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萌芽計畫 10 年有成 培育超過 73 家新創 2020-09-09 13:46 

中央社 記者 蘇思云/台北報導 

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2009090117.aspx 

科技部為鼓勵科學研究商業化，10 年前推出萌芽計畫，已協助成立超過 73 家新創公司。科技部

長吳政忠說，培育新創需跨部會合作，後續會串連國發會跟經濟部，讓新創公司更加壯大。 

 

科技部今天舉行「萌芽計畫 10 週年記者會」，展示 33 組新創團隊的成果，涵蓋奈米材料、精準

醫療、農業、半導體到太空，甚至武漢肺炎，提供台灣多項產業升級時所需要的關鍵技術。 

 

團隊包括台灣大學化學系院士牟中原團隊，以高生物相容性之中孔洞二氧化矽奈米粒子裝載抗癌

藥物，解決藥物遞送困難的疾病應用，為難治型癌症腫瘤帶來精準醫療的新契機。 

 

台灣大學光電所教授黃升龍開發出領先全球的光學關鍵元件與技術，將以往的光學同調斷層掃描

術推向新的境界，在不傷害組織的情況下，藉由干涉技術可以更清楚的看到細胞等級的人體生理

組織結構，提供皮膚科醫師、病理科醫師組織與細胞掃描工具，已順利取得美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認證進軍國際。 

 

中興大學農藝系教授王強生團隊投入開發低升糖水稻品種，提供血糖控制與減重族群的稻米新選

擇，即將進行商業化契作，今年已推出產品造福國人。 

 

中央大學光電系教授陳彥宏則組成國內目前唯一開發完成光纖陀螺儀（FOG）關鍵核心元件的團

隊，元件已獲得中山科學院與國家太空中心等重要國防與太空科技單位的認可與採用，未來更將

成為下世代量子光源元件材料的供應商。 

 

吳政忠表示，以前台灣學術研究的最後一哩路，是到世界頂尖期刊發表文章，不過美國許多頂尖

學校的研究室外，都可以看到許多創投，希望把學校研究帶到產業、對社會發揮影響力。 

 

吳政忠說，2007 年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技部前身）主委是前副總統陳建仁，自己是國科

會副主委，兩人邀請中研院院士王佑曾主持「台灣學術里程與科技前瞻」計畫，2011 年科技部

接續推動「研發成果萌芽計畫」，10 年來不斷協助實驗室科研成果走向市場。 

 

科技部也設立台灣科技新創基地（TTA），引進 5 家國際級加速器及國際資金，合作扶植台灣早

期科技新創接軌國際，配合經濟部林口新創園（Startup Terrace）創業聚落資源，打造台灣成為

國際知名創業熱點，提升新創的國際能見度。 



水稻新品種「台南 19 號」生育天數減約 20 天 灌溉水量最高省 15% 2020-09-09 17:33 

Ettoday 新聞雲 許展溢／台北報導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0909/1805080.htm 

為維持水田生態與節省稻田灌溉水量，台南區農業改良場今（9 日）宣布開發水稻「稻種披覆鐵

粉直播技術」，並育成節水且早熟的香米水稻新品種「台南 19 號」，讓水田能兼顧農作物生產、

生態保育與水資源永續。 

 

台南場表示，台南官田區是最著名的「菱角的故鄉」，採用菱角與稻米輪作方式耕種，創造水雉

鳥等野生動物良好棲地，然田區濕軟的土壤環境，以及農地尚未重劃因素，導致農機具無法進入

田區整地、插秧，因此農友因地制宜而採用直播方式種植水稻；但是卻因為稻種裸露土面，被水

雉鳥等鳥類啄食，以及秧苗浮於田面生長不良等問題，造成農民很大的困擾及損失。 

 

台南場指出，為減低農民損失並且兼顧水田生態機能，改良來自日本的「稻種披覆鐵粉直播技術」，

將稻種披覆鐵粉後氧化生銹，鐵銹色稻種非但不容易被鳥類察覺，減少被啄食機會，也因為稻種

變重，微沈沒於土面，無浮苗問題，兼顧稻田生產與生態保育，讓生產與生態永續共存。 

 

