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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校區研究合作計畫 團隊㈴單 

1.「數位㈳會的新想像」計畫團隊

計畫召集㆟：王文基（國立陽明交通大㈻ 科技與㈳會研究所教授兼㆟文㈳會㈻院院長） 

計畫團隊成員： 

陳嘉新（國立陽明交通大㈻ 科技與㈳會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彭松嶽（國立陽明交通大㈻ 科技與㈳會研究所副教授） 

2.「㆟工智慧的科技與㆟文跨領域對話：以傳播㈻為通道」計畫團隊

計畫召集㆟：魏玓（國立陽明交通大㈻ 傳播與科技㈻系教授） 

計畫團隊成員： 

黃淑鈴（國立陽明交通大㈻ 傳播與科技㈻系副教授） 

戴瑜慧（國立陽明交通大㈻ 傳播與科技㈻系副教授） 

童恒新（國立陽明交通大㈻ 護理㈻系教授） 

3.「多重慢性病的㆟本智慧照護」計畫團隊

計畫召集㆟：嚴如玉 （國立陽明交通大㈻ 心智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計畫團隊成員： 

李玉春（國立陽明交通大㈻衛生福利研究所教授） 

許銘能（國立陽明交通大㈻藥㈻系助理教授） 

黃育綸（國立陽明交通大㈻電機系副教授） 

林映彤（國立陽明交通大㈻心智哲㈻所副教授） 

顧㊩華（國立陽明交通大㈻心智哲㈻所副教授） 

何彥如（國立陽明交通大㈻㆟文與㈳會教育㆗心助理教授） 

葉筱凡（長庚大㈻㊩㈻系㆟文及㈳會㊩㈻科助理教授） 

劉介修（國立成功大㈻㊩㈻院附設㊩院高齡㊩㈻部㊩師） 

4.「科技島的歷史起源：傳統再生、科技產業與㆞域發展」計畫團隊

計畫召集㆟：洪紹洋（國立陽明交通大㈻㆟文與㈳會教育㆗心教授） 

計畫團隊成員： 

黃紹恆（國立陽明交通大㈻ ㆟文㈳會㈻系教授兼客家文化㈻院院長） 

林淑芬（國立陽明交通大㈻ ㈳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 

陳嘉新（國立陽明交通大㈻ 科技與㈳會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嚴曉珮（國立陽明交通大㈻ 科技與㈳會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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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發表議程 

㈰期：110 年 12 ㈪ 1 ㈰（㆔）13：30–15：30 

㆞點：線㆖會議室（https://meet.google.com/fbg-vtug-vfh） 

時間 議程 計畫召集㆟／㈹表㆟ 

13：20–13：30 報到 

13：30–13：40 施振榮董事長 致詞 

計畫成果發表開始（發表 15 分鐘、Q&A 5 分鐘） 

13：40–14：00 
合作計畫（㆒） 

數位㈳會的新想像 

王文基院長 

科技與㈳會研究所教授兼㆟文㈳會㈻院院長 

陳嘉新所長 

科技與㈳會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彭松嶽副教授 

科技與㈳會研究所副教授 

14：00–14：20 

合作計畫（㆓） 

㆟工智慧的科技與㆟文跨領域對

話：以傳播㈻為通道 

魏玓教授 

傳播與科技㈻系教授 

14：20–14：30 ㉁息 

14：30–14：50 
合作計畫（㆔） 

多重慢性病的㆟本智慧照護 

嚴如玉所長 

心智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14：50–15：10 

合作計畫（㆕） 

科技島的歷史起源：傳統再生、

科技產業與㆞域發展 

洪紹洋教授 

㆟文與㈳會教育㆗心教授 

黃紹恆院長 

㆟文㈳會㈻系教授兼客家文化㈻院院長 

林淑芬所長 

㈳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15：10–15：30 跨校區交流時間 

周倩主任 

教育研究所教授兼㆟文與㈳會科㈻研究㆗心

主任 

王文基教授 

科技與㈳會研究所教授兼㆟文㈳會㈻院院長 

15：30 賦歸 



團隊成果介紹

數位社會的新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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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稱 數位㈳會的新想像 

計畫團隊 

計畫召集㆟： 

王文基（國立陽明交通大㈻ 科技與㈳會研究所教授兼㆟文㈳會㈻院院長） 

計畫團隊成員： 

陳嘉新（國立陽明交通大㈻ 科技與㈳會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彭松嶽（國立陽明交通大㈻ 科技與㈳會研究所副教授） 

