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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浪漫之旅＂是大連理工大學特別為促進兩岸師生交流活動，所擬定的一個專案，

自 2009 年以來每年舉辦一屆，一直受到臺灣師生的廣泛參與及肯定，本年度為第八屆。    

本校此次共有一位老師、十七位同學參加，為所有受邀學校中陣容最為龐大的代表團隊。 

    此次交流活動之收穫與心得包括：1. 大連理工大學上上下下非常敬重技術專家，

而技術專家亦非常有心提攜後進；2. 大連理工大學不一昧追求新穎的研究課題，更追

求「更（精確）、更（精密）、更（細緻）、…」的技術成就；3. 大連理工是工科的學校，

與本校的專長相當契合，建議本校可加強與加深雙方的合作關係；4. 大連理工的創業

教育才剛開始，目前的重心還是放在科技的實踐上；5. 大連理工投入相當多的資源於

科技的實踐，各項競賽成果也相當亮麗；6. 由參觀英特爾大連晶片廠與華晨寶馬（BMW）

汽車公司可深刻感受到大陸以市場換技術的策略實踐；7. 大陸解放以來，重工業重鎮

瀋陽鐵西區日趨沒落；然隨著近十幾年大陸經濟起飛，大陸擬重建東北重工業的雄風，

大力扶植重工業，以加速基礎建設的發展，並有具體的進展；8. 華晨寶馬汽車的立項

可深深地感受到工業 4.0 在大陸開始生根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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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    的 

 

    “浪漫之旅＂是大連理工大學特別為促進兩岸師生交流活動，所擬定的一個專案，

自 2009 年以來每年舉辦一屆，一直受到臺灣師生的廣泛參與及肯定，本年度為第八屆。   

活動期間，自抵達大連機場至離開大連機場的食宿費用、交通費用都由大連理工負責，

極盡地主之誼。本屆“浪漫之旅＂，大連理工為每個學校預留一位老師和五位學生的名

額；然本校報名熱烈，共有一位老師、十七位同學參加，為所有受邀學校中陣容最為龐

大的代表團隊。 

    此次兩岸大學師生的交流活動主要為促進雙方師生的認識，並於十天的活動過程

中，得以近身觀察該校的教學活動與運作方式，並瞭解遼東省工業發展的狀況；以其能

吸收對方的長處作為本校教育發展的借鏡，並構思未來可能合作的方向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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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紀要 

 

一、行程 

（一）105/07/10 去程 

1. 桃園飛大連（20：30～23：00） 

（二）105/07/11～105/07/19 行程 

日期 早上 下午 晚上 

7/11 

開營儀式開營報告—【創

新·名家談】主講人：中

國科學院院士：王立鼎 

參觀校園 破冰行動—素質拓展   歡迎晚宴 

7/12 【創新·企業行】參觀大連英特爾公司 
【創新·企業行】參觀大連期貨

交易中心、大連博物館 
學校晚餐 

7/13 
【文化·親體驗】參觀旅順炮臺、南子彈

庫、軍港公園 

【文化·親體驗】參觀大連市容

（星海廣場）、徒步大連濱海路 
海邊燒烤 

7/14 

【創新·名家談】大學生創新能力養成【創

新·你我看】參觀創新學院機器人實驗室、

3D 列印實驗室 

乘車至大連理工大學盤錦校區 
聯誼晚會 

入住盤錦 

7/15 
【創新·名家談】大連理工大學盤錦新校區

簡介與校園巡禮 
乘車至瀋陽 入住瀋陽 

7/16 【文化·親體驗】參觀瀋陽故宮、張氏帥府 【文化·親體驗】參觀世博園 入住瀋陽 

7/17 
【文化·親體驗】參觀中國工業博覽館、九

一八歷史博物館 
【文化·親體驗】參觀北陵公園 入住瀋陽 

7/18 【創新·企業行】參訪北方重工集團 
【創新·企業行】參訪瀋陽華晨

寶馬汽車公司 
閉營儀式 

7/19 乘車返回大連 

 

