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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 4 年來本部與大陸科學技術部(以下簡稱大陸科技部)、國家自然科

學基金委員會(以下簡稱自然基金會)等相關單位，從過去循序漸進且穩定

的互訪、交流，進入實質合作，並提高互訪人員層級，建構常態化、制度

化科技交流機制，除與自然基金會持續推動共同議題研究計畫外，在 2011

年 1 月與大陸科技部共同支持舉辦「第 1 屆海峽兩岸科技論壇」，2013 年

11 月在臺灣舉辦「第 2 屆海峽兩岸科技論壇」，擴大兩岸科技交流平臺，

深化交流與合作。 

本次由林一平次長率團赴北京拜訪大陸科技部、自然基金會及北京交

通大學；其中與大陸科技部進行例行性拜會交流；而與自然基金會雙方共

同議題研究計畫中，就 2008 至 2010 年期間兩岸共同議題研究計畫「地震

」、「豪雨颱風」及「生物多樣性」已結束之議題，雙方均同意繼續受理申

請，而補助經費的規模乃以原有補助項目的額度。另有關 2015 年老齡化議

題研究計畫擬於 2014 年 9 月兩岸專家學者召開項目共識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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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年兩岸科技主管交流訪問報告 

壹、前言 

自 2008 年 5 月 20 日後，依循政府揭示現階段兩岸政策「以臺灣為主

、對人民有利」之主軸，近 4 年來本部（原行政院前國家科學委員會，以

下簡稱前國科會）與大陸科學技術部（以下簡稱大陸科技部）、大陸國家自

然科學基金委員會（以下簡稱自然基金會）、大陸科學技術協會等相關單位

，從過去循序漸進且穩定的互訪、交流，進入實質合作，並提高互訪人員

層級，建構常態化、制度化科技交流機制。 

本部透過財團法人李國鼎科技發展基金會，目前除與大陸科技部及自

然基金會推動共同議題研究計畫、與大陸科學技術協會建立常態交流機制

，架構有效科普互動平臺外，前於 2011 年 1 月及 2013 年 11 月與大陸科技

部共同支持舉行第 1、2 屆海峽兩岸科技論壇，亦積極與其他學術科技相關

機構建立聯繫交流之管道，不僅擴大交流單位，亦深化交流與合作。 

貳、交流背景 

一、科技部近年與大陸交流情形 

（一）依據歷年科技計畫，擬定科技部兩岸科技交流政策方向 

1.優先推動兩岸民生福祉科技、互補性領域交流。 

2.透過不同層次之交流，增進互動機會，建立常態化、制度化之機

制。 

3.面對全球化趨勢，延攬大陸具有科技專業技術或研發能力之人士

來臺參與研究。 

（二）近 5 年來高階主管互訪 

1.大陸科技官員訪台 

（1）2008 年 6 月自然基金會陳宜瑜主任來臺拜會前國科會李羅權

主委，雙方就人員交流、推動兩岸共同關切議題之研究計畫交

換意見。 

（2）2009 年 2 月大陸科技部王志學副秘書長等人來臺，商談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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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科技論壇」事宜。 

（3）2009 年 9 月自然基金會沈岩副主任率團來臺，進行共同議題

研究計畫年度工作會議。 

（4）2010 年 3 月大陸科學技術協會書記程東紅女士率團來臺參加

「2010 兩岸科學傳播論壇」。 

（5）2010 年 10 月中國科學院李靜海副院長率團來臺進行學術參訪

，並拜會前國科會李羅權主委。 

（6）2011 年 5 月大陸科技部曹健林副部長率團來臺討論「第 2 屆

海峽兩岸科技論壇」議題重點方向，並會見前國科會李羅權主

委。 

（7）2013 年 11 月大陸科技部萬鋼部長率團來臺參加「第 2 屆海峽

兩岸科技論壇」。 

2. 科技部人員赴大陸 

（1）2008 年 9 月前國科會陳正宏副主委率團，拜會自然基金會陳

宜瑜主任，完成兩岸共同議題補助機制。另與大陸科技部曹健

林副部長在北京會面。  

（2）2009 年 4 月前國科會綜合處處長等人赴大陸拜訪自然基金會

、大陸科技部及科學技術協會等單位。 

（3）2010 年 1 月前國科會陳正宏副主委赴大陸參加與自然基金會

共同合作研究議題「汶川地震」之期中研討會。 

（4）2010 年 9 月前國科會張文昌副主委赴上海參加國科會與自然

基金會共同合作研究議題「豪雨與颱風」合作研究期中成果研

討會，並訪問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及中國科學院神

經科學研究所；另拜會大陸科技部、自然基金會、全國哲學社

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及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等單位。 

