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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參加本次活動主旨為交流合作，並代表國立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上參

加中國北京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 60 周年系慶，工物系學科特點是多學科交叉，

其主要的研究方向為核技術、輻射防護、環境保護、醫學物理、粒子物理等。 

 本次行程大致如下：10/15(六)啟程至北京、10/16(日)參加北京清大工物系慶、

10/17(一)赴深圳沃特瑪電池有限公司，傍晚回程至新竹。 

 工程物理系積極開展國際合作與學術交流關係，其在科研的優勢正在逐步形

成和凸顯，未來發展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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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訪目的 

 北京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簡稱工物系)，是直屬大學的一個科系，下有 6 個

研究所與 1 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工物系 1956 年正式建立，為培養理工結合人

才，發展原子能科技為目標，設有工程物理、工程物理（能源實驗班）、工程物

理（定向物院）和核工程與核技術（定向中核）專業。工物系現設兩個大學部專

業：工程物理專業和核工程與核技術專業，每年共招生 160 人。工物系學科特點

是多學科交叉，主要的研究方向有：核技術及應用、核能科學與工程、核燃料循

環與材料、輻射防護與環境保護、醫學物理與工程、粒子物理與原子核物理、安

全科學與技術等。工程物理系積極開展國際合作和學術交流。近年來，先後與諸

多科研單位及大學建立雙邊交流合作關系，包括新竹清華大學。工物系在科研的

優勢正在逐步形成和凸顯，其師資力量雄厚，現有在職教研 118 人，加上中國最

優秀的學生、以及與鄰近科研與企業單位的合作，未來發展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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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過程 

 Day 1: 10/15(六) 啟程: 新竹  北京。 

 Day 2: 10/16(日) 參加系慶， 

 Day 3: 10/17 (一) 赴深圳沃特瑪電池有限公司，傍晚回程: 深圳  新竹。 

 系慶當天安排如下： 

 08:00-09:00  貴賓報到，領取資料 

 09:00-10:30  慶典大會 

 10:30-12:00  參觀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 

 12:00-16:00  午餐與交流 

 

慶典大會摘錄：工物系在北京清華大禮堂舉行紀念建系 60 周年活動，諸多傑出

系友歡聚一堂，回首崢嶸歲月，共繪美好未來。工物系黨委書記周明勝主持大會，

約有 700 餘位系友與嘉賓參加慶典。首先由工物系主任王學武教授介紹了工物系

的發展歷程，“以身許國、人才強國、創新報國”是工物系 60 年來一以貫之的

光榮傳統，堅持數理與工程結合、教學與科研相長、前沿與產業並重。緊接致辭

者包括：老系友由中國科學院院士李惕碚代表，回顧建系的歷史，希望工物系在

新的歷史時期能夠取得更大發展；清華大學核能與新能源技術研究院院長張作義

代表兄弟院系致詞；哈爾濱工程大學副校長張志儉代表兄弟高校致詞；中國核工

業集團公司總經理錢智民代表企業祝賀。另有，北京大學教授顏學慶代表年輕系

友感謝母系的培養；工物系學生組組長余韻寒代表學生表達傳承精神。最後由校

黨委書記陳旭教授代表學校向工物系全體師生和廣大校友致賀，提到工物系 60

年來堅持“理工結合，又紅又專”的人才培養理念，為中國輸送了 9000 多名畢

業生，包括數十位院士、將軍、省部級以上領導、大學校長、重點企事負責人，

貢獻卓越，也為母校母系贏得聲譽。 

 深圳沃特瑪電池有限公司主要在生產電動汽車的鋰電池，由於在充電時，電

池溫度高達 57℃，已經介於 60℃之臨界溫度，因此亟需有此一方面之專家

來指導，並討論如何合作研發，從早上 9:30am 進公司先到其量測實驗室、

品管實驗室參觀，在到生產線看齊整個作業流程，10:30am 開始，與其電池

研究所所長許輝，結構研究所所長吳施榮，結構研究所所長助理許浩，結構

研究所高級工程師周高華等人，及集團副總李軍，還有清華海峽廈門研究院

之環能院主任伍斌，及李克忠等一行人進行熱烈討論，並已有具體之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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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 

 北京清華工物系長期與新竹清華大學工科系/核工所有密切合作，包括雙聯

學位，暑期學生交流活動等。前年工科/核工 50 周年系慶，本系邀請對方前

來參與，這次工物系建系 60 周年，對方亦邀請我們參訪，林唯耕主任與許

榮鈞所長分別代表工科系與核工所前往參與慶典。 

 工物系的學生來自中國各省精英，學生基本學科能力極強，經過大學 4 年拓

寬深化了專業面的領域，使其畢業生面對迅速發展的科技有很強的適應和競

爭能力。為留下該系培養之精英學生，工物系從 1993 年開始實施本碩統籌

培養，每年有 60%左右的學生被免試推薦為研究生，用六年時間取得學士和

碩士學位；或用九年時間取得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 

 工物系擁有一支以中青年教師為骨干的教師與研究團隊，人數多達 118 人，

形成了發展態勢良好的科研格局，取得諸多重大進展與產業連結。相較下，

本校工科系/核工所的核工專長教師團隊規模小且年齡偏高，加上目前政府

的非核家園政策，目前環境不可避免地將對未來台灣的核能教育投下陰影。

國內核能專業人才逐漸老化凋零，人力短缺問題嚴重，未來可能對於核能安

全與電廠除役工作造成影響，更動搖了國家未來競爭力基礎。 

 展望未來，受到全球暖化、溫室效應等因素，核電不再是環保主流課題，如

何減少碳排放才是國際環保的核心議題。月前美國與中國雙雙簽署了《巴黎

氣候協定》的批准文件，這也意味著全球在對抗氣候變遷的漫漫長路上邁進

了一大步，未來減碳壓力將日益增強，台灣如何在經濟發展與能源需求取的

平衡，值得宣布非核家園的台灣特別注意。本校作為台灣唯一具有完整核子

工程領域教學與研究的單位，如何在此”非核家園”執行時期維持適當教研

規模，避免嚴重人才斷層，是一個很大難題，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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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慶照片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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