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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1.0

鼓 勵 學 術 研
究，計畫從寬
審查

科研2.0

論文發表成為
審查標準

科研3.0

研究計畫需
要在好期刊
發表

科研4.0

研究計畫必
須能對於學
術創新、經
濟或者社會
發展有所影
響或貢獻

科研4.5

雖強調創
新，但亦配
合強化國家
現有產業競
爭力

科技研發思維需要與時俱進

科研5.0
由科技的創
新研發成果
來引領創新
產業的誕生

臺灣科技研發思維的轉型(1/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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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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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基礎設
施及資源

原創科技研發 價值創造

臺灣科技研發思維的轉型(2/2)

政
府
部
門

獎勵與評估制度設計

+
高
等
教
育
部
門
/
企
業
等



臺灣科技研發投入與成果(1/5)
研發經費占GDP比率，台灣呈現平緩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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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MSTI_PUB，上網日期2016/10/05；國研院科政中心整理繪製

以色列



各研發類型研發經費─依執行部門區分(2014、2010年)

6資料來源：科學技術統計要覽 (2015年版)；國研院科政中心整理

臺灣科技研發投入與成果(2/5)

2014年 總計 基礎研究 應用研究 技術發展

執行部門 經費 % 經費 % 經費 % 經費 %
企業部門 373,019 100.0 1,877 0.5 73,391 19.7 297,751 79.8 
政府部門 60,734 100.0 17, 316 28.5 18,795 30.9 24,622 40.5 
高等教育部門 48,131 100.0 23,820 49.5 17,782 36.9 6, 529 13.6 
私人非營利部門 1,608 100.0 395 24.6 1,057 65.7 156 9.7 

總計(各部門) 483,492

2010年
2010年 總計 基礎研究 應用研究 技術發展

執行部門 經費 % 經費 % 經費 % 經費 %
企業部門 283,421            100.0       1,185              0.4         56,393              19.9        225,842             79.7        
政府部門 63,020            100.0        14,626 23.2         21,956            34.8         26,437            42.0         
高等教育部門 47,970             100.0        23,401             48.8         18,558              38.7         6,012               12.5
私人非營利部門 1,424              100.0       274               19.2         829              58.2         321                22.5

總計(各部門) 395,835

(單位：百萬元 Unit: Million 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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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科技研發

擴散與影響

(科技部)

內政部
交通部

通傳會

教育部

文化部
衛福部

農委會

勞動部

經濟部

環保署

學術研究網絡

雲端算圖農場

資訊安全
攻防演練

強化氣象/海象天氣觀測
協助改進氣象預報
建築物及橋樑耐震設計/補
強規範
斷橋預警

國土安全
環境監控
勘災救災

空污研究調查

半導體元件/
晶片設計
地質調查

太陽能光電、
廠務系統實
作技術課程

疫苗驗證臨床研究

動物設施
認證查核

校園地震
預警系統

國民的支持與科技教育普及，是國家科研發展的基礎

臺灣科技研發投入與成果(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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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共用實
驗設施、

國家實驗室

國家實驗
研究院

國家同步
輻射研究
中心

國家災害
防救科技
中心

貴重儀器開放
共同管理平台

(科技部)

科技部

經濟部

衛福部

農委會

教育部

中研院

推動設施平台跨域整合、創造共享價值

臺灣科技研發投入與成果(4/5)

海洋中心
完成環臺岸基海洋雷達
測流系統建置

颱洪中心
定量降雨系集預報技術

國網中心
高速計算主機御風者

臺灣光子源整合25個政府防救災單位、
超過150大項之防救災空間
基礎圖資與巨量監測資料



歐盟Horizon 2020計畫我
國同步成立國家聯絡據點
(National Contact Point, 
NCP)。

探高計畫發現太陽系小行星自轉週
期分布和超快自轉小行星、並完成
B型發射線星球的普查。

第10次全國科技會議
(105/12)

第8次全國科技會議
(98/1)

90-93 94-97 98-101 102-10588 106-109

第9次全國科技會議
(101/12)

82

第7次全國科技會議
(94/1)

70

第6次全國科技會議
(90/1)

以臺美雙邊計
畫ALMA-T
參與ALMA計
畫(95)。

臺灣成為美國癌症登月計
畫APOLLO七個國際合作國
家之一員，合作發展標準
化臨床蛋白質體學技術平
台，用以解析癌症之基因
體蛋白體，建立癌症檢測
及治療之新策略(105)。

極高能宇宙微中
子之南極探測計
畫於南極參與第
一座ARA實驗站的
設立(100/12)。

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
次毫米波陣列(ALMA)，
在智利安第斯山脈查
南托高原正式開幕
(102/3)。在阿塔卡瑪
(ALMA-T)第一期計畫
中，臺灣完成製造並
交付前段次系統、望
遠鏡用的章動式次反
射鏡等，並均與國內
產業界及學界有重大
的合作。

