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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100 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本會依據行政院 100 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當前社會狀

況及本會未來發展需要，編定 100 年度施政計畫(草案)，其目標與重點如次： 

  

壹、年度施政目標 

一、推動學術研究，提升科技研發品質： 

在學術研究成果方面，依據美國國家科學指標（National Science Indicators, NSI）最新資料，

2009 年各國 SCI論文篇數前 5 名，依序為美國、中國、英國、德國及日本，排名前 20 名中，

多為歐美國家，亞洲地區則有中國、日本、印度、南韓與我國，我國的 SCI 論文篇數逐年增

加，2009 年我國論文總數為 24,305 篇，排名第 16 名，近 5 年維持在第 16 名至第 18 名之

間。占全球論文總篇數之比率，亦由 2005 年的 1.74%提升至 2009 年的 2.09%。平均每篇論文

被引用次數則由 2005 年的 2.65 次提升至 2009 年的 3.37 次。但與論文篇數的表現相比較，則

仍有進步的空間，未來將持續規劃推動各項配套措施，鼓勵優秀學者進行質量並重的研究，

提升我國科技研發品質。 

二、加強支援學術研究，強化研發成果推廣與運用： 

獎勵傑出或年輕優秀科學技術人才長期從事學術或應用研究，以提升我國學術研究水準，增

強國家科技實力。另補助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以提早培育儲備優秀研究人才。研發

技術的運用與擴散是影響一國科技發展的關鍵因素，尤其學研機構的研發成果推廣與運用，

因此推動鬆綁政府相關部門研發成果運用辦法，促進研發成果之管理運用等活化措施，以強

化各學研機構研發成果的推廣與運用，達到產學合作的綜效。 

三、提升科技研究服務效能，建構人性關懷科技體系： 

提供智慧家庭、健康樂活及人本智慧所需之生活科技，以達健康、便利、節能、舒適、安全

及永續之優質生活目標，並提供國民未來所需之健康醫療前瞻科技，包括醫療器材、精神健

康、保健食品，在預見高齡社會來臨，針對老年生活需求、服務提供以及價值偏好進行調查

分析，並選定社區進行行動研究；未來會將研究結果轉化為高齡化社會之政策制定，以及相

關科技知識之轉換，服務之推廣，老人產品之研發、開發、製造、行銷等。 

四、配合政府施政重點，發展永續科技： 

（一）推動「永續資源與環境」、「永續社會及人類安全」、「環境治理及評估工具」、「土地

利用與城鄉發展」及「符合永續發展之產業轉型」等永續發展跨領域整合研究，以提昇對

於台灣地區環境本質的了解、強化我國永續發展策略所需研究能量、建立國家永續發展所

需治理與評估工具，並移轉適合之產、官、學等中下游研究或施政應用。  

（二）在防災科技部分，推動以解決問題為導向整合型應用研究，以建立災害風險管理與效益評

估模式、健全大規模天然災害防救體制、提升環境與設施監測能力、提高災害預警與應變

作業能力、以及研發災害管理決策支援模組與技術。並將研究成果進一步整合加值，提供

相關部會參考運用。 

（三）推動「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分為颱洪及旱象、地震、關鍵基礎公共設施、防救災資

訊服務平台等四大議題，考量檢視政府各部會的防救災計畫與國科會的防災相關科技計

畫，以提升上下游科技相關防救災體系之交流效率，因應支援災害防救實際層面的需求。

莫拉克風災後，政府提出的「中央政府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預算」所提及的相關災後

重建或災防計畫，也將納入此一方案追蹤考評且共享資訊。 

五、推動前瞻、核心科技之研發與創新： 

積極引進高科技廠商進駐，挹注產業先進技術，並透過產、官、學、研共同合作，鼓勵業界

投入前瞻、核心科技之研發與創新，提升高科技廠商研發能量，促成前瞻技術產業化，強化

科技研發之產業價值創造，建構研發、創新、生產製造一體之高附加價值產業聚落，完善產

業鏈與群聚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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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構優質科學園區： 

