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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之

現況與未來發展

陳俊勳

俗云: r機械為工業之母J '可見機械對工業發展及成長的重要性。另外根據校

史，交通大學開創我國大學設立研究院之先河，於民國十五年成立「工業研究所J '
所以交通大學校徽會呈現齒輪(代表機械的象徵)的外型，也就不足為奇(純屬個人

臆測)。本系在本校於台復校(民國42年)後，在民國六十五年才由第一位系主任許

道經教授創立，遠較電工系及電物系晚很多，甚至較我國第一位國家工學博士產生的

時間也晚了六年 O 經過其後翁正義教授(現任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陳悼民教授(曾

任前省府教育廳長) ;盧定昶教授及廖南森教授(於七十八年因車禍意外過世)等數

位系主任的努力，分別在七十一年、七十三年和七十四年成立碩士班、博士班和大學

部設立雙班，成長十分迅速。

由於日前全校成長趨於飽和，因此在未來一般學生總數將以零成長為目標，而將

擴展重心置於回流教育體系中之碩士學程在職專班。本系已獲教育部核准，將於八十

九學年度 (89.8.1) 開辦「精密與自動化」工程碩士學程在職專班，並由洪景華教授

擔任第一任之班主任。

日前本系共有31位教師，其中教授21人'副教授6人，助理教授2人及講師2人'

平均年齡約45歲。其中特別值得一提者為戈正銘教授，他雖己高齡六十八歲，因此每

年須辦延退，但仍改故不倦的作研究，近年來有四本專書(以英文寫作)以及國際期

刊論文三十篇左右，以此優異的研究成果在去年榮獲「中山學術著作獎J '今年更得

到圓科會研究獎助，並獲得「傑出研究獎」之榮銜 O 另外戈老的國文學素養及詩詞歌

賦，早已聲名在外，加上其學術聲望，實為本系至寶，其學者風範，夙為本系所有後

進景仰和效法。

在學生部份，大學部現有396人，碩士班204人，博士班的人，大學部入學管道有

三種，分別為甄試推薦(佔20 %) ，申請入學( 10% )及聯招分發 (70 %) ，預期在

九十學年度，三者的比例調整為20% '30% 及5州。碩士班則甄試直升者佔30 % '考

試入學者70 %;而博士班仍維持以考試入學，但每年可開放三分之一名額由碩士班在

學或研究成績表現優秀者直升。

在課程方面，大學部學生須修滿137學分方可畢業，但其中除了必修科目外，本

系所閉的選修課程必須選修12學分。除了一般課程之外，本系現有三門整合課程，分

別為機電整合學程，製造自動化學程和精密製造整合學程，這些學程的目的，是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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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跨領域相關課程的整合，使學生有系統化學習和接觸到不同領域的知識，完成這|

