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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生產力4.0發展方案

前言

臺灣面對就業人口減縮壓力、產業受國際競爭前後夾擊雙重挑戰，在接踵而來

的第 4 次工業革命，如何促進國內產業創新轉型、掌握關鍵技術自主能力、維持國

際競爭力、及提供就業機會，會是未來產業發展之重要課題。

爰此，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邀集經濟部、科技部、教育部、農委會、衛福

部、勞動部等，跨產業（製造業、商業服務業、農業）共同合作於 104 年 6 月 4

日、5 日召開「2015 年行政院生產力 4.0 科技發展策略會議」，進而凝聚意見與結

論共識，研擬「行政院生產力 4.0 發展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

本方案核心理念是藉由產業科技優勢，打造臺灣成為全球生產製造供應鏈的關

鍵地位；同時，營造人機協同優質工作環境，以因應未來勞動人口減少的缺口。

壹、凝聚跨部會共識，形塑產業升級契機

貳、 整備產業環境，推動製造業、商業服務業、農業邁向生產力 4.0

叁、  加速推動方案落實，並持續納入各方意見滾動調整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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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凝聚跨部會共識，形塑產業升級契機

 本方案推動期程自民國 105 年至 113 年，並從今（104）年第 4 季（10 月

1 日）啟動（1 ＋ 8 年期）。為了完備推動構面，透過前置整備作業、正式策略會

議討論蒐集產學研意見、並透過最終跨部會溝通與協調，逐步完成本方案的彙編。

一、推動緣起

之所以選擇進行生產力 4.0 的科技發展策略規劃，主要是觀察到全球競逐智慧

製造科技發展，有兩個重要的趨勢：一是全球競逐智慧科技發展趨勢的拉力；一是

就業人口遞減現實的推力。

首先，生產製造歷經自動化、量產化、全球化發展歷程後，近 3 年，不論是

德國「工業 4.0」、美國的再工業化政策、日本的人機共存未來工廠、韓國的下世

代智慧型工廠，還是中國製造 2025 計畫，全球主要國家均積極推動建構網實智能

化製造、生產、銷售系統，以快速反應或預測市場需求。

其次，先進國家為因應就業人口數下降的必然趨勢，推動數位製造、網實整合

智慧製造發展，也是逆轉人口危機為轉機的重要手段。在接踵而來的第 4 次工業革

命，如何促進國內產業創新轉型、掌握關鍵技術自主能力、維持國際競爭力，是我

國產業發展之重要課題。

爰此，本方案以行政院所推動的「智慧型自動化產業發展方案」為基礎，整合

商業自動化、農業科技化發展進程，提出生產力 4.0 發展規劃，期能帶動產業從生

產力 1.0（勞力密集）、經歷生產力 2.0（技術密集）、3.0（知識密集），進而邁向

生產力 4.0（智慧密集），以因應高齡化社會工作人口遞減的勞動需求。 

二、透過策略會議凝聚產官學研共識

為使整體規劃與推動能更貼近國內產業現況與全球趨勢、並凝聚跨部會共識，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於 6 月 4 日到 5 日，辦理「2015 年行政院生產力 4.0 科技

發展策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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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相關部會及海內外專家的參與，兩天會議中共有 10 餘個產業公會代表及

上銀、研華、友嘉等業界及學研代表近 700 人次參與。分別針對「生產力 4.0 產業

與技術發展策略」、「前瞻製造科技與創新應用發展策略」、及「工程智慧科技人才

培育與產學連結策略」等三大議題進行討論。

張副院長善政於開幕致詞時指出，德國有工業 4.0、美國有 AMP 計畫等，行

政院提出的生產力 4.0 是要跳脫製造業傳統僅以生產製造為主，他認為，過去國內

強調技術而往往忽略產品服務層面的價值創造；此外，政府角色應是要投資在成本

高、風險高的先進核心關鍵技術，讓企業可以得到成本低且可行性高的技術，以協

助企業發展出具有特殊性的商業模式，促進我國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資料整理：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整理

