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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學為人力資源的重鎮，各國無不積極動員大學之研究能力，以提升國家與企業

的競爭力。在諸多激勵大學提昇研究能力的政策中，技術移轉是其中重要的一環。技

術移轉是企業取得外部技術，並建立競爭優勢與分散風險之有效方法之一。國科會於

「科學技術基本法」頒佈實施後，便積極實施以績效導向的獎補助措施，希望協助各

大學規劃建立研發成果的推廣制度暨技術移轉之機制，並加速研發成果的運用並移轉

給產業利用。數據顯示政府的經費支持，對政府科技政策的落實，以及提供廠商外部

技術來源，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本研究是國科會於 2001 年施行對大學之技轉業務

補助後的第一次系統性調查。本研究目的主要協助國科會瞭解目前國科會獎補助各學

校推動技術移轉事務的實際成效，並藉此項調查工作，瞭解各校對於國科會目前政策

上的評論與具體建議，與提出國科會可能努力與修改的方向。 

關鍵字：技術移轉、獎補助機制 

ABSTRACT 

University is the main base of human resource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nation and enterprises, many countries actively raised the research 
capabilities of their universities. Technology Transfer is one of efficient way to gain 
technologies. This study was sponser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benefit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wards since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started to support universities from 2001, and to understand the results of 
awards in current stage. The suggestions and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may provide to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for making policy in the future. 

Keywords: technology transfer, reward system 

 

壹、緒論 

大學為人力資源的重鎮，各國無不積極動員大學的研究能力，以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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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與企業的競爭力（ Siege l ,  Wa ld man ,  &  L ink ,  2003）。在諸多激勵大 學

提昇研究能力的政策中，技術移轉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L ee ,  1996；Bozeman ,  
2000）。回顧美國經濟成長的歷史，學術界與產業界合作是造成美國 19 9 0
年代經濟於快速成長的一個非常關鍵要素，而這些又歸因於 198 0 年初 美

國所推動的一些重要法案（ Bozeman ,  2000）。諸如，「產學合作教 育」

（ Coop era t ive  Edu ca t ion）、「 拜杜法案（ Th e  B ay h- D o l e  A c t  o f  1 9 8 0）」、

「史帝文生 -懷德技術創新法案（ St ev enson-Wy dle r  Techno l ogy  Innova t ion  
Ac t  o f  1980）」、「國家合作研究法（ Nat i ona l  Coop er a t iv e  R esea r ch  Ac t）」、

「聯邦科技移轉法案（ The  Fede ra l  Techno logy  Trans f e r  Ac t）」及「國家

競爭技術移轉法（ T he  Techno logy  Trans fe r  I mp rovemen t s  an d  Advan cemen t  
Ac t）」等 法案。這 些重要法 案對如何 健全以大 學為主體 的研發環 境， 進

而 推 動 產 學 合 作 之 實 質 技 術 移 轉 ， 有 著 非 常 密 切 之 關 係 （ Lee ,  19 96） 。

而日本在泡沫經濟後，於 19 96 年制定了科學與技術的基礎計畫（ S c ien c e  
and  Techn o logy  Bas i c  P l an），積極建立大學與產業間技術移轉制度後，亦

為日本帶來實值的利益。  

所謂「技術移轉」乃是將知識有系統的移轉給一個事業單位，以 改 善

其產品、製程或服務 (Oun j i an  &  Carn e ,  1987； Bo zeman ,  20 00)。企業技術

能力的來源，除了整合內部資源外，亦應掌握環境變動的趨勢與其他 企業

建立良好的合作關係與技術網絡，透過技術授權或是購買技術等形式 取得

企業外部的技術資源，以增進企業內部技術創新之能量。美國在上述 法案

通過與實施後，有效促進美國大學申請專利比率與產業創新的成功案例。

其他各項數據也顯示美國學術界及產業界之密切互動，已對美國經濟 發展

產生重大貢獻（ Siege l  e t  a l . ,  2003；張峰源、趙慧屏與郭儒家， 2004） 。

在美國的專利中，美國大學申請之比率，從 1980 年的 1 %，增加到 199 8
年的 3 %，成長 3 倍；在專利取得方面，美國大學取得專利的平均數亦高

於美國全國總平均數，由 198 1 年的少於 500 件專利成長到 1998 年的 3 ,151
件，呈現 6 倍成長。此外，根據 AUT M（ 2006）統計公佈 2，在 2 004 會

計年度，美國的學術機構取得美國專利已超過 3 ,800 件，相較於 1980 年

Bay h-Dol e  Ac t 發表前的 250 件發展甚大。在有關學術研究機構之研發 成

果對產業創新活動貢獻方面，有 567 項新產品來自於大學或非營利研 究機

構的研發成果，而自 1998 年起已累積超過 3100 件新產品進入市場。另 外，

自 1980 年起已經有 4543 家新公司是以美國大學、醫院或研究機構之學 術

研究成果為基礎進行技術授權而衍生創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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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我國借鏡的是日本積極建立大學技術移轉制度後，為日本產 業 產

生實質利益的經驗。其中日本教育部的諸多措施扮演推波助瀾之效。日 本

教育部廣泛討論大學該如何扮演推動角色，並配合政府修改管理學術 研究

及轉移智財技術的相關法律，使學術研究成果能進一步為產業所用，並 且

達到共同發展。其次是修改教授在私人公司實驗室指導技術時不再受 到財

務上的處罰。如此一來不但鼓勵大學與產業之間的技術合作，也加速 帶動

了 日 本 經 濟 景 氣 的 復 甦 （ Co l l in s  &  Wakoh ,  2 000 ）。 例 如 ， Kan agaw a  
Indus t r i a l  Techno log y  Resea rch  Ins t i t u e（ KIT RI）的研究單位與 13 個縣立

科技大學緊密合作，並從事符合當地中小型企業需要的研究與技術，其 中

為 15 %的中小企業因此找到所需要的專利（ Col l in s  &  Wakoh ,  2000）。  

在 S ieg e l  e t  a l . （ 2003 ） 針 對 大 學 技 術 移 轉 辦 公 室 （ un iv e r s i t y  
t echno log y  t r ans fe r  o ff i ce s， T TOs）的績效研究中，該研究之量化分析 與

