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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元化社會的挑戰：跨領域整合人才—【A3】—DIGITIMES網 

3. 鑄造傳承、在地育才 教育部參訪「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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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攜手國際頂尖名校培育國際工程人才 

2019-12-12．文 /傅秉祥 

   為提供學子更豐富的國際學習資源，中原大學工學院積極與國際名校建

立跨域、跨校、跨國之工程人才培育合作平台，12 月 6-12 日陸續與日本東

京大學及東京電機大學、俄羅斯莫斯科大學及聖彼得堡工業技術與設計大學

等具傑出工程領域聲望之全球頂尖大學，在日本、台灣分別舉辦雙邊工程學

術論壇，攜手培養具國際競爭力且專業與人文素養兼備的現代工程人才。 

 這幾場雙邊論壇主軸分別為 6 日於東京電機大學研討「工程設計」、10

日東京大學交流「薄膜生醫與材料」、12 日在中原大學邀請俄羅斯兩所大學

探討「工程力學」，均由中原大學工學院院長鍾財王親自帶領各系所相關領

域教授團隊進行交流。日本東京大學工學院院長大久保達也、東京電機大學

校長 Tadahiko Ibamoto 及莫斯科大學助理副校長 Igor P. Bochkov 等重量級

學者亦代表各校表達支持，親自主持論壇並參與實質交流活動。 

   中原大學工學院院長鍾財王表示，跨國雙邊論壇用意不僅是舉辦國際學

術會議，主要是希望找到雙邊可以合作交流的項目，逐年增加實質合作內

容，真正落實且接地氣地建立雙邊長期穩定人才培育與學術合作的紮根工

作。例如今年暑假中原大學工學院學生已分別前往東京或莫斯科等地進行國

際移動學習，即將到來的寒假也將再遴選學生前往已對接合作之研究室進行

短期交換，深化雙邊教育與學術交流。 

   中原化工碩一學生藍禹捷今年 9 月被選派至日本東京大學參訪，她十分

感謝學校提供海外學習的機會，除了擴展視野外，也藉由與不同背景的學者

討論，激發學術上的靈感，「更重要的是，透過海外交流，更加認識自己，

也更了解自己具有的優勢及需加強的能力。」藍禹捷景仰東京大學的學術實

力與校園環境，希望下次能以交換生的身分到東大進行更深入的學習。 

   中原大學為培育具有世界觀及國際競爭力的學生，多年來積極推動國際交

流與合作。中原雖沒有財團奧援，卻堅持給學生最好的教育品質，其中廣大校

友的支持扮演關鍵力量。近來除了勤美集團董事長林廷芳捐資整修「聯榮工學

講堂」，提供學弟妹嶄新的專業研討學習空間；實英實業集團總裁邱秋林設立

「中原大學與東京大學交流基金」、旅美校友陸華等人均捐款支持中原師生至

東京或莫斯科等地進行國際移動學習，「此由校友企業資金全方位支持，進行

與全球知名工程名校實質學術交流、共同人才培育之平台建置及運作模式為國

內少見。」鍾財王指出中原大學與其他學校不同之處。 

   中原大學順應社會與產業界需求，專注發展研究特色，積極投入 5+2 重

點產業並鏈結桃園智慧城市，以中原大學工學院教授群為主力之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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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整合跨校際資源與研發能量，在智慧製造、薄膜技術、生物資源產業、

模具與成型等科技研發領域居翹楚地位，全力協助政府推動 AI 科技及循環經

濟。目前東京大學與中原大學便是以薄膜技術合作研發為主軸，由此可見中

原大學師生之研究能量，已受到國際注目。 

    中原大學表示，中原大學工學院化工系、土木系、機械系、醫工系、環工

系已全數通過 IEET 國際工程與科技教育之認證，與國際工程教育全面接軌。

中原大學透過與國際頂尖大學合作及校友企業支持，共同培育兼具品格、專業、

創意及世界觀的工程人才，這也是中原大學畢業生連續多年榮獲「企業最愛大

學」肯定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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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社會的挑戰：跨領域整合人才 

2019-12-16．文 /吳誠文 

    也許有不少人覺得跨領域整合人才沒辦法在大學裡培育，因為教授一般

都是一輩子鑽研一門學問，因此跨領域整合人才培育理應由社會需求端自己

負起這個責任。但最近這幾年社會對人工智慧(AI)人才的需求暴增，台灣的

大學沒有理由不好好思考，為我們社會迫切需要的跨領域整合人才，有更積

極有效的作為與貢獻。 

    先進國家的一流大學早已紛紛針對跨領域整合人才培育，積極執行各式

非傳統做法，如新加坡政府也在 2010 年耗費鉅資邀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MIT)到新加坡，進行一項大膽的高等教育實驗性計畫，協助新加坡於 2012

