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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序

　清華電動車和磁浮車一路以來的研究與發展，可說是
我親眼目睹。1977年我剛到清華的時候，毛高文院長率
領著一群電動車研發專業團隊，正如火如荼的進行著在
當時台灣社會造成轟動，對業界、學界都有深遠影響的
跨領域整合計畫。這個大型計畫，當時不僅得到相當的
資源，也獲得報章雜誌廣泛報導，可說是一個高知名度
的研發工作，現在回頭看，人才延攬是很重要的，像是
此計畫的推手─毛高文院長，以及黃光治教授、萬其超
教授、孫如意教授等均是一時之選。此外就是科技整合
的意義，因為有一群來自清華工學院各系各有所長的年
輕教授，所以能夠響應這個重大的研發工作，並且做出
具體的成果。

　最後不免遺憾的，這樣的研究成果無法推廣到產業
界。我們都知道一個產業或是一個工業的發展受到很多
因素的影響，時機的影響當然重要，譬如說那時的電池
就趕不上實際的需要，電池那麼重，影響了電動車的性
能，還有成本始終無法壓下來，但是研發工作本來就是
這樣，要整合不同領域的人才、訓練學生及技術人員，
從過程中獲取經驗、體驗失敗、滿載成果，也算是達到
了它的目的。

　磁浮車也幾乎是同樣的故事重演。當時有幸延攬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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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汽車公司擔任高階主管的汪積昌教授，在他的帶領
下，組織了一個跨領域的團隊，經過不斷的研發及改
進，接連發展出磁浮車一號、二號及三號。事實上，這
兩項研究成果也為清華做了很多公關工作，只要有貴賓
來參訪，一定招待他去體驗電動車平穩的行駛、去觀賞
磁浮車在軌道上緩緩滑行。我想，這會是清華永遠的驕
傲。

　賡續著清華歷任校長高瞻遠矚的視野與永續經營的情
懷，本人上任以來就立即成立新能源綠色校園推動小
組，以將清華改造成新能源綠色校園為願景，半年以來
已完成初步規劃，並全面實施中，期望成為國內外大學
校園的典範。這正與前任校長推動電動車與磁浮車不謀
而合且相互輝映，相信這又會是清華的另一項驕傲。

                               
                                清華大學校長 
                                      陳力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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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發展中的一些軼事及展望    　　                                                                        

黃光治

　民國六十六年十月八日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這天是
電動車發展邁向實用化的一個里程碑，在這天的郵電車
交接典禮中，我們一大早就趕到台北電信管理局的停車
場作這天第一個重要工作—檢查車輛。

　筆者又身負一項特殊的任務，檢查蔣院長可能乘坐的
一部郵電車，我們選擇第九號郵電車，從裡到外，從上
到下，每一個控制箱的蓋子都打開，倒也找到了兩項缺
點，一是從充電器中找到一支沒用的螺絲，另一個是在
切流器箱中發現一個即將鬆掉的螺絲，這些都是將來電
動車裝配重要的參考。

　八時二十分十一部郵電車列隊出發，一路上浩浩蕩
蕩，於八時三十分衝入國父紀念館，速度之快出乎一般
人意外，一時冠蓋雲集，政府各有關部會首長及廠商負
責人都已到達，蔣院長也在九時前幾分鐘到了會場，在
簡單而隆重的交接典禮之後，照例請典禮主持人試車，
一般人的想法認為蔣院長可能只是看看而已，了不起毛
院長開車蔣院長坐在旁邊，出乎人意料之外，蔣院長竟
要親自試開電動車，記者們一時情緒極為激動，唯恐失
去了這一個寶貴的鏡頭，大家擠在車子旁邊及前邊，在
一陣騷動之後，記者們勉強讓出一條小縫讓電動車從人



蔣經國院長親自駕駛清華郵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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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中擠出，車輛後面拖曳一群毫不放鬆的記者，當時筆
者站在國父紀念館的台階上，看到了一幕令人激奮的場
面，慶幸著四年半來多少心血，終於達到初步實用的階
段。

　六年多前，筆者學業初成，在楓葉之國看著中央日報
前校長徐賢修正極力鼓吹電動車的研究發展，暗自希望
自己能夠投入這一項有意義的研究工作。事情也很巧，
五年前動力機械系及研究所剛剛成立，筆者在成功大學
抱著微小的希望，向徐校長毛遂自薦要加入清華大學的
一員。那時成立的工化系是由毛所長(現在的毛院長)掌
舵，材工系則由傅所長衣信主持，動機系則由現在的劉
總務長來規劃。其他還有核工系的楊所長，幾個人籌備
提出電動車研製計畫。筆者當時對電動車完全不了解，
抱著學習的態度，
申請加入電動車的
研究工作。也許當
時批評的人與旁觀
的人多於動腦筋想
與動雙手做的人，
因此徐校長批准，
讓我做一個電動車
發展行列的一個學
習生。