（四）105/07/20 回程 

1. 大連飛桃園（16：30～19：00） 

 

二、參訪紀要 

    由於行程大都為交流活動與參訪，以下僅就主要的專題演講與工廠參觀活動做重點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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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新·名家談】中國科學院院士：王立鼎院士 

  開營儀式後緊接著由中國科學院院士、大連理工大學教授王立鼎（1934 年生，現

年 82 歲）先生介紹「超精密齒輪製造技術」。王立鼎院士為中國精密機械和微奈米機械

專家，生於遼寧遼陽；1960 年畢業於吉林工業大學機械系；目前為中國科學院長春光

學精密機械研究所研究員、大連理工大學教授，於 1995 年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王院士於演講中回顧一身中在精密齒輪製造技術上的成就與突破，獨步領先世界各

國將精密齒輪做到二級、一級的精度；換算成比較熟悉的尺度來說，大約是 2300 公里

誤差不超過 5 公尺；角度盤的誤差大約是 9”（秒）（世界的紀錄約為 30”（秒））；當時

王院士將所做出來的齒輪送到德國去驗證與量測；其精度已超過德國儀器的量測範圍。 

    王院士提到：「如果低精度的設備無法製造出高精度的元件，則社會不會進步。」

此一觀念如雷貫耳；這也是過去大陸在資源缺乏年代，創新突破的心法。 

 

圖一、中國科學院院士王立鼎教授演講 

 

（二）【創新‧名家談】大學生創新能力養成：大連理工創新創業學院吳振宇副院長 

    1984 年，當時大連理工的部分資深教授有感於學生學了那麼多東西，但缺乏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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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的能力；故建議學校應成立一個動手做的學習場域，讓學生能長期待在該場域動手

做；因而成立創造性研究小組，為大連理工創新創業學院的前身；次年（1985 年）更

名為大學生創造發明協會；經過多年的演化與名稱的變更，例如 2003 年更名為大連理

工大學大學生創新院；2007 年的大連理工大學創新實驗學院；2015 年，正式更名為大

連理工大學創新創業學院
1。 

    大連理工大學創新實驗學院係學校特設的工科實驗班，以培養卓越的、精英的、有

創新精神和前瞻性視野的工程科人才為目標。依託大連理工大學傳統強勁的工科實力成

立機械與土木類、電氣與資訊類兩個創新實驗班，是大連理工本科人才培養的示範區與

先導區。另外學院還設有數學建模、機電、軟體、多媒體、ACM、人形機器人、互聯網+、

創新發明、創業基礎等 15 個創新實踐班，2016 年更擴增至 17 個，供學校其他同學參

與學生創新學習。其中機械與土木大類、電氣與資訊大類兩個創新實驗班面向高考（相

當於臺灣的大學入學考）優秀學生招生，創新實踐班面向校內學有餘力、有興趣的優秀

學生招生
1。 

    大連理工大學是全國較早宣導創新教育的高校之一，創新實驗學院是大連理工大學

開展創新教育的主要載體；學院因材施教、突出特長、尊重個性、以多樣化自主學習模

式及其創新實踐基地建設為重點，構建一套完整的創新人才培養體系，該體系由軟體和

硬體兩個平臺組成。軟體平臺包括制定本科生個性化培養計畫、採取大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學模式、開設創新實驗班和創新實踐班、設立大學生科技創新基金、參加大學生創新

