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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國科會、工業局。 

貳、案   由：國科會及工業局辦理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

計畫、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典藏

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長期建立大

量數位化珍貴資料，然其研究成果無法有

效落實至產業界，對提升數位典藏之產業

發展與國際競爭力之效益不彰，影響計畫

執行成效，均核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情

事，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近 10 年我國國家型科技計畫累計投入鉅額經費，其

目的能對學術、經濟效益、社會影響等層面產生多方面

之綜效，並能促進技術創新，提高國家競爭力，其執行

成效對我國產業發展或國家社會福祉均會產生重大作用。

然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下稱國科會)函送資料顯示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之綜效指標值最低，

則各相關機關（構）10 年來於執行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

計畫、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

國家型科技計畫總共投入經費 119 億元
1
，究竟其量化執

行績效？提升國家競爭力之情形？案經本院調取相關卷

證審閱與統計分析，並現場勘查及詢問相關人員，業已

調查竣事，茲臚列本案相關違失事項如下： 

一、國科會部分 

(一)國家型科技計畫耗費鉅資，國科會卻長期未能建置

客觀之績效評估制度，量化指標遲至 95 年方始確

立，依該指標評量，自 90 年至 101 年推動之十二

                                      
1
 據國科會 102 年 11 月 25 日 Email 函復資料統計為 11,901,11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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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國家型科技計畫，以民生類之數位典藏、數位學

習、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綜合成效

最差，國科會對各相關部會署（局、處、館、所）

於執行該等計畫績效評估時各行其是，統合無力，

成效無法彰顯，顯未善盡監督管理之責，核有欠當 

１、我國推動國家型科技計畫之目的規定於國家型

科技計畫推動要點第 1 點，係為增進國家競爭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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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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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國科會函復稱以，國科會因資料包絡法有 4 種限

制，故對國家型科技計畫未有以資料包絡分析法

來評比績效。國家型科技計畫係整合國內有限之

研究經費、人力與物力，打破傳統領域之藩籬，

以整合相關領域研發能量，經總體規劃，選擇最

有利於我國產業發展之重點研發，以知識卓越、

技術創新，促進產業發展及人民福祉為目標。因

應立法院要求，於 95 年貣，國科會將知識卓越

之「論文篇數」、「博碩士人才培育數」、技術創

新之「獲得專利數」、「技術移轉金額」及產業化

「經濟效益」之「促進廠商投資金額」列為國家

型科技計畫之主要 5 個面向之績效指標。又考量

各部會署之職掌不同，遂以一綜合性之指標來完

整呈現各部會合作推動下之平均成效，因此將 5

個面向之績效指標，整併為 1 項新的複合指標，

稱之為「國家型科技計畫綜效指數」。該「綜效

指數」乃依據前述 5 個面向績效指標之數量，加

計入相對單位成本，並比較標竿數值(Benchmark 

Number)後，累加成一個單一數值，可涵蓋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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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執行重點成果，即國科會依研發投入成本 1 億

元，需同時能貢獻 5 績效面向，得出各項國家型

科技計畫之績效，是以，該「綜效指數」為跨部

會整合之國家型科技計畫綜合效益。國科會函報

各項國家型科技計畫之綜效指標值，經本院調查

分析排序得出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績效最

佳，績效最差為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

典藏與數位學習合併後之績效排序為第 9 名
2
。 

３、本院又將國科會自 90 年至 101 年期間辦理之國

家型科技計畫，分為民生類之數位典藏、數位學

習、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防災，生技類之農業

生技、生技製藥、基因體醫學，經濟類之電信、

晶片系統、奈米、網路通訊、能源等 12 項國家

型科技計畫進行投入產出分析。根據國科會檢送

90~101 年國家型科技計畫投入產出彙整表，將投

入項之變數為各年度資金投入，計畫產出部分，

依據所函送之國家型科技計畫重點量化成果來

看主要包括論文發表篇數、專利獲得件數、技術

移轉金額（件數）、促進廠商投資之投資額及博

碩士培育人數等 5 大類；對於非量化之衍生成果

包括外部效益或衍生之廠商研發投入等，不列入

比較。
3
 

４、先以投入資金進行調查分析
4
，經濟類國家型科技

計畫之平均年度投入金額約為 167.57 億元，明

                                      
2
 本院係依據國科會檢送之各類國家型科技計畫綜效指標值進行初步調查分析，評估對象除

了 100 年至 105 年執行之生技醫藥國家型科技計畫（原排序第 12 名）與 100 年至 104 年執行

之智慧電子國家型科技計畫（原排序為第 1 名）不列入分析以外，因上述二者之執行年度僅

有 2 年，重新將綜效指標之績效進行排序。國科會之評比原包括生技醫藥國家型科技計畫與

智慧電子國家型科技計畫。  
3
 理由同上。  

4
 研究分析方法參考：孫智麗、黃奕儒，「國家型科技計畫績效評估與效率分析」，台灣經濟

研究月刊，98 年 12 月第 32 卷第 12 期，第 1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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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高於生技類（91.39 億元）與民生類（36.17

