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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我國科技發展逾半世紀的國家科學委員會於今 2014 年 3 月 3 日改

制為「科技部」，象徵我國科技發展將邁入新的階段。善政奉派擔任第

一任科技部部長，深感榮幸，對科技部未來的施政提出三項願景，首

先科技部將扮演國家科技發展的「觸媒」，塑造良好的研發環境，協

助政府機關及產業充分發揮研發資源的效益；其次將釐清科技研發的

優先順序，發揮有限預算的最大效益；另外也將重點支持學術界人才

從事國際尖端研究，發揮學界人才的最大效益。而在科技部的施政方

面亦規劃四項工作重點，包括：鼓勵研究卓越與創新、加強產學鏈結、

培養務實研究人才紓解產學落差、調和科技與人文。希望透過推動這

些施政重點，能有效提升國家競爭力、促進國家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    

目前全球經濟雖然尚未完全復甦，但隨著科技產業的轉型與再造紛紛興

起與開展，相信對創新經濟的發展有正面的效益。美國最近提出許多大

格局、前瞻的產業政策，將最新的科技發展融合於產業政策中，為產業

與經濟勾勒出令人振奮的藍圖。台灣若能以豐沛的學術能量作為後盾，

將研究成果聚焦到社會、經濟及產業面的需求及應用，讓產業在國際

上更具競爭力，相信必能在未來的科技發展潮流中脫穎而出。

國研院為科技部所督導之重要法人機構，過去致力於扮演建置

核心研究設施、服務學術界的角色，十個研究中心涵蓋地球與

環境科技、資通訊科技及生物醫學科技三大領域，提供國內

各大學之實驗室難以負荷的研究設施，其關鍵地位正適合

扮演科技部未來科技發展之觸媒、物盡其用與人盡其才的

軸心角色。面對產業界與學研界將越形緊密的合作趨勢，

國研院可以將其過去累積服務學術界的能量，調整方向、

結合業界扮演鏈結產學的角色。善政及董監事均對國研

院的發展寄予厚望，也期盼在大家的努力下，我國

的科技發展能日新又新、再創高峰！

本院過去以「建構研發平台、支援學術研究、推動前瞻科技、培育科技人

才」為策略目標，提供學術界最優質的研究環境，將學術研發的能量發揮

最大的槓桿效益。為配合國家科學委員會改制科技部，今年一月中舉辦的

策略規劃會議，經同仁們充分的討論所凝聚的共識，未來的目標微調成為

「建構研發平台、引導產學研究、推動前瞻科技、培育科技人才」，小小

的咬文嚼字背後的意義卻是深遠。

「建構研發平台、推動前瞻科技、培育科技人才」是國研院一路走來所

堅持的初衷，但值此產業引領企盼政府投資的研發資源能更有效率地帶動

發展之際，承科技部的政策指導，清華將率領全院同仁以旺盛的企圖心與

智慧的付出，在下一波的產業發展中為台灣作出更多貢獻。尤其本院在強

化創新與推動產學研合作兩方面將是未來的重心，本院過去偏重服務的功

能將轉變成為更積極的研發創新，研發創新對本院永續發展至關重

要，因為研發創新一方面可以創造新的知識優勢、另一方面是為

了提供產學界更好的服務。而在產業界與學術界在未來攜手合作

將是的本院可居間積極扮演觸媒的角色，以本院過去所搭建起

來的各種平台橋接學術界的能量與成果，協助產業界在國際競

爭中取得更有優勢的地位。

清華自去年九月接任院長以來，更深入認識本院同仁的優秀與

卓越，也深感過去例任院長與團隊的成就斐然，所以開始推

動院史館的建置，因為，一個人能面對自己的過去代表已經

是一個成熟、具獨立人格的人，將更能面向未來。今年，我們

將慶祝儀科中心與政策中心的四十歲生日、福衛二號的十歲

生日。這些漫長的歲月所累積的成就與記憶，都將代表本院

持續前進、以科技創新守護與發展台灣的記號。受限於篇幅，

在 2013 年報中，國人可從浮光掠影的紀錄中看到本院全體同

仁的努力，以及台灣這座人文科技島的未來。

院長董事長

董事長的話 院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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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數 1441 人

國家晶片系統設計中心

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國家太空中心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台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

呂良鴻

葉哲良

謝錫堃

張國鎮   

綦振瀛（代）    

余俊強

張桂祥 

莊裕澤

陳東陽（代）

李清勝   

主任

人力資源室

行政服務室

企劃考核室

財務會計室

業務推廣室

稽核室

林君玲

李穎昀

陸璟萍

連黛玲

佘日新

丁南宏

主任

院本部
實驗
研究單位

董監事會

董事長

常務董事

董事

常務監事

監事

張善政

王   瑜、蔣丙煌、彭宗平、劉紹臣 

徐遐生、陳良基、陳建仁、陳泰然

張文昌、錢宗良、鍾邦柱、蘇慧貞 

黃文姬

李德財、戴   謙

（2014年6月組織現況）

院長室

院長

副院長

主任秘書

營運長

羅清華

陳東陽、綦振瀛

張文彥

佘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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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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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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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專科

學士技術
人員 行政

人員

50.9% 11.2% 20.8% 17.1% 23.7% 48.6% 18.7% 6.8% 2.2%

734人

161人

300人
246人

341人

701人

270人

98人
31人

職務分布

單位分布  

人力配置組織架構

學歷分布

206人
196人

111人

107人 136人
89人

160人

112人

院本部

46人

3.2%

國家晶片系統
設計中心

7.8%
儀器科技
研究中心

11.1%

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

6.2%

國家高速網路
與計算中心

14.3%
國家地震工程
研究中心

7.4%

162人

國家奈米元件
實驗室

11.3%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9.4%

科技政策研究
與資訊中心

7.7%
國家太空中心

13.6%

71人

台灣海洋科技
研究中心

4.9%

台灣颱風洪水
研究中心

45人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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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新台幣 63.58 億元
2013 年收入總表

國家晶片系統設計中心

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

國家太空中心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台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

＊國家晶片系統設計中心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 分部

新竹

臺北

臺中

臺南

高雄

國家實驗研究院本部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台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

財務資訊 設置地點

台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

1%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5%

政府補助款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7%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6%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3%

國家晶片系統設計中心

6%

院本部

3%
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7%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13%

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

11%

國家太空中心

31%

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7%

86%
來自政府單位自籌款

來自民間單位自籌款

8%

6%

1.68 億元

4.31 億元

8.08 億元

6.86 億元

19.59 億元

4.28 億元

4.16 億元

1.96 億元

3.84 億元

4.33 億元

3.41 億元

1.08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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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臺灣首枚太空級 GPS 導航接收機

9

研
發
管
理
與
服
務
成
果      

地
球
科
學
與
環
災
科
技

國
研院致力建構頂尖科研平台，將上游的研發成果有效銜接至下游政府作業單位或產業應用，其規模

及所需經費通常為國內大學院校所無法獨自完成者（例如：環境與災防科技平台、資通訊科技平

台），該大型研發平台主要提供學研界科技研究服務，協助運用高精度、高效率之貴重儀器設施及軟體

模擬分析系統，締造開創性、關鍵性的前膽應用技術，並結合產學研界研發能量，提昇前瞻科技研發成果，

發揮服務平台綜效。

打造臺灣首枚太空級 GPS 導航接收機

開發全球冷開機最快之太空級 GPS 導航接收機

太空級 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接收機百分之百由太空中心自主完成設計、製造、組裝及測試等工

