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篇名：「小而美計畫」贏得國際學術大獎 
——專訪黃秉鈞教授 

文／張振芬 
 
前言：在競爭激烈的國際學術大獎中，黃秉鈞老師的「太陽能建築科技」整合計

畫，從 41 個研究機構中脫穎而出。黃老師形容這計畫「小而美」，精準地抓住該

獎項的重點：協助沙烏地阿拉伯 KAUST 大學建立永續的「知識產業」。 
 
內文開始 
沙烏地阿拉伯為推動科技知識產業，去年底成立 KAUST 科技大學，並提撥十億

美元成立「全球研發伙伴」研究中心獎（簡稱 GRP Award），吸引全世界的頂尖

人才參與。黃秉鈞老師說，去年十月臨危授命接下這個挑戰，將自己多年的經驗

付諸這研究計畫中。 
 

贏在致勝關鍵 

「這個計畫為什麼會贏？」黃秉鈞老師解釋寫計畫前，他先看這個獎項是想要做

什麼？發現重點主要在建立該國的知識產業，因為沙烏地阿拉伯面臨的問題是：

有錢但沒有專業人才，該如何建立一個網羅菁英的研究中心？ 
「我考慮到計畫審查委員會最想要什麼？該如何切重要點，提供他們之所需。於

是將過去、目前和未來所做的「MIT 教育策略」，重新包裝成他們想要的知識產

業訓練計畫。」黃秉鈞老師說，MIT 是指美國麻省理工學院教育學生和產業界結

合，訓練學生從產業界提供的實務經驗中，活用學術研究和理論，而獲得創新與

發展。他在台大任教多年，對學生所採取的教育模式也是如此。 
計畫書的第一頁，他清楚的寫出研究發展的經營管理理念，學生在 MIT 的教育

過程中可以學到什麼？舉例來說：和某家公司開發產品，學生會學到怎麼運用知

識到實務，如何移植到產業的產品設計。產業界幫助學生做一些實務的經驗，如

何搜尋整合外面產業的經驗，而非「死讀書」，不能活用知識。 
他也強調，整個計畫的重點不是在發展太陽能電池或是奈米等科技，這些西方先

進國家已經遙遙領先，若著重於此根本是以卵擊石。他的計畫重點是：「從一個

知識演變成產品」，引用他從年輕累積到現在的太陽能研究和產品，充分運用他

的強項。化工系吳乃立教授提供很多教授的優秀論文，則是給予他學術基礎的強

力支持，讓他的計畫更加完整有說服力。 

教育訓練完整 

「我比 MIT 的策略更 MIT 更有效率。」黃秉鈞老師笑說。 
課堂上，他不只教學生學問，而是引導學生創新的解決研究中的問題，並鼓勵學

生要多往外面發展，學習每一個層面的實務經驗，他認為這才是一個結合產業效



益，完整的教育訓練。 
「學術和產業結合尺寸要拿捏得很好。」在他的實驗室可發現有很多合作公司的

人員和他的學生是一起做產品，不過學生們也需提出有學術價值的研究論文。他

認為學術研究是在支持產業，光生產論文很容易與產業脫節，但也不能太重產業

和產品，感覺好像在學校開公司。「要有學術研究的創意與價值，同時支持產品

的開發，才是雙贏的策略。」否則學生不僅會淪為教授論文的工具，什麼東西都

沒學到，畢業進入產業界，再接受訓練時機太晚，也不受歡迎。 
他在計畫中舉出過去十年在研究與產品的成果：亦即太陽熱能的產業。在他的先

驅研究帶領下，目前已超過十六億的市場，剛開始是屬於前瞻的研究計畫，之後

產業才進來。跟他合作的老闆都是和他理念相同的好朋友，有如「做善事」的先

驅部隊，投資的金錢即使賠一些也沒關係。他喟嘆台灣的產業龍頭大多是老二哲

學，等到市場大到成熟時，才跳進來大賺一票，很少願意做先驅的領航者。 

產業學術完美結合 

KAUST 科技大學從美國派來審查團，到台大察看黃秉鈞老師的太陽能計畫。他

告訴對方，從十年前他帶研究生做太陽熱能的專題設計，親手設計樣品，外表雖

醜，卻發現是可行的創新產品。於是他開始找機會來推展，剛好經濟部能源中心

想做，經濟部給他五年的時間，從最初的設計理論一路走到應用端，在團隊的努

力下，目前已進入推廣的階段。 
在研究計畫的最後階段，他教的博士生面對產業化要訂定測試標準，都需要學理

的根據，並對外發表很多論文，太陽能的論文每年都發表一篇，前年他們的論文

還被選為 TOP25 之一，去年的論文並被選第二名，是第二高的點閱率，受到相

當的重視。這一系列的成果他都擺出來給評審團看。 
不過該計畫也被審查團質疑，指出有些研究題目，學生不可能做出什麼有意義的

事情。他巧妙的回答：「這個計畫不只是訓練學生，也要改造老師，讓所有的老

