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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整體說明

一、農業

發展新農業科技
提高農產安全

三、防災

精進防災科技
減少災害衝擊

五、環境

運用智慧感測科技
維護環境品質

六、資安

運用資通安全科技
保障國民優質生活

二、醫療

推動精準醫療科技
維護國民健康

四、綠能

發展綠色科技
實現低碳永續社會

議題二：堅實智慧生活科技與產業



現況與趨勢分析 (1/3)

新
農
業

1.全球動植物疫病發生率提高、食安風暴頻傳，
農產品安全及品質疑慮升高。

2.國內耕地不足、農村人口老化，糧食供應短缺，
農業競爭力不足。

1.應推動動植物健康管理，維繫質量兼優之農產品。
2.須強化科研創新，發展智慧農業生產與數位服務，
確保糧食安全，提升農業競爭力。

現況

趨勢

精
準
醫
療

1.受到高齡化、少子化、全球化等衝擊，我國醫療及
公共衛生面臨更多挑戰。

2.非傳染性之慢性病防治不易、傳染性疾病傳播迅速。
3.兒童醫療人力不足、問題食品日益增加。

1.應整合巨量資料庫，發展適合國人之精準醫療。
2.須建立健全的傳染病風險評估網絡。
3.應結合智慧科技，精進兒童急重症醫療照護。
4.透過雲端科技，建立食品安全相關資訊系統。

現況

趨勢

議題二：堅實智慧生活科技與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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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與趨勢分析 (2/3)

防
災

1.氣候變遷的衝擊，極端降雨淹水事件風險增大，
但致災天氣系統之監測能量有待提升；

2.國土坡地災害潛勢、預警及衝擊評估工具不足，
3.關鍵設施的耐震能力及職場安全有待提升。

1.應以流域全災害思維研擬治理策略，
2. 應全力發展智慧防災科技及感測監控技術
3.須整合防災巨量化資訊，結合學術界研發技術，
提升防災感測技術、環境耐災能力及職場安全。

現況

趨勢

議題二：堅實智慧生活科技與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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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
色
科
技

1.國內有98%之能源須仰賴進口，而運輸部門、工業
與發電之CO2排放量居高不下。

2.電網方面，現行電網建設有待強化。
3.國內核電廠將於107年陸續達到法定運轉期限。

1.應拓展低碳發電技術，提升再生能源之發電效率，
發展循環經濟及節能減碳關鍵技術。

2. 有待積極落實智慧電網，以有效調度及管理用電。
3.須強化核電廠除役技術，邁向綠色永續社會。

現況

趨勢



環
境
品
質

1.在環境品質保護工作上，我國具有物聯網應用情境，
但環境感測元件技術有提升空間。

2.無線感測網路方面，應擴大培植系統整合業者。
3.傳統環境執法，欠缺單一系統進行資料比對查核。

1. 應將物聯網技術列為未來重要發展方向。
2.善用感測技術及資通訊等新科技，
布建環境品質感測物聯網。

3.環境執法應結合雲端技術及大數據，提升為智慧稽查。

資
通
安
全

1. 近年網路資安威脅升高，駭客攻擊手法日益複雜。
2. 資安關鍵技術由先進國家掌握，影響研發進展。
3. 國內資安研發資源投入有限，不利技術深耕與整合。

1.應追隨國際趨勢，投入大量資源，研發資安防護技術、
培育資安人才。

2.發展新興資安技術，掌握雲端、虛擬與行動資安防護
等關鍵自主技術。

現況

趨勢

現況

趨勢

現況與趨勢分析 (3/3)

議題二：堅實智慧生活科技與產業

6



議題二的六項子題中，民眾最為關注「綠能科技」的發展。

其次，民眾關注的則是「精準醫療」的發展。

「綠能科技產業推動方案」及「亞太生技醫藥研發產業中心」
的規劃，切合民眾重視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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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54.2%

54.3%

59.2%

59.9%

71.1%

資通安全
環境品質
農業生產
災害防治
精準醫療
綠能科技

民 眾 最關 注之 主題

資料來源：第十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公民意見調查

公民問卷調查結果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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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產業別區分，幾乎所有產業都最關注「綠能科技」的發展。

「金融業」以及「醫療保健業」最關注「精準醫療」的發展，反映出產業特性。

進一步觀察各產業第二關注的主題時，調查結果涵蓋了所有子題。

所有子題的擬定，完整且適切地回應了民眾及社會的不同需求。

資料來源：第十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公民意見調查

金融業

醫療保健業

自由業

製造業

專業技術與顧問業

服務業

精準醫療

資通安全

災害防治
環境品質

2.