黃光治教授細心檢查電動車內部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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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筆者一方面跟核工系徐助教(現在的徐講師)，研
製小型直流電動機控制電路、研習世界各國電動車研究
文獻，一方面裝配清華一號（當時尚未命名）電動車。
是一個炎熱的下午，幾位技術員與筆者揮汗如雨（當時
工程一館工場上面尚未蓋 二、三樓，所以特別熱）裝配
著電動車最後幾根螺絲，毛所長也揮汗如雨在旁監工。
最後清華第一部電動車終於完成了，大家抱著緊張又興
奮的心情，由筆者試行發動，聲音很響，振動很大，在
地面上轉動平穩安靜的直流馬達，在車上轉動起來竟像
飛機引擎一樣，相當唬人。成功之前，特別急於渴望成
功，馬達發動之後，接下來的工作很自然就要往外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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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不敢從工場內開出去，只好大家推著出去，當時
剛到校報到的康慶葵教授也幫著大家一起推車，在大路
上，筆者正襟危坐駕駛台上，旁邊坐著一位技術員。開
動馬達，馬達聲響在戶外稍微小一點，緊張的一刻開
始，放第一檔，輕放離合器，車子慢慢向前走，車外的
人興奮，車內的人緊張，但是有點不對勁，車子像隻未
馴的野馬不聽控制，時快時慢地往前衝，繞過三角鐘、
大廣場到辦公大樓又轉回工程館到圖書館，正慶幸著車
子慢慢馴服容易控制，在爬過圖書館前的小陡坡，一陣
燒焦臭味襲來，正在迷惑間，車子靜悄悄地停了下來，
等徐校長與毛所長興奮地從後追到，看到的只是一部馬
達燒焦的電動車。

　經過這次失敗，我們學到原來是馬達中電樞效應的關
係，造成車輛時快時慢地不聽控制，馬達改進後，我們
完成兩件對電動車發展的重要工作，一 是大電流切流器
控制系統的完成、另一個是改良了現存商品能量密度最
大的鉛酸電瓶。大電流切流器在毛所長離台赴美後一直
在默默地也積極地進行，從毫無經驗開始到十幾瓦特的
小馬達，放大到幾百瓦特，一兩千瓦特，再到七千五百
瓦特，實際的電動車用馬達，進展是緩慢的，過程是艱
困的，但成果卻是豐碩的，我們不但完成了這件成品，
而且更重要的是學到了如何達到成功所需之做事方法，
這些做事方法是一般國內廠商以金錢、自尊購買的技術
資料所學不到的。
　另一件，改良了現有的鉛酸電瓶，當時我們對日本之



電池的改良是一大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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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用電瓶能達到五小時放電率每公斤四十瓦特小時
的能量密度，羨慕得不得了，千方百計想從日本買一兩
個來看個究竟，但
日本故意延遲報價
以及價格高於國內
價格四倍而作罷，
我們就採用一種笨
方法，收集了國內
各電瓶廠商所印的
產品目錄，作一統
計分析，發現有些
產品之二十小時放
電率有高達每公斤
四十幾瓦特小時以上，真是欣喜萬分，經過購買、試驗
之下，發現原來目錄印錯了，令人啼笑皆非，後來經過
再三確定有得知國內最佳產品為NS-60，其五小時率在
每公斤二十五瓦特小時左右。我們就以此為出發點，從
基本原理開始，重新設計，結果令人驚喜，也相當具有
鼓勵性，新設計之電瓶五小時率之能量密度高達每公斤
三十八瓦特小時左右，整整地改進了百分之五十左右。

　這兩項對國內技術小小的突破，使清華一號電動車充
一次電可行駛之里程，從三十幾公里到六十幾公里，再
到七十幾公里，最後藉新電瓶之助將里程推進到九十
五公里之遠。電動車之操縱當然比以前也靈活多了，噪
音、振動也小多了，毛所長在一年後又重回清華園擔任



黃光治教授與電動車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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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電動車的發展在這一年內，不但未停滯，而且有
加速進展之勢，這當然歸功於徐校長之極力推展，以及
全體技術人員的努力。

