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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歐洲研究總會(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乃歐盟執委會下成立專職負

責提升歐洲基礎科學研究之單位。 秉持歐盟所制定之規範設置

IDEAS 國家聯絡據點(IDEAS National Contact Point)作為資訊傳輸及

互動之介面。 

 

我國雖為第三國，惟繼 2011 年 ERC Secretary General Prof. Donald 

Bruce Dingwell 訪台推廣 ERC 的補助機制及制度後於本會國際合作

處成立 IDEAS NCP。 

 

ERC 定期每年招開 NCP 會議，將所有歐盟會員國、有雙邊協議之國

家和第三國之 NCP 與會，宣導 ERC 最新發展狀況，制度及規範，同

時間也透過會議了解各國於執行 NCP 業務時所遭遇到的狀況(例

如，計畫申請者對行政運作上有任何建議，審查申覆管道等等)，藉

由會議中大家一起討論研議並嘗試找出一個多國都支持之解決方。  

 

2013 年 IDEAS NCP 會議訂於本(102)年 6 月底招開，基於第 7 期歐盟

科研架構計畫(Framework Program 7)即將於 2013 年結束，緊接的就是

長達 6 年之 Horizon 2020 架構，此時 ERC 招開 NCP 會議除讓各國

NCP 了解 Horizon 2020 架構下 ERC 的新結構，並傳遞相關新的訊息。 

 

同時本(102)年 4 月間 ERC 官員 Beatrice Thiry 隨外交部所辦理之歐盟

文官團訪台，拜會國科會，除口頭邀請參與 NCP 會議外並同意另安

排一第 3 國家的會議讓非歐盟會員國代表可以更接近 ERC 高層了解

雙方的意向及目的，促進更近一步之交流。 



 

本(102)年 5 月外交部定期舉辦之台歐盟諮商會議中之非經貿議題類

別協商，ERC 派員出席並正式邀請我國出席 ERC 之 NCP 會議。 

 
 
 
二、 航班資訊 
 
 

 
日期 時間 航班 其他資訊 

06 月 23 日(日) 
長榮航空(BR 87) 

出發：台北桃園(TPE)  

第二航站 

直飛 

06 月 24 日(一) 抵達：巴黎機場 13 小時 00 分 

06 月 24 日(一) 
歐洲內地火車 

巴黎至布魯賽爾 
1 小時 

06 月 27 日(四) 
歐洲內地火車 

布魯賽爾至巴黎 
1 小時 

06 月 27 日(四) 
長榮航空(BR 88) 

出發：巴黎機場 
直飛 

06 月 28 日(五) 抵達：台北桃園(TPE) 13 小時 00 分 

 
 
 
 
 
 
 
 
 
 
 
 
 
 
 
 
 
 
 
 



 
 
 
 
 
三、 議程概述 
 

 
 
 



 
 
 
 



 
 



四、 相關行程照片摘錄 
 

 
 
ERC 特地為第 3 國(非歐盟會員國)所安

排的會外會議，其中除我國外，韓國

及南非等國家皆參與。 

 
 
會議後中午於 ERC 辦公室內吃午餐，

圖中為 ERC Secretary General Prof. 
Donald Bruce Dingwell。 

  

  

 
ERC President Prof. Helga Nowotny 率領

ERC 官員報告最新進度 

 
圖中為 27 歐盟會員國之 IDEAS NCP 代

表 

  
 



 
五、 心得與建議 
 
此次會議 ERC 特別另外安排一個第 3 國(非歐盟會員國)單獨與 ERC 的會議，會

議中延續 Secretary General Prof. Donald Bruce Dingwell 訪台後之 follow-up。 包含

擬與亞洲國家簽署互訪協定，讓雙邊的研究人員可以透過 ERC 所補助之計畫項

下，赴歐洲研究，同時也讓歐洲研究學者可以來亞洲實習互訪。 此協定主要是

仿美國 NSF 最近與歐盟所簽屬之協定辦理，ERC 擬將此類之鼓勵互訪機制推動

到全球的局面。 有關此事，基於 ERC 表示協定簽屬人建議為歐盟執委會的科

技大使 Máire Geoghegan-Quinn，此事已與歐盟駐台代表處討論，因為此協定需

要透過外交單位辦理，歐盟駐台大使 Mr. Laplanche 建議最後簽署方式可以透過

DG RTD 與國科會簽，因如涉及到歐盟執委會的科技大使 Máire Geoghegan-Quinn

簽屬，則必須經歐洲議會表決，且可能涉及到非必要之政治因素(一中)介入。 

 

