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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部自 2005 年起就分與 5 個協議單位包括：俄羅斯基礎研究基金會

(RFBR)、俄羅斯人文科學基金會(RFH)、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

(SBRAS)、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FEBRAS)及俄羅斯科學基金會(RSF)進行實

質性合作，每年與各單位均共同徵求並補助臺、俄兩國研究團隊進行合作研

究；此行安排由本部蘇次長芳慶率生科司莊司長偉哲、駐俄羅斯科技組傅昭銘

組長、鄭旭峰秘書及科國司陶正統副研員等人與各協議單位舉行年度會議檢討

雙方合作現況及規劃下年度合作活動，同時與 RSF 及 RFBR 遴選新年度共同

補助之計畫。 

另，配合我國五加二產 業創新政 策及「生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推動，

同時考量我國與俄羅斯合作研究案屬生科生醫領域雖僅占約 13%，但多有顯

著甚至進而技轉或應用之合作成果，與俄羅斯在生醫領域之合作(研究與人才

延攬)具有相當潛力，於出席暨主持年會之餘，亦安排至協議單位所在之生醫

領域相關單位進行參訪，期強化與拓展台俄兩國之合作機會，行程順利並圓滿

達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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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及目的 

本部與俄羅斯目前簽有合作協議且有實際合作方案在執行者，包括俄羅斯基

礎研究基金會(RFBR)、人文科學基金會(RFH)、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SB RAS)、
科學院遠東分院(FEB RAS)以及俄羅斯科學基金會(RSF)等 5 單位，與各單位間

合作形式均為多年期研究計畫，部份單位每年亦共同規劃主題以舉辦學術研討會

方式持續促成前瞻或國際性議題的合作研究團隊。至今年為止，兩國合作在 920
件計畫申請案中，已補助了 335 件合作研究案。 

在上述 5 個合作單位中，與 RSF 乃於 104 年 11 月甫簽署協議，雙方的合作

尚屬初期，遂安排由本部蘇次長率團訪俄羅斯與之進行年度會議，其檢視雙方合

作提供及時的調整。同時，考量我國與俄羅斯合作研究案屬生科生醫領域比例雖

不高，但多有顯著甚至進而技轉或應用之合作成果，遂擬藉次長個人與俄羅斯合

作經驗，以及渠與莊司長兩人職位的高度與專長的深度，實地參訪俄羅斯各協議

單位所屬或相關的生醫機構，期尋求及開拓雙方未來在人才延攬、產業合作機會。 

貳、過程 

甲、訪問行程 

時間 活動/拜會對象 目的 
October 29, Sunday 

07:50  KE5692 自桃園機場起飛 經仁川 ICN 機場轉機 SU5437 
16:35 抵達海參崴 VVO 機場 科技組接機 

18:00 下榻旅館 遠東聯邦大學（FEFU）旅館 
 Aquarium on Russkiy Island 遠東海生館為臺商參與承包建造 
October 30, Monday 

09:00 – 12:30 1. 俄科學院遠東分院（FEB RAS） 
院長 V.I. Sergienko 院士 

2. FEB RAS Medical Association 

MOST-FEBRAS 2017 Protocol 年度工

作結論 
地點：FEB RAS Medical Center 

(11:00) 參訪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Neurocybernetics, FEB RAS 

Dr. Rybchenko 主持之實驗室承襲蘇

聯太空計畫之 Health Monitoring 
Systems  

12:30 與 FEB RAS 共同午餐  

15:00 – 17:30 1. 拜會 FEFU 遠東聯邦大學 
2. 參觀 Medical Center of FEFU 

位於俄羅斯島 
國合副校長 V.V. Panova 接待 

17:30 晚餐  
October 31, Tuesday 

03:30 出發前往 VVO 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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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0 S7-3280 自 VVO 機場起飛  

09:15 抵達新西伯利亞（Novosibirsk） OVB
機場 Terminal A 

俄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SB RAS）
Prof. V.A. Lebiga 接機 

