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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學界持續關注下，我國 4G釋照規畫已確定提前在明後年完成，相信這將是推動台灣電磁產學

領域往前邁開大步的最佳動力，也是我們重新站上無線通訊國際舞台的新契機。

本季聯盟依例主辦或協辦多項國際學術活動，包括邀請學界、業界各菁英蒞臨台大演講。本季邀請

日本東北大學電通系教授陳強博士來主講 PCB板電流量測以及多天線架構電磁量測，尤其是電場轉光訊

號的量測方面更是讓人耳目一新。而在研究成果之外，陳教授赴日發展的奮鬥經驗，也是值得大家學習

的典範。

隨著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電磁分析在電磁領域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透過美國俄亥俄州州

立大學李金發教授的演講及與現場師生的交流中，讓同學在以後使用模擬軟體時對於背後的電磁理論有

更多的體悟。

過去依照歷史演進，電腦由大到小，進展到筆記型電腦、智慧型手機，預計未來會推出更小的智慧

型行動裝置。而實現此理想的實務層面技術，首推積體電路堆疊和封裝層疊（Package on Package,POP）技

術，可以使得 SOP（System on Package） 和 SIP（System in Package） 的超微型化得以實現。就此議題，特別

請喬治亞理工學院計算機與電子工程學系 Prof. Madhavan Swaminathan 蒞臨演講。

另外，半導體工業是目前世界上最蓬勃發展的產業之一，本季工研院劉漢誠博士從摩爾定理開始延

伸，分享數十年來 3D IC技術的突破與進程，並規劃出未來發展趨勢與努力方向。

本次季報主題係以本聯盟新建立之 Special Interest Group（SIG）-高增益與智慧型天線技術為核心，安

排 國內產、官、學、研界針對各主題之研發現況與未來應用潛力發表看法，會議中並安排 Panel Discussion

來使參與之來賓與學員間能充分溝通與討論。

本期人物專訪特別邀請到行政院張善政政務委員，再次進入政府單位服務的張政委，此次主要任務

是推動雲端服務，帶動臺灣軟體業整體向上提升的力量。而張善政委員雖出身自土木領域，後來卻在資

訊科技領域闖出一片天，擁有豐富的產官學經歷也藉此專訪分享自 Google被延攬入閣的心路歷程及對未

來的期許。

動態報導除了介紹聯盟近期相關活動外，本人也在電磁園地介紹目前科技界對於解決無線通訊頻寬

不足的最新成果 -螺旋電磁波，希望帶給各位新鮮有趣的另類思維。本期動態報導也特別刊載中華民國

微波學會及桓達科技論文獎徵文活動，歡迎有興趣的師生、業界同好共襄盛舉。

台灣電磁產學聯盟通訊為提供聯盟伙伴們一個訊息傳播及意見分享的園地，惠請不吝賜稿。也盼望

讀者繼續給予支持，並將本刊分享給相關領域的舊雨新知。

                                              

主編的話

以上精彩活動內容，敬請鎖定本期季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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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的無線科技 
解決頻寬壅塞問題的螺旋電磁波

3.3億元 /MHz，這個數字是 2002年國內 3G業

者取得特許執照的得標金額。而 0.18Mbps，這是

2010年記者在捷運淡水線實測 3G手機上網速度。

當政府面臨「頻譜即國土」的信念而無法輕易釋

出足夠頻寬給殷殷期盼的電信業者時，未來，當

四核心處理器的智慧手機普遍後，民眾對龜速上

網的無線傳輸速率的抱怨將更氾濫，也會更無止

盡的渴望真正的無「限」傳輸。

現在，這難題的解決之道已露曙光，一

群瑞典與義大利的研究人員，跳脫以空間多工

（如 MIMO）與時間調變（如 UWB）增加頻寬的

方式，利用電磁波的軌道角動量（orbital angular 

momentum），創造出理論上可有無限多通道可在同

一頻率下同時傳送訊號的解決方案，如此一來，

囿於有限頻寬而使得傳輸速率變慢的現存無線系

統的頻譜壅塞問題將能迎刃而解。

藉由利用扭曲反射面的離軸拋物面天線（off-

axis parabolic antenna），就可以產生螺旋電磁波

（spiral electromagnetic wave）。不同於傳統的只具備

自旋角動量（spin angular momentum）的平面電磁

波，這種螺旋電磁波的相位平面（phase plane）與

波印廷向量（Poynting vector）是以螺旋方式繞著中

心軸行進。因此，可針對同一頻率的電磁波，產

生不同軌道角動量大小的調變波，而且所佔頻寬

為 0！科學家們透過在義大利威尼斯的實測，將

兩個不同視訊以同一頻率 2.414GHz不同軌道角動

量的螺旋電磁波傳送，藉由其輻射場強是以中心

最小，周圍環狀區域最大的分布狀態，同時傳送

到 442m外相距 7m的二個接收 Yagi天線，利用調

整二個 Yagi天線軸向位置差距造成的相角變化，

成功的接收以同一頻率同時傳送軌道角動量分別

為 0與 1的二個視頻訊號。

因此，將訊號以不同的電磁波軌道角動量在

同一個頻率下傳送，即能完全解決因頻寬有限造

成的無線傳輸速率變慢的煩惱。當然，將科學技

術商業化的困難仍橫亙眼前，例如反射面天線的

平面化與縮小化，大氣環境對電波的振幅與相角

干擾等，電磁工程師們將義無反顧的起身面對這

些挑戰，期待這一天的到來。

本園地文章不代表聯盟立場，若對本文內容有任何建議，歡迎與作者聯繫，sgmao@ieee.org

電磁

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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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磁產學聯盟綜合報導

李教授現受聘於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電機與電腦工程系，2005年

晉升為教授，並在同年成為 IEEE Fellow。在計算電

磁相關領域中有非常傑出之學術成就，尤其將有

限元素（Finite Element Method, FEM）方法應用於計

算電磁領域的研究中有突出的貢獻；其研究成果

是目前廣泛用於微波及射頻器件電磁分析的商業

3-D有限元素分析軟體 -HFSS之前身。李教授在

IEEE頂尖期刊上已發表了超過 80篇文章，這些文

章被引用的次數也超過 2,500次。李教授於 1992

年獲得了 Joseph Samuel Satin傑出會員獎（Joseph 

Samuel Satin Distinguished Fellow Award）， 並 於 1994

年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研究創始獎。他曾擔任

電磁領域國際知名期刊 Electromagnetics的特邀客

座編輯，現為 IEEE Trans. on Antennas and Propagation

李金發教授與楊成發教授合影

隨著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電磁分析在電磁

領域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分析方法由早

期的紙筆推導解析與近似解，演進至現今藉由計

算機運算之電磁模擬技術求得數值解；拜計算機

科技發達之賜，電磁模擬技術因而蓬勃發展。唯

多數使用者對電磁軟體的核心「數值方法」並不

熟悉，使用上容易流於嘗試錯誤法；或容易放棄

求解較複雜之電磁問題。臺灣科技大學電機系在

臺灣電磁產學聯盟的協助下，邀請到李金發教授

於 12月 29日下午 14：00到 15：30，進行專題演

講，介紹區域分解算法在求解大規模電磁問題上

的最新進展，例如：大規模有限天線陣列、頻率

選擇表面、大裝置平台上的天線陣列等，藉由分

區建立良好的幾何模型，在計算機上求解幾百萬

甚或幾十億的未知數，且不失求解精確度。

臺灣電磁產學聯盟 NO.5  May. 2012

邀請演講邀請演講
活動

報導

邀請演講
Multi-Solver Domain Decomposition Methods for 
Multi-Scale Electromagnetic Problems: Complex 
Antenna Systems Radiation and Scattering in the 
Presence of Large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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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副編輯。除此之外，李教授曾擔任 2000年

