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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全國⾸位產創博⼠，產學共創具體實踐

產學 發布⽇期：113-12-17

左⾄右為徐承煒指導教授柯明道、徐承煒、產學創新研究學院院⻑孫元成。

隨著110年國家頒布《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才培育創新條例》，本

校也成立了全台第⼀所產學創新研究學院，並在今年成功培育出全國⾸位

產創博⼠徐承煒。這不僅象徵產學共創模式的具體實踐，更為台灣⾼科技

產業注入了新動能。

台灣⾼階⼈才培育新典範  徐承煒：從學術到實務的跨越

⾸位畢業的博⼠是來⾃產學創新研究學院的前瞻半導體研究所的徐承煒。

他回憶道，原本未曾計劃攻讀博⼠，但在碩⼠研究期間逐漸對研究主題產

⽣興趣，加上指導教授柯明道老師的⿎勵，最終選擇進入全新成立的產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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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期待能夠與產業有更深的連結，另⼀⽅⾯也因為有獎學⾦的

挹注，讓他能夠更無後顧之憂地攻讀博⼠學位。

在徐承煒攻讀博⼠學位⽣涯中參與多項產學合作專案。他的博⼠論文主題

聚焦於特定應⽤積體電路(ASIC)的可靠度優化設計，特別鑽研靜電放電

(ESD)與栓鎖效應(Latch-Up)的防護技術，能夠提升IC產品的可靠性，並

協助業界IC產品通過可靠度相關的檢測規格標準，提昇IC產品的市場競爭

⼒；他也實際⾄合作公司內部現場，從實務端找尋問題，並透過學術理論

探求與驗證為企業端解決問題。最後雙⽅還共同發表學術論文。徐承煒認

為，這些寶貴經驗不僅讓他的研究更貼近業界需求，通過學術研究的深度

來回應產業需求，也成為他最⼤的成就來源。徐承煒的博⼠論文內容，在

國際頂級電⼦元件專業期刊(IEEE Trans. on Electron Devices)共計發表期

刊論文三篇，以及三篇國際知名研討會的會議論文，博⼠論文的⽔平獲得

國際頂級專業期刊的肯定。

徐承煒畢業後計畫進入IC設計公司，專注於產品ESD與栓鎖效應防治的⼯

程設計⼯作，為半導體產品的可靠度把關。未來他希望可以從產業界的⾓

度，持續推動產學共創，延續產創學院所提倡的精神。

產學共創的成功模式

徐承煒的指導教授柯明道表⽰，過去學校與產業界原本就有很緊密的連

結，但⼤多屬於單⼀實驗室或教授與個別公司之間的專案型合作。創新條

例下架構出的新合作平台，讓企業願意挹注更多資源⾄學術端，除擴⼤專

案規模，也願意派出業師⾄校內講授專業技術課程並與師⽣互動交流，從

產學「合作」變成產學「共創」模式，為雙⽅創造更⼤的價值。

意義非凡的全國⾸位產創博⼠

產學創新研究學院孫元成院⻑表⽰，⾸位產創博⼠的誕⽣，意味台灣在⾼

端⼈才培育上的重要突破。產創學院從成立初期與七家企業合作，⽬前已

共有⼗家企業加入夥伴⾏列。他說，產創學院是國家推動⾼階⼈才培育的

⼀⼤步，未來希望能吸引更多優秀學⽣與教授加入，同時，透過與國內外

企業的深度合作，持續為產業提供更多⾼階研發⼈才，共創價值。

也期盼⾸位產創博⼠的例⼦能成為榜樣，激勵更多學⼦挑戰學術與實務並

重的研究題⽬，共同為台灣科技產業的持續發展注入更多能量。



相關圖片：

本校成功培育出全國⾸位產創博⼠
徐承煒，論文主題聚焦於特定應⽤
積體電路(ASIC)的可靠度優化設計，
特別鑽研靜電放電(ESD)與栓鎖效應
(Latch-Up)的防護技術。

產學創新學院孫元成院⻑(右)表⽰，
⾸位產創博⼠的誕⽣，意味台灣在
⾼端⼈才培育上的重要突破

徐承煒的指導教授柯明道表⽰，從
產學「合作」變成產學「共創」模
式，為雙⽅創造更⼤的價值

回上⼀⾴

展開/收合

校址：300093 新⽵市東區⼤學路1001號

電話：+886-3-571-2121

從美國免費撥打：+1-833-220-6426

 

https://www.nycu.edu.tw/nycu/ch/app/news/image?module=headnews&detailNo=1318469517440978944&init=N
https://www.nycu.edu.tw/nycu/ch/app/news/image?module=headnews&detailNo=1318469517482921984&init=N
https://www.nycu.edu.tw/nycu/ch/app/news/image?module=headnews&detailNo=1318469517550030848&init=N
javascript:window.history.go(-1);
https://goo.gl/maps/TPik8L8B2ht4YMdJ8
https://goo.gl/maps/TPik8L8B2ht4YMdJ8


陽明校區

地址：112304 臺北市北投區立農街2段155號

電話：+886-2-2826-7000

交⼤校區

地址：300093 新⽵市東區⼤學路1001號

電話：+886-3-571-2121

Copyright © 2023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隱私權及安全政策

https://goo.gl/maps/KRxrKiWkjzgs47ya6
https://goo.gl/maps/KRxrKiWkjzgs47ya6
https://goo.gl/maps/TPik8L8B2ht4YMdJ8
https://goo.gl/maps/TPik8L8B2ht4YMdJ8
https://accessibility.moda.gov.tw/Applications/Detail?category=20231115085138
https://accessibility.moda.gov.tw/Applications/Detail?category=20231115085138
https://www.nycu.edu.tw/nycu/ch/app/artwebsite/view?module=artwebsite&id=4010&serno=a5b2685a-6e18-444c-96d6-ad4a137309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