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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是帶動產業乃至國家成長的關

鍵動能，為提升我國產業技術水準及整體競

爭力，本部產業技術司（簡稱技術司）依據行

政院「科學技術發展方案」，自1979年起啟

動「經濟部科技研究發展專案計畫」（簡稱科

技專案），厚植產業科技能量，加速產業創

新。近年配合行政院「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推動

方案」、「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臺灣

2050淨零排放路徑」等重大政策，並以「強化

產業創新研發價值」、「引領產業創新轉型與

發展模式」，以及「健全產業環境永續基盤」

三大產業科技施政重點，擬訂各項發展策略，

逐步推動並落實各項科技施政重點，以深耕產

業核心技術與布局新興科技，加速研發成果產

業化，推動我國產業技術創新與穩定發展，為

產業升級與轉型奠定良好基石，強化國際競爭

優勢。 

推動科技專案 領航產業創新 

本部技術司作為產業創新研發之推動者，

積極實施各類型科技專案，整合法人研究機

構、產業界、學術界之研發能量，促進國家創

新系統成員間的科技連結與優勢互補，開發具

前瞻性、關鍵性及跨領域之產業技術，並將研

發成果擴散至產業運用。 

在推動「法人科技專案 」上，鼓勵具有

研發能力之財團法人機構（以下稱法人執行單

位），鎖定重點產業領域提前展開下世代技術

布局，完善研發環境及基礎設施，促成跨界跨

域合作，更鼓勵法人執行單位衍生成立新創事

業，強化研發成果落實至產業界運用，促進新

興產業發展與產業創新升級，完備產業生態發

展，持續創造產業價值與效益。 

在「業界科技專案 」方面，本部技術司

壹．科技專案推動重點
面對近年全球供應鏈重組及淨零排放等趨勢，產生
多元的創新應用及轉型契機。為協助產業掌握市場
先機，本部產業技術司運用科技專案布局產業技術
創新研發，積極將研發成果移轉擴散產業應用，並
促成法人機構衍生新創公司，形成新興產業，驅動
我國產業創新升級與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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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企業投入創新研發之意願與降低研發

風險，自1997年啟動「業界開發產業技術計

畫」，以補助方式鼓勵企業進行創新與高附加

價值技術開發與應用。在全球化市場競爭之

衝擊下，為引導業者開發居全球領先定位或具

競爭力之前瞻技術項目，強化企業科技創新應

用能力，並鏈結跨國企業研發體系，完備我國

產業生態發展，本部技術司自2014年起推動

「 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簡稱A+淬鍊計

畫），藉由A+淬鍊計畫項下之前瞻技術研發計

畫、全球研發創新夥伴計畫及專案型計畫，以

六大核心戰略產業為發展方向，促進國內產業

技術研發，引導我國培育領先的技術實力。 

另在推動「學界科技專案 」上，本部技

術司為引導學界研發能量投入產業前瞻技術

開發，自2001年實施「學界開發產業技術計

畫」。為進一步鏈結產學研共創合作效益，於

2014年推動「產學研價值創造計畫」，整合產

學研三方研發資源，合作推動研發成果商業

化，以導引出新創公司或新事業部門，皆已取

得相當成效。因應國家科技政策與國際產業發

展趨勢，培育新興科技產業，本部技術司自

2021年5月轉型推動新制「科研成果價值創造計

畫」，以「促新創」與「育新創」型態計畫，引

導學校研發團隊衍生具成長潛力新創公司，以

及協助學界運用豐碩研發成果，強化甫成立之

新創公司體質，期有效使學界創新研發能量擴

散至產業，藉以強化技術商業化深度，從而引

領新創事業形成新興科技產業聚落。 

聚焦關鍵領域 挹注前瞻動能

隨著近年全球產業高速競爭及外在環境劇

烈變化，面對全球供應鏈重組及淨零排放等趨

勢，帶動科技發展與市場需求快速變化，產生

多元的創新應用及轉型契機。本部技術司依循

政府重大產業創新政策，綜觀全球前瞻技術發

法人科技
專案啟動
支援產業
技術研發

業界科技
專案啟動
促進企業
積極投入

學界科技
專案啟動
導引創新及
學界能量

A+企業創新研發
淬鍊專案啟動
投入前瞻技術
研發

科研成果價值
創造專案啟動
促成及培育學界
新創公司

2014
1997 2001

1979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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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趨勢與我國產業課題，2023年推動法人科技

