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礎研究與科研創新 

 

基礎研究的重要性 

 基礎科學研究，能發現基本原理、累積知識資本，從而發展新興

科技、驅動產業創新，進而帶動國家社會進步1。2016年，美國 39位

企業界代表曾呼籲政府重視基礎研究，給予足夠的資源支持，因為這

是對經濟繁榮、國家安全與人民福祉的重要投資2。學術界亦指出，知

識資產累積是技術進步與創新能量的根基，而要累積知識資產，就必

須靠基礎研究3。另外，美國前總統 Obama因為體認到基礎研究的重

要性，在任內多次在預算案中增加經費支持4。由上述可知，無論產、

官、學各界都極為重視基礎研究。 

 

資源的穩定投入與均衡發展 

 近期為籌備第十一次全國科技會議所舉行的幾次會議中，與會專

家對此提出兩項建議：一是確保基礎研究有長期穩定的經費投入；二

是兼顧自由探索與目的型發展策略。 

 基於長期穩定資源支持的重要性，將基礎研究經費單獨編列有其

必要，然而，儘管近三年基礎研究經費在政府努力下皆有成長5，我國

在基礎研究方面的投入佔全國研發經費比例，仍落後於許多競爭國，

且近年甚至呈現逐年下滑，2010年為 10.54%，2018年更僅有 7.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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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依據 OECD統計資料，瑞士、新加坡、荷蘭等國，基礎研究

投入佔全國研發經費比例，瑞士 41.7%(2017)、荷蘭 26.5%(2016)、新

加坡 23.8%(2017)等，比例皆甚高(參見圖一)，而且，瑞士的「研究創

新促進法」(Federal Act on the Promotion of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of 

2012)更明定，政府必須支持研究補助機構，積極推動基礎研究。 

圖一 2017年各國基礎研究投入佔全國研發經費比例 

註: 荷蘭係 2016年數據。 

資料來源: 科技部(2019)。科學技術統計要覽 2019年版，頁 74，引用自李正通、

陳怡如、莊裕澤(2020)。 

  

 另外，在研究方向設定上，專家建議應兼顧自由探索與設定明確

目標，以累積基礎研究能量、挑戰社會與科學重大課題，顯示基礎研

究不再僅為滿足好奇心，設定範圍、長期累積策略性科研能量，是新

的趨勢。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JST)的策略性基礎研究計畫(Strategic 

Basic Research Programs)可為參考。該計畫係先由政府針對國家面臨

的關鍵議題，設定策略性目標；其次由計畫方案管理者考量執行與推

動方向，擇定相關研究領域，並依照策略目標選任適合的研究計畫召

集人，再由研究計畫召集人選任具備開創特質的計畫研究人員。另外，

研究計畫執行過程需具備高度彈性，可在過程中依照需要進行動態調

整，計畫經費亦依照研究進度需要進行配置7。 

 
7 Jap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ency (2019). JST Strategic Basic Research Programs 2019-2020 

Research Programs Introduction. https://www.jst.go.jp/kisoken/en/brochure/jigyo_en_pamp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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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前述專家建議及各國案例看來，以長期穩定經費投入支持基礎

科研、兼顧自由探索與設定明確目標的策略，是我國基礎科研發展需

要努力的方向，可在此次全國科技會議舉辦時進行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