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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卡效應在淡江─土木系：工程實務重演練　營建課程廣拓就業力

專題報導

（土系系國內外優秀校友請點選右下角&quot;檔案下載&quot;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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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校土木工程研究所結構組，於天下雜誌《CHEERS》出版的「2008年最佳研究所指南

」中，獲選為具特色的研究所之一，是土木工程類別中唯一的私立大學，多元學習環

境並具資訊和管理課程輔助的土木工程專業訓練，另輔以教師長時間駐校輔導學生

，以培育出土木專業理論和企業管理兼備之現代化工程人才。 

系主任楊長義 

在國家的發展中，土木工程向來是開發中國家最重要的起步，近年為因應市場人才需

求的改變，因此於民國93年將大學部分為兩組，分別為「工程設施組」與「營建企業

組」，前者屬於傳統土木領域，而後者則較偏向商管科目，其中營建企業組在當時更

為全國首創，學生除學習基本土木課程外，另著重於管理、財務、行銷與法律相關領

域課程的結合，並於民國96年碩士班新增「資訊科技與營建企業組」，培育跨工程與

企業管理的土木人才。 

土木系擁有專屬實驗室，如風工程實驗室、瀝青實驗室及土壤力學實驗室等。其中風

工程實驗室協助國內完成多項高層建築物檢測，加上系上師生長期不斷地投注大量時

間、心力，因而造就風工程實驗室斐然之研究成果，奠定淡江土木系的「風工程」在

各大專院校的領先地位，並於民國91年更名為「風工程研究中心」，目前每年約爭取

到佔全校30%的研究案與經費。另外，土木系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議進行學術交流

，辦理相關講習課程，將專業知識、研究成果回饋社會，如：亞太風工程學術研討會

（APCWE-VII）等。 

 

