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央大學資電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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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資電學院簡介 – 電機、資工、通訊有何不同 

 資電院專題簡介 

 跨領域專題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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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資訊電機學院 
組織架構 

資訊電機學院 

資電院學士班 

大學部 

電機工程學系 

大學部 

碩士班 

博士班 

資訊工程學系 

大學部 

碩士班(含

軟體研究所) 

博士班 

通訊工程學系 

大學部 

碩士班 

博士班 

網路學習科技 

研究所 

碩士班 

博士班 



例子: 手機 

 

 

 

電機系 – iPhone裡的IC和電路板        
(偏重硬體) 

資工系 – iPhone Apps和作業系統     
(偏重軟體) 

通訊系 – 如何讓iPhone的通話清晰、
手機上網流暢 (可能包含軟硬體) 

電機、資工、通訊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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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系的研究基礎為電學，而機械系則以力學
為基礎。以手機為例，機殼及按鍵等是機械系
的範圍，而電機領域則包含內部的電子零件及
晶片設計。 

 

電機系與機械系的差異？ 

5 

安培 法拉第 高斯 馬克士威 伽利略 牛頓 

VS. 



電機系學些什麼? 

 科學家試著去研究並理解我們現存的這個
宇宙；工程師則試著開發並創造前所未見
的新世界 

 工程師應用科學家發現的原理與規則去開
發新技術與新產品來解決實際的問題 

 電機工程學 (Electrical Engineering)，只
要與「電」有關，從早期的大電機(台電)到
現今的微電子(台積電)都是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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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電機系包括四個子領域 

 電子電路組－數位與類比積體電路(IC)設計           
 晶片電路設計的內容和電路分析的方法。裡面又有分
數位或是類比電路的設計 

 固態組－半導體元件  
 偏向材料方面。比如說光電的材料或是半導體的材料 

 系統與生醫組－機器人、生醫電子、電力電子 
 生物醫療相關的電子產品 

 電波組－天線、射頻(RF)電路、通訊系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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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態組 
 光電元件 
 微機電技術 
 量子與奈米元件 
 生物單晶技術 
 微波元件 (三五族半導體元件) 

 電子組 
 通信及電腦之超大型積體電路與系統設計 
 單晶片系統(SoC)電腦輔助設計(CAD) 
 混合信號或高頻積體電路設計 
 生醫與前瞻性電子電路與系統設計 
 超大型積體電路系統測試與設計自動化 

電機系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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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波組 
 天線 
 電磁量測技術 
 微波與毫米波電路設計 
 衛星遙測技術 

 系統與生醫組 
 智慧型控制理論與應用研究 
 機電系統設計及應用 
 生醫工程及高科技輔具 
 語音處理與辨識 
 電力電子與電動機控制應用 

電機系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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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系學些什麼? 

課程範圍相當廣泛，原則上可概分為四大類： 
1. 基礎理論類 

 工程數學，離散數學，機率與統計，計算理論，數值方法以及
演算法等。 

2. 系統軟體類 
 資料結構，程式語言，作業系統，編譯器以及軟體工程等 

3. 計算機硬體類 
 組合語言，數位系統導論，計算機組織，計算機結構…等 

4. 應用方面類 
 人工智慧，資料庫系統，計算機網路，電腦視覺，影像處理，

圖形識別，電腦圖學，平行處理，分散式系統，無線網路，行
動計算，電腦安全，模糊計算，類神經網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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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體工程研究學群 

 物件導向方法與服務導向軟體工程 
 快速軟體雛形法 
 快捷方法與軟體成熟度模型 
 概念模型之軟體與軟體工程環境 

 資料工程研究學群 
 規劃各類資訊之儲存管理 
 支援大型商業應用軟體 
 數位學習技術與研究 
 各領域資訊分析整合、大型科學計算 

 網路工程研究學群 
 先進網路通訊技術的研發、完整網路通訊理

論的構建 
 新世代網路應用的開拓 
 全方位網路與電腦安全的建制 

資工系發展方向  

http://140.115.11.235/~chen/news/2008-07-01-Intel資深工程師來訪.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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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系發展方向  
 

 多媒體工程研究學群 
 視訊監控、汽車安全視覺研究 
 視訊影像編碼、自動光學檢測 
 虛擬實境、數位浮水印 
 視訊分析、文件分析處裡 
 醫學影像處理、多媒體資料庫 

 系統工程研究學群 
 從事前瞻的計算、通訊、安全等系

統軟硬體設計、實作和整合應用 

 計算理論與應用研究學群 
 容錯計算 
 網格計算 
 生物計算 
 圖論與組合最佳化 



通訊系學些甚麼? 

 無線通訊：包含行動蜂巢通訊、個人通訊、行動衛星通
訊、無線數據通訊、無線區域迴路及小區域無線通訊等
。                                                                              

 通訊網路：包含網際網路、區域網路、高速網路、雲端
服務、行動裝置軟體與應用、無線網路及衛星網路等。                                                                                

 商用通訊：包含有線電視、高畫質電視、數位音視訊廣
播及微波通訊等。                                                                            

 太空通訊：包含衛星通訊及遠距通訊。                                                                               

 光通訊：包含光波通訊及光纖通訊。 

 軍事通訊：包含展頻通訊、保密通訊及雷達聲納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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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系發展方向  
 

  通訊系統 

 

 
 

  訊號處理 

 

 
 

  通訊網路 

 

  

  調變理論 
  編碼技術 
  行動通訊 

  通訊訊號處理 
  多媒體訊號處理 
  調適性訊號處理 

  高速計算機網路 
  無線寬頻網路 
  雲端與智慧型裝置服務 



通訊系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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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 基地台測試環境開發 



電機專題 

 生醫訊號之應用 – 家庭自動化、長照 (e.g.  
Healthcare、漸凍人輔助系統)….. 

 晶片設計 – 類比、數位、SoC (System on 
Chip)….. 

 半導體元件 

 自動(智慧型)控制 (機器人) 

 智慧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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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專題 

 音視訊應用 

 大數據應用與機器學習 

 行動裝置整合應用 

 AR/VR 

 資訊/網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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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專題 

 編解碼技術: 無線電波層、音視訊層 

 訊號處理技術: Cable、Radio 

 通訊網路：以網路為基礎，應用與資工相近 

 室內定位技術 

 串流音視訊與多媒體網路 

 IoT (Internet of Things) 

 數位家庭 

 Blockchain (區塊鏈)應用 

 機器學習在通訊網路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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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專題 – 個人經驗 

 物聯網、AI、雲端都只是工具，要完整地解決
問題需要跨領域 

 英文教學app 

 喘息服務媒合平台 

 蛋白質體量化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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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in Processing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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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雲端技術處理蛋白質體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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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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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 電機 

通訊 

資電院院內跨領域是自然而然的現象，不分系學士班只是提供更友善的跨域環境 

跨院外領域，可創造更多種可能 – 紅海 v.s. 藍海 



 跨域需要終身學習 

 跨域需有同理心  不要讓你/妳的專業限縮了你/妳的眼界 

 跨領域 – 以AI, 大數據為例  若沒應用標的，一切都是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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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與理學院有更多的跨領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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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問答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