質 性 研 究 的 結 果 顯 示 ， 絕 大 多 數 組 織 的 成 功 關 鍵 因 素 有 三 ； (1 )教 職 員 的

獎勵制度 ， (2 )大學 技術移轉 辦公室之 人事安排 與報酬措 施， (3 )大 學與企

業之間的文化障礙。有鑑於此，國科會於 199 9 年頒佈實施「科學技 術基

本法」後，便積極實施以績效導向的獎補助措施，希望協助各大學 規 劃建

立研發成果的推廣制度暨技術移轉之機制，希望各大學能獨立自主管 理其

所擁有的智慧財產權，並加速研發成果的運用並移轉給產業利用。相 對 於

美國的發展情況，我國大學之技術移轉實務的推動濫觴於國科會對於 各大

專院校成立技術移轉中心的補助。 20 01 年補助了七所大學，第二年增加

為十所，第三年因開始採用新的技術移轉評估模式而減縮為三所，第 四 年

則有四所大學的技術移轉中心獲得國科會的補助。實施以來，大學技 術移

轉業務已逐漸朝向正確的發展軌道，實質績效也反映於數字上。至 2005
年底，先期技術移轉計 3787 件，累計完成技術移轉有 548 件。另自 199 9
年起，截至 2005 年底技術成果獲得國內、外專利計 1 ,328 件。技術移轉

權利金收入也快速的成長中， 2001 年大學與研究機構技術移轉權利金收

入約為 5 ,000 萬元，2002 年約為 5 ,400 萬元，2003 年約為 1 億 1 ,30 0 萬元，

2004 年為 1 億 3 ,700 萬元， 2005 年為 1 億 4 ,500 萬元 3。  

以 上 數 據 反 映 出 國 科 會 政 策 與 補 助 措 施 對 大 學 在 技 轉 業 務 上 確 實 產

生了實質的效益。此現象著實反應了 Sieg e l  e t  a l .（ 2003）的研究結 果 。

但相較於美國與日本對於技術移轉推廣的績效，我國對於技轉業務實 有繼

續改善的空間與政策修改的必要。特別是在多年從事技術移轉業務後，目

前各大專校院與補助之研究機構辦理技術移轉與相關業務，已出現多 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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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風貌。有些大學有成立獨立專責的技術移轉辦公室，有些則由大學 內部

既有的單位兼辦本項業務，有些學校甚至不知道如何開始辦理技術移轉。

為 確 實 瞭 解 各 項 獎 補 助 措 施 在 促 進 各 大 學 執 行 技 術 移 轉 業 務 之 效 益 如

何 ， 有 必 要 於 此 時 進 行 系 統 性 的 調 查 ， 並 藉 此 機 會 彙 整 業 務 執 行 者 的 建

議，以作為國科會日後擬定相關政策之參考。本研究目的主要協助國 科會

進行全面性的技轉業務調查工作，以瞭解目前各大學辦理技術移轉事 務的

情況，與現階段已經與可能遇到的困難。並藉此項調查工作，瞭解 各 校對

於國科會目前政策上的評論與具體建議，與提出國科會可能努力與修 改的

方向。  

本研究乃國科會委託國立雲林科技大學企業管理學系計畫執行，是 國

科會於 20 01 年施行對大學之技轉業務補助後的第一次全面性調查。研 究

目的將作為國科會政策研擬的參考，與各大學在技轉業務推動上的參 考與

相互之間的經驗交流。本研究之調查透過「實際訪問」方式進行，透過與

實際執行者互動的機會，收集深入質性的意見。實際調查的問項含蓋 各大

學的技術移轉業務費的來源、面臨的困難、政策的討論、新政策的 建 議等

較為深入的議題。受訪者總計 33 所大學，其中大多數為較具有研發 能量

的機構，在樣本的取樣上具有代表性。  

本研究藉由目前各大學對於技術移轉業務實際執行情況，來瞭解 與 探

討國科會對於技術移轉之獎補助政策推動的實質成效，進而勾勒出未 來在

政策上可能的努力方向。本研究期望達成以下研究結果：  

(一 )  呈現各大學對各項獎補助措施的總體意見。  

(二 )  深入的資料收集與政策建議統整，以做為國科會下一階段擬定技 術 移

轉政策與措施推行的參考。  

貳、文獻回顧 

為確立推動科學技術發展之基本方針與原則，以提升科學技術水 準 ，

持續經濟發展與增強國家競爭力，我國於 199 6 年 9 月第五次全國科 學技

術會議中提出制定「科學技術基本法」此一重要議題，並於 199 9 年底 通

過「科學技術基本法」。在科技基本法中對於科學技術經費預算的持續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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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 基 礎 研 究 的 支 援 、 研 究 成 果 轉 化 的 監 督 與 協 助 等 皆 都 有 宣 示 性 的 規

定。科學技術基本法的制定爲未來科技的發展、產業的創新、著作 權 保護

等提供了明確的政策方向。對於學校的技術治理，以及與產業界合作 來共

同 發 展 技 術 有 著 重 大 的 影 響 。 而 對 於 學 校 與 企 業 之 間 的 技 術 合 作 ， 早 在

1980 年代，少數的美國大學便直接涉入技術的授權與技術專利（ AU T M ,  
2002； Mo wery  & S amp a t ,  20 05）。到了 1990 年代，學校與企業之間的合

作 研 發 廣 被 接 受 ， 技 術 授 權 更 是 研 究 型 大 學 的 專 屬 的 與 期 望 從 事 的 活 動

（ Co ly vas  &  Po we l l ,  2006 ,  2007）。  

對 於 企 業 而 言 ， 企 業 的 技 術 能 力 是 企 業 維 持 競 爭 優 勢 的 重 要 來 源 之

一，但是技術的累積及創新是需要長時間在人力及資本等方面的投入，而

且承擔相當大的風險。由於技術變動太快且技術得開發具有高度的不 確定

性，企業為降低或分散此一不確定性的風險，可能會採取合作之方式 共同

研發所須技術 (Roge r s ,  1962； Roger s  &  Shoemak er,  1971； Mowery,  1988；
Lambe  & S pek man ,  1 997)。對一個企業而言，若能自外部取得技術將是企

業建立競爭優勢與分散風險之有效方法之一（ Lambe  & Spek man ,  1997；
Wilde rman ,  1998）。但是對於資源與能力相對缺乏的中小企業，如何妥 善