億元）。次就單位產出結果方面分析，觀察各項

國家型科技計畫產出之表現優劣：在論文發表篇

數方面，以每百萬元投入可衍生之發表篇數，防

災之表現最佳，次為數位學習及農業生技，基因

體醫學最差。在每百萬元投入可衍生之專利件數

上，奈米之表現最佳，次為網路通訊及電信，數

位典藏最差。在技術移轉方面，網路通訊表現最

佳，次為能源及奈米，防災表現最差。促進投資

方面，每一元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之投入，

可衍生約 47.8 元之投資金額，次為網路通訊國

家型科技計畫可衍生約 14.27元和電信國家型科

技計畫可衍生約 13.36元與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

可衍生約 1.7 元之投資金額，其他 8 項國家型科

技計畫可衍生之投資金額則不到 1 元。在博碩士

人才培育方面，以防災之表現最佳，次為農業生

技及晶片系統，數位典藏表現最差。參見下圖

表。 
表 1、各項國家型科技計畫產出表現優劣略以表 

產出 產出表現最佳前三名 產出表現最差後三名 

第 1 名 第 2 名 第 3 名 第 12 名 第 11 名 第 10 名 

學術產

出 

論文發表

篇數 

防災 數位學習 農業生技 基因體醫學 生技製藥 電信 

專利 奈米 網路通訊 電信 數位典藏 防災 數位學習 

經濟產

出 

技術移轉 網路通訊 能源 奈米 防災 基因體醫學 數位典藏 

促進投資 晶片系統 網路通訊 電信 同上 同上 同上 

社會產

出 

博碩士培

育 

防災 農業生技 晶片系統 數位典藏 電信 網路通訊 

資料來源：本院整理自國科會 102 年 8 月 22 日臺會企字第 1020053263 號函。 

註：學術產出即研究（學術）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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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論文發表雷達圖 

   

   

 圖 1-2、專利雷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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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技術移轉雷達圖 

 

 

圖 1-4、促進投資雷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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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博碩士人才培育雷達圖 

 

資料來源：圖 1-1~1-5 本院自行整理分析，國科會 102 年 8 月 22 日

臺會企字第 1020053263 號函有關 90~101 年國家型科技計畫投入產出

彙整表 

５、另，本院以各項國家型科技計畫之綜效指標值排

序績效不佳之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學

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

科技計畫，查核各相關部會機關量化績效成果與

經費投入之執行情形。國科會到院簡報稱數位典

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整併後，為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相關部會機關之執行成果就量化指標而言，除論

文發表、專利、技術移轉、促進投資、博碩士培

育以外，亦有量化之自選指標與質化指標。惟查

各相關機關之績效指標各行其是，國科會事前並

未適切研訂該類國家型科技計畫之績效指標，致

無法衡量各機關之執行成效與客觀評估計畫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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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移轉、促進投資、博碩士培育等量化產出指標

分析其績效。然自 91 年貣，因上、中、下游之

學研與產業銜接機制不佳，該類計畫執行效果嚴

重不彰，其詳如下： 

(１)各部會署經費總投入情形：國科會自 91 至 101

年間投入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投入總經費(法定預算數)135 億 9,699 萬元，

執行數 119億 1,111萬餘元，執行率 87.53％。

其中原民會、臺南市政府（前台南縣政府）之

執行率未達 80％，據國科會稱原民會因 98 年

莫拉克風災，造成原住民地區受創極大，直接

造成執行進度落後；臺南市政府（前台南縣政

府）迄至調查日止，遲未填列落後原因。 

(２)各部會署量化指標產出之情形：自 91 至 101

年度參與數位典藏、數位學習、數位典藏與數

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其成果不計中研院辦公

室運作
5
之部會署（局、處、館、所），計有國

科會、國史館、故宮、教育部、國防部、新聞

局、研考會、原民會、客委會、經濟部工業局

（下稱工業局）與技術處、勞委會、人事行政

總處（前人事行政局）、文化部（前文建會）、

僑委會、中研院（自有預算）、衛生福利部（前

衛生署）、臺南市政府（前台南縣政府）等 18

個，查各機關量化產出資料缺漏嚴重，其中新

聞局、原民會、勞委會、人事行政總處（前人

事行政局）、文化部（前文建會）、衛生福利部

（前衛生署）、臺南市政府（前台南縣政府）於

調查日
6
截止，完全無法提供任何量化產出資料

                                      
5
 中研院辦公室運作僅辦理行政事務，故不列入績效比評。  

6
 調查截止日 :102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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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量化指標亦無逐年成長之現象。相關部會

