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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程師學會第 71屆理監事選舉已於
107年 11月 9日舉行，會中經各會員代

表投票選出 27位理事、5位監事。學會續於
11月 23日召開第 71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在各理事的推舉下，由國立臺灣科技大

學廖慶榮校長當選為本學會第 71屆理事長。

第 70屆、71屆理事長交接典禮於 12月
19日舉辦完成，交接當天，在李建中常務監
事的監交之下，邱琳濱前理事長將學會印信

交付到新任的廖慶榮理事長手中，儀式簡單

隆重。現場計有前後任理監事暨各委員會主

任委員近 50人與會。

邱前理事長於致詞時特別感謝理監事以

及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們過往的支持、協助與

督導，並表示在任兩年中，學會個人會員、

團體會員、亞太工程師及國際工程師之人數

均有大幅成長。出版文宣方面，除原有的工

程會刊、學刊及發展策略白皮書，另編印學

會中英文簡介摺頁、發行工程會刊電子書、

新增與改版了第 70屆中國工程師學會規章彙

本學會第 70屆、71屆理事長
完成交接

▲第 70屆邱琳濱理事長 (左 )將印信交接給第 71屆廖慶榮理事長 (右 )，由李建中常務監事監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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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與作業手冊。加強與會員間的聯繫方面，

辦理多次跨領域的工程參訪活動、發行電子

報、強化中國工程師學會臉書粉絲專頁，使

會員及各界可從粉絲專頁和官網中充分知悉

所有活動資訊。活動辦理部分，主、協辦研

討會 68場次、國際活動 30場次，其他重要
會務活動 142件，包括中日工程技術研討會、

近代工程技術討論會、軌道產業技術、軌道

核心機電產業研討會及晉見府院重要官員等。

在加強國際合作方面，與菲律賓整合電

子工程師協會 (IIEE)簽署合作協議書，兩次
赴菲律賓亞洲開發銀行辦理「知識分享」研

討會，安排我國專家介紹我國工程產業之強

▲第 70屆理監事暨主任委員及第 71屆理監事於交接典禮後合影留念

▲ 第 71屆廖慶榮理事長致詞並簡要說明任內會務重
點方向

▲第 70屆邱琳濱理事長致詞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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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則由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IEET)秘書長呂良
正教授擔任。我們也將甄選優秀的教授群擔

任各大學學生分會的指導教授，協助各項學

生活動的推動，以培養學會未來的生力軍。

聯繫國內各工程專業學會及推動各工程

領域人員間的聯誼與參訪：現在是工程科技

整合的時代，任何工程建設的進行，必定牽

涉到跨領域的整合方能獲致成功。本學會已

與國內 26個工程專業學會簽署合作協議，未
來需要促進更多的實質交流機會，才能讓各

工程產業與技術領域相互結合，共同促進國

家工程建設與經濟發展。

此外，在國際合作部分，除持續參與

世界工程組織聯盟 (WFEO)、亞洲及太平洋
工程組織聯盟 (FEIAP)、東協工程組織聯盟
(AFEO)、國際工程聯盟 (IEA)及亞洲軌道營
運協會 (AROA)等相關活動，促進我國工程
產業與國際間之專業交流，以擴大我國在國

際間之能見度及影響力。同時，將擴大與亞

洲開發銀行 (ADB)之合作平臺，加強推廣我
國工程優勢，並爭取與亞銀簽署合作協議，

持續辦理知識分享研討會及相關交流活動，

增進國際組織合作機會，以協助我工程產業

開拓更多商機。

廖理事長接著代表學會頒贈邱前理事長

榮譽會員證書及紀念品，感謝邱前理事長對

學會的傑出貢獻。禮成後，新舊任理監事及

主任委員齊聚一堂，相互交流並拍攝團體照

留念。 

項，為產業國際化鋪路。兩次赴馬來西亞出

席亞洲國際鐵路研討會 (RSA)，成功行銷政
府前瞻計畫及軌道經驗。

有關制度方面也有了更開放與合宜的修

訂，提供非工程科系及高中以下學歷的工程

人員有機會加入學會為會員，也通過了對於

獎章等榮譽的申請資格，酌情增加或減少條

件限制，以提升榮譽價值。這些成績都是我

們全體理監事和各個委員會所共同努力的成

果。邱理事長並對新任廖理事長表達祝賀之

意，也期許中工會在廖理事長的帶領之下開

創一番新局。

廖校長亦以新任理事長身分致詞表示，

很高與有機會為中工會服務，期盼未來在各

位理監事及主任委員的支持與指教之下，將

學會的精神更加發揚光大。廖理事長並簡要

說明在其任內的工作重點如下：

推動專業工程師國際資格認證與合作：

加強推動亞太工程師 (APEC Engineer)及國際
工程師 (IntPE)制度，以及美國「國家工程暨
測量典試委員會 (NCEES)」之 FE與 PE考試。
這些國際工程師的認證將讓我國工程產業人

力資源受到國際肯定，能為臺灣新一代工程

師創造全新的價值，對臺灣工程產業的國際

化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本學會將在

此基礎上繼續往前推進。

加強與學術界的合作：本屆特別邀請幾

位大學校長擔任委員會的主委，包括由清華

大學賀陳弘校長擔任論文委員會主委；高科

大楊慶煜校長擔任年會籌備委員會主委；北

科大王錫福校長擔任教育委員會主委，副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