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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五：如何推動由上而下科技計畫 

報告人： 洪世章 教授 

議題主講人： 陳建仁 院士 

計畫團隊：清華大學、國研院科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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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現況說明 

参、目前問題 

肆、遠景 

伍、重要措施 

陸、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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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而下的科技計畫是指中央政府針對未來科技發展趨勢、
國家潛在優勢及產業應用需求，明確界定科技發展方向、
並交由各部會分工合作。 

 科技研發的上下游分工，目前是國科會、教育部負責上游
研究，經濟部、衛生署、農委會、交通部等負責中游研發，
再以跨部會方式進行整合。 

 由於我國科技資源相當有限，必須有效利用，若由中央政
府整合資源配置合宜，將可發揮最大效益。 

 「如何推動由上而下的科技計畫」，來強化台灣的競爭優
勢，是目前台灣科技研發的最主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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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型計畫名稱 98 99 100 101 合計 
網路通訊 1,887,821 1,924,427 2,334,123 2,255,392 8,401,763 
生技製藥/生技醫藥 

（100年起） 
857,476 1,056,119 2,072,468 2,071,328 6,057,391 

基因體 1,569,080 1,571,938 3,141,018 
數典數習 1,369,459 1,340,608 1,248,543 1,197,410 5,156,020 
奈米 3,121,520 3,225,054 3,003,909 2,964,570 12,315,053 
晶片/智慧電子（100年起） 2,087,058 2,059,760 2,023,539 1,981,540 8,151,897 
能源 1,400,000 5,893,051 6,439,428 13,732,479 
辦公室維運及橋接計畫等 166,919 389,750 365,000 450,000 1,371,669 

合計    11,059,333      12,967,656     16,940,633      17,359,668       58,327,290 

國科會 36,159,549  37,573,496  29,400,628  38,400,690  141,534,363  
中研院 9,862,031  10,385,984  10,330,453  10,809,820  41,388,288  
經濟部 29,384,355  30,714,470  32,951,572  28,795,517  121,845,914  
農委會 4,161,757  4,422,210  3,830,121  3,835,047  16,249,135  
衛生署 5,154,367  5,364,357  4,536,690  4,203,187  19,258,601  

行政院各部會整體科技經
費（不分機關別） 

96,517,557 101,521,025 98,220,000 100,942,494 397,201,076 

資料來源：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RB），2012 

(單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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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型科技計畫  其他科技計畫  

目標 

規模/年期 

計畫形成 

執行方法 

 
 目標明確並且對產業發展或   
  國家社會福祉產生重大貢獻 

 

 規模相對大 
 年期相對長 

 
 總體規劃下公開徵求計畫案 
 跨部會、跨領域 
 

 強調產官學研共同合作模式 

 
 
 

 提升國內科技研發水平 
 以產業未來技術發展方向為切入 
  點，持續投入前瞻技術研發 
 促使企業願意積極投入前瞻且高   
  風險之技術研發，發揮誘導產業 
  研發的槓桿成效 

 
 
 

 
 規模相對小 
 年期相對短 
  

 無總體規劃 
 產學研單位自提計畫與執行 
 無跨部會整合、部分計畫跨領域 
 

 部分單一單位執行 
 部分產學、產研、學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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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五月，行政院通過「科學
技術 發展方案」能源、材料、資
訊與生產自動化四大重點科技。 

 1982年修訂，增列生物技術、光
電科技、食品科技及肝炎防治等
，為八大重點科技計畫。 

台灣早期推動之 

大型科技計畫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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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要件 
• 有長期目標、創新技術，並對我國

產業發展或國家社會福祉產生重大
貢獻。 

• 具跨部會署及跨領域特性，需政府
引導投入並予以長期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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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整合者。 

特色 
• 整體規劃發展藍圖，跨部會分工合作

執行 

– 以整合為手段、綜效為目的，創
新產業技術或增進人民福祉。 

• 總主持人領導計畫辦公室團隊 

– 專案推動、協調整合與管理，並
考核績效。 

• 國科會主任委員與行政院政務委員 

– 召集各部會副首長與專家組成指
導小組。 

– 負責決策與聽取計畫階段成效，
提出政策指導。 

• 達成技術上的規模效益（Scale effect）與範
疇效益（Scope effect） 。 

資料來源：國科會國家型科技計畫作業手冊，2003；第31次科技顧問會議，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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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領域 計畫名稱 說明 