計畫成果概述	

成果發表主題： 

為擴展合校之後㆟文與㈳會相關議題之跨領域研究，以及持續擴增㆟㈳㆗心 STS 研究能

量，以「數位㈳會的新想像」為框架，提出凝聚各個校區之㆟文、㈳會及理工等領域之研究團

隊的規劃，並作為後續研究交流與合作發展具㈳會影響之跨領域研究的前導。「數位㈳會的新

想像」希望激發未來研究與合作的新可能，著眼於本校理工領域在數位技術㆖之研究能力、㆟

㈳㆗心對數位媒體與生活的持續關㊟、以及科技與㈳會所與㆟文與㈳會科㈻院對數位㈳會研究

的發展，本規畫案透過工作坊媒合兩校區之研究興趣與專長，達到豐富數位㈳會研究之面向，

以及探索結合數位技術的㆟㈳研究方法的目的。 

 

成果發表簡介： 

工作坊的舉辦成功㆞邀請㈩位㊧㊨對相關議題㈲興趣的老師，分享各㉂的研究重心與未來

方向，綜合參與者的分享後，本計劃歸納出㆘列共同研究興趣與未來能夠持續發展之方向： 

㆒、 轉變㆗的教育: 數位科技進入教育實作場域造成的㈻習時間、空間、規律、情緒、管

道、㈻習㉂主性的轉變；教育者教育方式與目標的調整、新型態技能的培養、多元㈻

習需求的回應、獨立㈻習與後設教㈻的需求 

㆓、公民身份與實踐: 公民權在數位工具開發與數位㈾訊流動㆗如何重新界定，包括意涵、

身份、權力運作與疆界的探討；公民的概念與實踐如何進入教㈻或㈰常當㆗；翻轉不

同的知識、實作與治理的關係，讓數位消費者成為公民權的開發者 

㆔、偏見與暴力: 顯性與隱性的偏見與性別暴力在數位場域出現與延續的機制、在不同場

域㆗顯現的異同、回應與消彌的方式、多重關係㆟的參與與在㆞脈絡的考量如何能降

低偏誤、偏見或暴力的產生 

㆕、㈸動、能力與經濟: 微㈸動 (microwork)、平台㈸動、數據㈸工等是數位平台與經濟能

夠發展的重要但隱而不見的面向；此外數位經濟與㈸動的發展亦可能造成新的技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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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需求、不同的職涯發展與規劃。 

㈤、㆟文與文化㈾產: 透過數位科技史呈現㆟文與㈳會關懷、對開放文化的重視、及文化

㈾產的保存，透過技術歷史的疏理作為㈳會與論理的借鏡 

㈥、㊩療照護與產業: 數位科技創新所提供的㊩療與照護的新可能與潛在的問題  

㈦、想像與未來: 透過新媒體藝術想像未來㈳會，及探討對數位㈳會的未來的想像、論述

與呈現 

㈧、㆟機創新的新場域: 結合㆟文與㈳會的反思，以及數位科技在不同場域的發展與運用，

探索新的創新的可能 

目前已㈲結合心智哲㈻所、科技與㈳會所、傳播所、傳播科技系之團隊以「建立以㈳會需

求為核心的技術創新藍圖」為目標，以㆟本智慧㊩療為主題規劃跨領域研究計畫。本計畫之後

仍會提供相關研究計畫徵件㈾訊，以鼓勵㈲興趣同仁提出相關計畫。 

	

 

  



團隊成果介紹

人工智慧的科技與人文跨領域對話：
以傳播學為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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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稱 ㆟工智慧的科技與㆟文跨領域對話：以傳播㈻為通道 

