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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議程
第一天 12月21日 (星期一)

08:00~09:00 報到

09:00~09:02 恭迎總統、院長蒞臨
09:02~09:05 開場（播放大會形象影片） 大會司儀
09:05~09:10 開幕致詞 蘇貞昌院長

09:10~09:15 貴賓致詞 蔡英文總統

09:15~09:45 專題演講 陳建仁前副總統

09:45~09:50 主題報告 「台灣2030願景」引言 吳政忠副召集人／部長

09:50~10:05 主題報告 「台灣2030願景」 蔡志宏執行秘書

10:05~10:20 茶敘

議題一「人才與價值創造」 主持人：教育部劉孟奇次長

10:20~10:30 引言一：育才競才環境 iKala、Appier 簡立峰董事

10:30~10:40 引言二：產業人才培育 中華創業育成協會 黃經堯理事長

10:40~10:50 引言三：多元終身學習 成功大學 楊雅婷教授

10:50~11:00 策略報告 教育部資科司 郭伯臣司長

11:00~12:00 交流討論

各引言人／與談人：
教育部資科司郭伯臣司長 教育部高教司梁學政副司長

國發會人力處謝佳宜副處長 經濟部工業局楊伯耕副局長
科技部人文司林明仁司長

12:00~14:00 午餐

議題二「科研與前瞻」 主持人：科技部林敏聰次長

14:00~14:10 引言一：科技資源戰略布局 台灣微軟AI研發中心 張仁炯執行長

14:10~14:20 引言二：基礎研究能量 中央研究院 周美吟副院長

14:20~14:30 引言三：產學研鏈結 清華大學 簡禎富講座教授

14:30~14:40 引言四：科技風險評估與資料治理 聯發科 梁伯嵩資深處長

14:40~14:50 策略報告 科技部前瞻司 陳國樑司長

14:50~15:10 茶敘

15:10~16:10 交流討論
各引言人／與談人：
教育部高教司李惠敏專門委員 經濟部技術處邱求慧處長
科技部綜規司林廣宏司長 科技部前瞻司陳國樑司長

16:10~ 第一天會議結束



第十一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議程
第二天 12月22日 (星期二)

08:30~09:30 報到

09:30~10:00 專題演講 趨勢科技 陳怡樺執行長

10:00~10:20 茶敘

議題三「經濟與創新」 主持人：經濟部林全能次長

10:20~10:30 引言一：產業智慧化與數位經濟 台灣微軟物聯網亞太創新中心 葉怡君總經理

10:30~10:40 引言二：循環經濟及環境永續 循環台灣基金會 黃育徵董事長

10:40~10:50 引言三：再生能源 工研院綠能所 王人謙所長

10:50~11:00 引言四：新創經濟 台經院 林欣吾副院長

11:00~11:10 策略報告 經濟部工業局 呂正華局長

11:10~12:10 交流討論

各引言人／與談人：

經濟部工業局呂正華局長 經濟部能源局李君禮副局長

科技部產學司許增如司長 環保署廢管處賴瑩瑩處長

12:10~14:00 午餐

議題四「安心社會與智慧生活」 主持人：科技部謝達斌次長

14:00~14:10 引言一：健康與照護 國家衛生研究院 梁賡義院長

14:10~14:20 引言二：資通安全 台灣科技大學 陳俊良教授

14:20~14:30 引言三：安居家園 台灣大學 陳東升教授

14:30~14:40 引言四：智慧生活 雲象科技 葉肇元執行長

14:40~14:50 策略報告 科技部前瞻司 蔡妙慈副司長

14:50~15:10 茶敘

15:10~16:10 交流討論

各引言人／與談人：

衛福部 薛瑞元次長 行政院資安處徐嘉臨副處長

環保署化學局謝燕儒局長長 國發會高仙桂副主委

16:10~ 第二天會議結束



第十一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議程
第三天 12月23日 (星期三)

12:30~13:30 報到

13:30~14:00 專題演講 中央研究院廖俊智院長

14:00~14:05 恭迎副院長蒞臨

14:05~15:05 總結報告

議題一：教育部劉孟奇次長

議題二：科技部林敏聰次長

議題三：經濟部林全能次長

議題四：科技部謝達斌次長

15:05~15:15 閉幕致詞 沈榮津副院長

15:15~ 第十一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結束

注意事項：
1.大會提供會議資料 及現場直播，請掃描下方 QR code連結，以下載資料及線上即時觀看。
2.基於防疫考量，大會期間請全程配戴口罩。
3.會議室內禁止飲食，飲水例外。
4.茶敘時間備有茶點飲料，請於會議室外走道享用。
5.午餐時段請移駕至 3F 宴會廳。
6.為響應環保，不提供停車券。





12月21日大會第一天





專題演講





陳建仁 Chien-Jen Chen

學歷

經歷

中華民國副總統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

衛生署署長

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

中央研究院院士

1982美國Johns Hopkins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系理學博士

1977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公共衛生碩士

1973國立台灣大學理學院動物學系理學士





主題報告「台灣2030願景」





吳政忠 Tsung-TsongWu

學歷

經歷
行政院政務委員
國立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工業技術研究院董事長
新境界智庫科技組召集人
國科會副主委
中華民國力學學會理事長
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副執行秘書
國立台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所長
國立台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行政院科技會報副召集人
科技部部長

康乃爾大學理論與應用力學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畢業



蔡志宏 Zse-Hong Tsai

學歷

經歷

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副執行秘書

亞洲矽谷計畫執行中心人資長

中華電信獨立董事

台灣通訊學會理事長

AT&T Bell實驗室研究員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執行秘書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電機工程博士



「台灣 2030願景」

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

109年12月21日



緣起：平衡未來社經挑戰與科技發展，邁向台灣2030

• 前瞻結構性挑戰與機遇：2030年台灣將邁入超高齡社會，每2.7名工作人口
需扶養1名高齡人口。未來全球面對社會、經濟、環境等領域變化，以及疫情
與地緣政治等新興風險，發展態勢均較今日更加嚴峻。

• 籌組「台灣2030跨智庫集思平台」：科技帶來社經變化、也扮演重要賦能
(empowering)角色。為掌握我國將面臨之重大跨域與長期性挑戰，自2018
年3月開始，由吳政忠政委發動、建立行政院層級跨智庫平台討論機制，共商
應對台灣中長期挑戰，以回應社會需求、指引科技與產業未來發展方向；亦
呼應全球永續發展目標，與國際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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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2030跨智庫集思平台

重要政策智庫
工研院
資策會
國研院

國內社會、經濟、產
業、環境各領域專家

以人為本之科技發展
讓科技應用普惠到每個人



2030全球趨勢與台灣挑戰：ST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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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2030趨勢

台灣2030挑戰

公民意識崛起及國際局勢變動

全球經貿版圖重組 |地緣政治風險波動 |兩岸局勢變化

人口結構失衡與分布不均
高齡、少子 |人口往都市集中 |貧富差距擴大

新科技高速滲透 翻轉人民生活

通訊技術無所不在 | AI持續強化 |再生醫療普遍

跨界創新加速 數位科技催化轉型

工作樣態劇變 |網路金融普及 |新興市場崛起

極端氣候與能資源短缺
災害風險加劇 |糧食供需失衡 |資源高效循環利用

S

T

E

E

P

高齡人口；都市集中社會S

數位、AI、醫學等創新科技突破科技T

創新商業模式蓬勃發展經濟E

經貿版圖與供應體系重組政治P

克服區域均衡及能資源永續難題環境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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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台灣過去變化
各世代各自面對不同結構性變化與發展需求

世代
(出生年代)

戰爭世代
1950前出生

X (戰後嬰兒潮)
1951-1970

Y (千禧世代)
1971-1990

Z (數位原生~)
1991後

消費性科技

農業社會

多子多孫多福氣

工業社會

大家庭(血緣)

後工業、資訊社會

折衷家庭(三代)

網路社會

核心家庭(夫妻)：
獨生子女多

機車、腳踏車、
收音機

電話

汽車、傳真機、
電話、黑白電視

BB Call、簡訊、
Email

彩色電視、PC、黑
金剛大哥大

批踢踢、無名小站
即時通、Skype

移動式裝置
(NB、手機、平板)

FB、IG、直播
LINE

展開三七五減租等
土地改革

外匯短缺，採取進口
替代，發展輕工業

十大建設

設置加工出口區，
由進口替代走向出
口擴張，經濟起飛

設置科學園區，
高科技產業興起

關注新一波資訊
技術應用，進入
知識經濟時代

以水力發電為主

1966年火力機組
裝置容量超過水力

經歷兩次石油危機，
感受能源匱乏危機

石油危機後推動
核能發電

發生921大地震，強
化防災意識

2014年核四封存

環保議題納入學校
教材，提升節能減

碳意識

國民政府遷台，
頒布戒嚴令

戒嚴時期
退出聯合國

解嚴、學運、婦運

民選總統、2000

年首次政黨輪替

太陽花學運

社會文化

T技術

E經濟

P政治

E環境

家庭結構

社群溝通

經濟/產業
樣貌

能資源
供應

政治動態

S社會

資料來源: 科技會報科技與產業跨智庫集思平台(2018/11)