第五屆國際微波工程 FEM Workshop會議秘書

長，還參與並組織了多次其他大型國際性學術

活動，亦在 IEEE天線與傳播協會中擔任重要任

務，對於我國未來在國際活動上有顯著之影響

力。

演講一開始，李教授先介紹戰鬥機的蜂窩

狀雷達天線與雷達天線罩，以及戰鬥機的電磁

散射等議題。接著講述，在模擬等比例的戰鬥

機架構中所出現的實際問題。雖然現今的計算

機硬體效能卓越，但當架構過於龐大時，就應

該利用技巧將問題簡化，進而提升工作效率。

藉由將大架構分解為多個小架構，並探討結構

特性，使用不同的求解方法以降低計算資源之

需求。

接著，教授由電磁學的根本 Maxwell’s 

equation提醒大家，在實際模擬時，藉由分區設

立邊界條件個別求解大規模的有限天線陣列，

必須了解數值分析方法還是必須考慮損耗；並

點出設立了理想邊界條件，在結合各區塊時應

該考慮彼此間的耦合效應，以得到較準確的結

果。

過程中，與會來賓們也針對講演內容以

及自己感興趣的話題與李教授進行提問與交

流。教授的精彩演講讓與會者了解如何利用區域

分解問題的有限元素法處理大尺寸的問題，也讓

同學在以後使用模擬軟體時有更多的技巧。最

後，李教授也勉勵在座的同學：”Do not answer the 

problem right away, try to spend more time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problem.”期勉各位同學即使無法在當

下回答老師的問題，透過理解問題的本質，必定

能使同學獲益良多。

本場演講由臺灣科技大學電機系系主任楊成

發教授主持，現場共有除了超過 30位同學參加，

還有業界人士，以及臺灣大學李學智教授、陳士

元教授、臺灣科技大學馬自莊教授及廖文照教授

蒞臨參加。會後，師生的熱烈討論也為本次的演

講畫下了完美的句點。

　　　

活動

報導 邀請演講 — 李金發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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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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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演講

Modulated Scattering Technique in EM 
Measurement and Multi-Antenna Construction

應用調變散射技術於電磁量測與多天線架構建立

聯盟特派記者 /江子揚

模來說，等級四的地震屬於低

破壞性，室內物品搖晃出聲，

一般不會導致什麼災害；等級

五的地震就開始會令人站不住

腳，能對偷工減料的建築產生

破壞；一般建築物設計的安全

等級是在等級六，等級七以上

就會帶來毀滅性的災害。

而這次的日本大地震為九

級強震，強度是世界第四，也

為日本有史以來強度最大的地

震，能量爆發相當於四億七千四百萬公噸的 TNT

炸藥爆炸，導致兩萬人死亡，以及核電站洩漏。

經濟損失約為 10~30兆日幣左右，從日本一年稅

收約 42兆日幣來看，其損失程度可見一斑。而陳

教授所在的東北大學也在劫難逃，目前政府已撥

款十億日幣重建教學大樓。

本次演講的兩個主題是 PCB板電流量測以及

多天線架構電磁量測。關於 PCB板上電流量測的

部分，有三個方法。第一個是使用矩陣轉置的方

法來計算。由唯一性定理來求電磁場，唯一性定

理為給定某電磁場的邊界條件，則此電磁場可唯

一決定。第二個方法是用樣本樣式比對（SPM）

來計算。此方法為將 PCB板上的空間切成許多小

方塊，而假設每一方塊上的六個面上通過的電流

為一個變數，再將所有的變數帶入邊界條件來做

計算，依據變數之間的相關係數來看，相關係數

越大的地方越有可能是電流源。這種方法通常使

1月 4日下午，由台大電信所主辦，台灣電

磁產學聯盟、台大電信研究中心，以及中華民國

微波學會等協辦，邀請日本東北大學電通系教授

陳強到台灣大學博理館演講。當天與會的教授與

學生人數眾多、師生滿座，可見得陳教授的學識

經歷，對許多人而言相當具有吸引力，爭相一睹

學者風采。

陳教授在 1986年畢業於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之後出國深造，在 1991與 1994年於東北大學分別

