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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參訪由電子工程系主任沈志隆、梁財春教授、陳銘志副教授及陳浩暉副教授組團同

行，前往大陸福建省三所學校，包含: 福州大學、華僑大學及集美大學。前兩所學校為本校

已經簽訂之姐妹校，後者集美大學為福建省重點大學之一。本次參訪主要目的為商討學生交

流的協議內容，包含為期一年、半年、及暑期等三種不同交流方式之收費及相關細節安排等。

並對可能參與本校電子工程系學生交流之大陸高校的院、系、所，進行招生宣傳及提供相關

招生資料等。 

在學生交流的協議及討論上，實際上發現大陸高校教師及學生，皆對本校相關課程安排

及實作課程內容有相當大的興趣，並詢問有關電子系大學部學生修課分流情況，對學生製作

專題為必修學分，有諸多問題及討論。為配合教育部學生校外實習政策，本系大四以上學生，

提供校外實習方案，這是大陸高校目前仍沒有的政策，大陸高校亦對此可以結合學生課堂上

所學，並實際運用到業界實習上，深感興趣，並肯定這樣的結合，應可以讓學生學以致用，

發現其不足，並回學校可以快速的補其所不足部分。 

在與參訪的三所高校討論後，已經簽訂姐妹校的福州大學將以暑期專班交流為其推廣給

該校學生參與的部分，華僑大學和集美大學將針對短期半年交換生及暑期專班交流為其推廣

方向，此次亦帶回集美大學與本校欲簽訂姐妹校的意願，並將此訊息呈報給校方，透過本校

國際交流處安排後續姐妹校簽訂等事宜，以提升更多方面的交流，該校亦希望雙方除可以進

行學生實質的交流外，教師部分亦可以安排教學及學術等方面的交流。 

本次參訪收獲良多，對本系與大陸高校的學生交流具有相當大的幫助，也感謝有關單位

經費上的支持，使得本系可以進行此次參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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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本次參訪主要目的為商討學生交流的協議內容，包含為期一年、半年、及暑期等三種不

同交流方式之收費及相關細節安排等。參訪團隊由電子工程系主任沈志隆、梁財春教授、陳

銘志副教授及陳浩暉副教授組團同行，前往大陸福建省三所學校，包含: 福州大學、華僑大

學及集美大學。前兩所學校為本校已經簽訂之姐妹校，後者集美大學為廈門市重點大學之一。

並對可能參與本校電子工程系學生交流之大陸高校的院、系、所，進行招生宣傳及提供相關

招生資料等。 

與參訪的三所高校的電子與電機相關院、系、所討論，本系提出的學生交流協議書內容

及交流方案，福州大學的物理與信息工程學院表示將以暑期專班交流為其推廣給該校學生參

與的部分，華僑大學的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和集美大學的信息工程學院，表示將優先針對短

期半年交換生及暑期專班交流為其推廣方向。最快明年度，暑期班可開設相關課程內容，以

學分班方式，招收三校學生，且提供相關交通、住宿及來台申請等安排。此次亦帶回集美大

學與本校欲簽訂姐妹校的意願，並將此訊息呈報給校方，透過本校國際交流處安排後續姐妹

校簽訂等事宜，以提升更多方面的交流，該校亦希望雙方除可以進行學生實質的交流外，教

師部分亦可以安排教學及學術等方面的交流。 

本次參訪，已達學生交流協議內容之討論，並將此相關討論內容帶回本校，透過校內程

序，處理明年度開始的短期及暑期學分班交流方案，並期待透過學生交流，讓兩岸學生了解

雙方在學科能力上的表現及交流課堂上的相關知識，透過互相學習之方式，提升學生學習興

趣及課業程度，應有相當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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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一) 參訪行程:  

第一天: 11/3 日(一) 

09:00~ 高雄前往福州 

14:00~17:00 參訪福州大學物理與信息工程學院 

討論學生交流協議書內容及交流方案等 

 

第二天: 11/4 日(二) 

09:00~ 搭車前往廈門市 

 

第三天: 11/5 日(三) 

09:00~12:00 拜訪華僑大學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 

14:00~17:00 拜訪集美大學信息工程學院 

 

第四天: 11/16 日(四) 

11:00~ 回程 (廈門經金門回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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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討論內容: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與福州大學會議內容 

記錄日期: 103 年 11 月 3 日 

一、與會者:  

福州大學物理與信息工程學院 

副院長唐艷楓教授、陳志聰講師、及行政人員數位等。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系主任沈志隆教授、電子工程系梁財春教授、電子工程系陳銘志副教授及電子

工程系陳浩暉副教授 

 

一、 會議主題: 兩校學生交流協議及討論 

 

二、 會議程序:  

1. 副院長唐艷楓教授致歡迎詞及介紹與會人員 

2. 電子工程系梁財春教授介紹訪問團成員及專長 

3. 學生交流協議討論及意見交換 

 

三、會議內容摘要: 

 1. 福州大學學生若至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進行交流，有何方案可供學生選擇交流，另收

費情況為何? 

