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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政府科技發展計畫績效評估報告 

請依下列重點與權重評量： 

1. 執行之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20%) 

2. 已獲得之主要成就(重大突破)與成果滿意度(25%) 

3. 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度(30%) 

4. 跨部會協調或與相關計畫之配合程度(10%) 

5. 計畫經費及人力運用之妥適度(10%) 

6. 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之妥適度(5%) 

壹、 執行之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20%)  

(請問本計畫之執行是否符合原計畫之目標？程度為何？若有差異，其

重點為何？) 

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 

(10:極優 9:優 8:良 7:可 6:尚可 5:普通 4:略差 3:差 2:極差 1:劣) 

本計畫涵蓋之技術研發項目均達成預期進度，執行符合原計畫之目

標，執行能力良好。 

 

 

貳、 已獲得之主要成就(重大突破)與成果滿意度(25%) 

(計畫執行後其達成之重要成果為何？與原列之 KPI 與成果績效預期

成效是否一致？若有差異，計畫執行單位有無說明？其說明是否合理

並予採計？) 

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 

(10:極優 9:優 8:良 7:可 6:尚可 5:普通 4:略差 3:差 2:極差 1: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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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執行後其達成之重要成果為優，與原列之 KPI 與成果績效預期

成效一致。 

2. 技術創新優良，論文發表可加強 SCI期刊部分。 

3. 申請專利均能兼顧關鍵技術保護與產業應用布局，值得肯定。 

4. 本年度技術移轉金額仍有加強空間，可撓式全固態節能薄膜元件製

程技術已有後續技轉案，其餘技術項目是否已規劃?未來宜規劃推廣

並加強專利的應用。 

 

 

參、 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度(30%) 

(請依計畫成果效益報告中該計畫各項成就之權重做下述之評量，如報

告中未列權重，請委員建議評量之權重，並加以評述) 

一、 學術成就之評述(科技基礎研究) (權重  %) 

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 

(10:極優 9:優 8:良 7:可 6:尚可 5:普通 4:略差 3:差 2:極差 1:劣) 

量化成果評述： 

1. 國內外會議論文發表 9 篇 、 國 內 外 重 要 期 刊（SCI 等）發

表 7 篇，合計 16 篇。 

2. 各項報告與論文達到年度訂定之目標。 

 

質化成果評述： 

1. 研究論文品質佳，專利實用性高。 

2. 發表期刊論文、國際性會議論文與國內會議論文，展現執行單位電

漿及薄膜節能技術紮根之基石，有效支援應用研究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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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附錄一所列論著，何謂國外一般期刊與國外重要期刊之定義不清楚。 

 

 

二、 技術創新之評述(科技技術創新) (權重  %) 

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 

(10:極優 9:優 8:良 7:可 6:尚可 5:普通 4:略差 3:差 2:極差 1:劣) 

量化成果評述： 

1. 國內及國外發明專利共 21 件，其中申請發明專利中華民國 6 件，

美國 2件；獲得發明專利美國 5件，中華民國 7 件，日本 1 件。 

2. 建立之技術均能考量本土化與產業化之因素，值得肯定，惟仍可加

強說明具體呈現創新之處。 

 

質化成果評述： 

1. 展現應用研發實力，配合技術創新，申請多項專利，專利成果優，

具應用性，技轉及服務優。 

2. 專利涵蓋電漿系統與熱傳導增進技術實用性高。 

3. 自主型太陽能電池結合電致變色元件驅動驗證獲得 2014 年台北國

際發明展，展出期間獲得大會展前電子報之推薦，有助於技術推廣。 

 

 

三、 經濟效益之評述(經濟產業促進) (權重__%) 

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 

(10:極優 9:優 8:良 7:可 6:尚可 5:普通 4:略差 3:差 2:極差 1: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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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成果評述： 

1. 本計畫與民間產業先期合作 3 件。 

2. 本計畫之願景為促進國家環境品質與永續發展，現階段經濟效益尚

有提昇空間，惟開發之技術均能符合願景訴求，宜再接再力。 

 