圖1 工業革命與臺版生產力4.0產業發展演進歷程

     生產力1.0   生產力2.0     生產力3.0　 生產力4.0
勞力密集  資本密集  技術密集   知識密集    智慧密集

 民國59-70 民過71-88 民國89-99 民國100 民國105-113
 科技產業基礎 自動化 電子＋IT化 智慧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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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院長治國也在閉幕會議中表示，推動生產力 4.0 主要是台灣產業面臨全球

競爭轉型壓力、以及台灣工作年齡人口（15 至 64 歲）數將於 2015 年達最高峰後

將持續下降，工作人口減少將帶來生產力的危機。台灣在此轉折點，藉由「生產

力 4.0」建構典範移轉。毛揆提出兩大目標三大主軸方向，期許各部會落實。兩大

目標為：一是藉由生產力 4.0 推動期程，政府帶頭加速產業創新加值轉型與產業加

值化、第二是生產力 4.0 推動完成後，台灣能為國際市場提供嶄新的產品生產與服

務。三大主軸方向為，關鍵技術自主化、擴大複製產業Ａ -team 模式創造螞蟻雄兵

式的競爭優勢、與產學連結培育人才。

貳、整備產業環境，推動製造業、商業服務業、農業邁向生產力

4.0

一、願景目標

本方案推動目標，首要，掌握產業轉型發展所需關鍵技術的自主能力；其次

在作法上，考量中小企業體質，以擴大複製自行車產業Ａ -team 模式創造螞蟻雄兵

式的競爭優勢，加速產業轉型；第三，人才是本案推動的核心關鍵，除了要培育生

產力 4.0 所需的高端研究人力，以提升業界研發能量外，亦要加強產學連結培育技

職人才以及在職人員技能的升級轉型等相關配套工作。以達到固本、扎根、搶單目

標，維持國際競爭力。

（一） 產業面：促進產業創新轉型

1. 發展網實系統貫穿產業服務、行銷、設計、發展、製造之垂直整合與跨領域

之水平合作；並創造以人為本之優質就業環境，帶動產業結構優化轉型。

2. 整合多元零售通路及智動化物流服務，讓消費者得到便捷、安全、無縫且一

致的消費體驗，提升整體商業服務業之經濟規模。

3. 以創新技術推升生產效能與產銷品質，提高消費者對農產品安全信賴感，導

入智慧農業促成產業轉型，樹立熱帶、亞熱帶農業經營新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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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術面：掌握關鍵技術自主力

1. 結合智慧機械、產業大數據、供應鏈聯網等網實整合智慧製造與服務技術，

促進產業發展全方位系統整合解決方案。

2. 發展高值積層製造技術，推動利基設備／材料／關鍵零組件／軟體／整合系

統自主。

3. 建置生產力 4.0 產業轉型所需的「共通技術基礎（common infrastructure）」

與軟硬體工具（包括智慧機械聯網、大數據、雲端運算），以促進中小企業創

新應用。

（三） 人才面：培育產業實務人才

1. 培育生產力 4.0 設計開發人才。

2. 提升在職人員生產力 4.0 職能。

二、 主軸策略

本方案係運用物聯網、網實整合、智慧機器、巨量資料等科技；透過「優化

領航產業智慧供應鏈生態系統」、「催生新創事業」、「促進產品與服務國產化」、「掌

握關鍵技術自主能力」、「培育實務人才」、與「挹注產業政策工具」六大主軸策略

（圖 2），優先帶動電子資訊業、金屬運具業、機械設備業、食品製造業、紡織業、

物流及零售服務業、及領航農業等 8 項領航產業轉型，強化產業國際競爭力。

（一） 主軸策略一：優化領航產業智慧供應鏈生態系統

策略選定聚焦八大領航產業，深化其企業內垂直價值鏈智慧化能力、以及打

造產業水平供應價值鏈智慧化能力，優化產業結構，鞏固國際接單能力。推

動作法包含「深化企業垂直價值鏈智慧化能力」、「打造產業水平價值鏈智慧

化能力」、「籌組產業輔導服務機制」、「推動與制訂國際接軌的資通訊介面標

準」、「建立產業產品／技術／產程驗證體系」、與「協助國內業者切入國際供

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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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CPS零組件（如感測器、傳感器、控制器等）及智慧設備製造業、（2）CPS解決方案服務業（3）積層
製造關鍵設備、系統、零組件、材料產業、（4）積層製造應用新創產業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圖2 「行政院生產力4.0發展方案」6項主軸策略

