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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創新
經濟部 / 科技部 / 科會辦 / 國發會 /

交通部 / 內政部 / 文化部 / 衛福部 /

金管會 / 農委會 / 原能會 / 海委會 /

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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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說明

（一）原子題「3-1產業智慧化」、「3-2資訊及數位化」合併

為「3-1產業智慧化與數位經濟」

• 本議題原規劃5個子題，原3-1、3-2兩子題合併為「產業智慧化與

數位經濟」，由經濟部主提並進行策略調整

（二）子題3-2(原3-3)「循環經濟及環境永續」增擬策略，納入

經濟部角色

• 經濟部工業局針對子題「循環經濟及環境永續」增擬策略二(推動

循環技術暨關鍵材料創新研發與專區)，如簡報P.14

（三）子題3-3(原3-4)「再生能源」策略調整為4大項

• 經濟部能源局調整子題「再生能源」之策略為4大項，分別為：發

展關鍵技術、生質廢棄物能資源化與多元化、打造亞太綠能中心、

電網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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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創新

產業智慧化
與數位經濟

循環經濟及
環境永續 經濟創新

再生能源

新創經濟

3-1

3-4

3-3

3-2



發展多元跨域應用

4

3-1 產業智慧化與數位經濟

1. 前瞻科技發展快速，
產業創新模式受限

2. 製造業軟硬整合應用
待加強

3. 資安威脅日益嚴峻，
產業投入與資源不足

4. 重點產業之創新數位
支援體系未完備

5. 金融、農業、建築、
醫療、文化及交通等
科技應用能力待強化

現況與問題

強化產業數位加值

目標

引領產業創新轉型

促進資安國際合作

經濟部

科技部、金管會、農委會、內政部、

交通部、科會辦、文化部、衛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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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產業智慧化與數位經濟

策略一：強化智慧科技應用，引領產業創新轉型(經濟部主提)

（一）建置智慧化供應鏈，強化供應鏈韌性

• 建立完整半導體產業聚落，提升半導體設備及材料自給率

• 協助建置全球化智慧供應鏈管理系統，因應多元化、區域化供應鏈重組需求

• 推動智慧供應鏈管理示範應用，協助中小製造業者接軌智慧化供應鏈體系

（二）深化製造軟硬整合，加速產業智慧化及數位轉型

• 推動資通訊技術研發，深化軟硬整合，發展創新應用解決方案

• 運用雲端平台、數位工具及大數據分析，協助產業升級轉型

（三）加速接軌智慧應用國際標準，發展關鍵計量及檢測技術

• 積極參與5G與IoT等智慧應用國際標準與計量技術制定，協助產業取得國際

競爭優勢

• 因應產業智慧化需求，加速相關領域國家標準與國際標準調和，發展關鍵量

測及檢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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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產業智慧化與數位經濟

策略二：強化資安能量，發展領域型國際資安解決方案(經濟部主提)

（一）推升資安需求

• 以資安評級帶動產業龍頭與供應鏈導入資安強化

（二）聯盟資安業者

• 協助資安業者結盟發展領域需求解決方案，透過領頭業者擴散

（三）導入聯防反饋

• 建立跨域共同介接模式，協助跨業者快速串聯情資與解決方案

（四）對接國際體系

• 接軌國際資安標準與大廠採購需求，鏈結國際資安聚落，協助國內

方案拓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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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產業智慧化與數位經濟

策略三：建置數位支援體系及驗證場域，促進產業群聚效益(科技部主提)

（一）建設科研成果之示範場域，促進產業鏈之群聚效益

• 藉由實際應用場域之演示，驗證研發成果發展潛力

（二）提升科學園區數位轉型服務機能，驅動軟硬整合與產業創新

• 推動數位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及智慧應用解決方案，優化園區投資環境，打造

永續發展智慧園區

• 建置新興科技共創媒合平台，完善新創事業培育

（三）智慧製造軟硬整合與技術升級，培育跨域智慧應用人才

• 深化中長期技術布局，並培育跨域智慧應用人才，回應產業多元需求

（四）建置智慧科技驗證場域，提升產業效益

• 以解決方案落地應用為旨，對外開放實驗場域，促進創新應用之擴散

• 以小量多樣試量產場域，增加少量高值產品，協助創新廠商進入藍海應用市

場

（五）擴大數位應用場域，推動商業服務數位加值

• 協助國內商業服務業如零售、餐飲、物流等場域導入智慧化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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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產業智慧化與數位經濟

