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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審計部104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

告，各項國家型科技計畫投入鉅額經費，惟

其育成試辦方案迄今仍未選定育成領域，且

研發成果產業化之推動成效欠佳等情案。 

 

貳、調查意見： 

一、自國科會改制為科技部後，國家型科技計畫即不再提

新興計畫，嗣該部雖稱行政院以不同模式推動包括

「加速行動寬頻服務及產業發展方案」、「行政院生產

力4.0發展方案」等多項跨部會重大科技計畫，惟「行

政院生產力4.0發展方案」卻因新政府上台，執行不

到1年即解除列管，並將部分計畫納入新政府所推動

之計畫，致科技長期計畫之推動，或因組織再造未再

提新興計畫，或因政權更迭，解除列管，難免引發科

技政策之延續似有「換湯不換藥」或「舊瓶新裝」，

徒具口號之質疑，顯有未當。 

(一)86年3月5日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下稱國科

會)
1
 第134次委員會議通過「國家型科技計畫推動

要點」，該要點第1點規定：「目的：增進國家競爭

優勢及因應當前國家重大社經問題之需要，依據國

家跨世紀發展策略，慎選課題，結合科技研發之

上、中、下游資源，規劃推動國家型科技計畫，以

有效提升研發成果，特訂定本推動要點。」第2點

規定：「國家型科技計畫之構成條件：1.有長期明

                   
1
 科技部前身係成立於48年2月1日的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該委員會為政府推動科學技術

發展的專責機構，肩負推動全國整體科技發展、支援學術研究，以及發展科學工業園區等

三大任務。103年3月3日改制為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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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目標、創新技術、對產業發展或國家社會福祉有

重大貢獻者。2.具跨部會署及跨領域之特性，需政

府引導投入並予長期性支持者。3.具國際性、前瞻

性，其影響與衝擊既深且廣，並需上、中、下游及

產、官、學、研資源之良好分工與整合者。」 

(二)「國家型科技計畫推動要點」通過後，87年迄105

年共計推動13項國家型科技計畫，105年尚有「能

源」及「生技醫藥」等2項計畫推動中。科技部表

示，國科會因行政院組織再造於103年3月改制為科

技部，組織架構與職掌均有調整，該部成立後，並

未再成立新興國家型科技計畫。同時，行政院以不

同模式推動，包括「加速行動寬頻服務及產業發展

方案」(104年至106年)、「行政院生產力4.0發展方

案」(原訂105年至113年)等多項跨部會重大科技計

畫。考量政府科技資源有限，應聚焦投入重點領

域，以發揮綜效，爰未再推動新興國家型科技計畫。 

(三)惟以行政院104年9月17日核定推動之「行政院生產

力4.0發展方案」為例，該方案係由行政院啟動、

行政院科技會報提出之跨部會重大科技計畫，且由

經濟部、教育部、勞動部、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

部）、科技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等部會共同推動。

原訂期程為105年至113年，並自104年10月1日啟

動，惟卻在新政府上台後，於105年7月25日裁撤「行

政院生產力4.0發展指導小組」，且於105年9月23日

解除列管該執行不到1年之方案。 

(四)又「行政院生產力4.0發展方案」調整報告指出，推

動兩季的相關工作及原規劃106年度推動的策略措

施及相關資源，為配合行政院推動「五加二創新產

業」及數位經濟發展，業於105年8月底調整，去蕪

存菁後納入智慧機械、亞洲矽谷與新農業等創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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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政策目標與相關推動措施。惟該調整報告亦指

