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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我國科研機關科研成果管理整備度之策略建議 

李宜憲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摘要 

我國政府科研機關(部會)每年透過科技計畫執行國家重要科技政策之科研

成果常成為重要利益關係人關注之焦點。科研機關首長或管理者對於科研成果管

理之整備度，攸關機關在進行績效宣傳或提報能否符合外界期待及被檢驗。目前

我國科研機關進行科技計畫績效成果管理之整備度面臨主要問題，本研究針對這

些問題蒐整及研析國際案例(包含研析案例中之績效管理指引、細部執行策略措

施、績效指標)，並實際以我國科技計畫進行案例分析。最後，本研究綜整研究結

果提出相關建議以回饋或精進我國科研機關科研成果管理之整備度。 

關鍵詞：科研機關、績效成果管理、績效指標、基線／基準設定、績效資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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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y of Improving the Public Sector’s 

Performance Management Readiness 

Lee, Yi-Shian 

Assistant Researcher, Science & Technology Policy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Center 

(STPI), National Applied Research Laboratories (NARLabs) 

Abstract 

The public sector (ministry) funded science / technology (S & T) program / project 

in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organization(s) to implement RDI (research / 

development / 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S & T performance would attract the 

stakeholder’s attention. The readiness of S & 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performance 

planning, performance collecting, and performance checking / reporting) would 

influence the ministry reputation (e.g., the head’s leadership or decision management). 

This study surveyed the current challenges about the readiness of S & 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for the ministries in Taiwan, and collected international cases (the 

contents including related guidance, the detail strategy, and the performance indicator). 

Finally, this study conducted a real case (basic research program) for enhancing the 

structure of program’s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proposed overall 

recommendations of S & 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Keywords: Public sector, Performance management, Performance indicator, 

Baseline/Benchmark, Performance infrastructure 



 

3 

緒論 

政府科研機關(部會)每年掌握規模龐大的

科技預算進行有關研究、開發、創新活動之科

研投資，這些投資後之科研成果也常是國會及

民眾所關注之事項。因此，科研機關首長或管

理者如何完善科研成果管理機制或整備度，攸

關機關之科研成果能否符合社會期待及被檢

驗。目前我國科研機關每年所提報的科研成果 

，仍是以科技計畫之績效指標為主要聚焦，然

而對於績效指標成果管理之整備度主要面臨

以下問題： 

1. 計畫績效指標常聚焦於計畫之立即產出

而缺乏計畫之中長期績效，例如計畫對於

科學、社會、經濟面向之貢獻(李宜憲，

2019)。計畫立即產出雖然是績效證據的

來源之一，然而，對於科研活動之利益關

係人仍想要了解計畫對社會或產業之貢

獻，如計畫之投資報酬率。 

2. 計畫書中所規劃之計畫目標下之預期關

鍵成果 (Key Results)，在制定量化數值時

缺 乏 基 線 及 基 準 設 定 

(Baseline/Benchmark)。預期關鍵成果的訂

定若無參考相關背景資訊，如國內外相關

調研資料，可能使計畫在設定量化數值時

面臨高低估問題。此外，缺少基線或基準

設定，計畫評估人員在進行計畫效益評估 

(Impact Assessment) 將投入更多的資源

蒐整計畫投入前或未接受計畫資助對照

組之績效表現，此也對於評估能量不高之

科研機關將因評估預算導致推動影響評

估之力道減弱。 

3. 科研機關缺乏完善的績效資料基礎平台

規劃及執行。目前我國科研機關在建立計

畫績效資料庫仍是朝向所規劃之績效指

標進行蒐集及管理，然而，對於各項績效

指標之基線及基準設定資料的建構仍缺

乏，這些基線及基準設定資料的建構將有

益於計畫效益評估常採用之反現實分析

法  (Counterfactual Analysis)、基準分析 

(Benchmarking Analysis)等，會透過績效

指標之基線及基準設定資料以真實計算

計畫實質的貢獻 (EU, 2022)。 

4. 缺乏完善之跨部會／部門單位整合。計畫

在推動上通常會以跨部會／部門單位之

執行，這些單位也各自有其系統平台蒐集

執行後之績效或相關調研資料(如計畫未

執行前之趨勢分析、國際相關研發報告等

次級資料)，目前計畫主責機關雖有請各

部會／部門單位提報資料，然而在資料的

整合(如資料格式、資料內容之可信度等)

