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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諸多歐洲國家之中，本部與法國之國際科研關係最為緊密，每年補助之各項交

流或研究計畫案平均約 60 件，內含訪問活動逾 150 人次。科技部與法國的合作

有長遠的規劃與布局，每年均訂有年度工作計畫，持續開拓臺法合作夥伴機構、

增進人才培育交流，並設有科技組，協助相關業務之聯繫與推動。科技部與法國

政府及研究單位簽有多項雙邊合作協議，主要合作伙伴包括：法國國家研究總署

(ANR)、法國國家癌症研究院(INCa)、法蘭西學院自然科學院(ADS)、法國國家

科學研究中心(CNRS)、法國資訊暨自動化研究院(INRIA)、法國衛生暨醫學研究

院(INSERM)、及法國在臺協會(BFT)等。 
 
本次訪法行程主要是為選出年度臺法科技獎之獲獎團隊，該獎項是由臺灣科技部

與法蘭西自然科學院透過 1999 年簽署的雙邊協議，共同舉辦的頒獎活動，自開

辦以來今年邁入第 21 屆，我方每年均由中研院院士及法方法蘭西學院院士開會

審議，拔擢一組科學家，頒發 32,800 歐元獎金及獎章，以表揚彼等對促進臺法

雙方科技合作、交流、訓練之卓越貢獻，目前臺法科技獎已被列為自然科學院每

年 11 月頒發之「大獎」（Grands Prix）獎項之一。本次行程除臺法科技獎之閉門

審查會議外，另安排部分拜會及參訪行程，盼未來能有新的合作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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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為強化臺法雙邊科技合作關係，本部(前身國科會)自 1999 年起即與法蘭西自然

科學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Ads)建立關係，並每年頒發臺法科技獎(Grands 
Prix)給雙方致力於兩國科學研究合作之學術團隊，年度受獎團隊可獲獎章及獎金

38,200 歐元，其後並得以短期訪問或規劃研討會等方式向本部申請經費補助，持

續帶動規劃後續之科學交流。前(第 20)屆適逢雙方合作 20 周年，雙方特別舉辦

臺法科技學術慶典，由 Ads 院長率團來臺參加，並晉見陳副總統，同年我方亦

由陳部長率團親赴法國主持第 20 屆臺法科技獎頒獎典禮暨參訪行程，以表達臺

灣對與法蘭西自然科學院及其他協議機構之高度重視。本行主要係由本部次長率

中央研究院院士參與臺法科技獎之閉門評議會議，雙方逐案討論選出第 21 屆臺

法科技獎之獲獎團隊。 
 
法蘭西自然科學院每年舉行之大獎有來自世界各國的科學家及國家研究院院士，

是年度科技盛事，臺法科技獎是其中一個獎項，部長率團參加不僅凸顯臺灣在科

學研究領域之重要性，更可增加國際能見度。法蘭西自然科學院成立於 1666 年

12 月 22 日，歷史悠久，路易十四的首相柯爾伯(Colbert)邀請了一群學者，於新

落成的王室圖書館集會，並約定每兩週聚會一次，這就是自然科學院的前身。1699
年 1 月 20 日，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才頒布命令，於羅浮宮成立皇家學院。學院的

70 位成員促成了十八世紀的科學發展，並且扮演國家行政的諮詢角色。1816 年，

自然科學學院獨立成院，成為法蘭西研究院之一。1835 年，創辦自然科學學院

院刊，成為介紹法國與其他國家科學研究成果的最重要刊物。 
 
除主辦前述臺法科技獎頒獎典禮外，訪法期間亦邀請法國國會議員餐敘、駐法代

表處科技組工作匯報、拜會瑞士諾華藥廠(Novartis Healthcare Company)、與留法

科研菁英進行攬才交流會，共計停留 4 天(含週六)，成果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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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行程簡表 
9/17(二) 23:15 桃園機場出發 
9/18(三) 
 

10:35 抵達巴黎 
12:30 與法國國會議員餐敘 
15:00 拜會駐法代表處大使暨駐法科技組工作匯報 
17:00 飯店 Check-in 
18:30 次長與訪團、駐法科技組工作晚餐 

9/19(四) 09:00 集合出發 
10:00 第 21 屆臺法科技獎評議會(閉門會議) 
13:00 法蘭西自然科學院午宴 
16:00 法蘭西自然科學院 350 年歷史巡禮 
18:30 駐法吳志中大使宴請訪團 