質化成果評述： 

1. 廠商投資及先期合作優，對國內相關產業之品質提升貢獻佳。 

2. 可加速本計畫研究項目之應用推廣及達到技術實際與產業搭配之目

標。 

 

 

四、 社會影響之評述(社會福祉提升、環境保護安全) 

(權重__%) 

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 

(10:極優 9:優 8:良 7:可 6:尚可 5:普通 4:略差 3:差 2:極差 1:劣) 

量化成果評述： 

1. 因本計畫的執行，聘用計畫相關研發人力，創造就業機會。 

2. 本計畫與 3家業界合作，未來亦可提升就業人數。 

 

質化成果評述： 

1. 本計畫參與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流展，效果佳。其中針對自主型太陽

能電池結合電致變色元件驅動進行展示， 吸引許多民眾到場參觀，

成功推廣可撓式薄膜太陽能電池元件與節能膜與居家生活結合之節

能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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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計畫產出之成果均與節能有關，可降低社會之能源使用效率。 

 

 

五、 其他效益之評述(科技政策管理、人才培育、法規

制度、國際合作、推動輔導等) 

(計畫執行後除既定之成果效益外，有無非直接之其它成果？若有請重

點摘錄。) 

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 

(10:極優 9:優 8:良 7:可 6:尚可 5:普通 4:略差 3:差 2:極差 1:劣) 

量化成果評述： 

1. 積極以建立之技術協助國內廠商爭取 SBIR計畫申請，或是輔導線上

申請，均能實質助益國內產業發展，落實研發成果。 

2. 本計畫共培育博士生 5 人、碩士生 5 人。 

 

質化成果評述： 

1. 藉由與國內優秀學術研發團隊進行合作佳，增加就業機會，培育節

能及光電產業所需人才。 

2. 本計畫於 2014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參展過程中，積極把握

機會推廣研發成果，並與相關廠商進行技術交流，值得期許。 

 

 

肆、 跨部會協調或與相關計畫之配合程度(10%) 

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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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極優 9:優 8:良 7:可 6:尚可 5:普通 4:略差 3:差 2:極差 1:劣) 

與學術單位及廠商積極合作，進行技術互補，有助於計畫執行成效之

提昇。 

 

 

伍、 計畫經費及人力運用之妥適度(10%) 

(本計畫執行之經費、人力與工作匹配，與原計畫之規劃是否一致，若

有差異，其重點為何？其說明是否能予接受？) 

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 

(10:極優 9:優 8:良 7:可 6:尚可 5:普通 4:略差 3:差 2:極差 1:劣) 

本計畫執行之經費、人力與工作匹配，與原計畫之規劃一致。 

 

 

陸、 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之妥適度(5%)  

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 

(10:極優 9:優 8:良 7:可 6:尚可 5:普通 4:略差 3:差 2:極差 1:劣) 

對於後續工作之構想，清楚且可行，針對各項技術已提出明確規劃，

包含量化規格、專利布局與技術推廣。 

 

 

柒、 綜合意見 

1. 本計畫涵蓋之技術研發項目均達成預期進度，執行能力佳。 

2. 本計畫之執行內容符合原定目標，技術創新優良，技轉與服務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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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計畫以綠色節能環境概念為主軸，無論在專利與論文均有不錯產

出，與國內學術單位合作也達成人才培育之目標。雖本計畫為研究

型計畫，後續計畫之重點也放在實際應用之開發，值得鼓勵。 

4. 技轉與技服收入仍有進步空間，建議探討原因並調整研發項目，以

聚焦具有產業利基項目。 

5. 本計畫研究成果對產業綠色製程方面，可再努力發掘應用。 

6. 本計畫運用研發技術所產生之節能減碳成效，建議開始建立檔案或

資料庫。 

7. 建議可加強 SCI 期刊論文發表，社會影響之節能效益說明可再具體

些。 

 

 

捌、 總體績效評量 

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 

(10:極優 9:優 8:良 7:可 6:尚可 5:普通 4:略差 3:差 2:極差 1: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