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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研訂我國學術研究補助機制及創新科研政策之推展，擬參考先進國家科技創新

政策及相關措施，藉參加科技活動合作夥伴舉辦之研討會，與拜會國際科研合作單位

進行面訪與交流，除蒐集相關資料外，亦可強化我國與國際科技機構之交流與互動。 

本次行程包括出席科技活動合作夥伴英國皇家科學院（The Royal Society）與德國

弗勞恩霍夫應用研究促進協會（Fraunhofer-Gesellschaft）聯合舉辦之「創新與轉化研

究（Innovation and Translational Research）」研討會、考察台法科技合作單位法國國家

研究總署（Agence Nationale de la Recherche，簡稱 ANR）之科研補助機制、拜會英國

生物技術暨生物科學研究委員會（Biotechnology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簡稱 BBSRC）、拜訪英國商業創新暨技能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 Skills，簡稱 BIS）及科技政策委員會（Technology Strategy Board，簡稱

TSB）等單位，藉以瞭解先進國家在學術研究補助機制及創新科研政策之推展與相關

措施，並建議科技創新與科研技術轉化並重及強化科研單位與科學園區及產業界之鏈

結二項，俾作為未來本部推動相關政策及措施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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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為研訂我國學術研究補助機制及創新科研政策之推展，擬參考先進國家科技創新

政策及相關措施，藉參加科技活動合作夥伴舉辦之研討會，與拜會國際科研合作單位

進行面訪與交流，除蒐集相關資料外，亦可強化我國與國際科技機構之交流與互動。 

本次行程包括出席科技活動合作夥伴英國皇家科學院（The Royal Society）與德國

弗勞恩霍夫應用研究促進協會（Fraunhofer-Gesellschaft）聯合舉辦之「創新與轉化研

究（Innovation and Translational Research）」研討會、考察台法科技合作單位法國國家

研究總署（Agence Nationale de la Recherche，簡稱 ANR）之科研補助機制、拜會英國

生物技術暨生物科學研究委員會（Biotechnology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簡稱 BBSRC）、拜訪英國商業創新暨技能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 Skills，簡稱 BIS）及科技政策委員會（Technology Strategy Board，簡稱

TSB）等單位，藉以瞭解先進國家在學術研究補助機制及創新科研政策之推展與相關

措施，並建議科技創新與科研技術轉化並重及強化科研單位與科學園區及產業界之鏈

結二項，俾作為未來本部推動相關政策及措施之參考。 

國科會自今（103）年 3 月 3 日改制為科技部，欲進一步鼓勵學研能量走向產業，

帶動創新創業的風潮及氛圍，強化科技原創實力，提升我國學術與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本部為鼓勵研究創新及加強產學的鏈結，已成立學術研究諮議會及產學推動諮議會。

學術研究諮議會強調學術研究朝更入世層面發展，以對國家社會經濟產生正面影響；

產學推動諮議會把學術研究成果經法人技轉到業界，由政府出資請法人協助，盤點學

術研究成果，改變以往只從專利角度看研究成果，要全面且系統性檢視過去台灣學界

之研究成果，往中下游延伸，與產業界需求導向結合，聚焦至社會產業經濟面需求及

應用。英國皇家科學院為本部之科技活動合作夥伴，本次於該院舉行之研討會內容，

正符合本部諮議會推動導向，為進一步瞭解先進國家在研究創新政策執行、產學鏈結

作法、學術研究補助機制等，擬參與此研討會並前往英國和法國相關科技組織進行考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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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目的 

本次出席科技活動合作夥伴英國皇家科學院與德國弗勞恩霍夫應用研究促進協會

共同舉辦之「創新與轉化研究（Innovation and Translational Research）」研討會，該研

討會在德國與英國舉行，本次參加在英國皇家科學院於 103 年 5 月 6-7 日舉辦之主題

為「From mind to market」研討會。另拜會英國生物技術暨生物科學研究委員會

（Biotechnology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簡稱 BBSRC），該研究委員

