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31 日立法院第 8 屆第 3 會期第 15 次會議通過（公報初稿

第 58 期下冊資料）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102 年度預算書案 

 

(一)工作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支、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

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189 億 5,400 萬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原列 189 億 5,300 萬元，減列「技術服務支出－獎金」項下超

過公務人員標準之獎金 1億 9,966萬 7,000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 187億 5,333

萬 3,000 元。 

3.本期賸餘：原列 100 萬元，增列 1 億 9,966 萬 7,000 元，改列為 2 億 0,066

萬 7,000 元。 

(三)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10 億 1,900 萬元，照列。 

(四)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支、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等項之審查

結果，隨同調整。 

(五)通過決議 19 項： 

1.查政府捐助設立財團法人等之董事長、執行長、總經理、院長或秘書長等常

淪為主管機關官員或特定人士退休轉任之職位，恐有酬庸或利用職權之嫌，爰

針對「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財團法人中

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財團法人台灣中小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財團法人船舶

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財團法人專利檢索中心」與

「耀華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委員會」102 年度預算書案等案，要求：1.各該

財團法人與耀華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委員會之政府遴派或核派人員，其初任

年齡不得逾 62 歲，任期屆滿前年滿 65 歲者，應檢討儘速更換之；2.經濟部應

立即檢討「經濟部及所屬機關事業機構遴派公民營事業與財團法人董監事及其

他重要職務管理要點」，並刪除本要點中有關專案簽報核准、不受年齡限制等規

定。 

提案人：黃偉哲  許忠信  高志鵬  蘇震清   

2.針對行政院、經濟部函送立法院審議之「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財團法

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財團法人台灣中小

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財團法人商業發展

研究院、財團法人專利檢索中心」與「耀華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委員會」102

年度預算書案等案，要求各該財團法人與耀華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委員會之

政府遴派或核派人員如有更換時，須於 1 個月內將新任人員之職權說明、個人

簡歷資料（學、經歷）、薪酬、福利（各名義之獎金及補貼等）相關資料函送立

法院，以利國會監督。 

提案人：黃偉哲  許忠信  高志鵬  蘇震清   

3.針對行政院、經濟部函送立法院審議之「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財團法

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財團法人台灣中小



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財團法人商業發展

研究院、財團法人專利檢索中心」與「耀華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委員會」102

年度預算書案等案，要求各該財團法人與耀華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委員會應

