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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理事長 廖啓成（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所長） 

理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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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台大創校 90 週年，我們也將於 11 月 17

日於農化系館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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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也將展示農化系發展歷程及各界系友們的珍貴

相片，緬懷過去，展望未來，竭誠歡迎各位系友踴

躍出席。  

        系友會於去年 6 月依內政部規定之程序正式成立，期望提供母系師生與系友

們的交流平台，目前每季出版會訊，已出刊至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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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訪鄒箎生博士與魏耀輝博士，兩位都具有豐富的人

生閱歷與成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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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友會一年多來持續受到大家的重視與支持，日前也成立了 line 群組，可以

即時提供系上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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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在中秋佳節前夕出刊，祝福大家中秋月圓、順心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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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秘書長 賴喜美（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秘書室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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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化系系友會第一屆第 2 次會員大會暨系友座談會活

動」於 107 年 6 月 23 日順利圓滿成功，謝謝各位系友們

不辭辛勞前來共襄盛舉，也謝謝李敏雄教授及江文章教授

為活動帶來精彩的演說。 

    本會之會務運作在穩健中發展，秉持本會宗旨：擴大

系友聯繫，提供良好交流平台， 並已於 107 年 6 月 23 日 

經會員大會同意成立"臺大農化系系友會 Line 群組"，希望透過此群組可即時掌握系

上活動及資訊，以增進系友間的互動機會。 

        本會訂於 107 年 11 月 17 日舉辦「臺大創校 90 年校慶-農化系系友回娘家活

動」，將廣邀歷屆畢業系友及師長們相聚一堂，重温往日情懷，也一同見證農化系

的過去＆現在，並規畫未來。 

        為盛大辦理懷舊活動，本會正積極著手進行農化系歷史資料蒐集及彙編，同時

公開募集系友們在學時期的珍貴照片，策劃在校慶系友回娘家活動當中在農化系館

展出一系列懷舊照片，帶領系友們一同回顧農化系的發展。希望能藉由活動的安排

充分展現農化人和母系深厚的連結。 

       因歷屆照片蒐集不易，如果您手邊有更好的班級合影，請大家不吝熱情提供，

分享珍藏照片 (檔案請傳至 ntuagch@gmail.com )。在此誠摯邀請您預留時間，共同與

會。系友會感謝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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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系友會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於 107年 6月 23日

下午 14時在農化新館 B10教室舉行，由袐書長賴喜美主持，理事長廖啓成

擔任會員大會主席，本次大會活動重點以會務報告，財務報告，提案討論

為主軸。會後則安排「系友座談會活動」，邀請李敏雄教授、江文章教授

擔任演講貴賓，以「養身」為演講主軸，李敏雄教授演講：「多吃芝麻好

處多多」、江文章教授演講：「投資健康與樂活養生」，內容非常精彩豐

富。並於會後安排位於客家文化園區-甘家伙房進行餐敘交流，為本次活動

畫下完美句點。 

農化系系友會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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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專訪  

1961農業化學系學士 (系級 B46) 

經歷 

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主任、農業科技發展策略規劃委員會召集

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講座教授、財團法人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資深研究員兼代理副主任 

現職  退休 

學長 

■ 牢記邏輯思考，莫忘基礎教育 

訪問：呂奇典、凌中韜、王佩珊  

撰文：凌中韜 

   2018 年 8 月 12 日的早晨，天氣晴朗，如往常般酷熱，正是臺北的夏天，現

任系學會會長呂奇典、大二學生王佩珊與我在農化系系辦公室的會議室中等待今

日系友訪談的主角，鄒篪生老師。約莫十一點時，鄒篪生老師步入會議室，不知

是否是回到舊時熟悉之地之故，老師的臉上的笑容顯得格外開朗，閒聊數句後開

始了今天的訪談。  

        鄒篪生老師由求學階段切入，點出初中的幾何與代數是影響他最深的兩門科

目，其中蘊含的道理更是讓他受用至今，何以如此，老師問道：「你知道圓周長

的公式是直徑乘以Π，可是當你證明三角形內角合為 180 度時，你會用到這個公式

嗎？」所謂幾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眾多都是正確的定理中，找出可以解決問題

的答案，這就是邏輯思考。在代數中老師認為最為有用的是假設未知、移項與因

式分解，如何假設未知是非常重要的能力，未知假設的好那問題自然簡單好解，

因此如何分析眾多的已知假設出最好的未知，便值得好好的練習琢磨，移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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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出的概念則是正負易號，有時你將某一項從等號的一邊移到另一邊，問題就豁然