此外，近年來氣候變遷改變降雨型態，台南場提到，也導致台灣缺水風險增加，目前水稻生產使

用約 44%之總體水資源。為節省稻田灌溉水量，與台灣大學農藝學系合作，利用先進的分子標

誌輔助選種技術，歷經 9 年的育種改良作業，育成可以節水又符合消費特色的早熟香米新品種

「台南 19 號」。 

 

台南場說明「台南 19 號」的生育天數比目前栽培面積最大的「台南 11 號」品種減少約 20 天，

可以節省稻田灌溉水量 9～15%，對水稻病害抗性穩定，米質優良、帶有芋香味，迎合消費市場

需求，將為國內水稻節水栽培、有機栽培及特色米消費市場注入新氣象。 

 



10 年磨一劍！ 科技部萌芽計畫讓國際看見台灣新創 2020-09-09 11:05 

自由時報 記者 羅綺／台北報導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286075 

科技部 10 年前開始著手「萌芽計畫」，鼓勵科學研究商業化，孵化潛力新創團隊，至今已協助逾

73 家新創公司，帶著實驗室的科研成果走向市場，並吸引超過 25 億民間資金投入。科技部長吳

政忠表示，近年串聯經濟部資源，接棒協助新創成長，並輔以國發基金資金挹注，力求建構完善

創業生態系。 

 

科技部今日舉辦「研發成果萌芽 10 週年記者會」，展示的 33 組新創團隊，技術領域涵蓋奈米材

料、精準醫療、農業、半導體到太空，甚至目前的武漢肺炎疫情，提供台灣多項產業升級時所需

的關鍵技術。 

 

其中台灣大學化學系牟中原院士團隊，以高生物相容性之中孔洞二氧化矽奈米粒子裝載抗癌藥

物，解決藥物遞送困難的疾病應用，為難治型癌症腫瘤帶來精準醫療新契機。 

 

中興大學農藝系王強生教授團隊投入開發低升糖水稻品種提供血糖控制與減重族群的稻米新選

擇，即將進行商業化契作，已於 109 年推出產品，造福國人。 

 

另，中央大學光電系陳彥宏教授組成國內目前唯一開發完成光纖陀螺儀（FOG）關鍵核心元件的

團隊，其元件已獲得中山科學院與國家太空中心等重要國防與太空科技單位的認可與採用未來更

將成為下世代量子光源元件材料的供應商。 

 

科技部長吳政忠表示，以前台灣學術研究的最後一哩路，是到世界頂尖期刊發表文章；但反觀美

國，學校的研究跟外面產業關係非常緊密，時常有許多 VC（投資法）到大學研究室，找尋產業

升級或幫助社會的機會。基於這樣的理念，2007 年時任國科會主委、前副總統陳建仁帶頭打造

產學合作氛圍。 

 

吳政忠說，要將上游研究、中游、到產業串連在一起並不容易，近年萌芽成果更串接經濟部及國

發會的資源，讓新創團隊更為茁壯，並加強鏈結國際資金來台；唯有跨部會合作，才有可能將台

灣新創推上國際舞台，爭取全球市場機會。 

 

此外，科技部更設立台灣科技新創基地（TTA），引進 5 家國際級加速器及國際資金，合作扶植

台灣早期科技新創接軌國際，配合經濟部林口新創園（Startup Terrace）創業聚落資源，共同打

造台灣成為國際知名創業熱點，提升我國新創的國際能見度。 



血清抗體療法是新曙光 學者：台灣應學習 2020-09-10 04:00 

蘋果日報 記者 許敏溶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20200910/2S6EPFHEIBFC3EQNXVZV6TMRBU/ 

武漢肺炎疫情持續蔓延，預估 1 周後全球累計確診患者將近 3 千萬人。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教授陳秀熙昨指出，各國陸續投入血清抗體療法，台灣科學家也應考慮汲取國際經驗，利用混合

抗體的雞尾酒療法，可大規模降低抗藥性病毒風險，亦可為藥物治療帶來新曙光。 

 

陳秀熙表示，諾貝爾生醫獎得主 Behring 發展血清抗體移植研究，從康復者血清中提取抗體，注

入患者體內使之具備免疫力，藉此已成功治療白喉病；近年針對伊波拉病毒，也成功透過血清抗

體療法找出中和抗體，進行有效治療。 

 

陳秀熙指出，近期更有研究能快速成功分離及篩選出有效單株抗體，小型動物試驗證實，抗體可

降低肺病毒複製量及病毒斑，為未來臨床治療帶來希望；若混合使用不同的單株抗體，可發展雞

尾酒抗體療法，動物實驗發現，可降低小鼠體內病毒和肺部發炎情況。 

 

