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耕農業、攜手產業 百年農校蛻變起飛 

綠水潺潺、林木蓊鬱、湖畔棧道，兒歌中「鵝兒嬉綠遊」的畫面，是國立中興大

學的每日景致。坐落台中城，興大是全台唯一有河流流經的大學，去年剛整治完

的旱溪，煥然變成校園裡的「小康橋」。每天清晨，天濛濛亮，不乏鄰近居民來

校園散步、做早操。 
 
 從景致到純樸校風，興大成立逾百年，向來低調今年卻突飛猛進，一口氣拿下

《遠見》第二屆「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前十大「社會聲望」學校、前 20 大「校

長互評」最佳學校，和前 20 大「企業最愛」學校等佳績。 
 
 老牌學校儼然逆襲，新任校長薛富盛極其關鍵。論資歷，薛富盛是新官上任的

「新手校長」，就任僅兩年。但其實他早在 1993 年自美國返台任教，薛富盛一路

從中興大學材料所副教授、所長、系主任、研發長到工程學院院長，24 年的「興

大資歷」，治校不生澀。 
 
 相較前幾任校長均從中央借調而來，薛富盛是近年來首度出身興大，因此可能

也是最了解興大的校長。 
 
 他上任後的第一要務，是先解決學生的「民生」問題，下令延宕五年的學生餐

廳盡快動工，以往被詬病為「全台最爛的男生宿舍」，他也斥資 2000 萬元翻新，

還為外食族學生推出 29 元幸福早餐。 
 
 在興大 20 餘年，從年輕有為的「薛教授」，到一頭銀髮的「薛校長」，校長室機

要祕書莫然生透露，校長當年從康乃爾大學回台任教，深邃五官加上招牌鷹勾鼻，

一度風靡校園，被封為「中興劉德華」。如今他為了學校天天奔波，「每天至少三

個公開行程，最忙一天要跑 14 場，」莫然生翻出校長專用行事曆，上頭密密麻

麻列著行程。 
 
 但談到治校，憑藉的可不只是個人魅力，他替百年老校創新局，必有過人之處。 
 
 百年，這個數字在台灣平均存活年限 13 年的中小企業，是受肯定的一枚勳章；

但對於中興大學，就像古代女子的貞節牌坊，是榮耀也是束縛。 
 
1919 年於日治時期成立的中興大學，是全台第一所農校，時為「台灣總督府農

林專門學校」，後改為「台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業部」，與台大同屬一個學校，

直到 1943 年遷到台中，才獨立設校。 
 



農業科學領域影響力 優於台大 
 
 以農立校的興大，在農林領域超越世界水準。根據湯森路透分析，興大在 ESI
農業科學領域影響力，甚至優於台大，也勝過日本的東京大學。「｣ 
 
但也因此，興大「農校｣標籤深植人心。薛富盛語帶惋惜地說，在 60~70 年代農

工業轉型，興大是「中字輩｣四校中最早成立機械系，卻未堅持發展理工領域，

錯過了產業升級的順風車，被後來創立的學校迎頭趕上。 
 
 因此薛富盛一上任即振衰起弊。例如獸醫系與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簽訂「獸醫

跨國雙聯學位｣，這所高校的獸醫系連美國人都很難叩關，卻願意保留名額給興

大生，難能可貴。 
 
 坐落在台中大肚山黃金走廊工業鍊，「外界很少知道，機密製程也是興大強項。

｣未來，興大將著重在發展精密機械和自行車工業人才。 
 
 在興大 EMBA 設立十年之際，管理學院也與全台最大上市櫃企業主聯誼會「磐

石會｣簽訂合作協議，強化與產業界的鏈結。 
 
 目前政府極力鼓勵各大學赴東南亞招生，早在 60 年代，興大就派遣第一批農耕

隊到非洲、泰國、阿拉伯做農技推廣。直至今日，東南亞生來興大就讀的意願仍

很踴躍，全校境外生中，每十人就有六人來自泰國、馬來西亞跟越南等國。 
 
 薛富盛發下宏語，「北台大、中興大、南成大｣是當年前總統蔣中正的復國大計，

放在今日，仍是薛富盛的治校願景，希望以台中地利優勢，透過多角化發展，再

現往日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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