些課程後還發給證明，使其未來在職場上更其競爭力。另外配合最近本系曲新生教授 l

爭取到的「能源中心」的設立，以及相關高科技的需求，本系正規劃能源和半導體製

程設備兩個新的整合課程，預期在下個學年度排入課程之中。

由於過去較著重以「研究」為導向，所以大學部基本教育設備在資源的分配上相

對就顯得略少。但近年來經由教師們的檢討體認，逐漸重視教學，本系因勢利導，在

設備費的分配上，大學部比重就增加很多 O 除了將四個機械工程實驗的設備大幅汰舊

換新之外，亦開始撥出經費及空間籌建「自動控制j 實驗室，預期在下學年度併入自

動控制( I1)之教學，或和目前囝力實驗整合在一起，成為一個機工實驗，以符時代

的需求。

另外對相關的動手實作課程或計畫，例如省油車、太陽能車、機械設計實作、微

處理機、 CAD/CAI，[及模型設計實作皆有材料費的補助，鼓勵學生以有限的資源設計並

製造出成品，成績優秀者，甚至可將其成品當作直升研究所一項重要的參考依據。在

這些實作課程中，本系亦有相關的設計軟體來輔助教學，其中包括有PRO-E 、t\ ASTRAl\

等，去年本系亦獲得法國達梭公司(幻象機製造者)的贊助，獲得免費授權使用該公

司設計軟體CATJ A'而該項贊助主要是該公司派人至全國各大專院校相關系所實地查

訪設計軟體應用教學成果後，在全國甄選出五個表現傑出的系所贈送。

在研究所方面，分成三個組:機械設計與製造組、熱流組以及回力與控制組。近

三年來，本系碩士班招生，均能足額報到就讀，表現相當不錯，可能原因是一方面本

校與新竹科學園區廠商關係密切，就業管道通暢;另一方面本系老師研究主題很多與

高科技廠需求有密切關係，兩者相輔相成。但也造成很少人願意再繼續攻讀博士班的

後遺症，使得博士班招生往往未能足額錄取;和美國在景氣好時就沒人念研究所或博

士班的情況相仿。而目前來源主要是各技術學院因升格後，教師須具有博士學位，所

以有許多只具有碩士學位的老師會來報考博士班。

我們的教育目標，在大學部部份是傳授基本機械工程之專業知識，使學生畢業時

具有解決機械工程問題之雄厚基礎;重視通識教育，培養學生身心均衡發展之健全人

格，使學生成為未來各階層之禎導人才 O 在研究所部分，則是傳授高深機械工程學，

使學生修業期滿後能獲得深厚之學術基礎，對有關機械工程各領域具備獨立研究發展

之能力。

本系教師，除了「教學」職責外，亦須作研究以及社會服務的工作。在研究方

面，系上老師平均大約每人每年能有二篇以上的期刊論文發表，表現在國科會研究獎

交 助上，均能維持百分之六十以上之獲獎率 O 尤其在今年，戈正銘、曲新生和曾錦煥等

大 三位教授同時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再加上林清發、蔡忠們和李安謙三位國科會特

友 約研究員(獲得三次傑出研究獎以上者) ，總計本系獲得傑出研究獎之比例約五分之

聲 一，這種研究表現在全國機械系排行榜中應可名列前茅。

10



… 單單 .
| 另外在國科會計畫方面，平均每位教授是接近兩個(關科會上限是兩個) ，至於

|在建教合作計畫上，前兩年總經費各約一仟萬元左右，而今年已達兩仟參佰萬元，主

要是曲新生教授爭取到能委會能源研究中心(全國共五個)設立於本系，經費是每年

一仟萬，五年共五仟萬，這對本系能源科技的研究絕對是，大助力，而其詳細內容，

由教授將在下期交大校訊上著文介紹。此外傳武雄教授在高科技廠房所使用之無塵衣

鞋在防塵和防靜電的研發，協助廠商通過 I SO認證，使其營業額倍增;曾錦煥教授協

助川飛、日馳和友隆三家腳踏車公司在變速齒盤上突破日本專利，使產值大幅提升約

二億元，曾教授因此獲得教育部產學合作績優獎(全國兩名) ;陳仁浩教授發展以微

射出與熱壓的方式，製造出高腳數導線架，並協助工研院機械所獲得該項專利。

由以上的敘述，可以體認到本系教師敬業樂群，全心投入教學及研究工作，而且

在各專業領域皆能均衡發展，並持續推動整合研究。教學上成立多項完整之整合學

程， 1共同學充分學習跨領域知識之環境。另外，與學校週邊之研究機構及產業界交流

密切，能持續爭取到建教合作計畫。

在今天，台灣整體研究大環境，主要偏重於半導體、資訊、通訊和生物科技，對

機械工業的發展並不是很有利 O 尤其我們週邊充斥電子工業，更造成價值感與形象的

落差;在如此嚴苛的環境下，如何自我期許將交大機械系的能力提升來迎接新的挑

戰，可說是現階段全系老師深入思考的重點。工研院機械所蔡新源所長，在對本系作

評鑑時，就提出其見解，認為此種威脅未嘗不是轉機，首先應先體認到前述這些新興

|工業之基本，仍須機械領域強力的支援，因此我們在心態上須作詞適，即是服務高科

|技產業來使機械工程本身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此點我們其實早已有體認，

而且正開始進行，例如呂宗熙和徐文祥兩位教授，在光電所卓越計畫「光儲存科技J

分別擔任分項計畫「先進光碟機之機構控制與磨潤」和「光學讀寫頭中讀寫探針的研

製」的計畫主持人;在曲新生教授能源研究中心的分項計畫中「半導體製程節能技術」

邀請了電工系數位教授參與，主要針對「低溫製程」作研究，以期減少半導體和光電

製程中能源和純水的使用量，即是由能源節約觀點切入，甚至影響到上游製程修改。

除此之外，老師們必須整合，以迎接跨領域研究時代的來臨，因此必須有inter

discipl ine的觀念與體認，否則仍容易陷入以往各作各的東日。

最後本人謹建議下列發展規劃，期使本系能持續向上提升O

1.學生總數以零成長的目標為發展策略;而擴展重心將著重於碩士學程在職專

班。

2. 全面規劃整合學程，積極提昇教學品質及績效。

3. 積極推動跨領域學術研究，並建立重點研究實驗室及微機電旺的研究所。 主

4. 加強與產業界之交流，推動產、學合作計畫。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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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機械系系主任，美國凱斯西儲大學機械航空博士，學 日|

.燃燒防火實驗測試研究，計算流體力學應用於壓縮機熱

流分析，半導體製程CVD模擬及火災模式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