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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現況與趨勢分析
 大學培養我國發展所需人才，惟低薪及學用落差現況仍待
進一步改善，學界努力未反應在經濟的表現上。

 每年政府編列龐大科技預算，支持大學及研究法人投入研
發工作，研發成果需能有效引導產業發展。

 為改善上述現況，爰將整合大學及研究法人之能量，打造
產學研一體研發、人才培育、衍生產業新創動能的基地，
達成spin-off或spin-in效益。

 奠基於產官學研互動網絡的創新生態體系為全球創新政策
重要發展趨勢，惟產學界之間存在認知落差與鏈結不足等
問題，為邁向科研5.0的目標，亟需強化需求導向的創新
研發與產學合作，發揮產學界優質創新潛能，使科技研發
引領促進產業升級創新與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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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現況與趨勢分析－政府施政重點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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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英派革新，台灣好政
；國研院科政中心(2016) (2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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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現況與趨勢分析－從科研4.5邁向科研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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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年 月科技部赴立法院業務報告；國研院科政中心105 6 (2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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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現況與趨勢分析－落差及問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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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對企業的需求瞭解不足，導致形成「產學落差」現象。
教授偏重學術研究，較少關注產業鏈結，進而衍生「研用落差」
問題。

欠缺完整的媒合聯繫管道，業界不易尋得適合的學界合作對象，
使得產學鏈結不足，創新生態體系的發展與推進困難重重。

資料來源：國研院科政中心(2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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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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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合大學及研究法人（或單位）能量，建立新型態產學研鏈結
大學創新研究中心

（二）
聚焦5+2創新產業，引導產學研聚焦發展社會與產業需求導向
之創新研發

（三）
激發創新研究能量，發展衍生新創事業

（四）
引導產學研聚焦發展社會與產業需求導向之創新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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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策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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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措施 主辦 協辦
一、加強大專校院與各
部會財團法人及行政法
人合作機制，活絡科研
成果價值創造途徑

（一）鏈結大專校院與法人資
源，創造我國創新研發能量

教育部 經濟部
科技部
農委會
衛福部

（二）聚焦創新產業，促進經
濟成長
（三）致力高價值創新研發及
衍生新創，促進產業發展

二、推動需求導向的產
學合作機制

（一）推動需求導向的創新研
發，促進創新資源的培植與交
流

科技部 經濟部
教育部
農委會
衛福部（二）多元調整產學合作機制

強化激勵誘因及成果擴散

子題(四)：加強產學研合作鏈結



策略一：加強大專校院與各部會財團法人
及行政法人合作機制，活絡科研成果價值
創造途徑
措施:
1. 鏈結大專校院與法人資源，創造我國創新研
發能量

2. 聚焦創新產業，促進經濟成長
3. 致力高價值創新研發及衍生新創，促進產業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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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鏈結大專校院與法人資源，創造我國創新研發能量
– 大專校院尋找適宜的合作法人單位，讓法人所屬部分研究人員透
過借調或共聘方式，長期進駐校園，與學校教研人員及博士生共
同合作，並建立彈性管理機制維持法人成員人事薪資等待遇。藉
此新型態合作模式，建立研究發展機制及商業化模式，提升研發
成果轉譯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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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研鏈結
中心

策略一：加強大專校院與各部會財團法人及行政法人合作機制，活絡科研成果價
值創造途徑



 2.聚焦創新產業，促進經濟成長
– 聚焦5+2創新產業（包括亞洲矽谷、生技醫療、國防航太、智慧
機械、綠色能源、循環經濟、新農業等領域），透過學界及法人
之研發合作，開創具發展潛力技術，促進地區產業之發展並建立
特色。

11

子題(四)：加強產學研合作鏈結

循環經濟

亞洲矽谷 生技醫療 綠色能源

Eco system

新農業

智慧機械

國防航太

策略一：加強大專校院與各部會財團法人及行政法人合作機制，活絡科研成果價
值創造途徑



3.致力高價值創新研發及衍生新創，促進產業發
展
– 結合大專校院、產業及研究法人之能量，研發創新前
瞻技術，讓團隊帶著技術成立衍生新創公司或投入既
有企業成立新部門，以建立我國推動創新研發新模式，
活絡產業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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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一：加強大專校院與各部會財團法人及行政法人合作機制，活絡科研成果價
值創造途徑



