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電所網站

機械與機電研究所



聽學長姐說…

我是今年中山大學機電系的碩一新生，在機電系半年來的生活中，可
以說是相當豐富。在學業上，除了修習系上課程增加自身知識，還會
參加國內外比賽，增添自己的實務經驗。此外，機械系歷史悠久，培
育相當多的英才，本系的校友涵蓋業界董事、高階主管，甚至是創業
家，然後這些畢業校友都會給予系上很多產學機會或是獎學金，透過
產學合作，不僅可以了解業界現在需要的人才，還可以做跨領域結合，
相信這些經驗對於未來職涯都會很有幫助。

李子臻碩士
109級機電系碩士班學生

碩士班介紹 博士班介紹



聽學長姐說…

機電系提供許多產學合作機會執行業界計畫，讓學生從中學習
到如何從無到有研發廠商所需要的功能，逐漸提升實作能力，
也讓我在學時期就獲得工作合約。系上近期增加許多機械加工
機台，可以提升機械製造的精度，未來可用來學習如何將傳統
工廠轉型為現代化智慧型工廠，實現物聯網、配料自動搬運、
AI設備監診等實作。

蔡佳明博士
107級機電系博士班學生(逕修讀博士)

碩士班介紹 博士班介紹



聽學長姐說…

系上近年加開的課程多元化且與最新技術息息
相關，並在實習工廠擴增了多台新型設備，學
弟妹們應把握機會學習基礎知識，替自己培養
未來工作的能力!

徐雅雯博士
108級機電系博士班畢業系友

碩士班介紹 博士班介紹



給中山機電未來人
在中山大學機電系優質的學習環境中完成碩、博
士學位，讓我有能力協助籌備及創立國立高雄第
一科技大學，不管在行政及學術的領域都能流暢
地發揮所學，歡迎來當我學弟妹，相信學習後你
們必能更好更優越!

選擇中山機械與機電所出路更多元職場表現更專業

孫榮宏博士
現職：高科大教授
經歷：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副校長

中山機電是從大學、碩士至博士整合的機電系所
成立近40年來培育了5000位以上產業及學術界的
各類英才，是未來AI時代最值得就讀的系所。
近年來機電系加開許多智慧製造相關課程與未來
AI機電整合技術息息相關，並在實習工廠擴增了
新型整合機電設備，讓理論與實務能整合學習。
學弟妹們應把握機會學習未來AI整合新知，培養
未來AI時代的機電整合能力。

私部門
學術界 公部門
教師
研究人員
行政人員

公/民營企業
媒體與政治專業
非營利組織

行政單位
陳培銘博士
現職：康橋商旅處長、系友會理事長

碩士班介紹 博士班介紹



專業課程 創新能力的
培養和訓練

培育具有創新思維
獨立研究能力及國
際觀之高階機械與
機電工程科技人才

專業研究領域
碩士班介紹 博士班介紹



師資陣容～熱流組

5

碩士班介紹 博士班介紹

郭振坤教授 許聖彥副教授 鄭威利助理教授 梁俊德助理教授

•產氫技術
•燃料電池系統研發與熱流分析
•氫能車系統開發
•綠能科技
•電動車輛散熱與系統熱傳導模
擬

•計算燃燒學
•防火安全
•熱傳學

•計算流體力學建模
•燃燒學
•多相流
•熱質傳學

•節能空調系統
•再生能源應用
•吸附/吸收除濕與造水技術
•熱能儲能系統
•熱質傳實驗研究與模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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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介紹 博士班介紹

師資陣容～固體力學組

黃永茂 教授 林韋至教授 吳美玲副教授 蔡尚南助理教授

•金屬成形技術
•塑性力學
•氣油壓伺控制

•微奈米製程
•智慧生物材料
•表面科學

•可靠度評估與測試
•電路板之可靠度測試
•光/聲子晶體

•高分子複合材料
•纖維複合材料
•有限單元分析
•複合材料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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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介紹 博士班介紹

