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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貳、 雲端運算產業發展方案

叁、 智慧電動車產業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

肆、 智慧綠建築推動方案

伍、 發明專利產業化推動方案

陸、 結語

壹、前言

2008 年金融海嘯引發全球信貸緊縮，我國亦受衝擊，凸顯國內產業結構亟

需調整。有鑒於此，政府衡酌全球日趨關注環保、健康、生活品味等趨勢與潛

存商機，提出生物科技、觀光旅遊、綠色能源、醫療照護、精緻農業及文化創

意等六大新興產業。

近年來 ICT 產業已成為台灣的主力產業，多項產品在競爭激烈的科技市

場高居全球第一，這些都是國人運用創新與智慧創造出的優勢。為充分發揮

台灣 ICT 產業的競爭優勢，行政院乃責成內政部與經濟部提出雲端運算產業

發展方案、智慧電動車產業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智慧綠建築推動方案、發

四大智慧型產業

再創產業新藍海

系列二

服務展新機 智慧創新局

經建會部門計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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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專利產業化推動方案等「四大新興智慧型產業」，期運用創新研發能力，為

台灣未來產業開創新的藍海，打造新世代的榮景。

貳、雲端運算產業發展方案

我國資通訊產業經過 20 多年的發展，已經成為全球重要的硬體資訊產品供

應基地，產業基礎雄厚。「雲端運算」是未來資訊應用的新主流，各國政府均競

相投入雲端運算產業發展，台灣尤應善用優良的資通訊產業基礎，以爭取龐大

商機。

一、整體發展策略

依行政院之規劃，「雲端運算產業發展方案」將以 5 年共 240 億元經費，

於 2015 年達成雲端服務應用體驗 1,000 萬人次、帶動企業研發投資 127 億，

促成投資（含製造、服務）1,000 億、新增就業人口 5 萬、雲端運算產值累計

達 1 兆。期推升台灣資訊產業，成為供應全球雲端系統、應用軟體、系統整合

與服務營運的強勢科技產業，達成產業再造，壯大台灣，布局全球，再領風騷

的目標。

「雲端運算產業發展方案」係從五大施政方向、三大發展策略及措施，全

方位積極推動。五大施政方向包括：「提升政府運作效能」、「提升民眾生活水

準」、「提升硬體附加價值」、「帶動產業投資，加速產業轉型」以及「加強基礎

研究與產業科技研發」；三大發展策略將從「供給面」（發展全方位、高度整合

C4 雲端運算產業鏈）、「需求面」（推動政府雲端運用∕政府之雲端運算服務）

與「治理面」（全方位協調、統合與管理執行方案）著手，期能普及雲端運算應

用，催生雲端運算產業鏈，使台灣成為全球發展雲端產業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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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體推動成果

（一） 雲端運算產業 100 年度共促成投資金額達新台幣 90 億元（累計 154 億

元），新增就業人數達 4,465 人（累計 6,990 人），創造新台幣 220 億元產

值（累計 310 億元），帶動企業研發投資 30 億元（累計 49 億元）。

（二） 政府結合國內 50 餘家資通訊與服務業者，共同組成「台灣雲端運算產業

協會」，並推舉中華電信錦董事長呂學擔任首任理事長，加速整合上下游

產業鏈。

（三） 資策會、工研院與國內業者攜手投入雲端運算科技的研發，共同推出全

球第一套由國人自主研發的雲端運算整合作業系統（Cloud OS），並成

圖1 雲端運算應用情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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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移轉至華碩、騰雲、緯創軟體、英業達等企業，建立我國自主核心技

術能量。

（四） 經濟部積極鼓勵企業針對雲端運算議題提案申請業界科專計畫，截至

100 年底已核定趨勢科技「創新雲安全技術開發計畫」、英業達與中華電

信「雲端模組式綠能資料中心開發計畫」、緯創軟體與壢新醫院「醫療雲

─ ICU 智慧醫療雲端系統與服務（cICU）計畫」、技嘉科技「育教雲樂雲

端開發計畫」、神通資訊科技主導之「杏雲計畫─雲端醫療門診資訊系統

創新服務計畫」、國眾電腦「教育雲整合服務研發計畫」、偉視科技「智慧

型裝置的整合式多媒體雲端服務─ ClouSurf 計畫」等 7 案，協助業界研

發與應用關鍵技術。

（五） 在推動政府雲端運用部分，財政部二代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已於 100 年