實驗顯示雞尾酒療法可保護猴類免於感染武肺，大規模降低抗藥性病毒風險，為藥物治療帶來新

曙光，發展值得台灣注意與學習。 



交大通識課強化學生國際觀 邀司徒文謝哲青開講 2020-09-09 12:29 

中央社 記者 許秩維/台北報導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009090095.aspx 

交通大學今天表示，受疫情影響，海外交流機會降低，這學期特別開設通識課，邀美國在台協會

前處長司徒文、作家謝哲青等人擔任講者，幫助學生強化國際觀。 

 

交通大學新聞稿指出，因應疫情對教育國際化的影響，同時希望以在地國際化的策略導入課程，

這學期由國際長陳冠能和副國際長金孟華開設「探索世界:交大人所應具備的國際觀」通識課，邀

請對世界有不同觀察的講者到課堂分享，讓學生接受能在地國際化的洗禮。 

 

陳冠能表示，課程環繞出國就學就業的核心競爭力、外國歷史文化脈絡、科技發展與產業亮點、

高等教育與留學環境等議題，藉由邀請對特定國家有實質認識的講者授課，把世界帶來台灣，增

加學生的國際觀，了解國外就學與工作的機會與挑戰，還會安排學生到美國在台協會等單位參訪。 

 

課程規劃的講者名單包括美國在台協會前處長司徒文、作家謝哲青、外交部禮賓處王華榮公使、

看見台灣基金會執行長陳文堂、聯發科技公司人力資源處經理楊宗銘，以及各大學國際事務處主

管等人。學生修課紀錄可作為未來申請出國交換及雙聯資格或獎學金的有利審查資料。 

 

金孟華提到，疫情衝擊全球高教交流頻率，包括交換學生、實習生、國際研究生的數量都銳減，

交大希望能在非常時期維持學生國際化的熱度，鼓勵學生持續出國交換、實習、留學、就業，不

要被疫情擊垮。 



遠距測量心跳！鉅怡智慧以影像辨識生理訊號，居家照護到智慧金融都可用 2020-09-10 

Meet 創業小聚 記者 曾令懷 

https://meet.bnext.com.tw/articles/view/46866 

因為疫情的影響，遠距應用有了更多的應用領域，而健康醫療即是其一。 

目前較常見的健康數據搜集方式，除了常見的血壓測量等檢測儀器，不外乎穿戴式設備、甚至是

手機與 app 的應用，不過從交大獨立出來的鉅怡智慧，開發出影像辨識生理數值的技術，只需

要人臉影像，就可以判讀出心跳率、心情、血壓等等數值，「這樣就可以避免穿戴式的不適。」

鉅怡智慧共同創辦人鐘孟良博士提到。 

 

鉅怡智慧（FaceHeart）是由交大電機與控制工程學系教授吳炳飛與其學生在 2015 年組成，深

耕於 AI 影像辨識技術，他們認為這在未來會是個趨勢，有市場有機會，將影像辨識技術結合商

業應用，也是吳炳飛教授的理想。 

 

在 2017 年，鉅怡智慧加入科技部的價創計畫，同一年參加龍騰微笑創業競賽，在疲勞駕駛項目

獲得貳獎，不過當時鐘孟良認為學術研究的團隊面對市場挑戰需要更大的野心：「在市場上，只

有車廠、場域經營者會有車牌辨識的需求，多數駕駛們也會對疲勞駕駛偵測的產品抱有敵意。」

鐘孟良認為，如果繼續做車牌辨識，只會把鉅怡智慧的路給走窄了，因此與吳炳飛教授一同盤點

技術能量與市場需求，決心耕耘醫療領域，也在 2018 年正式成立公司，從交大獨立出去。 

 

有感於台灣即將步入高齡化社會，醫療界可能面臨的資源不足的問題，長照悲劇不斷上演，再加

上接觸式的測量會有不舒服、不便利等問題，例如測量血壓的機器，緊繃的狀況之下，年長者會

感到手臂不適甚至疼痛，這一切就是吳教授與鉅怡智慧團隊起心動念創業的起點。 

 

