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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舒宜萍

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舒宜萍、記者黃柔蓁淡水校園報導】物

理系主任莊程豪帶領學生，兩篇期刊論文

登上國際重要期刊，分別是《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JACS》的「Atomic 

Insights into the Competitive Edge of Nanosheets 

Splitting Water（ 從 原 子 角 度 說 明 奈 米 片 的

水 反 應 競 爭 優 勢 ）， 及《PRX Energy》 的

「Operando X-ray and Mass Spectroscopy of 

Reduced Graphene Oxide (rGO)-Mediated Cobalt 

Catalysts for Boosting the Hydrogen Evolution 

Reaction（透過原位 X 射線和質譜分析討論還

原氧化石墨烯如何促進鈷催化劑的氫氣析出

反應）」，《JACS》影響因子高達 14.5，《PRX 

Energy》則為 2022 年開始接受投稿的新期刊，

2025 年才公布影響因子。

　助理教授王孝祖，連續發表 2 篇學術國

際高影響力重要期刊，第１篇「WS2 Moiré 

Superlattices Supporting Au Nanoclusters and 

Isolated Ru to Boost Hydrogen Production（WS2

超晶格支撐 Au 奈米團與 Ru 單原子以達到

高效能生成氫氣）」，躍登材料界頂尖期刊

《Advanced Materials》；第 2 篇「Interrogation 

of 3d Transition Bimetallic Nanocrystal Nucleation 

and Growth Using In Situ Electron Microscope 

and Synchrotron X-ray Techniques（利用同步輻

射臨場技術探討 3d 雙金屬奈米顆粒生長機

制）」，榮登奈米界最頂級的美國期刊《Nano 

Letters》。

　教授董崇禮 11 月則有兩篇刊登國際期刊，

以「Direct Identification of O-O Bond Formation 

Through Three-Step Oxidation During Water 

Splitting by Operando Soft X-ray Absorption 

Spectroscopy（原位 X 光技術直接觀測水分解

三步驟氧化過程之氧 - 氧鍵成型）」，躍登

《Advanced Science》封面，該期刊被物理與

材料領域認可屬於第一優先 Q1 期刊，目前影

響因子高達 15 以上。另一篇「Energy storage 

chemistry: Atomic and electronic fundamental 

understanding insights for highperformance 

supercapacitors（電化學儲能 : 超級電容之原

子與電子結構之洞悉）」刊登在《Applied 

Physics Reviews》。莊程豪表示，物理系積極

尋求國際合作，感謝各位教師也努力投刊，

讓學術研究增加國際能見度。

　【記者吳沂諠淡水校園報導】Airiti 華藝數位 11 月

9 日在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廳舉辦「華藝 2023 年

度台灣學術傳播獎」頒獎典禮，遴選全球下載次數、

傳播次數名列前茅的學位論文與其作者，獎勵創作者

的學術成果。本校《淡江理工學刊》、教設系《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獲期刊組最具多樣性期刊，教育學

院院長、教設系教授陳國華代表教設系前往領獎；財

金碩專畢業生陳雅惠「台灣金融業 ESG 與財務指標

對股價報酬的影響」、電機系人工智慧機器人碩士畢

業生林彥宏「基於 Chatgpt 輔助學習系統設計」獲學

位論文組最佳傳播獎。

　《淡江理工學刊》總編輯，水環系教授李奇旺感謝

獎項的肯定，認為這是理工期刊的努力成果。該期刊

近年來積極尋求國外審查者及作者合作，以縮短論文

審查時間、降低論文接受率、強化論文可讀性、提高

學者投稿意願為目標，以逐年提升期刊影響力，未來

將持續朝此方向努力，達到優質永續期刊的目標。

　陳國華恭賀《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獲獎，說明

該期刊迄今已得到來自多達 119 個國家的研究引用，

感謝編輯團隊所有人共同的努力，期許繼續朝 SSCI

邁進。期刊主編，教設系副教授陳思思以學者、實

務工作者和期刊主編的觀點，認為《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是一份有影響力的學術出版物，致力於推動

未來研究作為跨學科領域，反映未來學的多樣性和共

同責任的核心原則，在未來研究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林彥宏分享，ChatGPT 的出現，對於資料整理和資

訊提供有顯著的幫助，他的研究著重於將其應用於國

高中生的課程學習，希望將資訊科技融入課程，提起

學生們的學習興致，並幫助學生解決可能的問題。他

特別感謝電機系助理教授廖書漢、台北教育大學教授

周建興的推薦和協助，也感謝臺北教育大學同學和自

己合作。

東亞日本研究者協議會臺灣大會淡江舉行 首度安排AI主題演講

淡江大學X新光人壽 共同開發金融保險業視障友善服務

第八屆東亞日本研究者協議會由台灣日語教育學會理事長，現任本校村上第八屆東亞日本研究者協議會由台灣日語教育學會理事長，現任本校村上
春樹研究中心主任曾秋桂擔任執行長。（攝影／李而義）春樹研究中心主任曾秋桂擔任執行長。（攝影／李而義）

