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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耀祥
園藝系　59 級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名譽教授

泰國皇家計畫基金會顧問

台灣葡萄協會名譽理事長

現職

01. 2000-2003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教授兼農業推廣中心主任

02. 1998-2011 日本東京農業大學客座教授

03. 1995-1998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04. 1991-1995、1985-1987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教授兼園藝試驗場場長

05. 1985-2012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教授

06. 1980-1985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副教授

07. 1979-1980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UC Davis) 葡萄暨釀造學系助理研究員

01. 規劃並設置中興大學葡萄中心 (1982-1986)。研發台灣葡萄栽培技術，生產健康種苗並育成

「竹峰」無子葡萄品種。擔任農糧署葡萄技術服務團召集人、創設台灣葡萄協會，推動葡

萄產業之發展。

02. 促成中興大學與國外大學、機構簽訂合作協定，包括泰國皇家計畫基金會、農業大學

(Kasetsart University)、湄州大學 (Maejo University)、King Mongkut’s 科技大學及菲律賓中

呂宋大學 (Central Luson University)。在泰國皇家計畫基金會設置中興大學農業服務中心，

在湄州大學設置台灣教育中心。另外亦促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與泰國農業暨合作部簽訂農

業合作協定。

03. 長期推動中興大學與越南及泰國農業機構之合作，培訓其農業技術人員，在該兩國設置

經歷

特殊事蹟

50



2016第20屆傑出校友國立中興大學

得獎感言

示範果園七處。擔任東京農業大學客座教授期間，在其宮古亞熱帶農場協助培訓日本派駐

國外的海外農業協力青年隊員。

04. 開設中興大學國際園藝研究及國外農業訓練課程，籌組國際農業服務團，培養學生的國際

農業專長。另外協助中興大學招募泰國、越南及日本之留學生及交換學生。

05. 榮獲國立中興大學農資學院教學推廣服務獎 (2006)、國立中興大學特別貢獻獎 (2006)、泰

國湄州大學傑出園藝專家獎 (2008)、泰國農業大學榮譽博士 (2009)、泰國湄州大學榮譽博

士 (2010)、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傑出系友 (2011)、台灣園藝學會終身貢獻獎 (2012)、泰

國貿易經濟辦事處「泰國之友」榮譽 (2012)。 

　　非常驚訝在退休後尚能獲得母校「傑出

校友」，深感榮幸，特此感謝園藝系系友會

的推薦與母校的肯定。

　　五十年前，不小心地由建中考上省立中

興大學園藝系時，家人笑說日後必能在菜市

場賣花；對未來不免感到茫然。但是經過 4

年的求學，又在寒暑假到南部果園工讀及到

系山地果園、退輔會武陵農場實習後，發覺

園藝其實是個結合技術、藝術、規劃與愛心

且具挑戰性的務實學門，因此立志成為園藝

專家。畢業後，多數同學都到國高中擔任教

職，我卻在 1972 年，服完兵役的次年自費

赴日留學，攻讀果樹學的碩士、博士課程。

7 年取得學位後再到加州大學擔任博士後研

究的助理研究員 1 年。期間因偶遇羅雲平校

長，受邀於 1980 年返國任教直到 2012 年退

葡萄中心成立 (1986) 越南南方果樹研究所指導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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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非常感謝母校讓我有發揮所學的機會。

　　任教初期，發覺日、美的學理不足以應

用於台灣的自然環境，遂常到產地向農民學

習栽培實務，並利用暑假到日本及東南亞試

驗場所參觀並蒐集產銷相關資訊，整合出可

活用的栽培技術作為教材。在教育理念上，

寧為關心照顧學生的良師，不做爭功奪利的

名師。在 32 年教職生涯中，秉持著有教無

類與因材施教之信念，共計指導 83 位研究

生，其中多位畢業於農專或農技學院、也有

15 位來自東南亞的外籍生，人人皆於順利畢

業後，就職於公教機構或自創事業而有成就；

是從事教職以來最欣慰的事。

　　1980 年代，台灣果樹研究多屬於栽培與

生長性狀調查，缺乏試驗園地、設備完善的

實驗室、相關設施及研究經費，研究工作必

須以克難的方法執行。其後因經濟起飛，考

慮校內實習地之遷移而在霧峰鄉設置葡萄中

心。該中心自 1983 年籌畫至 1986 年成立之

間，承農學院韓又新院長及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之支持，經園藝系及相關學系師生共同努

