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生集體創寫科普書《奇普士的異想世界》側記 

為了把科學知識普及到整個社會，增進民眾處理日常事務的科學態度，並且

引發青少年從事科學探索的興趣與行動，以「理想‧啟蒙‧奉獻」為基本理念的

《科學月刊》，於歡慶創刊 40 周年之際，標定 2010 年為「科普閱讀年」。在國

家圖書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的支持與合作下，推動「科普閱讀年」活動，

期望能促成全民閱讀科普書籍的風潮。 

身為高中圖書館主任的我深覺科普書籍閱讀是應當重視與推廣的，因此報名

參加過幾場科普閱讀推廣活動，並且充實了雄中圖書館科普書籍並設立專區以響

應推廣。 

巧妙的是，在 2010年 4月接獲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來函邀請本

校師生參與「晶片系統科技報導文學集體創作計畫」，此項計畫同時邀請了多位

學有專精，包括：台大呂良鴻教授、交大張錫嘉教授、交大邱一教授、清大馬席

彬教授、成大陳中和教授、中央劉建男教授、中興張振豪教授、中正郭峻因教授、

中山李淑敏教授、暨南許孟烈教授、義守黃有榕教授等人擔任大學編輯群。 

而高中師生方面則儘量邀請各地區明星高中參與，包含了建國中學、北一女

中、新竹中學、科學園區實驗中學、台中一中、台中女中、正心中學、台南一中、

高雄中學、鼓山高中(因雄女未參與)，等 10所學校師生參與高中編輯群。 

計畫方式是藉由科技講座、採訪、與編輯研習等方式，完成晶片系統科技影

像紀錄與報導文學創作 。創作目標: 

(1)經濟面 - 介紹半導體科技與 SoC產業歷程，及台灣科技產業之成功經驗 

(2)社會面 – 以故事場景呈現 SoC 技術對優質生活之貢獻 

(3)教育面 –介紹台灣之產學研技術現況，以中學之科學語彙描繪 SoC 技

術，達到科學普及教育之目標。 

其內容大綱大致分成下列五類： 

A.醫療電子/無線科技 

B.多核心平台/多媒體 

C.綠色電子/智慧汽車 

D.檢測晶片/微機電 

E.諾貝爾傳奇/EDA 

後來藉抽籤優先順序並參考志願，分配主題及各組參與人員及撰寫題目如

下： 

主題 題目 大學 高中 

醫療電子

(二) 

媽呀！晶片把醫生變小了！

──遠距醫療的時代 

 

台灣大學電機系 

副教授林宗賢 

助教張育誠 

建國高中 

王鼎中老師 

林高伸同學 

謝佳浩同學 

諾貝爾傳奇 堆疊時代的巨人- 交大電子工程學系 北一女 



電子界的濫觴 副教授張錫嘉 

助教林佳龍 

陳怡芬老師 

陳琬嫣同學 

劉玠均同學 

葉佩雯 

綠色電子 
串星，串起科技與人類的心-

綠色奇蹟 

中興大學電機系 

教授張振豪 

助教黃科蓉 

竹科實中 

賴彥慈同學 

余佩樺同學 

微機電 
微機四伏— 

微機電之巧 無所用尺焉 

交大電機系 

副教授邱一 

助教林佳龍 

新竹高中 

羅素芬老師 

陳家驄同學 

張博皓同學 

多核心系統 
機器人尋心記-多核心&嵌入

式系統 

成大電機系 

教授陳中和 

助教黃煦堯 

新竹高中 

李瑋如老師 

余佑駿同學 

汪子翔同學 

無線網路科

技(二) 

GPS +GIS 

悠遊手機世界 

享受通訊饗宴 

清華大學電機系 

副教授馬席彬 

助教羅俊麟 

台中一中 

許雲老師 

謝博彥同學 

巫承威同學 

楊博亞同學  

無線網路科

技(一) 