署（局、處、館、所）之投入產出分析略以： 

<１>論文發表：僅國科會、國史館、故宮、教育

部、研考會、客委會、經濟部技術處與工業

局、僑委會、中研院等 10 個部會署（局、處

）有論文發表。在論文發表篇數方面，以每

百萬元投入可衍生之發表篇數，上開機關表

現最優為僑委會，之後，依序為國科會、故

宮、中研院、經濟部技術處、國史館、研考

會、客委會、教育部，工業局表現最差。 

<２>專利產出：僅國科會與經濟部技術處有專利

產出，其餘參與機關均未有專利產出。在每

百萬元投入可衍生之專利件數上，以經濟部

技術處表現最佳，國科會表現次優。 

<３>技術移轉產出：僅國科會、中研院與經濟部

技術處有技術移轉產出，其餘參與機關均未

有技術移轉產出。在技術移轉方面，以經濟

部技術處表現最佳，次為中研院、其次為國

科會。 

<４>促進投資產出：僅經濟部技術處、工業局、

中研院與國科會有促進投資產出，其餘參與

機關均未有促進投資產出。經濟部技術處每

一元投入國家型科技計畫，可衍生約 2.59

元之投資金額；次為工業局每一元投入國家

型科技計畫，可衍生約 0.038元之投資金額；

再次為中研院每一元投入國家型科技計畫，

可衍生約 0.0199 元之投資金額，國科會投入

國家型科技計畫僅能衍生出 0.0000409 元之

投資金額，其餘機關之投入，完全無法促進

投資產出。足見，本計畫嚴重無衍生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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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５>博碩士培育產出：僅僑委會、國防部、國科

會、國史館、教育部、中研院與故宮有博碩

士培育產出，其餘參與機關均未有博碩士培

育產出。在博碩士培育方面，以僑委會之表

現最佳，次為國防部，其次為國科會，再其

次為國史館，之後為中研院與教育部，故宮

表現最差。其餘機關之投入，完全沒有辦法

培育出博碩士人才。 

６、綜上，近 10 年來，我國財政預算雖緊縮，但最

近 5年政府投入國家型科技計畫之科研經費卻逐

年增加，故國科會對於各項國家型科技計畫之執

行績效理應隨時衡量、評估並加以督導。惟查國

科會在此期間辦理之 12 項國家型科技計畫，僅

有 4 項國家型科技計畫之每 1 元資金投入，在促

進廠商投資方面能超過 1 元之投資金額，其他 8

項國家型科技計畫之資金投入均無法有效引領

產業朝向創新投資方面邁進。另就「專利獲得」

及「技術移轉」兩項攸關國內產業技術創新與升

級之項目，相關數據顯示民生類國家型科技計畫

（防災、數位典藏、數位學習）之效能大多不彰。

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雖於 95 年執行完畢退場，

然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自第 1 期執行時，績

效已經不佳，後雖於 97 年貣與數位學習國家型

科技計畫整併，成為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

科技計畫，惟因上、中、下游之學、研與產業銜

接機制不佳，致該計畫之效能嚴重不彰。按數位

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是能將國家重

要並深具人文、歷史意涵之文物，以數位形式進

行典藏、保存，進而能廣泛促成典藏內容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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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產業、教育、研究與社會發展等各層面。觀

之，能觸動國人情感，使相關文化與現在環境相

互影響及交融，又能帶動知識經濟成長，繼而提

升我國國際競爭力，其影響層面非常廣大。然國

科會對於辦理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

計畫僅扮演預算分配機關，對執行之相關部會機

關成果督導不周，任其有不同之質化指標與自選

量化指標，而衡量績效量化指標之執行亦任由各

部會機關選擇性辦理，並未加以監督管理，放任

相關部會機關各行其是，導致計畫結束後效益評

估不易，依本院量化指標衡量其結果，該計畫目

標達成情形不佳，國科會顯未善盡監督管理之責，

核有欠當。另，台灣經濟研究月刊於 98 年 12 月

曾刊出相關學者對國科會 93 至 97 年八大國家型

科技計畫進行效益評估，頗有參考價值，惟後續

未有相關效益評估，在國家型科技計畫耗資龐大

之下，國科會允宜借重相關學者對於衡量計畫執

行成效及目標達成效益評估之專長，以強化相關

計畫之管控機制。 

(二)國科會辦理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含整併後之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計畫），有關落實國家

數位典藏促進相關產業與經濟發展目標之效益不

彰，又未思與經濟部合作以落實典藏與學習數位化

之學研成果，確有怠失 

１、按國家型科技計畫推動要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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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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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資源之良好分工與整合者。」又，文化創

意產業發展法第 21 條規定：「為促進文化創意產

業之發展，政府得以出租、授權或其他方式，提

供其管理之圖書、史料、典藏文物或影音資料等

公有文化創意資產。但不得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

法令規定。」 

２、查國科會於 90年 10月 22日第 154次國科會委員

會議審核通過，以「數位博物館」、「國家典藏數

位化」及「國際數位圖書館合作研究」三個計畫

為基礎，並依據國家整體發展，重新規劃整合成

為「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簡稱數典計

畫，期程自 91 年 1 月至 95 年 12 月）。依該計畫

之總體規劃書，其主要目標除將國家重要的文物

典藏數位化，建立國家數位典藏之外，亦欲以國

家數位典藏促進我國人文與社會、產業與經濟發

展。在產業與經濟方面，除了建立公共資訊制度

的雛型，並促進有價資訊市場的健全發展以外，

積極鼓勵產業加值、利用各項數位典藏、促進各

項相關生產與管理技術（例如知識管理技術、多

媒體網路技術、本地常用語文以及語言相關技術

等）之研發，進而結合教育部、經濟部、國科會

之相關研究技術單位推動本計畫，促進在商業、

產業（特別是文化產業、加值產業、內容產業、

軟體產業）、教育、學術研究、以及民生、育樂方

面的利用。按該計畫計有 9 個機構計畫、4 個分

項計畫，其中有關配合知識經濟發展及數位台灣

計畫推動相關產業發展等攸關國內產業者，核屬

分項計畫四、應用服務分項計畫項下之數位典藏

市場推動計畫之子計畫，該數位典藏市場推動計

畫之各年度經費佔數典計畫總經費約 0.8%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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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然國科會函復本院稱以，依據數典計畫之