9/20(五) 團 1：次長/張組長/莊秘書 
06:20 出發搭高鐵前往巴賽爾 
13:00 諾華導覽 
16:00 議題交流 
18:30 晚餐 
團 2:院士/科長/范秘書 
09:00 文化參訪 

9/21(六) 團 1：次長/張組長/莊秘書 
08:40 搭乘高鐵返回巴黎 
團 1 加團 2 
12:00 與留法科研菁英進行攬才交流會 

9/22(日) 04:15 出發前往機場 
07:00 搭機返國 

9/23(一) 05:30 訪團抵臺 
 

一、法國國會議員午餐餐敘 

【拜會內容】 
謝次率訪團抵達法國，通關後隨即驅車與法國國民議會友臺小組副主席 Laure de 
LA RAUDIERE 侯蒂雅女士進行交流餐敘，侯蒂雅女士於去年部長訪法時曾於國

會辦公室接見，並應邀訪問本部，對我十分友善，雙方針對兩國科研及高等教育

交流現況交換意見，並互贈紀念品及合影留念。餐敘期間，次長亦與法國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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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AI）國家策略主筆人暨現任國民議會議員 Cédric VILLANI 短暫會晤，並邀

渠未來赴臺訪問交流。 

 

 
上圖：謝次與侯蒂雅議員合影。 
下圖：由右至左侯蒂雅議員、吳志中大使、謝達斌次長、VILLANI 議員、科技

組張中白組長、國會組程瑞安秘書。 
【後續工作事項】請法國國會議員持續支持臺法科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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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駐法科技組工作匯報 

【會議內容】 
駐法代表處吳志中大使歡迎謝次率代表團訪問法國，進行實質科技外交，為臺灣

貢獻心力，並介紹駐法科技組之業務，其重要性僅次於美國，為我重要盟友，近

期將舉辦大型活動慶祝我十月國慶，邀集法國貴賓共襄盛舉。另駐法代表處科技

組張中白組長向次長簡報臺法科技合作現況及駐組業務，簡報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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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工作事項】 
謝次代表科技部感謝吳大使對於科技組業務之支持與協助，並期許駐法科技組同

仁持續在法國、義大利及西班牙推動與臺灣科技合作交流，另外人才培育部分可

與駐法教育組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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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法科技獎評議會議 

