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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業務計畫實施績效： 

為促進國家於半導體、資訊科技、循環經濟，以及智慧機械領域產學合作

及人才培育之創新，提升研發成果效益，培育高階科學技術人才，強化產

業競爭力。營運計畫實施績效如下： 

一、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 

(一)學術研究方面： 

1.推動產學合作計畫，結合本學院各團隊研發能量，協助企業開發前瞻

技術與解決技術瓶頸，112 年度接受委託研究計畫共計 69 件 (產學

合作計畫 64 件、國科會 4件、政府委託 1件)。 

2.112 年度經教育部核定新增聯詠、聯電、DIODES 等 3家合作企業，持

續拓展產學合作的面向與量能。 

3.與合作企業成立共同研究中心，引入企業資源，強化本學院產學共榮

運作機制，目前已有中鋼、DIODES 等公司進行中。 

4.本學院院長等主管教授 112 年度赴日本參訪熊本大學、台積電熊本

廠及洽談合作，並與熊本高專簽署合約，建立跨國教研與人才培育合

作；赴日本參訪東京工業大學洽談先進封裝之研究合作暨參訪日本半

導體技術之尖端企業；參訪越南工藝大學等 3所理工專長學校，洽談

教學合作與簽署合約，建立 IC 設計相關課程與人才培育合作；參與

教育部次長率團訪問印度進行半導體領域人才培育交流，與多所印度

IIT 學校洽談建立半導體領域之研究合作與人才養成方案。 

5.本學院 112 年度於高雄 85 大樓建置三間半導體培訓教室，並已正式

啟用進行教學，該場域培育約 100 名半導體知能學員；於南科台達大

樓建置半導體學院實驗室，購置金屬材料物理氣相沉積設備、氧化材

料物理氣相沉積、原子層沉積設備、曝光機設備及高功率半導體元件

量測設備等半導體研究設備，致力於發展高功率元件化合物半導體研

究為主軸。 

(二)課程教學方面： 

1.本學院各學位學程針對其專業領域設計開設課程並結合本校各系

(所)現有課程，提供有效學習資源，112 年度開設課程共計 234 門。 

2.強化學生的國際學習力與研究能力，滿足境外學生的畢業學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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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充足的英文授課課程，112 年度英文授課課程共 73 門，占總開

課數 31.2%。 

3.跨領域全英文微學分課程： 

本學院開設微學分、非同步線上課程，讓修習不同領域的學生進一步

了解『半導體科技工程』知識，並採英文授課增強學生英語修課能力，

接軌國際學習之素養。每年度開授 0.5 學分課程 6門，112 年度合計

193 人完成修習。 

4.國際暑期課程： 

112 年開授短期暑期課程，2 學分課程包含半導體產業鏈及永續發展

專業課程，並結合參訪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TSRI)之製程與晶片設計

設施與台中台積電新人訓練中心。實質提升本國與國際學生共學經驗

與文化交流，擴展學院知名度進而吸引國際學位生就學。112 年共計

29 名學員，分別來自美國、芬蘭、日本、菲律賓、印度、巴拿馬及本

校碩博士生。 

5.為擴大企業人才養成的範疇，實現與企業共同培育人才之目標，本學

院自 111 年起與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華邦 x 成大半導體領

導學程」，由企業專業人才實體教授「半導體關鍵技術暨領導實務」

課程，112 年度修課人數達 186 人。112 年新開設由美光科技及科盛

科技合作實體課程「半導體記憶體設計、製造、封測及應用專題」，

共計 61 人修課。 

6.業師參與課程 : 

為使學生即時掌握產業發展趨勢，邀請或聘任企業業師參與課程，除

了安排產學大師講座，另外邀請業界專家參與或授課之課程，112 年

度共 11 門。 

7.國際產學密集課程: 

為加深學術界與產業界之間的連結，本學院智慧與永續製造學位學程

與德國鋼鐵學院攜手合作，開設國際產學密集課程，課程參與人次達

40 人以上，其中除了對鋼鐵冶金工作有興趣的學生，也有來自中國

鋼鐵公司的研究人員，成功促進研究人員與產業人才之間的對話。 

(三)企業認知方面： 

1.協助企業舉辦說明會、專案企劃活動，以及企業實地參訪等，使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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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及早瞭解企業文化以及人才需求。 

2.辦理企業董事長及總經理級大師講座活動，分享企業發展與職涯經

驗，112 年度共舉辦 4場大師講座、1場產學講座。 

(四)人才招募方面： 

1.與合作企業人資部門保持良好的聯繫，配合企業人資規劃即時提供學

生短期實習、人才需求訊息及徵才活動資訊；並依企業需求，協辦校

內徵才活動，112 年度辦理 2場人才招募說明會。 

2.開授企業課程，部分課程並安排企業參訪活動，提供學生進一步了解

企業實務操作經驗。 

3.於高雄 85 大樓建構半導體產業人才培訓據點，並邀請企業代表及高

屏澎東大專院校教師共組「產業策略平台委員會」，積極回應社會需

求，建構南部半導體人才生態圈。 

二、招生 : 