出，該方案回歸部內相關計畫持續推動之例行業務

者，包括有教育部之「產業碩士專班計畫」、「產學

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技職校院實務增能計

畫」、「技專校院產業學院計畫」及「高職菁英就業

導向課程專班」等。衛福部之「建立3D列印醫療機

台、軟體、成品等法規及製造廠管理規範」推動工

作。科技部之「遴選我國博士生及博士後人員赴先

進國家產學研單位研究」及「加強補助學研機構延

攬學術科技人才來台研究」推動工作。按前揭回歸

例行業務之計畫多屬人才培育之計畫，既將其納入

跨部會重大科技計畫，嗣又將其回歸為例行業務，

此等跨部會重大科技計畫之規劃與執行確實令人

費解。再者，「行政院生產力4.0發展方案」106年度

科技發展計畫共計7件，於105年1月8日第10次科技會

報核定概算為41億元進行技術審議。新政府上台後，

調整5件生產力4.0計畫(新臺幣（下同）32.1億元)，

納入「智慧機械特定議題會議」審議，1件商業生產

力4.0計畫(2.85億元)，納入「亞洲矽谷特定議題會

議」審議；1件農業生產力4.0計畫(5.2億元)納入「新

農業特定議題會議」審議。調整後計畫名稱及經費經

105年7月26日行政院科技會報第11次會議核定。 

(五)綜上，國家型科技計畫自國科會改制為科技部後，

即不再成立新興計畫，嗣該部雖稱行政院以不同模

式推動包括「加速行動寬頻服務及產業發展方

案」、「行政院生產力4.0發展方案」等多項跨部會

重大科技計畫，惟「行政院生產力4.0發展方案」

卻因政權更迭，執行不到1年即解除列管，並將部

分計畫納入新政府所推動之計畫，此等長期科技計

畫之推動，或因組織再造不再推動新興計畫，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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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易幟，解除列管原有計畫，不免引發科技政策

之延續似有「換湯不換藥」或「舊瓶新裝」，徒有

口號之虞，顯有未當。 

(六)另詢據科技部主管人員表示，過去推動之國家型科

技計畫著重專利、技轉，現在則鼓勵新創，希望推

動與產業鏈結的科技計畫；有關行政院自106年貣

推動之產業創新旗艦計畫，內容涵蓋「綠能產業」、

「亞洲‧矽谷」、「智慧機械」、「生技醫藥」、「國防

產業(資安、微衛星)」、「新農業」、「循環經濟圈」、

「數位經濟」與「文化科技創新」等，該部表示產

業創新旗艦計畫與規劃推動國家型科技計畫以增

進國家競爭優勢及因應當前國家重大社經問題之

需要，結合科技研發上中下游資源，以有效提升研

發成果之目標相符；另依科技部提供之補充資料，

產業創新旗艦計畫中如以主政部會別區分，各細部

計畫中由科技部主政者共計38.07億元，占42％；

如以執行部會別區分，各細部計畫中由科技部執行

者共計40.34億元，占45％。是以，科技部職司規

劃國家科技發展政策，政府科技發展計畫之綜合規

劃、協調、評量考核及科技預算之審議，推動基礎

及應用科技研究，推動重大科技研發計畫及支援學

術研究等，既然產業創新旗艦計畫與國家型科技計

畫目標相符，復因政策面傾向不再形成新的國家型

科技計畫，產業創新旗艦計畫中共有47項細部計

畫，由科技部主政及執行者占比均最高，故科技部

除加強推動產業創新旗艦計畫外，允應配合行政院

科技會報辦公室或相關單位定期追蹤考核及檢

討，以審慎規劃國家科技發展政策。 

 

二、國科會於102年9月通過國家型科技計畫育成試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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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原係為慎選具有重大社會效益或發展新產業潛力

