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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拔經過紀要  
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之選拔表揚，係遵照　蔣故總統經國先生在行政院長任

內指示：「對於科學技術之創新，其有特殊成就之人員，應由政府專案加以表揚」

之原則辦理。本獎項自 1976 年開始辦理，原名為「行政院傑出科技榮譽獎」，

2006 年行政院為了彰顯本獎項對於國家社會貢獻之意義，並著重在其研發成果之

重大貢獻，特將名稱修正為「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獲獎獎金也調高為 100

萬元整，藉以鼓勵科技人才長期持續從事研究發展工作，期獲取更輝煌之成果，

對國家社會提供更優異之貢獻。本獎項迄至 2015 年止共辦理 39 屆。 

2015 年傑出科技貢獻獎選拔作業，經科技部自 2015 年 3 月 9 日起，公開接

受推薦及邀請專家學者主動發掘人選，至 2015 年 4 月 20 日止，獲推薦及主動發

掘案共 44 件。

為使選拔能符合公開、公平之原則，以選出對國家社會具有重大貢獻之科技

人才，特成立推薦審查會及自然科學與工程組、生物醫農組及人文社會與科教組

三個審查小組，並聘請有關部會首長、學術研究單位首長及學者專家等 26 人組成

審議會，負責評審及選拔業務。各組審查小組除召開會議進行所有申請案之初審，

選出其中內容充實而有具體成果者交付複審，並初步擬定複審各案之評審委員。

2015 年 7 月 6 日舉行第 1 次審議會，決議送審者為 6 案，同時通過該 6 案

之評審委員名單，所聘各評審委員為相關領域且具多年教學研究經驗之學者專家，

或從事實際工作經驗豐富之企業主管，評審態度嚴謹，加註評語切實。評審結果

再由各組審查小組委員及推薦審查會審查，擬定初步建議推薦名單。

2015 年 9 月 30 日舉行第 2 次審議會，會中就各組建議之推薦情形，逐一審

議後，針對入選合格者進行無記名投票，以至少獲得有表決權之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票數者始為入選。經票選結果產生建議表揚人選計 4 案 4 人，並經行政院 104

年 10 月 28 日院臺科字第 1040055871 號函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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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明道 特聘教授

現職：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生醫電子轉譯研究中心」主任

學歷：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 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學士

經歷：國立交通大學光電學院 院長

科技部「奈米國家型科技計畫」執行長

義守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 借調 ) 講座教授兼副校長

國立交通大學智慧型仿生系統研究中心 主任

科技部「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副執行長 / 執行長 / 分項計畫召集人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 副教授 / 正教授

工業技術研究院電腦與通訊工業研究所積體電路技術組 
工程師 / 課長 / 副理 / 正工程師 / 部門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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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靜電放電防護設計
守護臺灣電子產業

全心奉獻教學研究及產學合作
積體電路與電子系統之靜電放電防護與可靠度設計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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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行政院

