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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師職級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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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所概況 

1. 學生人數 

航太系大學部每年招生班級為 2 班，入學新生為 120 人，研究

所碩士班每年招生名額為 24 名。現有實際學生人數如表一。 

表一、學生人數 
學制 大學部 碩士班 合計 

96 學年度實際在

學學生人數 
465 55 520 

 

2. 專任教師人數 

 
表二、專任教師人數 

職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合計 
人數 4 8 2 0 14 
百分比 28.6 57.1 14.3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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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師年齡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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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任教師年齡分佈 

表三. 專任教師年齡 
 30-40 41-50 50-60 61-65 66-70 合計 

人數 2 6 5 1 0 14 
百分比 14.3 42.9 35.7 7.1 0 100 

 
 
 
 
 
 
 
 
 
 
 
 
 
 

4. 專任教師專長分析 

配合本系學程規劃之領域分類，即熱流、固力、自控，專任教

師之專長與人數分佈示，如表四與表五。熱流、固力、自控三領域

之專任教師人數分別為 6、4、4 

表四. 專任教師專長 

姓   名  職   稱  研究專長  研究領域  

王怡仁  
副教授兼  
系主任  

旋翼機力學、氣體彈性力學、結

構動力學  
固力 

馮朝剛  教授  
空氣動力學、相似與擾動理論、

工程數學  
流力 

陳增源  教授  
實驗流體力學、隧道通風、熱對

流學、燃燒學、聲波學  
流力 

宛   同  副教授  
計算流體力學、空氣動力學、飛

行安全分析  
流力 

http://www.aero.tku.edu.tw/frame_files/faculty_files/yrwang.htm
http://www.aero.tku.edu.tw/frame_files/faculty_files/ckfeng.htm
http://www.aero.tku.edu.tw/frame_files/faculty_files/tychen.htm
http://www.aero.tku.edu.tw/frame_files/faculty_files/twa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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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師專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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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慶祥  教授  
計算流體力學、隧道通風、微機

電系統力學  
流力 

張永康  副教授  
結構動力學、有限元素法、最佳

化設計  
固力 

湯敬民  副教授  燃燒學、實驗量測  流力 

馬德明  副教授  
太空力學、飛行力學、系統模擬、

導航與導引、動力學  
自控 

田   豐  副教授  
最佳控制、強健控制、動力學、

計算動力學  
自控 

陳步偉  副教授  
航太材料學、航太品保、複合材

料力學、精密量測  
固力 

李世鳴  副教授  
計算流體力學、電輔輔助設計、

熱傳學、紊流學  
流力 

應宜雄  教授  
波動力學、破壞力學、振動學、

複合材料力學  
固力 

蕭照焜  助理教授  飛行控制、機電整合、強建控制  自控 

蕭富元  助理教授  
太空航空器編隊飛行、控制及導航、

漢米爾敦系統動 
自控 

表五. 研究專長領域人數統計 

組別 熱流組 固力組 自控組 合計 
人數 6 4 4 14 
百分比 42.8 28.6 28.6 100 

 
 
 
 
 
 
 
 
 
 
 
 
 
 
 

http://www.aero.tku.edu.tw/frame_files/faculty_files/cschen.htm
http://www.aero.tku.edu.tw/frame_files/faculty_files/ykchang.htm
http://www.aero.tku.edu.tw/frame_files/faculty_files/jmtang.htm
http://www.aero.tku.edu.tw/frame_files/faculty_files/dmma.htm
http://www.aero.tku.edu.tw/frame_files/faculty_files/ftyan.htm
http://www.aero.tku.edu.tw/frame_files/faculty_files/pwchen.htm
http://www.aero.tku.edu.tw/frame_files/faculty_files/smlee.htm
http://www.aero.tku.edu.tw/frame_files/faculty_files/ysing.htm
http://www.aero.tku.edu.tw/frame_files/faculty_files/jkshia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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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師比 93-96 學年度 

