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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CEVLC 2015(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on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s 2015)是由 VLCC(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Consortium)舉辦的年度

國際會議。時間為 2015 年 10 月 25 日到 26 日，於日本慶應義塾大學舉行。此次的主題

為「Emphasis on Image Sensor Communication」，讓世界各地來自學術界和業界的研發

人員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機會，分享可見光通信的想法。 
    此次本校與日本姊妹校岡山縣立大學合作，以「2015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Design Workshop - Education for Design by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Hand made Thermo Meter」為主題，展示發表當時利用可視光通訊技術發展的4件作品

及活動過程，深受與會人士的好評。結論建議應多多參加跨領域國際會議，讓台灣的創

意及技術在國外發光，並得以將創新應用跨越國家與地區，讓設計能力出眾的台灣展現

新契機。 
 
關鍵詞：可視光通訊、ICEVLC 2015，VL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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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可視光通訊是指利用可見光線如 LED 等的高速反應特性，進行無線通訊的新世代

技術。可視光通訊會限制收訊區域，非常適合應用在道路引導、展示導遊、行人用智慧

型道路交通系統(ITS: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醫院、室內資訊傳輸等領域。 
    VLCC(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Consortiun)是 2003 年 10 月成立，由日本慶應義

塾大學榮譽教授中川正雄先生主持的產官學國際財團，成立初期以加盟企業為主要對象，

VLCC 針對可視光通訊技術的標準化與應用普及化舉行各種活動，至 2007 年 1 月為提

升可視光通訊知名度，包含東芝等公司在內有 23 家會員公司正式展開活動，具體內容

分別是攜帶終端、光標籤(Tag)的檢討，並成立可視光 ID 標準化工作小組及舉辦可視光

通訊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展示會。 
ICEVLC 2015是由VLCC主辦，日本總務省、電氣通信普及財團、IEICE、IEEE Tokyo 

Section ITS Society Chapter 及慶應義塾大學的贊助所舉行。參加的目的是將與姊妹校日

本岡山縣立大學於 2015 年 6 月 13 日到 6 月 15 日在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舉辦的 2015「可

視光通訊」國際設計工作營的活動過程及成果，將為期 3 天的工作營內容介紹給與會的

國際學者及技術者，並互相討論與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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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加研討會過程及內容 
    2015 年 ICEVLC 可視光通訊國際研討會及展示會於 10 月 25 日至 10 月 26 日於日

本慶應義塾大學日吉校區舉辦，由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陳光大副教授出席，

行程如下表(議程詳如附錄)： 
 

日程 工作內容 

10 月 24 日(六) 臺灣搭機飛往日本東京 

10 月 25 日(日) 報到及歡迎餐會 

10 月 26 日(一) 開幕式及發表展示 

10 月 27 日(二) 日本東京搭機返回臺灣 

 
本次研討會過程及內容說明如下： 

(一) 10月25日(日)下午~晚上： 
   10 月 25 日下午在慶應義塾大學日吉校區先進行報到，晚上參加由 VLCC 所進行的

發表者歡迎餐會。現場與 VLCC 的主持人日本慶應義塾大學中川正雄榮譽教授，以及

ICEVLC 2015 主席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春山 真一郎教授見面，並且與來自歐美各國的學

者們相互寒暄，並介紹自己的研究與成果。大約 50 多位的參加者在極為融洽的氣氛下，

結束活動。 
 
(二) 10 月 26 日(一) 全日 
    10 月 26 日上午 9 點 ICEVLC 2015 在慶應義塾大學日吉校區展開。今年的會議主

題為：「Emphasis on Image Sensor Communication」。開幕式及論文發表的部分在協生館

3 樓的 CDF (Concurrent Design Facility)會議廳舉行，在這裡可以見識到日本最先進的會

議設備。有以 4K 立體影像為中心的先端顯示設備，適用於遠距會議、教學和遠程教學

等環境，對促進豐富的跨領域及國際性研究和教育，有相當大的幫助。開幕式由日本慶

應義塾大學榮譽教授中川正雄先生開場，並由日本總務省技術政策科長野崎雅稔先生致

詞揭開序幕，歐美亞洲 100 名左右的研究人員及技術人員參加，會場充滿了熱情的討

論。    
    從上午到中午共有 8 篇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術界及業界，與可視光通訊有關的最新技

術及論文發表。本次會議主題為強調的圖像感應通訊 (Emphasis on Image Sensor 
Communication)，包含下列重要討論議題： 
(一) 圖像感應通訊（Image Sensor Communication） 

(二) 電路和調製（Circuits and Modulation） 
Session1 由名古屋大學的山裡敬也教授的主持，主題為圖像感應通訊（Image Sensor 

Communication），共有日本的大學、企業等論文發表。內容重點包含：可視光通信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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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已提高到 CMOS 圖像傳感器的利用，不過，在使用 LED 特有的閃爍對策的技術，LED
的活用追蹤系統，LED 健身房等的心律監視器技術等，都是很有趣的研究議題。 

Session2 由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松本充司老師主持，主題為電路和調製（Circuits 
and Modulation），發表了來自世界各國的大學研究單位和企業，發表轉動的實用化具體

的課題解決的研究事例，也有熱情的質疑應答，是一場非常有活力的 Session。下午則

是 2 場演講及一場以「Image Sensor Communication and High Speed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為主題的座談會。 
    展示會的部分在慶應義塾大學日吉校區的來往舍一樓大廳及展示廳舉行，展示時間