貢獻獎

當我們在使用八核心智慧型手機時，一般人通常只會讚嘆半導體製程的微縮功力之強，竟能將如

此強大的運算處理能力裝進如此輕薄的裝置中，我們通常不會注意到這些產品的「靜電放電（ESD）

防護」做得如何。然而，電子裝置若受到無所不在的靜電的影響，甚至故障報銷，則功能再強大的產

品也是無用武之地。因此，「靜電放電防護」是積體電路與電子系統能夠被順利生產製造以及大量使

用的關鍵可靠度技術。

早在三十年前，也就幾乎等同於臺灣半導體產業起飛之時，當時就讀於交大電子研究所的柯明道

博士，就已投身於積體電路與電子系統產品的 ESD 防護設計。自此，一路走來，隨著半導體製程從微

米進入奈米時代，柯明道始終以同樣的熱情完成更高難度的 ESD 防護設計，解開業界所面臨的一道道

難題，守護著臺灣的半導體及電子產業。

電子產品朝向輕薄短小發展的趨勢未曾稍歇，加上半導體製程技術的進展，系統單晶片（System 

on Chip）的存在越來越有其必要性。為了降低產品成本與增強系統效能，現今許多電子產品必需透過

SoC 才能在技術上有所突破。然而，SoC 晶片的高整合度導致輸出入腳位（I / O Pins）的大幅增加，這

也就意謂著這類晶片更容易被靜電放電轟擊到。

再者，為進一步縮小系統單晶片積體電路的晶片面積、提升運算速度，以及降低功率消耗，系統

單晶片經常使用更先進的奈米級半導體製程技術來實現，而這些在奈米半導體製程裡所製作的電晶體

閘極非常薄（10~20A），如此薄的閘級氧化層只要約 3~5 伏特左右的電壓便會打穿，也就是說積體電

路的 ESD 防護能力因電晶體尺寸的微縮而大幅下降。

但是靜電發生的頻繁及瞬間放電電流之大，遠遠超過一般人的想像，例如，人在地毯上行走，在

人體上累積的靜電就可達幾千伏特至數萬伏特，所以，ESD 防護設計不良，將導致積體電路與電子系

統模組的生產良率嚴重下降，直接危及產業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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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技術進步 
ESD 防護設計難度更高

