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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整個台東大學唯一不用授課的專任教師是誰嗎？就是我們的鄭憲宗校長。

但今天校長蒞臨通識教育講座，所以今天有參與的各位是最幸運的一群。 

通識中心前主任黃雅淳老師在鄭校長還在校長遴選的階段，就已經邀請他來演講。

而本學期通識教育講座的主軸是「科技、自然與環境生態」，非常符合校長的專業。

鄭校長是台大電機工程的學士和碩士，也是美國馬里蘭大學計算機科學博士，更榮獲

2022年上榜美國史丹佛大學公布之全球前 2%頂尖科學家「終身科學影響力」榜單；而

國內 AI的發展或相關會議，也少不了校長專業的意見。 

鄭校長於 2 月 1 日上任，到今天剛好滿一個月。大家可以期待校長上任這一個月

對學校的觀察、專業上對於科技人文的素養，在演講中傳達給我們。 

「通識教育講座」做為本校修課人數最多的一門課，每學期邀請許多校外講者蒞

臨，對他們而言，在座的各位就是代表了台東大學。而今天，大家同時也代表東大學

生來上校長的課；你們的表現，會在校長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1839 年，一名年輕的軍官，因事故導致終身瘸腿，於是轉調海軍圖儀保管官，擔

任文職工作。在工作的過程中卻發現，當時的航海技術貧乏，大家都走著同一條曲折

的路徑，因大家都說海象不佳，不願做多餘的冒險。年輕的軍官認為自己可以為這樣

的情況帶來改善的機會，在經過分析過去的航海日誌和詳細的紀錄後，年輕的軍官發

現，潮汐、風向、洋流都有其規律所在，透過資料的整理蒐集 製程了全新的航海圖。 

 

首先年輕的軍官依照其設定的標準，將資料進行分析分類，但是發現這些資料不

足也不夠精確，為了使這些資料可以更加的精確完整，他自行設計了表格，讓艦隊在

航行任務的過程中可以將這些航海資料記錄下來。此外，他也與民間的商船合作，約

定以最終完成的航海圖與商船做航海資訊的交換，但是也並非全部的商船都同意合作，

但是年輕的軍官心想：不願改變的人，也許走得遠，也許遇到海難，這也算提供了另

一方面的訊息。自此，與軍官合作的每一艘船隻 都變成了提供資訊的海上移動觀測站，

甚至使用瓶中信的方式，讓資訊與其他船隻共享共做 回程後這些資訊都將串聯起來。

最後，在建立起龐大的數據庫後 新的航海路線，所短了三分之一的航程，減少了許多

資源與時間的浪費，年輕軍官也被封為─海洋導航家，而這蒐集而來的 120 萬筆航海

資料最後也以《海洋地理學一書》出版，為未來的航海者及未來建設 提供了豐富的資

訊。 

 



~大量的資料代表著眾人的經歷  

內涵豐富的資訊 透過整理與協同分享 提出有價值的產出~ 

 
同樣的故事，在大蘋果的人孔蓋，也有一樣的印證。在美國紐約地下自 1930 年就

建設的地下電纜達到 15 萬公里之長，在這之上有近 8 萬的人孔蓋，久沒維修的地下建

設，每年有許多的人孔蓋如未爆彈般蠢蠢欲動，魯丁教授透過 106 個重大災害預測指

標下手，將過去的資料輸入，最終得到一個頗具公信力的預測模型，使得災害的規模

得以縮小。 

 

H1N1 在 2009 年爆發，回顧過去的西班牙流感，美國疾病管制局 CDC 要求醫師一

旦發現就要立即通報，但每次通報都比病毒的傳播速度慢上許多。 Google每天收到 30

億筆的搜索資料，一群工程師在這些數據中挑出五千萬個關鍵字，與 CDC 的流感資料

相比(止咳退燒、身體無力、流鼻水) ，所呈現的結果竟然有高度的相關，這也顯示大

數據的應用，雖然看似沒有直接的關聯，但是也使的另一層面的應用可以派上用場。 

 

最後校長提到自己仰慕的偶像─賈伯斯，比起 IBM 更有遠見，早四年推出量產的

個人電腦，創造了改變電腦使用方式的滑鼠，過去經由賈伯斯發布的 Apple 產品，也

能看出他的才華，這樣的他賺進了無數財富，但是他卻感悟到-人一生只需要夠用的錢

財，其餘的我們應該追求與財富無關的，可以是藝術、可以是一個目標，可以是任何

你認為價值的事物。 

 
~ 遵循生命的學習週期「知：了解 ；行：實踐； 傳：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