策略四：整合前瞻數位科技，發展多元智慧跨域應用
(金管會、農委會、內政部、交通部、科會辦、文化部、衛福部等共同主提)

（一）整合資源健全金融創新環境

• 調適金融法規、鼓勵產學研合作並完善金融服務跨界及跨域合作平台

• 拓展國際市場及加強國際合作，促進國際監理機關合作與協調

（三）鼓勵金融機構以自願自律方式推動「開放銀行」服務

• 推動銀行和金融科技公司更深層地合作與競爭

• 各部會可共同研議開放數據資料之共享

（三）建構智慧新農業生態系，促進農業轉型

• 推動農業生產智慧化，提升產品安全與價值

• 建構農業數位服務，促進產銷轉型升級

• 推動農業數位專家隨行支援與服務管理系統

（四）建築4.0產業跨域創新—推動建築產業數位轉型與智慧營造

• 發展BIM建築資訊建模技術

• 推動智慧營造，建構快速應變的工程環境監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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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產業智慧化與數位經濟

策略四：整合前瞻數位科技，發展多元智慧跨域應用
(金管會、農委會、內政部、交通部、科會辦、文化部、衛福部等共同主提)

（五）發展AI人工智慧應用於公路事件探勘與管理計畫

• 運用新興資通訊技術，研究開發交通資訊分析技術

（六）強化5G交通應用車聯網資訊基礎平臺

• 規劃智慧道路的設施規範與管理服務制度

• 鏈結內政部雲平臺，測製小區域範圍高精地圖

（七）以5G促進顯示器產業高值化，善用台灣優勢與國際鏈結

• 建構產官學研跨域合作聯盟，並推動新興顯示技術產業鏈整合以落實

商品化開發

（八）以5G應用場域推升文化科技影響力

• 發展5G應用場域，並推動智慧互動展演與推廣應用

（九）以5G 智慧科技改善偏鄉醫療環境

• 結合5G 的整合方案以解決相關醫療資源缺乏問題



10

3-2 循環經濟及環境永續

1. 經濟與環保鴻溝待
弭平，導致產業轉
型升級動能趨緩

2. 廢棄物大量產出，
亟待提高能資源循
環使用效率

3. 生產資源仰賴進口，
產業欠缺自主性關
鍵尖端材料技術

4. 降低能資源耗用之
規劃不足，缺乏能
資源驗證媒合平台

推動能資源整合
與產業共生

建構循環技術暨材料創
新研發體系與出海口

現況與問題目標

環保署

科技部、金管會、原能會、經濟部、

農委會、內政部、海委會

經濟成長與環境
永續互利共贏

發展高效之能資源
循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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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循環經濟及環境永續

策略一：落實循環經濟理念，提升產業永續發展(環保署主提)

（一）推動產業永續發展資料庫

• 透過綠色金融行動方案，協助產業評估可能風險與發展情境分析

（二）跨部會、跨領域協作辦理綠色經濟產業調查

• 強化現有統計資料彙集與推估用於資料建模及檢測環境政策措施成效

（三）推動綠色消費以建構創新商業模式

• 鼓勵消費者選擇對環境傷害較少的商品以及推動政府綠色採購

（四）推動應回收廢棄物物料之資源循環再利用

• 提升二次料品質或價值藉以提高資源回收再利用比率

（五）確保材料品質及再生粒料規劃應用

• 建立循環材料環境溶出背景資料及規範納入施工綱要

（六）推動再生粒料應用於海域示範的管理與驗證

• 推動再生粒料應用於回填新生土地之海域環境水質、底質與生態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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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循環經濟及環境永續

策略一：落實循環經濟理念，提升產業永續發展(環保署主提)

（七）推動沼渣沼液回歸農地肥分之田間試驗計畫

• 推動廚餘與豬糞尿沼渣沼液回歸農地肥分使用之田間試驗計畫

（八）以畜牧有機廢棄物進行能源轉化發展氫能發電

• 創新畜牧糞尿資源化處理技術並轉化為氫氣替代能源

（九）以農業生質廢棄物發展氣化技術提升廢棄物再利用效益

• 設地區型集中處理中心，以先進氣化技術提升農業廢棄物再利用效益

（十）研發環保金屬新興回收技術及評估綠色拆解產業規模

• 研發新興回收技術並評估非破碎處理之綠色拆解的可行性與產業規模

（十一）提升再生銅加值化效益避免降級再利用

• 增進含銅污泥之銅浸出率及硫化銅微米材料製備，提升再生銅加值化

效益

（十二）研發廢棄物再利用創新技術

• 開發各項最佳可行控制技術，提升台灣產業循環再利用之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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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循環經濟及環境永續