 

學年度 96 95 94 93 

大學部人數 465 455 454 450 

碩士班人數 55 51 50 47 

專任老師人數 14 14 14 13 

兼任老師人數 14 14 14 13 

學生員額數 575 557 554 544 

教學員額數 17.5 17.5 17.5 19.5 

生師比 32.86 31.83 31.66 27.89 

 

說明如下： 

生師比=575 : 17.5 = 32.86 : 1 

依據教育部算法： 

(1) 學生人數:大學部×1，碩士班×2，博士班×3 

465x1 + 55x2 + 0x3 = 575 

(2) 教師人數:專任×1，(校外)兼任×0.25 

14x1 +14x0.25 =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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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開課學分數及鐘點數 

大學部開課學分數： 

學年度 96 95 94 93 

必修學分 85 93 93 94 

選修學分 49 48 49 49 

開課學分數 134 141 142 143 

支援工學院 1 1 1 1 

校支援學分 3 3 3 3 

 

碩士班開課學分數：（論文不計） 

學年度 96 95 94 93 

必修學分 5 5 5 5 

選修學分 70 70 70 70 

開課學分數 75 75 7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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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師鐘點時數： 

 
 

學年度 
96 95 94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馮朝剛 0 0 6 4 6 4 

宛  同 9 8 6 5 3 3 

陳增源 12.5 12.5 12.5 12.5 12.5 12.5 

陳慶祥 7 7 7 7 8 7 

王怡仁 9 9.5 9 9.5 9 9.5 

李世鳴 11 10 13 11 10 11 

張永康 12.5 14 12.5 14 12.5 14 

湯敬民 8 8 8 8 9 8 

馬德明 9 12 9.75 11 9 11 

田  豐 10 10 10 10 10 10 

陳步偉 11 11 12 11.5 12 11 

蕭照焜 9 10 11 11 12.5 11 

應宜雄 7 7 8.5 7 8.5 7 

蕭富元 9 10.5 10 9.5 11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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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教師鐘點時數： 

 

學年度 
96 95 94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祝如竹 3 0 3 0 3 0 

李福生 0 3 0 3 0 3 

陳宗基 4 4 2 4 4 4 

沈坤耀 2 0 3 0 3 0 

劉建浩 2 3 0 3 0 3 

王明睿 2 0 0 2 0 2 

吳志偉 0 2 0 2 0 2 

葉天降 2 2 2 2 2 2 

官文霖 2 4 2 2 2 2 

盧青佑 2 4 2 2 2 2 

管衍德 0 3 0 3 0 3 

吳銘宗 0 0 3 0 2 6 

成  怡 2 2 2 2 2 2 

張鴻文   0 4 0 2 

戎  凱   0 3 0 3 

耿  驊   3 0 3  

徐文江     4.5 0 

蔡孟昌   0 4   

施純傑 4.5 0 4.5 0   

江誠榮 0 2 0 2   

學分數合計 25.5 29 26.5 38 27.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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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所發展方向 

 
1. 五年內退休教師之專長 

本系教師平均年齡約為四十多歲，最年長者為 64 歲，次年長者為

55 歲左右，因此未來 5 年最多將僅一名教師退休，該教師專長為空氣

動力學，因此本系已著手規劃相關專長人才之聘任工作。然而，以目

前市場而言，航太專長且單獨以空氣動力為研究領域者已漸趨減少，

因此，若單純以聘任相關專長而言，其方向以數值流體力學或實驗空

氣動力學為考慮方向。 

 

2. 五年內教師之升等 

本系目前副教授 8 名，助理教授 2 名，而該 2 名助理教授在未來 5 年

內將屆滿本校「助理教授在校服務 8 年內必須升等」之規定，而該 2

名老師也已準備多時，亦發表相當數量之論文，預計 5 年內將有 2 名

助理教授升等為副教授。 

 