建構優質科學園區，以滿足廠商營運及從業人員生活機能需求，落實單一窗口服務，提升園

區服務機能與服務品質，並委由專業調查機構對園區廠商進行滿意度調查，持續關切廠商需

求，提供廠商最優質的服務；因應產業發展趨勢及節能減碳、環保政策，積極引進新能源、

生技等具發展潛力之新興產業，結合創新科技能量，打造優質生活科技產業新聚落，促使科

技與綠色環境共榮與永續發展。 

七、因應政府災後重建所需，發展重災區重建之速捷評估方法： 

依據實際需求，分年度建立重大受災社區、洪旱關鍵設施、維生管線系統、重要公共設施等

類速捷評估方法數之累積百分比。 

八、整合研發能量，推動創新技術與前瞻科技： 

（一）有效引進高科技廠商進駐，挹注產業先進技術，鼓勵廠商投入前瞻、核心科技之研發與創

新，強化科技研發之產業價值創造。推動跨部會署整合型科技計畫，包括網路通訊、智慧

電子、奈米、能源、生技醫藥、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及能源等 6 項國家型科技計畫。對前

瞻性的重要課題以整合型之科技計畫推動，並培養關鍵領域之科技人才。建構完善的前瞻

科技整合應用研發平台，提供學術界進行前瞻研究的服務，加速科技創新與整合，強化資

源共享。 

（二）為協助學界整合創新研發能量，將構思建構完善的前瞻科技整合應用研發平台，透過各種

服務導向研發，有系統的提升服務平台規格與服務品質，提供學術界進行前瞻研究的全方

位研究服務平台，加速科技創新與整合，積極強化國家級研究機構資源共享、發揮研究及

服務的功能，打造高品質支援學術服務平台之世界級國家實驗室。 

（三）持續推廣學術界利用同步輻射進行尖端科學研究，建構世界頂尖之同步輻射共用實驗設

施，支援跨領域尖端科技創新研發。 

九、培育及延攬科技人才，獎助優質團隊： 

人才是科技發展及國家建設的動力，本會透過補助國內學研界延攬科技人才及博士後研究人

才參與研究，提升我國學術研究水準，達到引進及充實科技人才之目標，厚植國家研發能

量。  

十、完備行政院組織改造規劃： 

配合組織改造時程之配套作業辦理情形，包括「組織調整」、「員額配置（移撥）及員工權

益保障」、「法制作業（含組織及作用法規）」、「預決算處理」、「財產接管及辦公廳舍

調配」、「資訊移轉及系統整合」及「檔案移交」等 7 項。 

十一、提升研發量能： 

（一）行政及政策研究經費比率：蒐集主要國家科技政策及研究發展等資料及其追蹤研究；辦理

科技政策定期論壇，在推動策略從擴大科技政策研究社群著手，邀請學者專家針對特定、

重要、新興科技議題提供建言，掌握科技社群對各項議題的建言與動態。 

（二）推動法規鬆綁以下列 4 面向為衡量指標：  

１、提升國家科學技術水準。  

２、增進科學研究創新之能力。  

３、促進科學研究成果之運用。  

４、發展科學工業園區。 

十二、提升資產效益，妥適配置政府資源： 

提升資產效益，妥適配置政府資源，減少不經濟支出，提升預算執行績效。 

十三、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與管理效能： 

活化機關員額管理，增進員額彈性調整，積極提升人力素質並能與業務需要合理配置，積

極推動組織學習，有效提升管理效能。 

 貳、年度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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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一 推 動 學 術 研

