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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沒想過自己會從事現在的行業，因為工作性質和我一直以來對事業的訴求似乎有很

大的不同，但又一定程度地實現了理想。

依稀記得小時候看電影時特別喜歡女醫師、女科學家、女工程師的角色，因為她們總是

美麗又自信，專業知識豐富，談話聰明又有邏輯，完全不遜於男性。那時就期望自己將來能

成為那樣的女強人。

第三類組是最愛

我的學習能力自小就不錯，課業方面幾乎沒有遭到什麼困難（體育和美術除外，大概沒

什麼天分），由於每科表現均佳，因此也不太清楚自己的興趣在哪裡。直到有一次聽生物老

師講解人體的循環系統，血液如何由心臟流向全身，經代謝後又帶回心臟，頓時被生物體的

奧妙吸引住了，當下決定就學生物吧！於是懵懵懂懂地選讀了第三類組。

大學聯考時，我得到了優異的國文、英文成績，尚可的生物和數學成績，至於物理和化

學的分數卻不怎麼樣。當時處境非常尷尬，若以二類或三類的成績計算，不可能進入太好的

國立大學，但若只考慮國文和英文成績，倒可以進入第一類組的政大。但當時就是不想念第

一類組的科系，惟恐一旦放棄生物，就無法再重拾舊愛了。翻遍了整本簡章，終於讓我找到

了一個偏門—臺灣大學農業推廣系。

年輕女性請珍惜目前所擁有的教育環境，努力吸收知識。

如果妳不幸處在一個受教育有困難的環境，也不要放棄自己，

盡可能去接觸知識，一定有機會可以扭轉未來的。

李孟倫

From CELL to CELL ─ 
從「細胞」到「電池」
的就業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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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應該是我人生中最用功的時光了，

高中三年給我的啟示就是，再怎麼聰明還是

要靠努力才能達成目標，於是大一的生活除

了吃飯睡覺外，就是念書及英文聽力訓練，

目的就是要拚第一名書卷獎，然後轉系。大

二成功地轉到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終於又

回到我喜愛的第三類組軌道上了。

人生的幽谷

既然回到正確的軌道，我又盤算著在生

科系繼續力拚名列前茅，畢業後考學士後醫

學系。不過轉系成功只讓我興奮一個暑假，

開學後就發現生命科學系的同學聰明與用功

的程度都遠勝於我，我只能繼續埋頭苦讀。

但是對於「生物化學」或「分子生物學」這

種生科系最核心的課程卻特別不擅長，總淪

為死背，每次只能考個 70分上下。很意外

的，對解剖學、動物的演化分類、生態等反

而較有所鍾，很有心得。

此外，為了提高未來的升學機會，我在

大三時獲「國科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的補

助，進行葡萄糖生物燃料電池的陽極模板研

究。由於葡萄糖生物燃料電池藉由葡萄糖的

氧化與還原，提供了電子流通而形成電池，

這樣的電池具有高度的生物相容性，我希望

可以取代一般的化學電池植入於人體中，提

供如心律調整器之類的電力。

由於這電池的陰陽極上需要一種高穩

定度的材料做為模板，以成為葡萄糖氧化酵

素的載體，這個計畫就是要研究不同模板材

料的可能性，當然本身的聚合條件、分解條

件與酵素的鍵結、聚合物的結構穩定性等都

是考量的因素。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電池領

域。其實電池是一個很廣泛的概念，只要陽

極能氧化提供電子，陰極能還原接受電子，

電子通過外電路供電，離子在電解液中流

動，任何材料都可製作為電池。

轉系後的我一心只想在學業名列前茅，

可能因此累積了過多的壓力，身體不知不

覺間發出了警訊。我疑似患上了憂鬱症，

嚴重到影響學習效率，甚至是人際關係，

有時還會萌生傷害自己的念頭，這才意識

到大事不妙了。所幸在家人的陪伴以及精

神科醫師的開導下，再加上定時服藥，我

漸漸可以面對並排解負面情緒。後來也不

知道病是怎麼痊癒的，只覺得好像有些事

情如清風般漸漸淡去。

轉換跑道

從低潮中回過神後接著就升上大四，

要面臨畢業就業的問題。仔細回顧我在生

科系的三年間，那些生物科技、DNA蛋白

質、生物工程等核心技術學得都不專精，

還是別待在實驗室或藥廠。那到野外去又

只要讓電子通過外電路供電，離子在電解液中流

動，就可製作為電池。（圖片來源：種子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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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由於我的選修大多偏向動物而非植