之領域，經制度化之育成機制，形成未來國家型科技

計畫之候選課題；惟該育成試辦方案通過後遲未施

行，倘如科技部所稱，因育成試辦方案時程過長恐緩

不濟急，或政策傾向不再成立新興國家型科技計畫

等，該部應本於權責適時修正育成試辦方案辦理期程

或檢討其存廢，惟102至105年卻任令該方案約3年毫

無進展，遲至105年10月始簽准不予施行，顯見科技

部並未落實育成試辦方案之管考機制，核有怠失。 

(一)國科會考量國家型科技計畫規模大、期程長、需要

上、中、下游（學、研、產）共同合作，選擇國家

型科技計畫之課題，應有更妥適的前置評估機制，

以利資源配置於最具效益的領域，鑑此，該會研議

國家型科技計畫之育成機制，以期在國家型科技計

畫課題形成階段即能有所整合，並經領域評選會依

選定領域之執行成效，篩選出具有重大社會效益或

具有發展新產業潛力之領域，再循「國家型科技計

畫推動要點」之規定，規劃與推動國家型科技計

畫，故102年9月23日該會第203次委員會議通過「國

家型科技計畫育成試辦方案」（下稱育成試辦方

案），俾慎選具有重大社會效益或發展新產業潛力

之領域，經制度化之育成機制，形成未來國家型科

技計畫之候選課題。惟審計部104年中央政府總決

算審核報告書，針對國家型科技計畫推動及管考情

形提出相關之審核意見，即指出「國家型科技計畫

育成試辦方案通過逾2年，迄未擇定育成領域，允

宜研謀因應策略，以發揮科技治理綜效。 

(二)查科技部函復審計部審核意見略以：「藉由育成試辦

方案之多階段機制，因應重大挑戰或社會經濟需

求，恐有緩不濟急、錯失先機之虞」。又，本院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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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瞭解育成試辦方案何以有緩不濟急之擔憂及

未予實施之因素，經詢據科技部說明並摘整如下： 

1、國科會因行政院組織再造，於103年3月改制為科

技部，組織架構與職掌均有調整。 

2、本試辦方案之機制設計，入選領域之育成期最長

可達6年，經評估通過後方可成為未來國家型科

技計畫之候選課題，後續再循「科技部推動國家

型科技計畫作業要點」之規定，規劃與推動國家

型科技計畫。若依此機制形成候選課題，恐將影

響我國科技發展速度與競爭力。 

3、行政院不同模式陸續推動多項跨部會重大科技

計畫，應避免資源分散，且政策面傾向不再形成

新的國家型科技計畫。 

(三)惟查上開科技部回復之理由，有關組織改制固屬實

情，而考量科技發展速度與國家政策資源配置等因

素後，科技部任令該方案自102至105年3年間毫無

進展，卻未見相關因應作為，難認毫無怠失，茲分

述如下： 

1、依據育成試辦方案內容，為選定領域育成以形成

國家型科技計畫候選課題，首要之程序即為組成

領域評選會
2
，惟本院詢問科技部有關領域評選會

之名單，該部僅回復，本育成試辦方案因國科會

改制為科技部，且政策面傾向不再形成新的國家

型科技計畫，故未曾有案例實施等語。國科會既

然已於102年9月23日第203次委員會議通過育成

試辦方案，首要程序之領域評選會竟從未組成，

                   
2
 領域評選會置召集人1人，由國科會主任委員兼任之；委員8人至10人，除召集人為當然委

員外，其餘委員由國科會主任委員就行政院主管科技之政務委員、中研院院長、國科會副

主任委員、相關部會首長或副首長、研究機構首長及學者專家派（聘）兼之。代表機關（構）

擔任委員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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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遑論進行後續相關程序，育成試辦方案通過之