「SoC 的普及和半導體技術的進步，促使積

體電路和電子系統的靜電放電防護被要求更高的

可靠度水準，而且如果防護做得不好，可能連進

入市場的機會都拿不到。」柯明道教授強調。

這是因為許多先進國家都已先後訂定積體電

路產品對 ESD 耐受能力的規格。包括積體電路產

品輸往美國要通過 2,000 伏特 Human-Body Model

的 ESD 測試；輸往日本要通過 200 伏特 Machine 

Model 的 ESD 測試；輸往歐洲（CE）會要求 System-

level 的 ESD 規格（8~15KV）。做好 ESD 防護設計，

廠商也才能拿到進入國際市場的門票，ESD 防護設

計已具有越來越關鍵的影響力。

ESD 防護設計如此重要，然而相較於數位或

類比 IC 設計，這個領域始終算不上熱門，過去如

此，現在亦如是，就學界投入此領域的學者來看，

全球加起來不超過十位。然而，這個領域雖然冷

門，卻絕對重要。因此柯明道教授在將近三十年

前第一次接觸 ESD 防護設計後，就ㄧ直與產業密

切合作來解決各式各樣的 ESD 問題，一路深耕下

來，柯明道教授已是臺灣，甚至是全球的 ESD 防

護設計權威。

捨我其誰  三十年鑽研冷門領域

事實上，在他初投入 ESD 防護設計研究的那

幾年，他就已是當年甫發展的臺灣半導體產業競

相網羅的人才，「我當年就拿到過台積電的 offer 

Letter，但後來我還是決定留在交大教書。」因為

他的決定，這幾十年下來為臺灣產業界培養了無

數 ESD 防護設計人才，且和業界的交流更是深入

及頻繁，包括台積電、聯發科、奇景光電及眾多

廠商都絡繹於途前來請教。

「我的態度就是 Open，能幫得上忙就一定

幫，這不僅是幫臺灣產業界解決問題，也是讓自

己不斷接受新的挑戰。」由於這樣的思維，在不

斷為業界解決疑難雜症的過程中，柯明道教授帶

領交大電子研究所團隊持續發展出創新解決方

案，引領著 ESD 防護技術的進展。

例如，一改過去被動圍堵式的防護設計，柯明

道教授創新發展出主動式引導靜電放電的設計方

案，也就是透過主動的偵測，來即時打開靜電電流

的宣洩路徑，這能帶來更好的防護效果。此外，與奇

景光電的產學合作計畫，更針對顯示器的系統層級

ESD 防護帶來關鍵性技術發展（4-Bit Transient-to-

Digital Converter for System-Level ESD Protection 

in Display Panels），首創地將不同強度的靜電放電

瞬間電波偵測出來並轉換成數位碼來達成系統層

級的智慧型防護設計。

襄助業界  毫不藏私

值得一提的是，柯明道教授所提出的靜電放電

（ESD）防護設計技術與閂鎖效應（Latchup）防治技

術，更已被條列於晶圓代工廠半導體製程的設計準

則 (Design Rules) 中，且經由台積電及聯電臺灣兩

大半導體代工廠的大量生產製造，使用柯明道教授

所研發的可靠度技術所生產的積體電路產品顆數

已經多到無法計數。目前臺灣電子與半導體業超過

兆元產值，這些半導體產品皆需採用靜電放電防護

設計與閂鎖防治設計在內，才能夠通過各種國際產

品可靠度的規範與檢驗。

整體而言，柯明道教授在積體電路 ESD 防護

技術累積的成果，可大致歸納為七大主題，分別

為製程技術、布局技術、元件技術、閘級耦合電

路技術、基體觸發電路技術、全晶片防護技術及

系統層級防護技術等。另在積體電路與電子系統

可靠度方面的研究則包括混合電壓界面輸入輸出

電路、積體電路暫態觸發閂鎖效應與防護技術、

玻璃面板上之類比積體電路設計與實現，以及生

醫應用之積體電路設計等。在這些領域中，柯明

道教授都有創新性的研究成果發表以及專利申請。

柯明道教授為產業界解決的 ESD 防護及可靠

度難題不計其數，深受業界仰賴，他的實驗室助

理卓慧貞就說道，「我們經常接到業界來電要求

洽詢柯教授，想請他協助解決 ESD 問題，而他也

總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對於業界總是傾囊

相助、不藏私，柯明道教授指導的博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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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嘉岑就表示，「業界來借儀器設備，即便是極

為貴重的傳輸線脈波產生系統（TLP, Transmission 

Line Pulse System）設備，柯老師也是大方出借。」

該 TLP 系統是由日本業者阪和電子公司慕名

柯教授在 ESD 領域的國際知名度而贈予柯明道教

授，據了解，此型號為 HED T-5000 的高性能 TLP

產品價值達日圓２千萬元，其瞬間放電電流可高

達 25 安培，是工業界和學術界觀察半導體元件的

靜電放電可靠度的重要儀器。

柯明道教授致力於解決業界所面臨的挑戰，

近幾年來，經由交通大學研發處簽約處理的產學

合作計畫就有 53 件，這還不包括科技部計畫。

且許多創新性設計也已經由合作廠商提出多國專

利申請，迄今柯教授已獲證的美國發明專利計有

221 件，已獲證的中華民國專利也計有 201 件，

中國大陸專利也有 64 件，成果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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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人才無數  
建立臺灣自有 ESD 防護技術