架構無其他分項涉及產業與經濟推動云云，顯與

數典計畫總體規劃書內容不符，而工業局到院簡

報有關數典產業推動情形，相關產業發展之產值

為零；惟查數典計畫有關市場推動計畫子計畫之

成果報告，92 年資料庫已商品化數（加值計畫的

資料庫已有收費機制或加值成其他商品）計有 5 

件、94 年數位典藏收益計有 45,311,203 元（機

構計畫：故宮、中研院、科博館、臺灣大學、國

史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國家圖書館等機關數

位典藏加值授權整體收益：14,011,670 元；公開

徵選計畫收益：23,919,533 元；分項計畫收益：

7,380,000 元），紐約授權展所獲得之授權收益可

達新台幣 2 億 2 千萬；95 年紐約授權展期間所

獲得之總授權收益初步估計可達新臺幣 3 億 9 千

萬以上，則數典計畫之總收益佔該計畫資金投入

比例達 22.2%。足徵，國科會對計畫內容顯未充

分掌握，函復本院草率，顯有怠失，又未能將數

典成果產業化，核未落實該計畫促進我國人文與

社會、產業與經濟發展之計畫目標。 

３、又，國科會於 91 年 1 月 15 日第 155 次國科會委

員會議通過「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構想審

議後，第 157 次國科會委員會議審核通過「數位

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簡稱數學計畫；期程自

92 年 1 月至 96 年 12 月）總體規劃報告。依數學

計畫總體規劃書（91 年 6 月 15 日第 1 次指導小

組會議通過）中指出，與數學計畫相關的國家型

計畫有二：數典計畫及電信國家型科技計畫。而

數典計畫，係結合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歷

史博物館、台灣省文獻委員會、自然科學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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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中央研究院等單位，主要目的在將國

家重要的文物典藏數位化，這些單位豐富的典藏

資料經由數典計畫大部份都已數位化，數學計畫

正可以和數典計畫有相輔相成的效果，把這些數

位素材加值化，使之成為適合不同學習族群的學

習教材上網，供全民學習。按國科會之數位學習

計畫共有 7 大分項，為提升國家在知識經濟時代整

體競爭力並帶動數位學習相關產業發展，工業局配

合國科會之數學計畫，辦理「數位學習產業推動

與發展計畫」分屬於該計畫之一、四、七分項。

然據工業局到院簡報數學計畫，有關推動數位典

藏產業發展之產值亦為零。足見，國科會不論辦

理數典計畫或是數學計畫，均未落實扶植攸關數

典計畫之相關產業發展。 

４、另，96 年 1 月 3 日立法院第 4 會期科技及資訊委

員會決定數典與數學兩計畫合併，並達成整合兩

計畫辦公室相關專家團隊，確保數位學習一期之

產業化成果延續，產學合作應持續加強等決議。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簡稱數典

數學計畫）總體規劃報告於 97 年 12 月 29 日第

181 次國家科學委員會議審核通過，計有 8 個分

項計畫，其中數典數學計畫之產業發展與推動分

項計畫之預期績效，本院查無攸關數位典藏之產

業輔導措施與績效指標，該計畫均以數位學習為

主，進行各項產業輔助措施如技術移轉、專利、

協助提升我國產業全球地位或產業競爭力、提高

人民或業者收入等項目。另據工業局到院簡報，

有關推動數位典藏產業之成果僅以推動故宮為領

頭羊，帶動國內其他博物館及典藏機構發展授權

機制，協助 4 家國家級典藏機構展開非僅圖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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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授權合作機制達 16 件，其餘均為推動數位學

