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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統計界的百寶箱-黃文璋教授(一)』/ 
學會成立目的及歷史沿革 

孫立憲 2019 年 10 月 22 日 星期二 

成立目的 

中央研究院統計學研究所(民國七十五年正式命名為統計科學研

究所)籌備處，於民國七十一年成立，一般認為那是國內統計發展的分

水嶺。自此，統計在國內開始蓬勃的發展。幾年下來，逐漸累積充分

的能量，來到臨界點，此時原有的架構已難以揮灑，迫切需要更大的

空間。 

國內原有歷史悠久，民國十九年於南京成立的中國統計學社(英譯：

Chinese Statistical Association，簡稱 CSA)，為行政院主計總處(之前稱

主計處)所大力支持，官方色彩較濃厚。周元燊院士將該會比之為美國

統計協會(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簡稱 ASA)。周院士高瞻遠

矚，他認為，以國內機率與統計學術界的活躍，需要一個與美國數理

統計學會(Institute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簡稱 IMS)類似的學會，

參與者以學術界的個人或團體為主。他相信成立此學會，將有助於推

動與支持機率與統計的學術活動，除提昇國內機率與統計之發展外，

並可加強與國際機率與統計界之合作聯繫。 

成立過程 

周院士做事一向劍及履及，民國八十年夏日，他發起成立中華機

率統計學會(以下簡稱本會，英譯：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簡稱 CIPS)。歷時約一年的籌備，其間召開發起人會議、

籌備會會議，及成立大會等，最後經內政部於民國八十一年夏日核准

成立。依稀記得，民國八十一年七月三十一日舉行成立大會那天，國

內機率統計界，出席的朋友均相當振奮，因一個屬於我們的學會成立

了。本會成立的過程中，中研院統計所的何淮中教授負責起草組織章

程等，出了很多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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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成立之初，置理事 13 人，監事 3 人，一任三年。順理成章，

第一屆理事會選出周院士擔任首任理事長。周院士委請林國棟教授擔

任秘書長(當時學會組織章程中，僅有秘書，並無秘書長一職，但可能

秘書長較順口，習慣上皆如此稱之)、何淮中教授擔任會務委員、張憶

壽教授擔任學術委員、呂理裕教授擔任財務委員，本人則擔任會員委

員。本會成立初期，積極招募會員，我們常在研討會“擺攤”，在報到

處先從邀請演講者及主持人“下手”，他們多半有演講費或主持費，那

時都在報到處領取，支付加入本會的入會費及第一年年費，足足有餘，

並無須自掏腰包，對入會而言，算是方便。學術界的朋友，大抵樂於

共襄盛舉，即使對新成立的本會並不太了解，經略微說明後，不少便

一面報到，一面就填表加入本會成為新會員了，有些還爽快地加入永

久會員。 

歷史沿革 

本會第二屆理事長由魏慶榮教授擔任，並由本人擔任秘書長(就

是在那時，本人才發現原來此職之正確稱呼為秘書)。這裡有個小插

曲，本會每屆改選後，須將新任理監事及工作人員(習慣上稱為幹部)

名單，報內政部核備，內政部並會頒發新理事長的當選證書。秘書長

屬於本會之工作人員，依本會組織章程“第三章 組織及職員”之規定，

工作人員不得由選任之“職員”(這裡應指理監事，不知何以稱為職員)

擔任。但第一屆秘書長林國棟教授，及第二屆秘書長本人，皆為理事。

本會草創時代，無人注意到這一細節。而內政部可能看我們是個單純

的小學會，也沒多管，並未指出來。直到第五屆理監事會，理事任眉

眉教授，在擔任秘書長後，注意到此事，於是辭去理事。之後本會修

改組織章程，將秘書正名為秘書長。 

民國八十四年，第四屆南區統計研討會在中正大學舉行期間，周

院士向本人提起舉辦海峽兩岸統計會議之重要性。當年八月，由泛華

統計協會(簡稱 ICSA)主辦的第三屆國際華人統計會議，在北京西郊

香山公園的香山飯店召開。周院士幫本人介紹幾位大陸的朋友，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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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舉行兩岸統計會議鋪路。那時本人在中山大學任教，由於隔年第

