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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技術的過去與未來

回憶起自己在選擇大學專業時的趣事，胡正明院士

談到，他一開始並未打算學習電機工程。當時的學

生在高中階段只接觸過國文、數學、化學和物理幾

門主科，由於自己的化學成績優異，所以希望選擇

填報台大化學系。然而，他的父親，空軍機械學校

畢業，一位專業工程師，提議能考慮電機工程，認

為其未來發展潛力巨大。於是，他改變了志願，將

台大電機系列為第一志願，這一決定改變了他的職

業道路，使他在進入大學後發現，化學比他想像的

更為複雜，有機化學需要背誦的名詞非常多，與原

本想的不一樣，並非自己擅長。回想起來，他非常

感激父親的指導，也建議年輕人多聽取過來人的建

議，因為這些經驗往往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好處。

 
胡院士堅信，半導體技術的進步將帶來更加智能和

高效的世界，從現在到未來，先進半導體技術將不

僅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也同時成為驅動全球經濟

和技術創新的核心力量。他勉勵後學：「做有用的

事」，須把每件事做好，將小事做好，如小事沒有

做好，連做大事的機會都沒有。如有機會的時候，

需好好把握，在當遇到大事的時候，將它做好。

本篇文章截選自2024年5月16日胡正明院士訪談內文，完整
內容後續將規劃於書籍出版。

胡正明院士以其在半導體領域的創新成就，尤其是

Fin Field Effect Transistor（FinFET）技術，聞
名於世。這項技術成功解決了傳統平面晶體管在縮

小至極限時所面臨的漏電問題和性能下降的挑戰。

胡院士指出，傳統晶體管在縮小後會遭遇嚴重的漏

電難題，而FinFET技術通過將晶體管從平面結構
改為三維垂直結構，顯著提高了晶體管的密度和性

能，同時有效減少了漏電現象。他回憶道：「我們

通過開發三維結構來解決漏電問題，這一突破改變

了整個半導體行業。」

胡正明院士不僅在技術創新上取得了卓越成就，還

推動了開源技術的發展。他於1996年開發的
Berkeley Short-channel IGFET Model
（BSIM），成為模擬晶體管行為的行業標準。胡
院士選擇將BSIM作為開源項目，免費無私提供給
全球的研究機構和企業，促進了技術的共享和進

步。他認為，技術應該惠及更多人，而不應局限於

少數公司或個人。他在訪談中強調：「我們希望創

建一個互相學習和合作的生態系統，推動技術的共

享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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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智慧半導體奈米技術研究系統中心

約聘教授

經歷

2023年度總統科學獎得主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電機及計算機系教授

中央研究院院士

工業技術研究院院士

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技術長

美國工程學院院士

Celestry Design Technologies, Inc. 創辦人兼董事長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電機系教授



您期待已久的「桃園天文嘉年華」即將登場

活動日期：113年7月13日(六)至7月19日(五)
活動地點：國立中央大學

此次主題展覽「旅行到火星」將全面介紹火星，展示其特徵、季節變化和紅色外觀。觀眾可以

透過地形圖和3D列印模型等展品，深入了解火星的大氣、地形和水文，讓來訪者都能體驗火
星魅力。

除此之外，嘉年華還包括一系列精彩活動，如科普演講、科學工作坊、天文故事館、摺紙天文

學和火星探旅VR……等，提供豐富的學習和互動機會。這是一個適合全家一起參與的盛會，
無論你是天文愛好者還是科學小白，都能在這裡找到樂趣！

快來和我們一起探索火星吧！

活動詳情請參考網頁資訊。

Special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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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４桃園天文嘉年華

https://twspaceunion.org/2024astrocar/
https://twspaceunion.org/2024astro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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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戴運軌地球科學營

【2024戴運軌地球科學營】將於8/12至8/16在中央大學精彩登場！

無論你是渴望深入了解地球科學的理論知識，還是熱衷於動手實踐、探索自然的

奧秘，戴運軌地科營都將為你提供豐富多彩的活動。

從大師對談中汲取知識的精華，從手作中發揮才華和創意，再到最後的發表競賽

中與同好一較高下，並贏得優渥獎金！

如果你也是地科愛好者，並且也樂於與同好交流並分享你的想法，那麼千萬別錯

過一年一度的盛大地球科學營隊！

活動詳情請見網頁資訊。

https://ps1tw.astro.ncu.edu.tw/ttss/index.php/2024dyg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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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婭科普講座系列 37