會與科技部於 2010 年簽訂合作協議，科技合作活動包括高層互訪、研究學者互訪及雙

邊研討會，並於 2012 年啟動台英國際合作夥伴獎勵計畫 TW-UK IPA（Taiwan-UK 

International Partnering Awards），今（2014）年進入第 3 年徵求計畫（附件一）。本次

針對台英未來生技合作及生技產學合作開發補助機制拜訪該研究機構國際長 Tim 

Willis 博士。考察台法科技合作單位法國國家研究總署（Agence Nationale de la 

Recherche，簡稱 ANR）之科研補助機制、拜訪英國商業創新暨技能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 Skills，簡稱 BIS）及科技政策委員會（Technology Strategy 

Board，簡稱 TSB）等單位，藉以瞭解英國相關單位在學術研究補助機制及創新科研

政策之推展現況。 

 

叁、行程 

本次行程包括： 

一、 出席科技活動合作夥伴英國皇家科學院（The Royal Society）與德國弗勞恩霍夫

應用研究促進協會（Fraunhofer-Gesellschaft）聯合舉辦之「創新與轉化研究

（Innovation and Translational Research）」研討會 

二、 考察台法科技合作單位法國國家研究總署（Agence Nationale de la Recherche，簡

稱 ANR）之科研補助機制 

三、 拜會英國生物技術暨生物科學研究委員會（Biotechnology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簡稱 BBSRC） 

四、 拜訪英國商業創新暨技能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 Skills，簡稱

BIS） 

五、 拜訪科技政策委員會（Technology Strategy Board，簡稱 T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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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英與會及英法考察行程表 

（103 年 5 月 5 日至 103 年 5 月 14 日） 

日期 時間 行程 備註 

5/5(一) 
09:00 前往英國  

19:15 抵達英國  

5/6(二) 13:00-20:30 
出席英國皇家科學院 From mind to 

market 研討會 

 

5/7(三) 

09:00-14:00 
出席英國皇家科學院 From mind to 

market 研討會 

 

15:30-17:00 

拜會英國生物技術暨生物科學研究

委員會（Biotechnology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BBSRC） 

Tim Willis 

Hea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im.willis@bbsrc.ac.uk 

駐英科技組郭克嚴組長 

5/8(四) 

 前往法國  

18:00- 
拜會駐法科技組吳文桂組長及李蕙

瑩諮議 
 

5/9(五) 

10:00-12:30 

考察台法科技合作單位法國國家研

究總署（Agence Nationale de la 

Recherche，ANR）之科研補助機制

 

15:30-17:00 拜會駐法代表處呂慶龍大使  

 返回英國  

5/12(一) 

上午 

拜會英國商業創新暨技能部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 Skills，BIS） 

Alan Monks 

Senior Policy Adviser 

alan.monks@bis.gsi.gov.uk 

 

下午 

拜會科技政策委員會（Technology 

Strategy Board，TSB） 

Simon Edmonds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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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pult Programme 

Simon.Edmonds@tsb.gov.uk 

 

Assistant:  

Sarah Kennedy 

The Technology Strategy Board 

North Star House 

North Star Avenue 

Swindon 

SN2 1UE 

5/13(二) 21:35 回程往台北  

5/14(三) 21:00 抵達台北  

 

肆、過程 

一、出席科技活動合作夥伴英國皇家科學院（The Royal Society）與德國弗勞恩霍夫應

用研究促進協會（Fraunhofer-Gesellschaft）聯合舉辦之「創新與轉化研究（Innovation 

and Translational Research）」研討會 

弗勞恩霍夫應用研究促進協會（Fraunhofer-Gesellschaft）是歐洲最大從事應用研

究之科學研究機構。該協會擁有 80 多家機構，其中在德國有 67 家研究所及獨立研究

機構，並擁有 23,000 多名優秀的科學研究人員和工程師。該協會年度研究總經費達 20

億歐元，其中 17 億歐元來自於科學研究合約，超過 70%的研究經費來自於業界的合

約和由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近 30%經費是由德國及歐洲各國以機構資金的形式委託