3. 產業界發展重點 

依照國科會委託 經濟部航太小組、台中漢翔航太工業公司、及台中航

空研究所（中科院一所）研擬之「台灣未來 10 年航太發展旗艦規劃」；

提及無人遙控飛行器及區間客機之研發，為當今航太產業發展重點。

其中無人遙控飛行器亦包含微飛行器及無人直昇機之研製，而無論何

種飛行器之研發及製造，目前微飛行器為產業界發展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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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點特色之規劃 

（一） 認知發展特色的建立 

由於人口出生率下降及大學數量在過去十年急遽成長，各校系招

生的壓力也大幅增加。以航太相關系所來說，就由十年前的四所

增加至目前近十所，面對此一環境的改變，配合我國整體環境變

遷與未來航太產業發展的趨勢，本系著力於特色的建立、課程的

改革、教學的活化、研究的提昇、師資的增聘以及跨校跨系的合

作和擴大產學交流等各方面的努力。依目前本系之發展，其特色

為： 

(1) 本系獲教育部顧問室 94~97 年度「精密產業品保與系統工程

科技人才培育」計畫。 

(2) 由於航太工業為高科技之整合產業，本系發展方向，除航太人

才培育外，並將以訓練「航太級」人才為目標，使學生未來之

就業，除航太領域，並能涵蓋資訊、機械、電機、管理等領域。 

(3) 本系目前發展重點配合產業界發展及本系特色，其中本系已成

立無人遙控飛行器實驗室 (UAV) 多年，並曾獲得全國大專盃

無人遙控飛行器競賽冠軍、亞軍等多項佳績。目前研究重點朝

向太陽能長時滯空飛行器之研發，且已完成太陽能電池能量之

轉換，相信將於短期內完成試飛。此外，本系航太品保實驗室

係獲教育部補助之重點計畫實驗室，多年來從事航太品保驗證

及逆向工程之研究，培訓理論及實務並重之專才。亦為本系發

展重點。 

（二）訂定未來發展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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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四校航太系所面臨環境變遷以及政府航太政策的制定與新

校相關系所的成立，勢將重新省視各校發展的特色與定位。本系

未來發展的方向與特色將包括： 

 

(1) 民航管理：本系位於我國民航管理發展的最佳地理位置，幾

乎所有的民航機構與主要的航空公司都在北部，因此增設了

系統工程、航太專案管理、空中交通管制、航太品保與驗證、

及碩士班的飛行安全分析等課程。 

(2) 系統科技：我國適合發展的垂直起降之短程運輸工具，因此

旋翼飛行器、拍撲翼飛行器等研究主題及微奈米科技等亦為

本系碩士班主要發展的方向；此外本系亦以現實基礎著力發

展綠色能源科技，例如既有之太陽能飛行器，已由 UAV 實

驗室研究中；而風力發電的技術亦已與業界合作研發中；此

皆成為本系主要發展的方向。 

(3) 航太電子：燃料電池、機電系統之整合甚至微機電技術，及

UAV 航電系統等實為本系目前研究的重點特色，將為我國提

昇航太科技與高科技產業之重要技術，此一方向的發展亦為

本研究所努力的目標。 

 

5. 生師比之規劃 

本系生師比近 32.8%過去 3 年均維持一定比例，由於學校係以總量（總

學分）管制各系聘老師之原則，現階段本系可供挪用之兼任老師鐘點

數不足以聘一專任教師，因此未來 2 年內將維持此比例。然而待本系

專任教師升等及退休之後，將會有較大之課程安排變動，預估 3 年後，

將會是增聘教師之時機，因此未來將朝向生師比低於 31%的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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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師資結構之規劃 