（二） 主軸策略二：催生新創事業

催生新創事業項目包括：（1）CPS 零組件（如感測器、傳感器、控制器等）及

智慧設備製造業、（2）CPS 解決方案服務業、（3）積層製造關鍵設備、系統、

零組件、材料產業等、（4）積層製造應用新創產業。推動作法包含「衍生新創

事業策略」、與「引進國際相關企業或產品或服務等，培植本土新興產業」。

（三） 主軸策略三：促進產品與服務國產化

藉由推動導入生產力 4.0 關鍵系統與零組件、及服務產品的過程，促進產品

與服務國產化。推動作法包含「推動關鍵系統與零組件自製專案」、與「引進

國際既有產品或服務建構自製能力」。

促進經濟成長、產業國際競爭力

1. 優化領航產業智慧供應鏈生態系統
• 深化企業垂直價值鏈智慧化能力（垂直）
• 打造產業水平價值鏈智慧化能力（水平）

4. 掌握關鍵技術自主能力

5. 培育實務人才 

6.  挹注產業政策工具

生產力4.0
基礎環境

建構

2.
催
生
新
創
事
業
︵
註
︶

3.
促
進
國
產
化

農業 4.0
策略性選擇

產值占農業約 50％

• 生技農產業
• （蝴蝶蘭、種苗、菇類）
• 精緻農產業
• （稻作、農業設施、養
殖魚類、家禽／水禽）

• 精準農產業
• （溯源農產品、生乳、
海洋漁業）

製造業 4.0
策略性選擇

產值占製造業約 62％

• 電子資訊業
• 金屬運具業
• 機械設備業
• 食品製造業
• 紡織製造業

商業 4.0
策略性選擇

產值占服務業約 18％

• 零售業
• 物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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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軸策略四：掌握（CPS）關鍵技術自主能力

以智慧自動化為基礎，集成電腦化／數位化／智能化技術，以物聯網、智慧

機器、巨量資料等科技發展具備有適應性、資源效率、及人因工程的智慧

工廠，以貫穿商業夥伴流程及企業價值流程，創造產品與服務客製化供應能

力。透過提供關鍵技術模組工具、或提供共通技術平台、或優化技術性能、

突破技術瓶頸等創造產業科技自主能力。推動作法包含「掌握（CPS）智慧

生產與服務核心關鍵技術自主力」、與「掌握積層製造核心關鍵技術自主力」。

（五） 主軸策略五：培育實務人才

推動作法為「產業在職人才培育」、「產學連結跨域科技人才培育」、「產學研

連結培育國際實務人才」、及「產學研單位延攬國際專業人才」。

（六） 主軸策略六：挹注產業政策工具

運用獎勵投資、併購、融資貸款、創投資金、研發支出投資抵減、中小企業

輔導體系及信用保證機制等產業升級政策工具，針對所選定的領航產業，優

先運用產業升級轉型相關政策工具，促進各企業（商家）、工廠（工場）建

置生產力 4.0 設施能力、研發能力、經營管理能力。並針對先進製造與積層

製造應用，研制配套法規，以促進產業創新加值發展。推動作法包含「優先

支持使用產業升級轉型政策工具」、與「法規研制與諮詢服務，以促進醫材

應用」。

三、推動架構

本方案採製造業應用組、商業服務業應用組、農業應用組、及基礎環境發展組

等 4 組分工，分由經濟部、科技部、行政院農委會、教育部、衛福部、勞動部等部

會共同合作執行。

產業應用組辦理策略性選擇生產力 4.0 發展業別，提出優化產業結構目標情

境、盤點關鍵技術研發、產業人才培育、政策工具挹注及法制研修等需求，以深化

企業智慧化能力，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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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環境發展組辦理（1）推動產學研合作自主開發關鍵核心軟硬體技術及共