究，提升科技

研發品質 

1 SCI/SSCI 論文篇數排名 1 統計

數據 

我 國 於 全 球 國 家

SCI/SSCI 論文篇數排名 

16 名 

2 SCI/SSCI 論文引用數排

名 

1 統計

數據 

我國於全球國家 SCI/SSC

I 論文被引用數排名 

22 名 

二 加強支援學術

研究，強化研

發成果推廣與

運用 

1 補助計畫衍生之研發成

果技轉件數 

1 統計

數據 

依據補助計畫衍生之研

發成果技轉件數 

700 件 

三 提升科技研究

服務效能，建

構人性關懷科

技體系 

1 智慧、健康、樂活之社

會關懷科技研究團隊養

成數 

1 統計

數據 

研究團隊養成數（工程

處） 

40 群 

2 補(捐)助民間團體及個

人經費資料 

1 統計

數據 

補助經費內容（對象、

金額）按季送立法院備

查並公告（1 代表「是」

有辦理，0 代表「否」） 

1-- 

四 配合政府施政

重點，發展永

續科技 

1 投入永續科技發展計畫

經費 

1 統計

數據 

本會於永續發展相關研

究（企劃處能源國家型

科科計畫本會部份、自

然處永續學門、生物處

生物多樣性及長期生態

研究）投入總經費較前

年度經費之成長比率 

13.5% 

五 推動前瞻、核

心科技之研發

與創新 

1 引進高科技廠商家數 1 統計

數據 

當年度經本會科學工業

園區審議委員會審議核

准廠商家數 

49 家 

2 科學園區年度營業額 1 統計

數據 

園區廠商當年度營業額 20550 億元 

六 建構優質科學

園區 

1 科學園區廠商滿意度 4 統計

數據 

廠商對園區管理局提供

服務之滿意度 

75% 

2 引進新能源及生技產業

廠商家數 

1 統計

數據 

當年度經本會科學工業

園區審議委員會審議核

准之新能源（包括 LE

D、太陽能、燃料電池

等）及生技廠商家數 

19 家 

七 因應政府災後

重建所需，發

展重災區重建

之速捷評估方

法 

1 速捷評估方法之完成率 1 統計

數據 

依據實際需求，分年度

建立重大受災社區、洪

旱關鍵設施、維生管線

系統、重要公共設施等

類速捷評估方法數之累

積百分比 

100% 

八 整 合 研 發 能

量，推動創新

技術與前瞻科

技 

1 國家型科技計畫之跨部

會整合綜效貢獻指數 

1 統計

數據 

本項指標以論文、人才

培育、專利、技轉收入

及促進廠商投資等 5 個

面向評估推動國家型科

8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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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技計畫之跨部會整合綜

效，以每億元發表 100

篇論文、培育 100 位碩

博生、獲得 10 件專利、

技數移轉收入 0.03 億元

及促進廠商投資 3 億元

為標準，各面向達到標

準者以獲得貢獻指數 20

計算，未達或超越標準

者依達成比例計算 

2 國研院與國輻中心服務

績效目標達成率 

1 統計

數據 

國研院以使用國研院設

施服務研究人員產生之 S

C I、SSC I、E I 論文數

量、國研院舉辦專業教

育訓練培訓人次、對外

提供服務產生之現金及

記帳收入，依其年度目

標達成率及所設定權重

所計算之綜合性指標。

計算方式：達成率=Σ

[(各指標達成值 /各指標

目標值) *各指標權重] * 

100%；國輻中心以「光

源用戶發表 SCI 論文篇

數」及「碩博士生培育

人數(中心 KPI 值)」等項

目；再依上述項目之年

度目標達成率及所設定

權重所計算之綜合性指

標。計算方式：達成率=

Σ[(各項目達成值 /各項

目目標值) *各項目權重] 

* 100% 

85% 

九 培育及延攬科

技人才，獎助

優質團隊 

1 參與新興科技計畫人數 1 統計

數據 

參與新興科技計畫人數

（補助博士後研究人員

及博士生赴國外研究、

補助學者專家赴國外短

期研究、補助研究生出

席國際會議、拋光計畫

及龍門計畫，及學術處

學術攻頂計畫） 

3300 人 

2 補助延攬博士後研究人

次占專題研究計畫總件

1 統計

數據 

（本會補助延攬博士後

研究人次÷本會補助專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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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數之百分比 研究計畫總件數）×100

％ 

註： 

評估體制之數字代號意義如下： 

  1.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進行。 

  2.指實際評估作業係由特定之任務編組進行。 

  3.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透過第三者方式（如由專家學者）進行。 

  4.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並邀請第三者共同參與進行。 

  5.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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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共同性指標 