10 月 1 日正式上線啟用，並完成 200 萬人次應用體驗，積極推動政府雲

端運算應用。

（六） 「雲端運算產業推動辦公室」於 100 年 7 月 26 日舉辦「雲端運算應用論

壇」，邀請深圳市雲計算產業協會約 30 位代表與會，並促成「台灣雲端運

算產業協會」與「深圳市雲計算產業協會」兩岸協會簽署合作意向書、兩

岸廠商簽署 42 份合作意向書，促進兩岸合作契機。

叁、智慧電動車產業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

因應全球氣候暖化變遷所帶動的環境衝擊，先進各國均朝節能減碳的方向

邁進，我國擁有極具競爭力的資通訊（ICT）產業，輔以完善的電池及零件配備

基礎，除可提升智慧電動車整車附加價值，亦可帶動我國關鍵零組件產業發展

蓬勃，朝向「智慧電動車」之利基市場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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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體發展策略

「智慧電動車產業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透過啟動期─推行示範運行

（99 ∼ 102 年）、成長期─推展國內及新興市場（103 ∼ 105 年）以及擴張期─

兩岸互補行銷全球市場（106 ∼ 119 年）三階段推動，期望智慧電動車產量目

標 105 年超過 6 萬輛（含外銷 1.5 萬輛），產值超過 1,200 億元（整車約 900 億

元，零組件約 300 億元），及帶動相關服務業產值共 312 億元，創造 2.4 萬以上

就業人口。

為配合行政院落實綠色能源新興產業，擴大綠色能源產品應用之發展，

建構符合台灣生活需求之綠能智慧環境，本行動方案係以「推動智慧電動車先

導運行」、「健全智慧電動車友善使用環境」、「提高消費者購車誘因」、「以環保

節能減碳標準健全智慧電動車發展環境」及「輔導產業發展」作為 5 大發展策

略，推動智慧電動車正式上路及邁向普及化，並帶動智慧電動車產業升級，期

能促進我國智慧電動車發展成為世界典範，落實台灣建立低碳島的政策目標。

圖2 台灣智慧電動車發展Road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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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體推動成果

（一） 智慧電動車產業 100 年度共促進民間投資金額達新台幣 120.6 億元（累計

147 億元），新增就業人數 2,413 人（累計 2,941 人），以及創造產值新台

幣 50.4 億元。

（二） 在提高消費者購車誘因部分，推動《貨物稅條例》修正草案，100 至 102

年購置電動車將由目前減半徵收（12.5%，原稅率 25%）改為貨物稅全

免；另《使用牌照稅法》修正案亦已於 101 年 1 月 4 日公布實施，未來

3 年電動車將免徵牌照稅；台中市通過《公有停車場收費自治條例》修正

案，針對行照上燃料種類登載為電能汽、機車將給予免費停車之優惠。

（三） 在推動智慧電動車先導運行部分，100 至 102 年預計完成 10 案先導運行

專案，100 年度已通過台中市政府及格上租車等 2 案先導運行專案，預計

將有 200 輛電動車上路運行，並設置 261 座充電站，整體產業效益產值

約達新台幣 23 億元，後續另有 3 案審查中，5 案溝通規劃中。

（四） 在健全智慧電動車友善使用環境部分，經濟部於 100 年 10 月 25 日公布

電動車輛充電系統介面、安全等 9 項電動車輛相關國家標準，累計至 100

年度已完成 14 項電動車及關鍵零組件國家標準制定；100 年共計召開 14

項技術委員會審查、2 場草案座談會、1 場公聽會，建置電動車標準檢測

驗證服務平台網站，並公告電動車充電系統所需檢測項目內容與檢測時

程，有助於國內業者後續投入參與先導運行。

（五） 經濟部 100 年累計已輔導納智捷、酷比汽車、皆盈綠動、中華汽車、華

德動能、必翔電能等 6 家電動汽車廠商，8 款電動車輛通過交通部安審測

試，可領牌上路運行。

（六） 100 年 10 月經濟部國貿局率團參與巴黎汽車零配件展，設置「台灣電動

車形象專區」，共蒐集 502 位買主資訊，後續商機約有 150 萬美元 ;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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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於德國電動車展中發表納智捷電動車新品，展示電動車關鍵零組件，