專案研發布局半導體及光電、材化、生醫、運

輸、機械、資通訊、其他等領域，期能持續因

應外在環境變化衝擊，推進我國未來產業的創

新科技。 

半導體及光電領域投入於人工智慧(AI)晶

片與新世代半導體、物聯網、智慧顯示系統及

人機虛實互動之前瞻技術研發，實現高速運

算、高頻訊號傳輸與高功率的工作環境，奠定

產業技術升級的核心基礎。 

材化領域以循環經濟為導向，藉由開發綠

色新材料、資源循環利用、創新紡織科技等重

點技術，發展循環與永續綠能科技，提升產業

淨零競爭力。 

生醫領域布局高值利基新藥及創新高值

醫材，運用新構型藥品、創新生物製造及創新

去中心化醫療等科技，引導產業界運用研發成

果，為國人實現優質健康生活。 

運輸領域深耕我國智慧電動車、自駕車、

智慧船舶及無人機等關鍵技術及系統整合，並

鏈結產業導入場域示範運行驗證，以提升我國

智慧運輸產業電動化與自駕化技術研發及驗證

能量，加速落實技術產業化與布局國際市場。

機械領域投入智慧感測與控制、整合網宇

實體系統與製造應用、整廠整線場域驗證等研

發重點，透過開發先進製造技術與拓展產業應

用，發展符合我國製造產業需求的韌性生產與

智慧製造。 

資通訊領域著重於發展新世代通訊及智

慧服務等項目，協助廠商持續精進5G高階基

站及智慧專網管理系統等5G進階產品技術能

量，更提前布局6G關鍵技術先期研發。另運

用智慧科技打造創新服務領域新模式，發展精

準化、個人化與客製化的應用服務，開創新的

產業價值生態系與營運模式。 

其他領域則涵蓋食品、運動科技、設計及

農業等重點項目，依據各類型科技專案計畫賦

予各自所屬任務，開發產業關鍵技術及落實產

業應用，以提升附加價值及促成產業創新。 

引導法人創業 啟動創新之鑰

隨著新型態經濟發展模式興起，創新創

業成為先進國家發展競爭力之關鍵策略。本部

技術司為將科技專案創新能量轉化為發展新興

產業動能、推動法人執行單位成立衍生新創公

司，近年透過建構科專事業化生態系，包括優

化科專法規制度、提供新創團隊新創誘因、提

升法人新創能力等相關機制，營造新創環境，

形成鼓勵法人創業的精神與文化，全面協助法

人新創事業成長茁壯，也將科專新創事業推向

國際舞台。 

本部於2022年1月25日修正發布「經濟部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增

訂新創專章，提供成果運用免公告、境外實施

免報部、股權上繳得減免、分配股權做獎勵、成

果定價可免責、處分股權好簡單、股票緩課且

擇低等七大誘因，鼓勵科技專案執行單位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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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成果技術作價取得股權，投資設立衍生新創