一、經濟類 

1.網路通訊國家型科技計畫 

主要為促進產業轉型之重要關鍵技
術，與台灣經濟成長與新興產業發
展相關 

2.奈米國家型科技計畫 

3.智慧電子國家型科技計畫 

4.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 

二、生技類 生技醫藥國家型科技計畫 

主要為前瞻分子生物技術、基因體
研發，並與生物技術產業發展及國
民健康福祉等相關 

三、民生類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
技計畫 

主要為永續保存人類智慧與社會文
化遺產，新創教育與訓練學習機制，
及增進國人科技與文化調合之素養
等相關 

資料來源：國科會、第31次科技顧問會議，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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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須經國科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始可規
劃國家型科技計畫，指定總體規劃總召集
人進行總體規劃 

國科會主委、科技政委、部會署主管科技之
副首長學者專家及產業界人士組成指導小組 

組成諮議小組：國科會副主委、
科 顧組執行秘書、企劃處處
長、部會署署司處及 主管、
學者專家 

總體管理 

國科會副主委召集每年召開兩次
（12月及7月）跨部會工作協調會 

計畫管理（計畫辦公室） 

 

國家建設所需課題 

構想階段 

整體規劃
階段 

執行階段 

全國性科技會議結論 
重要課題 

國科會委員會議 

各總主持人/工作小組 

(Program office) 

各
諮
議
小
組

 

國科會委員會議審議核定編列預算執行 

Program 

office 

Program 

office 

Program 

office 

Program 

office 

各執行部會署依法編列預算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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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委員會議 

指導小組 

總主持人 

 

計畫辦公室 

(由原規劃小組改組) 

 

計畫主持人 

工作小組 

工作協調會 

諮詢小組 

專家學者 

 
 

產業界 

 
 

相關部會署 

 

副首長級 

方法
課題 

方向、策略 

各部會署科技計畫 計畫辦公室研究計畫 

資料來源：國科會國家型科技計畫作業手冊，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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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成功生技案

例、橋接計畫)
總規劃數

17.9%佔政府科技預算比% 19.0% 16.7% 16.3 % 13.8% 12.7% 13.9% 15.0% 15.4%

規劃數

142.58

110.79

127.52 127.11
117.54

110.56112.64

128.92

141.49

資料來源：國科會、第31次科技顧問會議，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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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國家型科技計畫相較於其他國家類似計畫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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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評 

資格審查 填報自評報告 

初審 
書面審及 
會議審 

公布複審通過 

欲接受評鑑單位
提出申請 

資料回收 
與彙整 

實地訪視單位 
接受現場評鑑 

申覆意見處理 評鑑結果通 
知受評單位 

評鑑結果通 
知受評單位 

評鑑執
行單位 

接受評
鑑單位 

公告開始 

結   束 

管考要項：1. 年度計畫與總體規劃配合度           4. 人才培育成效 

2. 各子項計畫間之整合度                   5. 執行機制  

                    3. 促進產學合作成效                           6. 成效比較 
資料來源：國科會國家型科技計畫作業手冊，2003 

自評(計畫辦公室) ：1. 計畫簡介；2. 成果效益 

             3. 對技術、經濟、社會之衝擊；4. 問題與檢討；5. 考評總結 

國內外專家 
組成評鑑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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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面向 衡量標準 獲得指數 說明 

論文發表 100篇/億元 20指數 

績效指標係
依據立法院
預算中心提
出 

博碩士生培育 100人/億元 20指數 

專利獲得 10件/億元 20指數 

技術移轉收入 0.03億元/億元 20指數 

促進廠商投資 3億元/億元 20指數 總計100指數 

資料來源：國科會科技計畫與績效評估，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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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整體規劃方面：現行作法整體規劃不足 