研究。弗勞恩霍夫應用研究促進協會在歐洲、美國、亞洲和中東都有自己的研究中心

和代表處，研究目的在造福人類，在研究工作方面完全是以人類需求的領域為導向，

包括對健康、安全、通訊、能源和環境等範疇進行一系列策略性的研究，富有創造性，

對社會發展具有重大意義[1]。 

英國皇家科學院（The Royal Society）是英國最具名望的科學學術機構，該院為獨

立自治的機構，政府提供經費資助其科學發展。其會員均為科學領域中頂尖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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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計畫和研究，對個人、訪問學者和獲獎人員、研究機構及學術會議、出版物和學

術報告活動等進行補助，本次為期兩天的研討會，是由弗勞恩霍夫應用研究促進協會

與英國皇家科學院聯合舉辦，目的在匯集學術界、產業界和政策的領導者，瞭解德國

與英國在推動創新上不同的作法，以解決學界與產業界面臨的困境，探討創新與轉化

型研究及是否有需要相互輔助及支援的方向。 

本研討會由英國皇家科學院副院長 Tony Cheetham 爵士開場並致歡迎詞。

Cheetham 爵士是劍橋大學材料科學與冶金系教授，於 1971 年牛津大學得到博士學位，

曾在 Harwell 材料物理部門做博士後研究工作，並於 1974 年成為牛津大學化學系教

授，1991 年轉任到美國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成為該材料系教授，1992 年，他領導新

材料研究實驗室 12 年，2004 年，他成為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新建立之國際材料研

究中心主任，2007 年為倫敦劍橋大學金史密斯學院材料科學教授。Cheetham 教授在

1994 年當選英國皇家科學會院士，1999 年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2011 年德國國家科

學院院士，於 2012 年 11 月他擔任英國皇家科學院的副院長兼財務長[2]。去（102）

年職赴英國大學技轉交流考察，即與駐英科技組郭克嚴組長共同拜訪皇家科學院副院

長。另科技部與英國皇家科學院簽定合作協議，持續每年雙邊共同補助交流互訪計畫。

此次研討會議中，藉此機會介紹改制後之科技部概況及新任務，同時邀請來台訪問交

流。 

From mind to market 研討會議程如附件二 

與會人員為來自世界各地之專家學者，共約 160 名，名單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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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拜會英國生物技術暨生物科學研究委員會（Biotechnology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簡稱 BBSRC） 

英國生物技術暨生物科學研究委員會為英國 7 個研究委員會之一（包括：藝術與

人文（AHRC）、生技與生科（BBSRC）、工程與物理（EPSRC）、經濟與社會（ESRC）、

醫學研究（MRC）、自然環境研究（NERC）、科學與技術（STFC），各自受理相關領

域之研究計畫申請，並且提供跨國性合作研究之計畫共同審議制度，給予旅費、研討

會、或學術會議之經費支援）。BBSRC 至今成立 20 週年，經費來自於政府，2012/2013 

之年度預算為 500M 英鎊，專責英國生命科學領域（臨床醫學除外）研究的補助，對

於提升人類生活品質成效卓著，並且支持農業、食物、化工、健康照護以及製藥等領

域的產業研究。BBSRC 補助具有國際競爭性的研究計畫、提供生物科學的訓練、促

進知識移轉及創新、以及提升大眾對於重要研究議題的關切，英國的生物科技研究表

現能位居全球領先地位，BBSRC 具有其重要功能與角色[3]。 

在跨領域合作方面，BBSRC 和英國工程與自然科學研究理事會（Engineering and 

Physic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EPSRC）在未來五年內，將聯合投資新建三大合

