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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鼎案引發風波，立委除了關切翁啟惠女兒如何持有浩鼎股票之外，也關切有無

其他借名持股的情形？翁啟惠 18 日坦言「有可能！」（陳信翰攝） 

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因為捲入浩鼎生技公司的股票內線交易案，不只創下院長

辦公室首度遭搜索的紀錄；翁啟惠本人更在檢調追查下，認為涉及刑法背信罪，

正式列為刑事被告，於 21 日清晨移送檢方偵訊。本案發展至今，除了使翁啟惠

深陷法網之外，更是重創中研院的學術清譽與專業形象。 

回顧本案的發展，堪稱峰迴路轉。先是生技專家翁啟惠於 2006 年出任中研院院

長，全力推動設立生技產業園區，以及積極推動促成立法院於 2007 年三讀通過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期間也包括由中研院技術移轉乳癌新藥技術給浩鼎

生技公司。而浩鼎乳癌新藥在進入雙盲測試後，今年 2 月解盲失敗，意外引爆翁

啟惠未遵循利益迴避原則，不只在解盲失敗之際強做解人，同時還在解盲報告出

來之前，連同浩鼎其他股東，先行出脫手中持股。種種涉及內線交易、圖利、背

信、偽證、冒用人頭等行徑紛紛曝光。 

檢視浩鼎弊案的連環爆，檢調單位自應針對相關涉案人員的涉案情況，本於毋枉



毋縱的原則逐一查明，或還其清白，或追訴應負刑責。但無可諱言的，本案的衝

擊影響既廣且深，除相關當事人的法律責任釐清之外，我們覺得馬上要接手上任

的新執政團隊，更必須妥慎處理，化解或減輕浩鼎案所可能帶來對相關政策與政

府施政的衝擊影響。 

首當其衝的，無疑是中央研究院。我們且不探究中研院多年來所積累的聲望清譽

是否將毀於一旦，但損害控管和亡羊補牢確是當急之務。而時間的巧合，中研院

院長正逢換人之際，新接手的院長一方面要穩住大局，避免研究團隊士氣渙散，

甚至產生人才潰堤現象。另方面當然也要趕快亡羊補牢，針對外界質疑缺乏利益

迴避機制，及研發成果技術移轉過程如何建構透明可稽查的遊戲規則，有效防杜

錢權交易的灰色空間等，做出立即而明確的回應。 

其次，我們更關切技轉浩鼎所衍生的諸多弊端，所可能出現的衍生擴散效應。具

體而言，最可能受到衝擊的，將是近年來正在全力鼓吹推動的產學合作方案。 

沒有錯，不論是中研院技轉浩鼎公司，或是設置生技產業園區，性質上也都可以

算是產學合作或產研合作。但從更全面的視野來看，中研院做為國家最高科研單

位，投入產研合作只能算是新嘗試；事實上，有更多的大學或法人組織，早已開

啟產學合作或產研合作的模式。而近年來，隨著政府資源、預算的減少，以及社

會對於學術機關不食人間煙火的批判質疑，加強產學合作已經成為新主流。 

教研機關投入產學合作，一定程度上的確有助於拉近產學落差乃至於學用落差的

現象。但是浩鼎案的發生，不只重創中研院的形象聲譽，自然也可能轉向檢視一

般大學與研究機關，在推動產學合作的過程中，是否也有類似的灰色地帶與不當

利益交換情事。 

除此之外，浩鼎弊案對一般學研機構還可能帶來後遺效應，也就是在質疑各大學

的產學合作讓大學世俗化、金錢掛帥之際，從而各大學退縮回到原來的學術象牙

塔，寧願被認為不食人間煙火，也要避免惹上世俗的塵埃。 

中研院和大學之外，另一個將受到衝擊影響的則是新執政團隊，包括政策的制訂

和執行的績效，也都可能受到影響。以政策制訂而言，「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

無疑因浩鼎案而將受到更多的質疑，後續對於政府想要推動的生醫產業，會產生

何種影響，自然有待觀察。同樣的，各大學如因寒蟬效應而從產學合作退縮，包

括教育部與科技部又有何新對策？此外，準閣揆林全煞費苦心地安排在產學研的

「商業化」卓有建樹的陳良基擔任教育部次長，並規劃科技部、經濟部、科技政

委與教育部要以「一個團隊」的概念，來落實高等教育的產學研合作。但面對浩

鼎弊案所帶來的衝擊氛圍，新政策即使不是出師未捷先身死，只怕在上的政務官

雖想推動，在下的各部會常任文官會因缺乏誘因，在防弊重於興利的保守心態下，

使政策執行事倍而功半。 

生技新藥的上市要經過雙盲的測試，看來新政府推動新政策，也要有面對雙盲測

試的準備。 

(工商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