仍缺乏完善之處理或驗證。 

為了使科研機關管理者能提升科研成果

管理之整備度，本研究蒐整國際案例進行分析 

，包含歐盟執委會 (European Commission, EC) 

針對最新一期科研架構計畫  (Framework 

Programme, FP) 之績效管理，其內容含蓋各績

效面向下 各關鍵績效路徑 (Key Impact 

Pathways, KIP) 於不同時點之績效指標設定、

績效指標之基線及基準設定，以及美國國際開

發署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 針對所資助計畫之績效指標管理，包

含績效指標基線設計要點或作業規範。最後，

本研究參考國際案例並以我國科技計畫績效

指標規劃基線及基準設定，以作為回饋相關科

研機關計畫績效管理或評估者之參考。本研究

共分為四章，除第一章緒論外，第二章為國際

科研機關之科研成果管理分析，第三章為我國

案例應用，第四章為結論及建議。 

國際科研機關之科研成果管理 

本節主要針對國際科研機關針對所投資

之科研計畫科研成果管理進行綜整分析，所挑

選之案例係依其管理機制可回應我國目前科

研機關績效指標成果管理所面臨之問題，包含

歐盟架構計畫之科研成果管理及美國國際開

發署所發布之科技計畫績效指標之管理要點。

以下分別介紹： 

歐盟架構計畫之科研成果管理 

歐盟架構計畫，係指歐盟層級的科研創新

政策計畫，此計畫最初於 1983 年建立，其建

立的宗旨係改良及協調會員國間之研發政策

(蕭郁蓉，2019)，並每五至七年提出新一期的

計畫，目前執行的是 FP9 「展望歐洲計畫 

(Horizon Europe 2021-2027)」，此計畫分為三

大主要支柱，分別為開放科學 (Open Science)、

全球挑戰與產業競爭力  (Global Challenges 

and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以及開放式創

新 (Open Innovation)。透過此三大支柱，以達

到該計畫之目標：支援高品質知識創造及擴散、

強化歐盟政策之研發創新影響力，以及培育多

種形式創新及強化市場布局。圖 1 係該計畫

之計畫架構，包含三大主要支柱之關鍵活動或

聚焦項目。 

 

圖 1 歐盟 Horizon Europe 計畫架構 

資料來源：EU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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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為了能有效管理計畫在執行