取得碩士與博士學位。陳教授主要的研究領域為

數值電磁學、陣列天線與天線量測。目前除了在

東北大學任教之外，也是日本 IEICE（電資通訊工

程協會）期刊的副主編，以及 IEEE（國際電子電

機工程師協會）電磁相容領域仙台分部財務主管。

由於身在日本，一開始陳教授就先向大家

報告近期眾所矚目的日本大地震情形。以芮氏規

震，能量爆發相當於四億七千四百萬公噸的 TNT



活動

報導 邀請演講 — 陳強教授

6

用在低頻，比如說研究人腦電波的分布。第三

個方法為混和式，即是同時使用前面兩個方法

計算電磁場，也是陳教授的研究成果。陳教授

特別提出進階樣本樣式比對（Improved SPM）

的方法，彌補了傳統樣本樣式比對只能算出位

置與相位的缺點，現在還能計算出電流振幅大

小，讓電流量測可以更加確實。

在實務上驗證時，已知的條件為 PCB板每

一層的材質與介電系數，以及 PCB板上的傳輸

線分布情形。而未知的條件為感應電流源的分

布還有在材料之間的寄生電感、電容、電阻等

元件。談到量測時陳教授也特別提出將電場訊

號轉為光訊號輸出，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

關於多天線架構電磁量測的技術，應用上

是為了建立更好的陣列天線架構。陳教授提到

了電磁量測中的調變散射天線，特性為天線探
利用此調變散射天線完成遠場量測只需要十三秒

針上所取得的訊號，為裝置本身震盪器的訊號與

天線所收到的高頻訊號的線性疊加。其中探針越

大靈敏度越好，但是相對的必須犧牲解析度。

在傳統上，物體的遠場量測是一件非常花費

時間的事情，如果要得到一個物體的 3D電磁場

型，要多次地在物體周圍的各個位置量測。而陳

教授提到的研究成果是，在物體的周圍設置半圓

形的一組調變散射天線，以十數個震盪器分別激

發每一根變散射天線，如此只要十三秒就能完成

量測。

陳教授的研究成果也激發了在場教授與學生

的許多想法，尤其是電場轉光訊號的量測方面更

是讓人耳目一新。而在研究成果之外，陳教授赴

日發展的奮鬥經驗，也是值得大家學習的典範。



臺灣電磁產學聯盟 NO.5  May. 2012

活動

報導

邀請演講 — 陳強教授

聯盟特派記者 /江子揚

半導體工業是目前世界上最蓬勃發展的產業之

一，從發展之初一路扶搖直上，目前已經達到每年

有三千億美金的市場價值，不僅是科技發展不可或

缺的重要角色，也是現今各位生活上常用的許多數

位產品的幕後推手，更是台灣經濟發展的支柱之一。

關於目前半導體工業的發展，數十年來依循著

摩爾定理不斷往前推進。所謂的摩爾定理，為英特

爾（Intel）創始人之一的戈登 ·摩爾（Gordon Moore）

所提出，其大意為若在相同面積的晶圓下生產同樣

規格的 IC，隨著製程技術的進步，每隔一年半，IC

產出量就可增加一倍。換算為成本，即每隔一年半

成本可降低五成，平均每年成本可降低三成多。就

摩爾定理延伸，IC技術每隔一年半推進一個世代。

以上所述的定理，是建立在 IC技術能夠與時俱進不

斷突破的基礎上才能成立，雖然數十年來 IC技術確

實不斷地突破，可是下一個世代技術的突破點在哪

裡？長久以來總是全球矚目的焦點。 

就目前的發展趨勢來看，3D IC技術是一個很有

潛力的突破點，因此台大電信所特別邀請到工研院

資深研究員劉漢誠博士，蒞臨演講目前 3D IC技術的

現況與展望。劉漢誠博士畢業於台大土木系，但至

今已有三十五年 R&D的經驗，業已發表三百五十篇

論文，並出版過十六本教科書，在 1994年開始就是

國際電子電機工程師協會成員（IEEE fellow），是一位

著作等身，學問淵博的學者。

劉漢誠博士先以理查 · 費曼的一句話當作引

言：「底下的空間還大的很。」這是 1959年在加州理

工學院美國物理學年會演講中的經典之談，被視為

奈米科技的先聲。奈米科技許多人都不陌生，但是

什麼是奈米科技實際上的定義呢 ?奈米科技之定義

為 1974年由東京大學谷口教授所提出，小於 0.1微

米即屬於奈米科技之範疇。

7

邀請演講

關於 3D IC技術，目前主要使用直通矽晶穿

孔 TSV（through silicon via）的方法，最大的好處

是省去旁線、節省功耗、增加頻寬、縮小面積並

提供更優越的電路表現。實務面的技巧上，使用

記憶晶片堆疊的方式（memory-chip stacking）來處

理，在製作時，依據電晶體、導通孔（via）、直通

矽晶穿孔（TSV）製作的先後順序不同，而有不同

的製程。目前主要使用的方法為先鋪電晶體，在

來是導通孔，最後才使用直通矽晶穿孔。

直通矽晶穿孔雖然擁有許多好處，但是這樣

的製程造價十分昂貴，目前使用量相當的少，只

有少數需要強大運算能力的伺服器有使用這樣的

技術，距離普及還有相當的距離。舉例來說，製

作 iphone的蘋果公司目前還是使用旁線，現階段

完全不考慮直通矽晶穿孔。而散熱 也是當前需要

突破的難題，所以主要只使用溫度較低的記憶體

推疊，總之在技術層面，3D IC仍然還有很多空間

尚待努力。

半導體工業奈米科技與 3D整合技術展望

劉漢誠博士



活動

報導

聯盟特派記者 /江子揚

工程師學會會士（IEEE Fellow）。喬治亞理工學院
與麻省理工學院以及加州理工學院，並稱為美國

三大理工學院。該校承擔了美國政府的一些機密

的重大科研項目，例如，幫助航空製造公司設計

先進商用飛機的技術問題、為美國國會制定登陸

月球和火星的詳細預算，以及為美國空軍研發最

先進戰鬥機等。

對於 3D積體電路的直通矽晶穿孔技術，要
如何去模擬實際上產生的效應呢 ?由於直通矽晶
穿孔在電路板上數量多、位置也非固定，實際上

產生的電磁與熱效應非常複雜，而且還要考慮到

板材與各層介質的材料、導熱差異。另外，電路

尺寸、介質材料長寬比和直通矽晶穿孔的尺度大

小差異也大，巨觀與微觀效應間的取捨，也是一

個十分麻煩的問題。不過萬丈高樓平地起，一切

還是要由單一直通矽晶穿孔來開始模擬，首先考

慮直通矽晶穿孔是圓柱形狀、畫出對應的電磁場

型，再來使用加速方法（acceleration methods）計
算，最後便可解出相對應的 RLGC（電阻、電感、
電導、電容）模型，再推廣到多個直通矽晶穿孔

即可。

關於熱效應要如何去模擬，進而解決 3D積體
電路的散熱問題呢？ 3D積體電路的熱效應有三個
來源：電晶體的功率消耗、電流的電阻效應、電

路板材料本身的導熱效應。就以上三個部分分別

分析與考量之後，目前在散熱方面使用的是流體

通道（fluidic channel）的方式散熱，否則以 3D積
體電路的緊密程度，光靠散熱板或氣體流動散熱

是無法趕上熱量聚集的速度。

既然已建構出 3D積體電路的物理模型，那麼
現今技術上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Swaminathan教
授認為瓶頸在於將 3D積體電路系統整合到電子設
計自動化（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EDA）領域，
也是未來技術突破的一大門檻。

近幾年來，工業界開始有著這樣的呼聲「超

越摩爾定理」（關於摩爾定理請參閱前篇報導），

所指即為 3D積體電路技術，將一舉突破 2D積
體電路的發展速度。過去依照摩爾定理的發展，

電腦也由大到小，進展到筆記型電腦、智慧型手

機，預計未來會推出智慧型手錶。而關於實務層

面的技術，就一定會提到積體電路堆疊和封裝層

疊（Package on Package,POP）技術，可以使得 SOP
（System on Package） 和 SIP（System in Package）
的超微型化得以實現。

關於現今 3D積體電路技術，就是不使用旁線
的方法連接 IC，可以讓電路以最短路徑連接，並
享有以下許多優點：1.整體系統縮小。2.整體效
能提升。3.提升頻寬。4.降低功耗。5.縮短延遲
時間。6.降低成本。3D積體電路目前最熱門的是
TSV（through-silicon via ,直通矽晶穿孔）技術，這是
在許多先進技術中，可稱得上是革命性突破的技

術，預計明年就可以看得到直通矽晶穿孔技術的

殺手級（killer product）應用產品。就此議題，特別
請到 Prof. Madhavan Swaminathan蒞臨演講。

Swaminathan教授現任職於喬治亞理工學院計
算機與電子工程學系，擔任封裝連結中心主任，

曾與 IBM合作超級電腦封裝，在國際期刊上發表
了超過三百五十篇論文，也是目前國際電機電子

Prof. Madhavan Swaminathan

邀請演講
3D積體電路中多尺度及多物理量的模型建構
Multi-scale and Multi-physics Modeling: 
Their Role in 3D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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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國立中山大學通訊工程研究所提供

本屆「橋接未來」電磁研討會為第三次舉

辦，承第二屆於 2011年 1月 26至 28日間假南投

牛耳藝術渡假村之成功舉辦，本屆參與人數高達

180位，遠超過主辦單位之預期，會議現場座無

虛席。本次會議於 2012年 1月 16日至 18日假高

雄蓮潭國際會館舉辦，地點近蓮池潭，且位於大

高雄三鐵共構之左營區，交通便利、環境清幽。

緣於本研討會宗旨盼成為橫、縱向之產學橋接平

台，研討會內容安排上力求兼顧「前瞻技術發展

趨勢引領」、「潛力優秀人才的研究呈現」、「校際

研究現況交流」以及「同儕交流與未來發展規

劃」。在籌備期間，承蒙國內主要的專業研究團隊

支持、國科會與產業界的經費協助下，邀請了國

內深具國際觀、研究領域具領導地位的資深專家

電機工程是

在探討電磁的物

理現象以及其應

用，故電磁學可

謂電機領域的基

石。尤其臺灣產

業長期以 IT相關

技術與應用為發

展核心，是故，

電磁的發展實繫

國家長遠發展、

技術保持優勢的

重要基礎。國內

發展在各界歷年來的努力下雖已碩果纍纍、奠立

基石，惟百尺竿頭更上一層，創造一個優質的教

育機制與平台供新一代人才的養成為各界之願。

有鑑於此，中華民國微波協會與 IEEE相關分會共

同創辦夏季「電磁教育引領研討會（EM Education 

Initiative Workshop）」和冬季「橋接未來」電磁研

討 會（Workshop on Electromagnetics - A Bridge to the 

Future），期能提供本領域碩士班新生與即將進入

職場之資深學員建立必備基礎，得以預先了解產

業最新的發展和機會。其中冬季研討會更期望以

工程技術為平台，建立產學界之橫向及縱向的發

展橋樑。為求順利推動，「電磁教育引領研討會」

由台大負責主辦前三年，而「橋接未來」研討會

由元智大學負責前兩年。

2012橋接未來講者

臺灣電磁產學聯盟 NO.5  May. 2012

活動

報導

2012橋接未來電磁研討會
暨國科會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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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領域專題報告，以供參與學員了解未來技術

