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訊人大圈圈

資訊系友會成立大會

文0施宏廣 圈。資訊學院

四月二十二日下午，交大校園裡洋溢著歡樂的氣氛。走在路上會發現
幾個不熟悉的面孔朝著工四館走去，他們有著同樣的目標:參加「交大資訊

系友會成立大會」。去年八月交大整合了資工、資科兩系，合併成為「資訊

工程系 J '以全新的姿態通向世界一流;為了結合在校師生和畢業系友的力

，特別選在這一天成立系友會，展開未來合作發展的無限可能。

報到處前滿是熱情返校的系友，有些是事業成功的大老間，有些人拉著

小孩的手和昔日向窗齊聚一堂，也有些人年輕地像是實驗室裡的研究生。儘

管年齡層分佈甚廣，但在他們身上都可以感受到一種質樸的氣質，這正是交

大人共同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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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母校的祝福 貴賓致詞

會議首先由籌備會主委黃種智學長致詞。黃學長為了籌備這場盛宴費盡

心力，坦誠籌備的過程「一波三折 J 0 原本黃學長在去年就想成立資工系的

系友會，但通逢院系改制、資工資科兩系合併，於是便延期至今舉辦合併後

的資訊工程系的系友會;黃學長戲稱自己是「動作不夠快 J

隨後是陳龍英副校長致詞 O 陳教授一開始即稱讚資訊系友會成立的時間

恰到好處，若是早了幾年分別成立資工和資科兩系的系友會，現在再合併成

資訊系友會，貝IJ過程繁雜且費力，也沒有今天「大團員」的榮景。

陳教授提到去年年底參加 59 級畢業生同學會的故事;當時交大只有四個

系(電工、電物、控制和電信) ，同學們都彼此認識，畢業後每隔五年會辦

一次大型同學會。去年恰巧碰到畢業 35 週年紀念，便召集大家到上海，並參

訪歷史悠久的上海交大。不日許多人一樣，陳教授好奇為何交通大學的校慶是

四月八日?這個謎題一直到同學會當天才解間。原來在 1896 年光緒皇帝下詔

成立交通大學的前身「南洋公學 J '而招收的研究生至隔年四月八日正式開

學，這就是交大校慶的由來。「很多人都以為四月八日是取交通『四通八達』

的意思， J 陳教授笑著說。

陳教授今年在交大服務

滿四十年，許多較年長的資訊

系系友都是他的學生，看到這

些優秀的學生們一個比一個有

成就司是他最大的喜悅。

交大的研發兵，同時也

屬於資訊系大家族的林一平教

授，接著陳龍英教授上台祝

賀。林教授說學校就好比公

司:公司生產好的產品後拿到

市場賣，並提供售後服務;而

交大訓練優秀的學生，也期許

自己在學生畢業後能臨續服務

他們。現在交大準備創造一個

平台，讓學校師生與畢業校友

參加座談會貴賓，左起:蔡豐賜、蔡義泰、蔡文韓、鐘乾癸、尹啟銘、杜家

j賓、黃種智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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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在此平台互相交流 o I所謂水漲船就高， J 林教授說，如果交大資訊系

的發展蒸蒸日 t. '系友也將會以之為榮 O

林教授舉了幾個系友和系上合作的例子，如資策會、工研院、中華電信

等機構都在交大設有聯合研發中心，多半都是透過資訊系的系友穿針引線而

成。這個過程中系友在有形及無形問幫助 f交大， j而交大也把研發成果回饋

給研究機構，形成 win-win 的局面。

資訊系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接下來的時間由資訊學院林進燈院長為大家報告院務概況。林院長說:

「交大一直在創造歷史，也寫下許多第戶的紀錄。」隨後以投影片和大家分享

過去的驕傲，包括早期由蔡中川教授帶領研發的國內首部自製計算機，至近

年自製的學習單板微電腦等; I無數的第一都顯示交大在資訊方面的傑出表

現，而這也是全體系友教授共同努力的成果， J 林院長對在場每-{立師生及

系友致意 O

交大資工與資科兩系於去年正式合併成資訊工程系，仿照目前全世界電

腦領域排名屬一屬二的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 (CMU) ，創立了全國第一個「一

院一系多所多組」模式，在「資訊工程」、「網路工程」和「多媒體工程」

三個領域齊肩並進。

合併後的資訊系成果斐然，展現了更多的資訊領域第一，如:近 11 年來

在資訊領域成果領先國內大學，在全世界排名第 16 、論文數量多質好(不論

是總數或每位教授平均發表數都是國內第一，且被引用次數超過 100 次的居 16

人次)、在軟體工程領域 ACM 期刊論文數世界第二。另外產學合作也相當頻

繁:獲 EMC 捐贈價值上億且全球少數的「全光交換機」、有 40 多家的公司在

資工系上運作，去年正式成為商業化的公司，擁有 250 萬的使用人口;此外被

媒體廣為報導的還包括資工所的學生 Justin 陳的創作《我的心遺留在愛琴

海» ，網路瀏覽人次破 100 萬，紙本發行亦超過 5 萬本;資科所沈同學在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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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舉辦的創業競賽表現傑出，而獲邀至 MIT 的 Sloan 管理學院向 40 多位