RFID 

讓我靜靜守護你-RFID&WSN  

義守大學電子工程系

教授黃有榕 

助教林倍如 

台中女中 

楊宜祥老師 

陳姿樺同學 

黃俞瑄同學  

許筑涵同學 

EDA&Testing 
大霹靂之後呢？ 

EDA 架構新時代 

中央大學電機系 

副教授劉建男 

助教鄭雅芳 

台中女中 

楊宜祥老師 

高稚然同學  

蒲姿妙同學 

檢測晶片 
CIC 探員的祕密公寓生活--

檢測晶片在智慧屋的應用 

暨南大學電機系 

副教授許孟烈 

助教曹琳傑 

台中女中 

楊宜祥老師 

許筑涵同學 

張綾同學 

無線/網路科

技(一) 

行動通訊智

慧電網 

無線網路中的無限可能 

清華大學電機系 

副教授馬席彬 

助教羅俊麟 

正心高中 

陳正德老師 

鍾政達同學 

顏見明同學 

黃暄尹同學 



智慧汽車 駕馭科技 馳騁未來 

中山大學資工系 

助理教授李淑敏 

助教吳秉勳 

台南一中 

汪登隴老師 

李偉廷同學 

陳建安同學 

醫療電子

(一) 
生醫電子的現今與未來 

台大電機系 

教授呂良鴻 

助教盂曾賢 

高雄高中 

劉嘉雄老師 

鍾政霖同學 

曾智暉同學  

萬獻文同學 

多媒體 
穿越時空之多媒體奇幻旅程

-聲動台灣 IC 視界 

中正大學資工系 

特聘教授郭峻因 

助教王柏青 

鼓山高中 

彭滋萍老師 

謝宇勳同學 

黃楷聲同學 

 (作者整理) 

緣起與目的 

   此計畫日後也許還會繼續辦理，為讓更多高中學校師生有所了解，藉此簡述

其緣起、目的、報名資格、競賽方式、報名辦法、相關活動內容等簡介如下： 

壹、緣起 

    放眼當今世界，在全球高科技產業蓬勃發展之下，台灣 IC產業不僅領先全

球首創垂直分工模式，並帶領關聯性產業日漸壯大，在 IC設計領域贏得全球第

二之耀眼成績。目前世界各先進國家致力於發展 IC科技產業之際，台灣實屬慧

眼獨具，且推動 IC科技產業腳步亦不曾懈怠。 

   我國半導體產業於全球佔舉足輕重之地位，其躍升之過程卻少為民眾所周

知。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NSoC)辦公室特此推動「晶片系統科技(SoC)報導