成生物學研究中心，將提升英國的合成生物學研究能力，並促進英國在該領域內的創

新。這三大合成生物學中心分別是布里斯托合成生物學中心（Bristol Centre for 

Synthetic Biology）、諾丁漢合成生物學研究中心（Synthetic Biology Research Centre 

Nottingham）和劍橋 Norwich 開放植物合成生物學研究中心（Open Plant Synthetic 

Biology Research Centre），總計共接受 4,000 多萬英鎊資助，根據 2012 年的秋季財政

報告所宣布的對研究理事會 6 億英鎊的資本投資，合成生物學研究中心獲得的資助為

1,000 萬英鎊，其餘的費用將由 BBSRC 資助，而 EPSRC 則負責將近 30%的費用[4]。

合成生物學是現代科學最富前景的領域之一，這也是英國把其列為未來八大技術領域

之一的原因。合成生物學具有驅動經濟成長的潛力，英國將運用這些合成生物學中心

以確保英國在合成生物學技術商業化方面位居世界領先地位。 

本次與 BBSRC Tim Wills 國際長會面，Wills 博士並介紹 BBSRC 之會長 Jackie 

Hunter 教授。Hunter 教授於 2013 年 10 月起擔任 BBSRC 會長，為倫敦大學生理學和

心理學博士，並在 1983 年 St George’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獲得 Wellcome Trust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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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後研究獎。在產業界領先發現和開發神經和胃腸道藥物，開發和領導 GSK 的外部科

學參與策略，發揮核心功能，推展大學和研究所的研究小組與公司之間有效和創新的

合作夥伴關係。Hunter 教授是 Hertfordshire 大學的校董會成員，並曾任倫敦大學皇家

霍洛威學院的理事會及 Babraham 研究所成員。自 2004 年開始，她是 BBSRC 理事會

和 BBSRC 戰略委員會的成員，也是英國藥理學會的資深會員。在生物科學研究領域

有超過三十年的經驗，工作橫跨學術界和產業界，在創新合作和夥伴關係扮演關鍵角

色。St George’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授予她講座教授教席，以表彰她對生物科學的

研究貢獻。2010 年她創辦 OI 製藥合作夥伴以支持生命科學部門運用開放式創新的力

量，允許公私營機構利用一系列的合作模式，找到把想法付諸實現的最佳途徑[5]。本

次會面除介紹改制後之科技部概況及新任務外，進一步瞭解到英國每年投入在生物科

技與生命科學研究領域研究經費約 4.2 億英鎊，且具體規劃未來五年（2010-2015）之

重點發展方向，使英國能夠站在生物科技領航之地位。另得知 Hunter 教授今年 10 月

初將有訪台行程，此為實質科技高層互訪與進行雙邊科技合作交流。 

 

三、考察台法科技合作單位法國國家研究總署（Agence Nationale de la Recherche，簡

稱 ANR）之科研補助機制 

法國國家研究總署成立於 2005 年 2 月 7 日，該機構十分重視提供科學界儀器和

環境，以促進創造力和開放性，激發新的想法和夥伴關係，特別是公共和私營部門之

間。基於競爭型態，採用符合國際標準方法的同儕審查方式，以提供科研項目之研究

經費，這樣的活動有助於強化歐洲和世界各地的競爭力和法國科研的影響力[6]。ANR

也一直是投資於高等教育和研究領域未來計畫的主要機構，作為有關卓越、健康、生

物技術、研究的技術移轉和價值創造之計畫項目選擇、經費和監督之角色。ANR 的任

務包括 

— 培養創造性和開放性，帶來新思維和夥伴關係 

— 透過與其他學者專家研究協商確定具經濟和社會影響力之優先研究計畫項目 

— 鼓勵跨學科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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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公共和私營部門之間的聯繫 

— 發展國際和歐洲合作 

法國的研究成就卓越，諾貝爾獎、費爾茲獎、歐盟研究委員會獎獲獎得主眾多，

在科學文獻出版量排名第六，而創新方面，排名僅第十五，高等教育與研究部部長

Geneviève Fioraso 在接受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國際雜誌專訪中提到，此落差顯示法