柯明道教授數十年來所培養的 ESD 人才更是

散見各家公司，晶焱科技總經理暨創辦人姜信欽

博士，他也是柯明道教授的學弟，他表示，「我

們在研究所時，他就是研究生團隊裡的大師兄，

帶著我們一起為臺灣自有的 ESD 防護技術而努

力」。

柯明道教授與姜信欽總經理在完成研究所學

業後，先後以國防役身分進入工研院，從彼時開

始，他們念茲在茲的就是為業界培養更多 ESD 防

護設計人才，直至 2006 年共同創辦晶焱科技，

更為臺灣的 ESD 防護人才提供了一個更寬廣的舞

台，「在大公司從事 ESD 防護，僅能接觸單一問

題，但在專業 ESD 公司裡會接觸到形形色色的各

大公司問題，挑戰性更高」。為凝聚產業界的力

量，兩位並共同推動「臺灣靜電放電防護工程學

會」的成立。

熱情沒有極限  研究步伐不曾稍歇

投入 ESD 防護設計以來，柯明道教授始終不

改其志，他當年的指導教授吳重雨（前交通大學校

長，現為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講座教授）表示，

「他從學生時期開始，就是一個非常勤奮、意志

力堅強的學生。看著他的成長，我非常佩服他

三十年來做研究的節奏從來沒有變慢，還是在不

斷往前衝刺」。

是什麼樣的理念支撐柯明道教授數十年如一

日的全心奉獻，「我想是因為他矢志要提供臺灣

產業最周全的 ESD 防護設計，事實上，因為他的

貢獻，許多公司在專利訴訟中得以全身而退」姜

信欽說。

柯明道教授的熱情似乎沒有極限，雖然業

界有求於他甚多，但是他對於學生的指導完全沒

有折扣，只有更多，「柯老師指導的研究生總共

有二十位左右，我們固定於每周一晚上八時開始

meeting 進行研究討論，開會到半夜兩三點是常有

的事」，博士班研究生陳界廷繼續說道，「更不

用說，老師歡迎我們隨時去找他討論」。

不只是仍在柯明道教授麾下的學生有如此的

感念，目前已是臺灣師範大學電機系助理教授的

林群佑回想柯明道教授的指導表示，「柯老師總

是會不厭其煩地提出他的看法，而且是具體的建

議，指導我們能很快突破研究盲點」。在學生們

的共同回憶中，還包括總會收到老師在半夜發出

的電子郵件，「我們常常懷疑柯老師是否不用睡

覺」陳界廷說。

懷抱對於臺灣產業界的使命感，柯明道教授

總是不斷地承擔重責大任，除了利用 ESD 防護設

計技術為臺灣產業建立防護堡壘外，看好生醫電

子產業是臺灣產業的下一個機會，他並帶領團隊

投入生醫應用之積體電路的設計，目前還擔任交

通大學「生醫電子轉譯研究中心（BETRC）」的主

任職務。

始終滿溢的熱情，驅動著柯明道教授不斷投

入研究、教學及產學合作上，因為有他，臺灣的

ESD 防護設計，甚至是生醫電子領域研究的能量

顯然將源源不絕。

另外，柯明道教授自 2007 年起即協助行政院

「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NSoC）」之推動與

執行，曾前後分別擔任副執行長與執行長職務。自

2011 年起，柯明道教授接手出任「奈米國家型科技

計畫」之執行長職務（2011 年－ 2015 年 6 月），協

助奈米國家型科技計畫（第二期計畫）之推動。柯

明道教授除了教學與個人研究工作之外，亦積極服

務臺灣科技產業與兩個國家型科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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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獎

