣的事物，反而比退休之前研究得更加起勁。如果可以做自己喜

歡的事做一輩子，每天都在愉快的環境下工作，將會是多麼快樂的事情啊！ 

■ 自掏腰包幫助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會議，學習新知 

「出國很重要，我都鼓勵研究生要常出國參加國際會議，常出國的好處是可以看到

很多創新的技術，學習別人的成果會激起很多想法，那種刺激性很強，你會知道世

界有多偉大。」 

臺大參賽團隊與世界土壤學大會主席 Prof. Jae E. Yang 合影， 

許健輝(右一)獲得個人獎第一名，臺大代表隊獲得團體獎表現優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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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間(1986-2019)，陳尊賢教授參與國際會議超過 200 次，考察世界

各地近 40 個國家及各國各種土壤剖面近 1500 個，他認為自己從參與國際會議的過

程中學習到很多，也因此他常鼓勵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會議，要求他們把研究成果

做出來，並發表論文。如果學生在金錢方面有困難，除了申請科技部的補助經費

之外，他也經常自掏腰包資助研究生出國，只希望他們能藉由參加國際研討會的

機會，學習各國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多接觸同一個領域的其他研究生和教授學

者。正因為自己以前也是這樣學習過來的，陳尊賢教授也希望能用這個方式去幫

助研究生。 

■ 跟隨農化系資深前輩的腳步，為國際社會服務 

「臺灣大學的教學目標就是訓練一個具有學術專業與國際觀的領導人才，這是從進

去臺大開始就被灌輸的，大學訓練首重學術創新與服務產業發展，所以你的學術專

業服務不能只服務臺灣，如果你能服務亞洲或全世界，你的心胸會不一樣。如果臺

灣的問題現在解決了，東南亞都在水深火熱中，那要怎麼辦？你就要想辦法幫他

們！」 

    在農化系風光的年代，許多農化系的資深傑出教授都是空中飛人，經常往返於

不同國家與國際組織之間，不只幫助臺灣政府解決法規、產業管理與技術問題，也

到世界各地去參與國際社會服務。陳尊賢教授也因此受到這些傑出教授的影響，期

許自己跟他們一樣成為真正的國際學者，所以他也在亞太地區糧食肥料技術中心

(FFTC)、亞洲與太平洋地區土壤及地下水汙染整治工作小組(ReSAGPAPR)、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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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土壤科學聯盟(ESAFS)等國際組織服務，幫許多農民與政府單位解決問題。

雖然臺灣與很多國家沒有邦交關係，但透過學術交流的力量，我們也幫助了許多

其他國家解決當地的問題。陳尊賢教授秉持著捨我其誰的精神，當東南亞國家的

專家不會，他就找專家去教、沒有研究用的標準品就給、不會寫研究計畫書和報

告就幫他們寫，比起許多當地的政客，他能提供給農民更多實質上的幫助，而他

也因此與許多國外學者、官員和當地農民組織變成朋友。他笑著說自己曾經有一

段期間，一年出國 20 到 25 次，待在國外的總天數大概有 150 到 190 天之多，常常

就帶著簡便行李出國開會，一去就是三至五天，晚上還要利用時間看學生的兩週

研究進度報告和當面線上討論研究。他很喜歡這樣的生活，認為當上教授以後就

要發揮自己的學術專長服務社會，提供好的意見，成為讓社會產業發展與國家進

步的智庫。  

訪談合影 ：陳尊賢教授與學生會長劉品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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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 

        自己想要過什麼樣的生活，要做什麼事情才不會覺得白來這一生，是大學階

段很多學生會思考的問題，就像陳尊賢教授一樣，當時他也不見得清楚知道自己

喜歡的是什麼，但只要確定下來，堅持自己的理想並盡力去做，必定能成就自己

喜歡的一生事業。不過，他強調在大家成就自己的事業之後也不能忘記當初在背

後相助的那些貴人，將來在自己有能力的時候也要回饋給其他人，造福社會，貢

獻自己的所學。  

 陳尊賢教授在阿里山向日本土壤

科學家解說土壤剖面  

陳尊賢教授陪同研究生挖桃園新

屋地區水田土壤剖面的代表巨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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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雪莉教授 

現職 

國立陽明大學微生物及免疫學研
究所教授兼所長 

 