共同性目標 

共同性指標 

共同性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一 完備行政院組

織改造規劃 

1 推動組織調整作業 1 統計

數據 

完成組織調整各項配套

作業，並達到下列各分

項標準者（各年度目標

值填列符號代表意義：0

代表「7 項均未達到」、

1 代表「達到 1 項」、2

代表「達到 2 項」、3 代

表「達到 3 項」、4 代表

「達到 4 項」、5 代表

「達到 5 項」、6 代表

「達到 6 項」、7 代表

「達到 7 項」） 

【說明】： 

依據行政院函頒「行政

院及所屬各機關組織調

整作業手冊」規定，依

時程完成： 

1、「組織調整」作業。 

2、「員額配置（移撥）

及員工權益保障」作

業。 

3、「法制作業（含組織

及作用法規）」作

業。 

4、「預決算處理」作

業。 

5、「財產接管及辦公廳

舍調配」作業。 

6、「資訊移轉及系統整

合」作業。 

7、「檔案移交」作業。 

7  

二 提升研發量能 1 行政及政策研究經費比

率 

1 統計

數據 

（年度行政及政策類研

究經費÷年度預算）×100

％ 

0.06% 

2 推動法規鬆綁：主管法

規檢討訂修完成率 

1 統計

數據 

（檢討訂修法規完成數÷

主管法規數）×100％ 

4% 

三 提 升 資 產 效

益，妥適配置

政府資源 

1 機關年度資本門預算執

行率 

1 統計

數據 

(本年度資本門實支數+資

本門應付未付數+資本門

賸餘數)÷(資本門預算數) 

×100%（以上各數均含本

年度原預算、追加預算

及以前年度保留數）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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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性目標 

共同性指標 

共同性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2 機關中程歲出概算額度

內編報概算數 

1 統計

數據 

【(本年度歲出概算編報

數－本年度中程歲出概

算額度核列數 )÷本年度

中程歲出概算額度核列

數】×100％ 

【說明】： 

1、本項為負向標準，亦

即訂定之標準數值越

低，則越具挑戰性。

惟各機關訂定之目標

值，應介於 0-5％之

間。 

2、目標訂定及衡量標

的，皆以「概算編報

年度」（亦即次年

度）為準。 

3、衡量績效時，如實際

達成值小於或等於目

標值，達成度即視為

100％。 

0% 

四 提升人力資源

素質與管理效

能 

1 機關年度預算員額增減

率 

1 統計

數據 

【（次年度－本年度預

算員額數）÷本年度預算

員額】×100％ 

0% 

2 推動終身學習 1 統計

數據 

是否依規定推動終身學

習，並達到下列各分項

標準者（各年度目標值

填列符號代表意義：0 代

表「2 項均未達到」、1

代表「達到 1 項」、2 代

表「達到 2 項」） 

【說明】： 

1、平均學習時數、平均

數位學習時數、與業

務相關平均學習時數

均超過該年度最低時

數規定，並較前年度

成長 3％以上；或當

年度之平均學習時數

達 100 小時以上。 

2、當年度各主管機關

（含所屬機關）自行

辦理或薦送參加其他

機關辦理 1 日以上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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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性目標 

共同性指標 

共同性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中高階公務人員培訓

發展性質班別之中高

階公務人員參訓人數

達該主管機關（含所

屬機關）之中高階公

務人員總人數 40﹪

以上。 

註： 

評估體制之數字代號意義如下： 

  1.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進行。 

  2.指實際評估作業係由特定之任務編組進行。 

  3.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透過第三者方式（如由專家學者）進行。 

  4.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並邀請第三者共同參與進行。 

  5.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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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國家科學技術