發展之縱軸，獲邀專家包括在電磁領域極具聲望

且為台灣電磁產學聯盟召集人之吳瑞北教授，另

有交通大學、中央大學、中正大學、台灣科技大

學、長庚大學等教授以及數位業界專業人士等。

而本會議特色之一的「明日之星」專題講座，更

提供了優秀的青年學者一個呈現研究成果與自我

推薦的舞台。本屆的「明日之星」專題講座獲得

相當熱烈的迴響，由來自各校 15位優秀的青年學

者進行報告，不僅促進了思想和觀點的交流，更

開拓彼此的視野也呈現了新一代學者的自信與理

想。另外，今年共有六家廠商參與此次盛會，會

中分別以動、靜態的方式展示最新的研究成果及

分析報告，提供給現場學員觀摩，達到產、學界

相互交流之目的。

本屆研討會的一大重點為同儕交流，共同

擘劃電信學門電磁領域未來發展，經由電信學門

新任召集人（楊谷章教授）與會、產業界參與建

言，透過意見交流，共同推動電磁技術領域的發

展。本次的交流會中同儕參與積極，除共同分享

了以前電磁教育的心得外，吳瑞北教授更在會議

中勾畫了電磁教育改善的未來藍圖，報告了向教

育部等單位爭取經費的過程，及各項工作項目的

推動時程，在會議中凝聚共識，擴大參與面取得

重大進展。吳教授更期待進一步向經濟部與國科

會爭取特色研究計畫經費。

為期三天的「2012橋接未來研討會暨國科會

成果發表會」在歡樂的抽獎聲中圓滿結束，由於

產業的大力支持，全程參與的學員均可參加抽大

獎活動，獎項均深具吸引力。而本次活動獲得所

有學員及專家學者一致熱烈的迴響，可謂成效斐

然值得欣慰，並能成功的將經驗和責任傳承給下

一屆主辦學校－國立中正大學。

2012橋接未來活動盛況

明日之星專題演講

Q&A學員踴躍提問、共同探討學術

結業典禮暨摸彩活動

活動

報導 2012 橋接未來電磁研討會暨國科會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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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通訊研究中心彭松村主
任主持開幕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李德宏博士以
「Compact Range Design with Focus on Antenna 

Measurements」為題進行報告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李金發教授以「Multi-
Solver Domain Decomposition Methods for Multi-
Scale Electromagnetic Problems: Complex Antenna 
Systems Radiation and Scattering in the Presence of 

Large Platforms」為題進行報告

講者與學員合影留念

元智大學通訊工程學系陳念偉教授以
「Full-wave Characterization of 

Electromagnetic Bandgap Structures」
為題進行報告

安寶磁科技劉榮宗總經理以
「Applications of high gain antennas and 

sub-mmWave near-field measurement 
technology」為題進行報告

會場內學員專心聽講

臺灣電磁產學聯盟 NO.5  May. 2012

活動

報導

2012 橋接未來電磁研討會暨國科會成果發表會

高頻高增益天線之模擬、
量測與應用研討會

「高頻高增益天線之模擬、量測與應用研

討會」於 2011年 12月 27日上午，假元智大學一

館舉行，在經濟部技術處學界科專辦公室的協助

之下，由元智大學、IEEE天線與傳播臺北分會及

臺灣電磁產學聯盟共同主辦，總計共有近 82位

國內外相關領域學者及學生出席。本次研討會邀

請俄亥俄州立大學教授暨元智大學通訊系特聘教

授李金發、俄亥俄州立大學李德宏教授、元智大

學通訊系副教授陳念偉與安寶磁科技總經理劉

榮宗進行四場專題演講，四位學者專家針對高

頻高增益天線之數值模擬、量測技術及相關應

用議題進行分享，四場演講主題依序分別為：

Full wave characterization of electromagnetic bandgap 

structures（陳念偉教授）、Compact range design with 

focus on antenna measurement（李德宏教授）、Multi-

Solver domain decomposition methods for multi-Scale 

electromagnetic problems: complex antenna systems 

radiation and scattering in the presence of large platforms

（李金發教授）、Applications of high gain antennas and 

sub-mmWave near-field measurement technology（劉榮

宗總經理 ）。現場與會人士包含全國大專院校學

生、教師與業界人士，研討會探討內容廣泛，聽

眾與演講學者意見交流、互動熱烈。

無線通訊技術發展日新月異，天線是此項科

技發展的關鍵元件，此次的「高頻高增益天線之

模擬、量測與應用研討會」希望經由學者專家講

演之方式，讓與會者習得天線模擬、分析與量測

基礎原理與技術，並藉由實務經驗的分享與先進

器材的介紹，提供與會者該領域最新的知識與發

展。元智大學在高增益天線領域著墨甚深，無論

師資、軟硬體設施、實務操作與測量訓練都相當

充實完整，更擁有專業的無反射實驗室供教授、

學生們使用，以提升研究與教學能量。

此次「高頻高增益天線之模擬、量測與應用

研討會」在安寶磁科技總經理劉榮宗的精彩演講

下成功落幕。四位學者專家的專題演講讓與會者

對天線模擬、分析與量測技術之原理與技術發展

與應用有進一步的認知，也期待元智大學未來能

舉辦更多相關領域的研討會，透過專業的交流與

分享，幫助台灣產學界在電機通訊領域的發展能

更勇往直前、傲視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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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由元智大學通訊研究中心主任彭松村教授開場 開幕式邀請電磁聯盟主席台灣大學電機系吳瑞北教授說明本次季報舉辦的背景

專題

報導

台灣電磁產學聯盟
2012年第一次研發
季報活動報導

台灣電磁產學聯盟 2012年第一次研發季報
於 3月 20日假元智大學七館演講廳舉辦。本次季
報主題係以本聯盟新建立之 Special Interest Group
（SIG）-高增益與智慧型天線技術為核心（季報
名稱定為「高增益與智慧型天線技術發展與應用

前景」），敬邀國內產、官、學、研界針對各主題

之研發現況與未來應用潛力發表看法，會議中並

安排 Panel Discussion來使參與之來賓與學員間能
充分溝通與討論。本次參加之人數達 164人，會
中並安排抽獎活動，增添會議進行的高潮。

本次季報的舉辦方式相當新穎，除專題演

講與 Panel Discussion外，並安排了廠商互動區與
產業人才徵求區，提供參加人士直接與產業溝通

交流的機會，參加的學生更得以直接與徵才的產

業晤談，故不但舉辦方式突破，更吸引產學界的

熱烈參與，據統計，參與學員中屬教師與學生身

分者有來自台灣大學、清華大學、台科大、台北

科大等十餘所國內主要大學院校；學員來自研究

機構者有中科院、中華電信研究所、國家太空中

心等國家研究機構；學員來自產業者有鴻海、譁

裕、昇達、華碩及廣達等產業達 25家之眾，可見
本季報已成功吸引國內產、研界對於電磁聯盟在

高增益天線技術發展的興趣與重視。

本次季報受邀演講者均來自國內產、學、研

中在本領域之翹楚。包含元智大學周錫增教授、

中山科學研究院天線組之古文大技正、國家太空

中心譚怡陽博士、啟碁科技詹長庚博士及昇達科

技陳右政協理等五位專家進行精闢演講，而 Panel 
Discussion之貴賓，除上述講員外，更特別邀請了
正文科技楊正任執行董事、安寶磁科技劉榮宗總

經理和中科院電子所副所長楊昌正博士三位；

故參與討論之貴賓涵蓋國內在高增益應用領域

之產、學、研界，由技術發展者的角度和使用

者的角度相互探討，提升了本研討會的內涵與

前景應用。

會議的進行由元智大學通訊研究中心主任

彭松村教授開場，介紹元智大學承辦本次季報

的意義、國內在天線發展的現況與元智大學在

此領域技術的努力。其次 邀請電磁聯盟主席
台灣大學電機系吳瑞北教授說明本次季報舉辦

的背景，吳教授近年來致力於國內電磁領域發

展的各項努力，參與並領導國內多項工作的進

行，包括了國科會電信學門電磁領域的研究規

劃，教育部電磁教育改善計畫的推動，除擔任

電磁聯盟主席外，更擔任中華民國微波學會的

理事長，故吳教授對於本國電磁領域的發展，

是可謂最有心得者。吳教授依序介紹了國內電

磁領域的困境，以及國內同儕對突破電磁瓶頸

的努力，不但敘述了電磁聯盟成立的背景與成

員現況，極力邀請產、學界共襄盛舉。吳教授

也說明了陸續推動之各項努力，包括了人才培

育、人才與產業之媒介，並承諾電磁聯盟將會

盡最大力量，整合產學界的能量，為國家之產

業與技術做出貢獻。

其後，季報正式開始專業技術領域的專

題報告，由台灣科技大學楊成發教授和台灣大

學吳瑞北教授擔任上、下半場的引言與主持工

作。分別針對衛星通訊與地面無線通訊對高增

益天線與其智慧型操作的應用上進行技術現況

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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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多頻、多衛星天線設計與應用」