本系教師專長涵蓋所有航空與太空領域，均學有專精，教學認真且潛

心研究，每年均有豐碩之研究成果。專任師資：教授 4 人，副教授 8 人，

助理教授 2 人，合計 14 人，均獲博士學位；兼任師資：教授 1 人，副

教授 3 人，助理教授 6 人，講師 4 人，合計 14 人；另有專任助教 1 人

與助理 2 人。航太工業概分熱流、固力及控制三大部分，其中熱流之

空氣動力實為航太之基本學科，本就需較多之師資及學分數，本系目

前師資人數及專長亦依此結構發展；然而為求精益求精，並配合產業

發展重點，未來 3 年內（部分教師升等及退休）將延攬微奈米或具微

飛行器設計之專長教師 1 名。 

 

7. 課程改革之需求 

本系教育之目標在於培養航空器之研發設計、製造、維修與工程管理，

甚至機械、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之航太級人才。在課程的規劃上深度

與廣度並行，以奠定同學厚實之工程及學識基礎，並著重於自我人格 

(attitude) 的養成與提昇、專業技能  (skill) 的培訓和工程知識 

(knowledge) 的傳播，也即是以 ASK 為主軸，並著重專業倫理及團隊

精神的培育。期望畢業同學無論在航太專業或各行各業，均具備對工

作的責任感及良好的適應能力，扮演基礎工程人才的角色；而能對國

家，甚至國際社會有所貢獻。 

 

本系課程安排主要分為基礎數理課程、航太專業課程以及核心課程等

三大類。教學內容除一般航太工程的熱流、材料與固力和自動控制等

三大領域的空氣動力學、飛具結構學、航空發動機、飛具設計、飛行

力學、太空力學、火箭工程等課程之外。近幾年在有限的資源下，配

合整體環境的變遷與培養學生學習的多元興趣，開設了包括管理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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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統工程、專案管理；電子類別的電子學、電工學、航空電子；民

航技術類別的空中交通管制、飛行安全、航太品保與驗證、飛機性能

分析；以及新發展的奈米工程、旋翼機等。另特別加強學生對於電腦

使用於工程設計與分析的能力而提供了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以及數值

分析等課程，包括 FORTRAN、CATIA、Pro-E、STAR-CD、MATLAB、

C++、VB 等。以上課程的規劃均著眼由淺漸深、由點至面，也就是由

基礎與通識學科的奠定，再至更深一層分科領域的學習，而在大三與

大四著重於廣泛知識的吸收並配合暑期實習與實驗實作的課程，可達

知行合一的 ASK 教育目標。 

 

此外，依照本人與部分系友、業界人士及系友會長之懇談，並於今年

（96 年）11 月 3 日，「秋之饗宴」與畢業 30 年系友座談結果(詳下圖，

摘自本系網頁)，一致認為本系培養航太專業，及畢業生能秉持專業多

元化發展，是一正確方向，但是應該多給予在校生管理方面的知識。

本系其實在課程規劃方面已於 5 年前增開「航太專案管理」，更於去年

增開「管理與科技」等相關管理程，由教學評鑑及輔導機制觀察，皆

獲同學肯定。下一步驟將依產業發展重點重新檢討本系課程未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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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資延攬規劃 

 
1. 每年延攬人數與專長方向 

 

綜上所述，航太工業概分熱流、固力及控制三大部分，其中熱流之空

氣動力實為航太之基本學科，本就需較多之師資及學分數，本系目前

師資人數及專長亦依此結構發展。依本系系務會議充分討論結果(詳附

錄之本系 96(1)第二次系務會議，提案一)，目前暫無聘任新教師之足

夠學分數；然而為求精益求精並配合產業發展重點，未來 3 年內（部

分教師升等及退休）將延攬微奈米空氣動力，或具微飛行器設計之專

長教師 1 名。 

 

2. 每年生師比(以招生人數對教師) 

 

本系預計 3 年後增聘 1 名具微奈米或微飛行器設計專長之教師，希望

能將本系生師比降至 31%以內，未來 5 年之生師比規劃依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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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97 98 99 100 101 

生師比 32.86 32.86 31.0 31.0 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