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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出國之目的為至越南河內，與兩所大學之系所討論學術交流合作，

並延攬優秀學生至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就讀碩博士班。國際研究生為本校研

究發展之主力之一，具有良好之研究質量與數量，與本校教師合作提升本

校之研究質量，同時促使本校國際化，提高國際學術地位。 

 

  本次先後拜訪河內科技大學(Hanoi Univ.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ST)

之運輸工程學院(School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及其院內學系，並拜訪

河內工業大學 (Hanoi Univ. of Industry, HaUI)汽車技術學院(Faculty of 

Automobile Technology)及機械工程學院(Facul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過程中除與院長、副院長、系主任、各教授講師等會面討論外，並舉行一

場學生會談及一場教師會談，介紹臺北科大、機電學院及車輛系之研究環

境、師資、獎學金政策等，過程中討論熱烈。 

 

延攬人才參訪後，並就近轉至越南主辦之國際車輛研討會，擔任 3 場次

之議程主持人。此次參訪後發覺系所教師親赴越南招生並當面討論問題，

對國際學生之招收有所幫助。但由於越南 HUST 已成立博士班，越南研究

生就近至 HUST 就讀博士班之比例增加，造成臺北科大往後在吸收越南籍

國際學生就讀本校博士班上增加難度，臺北科大及國內大學系所對招收越

南籍博士班宜有適當因應方法。 

 

關鍵詞：延攬優秀學生、國際研究生、國際化、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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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國際研究生為本校研究發展之主力之一，具有良好之研究質量與數量，

與本校教師合作提升本校之研究質量，同時促使本校國際化，提高國際學

術地位。因此延攬優秀國際學生至本校就讀碩博士班，為本校提高研究質

量的重要助力。 

 

  本次出國之目的為至越南河內拜訪兩所大學，與兩校院系討論學術交流

合作，並與兩校院系內之教師及學生齊聚討論，介紹臺北科技大學之研究

環境及獎學金政策，以延攬優秀之學生至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就讀機電學院

內各系所碩士班、博士班，期望能有優秀的碩博士研究生加入本校機電學

院各系所，共同努力於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產出優質之研究成果，發表

優質期刊論文，以促進臺北科技大學之國際學術聲望。 

 

  尤其本校越南國際博士生取得學位回到母國後，多數在大學內任教，同

時繼續與本校教授群維持良好學術合作關係，共同進行合作計畫及發表期

刊論文，形同本校的研發能量在國外之拓展。因此延攬優秀越南國際學生

至本校就讀碩博士班實為本校國際化、研究優質化之重要工作。 

 

  目前臺北科技大學設有六學院，包括機電學院、電資學院、工程學院、

管理學院、設計學院、人文學院。車輛系隸屬於機電學院。機電學院共有

三系、兩所、一博士班，車輛系設有大學部一班、碩士班(車輛研究所)一

班、碩士在職專班一班、車輛產學訓專班一班、及進修學院一班(104 學年

度停止)，而博士班則是在機電學院機電科技博士班中設有車輛組，以培育

博士級車輛專業人才。此次至越南延攬人才，即針對機電學院機電科技博

士班車輛組、機電整合組、自動化組進行簡介並延攬人才，碩士班則主要

針對車輛所所需之研究生進行簡介並延攬人才。 

 



2 
 

延攬優秀研究生過程 

 

  本次出國至越南河內延攬優秀研究生，於 2015 年 10 月 8 日自台灣出發，

2016 年 10 月 11 日返回台灣，主要之行程包括三部份： 

 

1. 拜訪越南河內科技大學(Hanoi Univ.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ST)之運

輸工程學院(School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及其院內學系； 

2. 拜訪越南河內工業大學 (Hanoi Univ. of Industry, HaUI)汽車技術學院

(Faculty of Automobile Technology)及機械工程學院(Facul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3. 就近參加 ICAT 2015 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tomotive 

Technology for Vietnam)發表論文並擔任議程主席主持 3 場次議程。 

 

行程之安排如下： 

 

時間 行程 

2016.10.8 早上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出發 

中午抵越南河內內排國際機場 

2016.10.8 下午 拜訪河內科技大學(HUST)運輸工程學院

(School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及其院

內學系 

2016.10.9 早上 拜訪越南河內工業大學 (Hanoi Univ. of 

Industry, HaUI)汽車技術學院及機械工程學

院 

2016.10.9 下午 參加 ICAT 2015 國際研討會 

發表研討會論文 

主持議程 

2016.10.10 早上 參加 ICAT 2015 國際研討會 

主持議程 

2016.10.10 下午 參加 ICAT 2015 國際研討會 

主持議程 

2016.10.11 早上 中午越南河內內排國際機場出發 

2016.10.11 下午 抵達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1. 拜訪越南河內科技大學 

 

  此次因拜訪及主持國際研討會之行程緊湊，10/8 中午抵達越南河內內排

國際機場後，將行李置於旅館中，便隨即至河內科技大學 HUST 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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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內科技大學 (Hano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ST)為越南

