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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次參訪主要由本校王孟輝副校長帶領工程學院錢玉樹院長、電資學院

陳文淵院長、國際事務處王輔仁處長以及機械系連得銘教授赴日本東京參加

IWMST 2012(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2)國際

研討會及參訪姐妹校日本東京電器大學(Tokyo University of 

Electro-Communication)及日本北見工業大學(Kitam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IT)，

此次交流主要目的為參加 IWMST 聯合研討會(包括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武漢科

技大學、日本北見工業大學、日本東京電器大學以及哈爾濱工程大學)，並正式

成為 IWMST 聯合研討會之會員學校，並將於 2016 年成為 IWMST 研討會之主

辦學校。此外，並參觀日本東京電器大學實驗室及討論未來擴大交流之事宜，接

著前往日本北海道拜訪姊妹校北見工業大學之各項設施及研究交學設備等實驗

室，並與校方討論師生交流細節及未來雙聯學位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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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標  

此次參訪行程主要幾項工作重點，包括： 

(1)配合教育部學海系列計畫交流策略。 

(2)參與 IWMST 聯盟研討會及發表論文(共發表 6 篇論文)。 

(3)拜訪日本東京電器大學(洽談師生擴大交流互訪計畫)。 

(4)拜會北見工業大學進行學術交流暨實驗室參訪及討論雙聯學位實施細節。 

 

二、 過程 

(1) 參與 IWMST 聯盟研討會及發表論文 

101 年 8 月 30 日下午飛機前往日本東京，於 101 年 8 月 31 日抵達東京電器

大學(Tokyo University of Electro-Communication)，並由該校校長 Prof. Makoto 

Kajitani 親自接見並參與 IWMST 開幕式及演說(照片 1)，本校由王孟輝副校長代

表致詞，並聆聽大會安排之 Plenary Session，由該校教授 Prof. Ken-Ichi Ueda 擔

任 Keynote Speaker 發表演說(照片 2)，其中以〝High Power Solid Laser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Advanced and Technology〞為題，詳細地描述高功率回態雷射在現

在科技之廣泛應用情形發表研究心得。演講後並與所有與會學者於大會禮堂前合

影(照片 3)。本校代表團成員並於 IWMST 五校研討會中發表 6 篇文章。 

其中電資學院陳文淵院長以〝Chinese-chess Image Recognition Scheme Using 

Frequency Transform Techniques〞為題發表文章，王輔仁處長以〝Performance 

Improvement of Alternative Layouts for Air Distribution of an Energy-efficient Data 

center〞為題發表研究心得，探討如何改善資料中心空調系統，及如何透過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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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流之佈置來改善資訊中心之耗能情形。此外，工程學院錢玉樹院長以〝Vehicle 

Propulsion Reliability test of Charge/Discharge Performance of lithium-Powered 

products〞發表研究文章，而機械系連得銘老師則發表 2 篇文章，分別是〝A study 

of Treated Helical Compression Spring in Vacuum Bake Hardening〞及〝Analysis on 

Spring Constant and Loading Stress Die Mould Spring〞發表研究心得，與參加研討

會之友校同仁進行交流。   

 

1、 IWMST 開幕式及演說 

 

2、 Prof. Ken-Ichi Ueda 發表演說 

 

3、 與所有與會學者於大會禮堂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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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並與所有 IWMST 之所有成員學校(包括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武漢科

技大學、日本北見工業大學、日本東京電器大學以及哈爾濱工程大學)之所有重

要代表合影，照片 4 為與哈爾濱工程大學代表合影，並討論未來兩校簽訂 MOU

事宜及師生交流細節，由王孟輝副校長至贈紀念品(照片 5)，並討論未來如何加

強兩校交流。交流時，哈爾濱工程大學之代表團亦於交流中允諾將派代表團於明

年到台灣展開拜會及交流活動。此外，就派遣雙方教師進行交流一事亦預計於明

年暑假展開。 

 

4、 與哈爾濱工程大學代表合影 

 

5、 王孟輝副校長至贈紀念品予哈爾濱工程大學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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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亦與武漢科技大學倪紅衛副校長及國際處長耿殿磊教授合影(照片 6)

並討論未來兩校簽訂 MOU 事宜及師生交流細節，最後由王孟輝副校長致贈紀念

品(照片 7)，會中亦就兩校師生互換交流等事項展開會談。 

武漢科技大學將於 2014 年接辦 IWMST 活動於年前拜訪武漢科技大學時，

該校副校長及耿國際長即邀約本校務必協辦 IWMST 並擴大代表團成員參與，相

談甚歡，對未來交流奠定重要基礎。 

 

6、 與武漢科技大學倪紅衛副校長及國際處長耿殿磊教授合影 

 

