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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編輯部

世
界經濟在今（2017）年呈現緩慢復甦的現

象，先進經濟體及新興經濟體經濟也同步穩

健增長，環球透視在今年7月預測全球經濟成長率

將達3.0％，為2012年以來最佳水準，全球貿易受

惠於原物料價格回穩，世界銀行預估今年全球貿易

量成長率擴增至4.0％，超越全球經濟成長率的預

估值，而財政部公布今年6月台灣出口連9個月正成

長，重新回到兩位數的成長，也就是說，出口貿易

將帶給台灣產品未來外銷市場的新機會，台灣製造

也在國際上有許多新商機。

回顧台灣製造業在全球競爭力的發展過程，我

們可以看到台灣製造業都是以控制成本為主的策略

有關，面對主要的競爭對手歐、美、日、韓及中國

大陸等製造業企業，在資本與生產規模都比台灣企

業大上許多，造成台灣產品附加價值率及利潤都無

法提高，因此新政府將過去強調「效率驅動」轉為

「創新驅動」的產業政策原則，在實現經濟與商業

效益的過程中，系統性創新和營運模式創新都需要

考慮消費者行為而加以調校，透過建立社會界面配

套和有效移除產業化過程的「制約因素」，促成經

濟和產業的效益。

創新和研發是台灣製造業競爭力的核心利益，

也需要有厚實的技術能力，結合產業的發展趨勢，

強化企業科技創新的應用能力，提升產品的附加價

值，才能被全世界市場買單台灣製造的創新或研發

產品。

本文將介紹台灣產業研發創新現況與動向，以

及經濟部技術處提出「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

（簡稱A+淬鍊計畫）」，提供台灣製造業在創新研

發和升級轉型過程中，如何結合台灣產業優勢及政

府推動相關產業創新研發資源，作為台灣企業提升

產品附加價值及企業競爭力的參考。

台灣產業研發創新現況與動向

依據經濟部「2016產業技術白皮書」指出，

從研發經費年成長率來看，台灣近年都有5%的成

長表現，高於 OECD國家整體表現，而研發經費佔

GDP的比例接近3%，高於世界多數國家。

台灣企業積極參與研發與創新活動，研發經費

高度集中在「電腦電子光電」高科技製造領域，如

何引導資源投入服務業協助企業從事研發與創新，

是未來研發與創新政策的關鍵議題。

研發與創新表現在知識與技術的產出，台灣在

美國USPTO所獲得的專利分析，2015年在發明型專

利核准件數上，台灣維持全球第5，然而若以專利

密度來評比，台灣則位居第1，其中「資通光電」

台灣製造： 

創新與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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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技術開發進

程與市場開發規模 

技術發展趨勢 

與策略目標
促進產業應用

智慧科技領域

綠能科技領域

製造精進領域

民生福祉領域

服務創新領域

與「機械運輸」為表現相關突出的領域

近10年來研發前50大企業之研發投入佔300大

比重增加至67.41%，超過9成為ICT相關產業，以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與「資訊電子業」為大宗，

在2015年研發前10大企業中，台積電與聯發科名

列前2名，維持高毛利與良好的營業利潤率。

政府未來重點產業發展方向與規劃重點

「經濟發展新模式」是政府施政願景，以產業

創新、永續能源管理、拓展經貿布局、塑造優質經

營環境調整等4大推動主軸，在推動產業創新施政

主軸方面，重點聚焦在產業創新研發、創新創業育

成、扶植中小企業為重點，並以推動「綠能科技、

物聯網、生技、精密機械、國防產業」等策略性產

業，帶動激發產業創新風氣和能量，進而推動產業

的全面升級轉型。

為協助產業創新及升級轉型，經濟部彙整五大

領域技術發展目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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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