運用外部技術資源，以改善或提昇本身技術能力的弱勢，將是企業在 激烈

競爭環境下求生存與發展的有效途徑（ Siege l  e t  a l . ,  2003）。因此， 各 種

形 式 的 合 作 研 發 乃 因 應 而 生 ， 其 目 的 不 外 如 何 進 行 技 術 知 識 的 交 流

（ Co ly vas ,  2007），強化各自技術創新之能力（ Hag edoorn ,  1993；C oly vas ,  
2007）與利潤分享（ Co ly vas ,  2007）。  

關技術移轉的文獻很多， Teece（ 1976）與 Lake（ 1979）認為技術 移

轉乃是指一組織或系統採用另一個組織或系統所產生之創新的過程。故 技

術移轉是一個組織或國家將其所擁有的創新產品或技術秘訣，移轉給 其他

組織或國家使用的過程（ Za l esk i  &  Wi ene r t ,  198 0； Soude r,  1987）。具體

而言，技術移轉是將設計知識、製程技術，或有關設計或製程的資訊，由

某 一 個 組 織 或 單 位 ， 有 系 統 的 移 轉 到 另 外 一 個 組 織 或 單 位 的 過 程 ，

（ Ounj i an  & Carn e ,  1987）。因此，技術移轉是一種知識的傳遞（ Baranson ,  
1987）， 使 某 一 個 組 織 的 創 新 ， 能 被 其 他 組 織 取 得 、 發 展 或 使 用 （ Tan ,  
1996）。使技術接受方因之具有製造特定產品或提供服務的能力，以改善

其產品、製程或服務（ Ounj i an  &  Carne ,  1987）。綜合言之，這種由外 而

內，透過不同通路，以直接或間接移轉技術之過程，即可稱之為技 術 移轉

（林子敬， 2000）。技術移轉是移轉者與接受移轉者之間的一種關係。技



耿筠‧翁順裕‧陳宥杉‧張彥輝：我國大專院校對國科會技術移轉獎補助措施之評估調查 487 
 
 

 

術移轉不是一次就結束的活動，而是技術在接受移轉者間持續擴散的 連續

過程（ Ro binson ,  19 88）。  

故技術移轉是一種從一個組織轉移到另外一個組織體的過程（ Sou de r,  
1987）， 是 一 個 知 識 與 資 訊 傳 遞 的 互 動 過 程 （ Calab re se ,  1997）。 林 彩 梅

（ 1999）認為技術移轉可以將學術機構所研究的成果有效轉成為商業 化產

品 。 M an s f i e l d（ 1975） 依 產 業 別 將 技 術 移 轉 可 分 兩 類 ； (1 )同 業 間 技 術 之

水 平 移 轉 給 同 業 ； (2 )研 究 機 構 技 術 之 垂 直 移 轉 給 業 界 。 陳 澤 義 （ 2005）
和賴士葆、謝龍發與陳松柏（ 200 5）從參與者對象來區分其類型有， ( 1 )國 際

技術移轉 ； (2 )由政 府、財團 法人研究 機構、大 學移轉至 企業界； (3 )企業

之 間 的 技 術 移 轉 ； (4 )企 業 內 部 的 技 術 移 轉 。 然 而 技 術 不 同 於 一 般 商 品 ，

不能單純從經濟觀點來思考，一般商品交易，可能隨著交易的完成而 不再

有後續之關聯。技術本身是一個系統或體系，包含有軟體的知識、硬 體的

設備，更包含所謂不可言傳的智慧（ t a c i t  knowledge）。因之，A l - Gh a i l an i  
and  Moor（ 1995）則依 移轉 內 涵 將技 術 移 轉分 為 兩 類， ( 1 )技 術 秘 訣 移 轉：

不易量化與衡量； (2 )產品移轉：可量化衡量，如機器、設備、製程。  

Saml i（ 19 85） 認 為 要 做 出 技 術 移 轉 的 合 作 決 策 時 需 考 慮 技 術 移 轉 的

四個要素（ t e chno logy  t r ans fe r  f ac to r），此四要素分別為： (1 )技術屬性 ；

(2 )技術提供者； (3 )技術接受者； (4 )環境因素。 Ounj i an  an d  Carn e（ 1987）
的 研 究 亦 有 類 似 的 結 論 ， 技 術 移 轉 需 考 慮 的 四 個 關 鍵 因 素 分 別 為 ： (1 )技
術性質； (2 )技術移轉雙方特性（即技術提供者特性與技術接受者特性）；

(3 )與雙方溝通管道的本質。此外根據 Cu mming s  and  Teng（ 2003）  對 知

識 移 轉 的 研 究 發 現 ， 成 功 的 知 識 移 轉 有 以 下 四 點 關 鍵 因 素 ： (1 )移 轉 雙 方

的 研 發 單 位 都 能 相 互 清 楚 瞭 解 所 要 移 轉 的 標 的 知 識 為 何 ； (2 )透 過 一 個 清

晰 的 過 程 ， 讓 需 求 方 能 完 整 取 得 供 給 方 的 知 識 ； (3 )供 需 雙 方 知 識 基 礎 的

程度相同；(4 )供需雙方的知識移轉互動程度相同。Pang  and  Garv in（ 2001）
則檢查了若干主要從事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的大學與研究機構後，認 為 有

四項因素影響大學與研究機構與產業間關係的發展，其中有兩項與本 研究

有 關 ： (1 )大 學 與 研 究 機 構 對 於 教 授 與 研 究 人 員 在 產 學 合 作 與 技 術 移 轉 的

支 持 態 度 具 有 顯 著 的 影 響 ， 但 這 些 態 度 必 須 是 教 授 可 以 感 受 到 的 ； (2 )技
術移轉辦公室或其他類似功能的單位，對於大學教授與研究機構研究 人員

在接觸產業界的過程中具有積極的影響力。  

綜合上述，企業自 外 部 取得 技 術，其 來 源 除了 來 自 廠商 間 之 聯盟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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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透過與學術單位或研究機構之合作研發，以達成其技術移轉之 目的

者，已有愈來愈多的趨勢（ Coly vas  &  Powe l l ,  2006 ,  2007）。方世杰（ 1 998）
以參與工研院所主導之電子資訊科技專案之廠商為研究對象，從學理 之角

度歸納出影響廠商參與研發聯盟之因素及其動機類型，實證發現廠商 參與

的 動 機 ， 一 致 認 為 研 發 聯 盟 之 合 作 研 發 是 快 速 取 得 新 技 術 的 有 效 途 徑 之

一。針對廠商本身的特質， Roger s ,  Ca ray ann i s ,  Kur iha ra ,  and  Al lb r i t t o n
（ 1998）則指出廠商參與研發聯盟的主要目的之一即在於透過研發成 果的

