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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卡效應在淡江─淡江電機系台灣有名聲 世界有出名

專題報導

文／陳宛琳、林怡彤、李佩穎 

 

根據2007年遠見雜誌大學入學指南報導：企業主管眼裡，未來四年最熱門的科系是電

機系。那麼未來四年那些大學電機系畢業生會是就業市場的搶手人選呢？電機領域種

類與技術廣泛，先進學者與公司廠商無不想找出一條未來的趨勢，過去幾年，台灣電

子產業多認為晶圓廠、手機網路通訊是最佳選擇，殊不知，在世界各地早已燃起小型

機器人的無限可能。電機系自2002年致力於機器人研發後，屢次在世界舞台發光發熱

，於機器人研發領域上打響了知名度，國外許多單位如韓國浦項大學、重慶大學、日

本電通大學等，均主動提供經費邀請機器人團隊參訪、比賽與合作，電機系洞悉未來

趨勢，創立成功的外卡，顯然已將本校電機系學生推向未來就業熱門人選之列。 

除了掌握未來有成，電機系的歷史才是外卡潛伏期的關鍵！自民國60年創系至今，系

友遍布海內外，在電子、電機、資訊等各領域表現優異，創業有成、身居要職者比比

皆是，此為電機系又一外卡。本刊將表列電機系研究團隊近年在國內外競賽中傲人的

成績及電機系系友的優異表現，與全校師生分享。 

電機系亮眼成績 

●2003年獲得FIRA世界盃機器人足球賽之中型組世界冠軍。 

●2006年成立國內第一所機器人研究所。 

●2007獲得FIRA中型組及人型組雙料世界冠軍。 

●2007年獲得國科會智慧型機器人整合型計畫案，金額高達12,675,000元。, 

●2007年度國科會計畫案件數的統計，淡江大學電機系在「平均每一人之計畫數」與

「平均每一計畫之金額」排名上，均為所有私立大學電機系第一名。 

不怕嘗試 不畏艱難 機器人揚眉世界 

「2007海峽兩岸機器人邀請賽：RoboCup人形機器人2對2足球賽亞軍」成員 博六鄭吉

泰： 

大四下，我參加人生中第一次的比賽，雖然拼了命把作品完成，卻沒有得獎，但老師

在乎的是我們付出的努力，而不單單只看比賽成果，雖然只是簡短的一句「辛苦了」

，卻能讓我感覺到老師對我的肯定與信任。在進入實驗室後，老師並沒有因為我大學

時不理想的成績，對我的信心大打折扣，反而給我非常大的發展空間與機會，若是這

些年來的成果要追溯源頭，我認為是系上有「師者，有教無類」的好典範。這些參加



競賽的成績，也讓我很有自信地為自己設定未來目標，我們不一定是小人物，因為夢

想的高度，決定未來的高度，只要願意，有朝一日也可以在自己的領域上讓台灣名揚

世界。 

 

「2006年FIRA機器人足球世界杯：中型視覺自主機器人組（RoboSot）冠軍」成員 博

一劉智誠： 

經過這幾年機器人參賽經驗，系上漸漸開設機器人相關的實作課程，例如現在大一必

修的樂高機器人實驗課，可以讓學生快速了解機器人的基本架構，搭配競賽式的教學

，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意願。這樣的課程規劃，為我們奠定一部份基礎的概念，也

有助於日後學習理論或程式，或許學習的過程是辛苦的，但系上資源豐富，老師和學

長姐也願意傾囊相授，只要學弟妹願意，一定也喜歡一起作研究。 

 

「2003FIRA世界盃機器人足球賽（FI-RA Cup）中型自主機器人組（Ro-boSot）冠軍

」成員 博二黃楷翔： 

系上提供一個很好的學習與成長環境，不僅止於實作與比賽中技術的成長，更是學習

團隊合作與領導統馭的機會。2003年實驗室第一次遠征國外戰場比賽時，曾經碰到的

最大困難是關於「國旗」的問題，因為是第一次出國比賽，所以年輕氣盛的我們和部

份與會者發生了摩擦，但最後我們在比賽場上拿下電機系實驗室第一個國際大賽的冠

軍，揚眉吐氣，也奠定了日後發展的基石。我認為，不管參加什麼比賽，贏了，就是

肯定自己的實力，輸了，也算是拓展自己的視野！ 

 

「機電設計與整合科技教育改進計畫『2003台灣機器足球員大賽』專題實作競賽『一

對一機器足球系統』冠軍」成員 博四李世安： 

電機系是一個多元化的科系，不單只有傳統的電機課程，還包括通訊、晶片、控制、

VLSI及機器人研究等，多元的研究領域，讓系上每個人都得以發揮不同的專長。也由

於電機的領域非常廣泛，理論與實作都重視，所以學習時會很辛苦，但吃得苦中苦

，方為人上人，未來得到的成就感往往會比其他人還多，希望學弟妹們能夠永遠保有

一顆學習的心，不怕艱難，也不要害怕嘗試跟失敗，才能立下穩定的基礎。 

 