文學集體創作計畫」，期望藉由本計畫之推動讓社會大眾了解台灣科技產業的發

展歷程，同時將成功之經驗傳承給下一代，以期共同創造未來歷史；此外，本報

導亦將闡述晶片系統科技對於經濟面、社會面之影響，使民眾具體了解相關應

用，達到科學普及教育之目的。 

本計畫將廣邀全國優秀高中指導教師及學生參與編輯團隊，配合大學教授之輔導

與協助，透過密集研討、實地採訪與集體創作，以期藉由多元手法呈現 SOC之

技術與生活應用。本計畫之活動將經由年輕學子的知識學習與創意激發，並推廣

其創作成果，以拉近普羅大眾對於晶片系統科技的距離。 

貳、目的 

一、藉由高中學子科技研習與晶片系統科技相關主題之採訪報導，將文字成果集

結由交大出版社出版；影像剪輯將於明年四月於台北科技大樓展示播放，以傳承



台灣半導體的成功經驗。 

二、透過集體創作與科技報導使科技教育向下紮根，並激發新一代之創意思考。 

參、報名資格 

    對科技報導與文學創作有高度興趣之高中生二名(高二以上)組隊參加(校刊

社或科學研習社成員、指導老師參與尤佳)。 

肆、競賽方式 

一、評審：編輯群高中老師及大學教授 

二、評審方法： 

1.個別學員之報導創作須於每次活動結束當週繳交。並由全體高中老師進行評

分，成績採個人累計方式，選出一名最佳即席創作者。 

2.由全體高中教師及大學教授依各創作主題之故事創意及報導完整性進行評

分，成績採團體組別計算，各選出一組最佳作品。 

3.獎牌及獎金統一於成果展當天頒發。 

伍、報名辦法 

一、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2010年 4月 26日（星期一）止。 

二、報名方式：詳見附件一或至 NSoC網站【http://www.twnsoc.org 公告消息/

相關資料】下載統一格式，並於截止日期前回覆報名表及保證金匯款收據。 

1.e-mail報名：寄至 shiny@mail.nctu.edu.tw  

2.郵寄報名：寄至 300 新竹市大學路 1001號交映樓 701室 晶片系統國家型計畫

辦公室 收(以掛號方式郵戳為憑)。 

3.傳真報名：FAX:03-516-5725 

4.請於 email主旨或信封上註明「2010 晶片系統科技報導文學集體創作計畫」 

陸、活動內容 

一一一一、、、、大師開講大師開講大師開講大師開講~晶片系統科技概論研討會 

(一)、活動主題：五大議題導論 

(二)、活動時間：5月 15日 

(三)、活動地點：交通大學國際會議廳 

(四)、活動內容：請參考【活動議程】內資訊 

二二二二、、、、十大主題研討會十大主題研討會十大主題研討會十大主題研討會 

(一)、活動主題：十大主題專題演講 

(二)、活動時間：6月 13日(日) 

(三)、活動地點：交通大學國際會議廳 

註：學員須收集相關資料與編輯群進行交流與分析。 

三三三三、、、、編輯研習營暨學編輯研習營暨學編輯研習營暨學編輯研習營暨學術術術術研研研研究究究究單位參訪單位參訪單位參訪單位參訪 



(一)、活動主題：寫作觀摩與主題開發， 學研及業界參訪、座談 

(二)、活動時間：7月 18-19日 

(三)、活動地點：交通大學、新竹科學園區、工研院 

柒、活動注意事項 

1. 所撰寫之文字內容、影片剪輯及作品圖片，著作財產權歸主辦單位所有。參

與者撰寫之文字內容主辦單位有權於媒體（含網路電子媒體）發表、出版，且編

輯人員基於版面編排需要，有權斟酌刪減文稿字數。 

2. 參加本活動獲選之文字內容，主辦單位保有日後集結成冊、出版之權利。 

3.全程影像紀錄將由 NSoC辦公室編輯，預計 2011年 4月於台北國科會科技大

樓播放。 

4. 本活動全程免費參與，除補助大眾運輸工具交通費(依照國科會標準報支)及編

輯研習營之食宿費用，並給予撰稿費。全程參與活動之學員，頒發結業證書乙張。 

5.報名時須繳交 1000元保證金，全程參與者將於研習營結束當天全額歸還。 

6. 各參與高中當期校刊須刊登該校學員之報導內容。 

7.編輯研習營期間，學員將享有保障額度為 200萬之旅遊平安保險。 

8.凡參與本活動者即視同承認本辦法之各項規定，未盡事宜主辦單位有權適時修

正之。 

捌、相關活動： 

第一次籌備會第一次籌備會第一次籌備會第一次籌備會  

活動時間： 2010/03/10 09:30-12:00  

活動地點： 交映樓 404室 

第二次籌備會第二次籌備會第二次籌備會第二次籌備會  

活動時間： 2010/05/01 09:30-12:00  

活動地點： 交映樓 404室 

第一次研討會第一次研討會第一次研討會第一次研討會  

活動時間： 2010/05/15 09:30-17:00 

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研討研討研討研討 

     

報   到 

交通大學吳重雨校長

致詞 

專題演講(一)走過 20

世紀的微電子科技 

-施敏院士 

專題演講(二)認識

SoC-台灣大學呂學士

所長 



產業報導-資策會 MIC

詹文男所長 

積體電路設計與製作

導論-中央大學劉建

男教授 

科技報導寫作 Q&A-楊玉

齡小姐 

心得寫作 

第二次研討會第二次研討會第二次研討會第二次研討會  

活動時間： 2010/06/13 09:30-17:00 

地點：交映樓國際會議廳 

第二次研討 2010-6-13 

報到 科技是當代文化創意

的觸媒 

12 組議題進行討論 文案討論、技術資料導

讀、採訪企劃 

二天一夜二天一夜二天一夜二天一夜研習營研習營研習營研習營及企業參訪及企業參訪及企業參訪及企業參訪 

第一天(7月 18日 09:30-20:30) 

專題講座：探究科技玩味文字、揭開科技的神秘面紗。 

地點：交通大學交映樓國際會議廳 

2010.7.18 研習營(一) 

鈺創科技盧鈺創科技盧鈺創科技盧鈺創科技盧超群超群超群超群董事董事董事董事

長演說長演說長演說長演說 

分組討論 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 

 

