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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忠村

地政系　52 級
地政所　55 級

已退休，從事社會服務工作

美國台灣人獅子會會員主席

台灣人聯合基金會理事

01. 洛杉磯縣政府人力投資委員會委員 (2003-2013)                       

02. 比佛利山莊藝術品公司共同所有人及執行長 (1975-1997)                      

03. 美國台灣人獅子會會長 (2009-2010)                       

04. 美國台灣人聯合基金會理事 (2008- 迄今 ) 及副會長 (2014-2017)                       

05. 密西根州蘭辛自然資源部助理經濟分析師 (1973-1975)

參與公共事務決策，執行美國聯邦法案，推展地方就業與經濟發展；獲頒贈「十年服務奉獻獎」；

人力投資委員會委員是由來自各行各業的社會賢達包括地方市長或市議員所組成，參與委員會決

策能與政界人士互動，是非常可貴的經驗。

收藏、研究並推廣台灣布袋戲藝術文物，向美國的主流社會介紹台灣藝術文化，增進台灣的能見

度；獲台灣會館頒贈「發揚台灣文化獎」，並受平面及電視媒體廣泛的報導。

以台灣人獅子會領導者的身份，積極參與國際獅子會的活動，與主流社會一起推動人道與慈善救

濟，獲得主流社會的認定與讚賞，獲得許多獎狀，特別是「睿智領導獎」。

在美國最高級社區的比佛利山莊從事室內設計及藝術品生意，有機會與美國有錢人打交道，二十

幾年累積下來的人生經驗，難能可貴，也是畢生難忘，對日後的處事風格與態度，助益良多。

參與台灣人聯合基金會 (TUF)，推引台灣傑出藝術人物或團體在美國表演，並安排與美國主流演

藝團體一起演出，展現他們的才藝，三十年來，TUF 的活動廣受台美人社區以及主流社會的讚賞，

並保留完整的活動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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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近三十年來，我一直致力於社會服務