學歷 

美國愛荷華大學微生物學系博士 

國立陽明大學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碩士 

經歷 

美國禮萊藥廠博士後研究員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製藥計畫藥物發展組研究員 

國立中央大學生命科學系副教授、教授、代理所長、系主任 

            研究發展處企劃組教授兼組長 

            生物科技與生醫工程中心教授兼中心主任 

            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及環境工程研究所合聘教授 

美國微生物學會、台灣微生物生態學學會理事長 

 

學士 71 畢業 (學級 68) 

訪問：劉品蘭、王珮珊   撰文：劉品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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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雪莉教授： 

      從無到有的成長， 

      只是因緣際會下認真去做的產物 

■ 從小的興趣與志向造就現在的她 

「我不敢說我從小就喜歡做研究，但我還蠻喜歡觀察的，每次陪我媽媽到花市買

花，就會去觀察週邊花、草，我也喜歡種植些植物，對於植物方面非常感興趣，

這好像天生就具備這種特質、很自然的。」 

  小時候住在眷村、喜歡畫畫與種豆子的黃雪莉教授，一直知道自己對於生物

學的興趣，從小就有立定長大後要當老師的志向。在高中時喜歡上化學，在當時

農化系是最符合同時包含生物和化學兩個領域的科系，自然而然便以農化系為第

一志願。那個時代背景下，農化系的同學們大學畢業後幾乎都會選擇再進修，因

為對於從小當老師的志願一直沒有改變，做研究的興趣也越發喜歡，因此懷抱著

強烈的熱忱與動機一路升學唸到博士，以達成自己當教職的初心與夢想。 

■ 出國留學才深刻體會到「根的連結」 

「很多人覺得都在美國工作了，如果回台灣，那不是犧牲很大嗎？我覺得犧牲很

大講的是薪水，那絕對是腰斬再腰斬，但對我個人來講，我覺得親情跟自己國家

的感覺是無價的，沒辦法用金錢來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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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雪莉教授在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唸博士班

時，台灣的女籃國家代表隊前來與學校的女籃校隊進行比賽。球隊進入籃球場後

要唱兩方的國歌，當時的她才赴美一年多，待在美國的時間不算久，但一聽到國

歌的音樂響起、看著國旗緩緩上升，儘管當時希望自己也能夠隨著樂聲將國歌大

聲歌頌出來，但內心實在激動到淚流不止，竟哽咽到唱不出聲，那種感覺深深烙

印在她的腦海中。 

「離開台灣以後，才更能體會到根的連結。」 

  赴美留學的經驗讓老師對於國家的教育和培育人才的重要性有很深的感觸與

強烈的使命感。 

■ 業界的工作經驗使她在因緣際會下返台 

「人生的路很多都是因緣際會，剛開始的角度好像很小，但當你走上一條路，下

一條便會和他 overlap，你就會往那裡走。」 

  完成博士學業後，黃雪莉教授在指導老師的指引與意見下決定進入業界工

作，經過推薦和面談演講，最後受聘於世界排名前幾名的美國禮萊藥廠。初次踏

入業界的她，對於業界的實驗規格令她感到震撼，不僅在等級上比學術界的規格

還要好，連團隊運作和效率要求非常的高。 

  當時在業界服務的黃雪莉教授也面臨到是否要回台灣或留下的決擇，最後考

量到家人與自己未來的家庭規劃，又洽巧剛好被受邀回台灣參與財團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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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術開發中心(DCB)的製藥計畫，於是便決定回國服務，並在 DCB 這個屬於