（5）2011 年 1 月前國科會李羅權主委應中國科學院路甬祥院長邀

請，於大陸中國科學院空間與應用研究中心進行學術演講及交

流，並以貴賓身分應邀在「海峽兩岸科技論壇」開幕式中致詞

，並拜會自然基金會陳宜瑜主任及大陸科技部萬鋼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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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1 年 11 月前國科會張清風副主委拜會自然基金會及大陸科

技部，分別就雙方共同議題研究及第 2 屆海峽兩岸科技論壇相

關事宜進行研商；另赴青島訪問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中國

水產科學研究院黃海水產研究所及中國科學院生物能源與過

程研究所，瞭解大陸海洋研究及水產資源之發展方向。 

（7）2012 年 9 月前國科會孫以瀚副主委拜會自然基金會及大陸科

技部，續就雙方共同議題研究及第 2 屆海峽兩岸科技論壇相關

事宜進行研商；另到大陸中國科學院北京基因組研究所及赴福

建訪問大陸中國科學院福建物質結構研究所，瞭解大陸基因組

研究及物質結構研究之發展方向。 

（8）2013 年 7 月前國科會孫以瀚副主委拜會自然基金會及大陸科

技部，分別就雙方共同議題研究、計畫審查機制及第 2 屆海峽

兩岸科技論壇相關事宜進行研商。 

（9）2013 年 11 月前國科會孫以瀚副主委拜會自然基金會及大陸科

技部，商談第 2 屆海峽兩岸科技論壇議題及相關事宜、與自然

基金會確認 2015 年兩岸共同研究議題，並初步商議 2008 至

2010 年研究領域已經結束題目的項目(地震、氣象颱風及生物

多樣性)再繼續予以資助之可行性。 

參、訪問目的 

一、與大陸科技部進行例行性拜會訪問。 

二、與自然基金會雙方共同議題研究計畫中，就 2008 至 2010 年期間兩

岸共同議題研究計畫「地震」、「豪雨颱風」及「生物多樣性」已結

束之議題商談受理申請計畫相關細節及補助經費的規模，並確認

2015 年老齡化議題研究計畫兩岸專家學者召開項目共識研討會之

會議時間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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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訪問單位 
參訪單位 參訪單位主要接待或會面人員 

大陸科技部 

港澳臺辦公室：主任馬林英、調研員庄嘉、副處長樂佳

海峽兩岸科學技術交流中心：主任孫洪、項目官員李嫣

、項目官員汪麗麗、 
中國農村技術開發中心：主任賈敬敦、科技扶貧與科普

處處長白啟雲 
農村科技司：副司長王喆、產業科技處處長胡京華 
科研條件與財務司：副司長吳學梯 

自然科學基金會 自然基金會：副主任何鳴鴻 
國際合作局：局長馮鋒 
港澳台事務辦公室：主任鄒立堯、項目主管孫姝娜 
計劃局：局長王岐東 
管理科學部：常務副主任李一軍、副主任高自友、三處

處長楊列勛 
信息科學部：項目主任潘慶 
委辦公室秘書處：任之光 

 

伍、訪問紀要 

一、 大陸科學技術部 

2011 年 1 月在北京，本部與大陸科技部共同支持舉辦了首屆的海

峽兩岸科技論壇。科技論壇的其中一項重要共識為兩岸每年輪流舉辦科

技論壇，打造兩岸科技交流的共同平臺。2013 年 11 月在臺灣舉辦「第 2

屆海峽兩岸科技論壇」，擴大兩岸科技交流平臺，深化交流與合作，延續

已建立起的良好模式跟交流機制。 

大陸科技部在發展上亦經歷過組織上的變革，最早是在 1956 年成立

科學規劃委員會和國家技術委員會，1958 年兩個委員會合併為中華人民

共和國科學技術委員會，簡稱國家科委，1970 年與中國科學院合併，到

1977 年 9 月再度成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1998 年改名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大陸科技部的主要職能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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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領導擬訂科技發展規劃和方針、政策，起草有關法律法規草

案，制定部門規章，並組織實施和監督檢查。 

（二）負責組織制訂國家重點基礎研究計畫、高技術研究發展計畫

和科技支撐計畫，負責統籌協調基礎研究、前沿技術研究、

重大社會公益性技術研究及關鍵技術、共通性技術研究，領

導組織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重要領域的重大關鍵技術攻關。 

（三）會同有關部門組織科技重大專項實施中的方案論證、綜合平

衡、評估驗收和制定相關配套政策，對科技重大專項實施中

的重大調整提出意見。 

 

