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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系友通訊很榮幸邀請到黃鈺軫老師接受訪談。黃老師上

學期帶領系所管制演講，研究領域是環境分子結構分析、綠

色資源再利用、大地環境毒物分析、有害核廢料超臨界濕式

氧化處理技術…等。 

學歷簡介： 

1996-1999 國立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博士 

1994-1996 國立成功大學環境工程碩士  

1990-1994 國立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士 

經歷： 

2006-迄今 清華大學,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助理教授 



 

 

2005- 2006 Department of Physics, Lehigh University, USA 訪問學者

2004- 2005 中華醫事學院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副教授 

2003- 2004 教育部南部災害調查小組組員 

2003- 2004 教育部 92 年度學校實驗室實習場所安全衛生輔導

評鑑督導計劃高中及大專組 訪視委員 

2003- 2004 台南縣政府創新技術服務中心技術顧問團指導員 

2002-2004 中華醫事學院環境與安全工程系 助理教授 

1999-2002 中華醫事學院工業安全衛生系 助理教授 

1997-1999 國立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 兼任講師 

2001 甲種勞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訓練班講師及現場安全衛

生監督人員教育訓練班講師 

1996- 2005 甲,乙級廢棄物處理訓練班講師,甲,乙級廢棄物清除

訓練班講師  

證照 :  

•  環境工程技師 ( 技證字第 001356 號 ) 

•  專利代理人證書 ( 台代字第 07823 號 )  

•  甲種勞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 安福甲業主管字第 26309   

號 ) 



 

 

•  環保署甲級廢棄物處理技術人員 ((86) 環署訓證字 

HA130410 號 ) 

以下是精采的訪談內容 :  

 

1. 如何發現自己對環境工程有興趣? 

在求學階段的升學管道並不像現在多元化，完全是憑靠

著分數選填志願分發而來到成大環境工程。當時正是國內環

境工程領域發展以及經濟起飛的時期，在學習過程中被賦

予、灌輸這是非常具有使命感的科系，在大學求學過程中也

漸漸了解環境工程的專業領域，藉由課程的學習與了解，明

白環境工程科學在這領域中該肩負怎樣的責任以及該如何

去解決環境問題。 

2. 那怎麼就這麼一路唸了學士碩士博士都在同一系所? 

    首先，這個系所有許多工作機會可以去考非常多的證照

例如環境工程技師，甲級廢棄物處理，甲級廢水處理，甲級

空氣污染等。當時在政府非常重視以及許多工廠需要有環境

工程技師背書的情況下，我有許多同學大學一畢業就去工廠

相關產業做事，這在當時是前途非常被看好的一個行業。但

我在大三大四時就進實驗室做專題，在這過程中也漸漸發現



 

 

對研究相當有興趣，而參予的大專生暑期專題研究計畫、學

校及工程師協會論文競賽也得獎，對自己的研究能力也建立

信心。直升進入研究所後，紮實的訓練讓我順利進入博班一

直到畢業。 

3. 家人很支持自己往目標前進嗎? 

    家人想法是比較傳統，家裡小孩多所以希望我能早點出

來工作，像自己本身是很想出國念書，但礙於當時資訊不太

發達，家人擔心出國唸書要花很多錢要賣房子等，加上國內

獎學金的申請可使家人減輕負擔，基於這樣的考量最後是選

擇在國內唸。 

4. 黃老師專業是環境工程領域，對於社會的變遷變異有什麼

看法?例如，人們不重視環保，環境汙染嚴重等。 

    其實現在隨著教育的普及一般民眾知道環保卻不知道

怎麼去做，我比較擔憂的事情是有時環保只是口號，但民眾

不懂得它的實際意義而被操控。環保是可以居家就做起的，

要看大家願不願意去做，這跟從小所接受的教育以及灌輸的

觀念是很相關的，現在很多環保意識是紮根在主婦連盟或者

是小學，讓它變成是一種從小的習慣，利用這樣子的方式使

環保真正落實。平常一般民眾可以做到的就很多，像是舉手



 

 

之勞垃圾分類、隨手關燈等，這些其實都很基本又很容易做

到的事，也許在不經意時浪費的資源是會造成其他污染，這

都是環環相扣的關係，所以別讓環保只是個口號，更要從基

層做起。再來就是政府的政策，很多事情必須靠一些法令來

要求與制裁。另外一些環境政策的制定是需要專業環境人士

的評估，當政治力與環境之間的角力是否能公信於大家。在

這權衡之間是否環保被犧牲掉?這是當下該關注的事情。經濟

與環保間是該並存與成長，讓民眾對環保的了解能更深入，

就能更有自己的認知與思考。也許國人會羨慕國外環保的執

行，但是在國內有時未必可以這麼順利，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也是一項影響因素。環保要做的好，政府是一個很大的樞

紐。如果要做的好，像是讓民眾對政府信賴，必要時要顯現

出專業，執行率的指標等，不能讓國人只是感受到環保的推

行只是一個敷衍人民的方式，那即使做了再多的環境影響評

估也是無法取得人民認同，所以政府的公信力非常重要。 

5. 對於主持系所上的管制演講，不曉得有沒有什麼心得可以

與大家分享? 

