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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貢獻

會士主要學經歷
美國史丹佛大學 應用物理系博士 (6/1981)

美國史丹佛大學 應用物理系碩士 (6/1977)

國立台灣大學 物理學系學士 (6/1975)

同幅/交大/清大與德國高等研究院MPl共同成立研究中心，
董事會主任 (2017-now)

國立清華大學產學合作營運中心主任(2016-17)

國立清華大學研發長 (2016-17)

國際物理與應用物理聯盟副總裁(2015-17)

台灣大學講座教授暨暨終身特聘教授(2010-12)

台灣大學凝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2010-12)

國立清華大學基礎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2008-09)

中華民國物理學會理事長(2008-09)

國立清華大學特聘講座教授(2008-now)

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主任(2005-08)

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子所資深顧問 (2003-2005)

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2003-now)

美國貝爾實驗室特聘研究員(1981-2003)

首創新穎薄膜材料，拓展先進物研，並奠定次世代

元件根基方面之傑出貢獻。



會士主要研究工作成果簡述
• 為原子層級先進薄膜磊晶技術的先驅，發明碩多新穎薄膜材

料，發現先進物理特性，以此奠定次世代元件根基。

• 早期在美國貝爾實驗室從事基礎研究逾22年(1981-2003年)，

代表作為發明金屬原子分子磊晶術，首次於磁性超結晶格中

發現磁性長距離耦合所產生之「調控效應」，奠定巨磁阻效

應的基礎。

• 於1987-1992年，因發明氧化物原子分子磊晶術，成功製造

單晶高溫超導薄膜以探測其超導異向性及基本機制。

• 從1993至2012年，研發新穎高介電質材料薄膜為奈米電子

與奈米光電之應用，最大貢獻是發明鎵釓氧化混合物，首次

展示三五半導體之場電效應電晶體，突破傳統矽晶半導體的

性能。

• 從2013至2021年，為超越當今半導體技術所濱臨的效能極

限，解決其嚴重耗能問題，近年開拓尖端研究: 將「自旋電

子學」建構在新興拓樸量子材料與其展現的特殊量子效應。

利用凡德瓦磊晶成功長出高品質三維拓樸絕緣體薄膜，並與

磁性材料整合成新穎異質結構。其特殊表面電子態導致無耗

散自旋傳輸，並可應用在量子計算上，締造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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