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RC20

教育部「學街追求卓越計畫」拖拉

工研巴拉與交大聯令研發中心成之

彭松村教按

三章用資源加強產學合作

﹒教務處出版組/潘圓華

斑駁的白髮'充滿智慧的眼神，不恆不火的言談，彭老師給人的第一印象是滿
富智慧的長者、學者。榮獲IEEE Fellow 及 SPIE Fellow等多項國際學術榮譽的老

師，是繼張俊彥前主任(現為交大校長)之後接掌電資中心(以下簡稱中心)

他是如何帶領電資中心走過四年(87.11 ~9 1. 7) 的時間?以下是我們的訪談。

問:請問老師當初是基於什麼因緣及考量接任中心主任的?

答:我是交大的校友，對於學校事務一向很關心。民國八十七年，電資中心

張前主任接掌交大校長，電資中心主任的職位一時空了出來o 那時校方要我接

任，對於擔任學校的工作，我的態度是「不爭取J '也「不推卸J '但只要需要

我效力，就一定全力以赴。基於上述考量，因此我就答應接下主任的職務。

大家都知道，電資中心在交大是具有崇高地位及象徵性指標的研究單位，對

個人而言，能接任中心主任是相當榮譽的事，但榮譽背後隨之而來的是更大的責

任，怎麼樣使中心發展得更好是接下來要努力達成的事。

問:可否談談老師當初帶領電資中心的理念與方向。

答:電資中心顧名思義是從事電子與資訊科技方面的研究，但其實際所涵蓋

的工作內容，應該要更廣義來詮釋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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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產業的發展

有其階段性重點，就

電子與資訊領域來

看，是電子業先帶動

資訊業的發展，在電

子研究的領軍 f' 台

灣才進入個人電腦、

筆記型電腦的資訊全

盛時代 O 然而，電子

業與資訊業走到一定

程度，絕對要擴張新

領域才不會停滯不

日Jj

1f

所謂擴張新領域

並非丟棄舊領域，乃是如何運用新的技術使舊的領域更上一層樓。產業演變的結

果，資訊業帶來通訊業的變革，通訊業的發展也使微電子及軟體方面的研究更加

迫切。我接任的那時候，正好碰到電信服務業及電信業開放民營的起步階段，張

前主任體察到科技與產業的潮流，在他的指示與引導下，如何運用先前電子與資

訊強大的研究基礎，強化通訊及電信等領域的研究，使通訊業更能蓬勃發展，更

期望以通訊帶動電子與資訊等領域的進一步發展，便成為導引中心前進的主要方

向，而這也正符合我的志趣。

問:強化通訊及電信領域研究是老師強調的研究重點，當時老師是

如何將這個理念逐步落實推動的?

答:一項工作要成功，擁有足夠的資源非常重要 O 很幸運的是，施敏教授擔

任主任期間完成電子資訊大樓之興建，而在我接任後不久，交大在教育部推動的

「學術追求卓越計畫」總經費中，爭取到三項計畫共九億元的補助經費，在空間與

經費充裕之下研究工作得以順利進行。這三項計畫是光電、網路及無線通訊研究

計章，這些領域是通信產業的根本科技，也是當時產業界研究發展的主力 O 有了

這些經費，加上中心所提供的空間和行政資源，讓我們在進行這三項研究計畫時

就容易的多。

通訊科技與產業之遙勃發展需要廣泛市場的支持，因此，發展通訊之應用至

為重要。有鑑於此，我以中心主任的立場推動「智慧型運輸系統」之研發，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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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交通大學關心交通問題的傳統，二則促進校內運輸、電子、資訊、通訊與控

制諸領域之結合。很高興看到交大在這項領域的貢獻和成就，尤其是獲得教育部

之「學術追求卓越計畫J '對本校推展相關研究助力甚大。

問:老師在帶領中心進行這些研究計畫時，有沒有遇到什麼障礙，

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答:中心的人員來自系戶斤，因此，中心的存在應有其特殊使命，也就是其任

務應有別於系所。中心的基本任務之一是主持大型、跨領域計畫，並將成果技轉

至產業界。那時中心運作上有個歷年來一直不能突破的困難，就是缺乏實務的工

程技術人員，以致有很多學術研究成果難以與產業界結合，不能直接技轉到民間

產業界運用。由於教職員額的限制，我曾經推動「研究教授」制度的建立，雖然

獲得學校的支持，但在行政上往往淪為次等公民，而令有志之士望之卻步O 我相

信中心若能引進並建立良好的工程技術人員制度，所進行的研究一定更能長期、

穩定的發展。

問:擔任電資中心主任約四年，老師自認最欣慰，或最滿意的成果

為何?