習產業之成果。 

５、綜上，數位典藏計畫（含整併後之數位典藏與數

位學習國家型計畫）是唯一人文社會教育取向之

國家型計畫，可提供相關產業高品質、蘊涵中華

文化特色之素材，若能善加運用推廣，即能適時

刺激並帶動相關數位產業之發展。然近 10年來，

國科會推動數位典藏商品化能力太弱，相關技術

及專利移轉、協助提升我國產業全球地位或產業

競爭力、提高人民或業者收入等項目均以數位學

習為主，因典藏數位化之成果對國內數位產業發

展貢獻度過小，國科會函稱，依據數典計畫之架

構無其他分項涉及產業與經濟推動，足見，該會

對數典計畫規劃協助相關產業提升之目標無感；

而該會於數典計畫與數學計畫整併後，又欠缺長

期整體性的產業輔導規劃，又未思與經濟部合作，

核有欠當。基此，國科會辦理數位典藏國家型科

技計畫（含整併後之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

計畫）對於以國家數位典藏促進我國相關產業與

經濟發展目標之執行效益未能彰顯，又未思與經

濟部合作以落實典藏與學習數位化之學研成果，

確有怠失。 

二、工業局部分 

工業局為配合政府執行「數位學習」及「數位典藏

與數位學習」等 2項國家型科技計畫，於 92 至 101 年間

共編列歲出預算數 23億 9,017萬餘元。惟工業局執行該

等國家型科技計畫之過程，經調查其執行結果，存有：

政府投入龐大經費辦理「數位學習」等 2 項國家型科技

計畫，雖獲有多項研究(學術)成果，然工業局未有效協

助將其產業化，致該成果無法有效落實至產業界，且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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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與其他部會之橫向合作仍有不足，未能充分發揮計畫

綜效等情事，影響計畫執行成效等缺失。謹將缺失說明

如次： 

(一)政府投入龐大經費辦理「數位學習」、「數位典藏與

數位學習」等2項國家型科技計畫，雖獲有多項研究(學

術)成果，惟工業局未能有效協助將其產業化，該局擔

負執行推動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產業化重責，僅輔導

廠商 2 項學術研究成果，又該局與其他部會之橫向合

作仍有不足，未能充分發揮計畫綜效，顯有未當 

１、按「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總體規劃書」之計畫

定義：「『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是希望借助政

府政策引導，推動全民數位學習，縮減數位落差，

以提昇在知識經濟時代國家整體競爭力；並藉此佈

建新的基礎建設，凝聚新的動力，帶動新一波的學

習科技學術研究；同時整合國內上、中、下游研發

能量，以全民數位學習所激發的全面性需求，與政

府必要之獎勵優惠之措施，帶動國內數位學習產業，

進而整個數位內容產業的發展。」又計畫願景揭示：

「此計畫的目標是創造一個有利環境，整合上、中、

下游的研發資源，使得政府、產業界、學術界三方

面密切合作，最終能實現社會、產業、和研究三個

面向的願景。」另「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

技計畫總體計畫規劃報告」之整合總體目標，其中

列有「建立數位典藏與學習產業」。是以，建立數位

典藏與學習產業，核屬「數位學習」、「數位典藏與

數位學習」等 2項國家型科技計畫之重要目標。 

２、次按 95年 1月 2日召開之「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

畫」指導小組第 7 次會議紀錄載述：「……參、結

論：……三、產業輔導方面主要由經濟部工業局推

動，應加強推動產學合作，帶動數位學習產業，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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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計畫辦公室適時提供充分資訊。」又 96 年 5 月 3

日「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指導小組第 8 次會

議紀錄載述：「……參、報告事項……二、數位學習

國家型科技計畫結案前一年審查意見回覆及未來發

展，報請鑒詧。結論：(一)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

畫為任務導向之計畫，主要重點方向有三：1.深植

台灣數位學習產業 2.加強台灣數位學習在國際上之

地位 3.朝向全民數位學習方向發展。(二)數位學習

國家型科技計畫牽涉的部會甚多，因此，計畫辦公

室應協助政府執行整合推廣。現國家型科技計畫極

需全面推廣與進行產業推動，故需行政單位、學術

界與產業界共同努力，計畫辦公室亦應提供政策面

與部會協商所需之資訊，進而使協商落實於各部會

活動中。(三)關於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經濟

部工業局可朝 2方向切入：一為建立數位學習產業；

二為協助企業導入數位學習，提高其企業競爭力。

現除製造業導入數位學習外，應擴及其他產業，如：

服務業等。」另 96年 5月 3日「數位典藏與數位學

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指導小組聯席會議紀錄載述：

「……參、報告事項一、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第一期成果報告，報請察核。結論：……(二)數位

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在二期需加強產業化，可從兩

方面加以進行：1.產業輔導方面應由經濟部工業局

給予協助，2.加強推動產學合作。」是以，數位典

藏與數位學習產業輔導方面主要由工業局推動。 

３、據國科會統計資料，政府於 92至 101年間共投入經

費 86 億 3,828萬餘元，以辦理「數位學習」及「數

位典藏與數位學習」等 2 項國家型科技計畫，各計

畫執行結果，計發表 4,868篇論文，及獲得 83件專

利等研究(學術)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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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查工業局為配合政府執行「數位學習」及「數位典

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於 92 至 101年間

共投入經費 21億 1,079 萬餘元，以辦理「數位學習

產業推動與發展」等 5 項計畫，惟該局係著重於：

企業內部數位學習、專業人才培育、網路科學園區

規劃、產業學習網建構、前瞻科技網建置及擴散、

數位學習推廣、數位學習品質服務中心、華語文數

位學習推動、產業輔導與升級、商品化與營運模式

補助等工作，輕忽學術與產業界間之連結，致該局

於計畫執行期間，僅輔導廠商運用 2 項研究(學術)