性實驗計畫、開展各類科技競賽、成立各具特色的科技協會、實施大學生科研能力等級

評定及制訂各類學生相關的激勵政策…等等；硬體平臺包括 6 個校級創新實踐示範基

地、12 個院系級創新實踐分基地及若干個校外大學生創新創業實踐基地。經過多年的

探索，逐漸形成了大連理工獨具特色的創新人才培養模式 1。創新創業學院下轄 11 個院

系創新實踐基地，包括：文化與傳媒、能源與動力、生物與環境、企業管理與信息化、

電氣、物理與光電子、電子與信息技術、機械、土木、化工、軟件等。 

    2003 年，學院被大陸的共青團中央、全國青聯命名為“全國青年科技創新教育基

地＂。在 2004 年 10 月教育部對該校本科教學工作水準評估中，創新教育被確認為該校

的辦學特色。2007 年學院被教育部、財政部批准為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 2009

年，創新實驗中心被評為遼寧省級實驗示範中心，創新教育系列課程教學團隊被評為遼

寧省級和國家級教學團隊。2010 年，“創新教育基礎與實踐＂課程被評為國家級精品

                                                 
1 http://baike.baidu.com/view/34191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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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和遼寧省級精品課程 1。 

    大連理工創新創業學院不是正式的組織，而是像史丹福大學的 d-school 一樣，屬於

正式系所之外跨領域的教學活動，大連理工稱之為「第二課堂」；位於造型像桌上型電

腦的建築物中（如圖三所示）。 

 

圖二、創新創業演講主題 圖三、創新創業學院的位置 

 

    為鼓勵學生積極參與本學院的學習活動，該學院特規劃了以下的獎勵措施： 

1. 為鼓勵積極參與創新實踐活動的學生，開設「保研」（免試推薦進入研究所就讀）

的「綠色通道」； 

2. 設立「大學生科技創新標兵」、「榜樣大工（大連理工）」，獎勵在科技實踐創新

方面有突出貢獻的學生； 

3. 設立專項經費，大學生科技競賽費、科技創新基金、大學生國際學術交流基金

等，用於創新創業基地建設和學生科技創新實踐活動開展等； 

4. 在全校實施「大學生創新訓練計畫項目」，四個「1」項目推廣計畫；所謂四個

「1」項目係指：「1」位具有博士學歷、副教授以上職稱的教師在「1」年中至

少要指導「1」名本科生參加至少「1」項科技創新實踐活動； 

5. 學校制訂了「大連理工大學關於學生代表參加比賽的若干規定」，參加科技競賽

衝突課程可申請免試，替換個性學分（必修），追加第二課堂。 

    由於該學院不是正式的教學單位，故招收的對象為需於主修專業學有餘力的學生，

總學分數為 15 學分，完成規定的學分數之後，可獲得學校的創新創業能力證書。由於

學校的積極鼓勵，參加的學生極為踴躍，每年需由 4800 位申請者挑選出 1200 位進入創

新創業學院學習；目前有專職教師 20 位，全時地為學院服務。 



 - 6 - 

    經過多年的努力，該學院樹立了 CDIO 的教育新理念，倡導學生「做中學、學中思、

思中創」的精神，系統地培養大學生創新創業的能力；該學院強調動手做的能力，在課

堂中設計許多實踐學時，讓學生親自動手做；以機電實踐班課程的 18 學分為例，共規

劃了 276 小時的實踐學時，讓實踐活動具體落實在課堂當中，如圖四所示。 

 

圖四、機電實踐班課程課程規劃 

 

    在課程設計上，低年級的課程以模組或單元基本問題展開，以興趣為導向，注重培

訓及培養學生獨立學習和解決問題的能力；高年級則以科技專題的形式進行各類特色研

究室展開具有一定深度的專題項目研究，最終以完成作品為目標。 

 

（三）【創新·企業行】參觀大連英特爾公司 

    英特爾大連晶片廠是英特爾半導體（大連）有限公司在大連市投資 25 億美元建設

的先進半導體晶片製造廠，也是英特爾在亞洲設立的第一座晶片廠。位於中國遼寧省大

連市金普新區的英特爾大連廠區於 2007 年底開始建設，2009 年建成投產入使用，2010 

年 10 月正式投產。大連晶片廠的總建築面積為 16.3 萬平米，其中潔淨廠房面積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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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萬平方米，採用業界主流的 300 毫米（12 吋）矽晶圓和英特爾成熟的 65 奈米製