發展基金 

自然科學與數

學研究  

一、推動學門由上至下與由下至上之雙向規劃統整，強化審查與

考核機制；加強數學（含統計）、物理、化學、地球科學

（含大氣科學、海洋科學）之學術研究；鼓勵中小自由型及

傑出學者養成研究，推動卓越領航及跨領域研究。  

二、推動尖端及創新研究領域，追求學術卓越；推動國際合作，

與國外優秀團隊合作，共享核心設施平台，促進國際學術交

流，提升我國研究水準。  

三、建立核心設施、資料庫等共用平台；強化地科研究平台，包

括海洋共用儀器、地科資料庫、地震儀器共用中心及陸地觀

測站，以推動台灣地震研究、颱風路徑及豪雨預測等與民生

相關之研究計畫，達成預防及減少災害之目標。  

四、強化各推動中心，建立資訊平台，促進各研究群之合作與了

解；推動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培育國內優秀理論科學研

究學者，促進國際合作交流；並推動數學/物理/化學/地科四

研究推動中心之業務，舉辦學術研討會、各地區圖書及期刊

服務計畫及自然科學期刊電子化。  

五、推動貴重儀器服務計畫，分享及有效運用研究資源，加強技

術培訓及服務量的考評。  

六、配合國家政策需要、推動全球變遷、環境保護、人文社經及

防災科技等跨學門整合研究，以厚植國家永續發展所需之學

術研究能量。  

海洋研究船新

建計畫  

一、新建研究船下水。 

二、施工建造： 

（一）監控航儀。 

（二） 室裝工程。 

（三） 科儀裝備。 

三、廠試。 

四、港內測試。 

五、監造執行。 

工程技術研究

發展  

一、補助電子資通、機電能源、化材民生等 3 大領域之專題學術

研究計畫，以提升研究水準、培育工程科技人才。 

二、推動新興、重點、前瞻、跨領域等研究計畫，建構完整跨領

域研究團隊、發掘明日之星。 

三、推動產學合作研究，針對學界及產業間之合作，提供合宜之

平台與界面，藉由產學之合作，將學界之研發能量，適切的

移轉至業界，並藉此建立創新產學合作模式，提高產業競爭

優勢與利基。 

四、推動工程科技及實作研究，針對學門規劃研究、計畫推動、

成果考評、資料統計與分析等各推動項目做詳細之規劃，以

利政策之推廣與落實，並綜合支援工程科技推展及應用科技

推動規劃。 

五、配合本會關鍵策略目標，推動「前瞻優質生活環境」專案計

畫。 

六、應用科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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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一）配合相關部會之研發需求，結合學術界充沛之研發能量，

進行前瞻性研究，並培育應用科技人才。 

（二）推動跨部會學術合作研究： 

１、國防科技學術研究。 

２、原子能科技研究。 

３、能源科技研究。 

（三）學界開發產業技術研究。  

生物、醫、農

科學研究發展  

一、推動生物科學、基礎醫學、臨床醫學及農業科學之自由型專

題研究計畫，提升我國生命科學之學術研究水準，並培育優

秀基礎研發人才。 

二、推動尖端科學研究計畫及卓越團隊研究計畫，追求卓越學術

研究成果。 

三、推動重點計畫：幹細胞及再生醫學研究、神經科學研究、台

灣重要新興感染症研究、生物資源建置與整合計畫、實驗動物

模式暨轉譯醫學之研究、生技類核心設施平台維運計畫、農業生

物技術產業化發展方案、醫療器材跨部會發展方案等計畫，強

化我國生、醫、農等科技之研發實力及因應特殊疾病發生時

之研究能量，增進我國國際競爭力。 

四、推動跨部會研究計畫及國際合作研究計畫，促進國內不同領

域學者間及與國外學者之合作交流，提升我國學術研究水準

及國際能見度。 

五、推動性別科技研究，落實性別主流化政策。 

六、推動先導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開發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技術及知識應用型等三種產學合作計畫，加強推廣研發成

果，並將其落實於國內生、農、醫、藥等相關產業。 

七、加強生命科學研究推動中心業務，舉辦學術研討會、研習

會、傑出人才演講，以及提供生、醫、農等學門之電子期刊

服務。  

生物多樣性研

究  

一、配合行政院推動方案及第 8 次全國科技會議結論，加強規

劃、評估與推動生物多樣性，以達物種、基因及生態系之保

育、研究及永續利用。 

二、建立整合性生物資料庫，進行詳盡的分析及應用，建立系統

化的科學工具，評估生物多樣性並掌握其變化，積極參與多

邊國際組織及進行兩岸與雙邊合作，加強生物多樣性的基礎

人才培育，逐年完成生物誌之編撰及國家資訊網的整合。  

人文及社會科

學研究發展  

一、規劃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重點前瞻研究議題，推動基礎學術

研究及跨領域整合型研究。 

二、規劃推動國家與社會發展政策相關議題之研究。 

三、充實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儀器與其他設備，改善學術

研究環境，深化學術研究的根基。  

四、培育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之研究人才。  

五、建置人類行為研究倫理治理架構。  

六、建立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公正客觀的學術評審機制。  

七、促進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之國際學術交流。  

八、建置商管、數位及跨領域之產學橋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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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科學教育  一、推動數學教育、科學教育、資訊教育、應用科學教育、醫學