必要性令人質疑，事前評估、規劃作業顯欠周妥。 

2、育成試辦方案之目的係為尋找5至8年內有重大

社會效益或10年後有發展新產業潛力的領域，並

藉由相關機制於育成（試辦）期間定期評估執行

成效，成效良好者可形成國家型科技計畫候選課

題，未具成效之領域則應予退場；又各領域之推

動期程係以「至多3年」為原則，僅有具發展為

國家型科技計畫之潛力，而尚未符合國家型科技

計畫構成條件者，得續予執行至多3年。是以，

育成試辦方案本即著重於具有「未來性」及「潛

力」之領域，並非以因應「當前」重大挑戰或社

會經濟需求為主要目的，該部所稱育成試辦方案

恐有緩不濟急、錯失先機之虞等語，顯有未洽；

此外，領域之推動期程係以「至多3年」為原則，

成效良好且符合條件者方可再予延長3年，並非

育成期均長達6年，且育成試辦方案相關規範內

容係經過102年9月23日國科會第203次委員會議

通過，如科技部認為依此育成機制形成候選課

題，不利我國科技發展速度與競爭力，自應本於

權責適時檢討修正該方案之辦理期程，直至105

年該部卻3年置之不理，實有欠當。 

3、另科技部雖考量政府已推動多項跨部會重大科

技計畫，為避免資源分散重複，政策面傾向不再

形成新的國家型科技計畫，惟亦應本於權責檢討

育成試辦方案之存廢，然科技部依審計部104年

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見及依

105年 9月 8日內部控制小組第 10次會議決議略

以：「本案納入內控追蹤，並完成相關處理程序。」

爰簽陳請暫緩實施育成試辦方案，嗣該部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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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9月29日由前瞻應用司簽陳，「考量目前整

體政策環境並無啟動該試辦方案之必要，且科技

部另有機制可選擇與推動適合我國發展之重點

科技議題，該試辦方案若未施行不致影響相關業

務之推動，爰建請同意該方案不予發布施行，俟

有新議題或領域提案時，再重新研議推動方式。」

經該部楊前部長弘敦於同年10月5日核准，而育

成試辦方案自通過至奉准不予施行業已歷經3

年，期間該部毫無作為，足證管考機制並未落實。 

(四)綜上，國科會於102年9月通過國家型科技計畫育成

試辦方案，原係為慎選具有重大社會效益或發展新

產業潛力之領域，經制度化之育成機制，形成未來

國家型科技計畫之候選課題；惟該育成試辦方案通

過後遲未施行，倘如科技部所稱因育成試辦方案時

程過長恐緩不濟急，或政策傾向不再成立新興國家

型科技計畫等，該部應本於權責適時修正育成試辦

方案辦理期程或檢討其存廢，然卻任令該方案閒置

3年毫無進展，遲至105年10月始簽准不予施行，顯

見科技部對於育成試辦方案之管考機制未能落

實，核有怠失。 

 

三、「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有關國家型科技計畫之部

分推動策略未依規劃執行，且於計畫執行第2年即解

除列管，另國家型科技計畫橋接、學研與國際合作計

畫之推動過程，除未能有效吸引新團隊投入合作研發

外，其綱要計畫書之研擬亦出現預期效益內容不一致

之情事，顯見，國科會(今科技部)在推動國家型科技

計畫之過程，確有諸多違失，核有未當。 

(一)審計部104年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書之審核意

見指出，「國家型科技計畫之推動及管考情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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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事，允宜妥謀因應措施，以提升科學技術

發展成效。推動國家型科技計畫為國家科學技術發

展目標之一，惟部分推動策略未依規劃執行，允宜

檢討改進及推動學研合作銜接研發成果產業化，近

3年度未有效吸引新團隊投入合作研發，允宜檢討

後續推動策略，以加速研發成果產業化」，合先敘

明。 

(二)102至105年「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中，有關國

家型科技計畫部分推動策略未依規劃執行，且於

103年解除列管，爰國家型科技計畫推動策略之規

劃或管考，均有欠周： 

1、「科學技術基本法」於88年1月20日制定公布，

該法第10條規定：「政府應考量國家發展方向、

社會需求情形及區域均衡發展，每4年訂定國家

科學技術發展計畫，作為擬訂科學技術政策與推

動科學技術研究發展之依據。國家科學技術發展

計畫之訂定，應參酌中央研究院(下稱中研院)、

科學技術研究部門、產業部門及相關社會團體之

意見，並經全國科學技術會議討論後，由行政院

核定。前項之全國科學技術會議，每4年由行政

院召開之。」 

2、101年12月17日至18日行政院召開「第9次全國科

學技術會議」，籌備期間陸續召開2場跨部會
3
副首

長級會議、7場各議題跨部會協調會、20場專家

座談會、邀請業界及學研界代表參與4場關鍵議

題座談
4
、2場預備會議，正式會議共有產、官、

                   
3
 包含中研院、內政部、國防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交通部、文化部、衛福部、環

