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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一︰轉化微/毫米波電路設計的困難之處為潛在優勢

電磁波是近代科學的一項關鍵發現，對現代技術產生了深遠影響。從法拉第在1831年進行的電
磁感應實驗，到馬克斯威於1865年對電磁波存在的理論預測，再到赫茲於1887年通過實驗證實
電磁波的存在，這一系列的發現與實踐為電磁波技術的發展奠定了基石。自20世紀初，人類開
始利用電磁波進行無線通訊，如1930年代的雷達發明與近50年來的行動通訊快速發展。隨著時
間推移，電磁波技術逐漸朝向更高頻率的應用發展，這不僅提高了資料傳輸速度，也使得裝置
尺寸得以縮減。然而，微/毫米波頻段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挑戰，由於其對各種誤差極為敏感的特
性，這大大增加了設計上的困難。不過，這種敏感性恰恰成為感測器應用的一大優勢，將微/毫
米波頻段的特點轉化為潛在的技術優勢。

講題二︰高速傳輸介面電子構裝的趨勢及挑戰

在當今，無論是人工智慧運算伺服器、行動通訊系統、智慧電力網路，或是低軌道衛星等領域，
我們都可以觀察到一個共通的特性：大量的數據傳輸需求，這些系統的剛性基礎主要依賴於電
子構裝。為了提高設計效率和降低維修難度，這些系統的硬體設備往往採用模組化設計。此外，
在某些應用領域中，裝置的小型化已成為迫切需求，這些因素共同推動了高速連接器的市場規
模急劇增長。我國在印刷電路板製造、連接器生產，乃至於晶片加工方面，均處於全球領先的
地位，這對我國而言是一個極為熟悉的領域。然而，隨著這些系統朝向高速傳輸的應用發展，
允許的製程誤差範圍變得更加嚴格。近年來，與學術界及產業界的密切交流，結合本校特色場
域的產學經驗，我們明白面對這一挑戰，將電磁波設計能力導入電子製造產業中， 已成為剛性
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