教育、多元族群科學教育、科普教育及傳播等研究。  

二、規劃推動重點研究項目：原住民科學教育計畫、想像力培養

研究、科技與語文指標素養研究、部會合作國際教育評比計

畫、科學教育區塊研究、及團隊重點計畫等。  

三、推動未來優秀人才培育，辦理「科技扎根：高中職科學與科

技課程改進實驗計畫(高瞻計劃)」。  

四、規劃補助科普活動及科學季展覽，應用各種媒介及資源，增

進全民對科技的認知與關切。  

五、推動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  

六、規劃推動科學教育研究發展。  

七、學術刊物編印及會務報導。 

綜合業務及推

廣  

一、加強延攬國內外科技人才、博士後研究及引進國際重量級科

技人才，參與大學及研究機構科技研究計畫或擔任特殊領域

教學工作。 

二、整體規劃兩岸科技交流政策及法規，推動兩岸科技交流合

作，加強延攬大陸地區科技人士來台從事研究，促進兩岸科

技人士互訪及從事科技活動。 

三、提供研究獎勵費。 

四、鼓勵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 

五、推動研發成果的保護與推廣，強化研發成果運用及管理機

制。 

六、辦理本會研究計畫衍生之研發成果發明專利獎補助暨技術移

轉獎助。 

七、推動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 

八、代辦總統科學獎。 

九、強化產學合作研究，加速研發成果運用及技術擴散。 

十、綜合業務規劃、推動與支援。 

國際科技合作  一、培育科技人才： 

（一）補助博士生及博士後研究人員赴國外研究。 

（二）補助科技人員赴國外短期研究。 

（三）補助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 

（四）補助學者提升國際影響力方案（拋光計畫）。 

（五）補助任務導向型赴國外研習試辦方案（龍門計畫）。 

二、促進科技發展與國際接軌： 

（一）補助邀請國際科技人士來訪。 

（二）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三）補助雙邊合作研究計畫、短期訪問、舉辦雙邊研討會等活

動。 

三、以科技協助外交工作之推動： 

（一）積極參與國際科技組織之活動。 

（二）辦理培訓型之科技活動。  

企劃考核  一、國家整體科技發展之規劃與推動 

（一）科技政策研究與推動 

（二）科技政策研究智庫之建置與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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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三）國家型科技計畫規劃、推動與評估 

（四）科技動員準備方案業務 

（五）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落實第 8 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結