研發成果之影響性

一、學術效益

柯明道教授在積體電路與電子系統之靜電放電防護與可靠度設計技術的長期耕耘與貢獻，於 2008

年獲頒 IEEE Fellow，目前累計獲邀之演講場次已超過 300 場以上，其在積體電路 ESD 防護技術論文之

發表數量及質量，已經排名世界第一，有助於臺灣學術地位的提升。其指導工研院系統晶片技術發展中心

（STC）所開發之混合電壓 I / O Cell Library，之後經由國研院國家晶片系統設計中心（CIC）推廣至國內各

大專院校使用於學術研究上，對臺灣在晶片設計領域的學術論文發表及人才培育貢獻傑出。柯明道教授

共同帶領研發團隊所發表之植入式八通道閉迴路癲癇治療系統單晶片，榮獲國際該領域最頂尖之 ISSCC

會議頒發卓越技術論文獎（2013），除了對臺灣學術地位之提升有顯著效益外，亦向全世界展示臺灣在此

研究領域之實力。

柯教授的研發成果累計發表了國際期刊論文近 200 篇以及

國際研討會論文三百多篇，有非常多論文是在國際上知名的專

業權威期刊上刊登，同時也被許多其他論文與專利所引用。因

此柯明道教授的研發成果學術效益宏大，無庸置疑。

二、社會效益

柯明道教授在人才培育上的貢獻亦有目共睹，國內與 ESD

技術相關的人才幾乎都出自其門下或經由技術轉移而受惠。柯

明道教授所講授之積體電路靜電放電防護設計特論，此課程是

國內外大學與研究所首創的專業課程，其所提供之教材講義與

專業知識，已成為臺灣在此領域人才培育的重要管道。除此之

外，柯明道教授亦於 2001 年成立靜電放電防護工程學會，參

與成員多達 150 位，每年定期舉辦 ESD 論壇與研討會，盡心盡

力提攜後進，並曾獲選為中華民國第四十一屆十大傑出青年，

足為社會之楷模。所提出的靜電防護技術廣泛應用於各種晶片

與電子產品中，其社會效益既深且廣。

三、經濟效益

ESD 靜電防護設計是積體電路與系統產品的必備能力與規

格，於不同國家及產品應用亦有不同之規格要求，掌握此關鍵

技術對產品的競爭力及可靠度要求有相當大的助益，國內早期

對此技術的掌握度不佳，廠商及工研院皆曾受其苦，柯明道教

授深耕此領域近三十年，是此研究領域的先驅，其研發成果不

但已居國際領先地位，多項相關技術研發成果亦已技轉國內廠

商，對於國內 IC 設計產業的影響相當大，深具經濟效益。多

年來已累積 400 多件國內外獲證專利、其中經由工研院技轉或

授權應用的金額已高達新臺幣 1 億 2,800 萬元，嘉惠國內廠商

無數，包含聯發科技、智原科技、宏碁電腦等皆是其技術授權

2015年 行政院

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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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其所提之 ESD 及 Latchup 防治技術更已被