更多活動相關資訊及報名方式，請參考網頁資訊。

隨著人工智慧的發展，機器人已經不是科幻電影中的幻想，而是逐漸開始出現在我

們的日常生活。特別是“社會型機器人”，這些機器人能自主行動，並根據情境與人

們進行互動。未來，無論是在醫療、護理、警察，甚至是辦公室裡，我們都有可能

見到這些機器人的身影。

社會型機器人具備一定程度的自主決策能力，因此我們需要為它們制定一套符合社

會規範和期望的價值與道德標準，同時注入必要的情感元素。然而，這些標準在不

同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下會有所不同，該如何制定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挑戰。或許，我

們可以從古人的智慧中找到答案——例如儒家倫理。

如果你對未來科技感興趣，或者想了解儒家思想如何影響機器人設計，歡迎參加劉

紀璐博士的哲學探索之旅！

未來的社會性機器人需要什麼美德與情感？儒家倫理學的建樹

劉紀璐 博士
施如齡 教授
07/20 (六) 上午9時 (GMT+8)
http://ps1tw.astro.ncu.edu.tw/ttss/index.php/2021gaiastemls/

主     題：
講     者：
主 持 人：
日     期：
報名網址：

https://ps1tw.astro.ncu.edu.tw/ttss/index.php/2021gaiastemls/
https://ps1tw.astro.ncu.edu.tw/ttss/index.php/2021gaiastemls/
https://ps1tw.astro.ncu.edu.tw/ttss/index.php/2021gaiastemls/
https://ps1tw.astro.ncu.edu.tw/ttss/index.php/2021gaiastemls/
https://ps1tw.astro.ncu.edu.tw/ttss/index.php/2021gaiastemls/
https://forms.gle/kbvHcdxsTqBzWmWx7
https://forms.gle/kbvHcdxsTqBzWmWx7
https://forms.gle/kbvHcdxsTqBzWmWx7
https://forms.gle/kbvHcdxsTqBzWmWx7
https://forms.gle/kbvHcdxsTqBzWmW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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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活動是國內科教中心首次交流的盛事，不僅為各中心之間搭建了合作與分享的橋

樑，更讓我們共同受益良多。

(一) 透過跨學科或跨領域的合作。
(二) 營造科學素養環境，提升學生對科學的興趣與參與。
(三) 透過服務學習辦理科普活動，培育更多種子教師傳播科學知識。
(四) 與當地中小學緊密合作，透過校外教學或社區服務，讓科學教育更貼近公眾生活。
(五) 根據自身專長和資源規劃活動，結合教育局及博物館等的資源，並建立夥伴關係，
實現永續發展。

科教中心論壇不僅是促進各中心經驗交流和合作的平台，更期望科學能與其他領域更好

地融合，實現更普及、更有影響力的科學教育。讓我們共同努力，為科學教育的發展貢

獻一份力量！

2024科教中心論壇

開創合作與共進的科學教育新篇章

4/23 線上論壇照片



Activity review

NEWSLTR  VOL 12   P.6

2024 中央研究院院士與高中科學班座談活動

為了激發高中科學班學生的學習動機、增進其對科學研究的興趣與認識，以及引導

其探索未來的科學職業發展方向，「中央研究院院士與高中科學班座談活動」於今

年113年首次舉辦。此次活動由教育部指導，中央大學天文研究所「臺灣科學特殊
人才提升計畫 (TTSS)」負責執行，並獲得中央研究院及全臺10所高中科學班學校
的大力支持與合作。

今年的座談活動分為北、中、南三區進行，每場預計邀請200名來自全臺10所高中
科學班的學生及帶班老師參加，包含建國中學、北一女中、師大附中、武陵高中、

竹科實中、臺中一中、彰化高中、嘉義高中、臺南一中及高雄中學。每場活動邀請

三位來自不同科學領域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進行座談交流，為學生們提供與頂尖科學

家直接互動的機會，從而促進中央研究院與青少年學生之間的互動交流，提升國內

科學教育的品質。

北區場次已於5月31日在臺北市北一女中成功舉行，吸引了建國中學、北一女中、
師大附中及武陵高中約150名科學班學生和老師報名參加。在當天的活動中，周美
吟副院長、鍾邦柱院士和李琳山院士三位院士與學生們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和實際應