保署、國發會、原能會及農委會等相關部會。 
4
 受邀對象包含業界代表：張忠謀、施振榮、林百里、卓永財、蔣尚義；學研界代表：翁啟

惠、王汎森、胡正明、陳力俊、彭旭明、劉兆漢、王佑曾、陳建仁、陳良基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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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各界人士，共550餘人參與。嗣國科會邀

集中研院及20餘個相關部會署，依據「第9次全

國科學技術會議」之資料及總結報告，共同研議

彙編 102年至 105年之「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

畫」，經行政院核定
5
後，做為我國102年至105年

擬訂科技政策與推動科技研究發展之依據；該計

畫針對我國科技發展提出7項目標、27項策略及

58項重要措施，由科技部、經濟部、教育部、衛

福部等22個機關共同執行。 

3、審計部104年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書之審核

意見指出，「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102至105

年度）目標5『推動由上而下的科技計畫』，包括：

『調整國家型科技計畫總體規劃與專案計畫之

徵求』等6項推動策略，並提出相應措施；經查

科技部管考作業執行結果，前5項策略已於103年

度或104年度解除列管，其推動策略執行情形，

核有：(1)推動策略一『調整國家型科技計畫總

體規劃與專案計畫之徵求』，規劃由科技部從通

過公開徵求之研究計畫團隊中，遴選合適人選擔

任主軸計畫召集人，惟部分主軸計畫之召集人未

透過公開徵求程序遴選，逕由總主持人邀請擔

任，核與推動策略不合；(2)推動策略二『強化

國家型科技計畫之管理』，規劃由科技部設計吸

引人才配套方案，以聘請全職之總主持人或執行

長，惟102年1月11日修正之『國家型科技計畫總

主持人、執行長聘請方案』草案，迄未核定實施，

其規範效力尚存疑義等情事，經函請科技部研謀

改善。」據復：(1)鑑於主軸計畫召集人需考量

                   
5
 102年10月3日行政院第3367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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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與管理研究計畫之身分衝突、學研地位、管

理經驗，並衡酌與總主持人之配合程度，致產生

方式尚難與原規劃相符，未來相關重大計畫將考

量計畫特性及人才供需等條件進行規劃；(2)未

來規劃其他類型之國家型科技計畫時，將適時考

量計畫性質、任務需求及人力市場等因素，據以

擬訂相關人才吸引措施。 

4、另詢據科技部
6
略以：原規劃公開徵求遴選之目

的，係冀望於各競爭團隊中，選出在技術面、管

理面及產學研界研究經驗等各方面傑出之專

家，擔任主軸計畫召集人。有關相關人才吸引措

施等，需考量計畫性質、任務需要及人力市場等

因素，需在國家型科技計畫規劃時併同考量。目

前並未規劃新的國家型科技計畫，故尚無相關人

才之吸引措施。 

5、按上述之說明，經由行政院召開之「第9次全國

科學技術會議」所擬定之102至105年「國家科學

技術發展計畫」，其有關國家型科技計畫之推動

策略，竟有部分推動策略未依規劃執行，且於103

年解除列管，爰國家型科技計畫推動策略之規劃

或管考，均有欠周。 

(三)國科會國家型科技計畫橋接、學研與國際合作計

畫，推動過程除未能有效吸引新團隊投入合作研發

外，其綱要計畫書之研擬亦出現預期效益內容不一

致之疏失，核有欠當： 

1、94年12月26日修正發布之「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

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1條規定：「為

增進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能力，鼓勵傑出科學技術

                   
6
 科技部105年12月15日科部前字第1050095409號函。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09548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09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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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人才，充實科學技術研究設施及資助研