「『精密機電整合科技教育改進計畫』專題製作及競賽之『2004年台灣機器人足球大

賽：RoboCup多對多機器人足球賽』冠軍」成員 博四王侯禕： 

系上每位老師都學有專精，如果想幫機器人做電磁力的射門機構，就會想到教過電磁

學的賴友仁教授，如果是控制器設計，就會想到翁慶昌教授的模糊控制器，或是周永



山教授的強健控制。碰上瓶頸時，老師就是我們諮詢的顧問，很多自己無法解決的難

題，在老師的細心指導下，都能慢慢產生新契機，使自己朝正確方向一一解決，能有

一個這麼好的研究環境，隨心所欲的施展所學，真是太棒了！ 

鎖定目標 紮實學習  電機人是淡江的驕傲 

佘瑞豐 精運精密工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淡江學風開放，能融入不同文化，也有許多課外活動，學生可藉此增長視野，學習不

同思考方向，並接觸不同事物。從淡江畢業的學生，不像許多國立名校學生有一種優

越感，反而更加努力，以能力獲得肯定，成為企業最愛。 

 

方昱智 福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一開始我就鎖定未來目標，非電子科系不讀，進入淡江電機系後，系上老師非常嚴格

，常利用早自修時間考試，每天都要先考試才開始上課，功課壓力很大，但也因為紮

實的課業訓練讓我打好基礎，一路從工程師，到創業當老闆，一步一腳印，踏踏實實

走過來，才有現在的成就，我以身為淡江人為驕傲。 

 

蔣文傑 碩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電機系開課多元、領域廣泛，除了重要的基礎科目，還開設很多興趣選修課程，在校

時我就體認到工程數學是重要基礎，所以在這門課下了非常大的工夫；而且當時就想

好未來要當專業經理人，所以每科都非常認真研讀，各方面都做好充足準備，自我要

求也很高，培養出解決問題、掌握契機的能力，所以出社會獲得最多的是自信。也建

議學校，專利領域的人才很缺乏，應好好培養，並增加產業建教合作。 

 

賴永康 中興大學電機系副教授 

電機系專題與高年級之課程設計，可依的能力、興趣分組選修，彈性很大，並不侷限

學生發展的可能，。我對於半導體、計算機等課程很有興趣，所以將這些課放在首選

，也因為有興趣，使我學習更積極，進步更快速，所以現在能在學校任教，作育英才

。 

 

掌握趨勢 電機系引領外卡風騷 

◎洞察先機 取經國外 

微軟總裁比爾蓋茲在2007年預言機器人會是下一代最具潛力與遠景的產業，而電機系

系主任翁慶昌早於2002年在韓國參加研討會，便了解世界未來趨勢「機器人時代即將

來臨」，回國後著手帶領電機系進入機器人領域實務的操作，是電機系機器人團隊在



世界舞台展露頭角的先機。而機器人團隊在參與國際競賽時，與來自各國的學生接觸

，與他們技術交流學習，了解他們的基礎能力包括語文、數學及人文關懷等，不但增

廣國際視野，也培養學生具備全球化競爭技能，因應現今多元化職場生涯之挑戰。 

 

◎團隊合作 致勝關鍵 

團隊合作是機器人比賽勝出的條件，優秀的團隊才可以使每個人發揮出潛在的能力

，整合每個人的能力，凝聚成無法匹敵的戰鬥力。電機系自大學教育起，便致力於培

養學生團隊合作，例如：專題課程及電工實驗、電子實驗課程便讓學生以團隊合作的

方式學習並研發專門領域的技術，正是這種團隊合作的精神，讓機器人團隊在國內外

參與競賽能所向無敵，獲得勝利殊榮。 

 

◎課程多元 理論實務並重 

關於電機領域與技術非常廣泛，電機系在課程規劃上不僅提供在學理紮實的訓練，也

給予工程實務上的技術訓練，培養學生探求知識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助其未來就業掌

握契機，適應未來社會脈動。 

專題與高年級課程設計，則依據學生能力與興趣分組選修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計算

機系統或控制工程等領域，並不侷限學生發展的可能，並建立師生互動、追隨研究的

模式，讓學生學有所長，因應就業升學準備。 

 

◎產學合作準備就業 專利課程培育人才 

電機系長期與校外廠商進行產學合作，提供學生與業界接觸並實地操作的機會，如康

舒科技以獎學金方式，讓大三、大四或研究生前往實習，從參與過程中，了解業界動

態與自身興趣，提早準備就業。專利方面，目前由電機系教授李揚漢開設「高科技專

利取得與攻防」，這是研究生必修課，因為許多來工學院「CEO講座」演講的校友都

表示，業界非常需要專利人才，擁有專利技術的畢業生，他們會優先錄取，這一門課

將有助於培養出符合業界需求的學生。 

 

◎系友回饋捐款 參與認證把關教學品質 

電機系每個月寄發電子報給系友，讓系友了解母系的現狀，而系友也積極與系上接觸

，主動成立基金、獎學金等，幫助學弟妹完成學業，或提供就業實習機會。另外，工

程認證一直是建立優質環境、提升教學品質的指標之一，許多在業界擔任要職的系友

，為回饋母校排除萬難參與工程認證業界代表詢答，傑出表現引起委員的關注，是電

機系工程認證的一大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