─元智大學通訊系周錫增教授

指出，在產業的製程技術進步之餘，天線的型態

似可以有更多元化的發展、更大的想像空間，例

如元智大學同時發展了陣列天線和反射陣列天線

等平面式、具輕巧外觀的天線型態，據此可發生

諸多的應用，這些應用或許是下一波產業發展的

契機，例如天線將形成「Portable」，這個特性是碟

型天線難與之匹敵的。最後周教授提到，元智團

隊將高增益天線技術發展視為研發核心，故不論

在設計軟體上或是量測的硬體上，均建立了相當

獨特的設施，也逐步形成以「技術」為核心的產

業聚落，希望能提供「One Stop Solution Provider」

的角色，希望產業能多加利用。

「陶磁相移器的設計開發與在相列天線之發

展應用簡介」

─中山科學研究院電子所天線組古文大技正

周教授現為 IEEE和 IET的雙 Fellow，是學術

界中專精於高增益天線技術研究，研究成果對台

灣產業有很大的貢獻，曾獲經濟部頒贈大學產業

經濟貢獻獎與國家產業創新獎等殊榮，具備相當

研究心得。周教授係由民生應用的角度切入，討

論高增益天線在衛星通訊的應用，尤其是民生用

途的數位電視接收方面的發展演進過程，在近十

五年中，衛星數位電視產業由一個傳統的產業，

如何藉由天線技術發展的演進而大鳴大放。周教

授特別提到，在傳統衛星接收天線的發展，試圖

在共同一個碟面的機構下，發展多重饋入的方式

來增加通訊衛星數，由一個、兩個乃至於現行市

面上的五顆衛星，而元智大學現正開發七顆衛星

之同時接收天線技術，由科技與天線性能的角度

來看，或由產業產值的利基點，這樣的技術似已

逐漸逼近其極限。產業應開始思索，下一步應

該走向哪裡 ?周教授指出，傳統衛星電視的使用

者，係以家為單位，在此前提下，使用碟型天線

有其必要性，除了在製程上的容易度優勢外，它

固定於房屋上，故其金屬的堅硬度，適足以提供

其抗拒環境的能力，使得其應用歷年不衰，然

「愛之適足以害之」，這個現象也造成了產業的迷

思，把碟型天線當成唯一的研發對象了。周教授

古文大技正在天線組服務已近 29個年頭，

專攻微波元件，尤其相移器的（Phase Shifter）開

發，是國內在高功率相移器研究最具實務經驗的

專家；古文大技正在多年的專業研究中，專注於

陶磁相移元件。古文正技正服務中科院雖對一些

敏感之元件語帶保留，但其由相移器的基本觀念

起始，乃至於製程的優勢等，尤其多年來與美國

陶磁相移器專業公司有密切交流經驗，深知此領

域之最新發展現況。古技正指出，相移器是陣列

天線實務應用的靈魂，一個有效率且相位平穩變

化的相移器才能確保一組陣列天線的有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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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在陣列天線發展上，相移器往往是一個瓶

頸，尤其在高功率之遠距應用，其量損耗會造成

系統相當大的不穩定。在本演講中，古技正介紹

了相移器典型製作方式，包含半導體型式和陶瓷

型式，並比較其差異。其次在操作原理上，介紹

了三種以陶瓷材料形式的相移器，包括了所謂

Dual-Mode，Twin-Toroid和 Rotary-Field。在此三種型

態中，古技正尤其鍾情於 Twin-Toroid型態的相移

器，並做了深入的系統分析，由 RF射頻部件的

特性、相位控制的特性、乃至於性能的測試均有

深入介紹。最後古技正特別舉出實務相移器的應

用，尤其在相列天線上，包括了所謂強制空間饋

入和幅相（振幅與相移）加權後，對相列天線功

能與性能的影響，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實例說明。

古技正在此方面之研究經驗相當豐富，準備之材

料相當多，使演講有種欲罷不能之勢，相當令人

欽佩。

「國家太空中心衛星天線應用現況」─

國家太空中心通訊與感測小組長譚怡陽博士

程序。譚博士在此次演講中分享了國家太空中心

近期衛星天線進行的應用，首先介紹了福爾摩沙

衛星五號影像資料下傳系統使用的天線，包括在

實務進行時的需求分析與天線規格定義，尤其他

必須與衛星 Payload配合，其次，天線的設計過

程、實品製作和性能量測驗證。譚博士提到福爾

摩沙衛星五號是一顆影像遙測衛星，將運行於太

陽同步圓形軌道中。此衛星之主要光學遙測酬載

將提供 2米解析度的全色影像和四米解析度的多

光譜影像，目前此衛星即將進入整合測試階段，

完成後可應用於國土規畫等各項遙測之應用。故

譚博士在本季報中的報告讓與會來賓能有一先睹

為快的機會。

此外，譚博士亦針對太空中心仍在規劃中的

兩種微波應用酬載進行介紹，包括所謂的微波輻

射計（Radiometer）和合成孔徑雷達（SAR），這

兩種載酬各有其任務需求，因此為了配合任務，

天線也會不同，但其要求之嚴謹程度是相同的，

太空中心已經進行初步的需求分析，亦針對各類

的需求進行評估；在本季報中，譚博士提出幾種

Potential天線，並針對其性能進行說明，來加強與

會人士之印象與了解，總 言之，在這次季報中譚

博士呈現平日不易看到的天線應用型態，亦加深

了國家對於前瞻天線技術的需求，值得研究人員

深入探討。

「智慧型天線的應用與其天線測試」

─啟碁科技詹長庚博士

譚怡陽博士係負責太空中心之衛星任務中有

關衛星通訊系統和天線的工作，此天線主要應用

於衛星本體上之通訊用，故有別於周教授由民生

之天線應用為切入點，譚博士係由衛星本體之天

線應用為切入點，專注此一相當要求嚴謹的天線

系統，及其相關應用。此天線應用之規格要求更

甚於地面之天線系統，因衛星一旦發射，即無法

重新修正而重新來過，故必須有相當完整的確認

專題

報導 台灣電磁產學聯盟 2012年第一次研發季報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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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長庚博士由一個產業界的角度切入討論