台灣2030跨智庫集思平台
由社會需求出發，廣納台灣不同群體意見，提出願景與策略

• 透過台灣2030科技願景以及相關策略方向，協助引導政府中長期施政方向，
回應不同群體/世代需求，帶領台灣跨越2030挑戰，迎向美好未來

• 願景歷經多層多軌意見徵集及討論交流，逐步收斂並擴大共識：
• 研析2030全球趨勢與台灣挑戰
• 廣泛納入並收斂不同世代、職業與群體期待台灣2030年優先解決的需求
• 針對2030未來情境提出行動方案與科技解方，形成願景。

台灣2030跨智庫集思平台

公民 地方 產業

線下實體活動意見徵集

國際
專家

影音
擴散

線上
問卷

社群
經營

線上網路活動擴散與回饋

５



社會期待台灣2030優先解決的需求
廣徵社會不同群體對2030的關注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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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訪不同領域、地區、族群之青
年意見領袖代表。

• 包括沃草創辦人林祖儀、One-
Forty創辦人陳凱翔等。

• 於全台六區舉辦10場工作坊：
地方專家工作坊：北北基宜、
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
屏與花東；

產業專家工作坊包括：主力產
業、高科技產業、網路產業、
新創產業。

• 於全台舉辦總計8場集思活動：
• 依年齡別分為學生組(16-25歲)、
青年組(26-39歲)、輕熟組(40-
49歲)、樂齡組(50歲以上)等四組

• 2019年9月進行：
• 針對未來10年於社會、科技、經
濟、環境、政治等STEEP五大構
面下潛在問題與需求，調查民眾
關注的前三大議題，最後排序出
政府應該優先解決的前五項議題

轉譯各世代面對
未來需求

協助趨勢辨識、情境
推演至願景設定

青年意

見領袖

公民集

思活動

線上問

卷調查

專家工

作坊

全球觀點的台灣與再定位
－訪談國際專家與機構

建立台灣普拉思(Taiwan Plus)網站 http://taiwanplus.tw/
設計公民意見徵集等社群互動機制，觸及量達61萬人次，民意匯集共回收民眾意見1205份。



社會期待台灣2030優先解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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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有效應對
顛覆性科技對
個人、勞工、
產業的衝擊

需要運用科技
有效滿足跨文
化、族群、世
代的多元需求

No.1

高齡化社會下的
健康安老與長照

需求增加

No.2
青年低薪與價值觀
變化，不婚不生少
生使我國少子化情

形更加嚴重

No.3

貧富差距擴大，
階級對立造成社
會動盪不安

No.4

產業結構轉型不
易，勞工持續面
對低薪困境

No.5

數位時代下資訊量
爆炸，卻有資訊真
偽辨別的問題

No.6

兩岸局勢變化，台
灣民眾對未來兩岸
發展方向意見分歧

No.7
氣候變遷下災害加
劇，基礎設施環境

(排水、電力供給等)

抗災能力不足

No.8

隨著非全職就業者
增加，其勞工福利

需要被保障

No.9
自然環境惡化，
使潔淨生活要素

(如水、空氣等)的
取得難度增高

No.10

平均壽命延長，對
於發展事業第二春

需求上升

註1：依3,116份問卷調查結果排序(2019調查)

註2：問卷題目：下列為您所關注2030各構面的潛在問題與需求，您認為政府應該優先解決的前五項問題與需求為？(複選題，請選5項)

需要以科技強化
風險調控與災害
應變，形成在地
循環的韌性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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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2030科技願景

數位科技
驅動的
創新社會

1.創新 3.永續跨文化、族群、
世代的多元
包容社會

2.包容

循環再生、零
污染、智慧強
韌的永續社會



台灣2030 – 創新、包容、永續
意涵：數位科技驅動的創新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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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科技加值發掘創新服務，
帶動社會升級與新興產業
• 例：運用開放且安全的「真

實數據平台」，搭配AI演算
法等，促進跨域資料融合

協助勞工掌握數位職能，取
得學習資源並快速媒合就業
• 例：建立全齡學習帳戶，提

供多元培訓資訊並詳實記錄
學習歷程以及數位職能

透過科技導入提高產業附加
價值
• 例：結合AI、大數據和物聯

網技術，監測環境及天候變
數，讓農作物成長更可預期

產業創新

跨域加乘

勞動升級



台灣2030 – 創新、包容、永續
意涵：跨文化、族群、世代的多元包容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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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福祉科技完善在地居住環境與生活機能
• 例：利用大數據整合發展預防醫療，並建置

社群互助平台，透過社區服務累積點數，交
換未來服務，亦鼓勵青銀間相互協助

大力推動兩性友善育兒的職場文化
• 例：推動（準）父母遠距工作日，以AI視訊會

議和雲端協同作業的新型態工作設計，增進家
人相處與陪伴時間

青壯樂業

長幼安居

族群多元

擴大推動對長者、新住民、外籍人士等各族群
平權環境
• 例：建立「銀力銀行」媒合高齡者及產業需求，並

友善職場環境，滿足其對社會參與需求；或運用無
所不在的AI翻譯科技，協助新住民克服工作與生
活溝通需求



台灣2030 – 創新、包容、永續
意涵：循環再生、零污染、智慧強韌的永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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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在地產業循環系統，達成區域能資源
自給自足
• 例：落實數位科技導入廢棄物管理體系，確

保資訊透明及促進廢棄物循環供需配對

建構動態因應之全災型風險調控體系，
強化整體災害應變能力
• 例：各地社區結合智慧電網自行儲能和緊

急供電，並結合大數據分析完善物資調配

循環生態

韌性家園



2030科技願景之政策意涵

12

台灣2030實現創新、包容、永續

綠電及
再生能源

國防及
戰略產業

民生及
戰備產業

資訊及
數位

資安 生物及
醫療科技

5+2產業創新計畫

DIGI+
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基礎研究

智慧機械亞洲‧矽谷
臺灣

精準健康
綠能產業 國防產業 循環經濟 新農業

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第十一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
攜手共建下個關鍵十年科技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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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科技願景

新興科技發展

願景共識

發展方向

白皮書

後疫情的戰略

廣泛吸納
各世代民眾意見

設定中長程
價值目標

國際科研布局

科學技術與政策協調外部驅動因素 科技政策藍圖Drivers Output

創新
包容

永續



以2030願景為目標擘畫短中長程科技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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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創新

數位科技驅動的
創新社會

包容
跨文化、族群、
世代的多元包容

社會

永續
循環再生、零廢
棄、零汙染的永

續社會

強化創新能量引領產業轉型
提升資訊分析能量，鼓勵新創商業模式，引導產業
創新轉型

契合產業需求培育專業人才
依產業發展需求，強化跨部會合作，共同強化育才
與競才環境

推動完善科研治理布局研究領域
掌握未來發展趨勢，加強跨領域基礎研究，布局戰
略型科研項目

中期目標 (5年) 長期目標 (10年)
短期目標 (2-3年)

升級智慧生活增進全民福祉
導入新興智慧科技，發展精準健康領域，
打造全齡宜居永續社會



發展科技實現願景․厚植人才蓄積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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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與價值創造

安心社會與智慧生活

科研與前瞻

厚植人才
蓄積能量

發展科技
實現願景

經濟與創新

• 育才競才環境
• 產業人才培育
• 多元終身學習

• 健康與照護
• 資通安全
• 安居家園
• 智慧生活

• 產業智慧化與數位經濟
• 循環經濟及環境永續
• 再生能源
• 新創經濟

• 科技資源戰略布局
• 基礎研究能量
• 產學研鏈結
• 科技治理



攜手共建下個關鍵十年未來科技藍圖

16

回應社會需求，以2030創新、包容、永續願景擘
劃科技政策，持續加強公民參與、推動以人為本科
技，引領台灣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並進。

面對後疫情時代的變局，更需系統性的戰略布局與
前瞻策略。期待透過本次會議與各位一起超前部署，
佈局下個世代數位國家、智慧島嶼的國家發展戰略！



議題一「人才與價值創造」





學歷

經歷

教育部政務次長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暨研究所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畢業

劉孟奇 Mon-Chi Lio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主任

國立中山大學教務長

國立中山大學教授





引言一 育才競才環境





簡立峰 Lee-Feng Chien 

學歷

經歷

Google 台灣董事總經理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台灣大學資管系合聘教授

Appier與iKala董事

國立臺灣大學電腦科學博士

榮譽
獲頒第一屆李國鼎青年研究獎





育才、競才環境

簡立峰



育才、競才環境議題

• 現況：
• 少子女化、人才終究不足

• 數位時代需求跨域、跨國人才、培育方式需變革

• 國際人才世界競逐、來台少

• 期許：
• 本國人才養得出、留得住

• 國際人才進得來



問題與挑戰

• 薪酬：薪資齊頭、缺乏彈性與誘因、人才企圖不足

• 流動：產學分野、制度僵化、人才跨業流動難

• 國際化：較少國際刺激、高教與科研國際化皆需提升

• 跨域：教育與生活環境制式、跨域、跨國人才難覓

• 資源：僧多粥少、雨露均霑政策、大破大立難

• 機會：台灣優勢需要有效發揮:

人力素質、生活品質、基礎建設、地緣優勢、產業基礎 ...