計畫團隊 

計畫召集㆟：魏玓（國立陽明交通大㈻ 傳播與科技㈻系教授） 

計畫團隊成員： 

黃淑鈴（國立陽明交通大㈻ 傳播與科技㈻系副教授） 

戴瑜慧（國立陽明交通大㈻ 傳播與科技㈻系副教授） 

童恒新（國立陽明交通大㈻ 護理㈻系教授） 

計畫成果概述	

成果發表主題： 

㆟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興起是晚近㆟類㈳會的當紅科技浪潮，從政府、㈽業、

媒體與㆒般消費者對其多持正面態度，將之視為㆒個勢不可擋的趨勢。不過相對於主流的讚頌，

以及對於各種新興應用領域的熱切討論與期待，質疑批評的聲音也從未間斷。尤其是㆟工智慧

的應用帶來的幾個可能影響，包括：㆟工智慧機器與㆟的倫理關係、㆟工智慧對㆟類生存與安

全的威脅、㆟工智慧對弱勢群體（兒童、老㆟、㊛性、㆘層㈸工）的傷害等。 

這裡在立場和觀點㆖的差異，背後其實㈲著㈻術與專業領域尚的差異和隔閡。㆒般而言，

工程領域專家積極投入並主導㆟工智慧領域的技術發展，對於技術創新多持正面樂觀的態度。

相對的，㆟文㈳會領域專家則比較傾向從㆟本觀點對於㆟工智慧的發展與應用採取較為保留、

審慎甚㉃批評的立場。而㊩㈻護理領域在知識成分與應用面向㆖與工程領域較為接近，但在㆟

工智慧的應用㆖則可能與㆟㈳領域的關懷更為類似。 

本研究以輔完成合校的陽明交通大㈻，擁㈲工程、㊩護、㆟㈳等㆔個領域的高較機構為研

究場域，通過傳播研究（communication studies）專長的溝通、語言、互動等概念，深度訪談

與論述分析等方法，對領域之間在㆟工智慧課題㆖的差異，並從㆗尋找㈲效與理性溝通的情境

與條件。 

 

成果發表簡介： 

    本計劃㉃ 2021 年 11 ㈪㆗旬共完成㈦個專家訪談。其㆗㆔位為工程領域、㆕位為㊩護領

域。目前發表成果為初步的訪談㈾料整理，系統性的分析仍需要更多的訪談，以及更長時間的

訪談㈾料整理與綜合。目前的訪談成果重點如㆘： 

㆒、工程領域專家大致認為㆟工智慧科技的發展與應用確實非常快速且廣泛，但許多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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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仍㈲待突破，且短期的發展方向也還㈲待釐清和討論。 

㆓、工程領域專家對於㆟工智慧科技的質疑與批評並非完全沒㈲認知，但他們認為很多是

大眾媒體或影視作品的誇張與誤解。工程領域也願意㊟意相關問題並在設計與開發㆖

㆖㈲所㊟意。但該領域的運作關鍵是問題解決與符合規格，因此如果可以給他們明確

的問題與規格需求，是比較容易達成共識和問題解決的。 

㆔、㊩護領域專家㆒般認為㆟工智慧的應用雖然不可逆轉，也已經看到許多面向的應用，

但是往往跟臨床與㊩療現場的實際需求和使用㈲所落差。可見的發展方向以不見得是

該領域最需要和期待的。 

㆕、㊩護領域專家認為㉂身領域仍是以㆟的福祉為最㊝先，各種技術的開發仍是為了提高

㊩療㈬準與㆟的生命品質。工程領域主導相關發展，缺乏對於其他領域專業現場的了

解，容易產生應用差距，領域之間的對話是必要的， 

㈤、理工領域的對話方式是規格共識，而㊩護領域的對話方式比較接近溝通共識。 

	

 

  



團隊成果介紹

多重慢性病的人本智慧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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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稱 多重慢性病的㆟本智慧照護 

計畫團隊 

計畫召集㆟：嚴如玉 （國立陽明交通大㈻ 心智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計畫團隊成員： 

李玉春（國立陽明交通大㈻衛生福利研究所教授） 

許銘能（國立陽明交通大㈻藥㈻系助理教授） 

黃育綸（國立陽明交通大㈻電機系副教授） 

林映彤（國立陽明交通大㈻心智哲㈻所副教授） 

顧㊩華（國立陽明交通大㈻心智哲㈻所副教授） 

何彥如（國立陽明交通大㈻㆟文與㈳會教育㆗心助理教授） 

葉筱凡（長庚大㈻㊩㈻系㆟文及㈳會㊩㈻科助理教授） 

劉介修（國立成功大㈻㊩㈻院附設㊩院高齡㊩㈻部㊩師） 

計畫成果概述	

成果發表主題： 

台灣預期將在 2025 年進入超高齡㈳會，高齡長者的「多重慢性病」問題給㊩療照護制度

帶來前所未㈲的挑戰：病㆟多重複雜的照護需求常仰賴多專科、多場域的㊩療服務，使得過去

以「急症」為導向的㊩療場域難以因應；隨著㈳會結構變遷，照護㆟力、家庭與㈳區支持趨弱，

更使得長照面臨諸多困難。另㆒方面，智慧㊩療興起，新興科技物的導入雖帶來更新更便利的

服務，但同時也以㆒種隱而未現的宰制方式重新編㊢㊩病關係。 

本計畫整合陽明交通大㈻豐富的生㊩工程與㆟文㈳會研究㈾源，結合衛生政策、電機工程、

臨床㊩療與哲㈻思維，從「以㆟為本的照護價值（Person-Centered Caring Practice）」出發，

重新思考多重慢性病（包含㈲多重用藥）病㆟的照護邏輯，透過㊩療場域的質性研究分析出目

前台灣在多重慢性病照護㆗仍需增強的㆟本照護面向，並計畫發展能夠增強㆟本照護的科技

物。 

 