程工藝生產電腦晶片組產品
2。 

    大連晶片廠的建設和運營秉承了英特爾企業社會責任和創新理念，成為英特爾在中

國“為環境而設計＂的綠色工廠的宣導者與實踐者。英特爾大連公司確保工廠在運行中

重視環保、健康和安全，最終促進大連市的經濟的增長、社區的和諧以及企業的永續發

展。大連晶片廠的建設和運行也帶動了區域半導體人才的培養、晶片產業供應鏈的完

善、資訊通信技術產業生態體系的建立、以及卓越製造和先進環保運行理念的變化。
2 

    然根據媒體報導，英特爾的大連 12 吋廠於 2010 年完工後，原先規劃以生產 65 

奈米製程 CPU，但績效不佳3；英特爾於 2015 年 10 月 20 日與大連市政府簽署協定，

投資 55 億美元，轉型生產 3D-NAND Flash，以期搭上中國消費電子產品蓬勃、記憶體

需求大量成長的列車。該廠於 2016 年 6 月 25 日（也就是我們參訪前的前幾天）正式

投產。為全球首座以 12 吋（300mm）晶圓生產 NAND Flash 的製造中心，目前有逾千

名員工投入生產。中國大陸為實現高階人才在地化的目標，約 300 多位中國工程師前

往美國、新加坡等國家培訓，以承接先前外籍專家在該廠相關技術與管理的職務。根據

集邦科技旗下記憶體 DRAMeXchange 預估，英特爾大連廠轉型後，初期  3D-NAND Flash 

月產能約 3~4 萬片。
4 

    但近日，根據日前瑞士信貸所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英特爾將可能暫停對投資於中

國大連的快閃記憶體生產線進行擴建計畫，從而以更低的成本，直接收購美光科技

（Micron），以擴大在快閃記憶體領域的實力。報告中指出，因為智慧型手機配置的快

閃記憶體容量越來越大；而且，基於固態硬碟正在逐漸取代舊式的機械碟盤硬碟，這種

現象導致市場對於快閃記憶體需求攀升，快閃記憶體行業的整合併購也越來越活躍，使

得英特爾下此計畫。5 

    基本上，參訪英特爾大連晶片廠並不能看到什麼半導體的門道，因為半導體的無塵

室都不能參觀、辦公場所也不能照相；只能對其員工福利、工作環境、與社會責任留下

深刻的印象。圖五～圖十一，為該廠設施的照片，由照片中可以瞭解英特爾大連晶片廠

為令人羨慕的工作場所；廠內有餐廳、員工休息室、健身房、美容院、…等等；圖十二

為該廠的使命（mission），包括：員工、技術、品質、成本四大區塊；圖十三則為該廠

                                                 
2 http://www.intel.com/cn/intel/environment/ehs/f68-ehs.htm 
3 以現在的技術 65 奈米應該不能製造 CPU。 
4 http://twnews.siliconeoil.cn/v/39721 
5 http://technews.tw/2016/07/29/inte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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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業社會責任的路徑圖，企業隨著規模的擴大，大幅度地增加企業的責任；圖十四為

該廠的垃圾分類，由分類可知，該廠對於環境與永續的重視。 

 

 

圖五、英特爾大連晶片廠的正門外觀 圖六、員工餐廳 

 

圖七、員工餐廳旁的咖啡館 圖八、員工餐廳的一角 

 

圖九、健身房 圖十、美容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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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工作休息室 圖十二、英特爾大連晶片廠的使命 

圖十三、社會責任 圖十四、垃圾分類 

 