遵循利益迴避，各該財團法人、耀華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委員會之董事、監

察人、政府核派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或關係人之

利益；且董事、監察人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其所屬財團法人、管理委員會為買

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 

提案人：黃偉哲  許忠信  高志鵬  蘇震清   

4.為減少各財團法人財務過於依賴政府，提升各財團法人自主收入及績效，特

要求經濟部對各財團法人考核應列入各財團法人從民間爭取財源之能力、輔導

或服務績效，且每年應以增長 3%為目標，如連續 2 年未能達成，即應撤換該財

團法人負責人。 

提案人：丁守中  林滄敏  黃偉哲  蘇震清  許忠信  楊瓊瓔   

5.有鑑於美韓自由貿易協定（FTA）生效後，韓國挾其轉單效益，削弱我國產業

的出口競爭力，其中尤以自行車、織襪、水五金等產業為最。要求經濟部責成

工業局、國際貿易局、技術處，以及所屬之財團法人等，於 1 個月內，就我與

美方尚未簽訂 FTA 前，如何確保出口競爭力，提出產業振興專案，落實執行。 

提案人：林滄敏  許忠信  蘇震清  楊瓊瓔   

6.台灣原住民工藝的形式，大致包括編織、製陶、織繡與雕刻等主要類別，因

部落環境及社群組織不同，族群各有專擅的工藝傳統與風格，原住民傳統的經

濟行為是建立在階序的社會基礎上，在近代資本經濟運作方式尚未進入部落之

前，其交易方式經常是交由部落頭目進行分配，生產關係是由上對下的指揮。

如何將原住民社會帶入現代資本運作模式是改善原鄉部落經濟發展的重要課題

之一，經濟部應召集所屬單位及各類財團法人，成立專案小組，研擬扶植原鄉

部落經濟發展方案，並針對原住民手工藝品研發與市場行銷，進行專案輔導計

畫，以協助台灣原住民部落經濟與傳統工藝發展。 

提案人：廖國棟  徐耀昌  簡東明  黃偉哲  楊瓊瓔   

7.鑑於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之年度收入主要來自政府補助及委辦經費比率

高達七成以上，係屬財務高度依賴政府部門之公設財團法人，雖財團法人工業

技術研究院肩負國家工業技術研發之重責大任，惟仍宜積極拓展民間業界收入

，以降低對政府部門之財政依賴度。爰建請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提高自有

財源收入之比例。 

提案人：高志鵬  黃偉哲  許忠信   

連署人：蘇震清   

8.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執行經濟部科專計畫之創新前瞻計畫於專利布局及

在國際比賽雖獲得多項殊榮，成效頗豐，惟由 90 年度至 100 年度創新前瞻計畫

演進轉入關鍵類科技專案計畫情形觀之，各年度無法演進至後續計畫繼續執行

之比率均遠高於演進轉入關鍵類科技專案計畫比率，創新前瞻計畫雖以投入高

風險之探索性研發為主，然為強化創新前瞻計畫研發成果，進而落實於協助產

業價值之創造，爰要求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應強化提升創新前瞻計畫演進

轉入關鍵類科技專案計畫比率。 

提案人：高志鵬  黃偉哲  許忠信   



連署人：蘇震清   

9.鑑於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近幾年來已研發多項豐碩之技術成果，且於國

際參賽中獲得許多獎項，國內、外專利布局亦大有斬獲，為使政府有限研發資

源發揮最大效益，爰要求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應加強相關科專計畫執行效

益性之評估，並強化專利運用之推廣，以使專利獲得及運用之產出有更具體表

現，藉以帶動國內產業發展。 

提案人：高志鵬  黃偉哲  許忠信   

連署人：蘇震清   

10.鑑於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對借用員工宿舍人員收取之使用維護費，連年

不足支付員工宿舍之相關維護費用及成本，顯與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宿舍

管理辦法之規定未符。爰要求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應儘速就宿舍面積及價

值進行通盤檢討，訂定合理之收費標準，並將檢討報告送交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以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 