過去的作法 

 政府強勢主導 

 政府各部門共同參與 

 例如成立科學園區、八大重點
科技計畫 

 具有通盤且整體系統規劃 

 上游研發 

 中游產品關鍵技術開發 

 下游產業發展 

 發展較為全面且成功 

現今的作法(國科會) 
 缺乏通盤性考量且強制力較低 

 多由部會署編列預算參與國家
型計畫 

 不僅部會參加國家型計畫誘因可
能較欠缺 

 國科會主委或科技政委影響力相
對較弱 

 國家計畫主持人較缺乏對部會
的影響力 

 部會參加國家型計畫誘因不足 

 相關研究單位缺少整合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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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訂出科技發展的重點領域與優先順序，當國家科技
經費處於成長或停滯甚至萎縮等不同情況時，配置優先
順序的作法應有所調整。 

 國家型計畫的科技經費配置方式應考慮集中資源投入當
前最具比較利益的領域。 

 現行預算分別編列於各部會，對於總體運用較無彈性，
以及國家型計畫具時效性與目標性，應如何確保預算規
劃額度等議題，值得深思。 

（1-2）整體規劃方面：須先確認政策目標優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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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會報」主掌我國科技預算分配，科技部負責科技計畫協調整合，兩者
之間如何搭配與無縫接軌，成為一大考驗。 

 國家型計畫總主持人未來與主導跨部會整合的「科技會報」如何配合，以便
使計畫推動更為順暢。 

 現行由各相關部會編列預算參與國家型計畫，對於總體運用較無彈性，形成
所謂「帶槍投靠」的現象。 

 未來應考慮規劃跨部會整合機制，先匡列國家型計畫的預算，再由規劃小組
統籌分配給相關部會，以避免主政部會基於本位主義，立場並不盡然一致，
產生政策與執行上的落差。 

行政院 
科技會報辦公室 

經濟及
能源部 

衛生 
福利部 

交通及 
建設部 

教育部 文化部 其他部會署 科技部 農業部 內政部 國防部 
環境 
資源部 

（1-3）整體規劃方面：組織再造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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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計畫管理方面：議題與專題計畫形成 

 國家型科技計畫的總主持人通常為國內學界領袖，其規
劃完成的計畫，學界很難有挑戰聲音。 

 

 由主持人規劃完成後，直接公開徵求計畫並由總主持人
及計畫辦公室負責審查，後續績效之評估，亦由而計畫
辦公室先行自評，缺少客觀評估。 

 

 在研發標的選擇上，由於計畫都是由技術導向的團隊所
提出，較缺乏使用者的需求規劃，篩選具潛力的標的方
法論並不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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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型科技計畫的運作，具有主持人「統包」計畫的情況，將全國
學者納入計畫運作，導致缺乏評量者與審查者。 

 計畫推動由總主持人負責規劃方向，計畫實際的運作比較偏向於由
學界主導，而總主持人與執行長等人多屬兼任，投入時間有限。 

 產業界的需求與聲音不易納入，未來規劃時，需要更多關注產業的
需求面。 

 

（2-2）計畫管理方面：國家型計畫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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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研發活動的上、中、下游特質相異，且研發目標與利害關係不
盡相同。 

 研發活動愈接近上游，欲強調關鍵技術的建立與獲取，此種關鍵技
術或許並無立即的市場性，但卻可能對未來的競爭力有著關鍵性作
用。 

 研發活動愈靠近下游端，則其以市場作為驅動研發的動力愈強。 

如何準確評估上、中、下游的整合與協調度，單靠單一的管
理或評估模式，恐難達成其設計的原始目的。 

 

（2-3）計畫管理方面：強化上中下游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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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管考與成果運用方面：計畫成果需較長時間達成 

 從2004年起，我國國家型科技計畫的成果較不明顯，主
要原因為，投資國家型計畫的經費以求帶動廠商的投資
的成效並不顯著。 

 自2007年起，促進廠商投資的金額，就有大幅的增加；
至於其他指標如論文發表、博碩士生培育、專利獲得、
技轉部分，均能夠達到預期的目標。 

 顯見國家型計畫執行成果，須要時間來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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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管考與成果運用方面：管考機制應有多元考量 

現行國家型計畫的管考，可說較一般計畫為嚴謹複雜，
然上、中、下游特質相異，單一的管理或評估模式，較
難達成其規劃的原始目的。 

加上外界對績效之要求急切，容易造成研究人員的困
擾，因此似乎應考慮不同的國家型計畫，規劃有不同的
標準，不應一體適用。 



                                                                                                                                                                                                    24 

 