（四）【創新‧企業行】參訪北方重工集團 

    北方重工集團有限公司（簡稱北方重工），總部位於瀋陽經濟技術開發區開發大路

16 號，註冊資本額為 10 億人民幣；北方重工占地面積 141 萬平方米，資產總額 127 億

人民幣，員工總數一萬餘人。主要產品包括：隧道工程裝備、電力裝備、建材裝備、冶

金裝備、礦山裝備、煤炭機械、港口裝備、環保裝備、鍛造裝備、工程機械以及傳動機

械等共計五百多個品項、七千餘種規格。為大陸國家重點工程建設提供大量的重大技術

裝備，產品還遠銷世界五大洲 80 多個國家和地區。6 

    基本上，參訪北方重工的時間很短，也沒有聽取公司方面的簡報，僅於工廠內參觀

大型機具，參觀的重點為大型機具設備，如圖十五～二十。 

 

 

                                                 
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96%B9%E9%87%8D%E5%B7%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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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大型齒輪初胚 圖十六、大型齒輪 

  

圖十七、隧道挖掘機之挖掘頭 圖十八、隧道挖掘機之挖掘盤 

 

圖十九、隧道挖掘機之前段 圖二十、隧道挖掘機之全長（一百公尺）

 

（五）【創新‧企業行】參訪瀋陽華晨寶馬汽車公司 

    華晨寶馬汽車有限公司（BMW Brilliance Automotive Ltd.）是一家總部位於遼寧省

瀋陽市的中德合資汽車生產企業；2003 年 5 月由德國寶馬集團和華晨汽車集團控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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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共同設立。其主要業務包括 BMW 品牌汽車在中國大陸的生產、銷售和售後服務。 

    其生產基地位元於遼寧省瀋陽市大東區（2003 年建成）和鐵西區（2012 年 5 月 24

日建成），並在北京設有分公司；2013 年兩家工廠的總產能可達 30 萬輛。7此次，參訪

的工廠即為位於鐵西區的華晨寶馬汽車有限公司。 

    目前，華晨寶馬汽車有限公司生產 BMW 3（含標準軸距和長軸距）、BMW 5 以及

BMW X1 三大系列，超過三十款車型。緊鄰鐵西新工廠的新發動機工廠已於 2016 年 1

月投產，生產最新一代 BMW 3 缸和 4 缸渦輪增壓發動機。 

    截至 2015 年底，寶馬在大陸擁有超過 380 個 4S/5S 經銷商，在北京、上海、佛山

和成都建立了四個大型零部件配送中心。與此同時，在中國擁有一個龐大的寶馬專業人

才培訓網路，包括 4 個培訓中心、15 個與當地技術院校進行合作的培訓基地，和 11 個

合作鈑噴培訓點。2015 年 9 月，寶馬亞洲最大培訓中心於西安成立，為了適應充滿挑

戰的市場環境，寶馬培訓學院在 2015 年嘗試多種形式培訓相結合，包括課堂培訓，線

上學習和經銷商內訓，培訓人天達到 40 萬。8 

    同樣地，由於華晨寶馬汽車的生產線不得照相，僅能就參訪過程中，一窺面貌；主

要有以下幾點觀察： 

     

圖二十一、華晨寶馬汽車有限公司為中國

製造 2025 與德國工業 4.0 的合作典範 

圖二十二、華晨寶馬汽車入口 

                                                 
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E%E6%99%A8%E5%AE%9D%E9%A9%AC 
8 http://www.bmw-brilliance.cn/cn/zh/pr/bba.html 



 - 12 - 

 

圖二十三、華晨寶馬汽車大廳 圖二十四、華晨寶馬汽車大廳排隊等待內裝

的汽車 

 

 

圖二十五、參觀人員的標準配備  

  

