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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福祉之重要政策之一。我國高等教育部門近年直接來自政府部門（不含大學一般基金）之

研發經費大幅成長，由 94 年度之 185 億餘元，至 103 年度提高至 308 億餘元，其中以科技部補

助計畫為常態性且最重要之學術研究經費來源。 

科技部每年度持續挹注逾 200 億元支援學研機構從事學術研究，平均年近 2 萬件計畫，然有

集中於特定學校機關及部分主持人之情形，允宜就學術研究專業、地域及機構平衡、利益迴避

等原則，檢討資源分配之妥適性，請貴部於一個月內提出專案報告。 

又依據貴部於業務報告中所述「學門召集人及複審委員名單業已公開於本部網站」，請貴部

重新檢視相關審查規定及審查委員名單公開之情況，於一個月內改善，併入專案報告中報告。 

提案人：鍾佳濱 

連署人：李麗芬  何欣純 

主席：提案委員要不要說明？ 

鍾委員佳濱：謝謝主席，剛剛在質詢時，我就提出希望科技部針對這超過 200 億元的科研計畫申請

補助的狀況首先進行專案報告；而且希望這個專案報告的內容能以你們掌握的範圍將過去做比

較長時期的分布說明；再者，本案提到「地域及機構平衡」的部分是我們尤其希望看到的；當

然學術研究機構不一定和南北均衡有關連，但是在台灣的科學研究，有些學門會和地理分布有

關係；因此我希望科技部能將過去已經補助的狀況做這樣綜整性的說明，以便於未來我們在思

考這些科研計畫分布時，透過學門召集人的調整讓這些資源能有效幫助台灣具競爭力、有特色

的學術研究、科別和機構發展，好不好？ 

主席：請許委員智傑發言。 

許委員智傑：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第一個，我加入連署。 

主席：好。 

許委員智傑：第二個，關於科技部的這個補助到底會有多大的幫助、哪一部分有何效果、是不是根

據五加二的方案等等，也可以列入你們的報告內，還有科技部的重心能在這個部分挹注什麼樣

的努力，將來可以達到如何的成果，這些是不是也能一併考慮？ 

主席：好，部長有沒有意見？ 

楊部長弘敦：OK。 

主席：好，本案照案通過。 

報告委員會，今天的議程處理完畢，謝謝各位，現在散會。 

散會（12 時 53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