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年度海大光電所考試入學，歡迎報名(106/12/26~107/2/22)！請聽聽黃智賢

所長怎麼說。 

 

2008 年，全美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破產，負債高達六千多億美元，

災情蔓延，形成全球金融海嘯。此後，我國有四個與外銷相關的高科技產業大受衝

擊，其中包括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面板(LCD)、發光二極體(LED)及太陽能

電池損失最慘，被稱作四大慘業。之後，隨著陸客觀光開放，許多學校轉而投入開

設觀光、餐飲、服務科系，吸引不少學子投入。然而，這一兩年來，因為兩岸互動趨

冷，許多觀光相關產業難以為繼，去年銀行內部評估，新四大慘業已成形，卻是觀

光、航運、不動產與鋼鐵。反觀原先的四大慘業，都已紛紛從谷底升起，恢復應有的

活力。然而，基礎光電、電子相關人才，卻因為過去人才培育的錯置，許多相關研究

所招不太到學生，甚至關掉。加以，因為大陸市場規模很大，許多台灣的科技人才，

一直被對岸挖角。因此，這個科技人才不足問題，悲觀來說，未來一定會影響到高

科技產業發展，但樂觀來說，我們可預期，科技人才未來將變得炙手可熱。 

前一陣子，光電、半導體領域有不少大事。台積電將在台南南科蓋 3nm 半導

體廠，總投資金額估計將高達 6000 億[1]，其徵才人數雖因時程尚久還不確定，但

光是今年度台積各廠擴充，2016 年總估計徵才已達 3000~4000 人[2]；同時 DRAM

大廠華邦電子也宣布，將投資 3,350 億元在南科高雄路竹園區設新廠，估計將徵才

上千人[3]。在光電 LED 方面，台灣許多廠商已經注意到，利用 LED 微晶粒排成顯

示器，稱為 MicroLED，有節能穩定與壽命長的諸多優勢，成功的技術開發將有機會

大敗三星一直扶植的 OLED顯示器，為台灣 LED研發帶來不少熱度[4]。三家太陽能

電池廠：昱晶、新日光與昇陽光電不久前宣布，接受國發基金資助，合併為「聯合再

生能源」，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太陽能電池生產廠。整體而言，科技業是非常缺人的[5]，

前景看好，早已揮別所謂四大慘業的時期。更甚者，由於太陽能電池發電的成本，

根據美國能源局估算，如後附之圖表，已可低於燃煤與核能發電，這代表，未來太

陽能電池發電將要廣為使用，爆發產能需求。更即便是所謂紅色供應鏈漸次威脅本

土的高科技廠，但事實上，紅色供應鏈背後還是有許多台商投資，代表廣大的市場

崛起，許多大陸公司花重金與數倍薪水挖角台灣的工程師。同學們若能以技術為本

位，積極學習，不管未來環境如何變化，危機其實就是轉機。 

與此相關的，海大光電研究所 107 年度入學考試已經開始報名，報名僅 1100

元，是非常值得的自我「投資」。本年度光電所考試名額簡章中雖有 8 個名額但因為

甄試流用，可能還會約多增加 6~8 個名額。這正是許多大學畢業同學有機會進入高



科技領域工作的機會與開始。 

本所除歡迎光電、電子、電機、物理、通訊、機械、材料等相關科系同學報名

外，也歡迎不同領域想進入光電、半導體領域研究的同學前來報名。過去，本所曾

有大氣、數學、經濟、化工、食品、海洋、自然科學、水利、土木等系所同學，報考

錄取本所，都順利畢業，進入理想的高科技公司就業發展。他們的表現，因為有跨

領域的經歷，也不遜於光電相關科系。 

我們是怎麼訓練的呢?基本上，同學錄取之後，會先找好指導老師。選課時，指

導老師便會依據同學研究方向與背景，建議同學修一些相關課程(本年度，我們已經

取消了必選五選二的課，因此指導老師有更大的指導空間)。我們之所以能做到這個

近似客製化的選課方式，是因為光電所的老師多達十二位，所開設的科目十分豐富，

從基礎的光電電磁學、近代光學、光電材料、固態物理，一直到較偏應用的光電半

導體元件物理、半導體製程、太陽能電池、奈米製程技術、有機發光原理、顯示原

理、光電子學、兆赫波原理等。大多數課程，幾乎都是小班制上課，許多老師都教學

儘量是由淺而深，建立在物理的基礎上；有不懂的地方，我們老師也都十分樂意回

答同學的發問。另外，同學每學期都會修專題討論，除了聽邀請者講解最新科技知

識外，同學在專題討論課與實驗室 Group Meeting 中都會訓練導報告與實務能力，

因此，兩年下來，不僅可以培養出研究實力，也可培育出較寬闊的視野。 

以目前工程學門大學生畢業後三年在公司每月薪水約 4 萬元(含獎金，不含應

在 3.6~3.8 萬元間)來說，碩士班含獎金平均可達 6.4 萬元[6](不含獎金現在一般月

薪大約 43000~45000 元)。可見投資兩年念完碩士後，每年薪水多兩萬四，這真是

很好的投資。以上只是工程科系，若在光電、材料相關之電子零組件領域來說，每

月還可多達 3.8 萬。若在台積電公司，更可觀，光是碩士年薪就有近 150 萬的水準

[7]。 

最後，許多同學可能會擔心自己不是電子電機光電背景，會不會有適應不良或

找工作上的問題---這其實並不是大問題，最大的問題是反而是自己的毅力。事實上，

光電過去本來就有許多跨領域的研究主題，例如以 LED 做植物工廠(農)、以表面增

強拉曼做生物或分子感測(生物、化學)、雷射加工(機械)、光學斷層掃描(醫)、奈米半

導體製程(材料、化學、物理)、…等，學習不熟悉的事物，初期的確會有一點生澀感，

但只要有毅力，花兩年碩士時間在專業問題上浸淫，大多能成為某個領域的專業人

才。進而，在擴大學習廣度方面，我們每學期都會安排許多校外專家學者不同的領

域的演講，配合學長的報告、同學間的相互切磋與各個老師開設的課程，要成功地

跨到光電、半導體專業領域，過去我們所就有太多案例了。就以我實驗室最近一位



已役畢同學為例，某大學數學系考上本所，和我學習太陽能電池製程，一開始，也

是有點緊張，但一年級修課時，依據他的背景由指導老師協助選課，先學到不少基

礎光電、奈米製程、半導體知識，到碩二暑假開始做實驗，不斷地實驗、報告、討

論，最後完成碩士論文，畢業後得到上市的太陽能電池廠與半導體廠職缺，最終他

選擇半導體大廠任職，希望能擴大自己的學習領域。 

最後，我想和同學說，「自己」才是最值得投資的標的。在年輕有體力時間的時

候，要盡量努力衝到一個自己能力的至高點(博士、碩士)，之後，才能像滑翔翼一樣

有機會輕鬆地飛得更高更遠。請看，幾乎每個成功者，都是先有一段艱苦的鍛鍊、

練習期，之後才遇到機會脫穎而出的。若你不太相信，我推薦你看看羅胖的這個影

片[9]，也許你就會有所體悟，只要抓到訣竅，你的潛力是無窮的。 

祝一切順利! 

 

光電所 教授兼所長 

 黃智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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