通平台，降低產業導入門檻，以加速培育產業軟硬實力，（2）協調制定國際接軌之

產業標準及產品技術產程驗證體系，（3）整合跨部會資源共同打造實務人才培育機

制，以推動高階設計開發人才及提升在職人員職能相關發展業務，（4）其他基礎環

境建置項目等。

各組分工與推動要項如下：

（一） 製造業應用組（經濟部工業局主辦）

1. 引領製造業轉型之系統架構

德國工業 4.0 以網宇實體系統（CPS）為主，美國 AMP 強調資通訊加值服

務，我國則結合兩者優勢推動生產力 4.0，以智慧自動化為基礎，運用網宇

實體、物聯網、智慧機械／機器人、巨量資料及精實管理等技術，推動智慧

製造及智慧服務之聯網服務製造系統（System of systems, SoS），應用加值

於重點領域產業。

由於全球製造生產型態改變，大量客製化需求，因此必須透過物聯網與客戶

及供應商更加緊密連結；倚重智慧機械／機器人來滿足接單產品多樣且生命

週期短，須頻繁換線之生產需求；並且應用巨量資料精準分析資訊，朝向預

測生產製造，以提升產業附加價值與生產力，進而帶動整體產業結構優化。

然而由於我國大多數廠商為中小企業，相關能量仍待強化，因此將優先選定

具備 IT 及自動化基礎的中堅企業及其供應鏈之電子資訊業、金屬運具業、機

械設備業、食品製造業、紡織製造業、零售物流業及農業等重點產業，建構

生產力 4.0 創新營運模式，再透過複製擴散，逐步帶動中小企業升級。

2. 推動範疇（圖 3）

經濟部工業局選定製造業中面臨國際競爭壓力較大、產值或就業人口較多

且較有機會運用生產力 4.0 相關科技提高競爭優勢之電子資訊、金屬運具、

機械設備、食品、紡織等重點產業優先推動，並已陸續展開與各產業意見領

袖、公協會代表與專家共同討論盤點產業發展狀況，據以擬定各次產業之推

動優先順序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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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業服務業應用組（經濟部商業司主辦）

1. 引領商業服務業轉型的系統架構

當今科技日新月異快速發展，消費者之消費型態也受到潮流變遷，出現結構

性之相應變化。為了呈現出更具效率、彈性與智慧化的商業服務模式，商業

服務勢必朝向下一領域演進，引領商業服務進入更符合市場需求的新形態營

運模型。

我國的商業服務隨著商業 1.0、2.0、3.0 的階段逐漸演變，由少量少樣的小

範圍銷售，到多量少樣的大量化規模產銷模式，並且進一步轉化為因應差異

化所產生的客製化商業服務以及電子商務時代，可以觀察到，每一階段演變

的時間間隔正逐漸縮短。近幾年，消費者更因網際網路所帶來的資訊透通，

對於商業服務的品質要求越來越細膩。故在行動商務與物聯網等科技逐漸成

熟的催化下，多元通路開始整合造就出智慧零售服務，使商業服務快速進入

4.0 的時代。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圖3 製造業生產力4.0優先推動範疇

重點產業產值占整
體製造業62％，從
業人口數占67％

• 針對各主要產業之次產業推動優先順序及作法，經濟部已陸續展開與業界領袖、公協會代表等各界專家進行討論
盤點中。

製造業
（2013年生產總額約新臺幣18.27兆元，

從業人口約298.8萬人）

電子資訊業

（產值約占31.0％，
從業人口佔29.0％）

金屬運具類

（產值約占19.6％，
從業人口佔21.9％）

機械設備類

（產值約占5.1％，
從業人口佔7.7％）

食品業

（產值約占3.8％，
從業人口佔5.0％）

紡織業

（產值約占2.2％，
從業人口佔3.4％）

帶動產業結構優化

• 智慧製造，
強化土地、
能 源 生 產
力。

• 減廢再生提
升資源使用
效率。

能資源使用
最佳化

• 既有員工在
職訓練，晉
升為決策與
管理者。

• 結合機器人
達成協同生
產。

友善人機協同
作業

• 彈性產線與
即時管理，
達 到 快 速
回應市場訂
單。

彈性敏捷
生產

• 巨量資料預
測分析，達
成 製 程 優
化、預知保
養、市場預
測。

預測製造
管理

• 運用CPS切
入高值產品
市場。

• 生產監控與
訊息即時回
饋，確保產
品品質。

大量客製化高值
／質產品

• 整合製造，
通路及消費
體系，創造
生產營運新
型態與新產
業。

創新製造
服務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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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消費環境之變革，經濟部商業司優先選擇零售／物流業，透過大數據、