師資陣容～固體力學組

施孟鎧 助理教授 盧威廷 助理教授

•微系統封裝製造/設計/可
靠度分析

•多物理(電-熱-固)耦合分
析

•人工智慧輔助設計與優化
•微結構力學特性量測與分
析

•空氣動力學、結構動力學
•風力發電、風洞試驗
•機器學習、機械手臂應用
•最佳化設計
•網宇實體系統



師資陣容～自動控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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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介紹 博士班介紹

嚴成文 教授 程啟正 教授(兼任) 曾逸敦 教授

•類神經網路
•醫工型態鑑別
•生理訊號處理

•機電整合
•智慧型機器人
•機器視覺
•人機介面

•光電模組構裝
•人工智慧
•機電系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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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介紹 博士班介紹

師資陣容～自動控制組

劉耿豪副教授 許煜亮 助理教授

•遙測影像處理與分析
•影像處理
•樣式辨認
•機器學習

•穿戴式智慧技術
•人工智慧與深度學習
•機電系統整合
•智慧復健輔具



師資陣容～設計製造組

5

碩士班介紹 博士班介紹

王郁仁教授 胡龍豪 教授 汪正祺 教授 李伯軒 助理教授

•動態機械系統設計
•光機電系統整合
•醫療器材
•精微射出成形

•奈米複合材料、
•微奈米製造、
•生醫材料與器材、
•電池模組設計

•精密機械軸承系統
•非線性控制系統
•機械系統智慧化
•專利工程

•奈米機械測試
•金屬3D列印
•封裝材料可靠度分析
•薄膜力學



師資陣容～設計製造組

5

碩士班介紹 博士班介紹

許正和(兼任教授) 何應勤（兼任教授） 邱源成（兼任教授） 楊政融 副教授

•機器系統設計
•創新設計方法學
•傳動機構設計

•圖學視覺自動化
•復健工程
•設計方法

•摩潤學
•精密機械製造

•機械設計
•永續設計與製造
•最佳化設計
•人工智慧



師資陣容～微奈米系統組

5

碩士班介紹 博士班介紹

潘正堂 教授 林哲信 教授 朱訓鵬 教授 郭清德助理教授

•微光機電系統／元件
•奈米元件
•微致動器／微發電機
•微機電生醫晶片
•封裝接合製程

•奈米工程
•微系統技術
•生物晶片技術
•電漿應用與表面處理
•質譜分析技術

•奈米元件設計
•平行處理及計算
•生物分子模擬
•量子分子動力學

•微機電系統
•仿生智慧材料
•生物感測晶片
•體外微組織器官晶片
•高通量藥物篩選平台



碩士班
招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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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生
方
式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特
色
介
紹

16
考試項目：

初審60%+面試40% 招收名額：59名 考試科目：
各組專業考科 招收名額：64名

碩士班特色介紹&招生方式

先進動力與能源
微熱傳增強
機械加工熱傳
燃燒與防火安全
燃料電池
電動車
再生能源
氣體液體及電漿與工件
間之界面物理

多尺度材料結構分析
仿生工程
微光機電系統可靠度分
析
複合材料
微發電機材料
噪音振動

醫療機電
睡眠醫學
生理訊號處理
智慧型機器人
系統動態與控制
智慧醫療 智慧製造
行動機器人
遙測影像與圖形識別
影像處理

獵能器
壓電致動器
動態系統分析
能源暨先進材料
非傳統製造加工技術

微奈米系統
生醫機電
分子工程
微系統設計與分析
應用微奈米技術



五學年學碩士學位大學部畢
業成績於全系(班)排名前
20%以內者，每名18萬元；
前20%至40%者，每名16萬元

五學年學碩士學位入學
每名12萬元

本校大學部進入碩士班就讀，
大學部畢業成績於全系(班)
排名前20%以內者，每名12
萬元；前20%至40%者，每名
6萬元。

碩士班甄試入學正取前
30%者，每名6萬元。
碩士班考試入學正取前10%
者，每名4萬元。

系友會優秀學生獎學金每
名1萬元
系友會助學金每名
5000~15000元。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
公司每學期9萬元，最長
獎助2年，共計36萬。

日月光半導體菁英培育
獎學金每月1萬元，共計
21個月。

華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優秀獎學金每名1萬元。
中鋼集團教育基金會獎
學金每名6萬元。