開朗，思考問題的時候也是如此，當某一個方法窒礙難行的時候不妨站到等號的另

一邊，用不同的角度切入，事情往往就解開了，最後，因式分解的道理是簡化，一

個看似很複雜的多項式在經過因式分解後就變多個簡單的多項式，問題雖然變多但

是難度相對下降，這時只要一一破解，問題便解決了，現實生活遇見的問題何嘗不

是如此，但只要學會觀察已知假設未知，用多種角度看問題，並簡化問題各各擊破，

怎麼會有無法解決的事情。老師說道，這兩門科目教他的不只是解決課本題目，更

是他一生信奉的道理。 

■ 化學思維，通才教育 

         談到在農化系的學習過程，老師提到他覺得農化系是通才教育，當初在大學

聯考時，老師曾在農化系與化工系之間選擇，「韓信能降兵，將才也，劉邦能降

將，通才也。」通才教育是老師最後選擇農化系的主因，而在農學院中也唯有農

化系是以化學立足的，化學的思考模式、通才的教育方式都將使農化系學生無往

而不利。在農化系的課程中或許會有些迷惘，面對未來不如醫學系或其他專業科

系一樣明確，但是謹記農化系是通才教育，正因為各種領域皆有涉略才會使人覺

得迷惘，但也因為如此才使未來的可能性無可限量，在學習每一個科目時瞭解每

個科目的思考模式並與生活結合，必定成功。在勉勵的同時老師也提到，雖說農

化系的課程紮實，但有兩點不在教科書內，但他也覺得十分重要的，即是「假設

與定議」如前些時候所說，綜觀全局後設定良好的假設將事半功倍，而在求證 



 

-8- 

              

臺
灣
大
學
農
業
化
學
系
系
友
會
會
刊—

第
五
期                   

系
友
專
訪 

鄒
篪
生 

學
長  S

amson C
. S

. Tsou 

系友專訪  鄒篪生 學長  Samson C. S. Tsou 

回目錄 

時運用良好的邏輯將每件事定義清楚，方能真正看清究竟是何件事影響結果，這兩

個能力搭配上農化系的訓練，相信每個學生都會走的

        人人時常說要好好規劃未來，但對於未來鄒篪

生老師說：「老實說，我還真沒有規劃過未來。」

大學時期老師學的是營養， 出了社會到了台糖產業

研究所的工作是醱醏，後來因為有營養專業的背景

到亞洲蔬菜中心負責品質管理，一路做到主任，  

■ 追求卓越，機會叩門 

退休後返回台北旋即被農委會延攬，負責農業政策並受邀出席多場會議，他說：

「一路上我沒找過工作，是工作來找我的。」對於工作老師建議，永遠做上司會做

的事，把自己當成上司試想遇到每一件事時該如何處理，不斷將自己的想法與上司

比對，若是不同，想想為何人家這樣決定，若是相同，想想有什麼更好的方式，永

遠把自己的上司當作競爭對手，當超越上司時，機會自然就來了。 

■ 用育種改善社會 

        農業與人類的生活密不可分，教育則與國家發展緊緊相扣，如何運用農業使其

與教育產生連結，鄒篪生老師認為育種是重要的手段，在鄒篪生老師任職亞洲蔬菜

中心主任時就極力推動農產品營養價值的提升，老師認為影響教育有兩個因素，一

是被教育者的身心健康，二是被教導的東西，利用育種使作物的營養價值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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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農業的未來 