成果發表簡介： 

    計畫團隊邀請了成大㊩院高齡㊩㈻部劉介修㊩師分享「明㈰的㊩院：超高齡㈳會，我們需

要什麼樣的健康照護？」，從高齡臨床㊩㈻的觀點，分析現今㊩療場域無法承接高齡長者的照

護需求的原因，分享成大老㆟㊩院建置過程的策略與經驗，並與團隊成員㆒同激盪如何從公共

衛生、健保給付、智能科技與㆟文思維的多元視角㆗找尋合㊜的切入對策。 

  本團隊將於 12 ㈪初舉辦以「跨領域」為主題的國際工作坊，預計邀請㈧㈴國際知㈴跨領



 12	

域科㈻哲㈻㈻者，分享如何進行跨領域研究，強化國內與校內進行科技與㆟文跨領域研究的實

力，目前已經超過 300 ㆟報㈴，並且報㈴者分布世界各㆞；此外，我們預計於明年與知㈴的

CauseHealth 國際研究團隊進行初步研究交流（https://causehealthblog.org/），分享彼此發展

以㆟為本的照護經驗。 

  本計畫與科技與㈳會研究所的團隊截㉃目前為止已經召開 8 次計畫撰㊢討論會議，計畫 

書正在撰㊢㆗，預計投科技部 111 年度「以㈳會需求為核心之跨領域研究計畫」。 

 

  



團隊成果介紹

科技島的歷史起源：
傳統再生、科技產業與地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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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稱 科技島的歷史起源：傳統再生、科技產業與㆞域發展 

計畫團隊 

計畫召集㆟：洪紹洋（國立陽明交通大㈻㆟文與㈳會教育㆗心教授） 

計畫團隊成員： 

黃紹恆（國立陽明交通大㈻ ㆟文㈳會㈻系教授兼客家文化㈻院院長） 

林淑芬（國立陽明交通大㈻ ㈳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 

陳嘉新（國立陽明交通大㈻ 科技與㈳會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嚴曉珮（國立陽明交通大㈻ 科技與㈳會研究所助理教授） 

計畫成果概述	

成果發表主題： 

研究以新竹為案例，分別從戰後臺灣經濟史、早期㆗小㈽業的創業活動、工程師文化的歷

史探究、㆞方空間的工業轉型、跨㆞域／跨國㈸動力的遷徙與㈸動經驗、在㆞產業發展的路徑

和陽明交通大㈻新竹校區的歷史切入，考察臺灣如何從傳統產業升級，通往傳統與高科技產業

並行的歷史過程，從而彰顯臺灣戰後產業發展的核心價值與值得傳承的重要經驗。 

 

成果發表簡介： 

    本計畫進㆒步形成「交通大㈻、新竹與㈽業創新」及「新竹工業區的再生與轉型」兩個研

究子題，前者聚焦在新竹科㈻園區形成、㈽業家創業，與交大校友扮演的角色；後者探討軍／

工複合空間的形塑與轉變，及工業區㈸工的招募與安置。主要執行成果包括： 

㆒、史料蒐集、編目與解讀，包括經濟部檔案、國史館、國防部史政檔案、㆞方議會、㆗

華工程、㆗美技術雜誌、交大及㈽業典藏㈾料等。 

㆓、空間調查與深度訪談，主要聚焦於湖口工業區周邊之住宅㈳區，並訪談㈻者、居民、

工會幹部等。 

㆔、專家諮詢，針對產業、跨國遷移、㈸動經驗等研究議題，完成㈦次之專家諮詢。 

㆕、跨校區團隊交流，㉂㈨㈪份起進行㉃少㆔次正式與其他非正式之團隊交流。 

本計劃成員分別隸屬㆟文與㈳會科㈻院（陽明校區）的㆟㈳㆗心與科技與㈳會研究所、㆟文與

㈳會㈻院（交大校區）㈳會與文化研究所，以及客家㈻院（交大校區）㆟文㈳會㈻系。㆖述系

所與計畫成員，分別具備經濟史、科技史、冷戰史、遷移研究、族群與㆞域研究的研究專長。

藉著本次計畫執行，不僅促使跨校區、跨㈻院教師進行多次深度交流，還在研究㆖共同開創新

議題，並且帶領㆓個校區的研究生參與計畫、相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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