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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即將落幕，在這個歲末初春的交界時間點，深覺

得這一年過得真是不容易。COVID19 的疫情，深深影響國

家、社會直到每一個個人。 

        農化系友會有幸在疫情稍微趨緩的時間，也趁著台大校慶

園遊會舉辦的日子，在 「野草居食屋」舉辦了今年度的會員

大會。深感謝意的是，我們不分老中青的系友，都能在這個時

段撥出時間來參與這次的聚會；同時也感謝工作人員的辛勞，

促成這次難得的相聚。這次的聚會選在「野草居食屋」最重要 

意念是，這個場地是故農化系主任陳玉麟的舊居，在二十年後農化的系友們在這個場地重聚，

意味了農化人攜手代代相承的心意。這次會員大會中除了系友的聚會小酌之外，也讓很多年輕

的系友們能和學長姐們產生更進一步的交流。在聚會時提到，我們也希望未來這一年裏面，有

更多實質性成果性的活動或聚會，能讓系友更實質的產生歸屬感。 

其實對於前輩系友來說，除了重聚的快樂之外，更希望能將自己深厚的經驗和想法做傳

承。對於 30 到 50 歲年輕一輩的系友來說，重要的是在借助系友學長們的經驗和實力，能否提

攜自己到更上一層樓的境界。對於在校或者是離校幾年的新系友來說，更在意學長姐們是否能

於在學期間到初階就業時間，緊緊帶著自己走出一條路，實現當初進農化系時對未來的夢想。

以上這些都是重要的重點，我深信沒有實質的交流，就無法帶來鼓動人心的激勵(incentive)效

果，系友會就是促成實質交流的主力。 

今年聚會結束以後，在農化系友的 Line 群組裡面，已經有一些實質上的反應出來，有些非

學術科學化的架構，是農化學會不容易促成的事情(如品質系統的導入及交流)，我們就可以領頭

慢慢開始來做。除此之外近年內更能把範圍擴大，我們將會分階段的在 line 族群上公布給系友

知悉。農化系一直引以為傲的是 "出將入相"的概念，投身學研界可以做很深刻的基礎研究，投

身業界可以完全將所學應用於產業。我們希望由系友會來帶頭，把學界業界資訊交換、品質系

統法規認證應用、學界業界大趨勢彙整等重要項目逐一呈現給有興趣的系友，讓系友會除了交

誼之外，還有更多正面凝聚系友的力量。 

希望在很近的未來，就能讓系友會的會員都很自信地說，系友會歡迎您回來貢獻所能，獲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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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會務組織的運作因受到 COVID-19 疫情影響而延宕，本會僅初步完成現

階段作業 109 年 7 月 1 日完成第二屆理監事改選，同日召開第二屆第一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辦理移交。於 109 年 8 月 20 日取得內政部(台內團字第 1090041080 號

函)核發理事長當選證書。並於 109 年 11 月 14 日召開本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暨第二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本會會務持續推動： 

一、依本會章程第四條設立會址於新竹市食品路 331 號，業經 109 年 7 月 1 日於

本會第二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中決議擬申請會址變更，並著手向校方提

出申請以校舍地址為會址設立，於 109 年 7 月 13 日獲校方同意，經 109 年

11 月 14 日提請會員大會決議通過，目前已向法院遞交聲請第二屆新任理監

事名冊、會址及章程變更事項。 

二、向國稅局辦理扣繳單位變更登記申請。 

三、持續性地推動系友服務。 

  系友會是一個建立各屆系友聯繫及與系上連結交流所架設的平台，因為有您

熱誠的參與，系友會才能夠圓滿長久的運作，感謝各位系友對系友會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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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1月 14日於台北市同安街二十八巷一號「野草居食屋」舉辦本會第二屆

第一次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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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也是未來歷史紀錄的檔案。也許在未來的某一天，當你重新翻閱這本「台大農