全國首創培育土木跨領域人才 

大學部起分組授課，兩種截然不同的學習領域並存於土木系中，分別為工程設施組與

營建企業組，一方面培養土木工程專業人才，另一方面培養兼具土木工程和管理、法

律知識的跨領域人才，迄今畢業人數已逾六千人，遍布於學界、政府工務機關、工程

顧問公司、營造公司和建設公司等。兩組在課程安排上，除了共同必修的通識核心課

程與土木基本專業課程外，另有針對各組發展所需，量身打造的專業科目。 

在研究所的部分，分組更為縝密，其中結構工程組以研究結構動力學相關之風力工程



及地震工程為發展特色；大地工程組則是基礎之動、靜態分析，及岩土邊坡工程為研

究重點；運輸工程組以鋪面工程管理及鋪面材料作為研究，如道路及機場跑道，並研

發軟體改善現有設計和規劃；而資訊科技與營建企業組則以營建產業之經營與工程專

案管理為研究對象，結合資訊科技進行管理議題分析、工程決策支援、資訊管理與整

合以及工程生命週期各階段應用系統開發等研究，以推動營建業企業經營的資訊化。 

土木系於民國49年成立五年制測量專科，並於民國56年更名為土木工程學系，而後陸

續成立研究所碩、博士班，且大學部於94學年度通過「中華工程教育認證」，讓畢業

生的學歷可直接獲得國際會員國承認，並可跨國參加專業技師證照取得，如APEC工程

師等，有機會進一步於國際間執業。研究所亦於96學年度通過，確立土木系在培育工

程人才及課程變革上的成效。有感於未來人才需求不再僅侷限於傳統土木工程的工作

，土木系全國首創「營建企業組」，將管理、財務、行銷與法律等相關課程引入並加

重，使畢業生具備土木相關知識，以及資訊技術能力、財經、管理與工程法律的思維

，提升自身之競爭力，使得就業市場更為寬廣。 

專業師資各有所長 

目前系上教師共計19名，包含教授8名、副教授7名，以及4位助理教授，其研究領域

涵蓋結構工程、風工程、人工智慧、專家系統、大地工程、衛生工程、鋪面工程技術

、資訊技術於工程之應用、營建專案管理，以及工程法律與爭議處理等方面；而在學

術研究案上，更展現系上教師群體合作的默契，各自發揮所長，展現研究成果，如風

力規範修訂、追風計畫及實場量測。此外，系上專任教師駐校時間長，除上課、參加

校內外會議和從事專業服務工作外，多駐留在研究室內，安排時間會見學生，輔導學

生課業和生活問題。 

主辦國際研討會開拓實務工程視野 

土木系師生參與國際交流頻繁，多次赴中、日、韓、美等國家參加研討會，並與中國

大陸交流密切，多次籌辦大型研討會，如民國94年舉辦的「2005兩岸鐵道工程技術與

營運管理學術研討會」、95年「兩岸地工風險管理研討會」，及96年「全球華人風工

程論壇」。近年來，多位教授受邀至大陸多所學府進行專題演講，如教授鄭啟明即分

別應邀前往同濟大學、西南交通大學、寧波大學、浙江大學、湖南大學、武漢大學等

。 

去年副教授王人牧前往哈爾濱工業大學參加大陸結構風工程基礎研究研討會，並在會

中簡報本校風工程研究中心預計今年11月初與中華民國風工程學會主辦的「第七屆亞

太風工程學術研討會（APCWE-VII）」，與會人員遍及國內外學術及工程界，藉此提

供國際學術交流平台之外，更希望透過眾多國際間風工程領域知名學者的論文發表與

研討，開拓國內風工程的研究人員與實務工程界視野。 



緊接在APCWE-VII後，召開同樣由本校風工程研究中心與Global COE Program of 

Tokyo Polytechnic University共同主辦的「第五屆亞太區域經濟體之風載重暨風環

境規範協調研討會（APEC-WW 2009）」，藉此研討會達成協調亞太經合會各經濟體之

結構風載重與風環境相關議題法規的合理相容性。 

風工程研究成果表現亮眼 

土木系設有專屬實驗室，藉由實驗過程與成果，讓學生學習的理論基礎得以相互對照

、印證，如風力工程、土壤性質、工程材料、機械金屬材料與路面材料的教學及試驗

等，各實驗室均購置多項精密儀器，如都卜勒光波雷達監測系統、地表風速計測器、

脈衝探針流速測定儀等，提供教學與研究使用。 

其中風工程研究中心，獲頒95學年度團隊研究績優，針對風力工程與大氣環境進行研

究與發展，包含工程、建築、區域開發、環境科技，提供業界關於風工程與大氣環境

的諮詢、風洞測試、數值模擬、氣象資料分析與評估，也就是測試風力對建築物或其

他結構物之影響，以及都會地區之風場環境與居住品質評估，和週遭交通設施在強風

作用時之運轉評估，如捷運車輛、高速火車、直昇機降落平台等，配合國內建設，針

對營造、建築、都市規劃、環境保護及產業保險界的需求，負責對外的工程設計、營

建技術諮詢、服務與規劃。受理案件包括中正機場第一航廈站體擴建工程風洞試驗計

劃、雙子星C1、D1大樓興建工程風洞試驗等。其研究成果也為本校爭取學術研究案與

經費，95年約有1千8百萬；96年2千2百萬；97年2千萬。除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中心

亦積極培育優秀人才，每年舉辦風工程週，發表歷年成果。 

 

校友憶當年 

實際案例解說體驗建構工程 

三菱建設機構總經理韓道昀 

回想在淡江求學期間，系上的老師都鼓勵學生考取執照，故會將學習重心放在結構、

土壤、力學基本學科。大學四年，為我扎下深厚的專業基礎，礙於時空背景，較少實

務性課程，但有3位教授的實務教學，在當時的學習方式是少見的，如：「鋼筋混泥

土」的賈駿祥老師除了教導原文書中學術原理外，更整理相關中文資料，搭配實際案

例解說，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在民國六十初的年代，這樣的老師是非常少的，因此每

