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第76屆「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

展」(iENA) 是全球歷史最悠久且最具影

響力的發明展覽，吸引來自31個國家、

500多項發明專利參與競逐。10月26至

28日本校於德國紐倫堡展覽中心以卓越

的創新實力脫穎而出，參賽的4項作品

榮獲1面金牌-電子工程學系教授陳世

綸、2面銀牌化學工程系教授劉偉仁及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副教授陳民樺及1項

最佳國際發明與創新獎-電機工程學系教

授賴裕昆，充分展現本校卓越的研究能

量與專利技術的高度產業應用價值。

電子系教授陳世綸以「微小化大氣壓力

感測器晶片」作品摘金。該項發明可降

低50%以上的功耗，實現節能減碳，並

廣泛應用於車用GPS精準定位、醫院病

患樓層定位等場景，提升便利性與生活品質。此發明技術已透過晶圓代工大廠完成量產，

透過上市封裝大廠台灣晶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封裝，並獲得零組件代理商的訂單，實現臺

灣在壓力感測器領域關鍵零組件的自主量產。 

化工系教授劉偉仁則以「石墨烯固態電池」榮獲「銀牌」。此項發明做出穩定的硫化物全

固態電池，使用固態電解質代替液態電解質，具有更高的能量密度、更長的壽命、更高的

安全性和更廣泛的應用前景。未來可應用於電動車輛、移動電子設備、可穿戴設備及儲能

系統等，是非常具有潛力的綠色電池，展現綠色能源新願景。

另一個「銀牌」作品為醫工系副教授陳民樺之「革新的疣病治療：Imiquimod微針貼

片」。該項技術不僅無痛且能精準傳遞藥物，有效治療疣病並減少副作用。此專利採用特

殊的低溫壓印製程，提高溶解型微針的材料濃度，使得微針在不需要添加任何膠粘劑的情

況下，就能達到足夠的機械強度，進一步提升Imiquimod微針貼片在臨床上的應用價值。

電機系教授賴裕昆則以「應用於證券交易傳輸協議中低延遲TCP重組方法」獲得泰國國家

研究委員會頒發「最佳國際發明與創新獎」(特別獎)。該項技術利用FPGA降低封包處理延

遲，為金融高頻交易提供支持，實現風險管理系統低延遲的目標。

本校在國際發明舞台屢創佳績，不僅為本校爭光，也彰顯出創新與產業應用結合的無限可

能。產學營運處在技術推廣與國內產業合作，持續深耕推動學界與產業界之鏈結，為廠商

創造更多升級轉型的亮點與機會，助力國內產業升級，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

▲電子系教授陳世綸以「微小化大氣壓力感測器
   晶片」作品摘金

▲化工系教授劉偉仁以「石墨烯固態電池」作品
   榮獲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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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創發盃永續創新創業募資競賽 
【文／產學營運處創新創業發展中心】

為培育校園新創企業能量，促進團隊多

元能力發展，產學營運處創新創業發展

中心於11月23日在台北圓山花博園區舉

辦第三屆「創發盃」永續創新創業募資

競賽。本次競賽以「製造技術」、「文

創教育」、「創新服務」及「社會企

業」4大產業應用為主題，並結合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SDGs），充分展現學生在創新與實作領域的卓越表現。

競賽邀產業專家擔任評審，包括有成行銷管理顧問劉育君、點點塑環保科技創辦人洪以柔

及Social　AED發起人林紹偉，為校園新創發展注入專業支持。評選標準涵蓋產品創新性、

財務與風險評估、市場發展潛力及現場展示能力，10隊入圍菁英團隊在決賽中展開提案與

評審問答，展現創業熱忱與實力。

競賽總獎金高達45萬元，優選5組團隊可獲得最高7萬元激勵獎金，並享有專屬輔導機制，

包含申請政府創業計畫、完成公司設立流程及參與100K創新創業競賽等後續支持，協助實

現創業構想，推動永續創新企業發展。

▲冠軍隊伍(EchoAlly)接受表揚

▲競賽評審老師 ▲團隊簡報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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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交流
服務學習教師工作坊 教師的充電站 
【文／學生事務處服務學習中心】

為提高本校師長開設服務學習課程的意

願，並促進服務學習合作機會，學生事務

處服務學習中心每學期舉辦兩場「服務學

習教師工作坊」。透過邀請曾開設服務學

習課程的教師及非營利組織代表進行分

享，激勵教師帶領學生投入服務學習，協

助學生在場域中運用專業知識，達到「學

用合一」，同時提升學習動機。

本學期的服務學習教師工作坊分別於10

月29日及11月19日舉辦，邀請教育研究

所副教授林俊閎與桃園市視障福利發展協

進會理事長陳沛欣進行分享。

林俊閎分享課程規劃與活動設計的策略，

強調如何帶動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參與，以

「適性教學策略與實踐」課程為例，課

程中帶領學生至觀音國中服務當地學生。

▲教育研究所林俊閎老師與參加師長合影

由於當地教師流動率高，學生能獲得的教育資源相對不足，林俊閎透過多元學科輔導與趣味

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人際互動能力與對文化的尊重與自我責任感。對於本校的學生

而言，不僅是將專業知識實踐於教育現場，更是培養問題解決能力與團隊合作精神，是一場

難得的服務學習經驗。

接續分享的桃園市視障福利發展協進會理事長陳沛欣，雖然手持白手杖，但看似與常人無異

的舉動，讓人無法相信陳沛欣的視力深受阻礙，陳沛欣開場便以自身經歷吸引聽眾：「請問

大家看得出來我的視線其實只剩下前方嗎？讓我娓娓道來……」陳沛欣敘述其生命歷程，介

紹協進會所提供的服務，包括基礎資訊應用課程、職業訓練、視力協助員申請等，期望為視

障者提供支持，達成「盲而不廢，自立更生，互助團結」的目標。陳沛欣呼籲在場師長們透

過志工服務機會與視障朋友接觸，理解他們的生活雖有不便，卻同樣充滿情感與需求，鼓勵

師長們以耐心與適當的協助，幫助視障者在「看不太見」的日子裡找到自己的定位與價值。

▲理事長陳沛欣分享服務機構執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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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諮詢導引暨經驗分享
【文／研究發展處】

