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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合作學校訪問） 
 
 
 
 
 
 

前往北京訪問清華大學 
與合作學校 

北京科技大學及北京理工大學 
 

 
 
 
 
 
 
 

服務機關：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出國人職稱：教授 
姓    名：吳玉娟 
出國人職稱：副教授 
姓    名：邱德威 
出國人職稱：副教授 
姓    名：鍾仁傑 
 
 

 
 
                

出國地區：北京 
出國期間：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12 日至 

7 月 17 日 
報告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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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本校材料及資源工程系吳玉娟教授、邱德威副教授以及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
系鍾仁傑副教授，於 105 年 7 月 12 日至 7 月 17 日前往北京參訪清華大學，並
拜會合作學校北京科技大學及北京理工大學，進行學術交流，期間除集體拜
會三校合作系所及校園外，各研究組間並進行實驗室間的深入交流，
7/15-17 日並參加第六屆納米能源青年論壇與大陸年青傑出學者進行交
流。 
 
關鍵字：清華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理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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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本校學術代表團，包含本校材料及資源工程系吳玉娟教授、邱德威副教授

以及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鍾仁傑副教授以及材資系兩位研究生，一行人於 105

年 7 月 12 日前往北京，與清華大學和合作學校北京科技大學及北京理工大學進

行深度學術交流，7/15-17 日並參加於北京理工大學舉辦的第六屆納米能源

青年論壇，行程結束後於 7 月 17 日返台。 

兩岸學術交流目前行之有年，在過去的交流中，主要交流模式多為仰賴主

管或教授間作為合作的橋梁。然而該種方式對於兩岸學術合作及交流總是多有局

限。因此在本次交流計畫中，除了交流方式從過去主管對主管或教授與教授間點

對點的聯繫交流合作模式，改為實驗室研究生對實驗室互相交流之模式，以利兩

岸學術執行時更有默契，以增進兩岸合作研究之向心力，以共同完成計畫之研發。

除了學術交流外，更藉由這次行程，安排本次參訪人員與對岸工業進行技術交流，

以了解目前對岸工業技術及發展狀況，並給予兩岸學界與業界交流的機會。 

在本次交流中，主要參訪地點有清華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理工大學

等三所大陸知名大學進行學術交流。於學校交流方面，在北京科技大學交流部分

針對過去所做的研發及研究，進行交流以增加日後更多合作的機會。北京理工大

學交流的主要核心項目著眼於計畫執行與彼此技術交流等項目，其中包含兩方研

究報告、計劃進行流程討論、以及其他臨時動議。 

二、過程： 

本校學術代表團，因公於 105 年 7 月 12 日至 17 日，前往清華大學、北京

科技大學、北京理工大學等三所大陸知名大學，主要行程如表 1 所示。本次參訪

行程利用暑假期間進行，除了不擔誤教學外，各校合作計畫參與人的時間也較好

安排，並可參加 7/15-17 日於北京理工大學舉辦的第六屆納米能源青年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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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 

表 1. 7/12-17 北京交流行程 
日期 事件 備註 

7/12(二) 
前往機場/抵達北京 
北理工協助接機 

 

7/13(三) 參訪清華大學材料工程學院 

9:30 拜訪南策文主任 
10:00 拜訪潘偉教授 
11:00 拜訪馮慶玲教授 
13:30 鍾仁傑老師於材料

系演講 
15:00 拜訪劉楷教授與富

士康納米中心 

7/14(四) 參訪北京科技大學 

拜訪材料系徐桂英教授 
(吳玉娟教授於材料系演

講) 
拜訪腐蝕控制系統工程研

究所董超芳教授 
拜訪張躍副校長 

7/15(五) 
參訪北京理工大學/ 
參加第六屆納米能源青年論壇  

 

7/16(六) 參加第六屆納米能源青年論壇   
7/17(日) 返程─臺灣  

 