提升企業競爭力除了創新外，更重要的是要提

升核心的技術能力，兩者結合，才能突破發展，提

升產品附加價值與競爭力。為了為引導企業投入更

具價值的前瞻產業技術開發，鼓勵進行垂直領域及

跨領域整合，完備台灣產業生態發展，經濟部技

術處自2014年度執行「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

（簡稱A+淬鍊計畫）」，銜接原「業界開發產業技

術計畫」，持續推動補助企業投入創新研發業務，

使產業創新成果發揮更大效益。依屬性類別可區分

為：前瞻技術研發計畫、整合型研發計畫、鼓勵國

內企業在台設立研發中心計畫、全球研發創新夥伴

計畫，以及專案類計畫。

A+淬鍊計畫並未設定申請企業之規模大小，只

要企業擬開發之技術符合本計畫補助範疇皆可提出

申請。此外整合型計畫規定參與團隊（不含主導企

業）半數以上須為中小企業，即期望帶動中小企業

一併創造整體產業鏈價值。

通過計畫之補助比例原則最少為40%，最高可

達50%。惟審查委員將就公司規模（資本額、營業

額、研發支出）與計畫擬開發技術之創新性、風險

性等進行審議，並建議合理之經費規模。政府補助

企業開發前瞻型或整合型研發，企業須先支付相關

費用後，再以單據核銷補助經費。而非企業部分出

資加上政府部分出資共同支付計畫相關費用。

前瞻技術研發計畫

簡稱「前瞻型計畫」，藉由引導企業進行前瞻

及困難度較高之技術研發活動，開發未來3～5年後

可符合市場需求之技術、產品或服務，使台灣產業

在原創產品、服務及先進製造技術上，能具全球影

響力的關鍵角色。

前瞻型計畫鼓勵企業規劃與開發符合以下創新

前瞻技術：（一）國內外尚未具體成熟之技術，可

在未來產業發展中，產生策略性之產品、服務或產

業。（二）具潛力可促使台灣產生領導型技術或大

幅提升重要產業競爭力及附加價值。（三）申請計

畫內容需為經濟部公告之推動領域。

本計畫為集中資源提升台灣產業技術水準，

經盤點後擇定10項推動領域：1. 智慧資訊系統；

2. 新世代通訊系統；3. 智慧終端；4. 高階工具機技

術；5. 智慧自動化技術；6. 先進製造技術；7. 高值

新材料開發；8. 創新智慧高階醫材開發；9. 高值利

基之新藥開發；10. 人工智慧及區塊鏈。

整合型研發計畫

簡稱「整合型計畫」，鼓勵業者籌組聯盟，進

行垂直整合、橫向連結或進行研發程序整合，包含

從技術研發、雛型產品開發、βsite驗證到場域運

行等範疇，落實強化系統整合及產業鏈生態系統建

立，期望能帶動整體產業鏈發展，形成產業聚落，

發展完整產業生態體系，使產業能藉創新成果發揮

更高的效益。

鼓勵國內企業在台設立研發中心計畫

鼓勵國內企業設立研發中心，並協助建立研發

組織與團隊，發展技術路程圖及加強智財布局等。

本計畫自2014年起調整以「研發環境建構」為主要

任務，協助廠商建立完善的研發組織與研發管理制

度（包括內部人員訓練與激勵制度、研發專案管理

制度、外部發資源整合機制、智慧財產管理制度及

專案績效評估機制等），發展核心技術能耐或有特

色的營運模式，使研發中心成為創意源源不絕的環

境，發展穩定的研發核心團隊，有效管理研發成果

與轉移制度厚植企業研發能量。

本計畫提供新聘碩士（含）學歷以上之人員人

事費（包含創新或研究發展、專利管理、研發管理

制度系統平台維護等人員）、計畫主持人人事費、

國內外顧問專家費、訓練費、專利申請費及研發管

理制度所需系統之設備使用費等科目之補助，補助

比例最高可達100%。

全球研發創新夥伴計畫

以產業政策為導向，盤點台灣重點發展產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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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缺口與需求，連結與台灣產業互補互利之外國

企業來台灣從事創新研發活動，透過與國內產業合

作，共構台灣產業生態系統，進而促成國際創新研

發合作，延伸到新創事業及生產等更深層價值創造

活動，創造雙贏之成果。

專案類計畫

專案類計畫共3項，分別為工業基礎技術計

畫、快速審查臨床試驗計畫及國際創新研發合作補

助計畫。

•  工業基礎技術計畫：鼓勵國內業者以高共通

性、高技術挑戰、高經濟影響力及潛在應用市

場廣泛等原則，找出其中關鍵的工業基礎技術

加以研發與深耕，期能協助業者突破其普遍面

臨的技術發展瓶頸。

•  快速審查臨床試驗計畫：鼓勵具醫藥研發團隊

之業者執行向衛生主管機關申請產品上市許可

查驗登記用之新藥或新醫療器材臨床試驗，加

速研發成果階段產出。

•  國際創新研發合作補助計畫：鼓勵產業以全球

思維，建構國際策略夥伴創新合作關係，參與

國際（如歐盟等）研發計畫，槓桿國際創新能

量，進行技術研發國際化，提升台灣產業研發

水準與核心競爭力，帶動整體產業鏈發展，創

造產業價值，拓展國際市場商機。

2014年度推動的A+淬鍊計畫，截至2017年5

月31日止，已受理149件前瞻技術研發計畫、142

件整合型研發計畫及105件專案型研發計畫申請。

自2002年累積至2017年5月31日，已

累積促成241家國內企業研發

中心之設立，47家跨國企

業在台設立65個研發中心，並預計於國內進行超過

1,073件合作研究案，帶動研發投入金額達新台幣

603億元以上。而自2014年起調整為以「研發環境

建構」為主要任務後，累積至2017年5月31日，已

受理130件計畫申請。

結語

美國川普新政府上任提出美國優先政策，促使

美國企業回流投資，德國以百年工藝維持在製造業

的優勢，與台灣製造業聯動甚深的日本，產業興衰

發展影響台灣許多企業技術發展前景，另外，一直

是許多台商製造工廠的中國大陸工業發展實力也已

崛起，兩岸產業間充滿許多競合，而政府也提出

5+2創新產業及協助產業升級轉型計畫以為因應。

產業轉型升級已是必然趨勢，企業如何前行，

端視自身的技術能力與研發能量，並向外探索，尋

求升級轉型契機，才能在變動劇烈的競爭環境，為

企業永續生存找到一條最適合且最好的發展之道。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家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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