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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 110 學年度研究所線上暨實體新生家長座談會會議紀錄 

時    間：民國 110 年 9 月 11 日 下午 2：30 至 4：30 

地    點：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主 持 人：蘇芳慶副校長 

出席人員：蘇芳慶副校長兼校友聯絡中心主任、教務處羅偉誠副教務長、學生事務

處張松彬副學生事務長、總務處薛丞倫副總務長、國際事務處林建宏副

國際事務長、研究發展處沈聖智副研發長、文學院歷史學系陳文松主任、

理學院張為民副院長、電機資訊學院高宏宇副院長、規劃與設計學院林

子平副院長、工學院朱聖浩副院長、管理學院黃華瑋副院長、醫學院許

桂森副院長、社會科學院胡中凡副院長、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黃浩仁副

院長、學生家長約 106 人（線上 84 人；實體 22 人）。 

紀錄：陳美淑、錢靜怡 

壹、蘇副校長致詞： 

各位家長好，恭喜各位家長的子弟進入成功大學。研究生最重要的是訓練獨立

思考、瞭解全球變動的能力與社會的需求，相關研究議題除了半導體，同樣重

要的是氣候變遷產生的全球問題及高齡化產生的醫療問題，這些都是重要的

研究主題。成大從帶動城市的進步，國家的建設到應付全球快速變遷，每位老

師都試圖從研究中找到解決方案，這幾年我們一直與全台灣前二十、三十大企

業合作，帶動學校跨域研究，共同努力讓學生研究題目能貼切社會的變遷甚至

是全球真正的需求。南科今年總營業額會破兆，台南科學園區在半導體的 3 奈

米、5奈米的生產是全世界最重要的 HOP，除了半導體也包括生醫領域，因此

需要眾多人才。除此之外，成大更是肩負一些企業轉型的角色，高雄的重工業

及石化，從碳中和到碳循環，很多相關技術成大都參與其中進行產學合作，像

是成大與中鋼合作試圖將碳或天然氣轉換為輕能治金，是一項大工程，今年更

增設「智慧半導體與永續製造學院」以探索奈米之奧，超越千里之外。研究生

進入成大有許多不同的學習面向，因此請家長鼓勵同學除了實驗室的研究之

外，也多關注校園裡外的其他事情。接下來歡迎各位家長提問。 

貮、介紹與會主管(略) 

參、家長交流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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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01：有關研究生相關補助？ 

A01：研發處沈副研發長回應： 

研發處的網頁羅列四大部份與研究生有關的補助及研究，1.科技部補助研究

生出國，疫情前一年 4、500 件，鼓勵子弟多參與。2.補助研究生獎學金。3. 

推動辦理科技部博士班的千里馬計畫。4.積極辦理經驗分享或計畫及口說英

語的交流活動等，以協助研究生國際化及提供學術學能、經驗傳承與人文素

養。 

Q02：機械系所多參加重大的科技業？ 

A02：蘇副校長回應： 

每年一百億的預算裡 超過四成是產學合作來的，台達電、台積電等富國企業

有共研中心，包含日月光、中石化、李長榮、中鋼、聯電、旺宏等企業，智

慧半導體永續製造學院有十五個大企業，每年有超過一千萬與成大有共同研

究，以互利學校與企業共同創造以解決共同的問題。 

Q03：學生證可否開學即刻發放？ 

A03：教務處羅副教務長回應： 

由於防疫關係，今年學生證有一些措施要進行，已盡快處理，會盡量在開學前完成。

(會後補充說明：新生學生證於開學當日送至各系所，請學生直接至系所辦公室領取。) 

Q04：醫學大樓微免所的飲水機水量不足及研究設備問題要如何解決？ 

A04：醫學院許副院長回應： 

此問題我會再請相關單位檢查。醫學院第二大樓即將完成，未來在教學與研

究上都會更加完整與國際化。 

Q05：敬三舍浴室出水量不足及排水孔問題，可否請學校處理？ 

A05：學務處張副學務長回應： 

一般我們都會進行定期檢驗，目前是未看見過去檢驗結果有提及出水量不足

的狀況。很高興家長反應，我們會立即處理。至於浴室排水孔看起來太小，

擔心有積水問題，宿舍每天都會有清潔人員去清理，管理員也會定期做檢查，

一旦有問題會馬上回報與處理。 

Q06：研究生有什麼出國、國際化學習的機會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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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國際處林副國際事務長回應： 