10:30 下榻 SB RAS VIP Cottage  新西伯利亞科學城  
12:00 拜會 SB RAS  

副院長 V.M. Fomin 院士 
副院長 M.I. Voevoda 院士 

1. 討論訪臺邀請 
2. 更新雙方合作協定與附約 
3. 2018 計畫之初步交換意見 

13:00 與 SB RAS 共同午餐  

14:30 – 17:00 參訪 Institute of Cytology and 
Genetics, SB RAS 

Specific Pathogen Free Vivarium, Dr. 
M.P. Moshkin 

November 1, Wednesday 

09:30 – 13:30 拜會 SB RAS，聽取計畫進度報告 
1. Development of bifocal artificial 

lens of the eye 
2. Brain hemodynamics modeling 
3. Simulation of nanoparticles 

distribution of in the human 
respiratory system 

4. Early diagnostics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orders 
with the protein-concentrating 
nanofluidic chips 

地點：Exhibition Hall of SB RAS 
1. Dr. O.I. Potaturkin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and 
Electrometry 

2. Dr. A.P. Chupakhin  
Institute of Hydrodynamics 

3. Acad. V.M. Fomin 
Institute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Mechanics, 長年與成大

航太、電機、機械系合作。 
4. Dr. T. Amstislavskaya 

Institute of Physiology and Basic 
Medicine, 長年與中正機械任春

平合作 
13:30 午餐  
15:30 前往機場  

18:30  SU1461 自 OVB 機場起飛  

19:00 抵達莫斯科 SVO 機場 Terminal D  

 下榻旅館 National Hotel 
November 2, Thursday 

08:40 自旅館出發  
10:00 – 11:15  訪問 Fyodorov Eye Microsurgery 

Federal State Institution 
院長 A.M. Chukhraev 
副院長 B.E. Malyugin 

12:15 – 13:45  謝大使午宴  賓客：本部訪團及 RSF 

14:00 – 15:30  MOST-RSF Annual Meeting  
俄方主席：Klimenko 院士 Chair of 
the Expert Councils, RSF 
年會結論簽署 
 

1. 第二屆 MOST-RSF 計畫徵求

之複審 
2. 討論未來合作策略、產業合

作方向及次年工作期程 
3. 簽署年會結論 

16:00 – 17:00 參訪國立莫斯科大學力學所  
17:00 – 18:30  參訪國立莫斯科大學基礎醫學學院  
18:30  宴請俄方學者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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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3, Friday 

10:30 – 12:30 MOST-RFBR Annual Meeting  
 

1. 第十三屆 MOST-RFBR 計畫徵

求之複審 
2. 討論次年工作期程 
3. 討論雙方簽約廿年慶祝活動 
4. 簽署年會結論 

12:30 – 13:45 與 RFBR 共同午餐  

15:00 – 17:00 參訪莫斯科第一醫學大學  

19:00 – 21:00 文化活動  
November 4, Saturday 

10:00 代表團與駐俄科技組會議 討論訪問後續工作追蹤事項 

19:40  SU212 自 SVO 搭機返國  Terminal F 
November 5, Sunday 

10:05 抵達香港 HKG 機場  

12:40 KA236 自 HKG 機場起飛  

14:10 抵達高雄小港 KHH 機場  

 
乙、第 2 屆臺俄(MOST-RSF)雙邊年會 

本部與 RSF 雙方於 104 年協議簽署後同年 11 月對外進行第一次計畫徵求並

共同補助 6 件計畫，此次(106 年)為第 2 次徵求，至申請截止日(6 月 30 日)且經

雙方收案比對成案者計 32 件，並由雙方單位進行獨立學術審查。11 月 2 日當天

由我駐俄羅斯代表處謝代表武樵設宴招待本部代表團及 RSF 主管，就臺俄科技

合作交換意見。下午則假 RSF 會議室召開「第 2 屆科技部-RSF 年度會議」，我方

由蘇次率生科司莊司長偉哲、科技組組長、秘書及承辦人共 5 人代表本部出席，

俄方先由主席 A. Khlunov 歡迎代表團，後由計畫補助主管 A.N. Blinov、審查委員

會委員長及承辦人等人與會，會中雙方依兩方評比意見共同擇定 5 件計畫(通過

率為 16%)，並議訂第 3 次合作計畫徵求時程(訂於 2019 年開徵)等事宜並簽署工

作議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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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106 年 11 月 2 日代表團與 RSF 進行