引言二 產業人才培育





黃經堯 Ching-Yao Huang

學歷

經歷
電子工程學系教授
科技管理研究所合聘教授
產業加速器暨專利開發策略中心主任
邊信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創始人
創業實驗室主任
亞太加速器協會理事長
行政院科技會報兼任研究員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民間諮詢委員
亞洲育成協會

中華創業育成協會理事長 美國羅格斯大學電機工程博士





引言三 多元終身學習





楊雅婷 Ya-Ting Yang

學歷

經歷
教育部中小學數位學習深耕計畫總主持人
教育部國中小行動學習推動計畫主持人
行政院科技部傑出學者養成計畫之優秀年輕學者
行政院科技部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學者
電腦商業同業公會十大傑出資訊人才
美國史丹佛大學睡眠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美國傅爾布萊特學術交流基金會資深學者(赴美研究獎助)
國立成功大學產學特優教師
國立成功大學參與大學創新與大學社會責任優良教師
國立成功大學李國鼎科技與人文講座金質獎學者

國立成功大學
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特聘教授

創新數位內容研究中心主任
美國普渡大學教育科技博士
美國密蘇里州立大學財務金融學士和碩士





人才與價值創造
策略報告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郭伯臣司長

行政院第十一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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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四大需求研議主要策略

滿足未來 打造 包容 永續創新 的2030社會需求

議題一
加強育才競才、鼓勵終身學習

￫滿足未來產業人才需求

議題二
布局戰略科技、提升成果效益

￫滿足未來科研能量需求

議題三
推動數位創新、落實循環永續

￫滿足未來產業轉型需求

議題四
照顧民眾健康、厚實社會韌性

￫滿足未來安居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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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競
才環境

產業人
才培育

多元終
身學習

實現目標所需面對的問題與挑戰

現況 目標

跨域合作增加育才彈性
厚植國家人力資本

促進國際優秀人才匯聚

透過科技、教育與產學形成正向連結，
培育產業所需具備創新力、科技力及

專業力之人才

發展智慧教育促進自主適性學習
滿足未來多元學習需求

讓人民與科技與時俱進成長

人才流動缺乏彈性與誘因，高教國際化深度
不足，法規尚難因應數位經濟時代用人需求

產業創新轉型致使職場技能面臨需提升之挑
戰，產業科技發展亟需跨界解決問題之人才

科技改變工作與就業所需之技能，實體和
數位學習未有完整進程與軌跡的紀錄

子題



4

意見與部會回應

4

子題 意見

育才競
才環境

產業人
才培育

多元終
身學習

智慧生活

1. 因應國家發展，強化高階人才培育

2. 以人文觀點提升人民科學教育素養

1. 如何增加產業與學界合作，培育產
業所需人才

2. 針對產業趨勢及數位發展，如何培
育未來人才

1. 因應人口結構改變，鬆綁人才職涯規範

2. 學齡教育是否符應多元的科技知識

1. 結合我國優勢領域，推動高教國際化發展

2. 促進人文與科研人才對話，打造包容社會

1. 推動各類產學合作人才培育模式，培育契合
產業需求之職能專才

2. 發展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
機制，培育重點領域及產業創新跨域人才

1. 健全高齡再就業機制，制定高齡就業法規

2. 推動智慧教育，使學齡教育符合科技潮流

部會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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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一 育才競才環境

強化跨域育才彈性

• 鼓勵大學與法人合作，鬆綁育才合作方針

• 鬆綁產學研人才聘用及流動制度，增進制度彈性，
調整薪資結構，提高留才誘因

• 強化高階人才跨域對接，提升博士級人才就業

• 推動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機制

活絡高教國際觸角

• 高教轉型，擴大學生就學獎勵機制

• 結合優勢領域，推動高教國際化發展

• 爭取國際科研資源，強化國際科研人才
交流

完善我國競才配套措施

• 持續推動外國專業人才來臺相關法
規之鬆綁

• 強化完善外籍人才來臺及留臺環境
之相關配套措施

深化人文科技素養

• 營造跨域教學環境，培育未來社會創新人才

• 提升全民科學素養，培養科普專業人才

• 融合人文藝術元素，啟發跨域科研人才

• 建立社會創新共識，創造永續社會價值

• 健全文化永續保存，促進創新服務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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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二 產業人才培育

契合產業職能需求
培育技職及技術專

業人才

支援產業發展
培育國家重點領域人才

強化產學合作
培育產業創新研發及關

鍵技術人才

策略一 策略二 策略三

鏈結大專校院發展客製
化產學合作人才培育

強化專業課程與科技產
業實務之連結

設立區域技職人才及技
術培育基地

推動辦理數位技術之專
業訓練課程

依產業人才職能基準，
規劃產業所需之專業能
力鑑別制度

因應數位經濟與產業
新型態發展，儲備跨
域數位人才

培育前瞻半導體跨領
域人才

培育具有國際視野與
跨領域整合能力的生
醫產業商品化創新與
創業人才

注重學術研究
成果落地於產
業運用，培植
產業創新研發

能量

依產業所需
人才需求，
推動學生至
產業實務

實習

鼓勵
大專校院教師
及研究人員從
事產學合作

引導
大專校院發展
跨域創新及國
際連結人才通
識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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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三 多元終身學習

發展智慧教育 推動全齡多元學習

擴散與推動學生自主學習

培育科技教學專業師資

支援學生學習載具與學習資源

橋接多元教育與升學途徑

提升成人數位知能與技能

強化升學與求職應用

推薦個人化學習內容

建置全齡個人學習紀錄

建立跨平臺身分認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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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提請討論



議題二「科研與前瞻」





林敏聰Minn-Tsong Lin

學歷

經歷
科技部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司司長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學系暨研究所特聘教授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合聘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合聘副研究員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學系助理教授、副教授
德國馬克斯普郎克微結構物理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科技部政務次長

德國哈勒大學（Uni. Halle）物理博士
德國海德堡大學物理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學系畢業





引言一 科技資源戰略布局





張仁炯 Michael Chang

學歷

經歷

微軟亞洲工程院副院長

微軟 Office 事業部 Microsoft Office 大中華區研發總經理

台灣科技大學工程學院兼任教授級業師專家

微軟台灣人工智慧研發中心
執行長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碩士





引言二基礎研究能量





學歷

經歷
2011-2016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所長

2011 迄今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2011 迄今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學系合聘教授

2006-2009 美國物理學會計算物理部門主席

2006-2009 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物理系教授、系主任

2006-2009 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物理系教授講座教授、榮譽教授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物理學系博士

周美吟 Mei-Yin Chou





引言三產學研鏈結





簡禎富 Chen-Fu Chien (1/2)

清華大學講座教授

經歷
2018-2022科技部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主任

2017-2019科技部工業工程與管理學門召集人

2012-2014清華大學主任秘書

2009-2011國科會固本精進計畫推動辦公室主持人

2008-2010清華大學副研發長兼首任產學合作執行長

2005-2008台積電工業工程處副處長

2002-2003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傅爾布萊特學者

學歷與訓練
2007 哈佛大學商學院PCMPCL高階主管訓練

1994-1996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決策科學與作業研究博士

1992-1994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工業工程碩士

1990-1992 陸軍裝甲兵學校(預官訓練第一名留校) 區隊長兼教官(陸軍忠勤獎章退伍)

1985-1990 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系暨電機工程系雙學位(斐陶斐榮譽會員)



學術榮譽
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2016)、行政院國家品質獎-研究類個人獎(2012)、科
技部三次傑出研究獎(2016、2011、2007)、國科會第一級計畫主持人(2005-
2008)、科技部未來科技突破獎(2019)、《工業3.5：台灣企業邁向智慧製造與
數位決策的戰略》(2020 科技部最具影響力學術專書獎、經濟部金書獎)、經
濟部大學產業經濟貢獻獎個人獎(2009)、教育部產學合作研究獎(2003)、國家
新創獎(2020)、東元科技獎 (2018)、IEEE Trans. o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2015年最佳論文獎、IEEE Trans. on Automation Sciences & 
Engineering 2011年最佳論文獎、科技管理獎(學研團隊類)(2017)、工業工程
學會會士(2018)、APIEMS Fellow (2016)、科技管理學會院士(2012)、傑出工
程教授(2010)、工業工程獎章：產業貢獻(2010)和學術貢獻(2016)、工程論文
獎(2003)、呂鳳章獎章(2003)、工業工程論文獎(2003) ，以及國立清華大學三
次傑出產學合作獎等。