共計吸引來自 36 國 13,800 位買主參觀，預期接單 180 萬美元 ; 另亦辦理

1 團拓銷團（2011 智慧電動車赴日拓銷團），9 廠商參展，合計 3 案預估

後續商機共計 510 萬美元。

肆、智慧綠建築推動方案

推動智慧綠建築產業的發展，可充分運用我國資通訊（ICT）產業的競爭優

勢，結合自動化控制、安全監控、居家照護、數位生活等智慧生活應用相關科

技，進行電子化、資訊化及建築技術的整合創新，提供全民安全健康、便利舒

適、節能環保的生活環境，達成滿足庶民生活需求、促進科技產業發展的目標。

一、整體發展策略

「智慧綠建築推動方案」係以「在既有綠建築基礎上，導入資通訊應用科

技，發展智慧綠建築產業，成為領先國際之典範，落實台灣建立低碳島之政策

目標。」為發展願景，預估經由政府投入經費約 32.36 億元，將可達到促進投資

約 284 億元，帶動相關產業產值約 7,529 億元，達到減碳總量約 382 萬噸，關

聯產業就業人口數將達 24 萬 3,000 多人。

本方案規劃採行「進行創新技術研發以提升產業競爭力」、「健全法制規範

以消弭產業發展限制」、「培訓專業人才以滿足產業發展所需」及「辦理示範應

用推廣以帶動產業發展」四大推動策略，期能帶動相關技術開發及產業發展，

創造舒適、便利、安全的居家環境，建構具國際競爭力的智慧綠建築產業鏈。

未來仍期望藉由政府率先推動並投入相關經費據以支持之前提下逐步推動與落

實，以達到推動智慧綠建築之創新生活應用，帶動相關技術開發與產業發展之

成效，並進一步促進產業革新及改善人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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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智慧綠建築關聯產業範疇示意圖

二、具體推動成果

（一） 智慧綠建築產業 100 年度共促進投資金額達新台幣 21.8 億元（累計 28.5

億元），新增就業人數 39,197 人（累計 67,731 人），帶動產值約新台幣

1,185 億元（累計約 2,065 億元）；此外，並成功減碳約 68 萬噸（累計約

163 萬噸）。

（二） 在進行創新技術研發部分，完成先進感知平台，可應用在建築中結合溫

度、照度、電壓、電流等各類型 Sensor，導入感測器佈建、自然光與人

工光融合、能源管理平台等技術，使年用電量降低約 12%。

（三） 在健全法制規範部分，修正《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39

點第 1 項第 5 款之規定，並於 100 年 10 月 13 日公布實施，解決非都市

土地開發綠建築建案相關規定；完成建立綠色工廠標章制度，向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申請綠色工廠標章圖樣註冊，並於綠色工廠標章制度架構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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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般行業清潔生產評估系統及半導體業（IC 製造）清潔生產評估系統之

研訂及試行工作。

（四） 在培訓專業人才部分，共補助 37 所大專校院開授 66 門智慧生活跨領域基

礎課程及服務學習課程；並辦理智慧建築種子師資培訓課程 3 場次、智慧

家庭相關應用研討會 2 場次以及智慧生活產業發展策略與措施產業共識會

議 1 場次。

（五） 在辦理示範應用推廣部分，迄 100 年 12 月底止，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

心導覽活動共計 9,211 人次參觀體驗；完成 510 座便利商店能源管理系

統，2,004 家便利商店取得綠色便利商店認證等綠色節能措施；南科園區

巡迴巴士累計搭乘人數突破 31 萬人次，約減碳 0.0909 萬公噸；節能標章

認證產品累計有效合約計有 319 家廠商、5,083 款產品，節能標章累計使

用枚數高達 1 億 600 萬枚；完成核發 472 張省水標章使用證書，累計使

用枚數 267 萬枚，年節水量約 1,083 萬噸。

（六） 完成辦理「能源國家型計畫」及「能源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項下補助

10 件研究計畫，共培育約 48 名「節約能源科技研發」相關碩博士人才，

並推動「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網絡聯盟計畫」，建立台大、交大及成大 3 校

跨校型的智財聯合營運機制；另補助技專校院設置 12 所「聯合技術發展

中心」，有助於智慧綠建築產學研究合作機制之建立。

伍、發明專利產業化推動方案

我國有堅強的發明實力，每年皆在在德國紐倫堡、瑞士日內瓦及英國倫

敦等之國際發明展上屢獲佳績。推動發明專利產業，可充分發揮及運用我國豐

沛之創新發明能量，落實創新能量於新商品或產業，強化我國產業之創新競爭

力，並推動我國成為全球專利交易的先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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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發明專利產業化推動架構

