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創電資學院與電贊中心整令棋式」

張優產教援

創業繼艱扭動整合

﹒教務處出版組/潘國華

A匕
目匕訪問張校長是一個很大的榮幸，因為他不只是一個校長，而是擁有中研院、

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等多項國際學術最高榮譽，獲得教育部國家講座及國科會傑

出研究獎，台灣半導體研究的始祖，總統府國策顧問，領導交大創造多項傑出紀

錄的先驅 O 這樣傑出的人，在民國八十五年到八十七年，接替施敏教授擔任電資

中心主任，這其中的歷程如何，讓我們仔細來聆聽。

問:可否請校長談談電資中心的沿革及當初帶領中心的理念與方

向?

答:電資中心的首任主任是普渡大學的傅京孫院士，那時教育部有一筆經費

補助，但是額度不高，後來國防基金把注，才算比較有穩定的資金來源。電資中

心最早的大型設備，如飛行模擬器及分子束磊品系統，就是當時用國防基金買

的。國防基金抽離後，中心就沒有固定的經費來源。

中心的主要任務是從事電子與資訊領域的尖端科技研究，參與計畫的老師大

部分來自電機資訊學院(以 F簡稱電資學院)。因為接任前，我擔任電資學院院

長，接任電資中心主任後，我就構思如何將電資中心與電資學院的資源妥善結

合，以提高整體的研究效益。當時兩個單位之間的連結十分鬆散，電資學院參與

電資中心研究的老師並不多。那時候電資中心研究大樓正好落成，我考量電資學

院的人力、物力有限，而電資中心擁有研究大樓及行政編制等資源，但定位不

明，若能結合彼此的優勢，將規模較大需要研究團隊支援的計畫交給電資中心來

做，應該是較理想的方式。因此，我就將電資中心所做的研究定位為「大型」、

「跨領域」及需要「技術管理與方向 (Technical Management and Direction) J 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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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而中小型、個人可

執行的研究，就由電資

學院來負責。

要推動彼此的整合

需要資源共享，在實際

作法方面，電資學院的

老師隸屬電資中心，電

資中心的老師則是與電

資學院一起合聘，雙方

的師資互相支援。在研

究成果方面，雙方也是

一起發表、共同 share ,

電資中心的論文發表數

量及研究成果算在電資

學院的成績內，電資學院的研究成果也併進電資中心的工作成效中。

這是初期整合的方式，逐漸從鬆散的關係中去建立合作的架構。我在任約兩

年多，只是草創期，真正完整架構的形成，是在繼任的彭松村主任時期。那時，

因為學校接到教育部「學術追求卓越計畫」的相關研究，電資中心的工作計畫及

經費一時之間大量增加，與電資學院的互動也愈加頻繁，藉著更多的「磨合」經

驗，雙方的結合也更上軌道。

接到卓越計畫算是電資中心發展的一個里程碑，由於整合良好，奠定後續成

功的基礎，不僅研究成果更漸豐碩，為了促進產學關係及提昇研究水準，後來更

對外合作，陸續與工研院、中山科學研究院、資策會等成立聯合研究中心，加上

後來成立的「交大晶片系統研究中心 J ( SoC) 及四校聯合尖端資訊系統與電子研究

中心 (CA I SER )等，都是中心一步一腳印走出來的里程碑。

問:請問在推動上述整合工作時，所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麼?

答:我想是觀念溝通的問題，即如何讓電資學院的老師，認同電資中心不是

在跟他們搶資源或分財產，而是在幫他們的忙。這需要透過持續的說明與溝通，

才能逐漸達到共識O 經過溝通及制度的整合，雙方融合的已愈來愈好，目前看起

來，百分之八十已沒有問題。

問:推動電子、資訊領域的整合，使其規模逐漸壯大，會不會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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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其他學院的不平，若有這個問題，您是如何去解決?

答:為了避免其他學院的抱怨，校方成立了「交大研究總中心 J '負責協助

電、資領域以外的學科，進行大型、跨領域的整合研究，也藉此將電資中心成功

的經驗推展到別的領域，提供其他單位進行整合及大型研究的參考，而且學校也

給一筆資源去運作。

問:電資中心與產業間的關係十分密切，請問您是如何強化與民間

企業間的互動合作?

答:電資中心與產業間一直有研究合作的關係，無論是跟工研院、中科院、

資策會，到台積電、聯電等大公司，雙方的互動隨著科技進展也愈加密切。中心

所做的研究是為期五到十五年的長期性研究，而民間產業通常是作五年以下的短

期研究，它們本身叮能沒有能力從事長期、大型的研究，因此需要與我們合作。

而為了因應產業所需，中心進行的不只是基礎性研究 (Fundamental Research) ，也

要結合應用性的研究，才能創造最尖端實用的技術o 現在世界上最尖端的研究或

技術，都是兼具基礎性與實用性。

此外，中心的另一項任務是協助將學校的研究成果技術移轉到民間業者，以

供民間企業所用。因此我們幫助研發處、電資學院等單位，將研究成果技轉到業

界。而為了加強產學合作，我們也會舉辦一些人才培訓及研究成果發表的研討

會，讓人才及研究成果能流通到產業界，使中心的智慧結晶更廣泛被運用O

問:請問您任內最滿意的成果，還有對於電資中心的願景規劃為

{司?