7、 王孟輝副校長致贈紀念品予武漢科技大學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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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拜訪日本東京電器大學 

101 年 9 月 1 日，除繼續 IWMST 會議之 Parallel Session 及發表文章外，也

在各個研討會場聽取各校在科技研究紹之重要成果發表，可知各校在科技研發上

皆不遺餘力，增取更佳之成果及校譽。此外，於研討會期間，也由王副校長及王

國際長參與五校校長代表組成之 IWMST Steering Committee (照片 8)，討論未來

每兩年由 IWMST 會員學校成員輪流辦理國際研討會，會中並決定 2014 年由武

漢科技大學承接，而本校將於 2016 年承接 IWMST 之主辦學校。 

會後並由王副校長致贈紀念品於大會主席日本東京電器大學校長 Prof. 

Makoto Kajitani(照片 9)。會中亦將各校未來互相參訪之細節大成初步共識，且無

論未來由哪個學校主辦，其他成員學校至少應派 4-5 位代表參加，以便 IWMST

研討會能繼續運轉下去。 

 

8、 王副校長及王國際長參與五校校長代表組成之 IWMST Steering Committee 

 

 

9、 王副校長致贈紀念品於大會主席日本東京電器大學校長 Prof. Makoto Kajit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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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閉幕後並由該主辦學校設宴款待所有 IWMST 成員學校並合影留念(照

片 10)，會中各校代表發表演說並與各校與會學者、貴賓展開熱烈交流(照片 11)，

王孟輝副校長並於晚宴中致感謝辭，並討論未來兩校簽訂 MOU 事宜及師生交流

細節(照片 12)。 

 

10、由主辦學校設宴款待所有 IWMST 成員學校並合影留念 

 

11、各校代表發表演說並與各校與會學者、貴賓展開熱烈交流 

 

12、王孟輝副校長並於晚宴中致感謝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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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 9 月 2 日，參訪日本東京電器大學各實驗室及圖書館等設施，除了對

各實驗之研究工作有初步之瞭解外，也對日本學者研究工作之認真踏實有深刻印

象。中午，在該校之餐廳用餐，並對學校在管理學生之食膳方面用心經營程度留

下深刻印象。此外，在拜會該校燃料電池實驗室時，恰巧遇上日本諾貝爾物理獎

得主之學者在該校進行演講與研究(國體高分子燃料電池實用化技術開發)，並在

實驗室前與學者合影及討論未來兩校簽訂 MOU 事宜及師生交流細節(照片 13)。 

 

13、 參訪東京電器大學實驗室並與日本諾貝爾獎得主合影 

 

(3) 拜訪北見工業大學 

101 年 9 月 2 日由日本東京再搭機前往北海道之姊妹校日本北見工業大學

(Kitam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IT)拜訪，9 月 3 日拜訪日本北見工業大學並由該

校校長鮎田耕一教授率領副校長田牧純一教授、副校長吉田校教授及一級主管親

自接見，參加主管包括國際交流處處長 Prof. Natalie Konomi 及研究協力課課長

高橋敏，學生支援課課長小野勝已、國際交流中心鈴木衛老師及未繁美和老師等

並討論未來兩校師生交流細節。 

討論會中對兩校教師之互訪達成至少 1年1次之共識，另外，在學生交流中，

台灣方面可繼續每年 3 位學生前往日本，並享受免學費之優待，學校方面允諾對

本校學生優先照顧。另當場決定於今年底前派學術副校長(電機專長)於台灣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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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舉辦學術演講，以擴大實質交流。會中亦對於博士班之雙學位進行廣泛討論，

並攜回北見工業大學之課程細目以作為未來課程對接時之參考。兩校皆認為雙學

院之進行，非僅由國際事務處會談，未來在課程對接方面，兩校皆應該針對課程

對接問題相互討論雙方可接受之標準(照片 14-15)。 

 

14、 拜會北見工業大學 

 

15、 與北見工業大學主管會談 

101年 9月 5日，參訪北見工業大學之各實驗室並聽取簡報(照片 16-1、16-2、

16-3)，其中包括，機械工學科之超精密細緻加工(Ultra-firemachining)及人替及人

體動作模擬製作實驗室留下深刻印象。此外，在微生物環境化學科之環境化學科

實驗室，對於生物資源製成之天然物化學成品，亦有國際級之成果，而在廢棄物

處理技術方面，亦因發展次世代之環保解決方案，極為先進，亦對院校研究之深

度及對學術之要求留下深刻印象。 

下午並參訪該校圖書館(照片 17)，對於該校圖書館於節能減碳的作為上頗為

驚訝，皆為自動自發關掉冷氣，並發給每位參觀賓客“扇子”，以響應日本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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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電力吃緊之配合決心。 

