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大學 113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活動執行成果報告 

活動類型 研討會  成果展示/發表  專題演講  專業諮詢  其他： 

主題 跨域融合 韌性前行 

時間 
113 年 10 月 16 日 ( 三 ) 

15:10~17:00 
地點 張靜愚紀念圖書館一樓秀德廳 

主辦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成效報告 

    今日邀請到校友張東隆擔任講員，他以「跨域融合 韌性前行」為題，從其在 Intel、

Microchip 等國際科技企業的豐富經驗出發，解析半導體技術創新和全球科技趨勢。張東

隆校友擁有 20 多項美國專利，曾擔任世界先進積體電路全球業務及規劃副總經理，並在國

際半導體領域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半導體行業的變化速度極快，且充滿不確定性。講者以「20 哩行軍」的故事來比喻這

個產業中的人才培養。故事中的挪威探險家亞孟森，無論天氣如何，每天堅持前進 20 哩，

最終成功抵達南極點。要在半導體產業中取得成功，關鍵在於學習亞孟森的謙遜、毅力，

以及將日常挑戰變成習慣的能力。亞孟森的成功不僅在於他面對困難時的成長心態，還有

他多年來累積的經驗與實力。能夠持續而明確地朝目標前進，正是成為這個行業中優秀人

才的關鍵。 

    講者也強調了打造自我品牌與形象的重要性。自我品牌的建立來自於專業、才華、經

驗與個人風格等多方面。如今，半導體產業高度國際化，對人才的要求也相當嚴苛。若要

創造獨一無二的個人品牌，專業能力是基礎，而跨領域學習則能使個人的品牌與形象更上

一層樓。具備專業知識能夠樹立良好形象，而跨領域專長則能提升才華與經驗，與專業相

結合，進而創新，帶來更多產業價值。講者鼓勵我們成為擁有縱深專業與橫向知識的 T 型

人才，甚至是十型人才，不僅有助於樹立自我品牌，還能增強競爭優勢，從而在產業中脫

穎而出。 

    最後，講者提到培養內在堅韌的重要性。成功的道路上難免會遇到挫折，真正內心強

大的人能夠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這些困難，展現出自我扭轉力，並堅持向著成功邁進。講

者以激活離子的概念來比喻自我激勵，強調人應時時激勵自己、鞭策自己、超越自己，如

此一來，成功便指日可待。 

活動現況剪影 



  

▲講員認真講解 ▲講員簡報 

  

▲講者與師長們合影 ▲活動現場 

 

  



中原大學 113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活動執行成果報告 

活動類型 研討會  成果展示/發表  專題演講  專業諮詢  其他： 

主題 數位化的生活 

時間 
113 年 10 月 17 日 ( 四 ) 

15:10~17:00 
地點 全人村中棟 2 樓瑞麗堂 

主辦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成效報告 

  講員呂芳銘學長曾任鴻海科技集團副總裁，在台灣資訊科技產業深具影響力，不僅推

動台灣物聯網的基礎建設與產業發展，並在台灣科技產業對國際影響力的推展貢獻良多。

本次講座的主題為「數位化的生活」，是因為在場的多數學生都出生於 2000 年前後，也正

是互聯網時代的嶄新開端，身為網際網路時代的第一代，生活一切與數位息息相關。 

  呂芳銘學長以自己的職涯經歷作為演講的開端，他分享求職升遷並非一步登天，而是

腳踏實地的過程，期間必定會經歷許多挑戰。在遇到困難或挑戰時，「邊做邊學」是最棒的

方法，每當遇到不懂或不理解的事時，就放手做並從中學習經驗！或許現在花時間學習的

技能在當下看似無用，但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可能會產生莫大的影響。 

  講員將所有事情比喻為蓋一棟房子，而他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挖地基，也就是磨練好技

術。他回憶起大學時期，曾在擔任助教期間為學校創建了電腦註冊系統，當時他並不具備

這項技能，但他主動學習，這為他後來的程式技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講員強調，各行各

業都有其獨特的流程，而身處這個市場的我們，作為競爭者，應該打開眼睛，觀察哪裡有

需求，並主動學習，以填補這些空缺。 

  講員將生活中普及的手機定義為「手持電腦」，而電動汽車、無人船、無人飛機則被定

義為「移動電腦」。他指出，從數字化到「數智化」的應用，這些智慧發明都是透過資訊技

術（IT）和運維技術（OT）的整合而實現的。AI 人工智慧的人才因此成為跨界整合的關鍵

角色，推動這些技術更深層次的應用和發展。 

  「在這個以應用需求奠定未來的時代，我們會需要什麼樣的科技和產業？」這正是作

為競爭者的我們應該思考的課題。講員強調，數位經濟正在打破傳統的產業邊界，促進整

合，並鼓勵跨領域的學習。他鼓勵在場的所有人擺脫過去的舊有思維和模式，才能在這個

快速變遷的時代中創造新的價值。 

活動現況剪影 



  

▲講員認真講解 ▲講員簡報 

  

▲講員及與會師長合照 ▲互動環節 

 

  



中原大學 113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活動執行成果報告 

活動類型 研討會  成果展示/發表  專題演講  專業諮詢  其他： 

主題 AI 浪潮下的機會與挑戰－企業規劃 

時間 
113 年 10 月 18 日 ( 五 ) 

15:10~17:00 
地點 張靜愚紀念圖書館一樓秀德廳 

主辦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成效報告 

台積電企業規劃組織副總經理李俊賢主講，活動地點在張靜愚紀念圖書館一樓「秀德

廳」。化學系 75 級李俊賢校友同時也是今年中原大學「傑出校友」當選人及致詞代表。本

次講座，他以「AI 浪潮下的機會與挑戰—企業規劃」為主題，分享其多年的半導體與財務

策略規劃經驗。李俊賢校友擁有化學、金融管理與半導體專業，自加入台積電以來，擔任

過許多財務策略規劃相關職務，協助公司完成多項重大業務開發與投資專案。 

首先談到一間公司的前景，想必會提及該公司的市值，因為市值是來自全世界的投資

人將資金放入該間公司的成果，隨著市值的起伏，對於一個產業的榮枯是極具指標性的，

2015 年時，OpenAI 公司橫空出世的當年，市值全世界前 15 大公司中科技公司只佔了 5

個，其他有石油業、零售業、金融業等，各個產業平均的分佈。但到了今年，可以發現科技

公司席捲了市值的版面，這樣的現象起因為何呢？是因為科技業中不斷投入的科技研發和

技術發展改良，透過 AI 加速研發的過程，開發新商品，提高營業額的成果。因此透過市值

成長的差異可以分析出某些產業沒有從事研發，而逐漸式微的情形，一但行業的進步變得

緩慢，便不太可能獲得更大的獲利及成長，而台積電市值上的成功，便是因為將技術腳踏

實地地做到了最前端，賺錢後再不斷持續的投資並跟上了 AI 的浪潮。因此一個企業的策

略、設立目標、制定方向、堅持到底，極為重要。 

最後李俊賢談到「AI 的出現改變了生態鏈」，早期工程師若遇程式代碼有誤，僅能人工

確認，但現在只須妥善運用 AI，就能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排解。若是企業跟不上瞬息萬變的

科技進步，很容易被淘汰。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能做的便是「創新」，創新能帶來無限的

可能性及更高的生產力，連結整合後，帶動其他領域產業的變化。 

活動現況剪影 

  



▲講員認真講解 ▲活動現場 

  

▲講員及與會師長合影 ▲與談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