化」時，它可以喚起你過去一連串甜蜜的回憶。」 

        本期系友會訊以懷舊回顧的方式藉此機會將塵封己久的「台大農化 42 期」整

理出幾篇早期系友生涯歷程經驗分享，時至今日仍然十分受用，請讓我們一同温

故知新，精彩回顧。  

        1998 年由時任農化系系主任 李

敏雄教授與熱心的同學基於對農化人

的使命感，將間斷五年、六年的「台

大農化」刊物再度恢復發刊 ，在師長

與同學一起合作，大家貢獻心力下，

共同完成「台大農化 42 期」。  

        誠如在 42 期「系主任的話」中

李敏雄教授提到：「我一直認為「台

大農化」應該是台大農化人的精神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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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內容 : 

系主任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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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陸宏 博士/會長 簡介 

 

現任: 

  社團法人台灣國際生命科學會  理事長 

學歷: 

  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研究所農學博士 

經歷: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副所長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理事長 

  台灣食品科技學會食品經營管理榮譽獎 

  台灣農業化學會理事長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衛生處副處長、處長 

  行政院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第四組組長 

  行政院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第五組組長 

  東亞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廠副廠長 

  保力達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員 

  南聯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食糧部襄理 

前農業化學系系友會第一屆委員會會長
（未成立社團法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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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學校成績並不突出，大四時即自認若畢業後往學術方面發展，一定

沒有出人頭地的機會，再加上一直對工廠實務較有興趣，故畢業後先唸研究

所，當時的想法是將求學階段一股作氣完成後，即可開始轟轟烈烈的闖天

下，希望在非學術領域中能在同班同學裡算是有成就的。因此，民國六十五

年退伍後，曾面試三個工作，一個是學校講師，一個是食品公司的研究部

門，一個是食品公司的工廠現場。三個地方都願意接納我 (那個時代找工作的

機會比現在好得多)，我選擇待遇最低的工廠現場，從此踏入了生產的企業行

列。 

  五年之內，由於種種原因，待過兩個罐頭工廠，一個貿易公司(食品相關

產品)，一個藥廠(仍從事食品新產品開發)，然後進入行政院衛生署藥物食品

檢驗局(屬政府之檢驗研究單位)，這是步入公家生涯的開始。在藥物食品檢驗

局十年後，調衛生署食品衛生處(行政管理單位)至今。 

  由這些經歷看來，我的工作經驗很雜，從業界到政府部門，從生產現場

到政府管理部門，工作性質截然不同，這對我成長學習或任事態度理念非常

有幫助。由於不是一開始就擔任公職，故觀念視野較易跳出法規的侷限，較

能接受社會快速的變動，我的心得是：唯一不變的是〝敬業精神〞。 

  我認為我能夠從事這麼多種性質不同的工作：生產現場、品管、貿易、

檢驗與行政管理，歸功於農化系的訓練。農化系提供了以自然科學為主軸的

訓練，化學、微生物、生物化學是基礎課程，並提供非常多的實驗課程訓

練，使學生獲得〝廣〞的基礎。因此，使我在不同的工作中，以學校的訓練

為基礎均能應付自如。在工作生涯中總會遇到〝管理〞的工作，這使我開始

感覺到所學不足以應付，〝管理〞是農化系畢業生最缺乏的訓練，所以我只

好自修看些相關書籍。這些已是跳脫自然科學的領域，對我而言，也仍是

〝廣〞的訓練。學自然科學的人再學管理科學，比學管理科學的人再學自然

科學，容易得多。相類似的，我在貿易公司的日子，因已有工廠生產的實務

經驗，故與客戶談起來比較有內容，生意容易作得成。 

  目前我也在輔仁大學兼課，課程內容與〝管理〞相關，這是當年在農化

系未學到的，都是個人許多年來的經驗累積，有輔大學生畢業後告訴我，他

受益很大，令我很欣慰。 

1999 舊文復刻版 : 陳陸宏校友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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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我以個人畢業後的經歷作引子，目的是提醒學弟妹，不管畢業後從事