公司。目前已有10家衍生新創公司適用新創專

章，分別是愛國者綠能、研創智聯、奈視科技、

梭易科、泛得生技、臺灣生物醫藥製造公司、精

球生技、萬溢能源、歐美科技及慧保科技。

此外，本部技術司透過推動「科專事業

化生態系推動計畫」與「學研合作創新創業計

畫」，建立系統性的商業化輔導機制，包括引

入國際新創專家及培育機構之能量、鏈結國際

新創投資與產業領域專家網絡、促進學研合作

衍生具前瞻能量之學研新創事業，建立科專體

系新創培育環境，加速完備科專事業化發展。

2023年共培育61組科專新創團隊，促成11組

科專新創團隊完成公司設立、14組募得資金新

臺幣23.46億元、4組與國內大型企業合作進行

場域驗證、6組與美商簽署合作協議展開接軌

全球之布局團隊、12組取得國際新創奬項，透

過新創活化科專成果運用，挹注產業新動能。 

深耕產業聚落 帶動區域升級

為加強區域產業與中央資源鏈結，帶動在

地產業創新發展，本部技術司依據國內各地方

食品製程及設備整合、健康保健、機械自動
化系統整合

綠能與材料應用、資訊與雲端服務、智慧機電
應用、食品機械研發、軟體研發

苗栗

南投

嘉義

臺南

花蓮

高雄

協助傳統產業開發創新產品，跨入
高值產品市場，打入全球供應鏈。

推動材料／製程／產品／基盤等
四大加值

傳統產業創新加值中心

輔導東部微型企業發展關鍵性技術與
產品服務，協助特色產業創新轉型。

生活工藝、觀光休閒、科技農企

東部產業技術服務中心

帶動花東深層海水產業發展，提升商
品化能量與產業效益。

健康產業、海洋生態、潔淨能源、
教育觀光

東部深層海水創新研發中心

協助南部產業技術研發、育成媒合、群聚發展
與新創商機，建立產業創新研發人才的據點。

經濟部南臺灣創新園區

多元複合與材料、加工製程優化、在地特色產業
整合

以苗栗多元產業創新推動平台，鏈結桃竹、臺中
區域產業，協助在地特色產業升級轉型。

苗栗產業創新推動中心

結合雲嘉區域產業特色，建構商品化服務平
台，推動在地特色產業創新與價值提升。

嘉義產業創新研發中心

新世代智慧機械、科技農工系統整合、設計
驅動創新應用

結合中部區域產學研能量，協助開創新產業
及深化區域產業聚落。

經濟部中臺灣創新園區

臺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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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特色與需求，以法人研發能量為基礎，設

立區域產業研發園區或中心，整合地方產業及

學界研發資源，加速建立區域產業創新及創業

之成功模式，進而擴大布局與推動，以強化地

方特色產業發展，推動區域均衡發展，期串聯

成產業廊帶，形成堅實的產業創新體系。 

為推動中部區域產業升級與轉型，本部

技術司整合在地法人執行單位、產業及學界

資源，在苗栗縣設立「苗栗產業創新推動中

心」，以「多元複合與材料」、「加工製程優

化」、「在地特色產業整合」為推動主軸，鏈

結桃園、新竹、臺中區域產業，推動在地特

色產業升級轉型。此外，於南投市推動「經濟

部中臺灣創新園區」，著重在「新世代智慧機

械」、「科技農工系統整合」及「設計驅動創

新應用」，以協助中部產業開創新產業與深化

區域產業聚落。 

南部地區為我國傳統產業重鎮，本部技術

司整合南部產學研能量，注入科技創新要素，

於嘉義市推動「嘉義產業創新研發中心」，結

合雲林及嘉義區域產業特色，以「食品製程及

設備整合」、「健康保健」、「機械自動化系

統整合」為研發重點，建構商品化服務平台，

推動在地特色產業創新與價值提升。其次，在

臺南市推動「經濟部南臺灣創新園區」，投入

「綠能與材料應用」、「資訊與雲端服務」、

「智慧機電應用」、「食品機械研發」、「軟

體研發」，協助南部產業技術研發、育成媒

合、群聚發展與新創商機，建立產業創新研發

人才的據點。另在高雄市設立「傳統產業創新

加值中心」，以協助傳統產業跨足高值化產品

市場，切入全球供應鏈。 

我國東部產業多屬微型企業，為協助東部

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及體質強化，本部技術司透

過在花蓮縣推動「東部產業技術服務中心」，

以「生活工藝 」、「觀光休閒 」、「科技農

企」為研發主軸，輔導東部微型企業發展關鍵

性技術與產品服務，協助特色產業創新轉型。

此外，在臺東縣推動「東部深層海水創新研

發中心」，以「健康產業」、「海洋生態」、

「潔淨能源」及「教育觀光」為重點，帶動花

東深層海水產業發展及提升商品化能量。  

學研雙重引擎 驅動傳產轉型

我國傳統產業面對全球化競爭及經營環境

劇烈變化，亟需透過研發創新注入成長動能，

以提升產業競爭力。本部技術司為協助傳統產

業技術升級與創新轉型，運用法人執行單位研

發能量，協助產業提高技術及服務能耐，並開

發具未來潛力之產品（如：射出成形機、熱處

理、家具等），促成產業互動與鏈結，並透過

創新服務模式加值、強化水平整合同業與異業

能量，有效填補產業技術缺口，提升產業鏈競

爭優勢。 

另外，本部技術司透過「學研雙引擎推

動在地產業科技加值創新計畫」，配合在地產

業發展需求，導入科專關鍵技術與學界研發能

量，以建構專屬的產學研交流平台。透過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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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與跨領域人才，共同為地方產業診斷技術

問題，並提供技術諮詢服務，深化長期在地化

的產學研互助關係，進而協助國內在地產業找

出加值轉型之契機，提升傳統製造業之競爭優

勢與市場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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