校園商場大不同，市場端比技術更重要 

從學校走到商場，如何走過兩者之間的差距與轉換，對鉅怡智慧來說是一項挑戰——學生在學

校，無非是更專注於研究及學術邏輯與理論的推演，雖然擁有完整技術，但是如何對接到市場上

的使用場景，甚至財務計算、成本考量等也都至關重要，這樣才能讓公司獲利並且繼續活下去，

而鐘孟良過去的創業經驗，此時發揮了關鍵作用。 

 

在成立鉅怡智慧之前，鐘孟良曾以車牌辨識為題目創業。初出茅廬，難免「被坑」。雖然當時走

得跌跌撞撞，卻也吸收到許多寶貴經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知道怎麼從市場的需求端，去想產品

該如何設計，也要站在終端消費者的角度去思考，如果以這個定價購買該產品，消費者是否願意

買單，「討論到商業機會，我常常『打臉』老師，互相激盪成就務實的商業佈局，畢竟經營公司

真的不一樣。」鐘孟良開玩笑說。 

 

影像辨識不難，但準確度才是王道 

鉅怡智慧的「影像式生理訊號健康管理系統」技術，是透過影像辨識面部微血管顏色的變化去判

斷受測者是否處於異常狀態。只要心臟打出血液時，會產生心電圖中所謂的 P、Q、R、S 波（心

臟跳動的變化），而其中 R 波是最易觀測的，系統會將每張影像的變化以訊號放大的方式記錄下



來，就可以判讀的數值包含心跳、心律甚至情緒與緊張程度等等，前後也只需要 6 秒鐘的時間。

至於測量出來的數值準確性，鐘孟良自豪的說，影像辨識算出來的誤差值與醫院的數值比過後，

都維持在 3bpm 以內，幾乎是沒有誤差的。 

 

深知這一塊數值的商業價值，鉅怡智慧已經通過六間醫院的 IRB（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機構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核，與醫師合作臨床驗證，加以優化自己的比對成果。這套系統是

以 AI 演算法建立資料庫，就可以知道不同狀態下的平均數值，藉此加以比對數值正確性，而且

研究團隊還將 AI 矩陣加以簡化，以便放入嵌入式系統進行終端運算；這樣一來，整個運作就可

以在軟體內完成而不用上到雲端。 

 

智慧金融、健康管理到社區安全都是應用範圍 

鉅怡智慧的另一個優勢是，軟體不需要特殊的攝影機裝置，可以應用在各種機型的攝影機裡面，

就算是手機也沒有問題，甚至畫質也不會影響到訊號判讀，「只要有 VGA 等級就夠了。」鐘孟

良說；也因為如此，他們更可以將影像辨識技術應用於居家長照，例如只要將影像辨識系統裝置

在電視機上面，家人在觀看電視的同時，就可以紀錄自己的健康數據，可謂一舉兩得；又或者社

區型的監控系統，也可以找出是否有看可疑人物出沒。 

 

2019 年鉅怡智慧獲得 A 輪投資，由聯發科領投，更開啟了影像辨識的新應用——金融科技。

有鑒於遠端線上開戶的需求增加，鉅怡智慧將該軟體授權與上海商銀，以影像辨識技術偵測開戶

者、轉帳者是否為本人、活體，或者是否處於異常狀態，加上金融業者的 KYC（Know Your 

Customer）機制進而避免詐騙、洗錢等金融犯罪的可能。另外，運動測量也是一塊可以發揮的

市場，只要將這套量測軟體放入攝影機之中，在跑步機、踩飛輪等項目，使用者就可以知道自己

的運動狀況是如何。 

 

鉅怡智慧預計在今年陸續再加入呼吸頻率偵測、血壓偵測兩大功能，商業模式則分成軟體授權與

搭配攝影機廠商產品兩種，看使用者是企業端或一般消費者；置於產品會有什麼功能，則視消費

者的使用場景決定，例如居家照護，就可以只放上人臉辨識與偵測、心跳頻率偵測以及血壓偵測

等三項軟體即可，並依照開啟的軟體收費。 

 

 



「探索世界:交大人所應具備的國際觀」 交大開課強化學生國際觀 2020-09-09 16:04 

Hinet 生活誌 記者 羅蔚舟／新竹報導 

https://times.hinet.net/news/23041884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掀起巨大變革，導致高等教育海外國際化的交流機會大幅降低。國立交通大

