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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臺灣科技大學（簡稱臺科大）電子工程

系特聘教授暨產學創新學院院長邱煌仁，

專長為高功率密度電能轉換、高效率無線充電與

再生能源應用等電力電子相關領域研究。曾任電

力電子技術研發中心主任多年，其所帶領的研發

中心團隊，每年獲產業界數千萬經費支持，合作

開發電力電子前瞻技術，推動電源與綠能科技產

業轉型，在電力電子領域獲得數十項美國及臺灣

發明專利，研究成果斐然。

卓越表現獲得國際肯定，名列全球前2％頂尖

科學家榜單，曾獲得教育部產學大師獎、國科會

傑出研究獎、日本永守賞（Nagamori Awards）、

IEEE Fellow等學術榮譽。

產學合作：「共創價值」與「共育人才」

的長期夥伴關係

當我們談論「產學合作」時，許多人的直覺是：

學校提供技術，企業給資金，做完案子、交出報

告，合作就結束了。然而，獲得國家產學大師獎

的邱煌仁教授卻有更深刻的體會和想法。

邱煌仁教授已在大學傳道授業25年，愈來愈深

刻地體認到，真正成功的產學合作，應是一種

「共創價值」與「共育人才」的長期夥伴關係。

他始終相信：「學術研究為底氣，產學合作當方

案，而人才培育才是最終目標」。邱教授更進一

步解釋，學術研究讓我們不斷挑戰前瞻新知，建

立堅實根基；產學合作則為這些研究挹注資源並

尋找落地場域；而人才培育終究才是延續大學教

育的本質。邱教授強調，產學合作的深層價值，不

僅在於協助企業解決問題，更在於建構一個正向

循環的創新體系，讓技術能被有效應用、讓學生能

快速成長、讓教育與社會產生實質連結。教育並非

單向知識傳遞，而是透過「做中學」、「用中學」，

讓學生在真實情境中學會責任、合作與創造。

因此，在教學的過程中，邱教授特別重視學理

與實務的結合，希望結合自身學術研究經驗，將

產業應用實例融入課程，積極辦理電力電子產業

碩士專班，並持續推動研發菁英專班、執行教育

部產業學院計畫，引進多方產業資源與經驗，成

立台達電子、致茂電子與全漢企業等多家產學聯

合研發中心，並與產業共同培育實務研發人才，

為臺灣科技業人才培育貢獻出心力。

由於在電力電子領域深耕多年，邱教授所帶領

研究團隊聚焦於採用GaN / SiC化合物半導體來實

技術落地、人才培育：邱煌仁教授
深耕產學合作的實踐之路

▌採訪撰稿／台灣評鑑協會

以「學術研究為底氣、產學合作當方案、人才培育是目標」的教育信念實踐產學平台



 評鑑   49

▲��教育部產學大師獎頒獎典禮代表致詞。（邱煌

仁教授提供）

現高功率密度電能轉換，應用於高效能AI伺服器

電源模組、電動車及再生能源系統中。在AI伺服

器應用方面，協助企業開發高效率、高功率密度

電源模組，並針對GaN / SiC功率元件之切換特性、

驅動控制、高頻平板變壓器設計與電路拓樸進行

優化，大幅提升系統穩定性與可靠度。在電動車

應用方面，則針對車載DC / DC轉換器與無線充電

模組進行模擬分析與設計驗證，提供完整的功率

轉換架構與控制方案。而在再生能源應用中，導

入柔性切換與雙向電能轉換技術，成功提升微電

網系統中電力潮流控制的自由度與擴充性。

「產學創新學院」與「台達—台科大聯

合研發中心」

除了教學與研究，邱教授也曾擔任臺科大的研

發長與產學長等行政服務工作，戮力推動全校學

術研究發展與制度化產學合作機制，協助成立

「產學創新學院」，從校級層面整合創新育成與

實務導向人才培育平台，並設計多層次的育才制

度與跨單位合作架構。這些制度設計不只是支持

單一學程或計畫，而是創造長期持續、跨世代的

人才與技術落地實踐。

與台達電子共同成立「台達–台科大聯合研發

中心」，設有共研實驗空間、模擬平台與測試設

備，由產學雙方每年共同規劃研究主題，投入AI

伺服器、通訊電源模組設計與電力能源系統前瞻

技術合作開發。這些技術成果不僅由合作企業成

功導入商品化，亦提升企業內部設計流程效率。

此外，亦與致茂電子長期合作，聚焦於電力電

子量測儀器設備應用中的高效率電能轉換模組與

控制技術研究，針對高功率GaN / SiC雙向電力轉

換深入分析與優化。

而學生在這些產學合作中，不僅是助理角色，

也是實際專案的參與者，針對研究主題提出模擬

與驗證方案，進行測試平台建置、實作與報告撰

寫，並與合作企業主管進行技術會議，完整參與

研發流程。尤其，碩博士生更是扮演重要角色，

不僅進行模擬分析設計與實作驗證，還負責整理

與撰寫技術報告、共同發表學術論文與專利，真