本次拜會大陸科技部是雙方進行例行性交流與意見交換。 

 

 

 左圖：大陸科技部人員                       右圖：我方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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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家自然科學基金委員會 

自 2008 年起，本部與自然基金會推動兩岸共同議題研究，每年新

增一共同議題，以核定 3 年期計畫為原則，本部及自然基金會每年各出

資 1,000 萬新臺幣/250 萬人民幣，各自公告審查並共同比對通過案件，

各自依規定核定及執行，建立常態性學術研究，促進兩岸良性之互動管

道與科技交流。2008 年議題為地震，2009 年議題為豪雨颱風，2010 年

議題為生物多樣性，2011 年議題為光電材料之基礎研究及應用，2012

議題為熱帶醫學研究，2013 議題為光電生醫感測與光電醫療器材，2014

議題為水產生物資源。各項議題辦理情形如下： 

 
 

年度 議題 
 辦理情形   

項目共識研討

會 
核定結果 

執行期間及

核定總經費 
成果研討會

2008 地震 － 512汶川地震(Ms 8.0)之地震地質

研究（陳文山） 

地震的運動學及動力學研究 : 

1999 集集地震及 2008 汶川地震

2008/12 –    

2011/12 

 
第一年

2009 年 2 月

16-17 日第

六屆海峽兩

岸地震科技

林一平次長與大

陸科技部港澳臺

辦公室馬林英主

任雙方互贈紀念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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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議題 
 辦理情形   

項目共識研討

會 
核定結果 

執行期間及

核定總經費 
成果研討會

之比較（馬國鳳） 

汶川地震中強餘震有限震源斷層

面與龍門山斷裂帶三維結構的全

波場反演（趙里） 

另進行： 

1. 跨越台灣海峽震測實驗

(2010~2013) 

2. 協助福建省地震局發展地震

預警系統。 

10,012,000 
第二年

10,193,000 
第三年

10,272,000 

3 年總計

30,477,000 

研討會（四

川） 

2009 年 12
月於美國

AGU 會議

列為特別議

題。 

2010 年 1 月

成都舉辦兩

岸汶川地震

研討會。 

2012 年 4 月

5~8 日國科

會陳正宏副

主委率團赴

北京參加兩

岸汶川地震

合作研究期

末學術研討

會，並研商

兩岸地球科

學合作新模

式及議題。

2009 豪雨

颱風 

2008年12月12

日舉辦[兩岸

2009 年豪雨與

颱風合作研究

第二次工作會

議(研討會)](廈

門大學國際學

西北太平洋颱風的氣候變遷及全

球暖化的影響（周佳） 

梅雨期中尺度對流系統的機理分

析及可預報性研究（周仲島） 

海峽地區地形影響颱風多尺度動

力機制研究（郭鴻基） 

侵襲兩岸颱風的動力學及相關同

2009/10- 

2012/09 

 
第一年

9,491,000 
第二年

9,581,000 
第三年 

2010 年 9 月

6 日辦舉辦

第一次期中

成果研討會

（上海） 

2011 年 8 月

7 日在台灣

舉辦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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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議題 
 辦理情形   

項目共識研討

會 
核定結果 

執行期間及

核定總經費 
成果研討會

術交流中心_逸

夫樓） 

化技術研究（黃清勇） 9,659,000 

3 年總計

28,731,000 

 

 

期中成果研

討會(台北) 

2012 年 9 月

25 日在大

陸舉辦期終

成果研討會

(福州) 

2013 年 10
月 18 日至

19 日在台

灣(台北)舉
辦[海峽兩

岸颱風、季

風與暴雨研

究成果發表

暨未來合作

展望研討會

] 

預定 2014

年 9 月在大

陸舉辦[兩

岸氣象前瞻

合作研究規

劃研討會] 

2010 生物

多樣

性 

1. 2009 年 5 月

18 日兩岸

生物多樣性

學術研討會

（昆明） 

2. 2009 年 9 月

4 日兩岸生

演化基因體研究關鍵分析技術之

研發及整合（黃浩仁）(兩年期) 

東海鯷科群落之消長格局與最近

氣候變遷之關係（丘臺生） 

西太平洋指標性海洋生物之多樣

性格局與變化（陳天任） 

基於網路的森林生物多樣性維持

2010/06- 

2012/05 

 

 

 

 

2010/06- 

2013/05 

2011 年 11

月 14-15 日

辦理兩岸生

物多樣性學

術研討會(

南投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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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議題 
 辦理情形   