次上他的課總是特別期待。教導「公路工程」的陳世圯老師因為當時在公路局任職

，每次上課時也會加入實際業務解說，告訴我們公路是如何做的，讓我們知道該如何

去看待相關議題。而當時系主任呂繩安，也令我記憶頗深，據說當時是張創辦人遠從

美國邀請回來，在土木界是大師級的人物，教授「建構學」，學長們都大力推薦。 

淡江人特有的熱情和團結，也是我大學時代擁有的驕傲，大學時曾有土木系老師開玩



笑的說：「就讀土木系要比一般人擁有更好的體力。」便和一群同學邀約參加唐手道

社，並擔任社長，這樣的經驗，讓我早一步和世界接觸。 

專屬實驗室擁有豐富資源 

蘭陽技術學院創意設計學群群長兼電腦應用工程系主任胡光復 

從大學四年、碩士一直到博士我都選擇在淡江大學就讀，不只因為淡江優美的風景

，更因為土木系的多元課程，除傳統設施工程外，教師更會結合管理知識和資訊課程

的應用，例如上「鋪面工程」時，除基本工程設施的要求外，老師也會教導我們當工

程擴大後相關經費問題控管方式、人力方面的配置、資訊專業軟體教授，這也是我現

今成為電腦應用工程系系主任原因之一。系上擁有專屬實驗室，也讓我們相較於其他

私立大學生擁有更多資源，因為當時主修鋪面工程，瀝青實驗室的存在，對於當時研

究、實驗給予很大幫助。學校也大方提供實驗室，有相關研究，只要向系辦登記，獲

得許可就可以使用。對我們來說是一大福利，系上教師有空時也會給予幫助。 

印象最深刻的老師是碩博士班的指導教授張德文老師，他對事情一絲不苟的態度深深

影響我，每次上課之前他都會準備充足資料，上課時要求我們分組討論，讓我們探討

議題中所隱含之物理意義,，進而思考到對社會的影響，讓我們不單使專注在學科上

，更進一步落實到社會中。而他所要求的工作，都會要我們做到最好，讓我往後在處

理事情時，在能力範圍內都會要求自己要做到最好。 

知識應用在演練的實驗課程 

樸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蘇建彰 

大學畢業後繼續深造，當時同時考上了淡江和海洋大學土研所，與業界有良好互動的

淡江吸引了我，毅然決然的放棄國立海洋大學，選擇淡江。土木研究所課程豐富，更

提供相當多力學相關課程，滿足對力學有濃厚興趣的我。眾多課程中，又屬實際演練

的實驗課程最吸引我，當初做的研究是「模擬岩石裂縫中的力學行為」，利用石膏做

模型，觀察石膏受到壓力時會產生什麼情形，進而分析相關社會應用問題。過程中雖

遭遇到許多困難，但能將課程中習得之知識應用到實驗上的感覺真的很棒。 

兩年碩士生涯中最令我深刻的老師是楊長義老師，他對待事情總是抱持著樂觀態度

，處理人際關係的修養也相當好，從未輕易看他發怒。在我日後踏入職場工作時有很

大幫助，遇有不順心的事發生時，總是以他為典範，提醒自己待人接物要更圓融。同

時也改變我念書的態度，不再只是為了考試而讀書，而是做學問，在觀念方面不再只

是自己以為是，而是需要更多數據、資料的佐證，才得以成立。研究所也培養我們觀

察事物，如何找出問題，並自己尋找答案，這對我影響很深，讓我往後不論在工作領

域或生活各方面都會開始注意各種訊息，試著發掘問題。教授也鼓勵我們投稿期刊

，其收集資料到實驗驗證，發表文章增加我的膽識和口才，讓我在職場工作有良好表



現。 

多修學分及考證照成為土木工程寵兒 

亞太土木技師事務所主持技師李天河 

1972年從淡江土木系畢業後，便考取土木技師證照，並投身於與土木相關行業，汲取

規劃、設計、監造、管理等不同領域經驗，因為做為一個土木工程師或技師，除了學

理基礎要紮穩外，「經驗累積」更重要。憶及約民國67、68年代，報紙徵才欄曾有「

