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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新增系所 

教務處 

智慧生醫博士學位學程 

人工智慧在各行各業已經造成重大的衝擊，加上大數據與物聯

網等資訊技術的進步使得傳統醫學的觀念也逐漸地在蛻變之中。利

用大量基因資訊使得個人化與精準醫學技術得以進行。物聯網使得

醫療逐漸脫離醫院的局限，診斷不只限於病患在醫院所量測所得的

數據，醫療與病人的健康照護可以延伸至病人居家與活動範圍監

控，還可能包括病患居家生理量測追蹤與致病環境因子的監測，流

行傳染病甚至結合社會互動資訊模型預測等。人工智慧結合大數據

在醫療影像的判讀，未來稱職的醫生必須與時俱進了解資訊技術所

提供各種推論與實際臨床醫療行為的意義方能做出最有利於病人的

判斷與決策。 

從基本面來說，這樣新的醫療工具的使用及巨大的商業前景只

有同時掌握生物醫學知識並擁有工程資電訓練的人材才能深入掌

握。 

立基於國立清華大學、為全台之先的智慧生醫博士班學程繼承

了本校優良的科研傳統，致力於為下一代的醫師、科學家與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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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學習資料驅動＋基於規則的預測器，腦科學啟發的新型神經網

路以及尚未被滿足的醫療需求的機會。由資電，統計，物理，生物

醫學工程，藥物化學和神經信息學組成的雙導師團隊在互動式的教

學和研究環境中，共同為我們的學生提供了一個厚實科研基底及跨

域實作的機會。學程目前已錄取了 2 位台大醫院醫師，台積電及廣

達工程師，及頂尖私立大學 AI 中心的副主任。去年及今年有幸 2 次

邀請到台灣人工智慧校長，全球 AI 領域的巨擘哈佛教授孔祥重院士

來給清華師生演講，也邀請了數個醫療 AI 為主新創公司的負責人來

學程課程中授課，與其簽訂 MOU 及得到學程學生至其公司實習的 

機會，在此環境中，我們的學生不僅可以開發基於 Omics 數據的 AI

預測器或專家系統，基於規則的治療程序建議，AI 輔助的藥物設計

與遞送系統，文字與圖形搜尋引擎/資料探勘工具，語音/聲音的識別

和響應模組，也可進一步開發自動的模型選擇和優化軟體套件，具

有同理心意識的機器人，個人化的健康顧問和教育者。這些融合了

道德意識及防錯功能的 AI 設計應該是屬於人類、適合人類的。我們

也期待將“訓練有素＂的生醫智慧出海，透過智慧製造、物聯網及

VR/AR 使有智慧的生醫在國界外落地，來改善全球的健康狀況。 

精準醫療博士學位學程 

精準醫療隨著基因體定序的普及化、加上新檢測醫材及大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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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技術的開發，帶動此產業在全世界的發展。以伴隨式診斷為基

礎的精準醫療大幅提升癌症病人對標靶藥物的反應及延長病人的存

活。免疫療法及細胞治療的興起更使癌症治療增添新的工具。次世

代定序、數位 PCR、及微流體的應用，使得液態活檢用於即時癌症

追蹤與治療及母胎醫療的檢測獲得可能。影像醫學及人工智能的結

合使病灶辨識的精準度及診療速度大幅提升。奈米材料的應用使藥

物的釋放更為精準及安全。硼中子捕獲利用含硼藥物較易被腫瘤所

攝取，透過硼容易與中子束產生核反應之特性，達成核醫於精準醫

療的應用。國立清華大學已致力於上述精準醫療的研究，精準醫療

產業已形成聚落，國立清華大學也肩負產業聚落內培育人才的重要

角色。本學程致力整合跨領域的師資，結合國立清華大學生醫、醫

工、核工、電機、動機、資訊、科法等領域之資源進行精準醫療研

究，培育世界一流的精準醫療高階人才。 

因應台灣半導體產業與醫藥健康資料庫的完備資料與人工智慧

的來臨，精準醫療領域充滿前所未有的機會，這兩年相關新創產業

蓬勃發展，相關跨領域人才卻難尋覓，因此本學程兼具理論與實

務，是一個能與基礎研究接軌，同時可與產業鏈結的前瞻領域，畢

業生就業進路極佳，因此預期將能帶動學術與產業升級，並提昇本

校研究能量的重要博士學位學程。此博士班之教學研究發展以體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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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精準分子診斷為主軸，並以跨領域為教學之基礎，並輔以業界的

