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5月4日，英特爾電腦公司宣布

研發出使用三維三閘（Tri-Gate）

電晶體的處理器，這項創舉將成功為電腦系統提

升37%的效能，並且能節省50%的耗電量，而這

項引領電腦從二維進入三維新時代的關鍵來自臺

大電機學系校友胡正明教授及其研究團隊，在

1999所研發的三維電晶體「FinFET」。

胡正明教授是在1999年開始三維FinFET電

晶體的研發。當時正逢美國政府公開徵求新電晶

體，而他和加州柏克萊大學研究團隊所研發的三

維「FinFET」立即擄獲美國政府和業界的關注。

10年來，胡正明教授團隊持續耕耘，將研究成果

市場化，英特爾公司將在2011年年終開始量產22

奈米尺寸的Tri-Gate處理器。由於目前所有的電

腦、手機、家電、消費電子產品，甚至汽車、飛

機、醫療、工業等電腦元件都採用二維結構晶

片，三維系統為矽晶片半導體產業帶來的變革可

以想見。

20奈米一直是二維晶片在成本、速度、耗電

量上的極限，為了突破這個限制，胡正明教授耗

費數年苦思解決之道，而在一次由美國飛往亞洲

的航線上想到了方法，為亞洲開啟了新的產業契

三維電腦的領航者：
電機系胡正明教授的創新之路

機。基於亞洲和臺灣的半導體產業與電子產業發

展成熟，胡正明教授認為，我們可望在三維電晶

體系統市場上取得先機。

產學雙棲的「微電子前瞻者」　
胡正明教授於1968年自臺大電機學系畢業，

畢業後赴美國求學，於美國柏克萊大學取得電機

及電腦碩博士，不到30歲就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和柏克萊加州大學任教，爾後也曾在臺灣、美

國、中國等地多所名校擔任榮譽教授，包括交通

大學微電子器件榮譽教授、北京大學計算機科學

技術系義務教授、中國科學院微電子所榮譽教

授、北京清華大學微電子學研究所榮譽教授等。

胡教授的學術資歷非常豐富，出版過4本專

書，發表超過800篇論文，並且擁有逾百件的美國

專利，更膺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國家工程院

院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等。

胡正明教授也曾投身產業界，在台積電董事

長張忠謀的盛邀下，返臺擔任台積電技術長，

帶領該公司團隊進行尖端技術的策略規劃和執

行、建立台積電公司的長期專利布局，並推動成

立「台積科技院」。此外也創辦Celestry Design 
Technologies公司，並擔任國家半導體（NS）公司

非揮發性記憶體研發經理、舊金山東灣中文學校

董事長等職位，在電子界「產學雙棲」。

他的研究更帶來跨時代的貢獻。高科技領域

最具權威的專業與學術性組織�國際電機電子工程

學會（IEEE）曾譽其為「微電子前瞻者」，他所

研發的BSIM系列微晶體管模型免費開放業界使

用，已成為全球模擬微型電路的標準模型，用於
胡正明教授的三維設計「FinFET」為半導體產業帶來新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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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數千億美元積體電路，對電子產品的微型化

具有重大影響。胡正明教授也率先提出熱電子失

效的物理機制，開發出用衝擊電離電流快速預測

器件壽命的方法，自1987年被廣泛應用到微電子

工藝的開發和產品可靠性測試上，成功幫助七代

的 CMOS技術，獲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學會在2009

年頒授「金獎」的殊榮。2011年，再獲「全美亞

裔年度工程師（AAEOY）」，而他都將這些榮耀

歸功於父親當年的鼓勵。

開明家風啟蒙科學興趣
胡正明教授的父親胡素鴻是空軍官校機械系

的高材生，曾赴美深造機械專業，母親則是小學

老師，家風開明，這讓從小就對科學懷抱興趣的

胡正明教授有自由發展的空間。

胡正明教授回憶，他從小非常喜歡做實驗，

國小時以為鬧鐘會響是因為裡面藏了人，所以就

把鬧鐘給拆了；課本裡說「海水是鹹的，海水蒸

發以後會產生鹽」，他就動手將鹽放進水中，等

水分蒸發，觀察是否真的有鹽留在杯中；小小年

紀就展現出對科學的興趣和實驗的精神。

父親胡素鴻先生退役後自行創業，研發並販

售音樂門鈴，讓他為了幫父親裝配電路而接觸到

電機。大學聯考時，接受父親的建議，選擇臺大

電機系就讀，有機會選讀曾任職IBM公司的方復

教授的課，於是一腳踏進半導體領域，並走出一

條精采的道路。

「創新」是手段而非目的
雖然在美國有絕佳的工作環境，但心繫故鄉

的胡正明，一直希望能回臺貢獻所學。於是在

2001年當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提出邀請時，他隨

即回臺擔任台積電技術長。在台積電服務3年的

經驗讓他對於臺灣的電子及IC產業有更透徹的瞭

解，並且多少掌握了產業脈動。2004年重返美國

學界擔任柏克萊微電子台積電講座教授，仍擔任

交大奈米元件實驗室（Nano Device Lab）的義務

顧問。

為迎接產業和技術的快速變動，胡正明教授

表示「創新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學界和業

界應攜手共同創造有影響力、有價值的創新。他

也建議，國內學術單位在訂定研究題目時，可以

深入探詢特定公司的需求，因為一家公司碰到的

問題常常也是整個產業的問題，創新應該以解決

產業問題為導向，而這樣的學術方向不但能幫助

產業升級，同時也容易受到高科技業界的重視和

認同，因而激勵師生更發揮學界特有的研究的熱

忱和能力，達到真正的「產學雙贏」。

功成不忘母校足為典範
胡正明教授對教學懷抱高度熱情。其教學深

入淺出，並以鼓勵代替管教，他的學生形容胡正

明教授總能夠「化腐朽為神奇」，許多一開始在

課堂上表現不佳的學生，在他的引導下都進步良

多。桃李滿天下，臺灣的半導體界就有許多胡正

明教授的弟子。他常以宋朝詩人陸游的詩句：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勉勵學生

和研究後進。他認為，研發過程雖然跌跌撞撞、

霧裡看花，但只要保持樂觀和堅持的態度，必能

夠看見新的「知識村落」。這樣的言教和身教，

也讓他獲得柏克萊大學教學最高榮譽「柏克萊傑

出教學獎」的肯定。

今年8月適逢臺大電子所10周年所慶，特邀胡

正明教授自同年8月起擔綱臺大電子所研究講座至

103年，以培養國際視野為導向，為臺大獻策，

希望能將畢生所學薪火相傳，貢獻母校及臺灣；

其「功成不忘母校」的身教，更是激勵後輩的典

範。 （SOC中心特約記者／楊乃甄綜合報導）

前排左起：陳良基副院長、李嗣涔校長、胡正明院士、胡院士夫
人、呂學士教授，後排左起：蔡坤諭教授、劉致為教授、胡振國
教授、陳中寬教授、陳中平教授、張耀文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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