成果參見下表，該局顯未有效協助將研究(學術)成

果產業化，致學界研究(學術)成果無法有效落實至

產業界。 
表 2、92 至 101 年度，工業局數位學習產業推動與發展等 5 項計畫運用國家型科技

計畫研究(學術)成果情形簡表 

年度
別 

工業局
委辦或
補助計
畫別 

工業
局輔
導廠
商別 

運用國家型科技計畫研究(學術)成果情形 
研究
(學

術)項
目 

研究(學
術)成果
名稱 

研究(學術)成果
內容概述 

工業局輔導廠商運用國家型
科技計畫研究(學術)成果情

形 

93 數 位 學
習 產 業
推 動 與
發展 

數 位
學習 

技術 SCORM 學
習 標 準
套件 

支援學習平台介
接 SCORM 教材播
放器，以支援國
際 數 位 學 習
SCORM 標準 

輔導育碁、肯心、宏聯、能
嘉、大夏、翰鈺、三趨、垣
鉦、遠古、巨匠等 10 家業
者導入 SCORM 1.2 技術 

94 數 位 學
習 產 業
推 動 與
發展 

數 位
學習 

技術 SCORM 學
習 標 準
套件 

支援學習平台介
接 SCORM 教材播
放器，以支援國
際 數 位 學 習
SCORM 標準 

輔導育碁、哈瑪星、旭聯、
網韻、高徠、臺灣知識庫、
肯心、一孙、大夏等 9 家業
者導入 SCORM 2004 技術 

95 數 位 學
習 產 業
推 動 與
發展 

數 位
學習 

技術 SCORM 學
習 標 準
套件 

支援學習平台介
接 SCORM 教材播
放器，以支援國
際 數 位 學 習
SCORM 標準 

輔導艾凱、和椿、訊連、巨
匠等 4 家業者導入 SCORM 
2004 技術 
 

96 數 位 學
習 產 業
推 動 與
發展 

數 位
學習 

技術 SCORM 學
習 標 準
套件 

支援學習平台介
接 SCORM 教材播
放器，以支援國
際 數 位 學 習
SCORM 標準 

輔導一零四資訊科技導入
SCORM 2004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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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別 

工業局
委辦或
補助計
畫別 

工業
局輔
導廠
商別 

運用國家型科技計畫研究(學術)成果情形 
研究
(學

術)項
目 

研究(學
術)成果
名稱 

研究(學術)成果
內容概述 

工業局輔導廠商運用國家型
科技計畫研究(學術)成果情

形 

97 數 位 學
習 產 業
發展 

數 位
學習 

技術 SCORM 學
習 標 準
套件 

支援學習平台介
接 SCORM 教材播
放器，以支援國
際 數 位 學 習
SCORM 標準 

輔導全慧資訊導入 SCORM 
2004 技術 
 

100 數 位 學
習 與 典
藏 產 業
推動 

數 位
學習 

技術 互 動 式
電 子 白
板 教 材
軟 體 規
範 

支援互動式電子
白板之教材或軟
體體規範 

輔 導 台 電 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大漢王數位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導入應用評估 

資料來源：審計部據工業局提供資料整理編表。  

註： 92 年、98 年、99 年與 101 年無輔導廠商運用論文、專利或技術

等研究成果。 

５、再查「數位學習」及「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等 2

項國家型科技計畫，參與部會包括：衛生署、經濟

部、臺南市政府(原台南縣政府)、國防部、教育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科會、原民會、僑務委員會、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中央研究院、國史館、新聞局、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勞工委員會、人事行政局、

文化建設委員會，惟工業局於 92至 101年間辦理之

「數位學習產業推動與發展」、「數位學習與典藏產

業推動」等 2項計畫，其中 92年僅與國科會等 3單

位，辦理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推動成果展；93

年度與教育部等8單位，編撰2004數位學習白皮書；

94 年度與國科會辦理年度成果展示暨研討會活動；

95 年度與客家委員會等 14 單位，完成「2005/2006

數位學習年報」；96年度與教育部等 4單位，舉辦年

度計畫成果；97 年度與勞工委員會及僑務委員會，

辦理數位學習研討會及成立全球華語文數位學習中

心服務推廣小組；98 年度與農業委員會及勞工委員

會，舉辦「農業產品行銷與品牌管理混成學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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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及辦理訓練品質規範(TTQS)推廣；99 年度與僑

委會合作華語文推廣；100年度協助故宮開發線上即

時商業授權平台與增加線上即時授權圖像數量，及

於高雄市、新竹縣市及台北市舉辦智慧教室行銷推

廣交流會，該局與其他部會之橫向合作仍有不足，

相關計畫未有效進行整合，難以充分發揮計畫綜

效。 

６、綜上，政府投入龐大經費辦理「數位學習」及「數

位典藏與數位學習」等 2項國家型科技計畫，雖獲

有發表 4,868 篇論文，及獲得 83 件專利等研究(學

術)成果，惟工業局執行其中約五分之一經費以推動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產業化，迄今僅輔導廠商運用