總經理報告創業企畫的機會; ......等等。這類例子不勝枚舉，交大資訊系儼

然成為一個招牌 C

林院長最後說明了資訊學院未來的願景:資訊學院將以人為本，發展人

性化的資訊科技，建立世界一流的交大資訊學院。 I要達到目標是」定要有

策略的，資訊學院將組織整合院系所，以企業精神來經營， J 林院長說。拿

實際例子比喻，院就好比「董事會 J '系則像「總經理室 J '而研究所就如

「事業體 J 般靈活運作。另外未來資訊學院也走向「研究群」制度，如果說

Stanford l'口 MIT 等名校聚集了世界頂尖的菁英，交大則利用研究群分工互補的

方式在各領域拔尖。同時資訊學院也將加強和國|外著名學府合作，如去年底

和資訊領域第一的eMU 結盟，簽定交換學生等合作方案，都是提升學生競爭

力的具體做法。

「資訊學報告結束時掌聲如雷，而林院長也要求大家給自己再次掌聲:

院是屬於各位的， J 林院長說。會場的氣氛隨著掌聲到達最高點!

隨後是由去年甫上任的曾煜棋主任報告資訊系的近況。曾主任思考著資

訊的下一個可能: I我們相信資訊應該和其它領域結合，成為『資訊十X J]

而這個X 可能是生醫，也可能是影音藝術。」這也說明了人類今日的生活與

資訊密不可分，而資訊未來的發展也無可限量。

另一方面，曾主任強調資訊系在架構上創新後(一院一系多所多組)

也將在內容上創新，針對三個組開設「特色課程J '以和一般學校有所區

隔。一般而言特色課程強調實作，著重基本工具的應用，讓學生在想到新點

子時也有足夠的能力落實。曾主任說，交大的無名小站開了國內大學生創業

先例，資訊系將再努力革新，期望成就第二個無名小站。

在林進燈院長和曾煜棋主任的報告後，系友

大家說明未來系友會的規畫與展望。

每次系友會聯繫都要把全部的人找

程系比任何人都更能善用網路!J

全被取代，但身為資訊人就要更利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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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系友會將在網路上建立起一個平台，供系友、老師及學生互動，在

平台上面業界能夠得知學校教授做的研究，如果有需求也可以取得協助。另

一方面在學學生可能有訐多有創意的點子，這時傑出的學長姐便可以分享經

驗並提供協助。產業界需要注入源源不絕的活水，學校也需要校友的奧援



(如資金、商業與市場能力等) ，在此平台上可達成雙贏的局面。

黃學長說系友會可以從幾個 SIG(Special Interest Group)著手，例如軟體工程、

網路安全及多媒體等，裡面的成員除了系友身份的鏈結外，更能以興趣同好

者的身份結合在一起，互惠共榮。另外為F避免給大家「系友會等於募款」

的負面印象，未來將不另外收取系友會費，而是由每一個活動的參與者分

擔，自給自足，保持組織最大的彈性。

台灣資訊產業大未來

接下來是由和I志昇學長的專題演講「台灣資訊軟體的未來展望J 0 柯學

長日前擔任資策會執行長，是台灣資訊產業的掌舵人之一o r 台灣的軟體產

業屬於弱勢， J 柯學長，開始便直言，相較於硬體等製造業而言，軟體還有

很長的路要走 O

台灣的製造業發達，依入式系統的需求很大，但目前多半是由硬體公司

的程式人員自行開發。未來這部份軟體的需求將愈來愈複雜，外包是最好的

方式:一方面將業務交由專業人員開發，而公司本身亦可專注在核心事業

上。

2. 軟體價值未受肯定:軟體的

價值取決於使用者願意花多少錢來

購買軟體 O 今日的台灣盜版猖嘛，

1.本土市場狹小:台灣開發的

軟體如果只內銷無法賺錢，而外銷

要考慮的層面又相當多，包括公司

是否有足夠的人才和國際行銷能

力。一般而言軟體產業也仰賴規模

經濟，但目前台灣的軟體公司發展

仍受限，較難和國外企業競爭。

印度軟體產業年產值 200 億美

元，而台灣只有 20 億美元，其中外

商所開發的軟體占多數。之所以會

有這樣的落差，柯學長指出幾個重

要的原因:

