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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行程受邀至大連海事大學參訪及專題演講，並赴北京參加第七屆屏東科

技大學北京科技大學研討會開幕式，及代表校長進行專題演講。 

為促進我校與大連海事大學合作關係，昌賢特以「發展典範科技大學」為題，

介紹了本校的歷史及發展、屏東科技大學的使命、培養具知識農業的產業人才培

育、國際鏈結、產學研發等邁向典範科技大學的努力。彼此瞭解兩校間在學術、

科研以及人員背景後，俾便進一步探討雙方的合作與交流。 

本校與北京大雙邊研討會於 95 年本人仍擔任工學院院長時發起，迄今已歷

經 7 年，兩校關係甚密，在學生交換、科研合作等方面深入展開交流，很好地推

動了兩校的學術創新和發展。今年「第七屆屏東科技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學術研

討會」由北京科大主辦，為持續兩校的情誼及合作，本人代表校長參加開幕典禮，

並受邀於開幕式時以「再生能源發展與二氧化碳回收之新觀念」進行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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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目的與過程 

 

一、目的 

本次行程為受邀至大連海事大學灣訪及專題演講，並赴北京參加「第七屆屏

東科技大學北京科技大學研討會」，目的在於促進我校與大連海事大學及北京科

技大學等之學術交流。對於大連海事大學部份，為我校未來積極建立兩校合作關

係之重點學校之一，該校的特色重點為綠色能源、輪機及生物科技部份，與我校有

許多相對應之專長，目前我校已有幾位教師與大連海事大學有初期的交流，如微流

體生生物晶片部份及再生能源部份，期盼能在未來有進一步的合作，在未來也可朝

向交換師生部份，先進行初期合作。在參與第七屆屏東科技大學北京科技大學研

討會部份，我校與北京科技大學已有近十年的學術合作，不論在交換學生或老師部

份均有不錯的成果，此次參與第七屆屏東科技大學北京科技大學研討會，定位在

兩岸綠色暨防災科技部份，研討會領域有材料科學/精密機械/製造技術、生物機

電/生物系統工程/生質能源(綠色能源)、土木/環境及生態工程、水資源/防災工

程、車輛/運輸工程及熱能工程等相關議題，此屆屏東科技大學北京科技大學研

討會共有近百篇文章與會，參與人數共有近 150 位師生，在我校部份包含 7 位教師

及 21 位學生參與，在會後也安排了相關的參訪行程，此會議可更進一步提升兩校

之合作關係。 

 

二、過程 

    2012 年 8 月 27 日抵達大連，8 月 28 日參訪大連海事大學，8 月 29 日前往北

京科技大學，8 月 30 日參加於北京科技大學舉辦之「第七屆屏東科技大學-北京科

技大學學術研討會」開幕式，31 日返回台灣，本次主要的訪問行程如下： 

 

日 期 訪 問 行 程 

2012/8/27

Monday 

抵達大連。 

2012/8/28 

Tuesday 

    上午拜訪大連海事大學劉正江副校長及鄭少南副校長洽談兩校

交流合作相關事宜。劉正江副校長並簡要介紹了大連海事大學的歷

史及發展情況，並說明大連海事大學目前積極規劃的各項重點項目部

份，包含綠色能源、輪機及生物科技部份，還從學科設置以及校際合

作等方面進行了交流。昌賢以「發展典範科技大學」為題，介紹了屏

東科技大學的歷史及發展、屏東科技大學的使命、培養具知識農業

的產業人才培育、國際鏈結、產學研發等邁向典範科技大學的努力，

希望在三個方面開展交流與合作：一是校際交流互訪，相互學習借

鑒經驗；二是教師互派，加強學術和科研合作，並提我校專案教師

辦法，也得到大連海事大學劉正江副校長的認同，也希望能促成此

專案教師的成行；三是學生互換，擴展學生視野，提高學生交際能

力。昌賢對大連海事大學的熱情接待表示衷心感謝，對於兩校合作

的方向和領域將盡其所能的推動，並促進兩校友好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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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行程參觀了大連海事大學航海動態與模擬實驗室、輪機熱

能工程研究所以及微流體與微流控晶片實驗室等。在航海動態與模

擬實驗室中，我們也實際的操作航海動態與模擬器，此航海動態與

模擬器為大連海事大學自行開發研究完成，是一套能模擬全世界各港

口船隻進出港的儀器，設計上相當完整，可提供我校相關系所在軟

體開發上的學習。在輪機熱能工程研究所部份，我們參訪大連海事

大學長江學者馬鴻斌教授的實驗室，馬鴻斌教授目前為美國德克薩

斯 A&M大學教授，其專長為熱管、微傳熱與微流動、相變傳熱、低

品位能製冷、電子冷卻及細胞冷凍，在此參觀馬鴻斌教授的實驗室

時，我們發現此實驗室的規模非常大，包含馬教授等共近十位教師

組成，研究生也有四、五十位，如此的團隊成果也相當豐碩。在參

觀微流體與微流控晶片實驗室部份，此實驗室是由大連海事大學長

江學者李冬青教授所建置的，李冬青教授是國際上微流體及晶片實

驗室研究領域享有盛譽的學術大師，目前服務於加拿大滑鐵盧大

學，其實驗室的規模也是非常大，包含李教授等共近十位教師組成，

研究生也有七十幾位，讓我們見證了大師級的研究空間。 

    結束大連海事大學參訪，當日晚間搭機前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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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8/29 