提高作物蛋白質、維生素、鐵、碘等含量，藉此改善人民的健康，確保幼兒生長時

有足夠的營養，被教育者的身心健康提升，使教育更容易推行且成效更佳，國家發

展便隨之提升。由於鄒篪生老師的努力，此後從國民營養狀況決定如何選擇栽種作

物及育種方向，變成為國際研究的趨勢。  

        人類在歷史上經歷三次革命，第一次是農業革命，使人類由採集、漁獵的生活

轉為定居農耕，第二次是工業革命，機器的出現取代了人力，農耕方式由人力、畜

力耕作轉機器耕作，第三次則是知識革命，電腦、網路的出現使知識更新與傳遞更

加快速，猶如爆炸一般，而我們正處於其中，鄒篪生老師從亞洲蔬菜中心退休後被

農委會延攬規劃農業政策，他認為現在的農業知識已經不像過去，觀念不斷更新，

運用的技術也不再是田野能夠完成，而是得在實驗室中做，這些已經超過一般農民

所能吸收了，因此除了輔導、推廣，台灣農業需要一套新的模式，才能更快速的將

知識與農業結合，那便是「企業模式」。過去台灣農業的規劃方式為 inside out，意

即由農民自己開發新品種，推出後看市場是否買單，鄒篪生老師認為今後應慢慢走

向 outside in，意即以企業模式整合小農，並以大數據分析目前的市場狀況，決定農

作物的開發方向，最後協助農民開發新品種，此種模式就是「農業服務業」。現今

的農業已不再是農業、肥料與單位面積產量了，應將資訊技術、生物技術、設計技

術導入農業，整合不同領域推動農業發展，而其中更蘊藏無數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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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合影(由左至右：凌中韜、鄒篪生老師、呂奇典、王珮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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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耀揮老師高中時念台中一中，選讀丙(三類)組，當時班上的同學大多準備考

醫學院的學系。高三時教數學的黃呈明老師很年輕，十分了解當時科技的走向，上

課時為了提起大家的興趣，偶爾會停下來介紹先進國家生物科技的發展，他不但數

學教得好，也引導學生瞭解當時的生物醫學進展，魏老師當年聽過那些故事之後對

生物化學產生興趣。填志願時依序填入台大醫學系、台大藥學系、台大農化系，而

最後以第三志願進入農化系。魏老師在高中時本來就對生物化學的進展一直有些了

解，在農化系基礎課程的學習過程中，逐漸發現自己的興趣，立志要成為生物科學

家。大二的生物化學念得特別有心得，升大三的暑假，  魏老師如願進入蘇仲卿教授

的實驗室去當專攻生，打下他從事生物化學研究的基礎。「一位好的老師是啟蒙學

生追求知識很好的領航者，這也是我很想當老師的原因。」魏老師笑著和我們談論

道。 

1974農業化學系學士 (系級 B59) 

現職 

彰化基督教醫院「粒線體醫學暨自由基研究院」院長 

經歷 

馬偕醫學院校長暨醫學系專任教授、國立陽明大學生命科

學院生化暨分子生物研究副教授、教授、國立陽明醫學院

醫學系生化學科主任、公共儀器中心主任、訓導長、細胞

及分子生物學中心主任、教務長以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生物科學發展處處長 

學長 

■ 學習道路上的啟蒙，生涯旅途中的探索  

訪問：呂奇典、吳振宇、嚴志翔 

撰文：呂奇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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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研究是很長遠的一條人生道路，這路途很辛苦，自己一定要對從事研究

有興趣，還需要有長期耕耘的毅力，不斷學習，肯定自我。」魏老師鼓勵我們，可

能在眾多優秀的同學中自己雖然顯得不起眼，但不必氣餒！在研究中投入熱情，長

久下來必會有一番成就。而且他也提到，大學時代有好友陪伴是很重要的，他們將

會是陪伴我們走過大學時代、甚至未來生涯發展的好夥伴。在魏老師的整個求學過

程中有一些一起學習、一起進步的「夥伴」，可能是同學、學長姐、助教，甚至是

年輕的老師，陪伴他在農化系的各個領域且多元的環境中學習成長，讓「念書」這

件事變得很自然有趣了。記得當時下課後，同學們常相約去舊的總圖書館念書，一

坐就是整個下午或晚上，讀書約占了生活三分之二的比重。魏老師對英文聽、講、

讀和寫的各項能力都很看重，到現在也是如此。當時同學之間會相互鼓勵，譬如提

醒去考托福和 GRE，討論畢業後要留在台灣或出國深造，去美國或去日本的大學念

研究所？這是當時在台大求學期間同學們共同關心的議題，用功讀書成了一種風

氣，大學生活過得非常充實，讀書有

明確的目標，大家似乎都朝著既定的

方向在努力，而這種「投入感」也是

魏老師在台大農化系的學習成長過程

很重要的元素與美麗的回憶。  

大二到碧潭郊遊中途休息時的合

照。（前排左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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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出國進入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化學系念研究所的過程其實是由蘇仲卿老師

