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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現況與趨勢分析

目標

策略與措施

1
2
3

子題(三)：鼓勵原創科技研發，改革學術研發成果評鑑制度



3

現況與趨勢分析(1/5)

單位為篇數

未來精進方向

• 從量的追求，朝向研究
影響力的提升，如更為
聚焦於高原創性與重要
科學發現的研究

• 讓研究能量能更大程度
導向社會需求，凸顯台
灣學術研究的實力與影
響力

我國論文發表已達到一定發表
數量，顯現充沛的學術能量

子題(三)：鼓勵原創科技研發，改革
學術研發成果評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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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國家
加強投入
大型共用
研究設施
平台建置

國內既有研究設施
與平台逐漸老舊，
需要擴充升級

數位基礎
設施興起

需升級更新部分研究設施，
並持續透過更積極的國際參與以維持競爭力

• 電腦
• 軟體
• 數據
• 技能
• 認證與安全
• 網路…

現況與趨勢分析(2/5)

世界級大型研究設施
規模變大、造價愈趨
昂貴、技術更複雜

子題(三)：鼓勵原創科技研發，改革
學術研發成果評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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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核心設施服務平台跨域整合、創造共享價值

現況與趨勢分析(3/5)

技術人才

教授、研究生
圖片來源：https://icons8.com/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Derivs 3.0 Unported.) 

儀器操作、
研發人才

核心設施
服務平台

創新

研究育才

廠商

大學

法人

主題導向

子題(三)：鼓勵原創科技研發，改革
學術研發成果評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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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與趨勢分析(4/5)
國際合作有助於相對影響力之提升(2010-2014年)

世界
平均

資料來源：Web of Science, 國研院科政中心整理繪製

註：相對影響力定義：分析該國論文相較於全球在平均被引用次數之高低，若>1代表高於全球平均。

子題(三)：鼓勵原創科技研發，改革
學術研發成果評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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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icons8.com/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Derivs 3.0 Unported.) 

資金 人才

合作網絡
(國際)

研究基礎設
施及資源

現況與趨勢分析(5/5)

研究
活動

知識外溢
(廠商/機構)

價值創造
(市場、社會與
在地需求、知
識開拓)

研究
產出

原創科技研發 價值創造

政
府
部
門

+
高
等
教
育
部
門
/
企
業
等

優化學術研發成果評鑑以及教師升等制度，
重視學術研究除論文發表以外之多元價值

子題(三)：鼓勵原創科技研發，改革
學術研發成果評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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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長期支持學術多元化與自由化發展，強化學術研究與社會需求間
的連結，並推廣與深化大眾科學教育

建立優質的研究基礎設施環境，加速提升我國科學與關鍵技術
的創新研發水準

打造國際級的研究環境，持續強化研發活動與國際接軌及連
結，扮演國際研究合作網絡的樞紐角色

推動教師升等制度結合職涯發展以引導教師專長分流，完備多元評
鑑機制以發揮創新研究在學術貢獻、產業經濟或社會福祉之影響

1

2

3

4

子題(三)：鼓勵原創科技研發，改革
學術研發成果評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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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提符合社會需求的專案型計畫，以鼓勵學者投入解決問題的
實用研究

透過不同形式的科普教育活動及推廣策略，傳遞科技知識與科
學精神，使民眾有能力理解科學，進而關注科技議題

持續鼓勵多元面向之學術研究，發掘科研發展利基

支持博士級研究人力投入長期學術研究

措施(2) 鼓勵具社會需求回應的專案型計畫

措施(1) 為厚植學術研究能量，鼓勵多元
科研發展

策略1. 強化研究多元發展

措施(3) 推動大眾科學教育，促進國人理解
並關注科技的發展

子題(三)：鼓勵原創科技研發，改革
學術研發成果評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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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動前沿研究基礎設施之購置與建造，與既有共用設施及
貴重儀器共同維運及升級，同時強化研究資源整合，藉此有效
回應對我國創新研發之需求

善用資通訊科技，優化研究基礎設施、資源與協作工具等之取
用，以及產出資訊之共享與應用

考量臺灣的科技策略，參與前沿研究領域之世界級大型研究設施
平台建置，提供國內研究人員使用國際尖端研究設施之機會

措施(2) 持續強化研究設施與資源之建置、維運、
整合與產學研共享，善用資通訊科技提升
設施服務效能並促進創新服務

措施(1) 以臺灣最佳科技策略，參與世界級大型
研究設施平台，確保科研環境競爭力

策略2. 健全研究基礎設施與資源共享

子題(三)：鼓勵原創科技研發，改革
學術研發成果評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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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亞洲區域政經力量崛起，善用臺灣既有優勢領域能量與成
果，協助培訓東南亞及亞洲新興國家科研人才

強化與亞洲科技前沿機構的合作夥伴關係，加速人才深度交流

積極加入全球尖端前沿科研團隊，參與跨國重要活動，爭取成
為國際合作研究鏈結之關鍵成員

透過獎補助策略，激勵國內科研人員與國際接軌，提供多元化合
作與互訪機制

措施(2) 鏈結亞洲科研網絡，拓展我國優
勢領域外溢影響力

措施(1) 積極參與國際前瞻科研合作計畫，
厚植研發能量

策略3. 營造跨國研究環境與研發合作網絡

子題(三)：鼓勵原創科技研發，改革
學術研發成果評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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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專題計畫之多元學術研發成果的審查機制，建立多元學門領
域審查基準與實施模式

推動專題計畫成果通報作業機制，提升學術研究之附加價值

配合學校教師評鑑、建立完整職涯發展路徑

持續推動多元升等制度，展現各類型教師之重要價值思維

措施(2) 優化學術審查制度，鼓勵卓越與創
新的學術研究

措施(1) 推動高等教育教師多元評鑑及升等
制度，建構支援科研發展體系

策略4. 建立學術研發成果多元評鑑機制

結合學校校務發展，賦予自主審查機制

子題(三)：鼓勵原創科技研發，改革
學術研發成果評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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