【閉門會議】 
本年度第 21 屆臺法科技獎自 108 年 4 月 15 日起受理申請，至 6 月 28 日截止，

雙方受理之申請案共計 6 案，申請名冊如下表： 

 
我方經送各學術司初審後，本部由謝次長達斌於 108 年 9 月 12 日召開國內評議

會議及行前說明會，邀請中央研究院林明璋院士及葉永烜院士分別擔任化學材料、

數學及天文領域之審查委員，次長兼本行團長擔任生醫領域申請案之審查委員，

會中並就法方安排之會議議程交換意見。 
本次閉門會議於 108 年 9 月 19 日在法國舉行，法方由法蘭西自然科學院副院長

Olivier PIRONNEAU、Jean-François BACH院士及Denis JEROME院士擔任審查委員。

雙方經逐案檢視內容及推薦信，其中張煥正曾於 2018 年申請未通過，吳育任及

陳丕燊亦曾於 2017 年申請未通過，其餘申請團隊皆為第一次參加。評審委員就

研究領域之特殊性及其對社會之貢獻度等經過充分討論，並由在場所有審查委員

進行匿名投票，最後因考量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張煥正及法國

CNRS 學者 François TREUSSART 雙方研究團隊以合作超過 12 年，研究成果斐然，

案號 姓名 任職機構 法方PI姓名 法方PI機構 未來合作主題 學術專長

1 張煥正

中央研究院/原子

與分子科學研究

所

François
TREUSSART

Ecole Normale Supé
rieure Paris-Saclay
Laboratoire Aimé
Cotton, CNRS
UMR9188

以奈米鑽石晶體中之氮-空缺中

心進行神經元網絡電活動之高準

度成像

凝態光譜學、生物造影成像與光譜技

術、質譜分析、光譜分析、化學、生

物物理化學

2 蔡金吾
國立陽明大學/腦
科學研究所

Olivier AYRAULT Institut Curie
運用新活體影像技術研究小腦發

育與腦腫瘤形成之機制

細胞生物學、生醫影像、神經發育、

失智症、影像處理、幹細胞、神經發

育、Cell Biology、Biophysics、

Epilepsy、Neural degeneration、

Movement Disorders、Neuroscienc

3 吳育任
國立臺灣大學/光
電工程學研究所

Filoche MARCEL Ecole Polytechnique 半導體載子侷限化工程

無機白光照明元件與材料、發光元件

與材料、半導體材料、化合物太陽能

電池、High power transistors、

Optoelectronics,

ferroelectronics、Optoelectronic

device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發光二極體

4 陳丕燊
國立台灣大學/天
文物理研究所

Gerard MOUROU IZEST Ecole
Polytechnique

以桌型類比黑洞探討信息遺失悖

論

粒子天文物理學理論及觀測、宇宙學

理論、極高能宇宙微中子探測、電槳

物理及粒子束物理

5 蕭欽玉
中央研究院/數學

研究所
Xiaonan MA Université Paris 7

複幾何及科西黎曼幾何裡的局部

指標理論及微局部分析

複變函數、微分幾何、調和分析、微

局部分析、複幾何及柯西黎曼幾何

6 白台瑞

台北醫學大學/生
醫材料暨組織工

程研究所

David DEVOS
University of Lille
(University hospital
and INSERM)

中樞神經系統疾病肌萎缩性脊髓

侧索硬化症的治療新策略：利用

顱內給予具有系統性天然癒合功

能的健康捐贈者之血小板具有神

經保護和神經修復的功效

組織工程及再生醫學、血液學、Plasma
fractionation、Platelet growth factors
research、Viral inactivation、Protein
purification bioengineering、ex vivo cell
propagation、therapeutic protein products



14 
 

共同選定為 2019 年第 21 屆臺法科技獎得獎人，並於 9 月 30 日對外公告。 
【後續工作事項】得獎團隊於 108 年 11 月親赴法國受獎。 

 

 

上圖：閉門會議會場(雙方審查委員及工作人員)。 
下圖：會議結束由本部謝次長達斌與法蘭西自然科學院副院長 Olivier 
PIRONNEAU 互贈紀念品並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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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蘭西自然科學院巡禮 

【參訪內容】 
法國於 1795 年 8 月 22 日重組昔日的皇家科學學院、文學院與藝術學院，成立國

家科學與藝術學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144 名院士中有 66
名與數學、物理有關。該院於 1805 年遷至塞納河左岸的「四國學院」(College des 
quatre nations)，為今日法蘭西研究院院址。1816 年，自然科學院獨立成院，為

法蘭西研究院(Institut de France)其中一員。1835 年創辦《自然科學院院刊》(Les 
Comptes rendus de l’Academie des sciences)，是介紹法國與其他國家科學研究成果

最重要的刊物。二十世紀法國成立了多所科學研究機構，自然科學院在學術界的

比重已不如前。為配合法國日漸加速的科學發展，學院進行改制，於 2002 年 5
月 2 日通過行政命令，增設 26 位院士名額，並於 2003 年 2 月 2 日正式公布。 
團員亦參觀法蘭西自然科學院典藏的院士檔案，包括已故院士與法蘭西自然科學

院之書信、照片及手稿，及各類發明家寄送至科學院之原始證明文件及物件，並

由館長導覽辦公室長年保持恆溫及濕度，以達到長久保存文件檔案，及如何辨別

真假文件，以防止坊間盜賣珍貴之原始研究文件，該檔案室亦開放一般民眾調閱

檔案，也開放所有國際人士來實習(曾有日本研究生)。 

 
上圖：法蘭西自然科學院巡禮合影(前排右至左林明璋院士、謝達斌次長、

PIRONNEAU 副院長，後排右至左葉永烜院士、BACH 院士、JEROME 院士、

科國司李佩育科長、駐法科技組張中白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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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工作事項】無 

五、諾華藥廠(Novartis Healthcare) 

【背景】 
諾華藥廠成立於 1996 年，由位於巴賽爾的兩家化學品及製藥公司「汽巴-嘉基」

（Ciba-Geigy）和「山德士」（Sandoz）合併而成，總部設於瑞士，為全球前十大

藥廠之一 (2015 年排名第一，2016 年排名第二)，在心血管、腫瘤、免疫等領域

具有很強的研發實力，而諾華在疫苗研究領域更具有長久的發展歷史。 
目前諾華全球的員工數約為十二萬名員工人，其中有約四千人的研究人員，而在

臺灣的員工數則有約七百人，專注於創新領導性的三大事業組合：創新藥品 
(Novartis)、視力保健 (Alcon) 和學名藥 (Sansoz)。使命是探索改善生活品質和延