雙邊年會。 
圖二、106 年 11 月 2 日 MOST-RSF 雙邊年

會後簽署會議協定書，由本部蘇次長(左)與
俄方計畫補助主管 A.N. Blinov (右)代表雙

方機構簽署後握手交換。 

 
圖三、106 年 11 月 2 日 MOST-RSF 雙邊年會雙方與會代表於 RSF 廳廊合影。 

 
丙、第 13 屆臺俄(MOST-RFBR)雙邊年會 

本部與 RFBR 雙方於 1998 年簽署合作協議，並自 2005 年起共同對外徵求學

術研究合作計畫，自開辦至今已進行第 13 年，雙方已補助近 250 件計畫案，現

今執行中計畫有 49 件(其中 17 件今年執行完畢)。2018 年度徵求案，至申請截止

日(6 月 9 日)且經雙方收案比對成案者計 78 件，並由雙方單位進行獨立學術審

查。11 月 3 日上午假 RFBR 會議室召開「第 13 屆科技部-RFBR 年度會議」，俄方

由副主席 V. V. Kvardakov 主持會議，我方則由蘇次率生科司莊司長偉哲、科技組

組長、秘書及承辦人共 5 人代表本部出席。會中雙方依兩方評比意見共同擇定

16 件計畫(通過率為 21%)，並議訂新年度合作計畫徵求時程、下年度合作方案及

雙方 20 周年慶活動規劃等事宜宜並簽署工作議定書。 

本次年度會議有多項議題，經過雙方熱烈的討論後，雙方初步討論結果與待

追蹤事項簡列如下： 
一、 雙邊合作協定更新：配合俄方 RFBR 與 RFH 兩機構於今年正式合併，以

及本部自 103 年已升格為部，雙方同意更新合作協議；並預訂於 2018 年

舉行廿年慶祝大會併雙邊年會時簽署。 
二、 2018 年計畫徵求將分兩部分： 

1、 一般型（Initiative Projects）： 仍納入人文社科領域，且不設優先領域，

計畫額度仍以單年 20000-30000 美元為原則，人文領域則為 15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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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標導向型（Goal-Oriented Projects）：次長參考 RFBR 提出的 7 項主題

中擇定了其中 3 項作為今年度優先徵求主題，計畫額度則訂為單年

200-300 萬盧布(約為新台幣 100-150 萬元)。 
三、 2018 年辦理 MOST-RFBR 合作廿年慶祝大會併雙邊年會：本項活動以能

由本部部長率代表團訪問俄羅斯為前提情況下於 9 月時在莫斯科召開為

優先考量，若能成功安排，將由 RFBR 負責週年慶活動議程及合作紀念

冊等製作工作、由我駐俄羅斯代表處規劃慶祝酒會及負擔該項費用。倘

部長無法訪俄羅斯，則本項慶祝大會活動則改於台灣由本部主辦。 
 

 

 
圖四、106 年 11 月 3 日代表團與 RFBR 進

行雙邊年會。 
圖五、106 年 11 月 3 日 MOST-RFBR 雙

邊年會後簽署會議協定書，由本部蘇次

長 ( 右 二 ) 與 俄 方 副 主 席 Vladimir 
Kvardakov (左二)代表雙方機構簽署。 

 
圖六、106 年 11 月 3 日 MOST-RFBR 雙邊年會後雙方與會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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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拜會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及參訪 

一、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 (FEB RAS) 

本部代表團於10月29日一早自台灣搭機經韓國仁川轉機抵達海參崴，進住遠

東聯邦大學校內旅館休息，為整趟旅程的開始作準備；10月30日首站拜會我們在

俄羅斯最東邊的合作夥伴---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FEB RAS)。 

此站由FEB RAS院長V.I. Sergienko院士親自接待，S院長先向我方代表團至

歡迎之意並介紹在場院方代表團，後向我們介紹遠東分院現況，其中特別提及這

兩年整個俄羅斯科研組織的重整，包括所有科學院的整併，主要是原來的專業(醫
學及農學)科學院都各別併入俄羅斯4大科學院，以遠東分院來說，目前該院變成

有50個研究所、60位院士、50位教授及1400位研究人員，該院因所轄面積廣大，

其研究領域涉及各種型態的"多樣性"(生物、社會、地域等)，而其國際合作的對

象多在亞太地區，同時表達與台灣的合作雖不多但具有相當品質。後由原先醫學

科學院併入遠東分院轉任的副院長，同時也是當地醫院首席醫師簡單說明科學院

在生醫領域的發展、重點活動以及近20年來主要成果。 

我方次長在俄方報告後也回應說，台灣最好的人才都在醫院加上健全的醫療

制度，全球排名前30名的醫院中有3家都在台灣！並提到現在政府正積極推動5+2
政策中，一個就是生醫製藥，而此項政策執行的最重要推手的2個人就是科技部

的次長及生科司長，並表示生藥研究也要搭配好的商業模式才能有其價值，而相

信在這領域台灣會是俄羅斯最好的合作對象。 

雙方之後就新藥、癌症治療、遠距醫療等進行深入的意見交流，會談結束前

院長將已完成簽署的雙方工作議定書的一份交與我方。之後代表團參觀科學院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Neurocybernetics，俄方向我們介紹其正發展擬產業化