高增益天線（尤其是陣列天線所構建之智慧型天

線）在無線通訊的應用，並由系統規劃的角度去

討論天線的基本應用。詹博士曾服務中科院天線

組六年後進入產業界，服務於啟碁科技，開創了

啟碁衛星天線事業部，目前是啟碁科技在北美事

業的負責人，為了此次季報，詹博士特別由美國

專程回國分享其專業看法，對電磁聯盟支持相當

深入。

在本次季報中，詹博士由實務的觀點談論應

用，尤其是目前無線通訊最引人注目的 MIMO通訊

應用。為讓與會學員能容易了解，詹博士特別由

智慧型天線的基本概念做為報告的起始點，分別

介紹了在技術領域中對於智慧型天線的種類和其

分野，其次從智慧型天線的原始應用，以應用例

子的方式說明其演進，包括了初期所謂的 Switching 

diversity天線應用；以一個具體的實例說明如何定

義系統規格，進一步進行天線設計和實現於系統

所進行之各種實測效果驗證。

其次，詹博士談到一個智慧型天線發展演

進，即智慧型天線在現今的應用中已然跳脫出原

始思考邏輯，更是希望能利用其增加系統之容

量，例如現今 MIMO的應用與其系統規範，在

此部分詹博士不禁談起如何在演進的過程中，如

何改進天線的設計來達到系統需求。尤其詹博士

特別注重其未來的前瞻應用，尤其啟碁科技思索

前瞻市場發展進行諸多應用研究，具體者包括

Fixed Wireless網路和 3G/4G網路之應用，傳統

以 Switching diversity 為核心之天線技術考量上

應如何規劃和預期其效果。另外，詹博士亦談到

啟碁認為在未來具備市場潛力之Wireless Video 

Distribution，如何在高頻和高速資料傳送中之天

線設計的考量和技術發展。這些天線技術由產業

人士提出，更讓人瞭解這些技術之實現與商業應

用的真實感，尤其詹博士以實務例子來詮述這些

技術的發展。除了彰顯啟碁研發能量外，亦劃擘

了未來生活的快速無線網路時代，值得期待。

「用於數位微波 /毫米波通訊機之前端被動
元件」─昇達科技研發部陳右政協理

昇達科技是目前國內在波導元件最成功的

領導者，因此在談論高增益天線應用時，不能忽

略其高功率特性，因此本次季報中特別邀請陳右

政協理討論高功率波導元件的市場狀況與研發現

狀。由於昇達科技屬市場之領導品牌地位，其研

發規畫相當程度反映市場的變化，故陳協理以此

為出發點，介紹了各種被動元件（包括雙工器、

耦合器、正交模態轉換器及被動元件次系統）在

通訊系統中的應用與最新發展趨勢，尤其陳協理

談到市場需求面希望能將元件做到體積小、低損

耗和高隔離度，尤其希望次系統之整合設計，其

難度更甚以往。值得一提的，昇達科技亦利用本

次季報展開徵才的作業，希望吸引優秀人才。

Panel Discussion

高增益與智慧型天線技術發展與應用前景─中研院

電子所楊昌正副所長、正文科技楊正任執行董事、

安寶磁劉榮宗總經理、昇達科技研發部陳右政協

理、國家太空研究中心譚怡陽博士、啟碁科技詹長

庚博士

台灣電磁產學聯盟 2012年第一次研發季報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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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Discussion是本次季報的壓軸，特別由
電磁聯盟主席吳端北教授親自主持。除上述講者

貴賓外，更進一步邀請中科院楊昌正博士、正文

科技楊正任教授和安寶磁科技劉榮宗總經理加入

Discussion之行列中，使 Panel之陣容除產、學、
研外，更函蓋了高增益天線科技的各領域與範

疇，增加季報的價值。討論亦相對熱烈。來賓的

討論由吳教授開場引言後，即展開熱烈的討論。

首先由正文楊執行董事談到目前在產業天線應用

的瓶頸和在人才培育的落差，他也談到微波發展

的歷程起源於中科院（在座 Panel之來賓中有中
科院背景者有四位之眾），中科院之技術發展應

帶領產業的先驅，其後楊昌正博士（曾歷經中科

院天線組長之職）補充，中科院主要任務為國防

科技，但今年來相當注重軍民通用技術的發展與

產業技術轉移，也建立了許多平台提供設施於民

間產業利用，龍園科技園區的建立即是基於此目

的，希望產業能多加利用。

在 Panel Discussion，詹長庚博士由一位過來人
的角色說明其職涯發展，由台大畢業後至中科院

服務，而後至民間企業服務，適度的說明微波領

域由一個的封閉的社會，逐步由技術及應用民生

化而能於今日蓬勃發展，他個人在中科院的紮實

訓練適能發揮所長。

安寶磁劉榮宗總經理由量測技術的需求性，

說明國內在此方面技術缺乏之困境與安寶磁希望

能為國內之技術自主紮根，尤是 Compact Range 之
相關技術，在高增益天線的發展中是一項核心技

術。昇達陳右政協理則由產業人才需求上切入，

希望學界人才培育能更貼近產業的需求，並適度

建立橋接平台，在此方面聯盟吳教授進一步說

明，在聯盟架構下已建立一個在校學生與產業之

媒介機制，其功能類似 104人才網，但增加了教
師推薦與論文研究資料等資訊，使業界能快速找

到優良的人才。

在參與的學員中亦發展看法，中衛科技劉

經理希望中科院進一步開放高增益天線量測的設

施，協助產業技術發展，與會則共同認為，高增

益天線發展需要前瞻設施，應該由國家成立一個

核心設施來協助此技術發展，他們進一步指出，

結合大學的研究資源是一個很好的起始點，而元

智大學歷年來在此方面的投入頗有績效，值得效

法，也希望產業能多加利用。

整個 Panel的討論在與會人士熱烈討論下，
使得結束時間較預定時間延後 1個小時。會議最
後由彭松村教授抽出參加獎之高潮中圓滿落幕。

專題

報導 台灣電磁產學聯盟 2012年第一次研發季報活動報導

Panel陣容除產、學、研外，更函蓋了高增益天

線科技的各領域與範疇

本次季報設立廠商互動區

與徵才專區

本次季報參加人數

達 164人

會議最後由彭松村教授抽出參加獎之高潮中圓滿落幕

廠商互動區提供參加人士直

接與產業溝通交流的機會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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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其他各地亦陸續建立銷售據點及其服務網。

台揚以核心 RF技術為主，持續開發無線通

訊市場上最具利基潛力之產品。產品包括地面數

位微波通訊產品、行動通訊基地站模組、寬頻無

線傳輸及衛星通訊設備等，並依據不同客戶的需

求，提供富彈性及可信賴的產品設計、製造及銷

售服務。

台揚擁有超過二十七年以上的專業設計及製

造代工（ODM／ OEM）經驗，能即時提供工程

試製樣品且快速導入量產，並依據不同客戶的需

求，提供富彈性及可信賴的生產服務，因此深受

國際電信大廠的肯定及認同。並於 2010-11年榮獲

「3G/LTE無線寬頻頭端設備」及「戶外型全球互

通微波存取用戶端設備」榮獲第十八屆（Y2010）

台灣 品獎及「小型衛星終端地面站 KU頻收發器

設備」榮獲科學工業園區「優良廠商創新產品

獎」等獎項。

聯盟教授簡報

近年來，台灣產學合作愈趨密切，為促進學

術界與產業界的交流，提升雙方研發能力，並掌

握研究發展趨勢，促成未來合作契機，台灣電磁

產學聯盟特別於 2月 15日舉辦今年度的第一次

業界參訪活動，拜訪位於新竹科學園區的台揚科

技。台揚科技由黃懷慎副總經理與陳世雄經理率

領多位主管及工程師陪同，與來自台大、交大、

北科大、文化等八位聯盟教師，共同分享研發成

果並進行交流。

活動的第一階段由台揚科技黃懷慎副總經理

介紹其公司概況及其工程研發重點，而後請旗下

工程師對於產品技術進行簡報；第二階段由聯盟

各校教師發表相關的研究主題；最後參觀台揚科

技產品展示空間，雙方進行技術交流及討論。

台揚科技簡介

台揚科技成立於 1983年，為國內首家專業

的微波及衛星通訊公司。總部設於台灣新竹科學

工業園區，生產基地包括台灣新竹及中國無錫二

地，另外在北美加州地區及歐洲丹麥設有研發中

臺灣電磁產學聯盟 NO.5  May. 2012

台揚科技參訪活動
企業

參訪

台灣電磁產學聯盟 2012年第一次研發季報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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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參訪老師簡報其研究重點，由聯盟此