項目共識研討

會 
核定結果 

執行期間及

核定總經費 
成果研討會

物多樣性學

術合作交流

座談會（台

灣） 

機制緯向梯度研究（孫義方） 

東喜馬拉雅與臺灣生物區系隔離

分化的式樣與形成機制 —以代

表動物為例（顏聖紘） 

海峽兩岸淡水魚類隔離分化的樣

式與形成機制之研究（曾晴賢）

臺灣與東喜馬拉雅-橫斷山間斷

分布之維管束植物系統分類與親

緣關係研究（彭鏡毅） 

颱風對台灣沿近海漁業及水產養

殖業之影響研究（廖正信） 

 

 
第一年

10,000,000 
第二年

10,000,000 
第三年 
10,000,000 

3 年總計

30,000,000 

2013 年 9 月

1 日-9 月 6

日在大陸青

島舉行兩岸

生物多樣性

合作研究期

末學術成果

研討會 

2011 光電

材料

之基

礎研

究與

應用 

2010 年 5 月

19-23 日「兩岸

光電材料的基

礎與應用研究

學術研討會」（

北京） 

新穎材料在太陽能電池之應用以

及分子---->;奈米基材--->; 塊材

---->;元件界面性質之探討（周必

泰） 

高效率級聯式有機白光發光二極

體材料和元件界面結構之研究（

陶雨臺） 

高效率長壽命 OLED 的材料、界

面與器件結構研究（鄭建鴻） 

以磁場及光場技術探討聚合物太

陽能電池光電轉換之機制（韋光

華） 

高效率高分子太陽能電池研發-

界面及元件工程（許千樹） 

以有機發光二極體為基礎的夜間

使用安全照明光源（周卓煇） 

2011/10- 
2014/09 
 
第一年

10,000,000 
第二年

10,000,000 
第三年 
10,000,000 

3 年總計

30,000,000 

2013 年 3 月

3-7 日舉行

兩岸光電材

料第一年成

果交流會(

新竹) 

 

2012 熱帶

醫學

2011 年 5 月

26-27 日「兩岸

熱帶醫學學術

慢性B型肝炎治療新標記:探討B

型肝炎病毒核心抗原抗體的臨床

意義及免疫機轉(陳培哲)； 

2012/06- 
2015/05 
共 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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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議題 
 辦理情形   

項目共識研討

會 
核定結果 

執行期間及

核定總經費 
成果研討會

研究 研討會」（高雄

） 

 

 

 

海峽兩岸廣東住血線蟲親源關係

和感染致病機制、分子診斷靶標

及治療的實驗研究(顏全敏)； 

細胞因子,先天性免疫分子及病

毒蛋白NS1在登革熱病毒繁殖及

致病的角色(賴明詔)； 

研究日本腦炎病毒非結構性蛋白

質NS5在致病機轉上所扮演的角

色(林宜玲)； 

鉤端螺旋體與宿主細胞相互作用

及其致病機制(楊智偉)； 

第一年

10,000,000 
第二年

10,000,000 
第三年 
10,000,000 
3 年總計

30,000,000 

2013 光電

生醫

感測

與光

電醫

療器

材 

2012 年 9 月

27-28 日「海峽

兩岸光電生醫

感測與光電醫

療器材共識研

討會」（台灣中

興大學） 

1.已與大陸達成決議，本主題共

計通過 7 件，已提 1898 次業務會

報討論案，待 1899 次宣讀上次會

議紀錄通過後，綜合處發文通知

申請機關。 
2.通過 7 件清單如下: 
(1)螢光矽奈米结構的設計及其

生物光學成像的應用基礎研究(
果尚志) 
(2) 結合適配體之奈米金粒子與

其在光聲分子影像與光熱治療之

應用(陳家俊) 
(3) 光電診斷治療帕金森氏症在

神經細胞組織回路的原理與機制

研究(邱爾德) 
(4) 基於金奈米顆粒的癌細胞多

功能光學標記與滅活技術--金奈

米環表面電漿子共振之癌細胞標

記與滅活(楊志忠) 
(5) 針對大腸腫瘤及淋巴结轉移

的早期發現和清除的光電醫學診

斷與治療關鍵問題研究(林啟萬) 

2013/10- 
2016/09 
共 3 年 
第一年

10,000,000 
第二年

10,000,000 
第三年 
10,000,000 
3 年總計

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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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議題 
 辦理情形   

項目共識研討

會 
核定結果 

執行期間及

核定總經費 
成果研討會

(6) 高速光學體全息三維空間生

醫影像系統(駱遠) 
(7) 開發具寬幅寬可見光之氮化

銦鎵超輻射發光二極體應用於“
袪腐生肌”理論治療慢性皮膚潰

瘍的光學評價研究(林佳鋒) 