技術移轉，以取得或提高本身之技術能力。而研究機構的技術能力，是影

響廠商是否決定參與科技專案研發聯盟的重要因素之一（ Bro wnin g ,  Bey e r ,  
&  Sh e t l e t r ,  1995）。足見政府的經費支持與協助各大學建立研發成果之 技

術移轉的機制，對政府科技政策的落實，以及提供廠商外部技術來 源，已

逐漸扮演非常重要之角色。  

參、研究方法與執行步驟  

本 研 究 主 要 的 工 作 為 調 查 目 前 國 科 會 之 獎 補 助 措 施 對 國 內 各 大 學 在

實際技轉業務推動上所發揮的效益，與探討國科會未來政策的口能修 改方

向。本研究對於實際狀況之調查，針對效益評估乃仔細詢問各大學對 於目

前獎補助措施辦法的回應。在可行政策上的建議，乃蒐集各技術移轉 業務

主管或負責人員的在推行業務經驗上的具體意見，綜合各項意見看法，並

彙整為總體的建議事項。  

一、調查設計  

本研究針對獎補助措施之效益，主要調查以下三個議題：  

(一 )  對於現行技術移轉獎補助機制的看法。  
(二 )  政策方向之研擬如何有助於技術移轉或產學合作。  
(三 )  對現行獎補助措施與對未來法規之建議。  

第一與第二議題的調查是以選項的方式進行，由主要受訪者根據 本 研

究所提供的答案選項進行勾選。第三議題的調查，則採用開放式，由 主要

受訪者統整該校在實際業務運作中，所遭遇的困難、經驗與建議，進 行作

答並自由發揮。由查訪者進行錄音、紀錄與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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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行步驟  

本研究的 具體執行 步驟可以 分為三階 段如下： (1 )前置作業； (2 )資 料

蒐集； (3 )資料彙整等三個主要工作階段。  

(一 )  前置作業階段  

前置作業主要可以分為清單之準備、問卷設計、問卷試測與修正等 三

項工作，以及各細項工作項目的流程關係的準備。前置作業後產生的 成果

包括兩項：第一項成果為訪談的分組清單。第二項成果為訪談問卷。  

經與國科會討論曁篩選後之受訪調查的大學共計 3 3 所大學，依 「 技

轉單位」與「國科會補助」之兩構面，將受訪樣本資料依據「有」「無」

情況分為四個象限，分組清單包含四個調查層次，研究樣本分層取樣 概圖

與各象限的訪談家數，如圖 1 所示。  

取樣後之訪談樣本說明如下（詳細清單，詳附錄表一）：  

1 .  第一層為設有技術移轉專責單位者且有國科會補助，共計 12 所。 此 即

國科會所認定的重點大學。  

2 .  第二層為設有技術移轉專責單位者但無國科會補助，共計 7 所。  

3 .  第三層為未設有技術移轉專責單位，依國科會補助經費及目前專利 數 量

判斷，其研發能力屬高者，共計 8 所。（以國科會 94 年核定補助經費達

一千萬元以上者）  

4 .  第四層為未設有技術移轉專責單位，依國科會補助經費及目前專利 數 量

判斷，其研發能力屬低者，共計 6 所。（以國科會 94 年核定補助經費未

達一千萬元以上者）  

針對各大學的訪談問卷，在問卷初稿設計完成後，曾與國科會相關 負

責人員多次討論與覆核後定稿。完稿的問卷經過三個大學的測試，測 試 後

的結果符合本研究之目的。  

(二 )  資料蒐集階段  

本階段作業為資料實際蒐集之工作，主要包括兩項調查工作，第一 項

工作、由國科會發文各受訪大學告知調查事宜，由本研究執行單位負 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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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樣本分層取樣圖  

 
際的訪談計畫與時間安排等工作。第二項工作為實際訪問調查，根據 訪談

問卷部分進行面對面訪談。本階段之工作分四組進行，其中一組負責 與國

科會聯繫與問卷之事先發放與受訪單位聯繫作業，包括取得國科會相 關單

位 的 作 業 聯 繫 、 同 意 函 的 取 得 、 發 文 各 大 學 相 關 單 位 告 知 問 卷 調 查 之 事

宜。其餘三組則投入人員訪談之工作，負責實際訪談的小組各自負責 所分

配大學的訪談工作，各組之訪談計畫、安排、實際訪談、各大學資料整理

皆由各組自行負責。  

本項工作之進行為 95 年 1 月啟動，於 95 年 6 月 30 日完成。本階段

完成後，依國科會 之 要 求進 行 期 中簡 報，並以 書 面 方式 呈 報 完成 之 事 項。 

(三 )  訪談資料彙整  

本階段彙整 33 所受訪大學對於技術移轉與相關議題之意見。原訂 3 3
所訪談清單已與國科會取得共識，但其中 2 所拒絕接受訪談，故向國 科會

報備後另以其他機構代替之。所替代之機構雖都不屬於國科會所認定 之重

點機構，但對於研究結果不致於造成影響，最後確定完成訪談之機構 清單

請詳附錄之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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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我審查  