2 項研究(學術)成果，致學界研究(學術)成果無法

有效落實至產業界，且該局與其他部會之橫向合作

仍有不足，相關計畫未有效進行整合，難以充分發

揮計畫綜效。 

(二)工業局處理委託計畫相關人員之出國案件未臻嚴謹，

且部分出國人員之學習成果後續未能發揮貢獻，減損

整體計畫效益；而委託辦理計畫內編列獎金（獎勵金）

之預算，又違反法令規定；於委託辦理計畫內已編列

工作人員薪資，然部分工作人員撰擬之研究報告，工

業局卻於計畫內額外支付研究報告經費；委託辦理計

畫之全時工作人員，於計畫執行期間另辦理其他工作

等缺失，均顯未善盡監督管理之責 

92 至 101年間，工業局為辦理數位學習產業推動

與發展、數位學習產業發展、資訊軟體產業領域計

畫作業管制、數位學習產業市場推廣、數位學習與

典藏產業推動等 5 項委託辦理計畫（以下簡稱「數

位學習產業推動與發展」等 5 項委託辦理計畫），計

支出經費 15 億 6,608 萬餘元，經審計部派員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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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有下列缺失： 

１、工業局於委託辦理計畫內編列有國外差旅費，惟部

分出國計畫之出國人員，於後續計畫執行期間未續

為計畫人員，繼續發揮所長，減損整體計畫效益。 

(１)查工業局於 92至 101年間辦理「數位學習產業推

動與發展」等 5 項委託辦理計畫，各年度計畫內

編列有出國計畫，執行結果，共辦理 160 次出國

考察、開會、訪問及參展，經費支出數 1,834 萬

餘元。惟前開出國計畫，其中「92 年度-2003 

online Learning Conference & Expo」等 15 次

出國計畫之廖○○、胡○○、張○○、蔡○○、

蔡○○、潘○○、蘇○○、鄭○○、呂○○、王

○○、林○○、陳○○、劉○○、林○○等 14

位出國人員(出國經費支出 1,302 萬餘元)，於後

續計畫執行期間未續為計畫人員，繼續發揮所長，

或僅於次年度續擔任計畫人員，委辦單位人員所

學習之專業技能等，未於計畫執行期間有效運用，

減損整體計畫效益。 

(２)另，「數位學習與典藏產業推動」委託辦理計畫係

於 101 年底結束，惟受託辦理單位於計畫結束前

1 個月，尚派施○○、邱○○、戴○○等 3 員前

往德國、約旦(出國經費支出 26 萬餘元)，參加

Online Educa Berlin 2012 研討會、參訪觀摩德

國 ZKM科技媒體藝術中心、e-Learning 國際合作，

以觀摩最新數位學習科技產品與應用模式、觀摩

德國 ZKM 中心之展品及設計、進行數位學習合作

建置計畫，委辦單位人員所獲學習成果，亦未於

計畫執行期間有效運用，不利於整體計畫利益。 

２、工業局於委託辦理計畫內編列有獎金(獎勵金)，預

算編列有違規定，除限縮立法院之預算審議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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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後續預算之執行亦難以有效監督 

(１)按「用途別預算科目分類定義及計列標準表」，

其中有關「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及個人之捐助

」科目名稱之定義為：『凡對行政法人、國內

民間團體(含政黨)、學術團體、文化公益事業

機構或、個人(含民意代表候選人)等之捐助(

含為推動業務辦理競賽而發給之獎勵金)……

屬之。』又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執行單位預算

有關用途別科目應行注意事項」規定：「……

各機關所管經費，應按用途別科目定義範圍確

定歸屬，並切實依照規定標準執行。」 

(２)查工業局於 92 至 94 年度「數位學習產業推動

與發展計畫」內編列有獎勵業者之獎金(獎勵

金)共 2 億 6,000 萬元(詳下表)，前述獎金(獎

勵金)核屬「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及個人之捐

助」性質，卻編列於「業務費-委辦費」科目

項下，核與上述規定未合，且因預算編列錯誤

及未列明預定補助對象、金額等明細，除限縮

立法院之預算審議權外，對後續預算之執行亦

難以有效監督。 
表 3、92 至 97 年度工業局「數位學習產業推動與發展計畫」獎金 (獎勵金)

編列情形簡表                                        單位：千元  

年度 計畫名稱 受委託單位 
計畫書 

工作內容 項目 金額 
92 數位學習產業

推動與發展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
會 

網路科學園區規劃分項計
畫 

獎 勵 業 者 之 獎
金 

10,000 

產業學習網建構分項計畫 獎金 72,000 

93 數位學習產業
推動與發展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
會 

網路科學園區規劃分項計
畫 

獎 勵 業 者 之 獎
金 

13,000 

產業學習網建構分項計畫 獎金 80,000 

94 數位學習產業
推動與發展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
會 

網路科學園區規劃分項計
畫 

獎勵金 9,000 

產業學習網建構分項計畫 獎金 76,000 

合 計     260,000 

資料來源：審計部據工業局提供資料整理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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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工業局於委託辦理計畫內已編列工作人員薪資，渠