此外，並與各國留學及交換生、大陸生合影留念，其中並瞭解學生海外生活

之甘苦談，並希望所有國際學生有機會到台灣一遊或進行交流(照片 18)，該校有

為數眾多之中國大陸(內蒙古)之留學生，佔留學生之一半以上，究其原因為該校

之副校長以及個人研究領域關係，大力促成，不僅使較偏遠落後之區域學生能有

出國進修機會，也大大地減緩日本國內因不景氣而造成求學意願低落之問題，值

得國內借鏡參考。 

               

16-1、參訪北見工業大學實驗室         16-2、與北見工業大學學生合影 

                            

16-3、聽取北見工業大學學生演講       17、參訪北見工業大學圖書館 

 

18、與各國留學及交換生、大陸生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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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 9 月 6 日，聽取各國留學生之心得(照片 19)，其中帶領之同學仍以中

國內蒙古留學生最多，由於語言溝通無礙，交流愉快。期間，多位學生亦表達來

台參訪之意願，此種不同網路而擴展之交流，亦可作為未來國際交流之另外思考

模式。 

此外，並與校方展開博士班雙聯學位研討會(照片 20)，會中就兩校雙聯學位

進行期程大致方向擬定並討論未來兩校師生交流細節(照片 21)，但相關法規細節

須再一次研議，共同研究方向已確定，日方亦樂意提供免學費及獎助學金，及宿

舍優先給予我校博士生。然而，雙方就何時正式開始之期程及未來在課程對接上，

以及日方是否有意願來台就讀一事仍需再做進一步溝通。日方則認為短期可行方

式為日本方面由一專業教師帶領至台灣進行 Study tour 方式短期來台參訪，以加

深彼此之瞭解。 

 

 

 

 

19、聽取各國留學生之心得            20、與校方展開博士班雙聯學位研討會 

 

21、雙聯學位之討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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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並由王副校長致贈校旗及禮品予鲇田耕一校長並討論未來兩校師生交

流細節(照片 22)，並允諾北見工業大學副校長於年底前至台灣訪問一次，及舉辦

一次學術講座。且工程學院每年之綠色科技研討會，及電資學院每年之智慧生活

科技研討會皆可發邀請函邀約姊妹校教授來台擔任大會之 Keynote Speaker，進

一步加深彼此之瞭解。在多日接觸該校盛情參訪招待及款宴後，最後由王副校長

設宴回請北見工業大學各主管多日來之熱情招待，並感謝姊妹校提供之各項資源

及接待(照片 23)。 

 

22、王副校長致贈校旗及禮品予鲇田耕一校長 

 

23、由王副校長設宴回請北見工業大學各主管多日來之熱情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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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得與建議 

1. 此次交流形式頗為不同，由原本受邀參加 IWMST 聯盟研討會及發表論文外

(共發表 6 篇論文)，難得地與該校來自世界各地之姊妹校交流，並得以將觸

角更為延伸。 

2. 除了強化與東京電器大學之友誼及深化兩校交流互訪之會談，做更實質的議

題研討(如獎學金及雙聯學位實施細節)，更有具開拓其他姊妹校之契機，實

可謂一舉數得。 

3. 透過與姊妹校實驗室之參訪與交換師生進行研究，亦可成為拓展國際招生及

合作交流另一種不同之平台。 

4. 參加 IWMST 五校聯合研討會(包括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武漢科技大學、日本

北見工業大學、日本東京電器大學以及哈爾濱工程大學)，並正式成為 IWMST

聯合研討會之會員學校，並將於 2016 年成為 IWMST 研討會之主辦學校，更

為本校提升國際間之學術研究能見度。且未來無論學校主管是否異動，此五

校之聯合研討會仍會持續推動，對於辛苦建立之國際夥伴關係仍可加以更為

密切，建議未來之交流模式亦可以此模式進行。 

5. 拜訪北見工業大學學術行政單位及各實驗室之節能減碳工作極為落實，更由

於日本福島核災後，電力短缺，自願性節能減碳作法，值得借鏡。 

6. 北見工業大學由於日本經濟不景氣，學生就讀深造意願不高、博士班來源缺

乏，因此學校教授透過學術管道至人力資源相對豐沛之中國大陸招生，並提

供相對優渥之獎學金吸引優秀研究人力。目前已見成效，建議台灣亦可參考

此模式引入優秀國際人才。 

7. 北見工業大學有意與本校進行雙學位(Double Degree)博士學程，所修習之課

程較少，在課程對接上較不會遇到困難，惟雙方對於合作時仍待討論，且本

校博士班亦剛在起步階段，建議仍須有多次之對談，在實施上較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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