問題為導向，做精準醫療人才的培育。因應世界學術潮流及領域趨

勢，將著重伴隨式診斷、液態切片、數位病理等分子診斷與醫材及

核醫之整合研究。本博士班的成立，預期將有助於提升國家精準醫

療科學之研究，並與國際學術潮流接軌。此外也將因結合國內基礎

科學研究及臨床醫學團隊，訓練跨領域及與業界接軌的精準醫療頂

尖人才，貢獻於國家醫學研發及產業的產能發展，進而建立臺灣在

精準醫療之相關領域之能見度與影響力。 

高階經營管理雙聯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高階經營管理雙聯碩士在職專班（NTHU-UTA Dual EMBA 

Degree Program）由國立清華大學（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簡稱 NTHU）與美國德州大學阿靈頓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簡稱 UTA）共同提供專業師資和安排豐富多元的課程內

容，學習國際性跨文化商業決策方法，於 2020 年（110 學年度）首

度招生。藉由與國外學校雙聯學制的合作模式，深化高等教育學術

交流的內涵，並發揮優勢互補的特色，創造雙贏的國際化學術環

境。學生完成雙邊學術要求後，即可於畢業時同時取得清華大學與

德州大學阿靈頓分校雙邊 EMBA 學位。 

師資主要以德州大學阿靈頓分校美國教授來台，於清大校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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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部分課程也將由清大教授授課。課堂時間以外，則以遠距視訊

方式與學生討論及輔導。 

在修業期間可視課程需求，規劃課程至其他亞洲教學地點異地

上課，如中國北京、上海、西安等校，進行交流與參訪。也將會規

劃課程至德州大學校本部上課，除進行個案研究，並安排至達拉斯

知名企業參訪活動。 

科技管理學院健康政策與經營管理碩士在職專班 

健康政策與經營管理碩士在職專班於 2020 年（110 學年度）首

度招生，旨在培育跨領域健康政策管理與經營的領導人才，特別是

當前講究以證據為本、資料為基礎的高品質決策。主要鎖定對健康

政策與管理領域有興趣，特別是以經濟學的思考模式來分析健康政

策與管理的制定與評估。 

本專班結合清大科技管理學院經濟系堅實的政策分析師資陣

容，在健康政策領域的各個面向提供深入淺出的理論與實證基礎，

培育健康政策分析的人才。此外，由於了解、分析健康政策之後仍

需要執行面，清大科管院的其他系所如科技管理所、科技法律所以

及服務科學所則提供學有專精的管理師資來支援執行面的管理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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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師教育學院跨領域 STEAM 教育碩士在職專班 

近幾年，在強調知識經濟及創新經濟的時代下，各國紛紛致力

於基礎教育改革，培養具有「創新」及「問題解決能力」的人才，

以適應全球化競爭及快速變化的現在生活與面對未來挑戰。其中，

隨著近年科學和科技領域的快速發展，所帶來的產業創新，也增加

了相關領域優秀人才的迫切需求。因此，各國將強調科學、科技、

工程、數學及藝術設計等學科知識整合運用的 STEAM 課程納入教

育改革的重點，積極投資及培養 K-12 階段的 STEAM 教育優質師

資，以協助學生能整合應用相關學科知能，透過科技工具、材料、

資源的運用與實作，發展同時具有探究、設計思考、邏輯與運算思

維、批判性思考、問題解決等高層次思考的能力。 

為回應全世界的 STEAM 教育的趨勢，因應產業轉業轉型及創

新人才的急迫性，竹師教育學院已在 2018 年 6 月，整合各相關系所

資源，推動「清華 STEAM 學校」，以探究、設計思考與實作為核

心，規劃以議題統整為主要取向的課程模式，再加上讀寫結合的語

文教育課程，以回應新世代公民素養的培育。「竹師教育學院跨領域

STEAM 教育碩士在職專班」（以下簡稱本專班）即為「清華

STEAM 學校」教師專業成長機制的一環，並為台灣首創培育

STEAM 教育人才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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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班提供在職碩士學生檢視當代 STEAM 教育思潮、STEAM