寫作觀摩講評寫作觀摩講評寫作觀摩講評寫作觀摩講評 

 

 



第二天(7月 19日 08:30-17:30) 企業參訪企業參訪企業參訪企業參訪：：：：參觀台積電參觀台積電參觀台積電參觀台積電、、、、聯電及工研院聯電及工研院聯電及工研院聯電及工研院。。。。 

2010.7.19 研習營(二) 

全體合影 參訪台積電 參訪聯電 參訪工研院 

2010.8.262010.8.262010.8.262010.8.26 片系統科技報導文學集體創作計畫片系統科技報導文學集體創作計畫片系統科技報導文學集體創作計畫片系統科技報導文學集體創作計畫----第四次參訪活動第四次參訪活動第四次參訪活動第四次參訪活動 

     

參訪聯發科 參訪智原科技 

第四次參訪活動(08/26)：參觀聯發科、智原科技 

第第第第一次成果審查會議一次成果審查會議一次成果審查會議一次成果審查會議 2010年 10月 24日 

活動時間： 10:00-13:30  

活動地點： 交映樓 404室 

第一次成果審查第一次成果審查第一次成果審查第一次成果審查 2010/10/242010/10/242010/10/242010/10/24 

許孟烈教授報告許孟烈教授報告許孟烈教授報告許孟烈教授報告 林宗賢教授報告林宗賢教授報告林宗賢教授報告林宗賢教授報告 建中王鼎中老師報告 會議討論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次次次次成果審查會議成果審查會議成果審查會議成果審查會議 2011 年 1 月 8 日（六）上午 10：00 至 12：20 

活動時間： 10:00-13:30  

活動地點： 交映樓 404 室 

玖、大師開講開麥拉(一) 

放眼當今世界，在全球高科技產業蓬勃發展之下，台灣 IC產業不僅領先全

球首創垂直分工模式，並帶領關聯性產業日漸壯大，在 IC設計領域贏得全球第

二之耀眼成績。目前世界各先進國家致力於發展 IC科技產業之際，台灣實屬慧



眼獨具，且推動 IC科技產業腳步亦不曾懈怠。 

我國半導體產業於全球佔舉足輕重之地位，其躍升之過程卻少為民眾所周

知。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NSoC)辦公室特此推動「晶片系統科技(SoC)報導