　一部電動車能行駛九十五公里，雖不是第一流，但在
那時講，卻也難能可貴，也促使徐校長下了一道從新竹
到台北的命令，新竹到台北八十公里的路程，以普通車
輛而言，算不了什麼，但對剛學會走路的電動車卻是項
嚴重的考驗，徐校長不放心，在一天下午故示輕鬆地
表示要坐電動車到楊梅吃碗陽春麵（楊梅鎮距離學校約
二十九公里，尚無像樣的店可吃陽春麵），費了一個半
鐘頭完成了一個來回，徐校長沿途非常愉快，總算放了
心，當然陽春麵也沒吃到。
　過了沒有多久日子，一個陰天的早上，往台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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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準備工作，一切都妥當了，準備下一天的出
發，記者們陸陸續續來探聽消息，中午時分，臨時決
定馬上出發，一共四個人，毛院長與一技術員帶工具
開車護送，筆者駕駛電動車，另一技術員在一旁協
助。當車子一發動情況有點不對，切流器不正常，停
掉再開動一次，車子緩緩離開工程一館，加速往台北
出發，在縱貫路上車行每小時五十公里，一路上一些
駕駛朋友總是好奇地緊跟著電動車行駛，觀察好一陣
子才超車離去，還有一些摩托車駕駛朋友總是一邊開
一邊圍著電動車與我們交談，並且伸出大拇指讚一聲
好才離去。車子經過了桃園到了龜山，情況有點兒不

電動車試車成功吸引許多媒體大篇幅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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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指示電瓶存電量的一個指示錶怎麼掉到了底了，
完了完了，開不到台北了，敲一敲錶，指針才慢慢回
升，這才舒了一口氣，原來指示錶在新竹訂做的品質
並不怎麼好，卡住了。

　約一個小時又五十分，終於中興大橋在望，兩個鐘
頭整，車子平穩地滑進了清大台北金華街辦事處的停
車場。毛院長馬上向徐校長報告電動車已順利地完成
這項任務。次日記者招待會的熱鬧場面，自不在話下。
但卻引起人們的閒言閒語，竟有人說電動車為何不通知
記者隨隊就開到台北，是因為用火車「偷」運來的，真
令人啼笑皆非。想想國內確實是個技術真空與附庸的地
方，毫無信心，也毫不相信一群默默工作者的些微成
就。

  如今四年半過去了，電動車技術在外界各色各樣的反                              
應中，漸漸成熟，可以與世界各國之電動車站在相互競
爭的地位，也引起美通用汽車公司之興趣，簽訂了合作
條款，由我方提供動力及其控制系統，由通用汽車公司
提供底盤與車身技術，於兩年內合作完成五人座位之小
型電動車之設計及生產規劃。目前郵電車之性能如附表
一所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郵電車已脫離實驗室階段
的研究，完全站在實用的立場來接受實際使用的各項考
驗而設計，郵電車與清華二號車有大約同樣的充電可行
駛里程，但電瓶減少了兩百公斤、馬達重量減少了二十
公斤，但卻提高了加速度與行駛之靈活性。對電動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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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件之進展而言，使用了三小時率每公斤四十五瓦特
小時的電瓶，在控制系統則加裝了，轉流失效時在千分
之十二秒內電流切斷裝置，過電流切斷器，以及其他多
項自鎖裝置以確保行駛中的安全。

　下批電動車預定明年初出廠，由第一批郵電車實際行
駛所發現之缺點，在第二批次第改善，譬如提高過電流
保護電流，切流嗡嗡聲之消滅，啟動時易斷路之改善，
並且加裝變速箱以試驗高速或加速行車之性能之改善與
價格之綜合評價。在車身及配件重量之減輕也正積極進
行，全車約可減輕不必要的重量約五十公斤，以提高載
重量及加速度，行駛里程計畫提高至一百三十~一百四十
公里，加速度從零到四十公里每小時減至九秒，以再次
提高車輛之靈活性。

　除一般性之郵電車小規模製造外，另有兩種不同的車
輛在研究發展中，一是五人座國民車，也就是與通用汽
車公司之合作對象，除採用郵電車現有之動力系統外，
側重車輛動力學與車身之設計，以求不必要重量之減輕
以及行駛之舒適性。另一個是中型電動公車之設計，主
要是採用百分之百國人設計之鋁車身剎車動能回收系統
以自行設計公車之空氣調節系統，以提供一種清潔、舒
適、安靜的公共運輸工具。當然過去所做只是我們想做
的一小部分，前途困難仍多，有賴電動車有熱忱的人共
同來克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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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所有接受採訪和給予協助的先驅前輩和後進人員