製造的腦波測量儀，該儀器目的在透過腦波特性與臟器間關係變化建立出的一套

健康指數作為未來癌症早期診斷工具。莊司長自願擔任測試員，利用該儀器量測

腦波進行簡易的個人檢康檢測。 
 

  
圖七、106 年 10 月 30 日代表團拜會

FEBRAS 時會中合影。 
圖八、106年10月30日代表團參訪 FEBRAS
醫學中心後於門口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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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FEFU 遠東聯邦大學 

10 月 30 日下午參訪遠東聯邦大學，由副校長率多位學校一級主管接待，校

方向代表團介紹該校近年重要發展及國際合作政策，雙方並就高階人才培育及延

攬交換意見，該校明年 6 月將組團來台灣訪問，將提供該校擬與台灣的合作研究

主題以其有適當的媒合，雙方初步共識主題為：medicine, AR and VA。 

會後於大廳巧遇我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校長所率學校代表團也致該校訪問，大

家彼此一陣寒暄並開新的合照。之後依校方安排參觀其醫學中心及其附設醫院，

接待的主治醫師位我們一層層一間間介紹中心的主要研發重要計畫，中心的設備

非常新穎，其附設醫院微當地區最好的醫院，還設有特別的照管休息房，像旅館

一樣，提供遠地前來進行手術的病人於術前幾天或術後長途回家前住宿之用。 
 

 

 
圖九、106 年 10 月 30 日本部代表團參訪遠

東聯邦大學附設醫院了解其管理及參觀其設

備後與介紹之主治醫師(左 2)合影留念。 

圖十、106 年 10 月 30 日本部代表團參訪遠

東聯邦大學，於會後巧遇國立師範大學代表

團亦訪問該校，2 代表團與副校長 V.V. 
Panova (第一排右二女士)等人合影留念。 

 
戊、拜會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及參訪 

10 月 31 日為搭乘不到 6 點的飛機，代表團需很辛苦在半夜 3 點半起床，近

中午時抵達由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SB RAS)為我們安排的森林小屋，這些

"森林小屋"其實是科學院提供院士們到科學院時的客座旅館，身在負 1 度四周是

森林、滿地積雪的幽靜、清新環境中，讓人心曠神怡，而住在小屋中卻又備感溫

馨！之後就是代表團在新西伯利亞滿滿一天半的參訪活動。 

用過午餐，代表團先拜會科學院，與兩位副院長 V.M. Fomin 院士及 M.I. 
Voevoda 院士簡報座談，Fomin 副院長是我國的長期友人，來台訪問超過 10 次，，

其與 Lebiga 教授兩人與成功大學苗君易教授合作共同執行研究計畫已有 20 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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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Fomin 副院長首先歡迎代表團，並簡單介紹俄方代表及對本代表團的行程安

