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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產業發展現況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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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依國防法第22條規定結合民間力量，發展國防科技

工業，獲得武器裝備達成獨立自主之國防建設。

 105年政府將國防產業列為5+2產業創新之一，透過
「以國防支援經濟，以經濟建構國防」指導，並以
航太、船艦及資安等三大產業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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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防產業發展之現況
我國於電子、電機、半導體、資訊、通訊、化工、材料
、精密機械等領域的蓬勃發展，可提供國防產業堅固的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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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防自主投資與產業擴展
以IDF與航太產業為例

新臺幣億元

成 長 期萌 芽 期

IDF生產計畫開始

IDF量產計畫結束

2016

1002

IDF減產

 IDF發展案於飛機、引擎、雷達及飛彈共計投入新臺幣788億元
量產時產值高達每年378億元，惟IFD減產形成整體產值下降。
然由於技術紮根以及產業的努力，2016年航太產值達上千億元
之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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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國防研發、建立關鍵技術：
 中科院於民國58年成立，致力於武器系統研發，奠

定國防自主能力，透過執行科研計畫及三軍委託
案，研發武器系統及次系統。

 由於研發過程所需關鍵技術及模組元件常因輸出許
可或採購限量問題受制於國外，因而投入相關技術
紮根及深化，突破障礙，以求自主。

二、國防科技紮根、提昇產業技術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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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及材料

基礎設備

90年代中期

80年中期之前

目前(技術深根為破除MTCR唯一方法)

出口管制並不表示必然禁止出口，而是需要申請輸出許可，此外，出口管制規定也有排除條
款。美國出口管制會考量「國外可獲得性」（foreign availability）與「大量市場特徵」
（mass market characteristics），而做適度放寬。越為基層材料越有此一特性
一項出口物資具有大量市場特徵，是指該品項在國際市場被大量拋售或有許多買者，或是具有
廣泛的流通網路，或是可以一般方式運送，或是可以經小幅度修改做為特定意圖使用。

三、技術深根是國防科技發展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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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每年執行350餘案專案任務，平均預算約250

億元，為落實國防產業推動，持續整合國內產學
研能量，建立堅實國防自主科技團隊及產業供應
鏈。

 現已建立700餘家優良合格供應商之自主國防供應
鏈體系，每年約100至150億元釋商採購合作。

四、促成國防產業優質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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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經濟部支持中科院自民國93~105年投入新臺幣31.8

億元，迄今共釋出212項軍品技術，輔導128家廠商承接
軍品訂單約188億元，衍生民生訂單約94億元。

促成致茂、千附等廠商申辦工合計畫並取得國際原廠認
證、獲得訂單，並輔導和成、中鋼機械等廠商申辦美軍
FCT認證計畫。

五、軍品釋商衍生國防裝備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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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防產業發展之展望
一、國防系統投資推動產業發展

為提升武器系統研發能量及擴展民間效益，並對國內科
技與經濟發展產生正面效益，規劃以需求吸引國內產業
投入國防產業市場，帶動國防產業鏈發展及創造國防產
業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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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新臺幣700億餘元

投入新臺幣137億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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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建關鍵
核心技術

建立航空
供應鏈體系

建置航空品
保驗證體系

推動國際
航空合作

行動方案

運用軍機購案爭取國際

合作商機

運用工業合作爭取國際

合作與市場商機

輔導廠商提升技術能量

運用政府獎勵及工合資

源，引進航太關鍵技術

輔導建立MIL、Nadcap軍用航空器適航

標準、航空品質系統與製殊製程認證

輔導業者申請國防部、中科院軍用航空

產品製造、設計、改裝驗證、維修執照

推動供應鏈新廠商投入

引進航空供應鏈管理技術

推動航空系統及模組件供

應鏈體系

運用工業合作建立航空生

廠設備產業供應鏈

推動國內業者開發軍民

通用技術

爭取軍品採購商機

提升產品技術爭取本業

高值商機

提升民間國
防產業技術

二、國防產業推動作為
國機國造推動航太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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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二、國防產業推動作為
國艦國造推動造船產業發展

 輔導建立MIL、船級協會認證標準流程
 協助廠商建立船艦、裝備與系統產品之

標準規範、規劃設計及性能測試
 輔導業者申請MIL、船級協會認證

 推動供應鏈新廠商投入

 推動整合式系統產品測試
及安裝

 輔導廠商提升技術能量

 運用政府獎勵及工合資
源，引進船舶關鍵技術

 推動國艦國造，建
立南部與北部國防
船艦產業聚落

 推動國產化船用整
合式系統開發及拓
展

研製
國艦國造
產業環境
建置

深化船艦自
主設計與組
裝能量

推動船艦關
鍵裝備與整
合性系統核
心技術

建立國防船
艦製造供應
鏈能量

建立船艦與
裝備系統測
試及認證體

系

爭取國際船
艦合作拓銷
海外市場

 推動國內船艦產業產
學研資源合作分工

 建立船艦自主設計及
組裝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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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雲端安全、量子密鑰，強化
資安聯防機制，提升整體資安防
護強度，將為提升資安產業之重
點項目之一。

自主國防網路安全與監控裝備研
製，與產學研各界合作，已建立
保密、資安防護與網路安全診斷
等技術，共同推動國家整體網路
安全、防護關鍵基礎設施及建構
完整資安預警體系，後續可整合
推動我國資訊安全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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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防產業推動作為
國防資安推動資安產業發展

台灣電腦網路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 智慧型手機自動管控資訊安全評估與檢測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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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我國廠商與國防產業發展
振興國防產業發展條例(草案)

 為帶動國內廠商參與國防武器裝備研發、產製，
強化國防戰力，必須先提升科技應用及整體經濟
發展，吸引國內廠商投入國防供應鏈，達到國防
自主之目的：

 提升統籌國防產業發展事務機關層級，研議國防產業
發展策略。

 建立廠商分級與規範，國防安全管控及認證。

 促成國防產業國際合作，厚植廠商研發能量、拓銷海
外市場。

 建立政府與民間國防、科技跨域合作，補助原型研發
開支。

 目前本案正於行政院及立法院審查中。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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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我國廠商與國防產業發展
民間台灣國防產業發展協會

「台灣國防產業發展協會」於2017年9月正式揭牌成
立，並配合國防政策持續推動國防產業發展。

協會成員計有漢翔、台船、趨勢及中科院等36家法
人機構。並區分航空、造船與資安等3個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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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令鬆綁促進國防產品外銷產值

 原經濟部「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管理辦法」第4條
明訂：「輸出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不得供作生產、
發展核子、生化、飛彈等軍事武器之用。」

 經國防部、經濟部及中科院共同推動下，本案已由
經濟部審查採納，並於106年10月20日修正發布，
未來「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將採「申請許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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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申請許可

銷售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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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一、我國在國防產業發展上，已有具體基礎及成效。

二、中科院轉型行政法人後，可更彈性將其核心技術

，結合產業界建立優良供應鏈。

三、後續配合我國政府5+2產業創新推動，完成「國防

產業發展策略」規劃，並推動「振興國防產業發

展條例」。

四、展望國防產業發展，可透過「國機國造」、「國

艦國造」及「資訊安全」等領域推動，促進國防

自主及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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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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