那一類型的工作，農化系給我們紮實的專業基礎絶對有很大的幫助。若能在這

個基礎上再拓展自己的專長領域，那就更海闊天空了。 

  我大四時，在研究室畢業學長與在校生聯誼活動中，看到畢業五年的學

長就覺得很了不起，看到畢業十年的學長更是肅然起敬，忽然自己也畢業二

十七年了。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很感謝農化系給我的訓練，也一直感謝師長

的教誨，如果讓我重新選擇，我仍然會選擇農化系。 

  由於農化系紮實的訓練，可提供我們發展的路非常寬廣，不論產、管、

學、研都可以此為基礎，因此，大家不必急著把自己定位在一個狹窄範圍，

只要在任何工作崗位上以〝敬業〞精神把負責的工作作好，自然就有所成

了，祝福大家海闊天空。 

1999 舊文復刻版 : 陳陸宏校友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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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美玥 系友 簡介 

 

現任： 

 總統府國策顧問 

學歷： 

 臺大農業化學系畢業 

經歷： 

 經濟部工業局第六組組長 

 經濟部工業局副局長 

 考選部工業技師檢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行政院參事 

 行政院秘書處第五組組長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行政院經濟部部長 

 中華民國行政院政務委員 

 中華民國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撰稿：何美玥 系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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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舊文復刻版 : 小麥與棉花 