沈主任及梁教授答: 

目前本系提供三種方案，可供貴院學生進行交流，包含: 一學期(半年)、一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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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及暑期學分班等三種方案。對於貴院本科生及碩士生，皆可以提供相關方案

來進行交流，由本系呈報本校進行相關申請，經教育部及本校核准後即可進行。關

於收費方案，如我們提供的紙本資料內所示，短期生收費，一學期約五萬多元學雜

費，暑期學分班，則如紙本資料所示。後續辦理流程，可由本校國際交流處協助學

生進行申請。 

 

2. 福州大學學生若至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進行交流，交換學生的住宿部分，如何安排? 

沈主任答: 

本校對於距離家遠的學生及大陸交換學生，皆有其優先權機制。對於交換學生，

皆以住校安排為優先，包含貴院及他校的交換生，本校宿舍仍可以容納，若未來進一

步擴增交換人員，可透過結合附近大樓式租屋來處理。 

 

3.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對於博士班學生如何培養? 

梁教授答:  

本院數年來與本校工學院合作工程研究所博士班，目前有數名博士生在電通系與

電子系，未來也可以進行兩院之間的博士生交流活動，進一步提升兩院的研究能量。 

 

4. 大陸地區公辦與民辦學校學生學費約一比三，台灣公辦與民辦學校學費差距為何? 

沈主任答:  

目前台灣公立學校與私立學校之間的學費差距約為一比二，私立學校約貴公立學

校兩倍左右。除學費外，本校亦爭取教育部計畫補助，如教學卓越計畫、典範計畫等，

本校每年皆爭取很多經費挹注在學生的教學設備上，本校在科技大學的排名亦在前

面，對於學生的教學十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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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學生對於競賽參與情形為何? 

陳銘志副教授答: 

本系已經舉辦過高中職綠能創作競賽，並投入學生積極參與國內外大小競賽，已

有數項競賽得獎，例如: IC 設計競賽，學生專題競賽、南區產學競賽，綠能相關競賽

等。未來仍繼續朝這方面努力，並於今年暑假舉辦高中職綠能研習營，也將高中職學

生提早帶入綠能電路相關設計領域。 

 

6. 台灣的大學與大陸高校之間，可否透過合作方式，進行兩院、系老師的科研計畫申請? 

梁教授答: 

目前可以採聯合申請方式，也就是各自對教育上層機關申請，例如:台灣可以向

國科會申請。然後採取計畫聯合申請或分工方式，一起合作完成等方式，都可以進一

步討論。 

唐院長答: 

目前福建省有閔臺計畫合作項目，可供雙方一起申請，唯需了解台灣教育部對高

校的限制和規定為何? 若可以，可以進一步討論合作科研項目。 

 

7.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教師負責教學及研究情況為何? 

梁教授答: 

本校為教學研究型大學，教學與研究並重，陳校長上任後，提出創業型大學理念，

因此，對申請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及相關產學計畫很重視，也提出對應方案及相關基

金協助，對於提升教師及學生創業，有很大的助益。另，本校研究風氣盛行，以電子

系的論文發表及產學合作案，每人平均至少一件，並經常發表國際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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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福州大學目前交流生最多的為海洋學院，每年至台灣海洋大學、銘傳大學、實踐大學

等三校，約 60 人。每年大三皆在台灣做一年的學習。如何將第一科技大學電子工程

系與福州大學海洋學院電子專長修習課程對應? 

陳浩暉副教授答: 

    如提供之紙本資料內，我們將課程安排分為三部分，數位 IC、類比 IC 及綠能電

子。所有安排重點課程，皆環繞此三類專長，應與電子信息工程、電子科學與技術專

業課程皆相呼應，應可以銜接的很好，對於大陸學生來台灣修課，應該沒太大問題。 

 

會後參訪該校，本次福州大學參訪及會議照片，如附件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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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與華僑大學會議內容 

記錄日期: 103 年 11 月 5 日 

一、與會者:  

華僑大學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 

院長蒲繼雄教授、電子工程系主任李國剛副教授、張海副教授、傅文淵講師、王榮坤講

師、光電技術系主任朱大慶副教授及行政人員數位等。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系主任沈志隆教授、電子工程系梁財春教授、電子工程系陳銘志副教授及電子

工程系陳浩暉副教授 

 

三、 會議主題: 兩校學生交流協議及討論 

 

四、 會議程序:  

1. 院長蒲繼雄教授致歡迎詞及介紹與會人員 

2. 電子工程系主任沈志隆教授介紹訪問團成員及專長 

3. 學生交流協議討論及意見交換 

 

三、會議內容摘要: 

 1. 華僑大學現況為研究生 210 多人，本科生(大學部學生)2100 多人，本科生每年招收

500 多人，現有教師 138 人，具幾個重點實驗室: 光學、影像及光電工程等。學生若

至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進行交流，有何方案可供學生選擇交流? 