大同公司菁英獎學金，
每名10萬元。
崇友實業獎學金，每名5
萬元。

中山機械76級"卓越領導"
獎學金、中山機械76級"
傑出服務"獎學金、中山
機械76級清寒優秀獎學金

9

碩士班獎助學金



組別 專業科目 進階科目

熱流組

材料加工之運送現象

熱對流、固化過程

數值分析

微系統熱流模擬及設計

太陽能工程

吸收式空調系統原理與分析

太陽能空調系統設計

黏性流體、高等熱力學

計算流體力學及熱傳學

可壓縮流

熱輻射導論

燃燒理論

氫能與燃料電池原理與應用

焊接熱傳專題（一、二）

能源系統暫態模擬方法專題（一、二）

燃料電池系統專題（一、二）

燃燒與防火安全專題（一、二）

動力系統與能量管理專題（一、二）

熱流數值模擬應用專題

固力組

高等振動學、最佳化理論

破壞力學、疲勞力學

複合材料力學

彈性力學、實驗應力分析

塑性力學、塑性加工學

彈性波、超音波探傷

有限元素法、計算結構力學

微系統封裝與可靠度分析

可靠度工程與應用

微電子封裝之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

仿生工程

進階仿生工程

顯微力學
奈米複材之研製與機械性能測試
數值解析加工學專題研討（一、二）
新近吸隔音材料之研製及聲學量測（一、二）
高階電子封裝專題（一、二）
仿生機械專題（一、二）
風力發電機的結構設計
多尺度結構材料專題(一)

控制組

隨機過程與模式

模擬邏輯與控制

機器視覺

數位訊號處理

類神經網路概論

科技產業分析

數位控制

非線性系統及控制

強韌控制

機電整合實務

人工智慧於臨床醫學照護實務

深度學習理論與應用

感測器原理與應用

非線性控制專題（一）
人機系統專題
類神經網路專題（一、二）
人工智慧實務專題研討（一、二）
自動控制專題（一、二）
遙測影像專題
機器學習專題
智慧敢測專題
穿戴裝置專題

組別 專業科目 進階科目

設計製造組

平面機構運動學

電腦輔助幾何設計

創造性機構設計

工程設計方法

摩潤學

奈米加工學

潤滑理論與應用

智慧機械設計

機電傳動系統

空間機構運動學

智慧製造與監測技術

物聯網與大數據於智慧製造應用

系統化設計專題（一、二）
潤滑專題（一、二）
幾何設計與製造專題（一、二）
摩耗專題（一、二）
機械動態分析專題
智慧致動系統專題
電化學技術專題
薄膜製造專題

微奈米系統組

薄膜製程技術、固態物理學

微奈米分析與檢測

微致動器實務

微奈米壓印設計製作

微機電系統設計、微奈米材料

奈米元件原理及製程實務

微流體生物晶片系統

奈米元件電腦輔助設計

奈米尺度數值模擬理論介紹

CMOS微系統技術與應用

自發式微奈米獵能器

雷射微加工、微奈米傳感器

計算機程式與應用

工程英文寫作

微奈米生醫系統工程

先進功能材料於生命科學應用

半導體製程設備與技術

生物晶片實務

奈米科技專題（一、二）

微流體系統專題

平行處理及計算（一、二）

CMOS微系統設計專題（一、二）

應用微奈米技術專題（一、二）

碩士班共同必修課程

書報討論

碩士班課程地圖



博士班
招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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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佔50%審查佔50%名額：6名

15

招
生
方
式

報名資格

凡國內經教育部立案之各公私立大學
校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
學校院研究所畢業，取得碩士學位或
碩士班應屆畢業生；或具有入學大學