限淡江土木系畢業」之登載，原來是因為當時系上設有「電子計算機概論」課程，竟

成為職場賣點。目前土木系的營建企業組，是一個創舉，盼學弟妹們能會成為土木工

程人力的新寵兒！ 

35年來的工作與創業的甘苦經驗，讓我期許在學的學弟妹們，都能夠做到「三多」

：「多修學分」、「多參加社團」、「多考證照」。在修習學分上，不要畫地自限

，侷限於教育部規定最少學分數，應儘可能增加選修其他系所的課程，例如企業管理

相關的課程，可以讓未來的求職領域，除了工程師，還多了「管理者」的選擇。而證

照制度，早已是國內外之潮流，既然唸土木工程，就要把考取土木、結構、大地、水

保等技師證照列為人生規劃之一，但各類技師應考科目不同，因此在選課時就要儘量

修習相關課程，對考試必有助益。淡江土木系最大的優勢就是擁有眾多的傑出系友

，是值得大家珍惜與善加利用的寶貴資源。 

讀書團營造讀書風氣良師導正學習態度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處長陳進發 

回憶起大一、大二的時光都是在懵懵懂懂地過日子，一直到大三碰到我大學時代的貴

人－－祝錫智老師，當時他教導土壤力學，藉由多次課後問問題的對談，發覺老師真

的是座寶山，越是與老師接觸，獲得的寶物也越多，讓我與老師越聊越投機。他在做

學問方面的學習態度，深深地影響愛玩的我，並讓我走回學生應好好讀書的正軌上。

在大學期間，受週遭朋友影響最深，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跟幾位死黨，為了準備研究

所考試而組成的讀書團，時常四處去拜託老師出題目給我們解，即使是不知道正確答

案的題目，我們也願意靠自己的本事，傾全力去破解，當時營造出的讀書風氣頗盛

，不但讓我如願地考上台大研究所，也刺激其他同儕的學習鬥志，當年考上研究所的

人數，可堪稱是歷年來之最！ 

這些年來的工作經驗，讓我體悟到在職場上只論技能在身，而不論學歷高低，更不在

於明星學校的光環；心要靜，勿浮動，毋須好高騖遠，因為即使是最基本的東西，也

是有所學問，要明白「蹲下來是為了跳躍」的道理，我也深信萬丈高樓平地起，「踏

實」才是最重要的。 

留美教授西式教育引發學習動機 



根茂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楊宗翰 

當初進淡江土木系對於這個科系在學些什麼，或是未來出路並不了解。但是由於教授

細心指導的教學，引起我對營建企業方面濃厚的興趣，並影響日後出國選擇組別的方

向。畢業至今仍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郭瑞芳老師及許聖哲老師，雖然只是基礎的「結構

學」以及「管理學」，大二時，系上新進一批從美國學成歸國的年輕新老師，為系上

注入一股全新的教學風氣，或許是因為年齡與我們相仿，也或許是當時他們受到的西

化教育影響，因此與學生的互動特別頻繁密切，現在仍於系上服務的鄭啟明老師即為

當時的年輕新老師之一！ 

現在的學弟妹們都很幸福，有系上積極推動工程教育認證，為自己的學習掛上保證

；即使對於傳統的土木工程課程沒辦法掌握，在大學時期也已經有一套完整的營建企

業相關課程可以選讀，只要別忘記自己本科學到的大主軸，找其他具有相關性，並且

自己又有興趣的課程輔助，學習是不需要畫地自限，並不是土木系就只能專攻傳統土

木，在學習中找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