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鋼-清大研究合作座談會致詞 

 

中鋼公司王副總以及貴賓、各位清華同仁： 

 

首先歡迎王副總率領的中鋼公司團隊蒞臨清華大學商談合作事宜。在

我所知範圍內，上一次中鋼研發副總率領團隊到清華大學材料系商談

合作是三十年以前的事。當時，我還有一半時間從事鋼鐵材料研究，

執行過中鋼的計畫，也到中鋼開過短期課程，與歷任研發副總魏傳曾、

程一麟、鄒若齊、鄭國華諸先生都是很熟的朋友。 

 

三十年前，台灣學術界材料博士屈指可數，如今光是清華大學材料系

培育出的博士畢業生就超過四百人。在 1970年代末期，中鋼公司是材

料系畢業生最嚮往的企業。1980年，教育部委請麻省理工學院材料系

教授 Morris Cohen評估台灣材料學術發展。Cohen教授認為當時材料

系太偏重冶金學，應發展第二專業，得到教育部的支持。不意時逢台

灣電子產業起飛階段，發展第二專業空前成功，反而造成冶金學在學

術界的式微。不僅新聘教授，即使原來專長為冶金的資深教授也紛紛

轉變研究方向。再者，學生也受就業前景影響，一窩蜂要從事電子材

料研究。清華大學材料系有一年由入學碩士班學生自行選組，結果是

49:1，幾乎百分之百的入學生要往電子材料行業發展。有相當的年份，

從事冶金學研究的教師們可謂處於苦撐待變的困局中。 

 

對一個材料系而言，冶金學的偏廢是很令人憂心的。所幸近年來，有

「風水輪流轉」的趨勢，電子產業毛利率降到百分之三到四，也就是

大家戲稱的「不三不四」，長期為國內金屬產業龍頭的中鋼則屢屢交出

亮麗成績單。據了解，中鋼在鄒董事長與王副總規劃下將大幅增加研

究經費，清華大學材料系為國內最具歷史、表現最優越、規模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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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系所，自然樂於配合。同時本校奈微與材料中心結合跨領域材料-

生醫-機電-光電研究，在材料結構、製程、特性、功能各方面均有相

當能量，也有產生交會火花可能。期待未來的合作，也能讓本校相關

學生更了解金屬產業的發展現況和就業機會。將是互利雙贏的局面。

今天的會談是一嶄新的開始，希望不久能看到具體可行的方案，學校

方面當盡力支持雙方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