國實驗室需要將可觀的發現與發明，轉變為創新與進步的驅動力[7]。而去（2013）年

七月法國參議院通過一項由高等教育與研究部部長所提出高等教育暨研究新法，強調

「大學教育與研究無法切割，大學的剩餘價值是研究」，新法重點以學生學業成功與推

動法國學術研究為兩大優先原則[8]，重要措施如下 

— 學生學業成功方面： 

優先協助職業組或科技組高中畢業會考生進入高級技師文憑班（STS）與大學技術

學院（IUT）；加強高中及大學之間的鏈結，建立兩者間學業導向的連續性與漸進

性；並針對高等學院預備班的學生，加強不同領域大學及學院的相互比較認知；教

學法的革新與多元化、大學學士班的漸進式專業化，及改善學士修業期間的職業融

入措施等。 

— 促進法國學術研究方面： 

強調國家策略的統領定位，在歐盟架構下擬訂法國的研究方向，成立研究策略委員

會，設於總理名下，由高教暨研究部督導，負責制定國家研究發展策略。成立一個

新的行政獨立評鑑機構—研究與高教評鑑高等資政委員會（Le Haut Conseil de 

l'évaluation de la recherche et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取代原有的研究與高教評

鑑中心（Agence d'évaluation de la recherche et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AÉRES），

負責評估研究與高教之品質。簡化研究計畫登錄程序，保護基礎研究，促使法國研

究制度清晰明朗。此外，將加強高教研究機構成果轉化並創造更多的就業及附加價

值，並將此成果經由立法途徑列為公共服務之成果。 

另外，新法期望藉與新興國家，建立雙學位計畫、論文共同指導及聯合實驗室，

加強研究組織與研究機構間之國際策略聯盟；管理與參與大型研究設施，擴展國際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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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機構間之合作計畫，共享與優化這些大型機構研究；鼓勵申請歐盟計畫案，將法國

研究推廣至歐洲及全世界，藉由推廣簡化的規定以鼓勵公立實驗室與中小型企業參

與，增加其創新動力；增設英語授課課程、放寬簽證程序，以吸引外國學生，同時給

予外國學生法語課程，以利擁護法語傳統，協助將法國文化、語言、價值觀傳播至世

界各處。 

拜會駐法科技組時，科技組組長吳文桂教授提供了薩華科技園區（Savoie 

Technolac）資料，該園區坐落在法國 Lac du Bourget 地區，彙集了薩華大學（University 

of Savoy）、國家太陽能技術學院及一些高科技產業，扶植太陽能及生態環保相關企業

成長。薩華科技園區主要在結合能源資源（再生能源和傳統能源）在智慧型電網和系

統上，可視為這個新經濟時代的“第三次工業改革”，於 2013 年統計，占地 150 公頃，

擁有 9000 個技術，1000 名研究人員，5000 名學生，近 230 家創新型企業，60 家創業

公司，21 間實驗室及研究中心，所在的環境自 2001 年以來都經過 ISO 14001 環境認

證[9]。吳組長建議此資訊與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推動業務雷同，建議可作為未來

交流合作之參考。 

 

四、拜訪英國商業創新暨技能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 Skills，簡稱

BIS） 

負責管理貿易與投資之部門為商業創新暨技能部，其前身為「貿易暨工業部

（DTI）」及「商業、企業暨法規改革部（BERR）」。該部門主要投資於技能與教育，

以推動貿易和創新，幫助人民開創與發展產業，統計約有 2500 名員工在商業創新暨技

能部工作，另外約有 500 名員工是從事英國貿易與投資工作。 

BIS 在英國在科學研究系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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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拜會英國商業創新暨技能部資深政策顧問 Alan Monks，介紹我國改制後之科