簡禎富 Chen-Fu Chien (2/2)

清華大學講座教授



產學研鏈結
簡禎富 清華講座教授暨美光講座教授

科技部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 主任



疫情之後 貿易戰起 全球產業鏈重構中…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Source: Double Helix model (Fine & Whitney, 1996)

垂
直
整
合

水
平
分
工

虛
擬
垂
直
整
合

產業演化有不同脈動速度clock speed



四次工業革命
1st: steam-powered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2nd: electrically powered mass production/production line

3rd : IC and IT to achieve automation

4th : (today)- Cyber-Physical Systems 

3

*Source: Feder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3), "Securing the future of 
Germa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recommendation the strategic initiative INDUSTRIE 4.0 
final report of the industrie 4.0 working group,"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nabling Technologies (0 -> 1)
1st: Watt steam engine (James von Breda 

Watt)
3rd :電晶體 (1947/ Bardeen, Brattain, and 

Shockley, 1956 Nobel Prize)
3rd : IC (Jack Kilby, 1958/ 2000 Nobel Prize)
3rd :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PLC) 

Modicon (modular digital controller) 
(Dick Morley 1968)



Industry 2.0 (1-> 10..0? )/ ~80 years 

The 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also known as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1] was a 
phase of the larger Industrial Revolution corresponding to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sometime between 1840 and 1860 until World War I. It is considered to have 
begun around the tim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Bessemer steel in the 1850s and culminated 
in early factory electrification, mass production and the production line. (Wikipedia)

4
Taylorism (1911): Scientific Management (Industrial Engineering)



管理財 vs. 機會財

「在台灣經營企業二十多年的經驗

發現，台灣最需要的是管理
技術和人才... 」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2008.4.18

TSMC Vision:
1. be a technology leader
2. be the manufacturing leader
3. be the most reputable, 

service-oriented and 
maximum-total-benefits
silicon foundry



工業革命：
價值重分配與生態系統的競爭



工業3.5：混合策略與破壞性創新

7
Source: 《工業3.5：台灣企業邁向智慧
製造與數位決策的戰略》(簡禎富，2019)



台灣製造解決方案輸出和領導新興國家契機



藍湖：「利潤高但市場(TAM)不夠大到吸引跨國大企業來競爭」

更貼近不同客戶的需求將藍海/大市場碎化成藍湖/藍池塘（隱形冠軍）

藉助AI大數據為破壞性創新技術提高競爭門檻（高築牆 廣積糧 緩稱王）

藍湖策略(Blue Lakes Strategy) vs. 藍海
- 攔 (先進工業國家重回製造)胡 



產學研共生的生態系統和互利加乘的鏈結機制

Source: DOI: 10.1111/jiec.12171



「產業醫生 Dr. Fab」
分析服務產業化

(Analytics as a Service)
台灣產業轉型升級需要

完整的健康醫療體系!!!



工業3.5+ 台灣製造典範的機遇與產官學研合作
子曰：「言而無文，行之不遠」

tsmc way: Industry 3.5+

837,000 項結果

Toyota Way: Industry 2.0+

21,300,000 項結果

簡禎富

Chen-Fu Chien 



野人獻曝 懇請不吝賜教

cfchien@mx.nthu.edu.tw





引言四科技風險評估與資料治理





學歷

經歷
中華民國「十大傑出青年」 (科技發展類)
中華民國資訊月「傑出資訊人才獎」
經濟部技術處「產業科技發展獎－傑出青年創新獎」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國家發明創作獎」發明獎 (一金二銀)
中華民國資訊學會/ACM台北台灣分會「李國鼎青年研究獎」
凌陽核心科技副總經理
凌陽科技執行長特助

聯發科技資深處長

梁伯嵩 Bor-Sung Liang

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博士
台灣大學管理學院 EMBA 商學組





科技評估與治理 : 以 IC 半導體為例

梁伯嵩博士

Bor-Sung Liang, Ph.D

MediaTek 

議題二『科研與前瞻』



科技研發創造經濟動能 : 以 IC 半導體為例

就業人口平均產值

169 萬元

台灣總就業人口

1151 萬人

台灣 GDP (2020/e) 

19.5 兆

科技研發，可以帶來生產力的提升。台灣 IC 半導體人均產值，為就業人口平均的 8.6 倍

單位: 新台幣

IC

IC

GDP

IC
GDP GDP GDP GDP

GDP GDP GDP GDP

GDP

IC半導體就業

約 22 萬人

2% 就業人口

IC 半導體產值 (2020/e)

3.2 兆

16% of GDP

IC 半導體人均產值

1455 萬元

就業人口平均產值的 8.6 倍

1
梁伯嵩 ,  MediaTek 



科技研發需重視『高槓桿效應』的核心科技

創造科技優勢

使用者

E
co

sy
st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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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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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r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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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p

p
ly

 C
h

a
in

電子資訊設備製造

雲端服務

網路服務商

電信公司

網路營運商

內容服務商

資訊供應商

 Data source: IDC , Illustrated by Bor-Sung Liang

『高槓桿效應』讓核心科技的影響力放大，創造科技、經濟與未來發展的優勢，值得優先集中資源發展

梁伯嵩 ,  MediaTek 

半導體
製造

IC 設計IC 半導體

電子資訊
設備的
核心

9倍
槓桿效應

資通訊硬體 1.022 兆美元

資訊服務

1.053 兆美元

通訊產業

1.34兆美元

軟體
5900億
美元

促成經濟繁榮

引導世界資通訊產業投資 : ~ 4.9 兆美元
Global ICT spending 4,896 Bn , 約 138 兆台幣 (2020/e)

新科技
8920億
美元

(約當15兆台幣 )

IC 半導體

5440億
美元

啟動未來發展

IC 半導體

通訊 運算
AI  感測
核心
科技

AR/VR

衛星
通訊

自動
駕駛車

無人機

Q Q
量子
計算

機器人

新科技
8920億
美元

2



科技研發國際良性競爭必須要有策略

世界 IC 半導體產值 2020 (e) 5444 億美元

3123 

億美元

313 億美元

702 億美元

1306 億美元
IC 設計

IDM
垂直整合廠
(含記憶體)

晶圓代工

IC 封測

垂
直
分
工

垂
直
整
合

科技研發必定會面臨國際競爭。台灣的垂直分工策略，在各國競爭中，創造出特有的競爭優勢

46% 52%

2%

垂
直
分
工
策
略

垂
直
整
合
策
略

美國 台灣其他
國家

14% 28% 59%

60% 19% 22%

9% 13% 78%

284億美元

554億美元

184 億美元

61 億美元

台灣產值
1073億美元
(約3.2兆台幣)

美國, 

42.9%

台灣, 

19.7%

韓國, 

15.9%

日本, 

8.1%歐洲, 

7.2%

中國大陸, 

5.9%

新加坡, 0.2%

其他, 0.1%

 以總部設立之國別為產值計算基礎, 2020 (est.)

 Data source: IEK, ITRI ; illustrated by Bor-Sung Liang
3

梁伯嵩 ,  MediaTek 



大數據

AI、物聯網、量子科技

行動通訊網路、衛星網路

善用 IC 半導體優勢

創造新科技的領先地位

(進行中之科技趨勢)

科技研發最大的風險是未能跟上世界趨勢

火力

蒸汽機、引擎

鐵路

電力 數位化資訊

馬達、電燈、電話

電力網、電話網

IC、電腦、手機

網際網路

10110010011000011110010000
10001111101110100001100011
00111100100001011001001100
01000011000111101110100010
11011101000101000111110111
00111100100001011001001100
00111100100001011001001100