  人生如果可以沒有疑惑，不需要選擇，隨著人潮走，只要專心一致，應該可以

走得最遠且最為平順幸福。我的問題出在大四的時候開始懷疑，為什麼要花那麼多

的時間去看一大套的書，背了去考試，考完了趕快把它忘記，好清出一片腦子再去

背其他的，為什麼要去做不知為什麼要做的事？當大家開始準備托福及 GRE 時，我

卻天天提著畫箱在陳景容教授畫室學素描、油畫，當大家都在請教授寫推薦函申請

學校時，我卻去旁聽外文系的莎士比亞，在那個時候(62 年)唸農化系而不出國再進

修是很奇怪的，你必需有一套好的理由來回答別人的質疑，我沒什麼好理由，只是

不知道為什麼還要再唸下去？不知道自己未來想做什麼？只知道有人說過，別人都

在種小麥的時候，您應該種棉花。因此，自以為是的，一畢業就馬上到一家紡織工

廠去負責設立檢驗室並做品質檢驗的工作，做了一個月，我向老板提出辭呈，我仍

不知道自己未來想做什麼，但紡織工廠不是我想生活的地方是確定的，我決定馬上

離開。 

  第二個工作是花了三個月才找到的，那兒工作了一年多，那是個中藥研究所，

每個人有自己的研究題目，我的工作是找出從水梔子分離天然色素及從巴豆分離

DOPA(治療巴金氏症用)的最有效方法，工作輕鬆、單純，但每天都一樣，查資料，

配溶劑、萃取、濃縮、分離，每天從充滿溶劑的實驗室，望著窗外的一片天，難道

真要陪這些瓶瓶罐罐過一生？難道真的要把希望寄託在一個個的三角瓶內？我把書

從床底下找出來，開始準備高考，六十三年通過考試取得公務人員資格，六十四年

進入經濟部工業局工作，這個工作做了二十二年，一直到八十六年奉調到行政院擔

任參事兼第五組組長才依依不捨離開。 

  工業局二十二年的工作是我一生最大的改變，在那裡我找到為社會及自己工作

的著力點，忙碌但欣喜的工作著，從最基層一步步往上走，從技士到副局長，從農

化人轉變成工業發展政番的規劃者，關稅稅率的擬定者，WTO 入會談判工業部門的

主談人。農化系廣泛的課程，給我最大的助益是，好像什麼都懂一點，因此能亳不

抗拒的去學習新的事務。初進入工業局，我負責訂定石化相關原料及製品的外銷退

稅標準，必需一家家工廠訪問，依其製程核定用料，感謝林耀堂教授有機化學課程

的嚴厲教導(每學期補考者三分之二)在良好的有機化學基礎下，再加上自己的進修，

很快的熟悉了正在蓬勃發展的石化工業，然後我轉入做關稅擬定及租稅獎勵政策規

劃的工作，為增加自己的知能，雖然必需照顧家小，仍參加了美國南美以美大學

(SMU)在財政人員訓練所開的國際租稅班的課程，六個月完全由外國教授用英文講

授，考試，是艱苦的訓練，但從此打開了租稅及語言的門，我成了中美談判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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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舊文復刻版 : 小麥與棉花  

團成員之一，嗣後為了維持繼續學習，又參加政大企管研究所科技管理學分班的課

程，花了七年的時間修完四十五學分管理相關課程。一路辛苦走來，想想，當時如

果不要有捨去小麥而選擇棉花的傻想，隨著人潮走，應不必吃這麼多苦頭，但可能

也得不到這麼多的樂趣，以前當我應邀去講解租稅獎勵措施時，常常不好說我是唸

農化的，因大部分的人認為我應是唸法律或經濟的，但當在 WTO 入會談判，尤其

是在醫藥品及化學藥品部分把對手唬得一愣愣時，我真慶幸當年在農化系紮下的好

基磷，真是受益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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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晃榮 系友 簡介 

 

職業： 

 台灣生技專家、飛碟學家、舞蹈專家  

學歷： 

 臺大農業化學系畢業 

經歷： 

 台灣生物科技開發基金會董事長 

 台灣自然醫學研究會會長 

 中華 UFO 科學學會創會理事長 

 台灣外星人研究所所長 

 中華民國占星學會顧問 

 外星人博物館榮譽館長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撰稿：江晃榮 系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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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舊文復刻版 : 小威的愛 

  我是 1970 年考進農化系，在這之前我曾在中國醫藥學院念了一年醫學系，當

時志不在當醫生，乃重考，由於當時只能選擇農、醫、所以我在不明白農化系到底

在研究什麼的情況下，糊裡糊塗的走進農化領域。 

  大學四年我不是很認真的唸書，成績也是平平。因為我再大三下的時候進入了

另一自已覺得很有興趣，也很值得探討的未知世界。就是外星人、宇宙生命、與不

明飛行物(UFO)的研究，同時也因為這項研究改變了我的人生觀。 

  服過兵役我回母系念研究所，畢業後在一家民營公司擔任酵素的研究工作。兩

年後我又回到系上的研究所念博士班。1980 年時，我將過去研究尿酵素(urokinase)

的成果參加教育部舉辦的「科學家發明展」，結果得到了北區及全國第三名，也被

系上推舉為傑出系友之一，博士學位拿到之後，我到大同工學院服務，籌劃生物工

程系的申請工作。1984 年我離開大同工學院，轉入東吳大學微生物學系，一年之後

時為政府要求推動生物技術，成立了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由於農化專長與生物科技

最為接近，我就順理成章的被網羅到此中心。 

  1989 年我取得教育部經費到日本京都大學環工系進行研究，同時也在日本企業

兼職，我獲得許多寶貴的日本經驗，也讓我學用不盡。 

  我在大學時就對科學教育很感興趣，曾擔任科學月刊總編輯，也是台灣地區出

版過最多生物科技書籍的人。我在大學讀日文，為了試想把農化專業充分吸收，我

出版過全台灣第一本科技日文的書籍，而我目前也在業餘時間教科技日語。我作夢

也沒想到日文有一天居然成為我謀生工具之一。 

  我由於對 OUF 與外星人很感興趣也成為爭議性人物，科學界都說我頭腦有問

題，可是我共出過 56 本書包括外星人與生物科技專業書籍，我擁有多項以工業生產

的生技產品的專利與技術，我認為培養第二專長十分重要，如何與同一專長的人作

一區隔，以凸顯自己，才能在未來競爭的社會中生存，站一席之地。 

  我在五年前也開始在電視與電台主持節目做社會教育工作，我自己認為生命充

滿了活力與幹勁，一個人只要熱愛自己的工作，不怨天尤人，堅持理念一路走下

去，始終如一，其實念什麼科系都一樣，更何況農業化學是相當有潛力的科系，絶

對不會輸給醫學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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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舊文復刻版 : 小威的愛 