Wednesday  

在上午稍作休息後，等待從台灣啟程至北京參加第七屆屏東科技大

學-北京科技大學學術研討會的同仁與學生，我校的同仁與學生於下

午 16:00 到達北京科技大學後，本人與本校教師們一起拜訪北京科技

大學相關部門，洽談此次第七屆屏東科技大學北京科技大學研討會

相關事宜，包含各場次主持人的安排及事前溝通。我校材料工程研究

所盧威華所長及李英傑副教授擔任材料科學/精密機械/製造技術及生

物機電/生物系統工程/生質能源方面的研討，北京科技大學則由朱潔

教授及趙海雷教授擔任；在土木/環境及生態工程/水資源/防災工程/

車輛/運輸工程及熱能工程方面，我校由林秋豐院長及謝啟萬教授擔

任，北京科技大學則由馮妍卉教授及劉文科教授擔任。 

2012/8/30 

Thursday  

第七屆屏東科技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學術研討會的開幕式在北京科

技大學國際合作與交流處多功能廳舉行。參加開幕式的參與人員和

老師有本人、傅龍明學務長、林秋豐院長等 7 位老師，以及北京科

技大學校羅維東書記、徐金梧校長、張躍副校長、孫冬柏副校長、

研究生院李京社院長和港澳臺事務辦公室王戈主任。參加開幕式的

還有來自屏東科技大學和北京科技大學的六十多名師生。北京科技

大學徐金梧校長代表北京科技大學致歡迎詞，向來自我校屏東科技

大學的師生們表示熱烈歡迎。徐校長談到，兩校的學術研討會為兩

岸高等教育交流與合作做出了重要貢獻，兩校也以此為契機開展了

日益緊密、全方位、多層次的合作。希望兩校師生加強交流、深入

研討、廣交朋友、攜手共進。 

本人也在開幕式中代表我校「再生能源發展與二氧化碳回收之新觀

念」為題進行專題演講。再生能源由於其永續性與清潔性，近來一

直被認為是解決能源危機與全球氣候變遷之利器。雖然已有許多專

家與機構做出了極大的貢獻，然而也由於其本質上的低能量密度、

穩定性不高與強烈的地域性，目前仍然無法真正的取代傳統石化能

源。很多人有個迷思：認為只要進行大規模投資現有的再生能源技

術，必能促進技術的進步而達到經濟的規模。然而過去二十幾年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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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大幅補助太陽光電的慘痛經驗，也提醒我們在此議題上須更加審

