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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一國之繁榮維繫於該國的先進生產力，尤其精密工

具機產業向為工業之母，亦是國家工業等級與國力強弱

領先指標。智慧機械為政府積極推動之產業創新之一，

期望加速產業轉型升級，以作為臺灣下世代產業成長的

驅動核心。然我國精密機械產業現面臨關稅、關鍵開發

技術瓶頸與技術人才不足、產品附加價值遠較德、日、

韓等國為低等難題。 

本計畫邀請日本東京大學淺間一教授於本(106)年

11月 2日至 5日來臺指導「智慧機械人才培訓」，與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智慧機械產業相關師資，

以及經濟部 106年產業種子師資培訓計畫「智慧機械」

班來自東南亞及中東歐國家之學員分享日本智慧機械

人才培育經驗，並講授「機器人技術於災害預防和社會

韌性響應之應用」課程，旨於深耕我國工業基礎與發展

關鍵技術，積極培養技術人才各項職能，期望以生產力

4.0元素，發展智慧機械，提升臺灣精密機械附加價值

與加速產業聚落升級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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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術合作行程安排 

起訖時間：106年 11月 2日起至 5日止 

接待人員：經濟部國際合作處 柏國芳 組員 

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事項 地點 

106 年 11 月 2 日(四) 

16:00-23:00 

日本-臺北-臺中 松山機場-臺中高

鐵站 

106 年 11 月 3 日(五) 

9:00-16:00 

授課「機器人技術於災

害預防和社會韌性響應

之應用」 

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中

彰投分署 

106 年 11 月 4 日(六) 

10:00-11:20 

參觀「2017 臺中工具機

展」 

大台中國際會展

中心 

106 年 11 月 4 日(六) 

13:30-15:30 

臺中-臺北 高鐵站 

106 年 11 月 4 日(六) 

15:45-18:00 

拜會智慧機器人及自動

化國際研究中心羅仁權

主任 

臺灣大學 

106 年 11 月 5 日(日) 

6:00-12:00 

離臺 松山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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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來臺日本專家簡歷 

淺間一(Hajime Asama)教授分別於 1982、1984和

1989年間獲得東京大學工程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 

1986年至 2002年在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理化研究所

（Institute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Research, 

RIKEN）擔任科學研究員等職。2002年，成為東京大學

人工工程研究中心（Research into Artifacts, Center 

for Engineering , RACE）教授，2009年起任東京大

學工程學院教授。並於 2013年獲得日本機器人學會

(Robotics Society of Japan)傑出服務獎(RSJ 

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於 2009年獲得日本

機械學會(Jap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機電一體化獎(JSME Robotics and Mechatronics 

Award)。 

淺間一教授於2011年至2012年擔任日本機器人學

會(Robotics Society of Japan)副主席，2007 至 2009

年間擔任 IEEE機器人與自動化學會(IEEE Robotics 

and Automation Society)行政委員會成員。自 2017年

至今獲選為國際自動控制聯合會(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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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tion of Automatic Control, IFAC)總裁，自

2014年起擔任國際智能自動化系統學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ntelligent Autonomous 

Systems)會長；機器人與自動化系統學報(Journal of 

Robotics and Autonomous Systems)、現場機器人學報

(Journal of Field Robotics)和控制工程實踐

(Control Engineering Practice)等副主編；現任日本

科學理事會理事；同時為日本機械學會(Jap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JSME)和日本機器人學會

(Robotics Society of Japan, RSJ)院士。 

目前為核能損害賠償、廢爐支援機構(Nuclear 

Damage Compensation and Decommissioning 

Facilitation Corporation, NDF)燃油清除專家委員會

成員，國際核退役研究（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Nuclear Decommissioning ,IRID）技術

委員會成員，日本原子能機構(Japan Atomic Energy 

Agency, JAEA)模型試驗設備技術委員會成員，日本競爭

力委員會（Competitiveness-Japan, COCN）機器人災害

應對計畫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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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研究為自主機器人系統、智能空間、服務工

