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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前，獲邀參加公視「夢想續航」主題之夜的錄影，主辦單位希望我先
觀看一段台大機械系鄭榮和教授帶領學生建造「太陽能電動車」的紀錄片，
然後從教育角度，談談觀後心得。雖然一開始抱著隔行如隔山的心情收看，
但後來看著看著，心裡充滿著感動與問題。

好不容易到了錄影時間，在來賓室遇到一位外表很像工地工頭的中年男士，
心裡想：這個節目邀請的來賓真多元，遍及各行各業。不料主持人進來後，
才發現是鄭教授本人。

眼前這位歐力桑，當年受到蘇聯人造衛星升空的啟發，立志學機械工程。

鄭教授在美國就業時仍心繫故鄉子弟。回到台大後發現國內產業長期習慣
於代工模式，失去核心技術的研發能力，學校教育更普遍存在紙上談兵，
從小到大缺少「動手做」的經驗與培養。

結果這位機械系教授，拋開了其他同事在冷氣辦公室忙著寫論文發表，申
請研究經費再繼續發表的循環模式，自己捲起袖子，不顧炎熱、蚊蟲叮咬
長時間耗在實習工廠中，帶著一群學生從設計車型、切割零件、學習組裝、
再寫軟體測試等，統統自己帶著學生做。十多年前，在缺錢、缺人、缺資
源等情況下，發下參加世界太陽能車比賽的宏願。

就在鄭教授所出的另類實作課：完成一台世界級的太陽能車，不僅是帶著
學生「築夢與逐夢」，也為學生的人生展開全新的視野與道路。其中當年
車隊成員之一，之後找到隊友組成志同道合的團隊，研發出目前各大廠商
認為不可能做到的Gogoro動力系統，成為業界的創舉。



紀錄片中車隊學生因投入這項計畫而生命備受啟發。製造太陽能車的整個
過程，不只是實作能力的訓練，知識的提升，心理更加堅定，視野更寬廣。

只是，這個值得台灣教育界大書特書的夢想成真故事，這部原來應放在教
育部門口或科教館展示，供全國學子瞻仰學習的獲獎太陽車，這些年卻只
能放在台大的實驗工廠，連台大師生在校園內都無緣觀賞。教授們仍然繼
續忙於論文發表，彼此不相往來。多數學生依然紙上談兵，連技職體系的
學生與老師也無緣一睹這座二○○五年鄭教授師生親手完成的太陽能車。

當教育部、科技部，甚至各縣市教育局處，每年花大把納稅人的錢，送人
出去新加坡、以色列，甚至德國與美國等地，走馬看花的參訪時，為什麼
沒有人把鄭教授與國內更多類似的逐夢成果，提供國際級的展示舞台？以
此鼓勵下一代年輕學子在學餐飲、觀光之外，還有更多其他如：機械與工
程等科學行業，正持續在向他們招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