105 年 7 月 12 日 

本校材料及資源工程系吳玉娟教授、邱德威副教授以及化學工程與生物科

技系鍾仁傑副教授以及材資系兩位研究生搭乘華航 CI 517 號飛機於晚間七點

多抵達北京，由台北科大於北京理工大學交流的研究生蔡懷德同學接機，搭計程

車到達下榻飯店北京世家精品酒店，由於到達飯店已近晚上十點，因此早點休息

準備第二天的行程。 

 

105 年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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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行程主要參訪北京清華大學材料工程學院，清華大學是中國著名高等

學府，清華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建於 1988 年，由化學工程系的無機非金屬材

料專業、工程物理系的材料物理專業、原機械工程系的金屬材料專業組成。2012

年 12 月 27 日，經學校批准，由原材料科學與工程系、原機械工程系材料加工學

科組建了材料學院，下設材料物理與化學系、材料加工工程系、無機非金屬材料

系、金屬材料系、複合材料系。材料學院現有教授/研究員 44 人（含兩院院士 7

人，千人計畫 5 人），副教授/副研究員 30 人，高級工程師 19 人，講師 7 人，另

有兼職教授 3 人，博士後 30 余名。材料學院每年發表的 SCI 論文數量連續多年

名列清華大學榜首。在教育部組織開展的學科評估中，清華大學的“材料科學與

工程”一級學科連續多次排名第一。設有新型陶瓷與精細工藝國家重點實驗室、

先進材料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先進成形製造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北京電子顯微鏡

中心、“先進材料”國家實驗教學示範中心、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院中心實驗室，

以及高技術陶瓷產學研基地、貝氏體鋼推廣中心、鎂鋁合金成形技術研究開發中

心實驗室、北京市高技術陶瓷材料與工藝國際科技合作基地和功能材料國際聯合

研究中心等國家級產學研基地。  

我們先後拜訪了南策文主任、潘偉教授、馮慶玲教授與劉楷教授，除了與幾

位老師進行深度會談與交流，並參觀其個別實驗室以及台商富士康所捐助的富士

康納米中心。下午鍾仁傑老師並於材料系進行專題演講，鍾老師曾經於 2001 年

以交換學生的身份於北京清華大學研修三個月，這是 16 年來他再度來到北京清

華材料系，也是他第一次於北京清華演講。另外值得一提的，目前有一位台北科

大材資系畢業的學生於北京清華材料系攻讀碩士，說明兩岸高教未來的合作契機。

經過一整天的北京清華材料系的參訪，雙方相談甚歡，並談定未來雙方合作的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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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南策文主任合影 

 

 

 

 

 

 

 

 

 

 

與潘偉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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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馮慶玲教授研究組合影 

 

 

 

 

 

 

 

 

 

 

鍾仁傑老師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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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劉楷教授合影 

 

 

 

 

 

 

 

 

 

 

北京清華材料系之先進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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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7 月 14 日 

7 月 14 日一早本學術代表團即前往拜訪北京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

北京科技大學於 1952 年由天津大學（原北洋大學）、清華大學等 6 所國內著名

大學的礦冶系科組建而成，是中國首批正式成立研究生院的高等學校之一。學校

由土木與環境工程學院、冶金與生態工程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機械工程

學院、自動化學院、電腦與通信工程學院、數理學院、化學與生物工程學院、東

淩經濟管理學院、文法學院、外國語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高等工程師學院，

以及研究生院、體育部、管莊校區、天津學院、延慶分校組成。據教育部一級學

科評估結果，科技史排名中國第 1，冶金、材料第 2，礦業第 3。 

吳玉娟教授的合作對象為無機非金屬材料系徐桂英教授，邱德威副教授主

要與腐蝕控制系統工程研究所董超芳教授合作，鍾仁傑副教授與物理與化學系廖

慶亮副教授合作，吳玉娟教授並於材料系進行專題演講。在與個別合作對象討論

後，廖慶亮副教授引領本參訪團參觀張躍副校長的研究組及其研發設備，張躍副

校長曾獲得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和教育部「跨世紀優秀人才培養計畫」、北京

市高等學校青年學科帶頭人、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共獲教育部提名國家科

學技術獎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1 項、國家教育部科技進步一等獎 2 項及二等獎 2