前清華大學校長 毛高文
清華大學校長 陳力俊
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系主任 林昭安
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教授 宋震國
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教授 蕭德瑛
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教授 王培仁
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教授 葉廷仁
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教授 萬其超
清華大學材料工程學系退休教授 金重勳
(現任逢甲大學材料系講座教授)
前南開科技大學校長 王國明
(現任元智大學工程學院客座講座教授)
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蕭飛賓
銳步科技有限公司市場及技術代表 孫致遠
磁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曾有光
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博士班學生 吳豐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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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 序

　清華大學這些多年來，除了人才培育外，對台灣社會
有些甚麼具體貢獻？把這個問題延伸到國內每所大學，
相信都是難以回答的。好在，我們可以大聲的說清華在
發展過程中，做了兩件令國人振奮的科技研發：電動車
與磁浮車。

1971年本校徐賢修校長有感於能源危機及環境汙染
對世界的重大衝擊，毅然決然定在清華大力推動電動車
的研發，從國外找回多位分屬於化工、動機、材料、電
機、工工等專長的教授，跨領域整合，領導碩士班、大
學部學生及約十五位專任技術人員。憑著熱情與堅毅不
撓的精神。1974年清華一號電動車從新竹清華校園以每
小時六十公里的速度駛入台北市區，引起了全國一片震
驚及政府高層的重視。接著，清華二號、三號、四號電
動車陸續在國人期待中問世。誰敢說當時徐校長及毛高
文院長不懂得媒體造勢以爭取政府經費的大量挹注。此
外，當時的電動車計畫獲得裕隆汽車、三富汽車、東元
電機、士林電機、唐榮公司的全力協助，以及清華校友
們成立厚德電池公司鼎力相挺。就現在的觀點來看，實
為一相當成功的大型產學合作計畫。

1990年初，本校電機系汪積昌教授結束在美國通用
汽車公司的工作，回到國內台電公司擔任顧問兼電力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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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研究所所長一職，即開始在清華兼上課並籌備磁浮車
的研發。同樣是秉持做大事、做困難事的精神，整合材
料、動機、電機等系的教師及學生，一步一腳印的展開
創新設計、原型展示、經費爭取等工作。其研發成果除
了在國內社會引起廣泛注意外，亦受到日本、韓國、德
國及中國的重視。

　回想起來，當初徐賢修校長與毛高文院長及汪積昌教
授高瞻遠矚的視野，在當時國內大學幾乎沒有研發的情
況下，從制度的建立、人才與資源的整合、產業界的投
入、甚至媒體與政府關係的經營，均屬空前絕後。事實
上，此亦帶動國內大學的研究風氣，影響深遠。目前的
時空環境與那時當然不同；然而，我們實不宜以目前環
境的不同做為躊躇不前的理由。今日緬懷清華電動車與
磁浮車的發展史，希望能喚起我輩放大格局、無私無我
做大事的精神，再為清華及國內社會帶來新的振奮。

　最後藉此機會回憶已經離開我們的徐賢修校長、汪積
昌教授、黃光治教授及孫如意教授。

清華動力機械系
宋震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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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其超 序

1974年，我剛從哥大畢業，主修電化學工程，就被當
時工學院院長毛高文先生邀請回國加入他主持之電動車
計畫。動機系的黃光治教授是實質的總工程師兼管機電
控制，孫如意教授負責車體，而我則協助毛院長開發電
池。這個計畫可說是國內學術界空前絕後之大型計畫，
因為它不只是教授研究上之整合，而是真正通力合作將
系統做出來，將一輛輛的車裝配完成送到街上去走。今
天電池不準時交貨，車子就交不出去，這不是靠有幾篇
論文可以混過去的。所以這個計畫在台灣高等教育界甚
至是在世界上是一個特例，它的不平常不在於其規模而
是在於它的性質。因此對於參與過的人，這是一項難得
和難忘之回憶。

　我記得當時電池之開發原先是與台灣湯淺公司合作，
但是由於日本母公司之牽制，後來我們被迫透過在業界
之清華校友的支持，集資成立一個厚德電池公司，不但
負責開發供應電動車電池，也為了公司之營運，還要生
產、行銷汽機車電池；此外黃光治教授借調到唐榮公司
擔任電動車廠之廠長，恐怕在台灣也是空前絕後的。本
人很榮幸能躬逢其盛，參與其中，所投入之心力雖然未
能化為一個成功的電動車產業，也影響自己在學術研究
上之投入，但是無怨無悔，寫出來供大家參考。

                  

　　　　　　　　　　　　　　　清華化學工程系
　　　　　　　　　　　　　　　　　萬其超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