　【本報訊】本校視障資源中心與新光人壽，11 月 15 日

發表國內第一套「金融保險業者視障友善服務整體解決

方案」，邀請 20 位視障者親臨新光人壽板橋服務中心體

驗友善服務流程。

　新光人壽積極落實公平待客，推動友善對待高齡、身

心障礙等各弱勢族群，2023 年與視障資源中心簽訂合作

備忘錄，規劃打造國內首套「金融保險業者視障友善服

務整體解決方案」，包含三大部分：「視障友善服務推

廣」：以神秘客方式了解現有服務流程，並提供員工教

育訓練，讓同仁更認識視障者及其需求；「無障礙檢測

諮詢」：以現有服務據點、網站／ App 為基礎，與業主

共同研議，並提出具體可行的無障礙改善建議，改善過

程提供使用者無障礙檢測，及後續更新之檢測維護與建

議服務。

　「服務流程優化與推廣」：產出客製化具體可行的視

障友善服務流程。服務流程包括：專人引導、友善簽名、

專屬移動式服務鈴、視障點字地圖、專人保單健診、友

善 App 與網頁等。今年各項流程、設備優化已陸續落地，

更由董事親自參與視障體驗活動，並給予服務建議，帶

領同仁們一同提升視障者使用保險服務的環境，展現致

力打造更具包容性金融友善環境的決心。

　今年新光人壽持續優化視障友善服務，逐步建置視障

服務 SOP，推行客製化且可施行的視障友善服務，並針

對第一線服務同仁展開視障服務的教育訓練。活動也邀

請董事黃信昌及多位高階主管共同響應，提出改善建議，

也希望參考視障者的回饋修正，持續優化公平待客服務

流程，讓視障朋友都能在安全、便利的環境中，輕鬆取

得保險服務。

　視障朋友李小姐在參與體驗活動後更特別感謝新光人

壽對視障者的重視，並分享尤其是移動式服務鈴及友善

簽名，讓眾人都深刻感受到保險服務變得更貼近視障族

群的需求。

本校視障資源中心與新光人壽合作開發國內第一套「金融保險業者視障友本校視障資源中心與新光人壽合作開發國內第一套「金融保險業者視障友
善服務整體解決方案」，11月15日進行發表。（圖／視障資源中心提供）善服務整體解決方案」，11月15日進行發表。（圖／視障資源中心提供）

（左圖）（左圖）教育學院院長陳國華，代表教育學院院長陳國華，代表《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領獎；《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領獎；（右（右
圖）圖）《淡江理工學刊》總編輯，總編輯，水環系教授李奇旺。（攝影／李而義）。（攝影／李而義）

物理系主任莊程豪（左圖左起）、應用博二歐茲比與物理四蔡孟軒合作，物理系主任莊程豪（左圖左起）、應用博二歐茲比與物理四蔡孟軒合作，王孝祖（右圖左）王孝祖（右圖左）
與專題生物理四李承祐合作，學術論文躍登國際重要期刊。（圖／物理系提供）與專題生物理四李承祐合作，學術論文躍登國際重要期刊。（圖／物理系提供）

《淡江理工學刊》《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獲華藝台灣學術傳播獎

莊程豪 董崇禮 王孝祖師生論文躍登國際重要期刊 

　【本報訊】「東亞日本研究者協議會」2024

年 11 月 8 至 10 日在本校舉行。大會安排四場

主題演講，於 AI、歷史、語學、文學等面向，

提供東亞地區從事日本研究的學者跨域視野。

本校資工系特聘教授張志勇以「生成式 AI 對

人文社會領域研究的新契機」為題，說明 AI

思維的重要性，並以「花若盛開、蝴蝶自來」

這句話來鼓勵與會的學者，主動地 AI 賦能，

並發揮影響力，很多的機會自然到來，令與會

463 位學者印象深刻。

　此為東亞區域跨國界、以日本研究為主體的

學術研究協議會，由韓、中、日、台五位學者

於 2016 年發起，已邁入第八屆，今年輪由台灣

主辦，台灣日語教育學會理事長，現任本校村

上春樹研究中心主任曾秋桂擔任執行長，承辦

台灣大會。為呼應該中心近年的研究取向，及

本校「AI ＋ SDGs ＝∞」校務發展方向，安排

張志勇以 AI 主題進行大會演講。

　張志勇說明 AI 思維，包括 AI 科技的目標、

AI 科技過去所發展的歷史、AI 科技現今的新

知及工具，以及 AI 科技未來的趨勢、可能的

產業應用、以及伴隨的機會及挑戰。他強調人

文社會領域的學者，不僅需加上 AI，更需融入

AI 於專業的領域，包括教學與研究。從知道

AI 新知、瞭解 AI 新知、熟悉 AI 工具、內化賦

能、融入專業、洞察未來到發揮影響力，漸進

式的 AI 賦能，自然能增加人文社會專業領域

的深度與廣度，並能提升教學與研究的效能。

　另三場主題演講，由京都大學名譽教授山室

信一、早稻田大學教授森田典正、前首爾大學

國際學院院長朴喆熙主講，分別從 AI、歷史、

語學、文學等面向，闡述各領域的現況及未來

可能面臨的課題。各專題討論內容以東亞為主

軸，橫跨歷史認識問題、思想交流、宗教交流、

高齡化社會及福祉問題、政治與國際關係、經

濟、日語教育導入 AI 與數位化等 14 個領域，

不僅提升東亞日本研究的學術能量，也促進跨

國、跨世代、跨領域學者間的互動交流。

　曾秋桂致開幕詞說明，本屆大會籌備工作由

本校與東吳、輔仁、臺大、文化等相關日文科

系教師及學生組成 50 人團隊，並獲得日本國

際交流基金會、東芝國際交流財團及國科會補

助。除主題演講外，另由 26 組專題小組討論及

144 篇個人論文組成，總計 463 位學者及博士

生與會，參加人數刷新往年紀錄。會後各大學

代表召開營運委

員會，決議 2025

年由韓國翰林大

學接辦。

　開幕式中，發

起人之一、前文

化大學校長，現

任東吳大學講座

教授徐興慶向各

國學者說明協議

會成立背景及未

來發展願景。並

預告將成立「東

亞 日 本 研 究 學

會」，為研究學

者創造更寬廣的國際交流平台，期望能與北美

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歐洲日本學會（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Japenese 

Studies）合作，促進跨越東亞區域的學術及人

際交流，使學術活動更加活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