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布日期： 107 年 07 月 30 日 

107 年 07 月 06 日(星期五) 

16:30~17:30 

中山大學電資大樓 5 樓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07)5252-000轉4301, 4302, 4303 

 804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 

資工系獲選執行科技部 

半導體射月計畫 

研究團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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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勝夫教授--總計畫：可即時動態重新組態之深度神經網路設計和應用 

蕭勝夫教授--子計畫一：可重新組態深度神經網路之運算處理單元和算術單

元設計 

張雲南教授--子計畫二：深度學習加速器之積體電路架構設計及其在養殖池
物件辨識之應用 

陳坤志教授--子計畫三：熱感知晶片內網路為主的可程式化機器學習處理晶

片架構設計 

陳嘉平教授--子計畫四：應用模型壓縮與近似於人工智慧系統硬體加速運算

架構之設計與實作 

計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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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工 智 慧 科 技

正 改 變 全 球 產 業，

將 想 像 實 現 於 真 實

生 活 中。前 瞻 性 晶

片 的 運 算 作 業 能 力

大 幅 提 升 巨 量 資 料

的 處 理 效 能 與 效

率，成 為 現 代 人 工

智 慧 發 展 背 後 的 推

手，科 技 部 推 動

「智 慧 終 端 半 導 體

製程與晶片系統研發專案計畫」(簡稱：半導體射月計畫)，以研發智慧終

端(AI Edge)的核心技術為主要目標。 

       透過向學界公開徵求計畫的方式，從 45 個申請團隊中評選出 20 個

研究團隊執行，研發方向聚焦於智慧終端前瞻半導體製程與晶片系統研

發。技術核心分為四大主軸，包括人工智慧晶片；新興半導體製程材料

與元件技術；下世代記憶體設計與資訊安全；前瞻感測元件、電路與系

統。 

       臺灣的半導體及晶片設計產業，長年以來居世界領先地位，具備雄

厚的元件開發、晶片設計及半導體製造基礎。科技部配合國家政策投入

研發資源，本旗艦專案計畫整合學界研發能量與資源，並與產業共同合

作，建立關鍵自主技術及增加附加價值，期達到垂直整合現有相關產業

需求，帶動產業發展，以提升半導體領域之國際競爭優勢。  

科技部、中央社 CAN (2018-06-28 報導)                   資料及新聞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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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報導 

 本系由蕭勝夫教授、張雲南教

授、陳坤志教授、陳嘉平教授組成

的研究團隊，在眾多研究團隊的競

爭中，以「可即時動態重新組態之

深度神經網路設計和應用」計畫脫

穎而出，獲得科技部的肯定，成為

半 導 體 射 月 計 畫 研 發 團 隊 之 一 。  

特派記者 

碩士班二年級超大型積體電路實驗室 

詹景富 陳鈺璋 吳佩軒 

以下與大家分享本系特派記者專訪總主持人蕭勝夫老師的採訪報導～  

  本計畫由中山資工老、中、少，

三代的老師組成，其中包含硬體蕭勝

夫老師、張雲南老師、陳坤志老師及

軟體陳嘉平老師。計畫分成總計畫及

四個子計畫，計畫主要目標是在機器

學習應用上做出可即時動態重新組態

調整參數的硬體加速器，而子計畫則

恭喜蕭勝夫老師團隊獲選執行科技部半導體射月計畫，請蕭老師介
紹此計畫的特色及團隊中各個教授分擔的各子計畫工作。  

分別有運算處理單元設計、硬體架構設計、熱感知晶片內網路為主的可程式

化架構設計，以及人工智慧應用模型壓縮等，藉由軟體硬體 co-design 的方

式，將每個老師及實驗室的研究長處發揮在此計畫中，預計在四年後進行晶

片下線，而此計畫主要希望的應用有別於以往的交通物件偵測外，並增加了

水產養殖可運用的魚蝦辨識、聲音辨識、及情緒分析等。  

Q1 



5 

 

 這個計畫的申請從去年八月就開始準備，我們蒐集各種與機器學習相關

的研究論文和期刊，老師與學生一起研讀理解，進而思考如何將機器學習結

合進我們原本的專業研究領域，經過每個禮拜老師與學生密集的討論，整理

相關的文件並撰寫研究計畫，才有今天這個計畫的產生。在準備計畫的過程

中，困難點在於目前國際上也有許多機器學習相關的研究，我們並非只是和

能在眾多競爭團隊中脫穎而出，想必付出許多努力，請問老師在準
備計畫的過程中，有什麼心得、遇到什麼困難以及如何解決？  

Q2 

臺灣的研究團隊比賽，而是與國際上頂尖的研究團隊競爭，首先我們必須了

解這些團隊的研究方向，並思考如何和這些國際頂尖的團隊分出高下，找出

我們自己的特點。在和其他共同研究老師討論的過程中，由於本計畫是由軟

體組和硬體組的老師共同參與，在各老師的專業部分也有所差異，有些專業

術語的定義與用法不同，在意見交流與溝通上可能會有誤解的情況發生，因

此在這個部分就必須小心注意，避免溝通不良的情況發生。   



6 

 

 目前深度機器學習和人工智慧為當紅的研究項目，有許許多的研究在近

幾年內如雨後春筍般不斷發表，因此我們不能只考慮當下的發展情況，必須

預測四年後國際上的可能發展而訂下研究目標，在執行計畫的過程中也必須

時時掌握目前全世界相關領域的發展現況，動態調整計畫的執行內容，以確

保研究跟上甚至領先國際水準，並且在四年後，可以發表出超越國際指標性

研究的結果。  

此計畫為四年期計畫，請問老師期許未來計畫能達到什麼樣成果？  Q3 

  如 同 題 目 所

說 ， 臺 灣 目 前 在 機

器 學 習 領 域 還 是 剛

開 始 ， 擁 有 機 器 學

習 背 景 的 人 才 無 論

是 在 產 業 界 或 是 學

術 界 都 是 目 前 最 搶

手 的 ， 而 中 山 資 工 

今年為台灣 AI元年，想請問老師對 AI領域的想法，以及未來系上
課程如何銜接上 AI領域，培育出更多 AI 領域人才  

Q4 

無論是在軟體領域或是硬體領域的師資都算完整，正是適合發展機器學習的

環境，射月計畫的四位老師們預計於下學期提出申請開設新的課程，其內容

為機器學習與人工智慧在軟硬體的知識與其應用，希望透過此課程讓資工系

學生了解機器學習和人工智慧相關知識與應用，啟發學生的興趣，並以此為

開端讓更多老師、學生投入相關領域之研究，培育出更多機器學習領域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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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恭喜張世富教授獲選中研院院士，他獲得此殊榮是實至名歸，其實

我的大學同學們在學術界或是工業界的表現都非常優秀，在中山大學就有不

少很好的例子，像是電機系洪子聖講座教授獲得數百萬美元的技術移轉金；

此外，業界一些知名公司（如聯發科）的高階主管，也有我的大學同學。目

前我只想專注在射月計畫上，如同臺灣對人工智慧的期望一樣（科技部將今

年訂為 AI 元年），我對我們的計畫也有期望與責任，希望能做出令中山資

工系驕傲的成果，因此需要全心投入研究，至於未來能不能獲得中研院院士

殊榮，我沒有任何奢望。   

聽說剛獲選為中研院院士的張世富教授是蕭老師的大學同學，請問
蕭老師是否期許自己未來也能獲得中研院院士殊榮？  

Q5 

單位：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聯絡人：吳秀珍行政助理，分機 4301 

                黃莉萍行政助理，分機 4303 

學校總機：(07)525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