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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工程技術研究發展處業務

工程處專案研究計畫聚焦

工程技術研究發展整體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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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台灣科技願景

擘劃科技政策 支援基礎研究 完善科學園區 推動創新創業任務

強化

願景

跨部會
協調與合作

整合各部會
資源與能量

綜合規劃科技政策

創新

包容

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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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處業務職掌

➢工程領域(機電能源、民生化材、電子資通、工程科學創新、尖端

與優勢領域)研究發展策略規劃、推動及協調

➢跨領域及跨部會相關研究之推動及協調

➢申請案件之審核、補助及考核

➢人才培育延攬及獎助

➢研究環境之建置及提升 策略型
專案

國際合
作研究

產學合
作計畫

自由型學術
研究計畫

人才延
攬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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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處學門介紹

➢土木工程
➢環境工程
➢化工
➢高分子
➢材料工程
➢醫學工程 ➢微電子

➢光電工程
➢資訊工程
➢智慧計算
➢電信工程

➢海工
➢機械固力
➢航太
➢控制
➢自動化
➢電力
➢能源
➢工業工程與管理

機電
能源

民生
化材

跨領域
合作

電子
資通

➢新興跨領域



工程技術研究發展整體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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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瞻
應
用

基
礎
科
學

⚫學門基礎研究、學門主題式計畫
⚫ 2030跨世代年輕學者方案
⚫工程科技中堅躍升研究
⚫其他好奇探索[吳大猷獎計畫…等]

⚫導向型基礎研究-處專案
計畫：高熵材料之學理
與應用開發、立方衛星
關鍵技術

⚫原子能科技研究

⚫產學合作研究

⚫ Å世代半導體
⚫前瞻智慧互動實境顯示
⚫智慧微塵感測器技術研發
⚫關鍵新興晶片設計研發
⚫次世代化合物半導體
⚫智慧化製造核心關鍵技術研發
⚫下世代通訊系統關鍵技術
⚫創新醫材精準診斷與治療
⚫深海工程技術研究發展
⚫自駕車次系統關鍵技術
⚫國防科技前沿探索計畫
⚫淨零減碳之前瞻科技開發
⚫ 6G前瞻學術研發好奇探索

基礎研究計畫

導向型
基礎研究計畫

前瞻策略
跨領域專案計畫

產學合作計畫

⚫工程科技推展中心

推廣專案&
核心設施

➢ 打底基礎科學研究，鼓勵學術創新突破
➢ 鼓勵跨域整合，聚焦新興科技及產業技術需求
➢ 落實科技政策，布局前瞻研發，提升國際競爭力

國際合作
計畫

⚫ 臺灣-德國鋰電池合作
⚫ 臺美(NSTC-NSF)先

進半導體晶片設計與
製造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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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處專案研究計畫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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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ed 

Areas

半導體科技 智慧製造

6G通訊&衛星

前瞻材料技術

國防&海洋

➢ 電子設計自動化研發專案計畫(EDA)(108-111)
➢ Å世代半導體(110-114)
➢ 關鍵新興晶片設計研發(111-114)
➢ 矽光子及積體電路 (107-111)
➢ 次世代化合物半導體前瞻研發(111-114)

✓ 臺灣-德國鋰電池合作
✓ 臺美(NSTC-NSF)先進半導體晶片設計與製造國際合作

➢ 高熵材料之學理與應用開發(110-113)
➢ 智慧仿生材料與數位設計平台(107-111)

➢ 6G前瞻學術研發(111-116)
➢ 立方衛星關鍵技術研發(111-113)
➢ 下世代通訊系統關鍵技術(110-113)

➢ 次世代智慧製造關鍵技術研發專案計畫(111-114)
➢ 虛實加工技術開發與智能化系統整合(110-113)
➢ 人機協作機器人技術開發與系統整合(110-113)
➢ 發展智慧製造及半導體先進製程資安實測場域(109-112)

➢ 學研中心(110-114)
➢ 國防科技探索(111-113)
➢ 航向藍海-海洋研究平面到立體，建立海洋

永續利用基石:發展深海工程技術(111-114)

智慧生活

➢ 創新醫材精準診斷與治療(111-112)
➢ 前瞻智慧互動實境顯示科技(110-113) 

➢ 智慧微塵感測器技術(110-114)
➢ 自駕車次系統關鍵技術研發(111-114)

國際合作物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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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女性科研人才補助

生育期間：醫師診斷確認懷孕事實起至養育3足歲以下子女之連續期間內，且已核有學門專題研究計畫之女性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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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生育科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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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國內舉辦國際研討會會議托育經費

一、補助研討會提供托兒服務措施之執行方式

徵件階段 申請階段 審查階段 結報階段

於每年兩次的徵
件公告宣導，得
依實際需要提供
托兒服務經費。

由會議主辦人於
申請階段之計畫
申請書臚列托兒
服務措施及相關
費用。

部外初審委員依
申請書，對托兒
規劃內容衡酌評
分

獲得國科會補助
之研討會，得於
核定總金額內調
配使用覈實列支。

二.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托兒經費補助情形

➢ 補助內容：例如於會議現場配置托兒場所、聘僱保姆協助照顧幼兒，或補助
參加會議之專家學者自行托兒之費用等。

➢ 注意事項：

1.國科會補助申請機構辦理國際研討會，相關權利義務係由申請機構負責。

2.申請機構因應會議風險控管，法規遵循所衍生之成本可由保險費用吸收，
並為本補助經費可支應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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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國內舉辦國際研討會會議托育經費

三、案例參考與比較

項目 日本 臺灣

中央
部會

文部科學省：
提供之「科學研究費輔助費」及
「學術研究助成基金助成費」，可
補助執行機構進行相關研究課題而
有必要舉辦會議時，於會場內設置
的托兒設施之費用，且會議時間不
限工作日、假日或夜間。

國科會：

「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補助
經費，可補助執行機構視實際需求規劃
參與研討會之專家學者現場托兒設施，
或自行安排托兒費用之補貼，與日本現
行托兒補助措施相同。目前已核定且有
申請托兒服務經費之案件，規劃內容舉
例如下：

1.聘僱保姆於會議現場協助照顧幼兒。
2.租借具有托育設備之場地提供與會人員
託管幼兒。

至日本奈良大學補助教職員出差期間可
補助托兒費用之補助措施，本補助要點
提供之托兒服務經費亦可含括在內一併
支應。

執行
機構

奈良先端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
校內編制教職員出差期間如需托兒
費用，可於出差前一週向學校申請，
可補助之托兒時段為出差期間每日
上午7時至下午10時，惟不含托育場
所接送費與餐點費。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