牽線的，到紐約後的實驗室有一位農化系的學長接應，因為中間有將近 2 年當兵

的空窗期，退伍後立即進入研究所，開始修課後猛然發現自己在物理化學及無機

化學和其他研究生的程度有不小的落差，所以魏老師在進入紐約州立大學化學研

究所後再重修大學部的一些課程，重新打下日後從事生化研究的堅實基礎。在研

究所念書期間，魏老師領悟那是自我檢討及重新學習的過程。「因為我當時思考

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是比其他的研究生差的，在研究所修課時教授出的問題經常是

沒有制式的答案，當時一起修課的學生大多很勇於發問，並提出看法。第一年的

研究所學習過程，自己接受到很大的刺激和自我成長。」 

  魏老師說，完成博士學位後因為和太太的生涯規劃，本來就要回台灣服務，

即使當時紐約州立大學的指導教授極力想挽留，返鄉的決心從來沒有動搖過。回

台灣服務並沒有甚麼偉大的理由，而是來自於對孕育自己成長的這一塊土地的愛

以及對雙親的承諾。魏老師 1981 年秋回到台灣，進入陽明醫學院任教之後，所有

事情幾乎都是重新來過，不但沒有精密的儀器設備，各種研究器材也相當缺乏，

像是玻璃吸管和量筒等玻璃器皿及大白鼠等研究材料幾乎都是向別人要來的，建

立實驗室的過程極為艱辛。當時陽明醫學院生化學科的幾位老師研究黴菌毒素的

毒理作用，在這樣的環境下魏老師選擇相關的研究主題，有段時間也利用他們製

備的毒素，研究其對粒線體呼吸功能及代謝的影響。魏老師很享受自己動手 

■ 台大農化到紐約州大，學成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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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實 驗 的 樂 趣，迅 速 建 立 了「粒 線 體 功 能 檢 測 平

台」，評估小分子藥物和毒物的生物活性和作用機

轉，不到 2 年就做出相當好的研究成果，在國際期刊

發表了好幾篇論文，回國 4 年就升等為教授。回首那

一段「白手起家」的日子，魏老師覺得自己滿幸運

的。 

■ 教學生涯的感動，創校過程的體悟  

  魏老師在回台灣服務之前，也曾經過一段尋覓工作的歷程，最後由當時中原

大學的阮大年校長引介，到剛成立不久的陽明醫學院任教。剛開始幾年專心教學

和從事研究，後來因為生化學科主任要出國研究而受邀代理主任，魏老師才開始

參與學校的行政工作，並籌設公共儀器中心，後來還當了訓導長。「當時許多大

學的青年學生因為反對萬年國代，發起野百合運動，陽明醫學院當時的于俊院長

擔心學生在校外遊行鬧事，希望我去把學生帶回學校。自己很幸運有許多交情很

好的導生，那些導生還會去遊說同學們從學運中回學校上課。教過許多很優秀的

學生其實是我在陽明大學服務 36 年最大的成就，有好幾位學生從大二上我的生化

課開始就一直跟著我從事研究，前後十餘年，而且這些學生都很認真學習，和他

們的感情特別好，其中有好幾位在我的實驗室完成碩士和博士論文……」魏老師

笑著和我們回憶當時跟學生經歷學運和一起做研究的快樂時光。 

        當了兩任的生化學科主任和儀器中心主任及訓導長，魏老師經過一番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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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歷練後，才正式展開爾後二十餘年的粒線體醫學研究。在分子生物學發展的初

期， 魏老師帶領研究生應用 PCR 技術開發快速診斷粒線體疾病的方法，和各大醫

院醫師合作進行基礎與臨床醫學的整合研究，除了每年獲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

助經費，也獲得國家衛生研究院補助 10 年的「整合性醫藥衛生科技研究計畫」，

不但為許多醫師和病人找到致病的粒線體基因突變，也培養許多粒線體疾病患者之

皮膚纖維母細胞，奠定日後從事粒線體醫學研究所需的病人細胞和生物資源。「做

研究是要把握機會、掌握技術、善用人力資源」魏老師說，在陽明大學的服務過

程，得到許多學生朋友(student like a friend)，老師和學生是很特別的緣分，是能成

為一輩子的師生朋友。魏老師帶過的那些醫學系的導生，因為修過許多他教授的課

和實驗，加上帶領他們走過示威遊行的歲月， 有一份革命情感，一起學習成長， 

有很獨特的大學生活回憶。 

        魏老師後來去三芝創辦馬偕醫學院，是因為對醫學教育和栽培生醫人才有熱

情，而當時馬偕紀念醫院的董事會體認需要自己栽培醫療人才，乃透過魏老師擔任

國科會生物科學發展處處長認識的馬偕紀念醫院黃俊雄院長邀請，擔任馬偕醫學院

創校校長。首先，創辦醫學院需要優秀的人才，創校初期的部分教師和職員都是從

陽明大學借調過去的。第二，創校需要獲得董事會的信任，籌措經費或到外面募

款。魏老師以前在國科會擔任生物處處長時做過許多事情，尤其在 2003-2004 年

SARS outbreak 期間也代表國科會參加跨部會抗煞工作小組，他勇於任事和認真負

責的工作態度這時就幫助了他。「做事誠懇認真的印象留在許多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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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學界和醫界的朋友知道我的需要，都很願意幫助我，甚至幫我爭取辦學資