（3-3）管考與成果運用方面：是否一體適用評估標準 

 現有國家型科技計畫之評估指標包括，論文發表、博碩士
生培育、專利獲得、技術移轉收入、促進廠商投資，這些
評估指標是否合宜或足夠？ 

 以數位典藏及數位學習國家型計畫為例，因計畫的目標與
特性不同，是否一體應用上述指標評估或是規劃不同類型
國家型計畫應用不同的評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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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管考與成果運用方面：成果運用與推廣有限 

研發成果因應部會制訂成果的歸屬及運用辦法，分別對
成果運用有更具體的規範，也產生差異性的管理機制。 

研發成果由各機關自行管理，雖國科會及經濟部等建置
彙整性的資料庫，惟因難以尋找，且技術專業摘要內容
描述品質不佳，同時專利保護力度不足，故很難吸引企
業青睞。 

智財權下放後，各大專院校的的智財管理部門規模皆很
小，整體專長又不足，且從業人員薪資水準偏低，導致
專才聘用不易，流動性也高，加上主管又是兼職，致經
驗難以傳承，推廣能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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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退場機制方面：培育的人才如何讓業界承接 

培育的人才 

如何讓業界承接 

 國家型科技計畫之推動，往往匯集全國優秀專家及菁英人才，組成研發
團隊執行計畫，當計畫期程結束後，應考慮計畫團隊人才應如何安排？ 

 以數位典藏及數位學習計畫合併成為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計畫為
例： 

 應考慮當面臨退場時，因無法繼續運用且不適宜繼續國家型計畫的運作
方式予以聘用的人才運用，如何讓業界承接與運用。 

 部會署所培訓的人才，如何在部會內繼續深耕且被重用，讓國家型計畫
退場機制更加完善。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 

國家型計畫 
數位學習 數位典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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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退場機制方面：研發成果與設施如何讓業界承接 

研發成果與設施 

如何讓業界承接 

 以經濟類及生技類國家型計畫為例，多項計畫之成果，業界承接的意
願不高，不易發揮帶動產業化與經濟發展的效益。 

 上游的研發成果，如何轉移到中、下游，而讓業界能夠承接進而產業
化，須有較為完善的評估機制。 

 若業界承接意願不高，有必要了解不願承接的理由，並應考慮於推動
計畫之初，應與業界有更多的溝通與表達科技研發需求的機會，讓國
家型計畫退場後，能繼續產生更多的效益。 

業界不願承接 上游 

經濟及生技類國家型科技計畫 

中游 

• 上、中、下游無法銜接 

• 業界承接研發成果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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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領域 計畫名稱 挑戰 

經濟類 

1.網路通訊國家型科技計畫 
1. 產業智財佈局不全，尚無技術鑑價機制，

產業承接不易。 
2. 智財權分散各執行單位，未集中予以專業

經營，喪失時效。 

2.奈米國家型科技計畫 

3.智慧電子國家型科技計畫 

4.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 

生技類 生技醫藥國家型科技計畫 

1. 生技類如基因體醫學學術價值優，因轉譯
醫學研究之質與量均不足，形成經濟價值
落差大。 

2. 產業界量能不足，不易承接，需配套輔導
新創企業。 

民生類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

技計畫 

1. 數位典藏成功的將我國重要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及生物多樣性等數位化典藏，
但應用面部份典藏之法定所有權與著作權
欠完整，造成應用面遲滯。 

2. 文化與知識之典藏係教育資源，較不能經
濟取向。 

資料來源：第31次科技顧問會議，2011 

 

（5）國家型科技計畫成果產業化所面臨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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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立目標，有效利用有限資源，發展重點
科技。 

 設立合宜績效評估與退場機制，有效管理
計畫執行、落實計畫目標。 

 有效結合上中下游，落實研究成果與人才
移轉業界之承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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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 調整後 