的科技大學中，佔有重要之地位，其運輸工程學院(School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更培養許多車輛人才。由於學院內先前有不少講師到臺灣、

日本、美國等就讀博士班，並取得博士學位後返回 HUST 任教，故院內教

授群擁有國際大學博士學位者不少，這些教授群也在 HUST 成立博士班

後，招收越南國內其他科技大學的講師就讀博士班。 

 

  此次兩校之參訪行程皆有本人在台北科大之博士班學生 Mr. Nguyen Anh 

Ngoc 同行，Mr. Nguyen Anh Ngoc 為河內工業大學之講師，對兩所大學均十

分熟悉，在台灣未出發前，即已協助跟兩所大學的相關學院及系所連繫好

參訪行程，使得參訪能緊密有序進行。 

 

  到達 HUST 後，先與院長 Dr. Le Anh Tuan、內燃機系(Dept. of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主任 Dr. Khong Vu Quang、副主任 Dr. Nguyen The Luong、

車輛系(Dept. of Automotive Engineering)主任 Dr. Duong Ngoc Khanh 見面，討

論臺北科大與 HUST 河內科技大學雙方的研究與教學，及可能之學術教學

合作。內燃機系(Dept. of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主任 Dr. Khong Vu Quang

為本系(台北科大車輛系)畢業之博士，待在台北科大多年，對台北科大車

輛系非常熟悉，目前亦與台灣有先進引擎方面之交流。 

 

  因事先已請 Dean Tuan 幫忙通知學生有關臺北科大車輛系招生宣傳，

Dean Tuan 安排會議室與院內學生及年輕講師座談。說明會中本人先以簡報

說明臺北科大車輛系及機電學院的研究現況與設備，再就學生之問題回答

關於獎學金、修課、住宿等問題，本人於台北科大車輛系之博士班研究生

Mr. Nguyen Anh Ngoc 亦在現場，幫忙以越南語向部份學生深入說明細節，

及他自己在台北科大求學之體驗做為學生參考，當場有些學生表達就讀意

願。 

 

  說明完畢後，內燃機系講師 Dr. Tran Anh Trung 帶領參觀內燃機實驗室。

實驗室部份引擎測試裝置之規畫即取自於在台北科大博士班研究時之經

驗，得見台北科大的研究與教學實可對國外大學系所帶來貢獻。 

 

 

與河內科技大學(HUST)之座談，簡介台北科大及延攬人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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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內科技大學(HUST) Dr. Trung 講解引擎實驗室 

 

 

於河內科技大學(HUST)之合影 

 

 

2. 拜訪越南河內工業大學  

 

  10/9 早 上 先 與 博 士 班 學 生 Mr. Nguyen Anh Ngoc 拜 訪 河 內 工 業 大 學 

(Hanoi University of Industry, HaUI) 之汽車技術學院(Faculty of Automobile 

Technology) 及 機 械 工 程 學 院 (Facul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而 Mr. 

Nguyen Anh Ngoc 正是該校車輛系之講師，故可幫忙多做講解與介紹。 

 

  先與 Dean Dr. Le Hong Quan、Vice Dean Dr. Quy Dac Vu、及年輕講師共

10 人會面，以簡報說明臺北科大、機電學院、車輛系的研究現況，提供簡

介摺頁，並說明臺北科大對於國際博士班學生及碩士班學生的新制獎學金

辦法，邀請申請加入車輛系碩士班及機電學院博士班。會後有 2 名年輕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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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考慮申請機電學院博士班車輛組。Vice Dean 並帶領參觀汽車教學工

場，瞭解其汽車教學教具與學生上實習課情形。 

 

  Vice Dean 亦帶領參觀汽車板噴專班的上課情形，該專班由越南 Toyota

贊助，招收短期專班學生進行汽車車體板金及噴漆之專業訓練，結訓後即

為 Toyota 修護廠雇用。此一制度類似台北科大推動之車輛產學訓專班、或

Toyota 在台灣由和泰汽車推動之 T-TEP 計畫，將人才培育與人才雇用合而

為一，對於車輛修護技職人才之養成，實為良好方法。 

 

 
與河內工業大學(HaUI)汽車工程學院教師合影 

 

 

與河內工業大學(HaUI)汽車工程學院副主任 Dr. Quy Dac Vu 合影 

 

 

河內工業大學(HaUI)之汽車教學實習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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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內工業大學(HaUI)與越南 Toyota 合作之汽車板噴專班 

 

 

3. 參加 ICAT 2015 國際研討會 

 

  10/9 下午便轉往 ICAT 國際研討會。該研討會由越南 SAE 主辦，今年在

河內舉行，大會主席為越南國家科技政策會(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委員之 Dr. Do Huu Hao，HaUI 及 HUST 多位教授群協助辦