用，包含：量子物理、斑馬魚與生醫研究、數位語音信號等尖端科學領域，並詳述

了院士各自的學術旅程，鼓勵學生勇敢追尋自己的科學夢想，讓同學對未來的學術

和職業規劃有更清晰的方向。

5/31 活動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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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高質量的AI啟蒙教育課程，並促進女性及偏鄉人才在AI未來領域的參與，臺灣科學
特殊人才提升計畫辦公室開設「GAIA蓋婭人工智慧研習課程」。初步規劃開課對象設定
「女子高中學校」與「偏鄉學校」高中職學生及老師，期望能在中學時期，引發學生對AI
科學的興趣，在發展技術的過程中，注入多元參與力量。

今年度已規劃兩場次，分別為5/4 屏東女中場及9/13 台東女中場。

屏東女中場次中，邀請了屏東科技大學邵敏華老師、高雄大學吳志宏副校長，及高雄科技

大學戴鴻傑主任等三位專家到校授課。

感謝屏東女中的老師和同學的參與，也很謝謝三位熱情的老師，以生動活潑的方式引導同

學。參與課程的同學們能與AI研究最前線的專家，進行面對面交流和討論，不僅學到了AI
的發展歷史和運作原理，也了解了AlphaGo的時代意義，以及分享Suno AI和Copilot微
軟生圖軟體的生成作品，大家在心中種下了對AI人工智慧的興趣和熱情。

GAIA蓋婭人工智慧研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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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活動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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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起，方慈瑋博士協助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環境科學研究合作研究所
（ CU/CIRES ） 及 美 國 國 家 海 洋 暨 大 氣 總 署 天 氣 預 報 中 心
（NOAA/SWPC）進行研究工作，在2021年正式成為美國國家海洋暨大
氣總署天氣預報中心太空科學家。

2022年SpaceX旗下「星鏈」（Starlink）發佈新聞稿，表示太空氣候不
穩，星鏈衛星失聯，方博士自願接下了星鏈衛星導控組（guidance
navigation control team）的對口，負責解答SpaceX對太空氣象預報
中心提出的所有疑慮。憑著努力與幹勁，逐漸取到SpaceX的信任，放手讓
方博士及她的團隊閱覽所有衛星的即時機敏數據，以協助改善衛星失控的

問題。

精彩的講座內容，歡迎大家上Youtube回顧講座影片。
【影片連結】

蓋婭科普講座系列 33

太空天氣對現代科技的影響主     題：
講     者： 方慈瑋 博士

施如齡 教授
３/16 (六) 上午9時 (G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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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主 持 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vaWT_FDMe8&list=PL-GVOhKlIs0bM4PZQ-ZOBmKJ6f17M6431&index=31


主     題：
講     者： 方慈瑋 博士

03/23 (六）  14:00
從中⼤開�的永續-
��變�因應之路

Activity review

2023年的講座由劉兆漢院士主持，主題為「永續發展」。2024年將有四位講者
從不同角度探討這一主題。第一場演講由天氣風險管理開發公司總經理彭啟明開

講，題為「中大開始的永續-氣候變遷因應之路」，強調氣候變遷已對全球帶來顯
著影響，如極端天氣事件增加、海平面上升及生態系統變遷。第二場演講由中央

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李明旭教授主講，聚焦於淨零轉型，介紹我國2050淨
零碳排目標及淨零減碳技術，並指出臺灣在能源轉型和產業調整方面面臨的挑

戰，如碳排放配額和碳權的產生。

這些演講引發了熱烈討論，促使大眾關注並保護環境，實踐減碳綠生活。面對氣

候變遷的嚴峻挑戰，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行動起來，共同為2050年的淨零排放目標
貢獻力量，共創更美好、更綠色的未來。

活動詳情請見網頁資訊。

李國鼎故居講座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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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啟明 李明旭

楊鎮華 蕭述三

天��險�理開發�司�經理 國⽴中�⼤學⽔⽂�海洋科學研�所�授

06/22 (六）  14:00
淨�轉型

國⽴中�⼤學研發⻑ 國⽴中�⼤學⼯學院院⻑

09/14 (六）  14:00
AI科技在永續發展的���會
和挑戰

11/16 (六）  14:00
2050淨��放科技-永續�源

https://ps1tw.astro.ncu.edu.tw/ttss/index.php/2023lkt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