學術界和業界中間的機構進行研發工作，在 DCB 單位待了三年。從博士班畢業到

第一份工作再到當上教授的這五年期間，正是黃雪莉教授接觸業界與工業界最完

整的研究資歷，從這些經驗中她學到很多在學術界不曾接觸過的事物。 

■  從無到有的環境下，伴隨中央大學生命科學所一同成長 

「從無到有這件事情，大部分人都不會想去做，啟後的人可能只要花十分之一的

力氣就能接下去做，但開創的人要花十倍的功夫，而那十倍的功夫也不會有人知

道。不過也因為這種因緣際會的關係，你也就成為被大家永遠記住的人，因為你

是第一批老師，也是看著她成長的人。」 

  在一場受邀到陽明大學醫技系演講的機緣，受到當時系主任建議與鼓勵，因

緣際會下決定申請中央大學第一個生命科學領域系所—生命科學研究所的教職。

當時的她在面試當天是挺著已經可以進產房待產的身子，但仍堅持站著完成演講

才趕去醫院生產，而且連月子都尚未做完便到中央大學報到，以副教授身份受聘

於中央大學生命科學研究所，成為創立後的第一批老師，其後伴隨著中央大學生

命科學所一同成長，之後的二十一個年頭都在中央大學服務，對於中央大學有許

多貢獻，也為其生物領域打響名聲。 

「命運都一樣，只是你有沒有認真跳進去做。」 

  當時中央大學第三類組只有一個系，在沒有博士班學生、沒有可用的實驗儀

器，在資源缺乏的環境下， 黃老師從不怨天尤人，反而努力做到最好，並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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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科系的老師合作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在這樣艱困的環境下，科學的成就必

定不那麼輝煌。但仍努力做了很多十倍於別人的工作，因為這樣也讓黃老師與許

多人締結緣分、產生正能量。好在新創立的系所沒有硬性規定跟包袱，多的是更

大的揮灑空間，反而讓老師很感謝中央大學。在中央大學盡心盡力服務了二十一

年，黃老師每次回到中央大學都備受禮遇，經常受到昔日同事熱情招待。  

■ 在學會中累積國際合作經驗蘊育自身養分 

  在擔任台灣微生物生態學學會理事長和副理事長的八年期間，黃雪莉老師致

力於將微生物學界和國際連結。在台灣與大多數沒有正式邦交的國家交流情況

下，如何運用台灣的學會與其他國家平起平坐的交流，進行國際研討會或是學術

交流活動，成為一項很重要的課題。在學會與國際合作的經驗中讓黃雪莉老師深

深感受到推廣學術服務與學術外交的意義。 

「新的事物不一定有跡可循，常常因為無跡可尋，反而能夠跳脫框框去解決問

題，有時候我們要勇敢面對這個困境，等到經驗多了之後，其實你的判斷就會能

夠兼顧各方面。」 

  台灣微生物生態學學會甫成立時，所有業務對黃雪莉教授來說都是全新的，

包括如何與日本、韓國的學會討論出三方都有利的合作模式、籌備國際研討會

等，而她在遇上這些新事物的時候也保持一貫的勇敢、認真，累積各種方方面面

的經驗後，就發現自己能夠做的越來越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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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微生物生態學學會的資歷及國際合作經驗與主持兩個科技部計畫的國

際交流的這些經歷下，讓她對於學術和教育都有一些體悟，也認知到國際人才的

重要性，更讓她有基礎能夠接下陽明大學國際長的職位。  

■ 結語 

  從無到有的工作會碰到許多困難且沒有前人腳步可以依循，大部分的人會哀嘆

自己倒楣或者不想做累人的工作。但換個角度思考，就如同黃雪莉教授的人生故事

一般，當自己同時成為那位會被大家都記住的開路先鋒者時，不僅想法可以主導後

人的路徑角度，這些經驗也都會累積，進而轉化成自己的能力與養分。 

黃雪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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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第三次系友會員大會   
活動花絮 

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合影 

系友座談會演講貴賓：王為敏博士(左上)、陳佑誠博士(右

下)、顏瑞泓教授(右上)及廖理事長與貴賓合影(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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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重聚活動回顧 1989 
NTU 1989   畢業三十重聚  - 2019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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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重聚活動回顧 1989 
NTU 1989   畢業三十 



 

-24- 

              

臺
灣
大
學
農
業
化
學
系
系
友
會
會
刊—

第
九
期                   

系
友
重
聚
活
動
回
顧 

1989  (B
74) 

系友重聚活動回顧 

回目錄 

1989 
NTU 1989   

畢業三十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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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傅淑玲     陳梅姿     王慧中     陳澤宜     