本研究乃針對國內大學在國科會獎補助措施的辦法下，對於技轉 業 務

推動時之效益評估的實質調查。本研究討論的內容以實際調查蒐集的 資料

為主，並以適當的表現方式忠實呈現調查所得之各項結果。綜合調查 所得

結果與分析，分別歸納為以下二方面。  

(一 )  在廣度性方面：在調查研究中，以抽樣 3 3 所大學進行人員訪談 取 得

具有代表性的資訊，以廣泛的瞭解目前的獎補助的施行現況。  

(二 )  在深度性方面：本調查工作的進行乃為深入的資料收集，包括目前 國

科會措施、法規與政策等之探討。這些資料將有助於下一階段國科 會

擬定技術移轉政策與措施推行的參考。  

肆、調查結果  

此 部 分 是 將 受 訪 之 大 學 目 前 從 事 技 術 移 轉 業 務 時 關 於 國 科 會 實 施 獎

補助措施後之效益評估調查。各機構的受訪者有研發長或技合長、主 任 或

組長，與主管業務之專案經理或是承辦人員。受訪的對象皆直接參與 該校

的技轉業務與實務運作，因此調查所收集的資料極具代表性與有效性。  

本研究對於技術移轉獎補助措施之評估調查分為兩部分，第一部 分 為

現行施行概況的評估，包括對現行措施的回應與政策探討，第二部份 為未

來法規建議之調查。本部份對於調查資料的彙整，將以整合性與原始 性的

方 式 呈 現 。 所 謂 整 合 性 呈 現 ， 是 將 調 查 所 得 各 種 結 果 彙 整 成 不 同 獨 立 議

題，以統計數據或統合性意見的方式提出。所謂原始性呈現，則著 重 於各

機構原始資料的陳述，盡可能保持受訪者原本的原意。以下針對各個 部份

進行說明。  

一、對現行獎補助措施之評估  

詢問受訪者的問題為「國科會目前各項研發成果的各項獎補助措 施 ，

是 否 能 有 效 幫 助 各 校 推 動 技 術 移 轉 ？ 各 項 措 施 如 何 修 正 能 對 學 校 產 生 助

益？」。本研究列出目前國科會對於技術移轉的五項獎補助措施，受訪者

對於各項措施以「應維持」、「應增加」、「應修改」、「應刪除」等四種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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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表 1 所示為調查後的結果。對於各項獎補助機制認為「應持續」或「應

增 加 」 者 合 計 約 佔 90%以 上 ， 顯 示 各 學 校 對 於 國 科 會 現 行 技 術 移 轉 獎 補

助機制，整體而言皆持正面支持的看法。亦即認為國科會現行技術移 轉獎

補助機制確實有助於推動技術之研發與移轉。  

有鑒於各級學校對於各項獎補助機制認為「應持續」或「應增加」者

合 計 約 佔 90%以 上 ， 以 下 針 對 「 應 持 續 」 與 「 應 增 加 」 之 學 校 進 行 了 解

與意見調查。表 2 與表 3 主要呈現「應持續」與「應增加」意見之各 校的

分層統計。  

對於國科會發明專利之獎補助抱持「應持續」的看法，第一層與 第 二

層學校明顯高於第三層與第四層學校。第三層學校的研發能力與第一層、

第二層學校的差距較近，且與第四層學校相較，則對於取得技術以便 孵育

自我研發能力的「技術移轉」較感興趣。第一層與第二層學校為重 點 學校

且設有技術移轉專責單位者，因整體獲得的國家資助的資源較豐厚，長 久

以來也培育了豐沛的研發能量，對利用研發成果取得專利的獎補助較 為容

易，故在發明專利之獎補助傾向於維持或增加。對於技術移轉部份，因不

確定因素較多，故在數據的顯示上呈現下降現象。換言之，研發的 新 技術

只要符合專利的三要件，取得專利權應不成問題，但是該項技術是否 能順

利移轉出去，則有賴於該技術是否對廠商具有吸引力？在同級技術中 是否

具有競爭性，技術的商業應用上是否具有前景性等變數。相較於發明 專利

之補助，技術移轉之獎助在第一層與第二層學校則較缺乏誘因。第三 層與

第四層學校未設有技術移轉專責單位，且國科會年補助經費約在一千 萬元

上下，在其研發與技術能力有待培育下，對於技術移轉獎助部份則呈 現較

高的興趣。表 3 亦顯示該現象，第四層學校研發與技術能力最低，對於「 技

術移轉」則有較高的支持比例。  

表 2 與表 3 的資料顯示，絕大部分的學校集中在「應持續」與「應增

加」的區塊選項上，足夠顯示對國科會現行政策與機制辦法的支持。值得

注意的是，在原始資料的呈現上，有兩家學校抱持著相反看法，查 閱 其原

始受訪資料中的建議意見，該兩學校主要認為國科會對於技術研發的 獎勵

與推動機制，應在政策上做結構性的變革與加強智慧財產的管理，亦 屬 正

面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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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技術移轉獎現行補助機制評估之彙整  
獎 補 助 項 目  應 持 續 應 增 加 應 修 改  應 刪 除  

發 明 專 利 之 補 助  8 5 %  1 2 %  0  3 %  

發 明 專 利 之 獎 勵  7 1 %  2 6 %  0  3 %  

技 術 移 轉 獎 勵  5 9 %  3 2 %  9 %  0  

傑 出 技 術 移 轉 貢 獻 獎  6 5 %  3 5 %  0  0  

績 優 技 術 移 轉 中 心 之 獎 助  4 7 %  4 1 %  9 %  3 %  

各 項 措 施 平 均  6 5 %  2 9 %  4 %  2 %  

表 2   各層學校於「應持續」各項獎補助措施的意見比例  
應 持 續  第 一 層 第 二 層 第 三 層  第 四 層  

發 明 專 利 之 補 助  9 2 %  8 9 %  7 5 %  6 7 %  

發 明 專 利 之 獎 勵  6 7 %  7 8 %  7 5 %  5 0 %  

技 術 移 轉 獎 勵  5 8 %  6 7 %  5 0 %  5 0 %  

傑 出 技 術 移 轉 貢 獻 獎  5 8 %  7 8 %  6 3 %  3 3 %  

績 優 技 術 移 轉 中 心 之 獎 助  3 3 %  4 4 %  7 5 %  3 3 %  

表 3   各層學校於「應增加」各項獎補助措施的意見比例  
應 增 加  第 一 層 第 二 層 第 三 層  第 四 層  

發 明 專 利 之 補 助  0 %  11 %  2 5 %  1 7 %  

發 明 專 利 之 獎 勵  2 5 %  2 2 %  2 5 %  3 3 %  

技 術 移 轉 獎 勵  3 3 %  2 2 %  3 8 %  3 3 %  

傑 出 技 術 移 轉 貢 獻 獎  3 3 %  2 2 %  3 8 %  5 0 %  

績 優 技 術 移 轉 中 心 之 獎 助  5 0 %  3 3 %  2 5 %  5 0 %  

 
綜合上述之分析結果，國科會現行的補助機制受到各學校的肯定，僅

有極少數的受訪者認為需要修正或刪除。從分析的結果可看出，認為 維持

的學校所佔比例較大，其中包括部份學校認為現行的補助機制有增加 的必

要，但在考慮目前政府財政困難的現實下，並不一味要求增加各項補 助機

制，只需維持目前現狀即可。在「應增加」的部分，其中又以「績優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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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中心之獎助」意見所提出的學校數量最多，因本次訪談的對象是 技術