次參與活動的北科大毛紹綱老師、文化李克怡老

師、台大呂良鴻老師、台大吳宗霖老師、台大陳

怡然老師、台大黃天偉老師、交大黃謀勳老師提

供一頁簡介，略述其專長領域、近年中執行的計

畫、及選列幾篇重要研究論著，讓台揚主管有基

本認識。

最後台大吳瑞北老師也表示：培育優秀人才

是學校的重要工作，電磁聯盟積極針對前瞻課題

舉辦各種研討會，並持續邀請業界人士演講，讓

學生在理論的學習外也能多了解產業的技術發展

進程（roadmap），同時也期許藉由與業界的交流

和合作共同改善教材，提供學生更加優良的學習

資源。聯盟近來也正投入開發企業徵才系統的服

務，以提供產業界一個優質的人才招募管道，讓

業界可以有更多管道招募到所需要的人才，歡迎

業界有興趣之廠商可以共同參與。

台揚研發成果參觀

簡報後，由台揚主管陪同教師至展示空間參

觀其研發成果以及最新研發產品，雙方並就專業

領域進行討論及技術交流，台揚科技對於學界與

業界技術合作持高度肯定的態度，並期許學界繼

續培育更多優秀的人才以解產業界求才若渴之急。

企業

參訪參訪 台揚科技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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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行政院
張善政 政務委員

聯盟特約記者／尹智剛

自 Google被延攬入閣的新任行政院政務委員

張善政表示，再次進入政府服務的主要任務是推

動雲端服務，帶動臺灣軟體業整體向上提升的力

量。而張善政雖出身自土木領域，後來卻在資訊

科技領域闖出一片天，擁有豐富的產官學經歷，

因此他也以自己跨領域的經驗，對年青學子提出

「心胸開闊」和「活到老、學到老」兩大期許。

催生國科會國家高速電腦中心

張善政在 29歲回到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任教，當時所進行的研究必須使用大量的電腦

學歷

民國 66年  美國史丹福大學土木工程碩士
民國 70年  美國康乃爾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經歷

民國 70年 -79年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講師、副教授、教授
民國 80年 -86年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家高速電腦中心主任
民國 87年 -89年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企劃考核處處長
民國 89年 -99年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電子化事業群副總經理
民國 99年 -101年 美商 Google 公司亞洲營運總監
民國 101年 2月 16日 -行政院政務委員

輔助，但可惜的是國內並無任何超級電腦（super 

computer）。此時正好國家科學委員會有感於臺灣學

界和社會對超級電腦的強烈需求，便委託張善政和

時任臺大資訊工程學系系主任林一鵬教授共同籌備

國家高速電腦中心。國科會參考美國五個超級電腦

中心皆由應用領域的人才出任主任的想法，加上林

一鵬教授的支持與建設廠房所需，具有土木工程背

景的張善政便理所當然地成為第一任國科會國家高

速電腦中心主任。「這一待就是七、八年。」張善政

指出，即使從臺大的借調期滿，也毅然辭去臺大教

職，直到接任國科會企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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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低。為了改善這種狀況，張善政計畫透過一些

雲端的應用當作火車頭，帶起臺灣軟體業的能

量，「刺激軟體業在這一、兩年短時間裡面把能力

培養起來，做出雲端應用的東西。」

在基礎建設的網路方面，則必須協調交通

部、NCC、中華電信。由於中華電信仍有官股，

張善政勸中華電信應該看在官股的份上，釋出

「最後一哩」（last mile），促進網路硬體建設發

展，以對國家社會做出些微貢獻。「和中華電信接

觸後，我覺得應該談得成。」他進一步透露，「基

本上中華電信也是持開放的態度，並非不能談，

應該還勸得動。」

一旦雲端的應用建置完成，民眾將可立即感

受到雲端應用的好處。張善政以建立豬肉的生產

履歷為例，不論是養豬場、屠宰業、市場業，還

是食品加工廠，只要將豬肉產品從養豬場到賣場

這一連串流程的所有資訊透明化，就可以讓一般

民眾清楚地得知購買的豬肉是否有瘦肉精或其他

非法藥物參雜其中，保障民眾食用臺灣豬肉的安

全。「要成功建立這一串資訊流，IT在其中佔有很

重要的角色。」張善政認為成功建置生產履歷就是

雲端產業很好的應用，所以曾向農業委員會陳保

基主委提過此想法，「陳主委還主動在立法院答詢

時表示，農委會以後可透過雲端應用來保障臺灣

豬肉食品的安全。」

從土木到資訊　自謙只是偶然

祖父曾任職於鐵路局，父親是土木領域出

身，張善政從小便常和祖父搭火車四處遊歷，或

是聽聞父親述說工程的種種有趣之處，在耳濡目

染下，在心中種下嚮往土木領域的種子。所以當

張善政踏出高中校門時，即以第一志願進入臺大

土木系。

然而，張善政在企劃處處長任內發現不僅政

府部會運用電腦的水平和原本的期待有落差，也

無法滿足自己每天接觸電腦的心願，加上宏碁電

腦的施振榮董事長熱情邀約和賞識，因此在拿到

博士學位回國 19年後離開政府單位，首次進入業

界，擔任宏碁電子化巨架構事業單位副總經理。

從宏碁經 Google到入閣　
皆為好奇心驅使

在宏碁 10年半，張善政原已計畫退休後至

花蓮享受田園生活，不料 Google在 2010年年底欲

挖角他擔任亞太區基礎建設營運總監。「其實我當

時沒有要離開宏碁的意思。」個性總是充滿好奇

心，想要到處摸摸看的張善政透露，「只是好奇

Google是什麼樣的公司、需要哪種人才，所以在

好奇心的驅動下覺得談談也無妨。」讓張善政料想

不到的是與 Google接觸以後，兩造越談越深入，

Google亦展現最大誠意延攬，即使張善政後來想

盡各種藉口仍無法婉拒，Google最終仍成功將張

善政納入麾下。「跟我現在答應馬總統接下政務委

員很像，」張善政笑道，「原本只是好奇地想要談

談看，但談完之後就發現竟然推辭不掉了。」

希冀以雲端應用帶起軟體業的能量

當初離開公部門是因為和原本的期待有落

差，提及此番又願意進入政府體系的原因，張善

政表示，這次入閣是認為自己有機會改善政府的

資訊化程度，以及我國的雲端和資訊領域。

張善政指出，軟體能力不夠、基礎建設不

佳、政府各部會運用「雲」的創意不足，都是使

得臺灣目前在網路、雲端、資訊產業上有百分之

八十都是劣勢的原因，僅有的優勢則是臺灣的伺

服器品質還不錯，和「雲」有關的基礎硬體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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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土木系的訓練到最後給我個人的好