列入國內晶圓代工廠半導體製程的設計準則，對

國內半導體產業的貢獻卓越。

柯明道教授之產學合作及技轉效益相當傑

出，經由交通大學進行的產學計畫或技轉之累積

金額達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多項專利已應用於

IC 產品中，衍生專利及技轉成效對於臺灣半導體

產業有相當助益。

研發成果之改革性

柯明道教授在 ESD 製程、元件、布局、閘級

耦合、基體觸發、全晶片防護設計及系統層級防

護等技術的研發上有創新之研究成果及專利衍生

效益，在國內學術界之表現相當亮眼。有別於傳

統被動式的靜電防護機制，柯明道教授首創以主

動引導式設計，藉由開啟特別設置之放電電路來

疏導靜電放電電流，可大幅提升積體電路對 ESD

的耐受程度。

柯明道教授所研發之高低電壓共容輸入輸

出 電 路， 可 以 有 效 克 服 Gate-Oxide, Hot-Carrier, 

Leakage Current 等問題，並應用於深次微米至奈

米 CMOS 元件及電路，深具技術之進步性。針對

多晶矽製程對電路變異性的影響，柯明道教授及

其團隊已成功在玻璃基板上開發出多個類比電路

設計，並首創在此基板上實現 Bandgap Reference

電路，可作為後續溫度補償功能之建立，增加產

品的穩定性。

柯明道教授首創主動式的靜電放電防護機制

與全晶片的防護設計，皆屬靜電放電防護機制的

重大改革。由於靜電放電防護在所有的晶片中皆

有需要，所以其研發成果之影響非常廣且深遠。

影響程度由其技術指導的公司所生產的各類 ESD

防護用之 IC 即將出貨超過 100 億顆可為見證。

研發成果之創造性

柯明道教授是國際 ESD 技術研究的先驅，

在此領域之技術創新已受國際肯定，亦擁有多項

ESD 關鍵技術及專利，目前已累計獲得 400 多件

國內外專利。在臺灣廠商早期深受 ESD 問題所困

的年代，柯教授的先驅投入，不但順利研發出多

項關鍵技術，國內廠商並因此而受益，是技術創

新研究的成功典範。

在工研院有關晶片設計的專利技轉記錄中，

柯明道教授的成果相當具代表性，其成果包含於

2007 年專屬授權宏碁電腦打贏 HP 的侵權告訴，

成功捍衛臺灣廠商的權利，於 2008 年高額技轉

聯發科的發明專利，在在顯示柯明道教授之研發

成果是兼具學術與產業雙重價值。

柯明道教授針對於 CMOS 製程中可能引發

Transient-Induced Latchup 之研究及所著專書，對

於此領域之貢獻卓越。相關研究成果所發表的論

文與臺灣及美國專利可知其創新性無庸置疑，屬

於該領域之佼佼者。

柯明道教授在 ESD 防護技術領域之成果最具

創新性，他提出主動引導式 ESD 防護概念，應用

於 IC 晶片中，並提出製程、布局、元件及電路各

層面之 ESD 防護設計方案，提供 Whole-Chip ESD 

protection solution，成果具實用價值，完整 ESD

防護技術可有效提升 IC 產業競爭力。

►10



綜　述

柯明道教授在 ESD 防護與可靠度設計上的成就，不但讓他國際知名，並於 2008 年榮獲 IEEE 

Fellow，實至名歸，足為國內相關研究領域學者之表率，目前已累計發表超過 500 篇國際期刊與國際

研討會論文，是此領域的佼佼者。在臺灣廠商早期深受 ESD 問題所困的年代，柯明道教授的先驅投入，

不但順利研發出多項關鍵技術，國內廠商並因此而受益，是技術創新研究的成功典範。

在工研院有關晶片設計的專利技轉記錄中，柯明道教授的成果相當具代表性，其成果包含於 2007

年專屬授權宏碁電腦打贏 HP 的侵權告訴，成功捍衛臺灣廠商的權利，於 2008 年高額技轉聯發科的發

明專利，在在顯示柯教授之研發成果是兼具學術與產業雙重價值，目前已累計獲得 400 多件國內外專

利，成果驚人。

柯明道教授運用其在國際之知名度，致力於提攜後進，並透過相關學會、研討會的定期舉辦深化

國內在此領域之技術發展，並先後擔任「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及「奈米國家型科技計畫」之執

行長重任，對於國內學術、社會、經濟、人才培育之貢獻卓越。

柯明道教授從 2000 年起已獲國內外多項重要獎項之肯定，包含國家發明創作獎、經濟部技術創

新獎、十大傑出青年及傑出工程教授等，在國內學術界相當知名，並以其在技術移轉及協助產業解決

ESD 問題的成果聞名，足以為國內大專院校教師學習的楷模。

柯明道教授在臺灣 ESD 防護的貢獻相當深遠，目前國內此領域之專業工程技術人員，幾乎皆出自

其門下。柯明道教授並創設「靜電放電防護工程學會」來協助臺灣電子與半導體產業探討解決所面臨

的靜電放電問題，建立技術研究與實務工作的密切聯繫，提升臺灣電子產業解決此問題的技術與能力，

所衍生之產業效益實在難以估計。

柯明道教授在靜電放電防護相關的研發成果與技術不但具有重大改革與創新學術價值，對於 IC 產

業界亦作出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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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

審議會委員名冊

召集人 徐爵民 科技部部長

委員 翁啟惠 中央研究院院長

委員 顏鴻森 行政院政務委員

委員 吳思華 教育部部長

委員 鄧振中 經濟部部長

委員 蔣丙煌 衛生福利部部長

委員 陳保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委員 蔡春鴻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

委員 林一平 科技部政務次長

委員 錢宗良 科技部政務次長

委員 陳德新 科技部常務次長

委員 賀陳弘 國立清華大學校長

委員 楊弘敦 國立中山大學校長

委員 蘇慧貞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委員 李文華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委員 盧志遠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委員 顧曼芹 展旺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委員 簡海珊 全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委員 張瑞芬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教授