IoT、行動支付、自動化等技術應用，發展各項智慧加值應用及整合型服

務，扶植智慧零售商業模式成形，打造消費優質體驗環境，提升服務效率及

競爭力。

為了有效發展智慧零售、智慧物流及整合型服務等領域之智慧科技應用，強

化商業服務深度與廣度，商業司著重於應用層之技術發展，從自動化應用、

感測與物聯網應用、多元核銷與行動支付、巨量資料分析等面向，針對智慧

零售、智慧物流與整合型服務三個領域切入，各自研發創新服務與解決方

案，並整合至共用平台上，提供中小型商業服務業進行導入與使用。而網路

層及感知層部分，則預計以跨部會的方式由技術處予以支援，以發揮資源整

合之效益。

商業服務業的整體推動架構（圖 4），涵蓋層面將包含消費通路、商業營運，

到物流支援等三個領域。

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

圖4 商業服務業4.0優先推動範疇

以科技化、智慧化及行動化帶動零售業升級轉型為智慧零售

消費行為改變 零售產業走向

• 產值：4,479億
• 受雇人數：27.7萬人

• 產值：2.57兆元
• 受雇人數：161.8萬人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5年 2月公布之 2014年國內各業生產毛額實質值
（以 2011年為基準）

• 國際化
• 科技化
• 規模化
• 連鎖加盟化
• 多元支付模式
• 多元支援鍊結（併購、策略聯盟）

• 幾乎人人持有智慧型裝置
• 購物習性從實體轉向多元
• 隨經濟興起
• 社群、口碑影響消費決策
• 消費者對行動支付高度期待

批發零售業（27.3％）

推動產業

物流業（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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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動範疇與產業轉型情境

經濟部商業司此次推動商業服務生產力 4.0，主要是希望推動國內零售及物

流業，藉由發展一系列上述所提以科技為導向的創新物流服務模式與作業機

制，為我國消費環境與商業服務業創造以下效益：

（1） 發展智慧零售與智慧物流解決方案，實現高附加價值的商業 4.0：依據

消費者在購物前、中、後之需求，創造多元、創新及高值商業服務，實

現智慧商業服務目標。

（2） 運作智慧零售服務標竿體系，引領市場商機拓展：促進商業服務業進行

跨產業或體系通路之合作，提升其跨領域服務之市場行銷與整合能力，

扶植中小型企業共同成長，快速拓展商機。

（3） 建立國內智慧零售營運品牌，提高市場競爭力：布建完整服務基磐，輔

導建立智慧零售領導品牌，提高商業服務業全球競爭力。

（4） 建立國內智慧物流服務品牌，帶出物流輻射力：推動物流智慧化與自

動化，打造智慧物流服務網絡，塑造科技物流指標案例，再推展至跨

境服務。

（三） 農業應用組（農委會主辦）

1. 引領農業轉型的系統架構

以農業生產力 4.0 推動架構而言，為達成農業生產力升級，有三項推動重點

如下：

（1） 以智農聯盟推動智慧農業生產關鍵技術開發與應用（圖 5）：

• 農業用智慧感測元件與系統整合

－ 建立自有農業生產場域之生物生產感知系統，結合 GIS、氣象與水

資源等大數據分析決策模組，推升高質化精準生產。

－ 開發自有人機協同耕作輔具及感測技術，減輕勞力負擔。

• 推動跨域合作，輔導促成集團栽培產業聯盟

－ 輔導、推動跨域創新智農聯盟，輔導設置智慧生產代耕中心。

－ 建立產學客製化人才培育服務團隊，培養種子成員以輔導農業從業

人員職能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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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置農業生產力知識與服務支援體系，整合資通訊技術打造多元化數位