沈主任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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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系提供三種方案，可供貴院學生進行交流，包含: 一學期(半年)、一學年

(一年)及暑期學分班等三種方案。對於貴院本科生及碩士生，皆可以提供相關方案

來進行交流，由本系呈報本校進行相關申請，經教育部及本校核准後即可進行。關

於收費方案，如我們提供的紙本資料內所示，短期生收費，一學期約五萬多元學雜

費，暑期學分班，則如紙本資料所示。後續辦理流程，可由本校國際交流處協助學

生進行申請。 

 

2. 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與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電機資訊學院，院與系的重疊性高，課程

應可以共通，學生進行短期交流和暑期學分班，是可行的，可以從哪時候開始進行? 

沈主任答: 

為準備相關學生交流需求，先將紙本資料提供給華僑大學，並由貴院進行宣導，

學生意願調查後，可以根據學生的需求，來舉辦相關的課程安排，並報請交流班別

和方案給本校及教育部核准通過後，便可以進行學生招收動作，本校亦將優先安排

學生的住宿和提供相關交通資訊等需求。 

 

3. 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與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電機資訊學院，可進行閩臺合作科研計

畫，預計還有兩個月時間可以申請，第一科大電子工程系是否有參與意願? 

沈主任答: 

可以透過 e-mail 聯絡，並互相介紹本系教師專長及研究領域，與貴院教師進行

科研計畫專長搭配，合作申請，並了解教育部的規定後，看如何合作一起申請大陸

的閔臺科研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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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的電子工程系，其一主軸為 IC 設計，關於台灣對學界 IC 製造

所需的收費為何? 可否與第一科大電子系進行合作項目? 

王榮坤講師答:  

    大陸高校的 IC 製造，需負擔 40%~60%的費用，且需經審查通過後才可以進行，

否則需自付 100%的費用。 

陳銘志副教授答: 

過往，由國家晶片中心 CIC 經審查後，提供免費 IC 製造，透過台積電或聯電下

線，但近期已改變其方式，數位 IC 酌收 10%費用，其餘由 CIC 負擔。 

 

5. 關於交流學分互相承認問題，是否授權由各校決定即可? 

梁教授答: 

若交流單位為院對院，原則上可以由兩院相關系所，提出對應課程內容，由課

程對應方式，來承認學生的修課學分即可。而相關課程對應，也應告知校方，在未

來進行交流時，將不致產生阻礙，對於學生修課權利，也兼顧的到。 

 

會後參訪該院實驗室，本次華僑大學參訪及會議照片，如附件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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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與集美大學會議內容 

記錄日期: 103 年 11 月 5 日 

一、與會者:  

集美大學信息工程學院 

院長陳朝陽教授、副院長楊光松、陳同文副教授、王建研究員及林琛琛秘書。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系主任沈志隆教授、電子工程系梁財春教授、電子工程系陳銘志副教授及電子

工程系陳浩暉副教授 

 

五、 會議主題: 兩校學生交流協議及討論 

 

六、 會議程序:  

4. 院長陳朝陽教授致歡迎詞及介紹與會人員 

5. 電子工程系主任沈志隆教授介紹訪問團成員及專長 

6. 學生交流協議討論及意見交換 

 

三、會議內容摘要: 

 1. 集美大學目前非為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姐妹校，但與台灣高校有多年交流，如臺灣海

洋大學和高雄海洋大學，合作方向題目為海洋養殖相關技術。目前每年皆有學生至

台灣進行交流，目前第一科大提供的交流方向為何? 

沈主任答: 

目前有三種方案，可供貴院學生來電子工程系交流，包含: 一學期(半年)、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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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年)及暑期學分班等三種方案。對於貴院本科生及碩士生，皆可以提供相關方

案來進行交流，由本系呈報本校進行相關申請，經教育部及本校核准後即可進行。

關於收費方案，如我們提供的紙本資料，短期生收費，一學期約五萬多元學雜費，

暑期學分班，則如紙本資料所示。後續辦理流程，可由本校國際交流處協助學生進

行申請。 

 

2. 集美大學因尚未與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簽訂姐妹校，可否將此簽訂議願帶回貴校，並由

對口單位進行溝通和協議? 