另外，在第 3 國會議中也說明歐盟 Horizon 2020 架構下會加強全球化佈局，既

研究補助機制將會鬆綁並擴大至全球。 歐盟執委會目前有初步規劃 2014 年後

將會組團訪亞洲推廣歐盟執委會之相關業務，屆時科技將會是其中一項。 另外

Prof. Donald Bruce Dingwell目前初步有規劃將於本(102)年 9 月訪中國及澳洲推廣

ERC 之補助機制。 

 

在 27 國 IDEAS NCP 與 ERC 正式會議中，主要針對目前 Horizon 2020 規劃的架

構已送歐盟執委會評估，惟近來因為總預算尚未經歐洲議會表決所以目前所提

之規劃仍未拍板定案。 ERC 現有之機制為 Starting Grant, Consolidator Grant, 

Synergy Grant, Advance Grant 及 Proof of Concept，據了解 Synergy Grant 部分會

委請專家評估前兩年的執行狀況，故 2014 年暫時不會公開徵求 Synergy Grant

的部分。 

 

Starting Grant 通常都是於每一年中約 7 月公開徵求，但是基於 Horizon 2020 部分

尚未定案所以目前暫延至年底約(10 月-11 月)才會加會 NCP，正式公開徵求時間

約 2014 年第一季，Consolidator Grant 預計於 2014 年第二季公開，Advance Grant



預計於 2014 年第 4 季。 另外基於每年申請案件數平均成長 20%，預計後續通

過率將會降至不超過 10%，既平均一年約 300 件。  

 

基於通過率降低及申請件數之提升，後續審查不獲推薦之案子預計會增加，而

面臨的問題就是重提案件也會提升。申請複審及申覆的案件也相對應的增加。 

歐方為提升研究計畫書之品質下研擬制定以下政策:  未獲推薦之案件將會另

被評分為 3 大類別，類別 A 表示計畫書的構思良好，可於下次公開徵求計畫書

時修正後重提。 類別 B 則表示計畫書品質需要改良，一年(一期)之內不得再重

新申請，類別 C 計畫書則兩年(兩期)之內不得再申請，意味著計畫書必須大幅

度地改善。 此政策預估後續計畫主持人於撰寫計畫書時會更加注重品質，避免

未獲推薦時又受限制不得重新申請，同時也將解決行政單位案件量提升的問

題，且同時舒緩行政資源擴充於投入複審及重新申請案件的需求。 

 

ERC 的架構將會調整，Horizon 2020 (2014 年至 2020 年間)將會委任一位

President，其職務也必須兼 Secretary General 的 position. 另外 ERC 將新成立一

個”Widening Working Group”專注於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另外

原有的 Working group 包含 (a) Open Access, (b) Relations with Industry, (c) Gender 

Balance, (d) International Strategy 及 (e) Performance Indicator. 

 

Horizon 2020 架構將會有 3 大支柱: (a) Excellence in Sciences (b) Industrial 

Leadership 及 (c) Societal Challenges.  其中 Excellence in Sciences 項下將會有 4 個

Actions:  

 

1. Excellence in Science (ERC 負責主要的一項),  

2. Marie Curie Action,  

3. Emerging Technology,  

4. Infrastructure. 

 

歐盟為鼓勵研發人員交流並吸取全球優秀科技人才赴歐，未來新的科技政策包

含(尚未拍板定案，但已經擬定送至歐盟執委會審核)提供新的 Scientific Visa, 



More rights for third country nationals。 另外也將歐洲會員國及其他一些有意願的

國家(共計約 40 個國家)的研究工作、職缺統整，統一公開並開放給全球的人申

請，此網站經前幾年的基礎建立目前已經成熟 (EURAXESS)。 

 

後續 Horizon 2020 架構經歐洲議會表決通過後，將會有一個手冊產出，並由多

國語言撰寫，呈現最終版的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