技部概況及新任務，英國在科學與研究經常預算為 46 億英鎊，創新方面的經常預算為

4 億英鎊，民間研發經費投入與政府研發經費投入比為 2:1，在國際間研究質量評比居

世界領先位置[10]。該部門管理組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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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英國自 2011 年 12 月發佈了“促進成長的創新與研究戰略”（Innovation and Research 

Strategy for Growth）報告[11]，計劃在現有創新政策的基礎上，進一步採取措施推動

創新和研究，以促進英國經濟的成長。在“創新與研究戰略”的基礎上，2012 年 9 月，

英國政府又發佈了“英國產業戰略：行業分析報告”（Industrial strategy: UK sector 

analysis）[12]，指出政府要與產業界建立長久的戰略夥伴關係，共同培育產業發展機

會，刺激經濟成長，創造就業，加強產官學研的溝通合作是產業戰略機制協調的重點。

因此，英國政府又陸續發佈了 11 個重點產業的發展戰略規劃，採取長期的、一盤棋的

方式支持產業發展，為投資和成長增添信心，概要如下： 

 

2013 年英國政府還積極判斷未來的新興技術領域，根據英國科學界、研究理事會

和科技策略委員會的多方意見，宣布投資六億英鎊在支援八大前瞻關鍵技術領域，以

加速技術商品化，分別為能源儲存、先進材料、農業科學、再生醫學、合成生物學、

機器人與自主系統、衛星及巨量資料，而選擇前述八大技術，在於這些領域在英國皆

有世界領先的研究能力，且每一個領域在不同產業都被廣泛的應用，因此這些技術亦

為商業化之前沿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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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拜訪科技政策委員會（Technology Strategy Board，簡稱 TSB） 

英國科技策略委員會（TSB）是 2004 年由貿易暨工業部成立，是一個非部會之公

共組織（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y），由部會依據行政命令成立，無須立法，成員

由專家組成，主要任務在為部會首長提供諮詢或建言。TSB 經費來自於 BIS，目前 TSB

同樣是非部會之公共組織，但具有執行的性質，其核心概念為“驅動創新”，其目標為：

使英國成為全球領先的創新並吸引創新產業的國家，讓創新科技可以快速、有效、永

續的創造財富與增進人類生活品質，目前約有 120 名員工。 

英國科技政策委員會（TSB）之 Catapult programme 負責人 Simon Edmonds，同時

也是英國皇家科學院舉辦創新與轉化研究研討會分組討論講者之一。Edmonds 先生於

Aston 大學商業學士畢業，擁有 Henley 管理學院的工商管理碩士學位，2002 年成為公

務員，在此之前，是一些中小企業業務行政長官和分區管理主任，有 16 年 Raychem

公司的職業生涯。於 2013 年 1 月自英國商業創新暨技能部（BIS）進入科技政策委員

會（TSB）擔任部門負責人。英國政府結構轉型時代的創新除技術戰略委員會以外，

英國的創新生態系統內的其他機構，如（一）改造原本掌管工業設計的設計理事會

（Design Council）；（二）國家科學技術藝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Arts，NESTA）協助開發創意產業，在創新政策內扮演催化劑的角

色；（三）國家測量系統（National Measurement System，NMS）提供激發創新理念的

設施；（四）英國標準協會（BSI British Standard，BSI）負責標準化相關事務之組織；

（五）英國皇家認可委員會（United Kingdom Accreditation Service，UKAS）負責對某

一組織的勝任能力進行評審和認可的國家專門機構等。 

Edmonds 主任在政府改制前之貿易暨工業部（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DTI）、商業、企業暨法規改革部 （Business, Enterprise and Regulatory Reform， BERR）

及改制後之商業創新暨技能部（BIS），皆是負責所有產業部門業務，負責 2004 年和

2008 年許多創新與成長審查和製造策略，啟動了 Hauser Review 機制作為創新之主

導，並和 Hermann Hauser 密切合作並發表期刊。近期 Edmonds 主任在商業創新暨技

能部負責區域發展機構的轉型，至 2012 年止的這段期間，政府區域成長基金為 27 億

英鎊 [13]。本次拜訪，Edmonds 主任介紹了目前技術與創新中心計畫（Catap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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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e）執行概況。 