究發展成果之運用，特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12條第1項規定，設置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

基金 (以下簡稱本基金) ，並依同法第12條第3

項及『預算法』第21條規定，訂定本辦法。」又

同辦法第3條規定：「本基金……以行政院為主管

機關，並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以下簡稱國

科會)為管理機關。」 

2、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國家型科技計畫

橋接、學研與國際合作計畫(99年1月1日至101年

12月31日)施政項目之定位及功能略以：「為增進

國家競爭優勢及因應當前國家重大社經問題之

需要，依據國家跨世紀發展策略，推動國家型科

技計畫……然礙於國家型科技計畫執行所產生

之成果通常較為前瞻與尖端，易造成產學合作技

轉前的缺口問題及研究與產業間之鴻溝，為使已

有豐碩成果之國家型科技產業化，同時解決上述

缺口，於95年度提出為期4年1期之擴大產學合作

創新研發計畫 (95~98年 )。為營造多元良好的

產、學合作環境，增進技術移轉，並鏈結我國研

發能量與經濟發展，於99年度提出為期3年之『國

家型科技計畫橋接與學研合作計畫』，100年度為

配合計畫內容，修正計畫名稱為『國家型科技計

畫橋接、學研與國際合作計畫』，101年度持續推

動。」 

3、科技部表示，101年貣推動2年期國家型科技計畫

學研合作計畫，針對網路通訊、智慧電子、奈米、

生技醫藥、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能源等具高效

益之國家型科技計畫，進行學研合作研發雛形產

品計畫，以創造實用專利為目標，預期每一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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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科技計畫皆可促成學、研合作研發計畫，且帄

均每一計畫以2項專利以上為績效指標，計畫執

行最後一年促成產學合作計畫或廠商成功技

轉。101年10月2日辦理101年度國家型科技計畫-

學研暨產學合作計畫推動說明會時，共計邀請網

路通訊、智慧電子、奈米、能源、數位典藏數位

學習及生技製藥等6個國家型科技計畫，受推薦

之85個計畫團隊參加說明會。說明會後46件計畫

申請案，經產學研界專家審查後，僅通過13件計

畫，通過率約28.26％。又101年度共執行15件學

研合作應用研發計畫，除「功能性三維斷層掃描

在皮膚科之研究及系統開發(2/2)」、「整合光纖

與無線寬頻接取網路的關鍵技術(3/3)」分別於

100年及98年申請通過外，其餘13件均於101年度

申請通過，上開15件學研合作應用研發計畫中，

包含網路通訊1件、生技醫藥1件、智慧電子4件、

能源5件、奈米1件及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

科技計畫3件，102年度針對前開15件計畫中之9

件持續執行（至104年止）。 

4、審計部104年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書之審核

意見指出，「據統計102及103年度學研合作應用

研發計畫執行件數分別為15件及9件，累計經費1

億3,897萬餘元，104年度並無新增計畫，且103

年度執行之9件計畫，為102年度核定之跨年度計

畫，亦為101年度計畫之延續性計畫。換言之，

近3年度（102至104年度）僅逐年延續推動101年

度之15件推薦計畫，未再吸引新的團隊投入學研

合作研發，核與原規劃意旨未合，經函請科技部

檢討改善並研謀後續推動策略，以加速研發成果

產業化。」據復：「因計畫申請案件數及通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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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不如預期，經檢討後未擴大徵求計畫，惟為使