學為因應疫情對教育國際化的影響，以在地國際化的策略導入課程，由陳冠能國際長以及金孟華

副國際長開設「探索世界:交大人所應具備的國際觀」通識課，邀請對世界有不同觀察認知的講

者，讓學生接受在地國際化的洗禮，持續強化國際移動力。 

 

交大陳冠能國際長表示，課程內容環繞四大主軸，包括：出國就學就業的核心競爭力、外國歷史

文化脈絡、科技發展與產業亮點，以及高等教育與留學環境等議題，邀請對特定國家有實質認識

的講者赴交大演講授課，搭配合適的主題，藉由演講，把世界帶來台灣，除了增加本校學生的國

際觀，了解國外就學與工作環境的機會與挑戰，提升學生出國的能力、自信心以及憧憬。此外，

也安排學生至美國在台協會及韓國觀光公社校外參訪活動。 

 

交大金孟華副國際長則表示， 全球疫情衝擊高等教育交流頻率，往來的交換生、實習生、國際

研究生數量都銳減，交大希望能夠在非常時期維持學生國際化的熱度，鼓勵學生持續出國交換、

實習、雙聯、留學、就業，不要被疫情擊垮。 

 

此國際化培力系列講座為交大大一到大四可修習之通識課程。另考量課程強調國際觀、企業觀以

及創新與獨立思考之能力，交大電機學院「全球工程領域跨域學程」以及「全球工程領袖培育計

畫」可納入修課學分。所有選修此課程之學生修課紀錄可作為未來申請出國交換及雙聯資格/獎

學金之有利審查資料。 

 

目前邀請到的講者包含前美國在台協會 AIT 處長、現任陽明大學副校長司徒文教授；前臺大國際

長、清大外語系教授兼校長室國際交流特別顧問張淑英教授；作家與主持人謝哲青先生；外交部

禮賓處王華榮公使、前政治大學國際長、政治大學俄語系教授兼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

會(FICHET)執行長陳美芬教授；交大科技法律學院院長張文貞教授；財團法人看見台灣基金會陳

文堂執行長；世代文化創業群負責人暨大稻埕國際藝術節發起人周奕成先生；聯發科人力資源處

楊宗銘經理等。講師群陣容堅強，內容兼具多元與深度。另也邀請已完成出國交換、雙聯、實習

與國際志工的同學進行經驗分享，勉勵學弟妹勇於逐夢、出國進修。 



成大醫學院與安南醫院 簽署共同合作研究 MOU 2020-09-09 18:21 

經濟日報 記者 張傑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35/4847380 

為共同提升臨床與基礎醫學研究量能，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與臺南市立安南醫院 9 日簽訂「共同

合作研究意向書」，未來雙方將結合核心資源與研究優勢，就相關技術專利、研究成果等項目合

作，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綜效。 

 

2020 年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成功大學排名全球第 38 名， 2011

年成大設立「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心」、在 2017 年更領先國內各大學成立「人工智慧服務暨數

據中心（AIS＆D）」、「人工智慧生技醫療創新研究中心」，對於醫療、生技產業發展，提供了最強

後盾，未來希望與具豐富臨床經驗的安南醫院，有更多的研究與產學合作。 

 

安南醫院院長林瑞模表示，成大為國內外知名的綜合型大學，在相關跨領域整合的研究發展能量

非常強大，培育許多優秀人才，為台灣各專業領域舉才無數，安南醫院受惠於成大不僅限於醫療

支援合作，在人才網羅上，也得利於成大作育英才。 

 

安南醫院成立近 8 年，除專精醫療服務外，也致力於精進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 

 

安南醫院目前有 1/4 的醫師，是成大校友，因此，無論在醫療的區域合作，以及跨領域、跨學門

的醫療研究發展計畫中，能與成功大學互信互惠、共同合作，實屬可貴。 

 

成大與安南醫院雙方合作，除臨床與基礎醫學跨領域合作研究外，更議定雙方同意定期與不定期

召開研討或說明會議，商討定案相關研究計畫案與研究方向、合作執行面細節，希冀透過雙方跨

領域跨院合作，共同提升醫學研究品質與產能，並延續與促進更多交流合作。 



成大醫許以霖接任臺南市衛生局長 黃偉哲：借重專才 2020-09-10 03:08 

Hinet 生活誌 記者 于郁金/臺南報導 

https://times.hinet.net/news/23042479 

黃偉哲市長 9 日下午宣布臺南市衛生局局長將由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際醫療中心主任許