研究生出國的機會與資源都很多，包括 1.經費：教授派學生出國與他國學校

合作。2.與教育部的實習：可以跟教育部申請經費，由指導教授帶學生出國

做研究。3.交換：每年出國交換的學生都有 4、500 位。4.每年補助出席國際

會議：總共有四個梯次，參與同學相當多。5.科技部的千里馬計畫：可讓學

生出國研究與學習一年。6.世界徜徉計畫：成大校內補助讓學生寒暑假出國

三個月進行研究。成大也與許多國外學校合作交換學生，疫情前每年補助的

學生幾乎都超過千位。所以如果各位家長的子弟對短期出國學習或國際實習、

博班出國就讀等有問題，皆歡迎再提出討論。 

蘇副校長補充： 

全國目前只有四校經教育部核可申請雙語教學補助，且很多老師都有收外

籍學生以進行共同的交流。今年成大九十週年，蘇校長特別推 NCKU 90 and 

Beyond 培育計畫，成大延攬國際人才，因此聘用九十個外籍教授鼓勵學生

多與國外老師交流以增進自己的英文能力。 

管理學院黃副院長補充： 

管理學院有些老師即是外國人，在蘇副主導的計畫裡，聘用半年或一年聘的

短期交流的國外教授，學生可以熟識教授來自的國家資源及進行語言的交流。 

Q07：教育所碩士班畢業後，是否有機會申請國外博士？ 

A07：社科院胡副院長回應： 

社科院積極推動研究創新與跨域的合作，近年來與 AI 及大數據有相關多的

的研究。在成大念碩士班，有很多與國際大學合作的機會，校內雙語能量多，

還沒出國前就可開始準備，若有心回來任教，更歡迎繼續念成大博士班，如

此就能從大學部開始培養人才。成大不管教學、創新、研究量能的多元化都

是全國首屈一指，教育所老師都有在做教育科技方面的應用，與產學鏈結極

大，歡迎及期待各位家長的子弟善用成大能量，為未來的深造做準備。 

Q08：機車能不能申請停車證進到宿舍區停放？另外，好像有公告說新生可以領自

行車？ 

A08：總務處薛副總務長回應： 

校園內不允許機車進入，但有些停車場是機車要先進入才能停放，大部份宿

舍的停車場都是在宿舍的外面或後面，其實台南是個步調比較慢的城市，所

以我們也鼓勵同學多用行走的。領腳踏車的部份是由教官在處理，主要是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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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舊生畢業離開後會有腳踏車留下來，學校將其集中起來整理並開放一段時

間讓同學免費領取這些舊腳踏車，不限大學部或研究所。 

學生事務處張副學生事務長補充： 

勝利校區的住宿生最多，靠近東寧路有地目前已在規劃新的停車場並加遮雨

棚；光復校區有光復地下停車場及成功路的機車停車格。校內各地下停車場

及力行校區社科院的停車場，只要有申請停車證都可以使用，位置其實很多。

宿舍區的停車格也相當多，只是勝利校區因為樹比較多，要考慮動線及地勢

的問題，目前都已跟總務處在討論及規劃中。 

 