移轉業務專責單位或是負責人，因此，本部分的增強對於受訪者的利 益是

非常直接的，故在資料呈現上有偏高的現象。  

二、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之政策探討  

本研究要求受訪者對於「對於下述可能研擬之政策方向，您認為何 者

對於技術移轉或產學合作業務具有效益？」的問題進行回應。綜合現 行政

策的實施方向，本研究事先預擬 8 個可行政策，受訪者如果認同該項政

策，則直接勾選，表 4 為調查後的結果，依比例高低排序。除前述 8 項預

擬政策外，受訪者所提出的其他建議則一併綜合彙整於下節。  

如表 4 所示，有 79 %的學校贊成訂定相關辦法，以鼓勵有能力及有

興 趣 的 教 師 /研 究 員 參 與 產 業 技 術 研 發 、 技 術 移 轉 、 產 學 合 作 等 活 動 。 呼

應 前 項 之 建 議 ， 有 71%的 學 校 認 為 對 有 能 力 之 研 究 人 才 ， 除 薪 資 與 專 案

研究經費外，應提供其他支援性的配套措施，例如減授鐘點等，其 他 的配

套措施亦需相應，如整合型計畫發展、鼓勵從事競爭性的技術研發、允許

境 外 授 權 實 施 等 。 此 外 ， 各 問 項 所 得 比 例 皆 在 50%以 上 ， 顯 示 各 學 校 對

於國科會之未來政策方向的擬定具有多元性的期望，希望在政策的擬 定上

能 顧 及 各 方 面 的 需 求 與 環 境 情 勢 。 其 他 方 面 的 建 議 佔 有 24%， 其 主 要 的

建議綜合彙整於下節。  

三、對現行獎補助措施與對未來法規之建議  

詢問受訪者對於「針對現行國科會獎補助措施與對未來法規之建 議 ，

不排除在目前作法下進行重大、或結構性的改變。」的問題，本題採用開

放式的回答。  

本部分為完全開放式的意見表達，各學校所提出的建議事項很多，經

本研究歸納彙整後，分類為「獎助辦法透明化」、「結構性變革」、「專利管

理與開放」、「正式權責單位」、「研究計劃整合與獎助」、「法規增列與修改 」

與「其他」等七項議題。本節彙集的意見項目眾多，顯示出受訪者對於未

來政策的擬定有許多的想法。以下分別依序描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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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可能政策方向研擬之彙整  
政 策 方 向  比 例  

訂 定 辦 法 鼓 勵 有 能 力 及 有 興 趣 的 教 師 /研 究 員 參 與 產 業 技 術 研 發 、 技

術 移 轉 、 產 學 合 作 等 活 動 。  
7 9 %  

對 有 能 力 之 研 究 人 才 ， 除 薪 資 與 專 案 研 究 經 費 外 ， 提 供 其 他 支 援 性

的 配 套 措 施 ， 例 如 減 授 鐘 點 等 等 。  
7 1 %  

放 寬 目 前 現 行 辦 法 中 對 於 技 術 移 轉 或 衍 生 成 果 運 用 的 限 制 ， 例 如 允

許 境 外 授 權 實 施 等 等 。  
6 2 %  

針 對 同 性 質 但 具 有 高 效 益 之 產 學 合 作 計 畫 ， 提 高 案 件 數 量 ， 以 鼓 勵

從 事 競 爭 性 的 技 術 研 發 ， 以 符 合 政 府 策 略 性 產 業 建 立 的 政 策 。  
5 6 %  

鼓 勵 相 關 研 究 單 位 ， 訂 定 整 合 型 計 畫 發 展 合 作 策 略 。  5 3 %  

訂 定 對 大 專 院 校 /政 府 研 究 機 構 補 助 計 畫 之 相 關 會 計 規 定 。  4 4 %  

提 高 基 礎 研 究 之 補 助 比 重 ， 以 鼓 勵 較 高 水 準 的 研 發 投 入 與 產 出 。  4 1 %  

其 他 方 向  2 4 %  

 
(一 )  獎助辦法透明化  

技術的要能提升，經費的補助是不可或缺的，建議國科會在審查制 度

上能夠更加的透明公開，有明確的給獎標準與分級獎助。過去對於計 劃的

審查與補助原則似乎有名校傾向，造成資源過度集中在固定的幾所重 點學

校 中 ， 形 成 大 者 恆 大 的 局 面 ， 也 忽 略 了 其 他 學 校 的 潛 能 及 長 期 努 力 的 成

果。例如，補助標準可依據各校前一年其技轉之績效，來給予學校 次 年合

理補助之經費，而非只是針對一些學校一次做大額的補助。此外，加 強技

術 人 員 之 獎 勵 ， 建 議 國 科 會 可 以 將 技 轉 中 心 分 為 學 術 機 構 與 研 究 機 構 二

組，分別訂定獎補助之標準及金額辦法。從鼓勵的角度來看，建議 名 額應

該多一點，金額可以變少，以達到真正激勵效果。  

經 費 來 源 是 各 校 推 動 業 務 的 資 源 與 動 力 ， 但 在 經 費 有 限 的 現 實 環 境

下，在補助實施上如何做到透明公開、分級審查與公平合理確實是未 來的

努力方向。綜合上述，建議事項包括 4 項，整理條列於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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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獎助辦法透明化之具體建議  
項 次  具 體 建 議 措 施  