策略一：落實循環經濟理念，提升產業永續發展(環保署主提)

（十三）加速推動循環經濟，讓產業與環保互利共贏

• 創建有效資源循環綠色材料技術，以帶動國內產業轉型

（十四）積極推動海廢再生，鏈結海廢清理與資源循環再利用

• 試辦海廢回收再利用機制，建立海廢循環經濟，加速海洋廢棄物清理

（十五）應用綠能結合循環再生技術，減緩沿岸生態環境衝擊及棲地復育

• 削減陸域污染排入沿岸海域並循環再利用，提升海洋環境品質並維護

海洋生物棲息環境及生態系統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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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循環經濟及環境永續
策略二：推動循環技術暨關鍵材料創新研發與專區，支持國家核心戰略產業

(經濟部主提)

（一）推動循環技術暨關鍵材料創新研發

• 導入循環經濟概念，開發循環創新材料及重新設計、資源循環創新利

用技術、易循環產品及材料等創新研發。

（二）設立循環技術暨材料創新研發專區

• 建立整合產官學研、國營事業、法人等創新研發能量，於專區藉由循

環技術強化關鍵材料與戰略物資的供應能力，為六大核心戰略產業的

發展基礎。

（三）建立國家級創新材料產學研合作平台

• 以串起產業鏈TRL各個階段為理念，以產業關鍵材料為優先項目，推

動跨系統(部會/法人/學界/國營事業)、跨領域合作平台。

（四）結合產業落實創新循環新材料技術應用通路與出海口之開拓

• 推動研發聯盟連結通路，消費產品再設計、再生物料高值化、普及化，

強化開拓高值可循環產品商品化出海口。

（五）強化產業示範園區循環動能

• 透過系統性的規劃設計，將園區內產業生產過程所排放的能資源、廢

棄物及廢水等項目，收集、再生及循環利用，建立高質循環共生聚落

之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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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再生能源

1. 分散式再生能源設置，維運成
本高；而依各類再生能源特性
建置場域亦受限，尤其太陽光
電受限土地面積。

2. 生質能料源分散，儲運成本高、
不易利用，另運送過程潛藏汙
染疑慮。

3. 因應能源轉型，擴大內需市場，
務必同步帶動本土綠能產業，
能源才得永續發展。

4. 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受天候影
響，當大幅設置，電網系統之
調度彈性及韌性為穩定供電關
鍵。

發展關鍵技術，擴大
再生能源建置潛能

精進生質能運用，有助能源
多元化及環境永續

鏈結在地資源、營造綠能產業
聚落，打造亞太綠能中心

因應能源轉型，強化電網
系統韌性

目標

經濟部

環保署、原能會、交通部

現況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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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一：發展高效率、智能化關鍵技術，擴大再生能源建置潛能
及降低運維成本(經濟部主提)

（一）開發高效率太陽光電技術，協助能源政策達標

• 開發矽晶太陽電池轉換效率由15~22%提升至24%，降低土地面積需求

• 布局後矽晶太陽能電池產業技術，突破理論轉換效率極限

（二）發展智慧化與無人化智能檢測技術，提升風力發電運維效率與推動離

岸風電自主化，並配合政策目標推動深海區塊離岸風電發展

• 結合無人載具及非破壞性檢測技術，建立智慧化運維檢測與修護技術

• 建立水深>50m風能潛力分析能量及區塊劃設，擴大國內離岸風電市場

• 推動建立離岸風電關鍵零組件本土化供應鏈，成為亞太離岸風電產業樞紐

（三）建立智能化地熱電廠維運技術，提升營運管理效益及售電收益

• 導入人工智慧技術技術進行機組零組件及設備健康度預診，降低停機損耗，

提升電廠營運效率

（四）發展本土再生能源相關檢測與認驗證能量

• 建立儲能系統國家標準與安全試驗檢測技術能量

• 配合再生能源併網，發展MW等級智慧變流器檢測能量

• 建置離岸風電工程與關鍵零組件檢測認驗證能量

3-3 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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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二：精進生質廢棄物能資源化、多元化，提高生質能運用及
促進環境永續(環保署主提)