物，因此就想到動物園工作，父母得知我

這個決定後頗感驚訝（也許是反對？），希

望我再仔細考慮。這時，我驚訝地發現大

學成績總結算竟然還維持在全系的前10％，
居然還領到了院長獎。

既然如此，在不用考試的前提下就申

請研究所吧 !也可以暫時免去父母的叨唸。
不過，父親建議我多申請幾所學校，畢業

後至少可以回家幫忙。就這樣我成了靠爸

一族。當年我的心態只想走簡單的路，因

此選讀了離家較近的清華大學材料所，至

於究竟要學什麼，我並不特別關心，只想

碩士班畢業後到家裡的公司工作就好了。

更扎實的訓練

在研究所的求學生涯中，我除了快樂

做實驗之外，也專心研讀那些對我是全新

的課程內容，如材料相圖、動力學、熱力

學、材料晶格結構等。

當年我父親的公司以製作電池為主，

早期是鎳氫電池，後來全面生產軟包裝鋰

電池。現在說的鋰電池指的大多是鋰離子

二次電池，輕薄、能量密度高，普遍用於

3C產品。大學期間我偶爾會跟父親到工廠
參觀，對鋰離子電池的生產雖不深入，但

略有了解，因此我的碩士學位論文題目也

與鋰離子電池相關。

正當我準備就業，父親建議我繼續攻

讀博士學位，做更深入的研究，將來再結

合生產線的經驗，就可全面了解這個產品

跟產業，到時候就有能力領導公司，於是

我繼續留在清華大學材料所完成博士班課

業。在學期間，我曾到工研院的儲能組執

行學研合作計畫，開啟我不同的學習體驗，

當時感覺就像提前進入學術界的小社會般，

自己管控一個計畫，實驗細節、進度和相

關的溝通協調都須自己處理，這也讓我學

會對研究題目的全面性思考，在人際關係

的處理也更為圓熟。很感謝指導教授給我

這樣一個珍貴的經驗，讓我提前熟悉學術

圈的運作方式，也感謝工研院帶過我的主

管們抽空指導。

博士班與碩士班的差別為何？我會說

碩士班只做單一專題的研究，但博士班不

只要做多個專題，題目之間還有著相關性，

甚至可以提出一些假設或論述。而我在博

士班學到什麼呢？太多了，有形的知識和

無形的能力，博士班對我而言才是扎扎實

實的學術訓練。

學界深耕？業界衝刺？

我的博士論文主要討論鋰離子二次電

池的界面。電池的組成有正負極與電解液

（因為是二次電池，所以不稱陰陽極，避

鋰電池指的大多是鋰離子二次電池，輕薄、能量密

度高，普遍用於 3C產品。（圖片來源：種子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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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混淆），電極與電解液之間的固液相界面