Q09：我本身是成大博班畢業三十幾年，當時畢業論文以英文撰寫，學校最後卻要 

我改成中文。畢業後在業界工作多年，認為學校應該要對研究生的英文有所

要求，畢竟現在學生是跟全球的學生競爭，為了能更融入國際，是否能在碩

士畢業生的英文論文寫作上多一點要求？可以從理、工、醫這三個用到較多

英文的學院開始。另外我們在科技界這麼多年，除了英文外，常會遇到需要

德文、日文或法文的人材，因此成大能否針對多國語言課程做更多的開設與

教學？像我當初是選讀德文，畢業後就去德國讀書。 

A09：蘇副校長回應： 

成大已接受中文與英文的論文，像我的研究生一定要用全英文寫才行，但無

法所有的系所論文都以英文撰寫，像中文所就不行。除此之外，我們還是會

盡量要求用英文寫，畢竟全球化、國際化，競爭的實力是需要的。至於多語

言的精進，一般是以第二外語的方式學習，這就要看各系要求，有些科系會

要求學生修第二外語，像我們那個年代是必選，我是選日文，至今仍有助於

我到日本旅遊。另外，德國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在亞洲設立的辦公室在成大

已發展豐富多元合作模式，開辦德國語文與文化密集班。 

文學院歷史學系陳主任回應： 

很多語文都在文學院，包括外語中心、外文系、台文系、中文系，特別包括

日文、韓語、東南亞語文(越南語、泰語)，及一位伊斯蘭專家教授阿伯文、

一位比利時外籍學者教授荷蘭文，從人文與科技角度而言，語文都是不可或

缺的工具。文學院很注重人文的培育，從地方創設或創意產業都積極與社科

院、工學院連結，以跨領域合作的方式，介紹台南文化並帶領同學一起至日

本仙台進行交流，也促進國民外交。 

外語中心會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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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外語中心每學期除了開設英文必選修課程外，也開設包含日、德、法、

西、俄、泰、印尼、越南、緬甸、阿拉伯語等共十種第二外語課程供學

生自由選修，未來視需要會再增加語種。本校學生對修習第二外語十分

踴躍，每學期平均開設共 70 門第二外語課程以提供給學生選修，課程

中除教授語言本身，亦涵蓋這些語種國家之文化、社會和經貿發展的討

論和介紹，進而開創未來學生至相關國家進行交換學習、訪問及就業的

機會。另外，除了在校修習學分課程外，本中心也提供推廣教育進修班

之非學分課程，除英語外、第二外語課程含:日、德、法、西，及新南向

政策國家語言，如:印尼、泰、越南、緬甸、阿拉伯語等，亦新增韓語課

程，供社會人士與在校學生在課外時間修習。  

二、 本中心受研發處委託開設碩博研究生提供專業領域論文寫作工作坊，提

供有需要以英文撰寫學位論文或期刊論文之研究生參加，並有英文論文

潤稿服務及一對一寫作諮商服務，協助學生提升其寫作品質。 

Q10：成大與其他學校是否有差異化的研究方向？與清華、交大在半導體產業、新 

材料研發相較，成大有何突出之處？ 

A10：工學院朱副院長回應： 

清大跟交大最主要是跟著竹科一起發展，以八吋晶圓為主；二十幾年前南科

開始成立，當時全世界有一半的十二吋晶圓廠都在南科，所以幾乎最先進的

技術都在南部。另外全世界最大的封裝廠日月光也在南部，因此成大工學院

歷年都會從南科的廠商找研究題目與經費，未來亦會繼續，這是成大工學院

很大的優勢，加上半導體和晶圓材料的研究也都是我們的強項，可說是近水

樓台。其次，國研院的半導體中心在成大，對材料研究最加分。 

蘇副校長補充： 

成大跟台積電有一起向科技部申請量子科技相關計劃，畢竟量子電腦是下個

世代的重要發展。台積電與成大每年也都有合作的計劃案在做半導體相關研

究。此外，工學院還有五個國際學程—能源國際學程、尖端材料碩士學程、

自然災害減災管理國際學程、醫療器材創新國際碩士班學程、智慧製造國際

學程，都是全英文授課，也是下世代的跨域教育。 

電機資訊學院高副院長補充： 

其實台積電在十多年前就已經有與成大合作，不只希望借鏡我們的前瞻研究，

也希望能銜接我們的人材，所以成大畢業生進到台積電不是被選，是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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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工作。成大不缺國際化的資訊與管道，缺的是學生的決心與意願。另外，

不只南科，目前正在發展的沙崙，政府投入大量資源設立智慧綠能科學城，

未來的資安領域需求，也會在那裡設立中心，這些都與電資學院習習相關，

以上都會需要相關人材，皆會讓成大的人材愈來愈受到重視。此外，本校還

有由企業捐款成立的敏求智慧運算學院，雖然主題是AI，但其實是結合生醫、

機械等跨域前瞻方向，這是台清交目前都還未發展的做法。 

規劃設計學院林副院長補充： 

成大規劃設計學院與台灣各大學的設計學院相較具有其獨特性，較特別的是

在產業鏈結與國際化，創產所的卓彥廷老師，有國際品牌在紐約、倫敦、舊

金山等地販售，帶著學生去做 motion capture 並把它轉化出來，並與不同

系所合作實為創意產業的代表。工設系陳院長與電資學院經常性的交流，當

需設計思考概念時與電資學院做串連，醫療與電資晶片提高產業的創新。另

外都計系的國土計劃與氣候變遷與聯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鏈結。 

肆、散會：下午 16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