11月5日至19日研究發展處辦理3場次「研

究導引諮詢活動」，邀請機械工程學系助理

教授李汶墾、建築學系教授曾光宗、物理學

系教授院繼祖等擔任研究導引Mentor，對

本校專任教師進行經驗分享及研究方面之引

導或輔助，藉以薪傳研究成功經驗，擴散學

術研究能量，加速提升教師學術水準。

11月5日李汶墾以「國際期刊投稿經驗談」

為 主 題 ， 分 享 投 稿 國 際 期 刊 可 善 用 如

Google Scholar或Advanced Search等資

訊查詢平臺，經由大量閱讀Paper並建立自

己的資料庫，同時以跨系、院、校及參加國

際研討會等團隊合作方式，讓論文發表達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11月12日曾光宗分享主題為「愉悅的產學

研究計畫執行歷程」，大學教授的工作以教

學、研究及服務為主，這三項工作相互影

響。透由培育專任助理實際掌握執行計畫進

度，建構研究室的薪傳制度，同時積極參與

公共事務，公開分享研發成果。長時間累積

之下，自然而然獲得經費挹注，形成愉悅的

循環歷程。

11月19日院繼祖分享主題為「享受你的研

透過每學期舉辦的服務學習教師工作坊，期盼校內教師能更熟悉服務學習課程的開設與執行

內容，並透過服務機構的第一線視角，深入瞭解實務服務需求。進而鼓勵教師開設服務學習

課程或舉辦相關活動，帶領學生走入真實場域，學習面對與解決社會問題，實現「學以致

用」的同時，也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效。

究，成就學生未來：研究主題及論文發表」，以物理學門複審委員觀點分享申請國科會計

畫著重的要點、藉由參與學術服務或國科會新進人員研討會等活動，增加自我的曝光度。

另外，正面看待期刊論文被Reject的過程及結果、研究團隊及實驗室經營、跨域合作找契

機、深耕重點研究領域等，才能享受研究過程，進而產出研究論文。

在「研究諮詢導引暨經驗分享」活動過程中，同時提供研發處的各項獎勵與補助措施，並

加強學術倫理、國家名稱及掠奪性期刊／研討會之宣導。此次研究諮詢導引活動參加的教

師共25人次(工程學門14人、人文學門8人、自然學門3人)，活動中分享跨領域研究、國際

研究計畫申請、計畫書撰寫、研究室經營、教學與研究兼具時間分配等內容，皆讓參與教

師獲益良多。

▲建築系曾光宗教授分享經驗

▲物理系院繼祖教授與參與教師合影

▲機械系李汶墾助理教授分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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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教授院繼祖等擔任研究導引Mentor，對

本校專任教師進行經驗分享及研究方面之引

導或輔助，藉以薪傳研究成功經驗，擴散學

術研究能量，加速提升教師學術水準。

11月5日李汶墾以「國際期刊投稿經驗談」

為 主 題 ， 分 享 投 稿 國 際 期 刊 可 善 用 如

Google Scholar或Advanced Search等資

訊查詢平臺，經由大量閱讀Paper並建立自

己的資料庫，同時以跨系、院、校及參加國

際研討會等團隊合作方式，讓論文發表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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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曾光宗分享主題為「愉悅的產學

研究計畫執行歷程」，大學教授的工作以教

學、研究及服務為主，這三項工作相互影

響。透由培育專任助理實際掌握執行計畫進

度，建構研究室的薪傳制度，同時積極參與

公共事務，公開分享研發成果。長時間累積

之下，自然而然獲得經費挹注，形成愉悅的

循環歷程。

11月19日院繼祖分享主題為「享受你的研

究，成就學生未來：研究主題及論文發表」，以物理學門複審委員觀點分享申請國科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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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諮詢導引暨經驗分享」活動過程中，同時提供研發處的各項獎勵與補助措施，並

加強學術倫理、國家名稱及掠奪性期刊／研討會之宣導。此次研究諮詢導引活動參加的教

師共25人次(工程學門14人、人文學門8人、自然學門3人)，活動中分享跨領域研究、國際

研究計畫申請、計畫書撰寫、研究室經營、教學與研究兼具時間分配等內容，皆讓參與教

師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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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快訊
自組讀書會、籌組英文讀書會

活動日期：114年2月17日至3月9日報名

活動地點：自組

主辦單位：張靜愚紀念圖書館

聯絡方式：黃楹茹 03-2652839

教學新視界：啟發創新思維的奇點大學經驗

活動日期：114年2月26日

活動地點：張靜愚紀念圖書館一樓普仁小集

主辦單位：創新創業發展中心

聯絡方式：鄭珮秀 03-2651816

閱讀沙龍講座

活動日期：114年3月20日

活動地點：張靜愚紀念圖書館一樓普仁小集

主辦單位：張靜愚紀念圖書館

聯絡方式：林月秋 03-265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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