作，此 GPS 接收機可以在極短時間內鎖定衛星訊號並提供導航資料，其位置精度優於 8 公尺，速度精度優

於 0.01 公尺 / 秒，時間精度優於 200 奈秒，且訊號追蹤迴路具備高動態特性，適用於需要高精度且長時間

操作之整合型慣性導航系統。未來將搭載於福衛七號自主衛星進行任務，因其性能優異且成本不高，除將

繼續應用於福衛系列衛星研製外，也具備進入國際太空元件商業市場之潛力。

 國家太空中心   

地球科學與環災科技

研發與服務成果



福衛五號邁入整合測試新里程

衛星本體之元件組裝率達 65%，光學

遙測酬載關鍵元件整體完成率為 80%

福衛五號計畫通過了所有的設計審查，正逐步完成製

造與測試工作，2013 年初正式進入整合測試階段，整

合測試主要分衛星本體與光學遙測酬載二大主軸。至

2013 年底，衛星本體之元件組裝率達 65%，其中衛星

電腦順利通過環境測試，完成第一套飛行體遞交；衛

星工程發展體完成衛星正常操作模式功能驗證，繼續

進行衛星推進模式測試，目前衛星本體元件綜合功能

測試作業進度約達 80%。光學遙測酬載部分，完成光機組合體的組裝及調校，電子單元與 CMOS 型聚焦面組合兩

關鍵元件則進入最後驗證階段。

 國家太空中心  

探空八號科學實驗飛試成功 

成功完成過氧化氫單基推進及科學儀器回收艙 2 項科學實驗

太空中心探空八號於 2013 年 6 月 5 日下午 3 時整在南部九鵬基地發射升空，完成過氧化氫單基推進及科學

儀器回收艙 2 項科學實驗。其中，過氧化氫推進器採用由國內完全自主研發的綠色環保推進技術，經此次

飛試驗證成功後，將運用於福衛七號自主衛星，使我國掌握推進系統技術，縮短開發時程與節省經費。此外，

更可突破國外技術管制的限制，提升台灣衛星推進關鍵技術的國際競爭力。

 國家太空中心

全球第一個電離層天氣監測
與預報模式 

領先世界建構出世界第一個全球電離層

天氣監測與預報同化模式

臺灣科學研究團隊利用福衛三號的電離層觀測資

料，首次完整觀測全球電離層電子濃度三維結構與

變化，領先世界建構出世界第一個全球電離層天氣

監測與預報同化模式。經過計算，使用福衛三號的

同化資料可以改善衛星定位誤差 4%，相當於高度修

正量可達到 12 公分，水平修正量可達數 10 公尺，

未來可應用於通訊、定位、導航的品質與準確度之評估和改善。由於惡劣太空天氣會造成電離層電波強度

和傳播路徑的急劇改變，該研究團隊亦首次建構出完整全球閃爍指數經驗模式，可對全球惡劣太空天氣提

出預警。

 國家太空中心   

全橋光纖監測系統 

橋梁安全守護者最佳拍檔，24 小時全方位監測橋梁安全

國內首創之全橋光纖監測系統，適用於臺灣常見的跨河長橋，能 24 小時全方位監測可能危害橋梁的重要關

鍵，包括橋面板水平變位、橋墩沈陷或傾斜、斜張橋鋼纜拉力、以及河川水位高度，並結合雲端技術，可

透過電腦或智慧型手機隨時監測橋梁安全狀態，一旦發生異常事件，系統將即時發佈警訊，通知橋梁管理

單位進行緊急處置，確保用路人安全。日前已協助交通部國工局進行中山高五楊高架段修復補強及載重實

驗，驗證其安全性，使其能順利通車，目前正利用本系統進行該路段長期監測，確保通車後之橋梁安全。

未來可推廣應用至高鐵、公路、鐵路、捷運等各式橋梁或高架路段。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 全球第一個電離層天氣監測與預報模式▲ 福衛五號邁入整合測試新里程

▲ 監測系統儀器現場裝設情形

▲

 探空八號於 2013 年 6 月 5 日在九鵬基地成功發射升空

水位計 位移計 張力計 高程計（沉陷、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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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動式隔震支承系統 

設備隔震新利器，文物防護好夥伴

應用隔震技術於重要設備或設施，為目前最為可行且直接有效地提升其耐震能力的方法。國震中心研發之

滾動式隔震支承系統具備良好的消能機制以及自復位能力，可有效降低傳遞至上方設備或設施之地震力，

能滿足不同設備或設施之耐震性能設計要求。可應用於高科技、通訊網路及金融產業的伺服器、資料儲存

與通訊設備防震設計，以及醫院、防救災單位、能源產業的精密電子通訊設施、博物館或美術館的藝術品

的防震保護等。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臺灣新型高強度鋼筋混凝土

革新鋼筋混凝土技術，提升都會環境品質

近年國震中心整合學術界與產業界，積極推動國內新一代鋼筋混凝土材料的應用研發，期能將鋼筋與混凝

土強度分別提高至 800 與 100MPa 等級，此約為國內工程界現行常用鋼筋強度的 1.8 倍與混凝土強度的 3.6

倍，可有效提高傳統都市住宅建築高度，增加建築周邊綠地面積與室內使用空間，提升都市居住環境品質，

落實節能減碳與環境永續發展之國家基本政策。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災防管理與決策雲端資訊服務

整合各單位即時資訊，使過去需要 2 小時

之情資綜整研判，提升至即時可掌握現地

各類型情資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於發生災害應變期間，協助應變

人員掌握天然災害情勢並進行後續應變工作，2013 年

整合了各單位即時影像監視器（Closed-circuit television, 

CCTV) 等資訊進行後續加值，透過災害應變決策輔助系

統（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 Disaster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EOCDSS）即時呈現情資，使過去需要 2 ～ 3 小

時之情資綜整、研判，提升至即時可掌握現地各類型情

資，供應變作業幕僚及指揮官進行指揮調度參考，並降低應變人員於災害救援期間暴露於危險區域之風險。

上述之相關應用技術及所開發之系統已獲得國內外肯定，分別獲得國內臺灣地理資訊學會頒發「系統技術服

務金圖獎」及國外 ESRI 軟體原廠頒發「傑出系統貢獻獎」。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建立以使用者為主體的「災
害氣象服務系統」，提供客
製化服務的技術

蒐整與加值近 600 項氣象產品，提供

客製化氣象防災資訊

檢視國內氣象資訊網頁，多以氣象專業觀點為出發，

提供的產品如：氣象圖、衛星雲圖、雷達圖、溫度圖

等氣象資訊。但對一般民眾及需要使用氣象資訊進行

相關分析的特殊領域人士而言，因缺乏氣象專業知識，

不易在短時間內轉化氣象資料為有效的氣象資訊。在

防災領域中，同樣也面臨了類似的問題。

在這個需求前提下，2013 年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將氣象資訊呈現方式做一個修改，針對臺灣地區各鄉鎮區域

所關心的災害問題，提供對應的氣象資訊。例如：對於山區的鄉鎮提供與土石流有關的降雨資訊與災害風險；低

窪地區則呈現與淹水風險相關的氣象資訊。被服務的公部門單位可從「NCDR 天氣與氣候監測網」網頁（http://

watch.ncdr.nat.gov.tw/) 快速得知災害預警的氣象資訊及可能遭遇災害的風險。目前該中心透過和地方政府與協力

團隊的合作，進行客製化產品的製作與服務，滿足客戶端需求，也改變以往人們對於氣象服務的刻板印象。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多模式雨量歷線圖

各單位即時影像

氣象

雲圖雷達回波雨量

多模式雨量歷線圖

水文

坡地

CCTV

水利署、水保局、高速
公路、公路總局、縣市
道路、台北市、屏東縣
地方CCTV等24項圖資

以上圖資由經濟部水利署、
農委會水保局、高速公路
局、公路總局、地方政府、
及NCDR等單位協助

基礎圖資 警戒圖資 即時監控

▲ NCDR 天氣與氣候監測網平台

▲ 滾動式隔震支承系統應用範圍

▲ 災防管理與決策雲端資訊服務

保護珍貴藝術品

多功能滾動式隔震系統

伺服器主機及資料
儲存設備正常運作

精密儀器發揮正常功能

保護典藏古董與古文物

全室隔震，有效保護
資訊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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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資訊網建置的流程測試
成果