後之績效，發布績效評估架構  (EU, 2018, 

2022)，此績效評估架構主要透過關鍵績效路

徑 (KIP) 執行績效監測及評估。此績效評估

架構係以計畫績效目標為基礎下，針對科學、

技術／經濟、社會三大績效面向進行主要關鍵

績效路徑設計，這些 KIP 會依不同時間(短、

中、長)路徑呈現其關鍵績效指標及指標之基

線 (Baseline) 及基準 (Benchmark) 設計。歐

盟執委會在此一新的績效評估架構中，定義時

間概念，短期、中期、長期績效通常分別在計

畫執行 1 年後、3 年後、5 年後才可測量此效

益。此外，績效指標之基線定義係在無此架構

計畫介入下之指標預期值，例如當沒有該計畫

資助或補助下控制組之績效表現。績效指標之

基準定義包含內部基準比較  (Internal 

Benchmarking) 及外部基準比較  (External 

Benchmarking)，內部基準比較係計畫介入績

效與前一期計畫績效進行比較；外部基準比較

係計畫介入績效與類似計畫或措施進行比較。

本研究於表 1、表 2 呈現此一架構計畫在科學

及技術／經濟績效面向之關鍵績效路徑於不

同時期之績效指標、指標基線及指標基準定義。 

表 1 科學績效構面各關鍵績效路徑之績效規劃 

關鍵績效路徑 績效時程 績效指標 指標基線定義 指標基準定義 

KIP A 

創造高品質

新知識 

短 
此架構計畫介入下所產生之論文

數量 

在沒有該架構計畫介入下所產生

之論文數量 

前一期架構計畫 H2020 介入下所

產生在期刊及研討會之論文數量 

中 
此架構計畫介入下所產生論文之

領域權重引用影響力分數 

歐盟所出版論文之領域權重引用

影響力分數 

前一期架構計畫 H2020 介入下所

產生論文之領域權重引用影響力

分數 

長 
此架構計畫介入下所產生對科學

領域核心貢獻之論文數量及比例 

引用次數最多的歐盟前 1%論文所

佔比例 

前一期架構計畫 H2020 介入下，

被引用次數最多的前 1%論文比例 

KIP B 

強化研究創

新人力資本 

短 
此架構計畫介入下而提升研究人

員技能之人數 

在沒有該架構計畫介入下而提升

研究人員技能之人數 

參與前一期架構計畫 H2020 之研

究人員數量 

中 

參與架構計畫研究人員於他們的

專業領域是具有廣泛影響的人員

數量及比例 

與架構計畫研究人員背景／專長

相似的研究人員，其 H-index 的年

增長率 

參與前一期架構計畫 H2020 之研

究人員，其在資助計畫開始後 3 

年的 H-index 年增長率 

長 
參與架構計畫而獲得工作條件改

善之高技能研究人員數量及比例 

歐洲研究人員在全職、永久合約工

作條件的比例 

參與前一期架構計畫 H2020 研究

人員在全職、永久合約的比例 

KIP C 

促進知識擴

散及開放科

學 

短 

透過開放知識基礎設施共享架構

計畫研究成果(如開放數據、出版

物、軟體等)之比例 

經歐盟資助後所產生在 OA 平台

之出版物比例 

前一期架構計畫 H2020 資助後所

產生在 OA 平台之出版物比例 

中 
使用／引用計畫產生之開放研究

成果比例 

前一期架構計畫 H2020 介入後發

表在非 OA 平台論文之平均領域

權重引用影響力分數 

前一期架構計畫 H2020 介入後發

表在 OA 平台論文之平均領域權

重引用影響力分數 

長 

與那些使用計畫開放成果之使用

者共同進行誇學科合作之計畫受

益人比例 

前一期架構計畫 H2020 介入後在

非 OA 平台論文之協同指數 

前一期架構計畫 H2020 介入後在

OA 平台論文之協同指數 

資料來源：EU (2022)，本研究整理。 

表 2、技術／經濟績效構面各關鍵績效路徑之績效規劃 

關鍵績效路徑 績效時程 績效指標 指標基線定義 指標基準定義 

KIP D 

基於成長之

創新 

短 
架構計畫介入後產生之創新產品、

製程或方法，及智財權申請之數量 

在沒有該架構計畫介入下所產生

專利申請數量 

前一期架構計畫 H2020 介入後產

生之專利申請數量 

中 
架構計畫介入後，不同類別創新之

數量  

在沒有該架構計畫介入下所產生

可被驗證之專利家族數量 

前一期架構計畫 H2020 介入後產

生已驗證之專利家族數量 

長 
受架構計畫介入企業所開發相關

創新之產品、市佔比例 

在沒有該架構計畫介入下之對照

組企業，其對照組企業年平均營業

額成長情形 

前一期架構計畫 H2020 介入企

業的年平均營業額成長情形 

KIP E 

創造更多更

佳之工作 

短 
因參與架構計畫所創造之全職工

作數量及持續維持之工作數量 

在沒有該架構計畫介入下所創造

之全職工作數量或持續維持之工

作數量 

前一期架構計畫 H2020 介入下所

創造之全職工作數量或持續維持

之工作數量 

中 
因參與架構計畫使受益單位／組

織增加之全職工作數量 

在沒有該架構計畫介入之對照組，

這些對照組企業的年平均就業成

長情形 

前一期架構計畫H2020介入企業，

其年平均就業成長情形 

長 
架構計畫成果擴散之直接／間接

工作總數量 

透 過 連 續 化 情 境 假 設 

(Continuation Scenario) 估計架

構計畫介入後產生之總就業效

應 

前一期架構計畫 H2020 介入後，

整體所產生之總就業效應 

KIP F 

槓桿投資項

目 

短 
架構計畫初始投資後帶動公／私

部門投資之數量 

在沒有該架構計畫介入下，被相關

利益關係人帶動之公／私部門投

資之數量 

前一期架構計畫 H2020 介入後，

計畫參與者後續資助 H2020 計畫

之金額數量 

中 
為使用或擴散計畫成果而帶動公

／私部門投資之數量 

在沒有該架構計畫介入下，為使用

或擴散計畫成果而帶動公／私部

投資之數量 

藉由直接槓桿 H2020 所估計之資

助金額 

長 
架構計畫促使歐盟在實現 3% 

GDP 取得之進展情形 

在沒有該架構計畫介入下，歐盟於

2019 年之研發強度 

前一期架構 H2020 資金所帶動之

總槓桿效應 

資料來源：EU (2022)，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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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每個績效構面所展開各關鍵績效路