以霖醫師接任，訂於 9 月 11 日到任。 

 

市府表示，許以霖局長為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博士、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畢業，歷任國

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外科部主治醫師、國際醫療中心主任等職務，專長為胸腔外科、外傷

科、重症醫學專科，具有公共衛生及臨床研究等專業背景與豐富的醫療經驗。 

 

黃偉哲市長表示，成大醫院有非常豐富的醫療資源，在未來不管是健檢或是防疫工作上，市府都

會跟成大醫院密切合作；新任許局長也有在奇美醫院工作的背景，所以兩大醫學中心，這次的關

係都拉進來了；另外，過去市府跟市立醫院合作，也都有很好的結果，所以未來在臺南兩大醫學

中心，還有市立醫院、郭綜合這些醫療院所，密切的合作下，相信下半年能夠把疫情守住，不爆

發其他流感的疫情，對於整體的防疫、健康檢查的工作，對維護市民的健康是有幫助；因此，對

新任衛生局長，大家都是非常期待；希望未來借重新任許局長的專才，繼續帶領衛生局團隊做好

防疫工作。 

 

 



年薪 220 萬拼數位轉型 南部數位產業徵才登場 2020-09-09 17:40 

經濟日報 記者 蔡尚勳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0860/4847268 

由臺南市政府、Yourator 數位人才媒合平台、凱鈿行動科技、國立成功大學所合辦的「2020 南

區數位創新職涯博覽會」將於民國 109 年 9 月 13 日在國立成功大學中正堂熱鬧登場，當天將釋

出超過 1,200 個科技與數位創新職缺，其中南部職缺最高年薪上看 220 萬。臺南市長黃偉哲、

立法院數位國力促進會劉世芳會長日（8）前也特別偕同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財團法人

資訊工業策進會、智慧製造促進會等為此南臺灣第一場專注智慧製造、金融科技、網路行動技術、

人工智慧、智慧醫療等數位創新科技的徵才博覽會進行啟動儀式。 

 

臺南市長黃偉哲上任後，積極推動臺南產業轉型，並以科技加值，成功吸引亞馬遜（Amazon）、

寶蘊凌科（Linker Networks）、谷歌（Google）和艾司摩爾（ASML）等外商投資臺南，創造更

多在地工作機會。隨著臺南的科技人才需求逐漸攀升，黃偉哲自許為南臺灣產業轉型先鋒，希望

藉由此場徵才博覽會，持續帶動南臺灣的數位轉型，吸引企業來臺南投資，創造更多南臺灣在地

科技職缺，讓年輕人不再北漂。而隨著蔡英文總統的大南方計畫即將逐步落實，臺南更希望藉由

此場盛會彰顯作為大南方科技領頭羊的角色。 

 

立法院數位國力促進會會長，同時也是高雄的立法委員劉世芳也偕同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鄭秀絨副局長、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地方創生服務處洪毓良副處長、智慧製造促進會南區林

炳輝會長等產業先進一同見證這場臺灣南部數位發展的歷史。劉世芳指出自己邀請跨黨派立法委

員成立立法委員數位國力促進會，便是想要從立法層面響應蔡英文總統的數位轉型政策。而有鑒

於數位人才處於數位轉型政策的關鍵位置，立法院數位國力促進會成立的首要創舉便是與美國在

台協會共同推出了人才循環大聯盟計畫，希望從國際交流與新創培育等方面落實台灣數位人才培

育，此場博覽會無疑就是最佳案例。 

 

專注於數位與科技人才媒合的 Yourator 數位人才媒合平台創辦人陳秋瑜引據經濟部產發局的

「2020-2022 智慧機械產業專業人才需求推估調查」，表示臺灣應推動產業自動化、數位化及智

慧化，以期達到產業轉型、產業創新與產業加值化，預計專業人才需求量為 12,700 人。此次博

覽會有超過 60 家企業徵才，300 種科技與數位創新職缺，需求人才數量更超過 1,200 名，預計

會有 2,000 位民眾報名參加。希望能夠協助臺南搶占此波產業轉型人才需求潮，讓相關產業職缺

與在地人才都留在地方，以利未來持續發展。 

 