長人類生命的新途徑。諾華的願景是成為引領醫藥領域變革值得信賴的領導者。 
 
【藥廠現況】 
目前 Novartis 主要的市場則是以歐洲以及美國為主，再來則是亞洲、非洲以及澳

洲地區。而目前諾華製藥部門的業務為研發製造、經銷和銷售專利處方藥，並被

區分為腫瘤、心血管代謝、免疫和皮膚、視網膜、呼吸道、神經系統以及既定藥

品等。Novartis 製藥部門在研發和資金投注方面皆為產業中的領導廠商；該部門

於 2014 年投入 73 億美元用於研發、占部門淨銷售總額的 23%，研究開發支出則

為 27 億美元且較前兩年略為成長。新藥開發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通常從初期研

究到上市約需 10 至 15 年，其中進入第一期臨床試驗至上市期間則約需花費 6
至 8 年；當面臨研究內容不適合繼續發展的情況下，Novartis 有可能必須放棄已

投入大量資源所研發的產品。Sandoz 部門的業務為開發、製造、經銷和銷售未

被有效第三方專利機構所保護的處方藥，以及生物科技和製藥相關業務，該部門

的業務被劃分為零售學名藥、生物製劑與腫瘤注射劑，以及抗感染藥品三大項。

Alcon 部門的業務為研發製造、經銷和銷售符合眼部生命週期所需要的保健產品

及技術，旗下產品多樣化且能夠治療多種眼部疾病或狀況，並被區分為外科、眼

科藥品和視力保健業務。於 2014 年投入 9 億美元的金額於研發，相當於該部門

淨銷售總額的 9%，且較前年和去年的 10 億美元略為下降；Alcon 的產品研發內

容包括有解決影響視力的白內障、青光眼等疾病，部門的研發策略則圍繞在概念

驗證的認證過程，因此可迅速確定技術的成功機會且降低研發失敗機率。 
 
【拜會內容】 
本部謝達斌次長於 108 年 9 月 20 日（五）赴瑞士巴塞爾（Basel），在駐瑞士代

表處黃偉峰代表、駐瑞士經濟組范德安組長、駐德科技組戴龑組長及駐法科技組

張中白組長與秘書等陪同下，拜訪當地知名諾華藥廠（Novartis）園區之法商威

立雅（VEOLIA）子公司 VALOREC，VEOLIA 營運長 Louis BARBERGER 及 VALO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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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 Michel FUNFSCHILLING 親自出面接待。Valorec 為一全球性水資源、能源

與廢棄物回收處理及再利用解決方案提供公司，迄今在此領域已有 160 多年之專

業經驗，而在此園區內則係與諾華藥廠合作，專門協助其處理製藥後產生之廢棄

可溶劑。廠方除向訪團簡要介紹該公司專長領域、技術與競爭優勢等，亦安排我

團於其廠區進行實地巡訪，簡要瞭解其先進設備功能與其運作模式。 
 
謝次長於拜訪會談中特別提到，工業製造與生產係我國產業重要命脈之一，尤其

是半導體相關製造，也因科技部在國內身肩著主管北中南三大科學園區之重要任

務，瞭解製造過程產生之可溶劑及相關廢棄物妥善處理的重要性，爰歡迎該公司

考慮赴臺投資或加強與我國廠商合作，以臺灣作為經營拓展據點，立足臺灣，放

眼亞太。駐瑞士黃大使亦接著表示，臺灣政府對於外資赴臺投資態度開放且高度

歡迎。尤其瑞士與我國國土面積相差不遠，也都被周圍強國環伺，高度依賴出口，

相當值得交流合作，互相借鏡雙方發展經驗。也因此，這幾年也有不少我國私人

廠商及研究單位如工研院等，相繼組團赴瑞士拜訪，盼建立更多實質夥伴關係。

倘 VALOREC 有意強化與臺合作，甚至投資我國，瑞士代表處將全力給予協助。

VALOREC 表示樂意與臺灣強化合作，並將審慎評估後續是否有意投資臺灣。本次

拜會最後在雙方互贈禮品及合影留念下，劃下完美句點。 
 
【後續工作事項】無。 

 
上圖：謝次長達斌率駐法科技組及駐德科技組拜會諾華藥廠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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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與留法科研菁英攬才交流餐會 