徑於短、中、長期之績效指標及其基線及基準

設計，不僅有利於計畫評估者可針對不同時期

之績效指標擬定評估資料蒐集規劃，例如歐盟

核能研究及培訓計畫 (Euratom Research and 

Training Programme, 2021-2025) 採用此關鍵

績效路徑對該計畫目標規劃不同時期之績效

指標並進行評估 (EU, 2018)，以及藉由績效指

標之基線及基準分析以合理評估計畫實質介

入後之貢獻。此外，對於計畫管理者在規劃計

畫績效總目標之質量化設定時，可透過類似計

畫活動在過去之績效資料 (Benchmark) 作為

制定績效總目標及細部年度預期績效目標之

決策參考。 

美國國際開發署之計畫績效成果管理 

美國國際開發署  (USAID) 的核心任務

係透過與企業、大學、社會公民之合作夥伴關

係，以投資相關科研計畫來支援美國的外交政

策，如對開發中國家之援助以提升國家競爭力。

USAID 針對所資助計畫的評估及管理，發展

績效指標的基線設定操作重點。USAID 定義

基線係指該計畫介入前的績效情況，且每個計

畫績效指標均要有基線設定，以了解計畫介入

後實質所帶來之改變。USAID 認為在設定績

效指標之基線設定須考慮以下事項 (USAID, 

2021a)： 

1. 蒐集績效指標基線資料的時間。USAID

認為蒐集指標基線的時間並無標準規範，

此外，某些指標基線資料並無存放於政府

單位資料庫(如產業或社會效益)，往往需

機關內部之計畫管考及評估人員啟動績

效資料之調研方能獲得。因此，計畫管理

者需在計畫執行前，與評估者、利益關係

人擬定計畫績效評估規劃之過程中，綜合

考量每個績效指標基線資料之蒐集時間

是否會影響計畫之評估資源，以避免降低

後續評估之執行進展。 

2. 蒐集績效指標基線資料的資源及協調活

動。USAID 認為機關之管理者應確保在

執行計畫監測及評估時，有充足的預算資

源及經驗進行指標基線資料管理。此外，

計畫若有跨部門／單位的合作執行，管理

者應思考在最小化的評估成本下進行跨

部門／單位之指標基線資料蒐集。 

3. 績效指標基線資料之後續應用。USAID

認為科研機關應活用所蒐集之績效指標

基線資料，包含應用於計畫績效評估及作

為機關在規劃新計畫活動設計之回饋，如

在設計新計畫活動之預期關鍵成果，可以

參考績效基線之歷史資料蒐整情況(如績

效基線資料蒐整品質及操作難易度)進行

更精簡的指標規劃，包含排除績效基線不

易蒐整或可信度不高之指標，納入易於蒐

集且操作可行、可信度高之績效基線指標。 

此外，為了利於各項指標成果管理，美國 

USAID 頒佈計畫績效指標設計架構 (USAID, 

2021b)，如圖 2 所示。此設計架構完整涵蓋績

效指標描述、績效指標資料蒐集規劃、績效指

標基線架構、資料品質議題，以及指標更動等

面向。從指標描述可清楚該指標與計畫脈絡的

關聯、測量單位及分類依據；資料蒐集規劃可

了解指標所需測量之評估資料來源及所屬負

責單位；指標基線架構則須清楚定義績效指標

之基線值，且若基線更動時須交代預期滾動基

線值可能會產生的日期；資料品質議題可確保

所蒐集資料的可靠性並進行驗證，以及指標若

後續更動之細項交代。最後，此計畫績效指標

設計架構不僅可回饋科研機關建立計畫績效

資料平台之規劃，更會因考量績效資料品質的

嚴謹度及績效指標的基線設計而提升計畫績

效監測的正確性及計畫評估結果的可信度。 

 
圖 2 USAID 計畫績效指標設計架構之考量要素 

資料來源：USAID (2021b)。 

我國案例應用 

本節係根據歐盟及美國之國際案例所分

析之計畫績效管理架構，均強調績效指標的基