文學集體創作計畫」，期望藉由本計畫之推動讓社會大眾了解台灣科技產業的發

展歷程，同時將成功之經驗傳承給下一代，以期共同創造未來歷史；此外，本報

導亦將闡述晶片系統科技對於經濟面、社會面之影響，使民眾具體了解相關應

用，達到科學普及教育之目的。 

2010/05/15參加計畫的大學教授群及高中師生，大家都起個大早，從南到北

幾乎都是搭乘最早班的高鐵，來到新竹交通大學交映樓國際會議廳，這一天先由

NSoc總主持人也是交大校長進行開幕致詞，並且安排了好幾場的大師專題講

座，其中包括揮發性記憶體(Nonvolatile Memory)之父─施敏院士，台大電子所呂

所長學士、中央大學電機系劉建男教授、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詹所長文男以及

資深科普作家楊玉齡小姐，分別以學術面、經濟面、社會面來指導參加計畫的師

生們，如此用心安排讓我們大開眼界，除了遇到難得一見大師之外，也吸收到許

多寶貴的見解，特別難得的是中研院院士施敏教授以「走過 20世紀微電子科技」  

為講題親自為高中生現身說法。 

    施院士曾任職於美國貝爾實驗室從事半導體元件之研究工作達二十七年之

久，共發表了一百多篇的論文，可謂著作等身。另外在金屬半導體接面、微波元

件及次微米金氧半場效電晶體技術等領域都有開創性的貢獻。所獲榮譽包括中央

研究院院士、中山學術獎、教育部國家講座、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等，其中最重

要之發明為不易變動的半導體記憶體（Nonvolatile Semiconductor Memory )，

此一發明促成「資訊儲存」之革命性發展，近年大受歡迎的「隨身碟」即其廣泛

用途中的例子。  

當日施院士的演講，令在場聽講的師生如沐春風。施敏教授以其畢生經驗分享他

的五個故事及體會，發人省思。茲將其內容扼要敘述於後，以饗讀者。  

    第一，半導體之介電常數(Dielectric Constant) 的故事：施敏教授年輕時，做

有關於介電常數方面的實驗，發現所得的數值與當時文獻上所記載的介電係數不

同。在 1963年以前，多位著名專家及文獻都認為此介電常數為 1。經施教授理

論及實驗反覆證明「介電常數為 1」是錯誤的認定。從他清晰的回憶中給我們分

享的第一個體會是：「不要盲從專家的結論，盡信書不如無書」。  

    第二，出版「半導體物理學」教科書的經驗：施教授博士畢業後，到 AT&T 

Bell Laboratories工作，因為主管的成見未能很順利的升遷，因此決定沉潛下來

撰寫“Physics of Semiconductor Devices”這本教科書，此書為近代工程及應用科

學論著被引用最多者（超過一萬兩千次），為半導體領域的經典名著，其豐厚的

版稅收入也保障了研究者的生活。第二個體會分享：「賽翁失馬，焉知非福」，不

要因為一些挫折而心灰意懶，殊不知這些挫折後的淬礪奮發，常會帶來意想不到

的機遇。 

    第三，環宇電子公司成立的啟示：1971年施振榮先生自交大畢業，自忖英



文不好，沒有去荷蘭飛利浦公司在台設立的建元公司，選擇與同好朋友們設立環

宇電子公司。施先生與環宇研發部同事不久就開發出電子鐘，頻率計算器和桌上

型電子計算機。環宇電子公司，雖然後來並未繼續經營，但是栽培了許多重要的

工業及科技界的領袖，除了施振榮先生外，羅益強先生與魏哲和教授等都是環宇

電子公司草創時之重要成員。第三個體會分享：「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在某一

方面的利益失去了，但在另一方面可能有更大的收穫。  

    第四，我國微電子工業草創之始末：臺灣在發展微電子產業之初，國內有許

多反對的聲音，當時經濟部孫運璿部長卻接受了「積體電路計劃委員」（其成員

包括施敏教授、杜俊元及潘文淵等人）的建議積極發展 IC工業，由 RCA公司引

進 CMOS技術，並選派人員赴美受訓。目前，IC及其相關產業已經成為台灣經

濟的命脈。第四個體會分享：「認為是正確的事要擇善固執，不要因為大多數人

反對而改變」。  

    第五，不易變動的記憶體發明：施教授為了改善王安博士 1950年所發明磁

蕊記憶體（Magnetic Core Memory）體積大、高耗電的缺點，於 1967年發明浮

動閘極不易變動的記憶體（ Floating-gate nonvolatile semiconductor 

memory ），這在微電子的歷史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施院士也因此發明數

度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提名。第五個體會分享：「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要

實現你的目標，最重要的是要有好奇心，要不斷去做新的嘗試，而且要自強不息，

最後總會有所成就。 在短短一個鐘頭的演講中，施敏院士為我們分享以上五個

極為寶貴的人生經驗，他並期許在場同學對於自己正在做的事，一定要先發掘興

趣並全力以赴的去做，不久的將來一定會有鮮美的成功果實。 

拾、大師開講開麥拉(二) 

2010/06/13是大家第二次的研討會，我們依舊懷著朝聖的心情，來到新竹交通大

學交映樓國際會議廳，今天也有一場非常有分量且感人的專題演講，大會邀請到

鈺創科技盧超群董事長蒞臨演說，盧董事長人稱科技界馬英久，大約與馬英久總

統同時期就讀台大，當時都是學生領袖，大學畢業後以第一名成績進入美國名

校，學成後接受李國鼎與張忠謀兩位先生延攬回國貢獻所學，並且成功研發[晶

圓。更值得一提的是當天他是懷抱感恩的心情來回饋給高中青年學子，因為當年

他也是參加一場研習活動而找到努力方向。當天的演講題目「在高科技產業演奏

快樂交響曲」，內容大綱如下： 

第一部曲第一部曲第一部曲第一部曲––––事業事業事業事業：：：：建設鈺創公司建設鈺創公司建設鈺創公司建設鈺創公司、、、、成為世界級成為世界級成為世界級成為世界級 IC（（（（積體電路積體電路積體電路積體電路））））設計公司設計公司設計公司設計公司 