是決定鋰離子電池性能的關鍵，我從多方

面著手，進行界面的改質，包括直接對電

極表面鍍膜包覆，或在電解液中添加有機

物再施以電壓，使它在界面聚合成膜，進

而改良電池性能。

還是博士生的我，偶爾會幫父親的公

司寫一些專利或計畫報告，藉以累積經驗。

而真正使我從只拿學位的心態轉變為認真

面對學術訓練的原因，其一是論文被退稿，

才發現自己在科技寫作及實驗結果的敘述

邏輯等方面仍有不足。另一個原因則是父

親的公司發生巨變，一群電池專家瞬間失

去舞台，遑論我的職位了。

在鋰離子電池研究的過程中，我發現

不能總是用學術觀點來看待這個題目，而

要以民生必需品的角度來思考。鋰離子電

池是大部分可攜式 3C產品的心臟，不論對

鋰電池做什麼研究，對它的特性進行何種

改良，都會涉及人們的使用習慣或訴求。

而我認為就鋰離子電池主題而言，這種研

究才有價值，電池是產品，不只是學術象

牙塔裡的精品，因此我打定主意要進入業

界。但是父親的公司已消失了，該到哪個

業界呢？又該停下腳步來思考了。

一個偶然的機緣到成功大學去聽日本

電池專家演講，這位教授在日本的產業技術

總合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IST）帶

領一個團隊研發二次電池，包括鋰電池與

鈉電池。AIST相當於日本的工研院，具學

術地位且與業界關係密切，演講後的聊天

發現，他們的團隊歡迎海外研究人員加入。

於是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從來沒有在國

外長期住過，只會日語 50音的我，在 2013

年夏天踏上前往日本大阪的旅程。

在 AIST做博士後研究期間的內容是新
一代的固態鋰硫電池─正負極都使用硫的

化合物，電解液則使用無機陶瓷玻璃組成。

從電極的角度來看，它的好處是硫的含量

大、成本低，工作電壓較現有鋰離子電池

低，但可選擇的電解液廣，電極不容易與

電解液反應等。

另從電解質的角度來看，固態電解質

可以徹底杜絕電池漏液等安全疑慮，但純

固態的電解質會使鋰離子的擴散受到限制，

降低了離子導電度。雖然電池本身有高的

能量密度，但能量輸出密度很低，將來若

要打進市場，應該會先以改良硫化物電極

為主，電解液部分則會先暫時使用液態電

解液。

用電池點亮台灣

2014年中返台後，在倍特利能源科技

公司工作，繼續鋰離子電池的材料與產品

的研發。這間公司是由我父親博士班指導

老師的團隊於 2009年在中央大學育成中

心創立的，主要生產磷酸鋰鐵電池材料。

2014年初，這位教授年屆退休，加上原本

的業務可能因為規模不夠大而一直沒有起

飛，大股東決定換人營運，就把當時在學

界任教的父親找來接手，不久之後我適時

歸隊，和他一起打拚。

不同的是，這次不是在他的公司「留

一個位置給我」，而是我要和他一起經營

公司，擬定新策略並開發新業務，以期扭

轉公司的命運。首先，把純生產原料的政

策轉為電池生產線，並在深圳也布局一家

工廠，因為大量生產時尤需成本考量，台

灣的生產線則專門生產客製化樣品—各種

大小、容量、形狀的鋰離子電池，讓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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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們樣品線當作他們的實驗室來設計新

產品。

此外，我們也把生產的磷酸鋰鐵原料

部分兜售賣出，原因在於就算是優質產品，

如果直接以原料型式和大廠拚量、拚價難

有勝算，因此就把它製作成電池組，改以

電動腳踏車或移動電源等產品銷售。

做鋰離子電池的同業總是把電動車掛

在嘴上，但我認為鋰離子電池驅動的純電

動車，在 20年內不太可能會進入自由市場。

首先是消費者的使用習慣，如：充電站的

方便性、充電速度與需求，以及伴隨著的

高成本都還沒有徹底解決。近幾年頁岩油

的開採又降低了大家對石油枯竭危機的緊

張程度，而電動車的價位偏高，若要全面

上路非得有政府的補助不可。

中國大陸則是特例，因空氣汙染嚴重，

必須減緩化石燃料造成的傷害，所以純電動

車上路已是刻不容緩。至於其他地區，為了

環境永續，電動車當然也是勢在必行。我認

為目前純電動車只適用在路線固定的公共汽

車、巡迴的廠車、貨運車等，因為使用模式

和充電設備變化不大。如果是房車市場，幾

年內應該還是會以油電混合為主，比較能夠

配合現階段消費者的用車習慣。

回台工作之後，和日本的團隊還有持

續的技術合作。2015年 8月及 10月，我們
公司應邀到東京的學術交流會發表產品和

技術，會中日本專家提到，與台灣的合作

意願很高，因為他們欣賞台灣中小企業的

生產技術、效率和彈性，還說台灣業界就

像米其林主廚，可以把日本生產的好材料

炒成一道好菜。這比喻相當有趣，能盡自

己小小的力量增加台灣的能見度，讓我覺

得很興奮，這算是一種「環保外交」吧 !