1  獎 助 標 準 應 透 明 公 開 且 明 確 。  

2  加 強 技 術 人 員 獎 勵 。  

3  計 劃 審 查 與 補 助 應 採 分 散 原 則 ， 避 免 資 源 集 中 的 現 象 。  

4  應 分 級 獎 補 助 ， 以 達 到 資 源 分 配 原 則 與 激 勵 效 果 。  

 
(二 )  結構性變革  

建 議 國 科 會 可 在 組 織 架 構 下 設 立 聯 合 技 轉 中 心 （ 或 稱 聯 合 技 轉 辦 公

室），或是成立財團法人機構專職進行聯合技轉平台業務，或統合各項計

轉業務的進行。例如，提供談判、議價、相關法律諮詢、授權談判、國際

授權等技轉相關服務。目前國科會對於計畫案件之補助仍以研究型大 學為

主，但研究型大學較難有實務性的產出，若國科會未來以實務研究、技術

移轉為導向，則建議應將補助的比重做結構性的調整與衡量評估。如 此 一

來，技職院校將更有能量與資源能開創出具體成果。此外，應擴大 對 整合

型專題計畫之獎助，特別是高科技跨領域的計畫。與增加對人文專題 計畫

的 獎 助 ， 以 增 進 台 灣 人 文 關 懷 的 素 養 。 在 獎 勵 辦 法 上 則 建 議 縮 短 獎 勵 期

間，可修改成每年獎勵一次而非每三年獎勵一次。在評量技轉成果的 方式

上也建議能有所修改。例如，將將相對值的評量比重提高以符合實際 現 況。 

制度設計上的優劣攸關技轉業務推動之成功與否，制度上的變革 應 朝

向更實務性與可行性的方向進行。綜合上述，建議事項包括 6 項，整 理條

列於表 6。  

(三 )  專利管理與開放  

建議將專利管理權授權下放至各校。關於專利權之賣斷、專屬授權 與

是否持續維護等，學校能視本身現況來做最適安排。學校自主管理專 利將

可提升技轉效率。例如，國科會鼓勵增加研發的數量，但研發成果 要 進行

技轉時，業界則通常要求技術的質量。因此導致議價時的分歧與價格 上的

差異，所以讓各校有較具彈性的專利使用權，能提升技轉的成功率。此外，

允許學校可自行成立衍生公司，或可讓學校進行生產製造及銷售產品 等也

能有所助益。在執行大型的計畫或在技術發展之前，建議必須要先進 行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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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結構性變革之具體建議  
項 次  具 體 建 議 措 施  

1  建 立 聯 合 技 轉 中 心 ， 協 助 與 統 合 技 轉 業 務 進 行 。  

2  增 加 以 實 務 研 究 或 技 術 移 轉 為 導 向 的 補 助 比 重 。  

3  擴 大 對 整 合 型 專 題 計 畫 之 獎 助 。  

4  擴 大 對 人 文 專 題 計 畫 的 獎 助 。  

5  改 變 技 轉 成 果 的 評 量 方 式 。  

6  修 改 獎 勵 辦 法 的 補 助 年 限 。  

 
適 的 專 利 分 析 ， 應 適 時 幫 助 所 屬 單 位 機 構 去 做 相 關 的 技 術 分 析 或 專 利 檢

索，以避免技術發展出來後，造成侵權或無法移轉的情況。除此以外，允

許境外授權實施。突破法規限制，開放申請大陸專利並給予適當補 助，有

助於技術上的卡位。加強專利申請過程的保密措施等亦是重點。  

學校自主管理專利及允許境外授權與專屬授權等措施，能使學校 進 行

技轉時的效率大幅提升。綜合上述，建議事項包括 6 項，整理條列於表 7。 

(四 )  正式權責單位  

技轉為專門職業，職務上需具備相當的專業性。技轉成功與否，技 轉

人員的專業知識與專業度是關鍵要素之一。目前技轉人員往往不具備 技術

的專業知識，因此建議大學可聘請所屬機構內之各專門領域的教授或 研究

人員協助技轉人員或教導技轉人員，以提升其專業知識。各校受限於 機構

單位的編制，技轉業務的推動往往分屬不同單位內，造成資源重置或 浪費

的情形，也使技轉業務推動的效率大打折扣。因此，建議需有專責 專 職的

正式單位來負責該項業務，並在其權責內賠有所需的專業人才。  

若要使技轉業務有所成效，建立正式編制的執行單位，專責專職來 推

動 技 轉 業 務 ， 並 長 期 培 養 某 技 術 領 域 的 專 業 技 轉 人 員 勢 在 必 行 。 綜 合 上

述，建議事項包括 2 項，整理條列於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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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專利管理與開放之具體建議  
項 次  具 體 建 議 措 施  

1  專 利 能 夠 採 用 專 屬 授 權 。  

2  學 校 自 主 管 理 專 利 。  

3  確 實 執 行 專 利 分 析 ， 以 避 免 造 成 侵 權 等 事 宜 發 生 。  

4  突 破 法 規 限 制 ， 開 放 申 請 大 陸 專 利 並 給 予 補 助 。  

5  允 許 境 外 授 權 實 施 。  

6  加 強 專 利 申 請 過 程 的 保 密 措 施 。  

表 8   正式權責單位之具體建議  

項 次  具 體 建 議 措 施  

1  建 立 正 式 編 制 的 執 行 單 位 。  

2  專 責 專 職 的 人 員 來 推 動 技 轉 業 務 。  

 
(五 )  研究計劃整合與獎助  

建 議 盡 量 在 稽 核 方 面 提 高 技 轉 的 權 重 ， 讓 各 校 對 技 術 移 轉 能 更 加 重

視。推動技轉與國科會計畫的結合，讓研究成果能轉換成實務運用，對於

技術上所需之技術引進與技術組合上，亦期望能給予適當補助。對於 有利

於產學合作、專利申請及技術移轉之質與量的提升，均希望能配合實 際需

要做改變。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劃（小產學）對技術提 昇 有所

貢獻，但難有發明專利，亦建議可酌量給予小產學獎勵。綜合上述，建議

事項包括 4 項，整理條列於表 9。  

(六 )  法規增列與修改  

建議增列「傑出技轉業務人員」之獎項，以激勵技轉的成長。對技術

移轉獎勵也應增設著作授權部分，不應僅限專利而已。放寬補助對象 的條

件，針對無專責機構之學校另定補助規定，以鼓勵業務全面推動，而 非僅

在侷限在重點大學上。目前國科會對於獎勵辦法只限於發明專利，對 於 新

型、新式樣專利並無資助，建議對於發明專利給予較多資助，新型 與 新式

樣也應給予資助，進而鼓勵教授或人員從事相關研究。技轉的過程經 常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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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研究計劃整合與獎助之具體建議  
項 次  具 體 建 議 措 施  