 李昆達    盧梅華     鄭春芬   王逸琪    楊秀菁    

胡美珊    陶正統   孟子青     黃耀德     林光鎮     

吳秋曄     吳建興     黃綿儀     胡信華 

    許淑華     張裕釧    林仲鑫     徐立意     廖蕙君     

徐景宏     古志強        靳知美    陳信偉    林翠華    

鄭智交     賴正南   林家慶     黃國剛     朱建統      

談   璞     詹永寧    曾怡仁  梅   芬   張瓊文    

古金艷   高楠斌   李   寧   尹敏貞   陳佩燁   

 張菁芳   陳瑜歆    何淑英   楊健志   唐宗寅  

 孔德儀  蔣祖華   邱淑媛  侯文琪  許龍輝  

 李青昊  金秦基  麥子豪   孫麟呈   梁國聲    

陳榮耀   黃玉美     潘妙顏     馬國強    何菊珍    

尹重君    施季秀    吳文欽    謝忠良    羅之綱  

胡維正    黃文彬   張俊哲    吳文怡   羅盛強    

張慈安   張智惠   葉昌吉   李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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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主辦單位 日期 

創校 91 年校慶大會 臺灣大學 108 年 11 月 15 日 

NTU 1979 四十重聚會 臺大系友中心 108 年 11 月 15 日 

第 70 屆全校運動會 體育室 108 年 11 月 23 日 

   

■ 活動預告 

目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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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各位系友的大力支持，農化系系友會會訊創刊號於 106 年

9 月 15 日出刊，下一期會訊預定於 108 年 12 月 15 日出刊，為了

讓會訊更加豐富充實，歡迎系友踴躍投稿。系友可對於會訊主題-

活動分享及系友園地進行投稿，每篇字數約 500 字以上，分享活動

心得，以及您回顧以往心情、工作經驗、給學弟妹建議及對於農

化系想法等內容，謝謝！系友會會訊主題及內容如下： 

    

 

 

 

 

 

 

 

 

 

      欲投稿者，請附上畢業級別、姓名及現職等基本資料，並以

下列任一方式投稿： 

E-mail ： agch@ntu.edu.tw 

傳真 ：(02)2363-3123 

歡迎本系師生系友投稿 

主題 內容 

理事長的話 理事長心情分享。 

秘書室工作報告 年度工作報告、財務收支等會務報告。 

活動花絮 系友會辦理相關活動照片花絮。 

活動分享 系友對於系友會活動心得感想。 

系友園地 
系友分享以往心情、工作經驗、給學弟妹建

議及對於農化系想法等內容。 

活動訊息 系友會辦理相關活動公告。 

附錄 其他訊息公告。 

mailto:agch@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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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友會網站 

1. 農業化學系網址： http://www.ac.ntu.edu.tw/，進入後點下圖紅框，即可進

入系友會網站。 

2. 下圖即為系友會網站： http://www.ac.ntu.edu.tw/zh_tw/alumni1。 

3. 農業化學系 Facebook 粉絲專頁： 

回目錄 

http://www.ac.ntu.edu.tw/
http://www.ac.ntu.edu.tw/zh_tw/alumni1
https://zh-tw.facebook.com/%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A4%A7%E5%AD%B8%E8%BE%B2%E6%A5%AD%E5%8C%96%E5%AD%B8%E7%B3%BB-119795418079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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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加入農業化學系系友會 

     團結是系友會力量來源，農化系系友會現擴大招募會員中，請大家呼朋引伴

一起加入系友會。 

■ 入會方式： 

① 填妥入會申請書(網頁下載)，簽名後以親送、傳真、郵寄或 E-mail(掃描 PDF 檔)至本會信

箱。 

② - 首次入會者繳交入會費 500 元，常年會員費 500 元，合計 1,000 元。 

   - 首次入會者繳交入會費 500 元，永久會員費一次繳足 20 年常年會費者，終

身免繳，合計 10,500 元。 

■ 入會禮： 

   首次入會者將贈送系友會成立大會紀念悠遊卡 1 張，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 繳費方式： 

① 銀行匯款或 ATM 轉帳：華南銀行(008)台大分行  

                       帳號： 154-10-000841-1  

                       戶名：社團法人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系友會 

                             (請註明姓名傳真轉帳單據或來電告知) 

② 親自繳交：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系辦公室 316 室 

■ 聯絡方式：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系友會 

   地址： 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農化新館 316 室 

   電話：(02)3366-4820 

   傳真：(02)2363-3123 

   E-mail ： agch@ntu.edu.tw 

普通會員 

永久會員 

回目錄 

 

http://www.ac.ntu.edu.tw/zh_tw/alumni/filedownload
mailto:agch@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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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會申請書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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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系友會章程  

       http://www.ac.ntu.edu.tw/zh_tw/alumni/co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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