沈主任答: 

    將此簽訂意願訊息帶回，並將由第一科大的國際交流處提供相關簽約內容，由校

對校的方式來簽訂，電子工程系也將協助姐妹校簽約，與貴校合作，應可以短期和暑

期學分班分別進行。 

 

3. 集美大學與第一科技大學亦可以進行閩臺科研合作及教師交流部分，貴系是否有意

願? 

沈主任答: 

閩臺合作項目，可以透過教師交流，互相了解彼此專長，並按教育部規定，即可以考

慮如何進行，另，教師交流，可先透過本系網頁介紹教師專長認識開始，若需代為連

絡教師，亦可以 e-mail 給我，並協助聯絡教師，希望未來科研項目及其他合作有機會

可以一起來進行。 

 

4. 集美大學與第一科技大學的學生交流，有關住宿及生活輔導，貴校如何安排? 

沈主任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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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交流所需的住宿問題，將由學校統一按交流人數安排在校內住宿，且校內有學生

餐廳及宿舍餐廳可供選擇，學校吃住都比外面便宜，應無問題。學生分配至到各院、

系時，各院應會安排導師協助解決學生學業問題，學生若有問題，也可以直接反應到

系上來，系裡會協助處理。 

 

會後參訪該校，本次集美大學參訪及會議照片，如附件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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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 

   本次大陸姐妹校參訪行程，主要是安排與本校簽訂姐妹校、院之福州大學、華僑大學

及未簽訂姐妹校的福建省重點學校之一的集美大學。討論交換學生交流及教師學術相關交流

內容。在參訪華僑大學時，除了與諸位老師一起座談外，也參觀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數個實

驗室，其硬體設備，已經非常完善，也有諸多貴重儀器，可以供學生操作實驗。就其實驗室

規模之建立，很多都是來自企業合作或捐助，透過這樣的模式，才有機會購買昂貴的實驗設

備，而訓練出來的學生，較能符合企業的需求。 

福州大學位於大學城的新校區，其建築物都很新，規模也很大，就此新校區可以容納三

萬多個以上的學生，學生幾乎都是住校為主。因此，安排很多行政及輔導人員，協助學生的

日常生活，學生遇到問題時，可以很快的找到學校輔導人員協助處理，其輔導人員之編制幾

乎與教師編制達一比一，可以充分輔導及協助學生。這樣的編制可以讓教師專心在教學及研

究上，而真正需要更多時間去輔導及協助學生的部分，就交給學校的行政及輔導人員，相信

這對學生有很大的幫助。參訪華僑大學及集美大學，也有相同的特色，學生人數多，生活圈

都以學校為主，兩校在福建省都有兩個以上的校區，其硬體設備規模也如同福州大學一般，

也是設有有貴重儀器的實驗室，其光學設計、影像及通訊等方面，為其發展重點。 

在與兩間姐妹校的座談會上，諸位教師皆對未來學術合作及教師互訪交流等部分皆感興

趣，在學術合作部分，兩岸共提計畫，共同申請等方式，在不違反國內相關法規之下，的確

有進一步的討論空間。而教師互訪或是短期授課機制，也可以透過校層級進一步的討論。對

於此兩岸交流之方式，仍需法規和時間之協調，相信對兩岸學術交流有所幫助。 

在本次的參訪，發現大陸高校(大學)，有大部分都是先透過簽訂姐妹校，及透過雙方國際

交流處先行討論簽訂內容及未來合作項目後，大陸高校才將交流項目交給各院、系去進行。

因此，若可以先由兩校交流處，先進行交流項目商討及簽訂姐妹校，後續細節交由本校各系

分別進行，各系僅就開設班別及課程內容規畫即可，將更有效率。 



 

 

附件 

 

(一) 11/3 日福州大學參訪及會議照片: 

 

圖一: 福州大學大門口合照 圖二: 物理信息學院門口合照 

  

圖三: 學生交流協議會議 圖四: 學生交流協議會議 

 

 

 

圖五: 致贈紀念品 圖六: 會後合照 

 
 

 

 



 

 

(二) 11/5 日華僑大學參訪及會議照片: 

 

 

圖一: 華僑大學大門口合照 圖二: 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門口合照 

  

圖三: 學生交流協議會議 圖四: 學生交流協議會議 

 

 

 

圖五: 致贈紀念品 圖六: 參觀光學實驗室 

 

 

 

 

 

 

 

 



 

 

(三) 11/5 日集美大學參訪及會議照片: 

 

圖一: 集美大學大門口合照 圖二: 信息工程學院座談 

  

圖三: 學生交流協議會議 圖四: 學生交流協議會議 

 

 

 

圖五: 致贈紀念品 圖六: 參觀學生競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