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子與生活 教授訪問報告 
 
2005 年 1 月 7 號，我們四人藉由電子與生活報告的機會；承蒙柯明道教授

在百忙中，撥出一小時半跟我們談一些話，給了我們許多啟發。我們四人分別就

一個主題，報告出這次訪談的內容；並在最後附上自己這次訪談的感想。 
 

求學過程與個人經歷 

 
柯明道教授年輕時因為家境的緣故無法出國深造，選擇繼續留在台灣唸書。

在大學時代，當時的生活條件並不如現在，宿舍十點就熄燈，生活很規律；而且

他在唸書之餘，也不忘保持運動的好習慣。這些習慣造就了他現在每天即使睡眠

時間不多，仍然有充足的體力工作。 
大學時柯教授在班上的成績一直保持中上，原因是他良好的讀書方式：上課

時專心聽課，不翹課，善於利用時間，一旦決定做一件事就能馬上立刻去做！另

外在讀書之餘，柯教授也有休閒的時間，當時他參加的社團有球類社團和一個研

究組裝收音機的社團，可說是文武雙全。 
柯教授是交大電子系一路讀到博士，畢業以後考上國防役，在工研院電通所

的積體電路設計部當工程師，期間還不斷升遷直到部門經理。退伍之後轉至交大

電子系從事教育工作。年僅 42 歲的他學術研究非常突出，歷年來的研究著作相

當多, 國際期刊論文 68 篇,國際研討會論文 145 篇,國內期刊論文 15 篇,國內研討

會論文 62 篇。在 2003 年獲得十大傑出青年獎。個人的研究專利也相當多,總數

將近 200 項，可說是國內少見的人才。 

 
By~ 家鳴 

 
 

時間的管理 

 
身為一個大學生，做好自己的時間管理是件很重要的事。像我們一樣剛近來

的大一新生，從高中讀書拘束無天的日子中解放到自由開放的大學，往往會因為

玩過頭，而完全沒做好時間管理，搞的日夜顛倒，並會決得時間相當的不夠用。 
    我們再跟教授討論這件事的時候，教授跟我們說畢業以後，真正的去公司上

班只要做電子工程或以類的，以後的生活一定比現在更忙。所以做好時間的調配

很重要，好好調配自己的作息時間，另外就是說要訓練自己做事的效率要更高。

比如我們現在有時間了，有一個小時有空了，可以寫五題作業，繼使那作業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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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才要交，你還是要能夠訓練自已能夠書放下來，椅子拿出來坐好就可以寫，

訓練自己坐下來就能專心做自己要做的正事。而不是在那裡東晃西晃，最後被逼

到再不寫就要被當掉得時候才去寫，快被殺頭的時候才去做。這樣以後慢慢就可

以有時間就去做一點事情，有一點事情有時間就去做，這樣你對時間的利用效率

才會高，相對而言你就可以處理更多事情。 
    好好的調配時間，相對可以處理更多事情，要做好的工程師就要會好好的控

制自己的時間。就像一個工程，工程是要計算出工程的時間，一年、兩年，還要

把延誤的時間一起算進去，要不然一個工程拖了很久，下次就沒有人要找你做

了。所以有計畫的觀念，養成有行程的習慣，能想辦法把以後要做的事拉到前面

先做完，不是到最後被推著去做什麼事。這樣自然以後工作能很有效率的把事情

做完，會很有彈性的增加自己學習，更有效的管理自己的時間。 
 

By~貽徵 
 
 

對電子業的未來發展 

 
有人說電子業已經發展到一個成熟的階段，我們身為交大電工系，自然也很

關心這個問題，想知道未來的發展是好是壞。 
教授以幾個貼切的比喻回答了我們的疑惑。首先，他先舉今年賺的比許多電

子公司還多的中國鋼鐵為例，反問我們，這個傳統產業卻能比高科技產業來的賺

錢，那進去一個發展成熟的傳統產業又有什麼不好呢？ 
再來說明電子業，縱使之後無法快速成長擴大，但卻已經有廣大的市場可以

發展。差別只在於，在過去幾十年中，可能因為技術不成熟，所以可以倚靠較低

的技術來發展；而現在，卻一定要頂尖的技術才可以生存。可是對於最 TOP 的

人而言，並不會有什麼影響，只要東西比別人好、價格比別人低廉或是商品中有

什麼不可取代的優點，廣大的市場依然是 TOP 的人的。 
這裡他舉了一個「泡麵」的例子對我們說明：泡麵現在市場就是這樣，也是

一個趨近成熟的產業，可是只要能研發出與眾不同的泡麵，例如具有減肥、治療

糖尿病或養生的泡麵，一定會轟動，大賣特賣，價格也可以拉高。同樣的到了 IC
市場，如果是最頂級的廠商，與眾不同的產品，還是可以從市場中獲利卓越。 

而發展中產業，就像是當年治療 SARS 一樣的偏方，或許有些微療效，在

SARS 橫行的時候可以大撈一筆；可是當真正治療 SARS 的藥物出現，或是了解

其中運作的方法，那也是那個偏方離開市場的時候了。 
市場是存在的，而且絕對不是像泡麵的市場可以比擬的，而成熟的產業只是

相對上競爭更為激烈，對於有實力有能力的人來說，有沒有成熟是沒有關係的。 
況且一個技術的成熟，相對的是有更多方面的應用，以後結合生物或生活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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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技術，例如就像電影中在人體內注入晶片，可以加以辨識一般。電子也依