綠能科技

農業生產

綠 能 科 技

精 準 醫 療

1.

公民問卷調查結果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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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業 最 關 注之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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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重視程度 1 重視程度 2

北 69.8% (綠能) 61% (醫療)

地區 重視程度 1 重視程度 2

東 78.6% (防災) 71.4%
(醫療、農業)

各 區 域 最 關 注 之 主 題

資料來源：第十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公民意見調查

公民問卷調查結果 (3/3)

議題二：堅實智慧生活科技與產業

地區 重視程度 1 重視程度 2

中 77% (綠能) 60% (防災)

地區 重視程度 1 重視程度 2

南 71.8% (綠能) 66.5% (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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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農業
建構動植物健康管理系統及安全農糧產區，邁向效率、安全的新農業時代。

精準醫療
營造全面健康支持環境，建構以科學為基礎之食品安全管理體系，提升全民健康。

防災科技
建構智慧防災之應用環境，打造永續、安全、健康的都會生活圈及智慧型職場。

綠色科技
2025年再生能源佔總發電量達到20%，並健全核設施除役體系，邁向綠色永續社會。

環境品質
布建空氣及水體品質感測物聯網，並且建置新世代環境執法智慧化作業體系。

資通安全
建立新興資安技術創新之自主性，使資安產業研發及國際輸出，形成正向循環。

遠景
議題二：堅實智慧生活科技與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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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一

策略
重點

發展新農業科技提高農產安全

1.強化動植物健康管理，完備農產與環境安全
2.建構農產品安全體系，確保消費者權益
3.發展智慧農業生產與數位服務，開創產銷溝通新模式

(農委會)

策略
重點

1.運用科技整合整合生物資訊、醫療、健康相關資料庫，
強化加值應用

2. 發展適合國人之精準醫療及新興醫療科技，完備相關法規
3. 創新科技精進兒童醫療
4. 創新科技建立重要及新興傳染病風險評估網絡並提升疫苗
開發及緊急生產能量

5. 運用科技精進食品安全機制

子題二 推動精準醫療科技，維護國民健康 (衛福部)

子題與策略重點 (1/3)

議題二：堅實智慧生活科技與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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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三

策略
重點

精進防災科技減少災害衝擊

1.發展提升都會區與流域綜合治理與耐災能力之技術
2.提升國土坡地及自然資源永續與耐災能力
3.提升關鍵設施防震耐災能力
4.發展智慧防災科技
5.研發職場智慧安全感測監控技術

(科技部) 

子題與策略重點 (2/3)

議題二：堅實智慧生活科技與產業

子題四

策略
重點

發展綠色科技實現低碳永續社會

1. 發展綠色科技，加強再生能源供應
2. 落實智慧電網，提升供電可靠度及綠色能源供應
3. 發展住商、工業、運輸等節能減碳關鍵技術與整合型
系統及服務

4. 促進綠色創新，加強資源循環與綠色技術之發展與應用
5. 發展核電廠除役技術，邁向綠色永續社會

(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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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五

策略
重點

運用智慧感測科技維護環境品質

1.加強感測技術研發，建構環境物聯網發展基礎
2.跨域科技整合，布建環境品質感測物聯網
3.發展環境資料應用分析，智慧化環境執法

(環保署) 

子題六

策略
重點

運用資通安全科技保障國民優質生活

1.研發新興資安技術
2.發展我國資安科技與應用服務

(科技部) 

子題與策略重點 (3/3)

議題二：堅實智慧生活科技與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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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環境

防災資安

醫療農業

智慧生活

結論：從六大面向打造智慧生活
議題二：堅實智慧生活科技與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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