線及基準設計係可改善計畫評估結果之品質，

因此，透過我國實際案例進行科技計畫績效指

標的基線及基準設計規劃(包含績效基線及基

準資料所需來源)，以作為精進科研機關計畫

成果監測及評估過程中之參考資料。本研究以

「我國科技發展計畫七大計畫屬性關鍵成果

撰寫範例與應用」研究報告(羅愛雁、張雅雯、

陳嬿竹、李宜憲，2022)為例，並從報告中挑選

其規劃之基礎研究計畫  (Basic Research 

Program) 進行設計。基礎研究計畫的特色係

以無特定應用、不特別強調產業效益之探索型

研究，其經費主要來源為國科會。 

由於此案例之基礎研究計畫績效目標眾

多，本研究考量基礎研究主要係由研究創造前

沿新知識或新技術，因此選擇關鍵績效目標之

一「強化具特色領域、創新性及前瞻性之基礎

研究體系，以創造新知識及新技術並擴大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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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作為規劃此目標下各績效指標之基

線、基準設定及其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此案

例報告並歸納計畫可能產生之短中長期績效，

短期績效定義為「一般效益」，如計畫利益關

係人直接使用計畫產出而產生之績效；中長期

績效定義為「關鍵效益」，主要可回應計畫對

科學、社會、經濟等面向之貢獻。表 3 為針對

基礎研究計畫在關鍵目標上，分別呈現出「一

般效益」與「關鍵效益」之效益指標基線及基

準設計及其資料蒐集來源。 

表 3 基礎研究計畫之績效基線及基準設定表 

基礎研究計畫-以關鍵目標「強化具特色領域、創新性及前瞻性之基礎研究體系，以創造新知識及新技術並擴大學術影響力」為例 

一般效益 一般效益基線及基準設計、資料蒐集來源 關鍵效益 關鍵效益基線及基準設計、資料蒐集來源 

論文在所屬

領域 (自然

科學、工程

技術、生命

科學、人文

社會 )之相

對影響力 

◼ 效益基線：在沒有該計畫之介入下，

所發表論文在所屬領域之相對影響

力 

◼ 效益基準：在過去類似科研活動(如前

一期計畫)介入下，所發表論文在所屬

領域之相對影響力 

◼ 資料來源：文獻資料庫、科研機關(部

會)計畫管理資料庫、大專院校資料庫 

研究人員獲取國際重

要學術獎項  (如諾貝

爾、拉斯克獎)之情形及

對我國學術領域之影

響說明(如影響國內各

學術領域之發展規劃、

對我國科研預算之分

配影響等) 

◼ 效益基線：在沒有該計畫介入下，研

究人員獲取學術獎項情形及對我國

學術領域發展情形 

◼ 效益基準：在過去類似科研活動(如

前一期計畫)介入下，受資助之研究

人員獲取學術獎項情形及對我國學

術領域之發展 

◼ 資料來源：產學研機構之相關人才資

料庫、科研機關(部會)人才成果資料

庫(如國科會、教育部) 

技轉／專利

授權件數／

金額 

◼ 效益基線：在沒有該計畫之介入下，

學研機構／研究團隊所產生的技轉

／專利授權件數／金額 

◼ 效益基準：在過去類似科研活動(如前

一期計畫)介入下，接受計畫資助的學

研機構／研究團隊所產生的技轉／

專利授權件數／金額 

◼ 資料來源：學研機構(研發處或技轉中

心)、科研機關(部會)計畫管理資料庫 

我國研究人員在國際

研究組織發揮貢獻(如

進入國際重要研究機

構／科學理事會擔任

要職或成員、參與國際

重要合作計畫情形等) 