初步完成濁水溪流域相關地文及水文資

料建置，提供使用者透過網路即時觀看

及查詢。

為整合及解決臺灣在各流域上、中、下游的整體性

治理策略，及設計規範的一致性，並避免災害重複

發生，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藉由視覺化功能建構

綜合流域治理整合介面，期望達到提升治理能量及

全方位水資源管理等願景。流域資訊網 (Watershed 

Information Network) 即為該中心建置綜合流域治理

整合介面中的第一部分。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建置綜合流域治理整合平台之目的，是為了讓使用者透過

直接觀測及查詢的方式以獲知治理流域之知識，將資料及相關條文置於網站中，提供使用者透過網路便可

即時觀看及查詢。該中心另提供相關治理手冊檔案給各需要單位下載，提供決策者更精確的參考依據。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海研五號逐步累積厚實能量

東沙海域科學首航、中沙黃岩島水域探勘調查、南沙太平島鄭和環礁探勘及 2014 年

前往國境之南—曾母暗沙

海研五號研究船自 2013 年度正式營運後，於本年度營運期間已累積 36 個航次、出海 201 天、航行 20,142 浬、

測繪海洋國土面積 126,523 平方公里、海洋環境資源資料量 22.46TB、培育海洋科技海上探勘實務經驗 4,315

人日、參與航次之外國科學 / 技術人員 347 人日。2013 年海研五號已成功支援海洋科技前瞻研究及國家資

源探勘與海疆調查的任務，包括：東沙海域科學首航、中沙黃岩島水域探勘調查、南沙太平島鄭和環礁探勘，

並訂於 2014 年前往曾母暗沙，是國內海洋科學研究首次抵達國境之南。於 9 月的航次中憑藉海研五號先進

的船舶動態定位、水下定位、聲納測繪系統及岩心採樣器等先進設備的輔助，以及海洋中心探測團隊充分

發揮高度技術技能，於高雄西南外海甲烷水合物能源潛在區，首度取得樣本並成功點燃甲烷氣。

 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海研五號進擊國境之南 

在黃岩島至中沙群島之間發現了海底火

山，於南沙太平島刷新了我國在南海探

測的最深深度

南海中沙黃岩島及南沙太平島是我國最南的固有疆土，

為協助國家領土完整性及主權的維護，海研五號分別

於 2013 年 5 月 16 日及 6 月 17 日於臺菲關係最緊張的

時刻，勇敢的進擊中沙黃岩島與南沙太平島的觀測任

務。透過海研五號的超低噪音設計及先進的深海多音

束測深儀，順利地在黃岩島至中沙群島之間的廣闊深

海海域，測繪了超過 60,000 平方公里的海床及地形變

化，並發現了很多雄偉的海底火山，代表南海當時有

很活躍的板塊運動。6 月之航次雖受到南海熱帶低壓及

貝碧佳颱風的襲擊，海研五號仍順利抵達南沙太平島，

探測過程中刷新了我國在南海探測的最深深度，並成

功環繞鄭和群礁一圈。此行不但首度完成了太平島礁

外的海床水深及地形變化與水文化學生態等觀測外，

也進一步完成太平島所屬鄭和群礁環外海域的海床水

深及地形變化測繪。 

 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 綜合流域治理整合平台

▲ 使用拖曳式深海攝影機於現場拍攝到之甲烷氣從海床冒出之 
影像（相片由王兆璋教授提供）

▲ 於高雄西南外海甲烷水合物能源潛在區，取得岩心沉積物樣本 
中所含甲烷氣濃度足以點燃

▲ 2013 年 5 月 16 日海研五號進行國境之南的中沙黃岩島觀測任務

▲ 2013 年 6 月 17 日抵達南沙太平島完成鄭和群礁的海底地形變 
化測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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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天霖鈴—發展具當地特
性之淹水潛勢評估系統

預判未來 1~3 天鄉鎮市淹水潛勢，協助

地方政府與其協力單位提前佈署防災

措施，降低可能災害損失

颱洪中心結合水利署等相關單位成果與技術能量，針對

屏東縣研發「國研天霖鈴 - 淹水潛勢預判系統」，納入

當地特性以預判未來 1~3 天各鄉鎮市的淹水機率。有

別於國內一般採用觀測雨量資料作為發布警報的依據，

國研天霖鈴利用系集實驗 TAPEX （Taiwan Cooperative 

Precipitation Ensemble Forecast Experiment）雨量資訊，

可將現行 3 小時的預警系統提前延伸至 48~72 小時。

颱洪中心與屏東縣政府和屏東科技大學合作，於屏東縣測試並應用本系統，平均準確率達 80% 以上，成功協助

地方災害應變決策。（註：TAPEX 由颱洪中心結合中央氣象局和學界共同進行）

 台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

執行颱風飛機投落送觀測 

2013 年成功觀測 5 個颱風，投擲 93

枚投落送儀

颱洪中心與中央氣象局、台大大氣科學系合作，共同

執行颱風飛機投落送觀測計畫，為亞洲最早應用飛機

於颱風偵測之作業性觀測。2013 年針對影響臺灣之蘇

力、潭美、康芮、天兔及菲特等 5 個颱風進行觀測，

總飛行時間 1,749 分鐘，共成功投擲 93 枚投落送儀。

獲得之寶貴資料均即時傳回中央氣象局，並發送至世

界各國氣象作業中心；除有助於颱風暴風半徑之推估

外，並納入動力數值模式中以改善模式之颱風路徑預

報。 

 台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 

海研五號南海首航驚豔立功 

極端天氣使海洋成為超級吸碳機，岩心樣本將供

天然氣及生地化研究等之化學參數分析

「海研五號」於 2013 年 2 月 18 日正式展開首航，以臺灣領海資

源最為豐富的南海為首航海域，從事潔淨能源與吸碳能力研究之

旅，歷經 19 天海上的風起雲湧卻仍堅持乘風破浪的辛苦作業，

順利於 3 月 8 日上午 11 點安全返回高雄港，並帶回諸多亮眼的

全新發現。在透過海氣象衛星影像資料即時接收，能輔助解開海

洋生態差異之謎；在航程中科研團隊克服了狂風巨浪使作業不間

斷，更發現極端天氣可讓海洋瞬間成為超級吸碳機，同時增強南

海海水的上下混和，將深層富營養鹽的海水載送至表層形成豐富

的漁場；在超低音電力推進系統以及精準的船隻運動動態定位系

統的操控下，透過多音束深淺水海床地形地質聲納掃瞄儀，發現

到在東沙東南海域的海底有甚多火山群、長達 60 公里落差超過

300 公尺的海底斷崖及麻坑地形。活塞式岩心採樣器在海研五號

準確定位系統的操控下，精準地取得岩心樣本，這些樣本初步顯

示有豐富的有孔蟲以及有機物質之跡象，將供後續天然氣及生地

化研究等之化學參數分析。 

 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 海研五號活塞式岩心採樣甲板作業

▲ 國研天霖鈴—淹水潛勢預判系統

▲ 菲特颱風之飛機航線與投落送觀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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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瞻遠矚－開發「納入長期視角之災防科研前瞻規劃」方法 

關注新興前瞻趨勢發展，建構災防科研決策規劃的預應模式

氣候變遷、全球化等國際趨勢，以及我國高齡、少子及都市化加劇的在地脈絡，使我國災害防救科技研發（災防

科研）上，產生更多的新興需求，同時也面臨了更多的挑戰。鑑於以往著重在解決重大災害發生後的反應式規劃

模式，已無法有效因應當前需求與挑戰，故發展新的規劃模式成為現今政府重要課題之一。政策中心與災防中

心共同合作「納入長期視角之災防科研前瞻規劃」，經由檢視至 2030 年我國災防科研與管理可能之外在環境變

動趨勢，分析重大影響因素及其因果關係，建構出 2030 年我國災防科研發展的外部情境需求，使系統性的問題

得以納入科研規劃流程中思考，並期透過此種規劃模式的輔助，強化各部會的連結，使災防科研的規劃可有效

因應關鍵問題，研擬具長期視角之災防科研方案組合，落實永續發展的思維與理念。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積體電路製造技術的新里程
碑－多重鰭高鰭式場效電晶體

