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料來源：行政院國科會網頁---中華科技白皮書部分內容) 

第四章 重點科技活動 

   民國 82年年政府依據市場潛力大、產業關聯性大、附加價值高、技術層次

高、污染程度低、能源依存度低等「二大、二高、二低」六大原則，策訂通訊、

資訊、消費性電子、半導體、精密機械與自動化、航太、高級材料、特用化學品

與製藥、醫療保健、污染防治等十大新興產業，作為產業發展的主要方向。並規

劃十大新興產業的總生產值從公元 1992年的 273 億美元提升到公元 2002年的

942 億美元。 

    經濟部「十大新興工業發展策略與措施」，對於我國未來至公元 2006 年高

科技產業的發展，主要範圍包括：(1)通訊工業；(2)資訊工業，包括資訊硬體及
軟體；(3)半導體工業；(4)消費電子工業；(5)精密機械與自動化工業；(6)航太工
業；(7)特用化學品、製藥與生物技術工業；(8)醫療保健工業；(9)環境保護工業；
(10)高級材料工業，包括複合材料、高性能塑膠材料、高級纖維材料、特殊合金

材料、精密結構陶瓷材料以及電子材料。

   商業周刊：94 年 9月行政院謝院長，強調 2005 年產業重點為持續推動「二

兆雙星計畫」，其中「二兆」是指半導體與面板兩項產業，亦是目前台灣投資人

所重視的當紅產業。在這兩大產業持續長多發展下，無塵室建造廠商亞翔

(6139)，…… 

 
圖 1經建會長期科技人力供需推估及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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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微機電技術及精密機械 

一、微機電技術 

       微機電系統(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MEMS)是目前科技界公

認為最具未來發展潛力及前瞻性的研究領域。微機電系統的發展，根源於 1960

年代對積體電路的研究，當時發展的理念在於如何將電子電路微小化，十年之後

各式微小的電子產品已走入家庭，造成了重大產業革命。而到目前，科技研究人

員又改善傳統加工技術及應用半導體製造技術，以試圖將各種機械元件微小化，

期望能如半導體工業一樣成為革命性的先驅技術。 

       由微機電系統的市場預測資料顯示，微機電系統亦是二十一世紀產業的

主流。預估到公元 2000年全球微元件總產值將達 139 億美元，年平均成長率 19

％，相關應用系統總產值 976 億美元，這顯示在二十一世紀初期微機電系統的全

球市場將會有急劇的成長。在微機械元件中的感測器、致動器及其它相關的微結

構，近期內將廣泛的應用在儀器工業、汽車電子裝置及醫療器材；長期而言，則

會普遍的應用在航太工業、通訊工業、消費性電子產品及一般機械工業等方面。 

       微機電系統領域為一充滿希望但尚未開發領域，許多國家如美國、日本、

德國、法國、瑞士等國家，都投入大量的人力和物力從事微機電系統的研究。美

國在微系統技術發展之研究機構超過 25 個實驗室(內含一個國家實驗室)，民間

公司超過 100 家，國家研究經費在公元 1994 至 1997年每年 2,000 萬美元，1997

年後每年達 5,000 萬美元，特色在業界研發能力強，可主導技術與產品的發展趨

勢；日本在微系統技術發展之研究機構有 13 個研究所，民間公司超過 30 家，研

究經費每年約 2,500 萬美元，目前正由通產省推動一個十年(公元 1991 至 2000

年)之國家型科技計畫；歐洲以德國在此領域研究最具成果，研究機構超過 100

個實驗室，民間公司超過 160 家，研究經費每年約 6,600 萬美元，另外歐聯有一

跨國性整合計畫，含有 120 個實驗室、350 家公司與每年 1.2 億美元的研發經費。 

       國內在微機電系統技術發展的研究機構包括 7所大學、工研院、中山科

學研究院及同步輻射中心，民間公司有 4家，公元 1990 至 1996年研究經費約 5

億台幣，研究人力 350 人年，預估公元 1997 至 2000年研究經費新台幣 25 億，

研究人力 1,550 人年。目前大學中在感測器(生化、光、壓力、磁、輻射、光纖)、

加速計、微陀螺儀、矽加工、能源系統、電子蒸鍍、微熱交換器、微泵等已有初

步研究成果；工研院在微電子構裝、微結構分析、金屬蝕刻技術、微機械加工、

微凸塊結合、矽晶微加工、電漿輔助化學氣相沉積、壓力感測器、生化感測器等

是其研究重點；中山科學研究院的研究內容包括薄膜技術、反應離子蝕刻、電漿

輔助化學氣相沉積、加速計、陀螺儀；同步輻射中心則研究 X光深蝕刻微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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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市場、專利、技術及產業特色等因素分析，適合我國未來發展的相關產業與