(一)112 學年度本地生共計報到博士生 14 名、碩士生 80 名、境外生博士

生 2名、碩士生 2名。112 年 10 月執行 113 學年度碩博士甄試招生，

碩士生報名共計 694 人、博士生報名共計 10 人；12 月執行 113 學年

度碩士一般招生，共計 321 人報名；112 年經教育部核定新增設「半

導體高階管理暨研發碩士在職專班」，即執行 113 學年度碩士生招生

工作，共計 12 人報名。 

(二)本學院參加經濟部工業局東南亞招生攬才團，赴馬來西亞、新加坡、

菲律賓、越南、印尼招生，面試學生人次合計 84名。個別學生依畢業

時程申請就讀本學院，已計有 1名學生於 112 年 9 月入學。預估後續

申請及錄取學生人數可期，有效提升優秀境外生之攬才成果。 

(三)為深耕培育優秀研究人才，獎勵具有研究潛力學生就讀本學院，設立

培育優秀學生獎學金，112 年度受獎人數計 158 人，其中 111 學年度

生 68 人、112 學年度生 90 人。 

三、教學： 

(一)本學院以人工智慧與大數據運算為培育平台，並整合半導體及永續製

造產業供應體系之架構，開設 5大專業領域之學位學程。 

1.晶片設計學位學程: 

以智慧物聯網(AIoT)/人工智慧晶片設計、生醫/感測積體電路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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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記憶體電路與智慧控制模組，以及先進射頻通訊晶片設計等主題

為教學、研究方向，結合現有電機與資工及 IC 設計專業師資，以基

礎前瞻技術及實務為主，112 年度辦理活動有「2023 Google-NCKU 

Silicon/AI Workshop Hardware AI CoDesign」、「邀請日本德島大

學西尾芳文教授演講」、「RISC-V 技術擴散研討會暨工作坊」。 

2.半導體製程學位學程 : 

以前瞻技術節點開發、低功耗智慧物聯網(AIoT)元件開發、化合物半

導體，以及記憶體元件等主題為教學、研究方向，課程規劃以半導體

元件與製造相關專業知能為主，使學生具備分析、設計、整合及研究

創新之能力。 

3.半導體封測學位學程 : 

以封裝元件設計、封裝材料/製程、封裝智慧製造，以及封裝永續循

環經濟製造等主題為教學、研究方向。 

4.關鍵材料學位學程 : 

以二維材料開發與應用、奈米/量子材料、寬能隙半導體、光電半導

體、能源材料等主題為教學、研究方向。 

5.智慧與永續製造學位學程 : 

以發展達成碳中和永續發展的智慧製造技術為目標，分為五大主題，

分別為：(A)氫能冶煉技術；(B)智能模擬輔助製程設計；(C)循環經

濟技術；(D)低碳減排技術；(E)綠能應用元件。 

(二)展望全球趨勢，為培育高階半導體及永續製造人才，融入人工智慧與

大數據、環境氣候永續與智能製造於教育，開授全學院必選修核心課

程，包含「人工智慧與大數據運算」、「大數據分析與雲端運算」、「永

續能源導論」，期所訓練人才具有維持台灣下世代半導體世界領先地

位，以及人工智慧、循環經濟、智慧機械之創新能力。 

(三)延攬優秀人才: 

1.為提升教學競爭力及產學研發能量並留住優秀卓越之頂尖人才，112

年度提供優秀教研人員獎勵，獲獎勵教師共 3名。 

2.「旺宏電子延攬學者專家」為獎勵具有高尚品德且研究成果卓著或具

研究潛力者，112 年度經本學院遴選委員會核定計有 2名教師獲獎。  

2-4 



國立成功大學智慧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院校務基金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12 年度 

 

 

貳、收支餘絀情形： 

一、收入決算與收入預算比較情形： 

(一)業務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1億 7,848 萬 9,625 元，包括教學收入 9,604

萬 7,491 元，其他業務收入 8,244 萬 2,134 元，較預算數 2億 2,952

萬 9,000 元，減少 5,103 萬 9,375 元，百分比 22.24%。 

(二)業務外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449 萬 3,605 元，包括財務收入 170 萬

177 元，其他業務外收入 279 萬 3,428 元，較預算數 3,700 萬 3,000

元，減少 3,250 萬 9,395 元，百分比 87.86%。 

二、支出決算與支出預算比較情形： 

(一)業務成本與費用：本年度決算數 1 億 7,652 萬 1,482 元，較預算數 2

億 5,943 萬 7,000 元，減少 8,291 萬 5,518 元，百分比 31.96%，茲將

各科目支出金額與預算數增減情形分析如下： 

1.教學成本：決算數 1億 4,202 萬 8,878 元，包括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5,554 萬 6,424 元，建教合作成本 8,648 萬 2,454 元，較預算數 2億