「多重鰭高的鰭式場效電晶體」製程技

術，讓各類電子產品的儲存容量增加 20%

半導體積體電路製造是一場尺寸微縮與效能提升的研究

競賽，目前半導體元件量產製程技術，可在 1 平方公分

的矽晶片上製作約 1 億顆電晶體，該實驗室研發出「多

重鰭高的鰭式場效電晶體」製程技術，可在同樣面積上

增加約 2 千萬顆電晶體，亦即使各類電子產品的儲存

容量增加 20%，或是降低製造成本兩成。本項研究在

日本京都所舉行的「2013 年超大型積體電路技術及電

路國際會議」上發表時，廣受矚目，國際專業媒體 IEEE 

SPECTRUM 雜誌並針對這項技術進行特別報導。 

 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

引進先進資料同化系統，改善強降雨預估 

使用福衛三號 GPS 掩星資料補強傳統觀測資料之不足，提升劇烈天氣降雨之預報能力

颱洪中心採用與作業單位相同之系統架構，改進數值預報模式之資料同化系統中的福衛三號 GPS 掩星資料

品質檢定流程，並自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引進先進資料同化系統，進行本土化建置與改進，評估其於劇

烈天氣預報之效益。以歷史豪雨個案進行初步測試結果顯示，加入福衛三號資料對強降雨之空間分布與累

積雨量預報均有較佳的掌握。未來於完整測試後，將技術轉移至作業單位，預期可補強傳統觀測資料之不

足，改善台灣地區劇烈天氣降雨之預報能力。 

 台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 

▲ 奈米元件實驗室之非平面型元件已可做出與世界知名公 
司並駕齊驅的水準

▲ 2008 年 6 月 16-17 日梅雨鋒面個案預報實驗之 24 小時累積雨量。由左至右分別為未同化掩星資料 (No GPS)、以 DART 資料同化系 
統同化掩星資料 (DART)、實際觀測雨量 (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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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 層 型 三 維 IC 為 可 攜 式 
智慧型電子產業帶來新契機

創新的積層型三維積體電路技術，完成

層與層距離比主流的矽穿孔技術近 150

倍的成果

積層型三維積體電路技術（Monolithic 3D-IC）是一種不

需以矽穿孔（Through-Silicon Via, TSV）製程所完成的三

維晶片堆疊整合技術。國研院所發展之積層型三維積體

電路技術成果已被 2013 國際電子元件會議（International 

Electron Devices Meeting, IEDM）選為公開宣傳資料，國內

僅台積電與國研院之文章獲選，並受國際媒體報導。

傳統矽穿孔三維積體電路技術主要是靠晶片與晶片的

黏合達成立體堆疊的目的，奈米實驗室以創新的積層

型三維積體電路技術，完成層與層距離比主流的穿孔

三維技術近 150 倍的成果，傳輸訊號的速度及能量損

耗比預期 TSV 技術優異許多，在 3C 產品汰換迅速及半導體微縮競爭急遽之下，可為相關產業或可攜式智慧型電

子帶來新衝擊。

本項研究的關鍵技術主要係採用電漿非晶矽、雷射結晶、化學機械研磨及雷射活化等低熱預技術，製作低溫超薄

通道元件，用以解決傳統矽穿孔元件 - 元件的低對準精度、大面積金屬連線、寄生電容及高熱預算等問題，在這

技術下可同時製作出具三維堆疊之高速寬頻晶片，相信對於國內外廠商發展輕薄節能的行動電子產品具有相當大

的優勢。

 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

整合元件的服務，跨領域整合研究環境讓先進技術服務平台 
領先全球

下一世代小於 10 奈米元件科技製程技術的開放，提供學研界完整的晶片製程之研究

服務

奈米元件實驗室積極為下一世代小於 10 奈米元件科技提供完整的技術服務準備，協助國內研究群，能在與業界接軌

的開放式研究環境中，進行各項製程技術開發工作，協助學術研究發揮產業價值，進而轉譯與學界所擁有的研究成

果至業界可利用之技術，並藉由碩博士生及研究群實務上的製程開發研究，培育業界所亟需之技術人才，維繫臺灣競

爭力。該實驗室將陸續開放鰭式電晶體技術服務、奈米圖案化技術服務，以及小於 10 奈米 RRAM（Resistive random-

access memory ）製程技術服務等服務平台。其中，鰭式電晶體技術服務所提供之「非平面元件服務平台」更是全球首

創之開放式製程研究技術服務。

 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

絕緣層

矽薄膜通道

矽薄膜通道

絕緣層

距
離
僅
300
奈
米

厚度15奈米

第二層電晶體

第一層電晶體

▲ 3D 電顯圖

擴大產研合作，厚植高頻實力

支援高頻相關基礎研究，技轉業界提升其競爭力

奈米元件實驗室支援本部卓越領航計畫「極高能宇宙微中子之南極探測」中南極脈衝暫態陣列 (Antarctic Impulse 

Transient Array) 與阿斯卡來無線電陣列 (Askaryan Radio Array) 兩大計畫，與臺大研究團隊共同完成微中子偵測器中

最關鍵之低雜訊放大器的研製。另外並技轉高頻元件特性驗證軟體，提升半導體設備公司產品之競爭力。

 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

建立與提供晶片系統設計環境

提供全世界最完整的設計軟體與元件庫，協助學術界進行教學研究

引進一般業界目前使用之晶片系統設計軟體、元件庫、矽智產、晶片系統平台等，整合並建立設計流程，提供學界從事

前瞻晶片系統設計研發使用，為提升服務品質，以單一窗口機制提供技術諮詢服務，解決軟硬體使用與設計的問題。

2013 年提供 19 家廠商，89 類的設計軟體與元件庫。共有 326 位老師針對研究用途申請 軟體與 109 位老師針對教學

用途申請軟體，所衍生的設計軟體下載總次數為 25,125 件。至於技術諮詢服務部分，共有 2,771 件諮詢案件。

 國家晶片系統設計中心

前瞻製程晶片實作服務

提供 CMOS、MEMS/BioMEMS、GaAs、IPD 及高壓等 14 種製程，協助學術界製作 

約 1700 顆晶片

晶片中心於 2013 年提供臺灣學術界總計 14 種製程之晶片實作服務，製程種類包含主流之 0.35µm、0.18µm、90nm 

CMOS 製程，特殊應用之 BiCMOS、pHEMT 製程、可運用於異質系統整合之 MEMS、BioMEMS、IPD 及高壓等製程，滿足

學術界以晶片實作完成前瞻研究、專利開發與實現產品雛形之各類需求。2013 年晶片中心協助臺灣學術界完成超過

1800 件之晶片設計案；為支持臺灣學術界進行前瞻研究，晶片中心持續提供臺灣學術界全球頂尖之量產型CMOS製程，

晶片中心與全球最大的美國 MOSIS（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Implementation Service）相同，為目前少數能夠提供

學術界使用 TSMC 40nm CMOS 製程之機構。

 國家晶片系統設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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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規格光學薄膜微圖畫之濾光陣列