（一）精進多元生質廢棄物能資源化技術，建立能源區域供應模式

• 以國內生質料源特性，建構收運模式，發展區域型生質廢棄物能資源化應用
技術

• 整合生質燃料熱電應用系統與優化模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成本

（二）精進生質廢棄物能資源化技術，改善環境污染並提升能源多樣性與
穩定性

• 開發較高轉化率之技術，提高廢棄生質能利用率

（三）建立區域分散型能源供應模式，提升供電系統穩定性

• 將生質廢棄物轉化為合成氣技術與發電機設施模組化

• 搭配儲能系統開發建置及將多餘電力併聯至集中電網，提升供電穩定

（四）建置生質能產氫及擴大運用範圍，以減少空污與溫室氣體排放

• 運用生質能產氫取代化石燃料產氫，建置氫能儲存系統或輸送設施，擴大氫
能運用於運輸、家用及發電

3-3 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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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三：建置示範場域導入創新模式，鏈結資源促成產業聚落，
打造亞太綠能中心(經濟部主提)

（一）發揮綠能科技示範場域功能，鏈結綠能產業聚落

• 建置綠能系統示範驗證平台，完整產業化應用連結

• 推動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成為亞太離岸風電產業樞紐

（二）導入創新模式，促進能源開發與環境永續

• 建置多元儲能或智慧整合系統，以提升供電穩定性

• 整合後端多元供能與應用，以達能源整合效益最佳化

3-3 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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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四：透過電網智慧化，提高電網系統韌性，以因應高占比再
生能源併網之電力系統穩定(經濟部主提)

（一）提升電網運轉彈性，達成再生能源高占比

• 發展MW等級高壓安全長周期儲能系統及智慧化電池管理技術

• 發展自主配電系統解決方案，共同推進智慧電網建設

（二）強化智慧電網，穩定供電品質

• 須運用跨領域系統整合能力，研發本土化智慧配電管理系統

• 開發穩定饋線電壓功能，提高電力供電品質，打造再生能源永續環境

（三）建構友善公私部門合作環境，開創氣象資訊在能源轉型應用服務，
以強化能源系統韌性

• 透過友善公私與跨域合作環境的建構，精進能源相關氣象預測技術

• 開創氣象資訊在能源轉型的應用服務模式，以降低能源轉型衝擊

3-3 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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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新創經濟

1. 學界科研成果創業
風氣雖已有提升，
仍有加強空間

2. 政府已推出創業天
使基金，但民間投
資能量仍不足

3. 國內市場成長機會
有限，科技新創需
強化國際鏈結

落實創新技術

創造產業與社會價值

引導產業擴大科研投資

活絡創新生態

目標

科技部

金管會、經濟部

現況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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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新創經濟

策略一：鼓勵科研成果創業，育成潛力科技新創(科技部主提)

（一）發掘學界具潛力之科研成果，營造完善創業育成生態系

• 銜接輔導科研成果創業成立衍生新創公司，以催生新產品或服務

• 鼓勵更多教授走出實驗室，讓尖端技術加速走入人群

策略二：跨部會銜接扶植新創，完善創業投資環境(國發會主提)

（一）活絡國內早期投資環境，強化科技新創投資能量，協助新創媒合

潛在天使投資資源

（二）吸引國內外創投資金來臺，打造新創多元募資管道

（三）引導企業資金投入新創，讓企業創投(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 

CVC) 共同促進新創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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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新創經濟

策略三：鏈結產業與國際資源，協助新創成長(經濟部主提)

（一）介接企業資源與能量，協助新創拓展國際市場

• 優化新創輔導資源，協助新創對接企業、大小合作扶植新創成長

• 打造國際創業聚落，鏈結國際新創與加速器資源

• 積極協助新創打響國際名聲，獲得國際知名資料庫刊登，爭取全

球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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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子題後續分工
◆ 各子題主政單位規劃如下：

子題 主政單位

3-1 產業智慧化與數位經濟 經濟部

3-2 循環經濟及環境永續 環保署

3-3 再生能源 經濟部

3-4 新創經濟 科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