項、冶金部科技進步二等獎 2 項、北京市科技進步二等獎 1 項，北京市教學成果

一等獎 1 項。並兼任中國體視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體視學會材料分會理事長、中

國金屬學會材料分會理事、全國工程碩士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全國 MPA 教育

指導委員會委員、.美國 MRS 學會會員、.北京科技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北

京科技大學學位委員會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學學報》英文版編委、《中國體視學

及圖像分析學報》編委會副主任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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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材料系徐桂英教授團隊研究組合影 

 

 

 

 

 

 

 

 

與材料系徐桂英教授團隊研究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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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材料系徐桂英教授團隊研究組討論及演講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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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廖慶亮副教授研究組合影 

 

 

 

 

 

 

 

 

 

 

參觀張躍副校長研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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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7 月 15 日 

本日前往北京理工大學，並參加材料科學系張加濤教授主辦之「第六屆納

米能源青年論壇」。北京理工大學創辦於 1940 年，前身是「自然科學院」，

為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學。自然科學院 1949 年學校遷入北京。1952

年，學校更名為北京工業學院。1988 年，學校更名為北京理工大學。2012 年首

次進入在全球具有廣泛影響力的英國 QS 世界大學排名「亞洲大學 100 強」和「世

界大學 500 強」，在入選的 19 所中國高校中名列第 13 位（並列）。 

張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光電奈米複合材料。承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教育部

等在研專案 4 項（包括「奈米製造的基礎研究」重大研究計畫培育專案 1 項）。

研究成果在國內外重要 SCI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 20餘篇，其中第一作者在Nature、

Science、Nano Letters 等雜誌上發表論文 10 餘篇，被引用近 1000 次（第一作者

論文引用 700 餘次），獲授權發明專利 2 項（包括美國專利 1 項），參與出版專

著 2 本。目前，擔任中國材料研究學會理事、中國材料研究學會奈米材料與器件

分會副秘書長等，Scientific Reports，Nano Research，Nanoscale，CrystEngComm，

Science of Advanced Materials 等 7 種 SCI 專業期刊的審稿人。2011 年受聘北京理

工大學首位「徐特立特聘教授」，同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畫」，

2012 年入選北京市優秀人才。目前鍾仁傑副教授與張教授研究組共同執行北科

北理工雙邊研究計劃，北科大生化所的蔡懷德同學並於計劃支持下在北理工交流

研究一個半月。 

 本次「第六屆納米能源青年論壇」邀請的都是大陸地區目前最具潛

力的奈米相關研究學者，本學術代表團是唯一的台灣代表，係本校與大陸地

區年輕學者交流的難得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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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納米能源青年論壇」歡迎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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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7 月 16 日 

 學術代表團今日參與「第六屆納米能源青年論壇」，議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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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納米能源青年論壇」演講  

 

 

 

 

 

 

 

 

 

 

鍾仁傑老師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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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玉娟老師與海報展示 

 

 

 

 

 

 

 

 

 

 

邱德威老師與海報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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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納米能源青年論壇」之與會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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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7 月 17 日 

   本學術代表團今日賦歸回臺。 

 

三、心得及建議： 

本次參訪北京清華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和北京理工大學三間大陸的一流學府

作深入交流，除了參訪幾個知名實驗室，協議未來合作共提計畫，並參加「第

六屆納米能源青年論壇」，收獲良多。大陸近年在高等教育的投資、人才引

進、學生培養履履展現強列的企圖心，大陸知名大學在世界上的排名也履創新高，

在學術的領域上幾位合作的教授均保持開放的態度，相信在此良性的互動下將可

共同提升學術地位。 

此外透過本次交流，更能了解兩岸學術風氣差異，如口條條理化訓練、實驗

室向心力凝聚、如何在學生培育時期給予有強而有力的誘因作為學生願意自我精

進之條件等，在本次交流中有著深刻的印象，因此，透過本次參訪交流，了解到

自我的不足及對岸穩健發展的學術實力，以達到警惕自我，並激勵自我成長以達

到良性競爭之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