通帶平均穿透率達 90% 以上，止帶平均穿透率為 0.5% 以下，為自主發展成功之國

際高科技輸出管制品

太空環境所使用的光學主、次鏡與帶通濾光鏡陣列，為求可長時間於太空中使用，其薄膜需高精密度的鍍膜技術。

儀科中心以電子束蒸鍍法搭配離子輔助蒸鍍系統 (Ion-beam Assisted Deposition, IAD)，提高薄膜沉積速率與薄膜結

構緻密等特性，並利用鍍膜即時監控系統精確掌控每層薄膜鍍製的厚度與薄膜材料的折射率，目前研發成果其通

帶平均穿透率為 90% 以上，止帶之平均穿透率皆在 0.5% 以下。並經附著性、表面粗糙度等特性分析，及模擬太

空環境針對輻射損傷 (Co60 射線 35 krad、1 Mrad)、熱循環及溼度等影響進行測試，皆符合 ISO 9211 規範。

 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航太級鏡片拋光與檢測

完成表面形狀誤差小於 λ/10 之 6 吋 i-Line 波段用球面透鏡，建立半導體產業設備

關鍵性替換元件在地化製作技術

儀科中心在完成福衛五號遙測系統所需三套主次鏡拋光 ( 主鏡口徑 466 mm，精度 RMS 10 nm) 後，儀科中心大口

徑非球面拋光技術已開發擴展至半導體產業設備所需光學元件及系統製作，並完成表面形狀誤差小於 λ/10  之 6 

吋 i-Line 波段用球面透鏡，同時建立其製作標準作業流程，以及研發新型鏡片夾治具，解決傳統鏡片脫模變形問

題。儀科中心技術團隊持續精進短波長用大口徑非球面製程與檢測技術，發展曝光設備所需高精度投影鏡頭，建

立半導體產業設備關鍵性替換元件在地化製作技術。

 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晶片系統量測服務

提供多種機台的量測服務，協助使用者進行 1,287 次各式晶片量測服務

晶片中心提供產學研界優質的晶片系統量測服務，於新竹與台南兩地以訓練精良、技術純熟的人員配合自動化程

式操作儀器，提供使用者快速、精密、精確的量測服務；服務內容包括最高達到 67GHz 的寬頻訊號量測、高速的

時域訊號源參數量測、高頻大訊號與小訊號元件電路參數量測、高階類比及混合訊號量測等；為滿足客戶需求，

建置高頻調變訊號量測系統及 X-Parameter 量測系統以提供系統電路及非線性參數量測。2013 年新竹與台南兩地

實驗室總計完成超過 950 次之產學研界晶片電路與系統量測。

 2013 年 4 月引進 Advantest V93000 PS1600 混合訊號自動測試機台，提供高速與高腳位數測試環境，包含 512 個數位

通道，速度可達 1.6Gbps，加上提供類比量測使用之高解析度與高速訊號源與量測端，以提供數位與混合訊號系統晶

片之測試與除錯、效能分析使用。此項測試服務共服務 24 個系所 39 位老師以及提供 71 件數位與混合訊號 IC 的 量

測服務，機台的使用件數為 266 件。

 國家晶片系統設計中心

智慧感測單晶片技術

領先世界開發完成、未來可協助學界與業界發展感測晶片關鍵性零組件，注入產業

新動力

近年來感測器在智慧型手機、消費性電子產品、汽車及生醫應用上已和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晶片中心結合臺灣

半導體上、中、下游完整供應鏈的優勢，開發完成領先世界的「智慧感測單晶片技術」，成功地將可感測振動的

微機械結構整合於一般互補性氧化金屬半導體（CMOS IC）晶片中，此技術擁有低成本及微小化等優勢，未來可

協助學界與業界發展感測晶片關鍵性零組件，促成 3C、生醫及綠能系統的整合產品，學產研合縱連橫為臺灣積

體電路（IC）產業注入新動力。

 國家晶片系統設計中心 

▲ 可應用於智慧型手機中之動作感測整合 IC 晶片

感測晶片經電子顯微鏡放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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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特效模擬與雲端算圖

是電影產業升值的關鍵技術，已獲邀參與國片《總舖師》、《夢見》等3D畫面之製作，

具體協助我國文創業者之發展

國網中心自 100 年 11 月打造國內第一座雲端算圖農場以來，積極建立如煙霧、海浪等 3D 力學特效模擬技術，獲

邀參與國片《花漾》、《總舖師》、《夢見》、《廢棄之城》等 3D 畫面之製作，具體協助國內電影產業業者之發展。

同時， 並新興發展魚眼雲端算圖系統，可望應用在台灣業者自主研發的飛行劇院中，協助 4K 解析度高動態畫面

之製作。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負 責 臺 灣 學 研 網 路 營 運 與
SDN 先進網路技術研發

網路可用率 99.988% 達先進研網水準，

啟動惡意程式知識庫提升國內防禦

國 網 中 心管 理 與 維 運 臺 灣 學 術 研 究 網 路（Taiwan 

Advanced Research and Education Network, TWAREN），

支援教育部及中研院，提供全國各級學校及研究機構教

學與研究所需之網路技術服務。2013 年總計提供約 500

萬學術及研究網路使用者連線，網路整體可用率達 99.988%，已達先進研網水準。在網路技術研發方面，該中心更積

極進行資安與軟體定義網路（Software De�ned Network, SDN）之技術研發，2013 年啟動全臺首座惡意程式知識庫，

主動監測捕捉即時惡意程式，開放產官學研各界運用，以提升國內資安及臺灣網路防禦能力；同時，在建立國內首座

SDN 測試平台之研發方面，已與美國 iGENI（International Global Environment for Network Innovations）及日本 JGN-X

（Japan Gigabit Network eXtreme）進行跨國介接並舉辦多場 SDN 相關之高峰論壇與研討會。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建構優質高速計算研發平台環境

提供產學研 200TFlops 高速計算能量及 5PB 以上儲存容量進行科學研究

國網中心提供優質的高速計算與儲存設施，支援產官學研之研究創新環境。2013 年提供約 200TFlops 高速計算能量

及 5PB 以上的儲存容量，提供產學界進行 754 件專題研究計畫，服務近 3,000 位用戶。另，為提升服務品質與效能，該

中心更著手發展開放式高速計算模擬平台（simPlatform），整合結構力學、流體力學、材料科學等不同應用領域之高

速計算與雲端儲存需求，透過友善的使用介面，建立各研究領域間所需之共通模組，簡化研究群間大資料分享，並促

進協同作業，一方面吸引新一代使用族群進行創新研究，同時更有效率地使用高速計算雲端服務。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 惡意程式知識庫

▲ 高速計算模擬平台（simPlatform）建立各研究領域間

所需之共通模組，改變高速計算主機使用方式

簡化

電 漿 輔 助 原 子 層 沉 積 釕 與 
氮化鉭薄膜製程研究

突破目前商用機台功能與製程限制，提

供國內半導體廠商元件所需材料製程之

研究開發

電漿輔助原子層沉積技術 (Plasma Enhanced Atomic 

Layer Deposition, PEALD) 具 有 薄 膜 成 長 溫 度 低、 密

度高、雜質少等優點，適合成長高階低覆蓋率 (Step 

Coverage) 薄膜之製程系統，為半導體元件尺寸微小化

所需之重要技術。儀科中心自主開發真空腔體、電漿

源、前驅物管路與程式，並完成貴金屬釕 (Ru) 與氮化鉭 (TaNx) 之製程驗證，以突破目前商用機台功能與製程參數

設定之限制，提供國內半導體廠商元件所需材料製程之研究開發。

 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可攜式上皮組織取像儀

可快速且精確地診斷出受測者是否有皮膚病變，已獲得衛生

署醫療器材認證，為國人自行研發成功的先進醫療器材

儀科中心與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合作，結合醫療與光電技術，以皮膚疾

病為標的，利用 405 nm 的紫外光波段光源照射，可穿透的皮膚深度約 3 mm 至皮

膚基底層，將上皮組織病變部位一覽無遺，鏡頭前搭配一組自行開發的光譜均化透

鏡，可拍攝皮膚癌組織的主要分布區域。此儀器可在光動力 660 nm 波段光照治療

前，先行輔助定位，提供準確的癌症病變部位予以後續療程。本儀器歷經三年開發，

並已獲得衛生署醫療器材販售許可認證。

 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 儀科中心自主開發之 PEALD 系統

▲ 可攜式上皮組織取像儀  
all-in-one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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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會說話－讓數據更容易
解讀的 PRIDE 

可比較各國人口、經濟、財政、教育、

能源、環境、勞工、政府效能、生活品

質、科學技術等調查統計或排名資料

政 策 研 究 指 標 資 料 庫（Policy Research Indicators 

DatabasE, PRIDE）是政策中心新開發建置的數值型資料庫

服務系統，蒐集與整合 Eurostat、OECD、WEF、World Bank

（歐盟統計局、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世界經濟論壇、世

界銀行）等多種來源的指標數值資料，提供指標查詢與下

載、圖表繪製、個人化繪圖等多項功能。PRIDE 主要的特

色是多元豐富的指標及強大的繪圖功能，可將繁雜的數據

藉由圖形呈現，因而更容易解讀，不僅能豐富研究的內容，

同時也可協助發想全新的研究議題與探索全新的研究途

徑，未來將成為科技政策研究最有力的幫手。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建立地球科學資料庫與災防資料管理平台