博士班同等學力

考試項目

生理訊號處理
睡眠醫學
機器學習
系統動態與控制
機器視覺
智慧型機器人
機電整合
人機介面
鋰電池材料開發及模組設
計

先進動力與能源
微熱傳增強
機械加工熱傳
燃燒與防火安全
燃料電池
電動車
再生能源
氣體液體及電漿與工件
間之界面物理

人工智慧和非破壞檢測
的結合應用
多尺度材料結構分析
故障模式與影響分析
可靠度失效物理分析與
評估

特
色
介
紹

精密機械製造與設計
磨潤學
精密機械系統
多軸力量感測
多自由度機構
表面鍍膜
鋰電池材料開發及模組設
計
凸輪機構設計與加工

博士班特色介紹&招生方式

LED光路設計
壓電纖維
生醫光電系統
生物晶片技術
奈米元件設計
平行處理及計算
軟性電子技術

高通量藥物篩選平台˙



博士班獎助學金

華立集團獎學金每名
18萬元

葉公節教授紀念獎學
金每名5萬元

工學院博士優秀畢業
論文每名2萬元

本校菁英博士生獎學金
每學期18萬元合乎條件
者發放6學期。

16

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
每月至少4萬元，核
給期限至少1年，至
多3年。

國科會博士生獎學金
每月4萬元，核給期限為3年，
若於入學後第6學期前申請
通過「國科會補助博士生赴
外國研究(千里馬計畫等)」，
得延長核給期限至第8學期
止。



組別 專業科目 進階科目

熱流組

材料加工之運送現象

熱對流、固化過程

數值分析

微系統熱流模擬及設計

太陽能工程

吸收式空調系統原理與分析

太陽能空調系統設計

黏性流體、高等熱力學

計算流體力學及熱傳學

可壓縮流

熱輻射導論

燃燒理論

氫能與燃料電池原理與應用

焊接熱傳專題（一、二）

能源系統暫態模擬方法專題（一、二）

燃料電池系統專題（一、二）

燃燒與防火安全專題（一、二）

動力系統與能量管理專題（一、二）

熱流數值模擬應用專題

固力組

高等振動學、最佳化理論

破壞力學、疲勞力學

複合材料力學

彈性力學、實驗應力分析

塑性力學、塑性加工學

彈性波、超音波探傷

有限元素法、計算結構力學

微系統封裝與可靠度分析

可靠度工程與應用

微電子封裝之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

仿生工程

進階仿生工程

顯微力學
奈米複材之研製與機械性能測試
數值解析加工學專題研討（一、二）
新近吸隔音材料之研製及聲學量測（一、二）
高階電子封裝專題（一、二）
仿生機械專題（一、二）
風力發電機的結構設計
多尺度結構材料專題(一)

控制組

隨機過程與模式

模擬邏輯與控制

機器視覺

數位訊號處理

類神經網路概論

科技產業分析

數位控制

非線性系統及控制

強韌控制

機電整合實務

人工智慧於臨床醫學照護實務

深度學習理論與應用

感測器原理與應用

非線性控制專題（一）
人機系統專題
類神經網路專題（一、二）
人工智慧實務專題研討（一、二）
自動控制專題（一、二）
遙測影像專題
機器學習專題
智慧敢測專題
穿戴裝置專題

組別 專業科目 進階科目

設計製造組

平面機構運動學

電腦輔助幾何設計

創造性機構設計

工程設計方法

摩潤學

奈米加工學

潤滑理論與應用

智慧機械設計

機電傳動系統

空間機構運動學

智慧製造與監測技術

物聯網與大數據於智慧製造應用

系統化設計專題（一、二）
潤滑專題（一、二）
幾何設計與製造專題（一、二）
摩耗專題（一、二）
機械動態分析專題
智慧致動系統專題
電化學技術專題
薄膜製造專題

微奈米系統組

薄膜製程技術、固態物理學

微奈米分析與檢測

微致動器實務

微奈米壓印設計製作

微機電系統設計、微奈米材料

奈米元件原理及製程實務

微流體生物晶片系統

奈米元件電腦輔助設計

奈米尺度數值模擬理論介紹

CMOS微系統技術與應用

自發式微奈米獵能器

雷射微加工、微奈米傳感器

計算機程式與應用

工程英文寫作

微奈米生醫系統工程

先進功能材料於生命科學應用

半導體製程設備與技術

生物晶片實務

奈米科技專題（一、二）

微流體系統專題

平行處理及計算（一、二）

CMOS微系統設計專題（一、二）

應用微奈米技術專題（一、二）

博士班共同必修課程

書報討論

博士班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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