總體規劃 
徵求計畫，近似「統包」
觀念 

 總主持人及執行長負責總體規劃，
含研發重點。 

 以主軸專案方式，對外公開徵求。 

 增加中英版本，以利審查。 

總體規劃 

報告 

 總體規劃召集人、國科
會及科技顧問組研商組
成諮議小組 

 邀請適當成員成立規劃
小組，進行整體規劃 

 國科會與行政院科技會報推薦。 

 國、內外專家組成審查評估小組，
進行審查。 

主軸專案計畫
執行召集人 

總主持人推薦 

 主軸專案計畫公開徵求之研究計
畫團隊中，國科會遴選合適候選
人。 

資料來源：國家型科技計畫轉型與退場機制暨精進之具體作法，國科會第197次會議（10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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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方向 

計畫之管理 
 總主持人或執行長，要近乎全時投入、全時管

理。 

 

 

聘請 

總主持人 

 國科會主任委員與行政院負責科技之政務委員
協商。 

 遴選具相關領域專長及大學校長經歷、院士或
資深學者專家。 

執行長 
 總主持人邀請在相關領域研發或產業研發有經

驗 ，且曾管理大型計畫之專家擔任。 

 

攬才 

 應設計一個配套(吸引人才)方案，包括：  執行
期間原有研究計畫、指導研究生之處置等，俾
便其處理研究工作後續，並避免利益衝突之爭
議。 

資料來源：國家型科技計畫轉型與退場機制暨精進之具體作法，國科會第197次會議（10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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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 調整後 

委
員
之 
組
成 

部會代表 參與計畫之部會署副首長 重要部會署之首長或副首長為委員 

專家委員 大學校長或研究機構首長 具實務經驗或研發經驗之國內外學者專家 

業界代表 從事相關產業之公司負責人或重要主管 

                  學者、專家與業界委員之人數應多於政府代表 

指
導
委
員
功
能 

現有 審議總體規劃報告、聽取上年度執行成效與檢討 

新增 

總體規劃 
報告核定 

指導小組應先設定並確認國家型科技計畫之政策需求與目
標 

績效衡量指標 事先審議，以供計畫執行績效評量之用 

計畫執行 
聽取外在相關情境分析報告，如發現與立案時之情境假設
有重大不同，進行計畫調整 

退場 審議及啟動退場計畫之決議 

退場型態 單純結束、轉型、或將成果落實於政策業務 

資料來源：國家型科技計畫轉型與退場機制暨精進之具體作法，國科會第197次會議（10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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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方式 

原則 
 應以退場為常態，不退場是例外。 

 應於總體規劃階段研訂，並提指導小組核定後備用。 

進行中之國家
型科技計畫 

 應於計畫期程結束前一年，由計畫總主持人提出退場計畫。 

退場計畫修正 
 總主持人在指導小組提出。 

 經指導小組同意，計畫辦公室修正內容。 

退場計畫經費 

 分三年遞減。 

 國家型科技計畫核心設施以外之研究經費，退場後第3年減
列至10%為原則。 

核心設施之審
核及退場計畫 

 主管學術處評估核心設施之使用率與服務量是否達成目標，
並考量後續研究界實際需求。 

 可比照貴重儀器使用中心之運作精神。 

資料來源：國家型科技計畫轉型與退場機制暨精進之具體作法，國科會第197次會議（10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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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內涵 

退場
時機 

 計畫正常結束、績效評估不佳。 

 提前達成目標、成效卓著。 

 計畫執行期間與立案時之假設情境有重大變異情況時。 

退場
計畫
要項
內容 

  建構研發能量如何有效運用。 

  研發成果如何有效橋接應用與技
轉產業界。 

 研發資訊（資料庫）後續維運。 

 計畫整合之研究人力如何分流至
適當領域。 

 後續研發相關組織間關聯建議。 

 建構之共同核心儀器與設施等        

之後續處理。 

 預算之回歸處理。 

 成果之歸屬。 

 

 需要轉換為政策落實部分計畫，則應有預算逐步退減之設 計，如分三
年遞減轉入政策執行之部會署，以利政策之落實。 

資料來源：國家型科技計畫轉型與退場機制暨精進之具體作法，國科會第197次會議（101/4/24） 

 

../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Content.IE5/0QKNCOJK/國家型科技計畫轉型與退場機制暨精進之具體作法 (3).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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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方式 

總體規劃報告  明訂「績效評估計畫」。 

 主軸計畫之績效成果需與總計畫配合。 

 應同時提出退場計畫。 
主軸專案計畫 

公開徵求之 

研究計畫 

 落實年度績效評估。 

 年度績效評估未達合理目標者，經審查會議決議，調
減或終止計畫補助。 

資料來源：國家型科技計畫轉型與退場機制暨精進之具體作法，國科會第197次會議（10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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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構想 