程、認知具體化大腦系統及服務機器人。 

四、 技術合作專家指導情形 

(一)邀請緣由： 

為加強我與友邦國家之經貿關係，協助該等國家發

展產業技術，國際合作處於 93年開始委請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中彰投分署辦理產業技術種子師資培訓，106年配

合推動五大產業創新邀請新南向國家，以及與我友好之

中東歐國家參與「智慧機械」課程，以期推廣我國智慧

機械產業並利用我國師資與來自各國技術種子師資齊聚

之際，邀請日本專家來臺授課，擴大技術合作之效益。 

(二)指導情形： 

1.淺間一教授於本年 11月 2日晚間抵達松山機場後，

隨即於本處熟諳日語的柏國芳組員陪同下，搭乘高鐵前

往台中；3日上午隨即展開以「機器人技術於災害預防和

社會韌性響應之應用」為主題之授課。授課對象為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智慧機械產業/工具機械相關

臺灣師資，以及經濟部 106 年產業種子師資培訓計畫「智

慧機械」班來自東南亞包括越南、寮國、印尼、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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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東歐包括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及保加利亞等國學

員，該等學員主要來自上述該等國家高等教育、技術教

育職能發展機構、政府單位、公協會及國營事業。 

2.教授講授「機器人技術於災害預防和社會韌性響應

之應用」課程時，以為人所知的核災事件切入，包括 1979

年日本三哩島核洩露事故、1986年蘇聯車諾比核子事故、

1999年日本東海村 JCO臨界意外及 2011年日本福島第一

核電廠等事件，進而探討機器人技術於核電領域應用之

需求，包括冷卻系統的穩定、減少工人的輻射照射、清

潔、儀器設置、採樣、材料和設備之運輸、包括圖像、

輻射、溫度、濕度、氧氣濃度等數據之監視和測繪等。

除核電領域應用，無人力系統針對於火山爆發之應用亦

為一大主題，課堂中輔以大量實例照片講說機器人於探

勘、建築、去汙等其他領域之應用。 

3.針對災難處理，淺間一教授指出機器人技術廣泛

應用於受害者之搜索救援、檢查，診斷和修復工廠和設

施、監測海面下方水文、繪製受損區域以及災後被疏散

者的心理照護等，但現今日本對機器人技術的期待與實

際應用上仍有很大落差，因少有機器人和遙控機器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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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多的功能可用於實際災難現場中，且在日本發展的

機器人大多只是研究人員開發的原型，實用產品甚少。 

4.淺間一教授表示，未來機器人技術發展需仰賴各國

攜手合作，才能在災害預防及應對上共同為人類謀求福

祉；亦盼未來能夠與臺灣有更多合作機會。 

五、 展覽參訪 

(一) 安排緣由： 

中部地區精密機械業產值約占我國總產值 80%，為我

國精密機械的大本營，整合產業上至下游的供應鏈，在

臺灣機械產業扮演重要角色。隨著我國機械技術水準不

斷提升，機械產業為製造產業帶來無限商機。近年政府

積極推動產業轉型與升級，而臺中被定位為我國「智慧

機械之都」。 

此次淺間一教授親臨臺中，因為停留時間甚短；僅

有 1日半行程，因此特別安排教授參訪「2017臺中工具

機展」，期望在有限的停留時間內，向該教授展現我國工

具機企業發展成果。 

(二) 展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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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一度之「2017台中工具機展」於本年 11月 2 至

6日於大台中國際會展中心舉行，該展覽協助我國機械製

造相關業者，發揚並推廣品質優良之產品及技術，於會

場中展示新穎的工具機設備，不僅提升產品競爭力、促

進產業交流，更吸引國外買主採購意願。 

此次展示主題包括、工具機區、自動車床區、產業

機械區、自控檢測區、五金暨配組件區、切削刀具區、

倉儲暨搬運設備區及產學合作專區。 

(三) 參訪情形 

此次參訪行程時間緊湊，本處柏組員國芳偕同淺間

一教授於 3日上午十時抵達展覽會場，並停留 1.5小時

後隨即搭程高鐵驅車北上前往拜會智慧機器人及自動化

國際研究中心羅仁權主任。 

淺間一教授於參訪展覽時以表示，此次參觀主題與

其學生時代所學相關，能夠親身至臺中參觀業者展覽並

端詳臺廠製造機械實屬難得機會，唯此次展覽雖設有產

學合作專區並陳列機械手臂，但整體仍偏重傳統精密機

械，很遺憾未能瞭解臺灣在智慧化連結、驅動系統及智

慧機械技術之發展，實為臺中之行一大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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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學者交流 