    我覺得很幸運帶大家這一年的管制演講，我們系所是一

個非常特別的系所，綜合了物理、化學、生物的領域，如果



 

 

我在其他系所是無法聽到這三大領域這麼多精采的演講，所

以自己本身是很喜歡系上賦予我這樣的工作，藉由邀請不同

領域的演講者而獲得最新知識，是我自己本身的一大收穫，

非常的喜歡。系上利用管制演講將三大領域綜合在一起使大

家可互相聯繫了解，這是非常棒的。我們系所的學生真的非

常幸運，我常希望同學能坐前面一點，珍惜這樣不同領域的

學習時間，藉此聆聽不同領域的專才。另外我也相信即使是

不同領域之間一定有關聯，藉由這樣的衝擊及腦力激盪對研

究生來說也許會促使他們發現更多研究方向，這對整個系來

說是個很棒的交流。 

6. 黃老師對於目前學士、碩士、博士學生是否有些建議期許? 

大學生進入大學就讀後就該擺脫過去填鴨式死讀書的

習慣，應該學習到的如何去尋求資訊，這是比死讀書還要更

重要，要學習如何唸書如何去學習如何找資料是重要的課

題。分數只是代表你短暫記憶很好，這分數並不會代表你以

後做事有方法，在這學習過程中你尋找資訊的能力解決問題

的能力是比最後成績還重要，當然成績也代表你某種努力的

指標，但他不是你未來成就的指標。要思考自己未來的目標

不要到大四唸完還不曉得自己的目標是什麼，在大一大二大



 

 

三這過程中就要思考自己的方向是什麼，即使不是學術的方

向〝三百六十五行，行行都是門學問〞，如何在其他行業尋

求資訊這都是很重要的，例如圖書館，網路，書本都是很好

的工具，詢問他人也是很好的工具，去觀察別人如何成功也

是一項很好的經驗，那這部份是我想給剛要起步的大學生的

話。另外也很重要的是〝朋友〞，競爭當然一定是會有的但

是該互相扶持。良性的競爭是會讓人進步，如何在不破壞感

情下互相競爭是大學生該學習的 EQ，這不是看書本就會而是

要去接觸人接觸社團才能學會的，在互動過程中才能慢慢成

長。那第三部份是希望大學生能有接受挫折的勇氣，人生不

是都這麼的平順的，如何從挫折中站起來這才是課本外最重

要的議題。很順利的一直走那是你很幸運我也希望你繼續很

幸運，但不是很多人都是這麼幸運的，在過程中一定會跌

倒，如何從挫折中站起來是門重要的學問，也是目前該去思

考與面對，很多時候要去思考並多轉念，這部份真的是我希

望大家要重視：從挫折中成長轉念並學習轉念。一時的失敗

絕不代表永遠的失敗，當你跌到谷底時才會有高峰，如何從

挫折中成長是我認為目前大學生該學習的。 

對於碩士生相信他們會在選擇要繼續唸書是因為想對



 

 

這個領域更深入更認真更精進所以才會選擇念碩士，不管今

天你要不要繼續博士，也許你寫出來的論文以後在職場上也

用不著，但是做碩士論文的目的是讓自己受一個訓練，培養

你可以完整解決一件事情的能力，如何在這過程中學會跟老

師討論，做出一個很好的實驗作品，遇到困難如何向各方面

尋求協助或者學習該用什麼分析方法，結果與討論，我相信

這是現在碩士生該具備的訓練，這段過程很重要。也許畢業

後就業，老闆交代你工作而自己必須去完成的這段過程，跟

碩士生涯的訓練完成事情的情況是差不多的，如何在短時間

內達成所交代的事情，這些都是在唸研究所過程中該學習到

的。但是如果今天你不是選擇馬上就業，而是往博士班走，

那麼在碩士的訓練對你來說更是重要。在博士班有另一項訓

練方式，因為博士班是一個更專精的領域，對於相關的領域

將不再只是廣的接觸，而是深入的接觸與探討。碩士班因為

接觸問題要解決所接觸的領域是廣泛，但不夠完整。如果打

算往博士班走，那麼就不只是廣泛，深度也要注意到並加

強，因為也許你就是要對一個主題做深入探討。另外不只是

做實驗，如何將自己的東西表達並發表出來讓大家了解，多

接觸學術研討，了解目前研究的方向、走向，這些過程很重



 

 

要，在博士班生涯更是需要去接觸與完成。另外一方面要思

考的是未來是想往研發單位或者是學校方面發展，如果往學

校發展要注意到的是不只是做研究發表，另外一方面是要將

所學教導給學生，所以表達能力就很重要。博士班出來幾乎

都是要能夠獨當一面領導一個團隊，當一個領導者要具備的

能力那就是需要更多，自己有沒有前瞻性能夠帶領你的夥伴

往前走，這是唸博士班要思考的地方，利用機會多學習，自

己將能更受惠。 

 

尋人： 

    

系友通訊將以電子郵件方式發送至系友。陸續放上無(e-mail)聯絡之校友，煩請

系友們，有系友聯絡方式(e-mail)請來信。 

周棟樑(博 D96)、林善文(博 D96)、張世易(博 D96)、王祥恩(博 D96)  

賀建業(碩 G63)、馬大道(碩 G63)、吳啟宗(碩 G64)、李義發(碩 G64)  

詹志誠(大學部 98)、吳澤欽(大學部 98)、劉小玲(大學部 98)、 

李穎玟(大學部 98)、劉賀強(大學部 98)、陳志敬(大學部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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