等部分工作人員應參與撰擬研究報告工作，該局卻

於計畫內又額外支付承商研究報告經費支出，核有

欠當 

(１)查工業局於 92至 101年間辦理「數位學習產業推

動與發展」等 5項委託辦理計畫，其中共投入經

費 1億 5,387萬餘元，以完成「國內 1000大企業

導入數位學習現況分析報告」等 141 項報告。惟

其中「我國資訊軟體訓練課程架構報告」等 93

份報告(研究報告經費支出 1 億 725 萬餘元)，係

由李○○、莊○○、黃○○、陳○○、林○○、

鄭○○、蔡○○、胡○○、張○○、江○○、陳

○○、陳○○、李○○、劉○○、黃○○、郭○

○、郭○○、孔○○、吳○○、蔡○○、蔡○○、

廖○○、陳○○、鄧○○、邱○○、許○○、陳

○○等 27 位工作人員或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

會數位教育研究所完成，工業局於委託辦理計畫

內編列之工作人員薪資，已涵括渠等人員之人事

費，惟於計畫內卻額外支付承商研究報告經費支

出，核有欠當。 

(２)另，各項研究成果之後續運用情形，工業局雖函

稱「成果獲採行」，卻又同時函稱研究成果均已「

參考及存查」，二者顯有矛盾。足見，該局是否有

效運用委託研究成果，不無疑義。 

(３)次查該局於 100 年度完成之「國內數位學習產業

調查分析報告」、「國內數位典藏產業現況及產值

調查報告」，暨 101 年度完成之「國內數位學習產

業產值調查與分析報告」、「數位典藏產值調查報

告」，均含有數位學習及數位典藏產值調查，惟該

局於 100 及 101 年度另完成之「數位內容產業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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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調查與產業結構研究報告」及「追蹤及彙整我

國數位內容產業之產值研究報告」，亦列有數位學

習及數位典藏產值調查，核有調查項目重疊，是

否有重複編列算？引人質疑。 

４、工業局委託辦理計畫之全時工作人員，於計畫執行

期間另辦理其他工作，相關人員是否確實辦理各項

委託辦理計畫工作，不無疑義 

(１)按工業局為推動數位學習與典藏產業發展相

關業務，於 99、100 及 101 年度間委託財團法

人資訊工業策進會，以辦理「數位學習與典藏

產業推動」委託辦理計畫，契約執行期間分別

為 99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20 日、10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10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20

日，並約定契約服務費用之結算方式，為依「

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規定

之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２)查工業局及廠商依前開契約規定之服務成本

加公費法結算結果，陳○○、李○○、吳○○、

郭○○、白○○等 5 人，於 99 年度均投入 11.60

個人月，以擔任計畫督導、教材製作及計畫執

行等職務，又蔡○○、陳○○、孔○○等 3 人，

於 100 及 101 年度，亦分別投入 11.57、11.67

及 11.67 個人月，以擔任計畫督導、規劃及管

理、執行等職務，惟其中陳○○等 5 人於 99

年間，另擔任國立桃園高中「99 年桃園高中科

技化教學師資培訓訓練計畫」之培訓師資；蔡

○○於委託辦理計畫契約執行期間，另擔任國

家圖書館「數位出版與閱覽服務跨業合作模式

之研究(執行期間：99 年 11 月 10 日至 100 年

5 月 16 日)」之計畫主持人；陳○○於契約執



 25 

行期間，另參與「資策會未來領袖卓越成長營

(101 年 8 月間)」；孔○○則於契約執行期間，

另參與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主辦之「科技與

人文科技藝術創意競賽(101 年 8、9 月間)」策

劃工作。以上，陳○○等 8 人是否確實執行工

業局委託辦理計畫之各項工作，不無疑義。 

５、綜上，工業局委託辦理計畫，存有部分出國計畫之

出國人員，於後續計畫執行期間未續為計畫人員，

繼續發揮所長，減損整體計畫效益。委託辦理計畫

內編列有獎金(獎勵金)，預算編列有違規定，除限

縮立法院之預算審議權外，對後續預算之執行亦難

以有效監督；於委託辦理計畫內編列有工作人員薪

資，渠等部分工作人員參與撰擬研究報告工作，惟

於計畫內卻額外支付承商研究報告經費支出；委託

辦理計畫之全時工作人員，於計畫執行期間另辦理

其他工作等缺失，工業局顯未善盡監督管理之責。 

 

綜上所述，國科會及工業局執行有關國家型科技計畫

已近 10 年，耗費鉅資，然國科會長期未建置客觀之績效

評估制度，又未思與經濟部合作落實典藏與學習數位化之

學研成果，致數位典藏、數位學習、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

國家型科技計畫之研、學與產業接軌機制之效能欠佳，促

進相關產業與經濟發展目標之效益不彰；而工業局與其他

部會之橫向合作不足，無法發揮計畫綜效，處理委託計畫

相關人員之出國案件未臻嚴謹、學習成果後續貢獻未能彰

顯，而獎勵金之編列又違反相關法令規定，部分工作人員

為全時工作人員卻於計畫執行期間另辦理其他工作等情，

均顯未善盡監督管理之責，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

送請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並依法妥處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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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委員：趙榮耀 

中華民國 103 年 2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