年成立了「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SUTD)」，是世界上第一所結合設計、創

新、研究、與工程的大學，強調跨科際學習研究、人本與設計導向、數位競

爭力及解決大尺度真實世界問題，在 2015 年進入完整運作的模式，並且在短

短幾年內名聲逐漸竄起。 

    這個實驗的成功也讓 MIT 決定採用嶄新的方式改造自己，於 2018 年成

立一個新的 College of Computing，聯結既有的五大學院進行跨領域教學與

研究。其設計重點包含「跨領域雙語(雙專長)人才培育」與「社會課責之運

算研究與應用」兩大元素，並以 AI 運算為核心競爭力。 

    為什麼要強調 AI 運算及跨領域系統整合人才培育？因為社會發展多元

化以後，這一類人才的需求明顯增加，而它也牽涉到國家與社會的安全與繁

榮。 

    2008 年金融海嘯橫掃全球後，茉莉花革命緊接著席捲北非與中東，之後

出現了大量的難民湧進歐洲，尋求工作與生存的機會。金融海嘯曝露的不只

是貪婪的金融機構造成的毀滅性災難，更透露出如果資源只掌握在少數人手

裡，可能造成全球工作機會與財富不公平或不恰當地重分配。過去這幾年來

中南美洲經濟難民湧向北美洲，也有部分是這個原因。機器運算資源如何讓

一般人會使用，並普遍地可以合理使用，是確保國家與社會安全與繁榮的嚴

肅課題，也是以 AI 運算為核心的跨領域系統整合人才培育所繫的重要性。 

    在機器運算科技快速演進的時代，如果教育不跟上腳步，很可能會造成

未來社會的發展失衡。台灣的科技發展緊追先進國家，但是並非高枕無憂，

因為在「科技與機器應該服務人類社會」的前提下，相關的教育與研究議題

及產業結構尚未被合理發掘。在進入多元化社會的時代，跨領域整合人才扮

演的角色將越來越重。相較於操作五花八門的世界大學排名，這反而是大學

所面對更重大的挑戰，也是對社會負責的更重要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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鑄造傳承、在地育才 教育部參訪「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

合作專班」 

2019-12-18  

    臺灣鑄造品工業同業公會主動發起在地培育人才以繁榮地方需求，在教

育部產學攜手合作計畫支持下，獲得雲林科大、西螺農工、虎尾農工響應，

教育部潘文忠部長今(18)日特地拜訪源潤豐鑄造股份有限公司，潘部長表

示，教育部全力支持技職教育培育臺灣產業所需的各級技術人才，未來將整

合部會資源擴大推動，為國家培育產業中高階人才。 

    107 學年度開設「智能示範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1 班，計 7 家廠商

參與，38 位學生以正式員工身分至雲科大在職進修且起薪三萬元，逐年得按

照勤惰與考取乙級證照等表現提高薪資，大四畢業後薪資達五萬元以上；學

校課程以產業實務實習及務實致用課程為主體，例如大一安排職場衛生安

全、工作倫理等課程，再將理論課程穿插在其中的方式安排，並採計職場工

作學分。108 學年度開設 2 班，目前正就讀技術型高中三年級。 

    教育部潘部長文忠 18 日特地拜訪源潤豐鑄造公司，以瞭解第一屆專班 8

位員工在廠區工作情形，並至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參訪

第二屆專班業師協同教學現場。已在源潤豐工作並在雲科大進修的第一屆專

班生林諺鋐分享，「先投入職場可以立即減輕家中經濟負擔，所以很幸運自

己透過甄試加入本專班，對未來不再徬徨。」 

    臺灣鑄造品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廖坤成表示，臺灣鑄造產業年產值約新

台幣 1,000 億元，全球排名第 13，產業急需優秀人才投入，感謝教育部的支

持與學校的響應，2 年來已有 13 家廠商肯定本專班，願意提供良好的在職進

修工作條件及各項薪資福利。合作夥伴學校，雲科大校長楊能舒、虎尾農工

校長李重毅與彰師附工校長石文傑都認為，學校具備培育學生成為產業各級

人才的能量，支持鑄造公會與學校共同承擔技術傳承、在地育才的重任。 

    教育部 106 年起積極與經濟部、勞動部合作，整合部會力量共同為臺灣

產業人才培育工作努力，潘部長表示，教育部全力支持技職教育培育臺灣產

業所需的各級技術人才，本專班由鑄造品公會主動整合廠商發起，是技職教

育產官學合作人才培育的典範，未來將整合部會資源擴大推動，為國家培育

產業中高階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