2014 水產

生物

資源 

鑑於 2013 本會

已推動兩岸水

產生物資源先

期合作研究，不

舉辦共識研討

會。 

1.兩岸於 2013 年 7 月確定兩岸

2014 年三項合作主題：「水產生

物資源的生理遺傳與優良品種選

育」、「水產養殖品種病害控制」

及「水產生物資源的分類、種源

特性、環境適應與演化」。 
2.自 2013 年 11 月公告徵求計畫

至 2014 年 2 月 28 日截止受理。

3. 執行期限已由 2014 年起改為

2015 年 1 月起執行

(2015/1/1-2017/12/31 共三年)，目

前計畫正在審查中(申請案 20 件)
，預計 8 月確定通過名單。 

  

 
 

本部與自然基金會推動之兩岸共同議題研究，除依規劃每年輪流舉

辦年度工作會議外，與自然基金會雙方持續進行共同議題研究計畫。本

次訪問就 2008 至 2010 年期間兩岸共同議題研究計畫「地震」、「豪雨颱

風」及「生物多樣性」已結束之議題，雙方商談受理申請計畫相關細節

及補助經費的規模，並確認 2015 年老齡化議題研究計畫兩岸專家學者召

開項目共識研討會之會議時間地點。 

 



14 
 

 
 
 
 

本次拜會自然基金會相關重點如下：： 

(一)對於 2008 至 2010 年期間兩岸共同議題研究計畫「地震」、「豪

雨颱風」及「生物多樣性」已結束之議題繼續受理申請事宜： 

1.本議題雙方均同意繼續受理申請，而補助經費的規模乃以原

有補助項目的額度(我方每年 1000 萬新臺幣，陸方每年 250

人民幣)為基礎，屆時視研究團隊所提出之計畫優劣，再機動

檢討補助經費之額度。 

2.在原有計畫基礎上提出延續性的計畫(此部分在各自徵求計

畫之指南說明內容予以明示)，但仍須經審查程序加以檢視，

同時亦歡迎新團隊提出計畫參與，促使舊團隊與新團隊相互

競爭，產生激勵與精進效果。 

雙方進行討論會議。 

左：我方訪問團  右：自然基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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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5 年老齡化議題研究計畫： 

1.雙方同意本項議題合作領域之原則為先擴大再聚焦，我方原

偏重工程領域，會再加入人文領域之管理學門方面學者參與

，陸方原為管理科學領域，亦將再增加工程領域方面之學者

參與。 

2.擬於 103(2014)年 9 月兩岸專家學者召開項目共識研討會，至

於開會地點，再請雙方相關單位確認。 
 
 

 

林一平次長與自

然基金會何鳴鴻

副主任雙方互贈

紀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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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雙方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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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一） 自 2008 年我國與大陸自然基金會在兩岸共同研究議題的合作以

來，已建立穩定合作機制及交流平臺，本次我方對於 2008 至 2010

年期間兩岸共同議題研究計畫「地震」、「豪雨颱風」及「生物多

樣性」已結束之議題繼續受理申請事宜進行雙方研究計畫公告及

資助規模等具體討論，自然基金會也積極促成此議題的延續合作

的進行，可見在上開議題的研究及兩岸專家的學術交流而言，都

有其必要性及需求性。 

（二） 就 2015 年兩岸共同研究議題提出有關老齡化議題合作，我方原

偏重工程領域，陸方原偏重管理科學領域，但透過此次交流達成

共識原則為先擴大再聚焦，顯示出兩岸專家對於該議題的研究方

向、關心領域及技術層面上的不同，亦訂於 2014 年 9 月兩岸專

家學者於臺灣召開項目共識研討會，以積極促進兩岸合作的可能

性，顯示無論有何歧見，經過相互溝通均可達成相當之共識。 

二、建議：本次與大陸自然基金會就已結束之共同研究議題首度展開繼

續受理申請事宜，從該延續研究計畫合作及受理申請事宜的積極討

論中，顯示雙方對於 2008 至 2010 年期間兩岸共同議題研究計畫「

地震」、「豪雨颱風」及「生物多樣性」之認同及重視。本部自 2013

年 11 月赴陸訪問開啟此延續性議題合作契機後，我方亦開始籌畫

相關準備工作，於今年 4 月赴陸後開始推動計畫徵求公告，若該延

續性議題之規畫案能再與擴大經費規模互相配合，亦可鼓勵更多在

此合作的議題上所涉及研究領域有相當實力並具創新潛力之團隊

加入，除再次穩固雙方學術科技的交流機制外，亦促進兩岸科技水

準之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