相關理論及 STEAM 教育之研究方法，並將其實踐於 STEAM 課程

設計與教學實務中，使本專班學生於課程中，能有系統、完整地發

展及強化 STEAM 教育所需的專業知能，進而能勝任教育場域的

STEAM 教學實務工作，成為優秀的 STEAM 教育實踐、研究與領導

人才。本專班首屆學生於 2021 年 9 月（110 學年度）入學，首兩屆

共計有 31 位學生就學。 

半導體研究學院碩士及博士班 

清華大學於 2021 年 8 月 1 日成立半導體研究學院，學院分為元

件、設計、製程、材料四組招生。清華大學校長賀陳弘表示，清華

半導體學院的特色在於請來以浸潤式微影技術改寫全球半導體發展

史的中研院院士、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林本堅領軍，並結合清華的

跨領域科技優勢，培育未來半導體領袖人才。 

半導體研究學院於 2021 年 10 月招生甄試第 1 屆學生，招生名

額含碩士班 80 位及分次招生博士班共 20 位。首屆甄試招生報名非

常踴躍，報名人數高達 408 名（碩）及 29 名（博），甄試招生結

果：碩士班正取 80 位、備取 125 位，博士班 1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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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年 10 月 29 日，本校半導體研究學院第 1 屆甄試口試說明會。 

半導體研究學院非常重視學生的素質也因此更加用心培育，甄

試口試當天學院仍堅持早上下午各辦一場說明會讓學生對學院有更

多的了解，讓學院與未來的學生藉此有更多的連結與互動。林本堅

院士指出，如果只是要提供半導體業足夠的人力資源，國內大學目

前就可以做到，清華與頂尖企業合作設立半導體學院的目的，「是要

培育能與全世界競爭的領袖級半導體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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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年 10 月 29 日，國立清華大學半導體研究學院第 1 屆甄試口試學生報到。 

 如何培育半導體領袖人才？林本堅院士訂出了兼具「專才」、

「通才」、「活才」的人才培育方針，一流的師資也是培育人才關

鍵，故學院有下列特色： 

 培育兼具「專才」、「通才」、「活才」的半導體科技的領導

人才。能深入鑽研專業領域的「專才」，有跨領域對話能力

的「通才」且有解決未知問題及創新局的「活才」。 

 跨域整合：學院將半導體科技區分成四大重點部別，每部

整合了分散於各系所的相關課程，並重新檢視課程內容，

組織成一具有系統性的培育課程。跨域整合含校內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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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資工、材料、化工、物理、化學、機電等半導體相關

課程。 

 設立三才所需，但各院系尚未有的課程。 

 業師授課及大師開講：學院將邀請國內外科技領域的大師

進行專題演講，暢談世界科技最新發展、未來趨勢、就業

與創業等議題，讓學生除了在專業能力外亦具備「通才」

能力。 

 微學分：學院在課程設計中將加入微學分課程，以短期少

學分的方式引入業界專師進行多元授課，並打破傳統學期

固定授課時間的限制，讓業界專師將專研多年之先進技術

在學院教授，學院學生亦可藉此課程加強與業界之鏈結。 

 產學合作計劃：學院與眾多的半導體相關企業合作，爭取

產學合作計畫，讓學院學生能有更多的發想與創作機會，

並藉由與計畫合作對於產業有更具體的參與及了解。 

半導體研究學院以跨領域教學與研究為方向，整合分散於各個

系所之半導體相關課程，以合聘方式邀請各系所相關領域頂尖教師

加入。另，透過合作企業經驗豐富之業界專家，共同設計並開設兼

具理論與實務之專業課程，並藉由「產」、「官」、「學」的共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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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強化教學資源與環境，以落實訓練「專才」、「通才」、「活才」

之精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