核心
資源

核心
技術

台灣四十年前開始投資 IC 半導體關鍵技術

成為資通訊產業發展的基礎

 關鍵性的科技變革，會帶來生產力的躍升。若未能跟上趨勢，在科技上會被各國超越而落後

IC 半導體技術

第三次工業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一次工業革命

4
梁伯嵩 ,  MediaTek 



策略檢討，修正策略

商業化
失敗

生態體系
整合失敗

無法形成
產業正向循環

能提供部分產品
但台灣無完整產業鏈

台灣有科技能力
但難以推升經濟動能，形成正向循環

科技研發還要有執行力與策略修正能力

技術
發展不良

技術
落後

有零星技術
但無法整合創造價值

技術不具國際競爭力
但部分可國內使用

台灣有部分科技能力
但不具國際競爭力

 除了策略，還要有適當資源，並有執行力。應做國際競爭力評估，並依實際狀況檢討修正策略

不做

技術徹底落後
台灣在此領域缺席

台灣缺乏此重要科技
需仰賴他國家

產業銜接
扶植產業
生態體系

推升
台灣

經濟動能
之

先進科技

技術發展策略
 研發資金投入
 研發人才培養
 技術發展藍圖

重要
科技趨勢

5
梁伯嵩 ,  MediaTek 

國際
競爭力
評估



貫徹策略與執行建立台灣科技實力

 科技研發，可以帶來生產力的提升。需善用『高槓桿效應』的核心科技。

IC 半導體產業，是台灣的核心能力，應該加強研發，以此為基礎，擴張台灣科技實力

 需要專責單位，擬定策略，投注資源，發揮執行力。審視國際競爭力，並修正策略

 科技發展需一步一腳印。終極目標在建立台灣的科技實力與經濟動能

核心
能力

瞭解自身
所在位置

瞭解自身能力

策略路線評估
資源投資評估

國際競爭評估

產業化風險

技術研發風險

6
梁伯嵩 ,  MediaT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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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與前瞻
策略報告

科技部

行政院 第十一次 全國科學技術會議



2

聚焦四大需求研議主要策略

滿足未來 打造 包容 永續創新 的2030社會需求

議題一
加強育才競才、鼓勵終身學習

￫滿足未來產業人才需求

議題二
布局戰略科技、提升成果效益

￫滿足未來科研能量需求

議題三
推動數位創新、落實循環永續

￫滿足未來產業轉型需求

議題四
照顧民眾健康、厚實社會韌性

￫滿足未來安居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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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資源戰
略布局

基礎研
究能量

產學研鏈結

實現目標所需面對的問題與挑戰

現況 目標

建置決策支援系統
確立資源投入與科技計畫執行均

扣合國家發展戰略目標

讓基礎研究能量穩健成長
加強跨領域研究

挑戰社會與科學重大課題

建立高階研發創新基地
推動需求導向合作研發
加速科研成果之轉譯應用

落實科技風險評估
整備科技發展環境並預應風險

完備資料治理機制

科技政策決策缺乏有效支援系統，科技資源投
入規劃較缺乏戰略布局與中長期發展之思維

聚焦新興領域之基礎研究能量不足，因應社
會經濟變遷需求之跨領域研究合作待加強

現行推動作法雖多元，但經濟規模不足，亦缺
乏整合與溝通機制，導致成果轉譯缺乏彈性

新興科技應用風險未有適當評估，資料開放
與應用機制尚未支援跨域運用並兼顧安全性

子題

科技風險評估
與資料治理



1. 研擬前瞻技術專利布局策略，以符合未來產業
需求

2. 科專的年度計畫及結案訂有三階段審查程序，
加強督導管理與落實檢討改善作業

1. 基礎研究經費編列制度化

2. 加強推動以社會需求為核心的跨領域研究

1. 行政院業已核定「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
培育創新實驗條例」草案

2. 法人扮演學界、產業界之間橋接角色，連結上中
下游科技發展，刺激產學合作與創新創業

1. 建立基礎設施風險評估與應用技術、新興科技
風險評估，以及建構自主評估模型，研析未來
可能情境與碳排變化及達標情形

2. 各機關的資料及限制不同，會持續依「開放資
料」及「依申請提供」兩原則推動

4

意見與部會回應

4

子題 意見

科技資源
戰略布局

基礎研究能量

產學研鏈結

科技風險評估
與資料治理

1. 因應未來趨勢及挑戰，以前瞻思維布
局重點領域

2. 完善科技計畫的管考與成效追蹤機制

1. 基於鞏固國家基礎研究能量

2. 強化跨領域合作

1. 建立高階研發創新基地

2. 強化科研活動與產業需求的鏈結

1. 以全方位思維規劃科技風險評估

2. 完備資料治理的法規及機制

部會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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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一 科技資源戰略布局

⚫ 精進科技計畫之形成方
式及審議機制

⚫ 強化重點政策科技計畫
之管理及推動中長期效
益資料追蹤與評估

⚫ 完善科技計畫資料
治理，建立敏捷專
業的決策支援系統

✓基礎科研經費編列制度化

✓推動重大課題的戰略型計畫

✓針對未來中長程需求
擬定科研發展策略

✓推動市場導向的基礎產業研究

布局戰略型科研領域建立科技決策支援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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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二 基礎研究能量

跨域整合挑戰重大課題超前部署重點特色領域

01

02

03

04

推動長期科研發展，因應未
來社會需求布局優勢強項

優化科研核心基礎設施與服務

成立特色領域研究中心，
提昇國際學術競爭力

布局產業前瞻先期技術

⚫ 加強不同學科領域之合作誘因，
積極鼓勵跨領域卓越研究

⚫ 推動社會需求導向
的跨領域研究

⚫ 發展前瞻原子科學技術



子題三 產學研鏈結

鏈結產學研強化創新跨界推動高階研發創新

⚫ 推動科研產業化樞
紐，整合區域產學
創新能量

⚫ 鼓勵法人橋接企業與學校，強
化產學研鏈結、促進創新創業

⚫ 建構產學研鏈結平
台，強化法人加值
學研成果

協助大學人才與技術移轉，落實
5+2產業創新及區域重點產業應用

強化產學研合作，鼓勵科技跨界創新

建構有利創新創業的法令環境

鬆綁科研新創技轉法規，放寬學界教
師於外國新創公司的職務與股份持有
限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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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四 科技風險評估與資料治理

完備資料治理機制強化科技風險評估

建立基礎設施風險評估與應
用技術

建立新興科技風險評估

建構自主評估模型，研析未
來可能情境與溫室氣體排放
變化及達標情形

⚫ 建構兼顧隱私權保
護的資料基礎環境

⚫ 建構兼顧合規與便
利之資料基礎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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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未來四年科技施政規劃

因應少子女化與職能需求變化
以精兵思維確保產業人才供給無虞

因應科技跳躍發展與全球競爭
以戰略思維發展科技並產生社會效益

因應產業轉型勢在必行
以革新思維使產業價值創造推陳出新

因應氣候變遷與人口結構變化
以預應思維強化社會應對各式風險

六大核心產業

資訊及數位相關產業
國防及戰略產業
資安卓越產業
綠電及再生能源產業
台灣精準健康戰略產業
民生及戰備產業

主軸計畫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
臺灣資安卓越深耕
Å 世代半導體
Beyond 5G衛星通訊
雲世代中小企業數位轉型

數位科技
驅動的創新社會

創新

跨文化、族群、
世代的多元
包容社會

包容 永續
循環再生、零
污染、智慧強
韌的永續社會

接續政府重大政策 滿足未來社會需求為目標 實現台灣2030願景

大會結論將形成國家科技發展政策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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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提請討論



12月22日大會第二天





專題演講





陳怡樺 Eva Chen

學歷

經歷

自趨勢科技於 1988 年創立以來，陳怡樺 (Eva Chen) 一直帶領

著趨勢科技成為全世界最創新的網路安全防護公司。在擔任執行

長 (CEO) 之前，陳怡樺曾擔任趨勢科技執行副總裁 (1988-1996) 

與技術長 (1996-2004) 等職務。在她的帶領之下，趨勢科技從產

品獨創性到防護管理方法等，皆締造了多項業界第一的紀錄。由

於其創新的領導風格，她在 2004 年底被任命為執行長。

趨勢科技執行長 美國德州大學企管碩士學位及管理資訊系統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學士





議題三「經濟與創新」





林全能 Chuan-Neng Lin

學歷

經歷
經濟部能源局局長
經濟部技術處處長
經濟部技術處副處長
經濟部工業局金屬機電組組長

經濟部常務次長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博士





引言一 產業智慧化與數位經濟





葉怡君 Cathy Yeh

學歷

經歷

臺灣微軟公司雲端及企業平臺事業部副總經理

微軟OEM全球事業群產品設計執行業務總監

惠普公司資深系統架構師

趨勢科技開發工程師

微軟物聯網亞太創新中心總經理
交通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

臺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隸屬微軟總部雲端及企業研發集團, 負責建立

並管理物聯網產業應用方案研發團隊, 協助育

成亞太區物聯網生態圈, 協助策略性企業客戶

數位轉型, 專注于工業物聯網及智慧製造領域。





引言二 循環經濟及環境永續





黃育徵 Charles Huang

學歷

經歷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暨執行長

工業技術研究院常務董事

循環台灣基金會
董事長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華頓商學院企管碩士





引言三 再生能源





王人謙 Ren-Chain ( Joseph ) Wang

學歷

經歷
2016-2020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

2018-2020 工業技術研究院電網管理與現代化策略辦公室副主任

2010-2015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副組長及組長

2006-2010 工業技術研究院國際業務中心/產業與經濟研究中心組長/總監

2003-2005 奇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1993-2003 工業技術研究院化學工業研究所副組長

1989-1993 美國殼牌石油公司研發專案計畫主持人

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所長

1981-1987 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化學博士

1975-1979 東吳大學化學學士





Copyright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版權所有

引言三-再生能源

王人謙博士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Copyright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版權所有

氣候變遷的影響

2

• 人類活動造成石化燃料需求增加，地球溫度逐漸升高

資料來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energy
Citizens' Climate Lobby UK,https://citizensclimatelobby.uk/2019/03/the-hundred-tonne-diet/

https://ourworldindata.org/energy


Copyright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版權所有

氣候變遷的影響

圖片來源：元大投股

3

台灣的未來可能是…

?

