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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盱衡世界各國漸朝建立績效評估為導向的預算制度，在國家總體科技預算有限的情況下，為確保科技研發資源運用的有效性，對政府研發補助計畫進行成效評估實有其必要。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以經濟部技術處所推動之科技專案為研究對象，進行研發補助計畫執行成效評估之研究，期達成二個目標：1.瞭解工基計畫之執行成效，及其與政策目標之連結；2.科專績效評估指標對專案類計畫之適用性。

本研究從結案計畫中選取兩個個案，進行個案資料蒐集與整理，以利比較與驗證。評估方法以IROT (投入因素、成果產出、成果運用及效益等四個構面) 為基礎的評估架構，評估項目則兼納政策制定者、廠商及社會大眾所關注的議題(產業效益、營收、就業)進行評估。

研究顯示計畫成果與工基計畫之推動目標具有高度連結，執行成效同時顯現經濟效益、產業效益及社會效益，堪為科技政策辯護之佐證；資深/優質的研究人力，有助提升研發績效；專利對執行廠商保障其研發成果至關重要，也是衡量研發成果的重要指標，但以專利衡量計畫的研發成果不免產生偏頗，因此專利、論文及研究報告一類技術指標，應視計畫屬性與產業別而異，予以彈性及調整空間。
	摘要(英)	In the case of limited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dget, it is necessary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R & D subsidy program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R & D resources utilization.

In this study, a case study method was used to study the effectiveness of R & D subsidy program i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promoted by the technical department of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The two objectives were met: 1.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k plan, And the policy objectives of the link; 2. Branch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icator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project category.

In this study, two case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closure plan, and the case data were collected and collated to facilitate comparison and verification. The assessment methodology is based on IROT (inputs, results operation, effects). The evaluation project will also address the issues of concern to policy makers, manufacturers and the community (industrial efficiency, Income, employment).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project results are highly linked to the driving objectives of the work pla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sults will also show the economic benefits, the industrial benefits and the social benefits. It is the support of the defense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The senior / high-quality research manpower will help improve the R & D performance ; Paten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nufacturers to ensure their R & D results is essential, but also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R & D results, but the patent measurement proje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esults can not help but biased, so patents, papers and research reports a class of technical indicators, And industry differences, to be flexible and adjust th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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