  其實，回想我的前半生，我是科技界一位不依正軌走的人，我常提出與人不同

的意見，我說出知識分子的良心話，目的是要改造社會風氣，但也因此得罪了不少

人，但我認為做我該做的事，由小眾傳播做起，有一天真理總會喚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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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土中生 - 農化系土壤博物館揭幕 

   農化系是本校唯一從事完整土壤科學的教學與研究單位，支援生農學院、

文學院、理學院、生命科學院與工學院等相關系所理論與應用的課程。因為研究

與教學上的需要，農化系自民國 50 年代起，由土壤調查與分類研究室蒐集了各

種土壤標本。目前除了農委會農業試驗所外，本校是全臺唯一擁有土壤博物館的

機構。 

  人類賴以維生的各種養分元素，超過百分之八十，直接或間接都來自土壤，

地球上大部分生物，幾乎都不能夠離開土壤而生存，實可謂萬物土中生。土壤除

了做為植物生長介質外，可淨化水質與儲存水源，提供動物棲息地，參與生態系

養分循環，做為大地工程基地，甚至可調控大氣品質並保存史前人類活動的遺

跡。因此，認識土壤、確保土壤品質與提高土壤安全性，是人類永續發展中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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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缺的重要自然資源。有鑑於此，聯合國在 2015 年起將每年的 12 月 5 日訂為世界

土壤日(World Soil Day)，而在聯合國所倡議的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中，將近一半都和土壤有關，例如終止飢餓、清潔飲用

水和衛生設備、永續發展的都市規劃、確保永續消費與生產模式、氣候行動與生態

保育等。 

  臺灣因為地形、地質與氣候條件複雜，因此土壤種類歧異度非常高，如果以美

國土壤分類系統將全球區分為 12 大類土壤(即土綱，Soil Order)，臺灣即擁有 11

個土綱，僅缺乏永凍土，所以臺灣就是一個最好的土壤學自然教室。農化系土壤博

物館目前由該系土壤調查與整治研究室許正一教授所主持，在 2005 年由陳尊賢教

授所創立至今。博物館中陳列了一百多個土壤剖面實體標本，都是 20 年前由陳教

授與農業試驗所合作所採集製作的，在全臺各地將土壤原封不動加以灌膠固定與雕

琢後，保留了現地土壤從表層到裡層的自然形態特徵。除了土壤剖面實體標本外，

也收集了各種土壤形態特徵，以及和土壤有關的岩石、礦物以及文物，用於土壤學

等相關課程之現場觀摩，每年參與的學生超過 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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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館座落於校總區農場中，長久下來已牆壁斑駁、空間規劃與動線不符實際

需求，因而降低教學品質。農化系在 2020 年 9月將土壤博物館空間加以重修，並

在 11 月 18 日由生農學院盧虎生院長、李達源副院長、臺大博物館群胡哲明副總

館長、農化系王尚禮系主任、陳尊賢名譽教授與土壤博物館主持人許正一教授，

共同舉行重修揭牌儀式。改造後的土壤博物館，展示品除土壤剖面實體外，另有

系統性的岩石與礦物標本，呈現土壤與母質之間的關聯性，並有各式土壤構造、

形態特徵、照片、數位化土壤資訊與歷史文物，生動活潑地表現土壤野外科學的

面貌，也具體表達土壤調查在農業生產、國土規劃與生態保育等實際應用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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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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期會訊預計於 110 年 6 月出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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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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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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農化系捐款專戶資訊  

http://www.ac.ntu.edu.tw/zh_tw/Donation/d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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