產品如下： 

       1.半導體—高腳數導線架、微包裝等。 

       2.資訊電子—微掃描器、微讀取頭、微馬達、微致動器、微噴頭等。 

       3.消費性電子—微照相機、微快門、微馬達、微電力、多功能感測手錶、

平面線圈、顯示器等。 

       4.通訊—光開關、光連接/耦合器、個人無線機器等。 

       5.環保與安全—多功能感測器、環保感測器等。 

       6.生化醫療—血壓計、血醣計、居家健康檢驗、多功能感測器等。 

       7.自動化—智慧型感測器、微視覺系統等。 

       8.紡織—超精細紡嘴、蜂巢式過濾器等。 

       9.化工—微反應器、多功能感測器、微熱交換器等。 

二、精密機械 

       精密機械工業係融合電子、機械、光電、自動化、精密加工及氣油壓系

統等技術，且需持續投入資金從事研究開發，保持技術領先以創造較高之附加價

值，為技術及資本密集之工業，其範圍包括：精密工具機、自動化產業機械、精

密檢測設備及精密零組件等四大類，主要特性在於其產業關聯性非常高，屬支援

性產業，是各項產品品質良劣之關鍵，且產品生命週期較長，功能多為漸進式改

善，所以長期累積技術實務經驗人才至為重要。 

       國內在精密機械發展方面，上游研究主要在國科會，包括各大專院校機

械相關系所等教授，研究經費每年約有新台幣一億二千萬元，研究重點在工具

機、傳動系統、機械系統設計、模具、電子構裝設備、冷凍空調、通風系統、汽

電共生、共用引擎等項目，此外歷年共核定精密機械類產學合作計畫十三件，每

件經費約 300 萬至 1,000 萬間，主要包括：半導體製程、放電加工機、晶圓廠整

合製造系統、X光深刻術應用、自行車變速器、中空射出成型製程、高速主軸、

變導程螺桿機構等。 

       精密機械中游之研發則主要在各研究機構，如工研院、金屬工業研發中

心、中山科學研究院、工業局等，「機械科技發展專案先期計畫」科專計畫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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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至 90年之五年總研發經費約 12 億 7 千萬元，包括工研院機械所之「精密機械

第二期研究發展計畫」、「機械業關鍵零組件第二期計畫」、「電子產品關鍵機

械技術研究發展計畫」、「動力機械技術研究發展計畫」、金工中心之「金屬工

業關鍵性零組件加工技術計畫」、 「工業用模具技術研究與發展計畫」、「金

屬製品檢測技術之建立與推廣計畫」、「金屬二次加工自動化系統技術研究計

畫」、以及中山科學研究院二所之「機械業關鍵系統技術研究發展計畫」。本計

畫分為設備系統、零組件、以及基本加工技術三部份，設備系統部份預期國內將

具有五軸綜合加工機、複合化切削中心、精密磨床、多工程鍛機、自動黏晶機、

以及自動銲線機等整機系統之設計、分析及關鍵模組化零組件設計與製造能力，

除可提升我國工具機品級、提高國際市場競爭力外，將可建立我國 IC 後段設備

及環保機械新興產業之基礎，對增加機械業之投資機會與提升 IC 工業之自主能

力均有幫助。零組件部份，產業將具有開發錶芯精密模具、精密工具機主軸、微

小馬達、高精度齒輪傳動機構、比例閥、渦埢冷媒壓縮機、以及成型鏡片等高附

加價值零組件能力。基本加工技術部份，預期國內將具備國際水準之鑄鍛製程加

工技術，可大幅提升業者現有鑄鍛件之製程效率與品質。 

       精密機械下游發展則有賴我國為數眾多之中小企業，政府並輔以相關措

施，如協助企業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計畫，以及各項優惠融資與租稅減免等。目前

國內技術問題點在於研發人力不充足，業者難以有效地建立研發環境進行研發工

作，同時因國內產業係以分工方式，零組件外包製造，僅在中心廠裝配，無法去

帶動整體研發工作，以致於使相關組件的功能及品質不易提升，終致影響整機性

能。 

       為使我國精密機械工業能在市場上立於不敗之地，應深入研究關鍵組件

設計製造技術，並建立開發技術，重點包含設計、分析、製造及量測的技術，目

標除擴大機器適用功能範圍，也需朝規格化及模組化，同時兼顧可靠度及壽命。 

       展望未來，近程目標能夠建立奈米加工技術及微機電技術之基礎研發能

力，增加國內精密機械技術人才供給量，以滿足業界需求，並在五年內增加精密

機械產值 25 億美元；長期而言，需建立國內高科技產業發展所需之精密機械設

備的自主開發能力，發展奈米加工技術及微機電技術，以強化微零組件及微系統

之開發能力。 

 第四節 自動化科技  

鑒於導入自動化能大幅提升生產力及保証產品品質，並能增強企業之國際競爭力 

未來應加強下列自動化科技之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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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製造業自動化 