?

?



Copyright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版權所有

台灣再生能源發展潛力

4

太陽能 風力 地熱 海洋能

• 我國擁有豐沛的再生能源，前瞻科技發展成為前進的動力。

圖片來源：1.https://solargis.com
2. 臺灣地熱資源相當於65座核四廠,國立海洋大學

https://solargis.com/


Copyright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版權所有

綠能科技發展展望

5

就業機會
提升

經濟投資
成長

零碳排放
加速

資料來源：The ten point for a green industrial revolution, UK, 2020 



Copyright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版權所有

高再生能源占比之電網發展

• 高再生能源占比下，間歇性能源供給增加，發電量預測難度增加，我國電網具備足夠的彈性嗎?

6

圖片來源：https://www.eettaiwan.com/20171023ta31-the-smart-grid/



引言四 新創經濟





林欣吾 Xin-Wu Lin

學歷

經歷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副所長、所長

友達光電反托拉斯法令遵循主管、最高顧問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常務獨立董事

惠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國發基金創業投資審議會審議委員

台灣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台灣大學 經濟學系碩、博士

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系學士





引領台灣新創發展的
策略方向

林欣吾 副院長

2020/12/22



大綱

1. 為什麼要推動新創

2. 台灣新創環境的特性

3. 台灣新創發展的觀察

4. 引領台灣新創發展的策略方向



為什麼要推動新創?



新創事業有三個目標：國際、國內及在地

目標是國內外市場，期待能被
國際併購或在NASDAG 上市

目標：國內在地市場，持續獲利持續營運

國內IPO

國際IPO

目標是國內外市場，期待能被國內業者
併購或在台灣上市櫃

需國內企業
國際創投/加速器

一起參與



機會創業大多來自「典範移轉」

資料來源:Tech in2020: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下一個15年的機會

COVID-19



台灣新創環境的特性



台灣產業有相當的實力可拉動新創發展

孕
育
階
段

發展階段

成長階段

資料來源: 修改自2020 台灣新創生態圈大調查，台經院研究三所計算自WEF及IMD評比資料



Levels of EBO(% adults)

Source: GEM Adult Population Survey, 2019, 

Note: TEA, Total early-stag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EBO, Established Business Ownership

Levels of TEA (% adults)

EBO  呈現持續成長TEA  呈現穩定發展

台灣早期創業需加強 支持新創的成長



台灣新創發展的觀察



過去二年新創大調查，新創營收不如預期原因類似
這些原因並非一般課程、育成與輔導可協助解決

新創企業營收不如預期的原因

資料來源: 2019 台灣新創生態圈大調查。 資料來源: 2019 、2020台灣新創生態圈大調查。

7%

14%

9%

8%

18%

21%

3%

7%

13%

14%

14%

23%

產品或服務不符市場需求

相似產品或服務競爭者眾

市場景氣不佳

市場開發成本高

缺乏有效的商業模式

先期研發成本高

2020年 2019年

1

2

3

需協助新創突破瓶頸 掌握成長契機



維繫創業輔導體系 並引導提高專業程度

創育機構
Incubation

總數 政府單位營運

加速器 62 8

共同工作空間 80 13

育成中心 130 12

協會或社群 74 --

園區或基地 56 53

資料來源：新創圓夢網

我國基礎創業環境有利於新創發展，創育機構體系已有相當規模

讓顧問、業師、企業及技術服務業者，

提供專業服務協助新創成長

介接基礎創業政策工具支援

包容普及

創新成長



強化新創與企業合作機會

新創企業合作對象類型

合作類型
成
長
可
能
性

資料來源：2020  台灣新創生態圈大調查



協助新創國際化 應著力更深

78%
將「國際化」列為

未來三年主要發展目標

11%
新創公司的主要營收

來自海外市場

資料來源：2019 台灣新創生態圈大調查

新創進軍國際市場的準備程度

新創進軍國際市場的準備程度



符合需求議題 新創企業願意付費

資料來源：2020  台灣新創生態圈大調查



引領台灣新創發展的策略方向

• 設計誘因機制，加強引入民間資源與新創合作，進而共同

孕育、推動、投資新創，以吸引具潛力科研成果商品化

• 維繫基礎創業輔導環境；並應建立機制，引導新創服務的

品質與專業程度，以協助新創成長

• 引進資金投資，引導國內企業、國際創投/加速器合作培

育及投資國際IPO潛力新創





經濟與創新
策略報告

經濟部

行政院 第十一次 全國科學技術會議



2

聚焦四大需求研議主要策略

滿足未來 打造 包容 永續創新 的2030社會需求

議題一
加強育才競才、鼓勵終身學習

￫滿足未來產業人才需求

議題二
布局戰略科技、提升成果效益

￫滿足未來科研能量需求

議題三
推動數位創新、落實循環永續

￫滿足未來產業轉型需求

議題四
照顧民眾健康、厚實社會韌性

￫滿足未來安居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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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智慧化
與數位經濟

循環經濟及
環境永續

再生能源

實現目標所需面對的問題與挑戰

現況 目標

子題

新創經濟

應加速數位應用與軟硬整合轉型，
並提升產業資安投入。

能資源循環使用效率應提升，
經濟與環保鴻溝仍待弭平。

再生能源設置場域受限，
且須帶動本土綠能產業並強化電網韌性。

須強化國際鏈結與投資能量，
提升科技新創及學界科研風氣。

透過智慧科技應用
鞏固產業國際競爭利基

推動綠色經濟模式
及循環技術與材料研發

營造綠能產業聚落
提升能源多元性與韌性

轉化科研成果並
優化環境以協助新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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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與部會回應

4

子題 意見

產業智慧化
與數位經濟

循環經濟及
環境永續

再生能源

新創經濟

部會回應

1. 妥善運用資源，擴大科技應用範圍

2. 立基台灣優勢，厚實產業能量

1. 能源政策須考量多元性、穩定性及未
來性

2. 整合政府資源及機構，推動綠色能源

1. 推動全方位的循環經濟政策，包括廢棄
物再利用、循環材料等

2. 發展綠色經濟與綠能產業

1. 擴大虛實整合跨域應用範圍，提升金融創新、農
業、建築與文化數位化、5G交通車聯網升級轉型

2. 推動產業革新，促進升級轉型，加速自動化與智
慧化

1. 綠能前瞻科技研發布局以強化多元性、提升電網韌
性以提高穩定性、建置綠能示範場域預應未來性

2. 開發高效率太陽光電技術，並布局深海區塊離岸風
電發展

1. 循環材料的創新研發方向包括循環創新材料、資源
循環創新利用技術、易循環產品創新設計

2. 推動綠色消費以建構創新商業模式，並完備綠色經濟
產業資料，以及數位化環境教育

1. 整合政府資源，完善新創發展環境

2. 加速新創接軌國際資源

1. 推動「亞洲･矽谷2.0精進新創發展環境」，並引導
民間資金投資新創

2. 打造國際新創聚落，引進國際級加速器與企業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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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一 智慧化與數位經濟

3

強化智慧應用提升韌性1 接軌國際完善資安體系2

虛實整合擴大跨域應用4完備場域優化產創環境

驗證

場域
• 學研成果落地

學研

團隊• 智慧製造軟

硬整合

• 提升數位服務機能科學
園區

智慧化供應鏈

提升供應鏈
韌性

軟硬技術整合

發展關鍵
檢測技術

對接國際資安體系

導入聯防反饋機制

聯盟資安業者試煉體系

導入資安風險分級

金融科
技創新

5G交通
車聯網

文化產業
數位轉型

農業
數位化

建築4.0

數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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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二 循環經濟與環境永續

資源循環
再利用技術

回收
廢棄物

生物
質能

再生
粒料

循環材料
創新

研發
關鍵

技術材料

開拓
新材料
應用通路

強化
示範園區
循環動能

充實綠色經濟產業統計

推動綠色消費、創新

商業模式

數位化環境教育

創新模式發展綠色經濟 精進資源循環技術 推動循環材料創新研發

策略一 策略二 策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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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三 再生能源