源。」魏老師說他很能體會「凡走過必留下足跡」的道理，自己做過的事情或講過

的話人家都會留下印象，許多的事情到頭來都有因果關係，而且是環環相扣的。  

  因為近幾年來許多人認為生物科技產業是夕陽產業，很少人會投入這一塊，

但魏老師覺得既然現在很少人投入，那麼這就是個機會。首先要問自己是不是真

的喜歡這個領域，這是第一個要釐清的問題。若自己對這個領域有興趣，那麼接

著就是要在學習的過程努力培養專業能力，這樣才能走得長遠，也才會有機會做

出一番成就。年輕人其實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想做什麼，知道之後就

要裝備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要專心和全心地投入。而且，要肯

定自己所做的選擇，並且永遠都要看事情的正面，不要看自己所做不好的。當我

們面對問題時，是要培養找到方法解決問題的能力。 

   

■ 對於農化人的期許和建議 

剛進臺大全班快樂出遊時的

合照。（前排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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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化系的學生不要自己覺得不夠好，志氣要高，而且要謙虛學習，現在有手機能

幫助自己做到以前做不到的事情，但以前做得到的事情也是要做到。要及早養成

使用網路資訊和加強外語的能力，培養自我學習的習慣，因為現在比起以前會有

更多機會接觸國外的資訊和網路的資源，英文的聽說讀寫能力都需要努力精進。

另外，寫作的能力也很重要，不單指英文寫作，中文書寫的能力也是一樣重要，

像是撰寫論文、計畫、報告和公文，同學們要多多培養這些方面的能力，同時加

強人際溝通能力，搭配優越的專業技能，提升自己的國際移動力和整體競爭力。 

與訪談團隊合影(由左至右：嚴志翔、吳振宇、魏耀揮老師、呂奇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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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重聚活動回顧 1988 

NTU 1988   三十重聚  - 2018.06.10 

資料來源： YouTube ( Shun-Hsin 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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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重聚活動回顧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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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鄭博元  王仁德  楊婉齡 張凱傑  鄭鈞文 

陳芝瑩  劉文蔓  李明彥 李永暉  王順永  

陳智育  施義根  黃東亮 翁德星  周大贏 

魏嘉佑  楊灌園  張秀群 葉美雲  梁超文 

王度緯  趙國忠  勞秀珍 許本然  王志勇 

胡湘玲  劉其珍  孟祥維 張海音  梁舜欣 

王振權  吳國良  許雯逸 楊均梅  楊德茜 

程伊文  羅靜華  陳希迪 羅逸文  張士峰 

張嘉明  張耀仁  粘錫輝 葉文婷  陳哲士 

余金和  陳明仁  倪孝慈 陳嘉寶  賴麗莉 

葉秋金  廖春美  劉淑菊 張偉良  余肖新 

鄭德志  阮福成  李怡萱 陳東豐  陳芳玲 

林慧嫻   曾永安  張宏光  李聰賢   劉秉慧  

林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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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臺大創校 90 年校慶-農化系系友回娘家活動》 

回目錄 

國立臺灣大學創校 90 週年校慶-農業化學系系友回娘家活動  

規劃流程 (預告版本) 

時間： 107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 

地點：農化系館、教室及各老師實驗室 

活動時程表： 

活動區域平面圖 (藍色區塊為活動與展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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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別懷舊照片範例 (A0 大小 84cm*119cm) 

分享檔案請上傳至 ntuagc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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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主辦單位 日期 

創校 90年校慶餐會 臺灣大學 107年 11月 15日 

慶祝臺大建校 90週年-繼往開來-雞尾

酒會 
生農學院 107年 11月 15日 

NTU臺大 B63校友四十重聚會  臺大校友中心  107年 11月 16日 

臺大創校 90年校慶-農化系系友回娘

家活動 
農化系系友會 107年 11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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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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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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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會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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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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