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域學程」-機械系

特色：機械工程學的課程通過IEET的認證，以保證畢業生對
機械工程相關項目有基礎的認知。機械工程強調整合與團隊合
作，並能明確闡述機械程序的安排。
建立生產機械、能源轉換機械、生活應用機械、服務機械
的專業學識。

強化創新創業團隊之工程實作能力
針對社會問題及需求，導入機械科技的協助，培育智慧生
活創新團隊。

配合設計思考與服務設計主軸，以提高跨域模組之專業性。
以跨域實作課程啟發學生面對社會問題，導引學生籌組創
新創業團隊。



「跨域學程」-機械系(雙向)

 跨域模組：必修科目表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

機械工程
跨域模組

應用力學(一)Applied Mechanics (I)

應用力學(二) Applied Mechanics (II)

材料力學Mechanics of Materials

圖學Graphics

工程材料Engineering Materials

自動控制(一)Automatic Control (I)

熱力學(一)Thermodynamics(I)

流體力學Fluid Mechanics

機械製造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機動學Mechanism

機械設計原理Principles of Mechanic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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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專長 機械工程



交大機械系

• 歷史：

– 交大機械系成立於民國六十五年（交大民國四十七在台復校）

– 民國七十一年成立碩士班

– 民國七十三年成立博士班

– 民國七十四年大學部擴增為雙班

• 師資：

– 1 位終身講座教授、2 位特聘教授、11 位教授、10 位副教
授、5 位助理教授。

– 科技部傑出研究獎、科技部吳大猷獎、科技部年輕力學學者
獎、科技部學門召集人、中國工程師學會傑出工程教授、教
育部優良教師、交通大學傑出教師、美國機械工程學會會士、
美國航空太空學會副會士、國內外期刊主編等。



交大機械系主要研究領域

熱傳與能源

機械設計與製造

力學與控制

跨領域之微/奈米工程



交大機械系學生利基

• 特色：以高科技研究領域著稱，研究內容涵蓋太空火箭、
半導體製程技術、新能源技術、微機電技術研發、自動控
制與生醫技術等，並注重產學合作與應用

• 跨領域學術訓練
-機械工程是所有工程的核心，發展具彈性

-跨領域研究（跨域學程、機器人學程、聲音學程、國際

半導體學程等）

-與本校電機資訊領域研究整合

• 就業容易
-台灣以製造能力出名，具有國際競爭力

-國內主要產業都需要機械工程師 (半導體製造、手機、筆

電、晶片、自行車、工具機)



全球最佳機械系前一百名

• 榮獲英國高等教育調查機構QS評選為2014全球
前一百名最佳機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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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機械產業
• 台灣三兆：半導體、平面顯示器、機械

– 2017年機械產業產值約為新台幣1.1兆元

– 近年來台灣機械產業產值排名全球五~七名

• 行政院 5+2產業創新計畫：

– 「智慧機械」、「亞洲‧矽谷」、「綠能科技」、「生醫產業」、
「國防產業」、「新農業」及「循環經濟」等，作為驅動台灣下世
代產業成長的核心。

(工研院產業研究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