答:我想，在電資中心推動的工作方面，我只是扮演一個創始者或帶頭起步

的角色，具體的成果在我任內還看不出來，要到之後幾位主任才逐漸顯現O

至於電資中心未來的願景規劃，我想是朝向與電資中心性質相仿的美國伊利

諾大學整合科學實驗室(Coordinate Science Lab. , CSL) ，不日麻省理工學院 (M.LT)

的 Lincoln Lab 的模式發展。電資中心與前者相較，並不會遜色多少，但比起後

者，電資中心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因為Lincoln Lab 的規模太大，電資中心目

前還無法相比。不過，這兩個機構是很好的學習榜樣，電資中心未來應朝著這個

目標前進 O

問:您認為有什麼地方是電資中心未來要強化或補足的?

答:我想一個研究單位要提昇研究水準，有「人」最重要，電資中心應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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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聘請一些國際級的大師，像美國的很多一流大學，都有聘請得過諾貝爾獎或相

當於諾貝爾獎等級的國家級院士大師。有了這些大師級的人物指導，更能夠從事

創新及突破性的研究並指導年輕的教授，而這些大師的聲望，相對地也能吸引更

多資源的投注。

不過聘請這些大師需要付出較高的費用，交大一年經費約四十億元，比起美

國哈佛大學的基金七千億元每年 4% 把注學校還作、柏克萊大學一年四五0億元的

經費，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我相信「有錢不一定辦得好大學，但沒錢一定辦不好

大學， J 也希望政府若想成為「科技強國 J '絕對要有決心投資在教育上，但不

是齊頭式的平等，把教育預算拿來均分給各校，乃是有目標、重點的規劃分配，

否則一定很難看到成效。

問:對於電資中心的師生和有心投入電、資領域研究的人員，您是

否可以過來人的身份，給予一些勉勵或建議?

答:這十年來，交大在電子與資訊方面的研究成績突飛猛進，如在國際電子

電機學會( IEEE) 重要期刊的論文發表數量全世界第一，這是全體師生努力的結

果，值得肯定與讚賞。但是我們也不能自 i繭，未來希望有更多創新、突破性的研

究成果展現，尤其是電資人，要用大膽不怕失敗的精神，不斷「創新」、「創新」

再「創新 J '才能在時代的脈搏上站穩腳步，成為國際一流的人才。

說實在的，現在的研究環境比起六0 、七O年代我們那個時候的研究環境，

簡直是好太多了 O 我們那個時代雖然物質條件差，但大家都有悲壯的使命感，為

了對國家社會有貢獻，可以日夜匪懈、不眠不休的做研究，當時學校的實驗室，

常常白天、晚上都是燈火通明。現在的學生學習態度則不比以前，但是為了交論

文或報告，也是可以不眠不休。我覺得大家應該珍惜這麼好的環境和機會，認真

讀書，認真做研究，要做自Jj新性、突破性的研究，趁年輕好好提昇自己各方面的

實力。

此外，我也建議交大人，若有機會應該到國外去深造，深入瞭解國際上尖端

進步的創意，以充實自己的能量。目前交大己與美國柏克萊大學及歐洲的知名大

學簽約，進行交換學生的學術合作，這是很好的進修機會。校方也會逐步增加交

流的「量」和「時間 J '即以後合作的學校會愈來愈多，學生留在國外的時間也

會加長，目的就是拓展學生的國際視野與見解，將來能奉獻所學為國所用。

問:可否請您回顧一下就任這段期問的感想或心路歷程?

答:回憶這兩年多來所做的工作，可以用「創業維艱」、「披荊斬棘」及「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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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駕qJ J心成立甘縛~

路藍縷」等成語來形容 O 我就任時雖然新大樓已經落成，但電資中心的整合架構

卻有待建立 O 因此，我可以說是一個草創者，從零開始，經由不斷摸索嘗試建立

制度，好像一條牛(我的生肖)一樣，辛苦默默的耕耘。後續幾位主任秉持「革

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精神，繼續將使命發揚光大，很多成果逐步展

現，讓我這條勞碌命的「牛 J '也深感光榮 O

後記

擁有「台灣第一位國家工學博士」、「台灣第一位 IEEE Fellow J 、「台灣半

導體學術之父」等諸多美譽的大師，其成功絕非偶然。除了默默耕耘、不斷創新

的持續努力外，更看到其為國為民的使命感，正如他最敬佩的居禮夫人，願意將

發明錯的專利權全部奉獻給社會，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不正是目前台灣各行各

業所需要看到的嗎?

張俊彥教授小檔案

張俊彥教授為成大電機系畢業，交大電子研究所碩士及博士，現任交

長，並榮獲中研院院士、國家講座教授、美國國家工程院海外院士、國

機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CIEEUFellow等榮銜 O 曾任教於台大、清大、交大、

成大等校，致力於半導體研究，有「台灣半導體學術之父」美稱。專長為o .
1 微米元件、 S4Ge 元件、無線通訊叫一 IV 族元件，中文翻譯及著作有《半導

體元件物理與製作技術》、《活力一台灣如何創造半導體與個人電腦產業奇

蹟》等書 O 曾任國家毫微米實驗室主任、交大電機資訊學院院長，於民國八

十五年至八十七年繼施敏教授後擔任電資中心主任。

70 Ialumni叩|叫山 edu.tw 交大友聲 408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