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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2010年 12月 21日至 22日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舉辦在日

本兵庫縣播磨 Spring‐8 台灣 beamlines 10週年慶祝活動，訪團代

表本會出席本項活動以祝賀並瞭解 Spring‐8 台灣 beamlines的執

行成果；另並轉往東京和駐日科技組就次年業務推展目標和計畫

進行討論。 

 
 

貳、過程與觀察 

 
■主要行程/  

    1.參與 10th Anniversary Ceremony of Taiwan Beamlines at 

SPring‐8   

             本次活動主係慶祝台灣在日本兵庫縣播磨建置 Spring‐8 

台灣 beamlines 10週年。台灣 beamlines在 Spring‐8的成立過

程大致如下: 

1998 年  4 月  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提出與 JASRI(Japan 

Synchrotron  Radi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簽署 Letter 

of intent。 

1998年 12月 簽署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合作瞭解

備忘錄)。 

1999年 8月台灣 beamline 辦公室在 SPring‐8成立。 

1999年 10月安裝 BL12B2 前端。 

2000年 1月安裝 BL12XU undulator。 

2000年 8月安裝 BL12XU 前端。 

        2000年 9月  BL12B2完成。 



 3

        2000年 10月 BL12B2第一條光線試運轉。 

        2000年 12月正式營運典禮。 

 

本次慶祝活動在訪問團抵達當晚先與日方舉行會前餐敘， 

次日(12月 22日)上午參訪行程如下： 

 

          08:30 ‐ 09:30  Breakfast at SPring‐8 cafeteria 

10:00 ‐ 11:00    Tour to Taiwan Beamlines and Taiwan Beamline 

Office 

11:00 ‐ 11:20  Tour to BL44XU 

11:30 ‐ 12:00  Tour to PTP Lab and NSRRC facilities   

12:00 ‐ 13:00  Lunch at SPring‐8 cafeteria 

13:30 ‐ 14:30  Tour to SPring‐8 XFEL   

 

12月 22日下午慶祝活動典禮在 SPring‐8公共關係中心中央 

講堂舉行，議程如下: 
 

Opening Remarks 

15:00 ‐ 15:10   張副主委以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指導委員

會董事長代表台方致賀詞 

15:10 ‐ 15:20  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張石麟主任致詞。 

 

Remarks from JASRI/RIKEN   

15:20 ‐ 15:30    Tetsuhisa Shirakawa (白川哲久), President, 

JASRI                                                 

15:30 ‐ 15:40    Hiromichi Kamitsubo(上坪宏道), Special 

Advisor, RI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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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rks from Former Directors of NSRRC 

15:40 ‐ 16:00       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前主任梁耕三簡報 

回顧   

16:00 ‐ 16:30        Group Photo & Break 

Talks on Achievements and Perspectives 

16:30 ‐ 17:00        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黃迪靖副主任 

 以“Achievements and Future Plan of Taiwan 

Beamlines at SPring‐8”為題發表演講 

17:00 ‐ 17:30          Tetsuya Ishikawa(石川哲也), Director, 
RIKEN Harima Institute，以  “Future 
Perspective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SR & 
XFEL”為題發表演講 

18:00 ‐ 19:30           Reception dinner at SPring‐8 Cafeteria 

 

2.與駐日本科技組舉行 2011年台日科技交流活動工作會議   

擬訂 2011年之主要活動規劃: 

(1) 為解決財團法人日本交流協會自 2011年 4月起因該單位外

交一貫政策及預算所限，將停止與我國共同辦理台日雙邊

研討會乙案，為避免影響台日科研社群交流合作之溫度與

動力，將暫由國科會視預算規模補助學術研究機構(學者專

家)在台或在日本舉辦雙邊研討會。 

 

(2) 在去(2010)年 9 月與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JST)續簽合作

備忘錄後，2011 年國科會與 JST主要合作活動計畫，預訂

共同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在日本舉辦以「奈米元件研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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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為主題之研究成果發表會，在台灣舉辦以「生物電子」

為主題之研討會。 

 

(3) 邀請日本重要科技人士來台訪問並預訂於今年 11 月於日

本京都地區舉辦以「生物科技」為主題之學術研討會，以

展現台灣在該領域之研究成果。 

 

(4) 規畫我國生技醫藥國家型科技計畫訪問團，訪問日本重要
科研機構與瞭解日本如何評估、建置生物 Science Map的策

略與落實。 

  

 

                      

 參、心得與建議事項 
 

1.日本科學研究和基礎設施長期累積的實力，均有值得我國科

研機構借鏡學習，甚或若能共同合作，無疑更能發揮加值與

互補效益，獲得具體豐碩的成果，在國際科研影響力均有重

大突破的進展。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在 10年前，能在日本

建立台灣 beamlines 推展我國與日本在同步輻射的合作，並提

供國際學術界使用該項設備，以獲得研究成果，這是在 10 年

後台灣 beamlines 得以有卓越貢獻之處，在爾後台日雙方若能

以過去 10年之合作基礎和經驗，將能再次發揮締造更豐碩的

佳績。日本的在基礎研究實力雄厚，不僅研究人員眾多，在

特定領域更是居領先及重要地位，日本政府亦投入大量經費

並訂定長期發展策略，我們希望能藉由訊息、技術及材料的

交換，深化合作。 

 

2.日本與台灣相關科研領域在研發實力上，互有可借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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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分特定領域，我國的發展實已趨成熟，是我國可以運用

既有的科技實力和經驗，以科技為起點，與日本重要科研機

構建立穩定的合作機制，俾使台日成為緊密的合作夥伴。在

國科會與JST持續推動各項合作計畫後，應再致力開拓建構與

日本其他重要科研機構的實質合作，方能增加台日合作活動

的廣度和項目，俾能提昇雙方合作的強度和密度。 

 

 

 

 
 
 
 
 
 
 
 
 

 
 

附件一  (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張石麟主任於慶祝

典禮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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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Taiwan Beamlines at SPring‐8”發展成果，摘
自同步輻設中心 Spring‐8 10週年特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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