◼ 效益基線：在沒有計畫介入下，研究

人員進入國際重要研究機構擔任要

職或參與國際合作計畫件數 

◼ 效益基準：在過去類似科研活動(如

前一期計畫)介入下，受資助之研究

人員進入國際重要研究機構擔任要

職或參與國際合作計畫件數 

◼ 資料來源：產學研機構人才資料庫、

科研機關(部會)人才資料庫、研究機

構網站、訪談 

吸引國際重

要學者及研

究人員來台

共同研究的

人次 

◼ 效益基線：在沒有該計畫介入下，學

研機構／研究團隊，其本身延攬或吸

引國外專業學者／研究人員的人次 

◼ 效益基準：在過去類似科研活動(如前

一期計畫)介入下，受資助之學研機構

／研究團隊延攬或吸引國外專業學

者／研究人員的人次 

◼ 資料來源：產學研機構人才資料庫、

科研機關(部會)人才資料庫、問卷調

查、訪談 

研究機構與相關國際

標竿研究機構表現之

對照(如差距是否縮小、

研究機構之國際知名

度提高等) 

 

◼ 效益基線：在沒有該計畫介入下，研

究機構與國際標竿研究機構之表現

對照情形 

◼ 效益基準：在過去類似科研活動(如

前一期計畫)介入下，受資助之研究

機構與國際標竿研究機構之表現對

照情形 

◼ 資料來源：研究機構成果網站／資料

庫、相關研究機構調研報告或評估結

果報告、訪談研究機構領導者 

受邀至國外

研討會進行

大會／專題

演講的研究

人員數 

◼ 效益基線：在沒有該計畫介入下，研

究團隊受邀至國外研討會進行大會

／專題演講的研究人員數 

◼ 效益基準：在過去類似科研活動(如前

一期計畫)介入下，受資助之研究團隊

受邀至國外研討會進行大會／專題

演講的研究人員數 

◼ 資料來源：學研機構資料庫、科研機

關(部會)計畫成果資料庫 

研究人員／機構產生

具突破性之學術研究

成果或在國際上取得

領先地位(如獲得國外

媒體報導、對社會及經

濟產生重要貢獻說明、

發表在如 Science 、

Nature 之  Top 1% 等

級期刊情形說明) 

◼ 效益基線：在沒有該計畫介入下，研

究人員／機構所產生突破性研究成

果或取得國際領先地位情形 

◼ 效益基準：在過去類似科研活動(如

前一期計畫)介入下，接受資助之研

究人員／機構產生突破性研究成果

或取得國際領先地位情形 

◼ 資料來源：學研資料庫(可由研發處、

技轉中心取得)、文獻資料庫、問卷調

查、訪談 

參與國際重

要合作研究

計畫件數與

金額 

◼ 效益基線：在沒有該計畫介入下，學

研機構／研究團隊參與國際重要合

作研究計畫件數及促成金額 

◼ 效益基準：在過去類似科研活動(如前

一期計畫)介入下，受資助之學研機構

／研究團隊參與國際重要合作計畫

的平均件數及金額多寡 

◼ 資料來源：學研機構資料庫、科研機

關(部會)計畫成果資料庫、國際相關

基礎研究科研機關(如美國國家科學

基金會、歐洲研究委員會等)計畫補助

及成果資料庫 

研究人員／機構之研

究成果後續獲得(公／

私／國際)額外投資或

補助之情形 

◼ 效益基線：在沒有該計畫介入下，研

究人員／機構之研究成果後續獲得

額外補助情形(如受公／私／國際補

助領域) 

◼ 效益基準：在過去類似科研活動(如

前一期計畫)介入下，接受資助之研

究人員／機構其研究成果後續獲得

額外補助情形 

◼ 資料來源：產學研資料庫(技轉中心、

研究中心)、問卷調查、訪談、創投資

料庫、國際相關計畫成果管理平台

(如歐盟 CORDIS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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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及建議 