以整合太空、海洋、大氣水文與強震地質資料守護台灣

現今大資料計算已成為國際高速計算研究單位發展的標竿，為強化科技綜效之能量，國網中心推動大資料技術開發

與加值效益，範圍涵蓋環境、災防、生醫等領域。其中地球科學與防災資料庫，整合國研院太空遙測、海洋科學、大氣

水文與強震地質資料之儲存與管理，利用大資料搜尋及 3D 影像技術，建構政府及學研界所需之災防管理平台。2013

年之具體成果，如：協助對海洋坦克號油輪在澎湖擱淺造成之環境汙染及石滬損壞進行賠償訴訟等，未來，將持續配

合政府及與學界合作，在全球氣象預報、氣候變遷、溫室效益、海洋環境變化等課題上，進行提升社會民生福祉之科

技貢獻。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海科中心
觀測資料

國震中心
強震測站地質資料

颱洪中心

大氣水文觀
測資料

太空中心
福衛2號
福衛3號觀測資料

國網中心
地科觀測資料
典藏與服務

科學家

▲ 地球科學與防災資料庫整合國研院太空遙測、海洋科學、

 大氣水文與強震地質資料

China
55.43%

Japan
28.36%

Korea
10.97%

Taiwan
5.23%

Business enterprise: 30.57 %

Government: 9.61 %

Higher education: 15.25 %

Business enterprise: 17.04 %

Government: 1.13 %

Higher education: 9.90 %

Private non-profit: 0.29 %

Business enterprise: 7.17 %

Government: 0.70 %

Higher education: 2.97 %

Private non-profit: 0.13 %

Business enterprise: 2.86 %

Government: 0.60 %

Higher education: 1.75 %

Private non-profit: 0.02 %

▲ 政策研究指標資料庫線上分析圖示

 資料來源：OECD 
 圖形繪製：國研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PRIDE 指標資料庫

Researchers, 2010

通過實驗動物管理評鑑及認證協會認證 

以實驗動物人道關懷精神為本，積極推動實驗動物福祉，確保人道管理與設施管理皆

符合國際水準

動物中心多年來積極推動實驗動物福祉，以實驗動物人道關懷精神為本，配合系統性的管理模式，確保良好

的實驗動物品質。動物中心自 2007 年取得國際實驗動物管理評鑑及認證協會（Association for Assessment and 

Accreditation of Laboratory Animal Care International, AAALAC International）認證，此項認證是美國 NIH 等政府機

構唯一承認的動物設施管理認證，認證的取得意謂動物中心在人道管理與設施管理上皆符合國際水準。

 2013 年動物中心南北設施完成三年一次的國際認證更新現場查核作業，以「零缺失」之優異表現順利取得

AAALAC 完整認證（Full Accreditation）。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支援國家疫苗及藥品檢驗，提供高品質天竺鼠

啟動擴產機制，供應近 5,000 隻天竺鼠，充分支援醫藥檢測，為全民健康把關

天竺鼠是疫苗及藥品安全性檢驗中不可或缺的把關者，然國內多年來欠缺高品質實驗用天竺鼠，因此造成醫藥、醫材

臨床前試驗發展障礙，以及國家疫苗檢驗之困難。為補足國內實驗用天竺鼠缺口，動物中心啟動擴產機制，2013 年擴

增 2 倍產能，供應近 5,000 隻天竺鼠，充分支援國內疫苗檢測、醫材測試及藥品檢測，為全民健康把關。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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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我國生醫與醫材學研成果轉譯加值 

協助培訓大學建構校內研發成果商品化環境，推動大學生醫學術能量之轉譯加值應用

生醫與醫材轉譯加值人才培訓計畫 SPARK Taiwan 仿效美國史丹福大學卓越研究成果產業化機制 SPARK Program，在

國內生醫領域的培訓大學中，藉由導入產品化概念、建置校內靈活資金、敦聘產業化專家顧問及建立完善的培訓課程

等多項措施，促進學研成果技術的商業發展。2013 年已分別於南北兩區的成功大學及臺灣大學，正式啟動本項計畫，

兩校全力投入自有資金、人力及設備等資源，加速校內整體培訓環境的建構。透過台灣生技整合育成中心及設立於本

院的計畫辦公室，共同支援培訓大學甄選潛力團隊，並透過交流平台的建置，主動輔導加值學研成果，協助相關研發

成果的擴散。本計畫在產官學研的通力合作下，將為我國大學生醫學術能量的轉譯加值應用開啟新頁。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成功加入國際小鼠表現型分析聯盟

深化國內學研能量與國際生醫產業連結，加速實驗動物模式的臨床應用，帶領臺灣到

全球資源最前線

透過基因改造鼠解開人類疾病密碼，銜接實驗室科研成果與臨床應用，儼然成為全球趨勢。動物中心以高效率的基因

改造技術，成功叩關加入國際小鼠表現型分析聯盟（International mouse phenotyping consortium, IMPC），成為全球

第 16 個加入 IMPC 的團隊，得以與美國 NIH（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英國 MRC（National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Welcome Trust、日本 Riken BRC（BioResource Center）、韓國首爾大學及中國南京大學等全球頂尖團隊進

行跨國合作，共同擘劃建置全球生醫發展所需要的基因改造鼠資源。加入 IMPC 將深化國內學研能量與國際生醫產業

的連結，並加速實驗動物模式的臨床應用，將帶領臺灣到全球資源最前線。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推動兩岸實驗動物資源交流，促進我國生技發展 

協助以專案方式自大陸進口基因改造鼠及實驗犬，為國內發展瓶頸挹注能量

由於我國實驗動物資源不足，藥品及疫苗臨床前試驗所需動物均須仰賴國外進口，所墊高的成本大幅削弱我國新藥市

場的競爭力。為充分支援我國生技發展，動物中心持續強化兩岸實驗動物交流，利用大陸豐厚資源挹注國內生技產業

發展。目前動物中心協助國內學業界以專案方式自大陸進口基因改造鼠及實驗犬，同時爭取其它實驗物種之進口。兩

岸實驗動物交流不僅能提升雙邊科技人才素質及動物實驗的品質，亦可為目前國內發展瓶頸挹注發展能量，建立共榮

雙贏的局勢。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開創臺灣醫療器材產業的新契機 

24 位完成培訓，其中有 7 位 STB 學者創業，成立 5 間新創公司

「臺灣 - 史丹福醫療器材產品設計之人才培訓計畫」(Stanford-Taiwan Biomedical Fellowship Program,STB 計畫 ) 是

與美國史丹福大學合作培育我國醫材領域的創業人才計畫，期能開創醫材產業的新時代。計畫執行至今，已完成 24

位人員的訓練，獲得許多矽谷經驗及資金，並已成立了 5 家新創公司，其中一家已於 2013 年增資至新臺幣 2 億元。

為能創造更多創業成功的案例，STB 計畫於本年 10 月與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共同組成「Taiwan Medtech 

Alliance」(台灣醫材創新技術聯盟 )，齊赴美國舊金山灣區參與「IN3 Medical Device 360° Summit - San Francisco」盛會，

並安排我國 6 組創業團隊與新創公司學員發表目前的創新成果，以尋求募資或合作機會。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