然是最賺錢的行業之一。 
 

By~柏超 
 
 

未來的競爭 

電子產業從美國到日本到南韓再到台灣，現在大陸和印尼強勢的崛起慢慢瓜

分台灣的市場，因此台灣未來的發展方向將是走向更高更專精的技術製成，去搶

美國的市場，所以重要也很實際的問題便是如何從現在起培養未來的競爭力 
    教授用以後出去工作的例子，舉出以後工作的環境將是十分殘酷，不會有人

教你怎麼做只會叫你去完成什麼，至於中間所需的能力必須自己去培養去學習，

要懂得去找新知識，因此現在學習的態度必須改變，要為未來的工作做準備。教

授在這方面強兩項重點--學習彈性和時間觀念。 

    身為一位走科技的人，必須不斷學習新知，不要排斥，也不要害怕會失敗被

笑，所謂學問就是多學多問，問多了自然就會比別人懂得多，反正年輕就該多嘗

試，即使碰壁了也可藉此培養自己解決困難的問題，別到以後才去培養這方面的

能力，到時付出的代價就不只是被去取笑而以了。 

至於學工程的人必須相當重視行程時間的安排。時間是有限的，不可能每件

事都去完成，故要懂得安排時間然後有效的去利用時間，藉此培養做事的效率。

另外要懂得去安排行程，學著把已定的工作一件一件提前做完，別拖到 deadline

才開始趕工。 

    此外教授還提到說要發現自己專精的課程，利用助教或老師提供的資源或是

自己到圖書館照詢有關這方面的知識，這樣一點一滴的累積程度自然就上來了，

畢竟未來的機會是給積極學習且有實力的人。 

 
By~憲平 

 
 

感想： 

 
家鳴的感想： 

 柯教授人相當夠意思，僅管工作繁忙，還是抽空讓我們訪問，讓我們覺

得十分感動，在此至上萬分的謝意！教授談到我們現在所學的都只是最基本的科

目，研究所才是重點；還談到我們應該放眼全世界，將來競爭對手很可能是幾十

億人口的大陸和其他國家，只有有實力的人材才有機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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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次的訪談，似乎讓我成熟了不少，更深刻的體認到讀書的真諦，除了

多方面發展，也要專攻自己有興趣的知識領域，是真正的為自己而唸書，而交大

提供我們良好的環境更應該好好利用才是。 

 
貽徵的感想： 
 我覺得這次訪問教授，收穫蠻多的，不論在求學的態度還是讀書的精神，都

給我很大的啟發性。就像管理時間來說，我都是在那裡晃來晃去時間晃掉的那一

個，從來沒有先把該做的先做完，卻都沒去想這樣的嚴重性。 
    念書的時候，就像教授所講的，把一些不好的習慣改掉，像是要先玩才能讀

書等等，這對我來說很重要，讀書的時候就是專心讀書，而且是要在任何情況下，

書放好人做好就能專心的讀，這卻實是我要改進的部份。 
    這次的訪問後，我想我必須對我很多的觀念或是習慣做改變，這次也真是學

到不少東西，真是感謝教授阿。     <( _   _ )> 
 
柏超的感想： 

當在辦公室外等教授時，看到外面顯赫的經歷、一年 36 件專利，相當於一

個月三件，就開始佩服教授的實力；一走進去辦公室，看到教授閃亮亮的各種表

揚還有拿起手上「地球上最強的電路期刊」的神情，就知道柯教授對電子電路的

熱愛。就如同他說的一般，當年紀到了一定的程度，經濟已經不是工作的目標，

而是一股成就感；他本身下了最好的注解。於是在訪問的途中，果然從教授成功

的歷程中，得到了很多啟示，包括有「機會是給有實力的人」，還有時間的控制

與學習的彈性，讓我回來在寫感想的時候又聽了一便錄音帶（明天要化學期末考 
=.=），實在是受益良多，感謝教授在百忙中能講話給我們小大一聽聽。在離開的

時候，看到門上掛一行字，讓我當時傻了一傻，頓時我覺得，它這就是此次訪問

最大的結論：「競爭策略，就是創造無可取代的價值。」 
 
憲平的感想： 

真的很感謝這堂課給了我們訪問教授的機會，把我心中很多的疑問在這次訪

談中一一解開。當初選走電子這條路總是會聽到＂電子產業已走下坡＂等等的負

面消息，因此總不免對未來感到心灰意冷，不知該何去何從。訪談中教授用中鋼

的例子解釋了成熟市場的好處，也藉此提及了只要有實力便可去搶市場，畢竟他

已經等在那裡不會有明顯的增減。除此之外，當然教授還提到了時間管理以及他

的一些人生觀和給了我們大一生許多建議讓我開始對大學生活有了概念也對未

來的雛型感到期待與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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