1  提 高 技 轉 的 稽 核 權 重 ， 讓 各 校 重 視 其 業 務 。  

2  推 動 技 轉 與 國 科 會 計 畫 的 結 合 。  

3  補 助 技 轉 之 技 術 引 進 與 技 術 組 合 。  

4  酌 量 給 予 小 產 學 獎 勵 ， 以 提 升 產 業 技 術 及 人 才 培 育 。  

 
涉到協商與談判，當學校與大型企業在做技術移轉的談判時，人員往 來與

談判的費用相當驚人，建議針對談判，還有與企業接觸等方面所耗費用，

應設有補助項目。在研發前相關費用的補助及在產出前對於未具體化 成果

費用支出上亦應有配套的補助。除此以外，技術移轉獎勵的規定應該 要放

寬技轉金額的限制。  

此部份為各大學提出最多建議的部分，法規擬定與制度設計牽動 著 將

來的業務運行的規則與成效。放寬法規限制，或利用法律排除執行上 的障

礙甚為重要。綜合上述，建議事項包括 7 項，整理條列於表 10。  

(七 )  其他  

建議能把老師的升等納入獎勵的考量辦法內，增加學校研究人才 的 投

入與提供實質的誘因。鼓勵技轉單位協助老師創業，成立審查小組，透過

技術送審的方式，使技術能夠成立為一家公司的機會大增。製作標準 作業

手冊（ SOP），使各校在推動技轉業務時從規劃到執行都有所依據。此外，

提供鑑價上的諮詢服務甚為重要。綜合上述，建議事項包括 4 項，整 理條

列於表 11。  

小結，本研究整理所有受訪者之建議事項，並依建議事項的屬性彙 整

為七項不同獨立議題。訪問過程中並非所有學校對於未來法規或是政 策方

向都能夠提出具體的建議，能夠提出意見的學校多半為接受長期補助 之重

點學校。當然這些學校因為經費充足，從事技術移轉歷時較長，經 驗 豐富

也較為豐富。但相較於學校本身支持意願高，研發能力強，但苦無 經 費來

支撐為未來業務的推動，在未來政策的施行與補助是否更應全面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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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法規增列與修改之具體建議  
項 次  具 體 建 議 措 施  

1  增 列 「 傑 出 技 轉 業 務 人 員 」 之 獎 項 。  

2  對 技 術 移 轉 獎 勵 應 增 設 著 作 授 權 部 分 。  

3  放 寬 無 專 責 機 構 學 校 之 補 助 條 件 ， 以 全 面 鼓 勵 業 務 推 動 。  

4  增 列 新 型 、 新 式 樣 專 利 之 補 助 。  

5  增 列 技 術 移 轉 時 談 判 費 用 之 補 助 。  

6  補 助 研 發 前 未 具 體 化 成 果 的 費 用 支 出 。  

7  放 寬 技 轉 金 額 的 限 制 。  

表 11   其他方面之具體建議  
項 次  具 體 建 議 措 施  

1  將 專 利 申 請 或 產 學 計 畫 確 實 納 入 教 師 升 等 的 考 量 辦 法 內 。  

2  透 過 技 術 送 審 的 方 式 ， 協 助 老 師 創 業 。  

3  提 供 鑑 價 的 諮 詢 服 務 。  

4  製 作 作 業 手 冊 （ S O P）， 從 規 劃 到 執 行 都 有 所 依 據 。  

 

伍、討論與結語  

整體而言，並非所有受訪學校對本次調查之各項議題均提出意見，顯

示出各學校之主管或專責人員在政策建議上傾向保守。經詢問後歸納 可能

的原因包 括以下： (1 )對於政府政策的 陌生， (2 )因為業務 的不熟悉 ，而無

法 提 出 具 體 建 議 ， (3 )或 是 關 心 的 焦 點 為 校 內 研 發 風 氣 的 提 升 而 非 校 外 環

境的技術交流。此外，各項意見的提出學校數有集中在第一層與第二 層的

研究樣本上的現象，這又歸因於被歸類在第一層與第二層的學校，因 設 有

技轉單位，也因此具有實務推動技轉的執行經驗與實際面臨的問題。值 得

注意的是，對於國科會政策上之獎補助措施，各校當希望增加或至少 能維

持，假使國科會對於各校之獎補助維持在一定的水準，惟然學校的技 轉績

效仍然不彰，則政策上的美意失卻了實質的意涵。國科會在未來政策 上的

研擬須參酌此一可能的問題，畢竟補助是一時的權宜措施，惟有落實 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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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建立制度方是永久之計。  

綜合整理上述各大學所提出的關於獎補助措施的意見與建議，本 研 究

對於國科會未來政策擬定的建議可以分為以下三項：  

一、國科會對於各學校從事技術移轉或產學合作的獎補助措施仍須持 續且

強化。  

二、獎補助的施行應顧及分配原則，做到公平合理。  

三、考慮開放或是建立整合型的成果管理，讓學校能夠自行運用研發成果。 

四、政府各部會的產學及技轉政策需有整合的機制，提供技轉業務所 需的

各項資助，包括諮詢、鑑價、談判、或其他衍生費用等。  

本研究可作為國科會每年進行全國大學技術移轉業務的調查基礎，經

過 修 正 後 的 問 卷 亦 可 以 進 行 每 年 度 的 例 行 調 查 ， 一 方 面 維 持 資 料 的 完 整

性，並達到資訊累積與擴散性的效果，另一方面可作為往後政策檢討 之參

考。  

注釋  

1.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之專案計劃研究案（編號：NSC 95-2812-C-224-001），特此致謝。 

2. http://www.autm.org/surveys/dsp.surveyDetail.cfm?pid=28 

3.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之「學術研發成果資訊交流網」（https://nscnt12.nsc.gov.t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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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表一   受訪大學清單  
分 層  數 目  學 校 名 稱  

第 一 層  1 2  

逢 甲 大 學 、 國 立 中 興 大 學 、 國 立 台 灣 大 學 、 中 央 研

究 院 、 國 立 台 灣 科 技 大 學 、 國 立 中 央 大 學 、 國 立 交

通 大 學 、 國 立 清 華 大 學 、 國 立 中 正 大 學 、 國 立 成 功

大 學 、 國 立 中 山 大 學 、 高 雄 醫 學 大 學  

第 二 層  7  

中 原 大 學 、 長 庚 大 學 、 國 立 屏 東 科 技 大 學 、 南 台 科

技 大 學 、 國 立 虎 尾 科 技 大 學 、 遠 東 技 術 學 院 、 國 立

高 雄 應 用 科 技 大 學  

第 三 層  8  

國 立 雲 林 科 技 大 學 、 國 立 政 治 大 學 、 銘 傳 大 學 、 國

立 勤 益 技 術 學 院 、 中 華 大 學 、 龍 華 科 技 大 學 、 國 立

嘉 義 大 學 、 義 守 大 學  

第 四 層  6  
國 立 台 北 商 業 技 術 學 院 、 南 開 技 術 學 院 、 和 春 技 術

學 院 、 德 明 技 術 學 院 、 實 踐 大 學 、 嶺 東 科 技 大 學  

總 計  3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