 SPARK Taiwan 人才培育計畫啟動儀式 (2013.06.13 由美國史丹

福大學 SPARK 計畫 Daria Mochly-Rosen 教授 ( 左 3)、國科會

孫以瀚副主任委員 ( 左 4)、台灣生技整合育成中心首席顧問

蘇懷仁博士 ( 左 5) 及台大楊泮池校長 ( 右 4) 共同舉行台大培

訓大學開幕儀式

推動及提升國內自主研發之高階
影像磁振造影系統

提升國內自行研發磁振造影系統與其相關

元件技術，促進高階磁振造影應用於基礎

生醫、動物模型、臨床前研究與轉譯醫學

等領域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與國立

臺灣大學 2013 年 12 月 19 日簽署合作備忘錄，於新竹生物

醫學園區生醫研發中心共同建立「磁振造影系統研發及影像

服務平台」。

配合行政院六大新興產業之「臺灣生技產業起飛行動方案」，國研院、國衛院以及臺大醫學院積極推動高階醫療

影像產業於台灣萌芽茁壯。高階醫療影像為目前臨床診斷上相當重要的非侵入式診斷工具之一，其中又以無放射

性之磁振造影 (MRI) 設備最具發展潛力，其所提供之高品質結構與功能醫療影像，能夠有效協助醫師進行診斷，

並找出細微病因，大幅減少重複之醫療資源浪費。

本次結合三方所建立之「磁振造影系統研發及影像服務平台」，將提供國內產、學、研、醫各界研發高階磁振造

影系統時所需的服務，並且協助推廣其應用層面，以帶動我國生醫研究動能，促進臨床應用發展；同時可提升我

國高階磁振造影系統之研發技術，建立系統軟硬體之自主設計與製造能力，培養產品開發、認證管理與製造等經

驗，帶動國內磁振造影系統上、中、下游產業鏈建立，促進產業升級，建設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成為亞洲生醫影像

研發與應用重鎮。  

▲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龔行健院長 ( 左 )，財團法人國

家實驗研究院羅清華院長 ( 中間 ) 及國立臺灣大學楊泮池

校長 ( 右 ) 簽署「磁振造影系統研發及影像服務平台」合

作備忘錄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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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全球化的競爭浪潮下，人才是最珍貴的資源。我國在產業升級轉型之際，面對最嚴苛的挑戰可能也

是人才。下一波的全球競爭中，科技人才影響的可能不僅是一家廠商的競爭力，而是整個國家的競

爭力。「培育科技人才」為本院四大策略目標之一，透過服務平台鏈結教授、研究生與廠商，過去一年，

也有一些國際人才的交流身影，記錄了本院在人才培育上對台灣社會的努力。

科技人才培育
打造志工企業家與科技人對話的平台

帶領孩子認識實驗動物，感謝牠們對

醫藥開發的貢獻，建立尊重生命的正

確觀念。

認識科學家的小幫手！ 
揉合科普體驗與生命教育的 
親子科普活動。

開辦「國研講座」 

2013 年開辦「國研講座」，打造志工企業家與科技人對話之平台，藉由分享創業與經營之理念，激發同仁的科

技創意，並藉此連結全球產業的發展脈絡，洞察前瞻科技的應用趨勢。迄今已邀請多位志工企業家，如矽谷創業

家林富元先生、公益平台基金會嚴長壽董事長、台達電子鄭崇華榮譽董事長、電子時報黃欽勇社長等，一同探討

「科技創新」、「價值創造」與「社會公益」等議題。

• 4 月 9 日 邀請電子時報黃欽勇社長，講題為「數位台灣的國際出擊」。

• 6 月 4 日 邀請台達電子鄭崇華榮譽董事長，講題為「創業初衷－助人解決問題，滿足人類需求」。

• 7 月 2 日 邀請公益平台基金會嚴長壽董事長，講題為「公益平台與科技志工」。 

• 7 月 30 日 邀請矽谷橡子園創投育成中心 (Acorn Campus) 林富元共同創辦人，講題為「創造價值脫穎而出 

  的新省思」。

動物與人類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實驗動物更是科學家的最佳小幫手，人類使用的藥物和疾病治療方式的研發，都

需要牠們的協助。國研院動物中心和臺北市立動物園共同舉辦〝科學家的小幫手〞活動，將生命教育的概念融入

科普體驗中。藉由互動式闖關，帶領 5–15 歲兒童在動物園裡，認識小生命的大貢獻；學習愛護動物，尊重生命

的正確觀念。

本次活動內容包括在大貓熊館舉行的互動式演講、展示

及體驗活動，以及兒童動物區的關注活動，開啟孩子們

和科學家小幫手的第一次親密接觸。要怎麼樣才能給小

幫手們舒適的居住環境，鼠毛摸起來是甚麼感覺，不同

動物的心跳誰比較快，大小朋友都可以透過實際體驗一

起來找答案。本次活動也特別邀請財團法人兒童肝膽疾

病防治基金會、財團法人糖尿病關懷基金會、漢儒文教

基金會的親子一同參與，讓這些小小勇士們知道，有許

多小幫手正奉獻於各種疾病的治療方法開發，對抗疾病

的路上，並不孤單 !
▲ 基金會致贈感謝狀：( 左至右 ) 動物園金仕謙園長、漢儒文教基

金會陳燕柔董事長特助、肝膽疾病防治基金會譚季欣董事、糖尿

病關懷基金會戴東原董事長、國研院動物中心余俊強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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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季節變化的時候，許多鳥類會成群結隊地飛到遠方的另一個家，有這種遷移習性的鳥類，就叫做候鳥，牠們總