-什麼是 IC（Integrated Circuits）？ 

-鈺創科技：世界級積體電路設計及製造公司創立於 1991年，1998年上櫃 

-全球知名 IC 設計領導品牌，鈺創以無晶圓廠（Fabless）營運模式排名世界第九

大 DRAM 供應商，同時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無晶圓記憶體 IC 設計公司，總部設 

立於新竹科學園區，辦公室遍及美國、日本、香港、大陸等各地員工 460人，

56% 以上為碩士學位 



-享有世界專利 228 件 

-鈺創提供多元化的 IC 產品組合 

-智慧型記憶體及橋接晶片推展人類文明 

-人類喜怒哀樂藉由 IC 致互動頻繁無遠弗屆 

第二部曲第二部曲第二部曲第二部曲––––生涯生涯生涯生涯：：：：敢夢想敢夢想敢夢想敢夢想，，，，到實踐到實踐到實踐到實踐，，，，創業家之路創業家之路創業家之路創業家之路 

-創業家（Entrepreneur）如同文武雙全的將領必須歷經艱難才能享受成功的果實 

-幼時夢想環遊世界：創業的起源及動力 

- 1959: My father came back after a one-year business trip to the USA 

-少年求學時期：建國中學 

-青年知識紮根時期：台灣大學 

-於海外史丹福大學受創業家精神之啟發 

-於美國 IBM「孤獨研究中尋求卓見」 

-落實創業家精神回台建立鈺創科技 

-工業技術研究院斥資八十億元推動國家級次微米計畫（1990~1994） 

-為發展 IC 產業，台灣創造了獨特的產、官、學跨界合作的模式，例如自工研院

此類國家級研發中心獨立分割出去，成立台積電、聯電、台灣光罩等公司 

-鈺創科技亦因承攬工研院一紙四年之設計合約而正式成立 

-定義華人自主研發之 0.5 微米 16Mb DRAM 及 4Mb SRAM 技術，並順利開發

出第一顆 4Mb DRAM及 16Mb DRAM，於 8 吋晶圓次微米技術上之成功，為

台灣 DRAM、SRAM 產業之蓬勃發展奠定深厚基礎 

-協助台灣成功拓展 IC 產業，自 1990 年於全球 1.3% 之市佔率，提昇至 2005 年

之 15% 

-養成成功創業的關鍵特質 

� Be Pioneer, No Me-Too 

� Lead Like an Entrepreneur, even in Enterprise 

� Focus & Persistence to Build Unfair Advantages 

� Ride on the Wave of New Applications 

-從小向下紮根，向上努力成長 

-人生必會收穫如欣賞交響曲的快樂 

第三部曲第三部曲第三部曲第三部曲––––生命生命生命生命：：：：全人思考全人思考全人思考全人思考、、、、教育教育教育教育、、、、與關懷與關懷與關懷與關懷 

� 由「我」出發：於內培養上進心，於外強健體魄探索自我興趣，對事物保持求

真求善求美的態度，廣為涉獵，進而發展志向，設立自我追尋的標竿培養正當娛

樂，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 

� 「友直、友諒、友多聞」，結交益友，以人為師，創新求是創造人生如同一曲

氣勢磅礡的交響樂。 

拾壹、成果發表會與頒獎 

經過了研習、企業參觀、實驗室採訪並將研究結果撰文，作品經過評審榮獲

佳績，此次得獎學校有：北一女中、建國中學、高雄中學、台中女中(第五組-讓



我靜靜守護你)、竹科實驗中學及台中一中(第六組綠色電子)、正心中學，將受

邀於 4/19 舉辦「奇普士的異想世界」新書發表會領獎。獎項將分為團體組及個

人組：團體組分為評審團大賞、團體創作組優勝及人氣大賞，個人組取三名佳作。 

 

拾貳、結語 

     有幸參加了此項計畫，個人認為這個活動締造了高中生集體寫科普書、期

程長達一年多、專題演講者空前大卡司、名教授指導高中生、高中生參訪國內晶

片大廠及著名研究室等多記錄，雖然付出的時間與精神不少，但師生們也開擴的

不少視野，是一趟很有意義的學習與寫作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