82 萬 6,000 元，減少 5,879 萬 7,122 元，百分比 29.28%。 

2.其他業務成本：決算數 2,279 萬 8,000 元，較預算數 2,599 萬 3,000

元，減少 319 萬 5,000 元，百分比 12.29%。 

3.管理及總務費用：決算數1,114萬 7,083元，較預算數3,261萬 8,000

元，減少 2,147 萬 917 元，百分比 65.83%。 

4.其他業務費用：決算數 54 萬 7,521 元，較預算數 0 元，增加 54 萬

7,521 元。 

(二)業務外費用：本年度決算數 12 萬 7,321 元，較預算數 0元，增加 12

萬 7,321 元。 

三、決算與預算餘絀比較情形： 

(一)業務賸餘(短絀-)：本年度決算數賸餘 196 萬 8,143 元，較預算數短

絀 2,990 萬 8,000 元，反絀為餘，相差 3,187 萬 6,143 元，主要係教

學研究及訓輔成本、管理及總務費用等成本與費用決算數較預算數減

少所致。 

(二)業務外賸餘(短絀-)：本年度決算數賸餘 436 萬 6,284 元，較預算數

賸餘 3,700 萬 3,000 元，減少賸餘 3,263 萬 6,716 元，百分比 8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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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係接受民間團體捐贈現金或財物之受贈收入決算數較預算數減

少所致。 

(三)本期賸餘(短絀-)：本年度決算數賸餘 633 萬 4,427 元，較預算數賸

餘 709 萬 5,000 元，減少賸餘 76 萬 573 元，百分比 10.72%，主要係

接受民間團體捐贈現金或財物之受贈收入決算數較預算數減少所致。 

參、餘絀撥補實況： 

一、賸餘之部：本年度決算數本期賸餘 633 萬 4,427 元，前期未分配賸餘

105 萬 8,054 元，合計 739 萬 2,481 元；預算數本期賸餘 709 萬 5,000

元，前期未分配賸餘 1,397 萬 4,000 元，合計 2,106 萬 9,000 元。 

二、分配之部：本年度決算數 0元，預算數 0元。 

三、未分配賸餘：本年度決算數 739 萬 2,481 元；預算數 2,106 萬 9,000

元。 

肆、現金流量結果： 

一、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決算數淨現金流入 3,846 萬 225 元，包括本年度

決算數本期賸餘 633 萬 4,427 元，利息股利之調整數 170 萬 177 元，

故未計利息股利之本期賸餘 463 萬 4,250 元，調整非現金項目 3,382

萬 5,975 元，較預算數淨現金流入 709 萬 5,000 元，增加現金流入

3,136 萬 5,225 元，百分比 442.08％。 

二、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決算數淨現金流出 7,212 萬 3,458 元，包括收取

利息 170 萬 177 元，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7,281 萬 3,830 元，增

加無形資產 100 萬 9,805 元，較預算數淨現金流出 4,725 萬元，增加

現金流出 2,487 萬 3,458 元，百分比 52.64%。 

三、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決算數淨現金流入 7,620 萬 5,766 元，包括增加

其他負債 1 億 1,815 萬 9,601 元，減少其他負債 4,195 萬 3,835 元，

較預算數淨現金流入 4,725 萬元，增加現金流入 2,895 萬 5,766 元，

百分比 61.28%。 

四、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決算數淨增 4,254 萬 2,533 元，較預算

數淨增 709 萬 5,000 元，增加現金流入 3,544 萬 7,533 元，百分比

499.61%。 

五、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決算數 2億 2,264 萬 1,861 元，較預算數 2,497

萬 9,000 元，增加 1億 9,766 萬 2,861 元，百分比 7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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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與籌資活動決算數包括： 

(一)其他準備金與預收收入同額增加之金額 439 萬 1,231 元。 

(二)以前年度購建中固定資產科目，調整轉入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科目之

金額 667 萬 4,864 元。 

伍、資產負債情況： 

一、資產總計 3 億 2,018 萬 6,882 元，其中流動資產 2 億 2,306 萬 1,161

元，占 69.67％，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 497 萬 9,446 元，

占 1.56％，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9,102 萬 2,354 元，占 28.43％，無

形資產 112 萬 3,921 元，占 0.35％。 

二、負債總計 3億 888 萬 4,401 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96.47％，其中流動

負債 2 億 2,291 萬 3,025 元，占 69.62％，其他負債 8,597 萬 1,376

元，占 26.85％。淨值總計 1,130 萬 2,481 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3.53

％，其中基金 391 萬元，占 1.22％，累積賸餘 739 萬 2,481 元，占 2.31

％。 

陸、其他： 

學院為建置共用實驗室增購設備等所需，報經行政院 112 年 12 月 6 日

院授主基作字第 1120202585 號函同意，於本年度奉准先行辦理並補辦

114 年度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預算 4,033 萬 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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