四大成功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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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一：加強大專校院與各部會財團法人及行政法人合作機制，活絡科研成果價
值創造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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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一：加強大專校院與各部會財團法人及行政法人合作機制，活絡科研成果價
值創造途徑

推動機制
–建立建立新型態研究發展合作模式：將研究法
人成員引入大學場域，與大學師生共投投入研
發

–建立校園行政系統的彈性政策與規範：透過計
畫引導學校建立彈性人員流動及經費運用制度

–建立嚴實出退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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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一：加強大專校院與各部會財團法人及行政法人合作機制，活絡科研成果價
值創造途徑

學校資格
– 具有完整中心營運制度，訂定智財管理辦法並成立智
財作價委員會之相關組織

– 學校建立技術股做為技術移轉收入之相關機制並有相
關案例

– 訂定法人成員流動至學校之管理規定，可透過借調或
合聘至學校，並在學校支薪

– 訂定學校與法人共同研發成果作價分配之規定
– 提供行政及計畫團隊足夠運作空間



策略二：推動需求導向的產學合作機制
措施:
1. 推動需求導向的創新研發，促進創新資源的
培植與交流

2. 多元調整產學合作機制，強化激勵誘因及成
果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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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動需求導向的創新研發，促進創新資源
的培植與交流
– (1)鼓勵推動特色型產學研發聯盟，共同開發產
業前瞻技術及培育高階研發人才

• 結合學術與產業研發能量，於研發階段導入創新思
維，透過產學對話機制，發掘產業發展所需之高共
通性或關鍵性之前瞻技術與人才需求，量身打造特
色型產學研發聯盟，鼓勵主導參與產學合作計畫，
以評估產業鏈關鍵技術或人才缺口，凝聚聯盟成員
對關鍵技術或創新產品之共識，分享研發經驗與技
術資源，聚焦開發產業前瞻技術並培育高階研發人
才，共創商業模式創新、產品高值化、技術創新或
產業需求人才培育之價值及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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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二：推動需求導向的產學合作機制



1.推動需求導向的創新研發，促進創新資源
的培植與交流
– (2)培育具國際視野之創業及創投人才，強化與
國際創業生態系之鏈結

• 建立國內創業及早期創投人才之培育與交流機制，
提供國際化培訓及輔導資源，以提升我國創業生態
系之國際化程度，並強化與國際主流創業生態系之
鏈結，吸引國際人才、技術及資金來臺交流與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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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元調整產學合作機制，強化激勵誘因及
成果擴散
– (1)彈性調整現行機制設計，以激勵產學合作參
與誘因

• 藉由觀察評估國際政策推動經驗及國內產學各界需
求，彈性調整機制設計，加強各部會間之合作，為
不同研發階段的需求提供產學合作管道及完善的支
援服務。亦將透過研議調整或降低大型產學計畫參
與門檻，開放並鼓勵多元對象（如國營／公營事業
及法人機構等）參與產學合作，宣導推廣產學合作
典範案例等方式，引導產學界建立創新合作模式，
並激勵產學合作參與誘因，進一步提升產學合作之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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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二：推動需求導向的產學合作機制



2.多元調整產學合作機制，強化激勵誘因及
成果擴散
– (2)建立多元探勘及商業化模式，促進研發成果
加值與活化運用

• 透過中介組織（如法人機構）協助盤點及發掘學界
具商業化潛力之既有研發成果，提供技術商品化及
上下游綜整之客製化服務，協助進行智財布局、加
值與研發成果媒合推廣，加強研究團隊成果應用能
力與實務經驗，共同合作拓展學界研發成果商品化、
技術產業化或衍生新創事業的機會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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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二：推動需求導向的產學合作機制



2.多元調整產學合作機制，強化激勵誘因及
成果擴散
– (3)建置創意商業化輔導平台，落實研發成果產
業化

• 建置創意商業化輔導平台，發掘（新創團隊）優良
創意構想，銜接提供商業化所需資源及輔導諮詢，
活化運用各部會創新創業資源，協助將創意構想實
現為具體服務方案或產品，進一步進入商業模式驗
證或投資媒合階段，將創意構想加速轉化為具體經
濟效益或社會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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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二：推動需求導向的產學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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