【交流餐敘名單】 
留法科研菁英攬才交流午餐會出席名單 

姓名 機構 職銜 

謝達斌 科技部 政務次長 

陳家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授 

張中白 駐法代表處 組長 

范瑋倫 駐法代表處 秘書 

莊惟鈞 駐法代表處 秘書 

李佩育 科技部 科長 

林明璋 中央研究院 院士 

賴思廷 
巴黎地球物理研究院 
Institut de Physique du 

Globe de Paris 
博士生 

吳青蓮 

法國國家衛生及醫學研

究院 
Institut national de la santé 
et de la recherche médicale 

博士後研究員 

吳欣潔 
法蘭西學院 

Collége de France 
博士後研究員 

陳光瑜 
巴斯德研究院 
Institut Pasteur 

博士生 

顏沛熙 
巴斯德研究院 
Institut Pasteur 

博士後研究員 

孫正明 

法國國家衛生及醫學研

究院 
Institut national de la santé 
et de la recherche médicale 

研究員 

張頌平 
法國高等師範學院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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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話內容】 
為持續推動我國海外攬才之重要政策，駐法科技組 108 年 9 月 21 日於巴黎辦理

「科技部與留法菁英有約」攬才交流餐會，由謝達斌次長、林明璋院士共同與留

法學研進行座談。本次活動與會者來自法國各國家級研究單位及知名機構，包含

法國國家衛生及醫學研究院、法蘭西學院、巴斯德研究院、法國高等師範學院，

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等，均為我國旅外優秀學人。大家就臺法科研環境及我國科

研政策充分交流，部分參與學員表示，若考量當地物價指數，法國實驗室之薪資

並未比臺灣優渥，且因民族性之關係法國人不太使用英文，唯一優勢是可吸取不

同實驗室之研究經驗，體驗法國文化。席間科國司發送哥倫布計畫、愛因斯坦計

畫及 LIFT 計畫之簡介並簡要介紹，全程氣氛熱絡，學員對於科技部有心培育年

輕研究學者，並推出各類計畫之舉大表贊同，次長並鼓勵學人返國貢獻所長。 
 
【後續工作事項】無 

 
上圖：留法科研菁英與科技部訪團及駐法科技組交流合影 

六、文化參訪 

【拜會內容】 
考量本次行程時間有限，且文化參訪為自費行程，經徵詢院士意願安排參訪巴黎

小皇宮（Petit Palais）美術館，小皇宮內部的繪畫裝飾完成於 1903 年至 1925 年

間。裝飾設計師的意圖是使小皇宮博物館既具備宮殿的華麗，又有公共建築的某

種莊嚴。宮內各主體建築裝飾畫以「藝術之都巴黎」為總主題。除建築物本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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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飾外，全館藏有許多人物肖像畫作、石雕、及古代皇宮中家具及小型文物(如
懷錶、墨水盒、茶具組等)。小皇宮另有一室外花園也是博物館的重要景色。 
 
【後續工作事項】無。 
 

叁、心得及建議事項  

本次訪問期間因適逢巴黎抗議，巴黎市區部分道路進行交通管制，甚至車輛亦有

管制，導致驅車往返拜會地點時間冗長，行程多有延誤，但因臺法科技獎之審查

期程早已列入雙方日程，無法更動，且若安排德高望重之院士搭乘地鐵亦有不妥，

爰仍依原計畫以租車方式進行，所幸所有任務均能圓滿達成。 
 
在臺法科技獎之閉門審查會議部分，因駐法科技組事先已與法蘭西自然科學院召

開數次工作小組會議，轉達法方建議排除以往我方已將申請案進行排序之情況，

改採現場逐案討論並投票表決，獲獎團隊以壓倒性多數通過，雙方審查委員對於

本次審查結果表示滿意。另我方院士表示臺法科技獎意義非凡，建議科技部應持

續辦理，以鼓勵科研人才及促進臺法雙邊科研合作。 
 
本次行程於 9 月 17 日(星期二)深夜出發，因當日另有第七屆臺菲次長級會議及

晚宴，行程安排相當緊湊，非常感謝次長馬不停蹄於主持雙次長會後，直接率團

赴法，亦感謝駐法科技組及駐德科技組同仁事前安排及通力合作，完成臺法科技

獎之審查會議及相關參訪行程，展望將來，若能與法國擴大合作，在關鍵領域建

立實質的交流與合作，應可創造雙贏，將雙方各領域的研究成果共同推上國際舞

臺，以落實科技部小國大戰略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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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件(諾華藥廠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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