排，後向我們介紹科學院，包括從 1957 年起成立的歷史背景、早期該院及院長

的豐功偉業(如氫彈研發)、重要研發領域及其成就，其中所提該院的"科學、教育、

產業形成的三角循環”成立理念，其實時空上永遠適用；另外，副院長也提到近

2 年俄羅斯政府對科學院整個體制的改革，除了在參訪遠東分院時已知專業科學

院併入各分院之外，還有在所有的科學院之上成立了新組織 FANO，以往科學院

屬法人機構，現在隸屬 FANO 後成為政府下組織，是已科學院的主席團變成政

府的諮詢委員團，所有科學院的財產、年度預算及研究計畫作業機制也整個改

變，這些也讓它們對外的國際合作政策及做法面對新的挑戰及需要調整。 

之後由醫學科學院併入 SBRAS 擔任副院長的 Voevoda 院士則向我們介紹醫

學科學院的部分，其有 3 個主要部門，分別為生化、醫學及臨床，下有 20 個研

究所、4 個研究中心，部分研究所下設有醫院，現今研究多為跨部門計畫，重點

研究有：北方醫學、天然製藥及環境變遷之健康檢測等。 

我方次長在俄方 2 位副院長報告後也予以回應，次長表示來新西伯利亞一直

是他的夢想之地，生醫是我國政府現階段全力推動重點領域之一，此行希望夠有

效推廣，Fomin 副院長所提的”科學、教育、產業的三角循環”的核心價值與科技

部是一致的！並表示科學院現在面臨的變革或許在國際合作上是更具正面意義

的改變，相信未來與科技部的關係更為緊密並促成更多、更好的合作機會。 

此外，針對雙方 2018-2020 年度的合作計畫徵求案，因俄方尚未完全完成其

審查，無法進行計畫審議與遴選，雙方僅進行初步意見交換，我方提出 5 件申請

案補助 3 件之建議，雙方亦達下列共識: 1. 建議由新任院長 V.N. Parmon 院士明

（107）年率團訪臺並更新雙方 2001 年國科會時期簽署之合作備忘錄與 2007 年

之附約。2. 雙方於 11 月底、12 月初時能完成 2018-2020 年度研究計畫複審並簽

署工作議定書。之後依其安排參訪科學院的 Institute of Cytology and Genetics。 

11 月 1 日代表團上午至科學院會議廳與 SBRAS 進行合作討論會，首先由

Lebiga 教授向大家介紹該院與台灣的合作合作歷史，提及該科學院與台灣的合作

可溯及 1993 年，至 1998 年雙方舉辦了第一次的雙邊研討會，2000 年該院與成

功大學簽署了計畫的合作協議，2001 年則是與科技部(當時為國科會)第一次簽訂

了合作協議，之後於 2009 年起共同開徵並補助合作研究計畫及每年兩場的研討

會議，還讓大家看到了 20 年前的珍貴照片！雙方過去合作的研究領域包括地球

科學、地震、生物多樣性、癌症檢測及 MEMS 等，近一年的綠能及 grid 算是新

的合作方向。之後則邀請了目前執行中計畫的 3 位計畫主持人給予進度及成果簡

報，包括雙方在(1)應用於微血管手術治療的相關血流系統模組建立、(2)人工水

晶體、(3)腦部退化之早期偵測等之合作研究，簡報過後，Voevoda 副院長認為繼

現有合作外，雙方應可發展更多合作主題以及合作方(模)式，此項提議受到我方

正面的回應，進一步建議可蒐集雙方過去合作成果，明(107)年在每年兩場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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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舉辦的學術研討會舉辦的同時，可安排雙方合作 20 周年成果展示慶祝活動

暨重新簽署 MOST_SBRAS 合作協議，並可邀請這些與台灣有合作之俄方計畫主

持人配合活動舉辦的時間一同訪問台灣共襄盛舉以及執行計畫。 
 

  
圖十一、106 年 10 月 31 日代表團拜會

SBRAS 後合影。 
圖十二、106 年 11 月 1 日代表團與 SBRAS
進行年度討論會議並聽取計畫主持人簡報

後，眾人合影。 

己、莫斯科參訪活動 

訪團一行在受到 SBRAS 周到及熱情的 30 個小時的接待後於 11 月 1 日下午

搭機到達莫斯科，晚上稍事休息，代表團進行小型工作會議，為之後兩天、也是

此行最重要的目的--與 RSF 及 RFBR 進行年度會議作準備。而代表團在莫斯科，

除了與協議單位開會，也安排至 4 個生醫相關單位進行合作參訪。 

一、俄羅斯 Fyodorov 視覺微創聯邦研究院 

11 月 2 日上午代表團一行前往視覺微創中心，我國成功大學前瞻醫療器材

科技中心目前正與該中心研擬雙方合作並將簽署合作協議過程中，次長在今年 2
月到任之前即有參與兩中心的合作議題。訪問當天先由 A. M. Chukhraev 院長歡

迎我方代表團到訪，並簡單介紹該院，次長則回應對方表示對該院的研究印象深

刻，而台灣在眼鏡的製造很強，同時邀請 C 院長能到台灣進行訪問，可以親眼

見識我國強項並確實發現雙方有很好的合作機會! 雙方並就科技部在俄羅斯所

建有的合作方案及未來可拓展的合作模式交流，亦論及與該院未來可望在 stem 
cell 及雷射主題上可有合作。 

二、國立莫斯科大學力學所及基礎醫學學院 

11 月 2 日下午，從 RSF 離開後，科技部代表團一行人先前往俄羅斯第一學

府的國立莫斯科大學下與次長合作研究多年的力學所訪問。之後則參訪基礎醫學

學院，該院的 Y. Parfyonova 與我國清華大學化工系胡育誠教授有正在執行第二

年的合作計畫，學院院長 V. Tkachuk 院士像代表團簡單致歡迎之意，就安排至醫

學大樓的多個實驗室參觀，意在透過了解各研究團隊進行中的研究找到雙方共同

的合作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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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莫斯科第一醫學大學  