委員 陳玲鈴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商業設計系教授

委員 蘇芳慶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暨研究總中心主任

委員 羅竹芳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資訊與訊息傳遞研究所教授

委員 蔡今中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教授

委員 林麗瓊 國立臺灣大學凝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委員 郭瑞年 國立清華大學物理學系教授

委員 劉翠溶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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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

實施要點

一、行政院（以下簡稱本院）為表揚我國傑出科技人才，對國家社會所作之

優異貢獻，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中華民國國民，從事自然科學與工程、生物醫農或人文社會等科技工

作，其研發成果有特殊傑出發明或創新，對於國家社會具有重大影響性、

改革性及創造性之貢獻者，均予表揚。

三、傑出科技貢獻獎得獎人之遴選，採下列推薦方式公開徵求，公開選拔：

( 一 ) 各級政府機關、團體或海外僑社推薦。

( 二 ) 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學術機構推薦。

( 三 ) 有關人士推薦。

四、推薦之單位或人員，應依本院所定格式填具推薦書表，並檢附有關資料，

送本院辦理。

五、本院為辦理選拔與表揚，定期延聘有關機關首長及專家，組成「行政院

傑出科技貢獻獎審議會」，負責評審及處理有關表揚業務。評審分為初

評及複評，初評就被推薦人作品遴聘專家評量，經入選後再由審議會複

評。

前項審議會行政事務，由科技部負責承辦。

六、依本要點選拔之傑出科技貢獻獎得獎人，由本院每年定期公開表揚，頒

授「傑出科技貢獻獎」。但如有受國際推崇之特殊成就者，得隨時受理

推薦，專案予以表揚。

103 年 5 月 1 日院臺科字第 1030015616A 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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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則

一、科技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選拔事宜，特依行政院傑出科   

      技貢獻獎實施要點第五點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凡中華民國國民，從事自然科學與工程、生物醫農或人文社會等科技工作，其研發成 

      果或設計有特殊傑出發明或創新，對於國家社會具有重大影響性、改革性及創造性之

      貢獻者，均具被推薦參加選拔之資格。

三、為選拔傑出科技貢獻獎，本部於每年定期公開受理推薦，於當年底完成審查程序並報

      行政院核定後公開表揚。

本部之選拔作業，分下列三組受理推薦：

（一）自然科學與工程組

（二）生物醫農組

（三）人文社會與科教組

貳、人才推薦

四、傑出科技貢獻獎之推薦，應採下列方式擇一辦理：

（一）任職於各級政府機關、公私立學術研究機構（包括財團法人）、公私立專科以

         上學校、公民營企業機構，且其研發成果或設計係在服務機關工作期間完成者，     

         得經由服務機關首長推薦，並在推薦書上加蓋推薦機關印信。

（二）隸屬於某一團體或僑社，且其研發成果或設計係為該團體或僑社所深切認識者， 

         得由該團體或僑社之負責人推薦，並在推薦書上加蓋該團體或僑社之印信。

（三）任職於國外專科以上學校者，得由所在學校科、系、所主任或校、院長推薦。

（四）由對被推薦人之研發成果或設計具有深切之認識者推薦。

五、負責推薦之單位或人員，對被推薦人在推薦書上填寫之內容，應先作詳細查證，並對

      其詳實性完全負責。

六、研發成果或設計如屬數人之共同成就，但其中一人具有特殊貢獻者，應推薦此人為候 

      選人。其特殊貢獻及所占比重、影響等均應詳盡說明，作為評審之依據；至其他共同

      工作人員所占之比重、影響等，亦應詳列，以作評審之參考。如所推薦之研發成果或

      設計獲得入選，僅核發獎金一份及獎牌一座，並以該候選人為受獎對象。

      前項所稱其他共同工作人員所占之比重、影響等，應經共同工作人員簽章同意或經服

      務機關加蓋印信認定。

七、研發成果或設計如屬數人之共同成就，並共同列為創新或發明人者，各被推薦人之貢 

      獻度應達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推薦人並應指定其中一人為候選人代表。如所推薦之研 