力下完成。該中心不但成為全台葡萄研究與

推廣教育之重鎮外，日後更因校內果樹、花

卉及蔬菜園之遷入，目前已成園藝系重要的

實習與研究場所，也是園藝系學生最值得回

憶的地方。對我而言，在年輕時代便有機會

主持葡萄中心的規劃設立及日後的管理，是

一生中最難得的經驗，必須在此感謝許多師

長與參與的學生們 ( 詳見興大校友第 9 期，

1999 年 )。

　　台灣地小人多，農業生產面臨自然環境

易遭天災受損造成收成不穩定、又有農耕地

小而零散、務農人力漸減老化、生產成本逐

年增加等許多問題。尤其在加入 WTO 後與

進口產品的競爭力逐漸降低，依賴進口農產

品的比率逐漸升高，影響國家安全的發展。

在返回母校任教後，我經常走訪日本、東南

亞及中國等鄰近國家，瞭解各國生產管理模

式、行銷方式及消費習慣後，經常思考在研

究上應如何研發耐天候、省工以提升競爭力

之作物品種及生產技術；在教育上應如何加

強學生能宏觀地瞭解外國農業現況，培養其

泰國畢沙迪親王訪問中興大學 (2000) 日本農業研習課程參訪東京農大富士農場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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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農業之第二專長。尤其中興大學係以農

立校之綜合大學，自應發揮農業教育之特

色，肩負台灣農業發展之責，成立國際農業

學系及研究所，藉以培育具國際農業專長人

才；而非僅滿足於簽訂姐妹校進行交流活動、

舉辦國際研討會或招募外籍生。

　　任職期間曾出訪日本、中國及東南亞八

國；目的包括大學講學、交流合作與學生研

習，參訪農業研究機構及農企業、市場、農

場、農村，果園規劃、培訓農技人員，農業

資源調查等，其中又以泰國、越南及日本的

沖繩為主，總計 100 次以上；其中有 20 餘

次率領本校學生研習團出國交流，雖然在考

慮學生安全，教導學生了解各國風俗民情、

國際禮儀及語言溝通上較辛苦，但有助於學

生提升國際觀，成效顯著。另外在多次出國

中，結交了許多大學教授、學生、研究人員、

政府官員、乃至於農企業界及農民朋友，讓

我深刻感受到人類純真互助的可貴。也因此

體認到國際農業發展必能貢獻國際社會並造

福人類。

　　自 2000 年起，曾在泰國姊妹校辦理招

募中興大學研究生及大學部交換生的說明

會，並透過報社及農業雜誌公司報導，泰籍

學生人數逐年等比增加；在 2005 年時共有

86 名，為全國最多泰籍生的大學；在 2004

年時協助輔導成立泰籍同學會。目前學成歸

國的校友有 300 餘位，多數在大學任教或服

務於研究機構、農企業界。又於 4 年前 (2014

年 ) 助其籌設中興大學泰籍學生校友會，希

望能結合現有泰國校友會，成為中興大學在

泰國堅強有力的支持後盾。藉此機會期待校

友中心惠予協助。

　　農業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也是一門

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學問。綜觀 32 年於園藝

系的教學研究歷程，即便曾遭遇篳路藍縷的

艱困；幸而有賴志同道合的各界友人鼎力相

助；終有今日的榮譽。在園藝系朝夕相處的

除了師生就是農民，都有淳樸篤實的個性；

舉目所見盡是花草樹木的自然環境；是現代

紛擾的社會中難能可貴的淨土。我樂意在此

淨土擔任終生志工，貢獻一己之心力。

榮獲泰國農業大學 (2010) 榮譽博士 榮獲泰國湄州大學 (2011) 榮譽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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