上游研發技術於產業生根，改於前瞻研究計畫執

行階段，邀請產、研界以產學先期合作方式推動

研發成果。」而詢據科技部
7
略以：「前述前瞻研

究計畫，係指前瞻研究類型之計畫，非某特定之

前瞻研究計畫專案計畫。」 

5、另有關申請案件數及通過率不如預期，科技部表

示，「前瞻研究計畫推動之初，如無產業界參與，

而在研究成果產出後，才橋接產業界應用，則無

論是技術之銜接、時機的掌握、成本的考量及市

場因素等，皆會導致產學研界合作產生困難，故

基於前述之經驗，為使上游研發技術於產業生

根，改以產學先期合作方式推動（應用該部產學

合作計畫機制）。如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

畫，於前瞻研究類型之計畫執行階段即邀請產、

研界參與研發。」有關102年度至104年度僅逐年

延續推動101年度之15件推薦計畫未再吸引新團

隊加入學研合作乙節，科技部表示：「本計畫之

推動機制係由計畫辦公室依過去年度計畫之執

行績效，主動邀請傑出學者參與本計畫，有別於

一般計畫每年對外公開徵求案件，故需累積一段

時間再篩選績優計畫推動之，不必然每年度徵求

計畫。」 

6、科技部雖於提供本院詢問之書面說明中表示，

「101及102年度分別核定15件及9件學研合作計

畫，其執行績效皆達預定目標，且24件學研合作

計畫執行成果，已符合預定目標。」惟審計部指

稱，國科會推動2年期國家型科技計畫學研合作

                   
7
 科技部105年12月15日科部前字第1050095409號函及該部提供本院106年7月28日詢問之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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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之執行結果，「102至104年度僅逐年延續推

動101年度之15件推薦計畫，未再吸引新的團隊

投入學研合作研發，與原規劃意旨未合。」且計

畫執行結果，依據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國家型科技計畫橋接、學研與國際合作計畫綱要

計畫書(99年1月1日至102年12月31日)之計畫重

點描述略以「預期每一國家型科技計畫促成學、

研(產)合作研發計畫約1案，共計7案，且帄均每

1季計畫以2項專利以上為績效指標，最後1年需

促成產學合作計畫或廠商成功技轉。」惟科技部

提供本院學研合作計畫成果之15案，並未包括生

技製藥類別之計畫。 

7、再者，依科技部所提供之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

展基金國家型科技計畫橋接、學研與國際合作計

畫綱要計畫書(99年1月1日至102年12月31日)，

概述表之預期效益列有「1.學、研(產)合作研發

計畫之KPI為每一計畫專利獲得2項以上，估計可

推動7案，計14項專利。2.促成國際合作計畫至

少10案。……」惟該綱要計畫書之「陸、預期效

益及主要績效指標(KPI)」卻載「一、預期效益

1. 學、研(產)合作研發計畫之KPI為每一計畫專

利獲得2項以上，估計可推動5案，計10項專利。

2.促成國際合作計畫至少5案。……」顯見，該

綱要計畫書之預期效益有前後不一之情事。 

8、國科會為營造多元良好的產、學合作環境，增進

技術移轉，並鏈結我國研發能量與經濟發展，推

動國家型科技計畫橋接、學研與國際合作計畫，

惟推動過程除未能有效吸引新團隊投入合作研

發外，其綱要計畫書之研擬亦出現預期效益內容

不一致之疏失情事，核有欠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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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上，國家型科技計畫推動過程，雖規劃育成試辦

方案，惟方案遲未施行，又「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

畫」有關國家型科技計畫之部分推動策略亦未依規

劃執行，且於計畫執行第2年即解除列管，另國家

型科技計畫橋接、學研與國際合作計畫之推動過

程，除未能有效吸引新團隊投入合作研發外，其綱

要計畫書之研擬亦出現預期效益內容不一致之情

事，顯見，國科會（今科技部）在推動國家型科技

計畫之過程，確有諸多缺失，核有未當。 

 

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函請行政院及科技部檢討改進見復。 

二、調查意見，函復審計部。 

 

調查委員：陳小紅 

仉桂美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8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