參加成立大會校友，左一:黃種智、左二 陳俊秀、左四:尹啟銘、

右四:蔡豐賜、右二:王忠發、石 .林進燈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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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沒有建立正確的智財權觀念，軟體公司的心血得不到合理的報酬。

3. 軟體人才不足:雖然很多大學都設有資訊工程、資訊管理等系所，但

訓練的學生卻不能滿足需求，無法為公司所用。這點是大學教育應該檢討的

地方。

僅管困難重重，柯學長仍對資訊產業的未來表示看好，說明我們還有很

大的成長空間 O 未來台灣的軟體應該努力和製造業結合，藉由原有的優勢發

揮;同時將未來目標瞄準在服務業，尋找各種可能的商業模式 O 將來配合政

府科技化，把 IP 在各行各業結合提昇整體的競爭力 O

柯學長還強調了資訊產業「多 e位使用者就多一分效挂J 的特性，擬定

「石頭湯」的策略: r大家把臼已有的東西拿出來煮，每個人貢獻一點，最後

全部大人皆受益。」著名的 Google 便是利用這個原理將網路的效益極大化。

把握這個原則，台灣的資訊產業終有開花結果的一天。

資訊人心目中的資訊系

接在柯志昇學長專題演講後，便是大會的壓軸好戲一傑出系友座談會。

這一次系友會特別!請幾位在各領域有特殊表現的系友

和大家對談，把數十年的寶貴經驗與學弟妹分享:

尹啟銘學長曾擔任經濟部次長，對台灣的經濟發

展有長遠的貢獻。尹學長首先強調「創新」的重要

性，說明現在知名的企業都講求創新，不論是在制

度、產品等方面。「台灣最具代表性的創新是晶圓代

工，引領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發展， J 尹學長說。尹學

長期訐資訊系成為某一特定領域的 leader '並且為更多

人帶來科技的方便

立合法去

現任資策會執行長一柯志昇學長

蔡豐賜學長目前擔任神達電腦總裁，是台灣龍頭

產業的幾個掌舵手之一 c 蔡學長首先肯定資訊科技的

價值，說明聯強國際和戴爾電腦都是靠完備的資訊系

統在競爭者中脫穎而出。蔡學長並指出，下一波的硬

體多將走向自有品牌，而在同級產品中如何靠軟體來

製造差異化是成功的關鍵。因此軟體產業在未來會日

愈發達，如果能配合台灣的長處 硬體製造，將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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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躍升。



蔡文祥教授目前借調亞洲大學的校長，也是交大資訊學院成功改制的重

要推于 o 蔡教授非常重視學生的創業精神，也建議系友會成立一筆基金，讓

有想法有勇氣的資訊人更加得心應手。蔡學長同時也著重培養資訊產業的領

袖，像國外的 Google 、 Microsoft 及國內的無名小站都是學生創業的典範，台灣

需要更多這類的人才 o

蔡義泰學長目前搪任蒙恬科技董事長，在台灣和大陸都開拓出一片市

場。蔡學長說自己經歷了資訊系幾個重要的歷史:“級的計科系大學生、的

級的計工系碩士生和 78 級的資工系博士生。一路走來和交大資訊系培養出深

厚的情感，在場好幾位資深老師都曾指導過他。目前蒙恬筆以獨特的手寫系

統和1名片辨識系統走出自己的路，其中「差異化 J 是很重要的要素 o

杜家 j賓學長是思科的中國區總裁，在全世界網路的發展上扮演先鋒角

色。杜學長說台灣有很多高科段公司自稱「保二總隊 J '自嘆景氣不好競爭

激烈，只能力守百分之二的毛利率。杜學長說景氣並不是問題的根源: I 同

樣是高科技產業，思科每年的毛利率約百分之一;十(也是保『二』總隊) a J

如果只是一般的製造業也許只能殺價和同業競爭，但公司若是某個領域的龍

頭則可以享有更高的投資報酬率 O

鍾乾癸教授在資訊系幾十年了，看著資訊系從零開始慢慢成長、茁壯，

如今系友會的成立也代表邁入新的里程碑。鍾教授特別注重人文關懷，強調

無論是系上學生的課程、活動或是系友會的運作，都應該以「人」為本，任

何決定都應該以人本思想為評介標準，把人列入解決問題的第-考量;科技

日新月異，唯有人文的素養是永不更送的 O

尾聲

圓」

成為資訊系友會的創會會長;最後參加此盛宴的所有老師、學生、系友及工

作人員移步到工程三館，以「多代同堂」的大合照為今日的系友會劃下完美

的句點。

92 alumni-voice.nctu.edu.tw 交大友聲的7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