大強子對撞機高能計畫
以緊湊緲子螺管探測器
實驗與底夸克實驗之研
究成果榮登於國際「自
然」期刊 (104/5)。

臺澳中子束實驗室建置計畫我國在澳
洲核能科技組織(ANSTO)興建一部世
界頂級的冷中子3-軸散射儀，並適度
換取其他儀器的使用主控權。

推動參與大型國際合作計畫，促成科學突破

臺灣科技研發投入與成果(5/5)

公布科
學技術
基本法

I-RiCE跨國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由科技部補助大
學校院(臺大、台聯大、中央、中興、成大、交
大與師大等)執行，藉由透過與國外一流大學、
著名學術機構及世界百大企業(Intel、加州大學、
哈佛醫學院、柏克萊大學、法國皮埃爾和瑪
麗．居禮大學、俄羅斯國家科學院海洋研究所
等)等國際學術或企業機構之第三方合作，透過
團體合作的機制激勵年輕學者提升研究實力，
俾提高國際能見度和強化學術影響力(99)。



國家 2001-2005 2006-2010 2011-2015▼
美國 1,429,172 1,760,274 2,076,930 
中國大陸 229,633 531,945 1,090,292 
英國 381,894 491,013 604,591 
德國 363,860 443,204 535,234 
日本 381,961 391,246 400,461 
法國 259,765 316,699 370,107 
加拿大 195,999 275,480 339,063 
澳洲 125,525 191,731 288,929 
印度 106,905 185,408 278,386 
南韓 105,472 173,266 263,111 
荷蘭 109,230 149,840 198,157 
俄羅斯 128,434 136,713 156,252 
瑞士 78,168 107,567 144,590 
臺灣 66,498 110,074 139,076 
瑞典 82,508   98,764 128,548 
以色列 53,232 62,555  70,843 
新加坡 26,399 40,881 61,441 
越南 2,308 4,909 11,318 
印尼 2,619 4,361 8,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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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代表國家學術能量，各國皆持續鼓勵研究與發表。
現況與趨勢分析(1/6)

單位為篇數

資料來源：Thomson Reuters InCites (2016/09/29), 國研院科政中心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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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級大型研究設施規
模變大、造價愈趨昂貴、

技術更為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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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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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國際合作論文發表比率 (2000-2015年)

現況與趨勢分析(3/6)

資料來源：Web of Science, 國研院科政中心整理繪製

註：國際合作論文定義：單篇論文之作者服務機構的所屬國家，經去重複後，為包含二個或二個以上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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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與趨勢分析(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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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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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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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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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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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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學術研究的多元價值並回應社會的挑戰與需求，仍需從源頭
持續醞釀多元原創研究並培養具創新潛力的科研人力，重視具創新
挑戰及實用價值的需求導向研究並厚實民眾關注科技議題的能力。

為因應國家未來科技創新需求並拓展前沿研究領域，需要持續推動
前沿研究設施之購置、建造與擴充升級與國際參與。

全球化導致國際科研競爭愈加劇烈，需更積極推動在國際前瞻科研
合作計畫上的參與，並善用優勢科技能量加強與亞太地區國家的科
技合作關係。

學術研發成果評鑑以及教師升等制度仍須持續精進，以釋放人才投
入原創科技研發的潛力。

小結

現況與趨勢分析(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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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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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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措施
(含主協辦分工)

策略 措施 主辦 協辦

1.強化研究多元發展

(1)為厚植學術研究能量，鼓勵多
元科研發展

科技部

中研院
教育部
科技會報
辦公室

(2)鼓勵具社會需求回應的專案型
計畫

(3)推動大眾科學教育，促進國人
理解並關注科技的發展

2.健全研究基礎設施與
資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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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中研院
教育部
農委會
衛福部
科技會報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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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善用資通訊科技提升設施服
務效能並促進創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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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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措施 主辦 協辦

3.營造跨國研究環境與
研發合作網絡

(1)積極參與國際前瞻科研合作計
畫，厚植研發能量

科技部 中研院
教育部(2)鏈結亞洲科研網絡，拓展我國

優勢領域外溢影響力

4.建立學術研發成果多
元評鑑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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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科技部 中研院
(2)優化學術審查制度，鼓勵卓越
與創新的學術研究

子題(三)：鼓勵原創科技研發，改革學術研發成果評鑑制度

策略、措施
(含主協辦分工)



策略1. 強化研究多元發展(1/3)
措施(1) 為厚植學術研究能量，鼓勵多元科研發展
措施說明：
– 持續鼓勵多元面向之學術研究，發掘科研發展利基：持續鼓勵多
元面向、自由探索的學術研究，推動聚焦於高原創性與重要科學
發現的研究，以利新知識的發現與後續運用，故應穩定政府於此
類學術研究經費的投入。

– 支持博士級研究人力投入長期學術研究：為支持博士級研究人力
能持續維持高品質的研究動能與成果產出，以利其學術生涯之銜
接，應給予長期、有利及充分的政策支持(例如以一定比例經費支
持博士級研究人力申請與執行計畫)。