農業便捷服務與價值鏈整合應用模式：

• 發展農業巨量資料加值技術，支援產銷、決策應用

－ 推動生產端與物流、銷售端資料數位化，據以建置智慧農業巨量資

料平台，提供智慧化產銷數位服務。

－ 加值農業生產環境巨量資料，建構便捷之產銷決策支援體系，強化

風險控管能力。

• 建構農業產銷物聯網，客製化配銷營運商業模式

開發產銷預測模型，建立產銷資料庫整合與預測模型，加值農業生產

環境巨量資料，建構便捷之產銷決策支援體系，強化風險控管能力，

並藉由物聯網技術掌握、解讀生產與需求的關鍵數據，建立供需即時

預測與彈性配銷模組，降低產銷落差。

資料來源：農委會

圖5 智農聯盟推動架構

生產自己做

風險自己擔

傳統生產者

（1） 農業用智慧感
測元件與系統
整合：
• 建立自有農
業生產場域

之生物生產

感知系統

• 開發自有人
機協同耕作

輔具及感測

技術

（2） 推動跨域合作，
輔導促成集團
栽培產業聯盟

• 輔導智慧代
耕中心、推
動跨域創新
智農聯盟

• 建立產學客
製化人才培
育服務團隊

策略：以智農聯盟推動智慧農業生產技術開發與應用

契作者與農企業
新夥伴關係

生產智動化、產品優質化

一個指令
集體行動

智農聯盟集團栽培

經營支援

生產監督

消費偏好

食品安全

供需分析

即時

生產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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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農業生產力 4.0 知識服務與決策支援體系

建立農業 4.0 國內外產業動態分析與決策支援體系，籌組農業 4.0 跨

域策略規劃小組，掌握國內外發展現況並進行相關技術盤點、績效指

標、效益評估，協助聚焦優先發展領域。規劃價值鏈整合商業營運模

式進行智農聯盟（Agriculture Team）各領域之商業營運模式規劃，並

有效結合農業各領域技術，連結為有價值之產業鏈。

（3） 以人性化互動科技開創生產者與消費者溝通新模式：

• 推動安全履歷智動化，提供消費者透明之農產品資訊

發展快速準確串接橫向物流資訊與縱向生產／製程資訊之技術，落實

農產品溯源運作機制，提高安全管控能力及消費者食安信心。

• 農產品人性化感知技術開發與推播介面建構

建構農產品互動資訊服務平台，運用互動式螢幕或個人隨身行動裝

置，連結雲端農業巨量資料庫，提供便捷消費資訊與購物模式。

（四）基礎環境發展組（經濟部技術處主辦；科技部、教育部、衛福部、勞動部、

農委會協辦）

本方案的基礎環境建構推動工作有三，包括關鍵核心技術發展、實務人才培

育、及產業政策工具挹注等。各別描述如下 :

1. 發展關鍵核心技術

本方案架構「感知層」、「網路層」、「應用層」的串連來發展生產力 4.0 關鍵

核心技術。發展領域主要藉由自動化、電子化、資訊化科技基礎，進一步融

合智慧機械／機器人（Intelligent Robot）、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

與巨量資料（Big Data）等智慧技術領域，發展智慧製造技術、全線偵測監

控技術及資料擷取分析技術，帶動製造生產流程朝向設備智能化、系統虛實

化與工廠智慧化發展，同時，藉由科技的突破引領產業營運模式的創新。例

如，在設備上安裝感測器，或是上線前先於電腦進行模擬，來解決問題並加

速生產等。同時依據製造業、商業服務業、農業三組應用需求，發展關鍵核

心技術項目；以及共通平台項目，包括異質網路整合、物聯網應用開發平

台、資安防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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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育產業實務人才