11 月 3 日下午，科技部代表團結束與 RFBR 的年度會議，完成了計畫遴選

及下年度合作事項等多項議題討論後，一行人匆忙趕往莫斯科第一醫學大學，該

醫學大學是俄羅斯最主要的醫學教育大學，現在該校三大任務除了教育及研究，

尚包括健康照護。代表團在第一醫學大學的參訪活動包括兩部分，第一階段是參

訪該校復建中心的照護設備及其工作內容，其中多項復健器材是由其自行設計，

莊司長對其表示台灣在醫材領域人才豐沛且從設計到製造有足夠的產業鏈結，強

烈建議該中心若有新的創意型治療構想，可尋求與台灣合作。第二階段則是到其

研發大樓聽取 4 項簡報，包括：(1)該校研發的重點方案及大型計畫介紹、(2)該
校藥學及轉譯醫學研究所介紹、(3)該校個人客製化醫療照護之研究與發展、(4)
該校再生醫學的發展現況等，該校的上述各項研究在國際合作方面多為歐美國

家，與亞洲國家的合作較少，莊司長對各項簡報中所提部分主題均給予回應與建

議，並表示我國在 protein expression 研究亦先進，同時多有機會可在台灣進行臨

床試驗，雙方有相當的合作機會。 
 

  

圖十三、106 年 11 月 2 日本部代表團訪問

Fyodorov 視覺微創聯邦研究院討論該中心

與國立成功大學之合作後眾人合影。 

圖十四、106 年 11 月 3 日本部代表團參訪莫

斯科第一醫學大學與俄方學者於合作簡報後

合影。 

 

參、心得 

考量蘇次長醫學工程專長及莊司長偉哲生化製藥學研背景，安排渠等參訪生

醫領域卓越科研機構與臨床醫學中心、研議產業創新鏈結等合作，次長亦任科技

部生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執行中心執行長，積極推展我生醫產業與國際合作，此

行促成俄羅斯首屈一指之聯邦眼科微手術中心（Fyodorov Eye Microsurgery 
Federal Center）與國立成功大學前瞻醫療器材中心簽約，即為雙方基礎科學研究

與產業創新結合之良好典範；此外，此行次長及莊司長等訪問院東分院醫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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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遠東聯邦大學、西伯利亞分院細胞遺傳研究所、莫斯科大學力學所及醫學院

及莫斯科第一醫學大學等，與俄方學者彼此雙方均熱切地討論與意見交換，臺灣

向以科技產業製造見長，與俄羅斯針對前瞻生醫技術及新藥開發等項目，經過此

次訪問，初步認為確有許多合作空間，如以腦波進行癌症檢測、眼科雷射、復健

等醫材等主題之合作。 

臺俄科研實質合作十餘年，累積雙方學界深厚情誼，除了本部與俄羅斯基礎

研究基金會(RFBR)過去十多年每年輪辦年會均由出訪方自行負擔機票、接待方

負擔訪團當地全部交通、餐飲、住宿及參訪等費用，與其他國家協議單位合作情

況相比屬首見外，此行本訪團在新西伯利亞期間，落地後亦由 SB RAS 全程招待

交通住宿，充分顯示俄羅斯對台灣極為重視及友好的態度，俄羅斯本身科研實力

豐厚，過去透過本部與 RFBR、SBRAS 等單位共同補助的這些計畫對國內學者

個人的研究多有加值效果，所以即使補助額度並不算高，仍有很高的合作意願，

加上對方展現的友誼，絕對值得我們好好持續經營兩國的科研合作。 

肆、建議事項 

一、依與 RSF 及 RFBR 年度會議之決議辦理兩項專案 21 件國合計畫核定及補助。 

二、與 RFBR 於 2018 年合作辦理雙方合作 20 週年慶活動及洽簽附約更新事宜。 

三、與 SBRAS 繼續洽商雙方續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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