(一) 交流事項： 

淺間一教授於 11月 4日拜會羅仁權教授，參觀智慧

型機器人暨自動化實驗室（Intelligent Robot and 

Automation Lab; IRA Lab），並與其所帶領之研究團隊

討論以下系列研討會及論壇之相關規劃： 

(1) 106年 12月 11日至 14日舉辦之「2017 IEEE / 

SICE系統整合國際研討會」(2017 IEEE/SIC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ystem Integration)  

(2) 106年 12月 11日 8:50-12:30 舉辦之「2017 

IEEE 工業論壇 I 機器人與 AI：技術趨勢及其工業應用」

(2017 IEEE Industry Forum I on Ribotics and AI: 

Technology Trends and Its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3) 106年 12月 11日 13:30-17:10舉辦之

「2017IEEE國際產業論壇 II智能自動化與製造」(2017 

IEEE International Industry Forum II on Intelligent 

Automation and Manufacturing) 

(二) 學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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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機器人及自動化國際研究中心羅仁權主任為

德國柏林工業大學電機工程博士，現任臺大電機系何宜

慈講座暨終身特聘教授及臺灣研發管理經理人協會理

事長，經歷豐富，包括：1.國立中正大學校長

(2001-2007)；國立中正大學講座教授 2.國立中正大學

工學院院長 3.美國北卡州立大學系統智慧型機器人研

究中心主任 4.日本東京大學講座教授 5.美國北卡州

立大學電機電腦工程系終身職教授 6.美國北卡州立大

學電機電腦工程系助理教授 7.美國伊利諾大學助理教

授 8.IEEE國際工業電子學會總裁(係我國第一位擔任

此國際學術團體職位者） 9.IEEE/ASME國際機電整合

期刊總主編 (Editor-in-Chief) 10.IEEE國際工業電

子工程師學會首席執行副總裁 11.IEEE國際機器人及

自動化學會執行委員會及科技委員會主席 12.IEEE國

際工業電子學會主管刊物出版的副總裁 13.IEEE國際

工業電子學會主管科技的副總裁 14.中華民國自動化

科技學會理事長(1999-2003) 15.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

學會理事長(2003-2005) 16.中華民國中小企業育成協

會理事長(2005-2007) 17.彰雲嘉十六所大學院校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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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會理事長(2003-2006) 18.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自

動化學門召集人(1999-2002) 19.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傑出研究獎決審委員 20.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

出科技人才獎決審委員 21.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諮

議委員會諮議委員--工程處自動化學門 22.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諮議委員會諮議委員--工程處電機及控

制學門 23.受邀擔任多次國際大型國家型研究計畫評

審，包括美國、加拿大、日本、澳洲、香港、新加坡等

國。 24.臺灣機器人學會理事長。 

渠學術與研究專長為智慧型感測控制機器人理論

及應用、光機電整合系統、微奈米技術、電腦視覺、快

速原型系統及先進製造自動化；並於以上學術專業領域

發表 300餘篇學術科技論文在國際著名學術期刊、國際

會議、專書，擁有多項國內外專利。 

(三) 智慧型機器人暨自動化實驗室簡介 

智慧型機器人暨自動化實驗室（Intelligent 

Robot and Automation Lab; IRA Lab）隸屬於國立臺

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暨研究所，由羅仁權教授擔任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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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之專任指導教授。該實驗室以積極培育學術卓越與技