臺南起家，目前軟體開發業務已經擴散到 167 國的凱鈿行動科技創辦人蘇柏州強調，過去臺南

產業結構偏向傳統產業與農業，雖然隨著南科發展，逐漸有科技業進駐，但仍偏向硬體製造。不

過隨著市府努力轉型「科技新都」，越來越多軟體廠商與新創考慮來臺南設點。這次獲得日本、

德國大獎的臺灣新創 iCHEF 和來自日本的物聯網新創 VACAN 前來尋找來臺南設點的拓荒人才，

可以看見臺南對軟體廠商的吸引力提升，也看到臺南科技產業人才受到肯定。 

 



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委戴偉峻補充，臺南每年有約 2,000 名資通訊相關科系畢業

生，這次徵才博覽會也特別與國立成功大學等各家臺南大專院校合作，希望可以促進在地學子在

地就業。市府將也會繼續推動智慧城市，吸引更多相關廠商進駐臺南，希望可以創造更多就業機

會。有興趣的民眾也歡迎上 https://yourator.pse.is/U3CLY 取得更多資訊！ 



中央大學 EMBA 校友會 送愛到偏鄉 2020-09-09 

工商時報 記者 江富滿 

https://ctee.com.tw/industrynews/activity/332259.html 

國立中央大學 EMBA 校友會日前盛大舉行 2020 中央 EMBA 校友親子控窯大會烤暨公益捐贈活

動，除了凝聚歷屆校友的向心力並強化親子互動，也同步展現中央 EMBA 校友對於社會公益的

熱誠。 

 

此次公益活動由中央大學 EMBA 校友會理事長、竹北置地開發公司總經理孫湧泉集結校友的力

量，捐贈財團法人門諾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新台幣 12 萬元，包括桃園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

業同業公會理事長蕭順智、悅新建設公司總經理黃文進也一起來共襄盛舉，共同為社會公益盡一

份心意。 

 

孫湧泉說，台灣正面臨少子化、社會人口快速老化邁向超高齡社會的問題，不僅政府加快腳步推

動長照 2.0，民間公益慈善團體也不遺餘力，特別對於偏鄉地區的年長者伸出援手給予關懷與照

顧。 

 

門諾基金會是由社工、護理、復健、營養與特殊教育等專業志工所組成的團隊，積極投入年長者

與身障者的照顧工作，成效是有目共睹。 

 

孫湧泉強調，送愛心到偏鄉，一直是中央 EMBA 校友會長期推動的目標，也受到歷屆校友的支

持，希望藉由此次的捐贈活動，能夠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吸引更多愛心人士與團體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來關懷長者。 

 

門諾基金會執行長邱燕銀表示， 門諾基金會長期提供失能者居家服務、到宅沐浴、長照巴士；

獨居者：送餐服務、緊急救援連線；一般社區老人：社區日托；身心障礙者：早期療育、復康巴

士、社區樂活站等。 

 

邱燕銀指出，為讓服務對象能透過門諾的單一窗口即可獲得所需生活照顧資源，門諾以「個案管

理」模式，讓每位服務對象有一專責的個案管理師，經由專業的評估與討論，為每位服務對象依

個別需求與家庭環境提供個別化的套裝服務，進而減少服務對象在資源尋求上的困擾與障礙。 



中央大學衛星遙測三峽大壩 輕微下陷壩體未明顯變形 2020-09-09 16:09 

中央社 記者 許秩維/台北報導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009090161.aspx 

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利用衛星遙測中國大陸 7 月長江水患淹水區域，研究顯示，三峽大

壩除了水庫右岸的防護土石壩有輕微下陷趨勢，壩體並無明顯變形。 

 

中央大學今天新聞稿指出，中國大陸南方地區自 5 月下旬開始出現大範圍強降雨，連續 40 天發

布暴雨警報，長江、淮河流域受暴雨影響引發嚴重洪患，除了中下游民眾受水患影響，長江三峽

大壩的防洪、洩洪能力和壩體的安危也受到關注。 

 

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以雷達影像變遷分析技術針對長江中下游淹水範圍進行判讀，配合

全球土地利用資訊進行空間分析，發現約 1 萬 8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洪水淹沒，其中超過 1 萬

平方公里為耕地，相當 1/3 個台灣，而城鎮、村落等被淹面積超過 2000 平方公里，相當於 8 個

台北市。 

 

另外，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也利用永久散射體雷達差分干涉（PSInSAR）技術分析三峽

