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淨零碳排趨勢帶動電力產業商機無窮。「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盟」獎學金報名

人數創新高，較去年成長超過6成，總計29名學子獲獎，得獎者囊括跨域專才、實作

經驗豐富、國際發明展常勝軍等優秀人才，現場也提供媒合機會優先採納得獎學生，

顯見電網獎學金已發揮磁吸優秀人才效應，助臺灣邁向電力永續未來。

電網人才發展聯盟為電力3.0鋪路
孕育跨域電力菁英

今年「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盟」獎學金報名人數創新高，較去年成長超過6成，總計29名學子獲獎。

全
球百餘國已承諾「2050淨零碳排」的大目

標，推動綠能、節電、電氣化等做法，從

「電」出發的生態系已蓬勃發展，新創商機也

一一展現。鑑於國內電力人才供不應求，工研院

於2019年成立「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盟」，鼓

勵學生、工程師、經理人等電業人士加入，迄今

已開辦近1,000小時的訓練課程，累積學生計5,000

人次、指導業師達100餘人。

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盟每年頒發百萬獎學

金，鼓勵大專院校學子提出優秀電力專題，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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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緊密結合。今年第三屆第一次獎學金共有全國

各校29名菁英學生獲獎，包括具備電機與統計跨

域專才的成大學生李峻耀、手握6張證照，實作經

驗豐富的臺科大學生張喆皓等、國際發明展常勝

軍的勤益科大電機所碩士生洪純純。

獲獎學子不乏跨域、證照達人、發明王

今年電網獎學金的得主之一是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研究所碩士生李峻耀，他以「調頻

備轉、即時／補充備轉合理準備量估算」

專題脫穎而出。3年前他踏入電力領

域，專注投入數據分析，從短期負載

預測，到目前以統計分析估算備轉

容量需求。「研究過程非常有

趣，將電力數據加以分析後，

經常有意想不到的發現。期許

未來能持續運用深度學習、統計

分析等知識，幫助臺灣電力輔助服

務系統發展，維持供電穩定，」李峻

耀說。

臺科大電機系學生張喆皓是唯一拿下傑

出專題成果獎、優秀專題提案獎雙料的得獎者，

功課總是名列前矛的他，深知理論結合實務的重

要，他畢業前就考到2張乙式、4張丙式證照，大

大強化實戰能力。這次得獎題目「基於卷積神經

網路之配電系統故障分類」，就是結合AI人工智慧

的軟體程式，在配電系統故障時，可以快速辨別

故障位置，提升復原速度。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碩士生洪

純純則以「高壓避雷器之故障診斷系統開發」專

題，獲得優秀專題提案獎。身為電力領域少數女

性的她，是國際比賽的常勝軍，包括2020第11屆

IIIC國際創新發明競賽、2021第20屆馬來西亞MTE

國際發明展等。今年俄羅斯阿基米德國際發明

展，她也成功在600多件創新中脫穎而出獲得金

牌。「我熱愛研究，未來考慮繼續攻讀博士，畢

業後的職涯首選就是進入工研院或台電。」

淨零永續　未來是電力人才世界

「在淨零永續的趨勢下，造就未來的2、30年

成為電力人才的世界，」工研院院長暨台灣電力

與能源工程協會理事長劉文雄表示，工研院近年

成立電網管理與現代化策略辦公室，積極推動跨

域的電網管理技術和解決方案；為了培育人才，

也鏈結國內上市公司、離岸風電業者、學研界成

立「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盟」，除了提供百萬

獎學金外，也針對在職生、在學生、一般

社會大眾，開設不同類型的電力課

程，鼓勵菁英投入電力領域外，也

盼傳遞正確電力知識，打造能源

永續的價值。

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

盟獎學金委員會主委、同

時也是大同公司總處長林常

平表示，今年報獎專題囊括電

力負載預測、儲能、配電故障分

析、電力系統檢測等，題材多元廣

泛，已有企業在頒獎典禮上直接與得

獎者面談，邀請畢業後加入，「由此可

見，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盟獎學金不只提供實

質獎金，更讓企業能夠直接與優秀人才第一線接

觸媒合，為產業注入新活水！」

電力3.0時代　人才發揮的好機會

身為電網學校暨人才發展聯盟重量級成員，

亞力電機總裁楊振通表示，政府推動再生能源

及產業技術升級，帶動電機行業蓬勃發展，從

半導體到運輸業，各行各業都需要電力人才。

「很樂見電網學校獎學金吸引這麼多優秀學子參

與；未來在減碳化（Decarbonization）、數位化

（Digitalization）、少子化（Depopulation）、

電力自由化（ D e r e g u l a t i o n）、分散化

（Decentralization）的5D趨勢下，電力產業將逐

步走向電力3.0的產業新模式，而這正是電力人才

大展長才的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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