論。 

（六）「台灣學術里程與科技前瞻」計畫 

（七）「科技發展支援決策系統建置試辦計畫」 

二、各部會署科技計畫之評審與管考 

（一）政府科技計畫審議及本會施政概算作業 

（二）政府科技計畫考核與組織績效評估 

（三）健全績效評估制度建構績效預算聯結 

三、本會施政概算審議作業 

四、全國科技動態調查 

五、提升科技管理水準 

國家型科技計

畫推動與管考 

網路通訊國家

型科技計畫  

一、加強各部會（包括經濟部、教育部、國科會、交通部、衛生

署）相關研發之分工協調，提升網路通訊科技研發效率。 

二、推動大學、碩博士級通訊專業人才之培育，以厚植網路通訊

技術人才，強化自主研發能力。 

三、推動群體學術專題研究計畫，以進行前瞻網路通訊科技研

發，推動產學合作。 

四、經由開創先進之法規環境，促成台灣成為實現新興網路通訊

應用與服務之典範資訊社會。 

五、積極推動國際合作，進行技術交流與成果推廣。 

奈米國家型科

技計畫  

推動我國奈米科技產業帶動新機會，開創台灣技術創新及智慧財

產，創造核心之高附加價值知識型產業，推動重點方向：  

一、學術卓越研究計畫、學研合作研發計畫及產學合作研究計

畫：生醫農學之應用、能源與環境技術、儀器設備與發展、

奈米電子/光電技術、傳統產業奈米技術應用等之前瞻基礎研

究。 

二、核心設施服務計畫：核心設施服務計畫之營運與管理，及配

合奈米標章制度的運用，規劃在學術界奈米核心設施中心配

合建立奈米標章驗證實驗室以協助驗證奈米產品。 

三、人才培育計畫：前瞻科技人才培育、GK-12 人才培育、奈米

資源庫之數位平台、奈米科技科普推廣活動、奈米產業紮

根。 

四、橋接計畫：推動奈米國家型科技計畫相關研發成果產學橋接

工作為主軸，透過強化技術供需雙方的中介功能，促進技術

整合與加值，進而帶動各種新新產業的發展。 

智慧電子國家

型科技計畫  

規劃、協調國內電子領域所需之產業科技研究與產業發展之上中

下游整合分工，推動跨領域技術整合，以技術處法人單位發展醫

療、綠能、4C 等三大電子產業關鍵技術重點，並配合教育部之人

才培育、國科會之前瞻研究、工業局之產業推動，共同達成我國

電子產業技術的提升與產業結構的轉變。重點分項： 

一、醫療電子。 

二、綠能電子。 

三、4C 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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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前瞻研究。 

五、人才培育。 

六、產業推動。 

七、虛擬垂直整合推動專案計畫。 

生技醫藥國家

型科技計畫 

一、以產品為導向進行新藥/新試劑/新興醫材的研發，發展疾病預

防、診斷與治療之技術與藥品，解決國人重要健康問題，增

進生活品質，並減少醫療資源浪費，達到個人化醫療之創新

醫療目標。 

二、規劃三個群組、一個中心、二個辦公室（分別為「研究群

組」、「臨床前發展群組」、「臨床群組」、「核心設施及

資源中心」、以及「產業推動暨國際合作辦公室」、「倫

理、法律、社會影響辦公室」）。藉由各部會署之分工合

作，以促成上、中、下游之階段性連接建構國內生技醫藥之

整體發展。 

三、建置核心設施與資源中心，以支援生技醫藥之研發，開拓疾

病之預防、診斷和治療之新世紀。 

四、積極推動國際合作，進行技術交流與研究成果推廣。 

五、選擇重點項目進行臨床前及初期臨床試驗，落實研發成果產

業化，以帶動生技醫藥產業的快速發展，強化產業價值鏈。 

數位典藏與數

位學習國家型

科技計畫  

一、拓展台灣數位典藏。 

二、研發與整合數位技術。 

三、建立數位核心平台運作模式。 

四、推廣數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 

五、發展與推動數位典藏與學習之產業。 

六、推動數位教育與網路學習。 

七、推動語文數位教學。 

八、進行數位典藏與學習之海外推展暨國際合作。 

能源國家型科

技計畫前瞻科

技研究  

一、配合節能減碳主軸計畫之前瞻研究。 

二、各項能源技術發展之前瞻研究。 

三、能源科技策略研究。 

四、推動能源科技人才培育計畫。 

科學工業園區

管理局及所屬 

新竹科學工業

園區業務推展  

一、強化企劃與管考功能，提升行政服務效能，規劃建置產、

學、研技術交流平臺，培育高科技人才。 

二、引進高科技產業，加強投資服務，協助開拓產品市場。 

三、強化工安衛檢查及環保措施。 

四、推動工商電子申辦服務，提升園區警消作業能力。 

五、維護園區公共設施安全，強化交通改善措施。 

六、賡續開發建設新竹、竹南、銅鑼、龍潭及宜蘭園區。 

七、建置 M 化園區服務，強化 e 政府服務效能。 

新竹科學工業

園區建設計畫  

一、促進土地資源利用，提高土地經濟價值。 

二、促進區域整體發展。 

三、帶動相關產業之發展及增加直接就業機會。 

新竹生物醫學

園區計畫  

一、建立台灣成為國際生物醫學社群，在亞洲區域尋求技術加值

與產業發展之重要環節。  

二、成為國內、外生物醫學及相關領域高科技人才嚮往的創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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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產業育成的理想基地。  