理。該國際研討會分為兩天之議程，10/9 上午為 Keynote Speech 專題演講，

下午及 10/10 則共分兩個技術議程進行論文發表，共計發表 42 篇論文。

Vietnam SAE 則邀請本人擔任第二議程的全部 3 場次之議程主持人，分別

於 10/9 下午及 10/10 上下午共舉行 3 場次，計發表 24 篇論文。 

 

  技術議程一由俄羅斯 Prof. Kirill Karpukhin 主持，共有 18 篇論文發表；

技術議程二則由本人主持，博士班學生 Mr. Nguyen Anh Ngoc 擔任議程助

理，協助議程主席主持論文發表。由於 Mr. Ngoc 即為 HaUI 的講師，因此

在協助越南國內研究人員英文簡報發表及討論時，提供非常大之協助。 

 

  10/9 下午之場次計有 9 篇論文發表，包括本人與 Mr. Ngoc 等發表之半主

動式自行車電子裝置磁流變減震座，另外包括 HaUI 發表之柴油渦輪引擎

性能模擬(simulation of turbocharging diesel engine)、HaUI 發表之行星齒輪之

磨損預估、Vinh L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發表之半聯結曳

引車之滑移係數研究等，各發表論文之名稱與作者列於附錄中，本文中不

再逐一詳述。 

 

  10/10 上午之場次主持 9 篇論文發表，下午之場次主持 6 篇論文發表，論

文之主題涵括引擎、煞車系統、車輛故障診斷、生質柴油、車輛懸吊、動

力轉向、引擎廢氣控制等各車輛專業領域，論文發表後討論亦極為熱烈，

讓各領域各學校之專家、教授、研究生等，可以互相瞭解彼此的發展方向

與研究方法，亦對越南之車輛技術發展有進一步的認識。 

 

  越南部份大學因實驗設備不及臺灣各大學完善，較無大規模之車輛特性

實驗，然其近年來博士生赴臺灣、日本等各國攻讀博士學位，其論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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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亦逐漸趕上，且越南部份大學因研究資源不充份，但仍在研究設備可

支援的範圍內，找出可行的研究方法，或具特色之研究題目，此值得國內

學術界參考。 

 

  主持該 3 場次之論文發表過程中，與越南各大學之教授及發表人互相交

換意見，各場次討論均十分熱絡，大家最後並合照，留下值得珍惜的回憶。

研討會過程之相關照片如下。 

 

 

主持 ICAT 國際研討會，擔任議程二主持人 

 

 

主持 ICAT 國際研討會，與各校學者作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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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及建議 

 

  此次拜訪越南河內科技大學(Hanoi Univ.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ST)

及越南河內工業大學(Hanoi Univ. of Industry, HaUI)，讓其學生及教師更瞭

解臺北科大機電科技博士班及車輛研究所。 

 

  經過與兩大學之討論說明後，預計可在未來年度，可有 HaUI 及 HUST

的年輕講師申請機電學院博士班，及大學部畢業生申請車輛系碩士班。唯

獎學金仍為越南講師或學生申請國外博碩士班之重要考量，尤其 HUST 已

有自己的博士班，其他越南大學之講師基於獎學金、取得學位期程及語言

之因素，多會考慮就近選擇至 HUST 就讀博士班，此情況亦將造成臺北科

大往後在吸收越南籍講師就讀本校博士班上，增加難度，臺北科大宜將新

制之國際研究生獎學金辦法讓國際研究生獲知，並讓其瞭解其每年獲得獎

學金之資格，同時加強改善國際研究生之宿舍問題及生活問題，才能對越

南優秀人才產生吸引作用，使其踴躍申請臺北科大碩博士班，和本校教授

群共同努力於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產出優質之研究成果，發表優質期刊

論文，以提昇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之國際學術聲望。 

 

  本校越南國際博士生取得學位回到母國後，多數在大學內任教，同時繼

續與本校教授群維持良好學術合作關係，共同進行合作計畫及發表期刊論

文，形同本校的研發能量在國外之拓展。因此延攬優秀越南國際學生至本

校就讀碩博士班實為本校國際化、研究優質化之重要工作。 

 

  研討會之議程主持及論文發表則為本次出國延攬優秀研究生工作之附

帶工作，於研討會之議程主持而言，乃是 Vietnam SAE 邀請本人赴越南河

內主持議程，其間並與協辦之 HaUI 汽車學院院長、副院長、各教授、講

師等有很好的互動，加上本人之博士班學生 Mr. Ngoc 為 HaUI 汽車學院之

講師，此次亦特地返回河內協助安排安訪、議程主持等工作，協助建立台

灣學術及台北科大學術在越南之良好印象，其效果遠大於本人之前於海外

國際研討會上擔任議程主持人所產生之學術合作效果；此為一良好模式，

建議後續有指導國際研究生之教授，亦可循此一模式，於該國際研究生之

母校或母國舉辦國際研討會時，可主動擔任國際研討會之議程主持人，對

於推廣台灣國際聲望及國際學術合作，均有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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