✓ 開發高效太陽光電
✓ 降低土地面積需求

✓ 開發無人智能檢測
✓ 布局深海離岸風電

✓ 開發本土再生能源檢測與
認驗證能量

多元布局前瞻
綠能科技

•建立綠能科技示範場域，鏈結產業聚落
•推動離岸風電創新園區，建立產業樞紐
•結合智慧科技，整合綠能系統方案

打造亞太綠
能中心

• 提升高再生能源占比之電網穩定
• 強化綠電管理，穩定供電品質
• 開創氣象資訊在能源轉型應用服務

提高能源整合
電網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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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四 新創經濟

完善創業投資環境

潛力
新創

發掘學界
潛力成果
協助商業化

完善業師
輔導機制
育成新創

01

0203

育成潛力科技新創

活絡早期投資，

強化科技新創。

引導企業投入，

帶動新創成長。

鏈結資源茁壯新創

新創對接企業，
創造合作效益。

發展國際創業聚落，
促成國際落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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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未來四年科技施政規劃

因應少子女化與職能需求變化
以精兵思維確保產業人才供給無虞

因應科技跳躍發展與全球競爭
以戰略思維發展科技並產生社會效益

因應產業轉型勢在必行
以革新思維使產業價值創造推陳出新

因應氣候變遷與人口結構變化
以預應思維強化社會應對各式風險

六大核心產業

資訊及數位相關產業
國防及戰略產業
資安卓越產業
綠電及再生能源產業
台灣精準健康戰略產業
民生及戰備產業

主軸計畫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
臺灣資安卓越深耕
Å 世代半導體
Beyond 5G衛星通訊
雲世代中小企業數位轉型

數位科技
驅動的創新社會

創新

跨文化、族群、
世代的多元
包容社會

包容 永續
循環再生、零
污染、智慧強
韌的永續社會

接續政府重大政策 滿足未來社會需求為目標 實現台灣2030願景

大會結論將形成國家科技發展政策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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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提請討論



議題四「安心社會與智慧生活」





謝達斌 Dar-Bin Shieh

學歷

經歷
國立成功大學口腔醫學科暨口腔醫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口腔醫學科科主任暨研究所所長
國立成功大學口腔醫學科暨口腔醫學研究所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處企劃組長
國立成功大學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研究教育組長
國立成功大學口腔醫學科暨口腔醫學研究所副教授
成大醫院口腔醫學部主治醫師兼口腔診斷及一般牙科主任
國立成功大學分子醫學研究所合聘助理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牙科學科暨口腔醫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科技部政務次長
美國哈佛大學牙醫學院分子生物學醫學科學博士(DMSc.)

國立陽明大學牙醫學系學士





引言一健康與照護





學歷

經歷

國家衛生研究院 院長

梁賡義 Kung-Yee Liang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生物統計學系教授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流行病學系合聘教授

國家衛生研究院副院長、代理院長

國立陽明大學校長

美國華盛頓大學公衛學院生物統計所博士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理學院統計所碩士

國立清華大學理學院數學系學士





議題四安心社會與智慧生活
「健康與照護」子題

引言

國家衛生研究院

梁賡義院長



台灣優勢--醫療照護與資通訊科技

• 高品質醫療
• 全民健保

AI、ICT產業生技產業

多元健康資料庫



建構精準健康照護體系

強化社會
共識

接軌國際 培育專業人才 建立跨域
研發平台

建置多體學

檢測技術平台
建構健康

大數據系統

發展新興
醫療科技

加速健康產業
發展

預測預防診斷治療照護

完善全齡健康
藍圖

增進國人健康
福祉

帶動跨領域醫
療照護產業

國際策略聯盟



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議(BTC)總體建議

整合國內現有

人體生物資料

庫

精準健康照護

體系

精準防疫、精

準健康

2018 2019 2020

全齡精準健康

Phase1
健康大數據系統、
資料標準化模式

國家級人體生物
資料庫整合平台



面對新興傳染病，建構快速因應體系

• 既有技術平台的精進與常態化
− 檢測方法及效率提升

− 精進現有疫調數位化及即時監測平台

− 建置戰略平台資源庫

− 高風險生物安全實驗室的建立與維護

− 技術支援平台常態化，加速橋接學研與
產業的合作

• 「零」接觸醫療
− 零接觸採檢

− 遠距與智慧醫療的運用與導入

− 醫療人員、民眾身心層面的關照

− 建立穿戴式設備生理狀態回報系統

• 個人防護裝備的優化與開發
− 醫材開發

− 一般民眾防護裝備

− 醫療防護裝備整備

− 建立負荷預估模型

• 創新與轉譯
− 長期支持新興傳染病研究

− 培育防疫科研及醫療人才

− 新科技的臨床實踐，e.g. 治療性抗體、
藥物、疫苗

− 完善場域驗證

歷經這次COVID-19疫情



全齡精準健康

• 重新思考醫學
• 專注於精準預測、預防與治療疾病

• 從根本提供更主動、更個人化的服務與醫療，促使人們
更健康

• 考慮到人的基因、環境和生活方式的差異，根據患者的
獨特背景和條件制定治療和預防策略

• 在正確的時間為正確的病人提供正確的治療。

• 在適當的時間向適當的人群提供適當的措施與服務。



全齡精準健康

• 推動全年齡精準健康，針

對健康、亞健康、罹病、

失能各階段

• 妥善運用健康相關之數位

資料庫，結合雲端技術、

智慧載具、人工智慧物聯

網與健康促進指標需求

• 建構個人化健康記錄系統，

發展全年齡健康促進整體

策略與相關精準健康產業

發展。

盤點、找缺口、找利基、找商業模式

兒童、青少年 中壯年 銀髮族

健康

亞健康

罹病

增能

預防

照護

診斷

治療

資料面
(數位健康)

基因、環境、生活
型態、行為、臨床、
物聯網(各類感測

器)

技術面 服務面

Bio 
生技
醫材

，Big Data

ICT，包括5G
AIoT

場域：居家、職場/
學校、社區、醫院
模式(business 

model)：如個人化
健康促進管理total 

solution

整合應用模式
失能



場域
驗證

疫苗
預防

試劑
檢疫

傳染病
(流感、腸病毒、
COVID-19)

公衛
流病

精
準
防
疫

非傳染病
(癌症、代謝性疾
病、腎臟病)

大數據資料
庫、AI分析

精
準
照
護

藥物
治療

醫材
輔具

全齡健康



謝謝聆聽





引言二 資通安全





陳俊良 Jiann-Liang Chen

學歷

經歷

台灣科技大學電機系系主任/特聘教授

台灣科技大學電資學院副院長

東華大學資工系系主任

工業技術研究院電通所研究員

台灣科技大學電機系教授

台灣大學電機博士





安心社會與智慧生活
資通安全

陳俊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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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論壇(WEF) 2020年全球風險報告-資訊安全風險甚鉅

Source: 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20 15th edition, World Economics Forum

資訊基礎
設施破壞

網路攻擊

資料詐欺或竊盜

科技發展造成
的負面影響

2



全球面臨的重大資安威脅

資安威脅

關鍵基礎

設施資安

威脅

APT

攻擊

DDoS

攻擊

IoT

攻擊

供應鏈

攻擊

網路

詐騙
• 組織型駭客透過APT攻擊
進行資料竊取、加密勒索

• 駭客透過供應鏈攻擊進行
滲透到機關、企業內部

• 駭客利用利用COVID-19冠
狀病毒全球大爆發之疫情

進行詐騙

• 駭客透過DDoS攻擊癱瘓政
府或企業網路與系統運作

• 駭客利用物聯網裝
置漏洞進行入侵

• 關鍵基礎設施資安威脅
日益倍增

3



駭客組織透過供應鏈(委外廠商)攻擊政府及企業

• 攻擊型態趨於多元，駭客透過供應鏈缺口，進而滲透至企業或機關內部，
加強內部資訊安全管理問題刻不容緩，安全防護亦需涵蓋VPN網路

4
資料來源：法務部、iThome



XXX

XXX

目標式勒索攻擊

1. 力X:半導體封測廠湖口廠區遭勒索軟體攻擊，公司對外網站尚未復原。(2020/05)

2. 中X、台X化:遭海外駭客集團勒索攻擊另有10家遭鎖定。(2020/05)

3. GarXXX: 證實遭俄羅斯駭客集團Evil Group所操控的WastedLocker勒索軟體攻擊造成全球服務停擺。(2020/07)

4. 仁X電腦:疑似遭到勒索軟體攻擊。(2020/11)

5. 研X電腦:工業電腦大廠科技傳出遭到網路攻擊。(2020/11)

6. 巴西最高法院:遭RansomExx毒手而暫時開庭。(2020/11)

X

X

資料來源：iThome

5



案例說明

圖片來源：調查局

(台灣中X遭駭客攻擊之手法及途徑)

6



透過IoT設備發動DDoS攻擊持續增加

• 2020 DDoS攻擊頻率持續上升

• IoT設備漏洞易於被利用進行攻擊，且數量大幅增加，成DDoS攻
擊來源主力

• Cloudflare：2020.7 Mirai殭屍網路病毒感染Moobot IoT設備發起
DDoS攻擊，峰值流量高達654 Gbps(來源IP達18,705)