總計畫辦公室 

提報部會署 
國科會委員會議 

(或主管部會跨部會會議) 

總體規劃報告 
審查評估小組 

指導小組 
定期審議 

部會署或
學者專家 

總召集人 
諮議小組 
規劃小組 

國家型科技計畫退場 公開 
徵求計畫 

評鑑結果決定修
正、變更或退場 

全國性科技會議
結論課題 

國家建設
所需課題 

執行期程完畢 

共
識 

整體規劃構
想報告 

科技政委 
國科會主委 

指導小組 

(設定政策需求、目標與KPI) 
研發重點 

績效評估計畫 
退場計畫 

主軸專案計畫 

科技會報 
國科會主委 

主軸專案 
計畫召集人 

提報 
科技會報 

上中下游整合 

國家型計畫主軸與預算分配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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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由上而下的科技計畫，特別是國家型計畫，來強化台

灣的競爭優勢，是台灣科技研發的重要課題。但資源的妥

善運用，與避免「尾大不掉」問題，亦應列入考量。 

• 國家型計畫具有整體規劃發展藍圖，跨部會分工合作達成

技術規模效益之特色，但需考量通盤性規劃與組織再造後

之挑戰，以避免政策與執行上的落差。 

• 「徒法不足以自行」： 落實《國家型科技計畫轉型與退

場機制暨精進之具體作法》 ，國科會第197次會議（

101/4/24）。 

• 借鏡國家型計畫之議題形成、上中下游連結、形成共識與

預算分配的機制，以有效推動由上而下之科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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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
大
產
學
合
作
創
新
研
發
計
畫 

橋接計畫 

研發成果橋接計畫 (媒合 ) 
合作研發媒合  

技轉與授權媒合  

學研合作發計畫 (加值 ) 
作為技轉與授權前之加值研 

究 

轉譯研究計畫 與前瞻(加值 ) 國內、外大企業與大學合作 

產業創新合
作計畫 

產業創新學合作研發計畫 

定期盤點公佈具技術移
轉潛力之成果 

具透過媒合或徵求活動
促產業參與 

科學工業園區廠商 

創新技術產合作 

園區廠商與術研究機構
合作 

新創事業及
環境建構計
畫  

整合擴大各部會產學作計
畫 

建構新創科技事業之環境 

資料來源：第31次科技顧問會議，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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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面向 衡量標準 獲得指數 說明 

論文發表 100篇/億元 20指數 

績效指標係依
據立法院預算
中心提出 

博碩士生培育 100人/億元 20指數 

專利獲得 10件/億元 20指數 

技術移轉收入 0.03億元/億元 20指數 

促進廠商投資 3億元/億元 20指數 總計100指數 

績效指標 單位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論文發表 篇數 4,806 5,609 6,008 5,420 

博碩士生培育 人數 5,031 5,065 8,405 8,135 

專利獲得 件數 477 442 599 575 

 

技術移轉收入 

件數 314 285 324 291 

簽約數(千元) 259,836 449,841 472,393 456,282 

促進廠商投資 投資額(千元) 36,404,337 37,062,222 34,262,218 54,112,042 

資料來源：國科會科技計畫與績效評估，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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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政府投入金額
(億元) 

131 121 130 116 113 129 142 

促進民間投資
金額(億元) 

385 373 441 386 1,354 2,087 4,505 

博碩士工作機
會(兼職) 

4,869 5,027 8,160 8,168 7,242 6,536 7,588 

學研界助理與
博士後工作機
會(全職) 

5,236 4,848 5,218 4,627 4,527 5,157 5,677 

產業界全職工
作機會 

6,422 6,217 7,349 6,429 22,568 34,776 75,079 

國家型計畫(1998-2009) 全部科技計畫(1998-2009) 國家型計畫所占比例 

投入 投入金額 1,126 億 8,641 億 13% 

產出 論文發表 35,738 篇 671,964 篇 5.3% 

專利獲得 3,859 項 19,421 項 20% 

資料來源：第31次科技顧問會議，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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