是依照一定的路線和方向集體飛行。候鳥計畫的學員們，就如同每年固定期間回家的候鳥一樣，經過幾千公里的

飛行回到自己的故鄉－台灣，此乃候鳥計畫的命名由來

 候鳥計畫是針對 18 到 30 歲的海外第二代學子，包括幼年即隨父母親移民以及在國外出生長大者，讓他們利用學

校放暑假的時候，回來台灣進行為期 50 天的實習服務，實習地點包括政府機構、財團法人、學研機構、民營企

業及大專院校等，而在實習結束時也會舉辦成果發表會，並經評審擇優頒發獎勵。

曾有些學員是被父母親半哄半騙報名的，在千百個不願意下回到台灣實習，但是後來卻在心得報告中表示，在台

灣實習的這 50 天，是自己人生當中最美好的 50 天。除了從實習中學到許多實務經驗之外，也近距離看到自己父

母親的故鄉，感受到台灣人的生命力和熱情。許多學員不約而同表示：「即使實習結束回到僑居地，台灣也是自

己永遠的家。」

候鳥計畫於 1994 年開始試辦，該年僅提供 50 個名額，最終竟來了 181 人。結至 2013 年，候鳥計畫共舉辦 9 期，

累計 2,287 位學員參加，分別來自美國、加拿大、英國……等 30 餘國，專長領域則包括了人文、工程……等六

個領域。

候鳥計畫是以專業人才回流為出發方向，向下紮根，促使許多海外第二代青年返國學習與服務，藉由與國內專業

人士交流，認識台灣，進而認同台灣、愛台灣，或於日後適當時機為台灣在國際上發聲。

協助海外第二代學子，認識自己永遠

的家—台灣。

候鳥計畫

2013 年 3 月啟動的「國科會創新創業激勵計畫」是國內首次結合重量級企業、國際創投家與政府資源，為研究

學者與青年學子的創新與創意，提供邁向創業的支援機制。第一梯次徵得 242 件的創業構想書，近 300 人次參與

創業講座諮詢活動；辦理 2 場次深度培訓營，激發出 16 件產品原型，展示於天使創投媒合會，吸引了近百位企

業與創投代表參與；最終有 5 隊獲得創業潛力獎，5 隊獲得創業傑出獎，均具有相當的市場發展性。第二梯次的

活動已如火如荼地展開，共獲得 211 件創業構想書。此項五年期的計畫未來將持續整合創業輔導資源及累積參與

團隊創業經驗，鼓勵學研界積極投入科技創業，創造社會價值。

為強化各領域學門與國研院的聯結與合作，促進跨領域整合與創新，本院首次於台北、新竹及台南舉辦全院的推

廣說明會，並邀請國科會各領域學門召集人、學門複審委員、學門承辦人、新進學者及本院服務平台現有使用學

者共同與會，聯手譜出學研合嗚協奏曲，為未來揮灑出無限的可能！

本次活動結合各中心服務機制介紹及成果展示，同時開放參觀國震中心、晶片中心、奈米元件實驗室、太空中心、

儀科中心及國網中心，議程安排上兼顧成功案例分享與雙向交流，除了讓與會者留下深刻印象，更成功打響「國

研院」知名度。展望未來，羅清華院長認為化被動為主動，改以顧客導向的方式面對學界及產業界是本院必需走

的路，因此國研服務平台推廣系列將會持續推動，吸引更多跨領域研究合作的契機。在新的一年，將會是本院全

面開拓之年，繼續馬不停蹄大力推進各項產學研合作，且讓我們共同努力拭目以待。

激發 453 份創新創業構想書 , 重量級創

業人才培育達 447 人次 , 激勵 12 組創

業團隊成立新創公司。

積極推動產學研合作，聯手譜出跨領

域整合創新。

鼓動創新創業風潮，
創造社會價值

首辦國研服務平台推廣

▲ 2013 年第一梯次獲得 200 萬創業金的隊伍與吳敦義副總統、國科會孫以瀚副主任委員及智榮基金會施振榮董事長合影

▲ 候鳥學員於團體訓練活動期間在鹿港天后宮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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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社會參與方面，本院以創新科技、守護台灣為職志，同仁以科技志工的精神為台灣科技創新盡一己

之力。近年來因為氣候變遷造成的天災，本院科技研究成果在預測上對守護台灣產生重大貢獻，可

為善盡公民責任。在國際合作方面，本院長期與國際研究組織進行交流，成為國內學術研發最重要的國

際交流平台。

社會參與及國際合作

十週年院慶慈善音樂會
國研院十週年系列活動中除了 6 月 15 日當日的院慶大

會、科技論壇、科普教育展為主軸外，另一個最大的

特色就是舉辦了國研院第一次的院慶音樂會。這次的

音樂會由院部人資室及新竹區各中心福委會聯合規劃

籌辦。

籌備小組邀請到了朱宗慶樂團為大家表演打擊樂。朱

宗慶樂團走在趨勢前端，勇於實驗與嘗試新的表演方

式深受大家喜愛。新一代朱宗慶樂團具備專業、熱情、

親和力、中西融合的特質外，更散發一股屬於年輕人

特有的青春氣息，在曲目或演出型態有著更自由開闊，不受約束的發展空間。

這次的音樂會除了讓同仁及眷屬一起歡喜慶祝國研院成立十週年，並邀請世界展望會 ( 新竹區 ) 66 位受扶助家庭

的兒童及親屬共同參與。希望本院以愛心、關懷為出發的音樂饗宴能拋磚引玉引起同仁及社會大眾對弱勢團體的

關注。

本院榮獲 102 年度「國家發明創作獎」
之貢獻獎
國震中心配合震前準備、震時應變、震後復建之需要，整合各界推動各項

地震減災相關研究。透過中心團隊的努力，已在國內外取得 64 件專利，技

術移轉收入超過新台幣 3,500 萬元，單以國內耐震結構系統廣泛使用的結

構系統保險絲－挫屈束制支撐為例，不但透過技術移轉推動國內相關產業

發展，更因此節省外匯十億元以上。

除了經費收入外，更重要的是透過各項地震減災技術之落實應用降低震災

損失，例如 921 大地震後開始執行的校舍耐震評估補強工作，迄今已協助

確認近 10,000 棟校舍之耐震安全，保障超過 100 萬名師生之安全；另外國

震中心也協助內政部及交通部修正建築物及橋梁的耐震規範，提升國內建

築與橋梁的耐震能力。這些工作對全民生命財產之無形價值，更是無法以

金錢衡量。

本院實驗室開放參觀
慶祝國家實驗研究院成立十週年，國研院開啟各實驗室大門，包含動物、地震、太空、國網、奈米、晶片、儀科

等中心。邀請民眾體驗與巡禮高科技設施，共計有千名以上民眾參觀。

其中動物中心開放南部硬體設施，包含檢疫區、機電設施、代養區、實驗及解剖教室參觀；國震中心則展出地震

模擬震動台、反力牆與強力地板及反多軸向試驗三大系統。

同樣位於新竹區的國網、晶片、儀科、太空及奈米中心，更聯手以科學遊樂園的方式，以遊園車串起各實驗室參

觀，讓民眾認識奈米、半導體、太陽能與晶片的奇幻世界與儀科的真空與光學技術外，並安排科技各項小體驗活

動，如太空中心發射水火箭、國網中心 3D 立體科學成果展示、體感飛行並展示超級電腦。

▲ 朱宗慶樂團為本院十週年院慶演出

▲ 吳墩義副總統頒發獎杯予本院國震 
中心張國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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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國際合作平臺，提
昇我國科技研發實力
為實現追求全球頂尖之願景，創造在地社會

與產業效益，本院積極與重要國際機構簽訂

合作協議，透過國際間共同研究計畫、大型

研究設施共同、技術合作等國際活動，讓科

研平台持續拓展，並朝前瞻新視野邁進。為

致力推廣與國際間知名學術研究機構建立合

作關係，本年度與世界上 19 個國家相關研究

機構簽訂 68 項合作協議，展現與外界之互動

及國家實驗室形象；在今年與本院簽署合作

協議之機構包括科威特國家科學研究院 (Kuwait Institute for Scienti�c Research, KISR)、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計算神經科學中心、美國密西西里大學國家計算水科學及工程中心、加拿大國家研究委員

會、挪威康士伯衛星服務商業衛星中心、波蘭太空研究中心、美國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美國 Optilab 公司、日

本遙測技術中心、美國大學大氣研究聯盟、泰國GISTDA太空中心、英國艾克斯特大學工程、數學與物理科學學院、

美國國家太空總署、以及美國矽谷 PnP 創新育成公司等。

另外與國外頂尖機構交流上，本院先後造訪加州大學之聖地牙哥分校 (UCSD)、爾灣分校 (UCI)、南加大 (USC)、洛杉磯

分校 (UCLA)、德國 DLR 航空航太中心、Julich 超級電腦中心、MARUM 海洋環境中心、GFZ 地質研究中心、GEOMAR 海

洋研中心、荷蘭 SURFsara 國家超級計算中心、NIOZ 荷蘭皇家海洋研究所、KNMI 荷蘭皇家氣象研究所、法國 Ifremer

海洋開發研究院、GENCI 國家高效能運算中心及 JAMSTEC 日本獨立行政法人海洋研究開發等機構，並參與台波雙邊

材料研討會與科威特雙邊研討會，以及與 KRCF 韓國基礎技術研究會舉辦首屆國際技術交流研討會，以加速提昇地球

科學、環災科技及電子資通訊技術之相關經驗，強化本院在跨整合領域相關計畫之應用及發展。

打造跨國聯盟版圖，匯
聚國際合作能量新局面 
在佈局全球、以及開拓國際合作版圖上，本

院更充分展現國研人的活力，將國際合作的

版圖不僅於美洲、亞洲，更跨一大步邁向中

東、東歐等地，以國研院跨「地球科學與環

災科技」、「電子資通訊」、「生醫科技」3

大領域，與國科會駐外科技組聯手發揮加乘

效果，推動落實高科技人才培育及雙邊交流。

國際合作與互動上，涵蓋加拿大、美國、法

國、英國、挪威、西班牙、波蘭、歐盟、德國、荷蘭、丹麥、南非、科威特、俄羅斯、南亞、中南美洲、大陸地區、

越南、馬來西亞、韓國、日本等國，並有雙邊研究議題、人員互訪及共同舉辦研討會等實質合作事項之推動。

此外，本院太空中心福衛二號衛星影持續支援「守望亞洲 Sentinel Asia」等國際組織於環境監測、防救災之衛星

影像需求。並提供 65 國約 2 千位科學資料使用者，隨時取用福衛三號星系之大氣及科學資料，提升我國太空計

畫的價值與國際聲譽。

▲ 國研院羅清華院長率團拜會日本獨立行政法人海洋研究開發機構

▲ 共同舉辦研討會之一例：國研院與 KRCF 韓國基礎技術研究會舉辦國際技術

交流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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