資料來源：中華電信

資料來源：https://icatch99.blogspot.com/2019/11/icatch-
dvr.html?m=1

來源: Cloudflare Network-Layer DDoS Attack Trends for Q3 2020

7

https://securelist.com/ddos-report-q1-2019/90792/


全球線上購物或網路詐騙大幅提升

• 2020 新型冠狀病毒全球大爆發

• 全球為了因應疫情的影響及預防，進而實施遠距教學及工作，
因而導致許多人只能透過電子設備來生活或工作，進而大幅
提升大眾對網路的需求。

• Trendmicro：2020.7 購物詐騙平均每天有300~1200人在網路
商場被欺詐，且這些所連結的購物網站分佈在不同的頂級域
（TLD）。

資料來源：趨勢科技來源: TrendMicro -国内ユーザを狙うネット通販詐欺 2020 資料來源：https://www.trendmicro.com/vinfo/us/security/news/cybercrime-
and-digital-threats/online-dating-websites-lure-japanese-customers-to-
scams

By URL

By Domain

8

https://securelist.com/ddos-report-q1-2019/90792/


面對資安風險的因應策略

• 建立管理制度，例如：選擇美國NIST網路安全框架（Cybersecurity 
Framework，CSF）為資訊安全的基準(baseline)， IPDRR

• 建立資安縱深防禦架構，做好網路出入口安全防護，以及持續性的資
安防護與安全評估

資料來源：BSI 資料來源：NIST
9



資安持續強化與精進

◼ 資安聯防機制持續強化
• 情資分享(ISAC)
• 事件通報(CERT)
• 資安監控(SOC)

◼ 持續推動區域聯防機制

◼ 第六期國家資通安全發展方案

10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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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三安居家園





陳東升 Dung-Sheng Chen

學歷

經歷
2008 迄今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諮議委員
2010-2012   台灣社會學會理事長
2009-2012      教育部顧問室顧問
2008-2009    台灣社會學主編
2005-2007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處長
1999-2005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
1995-1997     台灣大學法學院學生事務分處主任
1995 迄今 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教授
1990-1995     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

台大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教授 1985-1990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博士
1978-1982 台灣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學士





引言四 智慧生活





葉肇元 Joe Yeh

學歷

經歷
雲象科技 創辦人

美國數位病理協會董事

雲象科技執行長

美國南加州大學病理學博士候選人

臺灣大學醫學系學士





安心社會與智慧生活
策略報告

科技部

行政院 第十一次 全國科學技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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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四大需求研議主要策略

滿足未來 打造 包容 永續創新 的2030社會需求

議題一
加強育才競才、鼓勵終身學習

￫滿足未來產業人才需求

議題二
布局戰略科技、提升成果效益

￫滿足未來科研能量需求

議題三
推動數位創新、落實循環永續

￫滿足未來產業轉型需求

議題四
照顧民眾健康、厚實社會韌性

￫滿足未來安居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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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照護

資通安全

安居家園

智慧生活

實現目標所需面對的問題與挑戰

現況 目標

完善健康與照護體系
增進全民健康福祉

建構主動防禦基礎網路
成為亞太資安研訓樞紐
公私協力共創網安環境

源頭降低環境危害
提升社會整體韌性

建置全齡友善環境
推動公共服務智慧化

奠基智慧生活

人口結構變化下，提供民眾便捷的醫療與照
護資源，以及安心高品質的生活

無線網路遍及生活，資安攻擊無所不在，防
禦體系需與時俱進

面對氣候與環境變遷，宜超前部署，及早因
應與調適

數位科技全面滲透生活各個層面，需加速推
動公共服務與網路環境的創新升級

子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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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與部會回應

4

子題 意見

健康與照護

資通安全

安居家園

智慧生活

1. 因應個人化精準醫療發展，完備相關
法規措施

2. 面對新興傳染疾病衝擊，提升我國醫
療與防疫能量

1. 基於完善的國家資料安全機制，發展
新興數位科技

2. 應用科技能量，降低產業與生活物資
供應鏈風險

1. 運用新興科技能量，提升國家治安與
警政辦案效能

2. 增進環境監測技術，完善環境污染監
控與災害預警能力

1. 應用科技能量，建造符合高齡化社會
需求之國家

2. 應用新興數位科技，平衡城鄉發展的
差距

1. 建構真實世界大數據法規導引及發展精準醫療科
技評估

2. 全方位提升跨域傳染病防治策略，穩健推動國家
疫苗政策永續發展

1. 持續分年推動相關具體措施，打造能被世界信賴
的資安系統

2. 結合民間資源，建立公私協同合作機制，協助企
業提升資安防護能量

1. 完備鑑識偵防、法醫鑑識、數位鑑識、及科技監
察等機制、全面提升辦案效能

2. 強化環境智慧監測與預報技術，優化數據整合資
訊應用服務，打造韌性城市

1. 透過生活中智慧設施相互整合，提升高齡者生
活品質

2. 推動先進網路建設，發展未來創新、包容、永
續的智慧生活

部會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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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一 健康與照護

3

建置全方位防疫政策1 發展精準健康醫療福祉2

精進食品科技防護網絡4推動智慧健康照護

穩 健 推
動 國 家
疫 苗 永
續發展

智 慧 科
技 加 值
傳 染 病
疫 情 預
警體系

整 合 邊
境 檢 疫
社 區 防
疫系統

• 發展個人化精準醫療
與大數據應用

• 健康大數據之轉譯研
究及產業應用

• 運用科技發展智慧醫療
與健康照護

運用科技精進
食安機制

公私協力、虛實整合，
開創安全新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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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二 資通安全

吸納全球高階人才, 培植
自主創研能量

推動公私協同治理, 提升關
鍵設施韌性

善用智慧前瞻科技, 主動
抵禦潛在威脅

建構安全智慧聯網, 提升
民間防護能量

打造堅韌安全之智
慧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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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三 安居家園

完善調適精進
災害預警

建構綠色化學
安居環境

核能除役邁向
綠色社會

環境智慧打造
韌性城市

科技執法提升
司法效能

• 提升因應氣候變
遷韌性與科研服
務量能

• 運用大數據與資
訊整合完善災害
預警能量

• 完備智慧災防系
統與科技

• 落實綠色化學
國際調和，建
立安全替代共
識與制度

• 提升化學物質
管理與篩檢量
能

• 推動環境用藥
害蟲整合防治，
維護國人健康

• 強化我國核設
施除役及放射
性廢棄物管制
體系

• 吸收國際經驗
發展核設施除
役技術

• 提升放射性廢
棄物貯存確保
除役廢棄物安
全減廢

• 研發新型態感
測器與感測技
術

• 強化環境智慧
監測與預報技
術

• 開發污染特徵
辨識與溯源解
析技術

• 善用科技提升司
法效能

• 提升偵查鑑識能
力維護社會治安

• 推動警政科技研
發與應用

• 運用智慧科技掌
握海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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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四 智慧生活

• 推動安居敬老社
區空間

智慧生活
友善全齡環境

• 厚植政府業務數位
治理能量，推展公
共服務智能化

智慧公共服務
便利全民

• 強化公部門網路服
務基礎設施

• 推動先進網路建設

整備網路
奠基智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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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未來四年科技施政規劃

因應少子女化與職能需求變化
以精兵思維確保產業人才供給無虞

因應科技跳躍發展與全球競爭
以戰略思維發展科技並產生社會效益

因應產業轉型勢在必行
以革新思維使產業價值創造推陳出新

因應氣候變遷與人口結構變化
以預應思維強化社會應對各式風險

六大核心產業

資訊及數位相關產業
國防及戰略產業
資安卓越產業
綠電及再生能源產業
台灣精準健康戰略產業
民生及戰備產業

主軸計畫

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
臺灣資安卓越深耕
Å 世代半導體
Beyond 5G衛星通訊
雲世代中小企業數位轉型

數位科技
驅動的創新社會

創新

跨文化、
族群、世代
的多元
包容社會

包容 永續
循環再生、
零污染、智
慧強韌的永
續社會

接續政府重大政策 滿足未來社會需求為目標 實現台灣2030願景

大會結論將形成國家科技發展政策之依據



10

感謝聆聽提請討論



12月23日大會第三天





專題演講





經歷

學歷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生校區化學工程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系學士

中央研究院院長

美國紐約州羅徹斯特柯達公司(Eastman Kodak Company)研究科學家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化學工程系副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化學暨生物分子工程系教授、
校長講座教授、系主任、生物工程系主任

重要獎項及榮譽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美國國家工程學院院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
美國國家科學院工業應用科學獎
義大利總統頒授ENI再生能源獎
美國白宮再生能源創新獎(Champion of Change)
美國環保署綠色化學學術組總統獎

廖俊智 James C. L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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