正與企業技術藍圖接軌。透過產學合作的機制，

讓企業參與碩博士生研究主題，資源共享並協助

進行人才長期培養。而研發中心內建置專案制

度，學生分組進行研究課題合作，定期簡報、完

成技術發展驗證與報告撰寫，全面訓練專業與職

場能力。

這些制度與合作模式已成功培育大量實務導向

的高階工程研發人才。臺科大電力與能源技術研

發中心近20位師資，每年上百位碩博士生參與實

作研發，畢業後進入產業任職，已陸續成為技術

主管或跨部門協調窗口，展現極高的學用一致性。

重視國際視野的拓展與全球技術脈動的

掌握

在推動人才培育的過程中，邱煌仁教授特別重

視國際視野的拓展與全球技術脈動的掌握。近十

年，已選送超過20名博士生赴美國加州大學柏

克萊分校、維吉尼亞理工學院暨州立大學、瑞士

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德國阿亨工業大學、日本

▲台達台科大聯合研發中心揭牌儀式。（邱煌仁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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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工業大學、名古屋大學等海外頂尖大學研究

中心進行一年的交換研究，學生不僅能在高水準

研究環境中強化學術研究能力，也能學習國際合

作文化、培養多元視角及專業英文溝通與簡報能

力，這些經歷也讓他們在回國後，更能勝任進入

職場後的跨國研發工作。

邱教授長期參與跨國研究計畫，並曾擔任名古

屋大學客座教授，聚焦於車用電源系統、電磁干

擾抑制與高頻電力模組設計；另與波蘭華沙理工

大學也展開多年的跨國合作研究，雙方共同針對

高功率雙向電能轉換控制策略進行模擬與系統測

試，互派博士生進行短期研修與論文合作指導。

這些交流不僅強化技術深度，也讓團隊建立跨文

化與跨國際的合作經驗，不僅提升學生的國際視

野，也讓臺灣在電力電子領域的學術影響力逐步

拓展至歐亞與美洲地區，為臺科大與臺灣高等教

育建立堅實的國際連結網絡。

除了研究合作，邱教授也經常受邀至歐美日、

東南亞進行專題演講，主題涵蓋高功率密度電源

模組設計、再生能源與無線充電技術等，分享在電

力電子技術與產學合作育才上的實踐經驗，強化

臺灣在全球化的參與度與能見度，也讓更多海外

研究機構願意與臺灣產學研界建立正式合作關係。

三大努力方向，三大挑戰與轉機

邱教授將持續朝向三個方向努力：一是推動全國

性跨域產學平台，串聯高科技研發製造、能源永續

與AI應用場域；二是培養更多具備工程倫理、國際

視野與產業實戰力的新世代科技管理與人才；三是

戮力推動將產學合作真正內化為高等教育的一部

分。在臺科大校內，倡議推動跨系所、跨學院合作

的育才平台，打破傳統單一科系訓練模式。例如

產學創新學院積極合聘校內其他學院師資，讓學

生具備跨域整合視角與能力。且推動跨校合作培

育實務研發人才，整合各校重點強項並與產業鏈

上下游對接。這些合作不僅提升技術研發能量，

也為學生提供更多實習與聯合培訓資源。

展望未來，邱教授認為產學合作將面臨三大挑

戰與轉機：一是如何深化平台化合作與長期機制

建構，避免淪為一次性技術支援與廉價代工；二

是培養學生跨域整合能力，結合AI、材料、軟硬

體系統設計；三是推動企業深入參與教育設計，

真正實現學用合一。少子女化已是無法忽視的現

實，唯有政府部會繼續支持國內產業與大學端緊

密合作進行人才培育，提供完整配套措施，引進優

秀的國際人才來臺灣受教育，並於畢業後為臺灣

產業所用，不光要提供學位及獎學金，還必須由企

業提供職缺，以提高學生前來就讀的意願。若他們

選擇留在臺灣，除了有穩定工作，還能創造就業

機會。這部分不只是政府要思考對策，還需要產

業大力支持，當國際上對手愈來愈多，臺灣更要

思考如何保持競爭力，才能維持產業榮景。

產學合作為業界與學校的合作橋梁，既能落實

學術研究，又能為企業培植研發潛力及孕育優秀

人才，協助學校向業界爭取學術研究經費與設

備，讓學生與產業無縫接軌，是能創造學校、企

業與學生三贏的積極作為。邱教授將持續「學術

研究為底氣、產學合作為方案、人才培育為目

標」的信念，打造一個能夠讓教育與產業同頻共

振的生態系統。他相信，唯有讓學生在學期間就

能參與實務問題與技術挑戰，才能真正實現技術

創新與人才升級的雙重目標。

▲ �獲邀日本能源研討

會專題演講嘉賓合

照。（邱煌仁教授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