      發成果或設計獲得入選，核發獎金一份，並每人各發給獎牌一座。接受表揚時，以該

      代表人為受獎對象。

八、具有國防軍事機密性之研發成果或設計，因在評審過程中無法絕對保密，應先經國防

      部同意後推薦之。

九、被推薦人之研發成果或設計應確係其發明或創新。如係抄襲他人者，一經查覺即公布

      真象，並收回已發給之獎金及獎牌。

科技部辦理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

選拔作業要點 103 年 5 月 15 日科部綜字第 1030034221 號函修訂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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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推薦審查會

十、本部為主動發掘具傑出科技貢獻之案件參加選拔，並辦理申請案之初審，得設傑出科 

      技貢獻獎推薦審查會（以下簡稱推審會）。

十一、推審會之作業，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分為三組進行，每組各設發掘小組及審查小

         組。

十二、推審會委員與所設各小組委員由本部視需要聘任之，聘期一年，均為無給職。

         前項推審會召集人，由本部指定次長一人兼任，本部各主管司司長為當然委員。各 

         小組置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召集人由本部次長擔任，副召集人由各主管司司長擔任， 

         委員人選由各小組召集人推薦之。

十三、推審會對於各小組初審申請表揚案件，認為較有具體成就者，彙提行政院傑出科技

         貢獻獎審議會審議之。

肆、發掘小組

十四、發掘小組委員名單（包括產、學、研各界人士）由本部各主管學術司提出，經小組

         召集人同意後，提請推審會審定之。

十五、推審會第一次會議結束後，應即成立各發掘小組，展開發掘人才行動。

伍、審查小組

十六、審查小組委員名單（包括產、學、研各界人士）由本部各主管學術司視推薦案之性

         質提出，經小組召集人同意後，提請推審會審定之。

十七、審查小組置委員十人至三十五人，以會議審方式，就推薦案逐案進行審查，並經票 

         選決定「建議送審」及「建議不送審」二類，且分別敘明具體理由。「建議送審」 

         案件應獲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票，並視各案內容，提出每案之建議審查人

         名單，三位正選，一位候補。

十八、送審案經三位審查人審查後，應提審查小組會議審查。審查小組審查時，應參酌審

         查人之審查意見，由出席委員討論後投票；獲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票者， 

         建議推薦表揚。不論「建議推薦」或「建議不予推薦」，每案均須書明具體之評審

         意見。

十九、審查小組會議至少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召開。

陸、評審原則

二十、 傑出科技貢獻獎之選拔，以對國家社會之貢獻為評審重點。

二十一、評審時依學術成就或技術貢獻衡量，著重於候選人所提出之研發成果或設計是否

            為重大改革性或創造性之發明或創新，對國家社會是否具有重大之影響性；並應

            嚴密查證其研發成果或設計之實質貢獻、具體事實或數據，必要時，得實地查訪 

            或請候選人列席說明。

科技部辦理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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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工作人員

綜合規劃司 ▎葉至誠、黃育欽、曾黛如、周國蘭、吳稚輝

      自然司 ▎徐愛佳

      工程司 ▎林怡君

      生科司 ▎林玉蕙

      人文司 ▎張洵銓

科教國合司 ▎王瓊德

出版者 ▎科技部

發行人 ▎徐爵民

聯絡處 ▎科技部綜合規劃司

地  址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06 號 18 樓 ( 科技大樓 )

電  話  ▎ 02-2737-7570

傳  真  ▎ 02-2737-7924

設  計  ▎中華民國產業科技發展協進會

電  話  ▎ 02-2325-6800

傳  真  ▎ 02-2325-6816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