答:我就任後沒多久，中心與工研院成立聯合研發中心，雙方共同研擬計畫

及互通資源，工研院人員可直接到電資中心參與研究。合作的模式是，中心的老

師具備學術理論背景，可掌握整體的研究方向，工研院的工程師則提供實務經驗

及技術協助進行研究。這些實務經驗是本校師生所欠缺的，相對的，工研院的技

術人員也學習到一些理論與概念，學術與實務互相結合，這樣才能產出傑出的研

究成果。

當時所進行的如「全光通信系統」的研究，就深獲國際肯定;而與工研院合

作在無線通訊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僅已可以推展到目前的民間企業運用，對於現

在行政院大力推動的「雙網計畫」也有很大的幫助。由此可見，電資中心的研究

最終目標是要獲得國際及產業界的肯定 O

問:剛才提到中心與民間產業之間的互動，老師認為應該如何強化

彼此問的合作關係?

答:我曾經提出一個構想，就是引進產業界的人才進入電資中心從事博士級

的研究工作，但這個構想並未完全被校方接受。我的想法是，這些來自民間企業

的技術人才，或許學位不高、理論基礎稍為薄弱，但他們有豐富的實務經驗，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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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他們，可以將這些寶貴經驗帶入校園，對欠缺實際操作技術的師生會有幫

助;而對這些產業人才而言，也可藉此加強他們的學術理論基髓， [司原單位後更

能發揮力量，我認為這是電資中心與產業問可以考慮的合作方式 o

問:電資中心的發展與時俱進，老師認為哪些工作是您在任時尚未

完成，或是後續仍需要加強改善的?

答:首先，我想學術界要辦好一個研究機構並不容易，以在學校裡面來說，

學校是以學院、系所為基本單位，除非這個研究單位有自己的財源及人員，否則

一定會與學院、系所的利益衝突，彼此的人員與資源會相互牽制，而研究單位本

身沒有學生來源，也會影響老師的投入 O 因此，我認為當務之急的是發展一套制

度，使研究單位與學校系所間能做到互利，而非互相牽制的關係，這樣才能達到

雙贏的目的。

其次，我認為，電資中心需要有長期穩定的經費來源及長期堅持的研究項

目。以電資中心來說，除了剛成立時有國防科技基金這筆固定經費之外，之後就

沒有穩定的經費來源，變成政府給什麼錢就作什麼研究，研究計畫無法進行長期

連貫的規劃，難免被補助機關牽著鼻子走 O 像以前的研究重心是從「電子」進展

到「資訊J '然後進展到「通訊 J '儘管我們必須照顧階段性之任務，配合國家、

社會的需要，但是身為一個研究機構，也不能沒有白己堅持的研究項目，因為很

多研究都需要長期、持續的投入，如此才能夠培養出優秀的研究團隊，做出世界

級的研究成果 O

問:一個好的研究團隊是研究單位不可或缺的，老師是不是有什麼

勉勵或建言，要對目前在電資中心從事研究的師生，或嚮往進來電資

中心作研究的人員說?

答:對於中心的老師和學生，我希望他們能把中心當成自己的家，享受在當

中，也在當中付出。畢竟這個家是屬於每一個成員的，期待每個人能對它產生

「向心力 J '如此才能愉快地投身在其中。在工作方面，中心提供了大方向與資

源，但要有發展及成就，還是要靠大家一同努力。

後記

訪談後，我開玩笑地跟老師說，如果能回到過去，讓他可以重新選擇要不要

接掌，中心主任，他仍會願意嗎?他毫不考慮的又回答一次，他是交大人，對於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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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事務「不爭取」、「不推卸J '只要學校需要，他絕對全力以赴看來，

他對交大盡心盡力的態度，不管是已經退休或是再過多少年，仍然會是始終如

一，而電資中心如今能夠持續發展茁壯，不就是因為有許多像彭教授這種精神的

投注嗎?

彭松村教授小檔案

彭松村教授從事教學與研究四十餘年，長期致力於電磁領域之探討，範圍涵

蓋微波、毫米波以及光波之波導及天線理論與設計O 返國後，繼續致力於教

學與研究，並鼓勵國際學術合作以及促進圍內產學合作，榮獲中國電機工程

金質獎章。彭教授之研究成果斐然，為國際學術界所肯定，除當選國際電機

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 Fellow 之外，亦獲得美國光學工程學會 (SPIE)

Fellow 之榮譽，並為國外多所大學之名譽教授。

電資中心與荷花油(出版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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