術創新之人才為宗旨，其研究範圍包括有： 

1.智慧型機器人(雙足機器人、保全機器人、機器

人視覺及遠端診斷與維修) 

2.自動化運用(智慧型嵌入式、系統智慧型大樓、

電子商務應用及醫療自動化) 

3.微感測器製造(多重感測器訊號融合、多重感測

機械系統製作及矩陣式感測器) 

4.快速成型與快速原型(速原型直接切層、快速模

具製作、熱擠疊層式快速原型機之研究及智慧型模具) 

(四) IEEE/SICE系統整合國際研討會簡介 

IEEE / SICE 系統整合國際研討會為展現系統整合

的最新技術及未來前景之系列活動，相關領域專家，研

究員和學者聚集於此，分享關於前端技術、突破、創新

解決方案及其應用之想法和經驗。 

      2017年 IEEE / SICE 系統整合國際研討會

（SII 2017）為第 10屆系統整合研討會。系統整合為

重要關鍵技術，硬體和軟體整合對於解決新世代的工業

或社會系統問題尤為重要。本年此研討會側重於系統整



13 
 

合的新研究和產業化應用，並討論提高系統整合有效方

法。 

七、 檢討與建議 

(一) 邀訪期程應避開教務繁忙期間：淺間一教授為日本

機械及機器人科技領域之翹楚，此次能夠於教學繁

忙中撥冗來臺指導，實屬難得，也因教授平日教務

繁忙，僅能於週四至週日間赴臺指導。未來，若有

機會邀請日本著名學者，建議行程可安排在暑假(平

日)之際，以便能夠藉此種難得機會與教授就其專精

領域更深入交流。 

(二) 針對教授所學領域，更妥適安排行程： 

(1) 此次原擬安排教授拜會本部智慧機械推動辦公

室及桃園祥儀機器人夢工場，然礙於教授訪臺

期間短暫並跨及假日，僅得順道匆匆參訪「2017

台中工具機展」，然該展覽主題與教授學術研究

主題仍有落差，未來在安排行程上，應避免此

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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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與公家機關交流外，未來可考慮利用日籍教

授難得來臺之際，與大專院校相關學系共同安

排校園演講，以擴大邀請教授來臺指導效益。 

(三) 建議增加雙向溝通交流機會，而非教授單方面授課：

淺間教授上課時間為一整日，較無與學員互動機會

與時間，未來授課前可安排學生自我介紹，並考慮

安排上午上課，下午至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工

廠設備實作區與學員互動，強化實作經驗、師生交

流並增強學習效果。 

八、 結語 

此次透過 106年臺日技術合作計畫邀請東京大學淺

間一教授來臺講述「機器人技術於災害預防和社會韌性

響應之應用」，並就機器人技術及智慧機械領域為主題與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機械產業相關師資交流，

與會人員咸感收穫良多，亦盼臺灣未來在機器人技術及

智慧機械技術應用規劃與發展方面，能夠在既有的良好

基礎上汲取日方寶貴經驗，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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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活動剪影 

 

授課情形 

 

參訪台中工具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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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參考資料 

(一) 臺灣大學智慧機器人及自動化國際研究中心

http://www.iceira.ntu.edu.tw/faculty/eecs/18

5-2013-10-27-14-14-10 

(二) 臺灣大學智慧型機器人暨自動化實驗室 

https://sites.google.com/a/ira.ee.ntu.edu.tw

/iralab/shi-yan-shi-jian-jie-1 

(三) 2017 IEEE// SICE II 

http://www.sii2017.org/ 

附件：日本專家簡報節錄 

http://www.iceira.ntu.edu.tw/faculty/eecs/185-2013-10-27-14-14-10
http://www.iceira.ntu.edu.tw/faculty/eecs/185-2013-10-27-14-14-10
https://sites.google.com/a/ira.ee.ntu.edu.tw/iralab/shi-yan-shi-jian-jie-1
https://sites.google.com/a/ira.ee.ntu.edu.tw/iralab/shi-yan-shi-jian-jie-1
http://www.sii2017.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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