三、發展本園區為國內生醫產業之領航先導園區。 

南部科學工業

園區 

南部科學工業

園區業務推展  

一、辦理投資引進業務。  

二、辦理投資推廣及產學研發業務。  

三、辦理勞動檢查、勞工行政及環保業務。  

四、辦理工商及外貿服務業務。  

五、辦理工程設計及施工管理業務。  

六、辦理公共設施管理、財產登記管理、土地使用規劃及建築管

理業務。  

七、辦理高雄園區發展業務。 

八、辦理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運作業務。 

九、配合政府所提之「愛台十二建設」持續辦理南部生技醫療器

材產業聚落發展計畫。 

南部科學工業

園區建設計畫  

一、辦理台南園區工程建設。 

二、辦理高雄園區工程建設。 

中部科學工業

園區 

中部科學工業

園區業務推展  

一、引進高科技產業，強化產業聚落效益，提高競爭力。  

二、獎勵創新研究發展，辦理高科技人才培育，強化產學合作機

制 。  

三、建立顧客導向服務型政府，提昇服務品質與效能。  

四、落實單一窗口，提供快速便捷服務。  

五、整合園區管理資訊系統，強化服務廠商作業功能。  

六、勵行工作簡化，強化管考作業，提高行政效率。 

七、加速進行公共工程基礎設施、交通、水電供應、工安、環保

許可輔導及總量管理、建管、工商服務等建設，以提供優質

產業發展環境。  

八、設立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辦理高中部第二屆招生事宜。 

中部科學工業

園區建設計畫 

一、辦理台中、虎尾、后里園區地籍整理作業，及二林園區用地

取得作業。 

二、辦理台中園區開發工程設計施工及監造作業。 

三、辦理虎尾園區開發工程設計施工及監造作業。 

四、辦理后里園區開發工程設計施工及監造作業 。 

五、辦理二林園區開發工程設計施工及監造作業 。 

中興新村高等

研究園區計畫  

一、辦理園區現況調查、測量及地質鑽探作業。 

二、辦理整體規劃及都市計畫變更。 

三、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四、辦理公有地撥用。 

五、辦理園區委託工程設計及監造。 

六、辦理園區公共設施更新工程。 

財團法人國家

實驗研究院發

展計畫 

財團法人國家

實驗研究院發

展計畫  

一、辦理全院之計畫規劃與管理、財務管理、內部稽核、行政管

理、整合型計劃與業務推廣。  

二、辦理太空科技服務、基礎設施維護、遙測衛星、太空科學研

究等計畫。  

三、辦理高速計算與網路基礎設施服務、 高速計算技術與應用、

格網技術與應用、高速計算服務與人才培育等。  

四、提供學術界晶片系統設計相關技術服務及人才培育、晶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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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與異質整合系統測試平台，建置晶片設計研發平台。  

五、建置與維運奈米元件研究服務環境，推廣奈米元件科技，研

究與發展奈米元件技術。  

六、提供地震工程實驗服務與技術發展，建置與維護震災風險評

估與管理系統、進行地震工程研究，傳播與推廣地震工程與

防災知識。  

七、建構全國實驗動物資源服務中心，提供實驗動物資源供應服

務平台、實驗動物品管技術服務平台、模式動物研發平台及

實驗動物專業技術人才培訓。  

八、進行科學技術趨勢研究、整合與推展學術資訊資源服務、學

術與政策研究資料庫建置與服務、資訊技術服務應用與環境

建置，及醫療器材產品設計之人才培訓。  

九、開發前瞻儀器技術，建構儀器技術服務平台環境，進行檢測

與製程設備推廣服務及人才培訓。  

十、進行災害應變科技之研究、新興議題減災研究，「災害防救

科技研發與落實運作方案」等災害防救相關政策之評估與落

實推廣。  

十一、進行海洋研究船建置、監造、工程管理與船上儀器設備採

購，台灣海域長期觀測與研究，整合國家海洋資料庫及資

訊網建置，進行生物海洋研究。  

十二、進行颱風與洪水前瞻科技研究，發展颱洪減災關鍵技術，

建立大氣和水文觀測與資料庫，辦理教育訓練及人才資料

庫服務。 

財團法人國家

同步輻射研究

中心 

財團法人國家

同步輻射研究

中心展計畫  

一、持續運轉現有光源維持在世界同類設施之頂尖水準。 

二、持續推廣學術界利用同步輻射進行尖端科學研究，作出重要

科學發現。  

三、與重點大學合設學程培育同步輻射領域人才。  

四、提升我國的國際學術聲望，強化科技外交。  

五、興建台灣光子源同步加速器，及其實驗設施之設計與建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