大壩的變形狀況，發現三峽大壩上游不遠處，水庫右岸茅坪溪防護土石壩的壩體中段上部，觀察

到有輕微的下陷趨勢，每年下沉約 5 公釐，而三峽大壩的壩體表面，則未發現明顯變形或破壞。 

 

分析 2015 年至今的雷達衛星影像，中央大學太遙中心表示，三峽大壩的壩體相當穩定，除了不

同蓄水高度及溫度造成的週期性彈性變形外，壩體本身並無明顯沉陷、抬升或變形，檢視三峽大

壩 3D 模型，也沒有發現明顯破壞或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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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2330）在晶圓代工的技術遙遙領先對手，今年 7 月底，市值一度突破 12 兆、擠進全球

前 10 大企業，隨著強勁的市場需求，台積電擴產腳步不斷，今年預估將徵 8000 人，啟動史上

最大徵才活動，想擠進台積電的窄門，除了學、經歷夠優秀以外，有沒有「任勞任怨」與「苦幹

實幹」的特性，是更重要關鍵。 

 

台積電 2019 年營收再度破兆，並創下歷史新高，根據彭博資料庫統計，台積電是 2019 年在台

灣繳交所得稅金額最高的企業，金額達 558 億元台幣，約佔台灣 2019 年營利事業所得稅實徵淨

額比例的 7.8%，也讓台積電獲得科技業界「護國神山」的美名。 

 

要打造領先全球的技術，台積電靠的是背後 5 萬多名員工，而這些員工面對高壓、工時長的工作

環境，被網友暱稱「輪班星人」。不過，神奇的是，網友口中的「輪班星人」離職率卻僅有業界

的三分之一。 

 

台積電公布的資料顯示，2019 年員工離職率約 4.9%，若以 104 人力銀行過去的統計來比較，

公司規模 500 人以上的企業總離職率有 15%以上，電子製造業的總離職率也有 14%~15.7%，

由此可見，台積電顯然對留才相當有一套。 

 

究竟台積電能留住人才的秘密是什麼？首先當然是優渥的薪資。一位在台積電工程部門服務約

10 年的 R 先生表示：「 以台灣企業來說，台積電薪水算不錯，除非出國工作，不然薪資能贏台

積電的不多。」 

 

此外，台積電為了留住人才，每年都會調查競爭公司給出的條件如何，以保持台積電薪水高於多

數公司的優勢，藉此吸引人才。根據證交所公布的 2019 年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中

位數」，在上市公司中台積電排名第 11 名，員工薪資中位數為年薪 159.6 萬，其它薪資水準贏

過台積電的則多為 IC 設計公司，像是：聯詠（3034）、聯發科（2454）、揚智（3041）與瑞昱

（2379）。 

 

此外，台積電員工離職率較同業低，也跟當初選才強調的特質有關。想要進台積電，有漂亮的學、

經歷幾乎只能算是敲門磚，R 先生分析：「台積電徵人時很看重求職者的個性跟配合度，比較不

會抱怨，且有任勞任怨與苦幹實幹特質的人，較容易被錄取。」 

 

不過，台積電也不是完美職場，因為公司組織龐大，每個員工就像是小螺絲釘，每天執行著規律

的工作內容，以 R 先生為例，過去曾因沒什麼成就感，想嘗試其它的工作機會，但因為一出台積

電，薪水可能就要打 6 折，「通常大家為了薪水，還是會留下來。」  



 

 

然而，只有低離職率，還無法滿足台積電對人才的需求，為了搶才，台積電與包括交通大學、台

灣大學、成功大學與清華大學…等 7 所國內學校，以及麻省理工學院、史丹佛大學…等 15 所國

外大學有產學合作研究專案，以 2019 年為例，已經有超過 178 位教授、2500 位來自電子、物

理、材料、化學、化工與機械工程等領域的學生，加入產學研究中心。 

 

台積電這塊響亮的招牌，對國內優秀人才來說，極具吸引力，不少上市櫃公司老闆也常感嘆：「人

才都被台積電搶走了。」無獨有偶地，日前還傳出台大化學系教授倡議「廢除碩士班學程、只招

博士班學班」，為的就是拒絕做台積電工程師的職前訓練所。 

 

面對「護國神山」啟動史上最大徵才活動，這場人才搶奪大戰，看來只會更加白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