和公益活動，大多和主流社會人士一起工

作，默默耕耘，雖然做過很多事情，但在華

人社會裡，鮮有人知。這次美國南加州中興

大學校友會推舉我候選母校的「2017 年傑出

校友」，我真的受寵若驚，但也很高興。雖

然頂着雙碩士和博士學位的光環，在所學的

專科領域裡，沒有傑出的成就受到表揚，却

在遲暮之年，能以社會服務與公益活動，以

及推廣台灣文化和藝術成就以及宣揚台灣民

主發展的用心，受到校友會的嘉許和母校的

肯定，榮獲傑出校友的頭銜，難能可貴，心

中感到無比的欣慰。我要特別感謝好友徐新

宏博士和夫人陳麗華女士的鼓勵與支持，以

及南加州校友會呂騰雄會長的關愛和理事們

的讚許，全力推薦，使我有這份榮幸受到母

校傑出校友評審委員會的肯定，得到這個畢

生難忘的殊榮。

看牛的孩子、博士生、設計師

　　我在台北市北邊郊外鄰近石牌的唭哩岸

小農村出生，生長在一個家口眾多的農家，

大人日夜忙著農事，小孩都要幫着看牛，我

也做過看牛吃草的事，甚至與牛同居。我算

是比較幸運，從小學到中學，以及大學和研

究所大部分時間都在唸書。對台灣的栽培和

養成教育，心存感激畢生難忘。同時，也很

感謝母校給我的完善專科教育，讓我有信心

面對留學進修的挑戰。

　　一九六七年八月，我遠渡太平洋來到美

國，迄今剛好整整五十年，在這個半世紀的

歲月裡，從上學、打工、完成博士學位、到

就業，生活在一個與原生地的民情和生活方

式相距甚遠的「外國環境」，嚐盡無數的酸

甜苦辣的生活點滴，也經過許多大小的抉擇

和人生的轉折。留學之初，我原本申請猶他

州立大學 (Utah State University) 的農業經濟

學系，學校當局允許我直接轉入我興趣所在

的都市計劃及景觀建築學系。俗語說，隔行

如隔山，這個大轉彎讓我吃盡了苦頭。後來，

我決定回到本科，離開猶他州大，轉入密西

根州立大學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的資

源開發學系，直攻博士學位。同時，系裡也

提供獎助金，讓我擔任教學研究助教。這段

期間，因為是本科，又有母校給我的完善專

科教育，功課上算是駕輕就熟，而且內人也

適時帶着兩歲的兒子從台灣來美國團聚，學

業與家庭一切都很順利。雖然如此，我還是

決定先拿一個學位，以備安全。一九七一年

在指導教授的推薦下，我拿到人生第二個碩

士學位。

　　一九七三年我通過了博士資格考試，學

業已告一段落。我們全家乘著寒假回台灣省

親，第一次再踏上故土，已經是六年過去了。

當時，台灣的經濟發展逐漸起飛，我很高興

看到台灣到處欣欣向榮的景象。回到美國之

後，我隨即著手進行博士論文研究計劃，同

時也在指導教授的推薦之下，在密西根州政

府自然資源部工作。一九七五年完成博士論

文，隔年密州大正式授予博士學位。當時，

我已離開密西根來到洛杉磯，沒有回去參加

博士授證畢業典禮，這是我人生一大遺憾。

　　得到博士學位之後，本想辭去州政府的

工作立即返台做事。經過再三的思考，現實

得獎感言

幾位台美人社團主要幹部參與鄰居國會議員

趙美心博士競選募款餐會

7



2017第21屆傑出校友國立中興大學

和小孩升學的考量勝過理想的追求，最後還

是決定繼續留在美國。可是心中仍然有許多

遺憾。看過齊柏林導演的「看見台灣」的紀

錄片，看到台灣山林地帶的濫墾現象以及風

災雨災時的土石流問題，心中就有許多的感

觸。如果我當時回台灣貢獻所學，教導和推

廣正確合乎地性的土地開發，也許可以減少

一些破壞與災害。這只是「書生之見」的自

我安慰吧，個人的綿薄之力又怎麼能夠引起

什麼盪漾的漣漪呢？

　　既然決定繼續留在美國，我得規劃我的

生涯。我們也從天寒地凍的密西根州南遷到

陽光普照的南加州。當時台灣經濟剛剛起飛，

積極推展對外貿易，給了我一個啟示，經過

一番痛苦的掙扎，與家人和三哥商量之後，

做了一個超乎正常的冒險決定；「棄學從

商」，從學術頂峰的博士轉業經商，是我人

生的最大轉捩點，也曾經是我一生的痛。這

個決定不但影響個人的一生也關係到全家的

幸福。當時，做生意對我而言相當陌生，但

經過一段做生意的經驗，也就習慣成自然了，

而且我在南加州首富地區比荷利山莊 (Beverly 

Hills) 所經營的是裝飾品生意和室內設計，接

觸的大部份是收入很高的顧客，在服務顧客

的時候，想的、做的又是與美化居家環境有

關的事，雖然「棄學從商」我失去發揮所學

的專科訓練，讓我感到終生遺憾，但是二十

幾年來的經商經驗，卻是我融入美國主流社

會最實在的，也是最自然的歷練，對我日後

參與公共事務和社會服務，助益很大。

一位美國好友的激勵

　　泰迪安德生先生 (Ted Anderson) 是一位

我所尊敬的美國長者，他大我十六歲。我

與安德生先生因共同參與美國台灣之友會 