試乘以磷酸鋰鐵電池驅動的純電動越野車（上圖），

檢測回收電池組成的儲能電池組（下圖）。

以知識力打造競爭力

到日本做研究和後來持續與日本方面

的合作交流，這些經驗使我可以談談個人

在性別層面的體驗。由於家母大學主修日

語，學習日本文學，在與她的談天之中，

讓我認為日本是一個女性自主權受到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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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抑的國家，當我得到前往日本做研究的

機會時，她對我的女性身分是擔心超過期

待。很慶幸 AIST已經發展為一個國際型的
研究單位，集合了不同國籍、性別和年齡

層的研究員，其性質有別於傳統的日式公

司會社。

在和日本同事的談話中得知，他們職

場的確有女性主管和社員都偏少的狀況。

女性自小就被灌輸她們最終的歸宿是走入

家庭相夫教子，上級也不會對女性從業人

員有任何期待或要求，理所當然地認為她

們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因為結婚或生子

而離職。如此惡性循環，造成職場性別比

例失衡的現象。

不過，近來的調查顯示，女性的存在並

不會造成產出效率減少，她們甚至還更擅長

某些工作項目，社會風氣已稍有改變，只是

速度非常慢。舉例來說，日本企業對男性職

員有一項家庭補助，但如果太太的收入超過

一定金額，這項補助就會停止。因此太太除

非有收入很好的工作，不然就只能做低階性

質的工作，這等於變相把女性定義為留在家

中的角色，出外賺錢的事交給男性就好，似

乎仍無法跳脫傳統的社會框架。

再者，日本的企業非常講究輩分與入

社順序。女性若在孩子長大後想二度就業，

似乎又多了一層困難，使得多數女性索性

選擇長期走入家庭，日本職場上的性別比

例失衡似乎仍然明顯存在。

台灣的性別職場算是比較平等的，尤

其在年輕場域，不論男女通常都是能力先

於性別。在科技相關的高階職位上，女性

人數較少，或許只是這領域的女性整體基

數本來就不多。這和學生時代的選擇有關，

較多數的女生選擇文法商領域，少數選擇

理工醫領域，這樣的選擇當然還是受到了

傳統思維的影響，但在整個亞洲國家中，

台灣已經是性別平等較佳的社會了。

台灣的性別職場算是比較平等的，

尤其在年輕場域，不論男女通常都是能力先於性別。

2009年 3月，參加東京二次鋰電池展（Battery 
Japan）（上圖），2015年 8月，於東京電動車蓄
電池交流會上發表公司產品（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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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女科技人的路上，我很幸運，無

論是學位的取得或是出國深造的機會，家

人一直都持鼓勵的態度。我父親從小就培

養我的好奇心與寬廣的視野，先生則是我

研究所多年的同學，支持我的專業發展，

也與我一起努力。我認為之所以能有今天，

最重要的是教育環境，它確實可以改變一

個人的命運與未來。

雖然我們是成長在一個看似平等的社

會，每個人都可以受到一定的義務教育，

但那只是表面的平等，事實上很多的不公

平在出生時就已經決定。如小康家庭出身

的孩子與貧困或問題家庭的孩子命運顯然

不同，因為小康家庭的孩子放學回家後，

沒有後顧之憂，只要寫功課念書即可；這

與回家必須幫忙且只想著趕快畢業去打工

的孩子是完全不同的際遇，尤其女性孩童

往往更容易被放棄、被犧牲。

李孟倫
倍特利能源科技 

因此，身為女性的我更想提醒年輕

女性，珍惜目前所擁有的教育環境，努力

吸收知識。如果妳不幸處在一個受教育有

困難的環境，也不要放棄自己，盡可能去

接觸知識，一定有機會可以扭轉未來的。

至於事業有成的女性（也是我對自己的期

許），更應推動兒童與女性教育方面的慈

善與社福工作，藉由知識與教育，從根本

上讓他們發揮潛能，翻轉自己，成為社會

的新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