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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選擇五專的教育體制的

我，從來沒有想過的能夠進台大

就讀，甚至是可以順利取得碩士

與博士學位，都是規劃畢業後就

直接進入職場工作。過去專科畢

業要進入台灣大學根本是遙不可

及的事情，但因為有了科技大學

的體制，讓我們多了一種可以進

入大學體系求學的管道。當然也非常感謝當初系上老師的賞識，讓我

有機會得以甄試入學的方式從屏科大進入台大農工系（現為生工系）

就讀碩士班，在童慶斌指導教授兩年的碩士班教導與提拔下，考取系

上的博士班繼續進修，於 2006 年取得博士學位。  

當時在二技念水保系的學生，可以甄試相關科系的學校並不多，

且只能選擇一所大學一個科系申請甄試，所以多數是申請中興的土木

或水保系，認為熱門的科系比較好找到工作。而台大農業工程系雖然

系名聽起來只跟農業有關，但系上老師的研究領域卻是相當廣泛，包

含水土保持工程、土壤沖蝕、灌溉排水、水資源系統、地下水、污染

防制、水文分析、水利工程、生物系統、地理資訊系統等等，不論是

工程面向、系統分析、生物環境領域都有專業師資，基於有這麼多領

域可供選擇研究的方向，又是台灣第一學府的考量下，選擇了台大農

工系作為申請碩士甄試入學。希望藉由進入系上學習以瞭解不同領域

的基本專業知識，我也非常幸運的得以順利通過入學考試。  

剛進入農工系不知該選擇哪位老師擔任指導教授時，以前的專科

老師推薦了系上作地下水相關研究的譚義績老師。在暑假期間便開始

進入至研究室幫學長作些相關地下水研究的沙箱與土壤試驗實驗，並

開始搜尋相關的國外期刊與研讀，為開學後的研究先作暖身的準備，

主要參與是地下水的基流研究議題。對於過去學的多是工程實務經驗

的我，在理論為主的原文書與國外期刊的文獻，是相當吃力的。因此

要比別人多花一倍以上的時間去學習與閱讀，但也因為有這樣的訓練

才奠定我後續作研究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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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後系上為碩士班學生開了一門『農業工程概論』，藉由此課

程讓剛進此系所的學生們，可以瞭解系上各老師目前研究方向與成

果，學生也可由這門課初步瞭解這些研究領域最新的發展與大致的概

念。在課堂上聽到童慶斌教授的介紹有關氣候變遷衝擊與水資源永續

發展等相關研究議題，老師上課方式也相當生動，讓我們在很短的一

堂課中瞭解他的研究的重點與成果。因此當時就相當景仰，希望可以

當他的學生，也剛好在開學後譚老師與童老師合作『大甲溪下游調蓄水

池與石岡壩聯合營運原則』之研究計畫，由我協助此研究計畫的進行，而

我也順理成章成為兩個老師共同指導的學生。參與了地下水研究室與

永續發展研究室的討論與研究，修習地下水、環境系統分析、氣候變

遷等領域的相關課程。因此，在第一年的修課與研究討論是非常的辛

苦，不過也因為自己不懂所以必須花更多的時間準備與複習，以第一

年的成績，還能獲得中興顧問提供的獎學金。  

在碩士班期間參與童老師的研究室討論，對我是獲益良多，老師

要求碩博士生每個月要上台報告一次，報告時要將研究進度與自己看

的文獻作介紹與評論，跟研究室成員分享。這個的的訓練包含如何去

分析與探討找出老師提出來的問題的解決方式，與瞭解閱讀的相關研

究的期刊中找出與本身研究議題相異與相同之處，學習國外的專業文

章分析方法，以及是否還有改善的空間。在會議的討論中我們每個人

都必須要提問題，問完才能結束所有的討論。我從一開始不知道怎麼

問到問愚笨的問題，慢慢的到後來才能問比較有意義的問題。這樣的

訓練對於我後來的參與會議與工作上的幫助相當大，我懂得如何提問

題也不害怕在會議上發言，記得老師說過在會議上適當的發言對新人



是很重要的，可以讓大家記得你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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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兩位教授共同指導下，在碩二上我幾乎就已完成了自己的論文

『調蓄水池之容量設計與風險分析』，碩二下時便進一步研究探討水

文基流分離之相關特性，利用參數優選的方式進行水文的基流分離，

後來的成果則是發表於國內研討會上。在碩士畢業的前夕，童老師詢

問我是否有考博士班的意願，我擔心自己能力不足以念博士班，心想

我能念到台大碩士畢業已經很不容易了，而且心滿意足了，怎敢再嘗

試至少要念四、五年的博士班。但童老師卻說就是因為自己能力還不

夠才要繼續進修，而且再過幾年碩士畢業的學生會多到像現在大學生

一樣，到處都是碩士學歷，取得博士學位到時在職場上，當管理者或

升遷也比較有機會。果真如此，八年後的今天，碩士學位在職場上的

競爭優勢已經不夠了。  

順利考進系上生工所修讀博士學位後，除了修習相關的課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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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與老師就積極的鼓勵我們參加國際研討會與國際的交流活動，生

工系上也提供許多相關補助與機會，也因為如此在博士期間我至大陸

的四川長江大壩的參訪 (2002 年 )、美國聖地牙哥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短期語言進修 (2003 年 )、美國鹽湖城參加的世界水資源環

境研討會 (2004 年 )，甚至在 2005 年又獲得國科會提供之千里馬獎學

金赴知名的美國伊利諾香檳分校（UIUC）的土木與環境工程系擔任短

期的訪問研究人員，UIUC 的 Professor  Eheart 是環境管理的權威，期

間不但針對我的博士論文提供相關的建議與協助，並讓我旁聽其相關

課程。所以，博士期間幾乎每一年都有機會至國外研習，這些都是相

當難得的機會，不僅增加了我在專業領域上之知識亦拓展我的國際

觀，與外國人士有學術交流之機會。因為有這樣的語言訓練機會，除

了有助於我投稿國際研討會與期刊，甚至對於我畢業後在中興大學擔

任博士後研究之工作也有很大的幫助，協助舉辦多場國際研討會。  

我的博士論文題目是『流域永續性評量與氣候變遷對水質衝擊影

響』，在撰寫論文期間，指導教授童老師也讓我們參與國科會與環保

署等相關研究計畫，如政策環評、總量管制、環境承載力與累積性衝

擊等環境管理方面以及氣候變遷等調適策略方面等相關議題的計

畫，參與計畫過程中，負責與各子計畫老師協調與統合報告等工作，

不但對於理解力、分析力及獨立研究能力有很大的幫助。藉由參與這

些計畫讓自己論文的內容更完整，且能讓自己在學術上的研究成果更

具有實用性，對於台灣的流域環境能有所幫助，這樣的成就遠大於完

成自己的學位論文。  

在此非常感謝台大生工系提供這麼完善的學術環境與豐富的資

源，讓我有這樣的機會完成碩士與博士學位，在生工系的這七年不僅

在開啟了自己人生的另一個視野，也擴大國際觀視野與衍生學術研究

的廣度與深度。目前我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擔任助理研究員的工

作，在未來的日子，也會以戰戰兢兢態度並竭盡所學，冀對於台灣的

環境能有些需的貢獻，協助未來政府對於降低各項災害所造成的衝擊

與重建等相關措施與政策有所幫助。在此也鼓勵後學，台大具有豐富

的學術資源，掌握每一項學習的機會，當準備好時，機會便會降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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