英國政府參考 Hermann Hauser 2010 年的文獻，決定在 2011-2014 年的 4 年內，委

託科技政策委員會，由政府與民間共投資 14 億英鎊成立和監督九個技術與創新中心

（Catapult Centre），以產業為主的技術與創新中心提供世界領先的技術能力給企業，

以解決他們的技術挑戰，主要在縮小業界、學術界、研究和政府之間的差距，長期投

資於將英國科研能力轉化為開創新產品和服務，為英國開拓全球機會，並為未來創造

永續的經濟成長。現有七個技術與創新中心完成如下表列，另有兩個預計成立之技術

與創新中心，分別為能源系統與精密醫學[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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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科技部自今（103）年 3 月 3 日改制成立後，已成立學術研究諮議會及產學推

動諮議會，學術研究諮議會強調學術研究朝更入世層面發展，以對國家社會經濟

產生正面影響；產學推動諮議會把學術研究成果經法人技轉到業界，由政府出資

請法人協助，盤點學術研究成果，改變以往只從專利角度看研究成果，要全面且

系統性檢視過去台灣學界之研究成果，往中下游延伸，與產業界需求導向結合，

聚焦至社會產業經濟面需求及應用。 

為進一步鼓勵學研能量走向產業，帶動創新創業的風潮及氛圍，強化科技原

創實力，提升我國學術與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此與英國商業創新暨技能部（BIS）

在英國科研定位相似，本次出席英國皇家科學院創新科研「From mind to market」

研討會及訪問英國、法國相關科研機構考察行程，對英法兩國之科研政策及前瞻

技術領域的確立，逐步建構科研創新策略及落實推動，成立實體技術與創新中心，

有更深入的瞭解。先進國家致力推動將學術研究實驗室所產生的可觀發現與發

明，轉化為創新與進步的驅動力，並將科研創新與成果轉化為實際產出，從驅動

創新到成果移轉至新創產業，並以創造國家經濟成長與就業機會為首要目標，此

可供我國政策釐訂之參考。 

 

二、建議 

1. 科技創新與科研技術轉化並重，使創新的科技有效的創造經濟價值 

    本次參訪過程中得知，英國及法國在某些領域積極想與我國進行科研合

作，現行英國與我國合作機構有英國皇家科學院（The Royal Society）、愛丁

堡皇家科學院（The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英國人文社會科學院（The 

British Academy）、藝術與人文研究委員會（AHRC）、生技與生科研究委員

會（BBSRC）、工程與物理研究委員會（EPSRC）等；法國與我方合作機構

有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法國國家衛生及醫學研究院（INSERM）、

法國國家農業研究院（INRA）、法國國家研究署（ANR）、法國資訊及自動

化研究院（INRIA）、法國海洋開發研究院（IFREMER）、法國自然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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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e des Sciences）等，此多為學術研究及技術交流互訪合作計畫，未

來可參考英法科研機構科技創新及科研成果技術移轉之相關科技合作計

畫，另外科技計畫資助機構及相關政府部會將科技創新與科研技術轉化計畫

作有效整體規劃，以創造國家社會福祉與經濟成長為目標。 

2. 強化科研單位與科技園區及產業之鏈結與合作 

    先進國家科研單位及科技園區在整合資源、科技成果轉化並扶植相關產

業之整體配套策略及作法，可作為我國未來規劃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工作項目

之一，如研議以互惠（福祉）互利（經濟）互補（技術）共創價值的國際多

邊產學合作計畫，將台灣技術競爭的優勢與國際接軌，讓創新科技可有效的、

直接的創造財富，並達成增加就業機會與增進人類的生活福祉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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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科技部與 BBSRC 台英國際合作夥伴 TW-UK IPA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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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From mind to market 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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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與會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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