(Friends of Taiwan) 的活動而認識，將近二十

年的相聚相處，我們成為忘年的莫逆之交。

他介紹我進入美國台灣人獅子會，推薦我受

聘為洛杉磯縣政府人力投資委員會的委員。

安德生先生一生服務公職，熱心公益，並秉

承民主和人權的核心價值，推動社會正義和

保障人權不遺餘力。由於多年來和台美人接

觸頻繁，擔任台灣之友會會長時，多次造訪

台灣，加上他個人的閱讀和研究，並與多位

美國智庫學者常有聯絡，他對台灣的認識，

既廣且深。他熱心協助台美人社團與主流社

會接軌，並引導台美人參與地方公共事務。

安德生先生替台灣宣揚民主、自由、人權的

成就，和爭取台灣的國際空間和權益以及捍

衛國家安全的努力，令我由衷感激和敬佩。

他是我的榜樣和良師益友，影響我退休後致

力於社會服務與公益活動非常深遠。他對台

灣事務的專注與熱情，更激勵我致力於推展

台灣軟實力和能見度的決心。多年來，我與

安德生先生一起參與洛縣人力資源投資委員

會的運作，對來自各行各業的社會賢達和政

界人士，適時宣揚台灣的自由人權與民主發

展。同時，我更藉著收藏、巡迴展示及演講

向主流社會介紹台灣布袋戲表演藝術。參與

台灣人聯合基金會，引介台灣傑出音樂家來

當時聯邦勞工部長 Hilda Solis 女士造訪洛杉

磯縣人力投資委員會與主要幹部合影 代表美國台灣人獅子會頒發自由女神獎給台

灣之友會 Mr. Ted Anderson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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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本地交響樂團聯合演出，以及邀請台

灣表演團體在主流社區表演。台灣一旦發生

如八八颱風、高雄氣爆、台南地震等重大災

害，身為美國台灣人獅子會的主要幹部，立

即推動捐款，配合國際獅子會提供緊急救濟

災難。深感遲暮之年能為台灣故土發聲和奉

獻，生活過得格外有意義。我也希望僑居國

外的台灣同胞能夠利用自己的人際關係，有

錢出錢，有力出力，不管是救濟災難、國民

外交、或是遊說國會議員，大家一起為台灣

發聲，也為台灣爭取國際權益和捍衛國家安

全。

對母校的願景

　　母校的前身是農學院，是以產業發展為

基礎的學府，在農業科學的領域占有領頭的

地位，固本農業科學的教學與研究，尤其是

農藝技術與生化產業的研發，要持續發揚光

大。母校得天獨厚，位於欣欣向榮的台中市，

有兩個科學園區和六個產業特區，更是目前

台灣最夯的產業：精密機械、智慧機械和光

學科技產業的聚落 (Industrial Clusters) 所在

地。

    發展經濟開創產業需要資金與人才，目

前台中已逐漸累積成台灣的首富地區，有充

沛的資金來源，但中級與高級產業人力資源

的培育，仍然不足，母校的發展正可補其

缺。要結合有積極、有毅力，且富有前瞻性

的領導團隊，使母校能像美國的史坦佛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和加州矽谷的產業發展

的關係一樣，為精密機械、智慧機械和光學

科技產業，注入強化劑，使之持續向上發展。

　　建議母校考慮設立兩個與產業發展有關

的特殊研究所或研發中心。第一，希望成立

光學科技研究所，以培育光學科技人才，研

發光學材料，以及生產製造的技術等做為主

要教學與研究發展方向。第二，希望成立精

密機械與智慧機械研發中心，提供學生以及

在職訓的培育場所，並以產品設計，材料運

用，製造技術以及行銷的智識與技巧為設計

課程的重點，也要有實習工廠的設備。在行

銷方面，要特別注重學員的語言和口才以及

溝通能力。在師資方面，希望能夠延聘國內

外知名學者或專家，以長期或短期教學的機

制來推動教學與研究。同時，學校也可以與

國外有關大學簽訂合作計劃，從事教學合

作，或以獎學金的方式交換學生。在資金方

面，除了爭取政府的特別預算外，校方是否

可以透過產學合作，像美國大學，尤其是私

立大學，以設立研究中心的名義，鼓勵有關

產業界投資或捐獻。

　　母校是國立大學，也許受到法規或政治

因素的限制，不能像外國大學或私立學校那

樣可以靈活運作，在推動發展業務上可能有

種種的障礙與困難，如果母校認為這些發展

方向是正確的，希望能結合有心有力的校友

和台中地區的社會賢達、產業領導人、以及

政界領袖，共同努力，讓母校的發展更上一

層樓。

我和太太是地政系同班同學 我們的全家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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