1. 華晨寶馬汽車為中國製造 2025 與德國工業 4.0 的合作典範（圖二十一），為工

業 4.0 的櫥窗； 

2. 此次參觀的重點為板金衝壓間與焊接間兩處；所有的設備皆為全自動；衝壓床

每分鐘衝壓 200～300 次，換模速度為 3 分鐘，也就是每三分鐘可換模一次；所

有的板金件接由此衝壓而成；大型複雜件，需連續衝壓 6 次（六個模具）始能

完成；衝壓完成之後的板金件會放在尺寸畫一的框架內，框架上皆有條碼標示

該板金件的相關資訊；由於該衝壓間是所有板金的製造基地，而該廠生產 BMW 

3 系列、5 系列與 x1 系列的車子，故板金件堆得滿坑滿谷，與我們對工業 4.0

零庫存的想像很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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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焊接間為將所有的板金件焊接成形的地方，所有的焊接皆由機器人完成；機器

人為瑞典製造，每台造價 1 百萬美金；除焊接功能外，並附有壓力計（以測量

焊接壓力）、溫度計、位置感知器…等等；機器人可依焊接板金的需求由電腦控

制焊接力道、時間、電流、…等等；雖然在生產線上有看到不少員工，但大都

看看電腦，沒啥事做；每焊接一定數量之後，會將該焊體離線檢測，檢查焊接

的品質；就目視而言，焊接的品質一致且良好；呈現工業 4.0 的面貌； 

4. 焊接走道三步五時會噴出火花，故參訪人員需穿著外套與戴上護目鏡，如圖二

十五；這種狀況令人覺得匪夷所思，焊接火花會噴到走道是安全問題，應該設

法解決，而不是讓所有的參觀者穿著外套與戴上護目鏡，大幅增加成本； 

5. 華晨寶馬汽車每兩分鐘出廠一部汽車，並混線生產，如圖二十四，所有的汽車

皆供應內需市場；最近華晨寶馬汽車擬再投資一千億元新台幣，將生產線擴大

一倍，將出廠一部汽車的週期縮短為 1 分鐘；顯示大陸的市場潛力無窮； 

6. 工業 4.0 的特色為依訂單生產，故詢問解說人員顧客下訂單之後，多久可以拿

到車；解說人員回答需等上一年；後又說需等 6 個月、3 個月；顯示解說人員

也不清楚顧客下訂之後需等多少時間可以拿到車；雖然這種現象可以解讀為解

說人員不清楚顧客下定之後多久可以拿到車；但由解說人員的回答可知，依訂

單生產可能不如大家對工業 4.0 的想像，可以達到客製化生產的境界。 

 

（六）【文化‧親體驗】 

    大連理工安排許多參觀熱點，包括：大連期貨交易中心、大連博物館、中國工業博

覽館、九一八歷史博物館、世博園、軍港公園、星海廣場、旅順炮臺、南子彈庫、瀋陽

故宮、北陵公園、張氏帥府等等；分屬現代化金融中心、博物館、地標、歷史遺跡等等。

讓來自臺灣的師生對東北的文化與生活有進一步的瞭解與認識，算是一個相當豐富的文

化之旅；唯一的缺憾，是無法體驗有浪漫之都的大連市，到底浪漫在哪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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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心得與建議 

 