總體思考生產力 4.0 所需人力，涵括了產業生產運作每個環節所需的基層、

中階及高階人才，所涉及的是產業人才核心素養與技術能力的轉變，涵蓋範

疇寬廣，須從正規教育體系、產學研各界研究機構（系統）及在職培訓體系

等方面全面布局同時併進。因此，本方案規劃透過教育部、科技部、經濟

部、農委會、衛福部及勞動部跨部合作進行產業實務人才培育相關工作。

人才培育架構如圖 6 所示，推動在職培訓、扎根正規教育、及產學研連結國

際人才培育與國技專業人才延攬等工作。

資料來源：教育部彙整

圖6 生產力4.0實務人才培育架構圖

高階在職培訓
（含博後、法人）

研究所 大學 技專校院 高工／職校
在職
培訓體系

產業
高階人才

高階人才
培育

產業基層、
中階人才

中階、基礎人才
培育

教育部

經濟部、農委會經濟部、農委會、衛福部

推動重點 對象及作法

在職培訓：

產業在職人才培育

• 辦理製造業、農業、商業生產力4.0跨領域在職人才培訓班
• 鼓勵大學校院開設業界工程師跨域選讀課程
• 補助企業部分訓練費用，引導企業依營運需求辦理與生產力4.0
相關之課程

紮根正規教育：

產學連結跨域科技人才培育

• 強化生產力4.0產學合作連結與實務增能
• 大學、技專、高工職：發展生產力4.0跨域課程模組，強化高工
職與技專課程連結，推動跨域實務合作之統整學習模式，並將業

界實際需求導入學校課程

• 研究生（碩博生）：產學合作培育生產力4.0研發菁英、技術與
應用創新人才

產學研連結國際人才培育及國

際專業人才延攬

• Outbound：選送博生、博後、研究單位人員赴先進國家研習或
於其產學研單位研究

• Inbound：延攬國外專家及學者來臺，進駐產學研單位，提供產
業諮詢或共同執行科技計畫

科技部 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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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產業政策工具之挹注

針對所選定的領航產業，除上述在應用面及基礎環境建構之推動策略外，將

同時運用各類產業升級轉型相關政策工具，包括研發補助、資金融通、投資

抵減、創投等；專案優惠貸款以及產業併購基金達到資金融通之效果；利用

投資抵減政策補助研發投資及自動化投資；整合創業台灣計畫以及加強投資

策略性產業實施方案，促使創投以及新創事業之發展；運用我國作物品種與

生物技術研發優勢能量，進行品種權與專利技術智財權目標市場佈局等，以

擴大生產力 4.0 之成果及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

參、加速推動方案落實，並持續納入各方意見滾動調整

為加速方案盡速落實，馬總統也指示本方案提早於 104 年 10 月啟動，各主協

辦部會也已針對六大推動主軸之重點工作項目進行盤點、整合，並由行政院科技會

報辦公室協助彙整完成本方案，明確提出 18 項策略，60 項具體行動措施，推動生

產力 4.0 產業發展，以加速產業鏈垂直、水平數位化及智慧化加值轉型。

表1 「行政院生產力4.0發展方案」策略及具體行動措施

推動主軸 策略項目 具體行動措施項目

一、優化領航產業智慧供應鏈生態系統 6 19

二、催生新創事業 2 7

三、促進產品與服務國產化 2 5

四、掌握關鍵技術自主能力 2 6

五、培育實務人才 4 18

六、挹注產業政策工具 2 5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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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督導及推動本方案，設立「行政院生產力 4.0 發展指導小組」，由院長指派

張副院長善政擔任本小組召集人、顏政務委員鴻森擔任本小組執行秘書，推動各項

工作。此外，將定期進行滾動式檢討，並按季管考各項執行進度與成效，以落實產

業創新轉型等政策目標。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圖7 行政院生產力4.0發展指導小組架構

行政院生產力4.0發展指導小組

產業諮詢委員會

（委員20∼30人）

經濟部技術處主辦
（科技部、教育部、衛

生福利部、勞動部及

本院農業委員會協辦）

本院農業委員會主辦

（基礎環境發展組協辦）

經濟部商業司主辦

（基礎環境發展組協辦）

經濟部工業局主辦

（基礎環境發展組協辦）

秘書組 （本院科技會報辦公室主辦）

• 召   集   人： 張副院長善政
• 執 行 秘 書：顏政務委員鴻森
• 副執行秘書：本院科技會報辦公室鍾執行秘書嘉德
• 委   員： 教育部陳次長德華、經濟部沈次長榮津、

勞動部郝次長鳳鳴、衛福部許次長銘能、

科技部林次長一平、農委會陳副主委文

德、產官學研專家共4∼6人

基礎環境

發展組

農業

應用組

商業服務業

應用組

製造業

應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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