從中午 12 點到下午 5 點 30 分，期間有非常多的研究者來實際觀賞成品，充分展現了可

視光通訊技術應用於生活中的各種可能性，這也是此次陳光大副教授參加的主要目的。

共有Casio、Outstandhing Technology、Panasonic、NTT Communication Science Laboratory、
NEC Engineering、Renesas Electronics Corporation、Fujitsu Limited、Fraunhofer HHI、
Okayama Prefecture University、Keio University、Nagoya University、Toshiba、JAPAN 
BROADCASTINGCORPORATION 等單位展出。 
    10 月 26 日晚上 6 點在來往舍一樓的餐廳舉行懇親晚宴，約 50 人出席了這個晚宴，

大家依然延續著白天的話題一邊用餐，一邊熱絡的討論，直到 ICEVLC 2015 主席春山

真一郎教授宣布年度會議活動結束，完美畫下句點。 
 
（三）個人展示發表摘要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與岡山縣立大學(Okayama Prefecture University)共同展出，兒玉

由美子教授也協助佈展及說明。此次，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與岡山縣立大學共同利用 2015
年 6 月 13 日到 6 月 15 日在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舉辦的 2015「可視光通訊」國際設計工

作營，共有來自台灣各個大學 30 位學員參加，3 天的活動帶給學員對「可視光通訊」

以及「造形開發實驗」等兩方面學習，以增進學習興趣。所開發的溫度計應用，深獲好

評，日本日經 PB 社的記者也來採訪。報告中藉由 4 件創新作品，表現可視光通訊技術

在未來生活的應用可能性(內容詳如附錄)。 
1. Choco plate (林儀婷、吳雅智 )  

考慮生活中什麼情況會對溫度特別敏感在意，後來發現，巧克力本身對於其保存溫

度與品嚐最美味溫度的點，非常講究，所以由此發想。巧克力的保存冷藏溫度與最佳品

嚐溫度中有約 5~10℃不等的落差範圍，利用所設計的盛裝盤，可以讓內用的消費者在

巧克力從展櫃中(較冷的保存溫度)拿出來後，在自己的盛裝盤上，等待巧克力隨著室溫

漸漸上升到美味溫度。用手機(或者之後研究的任何接收器)，檢視溫度，不只可以讓溫

度計量測更有意義，也讓享用前有一次有趣的體驗。  
2. DISCO  KURUMI （陳行厚、洪瑞亭、許藝臻） 

本作品想賦予「讀取室溫」一個故事性。室內溫度由於隔絕了外在因素，因此最大

的變因就來自其中的使用者：人。而人的溫度則受到人際關係的影響，最後選擇 DISCO
作為表現形式，既能表現出人與人的互動，又能回應原始兩個概念：閃光合理化與反射

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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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nalyzing (林兆穎、林晏儀、楊惠中)  
    本作品的目的是為 2020 東京奧運設置打卡處，Slogan 為 Show your fever(展現你的

狂熱)，花瓣上的五個顏色分別為五大洲的顏色，而主視覺是以代表日本的櫻花為形，

並能聯想到奧運 Logo，花瓣也以扇葉的概念去設計，並且能夠手動旋轉花瓣。 
4. 我的心 28℃ (賴正偉、邱偉豪、張庭愷) 

 透過可視光通訊技術將驚喜放在戒指內部，打開盒子的瞬間，閃爍的色彩代表著兩 
者的愛情溫度。用溫度感動對方，驚喜總能讓感情加溫，在開盒的瞬間，閃爍著兩者的

情感，悸動著彼此的未來，將這份溫度化為愛情中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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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這次赴日本參加 ICEVLC 2015 國際研討會及展示會，不僅有機會認識許多資深

且頂尖的學者，並且互相交流討論，此行可以說是一趟收穫豐富的學習之旅。這也是第

一次參加國際會議的展示會，將 2015「可視光通訊」國際設計工作營的成果利用海報

發表外，也攜帶 2 件作品參展。 
雖然本人是以 Design 的角度來研究「可視光通訊」，主要目的就是要將尖端科技透過設

計創意，應用在日常生活之中，這樣的跨領域研究動機也得到多位學者的肯定意見。另

外，參與不同研究領域之主題或許可以激發不同的研究議題與研究的方法，也從其他不

同的技術者及業界學習到許多新的想法及未來的可能趨勢，這些對自己未來的研究將會

有更多啟發，同時也結識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為此次會議收穫之一。另外，以本校的

名義進行發表，以增進本校在國際學術會議上的能見度，也是此行重要的任務。 

 

四、建議事項 
  藉由此次參加 ICEVLC 2015 的經驗，深深感覺到跨領域研究是未來學術發展的新

契機。建議事項如下： 
1. 積極建議研究者能夠多參加跨領域的國際會議，透過不同領域的對話，相互了解研

究思維與未來可能性，透過新的火化與衝擊，對設計的學術研究發展會有更多新的

貢獻。 
2. 建議透過跨國的研究合作機會，拓展自己的研究領域，讓研究成果可以發揮出更多

潛能。 

3. 鼓勵人員出席相關國際會議，增加與各國交流機會，在共通的研究領域 彼此經驗

分享，並藉由面對面強化外語交談。 

4. 最近新聞上看見的無線光通訊技術「Li-Fi」（Light Fidelity）就是利用可視光通訊技

術的成果，可見這將是世界各國時勢所趨，未來台灣可多派人員參加相關會議，多

方面吸取新知，加強相關研究的結合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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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晚宴時的全體合影 

 
日本日經 PB 社記者的採訪 與中川正雄教授合影 

ICEVLC 2015 開幕會場 - CDF 會議廳  陳光大副教授於展示會場 

 
展示會中眾多的參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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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VLC 2015 Advance Progra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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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VLC 2015 Advance Progra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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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與日本岡山縣立大學共同展出的作品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