     在大連與瀋陽的十天參訪活動很快地在不知不覺中結束了，除留下深刻的回憶之

外，並獲得許多的心得，特整理如下： 

（一）王立鼎院士之「超精密齒輪製造技術」 

    以超硬、超冷門「超精密齒輪製造技術」的演講主題放在兩岸師生交流活動的開營

儀式之後作為活動的開場，不是讓人覺得很突兀與奇怪；如果在臺灣，不論是主辦單位，

或是學生都會覺得幹嘛在這種場合講這個主題；被邀請的講者，也會覺得這個主題在這

裡講，誰會聽？然而在大連理工大學卻發生了；演講過程中，本人觀察在座的大陸老師

與學生都沒覺得有什麼不對。由這件事來探究（推敲）他們的想法： 

1. 大連理工大學上上下下非常敬重技術專家，在這種場合中將他們的成就分享出

來，覺得很自然； 

2. 技術專家（王院士）也不覺得突兀，而願意在這種場合分享一身的成就；代表在

大連理工有濃厚的學術氣氛。 

   此外，由王立鼎院士的分享中，可以知道他終其一身都在追求「更（精確）、更（精

密）、更（細緻）、…」的技術成就；與臺灣的學術界（包括政府單位）往往追求「華而

不實」的新東西，有很大的區別；以技職學校而言（包括虎尾科技大學），本人也認為

應該以追求技術的更（精確）、更（精密）、更（細緻）、…為導向；而不是今天人家做

微機電我們就去做微機電、人家做奈米我們就去做奈米、人家做生物科技我們就去做生

物科技、…，永遠追著先進國家的後面跑，卻又跟不上。 

    一個知名大學的研究環境，也許可以由一樁小事得以一窺全貌。 

 

（二）【創新‧名家談】大學生創新能力養成：大連理工創新創業學院吳振宇副院長 

    在聽完吳振宇副院長的簡報、參觀實驗室、以及口頭詢問之後，獲得以下幾點感想

與建議： 

1. 基本上大連理工是工科的學校，因此所簡報與參觀的實驗室都是機電整合、機

器人、3D 列印等主題，與本校的專長相當契合；建議本校可加強與加深雙方的

合作關係； 

2. 實踐課程的運作方式與本校（本系）創新創業圓夢學程的方式類似，都是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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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特定的場域、跨領域的互動、以做中學的方式學習；惟本校（本系）強調的

是最後的創業，而大連理工則強調科技的實踐，比較像創客活動；經詢問，該

校的創業教育則才開始，目前的重心還是放在科技的實踐上；雖然大連理工的

創業教育走得比較慢，但 2016 年該校已將創業課程（2 學分）列為大一新生的

必選科目，以作為創業教育的起步； 

3. 在科技的實踐上，大連理工投入相當多的資源，包括指導老師、專屬的空間、

競賽費用的支助（例如每年一次賽車比賽，主辦單位會前一年事先公布賽道、

賽車形式、競賽方式；大連理工就會提供經費進行設備的採買、並提供場地供

練習…等等）；各項競賽成果也相當亮麗。 

 

（三）【創新·企業行】參觀大連英特爾公司 

    如前所述，參訪英特爾大連晶片廠並不能看到什麼半導體的門道，只能對其員工福

利、工作環境、與社會責任留下深刻的印象；但由參訪與詢問的過程中，也得到以下的

瞭解。 

1. 英特爾大連晶片廠為英特爾亞洲區的第一個晶片廠（恐怕也是最後一個）；為大

陸用市場換技術的典型案例；至於為何落腳大連，則與大陸重振大東北製造榮

光有關（雖然他們口頭上不承認）； 

2. 英特爾大連晶片廠使用的是 65 奈米的製程技術，但 65 奈米的製程技術已不是

先進的技術了，顯示先進國家並不願意將技術落實在大陸的最好明證。 

 

（四）【創新‧企業行】參訪北方重工集團 

    北方重工為大陸重工業的代表，大陸的重型機具很多由該公司所產出。對一個大國

而言，重工業的興衰反應出該國經濟的狀況；過去幾十年來，大陸北方的重工業逐漸衰

敗，重工業重鎮瀋陽鐵西區十室九空，反應出大陸在重工業的落後；近十幾年來隨著大

陸經濟的起飛，大陸擬重建東北重工業的雄風，大力扶植重工業，以加速基礎建設的發

展。 

    反觀，臺灣的重工業，由於市場太小、投資又大、回收期又長，早已失去往日的榮

景，且一去不回，令人唏噓。 

 

（五）【創新‧企業行】參訪瀋陽華晨寶馬汽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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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華晨寶馬汽車的設立又為大陸以市場換技術的另一個有利證據； 

2. 中國製造 2025 與德國工業 4.0 的合作典範已不是新聞，然由參觀華晨寶馬汽車

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工業 4.0 在大陸開始生根發芽，臺灣若不能急起直追，落後