師都要去帶學生親手做，不能只是學生幫老師寫論文，老師和學生都要重新教

育。」對方聽了非常贊成。 

LED 創意融合名畫 

台大校園道路的 LED 街燈，以及 LED 燈和名畫藝術的結合，也是受到評審團青

睞的成功因素。 
「希望未來沙烏地阿拉伯可以提供 10 公里或是 100 公里的高速公路，裝設我們

研究出來的 LED 燈。」他帶領評審團參觀台大校園裡的 LED 燈示範道路時，提

出這一個「有賣點」理想，目前已有七、八家公司欣喜的願意和他一起前進阿拉

伯。不過，阿拉伯平均溫度高達攝氏 45 度，溫差很大，LED 燈很容易光衰，如

何改善當地熱和環境的問題非常重要。因此，他想把在台灣做得成熟、成功的部

分，「改裝、複製」到阿拉伯。 
「LED 結合藝術的最新作品，是我的秘密武器。」評審團參觀實驗室時，他秀



出他的得意作「新歐普藝術」，利用 LED 電腦遙控光色的變化，將莫內的「日出」

變化成四幅畫：「日出」、「日落」「夜幕」「深夜」，巧妙地產生不同的時間和意境。

對方一看不禁傻眼。「創意不僅在科技的突破，還能與藝術結合，我們為什麼會

贏得獎項，就是因為這樣阿。」他開懷的笑著說，為了做這個實驗，他還請就讀

師大美術的女兒跨刀，畫出莫內、梵谷的名畫。 

太陽能建築新思維 

「我三個禮拜前才知得的是國際研究學術大獎，本來還以為是投一個國際標，像

經濟部的研究計畫投標一樣，還好我寫得很認真很盡力。」黃秉鈞老師說，他早

已習慣研究計畫的運作方式，這個獎不僅是一個獎，也是研究計畫。 
計畫的主要議題是以建築為主，思考太陽能源的問題。根據數據統計，目前使用

的能源有八成是用在建築物，其中有八成用在空調，二、三成用在照明。計畫的

第一階段專注在建築物所使用的能源科技，但最終是和建築相結合，建築時就要

考慮能源的安裝問題。黃秉鈞老師無奈的說：「有些太陽能設備，像是在台灣的

南部、大陸、日本，在屋頂上亂裝，嚴重破壞建築外觀。」這也表示未來的能源

設備必須和建築一起考慮，找出適當的安裝位置，具有這樣的新思維才能蓋出美

觀的建築。 

太陽能發展出頭天 

「太陽能冷暖氣發展在過去，一直是很冷門、被忽略的一環，大家都在做電子，

最近的兩三年才開始熱門起來。」黃老師說，他做太陽能冷氣的研究將近有三十

年，其中有一半的時間是停頓的，因為沒有經費。最近北歐、中國積極推動太陽

熱能，主要是用在冬天所需暖氣，利用太陽能來供暖。但是夏天時熱能太多又會

導致熱水系統燒壞，例如，學校使用的太陽能熱水器碰到的問題，是在夏天不需

要那麼多的熱水時，導致機器燒壞，該如何轉為供冷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幸好國際大獎救了我，否則今年一定虧錢。」黃老師說四年前經濟部能源中心

推展太陽能計畫，他把研究多年的計畫放進去，但是發現經費還是太少，加上這

個題目很前瞻，許多產業沒有投資的意願，而且每年年底還要面臨經濟部的驗

收，去年預算還被砍了一百多萬，壓力相當大。今年是計畫最後的一年，他本想

搭建昂貴的太陽能系統，卻忘了提出計畫，眼見計畫將面臨中止，心想乾脆自己

掏腰包自己做，或是卸下機械系的能源中招牌，準備退休。幸好出現了轉機，將

以往的計畫重新包裝，想出「太陽能建築」的議題。 
 
結語 
五月二十六日黃秉鈞老師前往沙烏地阿拉伯領獎，並和 KAUST 科技大學討論該

校學生來台大接受訓練和合作的計畫，明年即開始複製他的研究經驗，希望不久

的將來在當地建立太陽能中心。他相信，這個計畫正逐步的實現中，未來的工作

對阿拉伯是最需要的，對他和整個團隊更是一個新的里程，要努力的事情還很多。 



 
圖說： 
1.黃秉鈞老師自稱是「院長」——自家庭院的打掃長兼管理長，不過這個「長」

當起來非常辛苦。在台北難得見到一大片綠色的草坪和每天落下百多花的雞蛋花

樹，還有優雅的玉蘭花樹和高聳的不知名樹，為來訪的客人提供了最佳的休憩地。 
 
2.位在溫州街的住宅上方的 LED 燈，是黃秉鈞老師和研究生團隊的得意作品，

不僅在晚上大放光明，服務晚歸的人們，同時也吸引許多有意願投資的大老闆前

來參觀。 
 
3. 未來黃秉鈞想將台大校園內的示範道路 LED 街燈，複製到沙烏地阿拉伯，希

望他們提供 10 或 100 公里的高速道路，裝設 LED 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