19

子題(三)：鼓勵原創科技研發，改革學術研發成果評鑑制度



措施(2) 鼓勵具社會需求回應的專案型計畫
措施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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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推動具創新挑戰及實用價值的專案研究計畫，引領
學者深入探討並協助政府尋找解決方案，促進產業、社會及國家
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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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1. 強化研究多元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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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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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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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教育活
動為推動國民科技知識與精神培養的重要ㄧ環，也是國民終身學
習科技知識的重要來源。透過各式的科普教育活動，將科學知識、
思維、態度、價值觀傳遞給國民，才能讓科技知識和科學精神深
入國民的生活，促進國人理解並關注科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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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1. 強化研究多元發展(3/3)

子題(三)：鼓勵原創科技研發，改革學術研發成果評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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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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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量國家整體科技策略，鼓勵參與建置世界級大型研究設施平台。
在推動模式上，可藉由如資源的提供等，參與世界級大型研究設
施平台之建置或共享，並鼓勵參加相關國際組織與會議，以提供
我國研究人員持續探索尖端研究的可能性，同時帶動技術進步並
強化人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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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2. 健全研究基礎設施與資源共享(1/2)

子題(三)：鼓勵原創科技研發，改革學術研發成果評鑑制度



策略2. 健全研究基礎設施與資源共享(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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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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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動前沿研究設施之購置與建造，
與既有設施儀器的汰舊換新與升級。此外，持續精進共同維運機
制並重視長期維運保固及專職支援團隊之資源配置。另於國家型
計畫結束後，亦需加強相關研究資源之整合與服務，以滿足產學
研在相關領域創新研發之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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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利用資通訊科技強化研究基礎
設施產出之資訊交換、共享、分析、應用、圖像化、知識推廣與
決策支援，以提升研究基礎設施之服務效能並促進科技化的創新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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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三)：鼓勵原創科技研發，改革學術研發成果評鑑制度



措施(1) 積極參與國際前瞻科研合作計畫，厚植研發能量
措施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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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加入全球尖端之科研團隊或
參與跨國之重要研究，如參與歐盟Horizon 2020計畫，學習關鍵尖
端技術，厚植我國研發能量，爭取我國成為國際合作研究鏈結之
重要成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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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雙邊或多邊協議，與國際合作夥伴國家共同
推動各項合作活動，如研究計畫、人員互訪及研討會，並透過獎
補助方式，激勵國內科研社群積極投入參與國際科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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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3. 營造跨國研究環境與研發合作網絡(1/2)

子題(三)：鼓勵原創科技研發，改革學術研發成果評鑑制度



策略3. 營造跨國研究環境與研發合作網絡(2/2)

措施(2) 鏈結亞洲科研網絡，拓展我國優勢領域外溢影響
力
措施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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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我國的科研優勢
領域和成果，透過開設培訓專案，協助東南亞國家和亞洲新興國
家，儲備科技發展人才，發揮我國科研能量的外溢影響力，以厚
植我國與前述國家的合作夥伴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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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升我國在全球的科研實力，應優先與地緣鄰近的亞洲科技前
沿機構合作，不僅可掌握科研競爭態勢，更能吸引區域人才，持
續鼓勵多元面向的合作交流，共創互利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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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三)：鼓勵原創科技研發，改革學術研發成果評鑑制度



策略4. 建立學術研發成果多元評鑑機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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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說明：
– 配合學校教師評鑑、建立完整職涯發展路徑：教師評鑑須結合多
元升等制度，並配合學校及學科之中長程發展目標，回應其專業
學門領域之發展願景，指標項目依教師專長類型設計，完整規劃
教師職涯升等及專長成長制度，以回應社會及產業需求，奠定多
元人才培育與學用合一之基礎。

– 持續推動多元升等制度，展現各類型教師之重要價值思維：教學
研究型教師之升等表現，將與學生學習及教學成效相關；技術應
用研究型教師，將聚焦在研究與產學合作之重要實務貢獻。

– 結合學校校務發展，賦予自主審查機制：為推動全面授權自審，
除建立多元升等人才審查資料庫外，將配合修訂「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回歸學校人事聘任升等自主管理，大學應檢視整體定位
發展，透過教師審查制度引導，聘用符合學校發展需求之教師擔
任各類教職，並配合課程分流思維，將課程依性質分為「研究型」
及「實務型」，以突顯學術研究與專業實務之差異化型態。

26

子題(三)：鼓勵原創科技研發，改革學術研發成果評鑑制度



措施(2) 優化學術審查制度，鼓勵卓越與創新的學術研究
措施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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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專題計畫之學術研發成果審查機制，
評鑑指標已納入多元研發成果，包括學術著作、智慧財產權與技
術移轉等研發成果轉化為產業使用情形，以及其對產業技術創新
研發能力之貢獻。未來專題計畫之審查機制應對應多元學門領域，
重新檢視與調整評鑑項目之配分比例，以達到研發成果評鑑機制
之多元與多樣之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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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引導研究人員有效發揮研發成果之價值，應研擬專題計畫結案後
之成果通報作業機制，就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或具影響公共利
益之重大發現之研究成果，送各業管機關作為政策參考，並適度
公開，以加強研究成果的政策應用，增進公共福祉，進而提升學
術研究之附加價值與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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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4. 建立學術研發成果多元評鑑機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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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