五屆南區統計研討會，將由中山大學主辦。為便於行事，當下決定，

將兩岸統計會議安排在隔年，與五屆南區統計研討會一併舉行。在香

山停留的那幾天，不時與大陸學者，洽商會議原則。早期兩岸交流不

是那麼開放，阻礙不少，故海峽兩岸統計會議，遂由本會此一民間組

織出面，大陸方面則透過中國概率統計學會。隔年，民國八十五年七

月十五、十六日，第一屆海峽兩岸統計學研討會，順利在中山大學舉

行，直接由大陸來的學者專家有二十六位。於本次會議期間，我們召

集兩岸學者商議，決定此會今後每兩年一次，輪流在臺灣及大陸舉行。

且當場將下屆會議舉辦地，擇定在昆明。兩岸研討會，此後成為本會

持續性的主要工作之一。 

由於一些原因，畢竟在那個時代，兩岸聯繫不是那麼方便，且雙

方互信不太夠，第二屆兩岸會議，並未如期於民國八十七年舉行。不

但延後一年，民國八十八年才舉行，且地點改在蘇州，由蘇州大學主

辦。會議前，本會第三屆理事長黃啟瑞教授，約了我們幾位理事，去

向國科會(現改名科技部)一位蔡姓副主委說明，兩岸機率統計會議之

重要性，請國科會支持，以專款補助國內學者赴大陸參加會議之費用，

蒙其同意。此項專款補助，延續至今。 

民國九十至九十三年間，由本人擔任本會第四屆理事長。由於之

前本會之年會，都在臺北舉行，第一年遂照舊，於臺灣大學舉行一個

僅半天的年會，共有數十人參加。民國九十一年，第十一屆南區統計

研討會，輪由中山大學主辦。那時本人已轉至高雄大學任教，蒙中山

大學相助，讓本會掛名並舉行年會。這是第一次，本會的年會離開臺

北，也是第一次，本會的年會搭南區統計研討會之便車。隔年六月，

第十二屆南區統計研討會，由高雄大學主辦。於是南區統計研討會的

會議名稱，再度加上本會。自此，先是偶而，其後便堂而皇之，本會

每年藉南區統計研討會之便，同時舉行年會。魚幫水，水幫魚，國內

統計界，一極重要的研討會與一主要的學會結合，可說相得益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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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勵優秀年輕學者投入統計相關研究，並為紀念本會第二屆理

事長魏慶榮教授(於民國九十三年過世)，魏教授的遺孀吳美蓉博士，

及銀慶剛教授，於民國九十七年發起成立魏慶榮統計論文獎，由高雄

大學統計學研究所試辦三年。之後，自民國一百年起，本會設置魏慶

榮統計論文獎，並由銀慶剛教授贊助經費。 

自民國一百零四年起，本會設置周元燊院士講座，以感謝周院士

創立本會，及長期以來對國內統計界之卓越貢獻。每年由南區統計研

討會的主辦單位，邀請一位傑出學者，在南區給一大會主講。 

鑒於近年來國內統計相關系所增加許多，為擴大參與，且儘量使

本會團體會員皆能有代表，本會自第八屆理監事會起，理事增至 21

人，監事增至 5 人。 

本會在本人之後的理事長，依序為鄭清水(五)、陳宏(六)、黃景祥

(七)、陳君厚(八)、黃郁芬(九)，及黃文瀚(十)。雖理事長得連任一次，

但本會至今從未有連任者。另外，至今共 10 位理事長中，女性僅有

1 位，遠低於國內統計界女性所佔比例，或者說分量；而有 5 位姓黃，

比例高達一半。這些也許都純屬巧合。 

李白在「行路難」一詩裡說，「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不退皆殞

身」。自民國八十一年本會創會起，於連續擔任八屆共二十四年理事

後，早已視茫茫，而髮蒼蒼。理監事名額大幅擴增後，欣見不少年輕

朋友加入本會，個個充滿幹勁，本會前景一片大好。在溫馨的本會，

殞身應不至於，但無論如何，此時是交棒的恰當時機，不該再列名理

監事會了。這倒不完全是開玩笑。本人自青年起，就依附著本會，隨

著本會成長。但當本會逐漸茁壯，有如老兵，個人的能力其實是逐漸

衰退，能貢獻的日益減少。這時就不宜再依戀，即使酒店沒關門，時

間一到就須走了。 

 

團隊於民國一百零八年三月二十九日 

於高雄大學統計學研究所採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