2.商業自動化 

3.農業自動化 

4.營建自動化 

5.人才培育 

 

第五節 材料、特用化學品  

一、材料科技─金屬及陶瓷材料科技 

       材料科技之發展，就材料類別而言，可分金屬、陶瓷、電子、高分子及

複合材料等，本節分金屬及陶瓷材料、高分子材料兩部分敘述。 

    金屬及陶瓷材料之基礎研究主要由國科會及教育部支持。教育部推動「材料

科技教育發展計畫」，補助大專院校進行相關之教學與研究。國科會於推動前瞻

性研發工作時，鼓勵國內材料研究人力成立研究群，並規劃重點研究領域如下：

鋼鐵材料及加工、鑄造及銲接、輕合金及金屬基複合材料、結構陶瓷、電子陶瓷、

材料腐蝕與防蝕、以及硬膜鍍層及材料等。 

二、材料科技─高分子材料科技 

       高分子工業是我國主要產業之一，包括塑膠、橡膠、人造纖維及合成樹

脂等工業，其生產總值超過新台幣一兆元，佔全國製造業總產值的 30%。我國所

生產之塑膠，如 PVC、ABS 和聚酯纖維更在世界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高效

率的生產及龐大且多樣化之下游加工業，是我國高分子工業的特色。 

       高分子是一跨領域的學門，目前我國高分子研究主要集中於各大學化工

系，此外化學系、應化系、材料系、機械系、應力所、醫工系、牙醫系及物理系

等亦有不少從事高分子研究之學者，其中以清大化工系、成大化工系、交大應化

系、台灣工技學院纖維高分子系及逢甲大學紡織系最具規模。以民國 85年為例，

國科會總共支持 158 個高分子研究計畫，總研究經費為新台幣 9,204 萬元，參與

計畫的博士班研究生 79 名，碩士班研究生有 241 名。 

 5



       國內高分子基礎研究近年來的重點包括：導電性高分子、液晶高分子、

光記憶用高分子材料、非線性光學用高分子材料、氣體分離膜、高性能全芳香性

高分子材料合成、含奈芳香聚酯、反應型增容聚摻、纖維強化酚醛樹脂拉擠成型

加工、三次元織物加工、擠壓塗佈加工、電腦輔助高分子加工 CAE-MOLD 軟體、

變色纖維以及活性碳纖維等。 

    為因應產業結構調整，發展功能性高分子材料和高性能高分子材料，是我國

高分子產業必須努力的兩個主要方向。功能性高分子材料包括：通訊資訊用高分

子材料、半導體元件用高分子材料、醫用高分子材料以及省能源環保用高分子材

料。國內高分子工業界在高性能高分子材料生產種類非常少，目前只有 ABS、

POM、PBT和 Nylon 四種工程塑膠，發展新型高性能高分子材料及高性能高分子

聚摻及複合材料，應是未來發展之重點。此外，精密高分子加工技術及高機能性

纖維與染整之未來發展亦不應忽視。 

三、特用化學品 

       特用化學品工業具有產品多樣化、單項產品生產量少、能源消耗低、原

料及製造成本低等特性，屬於技術密集及高附加價值的新興化工產業，很適合我

國現今產業環境發展，因此於國建六年計畫中，將其列為十大新興產業之一。近

年來，更隨著特化產業技術的不斷提升，使其產品範疇迅速擴張至高科技的電

子、光電、生醫材料、製劑及原料藥等產業，發展潛力無窮。 

       目前特用化學品的上游科技研發係由國科會支持，協助學術界投入相關

研究領域，為此特別成立「特用化學品」技術發展推動小組，結合產官學研各界

之代表，並配合產業發展策略，共同規劃出觸媒、合成樹脂、界面活性劑、染顏

料、醫藥品、環保用特化品、電子用特化品、溶凝膠及超微粉特化品等八項研究 

日前已由經濟部完成特化產業技術發展策略規劃，各分項之優先執行重點如下： 

1.合成樹脂：功能性及環保型合成樹脂、機能性樹脂及關鍵中間體技術。 

2.電子用特化品：半導體用及光電用特用化學品技術。 

3.環保用特化品：程序處理助劑及功效性環保用特化品。 

4.溶凝膠及超微粉特化品：溶凝膠及粉體技術、次微米粉體技術、表面優質化製

程技術。 

5.界面活性劑：功能性界面活性及分析鑑定技術。 

6.染顏料：高附加價值染顏料產品開發及關鍵性染顏料中間體合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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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航空與太空科技  

第七節 醫藥衛生科技  

第八節 農業科技 

第九節 生物技術  

第十節 能源、原子能和平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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