科研機關每年針對中央所分配的科技預

算進行相關研發之科研投資，這些投資常以科

技計畫資助產、學、研使其加速研發並進而提

升我國科研競爭力。雖然我國科技計畫之績效

管考及評估有其機制或作業手冊 (國科會，

2022)，然而，要能真實展現所投資計畫之「科

研成果確切性」及與「社會、經濟之連結」，

仍需機關首長或科研決策者重視證據導向之

科技計畫成果管理及評估，並依據評估結果回

饋機關後續之施政計畫或科技計畫組合之科

研資源布局。 

本研究探究國內科研機關於科技計畫成

果管理整備度所面臨之挑戰，並蒐整國際案例

以回饋至我國科技計畫之實際應用，有以下幾

點可回饋給予政府科研機關決策者及計畫管

理及評估者： 

規劃科技計畫之中長期績效指標 

目前科研機關在績效指標規劃有一定的

基礎，然而在呈現上仍以計畫立即產出而非讓

民眾有感之經濟或社會層面之指標。科研機關

決策者可先行設立此機制並請計畫管理者挑

選內部之重點計畫進行試作，計畫管理或計畫

評估人員可以參考本研究所提之歐盟案例 

(EU, 2018,2022) 或國內在探討此議題之研究

報告(羅愛雁、張雅雯、陳嬿竹、李宜憲，2022)，

依所管理之計畫特色或目標進行短、中、長期

之績效指標規劃，並後續根據不同時間點檢視

或評估這些績效指標的達成狀況。此外，在推

動機關內部科技計畫中長期績效指標之機制

建立，科研機關決策者要考量機關本身之管考

及評估能量，包含執行預算、執行人力、執行

方法等因素，如管考及評估能量強的科研機關 

，可更廣泛處理所列管計畫之中長期指標建

構及採用質量化方式蒐集指標資料，並依實際

執行狀況滾動調整績效指標設計；管考及評估

能量中等的科研機關，可在有限的資源下，挑

選特定計畫(如與我國重大科技政策相關之重

點計畫)進行試作並檢視其執行狀況。 

建構科技計畫績效指標之基線及基準

設定資料 

科技計畫績效評估的結果要能真實呈現

計畫執行後之成長情形或計畫成果歸因，在評

估時要能了解其計畫執行前之狀況，如計畫未

介入時之對照組績效表現、過去相關類似科技

計畫在執行時之績效表現，方能釐清計畫本身

執行後之成長狀況或計畫本身之貢獻。科研機

關決策者可參考美國國際開發署所發展之績

效指標基線設計要點或歐盟執委會針對 

Horizon Europe (2021-2027) 計畫所擬定之績

效指標基線及基準設定要點，進行機關內計畫

之指標基線及基準設定。此外，計畫管理者在

規劃計畫書績效目標與預期關鍵成果 (Object 

Key Results, OKR) 之質量化設定，亦可從過去

所蒐集之績效指標基線及基準資料過程中，更

合理回饋預期關鍵成果之設定品質(如篩選更

合適之預期關鍵成果指標、更證據導向進行預

期關鍵成果之量化設計)。 

完善科技計畫績效資料基礎設施平台 

承上述所述，無論在規劃科技計畫之中長

期績效指標及績效指標之基線及基準資料，均

需一個完整之績效資料基礎設施平台。科研機

關決策者應鼓勵內部各計畫管理及評估平台

能有效整合，如機關內有多家研究法人機構執

行機關所委託的計畫，這些機構執行後績效資

料彙整平台之建置，以及此平台之管理者應朝

積極管理／檢視績效資料之上傳提報機制，包

括提報資料的格式、資料的真實性及可驗證性 

、資料隱私等，而非僅檢視資料是否提交。此

外，對於計畫在中長期的績效資料(包含中長

期績效之基線及基準資料)可能分散在機關外

之部門或單位，平台管理者更應與這些部門或

單位保持聯繫以利進行協調，以使計畫管理者

能完整蒐集資料並使用於計畫績效評估或回

饋後續之科研活動規劃。最後，平台管理者要

進行資料權限管理，讓內部員工能依其所處了

職位登入平台使用並避免重要資料外洩的風

險。 

強化科技計畫管理及評估人員之技能

或專業知識 

科研機關首長或決策者應持續獎勵或推

動科技計畫管理及評估技能，以提升相關人員

之專業知識。例如，機關首長可參考英國基礎

設施及計畫管理局 (Infrastructure and Projects 

Authority, IPA) 針對機關內部管考及評估人

員發布計畫績效基準能力指引 (IPA, 2020)，

此指引建議可透過教育訓練並設計量表以檢

視相關人員的學習狀況，包含：機關內部相關

人員是否能夠清楚相關計畫之績效目標及績

效指標、是否熟悉績效基準分析之工具或技能 

、是否能夠清楚定義計畫績效基準資料之來

源及採用哪種途徑獲取，以及計畫績效之基準

分析如何影響後續科研活動規劃等，並從學習

狀況量表等級作為規劃下次教育訓練內容之

設計，如等級較低的學員可多強化訓練之力道

並從訓練結果給予適度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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