一、整體發展策略

為建立專利技術產業化成功典範，達成推動我國成為全球專利運用的先進

國家之願景，行政院推動「發明專利產業化推動方案」，自 99 年至 104 年預計

達成取得專利獲證數 470 件、專家顧問深入諮詢訪視 3,200 案、協助專利技術

進行加值組合服務 3,400 件、促成專利技術之移轉授權及讓與交易達 5,700 案

等成果，並預估可創造人力資源運用人數 39,000 人，帶動民間投資 200 億元，

以及衍生經濟效益 1,130 億元，進而達成發展發明專利產業化之推動目標。

本推動方案係以「建置專利加值輔導顧問中心」、「輔導商品化驗證服務」、

「強化台灣技術交易整合服務中心（TWTM）服務功能」、「整合政府輔導資源輔

導企業專利商品化」、「輔導或補助個人專利創業育成或開發新商品」、「強化政

府科專計畫研發成果商品化」等六大推動策略，以解決我國發明專利商品化發

展所面臨的問題，期能加速專利媒合效率，提升企業運用專利進行商品化的機

會，並整合政府資源，建構發明專利商品化、事業化的目標。

願
景

建立專利技術產業化成功典範，
推動我國成為專利技術交易的先進國家。

目

標

整合產學研資源，建立服務機

制，促成5,700件專利技術達

成移轉、授權及讓與交易，進

而產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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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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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促進人力資源運用3.9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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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體推動成果

（一） 發明專利產業 100 年度共帶動民間投資金額逾新台幣 38 億元（累計逾 64

億元），促進人力資源運用 9,871 人（累計 15,659 人），衍生經濟效益新

台幣 154.4 億元（累計約 368.51 億元）。

（二） 推動《科學技術基本法》修正草案，未來公立大學之研發成果將不受《國

有財產法》之限制，可加速發明專利產業化的推動。

（三） 完成建置「科技研發成果資訊系統（STRIKE）」管理平台，以落實學研

機構研發成果資源及績效管理，強化補助計畫投入與研發成果產出間之管

理聯結。截至 100 年 12 月底登錄申請研究計畫衍生之部分補助件數累計

2,725 件次、核定補助件數累計 2,504 件次，申請獎勵件數累計 291 件、

核定獎勵件數累計 284 件，核定技轉合約件數 856 件，核備技轉專責單

位累計 56 家。

（四） 維運「農業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資訊網」、「農業技術交易網」及「廠商客

戶資料庫」等系統，農業技術交易網會員已超過 5,000 人，截至 100 年

12 月底並已發送 19 期技術快訊，主動行銷農業技術。

（五） 為促使中小企業對創新研發成果能更落實及廣泛應用，規劃執行 SBIR 

Phase 2 階段後研發成果之加值應用開發需求，增設「加值應用（Phase 

2+）」申請計畫，鼓勵中小企業創造更多創新技術之加值應用，引導研究

開發更朝向需求導向。截至 100 年 12 月底止，「加值應用（Phase 2+）」

之執行計畫計 27 件，政府補助金額達 5,442 萬元，並帶動中小企業投入

研究經費達 1.3 億元，投入直接研究人力達 364 人，並透過這些計畫將中

小企業擁有之 103 件專利進行加值以達產業化，協助中小企業將研發成果

商品化，促使中小企業對創新研發成果能更落實及廣泛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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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截至 100 年 12 月底止，「專利加值輔導顧問中心」共邀集 161 位智財服

務業、研究機構、學術機構之專家顧問登錄至人才資料庫，並完成 452 案

諮詢訪視服務，提供發明人商品產業化所需要之輔導及協助；此外，亦篩

選具產業化潛力之專利，提供市場潛力評估、與其他技術進行組合之可行

性分析或應用領域評析等加值服務，截至 100 年 12 月底止，共完成 429

件專利加值。

陸、結語

在全球經濟風暴後，緊接而來的是全球產業大洗牌。台灣必須在這個過程

之中找出自己的定位，發展我們的優勢。其中，四大新興智慧型產業攸關我國

未來產業的創新、多元及永續發展，相關部會現正積極落實執行，可望充分發

揮我國 ICT 產業優勢，在下一個階段的全球競爭中，取得領先優勢。此外，藉

由各項新興產業的發展，亦可提升台灣國民生活品質，除有助於加速我國產業

之結構轉型，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外，亦可落實台灣經濟成果為全民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