提案人：高志鵬  黃偉哲  許忠信   

連署人：蘇震清   

11.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執行經濟部科專計畫之創新前瞻計畫於專利布局

及在國際比賽雖獲得多項殊榮，成效頗豐，惟由 90 年度至 100 年度創新前瞻計

畫演進轉入關鍵類科技專案計畫情形觀之，各年度無法演進至後續計畫繼續執

行之比率均遠高於演進轉入關鍵類科技專案計畫比率，創新前瞻計畫雖以投入

高風險之探索性研發為主，然為強化創新前瞻計畫研發成果，進而落實於協助

產業價值之創造，要求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應提升創新前瞻計畫演進轉入

關鍵類科技專案計畫比率，以強化研發成果。 

提案人：黃偉哲  許忠信   

連署人：蘇震清   

12.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之年度收入主要來自政府補助及委辦經費比率高

達七成以上，係屬財務高度依賴政府部門之公設財團法人，雖財團法人工業技

術研究院肩負國家工業技術研發之重責大任，但仍應自行獨立承接民間業務，

以利維持該院運轉，為此，要求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應降低政府補助及委

辦經費比率，並提高自行承攬業務空間，藉以降低對政府財政依賴。 

提案人：黃偉哲  許忠信   

連署人：蘇震清   

13.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近幾年來已研發多項豐碩之技術成果，並於國際參

賽中獲得許多獎項，且於國內、外專利布局有大幅成長現象。惟財團法人工業

技術研究院專利運用件數並未隨著獲得專利件數之成長而隨之成長，以近 7 年

來其專利運用件數，每年約在 1,400 件至 1,800 件之間，各年度運用專利件數

占各年度有效專利總件數之比率，由 95 年度 23.82%逐年下降至 100 年度僅有

18.76%，101 年度又下降至 17.77%，為使政府有限研發資源發揮最大效益，要

求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應加強相關專利運用之推廣，以使專利獲得及運用

產出有更具體表現，藉以帶動國內產業發展。 

提案人：黃偉哲  許忠信   

連署人：蘇震清   

14.為使政府有限研發資源發揮最大效益，爰要求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應加



強科專計畫效益性之評估，積極推廣專利運用，俾使專利產出有具體表現，並

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黃偉哲  高志鵬  蘇震清  林佳龍   

15.為避免財務過度仰賴政府，爰要求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應自 102 年度起

積極拓展業界收入，以增加自籌財源，並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提出

書面報告。 

提案人：黃偉哲  高志鵬  蘇震清  林佳龍   

16.社區支持型農業（簡稱 CSA）不僅可以提供居住於都市之原住民有工作機會

，更可以使消費者直接收到由市郊農地耕種所得之新鮮蔬果，並具有產地認證

，提供消費者「安心食材」。目前全國已有台北烏來福山、新竹千甲里、彰化溪

洲等地均有「產地直銷農場」，且許多已和當地鄉公所、公司行號合作推廣。爰

要求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能擴大予以輔導，或提供相關農業技術，以提供

居住於都市之原住民工作機會，並將相關書面成果報告送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參

考。 

提案人：簡東明  廖國棟  徐耀昌  楊瓊瓔   

17.政府開放資料庫（Open Data）乃是許多先進國家表現「資訊自由化」新技

術之一，且隱含新商機。加上台灣原住民族群幾乎具有南島語系特殊性，若能

與國際原住民族 Open Data 資料庫連結，能讓台灣特殊的文化走出去，對台灣

原住民族經濟效益上非常有益。例如與紐西蘭締結合作的代表性，能帶動觀光

，促進南島文化保存與交流、提高原民文化世界曝光度、提升原住民族就業機

會等效益。以屏東縣牡丹鄉為例，其具有排灣族民俗特色可讓觀光效益加值，

若能儘早加入政府開放資料庫（Open Data），則能增加台灣原住民文化在國際

上曝光度。爰要求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應加速輔導全國各原住民鄉公所，

提供資料以進入 Open Data 產業體系，並由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定期將成

果報告書送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參考。 

提案人：簡東明  廖國棟  徐耀昌  楊瓊瓔   

18.查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配合政府三生計畫（生態、生活、生產），協助

屏東縣原鄉地區推廣栽種「紅藜」、「菇類」等作物，並欲發展生技（酵素等）

周邊產品，但因遇到土質改良等問題，已歷時數年，仍成效不彰。爰要求財團

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能擴大予以輔導，或提供相關農業技術，加速推動，並將

研擬改善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簡東明  廖國棟  徐耀昌  楊瓊瓔   

19.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向來扮演國家研發中心的角色，年年預算規模在

100 多億元。過往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專注於科技產業研發的投入，對外

銷型產業注入較多的能量。隨著幸福經濟的想法而來，對內需型產業及服務業

型產業，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也應投入適當能量用以提升其產業競爭力。

特別是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服務業科技應用中心、南分院等單位的成立，

希望能提高對國內服務業科技能力提升帶來具體助力。其中若能提供部分研發

能量帶領原住民部落民眾藉由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的技術能力協助，而使

其對其傳統工藝或文化創新力能提高而具有市場競爭力。期盼在未來財團法人

工業技術研究院的研發計畫時能有具人文關懷，更積極支持原住民地區的相關

計畫。 



提案人：廖國棟  徐耀昌  簡東明  黃偉哲  楊瓊瓔   

 

本案決議：「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102 年度預算書案照審查報告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