處是微觀和宏觀兼具的訓練。」張善政表示，土木

系的教育兼具宏觀和微觀兩個面向，例如都市計

畫、捷運系統、水力系統的規劃、水壩建好後對

附近河川的影響，或是著重在汙水處理的環境工

程等皆需要宏觀層面的考量；混凝土應該使用何

種成份、比例如何調配則牽扯到非常微觀的化學

作用。因此，張善政認為這種方式對土木系學生

是很好的訓練，可讓每個人依照不同的個性來選

擇適合的領域，而自己也在土木系的陶冶下得以

兼具宏觀與微觀的思維，「這在很多科系裡不見得

是學得到的！」

至於從土木工程跨足到資訊領域，張善政自

謙只是偶然的因素。「在早期電腦剛問世沒多久

的時候，使用電腦最頻繁的其實是土木工程裡的

結構組。」他表示，自己在土木系選讀與計算力

學、薄殼結構息息相關的結構工程組，非常需要

電腦強大的計算能力，因此早在大學時期就已和

電腦結下不解之緣。張善政進一步指出，飛機、

船艦、飛彈、潛艇等軍事武器皆為薄殼結構的應

用，國防工業不僅是結構工程的一種，也是將電

腦設計複雜結構運用得淋漓盡致的產業，「所以當

年在美國求學快畢業的時候，」張善政透露，「我

最想去的就是美國的國防武器單位服務。」

「土木的知識記在腦袋裡，但玩電腦的時候

都在思考該如何將電腦應用在土木工程上。」在涉

獵資訊工程的領域之後，張善政也不忘思考結合

土木工程和資訊工程的可能，他在 1976年畢業前

選修「學士論文」課程時，曾寫出一套分析土木

結構的軟體「臺大一號」，而這套軟體在他畢業後

也由其他研究生接手，繼續發展。即便當張善政

獲得土木工程博士的學位，論文題目也是橫跨土

木與資訊領域的「薄殼結構的電腦輔助設計」，當

中也有些地方依然用到部分的學士論文。

期勉後進應開闊心胸　活到老學到老

從土木工程進入資訊工程，張善政可說是

跨領域發展的典範之一，他建議年青學子應該要

「open minded」，保持開闊的心胸，並且盡量多方

學習，「活到老，學到老」。張善政以自己為例，

除了專長的資通訊領域之外，生物科技、衛生食

品管理法、美牛事件目前也是由他負責協調處

理，也是旺盛的好奇心驅使他每日充實自己這些

原本並不熟悉的領域，「我不排斥再去看新東西，

所以非資訊領域的事物也正在努力學。」

「我是從看程式手冊來學電腦邏輯是怎麼回

事。」張善政補充，除了「程式語言」之外，自己

在求學階段從未修習過任何一門電腦相關課程，

不論是電腦輔助設計、電腦繪圖還是電腦的軟、

硬體，大多都是靠自修而來。因此，他強調不論

是現階段是在學校就學與否，都不應該排斥學習

新事物，「因為不知道將來什麼時候會用得到當下

的所學。」

離開政委辦公室，步出科技大樓之際，抬頭

仰望天空只見一片晴朗的藍天，不禁讓人期待張

善政能夠運用近三十年豐富的產、官、學經驗，

成功為臺灣建置出一朵又一朵的「科技雲」，便利

你我的生活。



最新活動

為了提供產業界一個優質的人才招募管道，同時將學界的優秀人才與產業界緊密連結，

電磁產學聯盟特別設立了企業徵才媒合網站，歡迎聯盟會員踴躍使用！網站不只提供畢業同學

尋找適合的工作，也提供在學同學的實習機會，為鼓勵學生踴躍參與，還有豐富抽獎活動！詳

情請上 http://104.colife.org.tw/ 

電磁產學聯盟儀器設備借用優惠方案∼歡迎會員踴躍申請

為了確實落實跨校產學合作及資源共享的目標，聯盟彙整各校微波儀器及實驗室的借用

辦法及收費標準，並特別訂定「電磁產學聯盟廠商申請使用儀器設備及實驗室優惠方案」，歡

迎聯盟會員踴躍申請利用，詳情請上聯盟網站查詢（網址：http://temiac.ee.ntu.edu.tw→關於聯盟

→聯盟實驗室）。

【聯盟廠商的儀器借用優惠方案】

1.凡電磁產學聯盟廠商申請使用台灣大學、台灣科技大學、中正大學在聯盟網頁所列示的儀器 

　設備，一年可免費使用共計 50小時，相關協助研究生之鼓勵經費由聯盟支出，自第 51小　  

     時起再按各校實驗室辦法的收費標準收費。

2.凡電磁產學聯盟廠商申請使用元智大學：通訊研究中心近場天線量測實驗室、中央大學在聯

　盟網頁所列示的儀器設備，一年內申請使用的前 50個小時（與上款合計），聯盟補助每小時

　優惠 500元。

3.各校微波儀器及實驗室的借用辦法及收費標準，請詳閱聯盟網站關於聯盟→聯盟實驗室→各

　校實驗儀器對外借用規定。

4.相關細節歡迎進一步連繫，並隨時提供寶貴意見讓我們可以參考改進，

　請洽詢聯盟助理陳惠美小姐，電話：02-33663715，e-mail:mei7416@cc.ee.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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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中 華 民 國 分 會 

 國際會議享受折扣 
 會員年費補助 
 達成個人職涯巔峰 
 IEEE Xplore論文下載 
 專業技術雜誌 

 ShopIEEE Discounts 
 IEEE E-mail Alias ＆ Free Web Account 
 IEEE memberNet 
 What’s New@ IEEE 
 AskI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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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參加國際會議論文發表 
 Scholarships 
 IEEE Job Site 

 IEEE E-mail Alias ＆ Free Web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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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New@ I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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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2012.03.01~08.15期間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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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電磁產學聯盟 NO.5  May. 2012

中華民國微波學會成立至今已十六年了，由於無線通訊產業的蓬勃發展，微波頻譜的主被動元件、

天線與系統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如何加強人才的培育和促成產業的昇級，提昇國家競爭力，已成為各界

共同努力的目標。

本會之宗旨為推動國內微波技術之發展及相關工業之提昇，提供國內各界所需專業技術之諮詢。

       主要的任務為：

結合國內產政學研之需要，以增進彼此之瞭解與合作。

協助推廣微波領域的人才教育及專業研究。

整合國內產學研資源，提供一個合作平台，以進行專業技術交流並增進彼此之瞭解與合作。

舉辦各類專題演講及論文研討會，以掌握現代新科技發展情況及未來發展趨勢。

與其他國家微波學研機構與工業團體之交流事項。

推展國內微波及相關科技及工業之進步。

       主要研究領域為：

主動元件與電路設計 （Active Devices and Circuit Design）

天線與電波傳播 （Antenna and Propagation）

電磁理論分析與技術 （EM Theory and Techniques）

被動元件與微波構裝 （Passive Components and Microwave Packaging）

訊號完整度與電磁相容 （Signal Integrity and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系統相關設計與分析 （System Design and Analysis）

誠摯希望更多人能認同我們的理念，因此熱切邀請您加入微波學會，持續給我們支持與指教。共同

推動微波相關科技的發展與創新，使台灣的微波領域更蓬勃發展，為人類謀求更大的福祉。即日起，只

要您加入微波學會會員，即享有以下服務：

▲業界會員：廠商徵才或廣告宣傳夾頁可放於電磁聯盟活動手冊及季刊、定期通知聯盟最新季報、  

                                     演講等相關活動訊息。

▲個人會員：定期通知聯盟最新季報、演講等相關活動訊息。

★最新優惠：即日起加入微波學會，會員有效期可延長到 102/7/31。

                                                                                             敬邀各位的加入！

 理事長：吳瑞北

 副理事長：徐敬文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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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微波學會 

會員入會申請/繳費單 

入會方式：請填寫會員資料並將本申請書連同繳費證明郵寄、傳真或 email 至: 
聯 絡 人：陳惠美小姐 (電話：02-3366-3715)            
傳    真：02-3366-3526 
E-mail：mei7416@cc.ee.ntu.edu.tw 
地址：10617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台灣大學博理館 317 室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會員編號(新會員免填)：__ __ __ __ 

會員類別/年費

（請勾選） 

□團體會員/每年貳萬伍仟元    □個人一般會員/每年伍佰元 
□個人長期會員/十年肆仟元    □學生會員/每年貳佰元(須附學生証正反面影

本) 

※註: 1. 個人會員會費收據可在國科會計畫中報支 

      2. 現在加入,會員有效期可至 2013 年 7 月 31 日 

個

人 
會

員 

姓名  性別 □男      □女 

服務機構/ 
就讀學校 

 
職稱∕

年級 
 

聯絡電話  e-mail  

通訊 
地址 

 

永久 
地址  

團

體

會

員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公司網址  

公司電話  傳真  

代表人  
職稱  

e-mail  

聯絡人  

職稱  

e-mail  

電話  

☆ 繳費方式（請勾選）： 
□郵政劃撥   戶名：中華民國微波學會  帳號：19777914 (請於劃撥單之通訊欄註明姓名) 
□匯票或支票 抬頭：中華民國微波學會  
□郵局 ATM 轉帳  (選 存薄轉劃撥, 輸入帳號: 19777914, 及金額) 
□一般 ATM 轉帳：華南銀行台大分行，帳號：154-10-000782-0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