是遲早的事（恐已落後了）； 

3. 工業 4.0 不如想像地零庫存或依訂單生產，仍有其現實面； 

4. 焊接機器人來自瑞典製造，令人有點驚訝；但也給我們一些啟發；在工業 4.0

的時代，小國不是什麼事都不能做，可選擇某些重點項目切入，而不是做全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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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邀請單位介紹—大連理工大學 
 

 

 
     大連理工大學（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簡稱大工，創立於 1949 年 4 月

15 日。學校位於遼寧省大連市和盤錦市。學校為中共中央管理的副部級重點大學，直

隸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亦是國家 211 工程和 985 工程重點建設高校。目前，大連

理工大學擁有三個校區，包括主校區、開發區校區和盤錦校區。 

    該校的教育宗旨為：「培養精英人才、促進科技進步、傳承優秀文化、引領社會

風尚」，秉承「海納百川、自強不息、厚德篤學、知行合一」的精神，堅持「求知問

真、追求卓越，修身悟道、引領未來」的理念，致力於創造、發現、傳授、保存和應

用知識，勇於擔當社會責任，服務國家、造福人類。 

    大連理工大學的創建過程可追溯自 1947 年，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奪取對中國東北

地區的控制權之後；著名醫學生理學專家、時任中央軍委衛生部第一副部長兼新四軍

衛生部部長的沈其震教授向周恩來建議在大連建設一所正規高等學府。1948 年 4 月，

經周恩來提議並經中央決議批准，成立大連大學籌備組；經過一年時間的籌備，1949

年 4 月 15 日，大連大學正式建立，下設工學院、醫學院、科學研究所等，其中，著名

教育家李一氓先生任校長，屈伯川博士擔任工學院院長兼科學研究所所長，沈其震擔

任醫學院院長。 

    1980 年，屈伯川院長根據鄧小平與美國卡特總統簽署的《中美科技管理和科技情

報合作議定書》主動爭取成立「中國工業科技管理大連培訓中心」，開啟中國大陸工

商管理教育之先河。美方高度重視該中心的合作，1980 年 9 月即首批派出由 40 多位經

濟學、管理學教授（包括兩位諾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組成的首批師資隊伍到大連任

教。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季辛吉博士主持首批培訓班開學典禮，美國國務卿舒爾茨則主

持了首批培訓班結業典禮。鑒於當時中國大陸沒有工商管理碩士（MBA）學位，早期

畢業生 200 多人均由美國紐約州立大學布法羅分校授予工商管理碩士學位。該中心為

中國培養了大批經濟管理幹部和企業家。 

    1983 年，國家教育委員會召開全國高等教育工作會議，討論如何儘快發展中國的

高等教育事業。屈伯川等聯名向中央提出「關於將 50 所左右高等學校列為國家重大建

設項目的建議」。不久，國家撥款於數所學校，但是大連工學院並未列入其中。1986

年 4 月，大連工學院設立研究生院。1988 年 3 月，大連工學院更名為大連理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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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年 1 月，中國工業科技管理大連培訓中心加掛「國家經貿委大連經理學院」

牌子，由國家經濟貿易委員會負責管理。同年 12 月，大連理工大學被中共中央確定為

中管幹部學校。2006 年 3 月中國工業科技管理大連培訓中心改組為「中國大連高級經

理學院」，改隸中共中央組織部，是專門培養高級經濟管理人才、從事經濟與社會發

展重大課題研究和國際學術交流的國家教育基地。2012 年，由於主管部門職能調整，

中國大連高級經理學院改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理委員會管理，為其直屬副部級單

位。 

    2007 年 3 月，英特爾與大連市政府、大連理工大學就創建半導體技術學院簽署協

議。半導體技術學院位於大連市經濟技術開發區遼河西路 191 號。2012 年 7 月 28 日，

大連理工大學與遼寧省盤錦市簽署設立並共辦大連理工大學盤錦校區協議。 

 

（資料來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大连理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