慎。否則除了經濟的損失外更會打擊支持者的信心，造成再生能源

政策的退縮。吾人認為與其大規模的將目前的再生能源技術產業化

與工業化，還不如仔細思考其本質的盲點，然後再發展技術與現有

的科技匹配。將更能達成各界對再生能源的期待！再生能源的利用

可概括的分成五個階段，也就是擷取、轉換、儲存、再轉換與利用。

在發展其技術時，必須考量目前科技對各階段所造成的限制而做整

體的考量，而不能只一廂情願的本位思考。例如目前對電能的儲存

仍有很大的困難，在此技術尚未突破之前，急著將再生能源用來發

電並與現有電網並聯，就顯得不切實際。吾人希望能拋磚引玉，故

提出數種整體性的方案：包括太陽能、風能、海洋能的新擷取方式；

有效率的轉換成熱能、化學能與壓力能的新方法；以及這些能量如

何再轉換成電能、機械能、熱能的新機構；並將這些新技術結合成

各式可行的新系統。例如以現有油輪或海上鑽油平台改裝成可擷取

太陽能、風能、海洋能的載台；以及利用這些能源捕捉空氣中之二

氧化碳及淡化、分解海水；並將氫氣及二氧化碳合成甲醇及二甲醚。

如此不須依賴現有油源，僅用再生能源即能產生可以取代汽油與柴

油的燃料，並且減少了溫室氣體在大氣中之濃度。期待各界能從不

同的角度重新思考再生能源的利用，積極開發再生能源利用之新技

術，達到永續與發展的目標。，介紹我校屏東科技大學與北京科技

大學之發展史，及我校目前欲發展之綠色能源科技部份。戴昌賢副

校長提到，兩校關係甚密，在學生交換、科研合作等方面深入展開

交流，很好地推動了兩校的學術創新和發展。 

    在開幕式結束後，下午幾場分組研討會論文發表也接著進行，

包含材料科學/精密機械/製造技術，由我校盧威華所長及北京科技大

學趙海雷教授擔任主持人，主要的發表內容包含材料的添加劑及鋼材

的顯微組織與力學性能等多方面的主題。在生物機電/生物系統工程/

生質能源部份，由我校李英傑副教授及北京科技大學朱潔教授擔任主

持人，主要的發表內容包含生醫材料塗層、生質能源及細菌氧化預處

理等主題。在土木/環境及生態工程/水資源/防災工程部份，由我校

謝啟萬教授及北京科技大學馮妍卉教授擔任主持人，主要的發表內容

包含焚化爐再生粉料、礦坑供氧系統、福壽螺對生態影響及混擬土抗

震等主題。在車輛/運輸工程及熱能工程部份，由我校林秋豐院長及

北京科技大學劉文科教授擔任主持人，主要的發表內容包含混合動力

車、材料熱物性、低速旋轉機械及鋅-空氣燃料電池等主題。在分組研

討會論文發表後有一場綜合討論，與會的師生也相當踴躍的提出問

題與討論，在此討論中，北京科技大學的師生對我國的生態的保育

及水土保持部份問題比較感興趣，而我校師生對北京科技大學相關

於冶金工程及物流方面上也提出問題，此研討會也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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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賢(右 2)代表本校接受大會感謝狀 

 

 
第七屆屏東科技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學術研討會與會人員合照 

2012/8/31 

Friday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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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此次訪問行程中，我們發現目前大陸高校的規模均非常大，以此次拜訪

之大連海事大學而言，大連海事大學是中國大陸交通運輸部所屬的全國重點大

學，是中國著名的高等航海學府，是被國際海事組織認定的世界上少數幾所的海

事院校之一。大連海事大學設有航海學院、輪機工程學院、資訊科學技術學院、

交通運輸管理學院、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交通運輸裝備與海洋工程學院、法學

院、外國語學院、公共管理與人文學院、數學系、物理系、體育工作部、交通運

輸高級研修學院、專業學位教育學院、繼續教育學院、航海訓練與研究中心、船

舶導航系統國家工程研究中心、航運發展研究院（航海教育研究所）等 19 個教

學科研機構， 大連海事大學的學生約 3 萬人（大學生約 20000 人、博碩士生

10000）、專任教師約 1100 人，其發展特色以船舶輪機、高速船舶、交通運輸及

環境科學等為代表，尤其以該校擁有 3 艘遠洋教學實習船，令我們映像深刻，而

大連海事大學的研究方向是以實務為導向，重視基礎研究及結合實務發展非常直

得我校效法。此外在參訪大連海事大學長江學者馬鴻斌教授及李冬青教授的實驗

室時，讓我感受相當深，雖然此兩位教授在國際上有相當知名的學術成就，但兩

位教授也不忘回母校提攜年輕後輩，並以團隊方式將大連海事大學優秀精英齊聚

於一團隊中，將特色顯示出來，非常值得我校效法。 

    在北京科技大學方面，此兩校研討會已經辦理第七屆，也有數十位的交換學

生，此次也有一位曾經到我校的北京科技大學換學生參與此會議，且目前也於河

北大學任教，並對我校與北京科技大學的交流提出相當正面的看法，這也讓我們

感到學術交流的實質收獲。而此次屏東科技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學術研討會中，北

京科技大學的學生參與度相當高，不論是在發表、提問及討論中，其表現都相當

不錯，尤其在節能減碳、環境及生態工程及綠色/防災科技管理幾個場次都順延

了近一小時，該場此的主持人也覺得相當有內容，這也是我們推動兩校合作的動

力。 

 

二、建議 

   在參訪大連海事大學及赴北京參加第七屆屏東科技大學北京科技大學研討會

之後，讓我們有相當感受，建議如下： 

（一）加強兩岸大學學術交流：未來應加強我校與大陸相關學校之交流，包  

      含合辦研討會、共同提計畫及交換師生等項目。 

（二）加強重點實驗室及延攬國際大師：目前中國大陸大學教育的各項設施 

      已不比台灣差，甚至有部份已經超英趕美，我們目前擁有的優勢也漸  

      漸淡化，尤其是目前中國大陸有所謂的千人計畫，及辦學優異的學學 

      校有國家重點實驗室，各個學校都想盡辦法聘請世界級的大師到學 

      校，傳授其經驗、複製世界級的實驗設備及條件，從大連海事大學的 

       兩個國家重點實驗室便可了解。目前北京科技大學約有十幾個國家重點實 

      驗室，大連海事大學也有 5 個國家重點實驗室，研究設備及每年所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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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力、垂直整合的跨領域研究空間及經費，超出我們的想像。 

（三）台灣教師及學生應該更用功與努力學習：我們也發現目前中國大陸的教 

      師及學生用功程度是台灣教師及學生應該學習的，也是我應該警惕的，未 

      來我們競爭的對象不止只有國際上的美國、加拿大、歐洲國家等等，來自 

      大陸的競爭對手也將會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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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一、大連海事大學之專題演講「發展典範科技大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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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七屆屏東科技大學北京科技大學研討會專題演講「 New Concepts for  

    Renewable Energy Usage」（再生能源發展與二氧化碳回收之新觀念）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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